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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现状及其
所承载的社区精神
．陆小玲

民
    间音乐，又称民俗音乐。它是一种经过口传过程发展起来 确的针对性，也就是音乐表演者与听众的直接或非直接的关

    的普罗大众的情感表达形式。潮汕地区的民间音乐由于 系。I! 种关系很自然地形成人与人之问的交流往来，不同

其丰富性与独特性，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建国以来在 数目的个体行动者将汇聚在同一个群体里，形成一定的公共

各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有数百篇。然而，这些研究大多 集体性。这个集体具有的保持个体多样性的公共凝聚力，即是

针对其律学和乐学，也就是说，集中于文本研究而缺少对文本 社区功能。那么，‘’个体行动者”在社区中将如何参与成员之

产生的过程，即音乐行为，尤其是当代人音乐行为的关注。本 间的互动呢？笔者将其梳理如下；

文将就自己田野考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和探讨潮汕文化意 1．民间乐社— 一种自主选择的集体性音乐表演。

义体系下的民间音乐行为及其价值。 实际上，潮汕地区一直有不少活跃在民间的乐社，它是一

        ～、、，，‘，＿‘．‘＿、，＿、、、＿‘。．＿、 种自发的音乐组织。乐社的活动时间会选择在农闲或者岁时
    一、潮汕民间音乐灰化生存跪状的调查 二二'ran r厂 "} "二}u二三、＿广二J r W }1r n J 1 -J艺刃二亡 y\f}J} , }-,.了Aa}二二
        、’，’，’一”” 一一、’一“’N‘’一丁一”，‘ 节日。成员的乐器一般由乐社提供，先学者则为师。乐社经费

    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其社区功能。社区，是 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个人的捐赠，捐赠者一般为当地“先富起

社会科学中最广泛和经常运用的一个概念。社区具有如下特 来”的企业家。以普宁县洪阳镇马后山村的潮乐社为例，它的

点：共同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小规模的社会范围；人们之 赞助者是当地拥有一个运输车队的王敬文先生。乐社的活动

间具有共同的观念（但并非像亲属关系那样受到束缚和无法 场地就在村委会，演奏的曲目是清一色的潮州音乐。

回避的定位）而相互关联，根据这些关联和社会属性与其他 与马后山村的潮乐社不同，普宁县洪阳镇的均天乐社则

社区及其成员相互区别；共同的社会体系和结构，成员思想状 享受一定数量（大约整个活动经费的三分之一）的政府补贴。

态和行动具有同质性。输汕地区因历史悠久，所以文化底蕴 均天乐社成立于1912年，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乐社所坚

丰厚，民间艺术造诣精深。在我国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持的是广东汉乐的传承。马后山村潮乐社的表演者一般为本

中，属于国家级、省级的民间音乐舞蹈有：潮州音乐、潮州歌 村村民，音乐的接受对象也是本村村民。均天乐社表演者的成

册、潮剧、广东汉乐、笛套音乐、英歌舞、布马舞、娱蛤舞。该地 分则要复杂得多，有企业家、教师、公务员、学生等等。其听众

区音乐文化目前的生存现状如何呢？三年来笔者深入实地考 则更为广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省内多家新闻单位曾到

察，现已完成的田野调查（已备录音录像资料）如下： 当地采访报道或录制节目。美国纽约大学音乐系副教授吕梅

    1．普宁县洪阳镇均天乐社（1912-2009）的现状调查。 丝女士也曾不远万里，专程来到乐社访问交流。也就是说，均

    2.普宁县马后山村文化室潮乐社的活动情况调查。 天乐社的听众已经扩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3．普宁县洪阳镇[I};a年农历正月17-18游神赛会、潮剧表 2.游神赛会— 一种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群体性音乐、舞

演的现场采访。 蹈表演。

    4.汕头市朝阳区谷饶乡OS年民间文化节（清明）大型游 潮汕地区每年各乡各里的“游神赛会”活动内容极其丰

艺活动的现场采访。 富，这种集中展示民间文化竞赛的盛会，其内容有潮州大锣

    5.汕头市朝阳区西歧村英歌舞教练洪飞英的采访。 鼓、笛套锣鼓、弦乐（丝竹弦）、笛套古乐、细乐、庙堂乐、汉乐、

    6.潮州市潮州歌册主要传承人林少红的采访。 潮剧、木偶戏、英歌舞、车鼓舞、娱蛤舞、古字画、剪纸、潮绣、纸

    7.潮汕乡土音乐教材（多采的乡音）使用情况调查。 影、灯笼、泥塑等等。游神赛会除了展示艺术作品之外，更重要

    田野调查的结果，是笔者把目光的焦点从音乐“产品”移 的是村民们对民间信仰的一种深度体验。潮汕地区民间信仰

至该地区的人以及民风民俗。实际上，音乐行为可以是个人 所崇拜的对象主要是祖宗神和人物神，对那些历史上为当地

的，也可以是集体性的。潮汕地区的民间音乐行为则很少是个 百姓做过好事的清官，或是献身疆场的英雄，他们会格外崇

人的。“在这类集体化的行为里，音乐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比 敬。在汕头市朝阳区谷饶镇举办的“20[}$年民间文化节”里，
较明确的社会性，行为自身对接受该行为的对象也具有很明 笔者看到了该地区大规模的群体性音乐、舞蹈表演。参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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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会离不开音乐、舞蹈为其造势。每到正月，村头的醒目之处结 果。笔者认为，交通闭塞一、方言难懂并非其根本原因。潮人有
      会贴着一张张的红纸，上面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交钱者的着神明 崇拜的习俗，而这些习俗又与民间音乐以及日常生活��
      名字及明细。村民们全凭自觉，少则一元，多则不限 。Ｕ庵帧案氏⑾⑾喙亍Ｄ敲矗�衾值某晒�洳厥欠裼敫玫厍�拇�澄幕��
      掏腰包�’，的行为 说明，’‘游神”被看作村民自己 精神生活的需关呢？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与音乐具有一种怎样的关系？
      要。活动结束后，剩余的钱将用于补贴乐社的开支。1��帐 醣泶镉胛幕�庖� �����橋����>�����  >

          3.歌册传承一社会变迁导致音乐变更的典型个案美国当代 人类学家霍德华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约定 ����    
          “潮州歌册”是潮州地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一种民间 俗成的方式。通过此方式，人类群体学会了组织自己与环境相
      说唱艺术。歌册以叙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主要内容，用潮关 联的行为和思想。在此方式中，文化有行为、观念、物质的三
      州方言吟唱。旧时期的潮州女性最基本的劳动方式是理家和种基 本样态。”喻国学者薛艺兵在他《论音乐与文化的关 ��
      做绣活（主要是抽纱），那些扎堆‘�’�宸俊”的女人们往 往会因系》一文中，以宏观的角度、思辨的方式，从多方面对音乐与
      为听、唱歌册而忘了吃饭、睡觉。可见，歌册嵋吟唱原本是女 人间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辨证与阐释。他认为，音乐和文化处于一种
      的自娱自乐活动而不是一种表演。2}8�甑�9月，笔者到实相互 包含的关系之中；它们是互为表里的同一事物；文化是音
      地采访了潮州歌册的传承人林少红，她已是75岁高龄。从她乐 的属性，音乐是文化的表象。作为属性的文化是抽象的，而
      的谈话中笔者得知，她的一生都与听、唱歌册相关。旧歌册的 作为表象的音乐则是具体的。蛾们说潮汕文化，实际上是指
      主要社会功能是向女性灌输三从四德、礼义廉耻。“一女不嫁 潮人群体所习惯的、共享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可以
      二夫’，，潮州女性很小就从歌册中的故事“懂”得了这个规 涵盖很多事物和现象的性质的抽象概念。潮汕民间音乐，是该
      矩。所以， 不少女性 明知丈夫已他乡再娶，而她们从窈窕淑女地区文化意义体系下的一种具体的音乐表达形式。以英歌舞
      到白发老岖一直与孤灯相伴。宁肯忍受千般苦，也不会“ 越雷为例，英歌舞始自明代，对于它具体的形成过程，研究者有多

      池一步”。种说法—水浒说、滩起源说、山东莆田传入说、汉剧 传入说、 ��Y�0筿 燚��@@ � @ ed�
        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练武 说等等，‘·也许所有说法合起来，则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的改变，“绣房”已不复存在，听歌者的聚会也就自灭了 。歌册即：英歌舞源于古代中原民间的滩舞与祭祀礼仪，一由于是
      的生 存空间被挤压，若想获得新生，人们只能寻找新思路，而对 英雄的赞歌，便以‘英雄’之名流行，并与乡村的游神赛会
      新思路所确定的方向，则造成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产生变密切结 合得到传承延续。’，⑥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传统文
      更一“。自娱自乐”改为’‘舞台表演”；一个人说唱改为多人 化的内容，刚猛、强悍的英歌舞，则是文化借以表达其意义的
      “合’，唱；无伴奏改为有伴奏，伴奏中还加入了代表西方文化 艺术形式。一般来说，民族艺术史与民族宗教史是不可分的，
      的电声乐。事实上，’‘音乐的变更不仅是音乐自身的规律和 问艺术作为超自然的信仰，甚至可以追溯到万年以前。我们看不
      题，它涉及 到叫许多其他非音乐的因素，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宗见“文化”，但可以通过观察艺术、礼仪等从形式的规律中和

      教的、心理的和自然环境等。其中社会因 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事物锏的那�鹬腥ネ推论 它。
        力。”③2.社区精神与文化认同��B�              }''^"��F� ���

        二、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的社区精神舍析笔者认为＿，民间音 乐}h}�诔鄙求肅毕屯一严 ������� � � �
                                                                有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潮人群体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有人说，

          潮汕地区民间音乐的种类繁多，而且大都保持着原样。有世界上有海水的地方骄就陀有谐潮比耍，�有谐潮人说的牡地胤骄就一定有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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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所承载的社区精神所致。所谓“社区精神”，是指文化中 参加潮州大锣鼓演奏的孩子通过与别人合奏，能真实地体验

  所蕴涵的社区成员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相亲互敬的团结、协 到自我的力量在团队‘’共振”中的意义。毫无疑问，孩子参与

  作性因素。随这里，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的是“社区精神”在成 民俗活动将有利于文化的传递和社区精神的发扬，通过与他

  员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人共同展开与民族民俗相关的音乐活动，他们将与族群形成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依靠外力的束缚，人们 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所以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是因为长期的交往中因情感而
  }} 二骊妥扁众认孟；么丈直诬孤蕊草蕊 }二          1井  I I J }L} I'y171̀1 } }  }!            l0 '}'.{̂} 祛 语产生了一种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虽形成于血缘关系，但其范 ， ，
  围必然会向地缘关系或更远的关系扩展，其内容也会随其扩 综上所述，社区精神是一种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团结、协作

  展而变得丰富。潮汕地区长年活跃着自发组织的各类乐社，无 精神，这种精神寓于社区成员所习惯的、共享的生存和生活方

  疑，这种朴实而纯粹的的音乐组织形式，将使每个参与人成为 式之中：在人们共同的信仰、理想、追求和困难中互敬、互爱、

社区精神的体现者。在一年一度的游神赛会中，潮乐演奏和英 互帮、互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

歌舞者“执行着社区赋予的庄严使命— 为自己生活区域的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

五谷丰登，驱邪降福而献乐祈请。11 .}}些观看游神的社区成 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

  员，同样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本区域共同繁荣的“事项” 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凭借艺术的形式将人们集中起来，以

之中。他们虔诚地表达着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团体的愿望和祈 此提高每一个国民心怀的文明程度和理想，这将使人们对社

求— 以燃放鞭炮迎接游神队伍的到来；以实诚的人丁钱补 会的情感充满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贴村里的乐社。从某种意义上说，游神赛会是一种公众参加的 精神储备。

  “团结礼仪”，它所强调的是成员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协调性，

其目的是为成员之间的合作做好准备。但我们要问，‘，社区精

神”植根于民间信仰？不可否认，信仰是潮人群体生命中不可 ①参见奈杰尔一拉波特《社会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

缺少的精神慰藉，但潮人喜爱音乐并非因为信仰。热爱生活， 华夏出版社2}5年版，第50-53页。

是这个群体共有的特征。热爱生活者，必然有着对艺术的审美 区③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上海书画出版社2444年

需求。这里有句俗语：“锄头粪箕筐，三弦琵琶筝。”由此可见， 版，第1?, X23页。
对特定生存方式下追求日常生活诗性的潮人来说，“三弦琵 ④霍德华《当代文化人类学》，转引自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
琴笠”片}}} } }}}”}}旦}di}片今市fir!, ,;"i }二 “、二 《音乐研究》208年第b期，第38页。琶筝‘’与”锄头龚其筐”一样是他们生命中的必需品。‘’社区 ＿、曰小}}几d 十用u}i,}“”       }o
铭楠}}   },}田什}n },二>‘、，，。＊，，，，、。二’ ⑤参见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音乐研究》}}}年第r}}}.期，第
精神”，在这里体现为成员的人生理想与审美情趣的趋同。 一笋二‘。六‘比曰小”人一、。；二，，，、，不，！、”＊。，，U，，，

      ，二．二、，、 二一，，．二、二 42
    3.社区精神与文化传递 ＿’一六a
    石平毛．公公二叮’一瓜ld}-r hV }}  SL 111. 11'.1  U   y n }} n＿一，， ⑥晚散际云编著《潮阳英歌舞》，广东人民出版社2ao}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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