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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命联系的潮州歌册保护模式探析
詹晓悦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笔者以潮州歌册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与文献分

析的基础上，分析潮州歌册与普通传唱者和传承人的生命联系，

并围绕人本原则，探析潮州歌册的保护方法。潮州歌册是普通

传唱者重要的教科书，是逐渐消逝的青春记忆，同时，由于部

分潮州歌册带有男性话语权力的表达，在阅读中，女性有可能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失去自我。对于潮州歌册的传承人，

歌册是他们乡土文化情感的重要表达，也是实现社会价值的重

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潮州歌册的保护应以人为本，构建以政

府为主导，以传承人为核心，向普通传唱者辐散的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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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俗称“笑歌册”，是用潮汕方言说唱的民间曲

艺形式，它大约产生于清代初期，盛行于清末至 20 世纪 50 年

代今广东省潮州、汕头、揭阳等地。然而，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

始，潮州歌册逐渐走向衰落，于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由于潮州歌册是多主体参与的文化形

式，笔者将在下文从潮州歌册的生命联系出发，以“人本原则”

的视角探讨潮州歌册的保护方法。

一、潮州歌册的生命联系

潮州歌册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间曲艺，它与普通传唱者、

传承人都有着特殊的生命联系。这些生命联系相互交错，构成

了一幅展现潮汕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图画。

( 一 ) 潮州歌册与女性生活

1. 潮汕女性重要的教科书

以前潮汕地区很多妇女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家庭经

济原因，难以获得教育机会。潮州歌册的租金相对低廉，且其

中夹杂着大量简单的日常用语，通俗易懂，成为潮汕女性识字

的好途径。

其次，部分潮州歌册题材内容是潮汕女性所喜闻乐见的。

长期不平等的社会规范压抑，使得当地女性萌发了拥有与男性

同等能力与机会的“叛逆思想”。潮州歌册的题材内容便很好地

处理了社会要求与女性理想的关系：潮州歌册所塑造的女性形

象，大多具有男性的果敢勇猛、骁勇善战，同时，她们也符合

儒家忠义礼智信的伦理观念。这些女性人物的优良品质，对潮

汕女性的品格培养起到重要的教化作用。

2. 一代传唱者的青春记忆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潮州歌册是潮汕女性休闲娱乐的

重要方式。大多数传唱者在 20 岁前通过原生家庭的女性家人学

唱歌册，她们的听众多为配偶、儿女、闺中密友，传唱空间多

为住宅庭院、房前屋后、村头树下、田间地头、纱厂绣房。时

间流逝，以传唱者为核心构建的人际关系在不可抗拒的时间因

素下断裂；同时，城市化推进，旧式民居的消失，都标志着传

统传唱空间的消亡。通过对歌册的传唱，她们能够追忆往日的

记忆，获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回忆。

3. 男性话语权力的表达

潮州歌册作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其创作者多为男

性民间文人。这些男性民间文人，也会利用潮州歌册对女性进

行“女德教育”，如《西番珊瑚枕全歌》教导女性一定要为了丈

夫守节。这些男性文人操控着社会的话语权力，将男性话语内

化成女性必须做到的心理与精神，导致一些潮汕女性在传唱中

会不知不觉地将其内化成自己的行动标准。

( 二 ) 潮州歌册与文化传承

1. 乡土文化情感的重要表达

对于潮州歌册传承人，他们是基于对潮州歌册的热爱，才

投身到歌册的传承事业中。潮州歌册传承人柯秉智撰写的《诚

信姻缘》、陈锡权撰写的《潮州八景新唱》等等，都表达了传承

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热爱。

2. 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

在传承潮州歌册的过程中，传承人们也在实现自身的社会

价值。传承人林少红、翁楚钿、杨佩华都在以自身独特的方式，

传承与发展潮州歌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了自身的社会

意义。

二、人本原则视角下的潮州歌册保护模式

笔者认为，潮州歌册的保护模式需以“人”为核心，关

注潮州歌册的多个相关主体，才能够把握“非物质”的属性及

特点，保护潮州歌册这一文化形态。笔者基于多个主体的口述

资料及潮州歌册的生存现状研究，秉持人本原则，提出了以政

府为主导，传承人为主体，向普通传唱者辐散的潮州歌册保护

模式。

( 一 ) 主导：政府有关部门

在非遗传承的普遍模式中，政府有关部门都起到重要的导

向作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难

以在短时间内收到回报。因此，潮州歌册的保护仍需依靠政府

提供一定的资金，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使潮州歌册的相

关活动有章可循。

另外，歌册的宣传、引导工作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牵

头。当前，潮州歌册的保护力量较为分散，难以聚在一起形成

坚实有力的力量。政府有关部门要紧密联系传承人与其他主体，

做好宣传、引导的牵头工作，把多个主体联系在一起，增强潮

州歌册的保护力量。

( 二 ) 核心：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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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持有者”，在歌册

传承中扮演着重要核心角色，因此，要保护潮州歌册，保护现

有的歌册传承人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保护歌册传承人，

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关注生活状况

对传承人生活状况的关心，可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联系歌册

传承人，了解其生活状况，对传承人给予有效的财政补助，保

障传承人的基本生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传承人更好地

致力于传承工作。同时，可以与传承人进行深入沟通，了解他

们的传承计划，更好地发挥政府部门宣传、引导的牵头工作。

2. 鼓励创造活力

除了在生活上对传承人进行帮助，还要对传承人的舞台创

编进行肯定，鼓励传承人。潮州歌册传承人柯秉智、陈锡权曾

大量创编新歌册，翁楚钿曾自费录制、免费发放潮州歌册唱片。

这些创造成果为传播、创新潮州歌册起到了重要作用。鼓励传

承人的活力，可设立保护基金，对传承人的创造成果进行物质

奖励与精神鼓励；同时，要对这些创新歌册、录制唱片进行产

权保护，鼓励歌册传承人继续推动歌册的传承与发展。

3. 搭建传承平台

为潮州歌册传承人搭建传承平台，包括隐性平台与显性平

台。隐性平台主要为表演平台，如非遗曲艺周、民俗活动展览、

非遗保护节、讲座，邀请传承人进行潮州歌册表演，展现潮州

歌册的独特魅力，使潮州歌册传承人的传承精神对民众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

显性平台的搭建，包括相关的传习所、文化培训班、与学

校合作开展的第二课堂，以传承人为核心，传承潮州歌册的唱

法、韵律、创编方法等，让传承人发挥显性的影响力，为传承

人的传承活动提供展现的机会。

4. 举办交流活动

据笔者了解，几位歌册传承人的传承重点领域不一：柯秉

智主攻潮州歌册的唱法创新领域，陈锡权主要在潮州歌册的题

材创编上有卓越贡献，林少红、翁楚钿、杨佩华三位传承人负

责传唱教习。保护传承人，要整合传承人资源，使传承人之间

的交流活动常态化，为传承人的互动、经验分享提供平台，共

同探讨潮州歌册传承与发展的有效措施。

5. 培养青年接班人

目前，潮汕三市几位传承人均属老、中年一代，潮州歌册

传承的青年一代出现断层现象。支持、鼓励歌册传承接班人的

培养，不仅是适应当代生活的有效方式，也是传承人乡土情怀

的延续。

( 三 ) 辐散：普通传唱者

1. 传唱空间保护

笔者认为，要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保护普通传唱者传唱空间

的意识。传统的歌册传唱空间主要是住宅庭院、房前屋后、村

头树下，还是在田间地头、纱厂绣房、姿娘仔间等。然而随着

城市化推进，往日的传唱者缺乏传唱歌册的氛围，逐渐失去了

群体话语权，普通传唱者的传唱空间变得尤为狭小。笔者在调

查中发现，很多普通传唱者会因为家庭成员的排斥而放弃传唱。

因此，保护普通传唱者传唱空间，并非复原原先的空间地点，

而是给予普通传唱者传唱歌册的行为更多包容，尊重他们娱乐

方式的选择。

2. 传唱记忆建档

保护歌册传唱者的传唱记忆，首先需面向全社会征集普通

传唱者，对其基本信息进行建档。其次，采用标准化访谈与质

性研究的方式访谈，录入口述资料，形成口述史资料。最后，

要合理利用大数据，将历史资料与地理分析相结合，绘制普通

传唱者分布地图，基于 GIS 分析潮州歌册普通传唱者的整体特

征与地域差异，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处理好潮州歌册的保护与城

市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3. 传唱资源共享

部分访谈者表示，当前歌册的学习资源非常少。对此现

象，可借助传唱者喜爱的平台 ( 如电视综艺节目、收音机特邀

节目、微信公众号推送、“红桃粿”APP)，邀请传唱者进行传

唱，传承人来点评提升，使其他传唱者也可以享受到学习资源。

传唱资源的缺乏还与文革期间唱本的收缴有关系。韩山师

范学院曾将部分征集到的歌册唱本进行扫描，建设成具有电子

图书、论文、多媒体、图片、网络资源、口述历史的数据库。

但歌册文本资源的共享建设仍任重道远，因此，要加快推动数

据库建设的合作关系形成，优势互补，推进歌册文本资源的

共享。

4. 唱本保护服务

部分年迈传唱者家中藏有歌册的木刻本，但缺乏保护的意

识与知识，使唱本遭到严重的破坏。笔者认为，应加快潮州歌

册文献唱本保护的服务，征集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宣传，提高传

唱者的古籍文献保护意识，传授传唱者歌册唱本的保护方法，

必要时为传唱者提供古籍修复的志愿服务。

由于潮州歌册是需要“人”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它

与普通传唱者、传承人之间构成的生命联系去思考保护模式，

具有更加深刻的人文情怀。因此，笔者构建的以政府有关部门

为主导，以传承人为主体，向普通传唱者辐散的潮州歌册保护

模式，亦有助于为当前潮州歌册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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