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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东山歌册”的搜集与整理
游明元　黄春慧 (东山县图书馆　福建　 363401)

　　据《东山县志》记载: 明洪武年间 ,驻守东山的官

兵和南来北往的商人 ,从潮汕地区把“潮州歌册”带

入东山 ,很快就在东山海岛流行传唱 ;在传唱过程中

又融入了南音、秦腔等曲调 ,逐渐形成了具有东山方

言特色的“东山歌册” ,至今已有 600年历史。然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 ,“东山歌册”现已进入濒危阶段 ,年青

人不感兴趣 ,会唱的老人越来越少 ,尤其经“文革”的

抄毁 ,现在民间基本失去流传。为了保护这一民间艺

术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馆抓紧对“东山歌册”的搜集、

整理、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仅对影响“东

山歌册”搜集与整理的几个因素及其对策作一点粗

浅的探讨。

一、收集“东山歌册”的意义

“东山歌册”是东山民间文学之花 ,它在很长一

段历史时期里牢固地占据着东山民间文艺阵地 ,深

深地扎根于群众尤其是广大妇女之中。 旧社会的东

山妇女一般不外出抛头露面 ,平时多在家中或到邻

居家织麻绣花针线活。 在社会信息闭塞的生活环境

里 ,妇女通过听“歌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增长知

识、丰富文化生活 ,不少妇女不仅能够知道各个历史

时期的一些英雄人物 ,甚至还能讲叙片断的历史故

事 ,有的还借助“东山歌册”学会识字。“东山歌册”是

东山妇女旧时代的生活教科书 ,学习文化知识的课

本 ,是东山值得珍视的民间文化遗产 ,现已被收入

《中国民间曲艺音乐集成》 , 1996年国家文化部还授

予东山“中国民间音乐艺术之乡”称号。 “东山歌册”

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吸引妇女群众 ,数百年流传不

衰 ,是由它别具一格的特点决定的:①语言通俗生动

;②地方色彩浓郁 ;③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符合民族

文化传统。其文体属长篇叙事诗 ,有七言句、五言句、

三三七字句、三三五字句、三三四字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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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部 ,现在所能见到

的最早印本是清咸丰年间潮州李万利商号印的唱

本。 今流传于民间的有三个种类: 一是以小说为基

础 ,进一步发展写成文学唱本 ,如《隋唐演义》、《薛刚

反唐》等 ;二是根据戏剧和民间传说写成的文学唱

本 ,如《崔鸣风》、《陈世美》等 ;三是 1956年“推陈出

新”重新进行整理的新歌册 ,有《红珊瑚》、《思乡曲》、

《渔家女》、《织网歌》、《李双双》等 ,三者各具特色。

“东山歌册”不需管弦 ,主要依靠歌手以圆润婉转的

歌喉 ,唱出清脆优美的歌词来吸引听众。另外一种唱

腔是以传统的歌谣“观姑调”吟诵 ,更为朗朗上口 ,吟

诵者可根据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 ,适时变换曲调节

奏 ,增强艺术感染力 ,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唱文

体。有的唱本曾参加省汇演 ,其中《山顶青松根连根》

等 5首被录入《中国民歌集成》。 “东山歌册”以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 ,历来深受海内外人士喜爱 ,近年来各

种报刊、电台、电视台、电子网络等媒体也十分关注。

二、影响“东山歌册”搜集的因素及其对策

1、“东山歌册”也称“女书” ,清代和民国时期 ,有

的家庭嫁女以“东山歌册”为嫁妆 ,如歌手许甘出嫁

时亲友们赠送歌册 60多部 ,雇人挑送 ,显示新娘子

是个唱歌能手 ,因而人们称“铜山娘仔能唱歌”。现在

这些歌手都已年过花甲 ,但她们嗜书如命 ,有的临终

前叮嘱子女把歌册作为陪葬品 ,有的吩咐下一辈只

能传内 ,不能传外。 有的年迈歌手思想闭塞 ,对政策

有怀疑 ,生怕在 “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

的歌册又会被扫落尘埃而不敢暴露。

2、“东山歌册”是历史文献 ,有的人热衷于个人

保管 ,却不知道在图书馆可以得到长期保存和为全

社会所利用 ,更能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 ;有的人对征

集“东山歌册”吝啬有加 ,宁可自己送人情 ,也决不

“施舍”给图书馆。 原石刻、木刻的古版歌册逐渐减

少 ,有的早被旧书店和私人书摊寻购 ,或待价而沽 ,

或供出租 ,但只限于歌手小范围内 ,以追求经济效益

为目的。为此要较全面地搜集 ,必须把做好收藏者和

歌手的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

3、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

状态 ,缺乏宣传力度。部分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地方文

献工作的内容知之甚少 ,缺乏对地方文献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 ,由于一些地方文献深奥、枯燥、乏味 ,青年

人很难静下心来研究 ,遇到困难往往难于坚持下去 ,

半途而废。 所以抓这项工作要有恒心 ,耐得住寂寞。

4、缺乏保护意识。 社会上对地方文献工作认识

不足 ,导致政府对地方文献缺乏“保护意识” ,而缺乏

61



政府行为和行政措施的地方文献保护工作必然没有

生命力。图书馆单凭采编室几个人 ,面对浩如烟海的

地方文献资源 ,显得那么无能无力 ,搜集工作往往是

挂一漏万 ,难成气候。 对当地产品采取“地方保护主

义”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但对地方文献则非常需要实

行“地方保护主义”。

5、“东山歌册”数量少 ,零星分散 ,难以形成体

系 ,也使搜集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东山歌册”一般

不为当代人所重视 ,极易散失 ,目前大多散失在单位

或个人手中。 “识者为宝 ,不识者如草。”这就要求我

们在搜集时应坚持“宁宽勿窄 ,宁宽勿严”的原则。

三、征集《东山歌册》的具体办法

1、加强宣传工作 ,让群众了解 “东山歌册”对本

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①印发关于征集

“东山歌册”资料的通知 ,发给各有关单位和可能保

存歌册的人 ,进行普查和征集。②选派有高度责任感

和强烈事业心的工作人员 ,深入民间征集。对于国家

机关团体 ,可采用无偿征集方式 ,并提供复制品 ;对

于个人收藏的“东山歌册” ,可采取收购等方式 ,对自

愿捐献者实行奖励 ,对一时采集不到的原件 ,可拍

摄、复制 ,并注明来源和收藏地点。 ③召开读者座谈

会 ,发放征集“东山歌册”调查表 ,争取广大读者的协

助支持 ,提供线索进行访求和征集。 ④通过报刊、电

台、电视台、电子网络等媒体向海内外宣传报道“东

山歌册” ,使它成为东山民间文化交流的一项主要内

容。

2、做好对歌册的保护宣传 ,防止继续散失。 ①

“东山歌册”大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 ,是劳动人民的

文化精神产品 ,其作者基本上是民间艺人或普通百

姓 ,因此歌册大多数流落在民间。 我馆经常与旧书

店、废品收购站、造纸厂等单位保持联系 ,注意收集

混杂在废书废纸中的歌册。②加强横向联系 ,和当地

档案馆、文化馆、博物馆、文物所等有关单位联系 ,建

立搜集“东山歌册”网络 ,谋求大范围的“东山歌册”

资源共享 ,还可加强与邻县图书馆协作交流 ,扩大搜

集共享范围。

3、建立“东山歌册”档案。 对东山当地的歌册收

藏者、演唱者进行普查 ,把“东山歌册”收藏者列为采

访对象 ,避免搜集工作的盲目性。我馆通过查阅歌册

收藏者的原书 ,或购回原书或复制 ,或动员捐赠 ,现

已系统地建立了“东山歌册”资源库。

4、广泛联系群众 ,深入调查研究 ,抓住重要对

象。有“东山歌册”“收藏之王”称号的黄武英老人 ,因

年岁已高行动不便 ,我馆派专人主动上门联系 ,聘请

她为“歌册顾问”、“图书馆荣誉管理员” ,并写了阿婆

情系“东山歌册”的事迹在《福建经济快报》、《漳州电

视报》等 10多种报刊上报道 ,引起日本 TBS电视台

和国内众多媒体关注。她感激之下 ,凭借着自己大半

个世纪攒下的记忆 ,又开始呕心沥血地编织她的新

歌册 ,并将 10多部珍贵的手抄歌册捐赠给我馆收

藏。

四、“东山歌册”的整理与收藏

1、建立完整的“东山歌册”目录。做到整体规划 ,

标准规范 ,方便实用。

2、复制出版。“东山歌册”大多是线装本 ,年久破

损不堪 ,必须修补、装裱 ,重新装订。为了有利于长久

保存和研究利用 ,我们还采取抄写、复印、扫描、摄

影、方式复制并争取出版。

3、录音录像。为完整保存“东山歌册”原貌 ,我们

根据东山各村落方言发音的差异 ,选择不同年龄段

歌手演唱并进行录音录像 ,以供研究利用。

4、举办“东山歌册”演唱会 ,给歌手提供一个展

现风采的舞台 ,也使年青一代增加对 “东山歌册”的

了解和喜爱。

五、搜集“东山歌册”成果对加强地方文献保护

的辐射作用

2004年 3月“东山歌册”申报为全国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项目。 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现已收集

“东山歌册” 150多部 ,计 2000多册 ,并制成网页在

网络上传播。在东山还掀起了“歌册”热 ,涌现出一批

演唱歌册的新秀。每当清晨或黄昏 ,男女老少三五成

群围坐在海滩上或榕树下或街道旁 ,唱起古老的歌

册 ,其乐融融 ,常引来众多游客驻足倾听 ,流连忘返。

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歌册创作者 ,新歌册内容反映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就 ,表现了乡贤黄

道周精神和模范县委书记谷文昌的动人事迹 ,给传

统歌册注入了新时代的血液。通过征集“东山歌册” ,

对加强地方文献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是引

起各级政府重视地方文献保护工作 ;第二是群众对

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提高 ;第三是图书馆把这

项工作列入重要日常议程 ,馆藏特色得到发展。如东

山县图书馆的台湾资料室、黄道周研究室、天地会研

究室、谷文昌事迹资料室得到逐步完善 ,充分体现了

特色藏书所具有的“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的优势。

(收稿日期: 2005-01-20。 龚永年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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