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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是潮汕民间说唱文学，潮剧是潮汕民间戏曲，两者虽体

式不同，但都来自民间，都是用潮汕方言写作和演唱，关系十分密切，

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潮州歌册为潮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就戏曲的形成而言，

它必须有一定的说唱基础。有如“南戏萌芽于南方民间的村坊小曲，

初为歌舞小戏”。(《南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

曲艺卷》)“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

综合形成的”，“而说唱艺术的成熟，则为戏曲的产生在文学上和音

乐上铺平了道路”。(《戏曲的起源与形成趴《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

曲艺卷》)关于潮州歌册为潮州戏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上文已有较

详细叙述，兹不赘。 

2、潮州歌册与潮剧互相移植。就目前所见的约 300 部歌册篇目，

篇目或内容与潮剧剧目与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约有三分之一左右。其

中，有歌册移植戏曲的，也有是戏曲移植歌册的。但有一些袭用改编

其他地方艺术品种的题材，歌册与潮剧虽然篇目或内容相同或相近，

也不能断言非甲移植乙，就是乙移植甲。它们可能都是脱胎于同一祖

本，也可能袭用与自己文艺体式相同的歌目与剧目。因为一个较有典

型的题材，往往为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所选用。若要寻根究底，确也

颇费工夫。 

属于地方题材的歌册与潮刷，互相移植就较显而易见。但其中也

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如上文我们提到潮州歌册《苏六娘》、《陈

三五娘》、《金花牧羊》(木刻版旧歌本)是根据明代潮州戏文《苏六

娘》、试荔镜记》、《金花牧羊》改编，以后歌册与剧本又再重新改

编，那就不是一般的“花样翻新”了。以《苏六娘》为例，50 年代张

华云先生新编《苏六娘》潮剧，主要根据同名的潮州歌册和民间传说，



因为当时的《苏六娘》明代戏文流失在外国，国内失传。(后来梅兰芳

先生赴日访问，日本友人赠送两份戏曲刻本的摄影本，才把《苏六娘》

等戏文带回国内)80 年代陈礼思重新编写潮州歌册《苏六娘》录音带，

则是综合了潮剧传统剧目《桃花过渡》、《杨子良讨亲》及张华云《苏

六娘》剧本，提炼出歌册内容。 

建国前可能歌册移植潮剧较多，建国后上演的地方题材潮剧，移

植或参考潮州歌册的也不少，如《吴忠恕》、《陈三五娘》等。由于

文学式样不同，选材的角度也有所不同。戏曲是借助舞台进行表演的，

它受到场面的限制，必须严格筛选故事情节，不能把蓝本材料巨细无

遗搬上舞台。另一方面，戏曲又是通过演员的做功、唱功以及音乐、

道具、布景、灯光来塑造人物，表现主题，感染观众，它又可以抓住

某些关键环节，借题发挥，肆意渲染，拓宽境界，获取良好的艺术效

果。 

潮剧的“折子戏”(锦出)就是根据戏曲的这些特点进行设计和表

演的。如潮刷《扫纱窗》只是《扫纱窗明珠记》中的一个环节，由于

演员的做功与表演、唱戏精采，使这个“折子戏”成为优秀剧目，并

多次获得嘉奖。至于“折子戏”《桃花过渡》和《杨子良讨亲》，在

原刻本歌册《苏六娘》中，都属一笔带过的，但“折子戏”参酌故事

内容，另行创造，也获良好效果。 

3、潮州歌册的艺术形式被吸收应用于潮州戏文中。从明代的潮州

戏文以至当代的戏文，莫不如是。 

我们把明代戏文和相隔三几百年后的潮州歌册木刻本歌文相比

较，还觉得它们十分相似，下面举儿个例子： 

       戏文(一)             歌文(一) 

    君今在东妾在西，     二月金钱满树开， 

    百年姻缘隔天涯。     连绵风雨泼楼台。 

    时光倏忽容易过，     黄锦屏内花色好， 

    春去无久秋又来。     黄鸟相催相唤来。 



    银河淡淡过天长，     可怜我身苦难挨， 

    隔断牛郎共织女。     静守孤单手托腮。 

    自君别后无消息，     浪空巫山面前照， 

    一天星月照二方。     吾君缘何隔天涯。 

     (《苏六娘》)          (《刘明珠》) 

       戏文(二)            歌文(二) 

    娘郎相见笑唠唏，    尚书听着笑唠唏， 

    月今缺了会大圆。    姻缘前生注定期。 

    爹娘更深都眠了，    老夫就来做媒妁， 

    正是共君相会时。    共尔为媒结罗丝。 

      (《苏六娘》)        (《游山东》) 

       戏文(三)            歌文(三) 

    吕浦返来月弄影，    月色微微照金星， 

    四边寂静无人行。    忽听城楼返二更。 

    桃花先报春消息，    凄风冷冷透入骨， 

    一半欢喜一半惊。    注定今夜丧阴坑。 

     (《苏六娘》)        (《双退婚》) 

以上戏文和歌册歌文，不仅艺术形式相同，语言、情调、风格和

韵味，难以给它们划出界限来，如果在相适应的环境下将其调换一下，

丝毫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