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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部分男人也爱唱。唱歌册的地点有庭院厅堂、街头

巷尾或小广场。一人唱，众人围着听，或编织渔网边听，

有时唱到三更半夜。人们称“铜山娘仔能唱歌”。[2]638 可

见当时传唱范围之广，传唱歌册俨然已成为一种与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的休闲活动。

在铜亭社区调查中，老歌手普遍不识字，年龄从 70

岁到 85 岁，问及如何学习歌册，老歌手普遍反映，几个

“姿娘仔”聚在一起，你识字就你来教我们，你唱我们学，

有人在唱我们就照着歌册看，大家经常唱歌册，也都从

歌册里学会了识字，学会看，学会写。

东山歌册作为一种民间文学，其本身具有集体性、

口头性、传承性等特点。而民间文学的传承性，从远古

时期就已形成，几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地进行口头创作，

逐渐根据本民族口头语言、音节、语调、语法结构、修

辞特点，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4]31

传承人在民间文学的传播中扮演极为关键性的角

色，从历史发展来看，许多民间传说、历史故事都是通

过传承人的反复吟诵流传开来，甚至有些故事还传播到

海外，可见传承人在民间文学传播中的重要性。从 2019

年开始，笔者陆续通过录制访谈的形式对东山歌册传承

人展开调查，目前福建东山歌册传承人包括国家级、省

级、市级在内，共有 6 人 ( 表 1）。

结合实际调研结果， 我们将传承人的基本情况归纳

为以下几点 ：

（一）从性别上看，东山歌册传承人以女性为主，目

前的 6 位传承人中，仅有 1 位男性。

（二）从年龄结构上看，在该传承人群中，80 岁以上

1 人，70-80 岁之间 3 人，50-60 岁之间 2 人，缺少年轻

传承人。传承人队伍年龄偏大，传承人队伍建设机制不

够健全。

（三）从职业构成来看，6 位传承人除了1 位普通社

区村民外，其余传承人的职位为图书馆、文化馆、社区

工作人员、公司职员等，这些传承人在退休之后大部分

仍不余遗力地从事推广东山歌册的活动。

（四）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几乎每个传承人都受过学

校教育，但学历水平普遍较低，6 个传承人中，有 3 个

小学学历，2 个中学学历，1 个大专学历。

（五）根据调查，除了蔡婉香、黄春慧、张丽卿、谢

溪添 4 位传承人仍然活跃在推广东山歌册活动中，另外

2 位传承人参与度较低。

上述整体上对传承人的构成做了简要分析，可发现

传承人群体数量较低、老龄化严重、年龄结构较不合理、

梯队建设不健全等问题。

二、东山歌册代表性传承人及其传承活动

目前东山歌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蔡婉香和黄春

慧，其中蔡婉香更具代表性。蔡婉香 1941 年出生在铜

陵镇的一个艺术之家，家中有 12 个兄弟姐妹，排行老

九的她，从小就受祖母、母亲、姐姐们唱歌册的影响，

加上自己嗓音条件较好，其 6 岁就能唱歌册，8 岁能上

台演出。蔡婉香唱歌册有其独特的韵味，能够生动地通

过韵律，再现每一个故事情节。在演唱过程中，扮演多

个角色，能够根据故事情节的变化，调整语调语速，在

唱歌册的时候能够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情节中，将自我

的情感融入到故事中。比如在唱到杨将名将惧阵亡，声

音比较低沉失落，尾韵拉的较长，语速随着情节的变化

而变化，让听者也为剧中的人物而共鸣。

真宗传位宋仁宗，满朝文武都尽忠，九王八侯尽年迈，

第一文臣是包公。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职业 学历 传承级别 备注
蔡婉香 女 1941.01 福建东山 县食品公司职工 小学 国家级 退休
黄春慧 女 1962.12 福建东山 县图书馆馆员 大专 国家级 退休
张丽卿 女 1948.02 福建东山 码头社区工作人员 小学 省级 退休
谢溪添 男 1942.10 福建东山 县文化馆馆员 中学 省级 退休
孙志娟 女 1946.04 福建东山 县图书馆助理馆员 中学 市级 退休
林玉珠 女 1961.06 福建东山 铜亭社区工作人员 小学 市级 退休

表 1  福建东山歌册传承人基本资料（截至 2021 年 5 月）

（注 ：已故传承人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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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歌册是以闽南话为演唱语言，以传统册子为记

录文本，结合“观姑调”（1）等独特唱腔的民间曲艺形式。[1]3

其形成时间有多种说法，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产生于

明朝，根据《东山县志》记载，“明代潮州歌册传入铜山，

经过历代传唱，逐步形成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歌册。

东山歌册通俗易懂，故事性强，音韵顺口，曲调简单。

其文体属于长篇叙事诗，有七言句、五言句、三三七字句、

三三五字句、三三四字句。唱本有 《万花楼》《罗通扫北》

《双白燕》《崔鸣凤》《陈世美》《玉楼春》《凤娇探李旦》

等传统唱本一百多部。”[2]638

明朝时期，歌册已经有所发展。福建省东山乡贤黄

道周在京为官时，就曾说过：“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

渔妇织网，皆能咏唱歌诗”。[3]97 这“歌诗”便是东山歌册。

东山歌册由潮汕传入东山岛后，原来“潮州歌册”的称谓，

本称为“东山歌册”又名府城歌、七字歌、“潮州歌文”，

还有“闽南语歌仔册”“闽南语歌册”“歌仔簿”等名称，

成为流传于闽南东山一带的曲艺曲种。[1]7 2006 年，东山

歌册进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东

山又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保护东山歌

册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自 2019 年以来，笔者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收集到

东山歌册 20 余册，长篇歌册 2 部。值得注意的是，从

2006 年福建东山歌册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来，至今东山还有多人会唱上百首歌册，而这些传唱

者当中，以老年人为主，且年龄跨度极大，从 50 多岁到

80 多岁。笔者以东山歌册传承人为研究对象，探讨福

建东山歌册传承的部分面貌。

一、东山歌册传承人群体映像

东山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为福建省漳州市辖县，

东临台湾海峡，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明洪武二十年（1387），

东山置铜山守御千户所（范围主要是现在的铜陵镇）。

在调查传承人时，我们发现东山歌册的传承人几

乎清一色的为女性，这与渔业作为当地主要的支柱产

业和旧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有关。渔业因为工作粗重

需要耗费较大的体力，再加上需要掌握捕鱼技术、海

上作业风险较大等，所以“讨海”工作往往由男性担当；

至于织网因工作简单且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力气，而且

需要有耐性的人，一般由女性担任。所以岛上的男人多

以“讨海”为生，女性则经常围坐一起，一边织网，一

边聆听歌册。

旧时的东山妇女，因社会条件和家族家规的限制，

女子甚至还要缠小脚，她们轻易不外出抛头露面，一生

操劳农务，也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她们或三五成群地聚

在一起织网，或妯娌之间一块互访，边听歌册边学歌册，

妇女们通过听歌册、唱歌册去了解社会、认识历史。据 《东

山县志》记载，铜山历来不分老妪、少妇，都喜欢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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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部分男人也爱唱。唱歌册的地点有庭院厅堂、街头

巷尾或小广场。一人唱，众人围着听，或编织渔网边听，

有时唱到三更半夜。人们称“铜山娘仔能唱歌”。[2]638 可

见当时传唱范围之广，传唱歌册俨然已成为一种与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的休闲活动。

在铜亭社区调查中，老歌手普遍不识字，年龄从 70

岁到 85 岁，问及如何学习歌册，老歌手普遍反映，几个

“姿娘仔”聚在一起，你识字就你来教我们，你唱我们学，

有人在唱我们就照着歌册看，大家经常唱歌册，也都从

歌册里学会了识字，学会看，学会写。

东山歌册作为一种民间文学，其本身具有集体性、

口头性、传承性等特点。而民间文学的传承性，从远古

时期就已形成，几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地进行口头创作，

逐渐根据本民族口头语言、音节、语调、语法结构、修

辞特点，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4]31

传承人在民间文学的传播中扮演极为关键性的角

色，从历史发展来看，许多民间传说、历史故事都是通

过传承人的反复吟诵流传开来，甚至有些故事还传播到

海外，可见传承人在民间文学传播中的重要性。从 2019

年开始，笔者陆续通过录制访谈的形式对东山歌册传承

人展开调查，目前福建东山歌册传承人包括国家级、省

级、市级在内，共有 6 人 ( 表 1）。

结合实际调研结果， 我们将传承人的基本情况归纳

为以下几点 ：

（一）从性别上看，东山歌册传承人以女性为主，目

前的 6 位传承人中，仅有 1 位男性。

（二）从年龄结构上看，在该传承人群中，80 岁以上

1 人，70-80 岁之间 3 人，50-60 岁之间 2 人，缺少年轻

传承人。传承人队伍年龄偏大，传承人队伍建设机制不

够健全。

（三）从职业构成来看，6 位传承人除了1 位普通社

区村民外，其余传承人的职位为图书馆、文化馆、社区

工作人员、公司职员等，这些传承人在退休之后大部分

仍不余遗力地从事推广东山歌册的活动。

（四）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几乎每个传承人都受过学

校教育，但学历水平普遍较低，6 个传承人中，有 3 个

小学学历，2 个中学学历，1 个大专学历。

（五）根据调查，除了蔡婉香、黄春慧、张丽卿、谢

溪添 4 位传承人仍然活跃在推广东山歌册活动中，另外

2 位传承人参与度较低。

上述整体上对传承人的构成做了简要分析，可发现

传承人群体数量较低、老龄化严重、年龄结构较不合理、

梯队建设不健全等问题。

二、东山歌册代表性传承人及其传承活动

目前东山歌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蔡婉香和黄春

慧，其中蔡婉香更具代表性。蔡婉香 1941 年出生在铜

陵镇的一个艺术之家，家中有 12 个兄弟姐妹，排行老

九的她，从小就受祖母、母亲、姐姐们唱歌册的影响，

加上自己嗓音条件较好，其 6 岁就能唱歌册，8 岁能上

台演出。蔡婉香唱歌册有其独特的韵味，能够生动地通

过韵律，再现每一个故事情节。在演唱过程中，扮演多

个角色，能够根据故事情节的变化，调整语调语速，在

唱歌册的时候能够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情节中，将自我

的情感融入到故事中。比如在唱到杨将名将惧阵亡，声

音比较低沉失落，尾韵拉的较长，语速随着情节的变化

而变化，让听者也为剧中的人物而共鸣。

真宗传位宋仁宗，满朝文武都尽忠，九王八侯尽年迈，

第一文臣是包公。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职业 学历 传承级别 备注
蔡婉香 女 1941.01 福建东山 县食品公司职工 小学 国家级 退休
黄春慧 女 1962.12 福建东山 县图书馆馆员 大专 国家级 退休
张丽卿 女 1948.02 福建东山 码头社区工作人员 小学 省级 退休
谢溪添 男 1942.10 福建东山 县文化馆馆员 中学 省级 退休
孙志娟 女 1946.04 福建东山 县图书馆助理馆员 中学 市级 退休
林玉珠 女 1961.06 福建东山 铜亭社区工作人员 小学 市级 退休

表 1  福建东山歌册传承人基本资料（截至 2021 年 5 月）

（注 ：已故传承人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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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福建东山歌册于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 , 近年来东山歌册

却遭遇了种种传承困境 , 面临断代的危机。本文将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 以传承人为研究对象对东

山歌册传承人进行口述访谈，并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东山歌册的传承方式、传承现状及传承困境等

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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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歌册是以闽南话为演唱语言，以传统册子为记

录文本，结合“观姑调”（1）等独特唱腔的民间曲艺形式。[1]3

其形成时间有多种说法，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产生于

明朝，根据《东山县志》记载，“明代潮州歌册传入铜山，

经过历代传唱，逐步形成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歌册。

东山歌册通俗易懂，故事性强，音韵顺口，曲调简单。

其文体属于长篇叙事诗，有七言句、五言句、三三七字句、

三三五字句、三三四字句。唱本有 《万花楼》《罗通扫北》

《双白燕》《崔鸣凤》《陈世美》《玉楼春》《凤娇探李旦》

等传统唱本一百多部。”[2]638

明朝时期，歌册已经有所发展。福建省东山乡贤黄

道周在京为官时，就曾说过：“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

渔妇织网，皆能咏唱歌诗”。[3]97 这“歌诗”便是东山歌册。

东山歌册由潮汕传入东山岛后，原来“潮州歌册”的称谓，

本称为“东山歌册”又名府城歌、七字歌、“潮州歌文”，

还有“闽南语歌仔册”“闽南语歌册”“歌仔簿”等名称，

成为流传于闽南东山一带的曲艺曲种。[1]7 2006 年，东山

歌册进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东

山又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保护东山歌

册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自 2019 年以来，笔者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收集到

东山歌册 20 余册，长篇歌册 2 部。值得注意的是，从

2006 年福建东山歌册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来，至今东山还有多人会唱上百首歌册，而这些传唱

者当中，以老年人为主，且年龄跨度极大，从 50 多岁到

80 多岁。笔者以东山歌册传承人为研究对象，探讨福

建东山歌册传承的部分面貌。

一、东山歌册传承人群体映像

东山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为福建省漳州市辖县，

东临台湾海峡，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明洪武二十年（1387），

东山置铜山守御千户所（范围主要是现在的铜陵镇）。

在调查传承人时，我们发现东山歌册的传承人几

乎清一色的为女性，这与渔业作为当地主要的支柱产

业和旧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有关。渔业因为工作粗重

需要耗费较大的体力，再加上需要掌握捕鱼技术、海

上作业风险较大等，所以“讨海”工作往往由男性担当；

至于织网因工作简单且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力气，而且

需要有耐性的人，一般由女性担任。所以岛上的男人多

以“讨海”为生，女性则经常围坐一起，一边织网，一

边聆听歌册。

旧时的东山妇女，因社会条件和家族家规的限制，

女子甚至还要缠小脚，她们轻易不外出抛头露面，一生

操劳农务，也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她们或三五成群地聚

在一起织网，或妯娌之间一块互访，边听歌册边学歌册，

妇女们通过听歌册、唱歌册去了解社会、认识历史。据 《东

山县志》记载，铜山历来不分老妪、少妇，都喜欢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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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重伦理，被价值理性所主导的‘物’。在不同意义上，

包括艺术在内的人们创造和使用的‘物’都承载着群体

的世界观、技艺、知识、价值、伦理、美感、交往方式，

并与相应人群不可分割。” [5]42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

化，各种新型娱乐形式逐渐兴起。新的娱乐方式逐渐取

代演唱歌册，成为主流，也是造成短暂中断的一个原因。

（三）传承人个人生活因素影响

根据调查，每个传承人都有一段或短或长的传唱停

止时期，主要与其家庭环境有关，而在女性传承人身上

表现得更为明显。女性传承人结婚成家后，既要扮演人

妇又要扮演人母的角色，还要操心家里事情，生活顿时

变得异常忙碌和沉重，没有像之前那样闲情逸致的唱歌，

即使三五姐妹聚在一起，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场面。

综上所述，传统传唱环境的逐渐消失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从传承人年龄结构可知，最

后一批传承歌册的传承人为 60 年代出生，也就是说在

当时 60 岁以下的人已经逐渐没有可供学习歌册的环境。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电子媒体逐渐兴起 ，娱乐形态

的转变，流行歌曲逐渐取代东山歌册，加上传承人个人

家庭生活影响，东山歌册一度退出历史舞台。由此可知，

东山歌册传承的中断大致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至

改革开放初期，这跟我们调查到的结果大致吻合，我们

所发现的传承人年龄一般都在 60 岁以上，而 60 岁以下

会唱东山歌册的较少，换句话说，东山歌册的传承到了

60 岁这一代已经产生了断层。

四、东山歌册传承发展的新局面

东山歌册历史悠久，生命力强，与传统社会相依存，

满足了生活在海岛人们的闲暇需求，虽然在传承过程中

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但从 2006 年东山歌册评上国家

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在政府文化部门、传承

人、民间文化保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歌册的传唱活

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启动歌册抢救及新歌册创作工程

根据笔者调查，自 2006 年东山歌册申请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后，当地政府、文化部门也持续发力，推进东

山歌册的抢救活动，根据东山歌册保护中心负责人介绍，

东山歌册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工程在文化部非遗司、国

家图书馆的支持下，从 2017 年至今已基本完成全部工序。

在创作方面，文化馆也组织一批歌册创作者创作

歌册，题材也开始紧贴人民生活，比如沈舜友的《玉

二妈传奇》《黄道周》，谢溪添的《寡妇村的歌》，东山

县图书馆主编的《道德·楷模》《人口·计生》《祖训·家

风》等。

从保护现状来看，当地政府文化部门采取了一系列

有效措施来促进东山歌册的传承保护，但传承人年龄

老化严重，队伍建设不健全等影响了传承工作的开展，

因此东山歌册如何传承还是需要回归到培养年轻传承

人中去。

（二）传承人积极传帮带

东山歌册的再度兴起，与传承人的积极教唱有密切

的关系。当地政府以传承人为核心，推动歌册进校园活

动，近年来与东山县实验小学、康美中心小学、铜陵中

心小学、西埔小学共建歌册实践基地。调查显示除铜陵

社区外，其他的社区也相应建立传习中心的模式，传承

人定期下到各个传习中心教唱歌册。比如黄春慧不仅擅

长表演歌册，还擅长创作歌册，作为传承人，积极组织

召开“三八”妇女节歌册座谈会，到各个传习中心、各

个中小学教唱歌册，此外春慧作为较年轻的歌手，还积

极向蔡婉香等老歌手学习唱歌册。她曾说要为东山歌册

的“东山再起”尽一份力，退休后，依然活跃于歌册推

广的第一线。

（三）新传唱环境的出现

当地政府以社区为单位，成立了10 个东山歌册传习

中心，并推动歌册重新出现在现实中的各个角落，包括：

社区、学校、古厝、传习中心等。在这些不同的场域，

人们除了能得到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感之外，还能满足

传承人情感方面的需求。

调查显示，目前福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共有 10 个 

（表 2），影响最大的传习中心是铜陵镇铜亭社区。自

2006 年东山歌册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铜亭社区充

分利用社区办公场所，为老歌手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

武将已来杨家人，杨家名将惧阵亡，如今算是狄元帅，

账下虎将有四员。

镇守三关防西辽，威风不敢欺天朝，五虎英雄人莫敌，

名扬四海万里遥。

——《新造五虎平西珍珠旗卷之一》（2）

在东山歌册的保护和传承上，蔡婉香不遗余力，她

的传承方式主要是以点、线、面结合，即使已经 81 岁高

龄，仍积极配合文化部门、高校团体、研究机构录制歌

册音频，并且积极带领年轻歌手学习、推广和保护歌册。

3 月 28 日，广东的一个非遗文化公司赴东山岛录制《珊

瑚宝——杨大贵》，蔡婉香连唱了三天三夜。

另一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春慧，1962 年出生，

可算是较年轻的传承人，文化程度也较高，不仅能唱歌

册，而且还能创作新编歌册，近年来也陆续创作了《一

代完人黄道周》《忠臣家风——陈士奇》《两笼孝子的故

事》等歌册。黄春慧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也多次向民间

征集古本歌册，退休后仍致力于歌册的推广保护，多次

到小学教唱歌册，在民间推广歌册。

还有两位省级传承人——谢溪添和张丽卿。谢溪添

作为唯一的男性传承人，曾任东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师

从祖母、母亲、姐姐三代，谢溪添擅长方言曲艺，退休

后也致力于歌册的创作，近年来创作了《寡妇村的歌》《记

家风建家风》等歌册。张丽卿曾任东山县铜陵镇码头社

区书记、码头社区老人协会会长、码头社区东山歌册传

习中心会长，退休后依然在保护推广歌册。

根据调查，这 6 位传承人无一例外都受到家庭的影

响。蔡婉香排行老九，从小就爱听祖母、母亲、姐姐唱

歌册。据蔡婉香讲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山有几百

个歌册场，每天男人出海捕鱼，女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

一起，一边织网，一边捻线，聆听歌册。每天夜幕降临，

歌册场盛行，到处都是歌册声，几个歌手轮流唱歌册，

持续到深夜。（3）

另一个国家级传承人黄春慧年幼时，歌册在东山铜

陵地区盛行，自小就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而她的奶

奶也是唱歌册的好手。据黄春慧回忆 ：“小时候，家里

有个很漂亮的柜子，藏了许多歌册 ：《双宝环》《杨文广

平闽南十八洞》《崔鸣凤》《七鹤朝缘》《新造白莲花》等

许多原版歌册，那时奶奶时常在大厅、天井、巷口为左

邻右舍的一帮老姐妹、朋友唱歌册。大家围着奶奶，奶

奶上午唱，下午唱，晚上也唱 ；老姐妹上午听、下午也

听，晚上也听，有的还痴迷到忘了煮饭干家务，没完没了，

十天十夜唱不完。”（4）

张丽卿 14 岁就跟母亲学唱歌册，其母亲为当时歌

册演唱明星，能够熟练的演唱各个时期的歌册。而谢溪

添则师从祖母、母亲、姐姐三代，并且擅长于方言曲艺。

传承人的养成，除了家庭因素的影响外，也受教育

程度的影响， 6 个传承人，学历最低小学，最高大学。

黄春慧作为较年轻的歌者，不仅会唱歌册，还会写歌册，

近年来也陆续创作新作品。可见东山歌册传承人几乎都

受到生产方式、家庭、教育程度的影响。

三、东山歌册的传承困境

调查记录显示，传承人传承活动并非一直顺利，传

唱歌册的活动也并不是一直在进行，因为重大历史事件

和新时代娱乐形式变化及传承人个人生活环境发生变化

等因素影响，东山歌册的传承时有间断。

（一）传唱环境的消失

在传承过程中，东山歌册长时间的中断主要在是“文

化大革命”时期。主要是与当时传唱环境消失有关。传

唱环境，指的是传唱活动过程中与其相关的环境、人物

等，包括传唱者、听众、地点、时间、周遭的地理环境

等。若失去了传唱环境，民间文学也无法传播出去。以

蔡婉香为例，蔡婉香从小跟母亲、姐姐学唱歌册，加上

本身的嗓音条件较好，能声情并茂的传唱故事，她家大

院经常挤满人。可是到了“文革”时期，歌册成为了“四

旧”，成了禁书，大量的歌册被焚烧，数百家歌册场也

消失殆尽。环境的变化，表演者一下子没了舞台，没了

观众，周遭的地理环境，政策的变化，使得传唱者人人

自危，因而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传承中断。

（二）娱乐形态的转变

歌册可以说是老一辈人的流行歌曲，在那个没有电

子传播媒介的时代，靠着口耳相传的方式，娱乐大众的

生活。“在乡土中国，以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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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重伦理，被价值理性所主导的‘物’。在不同意义上，

包括艺术在内的人们创造和使用的‘物’都承载着群体

的世界观、技艺、知识、价值、伦理、美感、交往方式，

并与相应人群不可分割。” [5]42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

化，各种新型娱乐形式逐渐兴起。新的娱乐方式逐渐取

代演唱歌册，成为主流，也是造成短暂中断的一个原因。

（三）传承人个人生活因素影响

根据调查，每个传承人都有一段或短或长的传唱停

止时期，主要与其家庭环境有关，而在女性传承人身上

表现得更为明显。女性传承人结婚成家后，既要扮演人

妇又要扮演人母的角色，还要操心家里事情，生活顿时

变得异常忙碌和沉重，没有像之前那样闲情逸致的唱歌，

即使三五姐妹聚在一起，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场面。

综上所述，传统传唱环境的逐渐消失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从传承人年龄结构可知，最

后一批传承歌册的传承人为 60 年代出生，也就是说在

当时 60 岁以下的人已经逐渐没有可供学习歌册的环境。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电子媒体逐渐兴起 ，娱乐形态

的转变，流行歌曲逐渐取代东山歌册，加上传承人个人

家庭生活影响，东山歌册一度退出历史舞台。由此可知，

东山歌册传承的中断大致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至

改革开放初期，这跟我们调查到的结果大致吻合，我们

所发现的传承人年龄一般都在 60 岁以上，而 60 岁以下

会唱东山歌册的较少，换句话说，东山歌册的传承到了

60 岁这一代已经产生了断层。

四、东山歌册传承发展的新局面

东山歌册历史悠久，生命力强，与传统社会相依存，

满足了生活在海岛人们的闲暇需求，虽然在传承过程中

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但从 2006 年东山歌册评上国家

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在政府文化部门、传承

人、民间文化保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歌册的传唱活

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启动歌册抢救及新歌册创作工程

根据笔者调查，自 2006 年东山歌册申请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后，当地政府、文化部门也持续发力，推进东

山歌册的抢救活动，根据东山歌册保护中心负责人介绍，

东山歌册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工程在文化部非遗司、国

家图书馆的支持下，从 2017 年至今已基本完成全部工序。

在创作方面，文化馆也组织一批歌册创作者创作

歌册，题材也开始紧贴人民生活，比如沈舜友的《玉

二妈传奇》《黄道周》，谢溪添的《寡妇村的歌》，东山

县图书馆主编的《道德·楷模》《人口·计生》《祖训·家

风》等。

从保护现状来看，当地政府文化部门采取了一系列

有效措施来促进东山歌册的传承保护，但传承人年龄

老化严重，队伍建设不健全等影响了传承工作的开展，

因此东山歌册如何传承还是需要回归到培养年轻传承

人中去。

（二）传承人积极传帮带

东山歌册的再度兴起，与传承人的积极教唱有密切

的关系。当地政府以传承人为核心，推动歌册进校园活

动，近年来与东山县实验小学、康美中心小学、铜陵中

心小学、西埔小学共建歌册实践基地。调查显示除铜陵

社区外，其他的社区也相应建立传习中心的模式，传承

人定期下到各个传习中心教唱歌册。比如黄春慧不仅擅

长表演歌册，还擅长创作歌册，作为传承人，积极组织

召开“三八”妇女节歌册座谈会，到各个传习中心、各

个中小学教唱歌册，此外春慧作为较年轻的歌手，还积

极向蔡婉香等老歌手学习唱歌册。她曾说要为东山歌册

的“东山再起”尽一份力，退休后，依然活跃于歌册推

广的第一线。

（三）新传唱环境的出现

当地政府以社区为单位，成立了10 个东山歌册传习

中心，并推动歌册重新出现在现实中的各个角落，包括：

社区、学校、古厝、传习中心等。在这些不同的场域，

人们除了能得到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感之外，还能满足

传承人情感方面的需求。

调查显示，目前福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共有 10 个 

（表 2），影响最大的传习中心是铜陵镇铜亭社区。自

2006 年东山歌册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铜亭社区充

分利用社区办公场所，为老歌手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

武将已来杨家人，杨家名将惧阵亡，如今算是狄元帅，

账下虎将有四员。

镇守三关防西辽，威风不敢欺天朝，五虎英雄人莫敌，

名扬四海万里遥。

——《新造五虎平西珍珠旗卷之一》（2）

在东山歌册的保护和传承上，蔡婉香不遗余力，她

的传承方式主要是以点、线、面结合，即使已经 81 岁高

龄，仍积极配合文化部门、高校团体、研究机构录制歌

册音频，并且积极带领年轻歌手学习、推广和保护歌册。

3 月 28 日，广东的一个非遗文化公司赴东山岛录制《珊

瑚宝——杨大贵》，蔡婉香连唱了三天三夜。

另一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春慧，1962 年出生，

可算是较年轻的传承人，文化程度也较高，不仅能唱歌

册，而且还能创作新编歌册，近年来也陆续创作了《一

代完人黄道周》《忠臣家风——陈士奇》《两笼孝子的故

事》等歌册。黄春慧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也多次向民间

征集古本歌册，退休后仍致力于歌册的推广保护，多次

到小学教唱歌册，在民间推广歌册。

还有两位省级传承人——谢溪添和张丽卿。谢溪添

作为唯一的男性传承人，曾任东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师

从祖母、母亲、姐姐三代，谢溪添擅长方言曲艺，退休

后也致力于歌册的创作，近年来创作了《寡妇村的歌》《记

家风建家风》等歌册。张丽卿曾任东山县铜陵镇码头社

区书记、码头社区老人协会会长、码头社区东山歌册传

习中心会长，退休后依然在保护推广歌册。

根据调查，这 6 位传承人无一例外都受到家庭的影

响。蔡婉香排行老九，从小就爱听祖母、母亲、姐姐唱

歌册。据蔡婉香讲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山有几百

个歌册场，每天男人出海捕鱼，女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

一起，一边织网，一边捻线，聆听歌册。每天夜幕降临，

歌册场盛行，到处都是歌册声，几个歌手轮流唱歌册，

持续到深夜。（3）

另一个国家级传承人黄春慧年幼时，歌册在东山铜

陵地区盛行，自小就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而她的奶

奶也是唱歌册的好手。据黄春慧回忆 ：“小时候，家里

有个很漂亮的柜子，藏了许多歌册 ：《双宝环》《杨文广

平闽南十八洞》《崔鸣凤》《七鹤朝缘》《新造白莲花》等

许多原版歌册，那时奶奶时常在大厅、天井、巷口为左

邻右舍的一帮老姐妹、朋友唱歌册。大家围着奶奶，奶

奶上午唱，下午唱，晚上也唱 ；老姐妹上午听、下午也

听，晚上也听，有的还痴迷到忘了煮饭干家务，没完没了，

十天十夜唱不完。”（4）

张丽卿 14 岁就跟母亲学唱歌册，其母亲为当时歌

册演唱明星，能够熟练的演唱各个时期的歌册。而谢溪

添则师从祖母、母亲、姐姐三代，并且擅长于方言曲艺。

传承人的养成，除了家庭因素的影响外，也受教育

程度的影响， 6 个传承人，学历最低小学，最高大学。

黄春慧作为较年轻的歌者，不仅会唱歌册，还会写歌册，

近年来也陆续创作新作品。可见东山歌册传承人几乎都

受到生产方式、家庭、教育程度的影响。

三、东山歌册的传承困境

调查记录显示，传承人传承活动并非一直顺利，传

唱歌册的活动也并不是一直在进行，因为重大历史事件

和新时代娱乐形式变化及传承人个人生活环境发生变化

等因素影响，东山歌册的传承时有间断。

（一）传唱环境的消失

在传承过程中，东山歌册长时间的中断主要在是“文

化大革命”时期。主要是与当时传唱环境消失有关。传

唱环境，指的是传唱活动过程中与其相关的环境、人物

等，包括传唱者、听众、地点、时间、周遭的地理环境

等。若失去了传唱环境，民间文学也无法传播出去。以

蔡婉香为例，蔡婉香从小跟母亲、姐姐学唱歌册，加上

本身的嗓音条件较好，能声情并茂的传唱故事，她家大

院经常挤满人。可是到了“文革”时期，歌册成为了“四

旧”，成了禁书，大量的歌册被焚烧，数百家歌册场也

消失殆尽。环境的变化，表演者一下子没了舞台，没了

观众，周遭的地理环境，政策的变化，使得传唱者人人

自危，因而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传承中断。

（二）娱乐形态的转变

歌册可以说是老一辈人的流行歌曲，在那个没有电

子传播媒介的时代，靠着口耳相传的方式，娱乐大众的

生活。“在乡土中国，以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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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社区传习中心有专门的会议室，每周固定时间供歌

手们学习交流。笔者在调查期间，有幸碰到一群老歌手

们在演唱歌册， 年龄最小的 70 岁、最大的 83 岁。这个年

龄段的女性几乎都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她们婚后为了家

庭，放弃情感的追求，现在年事已高，在传承歌册活动中，

可以得到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新传唱环境的出现，让这

些老歌手有机会释放自己的情感，于是她们对于传唱歌

册更加热衷。

（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当地文化部门的指导下，近年来东山歌册陆续走

出家门，到潮汕地区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参加演

出，也陆续有高校团队、电视台等赴东山调研东山歌册。

如复旦大学陶寰教授带领的团队赴东山岛调查有“汉语

最古老的方言”之称的闽南语，复旦大学李爽教授对东

山歌册进行考察、访谈、实录，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

究所蔡源莉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

心规划研究处刘禹研究员也赴东山调研东山歌册，中央

电视台也多次赴东山录制东山歌册。

结 语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笔者以东山歌册为

例，从传承人的角度出发，关注东山歌册传承的现状，

分析传承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东山歌册传承人对于东山

歌册的传承推广做出了许多努力，保护传承人队伍，扩

大传承队伍是使东山歌册传承下去的必要条件，然而传

承群体的断层化，给东山歌册的传承带来一定的不利影

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护和传承东山歌册，让歌册

能够“活态”地生存和发展，除了以“传承人”为中心，

进行整体性活态保护外，更需要以“年轻人”为重点，

扩大队伍的梯队建设，若不重视传承队伍的建设，将会

进一步弱化东山歌册的认同感。

注释 ：

（1）《观姑调》是仿照早已在东山民间广泛流传的“观姑仔歌”。《观

姑仔歌》起源于古代民间传说，传说古代有一女孩，三岁时失去父

母，由其嫂子抚养却受百般折磨。八月十五中秋节，其嫂连饭菜都

不给吃，小女孩只好往猪料缸找吃，不料失脚跌入缸内，其嫂心毒

不及时抢救，使小女孩溺死。为祭悼这可怜的小女孩，并表示对其

嫂子的怨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八月十六、十七夜晚，都进行纪

念活动。晚饭后，未出嫁的渔女便聚集到大院中，自带花粉、供品；

手执一炷香，大家围坐在“仙姑”塑像周围，由四位大女孩扶住塑像，

齐唱《观姑歌》，祈求“合镜平安、善恶有报”。

（2）见蔡婉香民间手抄本。

（3）采访对象 ：蔡婉香 ；采录时间 ：2020 年 10 月 19 日早上 ；地点 ：

铜陵镇孙氏大厝。

（4）采访对象 ：黄春慧 ；采录时间 ：2020 年 10 月 17 日早上 ；地点 ：

铜陵镇铜亭街 121 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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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传习中心 成立时间 所属区域 中心负责人

1 铜亭社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0.3 铜陵镇 黄娟蕊

2 码头社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0.3 铜陵镇 张丽卿

3 桥雅社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0.3 铜陵镇 谢婉丝

4 兴华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0.3 铜陵镇 刘子铭

5 实验小学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0.3 铜陵镇 何永明

6 铜陵中心小学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2.3 铜陵镇 林黎光

7 澳角村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2.3 陈城镇 陈春香

8 顶街社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7.6 铜陵镇 曾文心

9 张塘村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7.6 张塘镇 张建国

10 康美中心小学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2017.6 康美镇 林旗烈

表 2 福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名单（截至 2021 年 4 月） 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新趋势
——第七届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会议综述

郝 熙  梁 玖

摘 要 ： 2020 年 12 月 18-20 日，由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主办、曲阜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七届中

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学术会议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以线上线下同步的形式在曲阜师范大学圆满举

行。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就“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新趋势”开展了整全

和系统地研讨和交流。双一流、新文科、英语国家设计类博士培养模式、特色教育等视点和主张、倡导研

究“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学”是会议的主要成果。总之，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共同体

希冀持续吐故纳新、守正创新、气象更新的“三新”发展观念。

       关键词 ：中国艺术学科 ；研究生教育 ；新趋势 ；学术地图 ；“三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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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国、世界、人类，

以及学术研究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这样的背

景下，12 月 18-20 日第七届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

盟会议召开。本届会议得到曲阜师范大学党政领导的高

度重视和组织（1），得到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处、美术学

院、书法学院、音乐学院、传媒学院的通力合作，以

及全国相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来自北

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郑州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深圳大学、曲阜师范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北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

东艺术学院、扬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佳木斯大学、

贺州学院、集宁师范学院、三峡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东北大学、东南大学、西北

师范大学等 50 余所高校，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

化艺术研究院、《艺苑》《人民艺术》《艺术学研究》等

期刊编辑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和

多家媒体的 120 余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会。

本届会议以“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新趋势”

为主题，围绕五个分议题——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

育的新任务、研究生教育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作为、

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校际合作方式、中国民族地

区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发展，以及应该关注和研究建

设“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学”，采取线上线下主旨

演讲、主题发言、圆桌对话和线下传播等形式，整全性、

系统性地讨论了中国当下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新变革、新理念、新方向、新策略与

新建议。会上，曲阜师范大学在 2019 年举行的第三届

中国大学生射箭（射艺）锦标赛（资格赛）上荣获第一

名的团体，还展示了该校的传统艺术文化教育的特色节

目——传统儒家“六艺”之射艺、书艺。

本届会议主张以强基固本、守正创新、攻坚克难

之理念，不断完善性建构出有规格、有个性的中国艺术

学科研究生教育特色体系。在本文中，我们将以“学术

地图”的结构全面呈现本届会议的成果。所谓“学术地

图”，是将学术比喻为地理学的地形，并将研究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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