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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之乡是东山，曲种多多非一
般。歌册爱唱谷书记，独占风骚顶呱
呱。七十阿婆像后生，跳舞唱歌成明星……”
在东山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年少时在
街头巷尾、渔船码头、房前屋后总能
听到那一首首没有伴奏、抑扬顿挫的
说唱，其火爆程度不亚于时下的流行
歌曲。

这种说唱艺术便是“东山歌册”，
从潮汕地区的歌册演变而来，至今传
唱数百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时移世易，历经发展沉浮的“东山
歌册”，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挖掘、
抢救和创新下，古老的歌声唱出崭新
的曲调，再度成为最动听的蝶岛之声。

渔家娘仔爱歌册

“县委书记谷文昌，造林镇沙打头
关，谋事为党树形象，执政为民人赞扬……”
近日，东山县铜陵镇码头社区的东山
歌册传习中心里，几位老人正手捧歌
册，全神贯注地唱着《谷文昌》选段。她
们唱词亲切、情感真挚，唱出谷文昌的
担当精神与公仆情怀。

据《东山县志》记载，明代，“潮州
歌册”传入铜山，经历代传唱，逐步形
成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歌册”。
这是一种说唱文学，以闽南语为演唱
语言，以传统册子为记录文本，结合南
音、秦腔、“观姑调”等独特唱腔的民间
曲艺。它的歌词浅显易懂、故事性强、
押韵顺口、易唱易记，曲调简单。演唱
时无须管弦伴奏，演唱者随故事情节
发展，适时变换曲调节奏，抒发情感，
极具艺术感染力。

“过去，我们这里不分老妪、少妇，
都喜欢唱歌册。”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山

歌册代表性传承人蔡婉香已年过八
旬，谈起“东山歌册”时兴致高涨，“我
祖母爱听歌册，曾请人到家里唱，我母
亲边听边学也会了，我十多岁时便跟
着母亲开始认真学歌册。”

据蔡婉香回忆，那时在庭院厅堂、
街头巷尾或小广场等地都能听到有人
在唱歌册，往往是一人唱，众人围着
听，妇女们可以一边聆听一边干活，娱
乐工作两不误。

“东山歌册实际上是旧时代东山
妇 女 生 活 的 教 科 书 ，她 们 通 过 听 歌
册、唱歌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识文
学礼，甚至有的家庭嫁女会添置新歌
册作为嫁妆。”东山县图书馆馆长王
晓婷说，当地人称之为“铜山娘仔能
唱歌”。

《东山县志》记载，清末民初，“东
山歌册”从城关逐渐传到农村。1963
年，文化部门到潮州选购新歌册并建
立近百个唱歌册场，组织群众唱、听，
让“东山歌册”的春风吹遍整个东山
岛。目前，“东山歌册”还在台湾和香
港、澳门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一
带的闽粤侨胞中传播流行。

边抢救边创新

“东山歌册”属长篇叙事诗，有波澜
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丰满生动的人物形
象，它注重叙事的条理性、材料组织的严
密性和故事的完整性，地方色彩浓郁。

“过去的东山歌册为线装本，年久
破损不堪，散失甚多。”省级非遗东山
歌册代表性传承人张丽卿告诉记者。

改革开放后，时任东山县铜陵镇

码头社区书记的张丽卿开始组织老歌
手凭借着记忆和仅有的材料修补完善
歌册资料，至今码头社区一直延续着

“东山歌册”抢救工程。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从老人手中

收集、挖掘旧唱本，将卷本完整地重新
整理成册。”码头社区书记张贵双说，
社区已整理《竹钗记》《白蛇传》《秦世
美》《崔鸣凤》等 4部 22卷。

早在 1965 年，东山县文化工作者
整理加工了 10 首歌册调，配上唱本，
其中《山顶青松根连根》等 5 首被选入

《中国民歌集成》。
“我的愿望就是做好传承工作，让

这朵闽南地方曲艺奇葩‘东山再起’，
展现新风采！”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山歌
册代表性传承人黄春慧说。她曾任东
山县图书馆地方文献室负责人，长期
致力于歌册研究与传承工作。10 多年
来，她积极向社会征集各年代的歌册，
向歌册收藏者借旧歌册 40 部进行拍
摄，制作成 4 张光盘。为保存东山歌册
原声，她采用录音的形式对 10 多名年
岁已高的歌手进行抢救性记录。历经
文化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的多番努力，
东山县图书馆通过抄写、收购、复印或
动员捐赠等多种方式收集歌册原书，
建立了“东山歌册”资源库。

“东山歌册”作品题材内容不外乎
历史演义、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等，听
久了未免“审美疲劳”。在对歌册进行
抢救性保护的同时，黄春慧还注重结
合新时代党的方针政策、东山地域文
化、英雄人物、好人好事等进行创作，
并在唱的基础上加入了肢体动作表演
形式，让东山歌册从厅堂走上舞台。如

今，她创作的《道德模范》《小学生规范
歌》等近 60 篇新歌册，在群众中逐渐
传唱开来，让古老的歌册唱出新时代

“好声音”。
近年来，当地的一些学者还从歌

册的录像整理、文本核对、乐谱记录等
不同方面展开调研，并撰写论文、专
著，为“东山歌册”传承研究提供理论
支撑。如东山县图书馆原馆长游明元
专著《留住渐渐远去的歌》《铜山娘仔
会唱歌》先后出版；《东山歌册搜集与
整理》获“华东地区图书馆学会年会”
二等奖。

非遗唱响学堂

虽然歌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但坚持传唱的大部分仍然是高龄
人士。受众断层，如何破局？

东山的实践是，不仅在社区传习
中心教唱传承“东山歌册”，还走进校
园，让学生们从小了解东山民俗文化，
掌握东山歌册的演唱艺术。

“实小八个小学生，疾恶如仇挂
心胸，自愿加入防卫队，机智勇敢战
匪兵……”每周四下午，东山县实验小
学“东山歌册”社团准时响起孩子们稚
嫩欢快的歌声。

据东山县实验小学校长何永明介
绍，为做好“东山歌册”的传承和创新
工作，学校创办“东山歌册”社团，每年
招募 30 多名二年级以上学生进行专
业教学，并把传统的歌册融入音乐课
日常教学，扩大“东山歌册”的普及面。
同时，挖掘本地资源，选取具有一定教
育意义且适合学生吟唱的方言歌谣、

顺口溜及渔家、时令、气象、天文谚语
等编制成校本课程。

为确保“东山歌册”教唱传承的质
量，2017年，东山县实验小学邀请黄春
慧等传承人到校教学校老师演唱，并
签订师徒结对协议，要求学校每位老
师每学年至少学会 10 首歌册，并会娴
熟演唱。

在“东山歌册”社团里，老师正逐
字逐句地教学生用闽南语读歌册《东
山十八景》，随后，老师带领全班同学
一起尝试唱歌册，让同学们掌握唱歌
册的要领，整个教室洋溢着清脆的童
声和浓厚的氛围。

“学唱歌册并不难，难的是用原汁
原味的闽南语吟唱。现在很多孩子会
的方言并不多。”“90后”的陈唱萍是一
名音乐老师，5 年前跟随黄春慧学习

“东山歌册”，如今已成为学校独当一
面的“东山歌册”传习人。

此外，学校还与黄春慧老师合作，
挖掘学校百年文化底蕴，创作了新歌
册，作为学校文艺汇演和外出文化交
流的重头戏。目前，该校歌册原创作品

《歌唱东山八少年》《绿色的足迹代代
传》《颂模范》等节目多次参加县、市、
省级比赛并获奖；东山县实验小学设
立“东山歌册”传习中心，2020 年获评
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特色校。

东山县实验小学的传承实践是东
山推广“东山歌册”的一个缩影。截至
目前，东山已在学校、社区、村创建了
10个传习中心；组建东山歌册宣讲团，
组织非遗传承人和爱好者到景区、公
园、学校、渔船等地开展“口袋宣讲”；
积极开展对台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让

“东山歌册”成为两岸同胞、海外侨胞
情感连接的纽带，推动“东山歌册”从
东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近年来，我们多次举办文化交流
活动，向二三代台胞传授歌册演唱艺
术，部分台胞学者也专程来东山实地
调研歌册。未来，我们计划应邀在台北
东山同乡会设立‘东山歌册传习中心’，
让更多的台胞了解‘东山歌册’。”黄春
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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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欧东茵

日前，诏安县东关社区锣鼓喧天，鞭
炮齐鸣，一场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
巡游活动举行。其中，民间艺术“三狮戏
麒麟”节目表演再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东关狮’是我们社区的传统文化
项目。”东关社区党委书记林晓舟告诉记
者，该节目流传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
史。相传由清代诏安东关的林壬从山西
太原引进。翰林院编修林壬于 1885年（乙
酉科）在山西任正主考时，太原的舞狮盛
况让他印象深刻。因此，当他回老家时便
与东关灯笼街的彩扎艺人一起商讨、创
作，模仿借鉴太原狮子的造型并加以创
新，制作了三只狮子用于民俗节庆表演。

在困苦年代里，舞狮具有驱灾辟邪
的寓意，也营造了欢天喜地的气氛，深得
群众喜爱。自此，舞狮在东关盛行起来。

《诏安县志》亦有记载，清代至民国期间，
逢年过节、迎神赛会均有舞狮节目，山区
的客家所在地和县城的东关尤甚。

东关的狮子造型与其他地方的狮
子造型不同，狮头由竹篾和粗纸浆糊制
成，重达 50 多斤，狮子身长约 2.5 米，狮
头连脖子高约 1.3 米，狮头内撑粗竹竿，
供舞者把握旋转，狮尾长约 1 米，以竹耙
糊纸制成，身架由竹篾制成，整体形象
高大威猛。

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东关先民们
还陆续为舞狮队伍增添了麒麟、“公背
婆”等元素，衍生出母子狮、雌雄狮和三
狮戏麒麟等节目表演，让舞狮表演更加
丰富多彩。“每年的正月十五和农历八月
十三‘爷公生’民俗节日时，舞狮活动十
分隆重。”林晓舟回忆说，师傅舞起狮子
来到东岳庙表演，祈福风调雨顺、幸福安
康。接着，舞狮队伍走上街头，走街串户
贺喜，村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东关狮”对表演者的要求较高，以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为主，然而随着县城
经济中心外移，东关社区人口外流等因
素影响，“东关狮”的表演者老龄化严重，

“东关狮”狂热逐渐消减，表演活动甚至
暂停了 10多年。“20世纪 90年代，我们的
舞狮还赴厦门、漳州表演和参加各种庆
典活动，并得到好评。”林晓舟是土生土
长的东关人，自小便耳闻目睹舞狮的盛
况，年轻时也曾当过舞狮人。“我们有义
务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守护好。”

2016 年起，东关社区组织辖区乡贤
开始了对“东关狮”的抢救性保护。一方
面，对狮子和麒麟等道具进行修缮，将现
代的声、光、电等电子工艺，应用于狮子
和麒麟的造型上，让它们的造型更绚丽
多彩、形象生动。另一方面，摸底招募辖
区的舞狮能手，并恢复民俗节日文化表

演。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东关舞狮”于
2016年获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表演现场，由三只狮子、一只麒麟和
“仙童”、锣鼓队组成的舞狮队伍从东岳
庙出发，浩浩荡荡。定点表演时，根据鼓
点的不同节奏，狮子们和麒麟或相斗或
戏耍，时蹲时跌，或往来驰突，或倒地啃
足、咬尾、昂首，“仙童”则持球逗乐，或手
执钢叉与狮搏斗，左闪右躲，麒麟还时而
喷火“示威”，更显得热烈欢快。舞狮队伍
所到之处人山人海。

“目前我们也在持续探索如何更好地
传承好‘东关狮’。”林晓舟表示，下一步，将
精减人员，优化表演队伍，让“东关狮”从街
头走向舞台；成立舞狮协会，定期开展培
训，解决表演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同时，
寻找与旅游景点的合作机会，通过“非遗+
演艺”的模式，激发非遗传承新活力。

“东关狮”重振雄风
□本报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陈思远

诏安“东关狮”上街巡游表演。 丹讯 摄

9 月 22 日，《长泰历代文献辑刊》
由海峡出版集团正式出版首发，这是
漳州全市首套县（区）级历代文献辑
刊，对于梳理千年状元古邑的文化脉
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漳州建郡千年，记录千年历史的
地方文化典籍众多。其中长泰建县于
公元 955年，是漳州仅有三个建县千年
的县份之一，素有兴学重教的优良传
统，人文底蕴深厚，历代英才辈出，先
后有进士 76 人、举人 292 人、贡生 396
人，明代出现了漳州历史上唯一的状
元林震，故有“状元故里”之誉。2021 年
4 月，长泰撤县设区，为漳州市四个中
心城区之一。

“长泰文史研究工作，很长一段时
间苦于没有文献古籍作为参考依据。
除了清乾隆版《长泰县志》点校普及之
外，其他版本的县志也极少，更不要讲
古代先贤的著述文献。”长泰区史志研
究室主任叶小秋说，此次在长泰区委、
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史志室工作人
员按图索骥，从长泰各个时期的县志
以及漳州府志等志书中，找到长泰 40
多名先贤的 150余种著作名目，又依靠
一些社会力量从中寻找到长泰明清时
期 5 位乡贤的 8 种文献著作的清晰电
子版。文献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
湾图书馆、日本国立文库等 6家藏书机

构，内容是明代的戴时宗《朽庵存稿》、
戴庭槐《孔门源流考》《革节巵言》《制
锦堂集》、林秉汉《尚友堂集》，清代的
叶先登《纪游诗》《木天草》、杨魁植《九
经图》等。这 8 部古籍整理后最终正式
出版。整辑图书近 4000 个页码，厚厚的
有十几公斤，为进一步研究、探寻、传
承长泰文化精神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支
撑。

“意义重大！”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黄道周与闽南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郑晨寅说，本次《长泰历代文献辑刊》
中所选 8 部典籍，兼具学术价值、文学
价值与版本价值，是各界人士群策群
力的结果。

漳州市图书馆原馆长张大伟则认
为，此次《长泰历代文献辑刊》影印出
版，是扩大古代文献覆盖面的有力措
施，应该让图书进入地方历史文化单
位和各级图书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
看到这些珍稀版本，并且通过学术讲
座和文化沙龙等形式，由浅入深地推
介古籍的内容，让古籍里的文字“活”
起来，增强广大民众的文化自信心和
历史自豪感。

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曹宛红说，
长泰把整理出版《长泰历代文献辑刊》
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文化惠民工程，
全力给予支持和保障。该书汇集明清时
期 5 位先贤的 8 种古籍，呈现了明清时
期长泰文化发展的高度，也很好地展示
了漳州作为朱子过化、“海滨邹鲁”之深
厚历史底蕴，为深入研究漳州和长泰历
史文化，讲好长泰历史故事提供了珍贵
的文献资料，为新时代福建古籍的保护
与传承、古籍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探寻千年状元古邑的文化脉络
□本报记者 萧镇平 文/图

《长泰历代文献辑刊》首发仪式

闽南文化
点亮漳州

东山县实验小学东山县实验小学““东山歌册东山歌册””社团里社团里，，学生学唱歌册学生学唱歌册。。 （（采访对象供图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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