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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传承与潮汕妇女精神塑造

在潮汕流行着这样一句老小皆知的俗语：“锄头粪萁筐，

三弦琵琶筝”。这反映出的是在传统男性社会里，劳作工具与

音乐在潮汕人，尤其是潮汕男性心中的同等重要性。与之相得

益彰的是，在旧时传统潮汕，女性生活中也有自己生活的精神

坐标，这就是“潮州歌册”。

潮州歌册，亦指唱本，亦指曲艺．“其体裁散韵相问而以韵

文居多。唱词以七字句为主，押韵十分自由，插白运用灵活”。1

尽管其在流传过程中，因时代认识的局限而一直未登大雅之

堂，却对旧时代的潮汕妇女带来几乎改变命运的精神改造。更

有学者赞誉，潮州歌册是最有资格姓“潮”的文化遗产2。

与潮州歌册有关的女性话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

视野，但笔者发现，这类文章多集中在对传播过程中妇女扮演

的角色探讨，只回答了歌册对于潮汕妇女是什么的问题，却鲜

少能够提出为什么?因此，本文希望能从潮州歌册对于女性精

神人文领域的影响出发，找寻歌册在一代代潮汕妇女传承当

的传播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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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何实现文化互动、歌册提供给潮汕妇女的历史观与价值

感的文化表达、歌册如何构建起潮汕妇女文化自信等方面的

屡屡脉络。并希冀能从中获得些许思考，找到让潮州歌册实现

生生不息传承的方法，寻找抢救这一濒危文化的原生态路径。

一、潮汕歌册如何成为潮汕妇女的女书

对于潮州歌册产生和存在时间的分析探讨，在上世纪80

年代迎来一次小高峰，现如今研究潮州歌册所能寻得的重要

资料．也多出自这一时期。这其中，以“潮州歌册出于明朝”的

说法最多，尽管亦有研究称“潮州的讲唱文学始于唐代。”。，但

其叙述理由则以随着佛教的盛行，变文在潮州的盛行而联系

到潮州歌册的产生，理由较为牵强。因此，没能获得学术界较

多数认同。

现如今，对于潮汕歌册的时间观点已经基本无异，倒是在

歌册源流追溯方面的认识则主要分为两个流派。其一认为：

“潮州歌册是潮汕的歌谣、秧歌、畲歌、俗曲，接受宋末明初传

①吴文科．关注民族民间文化拓展古籍整理空间——谈《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从刊》及其“潮州歌册卷”的编纂fN】中国文化报，2003—7—2．

(爹吴杰文．潮州歌册——最有资格性“潮”的文化遗产【N】．潮州日报，!()f)8—8—13．

(多王顺隆．潮汕方言俗曲唱本r潮州歌册J考．汕头大学图书馆．潮汕特藏网：http：／／cstc．1ib．StU．edu．cn／werLxueyishu／gece／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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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宝卷、陶真、词话的影响，于明初开始萌芽，至明代中期形

成。一”’，另一说法则是潮州歌册是“从弹词演变而来的”。

虽然作为曲艺的潮州歌册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但是潮州

歌册的兴盛却是始于晚清以“唱本”概念的歌册刻本出现之

后。并在民国时期广泛传唱，盛极一时。在此前的歌册传唱对

象研究基本流于空泛，倒是民国时期的传唱对象范围极其明

晰，以妇女群体为主的“小圈子”文化开始进入视野。潮汕“女

书”概念就此确立：“这是潮州歌册最奇特最本质的现象：一种

公开发行的曲本，一种公开说唱的艺术，却只是在妇女间流

传!⋯⋯潮州歌册是潮语区的女性文学，是潮汕妇女的‘女

书’。”(张新民)

二、潮汕歌册传承的文化互动

古潮州领八邑，在政治上地理上长期处于偏远之地；正因

其闭塞，许多传统风化在这里却得到了天然的保与守。传统潮

汕家庭中，男女的社会分工可谓严明，这也直接体现在文化教

习之中。在男尊女卑，以男性为社会支撑的观念世界里，再无

条件的家庭也要教育男丁略能识字，哪怕是有头看头。有旁看

旁。但对于家中女性。虽不至于认为无才便是德，但能专门请

先生教习读书、识字明理的几乎没有。女性教育，更多来自母

辈、祖母辈的日常口口相传，遇一事讲一理的零散承袭；亦或

是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母女之间、闺中姐妹细语之间寻得的

自我顿悟。

而潮汕歌册的流传兴盛，却在潜移默化之中，日渐提升了

潮汕妇女的知识架构。众多研究潮州歌册传承文章中，对于唱

歌册、听歌册的场景描写尤为引人入胜：“每当夕阳西下，晚饭

已毕。外婆家的小小天井就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邻居姐妹、

大姆大婶、婆媳妯娌，有的把绣花规、刷纸架也搬来。边听唱。

边干活，好不热闹⋯⋯”2甚至文章专门提到：“当婆婆的也是

过来人，假如儿媳们不太偷懒，也让他们去听歌册，并不严加

管束。”②i：舌语虽轻，但对于在旧时潮汕，婆婆对媳妇管束几乎

严苛的社会环境而言，能够如此，已足见潮州歌册在互动妇女

群体交流中的生活分量。

潮州歌册篇幅长短不一，以数万字一部的居多，最长的篇

幅达五六十万字。歌册的传唱，多数经历着一个听——念——

诵的循环反复。潮汕歌册兴盛之所以出现在歌册刻本的出现

之后。原因也出于此。而听——念——诵的过程，也完成了许

多潮汕妇女的识字启蒙、知识启蒙。因此，妇女们“识字读全

个，半识读半个，不识就势来。”听歌册听得熟习之后，“她们用

歌本借音对字，一个一个的学和记。不懂便问，有的还借助偏

旁或一些固定词组、句式与谐韵猜读，日积月累，认得的字也

逐渐增多了。”由此可看出，妇女问的互动绝不仅仅只局限在

对歌册内容描述的故事的体验探讨，也包含了对温书识字的

知识互动。

除此之外，潮州歌册中如《刘明珠》《双鹦鹉》《双玉凤全歌

(上)》《白绫像全歌》等，对于潮汕分娩、报喜、拜公婆神、结契

习俗在潮州歌册中的细致场景描述，还有冠礼、笄礼等习俗的

着笔④，对解释潮汕歌册为何在女性中得到传播提供了着料。

毕竟，传播信息的选择性理解，受到许多心理因素的影响，包

括根据过去经验得出的假定(通常在几乎无意识的层次上起

作用)、文化期待、动机(需要)、情绪及态度。5人们正是借助于

民间的传统智慧和常识来指导大众传播的多数经验。正是这

些内容。培养起了潮汕妇女的文化认同，形成了共同的社会风

味，这也是潮汕妇女间的一次文化互动。

三、潮州歌册是对潮汕妇女历史观、价值观的

文化表达

潮州歌册故事情节人物包罗万象，题材或取自民间传说、

神仙演义，或改编戏剧小说，更不乏自编自创。杂剧、传奇、唱

本、小说，以及本地潮州戏等，几乎可以听到的想到的才子佳

①吴奎信．潮州歌册【M】．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7．17．

(爹陈友义．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潮州歌册Ⅱ】．寻根，2013，(1)：54．

③陈友义．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潮州歌册Ⅱ】．寻根，2013，(1)：54．

(多李梦婕．潮州歌册中的潮汕生老礼俗o】．大众文艺，2013，(20)：44．

⑤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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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王侯将相、志怪神狐故事，都能在潮州歌册中找到相应的

唱本。这便给长期拘泥于家庭琐屑之中的潮汕女性，提供了对

世界认知一个几乎开天地的视野。

横贯古今的传奇故事，又或者借古讽今的现实周遭，都是

潮汕妇女对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界定取舍与培养的深层药引，

引领着广大潮汕妇女从中认识并传承着对爱恨与美丑。邪与

正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念。

“按照辩证的历史观点⋯⋯这却正反映了许多黑暗的政

治和种种社会的罪恶，都可以作为当时真实政治社会历史的

旁证，有些竞为历史所不载，而却靠着它们留传下来。”1殊不

知，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依靠女性曲艺文学，乃至女性传载记

述亦有时。

信息“受者对自己能力无法实现的欲望，或不存在的经

历，通过对讯息内容的角度置换，达成心理的满足⋯⋯通过媒

介‘真切’地感受不曾有的经历与现实不一致的境遇。”c谭年

潮汕人看潮剧，台上扮演正面角色的演员，在首场后还总能换

得频频叫好；而饰演反角的表演者，则常常在戏外被带入角

色，即便散场，还能引来一片骂声。相同的是，在潮汕妇女传唱

着的歌册听诵里，好坏忠奸，悲欣苦乐也能为演唱听唱的妇女

们带来更强烈地情感认识。于是在大家感同身受地抱着同喜，

抑或相互掩面拭泪间，旧时潮汕人保守的精神世界里，又完成

了一次对美丑强烈的社会性界定，并且代代相传。

当然，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唱本当中，对于旧时一夫多妻，

三从四德等礼教，以及婚丧嫁俗等的渲染也是非常明显。但是

从对歌册中的人物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的设计与描述。着墨

的分量等角度，不难看出，这当中亦存在着对女性意识觉醒的

呼唤。

《金钗罗帕苏六娘》《孝顺梦日红》《明珠记全歌》《新造刘

明珠穿珠衫》等许多作品，均可见女性在这其中，或敢于为争

!墅!!些!丝丝坚!!

研究与探索

取真爱至死方休，或在家国存亡之际大展巾帼之风，或在历经

生死后从军投戎杀敌立功．这些形象都在影响着，印证着潮汕

妇女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毕竟，“音乐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内

容，音乐是文化借以表达其意义体系的一种形式，音乐从形式

到内容都是在表达文化。”⑨

四、歌册传播建立女性文化自信

大众传播领域受众研究领域最早从受众心理差异展开，

并指出了传播过程中人的“表现心理”，即“在群体面前现实自

己优势的一种欲望⋯⋯希望得到群体的肯定或奖励。”④笔者

注意到。在这个小圈子的互动当中，歌册除了赋予妇女基础的

识字本领，增添妇女的文化认知，乃至社会价值的认同之外，

更为不少妇女建立起文化自信，这一点尤其对长期处于男尊

女卑社会格局下的妇女地位和精神觉悟方面尤其有提升推动

作用。

这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并非捕风捉影；首先，潮汕妇女对待

歌册的态度几乎可谓珍重，这一点可从歌册的保存方式上看

出。“他们往往把家中能收藏两三部歌册，视为有文化教养，并

引以为荣。她们把收藏的歌册包扎以后细心妥为保存。”⑤其

次，既然拥有歌册的并非为每个家庭所有，于是，能收藏歌册

的家庭当中的妇女，往往她们的家庭天井，或者她们的绣房，

甚至她们家门前的一棵大树，也都往往成为比较固定的歌册

场所；而她们自身。则多成为了传播过程当中的“能歌者，能诵

者”，而非仅仅“能听者”。《当然，职业歌手的情况又作别谈)

于是，这种固定环境下的“表演”，再加上这个群体本自聚

集的基础也来自于日常交流建立起的家庭、亲戚、知己、至交

等情感基础，让歌册的传诵，或者柔和了婆媳妯娌问的紧张与

压迫感，或者织密了邻里姐妹问的细腻感情。这往往也使歌者

很容易获得来自小群体当中的认可。欣赏甚至崇拜，从而建立

起歌者的自信，更使得不少妇女从中成为了传播理论当中“意

①谭正璧，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24—125

②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92．

③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Ⅱ】．音乐研究，2008，(06)：45．

④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92．

(》吴奎信．潮州歌册【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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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领袖”的角色。

在潮州歌册传入地如福建诏安、东山诸县等地，“有些地

方‘嫁女先添新歌册，让与新娘唱厅堂’的风俗”，有的人出嫁，

装上一箱新歌册作嫁妆，专人挑选，引以为荣。①”类似的情境

在潮州歌册的世界传播过程中亦能见到，在东南亚潮籍侨民

聚居地，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定居的妇女

“不断带去潮州歌册在‘番邦’传唱。这弥补了她们远离故土家

国的空虚。寄托了对家乡亲人的情思，并丰富了生活情趣。”2。

而在此传唱的过程中，歌册也为当地侨民的文化交融作出贡

献，增加了随丈夫或家人远涉海外的潮汕妇女在当地融合、落

地生根的一份资本。潮汕妇女在海外，“因为她把～叠叠、一束

束的歌册带到曼谷去”拿出来诵读时，听者当中“还有会听‘唐

话’的暹罗妇女。”盘这对于建立潮人在海外的整体形象及影响

作用至此见微知著。

五、潮州歌册现代传承的文化思考

历经时代更迭。潮州歌册在传承过程中也终于没能逃过

由盛及衰的历史命运；尤其在经历破四旧后，更是几乎遭受了

断根性的破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础出现了断层，现实世界转

瞬日新的变化和冲击，也在逐渐使潮州歌册的复兴振作力量

减衰。潮州歌册传承的价值意思犹在。但笔者认为，学界在呼

吁抢救这一濒危文化时，却过多将其作为--I'1分门别类，系统

完整的科学去供奉。

前有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收录238部歌册进

行编目(1928年)，后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抢救性地影印了

130部旧版潮州歌册，集为《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

卷》(2003年)，又有如潮汕地区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及几所高等

院校，也分别设立资料库及藏馆；众多的付出，都为歌册文化

的传承一丝一缕积蓄力量，但类似的方式，却更多在于对作为

唱本的歌册进行保存，以待来赏。这样的保存，其利亦大，其弊

亦明；下里巴人的潮州歌册，熟知有一天竞得阳春白雪～般地

礼遇。

笔者认为，既然是大众文学，潮汕女书，不妨尝试还让其

复归自然，以其故有的文化存在方式去思考现当代传承方式。

莫让民间说唱曲艺曲高和寡，束之高阁。

在传播理论当中，对“大众传播效果的思想是来自对宣传

所做的各种分析”，④，要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做好两

个方面的努力，其一是态度改变，其二则为普遍效果。单从普

遍效果的角度讲，类似的歌册保护已经是在让歌册传承固步

自封。

如今不能回避的现实是，潮州歌册已经断层明显。能唱歌

册的老者在减少，与其希冀让已经视听疲惫的中年人群重新

学习歌册，不如让未开发、吸收快、猎奇心求知欲更强烈地青

少年一代，在开启认知的年纪开始接触歌册、爱上歌册。并且，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出发将歌册融入女性青少年的学识认知教

习当中。

歌册故事中的经典传奇。历史兴衰如今更多活跃在了小

人书、连环画当中。歌册描述的潮汕曾经的民俗婚丧嫁娶等文

化生态也已经只存在了老人口中那过去的故事里。笔者认为，

如果潮州歌册能经重新集抄编撰，以普通家庭读者可接受的

价格印成书籍、灌成唱片、解决文献易读性的难题；选取当代

仍可闻可问可讲可感的部分，自儿时起便为女性孩童作启蒙

教育，让孩子从有声记忆的最深处就拥有听歌册的视听环境，

让孩子在成长中有诵歌册的唱本，达到态度改变与普遍效果

相得益彰。无论从文学角度、曲艺角度，若能在两三代人之中

培养出潮州歌册传承的文化意见领袖，让传播实现如涟漪般

泛开、回转、继而继续泛开．最后归融于无形，则歌册传承最后

必成就艺术之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D马风．潮州歌册——潮汕俗文学的一宗丰富遗产U】．潮汕文化丛谈，1990：64．

(爹庄群．潮州歌册在海外．环球潮人网：http：／／ren．hqcr．corn／article一8802．html．

③翁绍裘．潮汕文化对外交流的特征和影响【『1．潮学研究，1997：63．

④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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