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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潮州｜歌册是一种用潮州方言说唱的民间曲艺形式，有着通俗易懂、意蕴整齐的特点，极富有艺术魅力。潮州｜歌册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世间沧海中几经沉浮，现今逐渐被人们淡忘口潮州歌册是乡土文化情感的重要表达，有着极高的社会价值，其保护工作刻不容绞。本文对潮州歌册
的生命联系进行简述，对其保护模式做出探索，以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一代人的乡土记忆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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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潮州歌册”发源于广东潮州，又被称为“笑歌册”，是从弹词

演变而来，流传与潮州周边以及福建的诏安、东山等地 潮州歌册以历

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要题材u 代表作品有《二度梅》、《薛仁贵征西》、
《红灯记》、《白毛女》等，这些作品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惩恶扬善、
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
价值［ I ］ ＇＇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丰富的文化与娱乐方式的影响
下，潮州歌册逐渐走向衰落u 能用传统技艺说唱潮州歌册的老一辈艺人

不断减少，创作人员也凤毛麟角，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随时面临灭绝的

危险，急需保护u 在 2006 年潮州歌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扩展名录u
I 潮州歌册的生命联系

潮州歌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其独有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它
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间曲艺，在传唱过程中，与演唱者与传承人，与聆听
者都会产生特有的生命联系 这种联系有潮汕人们的乡土之情，也有女
性生活的缩影这些生命联系相互交错，成为一张密集的网，满载了潮
州人的故事与情感

I. I j朝汕女性的重要教科书 在过去潮汕地区受传统观念“重男轻
女”的影响较深，很多家庭的女性由于贫困原因，难以获得教育机会 她

们缺少学习知识的途径，而潮汕歌册的租金比较低廉，是人们能够承担
起的价格，并且歌册其中夹杂着大量的日常用语，比较通俗易懂，这就成
为潮汕女性识字认字的好途径，并且受艺术文化的熏陶，女性的视野也
得到开阔 除此之外，潮州歌册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要题材，表
达的是浓浓的乡土之情 所以潮州歌册题材内容是女性所喜闻乐见的，

长期不平等的社会规范压抑使得潮州女性思想发生觉悟潮州歌册中
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大多具有先锋精神，他们与男性一样，有着勇敢、坚毅
的优秀品质，同时也有忠孝礼仪的伦理观念，就这很好的处理了女性与
社会要求的理想关系 潮州歌册中的优良品质也对女性的品格塑造起

到教化作用
I. 2 一代传唱者的乡土记忆在过去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潮州歌

册是女性重要休闲方式，她们在家里，在田间地头，在厨房吟诵传唱 这

是她们记忆深处对生活的热爱u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因素，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旧式民居逐渐消失，都标志这传唱空间的日渐消亡通

过对歌册进行传唱，能够使传唱者回忆起自己的家乡与生活，这种乡土

及时，是独特的生命体验
2 基于生命联系的潮州歌册保护模式

潮州歌册作为非遗文化之一，其保护模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发挥

“人”的主体作用，笔者结合相关资料，坚持以人为本，以政府为主导，传

承人为主体，向普通传唱者辐射的保护模式υ

立 l 发挥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导作用” 现今，国家相关部门格外重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因为其在历史的沉淀与发展中面临消
散、失传的困境基于生命联系的潮州歌册保护模式，需要依靠政府，通

过资金保障，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使潮州歌册的相关活动有章可循“
此外潮州歌册的宣传工作也需要政府发挥带头作用“ 就目前来看，潮州
歌册的保护力量较为分散，难以聚集到一起形成坚实的力量［2] 政府相

关部门应加到宣传力度，将传承人与其他主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集体，
这样不仅有利于文化的交流，更能增强潮州歌册的保护力量

2.2 关心传承人生活状况，鼓励创造活力 基于生命联系的潮州歌
册保护模式应坚持以人为本，发挥传承人的主体作用应对传承人的生
活予以一定关心，组织工作人员多与传承人沟通联系，了解其生活状况，
给予一定补助，保障歌册传承人的基本生活，使其能够更好的致力于传
承工作 了解他们对于潮州歌册的保护想法，对于传承计划给予支持，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潮州歌册保护的意识 除了在生活上对传承人展开
帮助外，还需要对他们的创作能力予以肯定，鼓励他们在新时期继续做
好文化创新工作，提升潮州歌册的创造活力 陈锡权作为潮州歌册的传

承人，近年来花费大量时间在创编新歌册的工作中 这为潮州歌册的保

护与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府及相关单位可以鼓励传承人的活力，设

立保护基金，对传承人的创造成果进行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 对录制的

潮州歌册唱片进行产权保护，鼓励歌册传承人继续推动歌册的发展u
2.3 搭建传承平台，多举办文化交流活动 潮州歌册在多年发展中

缺少展现的舞台，因此为传承人搭建传承平台是保护与传承潮州歌册的

重要方式 平台的搭建包括隐性平台与显性平台，所谓的隐性平台主要

是表演平台，比如多举办一些民俗活动，展览讲座，邀请传承，为大家讲
述潮州歌册的发展史，将潮州歌册的独特魅力分享出去，给大众带来潜
移默化的文化影响 显性平台的搭建就包括相关文化培训班，与学校合
作展开第二课堂等等，可以以传承人为核心，传承潮州歌册的唱法、韵

律、创作、编法等，让传承人发挥显现的影响力，为传承活动提供展现的
机会整合这些资源，多举办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能够为传承人提供互
动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分享经验，共同为潮州歌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新时期与新背景下，潮州歌册的保护还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
媒体平台 比如在做博、微信、今日头条、大鱼号，抖音等相关平台创建

官方账号，对潮州歌册文化进行科普和宣传 通过更有趣的方式进行宣
传和普及，比如以动漫故事的方式呈现歌册的内容，也可通过拍摄短视
频、微电影的形式把歌册的内容生动有趣地展示出来，同时通过各种自
媒体平台如抖音、微信、微博等账号进行传播，此外，可借鉴故宫博物院、

江苏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等博物馆的方法，对这些歌册进行再创作，制
作成各种文创产品，既迎合市场需求又能把歌册的内涵进行传播，让更
多的人感受到潮州歌册的魅力，从而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2.4 保护传唱空间，尊重娱乐方式在过去，潮州歌册是重要的休闲

娱乐方式，很多普通传唱者在家里，在厨房，在田间地头传唱，表达的是
他们对生活的热爱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潮州歌册的传唱空间发
生了改变，逐渐失去了传唱的氛围，一些人失去了对歌传唱的话语权，普
通传唱者的空间变得更加狭小 经笔者调查发现，很多普通传唱者，会
因为他人的排斥而放弃传唱“ 因此，基于生命联系的潮州歌册保护，应
该尊重传唱者的传唱空间，所谓的保护传唱空间并不是修复原有的空间
地点，而是给予普通传唱者更多的包容，尊重他们的娱乐方式

2.5 加强对唱本的保护服务 潮州歌册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多年发展中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很多传唱者家中都珍藏着歌册的木

刻本这本应该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但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很多唱本

遭到严重的破坏要想对潮州歌册进行保护，首先就应该加强对唱本的
保护服务，征集更多的志愿者对唱本保护进行宣传，提高传唱者对古籍
文献的保护意识参考故宫博物院、敦煌博物馆等的保护方法，采用新
科技手段和新媒体手段对其进行保护u 将潮州歌册唱本保护方法传授
给更多的人，必要时为他们提供古籍修复的服务，也可参考其他博物馆
采用新科学技术和新媒体手段对于古书籍等文物的修复方法潮州歌
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与人之间有着较强的互动性，它与普通传唱
者与传承人之间构成的生命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此对于潮州歌册的保

护，要将这些生命联系串联起来，以此为基础展开保护，这样的保护方式
才更能满足传唱者的需求，才能将传承潮州歌册的乡土文化

结语： l朝州歌册自传唱以来，是几代潮州人情感的承载、乡土之情的见
证，无论是潮州歌册的传承人，还是普通传唱者，他们是基于对潮州歌册的

热爱，才能投身到潮州歌册的保护与传承事业中u 细数众多潮州歌册作

品，比如《潮州八景新唱》、《诚信姻缘》等等，都表达了传承者，对于一方水
土的热爱之情在歌册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传承人们也实现了自身的社
会价值，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护潮州歌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只
有当人们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才能将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与发展出去，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潮州歌册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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