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第八期《音乐创作》

潮州敌册桩谈
李美群

摘要：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诵唱的一种说唱艺术，亦是一种俗讲文学。文章主要从歌册的起源、音乐形式、文本内

涵、艺术品格等几方面探讨潮州歌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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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是广东的一种曲艺，流行于潮汕、闽南地区，

以及香港、澳门，并随潮籍移民流播到东南亚。“潮州歌册”

这一名称最早是作为书目出现在建国后新歌本上面的，随后

传开而成为这一曲艺的称谓。由于“歌”和“歌文”两个词

在歌本中出现频繁，因此也有人称潮州歌册为“潮州歌”或

“潮州歌文”。在潮汕地区，民间俗称为“笑(唱)呱(歌)”。

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诵唱的说唱艺术，歌文通俗易懂，曲

调简朴、自由；也是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方言词

句诗化，韵白交接，情节曲折动人，颇具感染力，深得广大

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喜爱；潮州歌册还是一种女子文化，在

潮汕妇女的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潮州歌册也

是一种市井文化，它是随着潮汕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发展，适应市民阶层的产生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而出现的。

潮州歌册虽不及潮剧闻名，却也是我国宝贵的民间音乐

与文学遗产，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仍不可低估。

其虽因“俗”而不登大雅之堂，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作为历史

来品读。只可惜，对这宗遗产的整理、关注只是近二三十年

才开始，且仅为个别俗文学家的零星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潮州歌册的研究仅以论文或某俗文学史部分章节呈现出

来⋯，潮州歌册中精华部分的搜集与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均起

步较晚。至本世纪初，首批成果《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

州歌册卷》圆以及吴奎信的《潮州歌册》。的出版，才初步显

示潮州歌册的研究趋于系统、完整和规范。

一、歌册的渊源

关于潮州歌册的起源，学术界目前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持潮州歌册由唐代的说话、变文演化而来的观

点。该说法从演唱形式、题材内容等立论，认为唐代尔时流

行的“说话”和“变文”都以七言韵文为主，说白相间，诵

唱不用任何伴奏，与潮州歌册徒歌在艺术形式上颇为相似。

尤其是变文，在唐时盛行的佛教流入潮州后，变文演化成自

己的说唱文学。据考，潮州流传下来的白字经(民间变文)

多为七句对偶句。张伯杰先生还提到，唐建成的开元寺藏经

楼现在还保存着佛经，其中的宝卷、变文仍保留着从正音到

潮音的专用佛曲。张氏从音乐的角度认为这些佛曲的流播和

递变，也是潮州歌册的一支来源⋯。

另一种观点称潮州歌册起源于弹词。不少学者把潮州

歌册看作是流行于南方的弹词的一个种类，是弹词地方化的

产物，弹词与潮州歌册乃源与流的关系。如薛汕在《书曲散

记》中谈到： “弹词在潮州，叫潮州歌册。”。萧遥天《潮

州戏剧音乐志》亦称：“弹词入潮州，唱为潮音，称歌册。”

@《潮州市志》、《汕头市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

曲艺卷》、《潮汕大百科全书》收入的“潮州歌册”条目以

及《广东省戏曲和曲艺》、叶春生的《岭南俗文学简史》均

持此种看法。若从结构形式、句式、行韵等分析，弹词起源

说也不无道理。早期的潮州歌册有章回篇目，歌文头尾都有

插诗；句式以七字为主，并非每节大体一致；潮州歌册的悬

念、铺陈和关子与弹词几乎相同；个别歌本上亦标明“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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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样，如《隋唐演义古调弹词》、《双退婚孪风图》卷首有

“造出弹词劝世文”的唱词；此外，许多潮州歌册也都从弹

词中改编过来。不过，在弹词起源说中也存在分歧：马风、

叶春生认为潮州歌册源于江浙一带的弹词⋯；而有学者则认

为歌册乃“从河南一带弹词演变而来”(《中国大百科全书》)：

还有的认为以宋元弹词为主，兼及评话、诗赞、词话等的民

间俗文学在传入潮汕地区后发展为潮州歌册。

第三种说法将潮州歌册的产生阐述为以潮州方言为基

础的潮汕民间歌谣、俗曲受到元明以来的宝卷、陶真、词话

的直接影响而形成。陈泽泓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潮州

歌册以方言俗语作为构成因素、作为欣赏对象接受的基本条

件，只能形成于潮州方言从闽语中分化出来之后，他指明了

潮州歌册产生的时间上限。吴奎信在《潮州歌册》中反驳了

“变文起源说”和“弹词起源说”，认为潮州歌册同南戏影

响潮剧一样，是潮汕的歌谣、俗曲等在随宋都南下后流传于

江南一带的说唱文学于元末明初传入潮州时受其直接影响

而产生的。另外，谭正壁、谭寻从潮州歌册盛行的地域(韩

江流域，以潮州为中心)情况来看，认为潮州歌册与木鱼(盛

行于珠江流域，以广州为中心)的起源发展有相似之处，歌

册“开始于一般潮州民间小调，由短调踏歌逐渐发展而成为

多至数十万字的长篇”@。谭先生指的“短调踏歌”便是潮

汕地区原始的民谣民歌。据载，唐时潮州陆有畲民，水有蛋

户，流行畲歌、蛋歌等民间歌调。屈大均《广东新语》云：

“粤俗好歌。”其时潮汕地区早己盛行畲歌、蛋歌、秧歌等

民间音乐，“照一般民间歌调的发展，不同语系的地方，直

接发展是很难的。‘即使后来有间接的影响，也该先有了基

本胚调。”⑨从潮州歌册的音乐性和唱腔来看，第三种说法

更符合逻辑。当然，这些民间歌谣和俗曲受到中原文化的影

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歌册的题材来源、艺术形

式等看到宝卷、弹词、陶真、词话对潮州歌册的作用。

由于典籍、野史没有记载，也未掌握到可靠资料，故关

于潮州歌册的起源至今仍未有定论。但潮州歌册的形成在潮

剧之前应当是可以肯定的。迄今所见传世较早的潮州戏文刻

本一一明嘉靖丙寅年(1566年)《荔镜记》中已融入了潮

州歌册的唱腔。潮剧吸收潮州歌册声腔发展，这在潮州歌册

与潮剧界己取得了共识。因而，潮州歌册应先于潮剧出现，

产生时间大致为明代中期。

二、歌册的音乐形式

潮州歌册以七字句为主，四句为一节，押平声韵，节

与节之间转韵，也可以连韵。并根据情节和内容间以三字句、

四字句、十字句不等，仍不失诗化的韵律特点。歌册采用民

间俗语、谚语(熟谚俗典)，运用比喻、夸张、衬托、比兴

或比拟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语言的通俗性、内容表现的生动性

以取得艺术性效果。至今关于潮州歌册的音乐研究几乎呈空

白状态，论者对其音乐形态绝少述及，或仅作片言只语的提

到，这或许出于其曲调过于简朴的缘故。。潮州歌册有基本

的唱腔，但无定谱，每小节尾字有长音拖腔，运用民歌复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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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反复，带有很强的即兴性和自由性。节奏缓急则随故事

的发展而变化。除职业说唱艺人加拍板外，诵唱一般不需伴

奏。长篇、复杂的内容在这样一种曲调间约的“不变”中演

绎、发展，充满、蕴存着无数“变”的因素。正因为如此，

潮州歌册才能为广大潮汕妇女所容易接受，并深得喜爱。民

间说唱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没有任何音乐的记录，早期的

曲调怎样，现已无从考证，或许仅能从《荔镜记》、《金花

女》等引入潮州歌册唱腔的明代戏本中窥探到一丝腔味。从

歌册说唱篇幅的变化可以看出，早期潮州歌册说多唱少，后

期唱腔音乐才逐渐丰富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思想观念、价

值取向的改变，传统潮州歌册与现代生活已出现明显的脱

节，现今民间已极少有人传唱这一曲艺了。不过，潮州歌册

的方言、声韵等特点被吸收到潮州的文学创作中，用方言来

创作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说唱形式虽失传于民间却也搬

上了舞台，并配以竹板、扬琴、三弦、椰胡等乐器伴奏，形

成新的表演唱形式。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怎样对待传统潮

卅I歌册的问题，如怎样去伪存真、去粕存真，既保护好民间

传统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符合现代人们的精神需求，潮州歌

册艺术的研究与创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歌册的文本内涵

潮州歌册题材广泛，约有三百多种， 《木鱼歌、潮州

歌叙录》一书收录现存一百六十多种歌册，每一篇都是一部

部长篇的叙事诗。按篇幅可分为长、中和短篇。长篇长达几

十卷、共几十万字(如《双白燕》)，最短的也有几千字(如

《百花名》、《百鸟名》)，潮州歌册以中、长篇为多。故

事产生有源于落第秀才或失意文人自己构思创作的，也肓取

自民间故事传说，但更多的是改编历史演义、传奇小说、潮

州戏文和其它说唱文学，如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木鱼

书。内容多表现爱国思想、清官忠将、阶级矛盾、家庭伦理、

爱情婚姻等，也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迷信思

想，都能较真实地反映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

取向与生活习俗，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潮州歌册叙述完整

的故事，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语言诗体化，属于一种

诗体小说。

昔时，潮州歌册曾被视为“女子文化”或“闺中文化”。

这缘于说唱者都是妇女，欣赏主体亦以广大女性为主，包括

下层劳动妇女和家庭妇女。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

想和“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下，对于没有权利接受教育和

文化程度很低的妇女来说，学习知识、认识世界、了解社会

和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听唱潮州歌册。她们通过潮州歌册来

识字，通过潮州歌册获取信息，潮州歌册在某种程度上是妇

女们的教科书，充当着文化传播的媒介和知识载体。旧时还

把潮州歌册作为嫁妆，歌册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女子的象

征，足见其在潮汕女子心目中地位之高。潮州歌册还是妇女

娱乐的一种形式。在听赏过程中，她们的情感随着情节变化

而流露、宣泄，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欢、愁、恩、怨

都被抛之云外，她们完全沉浸在浓烈的艺术感染中。对潮汕

妇女而言，潮州歌册是她们的精神依托，是她们快乐的精神

家园，是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

四、歌册的双重艺术品格

正是这么一种强大的艺术魅力，使潮州歌册符合人们审

美、娱乐及受教育的需求，促使潮州歌册被一致认同并获得

发展，逐渐形成双重的艺术品格。一方面，潮州歌册具有广

泛的吸收力。“一切外来的民歌、小调、山歌、旦歌、佛曲，

都可以随时为其(指“潮州歌册”)吸收、溶化而歌唱”l·；

内容上则移植、涉取异类或同类异种艺术、文学(如杂剧、

小说、木鱼歌、弹词)的题材和形式，在加以地方化和创造

性改编后形成独特的民间艺术。另一方面，潮州歌册又有广

泛的影响力，萧遥天在《唱歌册》中曾指出历史上潮州歌册

对潮音戏的成长给予过颇大的助力。潮州歌册不仅影响潮剧

声腔的形成，还在成熟的潮腔改革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

与潮剧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故事内容上的互相袭用、互相补

充，有的已分不出孰先孰后了。总之，潮州歌册具有强大的

融合力和作用力，这种兼容性与辐射性并存的二重性格反过

来正表明潮州歌册蕴含着潜在的、丰富的内涵和多种文化价

值与功能。

作为我国俗文学中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南国音乐艺术

百园中的奇异花卉，潮州歌册的发掘、抢救与整理已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然如何更好地保存、继承并弘扬其中优秀的文

化传统还值得我们深思。只有对潮州歌册进行扬抑的历史观

照，才能使其随着历史的足迹继续往前发展，并重添勃勃生

机、重放灿烂光彩。与木鱼书、五板句同为广东三大曲艺种

类的潮州歌册，其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尚属薄弱，这亦是今

后我们应着力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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