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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又称歌、歌文、说文、弹词，是

“用潮州方言诵唱的民间说唱本子，是一种民间

说唱文学”(陈泽泓：((潮汕文化概说》)，主要流

行于潮汕、闽南地区。它成于明中后期，盛于清

乾嘉年间，发展于民国时期，受“文化大革命”

冲击而衰落，今已销声匿迹，很难一见。2008年，

潮州歌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

展录项目名单。

潮州歌册主要为妇女而作

在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中，许多潮汕姿娘

仔(潮汕人对女孩子的雅称)根本就无资格上书

斋念书，即使是富足家庭的女孩子也大多难有接

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但是，社会又要求女子有涵

养，善孝敬，能贤惠，知礼节，会俭朴。为此，

潮汕人千方百计，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对

女子进行道德教化，实施人格培育。歌册就是其

中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

潮州歌册的题材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来

自本土的地方题材，另一类是移植、改编自其他

地方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地方题材还是外地题

材，大部分是女性题材，或涉及女性的题材。地

方题材的，如((陈三五娘》(又称((荔镜记》)((苏六

娘》《金花牧羊》《瓜田配》等；外地题材的，如

《刘备招亲》《包公会李后》((薛仁贵回寒窑))((三

合奇》((大红袍》((小红袍》等。

潮州歌册诵唱者主要是一些粗识文字的妇

女。她们聚集在抽纱、刺绣、织麻、结网等劳作

地方或“姿娘仔间”(俗称“闲间”，是未出嫁女

子的集体宿舍)，自唱自娱。有时也有人派些钱，

雇请能唱歌册的人来唱。有些艰难度日而又粗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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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中年妇女，往往以此为谋生手

段，穿村过巷。有的是专为人家婚礼唱

赞歌(俗称做四句)的青娘或媒人。有

些是唱歌的能手，不但能唱，也能创作。

潮安县的陈昌婶就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潮

州歌册诵唱能手。

潮州歌册诵唱的地点较随意，主要

是在女性较为集中的地方。劳作时诵唱

的，多在田间、盐埕；农闲时诵唱的，

多在绣花的天井、织渔网沙滩边、纳凉

的榕树下；雨天或晚上休息前诵唱的，

多集中在“姿娘仔间”。“姿娘仔间”的

产生与存在，是因为旧时潮汕人多地

少，一些孩子多的家庭十分拥挤，女孩

子无地方睡，而有的家庭则有些空房。

于是，一些同龄、共趣、要好的女子便

十分自然地聚集到空闲的房子里过夜，

犹如现代社会的女生集体宿舍。她们少

有二三人，多则六七人，往往在农闲或

晚上聚集在一起，时而闲聊，也诵唱潮

州歌册。

潮州歌册以多元化的爱情婚姻为主题

婚姻是家庭建立的前提，是人生大

事，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情是

人类永恒的追求。在封建礼教压抑下，

传统社会的女性毫无爱情可言。然而，

一些女性大胆地向封建礼教抗争。潮州

歌册也大部分以婚姻爱情为主题，“当

中有的不是单纯写爱情纠葛，而是以爱

情为线索或起因，贯穿于错综复杂的宫

廷矛盾、忠奸较量、惩恶扬善、争权夺

利、平番御寇等等一系列的斗争中”(吴

奎信：Ⅸ潮汕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45页)。即使一些非婚姻

爱情主题的潮州歌册，也穿插了很多爱

情的内容。

1．抨击封建包办婚姻

潮州歌册以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为主

题而较为典型的有((陈三五娘》《苏六

娘》((海门案》等。

歌册《陈三五娘》写潮州富户黄九

郎之女五娘，元宵节偕婢女益春、邻妇

李姐上街观赏花灯，遇泉州人陈伯卿，

互生爱慕。武举林玳也于赏灯时见五

娘，慕其美，托李姐为媒，向五娘之父

九郎提亲，九郎许婚。五娘不乐成病。

一日，五娘在楼窗前见伯卿骑马路过，

即将一并蒂荔枝裹于罗帕中掷下。伯卿

接住，并为五娘深情所动，遂改名陈

三，扮为磨镜匠至黄家磨镜；又故意打

破镜子，借卖身为奴偿镜而住进黄家。

林玳婚娶日近，伯卿得助于益春周旋，

与五娘相见，三人遂离家出走至泉外I。

林玳告状，官府判九郎退聘受罚，并行

文捉三人，伯卿因而获罪。后伯卿得其

在广南为官之兄相助，平安回家，夫妻

团圆。

歌册((苏六娘》写揭阳吕浦乡少女

苏六娘寄居潮阳西胪外婆尚家，与邻家

书生郭继春相恋，经林婆设计、作引，

使继春与六娘私婚。几年后，苏家将六



娘许配饶平富户杨子良，将六娘召回。

继春思念六娘成重病。六娘割股作药，

继春病好转。杨家迎娶在即，六娘命婢

女桃花送信，后两人有所误会，六娘神

乱气绝，继春闻讯自缢身亡。阎王怜其

情真意笃，让他们复生回阳。杨家上门

逼亲，官府判赔款了事，六娘终配继

春。

((陈三五娘》等歌册反映明代妇女

婚姻观念的变化，她们追求的不是家财

与权势，而是情投意合的理想郎君；她

们要求婚姻自主，反抗父母包办的强迫

婚姻。陈三五娘式离家出走，是当时进

步的青年男女为建立美好的婚姻与家

庭，勇于冲破封建婚姻制度樊篱的写

照，折射出在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社会

里，市民的生活愿望和对爱情、婚姻的

追求。

2．讴歌坚守爱情

潮州歌册鞭挞喜新厌旧，讴歌坚守

爱情的作品为数不少，((薛仁贵回寒窑》

《卓文君听琴》((龙井渡头》等是其代表

作。

歌册《薛仁贵回寒窑》写唐朝薛仁

贵投军18年，战功彪炳，被封为平辽王，

回寒窑探望妻子柳迎春，途经汾河湾，

望见柳氏，欲探其贞节，乃冒充仁贵之

友，故意调戏试情。柳氏大怒，急避入

窑内，闭门拒绝，严词指斥。仁贵遂道

实情，赔不是，夫妻相会，互倾衷情。

8．宣扬妇女守节尽孝

受封建纲常伦理的影响，潮州歌册

宣扬“百善孝为先”，推行“尽孝道”，大

力颂扬孝女。此类歌册有((双退婚》《孟

日红》《忠义节》等。

((双退婚》写工部尚书崔恒与知府

全斌指腹为婚，后全斌死于府任，其妻

携幼女全冰回乡，家道从此中落。崔恒

借故向全斌妻提出退婚，恰好翰林之子

茹天凤落难为全氏的家人搭救，全斌妻

见其一表人才，拟招为婿，全冰决心不

从，认为婚约已订，不能丧失贞节、改

嫁他人，于是离家出走，跳河自杀。

4．歌颂妇女英雄

英雄崇拜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文化

现象。在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里，

梁红玉、穆桂英等女英雄毕竟是少数，

潮汕地区的妇女英雄则几乎只有陈壁娘

一人。但是，妇女界需要英雄，需要英

雄崇拜，为满足这一心理需求，潮州歌

册也创作了一些歌颂妇女英雄的作品。

如((十二寡妇征西》《刘明珠》等。

《十二寡妇征西》赞颂丈夫都为国

捐躯的十二名寡妇。在西辽侵宋、三关

兵将被困和国家兵弱将缺的紧急关头，

她们为国分忧，同仇敌忾上疆场，破了

番将各种魔法，斩杀西辽借用它国的十

员猛将，降服了番邦，保卫了国家，显

示中国古代妇女英雄公而忘私，一片赤

诚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

((刘明珠》叙述琉球国计划进兵中

原，以“穿珠衫”投石探路，送一盒不



见穿孔的珍珠，限五天内穿成珠衫，穿

不成即出兵。11岁的女孩子刘明珠揭榜

应召，三更穿珠，五更成衫，令琉球国

为之震惊，不敢入侵中原，并与明王朝

交好。

5．抨击少情绝义的恶妇

贤慧、顾家，是传统社会推崇的女

性品格。为此，人们通过民间文学等载

体，正面推崇女性，又通过一些为世唾

骂、谴责的恶妇作为反面教材，告诫世

间女性，与人为善，为人厚爱，切勿趋

炎附势，切莫少情绝义。此类题材的潮

外f歌册有((金花牧羊))((双如意》等。

《金花牧羊》讲金甲村有个金员外，

其女金花及笄之年，由父母托媒，许与

所城刘监吏之子刘永。谁知定聘不久，

金员外和刘监吏相继病故，刘家家境也

随之衰落。金花的嫂嫂金章婆重财轻

义，唆使金花改嫁所城钟员外为妾，金

花决意不从。科期将至时，金花伴送刘

永上京，行至福建龙溪堤岸，遇到强盗，

夫妻拆散。金花为避污辱，投入江中，被

渔翁救起，送回娘家。金章婆对金花百

般虐待，每日要她放牧一百只羊，砍一

担柴，纺四两纱。每逢除夕和冬至，金

章婆不让金花在家过夜，金花宿于南山

顶土地庙。

刘永自龙溪遇盗后，行乞上京，却

误了科期，幸被一朝官收为义子。三年

后，刘永考中进士，从京都动身回乡，在

南山与金花相会。刘永深感金花坚贞，

决定乔装乞丐前去试探金花的嫂嫂。果

然，金章婆对刘永恶声恶语，并命家仆

将他赶出家门。刘永随后更换衣服带金

花返回金家，金章婆这回吓得面如土

色，连连求饶。好心的金花见状，代为

求情，刘永乃赦免了恶妇。此后，金花

随夫赴任。

6．渲染“婢为娘死”的“义举”

婢女是旧时供有钱人家役使的女孩

子。有的婢女与小姐关系要好，相依为

命，往往为小姐排忧解难，甚至以命相

送。潮州歌册有部分作品渲染“婢为娘

死”的“义举”，塑造了不少“义婢～‘义

仆”。

歌册((香罗帕》叙述奸臣张让之子

张士良游庵堂，恰逢鲍相爷之女鲍如兰

也上庵堂烧香。张让曾为儿向鲍相爷求

婚，遭到拒绝。此次庵堂巧遇，张士良

见如兰貌胜天仙，顿生淫心，威迫如兰

立即在庵堂与他“合婚”。如兰的婢女秋

月为回报主娘平日厚待之恩，化装成如

兰模样，持刀毁容自尽，暂时瞒过了张

士良，使如兰得以乘夜脱逃。

潮州歌册造就了女子贤淑温柔的品性

潮州歌册“书正歌邪字无曲”，浸染

着儒家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

思想，宣扬愚孝、守节、忍让等落后愚

昧观念，其糟粕不少，负面影响不小。然

而，作为一种女子文化，潮州歌册既有

“戏笔造歌劝善良”，又有“悲欢离合的



鉴赏”、“扬善征恶的箴言”(许继发：

《潮州歌册：民间文学奇葩》，《潮汕日

报》2009年5月13日)，其文化内涵十

分丰富，教化功能非常明显。

首先，潮州歌册成为潮汕女子接受

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传统社会的潮汕妇

女，能上学堂的很少，尤其是农村女孩

子，她们无机会读书识字，却从听歌册

中获取知识，增长见识。

其次，潮州歌册为潮汕女子提供了

文化生活。传统的潮汕社会，人多地少，

生产水平低，民众生活贫困，人们为生

计而终日奔波。地位低微的女子，不仅

无机会念书识字，也很少有文化生活可

供享受。潮州歌册乃成为女子少有的文

化生活养分之一。潮汕妇女喜爱听唱歌

册，也十分珍视和爱护歌本。她们往往

把家中收藏两三部歌册视为有文化教

养，并引以为荣。有的地方女子出嫁，要

随带几部歌册；有的家庭女儿要出嫁，

则把歌册作为一项嫁妆。这既是一种风

尚，也用来表明出嫁的女儿是有文化素

养的。

再次，潮州歌册有效地实现了对女

子的道德教化，造就了潮汕女子贤淑温

柔的品性。作为一种女子文化，潮州歌

册的内容主线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寄托

了人民的善良愿望与美好追求。辛亥革

命之后，潮州歌册的内容，注入了不少

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

的新内容。

在经常性聆听与颂唱潮州歌册的过

程中，潮汕女子开阔了眼界，开启了心

灵，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传统的道德规

范，感悟了人生的真谛，增长了判别真

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能力，生成为

人处世的良好准则，提升了自身的品性

和情操。几百年来歌册对潮州妇女的精

神熏陶、普及文化教育起到了无法估量

的作用。“要娶就得娶潮汕姿娘，要嫁就

得嫁上海男人”，这一社会流行口头禅，

道出了歌册对造就潮汕女子贤淑温柔品

性的重要作用。

总之，潮外f歌册是潮汕特有的女子

文化，“是潮汕妇女道德理念、行为规范

和文化学习的教科书，也是广大妇女的

精神家园”(林伦伦，吴勤生：《潮汕文

化大观》，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

页)。如今，随着社会的高度开放，科学

技术快速发展的冲击，人们文化消费品

的多样化与消费选择空间的扩大，潮州

歌册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人们的记

忆。这是非常自然、非常必然而又非常

合理的。然而，当下社会道德的滑坡，特

别是许多少女道德失范，我们不能不承

认当代道德教育的缺失。重新启用潮州

歌册来加强青少年的教育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

从潮州歌册这一潮汕特有的女子文化中

得到有益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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