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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歌册，最早又称东山女书， 

是一种民间创作的 口头文学传本 ， 

具有浓郁的地方民间文化艺术特色， 

也是东山岛盛行的一种说唱文学， 

至今已流传了600多年。换言之，东 

山歌册就是东山当地的一种方言歌， 

用闽南话和传统民谣 “观姑调”演 

唱。时至今 日，若去东山旅游，不 

时还可在街头巷尾看到三五成群的 

女人在摆 “歌册阵”，她们唱腔拖曳 

而流畅，押韵快捷又协调，往往引 

人驻足观赏。事实上，东山歌册说 

唱的形式倒也简单易行，或一人独 

自哼唱，或几人围聚坐唱，或结对 

沿街走唱，或组团登台演唱，其显 

著特点是清唱，不像其它的曲艺如 

说书、评弹、京韵大鼓等需要乐器 

和鼓乐伴奏。在这里，你很容易能 

够看到或了解到，东山妇女有边织 

渔网或边劳动边唱歌册的习惯 ，因 

而 ，东山歌册实际上也是旧时代东 

山妇女的生活教科书。她们通过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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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册，唱歌册 ，认识历史 ，了解社 

会，倾吐民情 ，尽管其中有封建伦 

理和宣扬因果报应等内容，但歌册中也有增长知识、 

学做人、知善恶、识礼仪的民间传统教育。岛上的 

人，从来视妇女会唱歌册为体面之事，女子出嫁时 

还以歌册陪嫁，形成新娘唱厅堂的风俗，故也有了 

“铜山娘十六唱歌”的俗谚，也有了驰名岛外的 “女 

书”之说。 

据有关资料记载，直到上世纪50至60年代，东 

山县古镇铜陵还是个 “歌册”的繁荣之地。男人出 

海捕鱼去了，女人们就会相互邀约出来，提着网桶， 

带上宁麻，三五成群，围坐一起 ，一边织网捻线， 

一 边演唱歌册。渔火、灯火阑珊处 ，多少歌场歌册 

声⋯⋯那情景，至今想来 ，依然令 

人向往。 

说来惭愧 ，我虽几次去过东山， 

但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竞无缘与 

歌册和唱歌册的人缘悭一面。这一 

回特意来访 ，有关方面满足了我的 

愿望，不但让我带回了一本 《东山 

歌册选编》，还特意叫来两位能唱歌 

册的人分别为我演唱了几首歌册里 

的歌。一位是黄春惠，一位是孙志 

娟，她们年龄大概三十来岁 ，虽不 

是专业演员 ，也不是歌册的传人 ， 

却显得热情大方，自然朴实。于是， 

就在那问小会客室里，她们手持歌 

册，随意翻翻，便开始哼唱了。纯 

正的音腔 ，抑扬的韵律 ，乃至生动 

的身影和专注的神情 ，很快就将人 

引人情景。在聆听的过程中，我还 

几疑是梦中听到的一曲清歌 ，撒出 

点点梅花雨，落在东山海面上，化 

成一片迷迷离离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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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以诗歌的国度闻名于 

世。许多源远流长、震撼心灵传至 

于今的不朽诗作，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民间传唱 

的 “俗谣俚曲”，也在各个朝代大量涌现，出现了许 

多具有民族风格特色、脍炙人口的曲调和声腔。 

那么，东山歌册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在采访的那几天里 ，我从东山老艺人和歌册整 

理者口中听到最多的是，歌册是明代从广东潮州传 

人东山的，其曲调在民间歌手的演唱中不断演变， 

渐渐被同化成别具海岛风味的“东山歌册”，随之代 

代相传，沿袭至今。曲调也由原来昂扬清亮变为悠 

扬婉转，歌文也由原来简捷明快变为通俗晓畅且富 

有故事性和一定的哲理性，从而也更易于为妇女所 



掌握。 

另有一种说法称，歌册是宋代以后北方的评话、 

弹词流传到闽南演变成的。演唱时由一人持册开唱， 

众人听赏，偶有少数职业艺人用竹板击节伴奏。演 

唱的地方通常被称为 “曲馆”、 “闲间”。这种歌册 

形式，自然也很快被当地同化，使得东山歌册成为 

多押平韵、不必乐器伴奏的一种演唱形式。这种形 

式，只要句子唱得分明，韵脚稍微拉长，就会出现 

歌音琅琅的效果，随着歌文中故事情节的展开，听 

众就会被吸引，就会听得入神、人迷。 

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我通过历史资料查阅到， 

南宋末年，词调的创作日趋绮丽典雅，但随着北方 

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带来了新鲜的 “壮伟狠戾” 

的曲调和声腔，加上方言俗语变化，词曲的典雅化 

及其格律就显得很不适应 ，由此就开始大量吸收方 

言俗词，浓厚的民间风格和地方色彩也由此显现， 

形成了一种质朴自然、鲜明生动的新的曲调。因此， 

东山歌册不管是从北方或是从广东潮州传来，并被 

同化而演变为地方妇女群体民间文化市场的 “畅销 

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今，流传下来的东山歌册多数是直行木刻版 

本，也有部分手抄本，如 《罗通扫北》、 ((狄青平 

西》、 《十二寡妇征西》、 《李旦探凤娇》、 《玉楼 

春》等数百部。在东山，历代的人都对歌册十分珍 

爱，十分呵护，平日都用绸布包好，只有到唱时才 

拿出。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印本，是清咸丰年间潮州 

李万利商号印的唱本，其中有 《万花楼》、 《双百 

等等。 

东山歌册也是当地最普遍、最经常应用的一种 

民间曲艺文娱形式。旧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大 

都与读书无缘，歌册就成了她们惟一的启蒙读物。 

许多妇女通过唱歌册而识字明理 ，许多妇女也由自 

编歌册而受人推崇。女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实 

用能力，往往能影响自己的子女和周围的孩子，它 

与文化传统往往前后接续，互相更替，虽各有其专 

擅，但又有互补相生之妙，使得地方文化也得到较 

大的发展。据载 ，东山乡贤黄道周在京为官时，同 

僚称赞他学识渊博，自然也会问道： “贵乡文化谅 

必发达?”黄道周便十分欣慰地答道： “吾乡海滨邹 

鲁，劳夫荡浆，妇女织网，皆能咏歌诗。”这歌诗， 

便是东山歌册，可见在当时歌册在民间被广泛接受 

并流行的程度，以及它所产生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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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歌册不仅在东山生根开花，流传至今，成 

了闽南人一笔特有的珍贵遗产，并扩散开来为广大 

群众所喜闻乐见，还漂洋过海，在海峡彼岸台湾和 

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一带广泛流行传播。侨、台、 

港、澳同胞返梓探亲，都不忘捎带歌册出境。新中 

国成立以来 ，东山县也将东山歌册列为地方曲艺重 

点保护项 目，采取措施加以抢救、保护和弘扬。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县组织文艺工作者把 《白毛 

女》、 《红灯记》、 《红珊瑚》等改编为歌册，成为 

东山民间文化艺术的新亮点。改革开放以来，该县 

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广泛开展东山歌册的宣传 

发动工作，组织县、镇、村文化工作人员，着手做 

好挖掘、搜集、整理、打印、保存等方面的工作， 

组织创作人员在继承弘扬传统剧目的同时，创作一 

批既突出特色、又有益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谐的 

“新东山歌册”。这一民间曲艺的奇葩，也受到国内 

专家学者和出版部门的重视， 《中国大百科全书))、 

《占代曲艺选集》等典集都介绍并选录了东山歌册部 

分精品，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日本TBS电视 

台记者，以及海内外媒体、艺人、学者也纷纷入岛 

采风，聚焦东山歌册。极富特色的歌册七言、五言， 

三三七句、三三五句、三三四韵等基本词汇、曲调， 

由于仍保留了古汉语常用单言词成分和声韵，被誉 

为古老的唱词化石。2006年6月2日，东山歌册人选 

了国家级的文化部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成 

了福建省民间绝技之一。 

事实上，东山歌册卷帙浩瀚，题材广泛，内容 

丰富，流传久远。据目前统计，歌册总计约500种， 

其中数万字占绝大部分，最长达五六十万字。近60 

年来，东山的文化工作者和民间 (下转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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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页) 文化艺人们为保护歌册付出巨大的 

劳动和辛勤的汗水。其中，有位年届8旬的老歌手黄 

武英老阿婆最叫人肃然起敬。她出生于岛上一个书 

香门第 ，母亲、外婆 、姑妈都是当地有名的歌手。 

黄武英从小耳濡目染，l0来岁就会咏唱几十本歌册。 

2O岁出嫁，带一箱歌册作为嫁妆 ，与教书先生孙子 

仪结成伉俪，一时传为佳话。她的惊人的记忆和聪 

明悟性也使她成为东山歌册的 “歌册天后”。十年浩 

劫中，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数百本歌册化整为零， 

偷偷寄存在各地和歌友家中，使这笔文化财富逃过 

一 劫。之后，她又凭着非凡的毅力和天赋，搜集抢 

救歌册 ，一本本 、一字字抄写，十几年来共抄写并 

整理了100多部东山歌册，字数多达1500多万字。黄 

武英老人的这一壮举，不但使她的人生闪烁出琥珀 

般的灿烂的光芒，也使人们对她的这一切无私奉献 

的炽情系念深深 、心动不已。老人的这一壮举 ，无 

疑也使东山歌册这一独特的女书，在搜集、整理、 

创作、传承方面树起了一杆高标，也使整个东山民 

间文化升腾起一片溟漾的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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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采访本，已是夜色深深，雨依然在窗外不 

慈禧太后 

般霸道 ，没有霸占了茉莉花茶。 

于是红墙内外，上到皇亲国戚 ， 

下至平民百姓，都能在香气浓 

郁、鲜灵持久的茉莉花茶中，感 

受到来 自干里之外 的福州的芬 

芳。 

北京城里有一个大圈圈，大 

圈圈里有一个圆圈圈，圆圈圈里 

有一个黄圈圈。福州茉莉花茶就 

这样一路北漂，畅通无阻，不但 

俘获了京城百姓的心，还顺利进 

了宫，征服了天子的心。北京城 

的每一个圈圈里，都弥漫着 “香 

片”的味儿。厦 

紧不慢地下着 ，东山岛妍美的风物，此时大约也都 

沉浸在一片浓浓的雨雾之中。但我没有睡意，因为 

我还想着采访过程中有一些东山人对我说出的一个 

担忧，即随着社会各种娱乐形式的突进和猛增，东 

山岛上唱歌册的人也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而 

变得愈来愈少了。尽管当地还成立了歌册俱乐部， 

举办培训班，吸引年轻人参加并教唱歌册，但离传承 

和发展还有相当的距离。不过，也有一些乐观的东山 

人对我说：世上一切事物的存在也许都有其一定的 

时限，但它们的本质和精神将会历万劫而不朽。这 

些人还说到，从抢救和整理东山歌册过程就可以看 

到，东山人中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都显出了坚韧 

和毅力，而跟东山歌册不可分割的东山女性，自然 

会对前景充满着一种特殊的韧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的。 

想到此，我的确感到了一丝欣慰。是的，东山 

歌册所昭示的，正是一种民间文化的坚韧和生命力， 

当人们意识到对这样的一种地方曲艺奇葩应予以呵 

护 ，予以浇灌时，整个东山岛的大自然就会变得更 

加富于意识和充满意义，所有来东山岛的人，也都 

会对美丽的沙滩、港湾，美丽的树木、花卉，倾吐 

出一种向往和敬佩，由此也会倾吐出他们心中一曲 

天籁般的赞美的歌声。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