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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潮州歌册是一种以潮汕方言编写、朗唱的民间说唱文学，曾广泛流传于潮汕地区及东南亚潮人社区。它发端于明朝。兴盛于

清末至民国，式微于上世纪八十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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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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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州歌册的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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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歌册卷帙浩瀚，题材广泛，篇幅长短不一，一般以数万字为

多，最长的《双鹦鹉》有10册五六十万字之多，最短的也有万字左右。

潮汕歌册的内容主要为历史故事、民间传奇和神话传说。其题材的

来源大致为五个方面：其一是移植改编历史演义；其二，移植改编各种

说唱文学；其三，剧本改编；其四，由小说话本改编；其五，利用本土

题材加工。几乎各种文学体裁经潮汕民间文人的移植改编都可以成为潮

汕歌册的内容，因为潮汕方言保留了古汉语的成分，同时，歌册采用七

言韵文，因而用弹唱、话本改编移植，作者更得心应手。

关于潮汕歌册的作者问题，现存的数百部民国以前的歌册中均没有

作者署名。据有关资料介绍：初期的潮汕歌册篇幅较短，一人唱开，口

121相传，至明清以后的歌册大都由市井文人、闲适先生移植改编，如科
举落第秀才、潮剧艺人、私塾先生、行铺账房先生。在封建社会里，像

歌册这种民间说唱文字被上层文人视为“下三流”，登不了“大雅之

堂”。然而，歌册的故事生动、情节曲折，且通俗浅显，易听易懂，特

别迎合社会下层百姓的口味而广为流传。

二、潮州歌册流传的社会环境与传承路径

潮汕歌册从发源、发展到衰落过程，与潮汕本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生态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1、潮州歌册流传的社会背景

自宋代以来，潮汕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已相当发达。使用耕牛、兴

修水利、广推良种，使农业生产“稻得两熟，蚕也五收”(《太平寰宇

记》)。手工业的银、锡治练，陶瓷、制盐已有一定规模。至元明之后。

资本主义经济雏型已在潮汕地区从萌芽至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那

时的潮州已有了造船业、制糖业、织绣业和建筑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为

文化艺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潮剧、潮乐等大众文化产品的产生，潮州

歌册这一通俗文化也应运而生。此时已有毛笔手抄本的歌册传世。进入

清中后期至汕头开埠，大批潮人海外谋生，潮州歌册与潮剧、潮州音乐

一样，伴随潮人足迹漂洋过海，在海外潮人社区继续传播。清末民国至

上世纪七十年代，潮汕劳动妇女有70％从事手工抽纱作业。她们常以三

五结伴，长年累月埋头绣花，不免有枯燥乏味之感。听歌册便成了她们

调剂生活，增长见识的主要途径。随着民众文化需求，印刷书行对潮州

歌册的传播起至关的重要作用。

2、潮州歌册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发展、兴盛，以至消失，除了本身的规

律之外，它所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潮州歌册以方言口语吟诵，平白通俗，押韵顺口、节奏明快、悦耳

动听。加上唱歌册、听歌册不需搭台，不用乐器道具，只需有一盈余空

间，如庭院内、祠堂角、大树下都可聚众听歌，深为潮汕妇女所喜爱。

明清以来，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许多城乡妇女除操持家务，养育儿

女之外，需做些绣花、织网、缝补女红来维持生计。有些富家大户女性

为排遣深闺乏味生活，也喜欢听唱歌册，而唱歌册者多为识字的女性，

在一些城镇还有专门的歌册吟唱者，她们凭借歌册来养家糊口。

由于潮州歌册中渗透着大量的“因果报应”、“妖狐魔鬼”、“神鬼

托梦”等封建迷信的成分，解放后被视为封建糟粕，被停止在群众中流

传。而歌册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仍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在建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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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尤其在党的文艺“双百”方针的引领下，潮汕各地文化部门组织大

批文化人编写短小精悍的新歌册，以配合各个时期的宣传中心。可惜这

类题材因政治性强，缺乏艺术感染力而难于流传。“文革”开始后。潮

州歌册作为“宣扬封建迷信的毒草”，几乎毁于一炬。原先那一群群、

一簇簇围聚一起听唱歌册的情景，巳一去不复返了。

三、潮州歌册保护与传承的窘境

潮州歌册作为潮汕文化百花园的一朵奇葩，在潮汕历史上占有五百
余年漫长的岁月，满足了无数潮汕妇女的精神文化需求。新中国成立

后，广大妇女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参加工作，融人社会，使她
们没有空闲时间聚集听歌册。尽管宣传文化部门花力气组织人员改编创

作了不少新歌册。广播电台、文艺团队组织配乐朗唱，但民间那种如痴

如醉的场景也“风光不再”。笔者曾对周围同事、同学询问对潮州歌册

的了解情况。多数五六十岁中老年人略知一二，但不懂得朗唱。而对于

80后、90后的青年人，不知道潮州歌册为何物。

如今，人们在家打开电视，万千世界随你欣赏。城乡各处KTV歌

厅、舞厅、音乐茶座随处可见，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休闲娱乐。有谁

愿意三五聚会，请一位老太婆来吟唱那些早已知晓的才子佳人的恩怨仇

情呢?

潮州歌册作为潮汕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备歌册唱本的物质

载体而保存至今。但它同时属于人类行为活动的范畴，需要借助人们的

吟唱才能展示出来。它的传承过程“必须依靠传承主体(社群民众)

的实际参与，体现为特定时空下一种立体复合的能动活动；如果离开这

种活动，其生命便无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正因为潮州

歌册的审美意趣和传播方式与今天人们的生活情趣明显不合拍，加之老

一辈吟唱者相继离去，新一代的吟唱者寥若星辰，歌册的创作者更为风

毛膦角，致使潮州歌册的传承陷入困境。

四、对潮州歌册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潮州歌册经过汕头市文化馆的挖掘整理，已列入广东省非遗名录项

目，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今年6月的第八个“全国文化遗产日”期

间，该馆专门召开“潮州歌册保护传承的研讨会”，我市的潮学专家和

民间文艺工作者参加研讨。在肯定潮州歌册的艺术特色和历史贡献。以

及对其保护与传承问题表示担忧的同时，也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笔者

就此问题提出几点浅显的建议。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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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项目的保护单位汕头市文化馆适

时举办培训班，邀请行家开办讲座，由吟唱的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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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汕头市龙湖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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