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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探讨
非遗传承的危机与新思路
一一以潮州歌册传承传播现状为例

文｜ 刘铭勤 冯子惠 陈错跃 邓颖恒

潮州歌册是一种以潮汕方言说唱的

民间由艺形式， 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非吻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随着老

一辈传唱人的离世，潮州歌册的传承与传

播面临危机。与潮州、｜歌册相似的是，不少

非遗文化同样面临着传承传播困境。本项

目小组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的研究方

法，运用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总

结潮外｜歌册传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

新媒体语境下传制刷、［，［歌册等非遗文化的

全新途径。

在厚重的历史与独特的地理环境的

影响下，潮1山地区孕育出了独特的地域文

化，木雕、潮绣、潮剧、剪纸、潮州歌册

等潮汕民间艺术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其中，为促进潮州歌册的传承与传

播，潮汕地区近年来在歌册的创作、培

菌西萨割酶

训｜｜、赛事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另外，

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潮州歌册进行了研

究。 2012年，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蓝雪罪从乐理角度将潮州、｜歌册、潮剧、闽

南地区的客家音乐相联系并比较。 2014

年，时任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的刘

文菊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从性别文化的

视角解析歌册独特的女性文化特质。此

外，也有专家学者从溯源与保护、字音字

义等角度对潮州歌册展开了研究。

即使如此，潮州歌册因其旋律记谱

的缺位、内容的复杂性、语言与传播环境

的特殊性，难以为受众所熟知与接受，面

临巨大的传承传播危机。 随着媒介形式的

发展、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受众具备了更

多的选择权，传统文化该如何借助大众传

播以焕发生机、扩大市场，是当前文化传

承不断探索的议题。而当下从受众角度出

发探讨潮州、｜歌册传承传播的研究存在一起

空缺，从该角度探讨非遗传承的研究也不

多见。

本项目立足于潮州、｜歌册的特殊性，

选取潮州歌册曾经流行的潮汕村落开展为

期半年的走访调研，同时对潮州歌册省级

传承人杨佩华进行四次深度访谈并深入到

其保护传承潮州、｜歌册的公益课、歌册进幼

儿园等活动现场，深入了解了潮州歌册的

传承现状。通过对调研、访谈所了解情况

的深入分析，本项目结合“使用与满足”

理论总结潮州、｜歌册传承传播面｜｜面危机的原

因并探索新媒体语境下潮州、｜歌册传播的全

新途径。

潮州歌册
一一潮汕民间流行的支性说唱文学

潮州歌册是潮汕民间流行的说唱文

学之一，也是潮汕地区富苟地方民俗特色

的活动。色的内容主要为历史故事和民间

传说，形成于乾嘉年间，流行于广东省东

部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等

地，传唱者以女性为主。 2008年，潮州

歌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吻质文化遗产名

录。作为国家非韧质文化遗产，潮州、｜歌册

是潮汕地区重要的文化基因，宫的传承与

发展关乎潮汕地区文化基因的传承，同时

也是树立当代青年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潮州歌册的传承
传播现状及受限因素

通过走访调研及问卷调查，本项目

小组发现潮汕青年群体中了解并会涌唱

潮州｜歌册的只是少数，部分年轻时会诵

唱潮外｜歌册的老人也逐渐遗忘。随着时

代的发展，潮州歌册的传承传播面临诸

多限制因素。

传唱人锐减

当前，潮外｜部：册的传承形式以传承

人的涌唱与创作为主。潮外｜歌册省级传承

人杨佩华在访谈中提到，如今老一辈民阅

献者年龄不断增长，潮汕民间会唱潮州歌



册的人正在随着老龄歌者的逝世不断减

少，即使还有会哼唱的人，也难以还原原

汁原昧的潮州、｜歌册。

同时，在潮州市潮安区吉一村、汕

头市澄海区南社村等歌册曾经流行的潮汕

乡村地区，大部分村民表示不会唱潮州歌

册，而表示会唱潮州歌册的少部分老年人

中大部分仅会简单哼唱。

文本资料缺失

部分对潮州歌册有印象的老人将不

会唱歌册的原因归于“文本资料的缺

失”。潮州、｜歌册歌词内容丰富，多以文

本形式记载于纸册中，需租借或购买才

能使用。访谈中，汕头市澄海区受访者

人提到： “现在很难再找到歌册本，如

果能给我歌册本我就能唱歌册”；潮州

市饶平县另一位受访老人欧文刁表示：

“我之前自己抄了很多歌册，搬家的时

候不知道怎么就找不到了”；汕头市澄

海区受访者人林宝英提到： “当时的歌

册都是租来的，看完就还，现在也没奇

留下来”。种种原因造成许多曾会诵唱

歌册的老人手头缺乏相关记录歌册歌词

内容的文本资料，随着年龄的增加、记

忆力的下降，她们逐渐难以凭记忆唱出

大段文本内容，传唱也随之中断。

居住环境的改变

潮州市文祠区受访老人林桂芬回

忆： “以前唱歌册是邻居育空就过来聚在

家里小院一起唱。 ”潮州歌册省级传承人

杨佩华也表示，自己能够学会歌册，得益

于“奶奶与邻居聚在一起表演涌唱”，而

她学成后又在邻居聚集肘进行表演。

旧时聚集传唱潮州歌册的场所一般

为住所中的小院，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潮

汕传统民居一一四面以房屋围合而成的天

井小院。走访中潮州市潮安区古三村部分

中年村民提到，在从前的居住环境下，邻

里住得近且来往密切，因此儿日才能看到农

村妇女们常聚集演唱潮州歌册。而如今独

门独户的建筑模式兴起，即便是在乡村，

邻里往来也逐渐被削弱，潮州歌册的传唱

也失去了传统民居环境的土壤。

现布的潮州歌册传承传播方法

整理尚存歌册

潮汕地区关于潮州歌册的研究早在

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产出了一批关

于潮州歌册的书籍与论文。为抢救现存的

潮扑｜歌册， 1986年薛汕编撰《潮州歌册

选》收录部分歌册。

由于潮汕方言承袭了古汉语字形和

语法，许多老歌册中字的读音以及意义在

今天己鲜为人知。潮州｜歌册省级传承人杨

佩华花费三年对照潮汕字典以及各种古

籍，将《龙井1度头》《三义文》翻译并标

注读音，并将此刻录成光盘、购买版号，

但目前尚未公开销售。

开展歌册培训

2010年至今，杨佩华自费租用教室

进行潮州歌册兴趣班的教学。兴趣班免费

面向全体市民，同时为学员提供在公园、

乡村以及B见舞台的演出机会。此外，在

政府的主导下，各类关于歌册创作、诵唱

的公益培训班也在汕头市、潮州市等地的

文化馆开办。

同时潮州歌册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推

广也逐渐受到重视。 2015年3月，潮州市

体育运动学校超过130名师生跟随省、市

级传承人学唱潮州歌册。目前，汕头市已

把日季小学、海棠中学、同平中学·红桥

三小教育共同体、贵在东小学打造为潮州、｜歌

册培训墓地。汕头市桂花小学曾以“爱国

主义教育讲座一－红色潮州、｜歌册涌唱”的

主题形式，在汕头红色交通站陈列馆开展

潮州歌册普及讲座。 2020年12月27日，汕

头融媒集团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J心联合

举办汕头市首届校园歌册民谣大赛。

推陈出新创作新时代歌册

近年来结合时事创作的潮州歌册不

断涌现。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汕头市民间

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部镇凯结合疫’情创作潮

州歌册《大爱精神满汕头》，讲述自驾出

游至汕头的武汉市民在异乡感受到瘟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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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一篇“隔离日记”盛赞汕头的故事；

潮州歌册创作者杨乔圣等人也创作了描写

援鄂医生的《战疫先锋看汕头》《少年抗

疫也英雄》《战疫英雄钟南山》等作品。

郭镇凯认为，潮州、｜歌册这一淡出人们生活

的非遗文化，可以通过创作更贴近生活的

新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到潮州歌册。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
现有传承传播方式存在的局限性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人们接

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而

实际接触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其一

是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其二是媒介印象。

无论需求是否被满足，都会影响人们以后

的媒介接触行为。本项目小组以此模型为

基础，对潮州、｜歌册传承传播方式存在的局

限性进行分析。

歌册保护学术化一一缺少收录歌册

的发行韧导致老年歌者逐渐淡忘

“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接触媒

介必须以育一定的需求为前提。顶曰组走

访发现，潮汕乡阎年轻时曾接触过潮州歌

册的老人普遍具有重新阅读、知悉歌册内

容的需求。受访老人璇袖提出“你们下次

带着歌册本来，我唱给你们听”的要求，

受访者人谢映玉诵唱时需要翻找出在日历

纸上记载多年的潮州歌册片段。对于大部

分涌唱歌册的老人来说，手头缺乏相关完

整收录歌册的书籍己成为普遍的情况。

实际上，收录整理潮州歌册的工作

一直持续，且一定程度上使得歌册内容不

至于遗失，但其成果通常以文献的形式保

存在图书馆等学术场所。 尽管许多歌册内

容可以通过网络查询， 《潮州、｜歌册选》及

散落在民间的歌册本可以通过图书馆借阅

或高价购买二手书的形式查看，但这些途

径对于普遍超过七十岁的老年歌者来说都

存在不小的困难。

因此尽筐老年歌者高强烈的阅读潮

州歌册文本的需求，收录保护方面也做出

了大量工作，但收录成果呈现的渠道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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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部分老年歌者来说存在媒介接触上的

障碍性，导致该方面的成果转换存在一定

局限，影响了潮州歌册在老年群体中的持

续存在。

歌册传播老旧化一一缺乏吸引｜年轻

人的大众传播产品

在“使用与满足”理论模型中，受

众接触媒介之后会根据被满足的结果修

正媒介印象。然而当下针对潮扑｜歌册的

大众传播产品传播形式及内容相对老

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年轻一代初次接

触潮州、｜歌册后再次通过同一渠道了解潮

外｜歌册的积极性。

纵观当下的潮州歌册大众传播产

品，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官方制作的

潮州歌册专题片，以电视放映为主要传播

渠道。此类专题片往往较为严肃地介绍歌

册的历史、内容、文化价值等，问卷调查

显示，这无形之中给年轻受众带来一定的

距离感。其二是民间歌册爱好者自发录制

的诵唱视频，以视频网站为主要传播渠

道，但由于关于歌册的视频需要受众自行

搜索获得，如果未曾育过相关观看记录，

用户收到网站此类推送的可能性极小，且

即使接触过此类视频，偏低的视频质量及

缺乏专门针对潮州歌册进行运营的账户和

持续有效的内容输出，也在一远程度上影

响了年轻一代进一步对潮州歌册产生兴趣

的可能性。

歌册流传区域化一一非潮汕地区人

群对歌册内容理解存在障碍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受众获取

特定信息的需求在媒介接触与信息传播

的重要性中被进一步强调。互联网传播

具奇巨大的信息传播容量，受众选择信

息的权利也不断提升。因此在当下，人

们更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通过更

加自主的“选择性注意”来避免淹没在

信息的海洋中。

而潮州歌册作为一种用潮汕方言唱

诵的艺术形式，即便以文字形式呈现，其

中蕴含的潮汕民俗文化、潮汕俗语、古字

等也会给非潮汕人群体造成理解障碍，导

致难以产生相关的信息了解需求。在非潮

汕人理解潮州、｜歌册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当

下聚焦于潮州、｜歌册本身、阐述歌册价值的

大众传播产品较难让此类受众产生共鸣。

新媒体语境F潮州歌册
传承传播的新思路

针对木同群体制定不同的传播策略

对于年轻时接触过潮州歌册的中老

年人，应让她们手中重新拥育收录歌词内

容的歌册。要较好地达到这一效果，需要

相关部门对统一印制歌册并到乡付、社区

免费发放等活动的支持。针对老年群体的

媒介使用习惯，相关部门应加大在电视、

广播等老年群体常用的媒介上播放潮州歌

册的频率。另外，有研究指出中者年群体

正在快速向短视频平台转移，且与年轻人

相比拥高相对充裕的休闲时间、较强的消

费能力与较高的社交娱乐需求。针对这一

趋势，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发布

关于潮州歌册的短视频内容也可作为潮州

歌册传承传播的新策略。

面向对潮汕文化高一定了解的潮汕

青年群体，除现有措施外，还应加强歌册

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度，注册用于传播

歌册的微信、微博等青年用户蒙古度较高的

社交平台账号并形成专业化、持续化的运

营，以轻松有趣的内容、引人共鸣的故事

展现歌册中潮汕文化的魅力。

借力现代流行歌曲招展潮州、｜歌册影

响力

潮州歌册作为一种古老的曲艺形

式，受到方言壁垒的影响，在传播上具有

一定的困难，而流行歌曲在传播上具有快

速、广泛的传播优势。 2000牢歌由《天

黑黑》让冥中一小段闽南语民谣被广泛地

传播。 2019年，潮州、｜歌谣《天顶一粒星》

与现代说唱结合，推出同名单由，取得了

喜人的传播效果。虽然与潮州I歌谣相比，

潮州歌册篇幅较长、内容较具情节性，但

相似之处颇多，效仿这两首歌曲推出带苟

潮州歌册小片段的现代歌曲不失为潮州歌

册的一种新的传播形式。＠

［基金项目：广东省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

目“潮州歌册中主性生命故事的大众传播”］

(f乍者单位：汕头大学长江新同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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