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山歌册的女性音乐诗学解读

 林 希

收稿日期：2011-07-11

作者简介：林 希（1963－ ），女，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基金项目：2008年福建省社科一般项目《汉族民间音乐的“活性流传”研究——以闽台为例》（2008B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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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歌册流传于福建省东山县。据记载，600多年前由

广东的潮汕地区传入东山岛，原名“潮州歌册”，属于潮州弹

词的一种变体，传入东山后以闽南方言说唱，始称“东山歌

册”，又有“潮州歌文”、“闽南语歌仔册”、“闽南语歌册”、“歌

仔簿”等称谓。东山歌册在台湾、港澳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

加坡一带的闽南、粤东籍的华人中也被广泛传唱。

东山歌册只记唱词，未记乐谱，演唱时不用乐器伴奏。

由于东山歌册所具有的长篇叙事的特点，深受明代东山籍书

法家黄道周的极力推崇，称：“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渔妇

织网，皆能咏唱歌诗。”①

现已知的东山歌册唱本有《万花楼》、《罗通扫北》、《双白

燕》、《崔鸣凤》、《陈世美》、《玉楼春》、《凤娇探李旦》等一百多

部，共计2000多册，约2000多万字。内容有的根据民间传说

而编写，如《隋唐演义》、《薛刚反唐》等；有的通过戏剧（戏曲）

而创作，如《崔鸣风》、《陈世美》等。文体主要为长篇叙事歌

谣体，以叙述古代故事为主，题材大多反映男女婚姻纠纷、历

史人物故事、民族抗外战争以及神仙鬼怪等。其中不少为长

篇唱本，如《新造薛仁贵征东》唱本有40本，《万花楼》有80

本。2007年东山歌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东山歌册的诗学叙事

1. 唱词结构：

东山歌册的唱词，分为散白和韵白两种形式。

（1）散白

东山歌册中散白所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对长篇故事作

概括性的总结，或通过简单的概括、说明，起到承上启下的连

接作用，充实完善作品的整体结构。有时在开篇也用散白，

用以交代故事背景，诸如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

等，并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讲述内容。由于站在“第三者”

的、“旁观”的角度来交代剧情，所以，艺人的情绪往往比较平

和，语调起伏不大，唱词的节奏口语化。如《梅牡丹上天》后

半部分的散白：

【唱】…命你去见仙姑面，说欲牡丹到瑶池。【散白】王母

叫声：大圣，你可前到南天见仙姑说此事，欲牡丹前来到这看

守御园，又兼收伏各处妖怪，如此去罢！【唱】大圣领旨便前

行，知道南天个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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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散白的形式，来交代王母和大圣之间的对话，既使唱

段的过渡变得自然，又使整个唱段的结构更加丰满而充实。

（2）韵白

在东山歌册中，韵白占绝大部分。韵白在字数上整齐对

称，讲究押韵和平仄对仗，这是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过程中,对

自己本土方言的修饰整理、加工提炼,使歌册的语言“诗化”

了。这种“诗化”的语言精美凝练、言浅意深、疏中见密,便于

艺人记忆,也便于说唱时人物思想感情的表达,同时也有利于

调动现场观众的情绪。

2. 唱词句式

东山歌册唱词基本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七字句词

组的组合方式多为二、二、三（2+2+3），如“又有/三国/一周

瑜/，天子/愈想/愈痴呆，七岁/学道/无虚诬”（《杨六使斩子》选

段）；七字句的变格形式有六字句，如“忽然间/日沉西，好美味

（啊）/难吞落（啊）”（《宋仁宗叹五更》选段）；十字句，如“降大

宋/归真主/香名古今，岂知道/我爹爹/不听我身”（《五虎平南》

选段）。

在一般的歌册作品中，都是从头到尾使用七言的唱词。

而在某些篇幅较长的作品中，往往混合使用多种律制的“诗

歌”。如在《冷宫怨》（《玉如意》选段）中，就使用了这种艺术

手法。

【唱】…张妃听伊话实情，叫伊起来免挂心；你亦从实对

我说，做好害你向不仁。杜太监，叫娘娘，三宫月娟恐娘娘；

生太子，报伊仇殃；想毒计，欲谋害，叫我参详…有谁知，娘先

晓，心百般贤。今问娘娘乜计施，可来救我无祸机…就将指

头来咬血，写书诉苦兄嫂听。手指咬出血，写书诉苦请，奉达

兄共嫂，妹禁在冷宫…余言诉不尽,略表兄知因。血书写好交

庭纲，绫衣包好子一人…

在这一段唱腔中，连续变换格律，从七言到三言、四言不

等。通过这种格律的变化和更替，表达不同的情绪，角色的

跳进跳出一目了然。这些工整规正的诗化的韵白，既增加了

东山歌册的文学色彩，也使说唱变得更加容易和富于感染

力。东山歌册的这种“诗化”的唱词，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说唱

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3．衬词衬字

在基本的唱词中，还常常加入一些具有闽南语音特点的

衬词衬字，诸如“啊”、“唉”、“了”、“哪”等等，一方面可以用于

烘托气氛，增强语言表达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为音乐的发展

提供更多的音调发展空间，以形成歌唱音色的变化和旋律对

比，听起来更加生动有趣。

二、东山歌册的音乐叙事

虽然东山歌册的唱词具有重要的表现意义，是叙事的内

容载体，但是，由于它是通过演唱的形式得以实现的，因此，

音乐的叙事作用和表现能力不容忽视。

东山歌册的唱腔是一种吟诵性或朗诵性的曲调。这些

曲调语言性很强，旋律的进行主要服从语言的声调起伏，是

语言到音乐的升华与美化，或可看作是语言的略加夸张，听

起来似说似唱。这类唱腔主要用于叙事，交代人物，叙述情

节。由于这种曲调简单明晰，短小平直，比曲调繁复的旋律

更易于听清唱词内容，有利于听众准确地把握复杂曲折的故

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与此同时，它又比单纯的朗诵和宣讲更

具有可听性和艺术性，增添了审美趣味。

1. 叙事与代言相结合

东山歌册在讲唱故事的过程中，既使用第三人称的叙事

体,也使用第一人称的代言体。叙事时从客观的角度讲述故

事情节的发展。代言时则模拟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口吻、表情

姿态、性格，将人物的音容笑貌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模拟

不像戏曲表演那样可以依靠多个演员、化妆和道具等共同完

成，而是完全依赖歌册艺人的表情、语气和有限的姿态、动

作, 这就要求其音乐具有既细致而又简明的特点。

2. 旋律音调与语言音调的关系

东山歌册的曲调与唱词腔格的结合尤为紧密。“说唱艺

术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说唱脚本首先以声调、语调、遣词

造句等形式来刻画人物的形象，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用音乐

来突出和夸张语言的表现”。“语言性极强的说唱音乐，它的

音乐与语言的密切结合，以及以语言和音乐共同营造出的地

域文化特征，就表现得极为鲜明”[1]。和普通话相比，闽南话

无论从音调、语调、声调上都有诸多的不同，这就使得东山歌

册的说唱音调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东山歌册唱词的声调制约着旋律音调的走向。如：唱腔

《想贵妃》②：

第一句：“又听见三更深”的“又”和“见”字都是“阳去”

声，“听”和“深”是阴平字，唱腔基本符合闽南语语调的高低

特点。第二句中，“想”、“着”和“妃”都是第一声，第三个字

“贵”，单独念是第四声，由于mi 和la的同音反复连接，弱化

了“贵”字的第四声，并以此突出“一美人”的重点字眼，旋律

与字调高低、语意极为吻合。

东山歌册演唱中，一般遵循语言的自然节律、强弱安排

来分句断句，但是，有时也会根据情节的需要，使音乐摆脱语

言的限制，对唱词进行夸张处理，偶尔出现“倒字”。

想 贵 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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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羽调式

东山歌册的基本唱腔以羽调式为主，以 mi, sol, la 为主

干音形成的“四度三声音阶”是东山歌册旋法的主要方式。

以下曲调极具代表性，如《看伊行仪》③：

4. 句尾落音程式化

东山歌册唱词句式特点是，上句不押韵，尾字仄声；下句

押韵，尾字平声。乐句的前半句（或者第一句），因为要起韵，

尾字也是平声，押韵。由于仄声字有上声和去声两种，所以

在音乐上，上句落音常常随唱词字音的变化或感情表现的需

要而变幻莫测，而下句尾字一般落于调式主音。如《年年愿

进贡》④：

《年年愿进贡》中，四个乐句的最后一个字分别为“廷”、

“轻”、“刑”、“因”，都落在调式主音la上。无论唱词结构还是

曲调旋律，都非常的规整。

5. 唱腔韵味

东山歌册的唱腔韵味，可以从休止符的应用、拖腔（带

腔）及装饰音三个方面来探寻。东山歌册对休止符使用较

少，这可能和东山歌册比较工整的乐句乐段有关，也和其诗

化的唱词有关。由于在对仗工整、平仄押韵的乐句中，不当

地使用休止符，将在一定的程度上破坏原唱段所具有的平衡

与和谐的美感，所以，即使是使用休止符，也是多出现在乐句

的末尾，形成自然的断句。

东山歌册每个乐句的末尾都形成一个类似下滑音的拖

腔。由于每个乐句的最后一个字，不但要和前面乐句的最后

一个字形成押韵，而且往往要求落在调式的主音上，所以，这

一拖腔很有特点。另外，东山歌册音乐旋法中大量使用从

do 到mi 的下行小六度大跳，这种大跳往往同时伴随着滑音

进行，形成东山歌册的独特韵味。

在装饰音使用上，东山歌册的旋律频繁使用小三度下行

以及上行小二度的装饰音。给人以不同程度的和谐与不和

谐、稳定与不稳定的交替变化之感。

三、东山歌册的女性表述

1. 歌册是东山妇女生活的“百科全书”

有人把东山歌册称作“东山女书”，确切地说它是当地妇

女生活的“百科全书”。在社会信息闭塞的生活环境中，东山

普通劳动妇女通过听歌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增长知识，她

们对于美丑、善恶、忠奸的辨识，对社会、历史的了解以及对

于人生、命运的感悟，并不是来自学堂，而是来自东山歌册。

不少妇女一生虽未走出海岛一步，却能够博古通今，谈笑间

引经据典，依靠的就是她们博闻强记的能力。

笔者采访的老艺人中，有一位叫吴彩绸的老阿婆，她没

上过一天学堂，不会说普通话，却能手捧歌册，把一本本故事

唱得完完整整且韵味十足。据阿婆回忆，她十三岁就跟着外

婆、母亲和村里的其他妇女学唱歌册了，后来，由于不满足于

只停留在听记阶段，也跟着别人看歌册本，就这样识了很多

字，日积月累，到后来竟也可以独自看着歌册尽情吟唱了。

可以说，歌册是东山妇女生活的“教科书”。

2. 演唱歌册是东山妇女的情感宣泄方式

东山地处闽地海角，传统社会中男人以出海打渔为主

业，女人则在家料理家务和从事农活。东山妇女的勤劳能干

在闽南一带是有口皆碑的，故在海边常可见到渔船一靠岸，

妇女们便忙碌起来，挑上一两百斤的重担健步如飞。辛苦劳

作之余，唱歌册、听唱歌册成了东山妇女最主要的娱乐形

式。歌册中反映的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和情感纠葛，无疑是

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面明镜，并给每个人的情感世界带来一种

慰藉，甚至起着情感疗伤的特殊作用。

1950年5月10日，国民党残余部队从东山岛上抓走了

4740多人，占当时岛上人口的十四分之一。当时只有200多

户家庭的铜钵村，一夜之间被抓走男性青壮年147名。随后，

这些人被送到金门、马祖一带充当国民党守军，当时被抓时

最年轻的只有17岁，最老的55岁，其中91个已经结婚了，给

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留下了91个“寡妇”。铜钵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寡妇村”。 近百名失去丈夫的妇女，成群结队，来到

海边，遥对云海深处的海峡对岸，烧香洒酒，不知亲人是死是

活。东山歌册记下了她们心中的悲愤和离苦：

等到天光人报明

晴空霹雳轰头顶

天旋地转昏死去

呼天唤地也不灵

……

近乎白描的手法，细腻的刻画，真实地表现了东山妇

女的不幸和对不平的控诉。在人生悲剧面前，人们需要精

神的安慰，也许大家聚在一起，同唱歌册，相互扶持，相互

年年愿进贡

看 伊 行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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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以增强与命运抗争的力量和信心。东山歌册作为人

们的精神安慰剂，是治愈情感苦痛的良方，并因此锤炼了

东山妇女坚强的性格，形成独特的具有海洋文化特征的人

格魅力。

3. 歌册是东山妇女接受道德伦理教化的载体

自古以来，人们多认为音乐具有教化功能，中国历代统

治阶级更是以礼乐作为治国方略而极力推崇。妇女教育，古

来有之，统称为“妇学”⑤。《周礼》中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

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各帅其属以时御叙与王所。”

（九御是当时王宫中的女官，妇德、妇言、妇容和妇工是“妇

学”教育的内容。）从汉时刘向编撰的《烈女传》，到中国封建

主义发展成熟的明代，妇学有班诏的《女诫》、明成祖徐皇后

的《内训》、章圣皇太后的《女训》、慈圣太后的《女鉴》，再有民

间家训中相关的闺训，如《颜世家训》、吕坤的《闺范》等等，这

些书无不把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贞操至上的伦理道德推崇

到了极致[2]。所谓：“夫者，妇之天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些观点几乎成了妇道人家的金科玉律。

作为民间音乐形式的东山歌册，产生于封建年代，内容

多为宣扬三从四德等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内容也就不足为

奇了。歌册是东山妇女接受封建道德伦理教化的载体。现

实生活中，东山妇女多形成勤俭持家、孝顺贤惠、善良豁达的

性格特点。东山海岛民风纯朴，百姓安居乐业，与东山妇女

恪守妇道的优良品格不无关系。

四、小 结

东山歌册作为一种民间说唱音乐，在长期的发展和演变

过程中，放弃了对音乐旋律华丽复杂的追求，而使其音乐部

分逐渐变得简洁平直而又朴实无华。与现存的一百多部的

东山歌册作品数量相比，歌册的旋律略显“单调”而不是相应

的“丰富可观”，说明音乐的“形式作用”远大于其“本体意

义”，是以其形式的“简便”承载内容的“复杂”，体现了民间音

乐的特质和艺术价值。

在音乐上，东山歌册以其特有的旋律结构、唱腔韵味、

与闽南方言的结合等特点，通过委婉的叙述完成对唱词的

美化加工，实现其整体的审美价值；在唱词形式上，东山歌

册本着其内容性需要，通过“诗化”的艺术处理，展现诗歌整

齐、对仗等形式美的要素。唱词的这种“诗化”，不但给演唱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使其本身的美感得到体现和升华；在

表现形式上，东山歌册的“表演场”除了“一人唱，众人听”的

形式以外，也存在大量“共同表演，集体欣赏”的情况。演唱

歌册是东山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们常在晚上或者白

天一起缝补衣服、做针线、织补渔网的时候，或“一人唱，众

人听”，或大家一起唱念。歌册成为东山妇女爱不释手的

“教科书”、“生活百科全书”，并因此形成一道独特的民间音

乐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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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5439449.html?fromTa⁃
glist。

② 黄武英演唱、谢少燕记谱。

③ 黄武英演唱、谢少燕记谱。

④ 黄武英演唱、刘春曙记谱。

⑤参见：http://wenku.baidu.com/view/afadda08f78a6529647d
535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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