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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声串起来的婚礼
——潮州青娘歌概述

陈 楠

摘  要：潮州青娘歌，是潮州歌册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本文通过对青娘歌的调研，探讨青娘歌的发展

与现状，研究青娘歌的文学与艺术特点，展现青娘歌作为潮州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一部分，有其历史发展的价

值，以及现今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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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化这个大家庭中，有一支优秀的地域性文

化，叫“潮州文化”，饶宗颐先生称它是“潮州学”。潮

州民谣、潮州歌册就是潮州文化中的一朵小花。潮州人

爱唱歌，还在襁褓中就听着祖母、母亲唱歌。各种各样

的歌谣充斥着潮人生活，特别是父辈们在我们儿时的启

蒙歌谣，到现在都还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一、潮州青娘歌简介

（一）潮州歌册简介

潮州歌册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文学，是一种叙事

长歌，承袭我国古代诗歌的特点，以七字为一句，四句

为一节，第 1、2、4 句押平韵，第三句自由，一般是落

仄声，作为转折。以歌唱的形式讲述历史故事，起码几

十节，甚至几百节，连篇累牍，人们叫它歌册。音韵整齐，

以潮州方言演唱、通俗顺口，具有强烈的音乐性。它没

有固定的曲牌、旋律，而是依字行腔，不用伴奏。由于

故事的生动性和诗歌强烈的音乐性，加上演唱者的演唱

技巧，很受群众欢迎，特别流行于妇女中间。演唱者都

是女人，听者也多是女人，因此，潮州歌册是一种妇女

文化。过去，凡有女人聚集的地方就有歌册，不用舞台，

只靠一张凳子。

潮州人遍布世界，每一处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有潮州歌谣、潮州歌册。人们唱着潮歌去下田，去上学，

唱着潮歌去过番（下南洋），特别是妇女们，更爱听潮歌。

村头巷尾、公园凉亭，平时都有人在唱歌册。这种用潮

州话写成的长篇故事说唱形式，生动的故事内容、动听

的歌声吸引着周围每一个人。

（二）潮州青娘歌简介

1、潮州青娘歌的定义

“潮汕人的礼教和宗族观念比较浓厚，表现在婚嫁

方面，除了旧社会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明媒正娶’

等等封建伦理观念之外，反映在结婚仪式上的隆重与繁

琐。在结婚时要请伴娘（亦称青娘（母），一般由媒人

担任）‘做四句’。伴娘实际上是婚礼的司仪，引导婚礼

进行，该做哪一项礼节，由伴娘安排，伴娘‘做四句’，

把礼仪的内容，用祝福、赞美、吉祥的词句诵唱，俗

称‘呾雅话’。这就是《伴娘歌》亦称青娘歌。从新娘

出嫁前在娘家拜别爹娘姐妹、到进新郎家门‘拜司命’、

行礼、入洞房以及让新娘熟悉以后要处理的家务等等共

二十二段。”[1]

2、潮州青娘歌的历史

“潮州歌册作为潮州妇女的一种特有文化，在妇女

中占有极高的地位。”[2] 就是因为它是女子文化，“以往

被视为下等文化，根本不可能入史、入册。”[2] 青娘歌

始于何时，无资料可考。这请“青娘”的习俗可能受畲

族的影响。潮州是畲族的发源地。据潮州畲族研究专家

雷楠、石中坚著的《畲族祖地文化新探》关于畲族婚俗

的叙述——“新娘进门后，要在婆家请来的‘青娘’陪

伴下，与新浪吃‘合房圆’进洞房，上厅给长辈端茶行

DOI:10.19340/j.cnki.hhzs.2022.20.043



17

SONG OF YELLOW RIVER 2022/ 20

礼等，青娘应在旁‘做四句’。”这就与汉族人的风俗吻合。

3、青娘歌的现状。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生活需

求的不同，青娘歌已十分罕见，特别在城市中。人们大

都喜欢现代化的婚礼，去除原有繁复的旧式礼仪。然而，

由于传统的婚礼并非完全无可取之处，那繁复的程式中

包含着对新婚夫妇的祝福、期待以及公婆有福、夫和妇

顺、多子多孙等吉祥句子，敦睦邻里、建立和谐家庭方

面的教育也有一定意义。所以在目前农村中它还流行着。

这青娘通常是由伶牙俐齿、且善于应付的中年妇女

担当。由于青娘的歌声甜美，语言生动而吸引了众位宾

客，成为婚礼中的另一主角。许多人前来出席，与其说

是看新娘，不如说是来看青娘的风采。她的演唱成为婚

礼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上世纪末在全国广泛搜集整理民歌时，当时在潮州

市文化馆工作的陈焕钧老师发现了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

古一村村民陈燕娜及其媳妇陈喜梅，携同徒弟若干人，

活跃于周边农村之中为村民的婚礼当伴娘。于是，陈老

师请她唱了全套青娘歌，并录音保存下来。经记词、记

谱整理后，整套《伴娘歌》现已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等部门主

办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这说明青娘歌还

有它存在的市场空间，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淘汰。

二、青娘歌的内容：从婚礼仪式程序上，共有两部

分二十二节

（一）出嫁前：1 在家吃姐妹桌；2 新娘上轿；3 合围

腰；4拜别爹娘

（二）新娘出门：1 接榕；2 跨烟火；3 接灯；4 接镜；

5 解缚腰；6 食入房丸喝交杯酒；7 出客厅；8 拜司命；9

公爹插花；10 夫妻对拜；11 开三牲；12 敬酒；13 敬茶；

14 牵被角；15 捞潘缸；16 进灶间；17 煞井；18 献元宝。

其中，第二部分是新娘来到新家庭，青娘向新娘介

绍新环境、新成员，包括成为人妻的规矩。1接榕的“榕”，

潮州人叫榕树为成树，取起“成”音与意义。新娘出嫁

的嫁妆中必有一支榕枝。榕枝由新娘的弟弟拿，叫“细

舅擎成”，寓意亲事已成，新娘入门添丁，因此叫“丁榕”。

还有一个布袋，内装有一株青草，意为新娘是结发妻子，

潮人指第一任妻子为草头。袋内还有一把种子，意为新

娘来后会开花、结果，生子生孙。在新娘入门时首先就

将这些东西送到新郎手中。

9 公爹插花：家公与新娘的正式见面并插花以表

祝福。

15 捞潘缸：过去家中有存淘米水、剩饭剩菜的缸，

用以喂猪。让新娘搅潘缸这一形式意为会发家、勤劳致

富。“潘”潮音“奔”

17 煞井：拜井神的意思，因为井是生活之源。

婚礼整个过程一般是一整天。这 22 个环节，本是

简单无味的动作。司仪者一呼，行礼者一应也就了之。

但潮汕地区这婚礼中，青娘就把它们用歌声串起来。根

据每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少则一首，多则若干首，使婚

礼场面显得生动活泼，有生气。在夫家，除上述礼仪外，

中间宴客、闹洞房占了不小一部分时间。而在这礼仪外

的节目中，更是显示了青娘的才能，既要合乎礼节，又

要应付宾客看新娘时，戏弄新娘有时也戏弄青娘。这是，

青娘要很巧妙地保护新娘，为新娘解围，做得有理有礼

有节，让大家皆大欢喜。这个过程应是婚礼的高潮。

例：公爹插花

阿爹来插花、好花插在娘青丝，夫唱妇随同心腹，

生有儿孙学文诗。

插白插雅雅，来年抱孙仔，插斜斜，一年更比一年赢。

像这样插花一个简单动作，让青娘母加上一串吉言，

让大家称心满意，也让婚礼显得和谐温馨。

据笔者父亲回忆，他儿时曾随祖母到城内一娶新娘

的亲戚家中。青娘人称“十亩姨”。十亩姨长相十分秀气，

声音很好听。由于她精彩的表演，导致她带新娘走到哪

里，宾客就跟到哪里，都要听她唱歌，煞是热闹。

在旧时的潮汕婚礼中，不只青娘一个人在唱“四句”，

看新娘的宾客有时兴起，也“做四句”。虽然同样是吉

祥话，加在他们身上的“规矩”要少些，往往多一些风

趣的调侃。如：

正月是新春，新娘到家门。家门年年平安顺，喜得

贵子与兰孙。新娘头戴文明花，眉清目秀美如画，今日

夫妻拜天地，明年抱个有蒂瓜。新娘生来雅咯雅，双生

二个大逗仔，一个饲大去打铁，一个饲大去补鼎。

这些宾客的四句，补充了青娘认真严肃的不足。在

吉祥话中加上了趣味性和娱乐性，更加贴近平民百姓。

用现今的话叫互动，使现场更加热烈、活跃，亦笑亦闹，

庄谐杂作。当然，这是在旧社会中产生的礼仪，它迎合

着人们的需求。太多的吉祥话，万变不离其宗，久而久

之就变成套话，没有文采，也无新意。但对于男女双方，

主宾和宾客而言，图的是欢喜、热闹，也没有谁会去计

较。纵使有评论，也就是青娘的水平。所以能当青娘的人，

必定是头脑灵活、口齿伶俐，且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的



18

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理论

人，方能应对万变，掌控全场，使婚礼圆满成功。

三、青娘歌的特点

（一）青娘歌的文学性。青娘歌是一种仪式歌，脱

胎于潮州歌册，但却与潮州歌册有区别。潮州歌册是一

种用潮州方言写作的长篇叙事唱本，是文人创作。严格

说属于曲艺范畴。伴娘歌不是叙事，没有人物形象的刻

画和丰富的内容。它是一种口头文学，婚礼的若干环节

是民间的约定俗成，没有变化。但每一节的内容则是青

娘在操作过程中随口唱出，即兴性强。

比如，《敬酒》，也有不一样的祝语。

甜汤舀起甜呢呢，天生一对好夫妻。夫唱妇随同心

腹，生有儿孙盖潮州。

虾今夹起是鸳鸯，夫妻相惜相告量。进到贵府享大

福，儿孙满堂盖通乡。

因为是新婚大喜日子，青娘歌从始至终，基本是祝

颂吉祥的话。另一方面，青娘歌是借这个过程，对新娘

进行一番入门规矩教育，所谓寓教于乐。青娘在婚礼过

程中见机行事。例如：《在家食姐妹桌》：珍馐百味饱到

周，老身教娘亦欲贤。尊大敬细圣贤理，人人呵硇恁外

家头。《拜别爹娘》：拜别爹娘就起离，女儿出阁你便知机。

爹娘有话对你说，孝敬公妈有礼仪。《敬酒》：就凭抱起

亮又雅，爹妈随呾俺随听。做人个媳妇着行孝，夫妻相

惜相告量。《煞井》：新娘牵出在房中，井边掼水先问人。

世情行企都一样，如会问错无相干。

青娘善于引用人们熟悉的典故，既典雅又让听者通

俗易懂，让大家听了心满意足，主客同嘉。例如：《接榕》：

丁榕布袋一大包，好像蒙上赴彩楼。考诗考对随口出，

玉人绣球将你抛。这青娘把接榕比喻为玉人所抛的绣球，

以历史故事中吕蒙飞赴彩楼，喜接绣球终成佳偶这好事

例一语中的直接点出了主题。

（二）青娘歌的音乐特点。

1、体裁结构。青娘歌与潮州歌册一样，都是以七

字一句，四句一节，每节一韵，换节时可以连韵或换韵，

以平声韵为主。因为每节都是四句，所以叫它“做四句”，

每个四句都是祝福、赞美的话，有时人家家里办好事，

为求吉利，就请来老辈或有名望的人来“做四句”。

2、旋律特点

（1）调式。青娘歌，是徒歌，没有固定的旋律曲调，

基本上是依字行腔。虽然没有固定的旋律曲调，但由于

歌词本身在节奏、韵律方面就带有强烈的音乐性。因此，

即使是依字行腔，诵唱起来也就是一首歌。纵观已有的

曲调，基本上都是以五声音阶为基础，或是以“5、2、2、

6”的旋律线，或是下行四度的“2、6
4

、6
4

、2”其实这

两者之间是同一调式的转调。（见谱例 2和 4）由于它本

身受潮州民谣的熏陶，每节四句之间的起、承、转、合

就跟中国民歌一样，有严格的要求。其音调抑扬顿挫分

明，承袭着我国古诗词的传统，有韵有律。再加上演唱

技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般一、二、四句都要押韵，

虽然过节可以转韵，但基本的规律没有变。

潮州方言的八个声调，听起来音韵较平。因此用

潮州方言歌，曲调一般比较平和柔顺。基本没有超过四

度的大跳。从潮州音乐的角度看，婚礼进程各段内容的

不同，出现多种调式的曲调。最多的是潮州音乐的轻六

调，以 1、2、3、5、6为主要旋律音，落音以 5、2为主，

并且多数落在 2上。如《接榕》、《接灯》、《出客厅》等。

（见谱例 1）

谱例 1：

重六调，以 1、2、4、5、6为旋律音，3只作经过音，

5和 2依然是骨干音，结束在 2上。这个调式出现在《拜

司命》中。（见谱例 2）

反线调，特别强调以 6
4

、4 两音，4 具有以变为宫

的意义。与教科书上的转调概念不一样，却有它独特的

一番味道。（见谱例 3）

但由于青娘歌所应用的场合是喜庆、热闹场面，用

韵多用开口音，使曲调上扬。如：谱例 1，其句末“中

dang1”、“双 sang1”、“王 uang5”都是押韵 ang。又如：

谱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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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2：

谱例 3：

谱例 4：

这里的“厅 tian1”、“佳 gia1”、“京 gian1”在潮

州方言中都是押韵 ia。潮人称之“合粘念”，平仄有讲究。

一、二、四句末押韵，听起来富有音乐性，这是潮州民

谣共有的特色。这些曲调，与潮州民歌、潮州歌册都是

同出一辙，由潮州方言所产生。

（2）节奏。节奏方面，由于受潮州歌册说唱体的影响，

一样是七字一句，于是形成 2+2+3 的节奏。只有少数五

字句或三字句才有了点变化。每一节末尾尾音可做适当

的延长（见谱例 1、4），总体上，节奏比较单一，略显

呆板。

结 语

青娘歌在浩瀚的潮州文化大花园中，它仅仅是一朵

小花，用歌声贯穿婚礼的全过程，是一种潮州音乐历史

的突破、创新。

有人指出了它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因为它是产生

于旧社会，是人们旧观念、旧意识的产物，是时代的烙

印。时至今天，除了如“做公卿”、“护帝京”、“七子八

婿”之类带些老色彩的话，其他如“生贵子”、“赴春闱”、

“夫唱妇随”、“生有儿孙学文诗”之类的话，至今仍符

合着人们的意愿。现代的婚礼上最常见的不是“百年偕

老”、“早生贵子”这些话吗？它确实百听不厌的话。当然，

凡事都要与时俱进。婚礼的程序可以改进。至于祝颂的

内容，正好因为它即兴性强，人们可以结合社会环境创

作出更有时代精神而又符合人们心理的词句来，大可不

必拘泥于旧圈圈。青娘歌之所以能经历这么长的时间考

验，今天还占据着它的阵地、受人欢迎，正是它的内容

与形式，与人们的需求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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