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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潮州歌册是以潮汕方言吟唱的长篇叙事诗，曾在弘扬民族传统美德、惩恶扬善以及教化民众等方面起重要作用。然

而，随着时局变幻，歌册在说唱及表演方面难掩颓唐之势，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危险。对于潮州歌册的研究，亟需再

开拓新的思路与视角，以文本为基础，分析歌册文学性状及文本审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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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5 年，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应邀为潮籍学者饶宗颐总篆《潮州志》一书编写《潮州戏剧音乐志》，在阐释潮州本土戏剧与

民间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时，列举到与“潮州歌册”的关系，对潮州歌册的来源、题材、书目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潮州歌册是以潮汕方言吟唱的长篇叙事诗，是
潮汕民间说唱艺术的重要代表。然而，近些年来，能
用传统技艺说唱的老艺人不断减少，创作人员也凤
毛麟角，潮州歌册的发展呈现式微局面，特别是在当
下，“潮州歌册”说唱表演艺术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
美需求时，即便精心排练和演出，也是收效甚微，观
众急剧减少，效果波澜不惊，因此，对于歌册的研究，
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角度切入。与之相对应，在现阶
段说唱低迷的情况下，将歌册归纳在说唱文学乃至
主流文学的范畴内，分析潮州歌册文学性状与审美
意义，是做好歌册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思路。

一、潮州歌册文本的定义辨析
潮州歌册文本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是纳入在主

流文学的框架之内进行阐释。目前，大部分学者认
为潮州歌册源于古代的弹词，传入潮汕当地后用方
言加以说唱和创作，在特定年代的潮汕女性当中广
为流行。

最早研究潮州歌册的学者是马来西亚潮籍学者
萧遥天，上个世纪 40 年代，在其专著《民间戏剧丛
考》 ①中“弹词叙原”一节提出了歌册的来源是“弹
词”，认为潮州歌册是在弹词的基础上，潮汕妇女以
潮汕方言哼唱演变而来［1］。

此后，潮籍学者郭马风也在其文章《旧潮州歌
册调查杂记》中提出：“潮州歌册是根据江浙及别的
地方的弹词改编来的” ［2］；李英群在《歌册拉杂谈》
中则说：“潮州文人受弹词的启发，在潮州歌谣的基

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方言叙事长诗”。［3］同时，潮州
歌册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也体现在中国百科全书的定
义解释中。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代
表性项目卷》中，对“潮州歌册”条目的解释也体现
了这一点，潮州歌册由明清时期的弹词演变而来，

“潮州歌册的传统作品多取材于历史演义和民间传
说。”［4］而潮州歌册学者郭华、陈觅在《中国大百科
全书·戏曲艺文卷》中，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潮州歌
册“传说由元明以来北方的评话、弹词流传到潮州
以后演变而成。”［5］

肖少宋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潮州歌册的定义进
行总结，认为歌册的出现与兴盛是内外部环境相结
合的结果，外部大环境是明清时期的宝卷、弹词、木
鱼书等诗赞系说唱文学的兴盛，内部环境是潮汕本
土歌谣和戏曲的兴盛，当外地唱本传入潮汕地区时
刺激了歌册的出现［6］。由此可以看出，从上个世纪
四十年代开始至今，对于“潮州歌”的定义及来源研
究，大多研究都认为与主流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此可见，除了追究潮州歌册的来源之外，研究
者们更加倾向于将其与文学的关系凸显出来。谭正
璧、谭寻合著的《潮州歌叙录》中，指出潮州歌册的
文体是一种长篇叙事歌，类似于诗体小说，“所以有
人径直把它当作小说看待。” ［7］二谭直接将潮州歌
册定义在文学的大类当中，其内容的“叙事性”是分
辨歌册与否的原则。这与后来《新潮州八景》《百屏
灯》等非叙事性的歌册的出现，很多专家学者就对
此概念产生了分歧并尝试论述其科学性，但至今尚

［文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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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论。
2002 年，潮州歌册被收集整理，编入由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第一
卷《潮州歌册卷》，曲艺专家吴文科任该丛刊的学术
总顾问并写总序，区分了“潮州歌”与“潮州歌册”
两种概念，“潮州歌”是一种“曲艺”说唱艺术，而“潮
州歌册”是一种文学文本形态定义［8］。

从以上的专家学者对“潮州歌册”的定义及来
源的研究发现，不管被定义在“曲艺”门类也好，“说
唱文学”也罢，无一不透露出“潮州歌册”在被研究
与解读上的多种可能性。站在学科分类的立场上对
潮州歌册的进行观察，作为“说唱”表演的脚本，潮
州歌册实际上是多种艺术门类的交叉和重叠，既是
说唱艺术，也兼具文学特质。这是一种本体构成的
学科交叉和重叠，在潮州歌册表演说唱衰微的情况
下，更应该引起重视与研究。

二、潮州歌册文本的文学性状
林朝虹认为“潮汕民间文学多模态传承体系是

民间文学活态保护的活力之源” ［9］，而在传承体系的
建立中，文本的整理和审美是十分紧要的。从以上
的定义中，“潮州歌册”的文学性状显而易见。潮州
歌册借鉴多种口头文学形式以及古典文本，以故事
为主线而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多采用押韵、排偶、重
章叠句等手法，思想内涵上围绕惩恶扬善、弘扬美德
为主，达到一定的审美意义和教化意义。同时，其文
本采用了叙议结合的方式，“说中有唱，唱中有说”，
呈现出散、韵融合，兼抒情、记叙、说明、议论为一体
的综合性美学品格。

（一）卷帙浩繁的长篇叙事诗
潮州歌册卷帙浩繁，其文体为长篇叙事诗，有研

究者认为是诗体小说，故事情节丰富，线索完整，篇
幅宏大，题材多样。北京图书馆出版的《稀见旧版
曲艺曲本从刊·潮州歌册卷》所收的一百三十种歌
册，共一万四千六百卷，字数将近二千万。而实际上，
大量歌册在民间流传与私藏尚不为学者所知者，数
量远比已经收录在册的多。

潮州歌册的题材或借鉴、或移植、或改变、或自
创，阐述了较为完整的故事。这些题材的整理和分
类，所要耗费的大量精力与时间也从侧面验证了潮
州歌册丰富的内涵。肖少宋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深入的文本比较、辨清源流，得出潮州歌册题
材的七种来源，分别为：改编自章回小说者、改编自
话本小说者、改编自弹词者、改编自木鱼书者、改编
自潮汕传统戏曲者、借鉴自民间传说或历史事件、自
创普及性质的短篇歌册；此外，结合目前所见的所
有歌册将题材细分为十种类型，分别为：英雄传奇、
爱情婚姻、宫廷争斗、女性传奇、节女孝妇、家庭纠

纷、神断公案、佛经修行、时事政局和神仙精怪。在
论证题材来源之处以及题材分类的过程中，肖少宋
列举详细篇目加以佐证，让人信服。大部分歌册以

“卷”为单位，记叙某一详尽故事，容量大，有些歌册
甚至达到了几十卷。

潮州歌册在以上十种题材的叙事中，爱情婚姻
和英雄传奇这两类题材在歌册总量中占比最多，叙
事结构和情节梳理完整，这与中国传统戏曲、小说、
地方传说等文学体裁的特点一致。此两类题材中重
视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宣扬了建功立业、爱国忠君、
忠贞节孝、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满足民众对大圆满
结局的期待，这在精神文化贫瘠的年代，给寻找出路
奋斗拼搏的潮汕人民以勇气，且歌册的受众多为妇
孺，爱情婚姻和英雄传奇题材的抒写最能满足家庭
妇孺情感表达以及其猎奇心态，容易引起读者和听
众的共鸣。

（二）独特的用韵方式
潮州歌册的起源以及发展受到多种文学形式

以及民间歌谣的影响，有其独特的用韵方式。潮
州歌册文本多采用七字句，兼以三字句、四字句和
五字句等，一般采取“四句一转韵，首句入韵”的方
式。一般四句为一个演唱单位，用韵多为平声韵且
第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可不入韵，但须仄声字。
据潮州市潮州歌册市级传承人、歌册创作者陈锡权
老师所述：演唱潮州歌册时，第一、二、四句押韵，第
三句采用比较急促的停顿，略做间歇，第四句拉长
拖腔，四句演唱时间为十五秒左右为宜，增强节奏
感，换节时可连韵，也可换韵，以押平声韵为主。这
种约定俗成的要求与歌册的演唱有密切关系，歌册
演唱时通常在句尾末字拉腔，用平声韵可以让演唱
者根据情节与情绪的发展适当拖长尾音，第三局末
尾为仄声字，在演唱时才能够有短暂的停顿，用此
方式吟诵歌册就能有缓有急，抑扬顿挫，具有韵律
感。此种押韵方式与其他说唱文学的押韵方式不
同，诸如弹词、木鱼书等长篇唱本所采用的“首句不
入韵”，即便是内容上的借鉴或改编，也没能影响歌
册的独特用韵方式，而与潮汕歌谣的用韵方式比较
一致［6］。

此外，潮州歌册的用韵也非常丰富，韵脚多，具
有很高的听觉审美。

如《翁万达全歌》卷一中的四句：

明朝嘉靖国运昌，满朝文武只忠良。朝臣
多半潮州士，御街白话名传扬。

此四句中，“昌”“良”“扬”押潮州话“ang”韵，
首句入韵，属平声韵，“士”为仄声字，不押韵，念起
来短促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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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册的书写过程中，并非通篇一韵到底，而是不
断换韵，韵脚非常丰富，避免枯燥之嫌，在吟诵过程
中如同大小珠玉坠盘之感，错落有致，给人以听觉的
美感。如《吴忠恕全歌》卷一：

道光传位咸丰君，天下世界乱纷纷，古歌多

端不必唱，偶然戏笔做新文。

潮州首县是海阳，海阳管落彩塘乡，彩塘出

介吴忠恕，此乃天生害人秧。

 ……

四岁养到伊成人，伶俐乖巧晓世情，共个伊

妻金郊郑，郑国之女名月英。

今以过门廿外年，产下二男一女儿，长子阿

晓年十八，次子十五名阿欺。

按照“十三辙”的分法，以上片段分别属于“人
辰辙”“江阳辙”“人辰辙”“一七辙”。第一句中

“君”“纷”“文”为“温”韵，第二句中“阳”“乡”“秧”
为“阳”韵，第三句中“人”“情”“英”为“因”韵，第
四句中“年”“儿”“欺”为“衣”韵。从以上文段可
看出，潮州歌册一般首句入韵，四句为一个单位实行
转韵，韵脚丰富，朗朗上口，错落有致。

（三）采用多种表现手法
潮州歌册受各种文学题材以及潮汕戏曲和歌

谣的影响，因而其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富有文学审美
意义。

1. 起兴
起兴，又叫“兴”，是中国古典文学常用的一种

表现手法。朱熹言“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
辞也”。意为言此说彼，先描述其它的事物，后再说
所要表达的事物及情感。一般用于各章节的开头，
借物言情，营造作品氛围。歌册当中不少篇目采用
了起兴的手法，最为典型的为《刘成美下棚》卷十五
的“十二月花赞”。歌册原文如下：

桃花开，是正月，洛阳紫府报春新。施脂粉，
倾国貌，含烟带露更精神。一朝风起连宵雨，好
似英雄化做尘。可怜红艳销宿恨，负人青年好
孤衿。奴比花，花比奴，花被东君误，奴丧夫婿，
想得欲轻身。 

瑞香开，是二月，金英紫艳无尘溴。粉面娇，
芳心嫩，罗衣人换蝶飞来。一朝有恨成春睡，好
似万矢丧身骸。可怜孤单千行泪，当年今日难
和谐。奴比花，花比奴，花被炻妇误，奴丧夫婿，
想得终朝哀。

……

山茶开，十一月，山伯空负祝英台。生不得，
来比翼，死后还须一处埋。一朝北风吹冷骨，好

似良人谢尘涣。可怜征衣无处寄，枉负针线亲
手裁。奴比花，花比奴，花被呆老误，奴丧夫婿，
想得空愁眉。 

梅花开，十二月，霜雪霏霏露凄凄。疏影斜，
暗香动，寒鸦前蕊闹争栖。一朝春先岁寒后，好
似人散难团圆。可怜成了终天恨，如今做不老
夫妻。奴比花，花比奴，花被酒姨误，奴丧夫婿，
想得无了期。

以上这段歌册是以每月具有代表性的花起兴，
通过每月物候表达个人情感，读起来与潮剧《苏六
娘》中的一个唱段“桃花过渡”很是相似，也印证了
潮州歌册与潮剧剧本是互相借鉴的结论。本唱段以
花引情，表达了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以及守空闺的哀
怨之情，结合押韵的音律，营造出凄美愁怨的意境。

2. 重章叠句
重章叠句作为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运用十分

广泛，其主要特点是各章节的内容与意义基本相同，
句式一致，有些诗歌只是更换相对应的几个字词，反
复吟咏，渲染气氛和情绪，深化诗歌主题意境，增强
音乐性和节奏感。如此重叠反复，回环往复，使得感
情的抒发得到强化，给人以“百转千回”“绕梁三日”
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潮州歌册不少篇目采用了重章叠句的手法，如：

《双白燕》（二十六卷本）卷三：

城楼鼓起一更初，妾今无计怎奈何。君尔

因妁媒不到，妾定为尔受奔波。当初何等细叮

言，口尔见父托媒人。谁知人去媒不到，绣球抛

掷落长江。 

鼓打二更一点时，寒蛩声口情惨凄。愁人

听见寒蛩语，腹内无刀寸寸裂。记得当初只楼

中，妾在此处候官人。三更一点郎君到，不敢高

声细言谈。 

今晚听鼓三更来，不见我夫到楼台。独坐

无聊空仰望，银灯孤照暗悲哀。前日郎君到楼

时，花前月下说佳期。许夜有话不敢咀，今晚欲

咀无处持。

以上歌文写了闺中妇女对郎君的思念与爱慕，
思念情郎而情郎不至的情景，从夜晚一更到五更，随
着时间点滴流逝，思妇愈加煎熬。采用重章叠句的
表现手法，往复重沓，突出思妇对郎君的爱之切，思
之深。与此同时，此段歌文与传统古典诗词中的重
章叠句略有不同，在古典诗词当中，重章叠句一般是
更换个别词语，而在这段文字中则是更换较多词汇
表达同一个意思，可见歌册的抒写既是对传统诗词
的借鉴，同时又有所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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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八宝金钟下集》·卷五：

听城楼，鼓初更，独坐痛君心头青。亏君

尔，含冤死，恨杀父亲口口口。害鸳鸯，折离抛，

甲人再不目汁流。怨贪官，害夫主，何日除了冤

家头。

听城楼，二更推，心头痛君愈伤悲。父那勿，

害君死，夫妻何用来离开。欲在世，守终身，又畏

爹爹重招亲。想到只，不如死，能可早死亦清心。 

听城楼，三更响，想欲自尽在闺房。又畏母，

心痛切，不如将身去投江。投落水，丧幽冥，亦免

在世拍心胸。到今世，无谐老，阴府定欲配黄生。 

……

此段歌文也是以长夜更漏作为叠字重点，抒

写了对已故夫婿的痛惜并希望随他而去的强烈心

愿。文章采用重章叠句，句式突破七字句的束缚，为

三三七句式；同时，句式的编排上并非整齐划一，前

三段都以“听城楼”为句首，第四段其便转换句式为

“听四更”，后面随着时间变化改变其数字，形式更加

灵活多样，吟诵与创作更加自由，丰富了潮州歌册的

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

3. 运用诗词、旁白点缀

潮州歌册的发展受到章回体小说等的影响，经

常使用诗歌进行点缀，适时对歌册的情节走向以及

作者的情感进行总结。不同的是，章回体小说有回

前、回中、回后诗歌；而歌册为了吟诵过程中更加流

畅，歌册只保留了回前诗，基本舍弃了回中和回后的

诗歌，少部分还保留着回中诗。如潮州本土题材歌

册《方大人全歌》属于长篇歌册，共十八卷，卷一有

回中诗，卷二、四无以上提及的三类诗歌，其余的章

节卷数均有回前诗；《刘总兵乱潮全歌》亦是潮汕本

土题材长篇歌册，改编自清代历史小说《三春梦》，共

二十一卷，每一卷开头都有回前诗歌，共七言四句，

对每一卷歌册的主旨提点开来；也有部分歌册连回

前诗歌都不见，如《海门歌全案》《吴忠恕全歌》《柳

知府全歌》《龙井渡头全歌》《潮阳案全歌》《华美

案全歌》《苏六娘全歌》等，皆是无回前、回中、回后

诗歌。从以上可以看出，潮州歌册虽受到章回体小

说的影响，但为了演唱更加通俗顺畅，虽偶有诗词的

点缀，增加歌文的文采，但也有了渐渐减少的趋势。

潮州歌册中大量使用了说白，比重不低，对故事

情节的发展进行补充，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说白

主要有三种类型：人物对白言语类、情节描述补充

类、书表插入类。

人物对白言语类。因歌册以七言句式为主，且

押韵对仗，整齐划一，对于人物对白言语的描写，较

难以这种整齐的句格表现出来，即便表达出来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人物性格的生动呈现，因而，对于

人物对白言语类的抒写，一般采用旁白的方式，如歌

册《刘总兵乱潮全歌》卷一中，沈公爷在回京的路上

被刘进忠士兵追杀时，求救于余世尧时的表现：

［说白］说这王姑带着喘气道 : “哀家叔嫂，

遇贼追杀，十分危急，料无性命，幸得三位将军

不辞劳苦，杀败贼军，其功莫大。回京之日，定

当奏达圣上，管教厚爵荣升，以酬其劳。”

此段说白将沈公爷进京路上后有追兵的情况

下，急于求救的心情活灵活现表达出来，沈公爷被救

下之后，顿有劫后余生之感，将为三位义士求官加爵

的报恩之辞都全盘托出。诸如此类的言语对白类的

书写，对于七字句的潮州歌册来讲，很难传神表达出

来原来之韵味，因此，通过说白的描述，能够更加准

确仔细让读者体会到人物的性格和事迹。

情节描述补充类。如《刘总兵乱潮全歌》卷

十四，潮州暴乱，朝廷为了安定，特派沈王带兵平乱

潮州，歌文说白如下：

［说白］又命陈万权为副先锋，带兵三万，

为第二阵；周碗、七礼同带兵三万，为左右翼三

队；张邦声顾名泰带兵三万，为四队；陈莫、蔡

藏植带兵三万，为五队；其余偏将、裨将共百余

员，带兵十二万，为六队。一应共是二十四万

军，分派妥当，次日入朝辞圣君。

又如《樟林游火帝歌》中写潮汕澄海樟林地区

的民俗“游火帝”，该段落重现了热闹的潮汕民间民

俗场景，将火帝游神的原因、时间、礼节做出详细交

代，此外，游神的线路之广，令读者叹为观止。

［说白］窃闻人有至诚之心，神有获获之

灵，今仓盈康足，物阜人和，是以神人共乐，河

清海晏，庆赏中原。你等应宜洁净街衡，肃静回

避。乡绅者老，整束衣冠，侯期随驾，会集塘西，

卯时起马，辰时出游。……由更棚脚上狮头巷；

从必粒下过宫仔前落叶厝厂；由东社宫前出栅

门对响妈入北社；由夫人宫后落宋厝祠巷，过

北社巷头过大夫第；从城脚入东门出西门，圣

驾住牌。

情节描述补充类的说白，包括对战事的书写、对

人物事状的描摹、对热闹的民间民俗活动等的描绘，

其中不乏乡间俚语及专门套语的使用，对歌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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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走向做了补充与说明。采用说白的方式补充，形
式较为自由，语言更加生动，挣脱歌册格式的束缚，
使得情节的展现更加具体。

书表插入类。潮州歌册中的说白还有书表的类
型，此类说白是将书表的内容原原本本穿插进来，从
文本上暂时打破了歌册的连续性，但丰富了歌册的
内容与形式。

如《柳知府全歌》卷一，柳知府的妻子曾氏欲私
会佛僧，派遣婢女秋兰送信一封，书信采用五言句
式，将曾氏无奈落陷、相思得病、欲温旧梦从而偷情
僧侣的心理写得淋漓尽致。

持笔写出信，妾身柳家妻，致书多达上，东

家得知机。早日去魂梦，住在静房边，意望得有

梦，可已养子儿。……府中尔免惊，万事吾张迟，

包管尔无祸，切勿心惊疑。书信到之日，速到勿

延迟，免妾久盼望，待得心昏迷。

又如《龙井渡头全歌》林绍写给无义妻子的
一封休书，采用了不同于歌册常用的七字句，而是
三三四的句格：

林秀才，执兔笔，泪滴如丝；把浓墨， 即写

下，决意抛妻。立离书，名林绍，黄门秀衣；娶妻

房，余氏女，三载结缔。因家贫，欲求去，另行改

移；龙井中，休贱妇，断绝夫妻。任凭他，去改嫁，

配别门闾；写离书，在残瓦，立凭为记。

诸如此类的书表在歌册中比比皆是。句式有
三三四、五言句、三三七等，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对歌
册的情节推进起到一定作用。

（四）借鉴章回体小说的写作模式
潮州歌册在叙事方式上继承了章回体小说的模

式。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种的体裁，其借鉴
了民间说书体以及话本小说的方式，站在一个说书
人的全能视角和采用说书体推演故事情节，其突出
特点是以“回”作为章节的分割点，每个章节结束与
开始之处均有引诗或引词作为连接，承上启下。究
其原因，章回体小说的故事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演绎
传奇，故事内容和结构宏大，为了避免结构和故事情
节混乱，需采用分回标目的方式，循序渐进进行阐
述。潮州歌册形成时期正逢章回小说发展的鼎盛时
期，因此，潮州歌册的创作方面受到章回小说的深刻
影响，其内容的阐述、情节的交代、视角的选择都有
章回小说的痕迹。

1. 取材的借鉴
潮州歌册的内容借用了章回体小说的内容，如

英雄传奇类。章回体小说深受历史文学的影响，题
材主要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类；潮州歌册受章回
小说的影响，直接借用和改编章回体小说，如《粉妆
楼》《五虎平西》《五美缘》《刘备招亲》《东汉刘秀》
等，都可以找到章回体小说影响的痕迹。历史演义
以及英雄传奇类故事符合大众的审美追求和精神寄
托，因此也引起了潮州歌册作者的重视。

2. 说书体叙事方式的选择
章回小说中多采用“说书体”的叙事方式，以故

事娱人为本位，注重故事情节的编撰与建构，成为一
定的创作模式和叙事规则，开头一般以回前诗概括
了主要内容，以“话说”“但见”“看官”“有诗为证”
展开议论，一个章节结束后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等字样给读者留下悬念。潮州歌册其叙
事方式与章回小说类似，以“卷”作为内容的分割线，
有时在歌册内容吟唱中也称为“本”。歌册的吟唱
者不能在短时间内讲完故事，因此在前一卷开头向
听众揭示主要内容，唤起听众的记忆，阐述完毕后以
套语结尾，如“候待下卷说知因”，吸引听众继续往

表 1   《方大人全歌》

卷一
清朝世界乱纷纷，道光传世咸丰君，现今古歌以落俗，听我仝头说话文。
既然城破官杀无，二人如何得走逃，未知主上何发落，事在二本细吟哦。

卷二
头本歌完二本陈，在此欲出方大人，带兵克复梧州府，招安大人一郑金。
金兵收兵入城池，吩咐城池谨守仓，方爷亦都回营去，事在三本再来持。

卷三
二本事毕笔且停，三本起笔再表明，川山二次私出阵，以致金刚气心胸。
郑金叫伊勿高声，我有一事呾知情，未知呾出是乜话，事在下本唱人听。

卷四
此卷开头无明确的套语

未表二人相议言，下文交锋再来谈，未知此战谁胜负，接唱五本知端详。

卷五
五本接唱□①人听，看到此个卓兴爷，前日贫穷个时际，与仝肖惜结弟兄。
一仝与我去头像，未知众将乜心中，大家看唱第六本，详细正来分说言。

卷六
六本再表郑大人，劝人归降顺天心，众将见主以被杀，并死亦都无进身。
大家接唱事就知，候我一一再造来，办乡之事实多端，潮州全仗方提台。

卷七
此卷开头无明确的套语

未知心爷一家人，岂会被毒性命亡，叫做行恶欲害人，必有他人暗算尔，第八本歌正知详。

卷八
七本歌文以完全，接唱八本人知端，害人终须害自己，仇报仇来冤抱冤。
万事都是天安排，瑞爷正有到只来，方爷仗势好使力，办案下本事便知。

① 注：□为缺字，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无法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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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听，以此形成一个个程式化的叙事方式。这不仅
在借鉴的章回小说题材的歌册中有所体现，以至于
后期本土题材的创作中也沿用和借鉴其模式，可见
说书体的叙事方式对潮州歌册的影响之大。如潮州
本土歌册《方大人全歌》（见表 1）。

从例录《方大人全歌》可以看出，潮州歌册在借
鉴章回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开头与结尾的
套语，基本上以四句韵文高度概括此卷内容，营造了
说书者全能视角，以高位置的视角俯视全局，把握故
事情节的开展和歌册的吟诵。

3. 白话语体的采用
白话语体的使用，使得潮州歌册内容通俗易懂，

迎合潮汕妇女儿童的认知要求。潮州歌册用于吟诵，
因此也有说书艺术的特征，表现为说书人的套话习
语在歌册中频频出现，在每一卷开头一般以“且说” 

“不说”“但见”“只见”“听罢”之类交代事情的来
龙去脉，将作者的情感蕴藏其中，结尾处以“候待下
卷说知因”“事在下本唱人听”等结束一卷的故事，
承上启下，引出下文。白话语体的使用给说书者以
及吟唱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在知识文化匮
乏的年代，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为下层普通民众提供

了精神食量与慰藉。

三、潮州歌册文本文学审美意义
潮州歌册从文本上来看拥有文学的诸多特质，

复杂的人物描写与情节处理，较大的文本容量与篇
幅。近年来其说唱功能式微，但其文本的研究尚存
在不足之处，因而，注重文本的文学审美价值的探究
是整理和保护歌册的重要途径。

（一）潮汕地域文化标本的保存意义
地域文化历史标本的作用。潮州歌册早期借鉴

外来的弹词、评话，传入潮汕地区后渐渐融合了当地
的语言和故事，形成一种颇具地域风格的说唱艺术，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曲本资料就不单单是用于吟
唱的歌册文本，更像是民间方言与文化的立体展现，
民间艺术审美智慧的物化表现。其中，取材于本地
民间故事的潮州歌册，为研究本地的历史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即便是非本地的歌册故事，也在改写的过
程中大量融入本地的风土民情，都具有很高的研究
价值。因此，研究歌册的版本以及渊源，也是探寻历
史、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重要途径，构成其社会价值
的重要方面。

从潮汕语言方言的保存方面来看，潮州歌册作
为一种珍贵的地方文献材料，一方面保存了潮汕地
区方言口语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那个时
代的用字特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潮州歌册的
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改编者在改写的过
程中，有意识地将俗字广泛用于歌册之中，极具地方

特色。同时，结合潮州方言的音韵和语法，融合民歌、
俗曲、秧歌等艺术特征，借鉴潮汕地区民间文学的艺
术成就，从而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看出文学在当
时对异域文学的借鉴。

（二）潮州歌册对读者的熏陶与教育
对于一个文学作品而言，读者的阅读与反馈是

其社会价值的最大体现。潮汕妇女是潮州歌册的主
要接受者，因此，作者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角色塑
造等方面都显示出了迎合妇女创作的倾向，如潮汕
本土民间传说与故事叙述、女性价值观的体现、女性
形象的塑造、女性巾帼英雄事迹刻画等，牢牢抓住了
潮汕妇女的审美趣味。潮汕妇女在学习与吟唱的过
程中，增长了常识，开阔了眼界；同时，纵观潮州歌
册的内容，仗义的英雄侠客、忠贞不屈的爱国志士、
勤勉贤惠的巾帼英雄、坚贞不渝的善良女子等，也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教育与引导作用。在
精神文化及教育资源缺乏的年代，潮州歌册不亚于
一剂精神安慰品，为终日奔忙于相夫教子、田园家室
的潮汕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让她们获得心灵
的满足。

歌册研究者刘文菊在对歌册文本进行解读时，
有感于歌册与潮汕女性的生命历程密切相关，因而
花费巨大精力建立“潮州歌册女性口述史”，“尝试
运用女性口述访谈的方法，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探寻
歌册的兴衰与女性生命史之间的联系，解析歌册独
特的女性文化特质” ［10］，对民间女歌手特别是年迈
歌手的人生经历和传唱歌册的心理历程进行记录与
整理，保护着岌岌可危的一手传唱资料。在她的调
查研究中，唱歌册的潮汕女性大多进入古稀之年，她
们的一生也与歌册密不可分，女性在婚前对歌册的
兴趣高，此时歌册对其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影响最
大；婚后则因肩负多种责任而不得已疏远歌册；中
老年时期又能得闲唱歌册，成为歌册传承的活化石。
可见，歌册对于潮汕女性的道德教化以及思想启蒙
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体现了“文以载道”的
美学观念以及社会价值。

“听曲艺的‘说唱’表演 , 对最广大的民众来说 , 
无异于跨进了增长知识、广开眼界、开启心智的‘课
堂’。这样 , 一方面使曲艺‘说唱’必然地处于一种
客观上的‘教育’地位；另一方面，千年来‘文以载
道’的古典美学观念，也投射到曲艺文学里，其表现
为对思想内容的注重，以及对社会所普遍推崇的思
想观念及道德准则的张扬。” ［11］

（三）潮州歌册文本对文学的传承意义
潮州歌册作为大文学范畴内的一个分支，它的

传承本身就是对文学的继承。潮州歌册在最终成型
之前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文化旅行。

潮州歌册的内容与形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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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众多文学形式，如章回小说、话本小说、弹词、木鱼
书、民间传说或历史事件，还有受本地民间故事和戏
曲元素的影响，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说唱体系。题
材除了直接移植外来唱本及故事外，还将本地区的
民间故事纳入其中，形成本土题材。由此看出，潮州
歌册的题材来源丰富繁杂，绝大多数题材来源于文
学文本，包括历史故事、古代小说、戏剧、神话故事、
民间传说等。潮州歌册取材于中国传统的文学，继
续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其作用，它的传唱与传播是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总而言之，取材于本地民间故事的潮州歌册，
是潮汕地区本土说唱文学的代表作品，在研究本地
历史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借鉴于非本地题材的歌
册，在改编的过程中渗透了作者的审美趣味与本地
的风土人情，充分表达了潮汕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行
善积德、尽忠职守、勤奋刻苦的主题，继承和发扬了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这些题材表现出歌册的来源、形式演变、发展和内容
的广泛，反映出潮州歌册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与其
他文艺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潮州歌册作为
一种大范畴内的说唱文学对文学本体的传承。

四、结 语
潮州歌册的文本创造基于创作者的审美认知，

这种地方文学体现了作者个体精神的诉求以及自我
独创性的审美体验；同时，潮州歌册的诵唱者多为
乡间妇女，在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歌册的阅读与欣
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其识字、认知、情感寄托等多
项需求，拓宽了她们的眼界，提升了审美水平，塑造
了她们的审美品质。这也是潮州歌册这种说唱文学
所产生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对于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潮州歌册在很多场合
明显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速度与现状，对于歌册的
研究，往往以“不合时宜”来否定其价值，冷置后束

之高阁，后少有人目睹其“风姿”，从而对歌册的发
展造成“二次伤害”。其实，当潮州歌册的说唱模式
脱离主流审美趣味时，文艺工作者和批评者认真对
照和检查其是否疏离了变化发展的现实社会和大众
审美关系，加强对歌册文本的收集与保护，引导读者
注重挖掘思想深度和审美体验、潮州歌册文本对潮
汕地域文化标本的保存意义、对读者的熏陶与教育
意义以及对文学本体的传承意义，力争研究更加符
合人们的价值取向，让文学贴近底层生活的妙谛，使
得潮州歌册这种口头文学重新绽放光彩；同时，加
强潮州歌册文本价值体系的研究，以此稀释甚至是
消解潮州歌册说唱功能衰颓所带来的影响，尽最大
程度保护好此项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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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Literary Aesthetics of Chaozhou Song Albums

XIAO Huiqing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Guangzhou 510004, China)

Abstract: Chaozhou song album is a long narrative poem sung in Chaoshan dialect. However,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the song album cannot hide  its decline  in  terms of  its singing and performance, and this ancient  folk art  is  in danger 

of extinction. For the study of Chaozhou song album,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new ideas and perspectives. Analyzing the 

literary properties and text aesthetics of the songbooks based on the text is an aspect worthy of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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