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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
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偏处一隅，岭南文化在秦汉以前基本上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
繁。
明清以至近代，域外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岭南已经成为传播和弘扬东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涌
现出了如陈白沙、梁廷□、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时代的佼佼者。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再一次成为试验田和桥头堡，在全国独领风骚。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岭南文化形成了兼容、务实、开放、创新等诸多特征，为古老的中华文化
的丰富和重构提供了多样态的个性元素和充沛的生命能量。
就地域而言，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三大板块，而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
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为核心和主体。
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和传
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该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
化丛书》三大丛书共30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
尚无所不有，试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阐述对象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图文并茂，雅
俗共赏。
我们希望这30种图书能够成为介绍和宣传岭南文化的名片，为岭南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再次腾飞提供可
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曾获批为2009年度“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在项目申
报和丛书编写过程中，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多次给予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
以及暨南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岭南文化书系》编委会　　201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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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岭南文化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化丛书》三大丛书共30种
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尚无所不有，试图从地域
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
　　《潮剧与潮乐》是“岭南文化书系”系列之“潮汕文化丛书”中的一册。
　　《潮剧与潮乐》分为潮剧、潮乐上下两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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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岭南文化书系·前言
序：一部潮剧与潮乐的概论性著作/吴国钦
上编　潮剧
　一、潮剧概观
　　(一)中国戏剧文化的真正主体是戏曲
　　(二)一种高度成熟的戏剧文化必然要经受本民族最高水准的思想文化的熏陶
　　(三)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518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潮剧名列其中
　　(四)潮剧演变发展的历史大体有大规律
　　(五)潮剧演变发展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大板块
　　(六)潮剧与其他戏曲剧种的最主要区别
　　(七)潮剧成为海内外潮人的乡音
　二、潮剧源流
　　(一)关于潮剧源流的四种说法
　　(二)《明本潮州戏文五种》
下编　潮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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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潮剧源自潮汕的民间小戏的说法，以萧遥天为代表。
他在其著作《潮州戏剧音乐志》中说到潮音戏的鼻祖是潮州巫术“关戏童”。
据萧遥天考证，自明末，异方戏剧便相继叩潮州之门，如正音戏（南戏）、秦腔花鼓、外江戏（汉剧
）等，使原本极具乡土气息的关戏童、唱秧歌、斗畲歌之类的地方戏剧形式在吸收了这些异方戏剧的
优异之处后，逐渐形成了今日的潮剧。
　　萧遥天贯穿全文的主要观点是，潮剧源自潮汕的民间小戏，异方戏剧只是“滋养”并使其丰润而
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
按现在较为通行的说法，一般认为潮剧是明代潮腔、潮调的发展和充实，而明代潮腔、潮调则源出宋
元南戏，即潮剧是南戏地方化的产物，主体是南戏而不是潮汕民间小戏，因此，萧遥天的观点显而易
见是舍本逐末。
　　2．潮剧是弋阳腔的一支　　潮剧源自弋阳腔的说法以张伯杰为代表。
他的《潮剧源流及历史沿革》一文认为，潮剧以弋阳系统诸腔为其宗，经过综合昆腔、汉剧、秦腔、
民间歌舞小调而后逐渐脱胎、演化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大剧种。
　　这篇文章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戏曲研究领域。
对潮剧源流的最早认识，多数来自于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潮剧是“弋阳的遗响”，是“弋阳腔的支
派”，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等（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
这个观点在《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刊行之后，同样亦已成为不确之论。
　　3．潮剧源出宋元南戏　　潮剧源出宋元南戏的说法以李国平为代表。
1979年，在广东潮剧院艺研室编印的《潮剧艺术通讯》（内部资料）第二期上，刊登了李国平撰写的
《潮调是来自弋阳腔吗？
——潮剧寻源之二》一文。
作者通过对南戏各地声腔的查考，认为弋阳腔是南戏的一支，潮调也是南戏的一支，故此，南戏在潮
州地方化的潮调应该说是“南戏遗响”。
根据之一是帮腔并非弋阳腔所独有。
帮唱、帮腔就是一唱众和，它来自民歌，这已属常识；作者又对收入《永乐大典》中的三部戏文《张
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进行查考，证明在弋阳腔产生之前就有帮腔存在，而且
余姚腔也是后台帮腔的一种腔调。
根据之二是记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自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的《南词叙录》和记载“
弋阳腔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闻之”的《客座赘语》，之二者与记载有“潮调”、“潮腔”的时间接
近一致；而《荔镜记》、《金花女》和《苏六娘》三个明代戏文版本，比迄今所能够看到的弋阳腔版
本更为完整、更为久远。
因此，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是潮剧源于南戏正字，既受过弋阳腔的影响，也受过昆腔的影响，但四大声
腔的影响是流而不是源。
　　迨至1982年，在广东潮剧院艺研室编印的《潮剧艺术通讯》（内部资料）第八期上，又刊载了李
国平撰写的重要研究文章《南戏与潮剧——兼与新版（辞海）[正字戏][弋阳腔]释文商榷》，该文共
分为三章。
第一章作者针对《辞海》中弋阳腔的条目释文——“由于传播甚广，并同各地语言、曲调或剧种相结
合，在它的直接、间接影响下，产生了青阳腔、潮剧等不少新的剧种，或成为当地戏曲的组成部分，
对高腔这一声腔系统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进行分析论证，指出潮剧、潮调是元明南戏的一个支
派，是南戏在粤东、闽南的潮州方言区的地方化。
因此，弋阳腔和民间小戏是潮腔、潮调发展中的流，而南戏则是源。
此外，文章又通过对《荔镜记》、《金花女》、《苏六娘》的方言演唱、曲牌声腔体制、伴乐锣鼓管
弦、合唱、对唱、曲白杂唱以曲代言、南戏规格、七角规模等方面的校勘，证明潮腔、潮调在“明、
清地方史志和文人笔记中从未有把它划在弋阳腔或其他声腔里去的记载，皆视为独立声腔的存在”；
再加上潮州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成书的《广东通志》中记载“访得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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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宋至明初是潮调的漫长酝酿期，而其形成是在明中叶。
第二章作者针对新版《辞海》正字戏的条目释文——正字戏“形成于明末，由四平腔、青阳腔发展而
成。
腔调以高腔、昆腔为主，唱、念都以中州韵为依据”；“正字戏在闽南又称‘四平戏’或‘词明戏’
。
源出明代中叶的徽池雅调，经福建传人广东。
有‘四平’、‘青阳’二主要声腔，属高腔系统，俗称正音曲。
附有许多昆曲和杂调”；“正字戏原名，民国以后因与‘白字戏’对称才改名为‘正字戏”’的说法
，以《金钗记》和《蔡伯喈》为依据，论证正字戏为元代南戏；指出《金钗记》的方言词语和乐器使
用问题，方言如“宋舍为人好风梭，说话甚痴歌”等，乐器如[三棒鼓]等，指明正字戏在潮州演出，
而乐器伴奏则与弋阳腔干唱是有区别的。
而《蔡伯喈》是“弦索官腔”的鼻祖，加之正字戏曲戏的剧目保留有许多元明南戏剧目；正字戏鼓板
锣钹及弦乐器[三棒鼓]和大管弦以及正字戏曲戏的乐调显著有活五重六等七声音阶，都可证明潮剧、
正字和白字的声腔自成体系。
作者认为这便是它们不可归并于弋阳腔的确凿佐证。
第三章中，作者介绍了故往对潮剧和正字戏的相关论调，过去把潮剧和正字戏列为弋阳腔或青阳腔、
四平腔，并把正音曲戏推论成明末传人，主要依据有五：其一，帮腔；其二，徐渭的《南词叙录》中
说“弋阳腔⋯⋯闽广用之”；其三，万历年间福建即行“徽池雅调”、“青昆时调”，选本多种；其
四，福建词明戏也叫正字戏；其五，闽粤曾有四平腔之说等。
作者对以上论调进行论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以《荔镜记》的剧目为标志，以闽南方言语系为规范，
包括以潮州、泉州方言演唱的潮泉腔，是与“四大声腔”同时出现的。
它应是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腔）以外的又一大声腔，即“第五声腔”。
关于潮泉腔为明代“第五声腔”的论点，是李国平潮剧声腔理论研究的成果，在戏曲界引起较大反响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此论也印证了明本潮州戏文被发现、整理、研究后所普遍确认的结论—
—潮剧在明代中叶已形成独特的唱腔和完整的表演形式，昔年的潮州白字戏是由宋元南戏的一支即正
字戏蜕变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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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
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
和传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的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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