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个兼顾子文体分类的潮州歌册概念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潮州歌册

研究主要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基础研究侧重研究

潮州歌册的源流、版本、结构艺术、题材、收藏与

著录等。近年来，由于潮州歌册式微，迫切需要

有新的角度切入，以策动新的潮州歌册创作与研

究势态。与之呼应，研究潮州歌册的内容部分如何

被构成，即什么是“歌册式诗学”，将成为潮州歌

册研究炽手可热的问题。
那么，潮州歌册是否以同一种面貌指涉近似

诗学旨趣，如果没有，那么潮州歌册的不同作品

群落又各自指涉哪些不同的诗学取向？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潮州歌册概念做出既方便、
又清晰严谨的界定，同时，这一界定足以有能力

对这一文本体系做文体学上的分类。

二、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看待潮州歌册概念

要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亟需建立一种结构，

以文学性的强弱为区分方法，单独将潮州歌册这

种夹在主流文学和潮州歌谣之间的文本层次拎

出来。它在之前很难被证明，是否与潮州歌谣、主
流文学存在不同的诗学旨趣；与之相应，在潮州

歌册这一庞大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子层级的内部，

同样出现了这种朦胧的状态。潮州歌册当中改编

自主流文学的部分与改编自潮州本地故事部分

的观感其实不同，它们更容易被孕育自己的母体

所影响而创作，并呈现出微妙差异。
目前潮州歌册的概念主要依赖于主流文学

而被确定。在整部潮州歌册研究史当中，探究潮州

歌册与主流文学的关系是很受青睐的议题。目前

主流声音是：潮州歌册渊源于古代的评话、弹词。
故与主流文学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代表性项

目卷》“潮州歌册”条目的解释中，编者有意强调潮

州歌册与弹词、历史演义等主流文学的关联关系，

“潮州歌册由明清时期的弹词演变而来，

民间艺人将弹词抄本刻印出来，装订成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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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该书对潮州歌册评价不高。该书以“歌册

的体裁”“歌册的节目”两目论述潮州歌册，篇幅相

对于“潮音戏”（潮剧）少得多。其中，在“歌册的节

目”中，萧开具潮州歌册目录 90 种。在数量上，作

者认为，由传奇改编而成的潮州歌册数量明显

多于歌行体的潮州歌册。前者格调低下，而本来

真正可以称为潮州歌册的、“格调健康”的“歌行

体”占比非常少。
（乙）该书收录“潮州歌”162 种，且每种潮州歌

册后均附有卷数、故事简介等，方便了研究者使用。
（丙）该书在“飏歌”“锦歌”“南曲”“粤讴”

“木鱼书”“龙舟歌”“竹板歌”等条目后附有“潮

州歌册”条目，开列超 200 种潮州歌册；在 7 年后

出版的《潮汕歌册选集》中，薛有意对《书曲散

记》目录进行改编，使不谙潮音的读者了解潮州

歌册，但囿于时间、精力，薛只改编了潮汕歌册 9
种，全部收录在《潮汕歌册选集》中。此 9 种分别

是：《吴忠恕》《海门案》《水蛙记》《滴水记》《冯长

编号 目录所在书目 编著者 出版年份 收录潮州歌册册数（本）
甲 《民间戏剧丛考》[6] 萧遥天 1957 90
乙 《潮州歌叙录》[7] 谭正璧、谭寻 1982 162

丙
《书曲散记》[8]

薛汕
1985 超 200 种

《潮汕歌册选集》[9] 1992 9
丁 《潮州民间文学浅论》[10] 林有钿 1992 251（13 种为新中国之后作）
戊 《潮州歌册目录（稿）》[11] 上田望、大冢秀高 1999 47
已 《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12] 李万利等 2002 170
庚 《潮州歌册志》[13] 郭马风 2002 333（36 种为新中国之后作）

表 1 潮州歌册目录汇总表

演时照本宣科地说唱……潮州歌册的传统

作品多取材于历史演义和民间传说。”[1]

潮州歌册学者郭华、陈觅在《中国大百科全

书·戏曲艺文卷》中，同样通过强调其与主流文学

的关系来解释“潮州歌”，
“传说由元明以来北方的评话、弹词流

传到潮州以后演变而成。”[2]

潮州歌册与潮州歌谣是存在区别的，但是在

既有的研究格局中，它们的区分往往被忽略，以致

于在诗学研究方面，会基于主流文学与制度化儒

教的对应关系，得出将制度化儒教作为潮州歌册

唯一的价值取向的假说。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降，

类似的表述比比皆是，

“潮州歌册渲染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导，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道德观念、行为规

范与价值取向。儒家的道德标准‘忠孝节义’
贯串在

·
所
·
有
·
的歌册中。”[3]

“具体地说，其（潮州歌册）的题材
·
主
·
要是

表现忠臣、孝子、义士、烈女，宣传忠孝节义

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因果报应宗教思想和

神仙鬼魂迷信思想，渲染一夫多妻的封建腐

朽婚姻观。”[4]

“潮州歌册的取材也非常广泛……
·
但
·
不

·
管
·
哪
·
类
·
都着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因此确实起着封建礼制教化的作用。”[5]

真正清晰、完整的潮州歌册概念，不仅与

主流文学之间存在关系，更与潮州歌谣之间有

内在的勾连。勾勒它与潮州歌谣之间的关系，有

助于更清楚地看到潮州歌册内部存 在着的微

妙差异。

三、“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概念的确定

通过对现存潮州歌册的阅读梳理，笔者发现，

虽然改编自主流文学，主要叙事地点并非潮州的

潮州歌册占了绝大部分，但是仍然有 10 部改编自

潮州地方故事的，且主要叙事地点为潮州本地的

潮州歌册存在。本文欲将其命名为“改编系”潮州

歌册和“非改编系”潮州歌册。
要界定“非改编系”潮州歌册及期相关概念，

需要确定所需参考的潮州歌册目录。另外，还需

要对潮州歌册研究史上各本歌册改 编来源的

整理。
表 1 收录了 8 个较有影响力的潮州歌册整

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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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萧遥天的“外地 - 本地”两分法。萧氏认

为，潮州歌册本身就与弹词有关，收录的 90 种潮

州歌册，也以两种分类，一种曰歌行体，“纯用弹

词的滥调”，共 9 种；二是传奇类，共 81 种。两类

分法与“潮音戏”基本一致。需特别注意的是，萧

氏在传奇类下，分本地题材（“乡土性的”）共 12
种；外地题材（“一般性的”）共 69 种。“乡土”和
“一般”的分类模式将用于本文“非改编系”潮州

歌册概念的界定中。
（B）《潮州歌叙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萧

遥天本的基础上，梳理了四类来源：1. 出自作者自

己的构思；2. 来自民间的传闻；3. 改编通行的戏剧

和小说（包括：杂剧、传奇、话本、章回小说）；4. 和

其它说唱文学互相袭用（包括：弹词、鼓词、宝卷、
木鱼歌）。本文则大致可以将这些来源分为两类，

以区分“非改编系”和“改编系”潮州歌册。
（C）该 本 认 为 ，潮 州 歌 册“取 材 极 其 广 泛

……来源于历史小说、古代小说和平话、各种戏

曲、各种说唱文学、佛道故事、地方民间传说或

本地时事”[14]，又在后附上“有少量来自地方民间

传说或本地时事，并做简单的延展”。在此之后，

吴还说明了改编自历史演义和戏曲的潮州歌册

中出现的更具体的改编情况。但总体上，没有突破

萧遥天和二谭的源流辨别逻辑。
（D）该书以《潮州歌叙录》的分类方法为基

础，虽有更细之分，但总体上未突破其整体框架。
首先，林说明“吮吸中原文化的乳汁”的潮州歌

册有四种改编途径 [15]：1. 改编自历史演义；2. 移

植改编各种说唱文学（木鱼书、弹词、宝卷）；3. 移

植改编杂剧、传奇等戏曲的；4. 移植改编话本小

说，即将（B）中的（3）（4）进行细分，但并未在此基

础上进行扩展。另外，林为了说明其余的潮州歌

册“利用本地题材加工创作”，且存量“大约有三四

十部”，特意将分类细化：1. 写历史人类故事；2. 写

地方上有典型性的事件或公案；3. 写民间故事和

民间传说。该著述有意将“写历史人类故事”继续

细分为两类，其中，第二类“不顾历史现实，向壁虚

构，凭空捏造的”，大约可以等同为（B）中的（1）。
（E）该册虽然否定了《潮州歌叙录》中对个

别歌册曲目的取材分析，“谭正璧、谭寻的《潮州

歌叙录》开列了部分潮州歌册的题材来源，其中

有部分是潮州歌册据以改编的蓝本，有部分因为

同一题材出现在多种文学样式或多种版本，只列

出改编移植的多种依据，未有考证哪一种或哪两

三种是歌册改编的蓝本……”[16]但总体上，延续

了萧遥天的“两分法”。

编号 目录所在书目 编著者 出版年份
A 《民间戏剧丛考》 萧遥天 1957
B 《潮州歌叙录》 谭正璧、谭寻 1982
C 《潮州歌册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 吴奎信 1994
D 《潮汕文化大观》 林伦伦 2001
E 《潮州歌册》 吴奎信 2007

表 2 关于潮州歌册改编分析的汇总目录

春》《双状元英台仔》《升仙图》《新中华革命军缘

起》《宋帝昺走国》。
（丁）该书以附录形式收录潮州歌册 251 种。

其中，超过半数收藏于潮州市博物馆。另外，首次

收录新中国之后创作之歌册，包括《澎湃歌》《鲁南

会战》《南澳光复记》《保卫大潮汕》《白毛女》《小二

黑结婚》《红灯记》《洪湖赤卫队》等 13 种。
（戊）《潮州歌册目录（稿）》的意义在于，整

合了（乙）（丁），以及薛汕于 1990 年捐赠于汕头

市的歌册目录，田仲一成调查的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所藏之潮州歌册目录 47 种、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所藏潮州歌册目录，形成了较系统全

面的潮州歌册检索链。
（己）该本收录潮州歌册 170 种。“前言”中以

表格形式说明了这 170 种歌册的卷数，并重点说

明“潮州歌册”与“弹词”的渊源。
（庚）该书分两期收录了传统（1911 年之前）

潮州歌册 297 种，1949 年后出版的歌册 36 种。
关于潮州歌册改编来源的分析，众说纷纭，但

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以下五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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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改编系”潮州歌册

与潮州歌谣的区别

如前所述，潮州歌册的概念主要依赖于主流

文学的关系界定而存在。与潮州歌谣的区别只是

一个次生问题，没有能加入到定义当中。另外，在

这个次生问题的解决当中，学者更侧重于通过比较

二者名字、所属文学门类以及叙事性强弱来区别。

但是，忘却最短的潮州歌册和最长的潮汕歌

谣之间如何辨别，是最要命的，就像当把潮州歌

册的花园分出两片，那么除了一片沐浴在中原汉

文化的阳光之中，另一片浸染在北回归线漂流的

浪潮之外，这片浸染在海浪中的花园，又和这南

国海的心处，好像还隔了一个小小的浅滩。
浅滩虽小，但应以对待新生命一般，有一个

全新名称：歌册化歌谣。这一概念已经能指明“非

要真正熟知某一部“非改编系”潮州歌册具

体由哪种故事、文体改编，且它的同类包括哪些

曲册，不做重复的工作，那么前人的文献就要恰

巧兼顾到这两个问题。不得不提的是萧遥天，他

第一次将“数目”和“来源”两个问题统一起来。
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更好地进行

阐释。
而在年代上身处《潮州歌叙录》之后的论述

（C）（D）（E），即使在改编渠道的分析、论证上出

现了亮点，对萧遥天的“外地 - 一般”两分法做

了更深的、也更有意义的挖掘，但没有开具对应

的目录，导致研究后辈无法将每种潮州歌册和它

的改编渠道一一对应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无形

增加了搜集与证实的难度。同样身处《潮州歌叙

录》之后的（丙）（丁）（戊）（已）（庚），虽然在目录

开具上非常用心，但这些目录显得冷冰冰的，亦没

有对每一部潮州歌册所改编之渠道的简单介绍。
唯有二谭，收录了适度数量的潮州歌册，并且

把每一部潮州歌册由何种文体改编梳理得非常

清楚，这为研究潮州歌册的后辈们提供了捷径。
综上所述，“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概念可由

《潮州歌叙录》的 162 种目录为起点，以萧氏的“乡

土 - 一般”二分法为基础，以《潮州歌叙录》的源

流分析为导向被确定。
“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是指以古潮州府为主

要叙事地点（A 乡土性），同时，改编自潮州民间

故事、潮州地方史，或者以作者自己构思编写

（乙 1.3.）的潮州歌册。“改编系”潮州歌册，是指

改编自通行戏剧、小说（包括：杂剧、传奇、话本、
章回小说），和其它说唱文学（包括：弹词、鼓词、
宝卷、木鱼歌等）（乙 2.4.），且不以古潮州府为主

要叙事地点的（A 一般性）潮州歌册。

①表格中“歌册”一行均使用潮州歌册简称。
②原歌册册本中叙事地点为“□州梁盖城”，因册本年代久远，“□”一字字体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此处据《潮州歌叙录》

第 150 页，为“潮州”。此注。
③因二者均为作者构思，《玉花瓶》有皇帝姓刘，可以知此本可能做于清代，借刘皇述明代故事。

歌册① 主要叙事地点 叙事时间 故事来源
玉花瓶 潮州府②、四川省 未知（疑为明代）③

作者构思
龙井渡头 潮阳县 未知

吴忠恕
桑浦山、澄海县、潮阳、

潮州府城等
清代咸丰四年（1854） 主要改编自卢睦猷《海阳县志》

卷二十五[17]

刘龙图 东津（潮州）、京师 明代万历年间（1573- 1620）

潮州民间传闻

苏六娘 西卢（潮阳）、吕浦（揭阳） 明代
海门案 海门（潮阳） 未知
翁万达 海阳、京师 明代
柳知府 潮州府城 严嵩执政时期（1540- 1562）
饶安案 饶安县（福建省） 明代嘉靖年间（1522- 1566）

宋帝昺（第十回）[9] 潮州府城
宋室兵败潮州至文天祥逝

（1276- 1283）
主要改编自脱脱《宋史》

卷第四六、四七、四一八[18]

表 3“非改编系”潮州歌册目录（共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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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系”潮州歌册与潮州歌谣中间的灰色地带。
这个浅滩的发现，源于澄海籍民间文学爱好

者杨景文先生的《短篇潮州歌册选》[19]中提到的

“短篇潮州歌册”概念。杨本收录“短篇潮州歌册”
75 种，并首次破天荒地以这种特立独行的文体作

为书名出版发行。但正如林伦伦所说，“（这 75 种

‘短篇’歌册）大多都是（潮州）歌谣”[20]；著名曲艺

家吴文科也不得不承认，“潮州歌册的基本结构

为长篇，仅有极少数知识型的歌册为短段。”[21]这
都是不假的，只是，学界是否可以接受：“大多是”
“少量是”等不精确的词汇呢？

答案是不可以。可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

这个“不可以”呢？要看看前人是怎么分辨潮州

歌册与潮汕歌谣的。

编号 目录所在书目 编著者 出版年份
Ⅰ 《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 李万利等 2002
Ⅱ 《潮汕文化概说》 陈泽泓 2013
Ⅲ 《潮州歌册》 柯秉志 2010
Ⅳ 《论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林朝红
2013

Ⅴ 《论潮汕方言歌谣中的“囝”》 2015
Ⅵ 《潮州歌叙录》 谭正璧、谭寻 1982
Ⅶ 《曲艺综述》 吴文科 2015

表 4 潮州歌册、歌谣区分著述整理目录

（Ⅰ）第一次以“曲艺”这一口头“说唱”表演

艺术形式为名来对潮州歌册进行搜集保护的《稀

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仅仅区分了

“潮州歌”与“潮州歌册”两种概念，即更多地是

一个“释名”，而尚未提及“潮州歌册”与“潮州歌

谣”的区别。编者认为，“潮州歌”是一种“曲艺”
说唱艺术，而“潮州歌册”是一种文学文本形态定

义，“潮州歌是广泛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和福建

西南部的东山等地，以及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

海外潮汕籍华侨之中的地方曲艺形式。又被称

作‘唱歌册’、“歌册歌”、‘潮汕俗曲’或‘弹词’。
在人们口头上及一些文章中，也常常将之与具以

表演的唱本即‘潮州歌册’或‘歌文’、“话文”等

混同指称。事实上，前者为曲种的称谓，后者属

曲本的称谓。”[22]

（Ⅱ）该书作者认为，“潮州歌册”概念为何

能替代“潮州歌”成为通行概念，是因为“歌册”
一词就已经具备区别其他潮州民间文学的条件

和因素，因而不需要另外做出文体学上的更深层

定义，“‘潮州歌册’的名称是民间通称，1949 年

以后新编出版的唱本才印上此名称，以前的刻本

均称‘歌’或‘歌本’，个别称‘弹词’、‘话本’……
而为区别于口传的潮州民歌、民谣，更确切表述

这种民间文学的载体形式，称‘潮州歌册’还是

较为恰当，并为较多研究者所接受。”[23]

（Ⅲ）该书提到，“潮州歌册在句式结构上与

弹词、歌谣不同。弹词、歌谣句式结构变化不大，

多数是七字句，但潮州歌册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进

和广泛普及产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后，很多热心民俗文化的作者，投入到潮州歌册

的创作，拓展了歌册体裁……在句式上出现了四

字句……”[24]作者仅仅是为了说明，在句式结构

上，歌谣和歌册是相似的。而解放后的歌册创作突

破了这种类似性。影响并形成柯的观点的，可能是

早两年出版的，并具有权威性的《中国曲艺志·广

东志》[25]所导致。二者的论述基本一致。
（Ⅳ）作为潮汕歌谣的传承、保护者，林朝虹

勇敢地在《论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

法》中提出了分辨二者的方法，“‘歌谣’与‘歌

册’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歌册以描述故事、刻画

人物为主要特点，内容复杂，篇幅长，能够独立成

册。两者还有诸多的不同，譬如体制不同；歌谣是

口头文学，属于民歌；歌册是说唱文学，属曲艺

类；在艺术形式上，……”[26]且不说对错，这种勇

气值得称赞。
（Ⅴ）两年后，林朝虹简化了二者的区分方

法，以故事、人物的“大”“小”为主要方法辨别歌

册与歌谣，“潮汕歌谣这种被当地人称为‘歌囝’
的民间口头文学，有别于描述故事、刻画人物、
内容复杂的鸿篇巨制‘歌册’，它表达的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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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文学性强弱和文本层次关系结构图

文学性强弱
（箭头方向指向渐强）

文本层次 定义

主流文学

潮州歌册

“改编系”
潮州歌册

指改编自通行戏剧、小说（包括：杂剧、传奇、话本、章回小
说）和其它说唱文学（包括：弹词、鼓词、宝卷、木鱼歌等），且
不以潮州府为主要叙事地点的潮州歌册。字数一般高于 80
句，且情节、人物描写复杂。

“非改编系”
潮州歌册

共 10 种。指以潮州府为主要叙事地点的，同时，改编自潮州
民间故事、潮州地方史，或者以作者自己构思编写的潮州歌
册。字数一般高于 80 句，且情节、人物描写复杂。

“歌册化歌谣” 共 5 种。既不属于歌册，也不属于歌谣范畴。

潮汕歌谣
相对比于潮州歌册而言，文本字数低于 24 句，且不具备基
本叙事性的潮州地方文学。

①在此统计中，以一列为一句，一般一句有 4 个小分句，共 28 个字。此注。

日常生活的小事情、小事物、小人物、小场景、小
片段……”[27]在她看来，这是分辨二者“最直接、
最便捷”的方法。

（Ⅵ）该书借释“潮州歌”与“潮州歌册”之

名，来变向证明“潮州歌”（实则为“潮州歌册”，
但学界凭此误认为“潮州歌谣”，因此二谭迫切需

要作出说明）的“叙述故事性”，“所谓潮州歌，它的

文体原是一种长篇叙事歌，也可称为诗体小说，因

为它以叙述故事为主，所以有人径直把它当做小

说看待。”[7]这样的规定是符合（Ⅲ）（Ⅳ）二者的。
（Ⅶ）该书提到，“潮州歌册的基本结构为长

篇，仅有极少数知识型的歌册为短段。”这里的“知

识型”，返归到具体的潮州歌谣阅读当中，可以大

致指向《百鸟名歌》《百花名歌》《草药歌》等等介

绍风俗人情和基本生活常识的歌谣，虽然篇幅很

长（《百鸟名歌》为 82 句，《百花名歌》为 44 句，《草

药歌》为 41 句），但没有基本的人物描写和情节，

无任何叙事性可言。吴氏认为，这部分歌谣占据

绝大部分比重，是有道理的。在此基础上所谈论

的“歌册式歌谣”，必须要有叙事性，并非传递风

俗人情和基本生活常识的。
这些分类方法大同小异，如果单独阅读著述，

可以发现它们均没有涉及最短的潮州歌册和最长

的潮汕歌谣之间如何辨别的问题。但是，假如返归

到（Ⅳ）（Ⅴ）（Ⅵ）（Ⅶ）、杨本和其它一些收集潮州

歌谣的优秀目录，很快发现一个巧合：比歌谣稍微

长一些的“歌册式歌谣”，往往具备了基本的叙事

性，这是潮州歌谣所做不到的。例如，梁祝这一个

叙事母题，在三种不同层次文体中被这样描述：

（a）“改编系”潮州歌册《双状元英台仔》。该歌

册共十卷次，近 170 页，约 100000 字，情节描写

极其拖沓。
（b）“歌册化歌谣”《英台行嫁》《英台求学》[19]。

前者 32 句，共 896 字；后者 35 句，共 980 字①。二

者均针对《双状元英台仔》的某个情节进行歌谣

式的改编。
（c）“一般性的”潮州歌谣《梁山伯》[20]。该歌

谣只有 1 句，共 14 字，以 1：1000 的浓缩比例交

代完了《双状元英台仔》十万字的内容，“古时有

个梁山伯，常合英台在学堂。同学读书同结尾，

夜阁同窗象牙床”。
这个巧合还体现在，这些“歌册式歌谣”存目

极少，且字数刚好都位于一个大致相同的区间，

即 24- 74 句之间。所以，这个文体能被准确、迅速

地捕获。
总的来说，本文所谈的“潮州歌册”概念，就是

相对比于潮州歌谣而言，拥有很复杂的人物描写、
情节梳理，而且文本句数大于 80 句的潮州地方文

学。潮州歌谣就是指相对比于潮州歌册而言，文本

字数低于 24 句，且不具备基本叙事性的潮州地方

文学。而“歌册式歌谣”不属于歌册，也不属于歌谣

范畴。它专指 5 个文本，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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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册 句数 出现地
英台行嫁 32

杨景文《短篇潮州歌册选》[19]英台求学 35
姑嫂鸟 74

高王歌（一作《高皇歌》） 30.5
刘三娘 24 马风、洪潮编《潮州歌谣选》[28]

表 6“歌册化歌谣”目录（共五种）

（责任编辑：李金龙）

［1］冯骥才，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代表性项
目卷（上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485.

［2］郭华，陈觅.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艺文卷[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32.

［3］李侃.文史知识[M].北京：中华书局，1996：58.
［4］袁尔纯 .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J].韩山师范学

院学报，2005，26（5）.
［5］李开文，刘霁堂.自强不息：广东潮汕人的胆气[M].广

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45.
［6］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M].香港：天风出版公司，1957.
［7］谭正璧，谭寻 .潮州歌叙录 [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

社，1982：111.
［8］薛汕.书曲散记[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9］薛汕.潮汕歌册选集[M].汕头：群众艺术出版社，1992.
［10］林有钿.潮州民间文学浅论[M].潮州：潮州市文化局

文艺创作基金会，1992.
［11］上田望，大冢秀高 .潮州歌册目录（稿）[J].金泽大学

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1999（3）：139- 151.
［12］李万利，等.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之潮州歌册卷[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3］郭马风.潮州歌册志[J].潮学，2002（1- 2）期.
［14］吴奎信.潮州歌册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M]// 潮州学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15］林伦伦，吴勤生 .潮汕文化大观[M].广州：花城出版

社，2001：342- 346.

［16］吴奎信.潮州歌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12- 13.

［17］卢睦猷.海阳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
辑.上海：上海书店，2002.

［1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杨景文.短篇潮州歌册选[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

司，2010：7- 23，85- 87.
［20］林伦伦，林朝虹 .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M].广州：

花城出版社.
［21］吴文科.曲艺综论[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80.
［22］吴文科.“潮州歌”及其“歌册”[M]// 稀见旧版曲艺曲

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2002：83.
［23］陈泽泓 .潮汕文化概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207- 208.
［24］柯秉智.潮州歌册[M]// 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览.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79.
［25］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广东志[M].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出版社，2008：256.
［26］林朝虹.论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M].潮

学集刊第 1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4.
［27］林朝虹.论潮汕方言歌谣中的“囝”[M].潮学集刊第 4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9.
［28］马风，洪潮.刘三娘[M]// 潮州歌谣选.新加坡：潮州八

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社，1988：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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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ation Theory, the paper has constructed an extended structura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y, which can reflect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llocation of the firm’s decision rights. It attempts to elaborateits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fun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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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462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Internet+”as well as the Binary Choice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for“Internet +”adopted by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Research shows that with the“Internet+”, the coercive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dustry organizations, and competition
conditions for the companies is relatively weak, and i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whether the companies adopt“Internet+”. When enterprises
adopt the“Internet+”, they experience no significant pressure to learn from successful companies, and so the pressure of imitation does not influence
their adoption of“Internet+”. However,“Internet+”is not only a technical issue, but also a social collective expectation, which can give a n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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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ts current form can also lead to fraud or other crisis of confidence, for the lack of credible third- party intermediaries endor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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