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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是一种以潮州方言编写、朗唱的民间说唱文学。它

的基本格式是七言句式，四句一节，每节押一个韵，节与节之间

可转韵或连韵，且基本押平声为主，吟唱起来朗朗上口，不需乐

器伴奏。吟唱者按相对固定的韵律，循环反复的形式朗唱。其流

传区域为潮汕方言区及近毗的梅州、闽南潮语县域。随着潮人涉

洋足迹而传播至东南亚潮人社区。

一、潮州歌册流传的社会背景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景观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潮州八景更是饮誉内外。潮州歌册是盛行于潮汕

民间的说唱文字，歌册和歌谣是潮州戏的民俗渊源，潮州歌册的

起源，据《中国大白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潮州歌册’传说由

元明以来北方的评语、弹词流传到潮州以后演变而成。潮州歌册

又称“潮州歌”、“潮州俗曲”，是潮州讲唱文学为数不多的样式之

一，源远流长，具有自身的突出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生活色彩。浩

如烟海，拥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最受广大家庭妇女喜

爱，因而歌册有“闺中文学”之美称。潮州歌册不但为潮汕妇女喜

爱，而且从东辐射到语言基本相同的闽南诏安、平和、东山等县；

从西扩散到汕尾、陆丰、海丰地方；向北则传到梅州市丰顺、大

埔；向南就一直传播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个潮汕侨居国。潮州

歌册讲唱文学始于唐代。所以居于南方讲唱文学主要形式的弹

词。潮州歌册从早期的潮州弹词衍变而来，至明清时代，弹词在

潮州非常盛。一些民间艺术的文人开始着手整理词本子、社会上

开始出现弹词刻本，既可阅读，也可供朗诵，很快地获得众多读

者的关注，书商见刻本销量大，就大量刻印发行，群众也称这些

刻本“为歌册”，潮州歌册就渐渐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当时收入

清代刊行的潮州歌册最为著名的李万利、李春记、瑞文堂、灰芝

堂等书坊印行的潮州歌册 130 种。其中篇幅最长的多达 70 余

卷，30 万言；最短的也有两卷，约万余言。全书共计 1460 卷，制

为精装 70 册，装帧典雅，印刷精巧，堪称传统文化发掘抢救的优

秀成果，学述研究基础文献的全新宝册，它的出版，“被学者誉为

‘人民心底的通俗史，世道人心的万花筒’。

二、潮州歌册的传承路径
（一）潮州歌册的形式

从早期的潮州弹词衍变而来，所以在思想内容上，既有继承

弹词的人民性一面，同时，又有因袭弹词的糟粕的一面。如歌册

开头或每个章节的开头，常有一段宣扬因果报因的诗或歌文。例

如：《番薯仔全歌》就是一例。该歌册的歌文开头是：“冤冤相报无

时休，子大代父报冤仇。堂上交椅轮流坐，做人父子相轮流。淡淡

青天不可欺，不由奸谋妙计施。食人半斤还八两，害人终须无久

时”。但歌册形式与弹词完全相同，或通篇韵文，或韵散相兼，一

般为七字句子，押平声韵、四句转韵；有时也夹有四字句、五字

句、六字句、三七字句、三三四字句等、则常押仄声韵。现在，有部

分潮州歌册被配上简单的弦乐搬上舞台，得到观众的肯定和赞

扬。潮州歌册文学的主要表现形成潮州歌册，浩如烟海，拥有最

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最受广大家庭的妇女的喜爱，因而歌册有

“闺中文学”之美称。它表达的故事内容生动曲折，曲调简单，音

调优美动听，既不需要乐器伴奏，也不必打板击拍，演唱者可按

歌文内容需要，按其基本格调吟唱。歌文用潮汕方言编写，有曲

有白，历久不衰，因而受广大群众欢迎，在城镇的抽纱场，在乡村

的姑娘做手工，在乘凉的大榕树下，在洗衣的河边……她们都可

以边做边唱。识字的妇女爱唱，不识字的妇女爱听，大家经常理

家之余聚集在一起，从头唱，听到尾，有的妇女为了听歌册而致

把饭煮糊烧焦的情况发生了，可见当时群众喜爱以至入迷的程

度之深。歌册真是底层老百姓自创自吟的口头说唱文学，几乎每

到一处都能听到歌册的声音，是群众一种民间娱乐活动。

（二）潮州歌册的题材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歌册内容多为历史故事和

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如：《隋唐演义》、《大红袍》、《翁万达》、《苏

六娘》等。大都以婚姻爱情为主线，多为长篇叙事体，偶有短篇。

如：《临江楼》、《王金龙》、《英台女》等。也有一些反映地方题材，

其宣传的都是爱国、颂清官、反封建礼教等老百姓的主题。如：

《岳飞》、《杨家将》、《刘龙图》、《黄五娘》等。通过这些歌册，不仅

可以看到潮汕民众的历史意识与审美眼光，更可窥见一方热土

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潮州歌册情节生动、通俗易懂以及

采用潮州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歌册用潮汕方言、以不配

乐、个人吟唱为主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

潮州歌册史上的全新时期。城乡仍有不少人在唱老歌册外，潮安

县文化馆举办歌册培训班，大力鼓励创作新潮州歌册，组织歌册

演唱能手给妇女讲课，并多次到各乡镇的绣花场示唱，涌现了一

支颇有规模的创作、演唱歌册的业余队伍，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新

人新唱法，录唱的歌册还在县、市电台播唱。到九十年代初，有歌

册的爱好还给歌册谱上曲，配乐，带上表达歌册内容的道具，把

歌册搬上台表演，都会别具一格的滋味，更有看头，让人更加喜

爱。2003 年 8 月，本人主唱潮州歌册《“管的宽”新传》，参加广东

省青年曲艺邀请赛，荣获铜奖。2006 年 11 月，主唱潮州歌册《潮

州八景册唱》参加广东省第五届群众戏剧曲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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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和文化艺术传媒的迅猛发展，这种流布于市井乡镇的民间口头文化形式已淡出人

们的生活视野，成为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保护与传承潮州歌册，守望潮汕民系的精神家园，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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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6页）会，获得金奖，并上了颁奖晚会。在潮州的歌册史

上是一个突破，即保持传统，又要创新，符合省提出的要求，也是

潮州歌册的一大亮点。潮州歌册上台表演，作：出戏入戏“式的表

演，颇为新颖，相当吸引人，赢得台下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潮

州歌册从而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三、潮州歌册的艺术性
首先，以其通俗、形象、平易亲切的语言博得当地潮汕群众

欢迎，特别是它用潮州方言吟唱，采用了许多俗语、谚语，音韵铿

锵，歌声十分悦耳。其次，潮州歌册善于把地方风俗、故事、景物

编入歌文，即使是移植的作品，也要把它的背景潮汕化，使潮汕

群众容易理解接受。潮州歌册所叙述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

言通俗生动，故事曲折新奇，易记易传，音韵和谐顺口，具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许多歌册至今仍在民间流

传，是潮州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潮汕人民一笔珍贵的文化遗

产。总之，随着时代的前进，如何使潮州歌册这一较为古老的文

学艺术样式焕发青春，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发展繁荣，既

有赖于文化各部门的重视，同时，也需要我们在传承和弘扬潮州

传统文化共同的努力，才能让潮汕民间这一艺术瑰宝之花开得

更艳，直到永远。

四、对潮州歌册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2008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我市申报的潮州歌册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扩展项目名录。所以，作为一名群众文艺工作者，深感学习和了

解潮州歌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让歌册能传承、创新、繁荣和发

展，有着不错的前景。同时，潮州歌册这种地方民间文学也是粤

东闽语区社会生活文化的一个反映，它包涵了丰富生动的方言，

历史材料，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曲调是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是

粤东潮汕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该重视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财产。笔者就此问题提出几点浅显的建议。

1.邀请具有专业说唱水平的艺术家，将现存中艺术价值较

高歌册进行吟唱录音录像，保存较为完整的音像资料，作长久保

存。以便后代人清晰地了解潮州歌册的真本性。这是一项重要的

保护方式。

2.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由项目的保护单位潮州市文

化馆适时举办培训班，邀请行家开办讲座，由吟唱的传承人现场

辅导吟唱的方法方式。参加的对象除了民间爱好者之外，还要在

青少年学生中选择优秀者参加。即便一百名青少年将来有二三

人能传承下来也是成功的。其他参与者通过讲座和培训，起码知

道潮州歌册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头文学。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让

更多人认识歌册的历史和现状。

3.重视发挥项目传承人的传承作用，组织观摩、技艺交流和

创作研究，使创作和吟唱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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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功，通过抛、甩髯口外化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在运用髯口功的

同时，使用擞音，唱腔浑厚有力，渲染了舞台气氛，把两眼泣血、

万箭穿心的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强化了戏曲的艺术感染力。

相比传统戏，豫剧《程婴救孤》更像是一场新编历史剧。它独

特的舞美设计以及新颖的舞台调度再加上背景音乐的外化是传

统戏中不具备的。比如，第五场相遇郊外。公主唱腔使用了擞音，

加上细腻的动作表演，表现了公主对儿子的思念，带给人的是一

种深沉压抑的痛感，使观众与她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这时候舞台

分为上下两层，公主在上赵硕在下，两人相遇，台阶又向舞台两

侧一分一合，这种舞台调度的运用扩大了母子相遇却不相识的

内心距离。第六场屠岸府，这一场最精彩的属舞台调度，当程婴

告诉儿子真相时，故人再现舞台，这时候舞台分成了上下两部分

灯光打上去运用了红光。一是舞台的分割上给人一种阴阳相隔

之感，二是令人视觉惊悸的红色灯光的运用，仿佛又再现了赵家

被满门抄斩时的血淋淋的画面，在红色灯光的照射下，把恐怖气

氛以及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推到了极至，展现了这些人为赵氏

孤儿牺牲的英勇气概。第七场元帅府。程樱被元帅打时，加入了

背景音乐，哀伤的音乐弥补了戏曲锣鼓点表现力的不足，音乐的

加入充分展现了程婴忍辱负重，守信受守义的江湖精神。这段

中，程婴的场词也十分精彩，他唱到“为救孤，又当爹来又当娘，

含悲忍泪蒙屈衔冤，度日如度年……”这一大段的唱词，用低沉

的唱腔再加上十足的表演功力都使他所受的委屈得到了深化。

全剧的最后一场魏元帅杀到屠岸府，程婴被刺，故人又出现在舞

台上，程婴走上舞台，走入了故人的世界，这时候白色灯光打到

身上，白色灯光带给我们的是震撼和心灵的压抑，画面中以众多

故人的画面定格收尾，十分新颖独特。

看完这部戏，舞台画面的感觉以及故事的内容萦绕在心里。

豫剧《程婴救孤》加入了新颖的舞台调度、灯光以及配乐的运用，

再加上演员十足的表演功力，把《赵氏孤儿》的故事内涵和人物

传达出来的民族精神阐释的炉火纯青，是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圭

臬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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