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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建德，业界称其“雷-西厢”，1957 年出生，山西省
永济市人。

雷建德先后编著出版过《西厢记》系列著作（画册）十
二部曲（共计五十册），包括：《西厢轶事·民间传说》《西厢
记·电视文学故事》《白话西厢记·章回小说》《西厢记·民
族交响叙事曲（合作）》《西厢轶事·连环画（合作）》《西厢
记国内外珍品·首展普救寺（中英文对照）》《西厢记·法国
邮票-中国邮册》《雷·西厢元宇宙数字纪念馆》等。

多年来，雷建德甘当西厢爱情文化使者，先后赴美国、
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
等 59 个国家，进行国外大百科全书有关《西厢记》评价的

探寻考察，同时应相关图书馆的邀请，将自己再创作的《西
厢记》主题系列著作赠予馆藏，填补了国内外《西厢记》珍
品集锦展示传播的一项项空白，开启了人们随时随地阅读

《西厢》、研究《西厢》、欣赏《西厢》、传播《西厢》的新时代。
因其《西厢记》研究、再创作、国内外传播，先后应聘

出任：中国山西省永济普救寺文化顾问；五台山全球微电
影大赛评委；中国旅游新闻网理事；山西省品牌智库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兼晋商品牌课题组副组长；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院特邀院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新时代非遗文化传播大使、理事，中央电视台《艺术名
家》栏目特聘客座教授等职务。

文化学者雷建德，业界称其“雷-西厢”。因其

文化自信，坚持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研究、再创

作、国内外传播五十年，有幸沉浸在诸位名家大师

的笔墨之中。

1988 年 7 月，雷建德编著的旅游民间文学故

事《西厢轶事》正式出版。时任中国艺术语言研究

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京剧艺术基金

会副会长、文化部振兴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

曲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京剧史》及《中国京剧百科

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杰出的文学家、文艺理

论家，中国戏曲改革早期开创者马少波，评价《西厢

轶事》：“此书作为拾遗补缺的史料，融艺术、知识、

趣味为一炉，‘填补了《西厢记》研究的一项空白’”

（1989 年 8 月 21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该书出版

时，马老又欣然命笔专门写来贺词：“离愁千缕从何

剪，全凭着情真意坚。有情人都成美眷，早些也月儿

圆，迟些也月儿圆。”

1989 年 9 月，雷建德编著的旅游电视文学故

事《西厢记》第一时间出版。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分编委副

主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博士生导师，全国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西

厢专家王季思，作序并题词：“称其‘突破了原著的

局限’，‘纠正了前人的误解’”（1989 年 8 月 21 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王老专门贺诗：“白马将军义

薄云，书生笔阵扫千军。中条山色黄河水，常与莺娘

驻好春。”此外，时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书记处

常务书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戏

剧理论家、戏剧活动家赵寻予以题词：“普救寺内一

片情，牵动多少儿女心，坚贞岂止传元宋，莺莺塔上

有回声”。与此同时，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

全国政协书画室主任、北京荣宝斋顾问，当代著名

画家、书法家董寿平专门题写了书名。

1990 年 2 月，旅游电视专题片《西厢记与普救

寺》在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和山西电视台五彩

缤纷栏目分别播映。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

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主任，中国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西

厢专家吴晓铃予以题词：“西厢记与普救寺，愿普天

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1991 年 11 月，雷建德与文友合著的旅游章回

文学《白话西厢记》出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西厢专家吴晓

铃作序，认为“《白话西厢记》是返祖之作，其文笔流

畅，雅俗共赏：上焉者能咀嚼其选用的王作原本佳

句，下焉者能提高欣赏水平。”原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

一书记李雪峰题写书名；时任中国剧协副主席，中

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我国著名戏剧大家郭汉城为本

书出版贺诗一首：“蒲关驿道去行人，小院梨花深掩

门，一度凭窗肠一断，中条山竹染啼痕。”

1997 年 12 月，旅游连环画册《西厢轶事》出

版。著名书画家林蘭子根据雷建德的《西厢轶事》改

编成连环画画册，为普救寺增色不少。时任运城地

委宣传部部长王大高序言：“《西厢轶事》画册的问

世，展示的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呼唤，一个

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爱抚，一种超越自己的付出，

一种凄婉悱恻的情感……”。著名书画家、北京语言

大学教授、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研究院院长林蘭子也

为之题词：“一部西厢描有情眷属不朽实甫，半生心

血酬因果菩提立言建德。”

2006 年 7 月，《西厢记·民族交响叙事曲》出

版。时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维庆题词；副部长、

省文化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杨波作序，认为：“《西厢

记》的各类版本很多，但用民族交响叙事曲的手法

表现这部名剧，还是头一次。民族交响叙事曲《西厢

记》，不但具有原始性创新，而且还填补了中国《西

厢记》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填补了用民族交响

乐手段描写历史名剧的空白。专家推测，这种以歌

言情，以词抒意的民族交响叙事曲如果在世界著名

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也会受欢迎。”著

名音乐大家张福全先生专门为《西厢记·民族交响

叙事曲》配器；原深圳书法家协会会长刘伟力题写

书名。

2008 年 10 月，旅游电视文学《白话西厢记（后

传）》在香港出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

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原外交部长、中联部

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世时特地留下墨宝

题写书名；著名戏剧大师郭汉城予以题词，印入扉

页：“山围平野已无城，剩得黄河万古声。红叶霜林

曾怨女，斜阳鞭影旧啼痕。江山再造新萧寺，文采长

流重会真。想象西厢今晚月，夜深恍欲觅伊人。”

2013 年 9 月 15 日，雷建德工作室精心营造的

融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观性并重的

“西厢记网络展览馆”域名注册成功，填补了国内外

西厢记主题文化展示的一项空白。山西美协原副主

席、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水画学会会长、山西画

院院长王朝瑞先前题写了一级馆名；北京著名书法

家古月题写二级馆名；时任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李

太阳题词祝贺：“网络给我一小时，我还文友七百

年”；原山西省太原市市长曹中厚题词：“西厢情

缘”；知名书画家林蘭子专门为之贺诗：“梨花院落

锁春深，拂墙花影弄玉人。对月酬韵情难悦，雨叩窗

棂垂泪痕。一曲西厢千古韵，三十八载求本真。柳陌

街巷成热议，方显雷君赤子魂。”

因《莫言诺奖授奖辞的理论错误》引起公众关

注的上海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专家学者周锡

山，特地序言“西厢记网络展览馆”：“雷建德先生数

十年一贯地坚持学习、鉴赏、研究和传播《西厢记》，

著作宏富，成果卓著，影响颇大。他与时俱进，及时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设立全面宏大的虚拟化、数码

化‘西厢记网络展览馆’。这是《西厢记》研究史和传

播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必将对《西厢记》文化艺

术的发展、推广和运用，乃至对当代中华文化艺术

事业的发展，会产生示范性的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作

用。故余乐为之序云。”

香港文委会原主席蓝海文，专门曲贺“西厢记

网络展览馆”。卢丰《独恋西厢》歌词在蓝海文先生

那婉转、柔情的旋律中流淌：每一个月缺月圆的夜

晚/独叹西厢摇烛/溢满了几多牵挂/划过岁月尘烟/
柔情中/美丽的初遇不变。每一个云舒云卷的日子/
遥想千年绝恋/撩动了万缕文思/笔走移墙花影/书
卷中/书卷中思念情长难掩。日照斜/忆经年/情缘千

丈/青山伴秀水/嫣然了浪漫的流光。“西厢记网络展

览馆”歌曲的声音，足以让你摆脱眼前俗世的纷扰

而飘在云间，

2022 年 11 月，雷-西厢工作室推出的《西厢记

古今中外珍品集锦》（中英文对照），首次亮相在世

界“风帆之都”新西兰奥克兰市。有力地彰显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自信！展览也为“庆祝中新建交 50 周

年”活动增光添彩。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题

写《西厢记》主题词；中宣部五洲传播中心主编常武

显题词：“情倾西厢记”；原山西省委统战部常务副

部长王大高题词：“西厢文化 意远情长”；山西省

文旅厅常务副厅长郑中夏题词：“画播西厢记”；山

西省文联副主席涂向东题词：“西厢记文化的斑斓

世界”。

2023 年 12 月，雷建德因研究、再创作、国内外

传播《西厢记》古典爱情文化累累硕果，入选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特邀院士、当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新时代非遗文化传播大使；

“雷·西厢数字纪念馆”相关 14 幅珍品入选“宫廷文

创特荐艺术名家”（2024 年-农历甲辰年青龙年台

历），并且第一时间在“天涯海角-天涯书局”展示；

2024 年 1 月，雷-西厢彩图视频，首次亮相美国纽

约时代广场，吸引了成千上万双目光凝视纳斯达克

大屏幕，将《西厢记》爱情故事又一次传播到太平洋

彼岸；海南书法艺术网隆重推出“雷-西厢 2024 龙

年电子彩色挂历”；三亚市人文地理学会与三亚市

新华书店联合邀请雷建德主讲《<西厢记>来龙去

脉-讲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024
年 3 月，中央电视台《艺术名家》栏目特聘《西厢记》

文化学者雷建德为客座教授；2024 年 10 月，雷-西

厢入选新影中学生栏目“时代人物”；雷-西厢入选

《中国军转民》“与国同心———引领艺术风范的革新

先锋”；雷-西厢入选英国麦克来伦出版社出版的

《世界里的中国》；2024 年 11 月，雷-西厢收到国内

外三次邀请公函：一是电影《云顶之上》新闻发布会

（2024 年 11 月 22 日）；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一

届“国际儒商论坛”（2024 年 12 月 13 日）；三是新

西兰“孔子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大会……

原中国国礼研究院院长、国家礼仪文化传承

人、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特别顾问、《中国书法志》总

编辑吴向明，题词祝贺雷-西厢：“西厢记珍品集

锦”、“尽心竭力倾情西厢记”。

科学导报记者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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