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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歌新唱: 福建非遗东山歌册的
活态传承发展研究

张宝娟

摘 要 东山歌册是广东潮州歌册传入福建东山经在地化发展形成的一种曲艺形式，具

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然而，旧唱本销毁、传唱环境消失、新娱乐方式出现，使东山歌册一

度濒临消失。2006 年 6 月，东山歌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带

来了东山歌册发展新局面，传习中心成为传承的主要阵地，“非遗进校园”扩大东山歌册的受

众，新唱本出版面市增加歌册活力。尽管如此，东山歌册传承保护仍面临挑战，本文通过实地

调研和走访，探讨东山歌册的社会文化价值、传承现状及其困境，指出今后东山歌册活态传承

的可行路径，以期为东山歌册的活态传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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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

各民族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东山歌册是

福建省民间绝技之一，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中。东山歌册具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现了东山人民独特的艺术

创造力和审美情趣，是研究东山社会风俗的活样

本。随着社会进程加速，东山歌册的生存空间日益

缩小，如何让东山歌册这棵古树发新芽，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题中之义。

一、东山歌册及其社会文化价值

( 一) 东山歌册概述

东山歌册属于文化交流的产物。据史料记载，

明洪武二十年( 1387) ，朝廷在东山岛置铜山守御千

户所，开放海商，推动了东山岛贸易往来和文化艺

术交流发展，潮州歌册、南音、秦腔等艺术随之传入

东山，经在地化历史积淀，最终形成了以“观姑调”
为主要曲调、用闽南方言演唱的东山歌册［1］。东山

歌册故事引人入胜、文字通俗易懂、曲调简洁流畅、
音律朗朗上口。演唱方式与其他大多数曲艺不同，

无需管弦，主要依靠表演者的歌喉。对场地要求

低，随时随地皆可展开表演，或在庭院厅堂内低吟

浅唱，或在街头巷尾、小广场上围坐共赏，种种因素

推动使东山歌册成为东山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东山歌册的主题适时而变。早期主要弘扬传

统美德、歌颂热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英雄人物，批

判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同情下层人民、点赞公正

廉明清官和见义勇为豪侠，以及描写才子佳人的多

元化爱情婚姻等［2］，如《万花楼》《罗通扫北》《双白

燕》等传统唱本均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生动的艺

术形象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在历代沿袭中，东

山歌册不断融入地方特色和新的文化元素，创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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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时代风格与地方特色歌册唱本，如辛亥革命后

出现反对包办婚姻和宣传晚婚的《缓婚配歌》，宣传

推翻 帝 制 的《新 中 华》，宣 传 土 地 革 命 的《澎 湃

歌》［3］。《渔家女》《织网歌》则是对东山民众日常

生活的写照。
( 二) 非遗视角下传承东山歌册的价值

首先，东山歌册是社会历史的生动写照。东山

歌册历史悠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独特的文

化价值，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在社会信息闭塞的旧社会，东山歌册成为女性生活

教科书，是她们学习识字、理解历史、广增知识、修

身立德、知晓善恶、践行礼仪的主要途径。同时，歌

册的传唱活动也是女性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歌册中

反映的妇女生活、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为研究特定

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保护和

传承东山歌册，可以帮助现代人了解和反思历史时

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对女性教育和文化传

承的一种肯定。
其次，东山歌册是地方曲艺的艺术结晶。东山

歌册的文体以长篇叙事诗为主，涵盖了历史故事、
民间故事、英雄传说等多个领域，句式灵活多变，包

括七言句、五言句、三三四字句等多种格式，富有韵

律美与节奏感。用演唱的方式表现诗歌，与宋词、
元曲的最初表现形式相似，不依赖乐器伴奏的演唱

方式，展现了一种简约而原始的艺术形态，对于研

究中国民间曲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东山歌册

脱胎于潮州歌册，融合了南音、秦腔，是东山岛艺术

交流的缩影，体现了东山岛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

和创新。通过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承和发展，能够为研

究地区文化艺术的演变提供独特视角和深刻洞见。
最后，东山歌册是方言保护的重要载体。东山

歌册使用闽南语进行演唱，保存了大量的古老方言

词汇和音调，特别是许多方言词汇在现代生活中变得

鲜少使用或被新词替代，录制传统歌册表演形成资料

库，能为研究闽南方言的演变和特点提供原始语料。

二、东 山 歌 册 的 传 承 现 状 及 其
困境

( 一) 老歌新唱: 东山歌册的创新传承现状

东山歌册保护起步较早，特别是 2006 年被列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在各级政府的资金资助和政策

支持下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方面，收集保护歌册

唱本，东山图书馆存有潮州李万利出版的《李旦仔

全歌》等共 27 册、166 卷古本歌册; 另一方面，启动

歌册抢救工程，在文化部非遗司和国家图书馆的协

助下，自 2017 年起启动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保护录

制工程，现已经基本完成，完整保存了东山歌册原

貌原调［4］。
在保护纸质唱本和继承传统曲目的同时，创新

理念引领了东山歌册传承与保护的新航向。首先，

歌册主题更新，即在保留传唱韵味的基础上积极融

入现代元素，推动歌册的创新与发展，紧密围绕党

和政府各阶段中心工作，将政策精神与民众生活相

结合，精心打造了《祖训·家风》《歌唱“四有”书记

谷文昌》《歌唱东山八少年》《绿色足迹》等具有时代

价值的新唱本，讲好东山故事。此外，不断挖掘东

山资源，创作了《歌唱东山旅游岛》《东山十八景》等

具有地域风情的唱本，宣传东山特色。
其次，表演形式创新。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

使东山歌册传统的演唱方式受到冲击，现如今的东

山歌册在演唱中加入表演动作、乐器伴奏等新元

素，增加东山歌册的观赏性。
最后，传习中心新阵地。东山县积极打造东山

歌册传习阵地，以东山县图书馆为基地，成立东山

歌册传承保护中心，开展东山歌册培训、演出、文化

研讨交流，推动东山歌册书籍、光碟的收藏和出版，

现已下辖十个歌册传习所( 见表 1 ) ，推进东山歌册

进社区、进学校。如实验小学传习中心邀请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春慧等老师到校教授学

校老师演唱，签订师徒结对协议，要求学校每位老

师每学年最少学会十首歌册歌曲。更编印了 3 本适

合学生传唱的歌册，汇编 5 本东山歌册教师活动设

计、3 本教师教唱歌册的随想。此外，铜陵中心小学

也专门编写了校本教材《东山歌册选编》。
( 二) 东山歌册的传承面临困境

1． 传承人断层问题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承继和时代创

新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东山歌有国家级传承人 2
名、省级 2 名、市级 2 名，年龄分层上，80 岁以上 2
人，70—80 岁 2 人，60—70 岁 2 人，老龄化明显，梯

队建设不健全。东山歌册传习中心的主要阵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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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社区，即传唱者主要是小学生、老人，属于兴

趣小组活动、休闲娱乐活动，总体上影响力有限。
总之，传承梯队出现断层，年轻一代能够继承和发

扬这一艺术形式的人才相对不足。

表 1 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所) 名单

序号 传习中心( 所) 名称 负责人 成立时间 地址

1 铜亭社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黄雪碧 2010 年 3 月 铜陵镇

2 码头社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张贵双 2010 年 3 月 铜陵镇

3 桥雅社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翁敏乔 2010 年 3 月 铜陵镇

4 兴华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刘子铭 2010 年 3 月 铜陵镇

5 实验小学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何永明 2010 年 3 月 铜陵镇

6 铜陵中心小学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许雪芳 2012 年 3 月 铜陵镇

7 澳角村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陈春香 2012 年 3 月 陈城镇

8 顶街社区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林惠儿 2017 年 6 月 铜陵镇

9 樟塘村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张建国 2017 年 6 月 樟塘镇

10 康美中心小学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林平祥 2017 年 6 月 康美镇

2． 数据资料库不够完善

数字化技术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

心策略之一，即通过数字采集、存储、处理、展示与

传播等先进手段，将珍贵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广泛

共享的数字格式，从而可实现高效、持久的保存与

传承。目前东山歌册的保护主要以纸质唱本收集、
录音和录像为主，未及时进行数字化储存，数字展

示和传播都不够，不利于东山歌册共享与传播。究

其根源，在于作为保护单位的东山县图书馆仅仅是

县级图书馆，资金和人力资源有限。
3． 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

以往民众劳动生产时往往借用歌唱的形式表

达情感和生活状态，东山歌册无需配乐、不挑场地，

具有社会教育功能，使之成为东山人民喜闻乐见的

休闲娱乐方式。1963 年，东山文化部门曾到潮州选

购新歌册，建立近百个唱歌册场［5］。但是此后东山

歌册被列为“四旧”，诸多唱本被焚烧，数百家歌册

场消失殆尽，导致东山歌册传承活动长时间中断。
不仅如此，社会进步改变东山的文化生态环境，男

女平等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东山歌册社会教

育的功能逐渐消失，新的娱乐方式层出不穷，更一

步步挤压了东山歌册的生存空间。

三、进一步推动东山歌册老歌新
唱的可行路径

( 一) 多方合作，构建保护机制

保护和传承东山歌册首先要积极构建一个政

府主导、专家指导、民众参与的多方合作机制。政

府扮演引领和支持的角色，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

供资金和资源支持，为东山歌册的保护和传承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专家则利用其专业知识，为东山

歌册的保护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提供智

力支持，确保工作的有效性与专业性。民众是文化

基因库保护与实践的主体，是东山歌册传唱保护能

否成功的关键［6］。三者共同作用，各司其职，能够

确保东山歌册更好传承发展。特别东山歌册正面

临传承人断层问题，需要政府加大对东山歌册传承

人的培养力度，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创造良好的

传承环境、搭建展示和交流的平台等，吸引民众尤

其是青年群体争当东山歌册传承的传承人，主动与

政府、学者合作，踊跃保护、宣传、推广东山歌册，最

终使东山歌册得以代代相传。
( 二) 科技赋能，成立综合数据库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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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歌册数据库是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一环。
早在 2005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

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真 实、系 统 和 全 面 的 记 录，建 立 档 案 和 数 据

库”［7］。2019 年，汕头大学探索潮州歌册数据库建

设并顺利运行，为东山歌册数字化平台建设提供借

鉴，联合高校图书馆或市级图书馆共同开发平台是

可行之举。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集新旧唱本、论

文著作、音视频、相关资讯于一体的数据库，实现东

山歌册作品及关联资料的数字化采集、存储和展

示，不仅可以对现有东山歌册资料进行长期有效地

保存和分类，还能推动东山歌册与现代生产生活深

度融合，促进东山歌册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和接触

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此外，数据库能为研究人员提

供丰富的研究素材，有利于东山歌册的学术研究和

创新发展。
( 三) 守正创新，紧跟时代步伐

坚持守正创新是东山歌册传承发展的必由之

路。要在保留东山歌册传统唱腔、曲调的基础上，

延续与时俱进的做法，继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所蕴藏的人文情怀、思想精髓、道德准则，结合

新时代党的方针政策、东山地域文化、英雄人物、好
人好事，创作反映时代主题的新曲目，使东山歌册

的内容贴近人民的生活实际和情感需求。将传统

艺术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既丰富东山歌册的内涵，

又提高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创新不仅限于题材创作，还可以根据表演场合

在表演形式、舞台设计、服饰道具等方面进行继续

探索与尝试，丰富东山歌册的舞台表现力，使东山

歌册以更加多元和立体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 四) 文旅融合，推动歌册传播

文化旅游的融合为东山歌册的推广提供了新

思路。据东山县人民政府《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可知，2023 年东山文旅市场繁荣，接待游客超 787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 100 亿元［8］。目前东山主要以

海岛美景和海鲜美食出圈，地方文化资源仍有挖掘

空间，特别是东山歌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虽有宣

传，却既无展示馆又无演出地。因此，可在客流量

较高的南门湾、风动石景区等景区举办现场演出，

开展现场教学活动，让更多人亲身体验和感受东山

歌册的魅力，促进东山歌册的更广泛传播，有效提

升东山歌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索东山歌册市场化的可能性，研究文化产业发

展模式，让非遗传承人“富起来”，才能让非遗传承

“活起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东山歌册是闽南地方曲艺的一朵奇

葩，是福建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具

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承载着东山人

民的精神寄托。近年来，在政府、非遗传承人的共

同努力下，坚持与时俱进，东山歌册“老歌新唱”，保

护传承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着传承人断层、数
据资料库不够完善、文化生态环境变化等问题，相

信通过构建多方合作机制、应用数字技术、保护传

承人、守正创新以及文旅融合等多维度的尝试，东

山歌册能够唱响时代之音，古树发新芽，焕发新生

机，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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