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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册，独特的“女书”
圃，•HI圈’－－41~1

·歌册唱本

lijTJ.:1；后数的歌，句轻柔婉转的，有节

.jf lljj 快的，千fl与包优美的……但是犹如l

f千食东乡的地瓜粥、 II巴浪鱼一样，我最加

泌的，还足衍＼ ti'. 尔 11 1 岛 JJI I !Jti 牛态文化的

；；陈 Jj)t 训 。

家乡尔 l」l 岛 l二I 111 :I\ i"＂ － 斗中名为“东
111 ；；队 JU｝”的斗阳1j1 食粮，她是岛上女人的

“仁利” ， 也；二 中，，独钊的 ；生：朽 。 新中 国

l延／｜前，；饮用f 艺术；征众多家庭.！：！Ji:爱好者

｜在I r-wr为流传，它宛Cb －·身粗布青衫

的婉约少久，爱挟希 ：.~＇｛ 1 ·.她的气息，带着

乡［＇11 J 野生：j 芬刀，泊吉i~filt 夫何让人怜爱 ， ii二

｜｜｜入为之侧 ｜｜ 。

/1：：每： 1口 的我， 11f少年时代的精神文

化与 )L；数人 A样贫乏 。 那时候劳作之余，

人人le.Jc 夕在且耳熟能订的， 不是《尔｝；

幻》、《 11、｜ ｜际收》 ， 就足《社会主义好》等

可命；欲｜川和l毛主j而曰：录 gjx 。 东 LLJ ；：队册 ， 去｜］

设 行多少人了解， H豆豆： 1自中 fl言片 i?,i,

也 xli' J龙 。 “文 ！！＇， ” H才 ， 敬加这海岛女性

心’反 （1<1 J文化－；＇；］，＇＜~ Lj ［川大：名丰＂ii司等待遇 ，

被伊1J ）；“ VY 111 ”小l之 ;i: I~ ，

l97叶年，我被:iz\; WI! f 1J I闽南也场指挥部

il_i, fr ， 悦位 lJE二尔 111 岛城关锁（今铜陵

句： 〉 。 那 l时，政治运动如火如荼 ， :kWf “阶

级 斗 ／fl· ”不介糊，文化生泪了，x: 11ll 1=r余 ， 1币

泼不足， lWIII!' i 11~ 一本小说有者IL，位， ｜·夭二｜毛

70 华人时干lj 20 17 · 7 

J:J 若不上 场电影是常事。 倘若有人JI吕

i的非主流；：：ix 1tl1 “尝新”，便会被当作格

调低 F的靡靡之音。

某日晚，城关织好友阿寿兄邀我到

他家做客。这个海滨古镇人口密集，街巷

l轩如蛛网，仿佛巨大的迷宫，我在阿寿兄

1i＼＇领 F，穿过七拐八拐的小巷才进他家

的门 。 网Jj坐定，便听到里屋有女人低声哼

JI昌独具韵l味的曲调，而这种曲调我前所

未闻 ， 虽斗｜二天~i之音，却觉得！｜顶耳好听 。

阿寿兄从我表情证’出我的好奇心 ， 凑过

米神秘兮兮地说：“我匈亲手1盾 ；Vl人在

J l/;Ji:饮册 。 ” ~JXJ加 ？ 虽是首次听闻，但因为

里层的女人操着本地方言在吟唱，我并

未觉得生涩，相反地，萌生出趣味来。仔

细一｜肝，她们的吟唱像在讲故事，每个II昌

句虽然仅有七个字， 去｜］句句不同声调世l

韵。问寿冗披着叮嘱我： “莫说出去11x ! ” 

mn-J f队，“文革” 尚未结束，准要是被发
现JI月 1队 Jj厅， 免不了被请进“学习班”反

省。 虽然，里屋的儿个女人是冒着危险，

像机地卡工作似的在享受精神夜宵，难

’怪她们唱歌的音量低到必须要侧耳倾

听 。 主：！？不是柏树文化生研实在匮乏 ，要不

是她们拥有对乡土文化执着守护的精

州， ·（fr合拍J：黑灯 rr.育火的夜里， 冒着挨批受

二11'1'0危险，走家 Li斗户 l呢 。

与阿；；－［ 川阳、l 11111 力去I I ，他 fl］ ~）飞 JJ;'t先斗

大的字不以儿个，｛IJ她并不泄气，和忐

趣杭｜投的姐妹们，~： m可学 ， 才常握了 tV:

）盼这门视JI／＝＼ ι术 。 1f1i I户I J..d见 111:1 ！｛.队 j肘 ，她

又渐渐识衍 －些宁 i,,J ， 这让我钦佩丰｜｜ ！这

叹，于是然不住 1f 了儿小；歌）j)}Jl日本欣

赏 。 那些唱本均为木刻本，比 32 开水；狭

小，纸张虽 it~！ LIJ平J IJJ悦 。 l时间竖排，宁大

工整，尤适各年龄段妇女印j 11/j ，兴 V「是

翻｜到频繁 ， 欲加li」 U泛货。 有词无谐的

歌文者！l用滞l1十I ）］卢纵，u ＂~J ， 七字句 ， v叫

句一组 ， 匈组的 、 、问句 jl[I 、 I': J·L；＇韵，

第三句末子贝Jj 为以户，匈问1'1J J矢韵 ， 每

个韵组末字拖~ ；＂；－ ， 有 HJ似如战斗｝悄＇1'i

插七一段长短句，节奏的ti，缓 F1:i 汹 J I且有

视歌册↑jf 'i\币 1f 灵前掌握。 ！ I 《双鹦

鹉》卷十八 ： “！＇t未被凶手「魏J｝血， 1!i' λ；八

王_xjj：回京 。 今 ｜ ｜央』：fl＇齐奋贝 ， ）］ l世杨家

救驾兵 。 同 11/'i 天仕 ?rt 『 111 I托 ． 探 f飞报伊

知因 。 知是杨家将（兵去iJ ，传令各’口众将

身 。 ……”制间这些古 Ill i软册唱本，我

仿佛在翻阅沧桑，穿越｜｜才空隧道，混在

在怀旧文化 民：胁 。

循着｛儿圳｜（｜句：狄吟 ， J.li:t且习 f仙”的历

史轨迹。 1y~代洪武i j · f1 1J ，俐 I L1 （今 fJ, Li I 

岛）开辟通商 LI 伴 ，｜翻来北位的商贸讯

z;IJ带进文化交流， i例 外｜耿川随之传揣进

岛 。 有以小说为基础，改编成文学 111~1 本

的《双鹦鹉》、《刀化梭 》 、 《阶 Mi 泌

义》、《 7,f卡 f : t'± tit: 尔》等 ： 旬根据戏川军I I

传说再创的 《杭州风》、《 ｜约， －111: 二（ ）），

《双退婚》、《玉梭有）） …… i':IJ f l、I '-J A、山

方言同属 -;i:，老的 1Jv i,f1 r1-1 系 ， JL(称万 言摘

亲。说！J j十｜ 收j时经尔 I L1 岛女人们 ；；欧 JI供传

唱 ， 井和1兴化 、 泉州流入 1'1＜］ “采！腔”、

“南词”融合 ， 产生了一种既不脱离湖

州歌fjfj-音韵 叮休， 又独具 JI日腔的收 JU}

调 ， 其显著特点是的 II品， 不像－~＇［＇－ 11'(1 、说，~

等说JI昌艺术游安乐部伴奏，简 f!J! 易行，

倍受欢迎 。 这些浩繁在｜跌犹如｜民间叙与Jf

i寺，有曲折（｜甘故才｝悄节、活j毛 'i;T, ｝见的人

物形象。 习、 I 11 岛足海峡前YL'iVi头 ， lljjri'j

时期 ， 不少岛民迁往）： fr肉 、 蚀。汗｜｜妇沛 ， 4、



山歌fut也随着岛民的脚步且行且

II昌，在旅j亩地萌发艺术叫芽。清嘉

靖年间，旅居安南（今越南〉的华

侨｜冻载如11先生写信回家，专用歌

册形式表达，家里人亦读亦唱，倍

感亲切 。

孤忌海中的东山岛，旧时妇女

的祖会地位低下，多与读书无缘，

有的某脚，出行不便，“养在深闺

人未识” 。 通俗浅显、 JI顶口易唱的

珍；1日f成了妇女的启蒙读物， 青壮老姐者［l

以I听 l唱歌册为乐趣，其魅力不逊今日的

KTV。 领唱者毋需多高文化程度，大家围

着她或听或11昌，有时大家一边哼II昌 ， 一边

做着织网、补帆、刺绣等手工。领口昌多大

声 II昌，昕众小声｜！昌， 11吕到高潮j处，有的会

进入角色，跟j册中人物同爱同恨，情不自

禁地捅l嘴骂几句，赞儿声。 歌册因此成为

了海岛女人爱不释手的“女书”，她们在

l肝唱歌）Vt中识字明理，对于美丑、善恶的

辨识，来自歌j世？这一 “不领报酬的老

师” 。 我表婶目不识丁，开口却能说古道

今，包公 te世，狄青征西，岳母刺字， 薛仁

贵回窑，穆桂英挂帅，正德君游江南……

许多脸炙人口的故事她都是从歌册听来

的，文化效益垠比《三字经》《弟子规》。

那时候，东山岛民间流传： “嫁女

先要添H吕本， it与新娘唱厅堂

东山 l泊娟f谷就有用E拉）U}II昌本当陪嫁品，

新婚翌日，新娘“上厅”向亲戚长辈

“拜茶”见面时， 当众展示[J昌功 ， 既给夫

君添光彩， 又让婆家瞧得起。 1982 年 ，

铜陵锁 86 岁的歌册艺人许甘忆述她出

嫁时 ， 亲友赠她 60 多音ll歌册作“嫁

妆”，应人挑送到夫家，以示新娘才艺

不凡。 可以想象 ， 苦年对歌册爱不释

手，如）；路随1彤的妇女们有如当今跳广场

抹一样乐趣。 那时在铜山古城， 无论晨

昏朝幕，穿街过巷， 时可闻到阵阵舒缓

流畅的歌调。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东山歌册跟

上时代节拍，文化部门从潮州逃避 《红

珊湾j》、《红灯记》、《白毛女》、《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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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等十多个新JI吕本，发动群众II昌新歌

册 。 孰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

劫，将哥大册列为“四 ｜日”禁毁读物，盛

行数百年的说唱文学几近渔役。“我母

亲包脚，我就得代她游街受批斗。 ”回

忆“文革”中歌册艺人的遭遇， 76 岁的

阿寿兄历历在目，他指着一大纸箱歌

册说 ： “这些是当年我冒险藏匿到山

洞，才免遭焚毁的 。 ” 看着这些我曾经

昕过的歌册，它的忠实演唱者一个个

西游而去，我不禁泪眼婆婆。

我在采风中发现， 一些爱册如命

的女性千方百计保护歌册。 被誉为“著

名歌手”的黄武英即是代表人物。 她出

生书香门第，外婆 、姑妈、母亲唱歌册

颇有名气 ， 黄武英十来岁时学会吟唱

《谢玉辉》后，从此一发不可收 ， 青少

年时代能吟唱儿十本歌册，许多 Jl吕段

可以倒背如流。 20 岁那年，她带着几大

·老人们在家里唱歌册

箱歌j册作为嫁妆，嫁给教书先生

孙子仪。“文革”风暴来｜｜伍，“乌

云压城城欲摧”， 她冒着随时可

能挨斗、游街的风险，机智地把数

百本珍藏的 “歌册”化整为苓，寄

存到“出身好”的歌友家中，使得

这笔文艺财富幸免于难。

往事飘忽而去，歌册东山再

起。改革开放后 ， 东山岛文化部门

将歌Jut掀陈出去了I，配上管弦，歌朋

又重新回荡在海岛舞台。黄武英老人凭着

坚强毅力，不遗余力搜集整理歌1日｝ 1 50 多

部 2000 多j腑，其中最长的歌册《双鹦鹉》

长达 200 万字。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慕名

拜访、请教黄武英老人，对她抢救、保护和

传承歌册的事迹感动得五体投地。 2006

年 6 月，东山歌jV}入选国家首批“非迪”，

歌iill粉丝汹及多因多地，美国、泰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医｜和港澳台地区有关专

家 、艺入、媒体纷纷前来研讨和拍摄“东

山歌册” 。 人们担忧：“这些艺人老去之

后，歌册会不会成为绝H昌？”面临民间文

艺传承断脉，政府文化部门遂将东山歌fut

列为重点保护项目。 2007 年以来，在东山

歌册发祥地铜陵锁，先后建立好多个传唱

中心，所有社区实行歌册传II昌全覆盖。 国

家级东 1.L1 歌册传承人蔡婉香从小耳前／；1 I 
染， 6 岁开始唱歌册。如今，这位老艺人积

极发挥余热传、帮、惜，常到歌册传习所教

唱歌册，她主z;:IJ要求县文化部门录制音

像，“这样我才不会有遗憾。”东山岛艺人

创作的内容新颖、思想健康、感情真挚的

东山歌册相继面世，有 30 万字的《玉二

妈传奇》、23 万字的《黄道周》、有《好书

记谷文昌》、《寡妇村里的歌》等。

我们有幸，有幸于东山歌册从繁荣走

向衰弱又重展生机。今天，它像春笋冒尖，

也似春沟l奔涌，更直ll春风拂遍东山岛的文

化沃壤。 而我最恨意的，是东山歌册在历

经浮沉沧桑之后，能像蓬勃旺盛的小草 ，

顽强地在地底下根茎交缆， 织造出柔韧不

破的文化蓝图。E固
（责编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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