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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歌册”的传承研究
欧亦昕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东山歌册”是一种说唱艺术，是民间说唱文学，是闽南人特有的珍贵文化遗产。2006年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一民间曲艺瑰宝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但由于种种原

因，曾经辉煌一时的“东山歌册”遭遇冷落，濒临失传，这一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亟须注入新生力

量。以“东山歌册”在校园内的传承为例，从传承内容、传承人、传承对象、传承方式这四个方面对

“东山歌册”的传承现状进行调查与研究。

福
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珍贵的民间艺术“东山歌

册”，是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群体性的文化传

统，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东山歌册”是由演唱

者手持唱本说唱故事的一种娱乐形式，内容多为民间传

说、谚语故事、历史传奇，以简单上口的曲调、朴素的

风格、丰富有趣的内容在东山妇女间流传了六百多年，

被誉为“东山妇女的生活教科书”。据民间调查，能演

唱“东山歌册”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年轻一代的人们仅

是有所耳闻，所以如何保护、继承并发展“东山歌册”

成为当下十分紧迫的任务。东山县铜陵中心小学历来重

视艺术教育，学校老师积极挖掘“东山歌册”文化资

源，开设了“东山歌册传习中心”，成立了“东山歌册

社团”，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推广，并聘请民间艺人进课

堂，编写校本教材，不断探索属于“东山歌册”的传承

之路。

传承内容以校本教材为依托
传统曲目展现东山风情

铜陵中心小学历来重视艺术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

修养、传承民族文化，将“东山歌册”纳入艺术课程教

学和发展学生兴趣特长活动中，利用每周四下午的两节

课时间，在二、三、四、五年级开展歌册教学活动，并

结合周末时间排练，从多方位培养传承和发展“东山歌

册”的好苗子。 

为了使“东山歌册”学习活动更好、更有效地开

展，铜陵中心小学特地聘请民间老艺术家谢溪添以及东

山歌册爱好者编写校本教材。教材汲取传统歌册内容，

《观姑仔歌》作为教材里的第二首，具有独特的意义。

这是一首为纪念一位被嫂子虐待而死的小姑娘而流传的

歌谣，表达人们对小姑娘悲惨命运的同情。每年农历八

月十五的晚上，就有一群人围在“姑仔”旁边一起演唱

《观姑仔歌》，引起许多人驻足围观。这是歌册里人人

悉知的曲目之一，对学生而言，学习《观姑仔歌》是学

习歌册的一个引导。通过在铜陵中心小学的歌册课堂实

践中发现，小学生对歌册的故事情节十分感兴趣，教材

中对“姑仔”背景故事的介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歌

曲，能更大程度地帮助学生去体会歌曲的情感。作为

“东山歌册”中的“老歌”，《观姑仔歌》出现在教材

中，一方面有助于传统曲目的传唱，另一方面，把握歌

册的整体曲调，将传统曲目的曲调套在其他唱词上，有

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歌册的效率，从而促进歌册的传播。

在教材中，几乎每一页都会有闽南语标注，有单独词语

的注解，也有整个段落的译文。课前通过询问学生得

知，教材中的内容学生能用普通话准确读出来，却没办

法正确转化成闽南语。因此，在教材编写时，会有一些

闽南语的直译文字掺在其中，例如“领脰”，其实是

“衣领”的意思；而“细汉”则是指“孩童、少年”。

这些直译的文字，使学生更容易将书面文字转化成闽南

语，从而能更快速地演唱歌册，也方便学生在课堂之外

可以自主学习。不仅如此，教材中还对一些比较典型的

歌册进行整段翻译，且插入文字来描绘故事情节，以文

字形式解读人物形象，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歌册所要表

达内涵的理解，加强了教材的可读性。

新编曲目紧跟时代内容

《忘不了您呀，谷爷爷》是歌册新唱的典型，与传

统歌册不同的是，其增加了开头互动的对话内容，增加

了趣味性。唱本内容以“最美奋斗者”谷文昌书记在东

【作者简介】欧亦昕（1999—），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钢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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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事迹为主，学习对象为小学生，选择通俗易懂、紧

跟时代步伐的内容编写歌词，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在编

写教材中遇到较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作品的筛选，很多歌

册曲目的歌词内容不适合小学生演唱理解，根据学生的

身心特点来选择作品就成为首要任务。因此，要选择一

些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能够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

歌词内容。另外，教师也针对当代学生喜欢的流行音乐

特点，在继续保持歌册特有韵律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些

朗朗上口且符合学生年龄段的歌调，如《小学生行为规

范歌》《赞美今日东山岛》等。一方面，新编曲目能够

紧扣时代脉搏，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心理发展特

点；另一方面，新编曲目还能够丰富“东山歌册”，不

仅有东山岛的故事，还有现如今学生的校园故事。这些

曲目成为了学校的特色教育内容，对传承发展“东山歌

册”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承人以民间艺人为主体
民间艺人进校园

近年来，学校内的音乐教师已不再满足于开设歌册课

外活动的需要。鉴于此，学校一方面采用“内培”的方

式，培养对东山歌册有兴趣的老师；另一方面采用“外

聘”的方式，从民间聘请艺人担任辅导教师。

学校把“东山歌册”纳入校本课程，成立了“东山

歌册”社团，设立了“东山歌册”传习所，通过各种各

样的形式，搭建多样化平台。据了解，在“东山歌册”

进校园之前，学校已经在全校范围内召集了对歌册感兴

趣的教师，并将民间艺人请进学校，培训“东山歌册”

的基本知识和基础唱腔，授课对象主要是音乐教师，其

他科任老师旁听，课后，他们会主动向民间艺人探讨，

这也反映出了学校教师对歌册的喜爱。

学校不仅聘请了谢溪添老艺人编写校本教程，而且聘

请吴草辉和陈宗歹两位民间艺人作为社团的校外辅导员，

为“东山歌册”的推广提供了基础。谢溪添编写的《忘不

了您呀，谷爷爷》先后参加了漳州市电视台、福建省歌咏

表演、东山县中国曲艺之乡授牌仪式晚会等。该节目既保

留了传统的唱腔，又创造了一些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对

白，歌词内容从叙述东山当年遭受风沙肆虐的情况，到讲

述谷文昌书记为东山做出的伟大贡献，再到呼吁大家学习

谷文昌精神，赢得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校内外师资相结合

“东山歌册”在课堂上只能以适当的时间进行教

学，在表演能力的提升方面，需要另组团队。学校成立

了“东山歌册”传承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副

校长任副组长，教导处、总务处、工会、少先队负责人

和全体艺术教师任组员，全面开展“东山歌册”教育教

学和管理工作。因此，学校组织教师到街道歌册传承中

心向民间艺人学习传统歌册，利用每周二下午的社团活

动和学校兴趣小组活动的时间进行训练。由于学校教师

以年轻教师为主，对歌册唱腔、声调的把握并不是十分

准确，在探访民间老艺人时，着重在念唱中感受音乐。

在学习《东山十八景》时，教师还到其中一些不曾听闻

的景点观摩、拍照，以便课上给学生讲解和展示。因民

间艺人缺乏教育经验，校内教师与外聘艺人的配合显得

至关重要，鉴于此，民间艺人主要承担起辅导作用，课

堂教学主要由校内音乐教师担任，且负责教师定期进行

总结汇报，定期举行汇演活动，在活动中不断总结经

验，根据学生的特性进行二次创作，创作出符合学生身

心发展需要的歌册，进一步完善“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的工作，为“东山歌册”在校园内提供活动阵地和素

材。“东山歌册”进校园是保护、传承、发展“东山歌

册”的重要途径，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教学工作，因此，

强化师资力量、加强团队培训力度不能停滞。只有长期

保持向民间专业艺人学习和交流，才能充分发挥出音乐

教师与民间艺人两者在校内课堂中优势互补的作用。

传承对象男女兼顾
男生也能唱歌册

以往的“东山歌册”演唱者为女性，女性群体在

“东山歌册”的传承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

对一个女性从出生到为人母的整个过程都有一定程度的

影响，对于旧时的“东山歌册”而言，“女性化”是它

显著的特征之一，女性在家里的庭院中、厅堂里或者海

边演唱，内容多为历史故事、英雄事迹或生活琐事。以

歌册社团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发现学生人群分布在2—5年

级，一共25人，其中男同学有5人。通过与男同学交谈

得知他们是学校排练歌册节目时选拔出来的，后来留在

社团当中。男生演唱歌册不像女生那么细腻，是现今歌

册的一大特点。“东山歌册”由原来的只在女性群体中

传唱，到现在开始培养男性接班人，逐渐成为男女生都

能演唱的一种歌曲形式，其传承和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同时，来自多个年级的学生为“东山歌册”在各个

年级的推广提供了基础。不仅如此，学校还设立了“东

山歌册传习所”，经常举办一些演出活动，形成一种特

色文化，给学生营造一种浓郁的学习氛围，为传统文化

注入了新生力量。

突出传唱学生的心理及性格特点

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大部分学生对“东

山歌册”的学习热情较高，但对其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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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过奶奶、外婆在家里唱过，至于背景知识以及曲目知

之甚少。鉴于此，铜陵中心小学在社团课程的开展中十分

注重课程导入部分，例如在教唱《忘不了您呀，谷爷爷》

时，带领学生了解谷文昌的相关事迹，参观谷文昌纪念

馆，并用提问的方式让学生掌握了更多东山县的历史。学

校还请民间艺人陈宗歹进校园授课，向学生讲解“东山歌

册”的发展概况和历程，这也是最吸引学生的课堂。陈宗

歹老师用二胡为歌册伴奏，为歌册编配旋律，这是前所未

有的，打破原本的“清唱”形式，即完全依靠演唱者以婉

转的歌喉唱出歌词，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传承方式多元化
音乐课堂夯实基础

因歌册是用闽南语演唱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东山歌册”进课堂活动的开展，也面临一些难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背景是民间音乐的导源。中国

多民族的语言、多地域的方言，不仅在作为综合艺术的

声乐品种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

它还参与了音乐的形式表现，具有一定的音乐艺术价

值。”上课前，通过询问学生得知，大部分学生对闽南

语比较生疏，日常交流大多是普通话，所以这对学生来

说比较困难，唱段教学时，教师通常先带领学生学习整

首歌中的闽南语。在学习《观姑仔歌》时，教材中“问

要甚？问要定，问要显圣有名声”，歌词大意是“问我

们要做什么？那是为了你自己心里得到指点而定下心

来，也为了使你在人世间有更好的名声”。学生觉得十

分有趣，互相对答起来。教师在教授闽南语读音的时

候，采用各种方式的接龙，如教师说上半句学生接下半

句，教师说普通话学生说闽南语等，师生间的互动对答

活跃了课堂氛围。有时遇到一些常读错的闽南语，教师

会举生活中常用到的例子，来巩固学生的记忆。在教师

的带领下，学生可以完整地将《观姑仔歌》整首作品用

闽南语演唱出来。

社团教学打造精品节目

传统的师一句生一句的教学方式，使课堂显得枯燥

乏味，因此，铜陵中心小学设立了“东山歌册”社团，

教师根据小学生活泼好动、模仿力强的特点，结合了各

种教学手段，设计出让学生更有参与感、互动感的教学

活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为歌册编排动作，这些简单

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动作都与歌词息息相关。经过学校

排练教师的同意，我参与了《忘不了您呀，谷爷爷》的

动作学习。

首先，教师让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有的同学蹲着，

有的同学站着，手持“东山歌册”唱本，根据节奏韵律

上半身简单摆动，唱到第四句时，队形变换成两排，插

空站立，与教师点头、挥手互动。唱到“心花开”的时

候，则将双手举起打开，与歌词相呼应。教师将基本动

作进行分类，然后逐一讲解，在老师的反复指导下，学

生完整学习了整套动作，并能边唱边舞动。通过嘴巴和

身体动作的结合，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东山

歌册”的兴趣，增强学习歌册的自主性。

“东山歌册”进校园活动对其保护、传承和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东山

歌册”受到很大的冲击。通过选择铜陵中心小学的现状

进行调查，从体现东山风情和时代精神的校本教材、师

资力量的培训方式、以及如何为“东山歌册”传承注入

新生力量、课堂教学模式这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整理归

纳总结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目前的调查情况来

看，铜陵中心小学开展“东山歌册”项目活动的时间较

短、受众人数范围较小、教学手段比较单一、师资专业

素养有待提高。“东山歌册”进校园是一个需要长期坚

持且需不断丰富发展的工作，针对调查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铜陵中心小学应当充分利用本土艺术资源，加强与

民间艺人的交流，在活跃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引导学

生接受乡土乡情的教育，使传统文化得到新生的力量，

提高学生对“东山歌册”的自豪感和学习的积极性，引

起参与者的情感共鸣，以此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为

“东山歌册”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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