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曲艺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启示
———以东山歌册为例

沈美光

摘　 要　 地方曲艺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载体之一， 在新时代背景下， 应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

合， 用新形式和新表达进行现代化转型。 东山歌册作为吟诵类曲艺， 由潮州歌册演变而来， 经过在地化的

历史积淀， 成为具有地域色彩的传统音乐曲种。 随着时代发展与文化传承土壤的变化， 东山歌册与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结合进行了现代化转型， 其文化持有者与受众群体、 表演内容与表演语境均随时代变迁而变。
东山歌册适时而变既反映了其应对时代发展而求变的历史性选择之必然， 也映衬出地方曲艺应对时代发展

而求变的历史性选择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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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歌册源自潮州歌册， 是闽粤交界生长出的

歌册姐妹花之一。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

一， 东山歌册承载着地方民众的精神寄托。 ２００６
年， 东山歌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使其名正言顺地拥有国家、 省、 市、 县等各级

政府的财政资源与政策支撑， 建构起传承、 发展、
传播、 推广的文化语境， 为东山歌册的传承发展注

入了时代生机， 为其传承路径提供了新的选项， 为

其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东山歌册文化持有者的变迁
东山岛， 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 东面与台湾

岛隔海相望， 北面与古雷岛对峙形成港湾， 自古以

来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军事与天然港口与通商口

岸。 虽然古代交通闭塞， 但东山依然人杰地灵， 人

才辈出。 如明末黄道周先生所言： “吾乡海滨邹

鲁， 劳夫荡桨， 渔妇织网， 皆能咏唱歌诗。”① 清

代， 东山县依然承继这种 “诗书礼乐” 的传统。
乾隆版 《铜山志》 序： “维我铜陵蕞尔弹丸， 不特

士渔工贾， 各安其业， 诗书礼乐， 成播厥休， 而且

名儒蔚起， 忠孝两全其足燿。 当时后传世者， 非止

一二人也， 是人得地灵而成杰， 地不因人杰而益灵

乎。”②东山岛虽然地方小， 清代主要生产者为士渔

工贾， 此时岛上一直难以进行农业生产， 故而， 诗

文诗歌为人们所推崇。 这种重诗文诗歌的风气影响

了士、 渔、 工、 商等行业， 更影响了各行业的家庭

妇女。 东山歌册作为诗文诗歌的载体之一， 朗朗上
口， 押韵好听易唱。 当时人们把唱歌册视为十分体
面的事情， 甚至女子出嫁也常以歌册作为陪嫁嫁
妆， 象征着女方的身份地位和文化学识， 形成了
“新娘唱厅堂” 的风俗， 故而民间有 “铜山新娘会
唱歌” 的俗语。③当从事渔业的男人外出打渔， 工
人外出打工， 商人做生意， 而轻易不抛头露脸的家
庭妇女， 虽然社会地位地下， 但身处艰苦环境的她
们也深受诗文诗歌影响而喜欢东山歌册， 进而成为
东山歌册的文化持有者。 ２１ 世纪以来， 东山歌册
入选国家非遗之后， 文化持有者及其内涵发生了
变化。

（一） 传统的以家庭妇女群体为主体的文化持
有者

东山渔区与农村女性一直是东山歌册的主要文
化持有者。 她们居家织网、 绣花女红， 或家务活、
或抱娃管娃休闲时三五成群， 或族内亲戚、 或家中
姐妹、 或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通过听唱歌册， 学唱
歌册， 学会了识字念书， 了解了 “忠孝节义” “礼
义廉耻” “三从四德” 等伦理道德。 这时， 歌册就
是她们学习人生礼仪的教科书。 她们通过听唱歌
册， 学唱歌册的故事来知晓历史， 进而明辨是非。
这时， 歌册是她们学习文化知识， 明白做人道理的
书本。 她们还通过演唱或听唱故事， 感悟剧中人物
的喜怒哀乐， 并以此来观照自身生活中的种种境
遇， 获得共鸣， 宣泄内心情感。 东山歌册也成为她
们的主要精神娱乐方式。 歌册故事如同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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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出世间百态和人情冷暖， 给她们的精神生活带来
了一种新鲜的感受， 让她们在学歌册、 唱歌册、 听
歌册和欣赏歌册的过程中得到情感与情绪的释放，
得到精神与心灵的慰藉。 可见， 东山歌册的传统文
化持有者的主体是东山妇女群众。

（二） 新时期以中小学生为主， 家庭妇女为辅
的文化持有者

东山歌册入选国家级非遗以来， 国家、 省、
市、 县都投入大量资金， 试图从各种渠道传承、 发
展和弘扬东山歌册。 这时期， 东山歌册进校园成为
历史必然， 越来越多中小学接受东山歌册进校园，
中小学生成为新一代东山歌册的文化持有者。 随着
老一辈家庭妇女的离去， 家庭妇女渐渐成为辅助性
的文化持有者。 当然， 还有一些早年在母亲、 祖母
跟前听唱歌册、 学唱歌册的成年男性， 他们有些也
成为东山歌册的传承人。 这些男性的身份多是文化
教育工作者， 自幼深受母亲的影响， 在东山歌册声
中长大， 对歌册十分酷爱。

（三） 文化持有者内涵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而言， 旧时东山歌册文化持有者虽

然主体是家庭妇女群体， 她们多数未接受现代意义
的文化教育， 即所谓的文盲， 但是她们生活在东山
方言语境中， 精通方言， 熟悉方言俚语的幽默、 韵
律， 热爱歌册。 而用方言俚语、 方言语调押韵演唱
的诗文诗歌， 无疑让她们易学易会。 她们以听唱、
歌唱、 传唱东山歌册为一生的事业， 这些文化持有
者所学习的东山歌册重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价值
观， 与她们生活的时代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的东山歌册文化持有者， 他
们都进入学校， 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都识字， 但是
他们多数已经不懂方言， 不会讲方言， 更不用说理
解传统东山歌册中的方言俚语， 他们甚至像学一门
外语一样学东山歌册。 据 ２０２２ 年调研可知， １００
位 ０５ 后青少年儿童中能够熟练掌握方言的只有
３０％ ， 其余的 ７０％中有 ３５％是部分听懂部分会说、
２１％能听懂但不会说、 １４％ 既不懂也不会说。④ 多
数学生懵懵懂懂， 听学校指令， 只是出于响应学校
号召学习东山歌册， 属于被动学习。 中小学生在童
年、 少年有过学习东山歌册经验， 将为他们未来的
喜好甚至从业东山歌册播下种子， 未来有些可能成
为东山歌册的真正业余爱好者， 还有有些可能将东
山歌册作为他们终生从事的事业， 成为东山歌册的
传承者与传播者。 这些文化持有者， 作为社会主义
接班人， 他们学习东山歌册， 不仅是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 而且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这也与他们
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不可分离。

二、 东山歌册表演内容的演变
从表演内涵分类， 东山歌册表演可分为传统表

演与现代表演。 传统东山歌册表演， 是文化持有者
共同学习、 演唱与欣赏， 并非面向公众的艺术展
示。 那种把东山歌册搬上舞台， 面对不同文化持有
者的观众， 进行有交流展示目的的艺术演出， 才形
成现代意义的表演。 东山歌册表演内容的演变， 不
仅体现在题材内容上， 也体现在体裁形式上。

（一） 题材变化
东山歌册表演内容的题材变化是建立在表演意

义上的题材变化。 传统东山歌册表演时， 吟诵者或
手执歌册与众人唱， 或手里忙活自己吟唱。 当自己
吟唱时， 近似自娱自乐， 自我学习， 并未在纯表演
的空间环境， 故不讨论。 当吟诵者手执歌册， 与众
人歌唱时， 表演内容主要为长篇叙事歌文或诗体小
说， 以叙述古代故事为主， 题材大多来自潮州歌
册。 潮州歌册题材广泛， 既有反映男女婚姻纠纷的
家长里短等市民生活题材， 也有表现历史人物的长
篇故事， 还有刻画民族战争情节内容的题材， 以及
描绘神仙鬼怪的题材。 传统歌册作品分为四类，
“一是由外地弹词演变而来的传奇故事， 如 《卖油
郎独占花魁》 《蒋兴哥》 《六月雪》 《临江楼》 等；
二是根据历史演义小说改编的， 如 《隋唐演义》
《下南唐》 《封神演义》 等； 三是公案故事， 如
《大红袍》 《龙图公案》 《七尸八命》 等； 四是根
据民间传说编写的乡贤故事， 如 《苏六娘》 《陈三
五娘》 《龙井渡口》 等”。⑤这些故事题材属于优秀
传统文化内容。

近年来， 东山歌册表演题材出现了崭新的变
化， 弘扬先进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要表演题材， 如
歌颂党恩的 《织网唱歌颂党恩》， 反映新社会东山
风景的 《吟东山十八景》， 呼吁群众防诈骗的 《反
电信诈骗》， 以及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 弘扬道德模范， 包含见义勇为、 诚实守
信、 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 助人为乐等不同曲目篇
章的 《道德·楷模》 等等。

（二） 体裁变化
东山歌册传统表演主要为长篇故事， 体裁多受

清代章回小说影响， 从潮州城府前街瑞经堂藏版的
唱本， 偏重章回小说写法， 人物刻划细腻， 文采优
美， 每回的回首以诗为楔， 如 《崔鸣凤》 《双凤奇
缘》 等。 又如潮安前街柳衙巷口王生记藏版的唱
本， 文字浅显， 通俗顺口， 善于编写历史人物故
事。 如 《万花楼》 的唱本就有八十多卷。 这些东
山歌册， 因表演内容所限， 只能采用篇幅大的体
裁。 当然， 由于时代发展， 如民国时期， 一些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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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生活， 下南洋谋生， 歌册题材内容也随时代
有所变化， 如讲述丈夫下南洋， 不念结发情， 女子
思夫心切， 以歌册形式书写为信， 绣在手帕上捎寄
南洋的 《手帕歌》， 以及 《哭战乱》 等。 但表演体
裁多为章回体长篇体裁。

近年来， 为了适应东山歌册进校园的教学， 面
对东山歌册初学者， 长大表演体裁肯定不合适， 只
能选用或八句、 十句、 十六句或二十句等诗歌体
裁， 在写作上甚至不用传统歌言体长篇体裁， 而是
歌曲体体裁。 比如 《织网歌》 《螺号声声》 《渔农
谣》 《铜山地名歌》 《十二月份渔歌》 《铜山十八
景》 《颂模范》 《龙王送来满载鱼》 《绿色足迹》
《谷文昌》 《菠萝歌》 等。 如 《铜山十八景》， 就
用七言体， 二十句。⑥为了创新东山歌册载歌载舞
的表演形式， 近年来还有艺术家创作了组曲体裁的
表演唱， 如 《海岛人的梦》⑦等等， 给歌册的舞台
表演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基础文本。

概括而言， 东山歌册表演体裁随着表演内容与
形式的需要而变化， 这是其适应表演主体对东山歌
册的演出目的而做出的改变， 也是东山歌册与时俱
进的一种必然。

三、 东山歌册表演语境的变迁
东山歌册为单口或群口演唱形式， 一般为清

唱， 不用乐队， 属于吟诵类曲艺。 作为表演艺术，
当下， 其表演语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 场所变化
传统东山歌册演唱时， 吟诵者多用自身经历和

体悟的情感转化为不同角色的声音来演唱不同曲
调， 叙述故事。 她们演唱的表演场所一般在庭院、
厅堂、 坪场或街头巷尾， 这些地方属于私家场所，
或者属于专门的歌册场。 传统表演场所， 演唱者与
观众同在一个区域， 并无表演区域与观众区域的分
割， 表演者也未与观众分离。

现代表演场所， 往往要搭舞台， 或者是剧场，
或者是学校礼堂， 即便是学校操场或公共空间， 也
要搭盖小舞台， 以示表演区域与观众区域之区别。
如果教室里， 学生也是要上台前表演， 其他学生坐
在台下， 这样就构成了表演区域与观众区域。

（二） 功能变化
东山歌册传统表演语境是歌者或手执歌册， 或

边做农活、 或边织渔网， 她们的表演语境是劳作时
歌唱解乏， 或者夜晚休闲时娱乐， 或者学习场景等
语境。 歌场的歌者与观众都是家庭妇女、 少女， 往
往是祖母、 母亲与女儿三辈同堂。 这种以女性共同
演唱为主的表演语境， 其主要功能不仅包括教育功

能、 娱乐功能， 还包括情感宣泄功能。 歌者与观众
通过同唱故事的方式灌输伦理道德、 礼义廉耻、 知
识常识等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教育功能； 通过集体
歌唱自己喜欢的内容， 具有娱乐功能； 还通过歌者
与观众之间无障碍的情感交流， 因情感共鸣而得到
集体共情， 情感得以抒发， 情绪得到宣泄， 具有情
感宣泄功能。

现代表演语境中， 或者出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需要， 或者出于比赛目的， 或者出于进校
园传承的目的等等， 歌册的表演功能发生了诸多变
化。 如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以 “保
护成果， 全民共享” 为主题的第 １３ 个中国文化遗
产日 （２０１８ 年） 中， 东山县文化部门在铜陵镇铜
亭社区举办了歌唱 “四有书记” 谷文昌的新编歌
册演唱会。 演唱会上， 数十位社区歌手共同演唱了
《歌唱四有书记谷文昌》 《谷文昌四个 “有”》 《谷
文昌建南门海堤》 《绿色丰碑》 等新编东山歌册。
又如出于比赛目的而处于不同曲艺类品种舞台表演
竞技语境中的歌册表演， 如第四届福建省曲艺节优
秀节目观摩演出 （２０１２ 年）， 东山歌册表演唱 《东
山十八景》 以载歌载舞形式参加汇报演出， 福建
省曲艺丹桂奖大赛 （２０１８ 年）， 东山歌册 《绿色足
迹》 表演者以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传唱着谷文昌
精神。 再如出于进校园传承目的而处于代际教学的
传承语境中， 教学者与学习者既是歌者， 也是
观众。

现代表演语境中， 歌者为局内人， 既有家庭妇
女， 也有中小学师生， 而观众则因表演语境的不同
而不同， 因此产生的功能也不一样。 首先， 弘扬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贯穿于各种表演场
合。 其次， 校园教学课堂， 歌者与观众为师生， 不
同内容的东山歌册， 具有教育传承功能。 而在各类
比赛中， 则发挥了东山歌册的竞技功能。

四、 东山歌册现代化转型的启示
东山歌册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由于时代发展，

其文化持有者、 表演内容与表演语境的传承土壤等
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种变化推动了东山歌册的
现代化转型与创新性发展。

（一） 适时而变激发传承新动力
吟诵类曲艺传统东山歌册属于家庭妇女的个体

或群体自况自娱的雅集文化， 她们以唱故事形式来
学习各种知识与文化。 唱歌册是以自娱娱人的形式
在民间流传， 少有专业艺人，⑧并未参与民俗生活
的文化消费， 也未以卖艺的形式出现。

东山歌册与同属于吟诵类曲艺的福州评话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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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区别， 其传承路径也有所不同。 东山歌册没
有国营的专业表演性团体， 而福州评话有专业剧
团， 有保存传统表演样式的实力和能力， 有着丰厚
的民俗演出土壤和听众消费群体。 早期的福州评话
艺人， 以串乡走里和应聘高台在城乡演出营业谋
生。⑨福州评话有伴奏乐器与道具， 其中， 伴奏乐
器铙钹有独特的炫技技术。 当下， 福州评话依然保
存着用方言讲故事的传统， 虽然它在文化持有者、
表演内容与表演语境等方面也都发生了大变化， 但
这些变化并未改变其唱故事的传统。 虽然其受众也
在不断减少， 但福州评话依然保存了吟诵类非遗的
艺术品质。 东山歌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 当
下， 其以歌舞化、 戏剧化等创新性的艺术样式呈现
是根据自身在时代变迁中产生的变化而做出的选
择， 这种选择使其与福州评话走上了不一样的传承
道路， 有助于其激发出新的传承动力。

（二） 校园创新性传承将更新吟诵类曲艺的传
承土壤

应对吟诵类曲艺表演的变化语境， 需要适时更
新表演内容与表演样式， 其目的在于扩大受众群
体， 夯实自身的传承土壤。 中小学生传承吟诵类曲
艺， 不能只是固守其传统， 将经典曲目传给他们，
而是应该用新形式新表述方式激发他们的兴趣， 用
先进社会主义文化引导他们， 让他们在学习和薪传
新曲目新内容过程中产生兴趣和学习动力， 让他们
在逐渐成长中受到新旧曲目文化精神的涵养。 透过
传统曲目， 他们能体味优秀传统文化的美， 体味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气质； 透过新曲目， 他们能感
悟新社会新生活带给他们的幸福感， 从而提升吟诵
类曲艺在当代社会中形塑道德情操与人文关怀的功
能。 故而， 校园创新性的传承将有力推动吟诵类曲
艺的传承土壤更新， 吸引更多人关注和传承东山歌
册， 夯实东山歌册现代化转型的传承土壤。

（三） 东山歌册与时俱进更具普适性
地方曲艺之所以能够在当地方言区流传， 而不

在其他地方流传，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用地方方言
来说、 唱。 地方方言积淀了历代的语言智慧， 最能
体现当地人们的思想感情。 地方曲艺品种的传播并
不具备普适性， 而是有局限性的， 但通过缔结优秀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有力推进了东山歌

册文化持有者、 体裁、 题材， 以及歌舞化、 戏剧化
表演形式的现代化转型， 有力提升了东山歌册的共
性审美， 使其更具普适性。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 推进地方曲艺的中国式文化传

承，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
是当下的一种发展趋势， 必将推动着传统曲艺事业
的现代化转型。 新时代， 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化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东
山歌册的传承指导思想， 适应时代更替进行创新性
发展必然成为一种趋势。 东山歌册作为非卖艺形式
的雅集型曲艺， 通过文化持有者更新、 表演内容与
体裁创新， 应对不断变化的表演语境， 适应时代发
展， 承担起新的功能与新的价值， 凸显了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优越性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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