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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歌册中的女性形象

    ．肖少宋

                                                                      传奇与节女孝妇两类题材。

                                                                              女性传奇题材。此类歌册的主

                                                                    角皆为女性，她们领兵征战，建功

                                                                      立业，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为报家

                                                                          仇，敢于同权奸机智周旋，将其绳

                                                                      之于法‘《十二寡妇征西》中的杨

                                                                      家诸女将，《梨花征西上下棚》中

                                                                    的樊梨花，《赣龙镜韩廷美》中的

                                                                    崔龙珠、《刘成美下棚》和 《李旦

                                                                      仔》中的曹翠娥、《刘明珠》中的

                                                                    刘明珠、 《再生缘》中的孟丽君、

                                                                    《何玉枝》中的何玉枝等等，皆是

                                                                          歌册所塑造的传奇女性形象。歌册

                                                                    《秦凤兰》中所叙秦凤兰的人生经

                                                                      历是此类题材的典型例子。

        潮州歌册是清初以来在广东 娘”，能达此程度 既有潮汕传统 歌册 《秦凤兰 》又名 《忠义

    潮汕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说唱艺 戏曲的功劳，也离不开潮州歌册的 亭》，叙晋代四川元帅吴云江奉命

    术，并于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潮人的 渲染与铺叙。 领兵平番，留其妻妾在家。妾秦凤

    足迹渐步传播至海外有华人生活的 兰生子，妻锦氏心生嫉妒，暗命蟀

    国家与地区，如新加坡、泰国等。 一、集中刻画女性形象的题 女春桃毒死母子，凤兰乃同春桃携
    潮州歌册的表演者与接受者皆以女 材类型 子出逃。途遇山盗．得仙人之助，
    性为主，受此影响。其演述题材也 潮州歌册卷性浩瀚、题材广 收服众盗，并被推为王，凤兰遂领

    多与女性密切相关，着力于塑造女 泛，经笔者统计，其题材类型主要 兵寻夫。与此同时，云江误中流箭

    性人物形象，祝英台、孟日红、樊 包括以下＋类：英雄传奇、爱情婚 而死，得仙人救助方得复生，遂归

    梨花、苏六娘、黄五娘、刘明珠等 姻、宫庭争斗、女性传奇、节女孝 四川，但不见凤兰，其女鸯娇告以

    皆是潮汕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 妇、家庭纠纷、审断公案、佛经修 实情，云江怒而杀锦氏。再说凤兰

    人物，潮汕歌谣即唱道 “东畔出有 行、时事政局、神仙精怪。诸类题 主啤领众盗大败番兵，凯旋回京，

    苦孟姜，西畔出有苏六娘，北畔出 材的歌册都会塑造各种女性形象， 被帝封为五军都督。归途中又遇云一
有英台共山伯’‘畔出有陈三‘口五但相对’中亥“画女性形象的是女性江“同奏家事于晋王’王以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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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锦田治家不严责之，罢免其 迎娶富娘时，阿禄因头生秃疮，不 等等。传统戏曲与小说中也时有女

官，又沼鸯娇为太子妃。后太子即 敢亲往，请人代娶.富娘至陈家 强盗出没，但多为附庸性形象 （如

位 ，鸯娇为皇后，云江被封为太 后，发现新郎其貌甚丑，且目不识 其父或夫为盗首），像歌册如此独

师，锦田之子锦平拜相。锦平图谋 丁，只会食鸦片、赌博，遂誓死不 立行事的女盗形象却是很少见的。

为父妹报仇，弯娇阻之，不成。锦 愿与之同房。陈家只好于次日送富 潮汕地区的传统诗文也有以潮

田仍荐叶侍郎之女翠英入宫，翠英 娘回家 富娘经此变故之后，遂有 汕女性为题材的篇章，但所描写绝

得宠，两人遂设计诬后，莺娇被 厌世念头，集娘、美娘也决心随富 大多数是被遗弃的怨妇，或坚贞不

贬，并欲杀太子。太子得元老姚国 娘赴死。三人于夜间一同投江自 渝的节妇，或被当作审美对象的娇

贞父子相救，被护送往虞关其岳丈 尽。两天后，尸骸逆水漂到饶平县 娃，都是被悬挂起来，没有主动意

处，'-q5娇也逃往四川父母家中。后 海山乡 三女之父母安排船只前往 识的人物，相较而言，潮州歌册所

渔关及四川同时起兵，诛灭锦平和 收尸，在回程途中，突然狂风大 塑造的女性多为已走出闺房的方寸

叶妃。 作，船无法前行，遂将三女同穴葬 天地，深入变化莫测的现实社会，

    歌册描叙的是秦凤兰建立功名 于半途山，墓碑题 “三义女，，。 与男性一样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

的过程，其夫吴云江的故事只起点 此歌册中三女子只因姻缘不如 事务，具有较强的自由独立意识

缀和烘托的作用 其他女性传奇题 己愿，加上难舍姐妹情谊，遂自寻

材的歌册，其情节设置和叙述结构 短见，与一般代父复仇·为夫守节 二、文学想象空间里的女性

也大抵如此。 的孝女节妇绝不相类，但oaf人仍 建功立业方式
    节女孝妇题材 。对节女孝妇 称其为 “义女”，而且对她们＋分 女性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如何

的同情和赞叹是传统戏曲和说唱文 同情和怜悯。歌册结尾尚述及三义 取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如何

学不变的主题，她们或因丈夫赴 女死后显圣，众人为之建庙祭拜， 实现自我的价值，即采用何种方式

考，在家中行孝「或夫死守寡，含 陈阿禄也改邪归正，成家立业。歌 来建功立业和获得幸福的生活，是

辛茹苦培养子女成才；或面对强徒 册 《五义女》所叙故事也与此相 以女性为主体的故事重点叙述的内

试图非礼，宁死不屈。歌册中以孝 类，主人公皆为对婚姻的不满而赴 容，潮州歌册所塑造的女性主要通

女节妇为表现主体的为数不少，有 死，彰显当时女性对自由婚姻的强 过三种方式回应了此问题，此三种

的是继承传统题材的作品 如《秦 烈渴望。 方式反映出女性对建功立业和获得

雪梅》叙秦雪梅未嫁夫亡，终身守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自身幸福方式的文学性想象。

寡，并抚养丈夫遗腹子长大成才， 歌册中所塑造的女强盗形象也颇有 一是女扮男妆。 “女扮男妆”

《孟日红》叙孟］红割股救姑、上 特点，她们人人俱为非凡人物，精 是在男女因性别不同而存在不平等

京寻夫的故事；《二岁夫》叙十六 通武艺，占领山头为王，又慧眼识 地位的社会中，女性为争职男女平

女误配二岁夫后，将其夫培养成才 英才，在英雄人物落难时能鼎力相 等，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特殊反

的故事。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自 助，同时也努力追求自身的幸福。 抗方式。女性通过易装而获得与男

撰的作品，如 《三义女 》《五义 《碧玉鱼仔》中的卧龙岗女盗王玉 子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机遇，在自

女》 此类作品更有特色，它与传 仙引宋昭宗入山，被封为后宫，后 身努力下取得与男性一样甚草韶越

统的节女孝妇题材有较大的差别， 助昭宗复位；《八仙图》中虎头山 男性的丰功伟绩，证明 “巾帼不让

如 《三义女》： 女盗王峨姬先掳林绍玉，后又助其 须眉”，这是对轻视女性参与社会

    歌册叙澄海外砂乡王富娘 ， 平雪冤倩：《双凤钗》中的女盗郭 事务能力观念的最有力反击手段之

与邻居李集娘、李美娘三人义结金 桂梅与落难的秦宝文结为夫妻，后 一。

兰，并发愿永不配夫婿。不久，三 又领兵进京诛灭奸臣，《四美图》 潮州歌册中女扮男妆的例子

人旨被父母许嫁，富娘被配予陈阿 中翠屏山女盗a,美英为嫁与刘怀 很多：《灵芝记》陶三春男妆冒姓

禄，三人深感被拆散的痛苦。陈家 义，竟领兵攻进京城，遂愿方休； 参加举试中状元，《玉钥缘》中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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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娇男妆代兄应试，并中状元；

《雌雄宝盏》中徐柔香女扮男妆寻

父兄；《韩廷美》崔如玉因被奸臣

陷害．全家下狱，其女龙珠女扮男

妆出逃，后投军屡建奇功；《红书

剑》叙高珍妻因误会被逐出后，男

妆代如玉孙应试，中状元；《六奇

阵上棚》叙及刘桂英因与张廷芳私

合有孕，男妆离家出走 被白员外

招为婿；《周阿奇》叙苏英娘女扮

男妆求学．与周阿奇私定终身；

《明珠宝》中有洪莲仙女扮男妆逃

过奸臣追捕，藏于方卿之家．后又

被山贼认为义子。中国传统文化将

温柔贤淑定为女性美的标准，而女 亡，田王女蕙芳、兰芳挂帅，终退 《双玉镯》中的张凤娥虽为娜女出

扮男装却反其道而行之，突显出女 金兵，得报父兄之仇；《刘戍美下 身，却被九天玄女救入山中学艺．

性刚毅美的一面，同时反映女性对 棚》中的曹翠娥为征讨齐聘王先 后与陈凤仪助太子复位；《双咐

男性所独占的考取功名等改变命运 锋 并先后助两位太子复位。歌册 马》中何秀英被九姑圣母救上仙山

权利的向往。 的女性领兵征战，通常是男性兵败 学法术，后助马俊平屈相之叛乱；

    二是领兵征战。传统观念中， 山倒无法抵御外敌的情况下 被迫 《双玉鱼》中陶月英学得仙法，应

女性与战争是相对疏远的．故杜 披甲上阵，报家人被杀之仇 挽国 征平辽，班师又惩治朝廷奸臣蔡

甫诗言 “妇女在军中，气士恐不 家于危难。如此对比，潮州歌册就 相；《锦鸳鸯》中楚碧月之父被奸

扬”，但在明清小说中女性参与征 更加突显出女性远胜于男子的英勇 臣诬陷而自杀，碧月被仙人传与兵

战却得到了重彩浓墨的铺衍，如 气概与超凡才智。 法剑术，后兴兵为父报仇。

《杨家将》中的杨门诸女将、《说 三是神仙扶助。神仙在潮州

岳全传》中的梁红玉等。在潮州歌 歌册所述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歌册钟情塑造女性形象
册中女性同男性一样带兵征战，建 几乎每篇皆有神仙的身影，他们善 的成因
功立业的描写，俯拾皆是。《双鹦 恶分明、神通广大，常挽善良于危 潮州歌册为什么能够塑is如此

鹉》《十二寡妇征西》等杨家众女 难，助弱者以功成，对于恶者则严 多性格鲜明，让人过目不忘的女性

将，《樊梨花征西》中樊梨花， 惩不货 彰显歌册所宣扬的 “得道 形象，细为分析，笔者以为约有以

《五虎征北》中的赛花公主．皆为 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善有善 下三方面的原因：

帼国英雄，足智多谋，善于领兵征 报．恶有恶报”的传统伦理观念。 一是受宝卷、弹词、木鱼书、

战，此为小说、戏曲和说唱作品所 歌册中的神仙对女性似乎也 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影响。宝卷、弹

常刻画的女性形象。除此之外，此 特别眷顾，总是在她们危难关头出 词等皆有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其

类形象歌册尚有很多：《五星图》 手相救，并传予武艺和兵法，授予 中最著名如孟丽君故事和杨家将

中的赛玉公主领兵挫败西番的侵 各种宝物和法器，助她们在征战之 故事。关于孟丽君的故事，弹词有

犯；《双白燕》中的刘凤岐、蓝翠 中，克敌制胜，建功立业。《红罗 《再生缘》、宝卷有 《龙凤配》、

英在丈夫周世珍征沙陀被擒时，向 衣》中的梅牡丹得仙人传艺后助玉 小说有 《龙凤再生缘》，歌册借

皇帝请兵出征，终平沙陀；《紫荆 春和起兵除奸，使太子复位，后又 具题材而演之，名 《孟丽君射锦

亭》中田王父子出征金国兵败身 传其子玉振贵以武艺，最后登仙； 袍》；关于杨家将的故事，小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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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金枪全传》、鼓词有 《杨家 据传统戏曲剧目改编的：歌册 《二 性方面倾斜。在现实}tl舌中，女性内

将》、木鱼书有 《金刀记》，歌册 岁夫》内唱 “明明是件实事情，到 心A望享食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建功

则名为 《双鹦鹉》，其中专叙以穆 此已有十余年，尝排做戏人知机， 立一、平定边3l.除强抖弱等，但现

桂英为主的杨泛女将故事的，鼓 做戏还不知细底，造做歌文传更 实 “夫唱妇随”的习俗要求．让自创门

词、木鱼书、潮州歌册皆有专书 奇”，可见此歌册是据戏曲剧目改 无法9得机会，而在Wf中女性的活

《十二寡妇征西》。其他的如祝英 编的；苏六娘的故事，明代就已有 动场所得到了扩展，女性的人生追求

台、孟日红、秦香莲、秦雪梅、樊 戏曲广为传唱，深受民众喜爱，潮 比得到了体现，这些都很容易引起女

梨花等故事，也是小说及诸种说唱 汕有谚语言 “食鱼要食马鱿鳍，听 性听众的共鸣，歌朋撰写者才会花大

艺术所常敷衍之题材。由此可见， 戏要听苏六娘”，歌册 《苏六娘》 量的笔A刻画出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

潮州歌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来之 即据戏曲改编，但歌册作了不少扩 R;象。

有因的，是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吸 展与延伸，增加了苏六娘与郭继春 传统的潮汕妇女主持家政，

收、融汇与贯通的成果。 在西Ro相识、相恋和离别的过程和 很少参加户外的体力劳动，主要在

    但歌册在此基础上也有进一步 苏郭死后在冥府的经历；黄五娘、 家中料理家务，抚养儿女，照料家

的深化，如《双鹦鹉》中，以较多 金花女的故事也是在明代已被编成 庭，所以常被称赞为 “贤惠美德、

的笔墨叙述杨八妹、杨九妹及柴南 戏曲传唱的，据老一辈潮州歌册演 持家有方”。潮汕地区的方言歌唱

香等的传奇故事，这是其他说唱及 唱者、研究者所言，此两故事也曾 道 “鸡雏仔，跳上椅，伶俐媳妇早

小说很少涉及的；穆桂英大破天门 被改编为歌册，可惜现在已经失传 点起。入客厅，收桌椅；入灶下，

阵的描写也较他书更为丰富详尽、 了。可以说，潮州歌册重视女性形 洗碗碟；入房内，做针甜。父母会

生动曲沂。 象的塑造也是对潮汕传统戏曲的继 教示，翁姑有福气”，这是传统潮

    二是与潮汕地区传统戏曲有 承与推进。 汕人所认为的好媳妇的标准，强调

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期，潮汕地 三是与潮州歌册主要受众为 一种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传

区戏曲演出颇为盛行，几乎常年都 女性相关。潮州歌册，有人称之为 统家庭生活方式，要求女性孝顺、

演戏，不仅重大的节日要演戏，就 “女书’，即因其演唱者及接受者 忍让并且善丁持家，也正因此，潮

是各家庭喜丧之事也有演戏，当时 主要是女性。余亦文先生描述旧时 汕妇女所接触到的社会面是很狭窄

所流行的剧种有正字戏、白字戏、 听唱歌册的情形： 的，她们很少有参与具体社会事务

西秦戏、外江戏 （广东汉剧）、潮 每 当夕阳西下，晚饭已毕， 的机会，因此对男性所参与的社会

剧、皮影戏、木偶戏等，观剧成为 外婆家的小小天井就挤满了人，这 活动充满着想象和期待，也希望有

潮汕普通民众F常生活的重要活 些人都是都居姐妹、大姆大婶、婆 机会参与其中，但因受社会习俗的

动。潮州歌册兴盛的时间晚于潮汕 媳抽姐 有的把纷花规，别纸架也 限制，愿望无法实现，只能在文学

传统戏曲，但以其表演简易方便、 搬来了，边听唱，边干活，好不热 想象的空间里获取慰藉。

内容通俗易懂，很快为民众所喜 Ifi} 说到伤心事件，一个个眼泪 总之，潮州歌册对女性形象的

爱，至清末民初甚至可与戏曲演出 汪汪，低低哭泣之声可闻；说到奸 深入刻画，既是受传统戏曲、说唱

平分秋色。两种艺术在同一地域广 贼计害人，一个个叹牙切齿， ‘短 同题材作品影响的结果，也是对以

泛流行，相互影响，在题材方面多 命无好死’之声回起；大日圆了， 女性为主体的接受者的价值取向、

相互借用，丰富f1}Ti比的表演内容。 或恶人伏法了，大家喜上眉梢，尽 审美趣味的一种回应。

    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流行的 兴而散

同题材戏曲与潮州歌册有近百种， 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听唱潮 （作者单位是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很多已无法 州歌朋的场景。这是-4中以女性为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文化生态

判断其改编关系 但一些以女性为 体的说唱艺术活动，因此，仕题材的 视野下潮州歌册的生成与a变研究”

主角的潮州歌册还是可以判断出是 选挥及人物的塑造等方面必然会向女 （11 CZW05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