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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社会性别学说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将改写社会关系

、

社会制度

和文化产物的基本范畴

。

在社会性别视角下

，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山歌册为研究对象

，

选取东山歌册

《

寡妇村里的歌

》

中的代表作品

《

红

头巾

》

进行分析

，

揭示东山妇女女性形象的形成原因

，

并借此反映中国

千百年来的社会制度

、

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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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形成于明代中叶

，

在清末至民国时

期发展到鼎盛

。

古时歌册表演者大多为女性

，

歌

词用潮州和闽南方言编写

，

有唱词和独白

。

英国

牛津大学汉学家龙彼得

(Riet van der Loon

，

1920

—

2002)

教授认为

:

“

歌册

———

所谓歌仔簿

，

包

括叙事性民歌和说教与谐谑小唱

，

其中有男女轮

流对唱的

。

最早的歌仔簿传本是一八二六年

，

仅

是印成几页的小册子

，

但到本世纪

，

福建

(

在台

湾则直到三十年前

)

仍有人编述和出版

。 ”

譹訛

一

、

东山歌册的起源

明朝时期

，

歌册已发展到一定阶段

。

福建

省东山乡贤黄道周在京为官时

，

就曾说过

:

“

吾

乡海滨邹鲁

，

劳夫荡浆

，

妇女织网

，

皆能咏歌

诗

。 ”

譺訛

这歌诗便是东山歌册

，

可见歌册在当时

东山民间接受程度高

、

流传范围广

。

据

《

东山县

志

》

记载

，“

明代潮州歌册传入铜山

（

东山

），

经

历代传唱

，

逐步形成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

歌册

”。

譻訛

该歌册与兴化

、

南词

、

秦腔相融合

，

经历史演变

，

形成独具铜山方言特色与音调的

“

东山歌册

”。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

，

歌册创作数量大

、

题材

广泛

，

达到鼎盛阶段

。

当时有歌册

《

崔鸣凤

》 《

玉

楼春

》 《

万花楼

》

等百余部

，

共计两千多册

，

约两

千多万字

。

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往来频繁

，

大

量歌册流传到海外

。

因此

，

歌册也是海外华人与

祖国亲人联系的纽带

，

以歌册书写家书

，

寄托思

乡之情

。

传统东山歌册只有唱本

，

没有乐谱

，

旋律唱

词口口相传

，

并且无乐器伴奏

，

多为清唱

，

也有

“

一人唱

，

众人听

”，

或是几人齐唱等多种艺术表

演形式

。

东山歌册传播形式多样

、

方式简单

、

途

① [

英

]

龙彼得

：《

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

》

,

引自

《

明刊戏曲与弦管选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6～7

页

。

譺訛

福建省东山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整理

：《

东山县志

》

(

民国稿本

),

福建省东山县印刷厂

, 1987

年

。

譻訛

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东山县志

》，

中华书局

，

1994

年

，

第

638

页

。

THE WOMEN IMAGE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ENDER

———

A CASE STUDY OF THE RED SCARF IN BOOKLET THE SONGS IN THE WIDOWS VILLAGE

简论社会性别视阙下的女性形象

———

以东山歌册

《

寡妇村里的歌

》

中的

《

红头巾

》

为例

吴燕莉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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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广泛

，

结合东山传唱已久的

“

观姑调

”

等

，

形成

唱腔独特的民间曲艺形式

。

由于其独特的艺术

性和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

早在

2006

年初

，

东山

歌册就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

不仅如此

，

东山歌册在新加坡

、

马来

西亚

、

菲律宾等地均留存有遗迹

，

这也是研究明

清时期

“

海上丝绸之路

”

中闽南传统音乐在东南

亚传播的重要历史依据

。

二

、

东山歌册

《

寡妇村里的歌

》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地处台湾海峡西岸

、

福建省南部

，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就是兵

家必争之地

。

历史的原因使东山妇女长期承受

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生活

，

因此传统东山歌册

中常有苦旦的形象

。

20

世纪

50

年代初

，

当时只有

仅有

200

多户的铜钵村因战争原因被带走

147

名

男性青壮年

譹訛

，

一夜之间

，

铜钵村变成远近闻名

的

“

寡妇村

”。

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

，

东山歌册的非遗传

承人谢溪天在年近古稀之时

，

走访了

10

余家兵

灾家庭和

20

余位回乡老兵

，

以歌册的形式记载

了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在东山县的那一段历史

，

名为

《

寡妇村里的歌

》。

歌册中的每一个故事都

是铜钵村的真人真事

，

共有

《

红头巾

》（

夫妻篇

）、

《

亲生父子同姓名

》（

父子篇

）、《

孝子劫

》（

母子

篇

）、《

寻弟找姐

》（

姐弟篇

）

和

《

情义

》（

兄弟篇

）

5

个故事

。 《

寡妇村里的歌

》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

品

《

红头巾

》

即是讲述新娘润枝用一辈子等待丈

夫揭红头巾的真人真事

，

该作品也成为表现女

性形象的代表作品

。

三

、《

红头巾

》

中的女性形象特点

社会性别研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在美国

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

是用新的研究视角和

方法将两性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

。

在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

，

欧洲及北美社会学者的注意力开始

转移到女性研究中来

，

乔治

·

安普顿

(George Up鄄

ton)

的

《

音乐中的女性

》

(Women in Music)

譺訛

就是这

个阶段女性研究的代表

。

社会性别不仅代表男

女的性别差异

，

它

“

为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制度

的清楚表达和它们的正当性的确定提供了一定

的语言和范畴

”。

譻訛

社会性别也是两性在社会

文化建构中形成的性别文化差异

，

也是在长期

社会文化繁衍过程中

，

形成的不同的性别

“

群体

特征以及行为方式

”。

譼訛

传统中国被认为是男

权社会

，

但是就在父权相对集中的封建社会

，

女

性形象仍然存在并深深地影响着男性甚至整个

社会

。 《

红头巾

》

中的主人公润枝就是女性形象

鲜明的代表之一

。

(

一

)

乖巧新娘形象

中国自古即有

“

男女无媒不交

，

无帛不相

见

”

的习俗

，

即限制男女婚前自由见面

，

女子在

婚前不能见到丈夫

，

只有行天地之拜

，

掀头巾

之后

，

男女才能见面

。

封建聘娶婚是以家长包

办婚姻为特点的婚姻制度

，《

礼记

·

曲礼

》

有云

“

男女非有行媒

，

不相知名

”。

古时认为男女有

别

，

主张无媒不交

，

反对男女授受不亲

，

因此

《

红头巾

》

中的主人公润枝在嫁入阿区家之前

没有见过丈夫阿区一面

，“

天地拜了拜高堂

，

踏

入洞房坐上床

，

等待夫婿来揭巾

，

夫妻便可久

①

陈立群

：《

东山魂丛书之三

:

海峡悲歌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

2004

年

，

第

9

页

。

譺訛 Cecilia Reclaimed.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Music. S. C. Cook and J. S. Tsou, ed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4.

譻訛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 Women ,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 2.

譼訛

郑新蓉

、

杜芳琴

：《

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

》，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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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

”。

譹訛

但润枝没有想到等待夫婿来揭头巾

竟是等待了一辈子

。

封建礼教下的新娘就是在

父母的安排之下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

，

润枝是

遵从封建婚俗的乖巧新娘形象

。

(

二

)

痴情女子形象

揭红头巾是中国旧式婚礼上一个十分重要

的仪式

。

红头巾

(

红盖头

)

古时也称面红

、

帨

、

幜

、

红幂等

。

新娘在娘家蒙上红头巾

，

行天地之拜礼

后

，

入洞房由新郎揭开新娘的红头巾

，

预示着女

子新旧身份的转换

。

对于女子来讲

，

揭红头巾的

意义十分重要

，

意味着女子要结束其之前的社

会关系

，

进入到一段新的关系中

，

社会角色由少

女转变为妻子

。

新娘润枝是个痴情女子

，

认为只要和丈夫

行了夫妻之礼

，

便要坚守为妻之德

。

任由众乡亲

苦心相劝

，

但润枝依旧

“

守得寂寞守孤零

，

与夫

从未见一面

，

恐夫归来没晓认

，

再穿红衫披红

巾

，

犹如当年预成亲

，

年年如此三十年

，

阴晴风

雨无误时

，

面向大海望东岸

，

新娘望到成老

姨

”。

譺訛

每年三月十五日

，

润枝便穿上早已褪色

破旧的嫁衣

，

披上红头巾

，

隔海相望从未谋面的

夫君

，

只希望在台湾的夫君能够回来看她一眼

。

此情此景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

此时的润枝是以

夫为生的痴情女子形象

。

(

三

)

固守贞洁的烈女形象

“

三从四德

”

一直是古代女性的金科玉律

。

新

娘润枝等了一晚上

,

却仍未见新郎进房揭红头巾

。

新娘预感新郎出事

，

便冲向海边寻夫

，

却

“

只见海

水两茫茫

，

夫你一去单身离

”，

譻訛

新娘嫁衣未脱

，

心

中便想

“

不如就此归阴间

，

啼后步步溜落海

”。

譼訛

虽然仅有夫妻之名

，

并无夫妻之实

，

但在传统思

想

“

三从四德

”

的影响下

，

润枝觉得新郎走了便不

仅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

还要采用十分激烈的方

式

，

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

以表示自己的忠贞

。

此后

，

街坊邻里劝润枝

，

古人乃孝为先

，

无后

乃大

，

到处帮润枝找对象

，

然而

，

润枝却道

:

“

我已

拜堂天地知

，

轻易改嫁名声败

。

若不忠贞守节操

，

羞愧不如去跳海

。 ”

譽訛

从未见过丈夫一面的润枝

，

认为虽未有夫妻之实

，

但是一旦结婚举行婚礼仪

式之后

，

理应用生命守住贞节名分

，

即便为了给

夫家传宗接代

，

也不能改变润枝为从未谋面的丈

夫守一辈子活寡的决心

。

润枝还曾三次表示希望

和未谋面的丈夫一起离开人世

。

润枝刚烈的行为

将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展现地淋漓尽致

。

(

四

)

坚强自立的女性形象

润枝等待新郎回家未果

，

便日夜照顾新郎

的父母及爷爷奶奶

4

位老人

。 “

公嫲八十老苍苍

，

父母多病不离药

，”

譾訛

新郎爷爷奶奶已年近

80

，

并且新郎父母体弱多病

，

四位老人的衣食住行

都得靠羸弱的润枝来承担

。

新郎阿区家中贫寒

，

“

虽有几块瘦沙园

、

又咸又旱找无水

”

譿訛

，

多人劝

说年轻貌美的润枝改嫁到家境好一些的人家

，

但是年轻的润枝并无怨言

，

她坚强地扛起了整

个大家庭的生活的重担

。

四

、

特殊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

(

一

)

地理原因

东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战火不断

。

①

该唱词由笔者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采访谢溪天时笔录而成

。

譺訛

该唱词由笔者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采访谢溪天时笔录而成

。

譻訛

该唱词由笔者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采访谢溪天时笔录而成

。

譼訛

该唱词由笔者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采访谢溪天时笔录而成

。

譽訛

该唱词由笔者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采访谢溪天时笔录而成

。

譾訛

该唱词由笔者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采访谢溪天时笔录而成

。

譿訛

该唱词由笔者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采访谢溪天时笔录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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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末时期的群雄争战到明朱元璋为了抵御

海上倭寇对沿海百姓的烧杀抢掠

，

从明嘉靖年

间福建总兵戚继光设立铜山浙兵营到五百多

名青壮年在郑成功的带领下赶走荷兰殖民统

治者进驻台湾

，

铜山

(

东山

)

长期以来动荡不断

、

饱经磨难

，

东山妇女在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

生活饱经折磨

，

因此东山歌册中有很多以女子

歌唱为主

，

描述东山女子家人分离

、

生活艰难

的悲戚故事

。

(

二

)

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贞节观念是统治者通过对女

性的思想控制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

。

古代贞节

观包含

“

夫妻之贞

” “

从一之贞

”。

所谓

“

从一之

贞

”，

即女子从一而终

，

若该女子被夫所弃或丈

夫先她而故

，

该女子不能重新婚配

，

只能独守

其身

。《

礼记

·

郊特牲

》

亦说

:

“

信

，

妇德也

。

一与之

齐

，

终身不改

，

故夫死不嫁

。 ”

即表明了丈夫死

后

，

终身不改嫁

。

战国时期

，

有人更是提出了

“

忠臣不事二君

，

贞女不更二夫

”。

从而将女子

的

“

从一之贞

”

与臣子对国家的赤胆忠心相提

并论

。

自汉代始

，

许多思想家提出

“

贞节论

”，

如

刘向

《

烈女传

》

中的

《

贞顺篇

》

和

《

节义篇

》

等都

提倡三从四德

、

男尊女卑等观念

。

到唐宋时期

，

贞节

、

忠孝成为此时期主张的女德标准

，

唐朝

君主对女贞采用鼓励的态度

。

李世民在

《

即位

大赦诏

》

中明确表示

:

“

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随事

褒显旌表门闾

。 ”

譹訛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

，

就诏

告天下家中有守节

、

贞洁的女子

，

要让天下百

姓知道她们的德行

，

宣扬她们的品德

，

并挂匾

额在她们家的门上

，

并给予嘉奖

。

至明清时期

，

女德对贞节有着更高的要求

，

节烈成了禁锢女

性的牢笼

。

这时期封建官僚体制管制着人们的

思想和观念

，

对女性的贞节推崇达到最高点

。

明太祖洪武三年定

:

“

凡民间寡妇

，

三十以前夫

亡守志

，

至五十以后

，

不改节者

，

旌表门闾

，

除

免本家差役

。 ”

譺訛

即说民间寡妇

，

三十岁之前守

寡到五十岁之后没有改嫁的节烈女子

，

将表彰

该女子的整个家族

，

并且免除女子家族的轮流

供官府驱使的徭役

。

结 语

(

一

)

东山歌册的现状

近二十年来

，

东山歌册受到现代社会娱乐

媒体的冲击

，

濒临消亡

。

2006

年

，

东山歌册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其后

，

在国家

的大力支持下

，

东山县政府开始着手东山歌册

的整理和保护的工作

。

被称为

“

歌册王

”

的黄武

英老师在

90

岁高龄之际

，

凭着记忆用

10

多年的

时间收集整理歌册

《

五美缘

》《

韩定美

》

等一千

多万字

。

至今

，

东山县图书馆共已系统地整理

了古代剧目

《

狄青征西

》 《

双鹦鹉

》 《

望春风

》

等唱本两千多册

，

共计两千多万字

。

政府所做的关于东山歌册的保护工作集中

在对传统册本的收集与整理

，

而这些传统歌册

大部分保存于图书馆和文化馆中

。

如何使东山

歌册

“

活

”

过来

，“

活

”

在人们口中

，

并且在现代社

会中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

是保护和传承势在必

行的紧急要务

。

(

二

)

社会性别视阙下的东山歌册保护与传承

传统东山歌册大多讲述了王朝更替

、

官府

断案

、

忠孝节义等事件

，

其中以女性为主题

、

从

女性角度出发

、

歌唱女性生活的歌册却十分稀

少

。 《

寡妇村里的歌

》

的作者将创作视角转移到

女性上来

，

在一个以父权为主的事件中

，

以弱势

群体女性为研究对象

，

认为东山的这段历史不

①

王钦若等编

：《

册府元龟

》（

卷

84

），

中华书局

,1960

年

，

第

988

页

。

譺訛

申时行等修

：《

大明会典

》（

卷

20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

第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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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止是关乎男人的事件

，

其影响对女人更加深重

。

东山歌册传承人谢溪天在保存传统曲调的基础

上再创造

，

以女性为主题

，

编撰寡妇村的歌

。

寡

妇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现象

，

是东山在

50

年代初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性别构成群体

，

该群

体的人民坚韧不拔

，

也形成那个时期特殊的女

性形象

。

(

三

)

社会性别视阙下

《

红头巾

》

的女性形象

1988

年

，

琼

·

W.

斯科特在其著名的

《

性别

：

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

》

中

，

对此概念作

了进一步的界定

，

她认为

，“

社会性别是一种代

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

，

不仅是权力形成的源

头和途径

，

而且是维护权力的方式

。 ”

譹訛

斯科特

提出概念之后的

20

年间

，

国际学者开始从性别

视角对传统女性进行研究

。

在中国古代王朝

中

，

道德文化是为统治阶级加强社会统治的功

用之一

，

也是各朝皇室进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

的重要手段

。

正如琼

·

斯科特认为的那样

：

社会

性别是一种维护权利的方式

。

Beverly Bossler

譺訛

指出

，

在元朝蒙古人征服中原后

，

表忠心的汉

族官员们

(

男人们

)

征战至死

，

元朝统治者就是

利用社会性别女德的道德规范

，

嘉奖和褒扬因

守节自杀身亡的女子们

，

从而消减汉族的势

力

，

更加维护并巩固他们的统治

。

因此

《

红头

巾

》

的主人公润枝在等待丈夫无望的情况下

，

希望通过结束年轻生命

，

成为固守贞节的烈

女

。

妇女守寡成为忠于统治者的一种方式

，

烈

女们以死亡守卫着自己的

“

贞节

”，

表示对于统

治者的忠诚

，

形成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

。

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

，

中国女性逐渐走上了

独立自主的道路

。

1945

年的刊物

《

现代妇女

》、

1953

年颁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

1992

年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

修

正

)

》

譻訛

等开始提倡男女平等

，

从而不断提高妇

女地位

。

因此

，《

红头巾

》

中的润枝

，

虽然受千百

年来传统思想影响

，

有几次预备跳海的经历

，

但

是她仍然坚强地活下来

，

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

这

时候的女子开始审视自我

，

形成刚烈

、

坚强女子

的形象

。

《

寡妇村里的歌

》

中的

《

红头巾

》

的主人公

润枝不仅有传统社会中接受父母指定婚姻的

传统形象

，

也有社会性别视阙下受国家统治思

想影响的贞洁烈女形象

，

更有新时代女性坚强

独立的形象

。

因此

，

润枝不仅是中国传统妇女

的一个缩影

，

也是新时代女性精神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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