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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潮州歌册
、

潮州歌册是一种用潮汕方育表述的民间说明文学，多由潮汕妇女在生产劳作时诵

p同以自娱，是潮汕地区一种普遍的曲艺文按形式，主要流行于潮汕、闽南、港澳台r地

区以及东南亚等潮汕籍华侨聚居地区c i朝州歌j贤以潮州民歌中的七字叙事民歌为基

础，吸收弹词、词话、戏曲等形式的文体，以叙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主要内容，

并融入当地的民情风俗和名物等，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是潮汕文化的重要

元素，对了解潮汕地区民众，尤其是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娱乐方式，以及近代以来潮州

文化形态的变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z

关于潮汕歌册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由浙江一带的弹词演变发展而来的，其形成发

展过程曾受广东木鱼和福建评话的影响，是外来曲种与本地方言相结合的产物。 唐

代，潮州一带佛教盛行，以佛经为蓝本改编而成的通俗韵文广为流传，地方民间艺人

根据佛教教义 ， 采取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相结合的形式编写新的变文，逐步成了当时

流行于民间的砾’册汗这些流行于下层民众的歌同，也就是最初的弹词。 到了明清时

期，一些热心于民间艺术的文人，着手整理弹词本子，大量刻印潮背弹同歌本。 这些

歌本， 一般都标有“全敬”字样，如《~J明珠全敬》 《狄青平西金歌》、后逐渐称之

为歌册。 它的吟唱是一种向娱活动而不是一种表演。 其吟唱，靠口耳相传。 字里行

间，旋律自生。 数百年来，吟唱者以女性居多，因而具有“女子文学”之称。

潮州歌册既是一种诵隅形式，又是一种用潮汕方言说唱的曲艺形式。 因此，它的

特点是既可阅读，又可歌唱，歌文有较强的音乐性。一般叙事性的歌册多以七字句为

主 ， 四句为一首。 句式和字韵比较严谨，早期作品多数是全篇一韵，较快篇幅的才转

I J ) 参见广均，，雪地方世，ι编察委员会《广东＇t'i志 ·文化主尔芯》．广东人民刷版社 2001 ｛｝：版．然 5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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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后来则较为自由，句式也开始丰富 ， 有四字句、五字句和六字句 ， 较为灵活。 但

声韵要求很严格，每首四句，第一、 二、 四句一定要押平声韵，第三句则押仄声

韵。① 平仄音韵要以潮州话八音为标准。 这是潮州歌册在音韵上的特点。

潮州歌册唱腔有基本腔而无定谱，节奏缓急随情节变化， 丰富多样。 有轻快的轻

六调唱腔；有委婉哀怨的活五调唱腔；有恳切激动的反线调唱腔；还有三、三、四句

式唱法， 三 、 三、七句式唱法， 五字句唱法，六字句11/9法，插白唱法； 等等。一般叙
事性的歌词，在诵唱时每首开头一、二句曲调昂扬，第王句旋律下行，第四句再转回

平腔，以示对比，起到抑扬顿挫的音乐效果0 (2_ l朝州歌册音乐性强，易学好唱，深受

妇女的欢迎。

i朝州歌册吸收本地民歌和戏曲唱词的一些成分，改编宝卷、变文、陶真、话本、

鼓词和各个地方的音弹词、剧本，也根据本地史事民间传闻创作歌文。至今保存下来

的潮州歌册有 200 部左右，能开列书目的有 300 多部。 几百部潮州歌册除了几十部是

本地题材外，其余 80o/o 以上都是改编自历史戏由、 曲艺、史传小说和民间传说。③ 无
论是本地题材还是改编题材，大部分都是女性题材，或涉女性题材。 本地题材的，如

《陈三五娘》（又称《荔镜记》 ）、 《苏六娘》《金花牧羊》《海门案》《龙井披头》《少

卿与广生》 《花好月圆》《瓜田配》 等；改编题材的，如 《刘备拥亲》《包公会李后》

《卓文君昕琴》《薛仁贵回寒窑》《苏英娘娘走国》《背解红罗》《十二寡妇征两》《二
度梅》 《双退婚》《七尸八命》《玉鸳鸯》《玉如意》《八美图》《百花名》《 目连救母

经》 《度三娘》《孟丽君》《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桃花扇》《何文秀》《孟日

红》 《白兔记》《珍珠衫》 《卖油自1$独占花魁》《白扇记》《三合奇》《大红袍》《小红

袍》 等。③

潮州｜歌册作为潮汕社会的一种民

间说唱艺术，具有突出的女性文化色

彩。 潮州歌册的演唱者，主要是些钮

识文字的妇女，她们在庭院、厅堂、

房前屋后、村头树下、 “姿娘仔间”

（俗称“闲间”，是未出嫁女子的集体

宿舍）等日常生活、劳作、休闲的地

方自唱自娱；潮州歌册是女性的启蒙

课本、教科书和精神乐园，与女性的

生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 潮州歌册的 潮州歌J»t （编写组摄）

D 参见《中因i曲艺音乐集成》：全罔编锐委员会、《巾闯nh 艺音乐很成 · 广东ill】编辑委负会〈牛肉闹革

背乐忽ID. . 广东；谷》 ． 中间 ISBN 中心 2007 年版．第5 1 8 页。

';,1) 」参见巾同lflJ l；志舍［司编$l委员会、《小l可IIIJ .！：：志 · 广东 '{i;》编辑委员会《中民Jilt :t. ;/;; . 广东在》．中间

ISBN 巾心2008 if'版， ~256 贞．

在J 参见央1£1言《潮州歌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佣7 年版．第 12 W 
(}1 参见陈友义 《郑州歌册： 潮汕历史上独有的女子文化） • ＆主《岭南文史】 2013 年第2期。



传II目也是一种无偿的非营利性活动，同时具有自娱互乐、教化启蒙的文化功能。主与中

也有人以此谋生，穿忖过巷，四处乞唱，成为职业艺人、 民间时期，有不少念过巾小

学的“知识妇女”演唱 《梁山伯与祝英台》 等宣传婚姻自由的歌册，参加民主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除民间自唱自娱的妇女外，上舞台演唱歌册的都是专业或业余的潮剧

或曲艺演员，当时的演出甚受欢迎。 但由于传统唱本日久失传，革开创作品缺乏以及表

演形式单调，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潮州歌册的演唱己日渐式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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