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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调戏的曲文演唱，借鉴、运用于民间歌谣和歌册弹词的唱法。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南戏固有的传

统。宋代南戏的音乐，原本就是以当时温州一带流行的民间小曲、歌谣为主体的。只是在经过一定时期

的发展之后，才逐渐在曲调的形式和使用方面，形成了一些固定模式。明代前期，文人改编和创作的南

戏传奇里，这些模式更进一步程式化。但是，在民间演出的南戏各个地方剧种中，地方小曲和歌谣的音

乐还是被大量吸收和运用了。地方戏的不同风格和特色，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潮州戏曲在它的

形成过程也受到潮州民间歌谣和歌册的影响。 

潮州民间歌谣，按照地方文献的记载，有秧歌、蛋歌、畲歌数种。其中畲歌流传最广。畲歌原来可

能是畲族的歌谣，被潮州民众吸收而流行于潮州民间。清代顺治《潮州府志》讲到潮州民俗，就有上元

节，儿童“斗畲歌焉，善者为胜”的记载；直到今天，潮汕俗语还把两人斗嘴，你来我去，互相辩驳，

叫做“斗畲歌”。斗畲歌这种形式被潮州地方戏曲采用，在明本潮州戏文里已可见到端倪： 

嘉靖本《荔镜记》第七出《灯下搭歌》就写了上元节潮州人斗畲歌的风俗。元宵节晚上，李婆撺掇

五娘和益春上街赏灯，遇见林大鼻和卓二。林、卓拦住五娘，要与她答歌，五娘不肯，李婆说：“潮州

人风俗，看灯答歌，一年去无病。”双方便斗起歌来。且将这一段男女斗歌的原文，引录在下面。 

男：恁今向爿阮障爿，恁今唱歌阮着还。恁今还头阮还尾，恰是丝线缠竹爿。 

女：阮今障边恁向边，阮今唱歌恁着还。阮今还头恁还尾，恰是丝线缠竹枝。 

男：阮唱双歌乞恁知，待恁听知我也知。待恁坐落袜走起，待恁走起我便来。 

女：阮唱山歌乞恁听，侍恁坐听立也听。待恁坐落袜走起，待恁起来又袜行。 

男：月朗朗，照见月底梭掏红。斧头破你你不开，斧柄择你着一空。 

女：月圆圆，照见恁未是好男儿。想恁那是作田简，大厝人仔向大鼻。 

月炮炮，照见恁是人阿头。看恁大厝饲个蕳，十个九个讨钵头。 

这一段对唱，歌词俚俗粗野，原剧本里注明是“答歌”，而不标曲牌，应是用潮州民间畲歌小调演

唱。 

万历年间，由“潮州东月李氏编集”的《乡谈荔枝记》第二十五出中丑角与媒婆一段唱白相间的对

答，也很有斗畲歌的味道。 

潮州戏传统剧目《苏六娘》的锦出《桃花过渡》，把斗畲歌的形式运用得最为淋漓尽致。这出折子，

全用一唱一答的斗歌形式，唱腔是民间小曲《十二月凋》，又夹杂着“扣仔歌”说唱和粗俗诙谐的宾白，

清楚地呈现了潮州民间歌谣和曲艺的特征。 

歌册是盛行于潮州民间的说唱文艺。这种说唱文艺类似弹词，但缺乏固定的音乐规范，也没有乐器

伴奏。它的演唱，实际上是一种依着字音的高低曲折来行腔的自由“读唱”。能够“读”而成为“唱”，

是由潮汕话自身的音调特点决定的。潮汕话有八个声调。这八个声调分为平、促、升、降、曲折五个种

类，音域超过一个八度，加上语流中间的连读变调和轻声，便具备了非常丰富的音乐形式。因而，只要

用潮州话将歌册朗读，不必借助假嗓来提高音域，只需在运腔时稍事修饰，便自然成了“唱歌”。 

潮州的戏曲艺人在将正字南戏改造为潮调的过程，肯定借鉴了潮州歌册的说唱形式。因为不管是北

曲还是南曲，曲牌的宫谱已经固定了，按谱填词，必须审择字音的平仄舒促，才能够贴合乐曲的抑扬曲

折。这种工作，只有精通文辞又精通音律的土大夫才能胜任。潮州戏曲的制词作曲，多出自民间艺人之



手。这些艺人，读的书不多，音律更非所长。既然潮州话的音调具有那么强的音乐性，而歌册在利用潮

州方音的这一特点方面，又已经有了可借鉴的经验，那么，他们在制词作曲的时候，逐渐摆脱南北曲的

束缚，借助潮州歌册的传统进行创作，就是很自然的了。 

《荔镜记》、《苏六娘》、《金花女》这三个以潮州地方题材创作的明代剧本，清楚地呈示了正字

南戏向潮腔戏演化的过程，潮州歌册这种民间说唱文艺影响的加强。《荔镜记》是潮泉腔，用闽南方言

创作，剧中使用南北曲合套的曲牌七十余种；《苏六娘》基本上用潮州方音来写宾白唱词，剧本篇幅不

大，也使用了南北曲合套的四十多种曲牌。在这里可以看到创作新剧目的民间艺人的苦衷：他们一方面

要用方言创作，以吸引本地观众；另一方面，又只能摹仿、搬用正字和其他外来剧种的曲牌唱腔。这样

一来，两个剧本，大概接近于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说的“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只能用基本稳定的

旋律来传唱平仄长短不同的文辞，在声腔上，难免出现音律杂乱的情况。有鉴于此，这些制词作曲的艺

人，开始利用本地小调和歌册读唱声腔来创作能够与潮州方音相配合的新腔。《荔镜记》引入畲歌就是

一种尝试。而在《金花女》中，这种尝试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个剧本全剧只用了 10 种曲，却运用潮

州歌册的体裁，插进了大量的五言、七言的俚词。看来，这个戏的作者在搬用部分南戏旧腔的同时，更

多地结合潮州方音的特点，利用歌册的演唱传统去创造具有地方色彩的新声腔。 

显然，《金花女》的尝试是成功的。现在，剧本曲文以七言文辞为主，使用对偶曲的板式，依倚文

辞平仄声调，谱写乐曲旋律，而按曲牌乐调填词的比较少，成为潮州戏的一大特点。 

可以肯定，宋元时期潮州已经有了戏曲表演活动，但是对于当时潮州戏剧各方面的情况，例如剧种、

表演程式和唱腔特点等等，今天已经不可确知了。明代初期正字南戏流入潮州，对潮州地方戏的形成有

关键性的影响。宣德间，正字戏演唱南北曲合套，用正音官腔为基本声腔，但宾白中渗入潮州话，显示

出向地方戏演化的迹象。嘉靖以后，在南戏地方化的潮流里，弋阳腔流播潮州；潮州出现以闽南方音为

声腔基础的地方剧种“潮泉腔”，它脱胎于正字戏，也在弋阳腔和潮州歌谣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潮州歌册

依字声行腔的“唱歌”方式，对潮州地方新声腔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到万历年间，地方风格特色突

出的新声腔——“潮调”形成了。这种声腔风格完全地方化的“潮调”，在清代初年已经被称作“潮州戏”。

康熙三十九年(1700)初版的《广东新语》就说：“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这时的潮州戏，

在声腔方面还没有完全与正字戏脱离。要走向成熟，尚有待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