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谢万智为主席，庄小波、陈连法、 

陈建新、陈恩慧、蔡家乐为副主席 
 
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6 月 29 日上午在泉州

市区召开。肩负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 158 个团体会员、1434 人个

人会员重托的 320 名代表从泉州各地欢聚一堂，共赴盛会。泉州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泉州市文联主席许旭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对大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即将产生的新一届协会工作班子寄予厚望。第

三届理事会主席陈日升作了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

320 人为理事、85 人为常务理事的第四届理事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

四届理事会主席团，谢万智为主席，庄小波、陈连法、陈建新、陈恩

慧、蔡家乐为副主席。陈建新兼任秘书长。大会还选举产生监事会，

并决定执行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名单。同时宣布建立行风建设委员会、

艺术委员会、联谊联络委员会、教育与学术委员会、中小学薪传委员

会、数据传播委员会、器物研制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名

单。 

大会还宣布成立协会顾问团，聘请北京、福州、泉州资深音乐学

者和专家担任学术顾问、艺术顾问，大会还聘任了永远荣誉主席、荣

誉主席、名誉主席。 

大会前夕，北京等地的多位音乐学者热情洋溢地发来题词，菲律

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香港、澳门、台湾、深圳等国

家和地区的弦管团体发来贺信、贺电和贺词。 

当天下午，一场主题为“千年弦管奏新声”的音乐会举行，各代

表队先后演唱演奏十九个精彩的曲目。 

（以上详细材料请浏览本网站“南音（弦管）书库”中的《泉州

市南音艺术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刊》。） 

 

〔附录〕       
三十而立、继往开来 
 

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第四代表大会，本着“三十而立、继往开来”

精神谋划今后五年的工作。既是继往，就必须简略地回顾一下协会三

十年的历史。 



三十年前，泉州市区的弦管乐人尚无自家的协会，只有 1952 年

由泉州市（今鲤城区）文化馆主持把三个老弦管馆阁成员联合起来，

组成泉州南音研究社， 其后在这基础上，于 1960 年建立集体所有制

的泉州民间乐团（即今泉州南音乐团前身）。在这前后，时称晋江专

区所辖的各市区，也只有一个晋江专区戏剧工作者协会，协助专署文

化局安排各专业剧团的巡迴演出业务及整理相关的资料。当年，省文

联有文学、戏剧、音乐、曲艺等十个协会。泉州戏曲界一大批名家，

先后为省戏剧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至于弦管音乐界的多位名家，由于

在归属尚不太明确的背景下，暂由省曲艺家协会所吸收。1985 年，

晋江地区改为泉州市，市一级的相应机构先后建立，泉州市文联也于

1987 年恢复成立，随后着手组建文学、民间文学、戏剧、音乐、美

术、书法、摄影、电影等工作者协会。对于历史悠久、队伍厐大的弦

管音乐界成员，要组建何种名副其实的协会，颇费周章。毫无疑问，

弦管的属性当然是音乐，是优秀的传统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只是有

別于新音乐，而且还受到某些新音乐工作者的歧视和排斥，加以斯时

文艺各门类的界限尚不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省音协没能吸收弦管

音乐界人士为会员，以致泉州有几位弦管名家反而为省曲协所吸收。

但曲艺的特征是“说唱艺术”，以相声、讲古等为主。解放前，泉州

人不知相声为何物，至于几个以讲古求糊口的无业者，公众并不认为

他们是文艺界人士，更不可能与弦管先生同列，所以市文联于 1988

年 2 月决定，从实际出发组建泉州市南音工作者协会，而不考虑组建

尚无曲艺工作者的曲协。而原已参加省曲协的林文淑等弦友，非常热

心地归队组建泉州市南音工作者协会，林文淑并被选为主席。 

其时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即缘于中国南音学会

于 1985 年 6 月在泉州成立，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

沨被推选为会长，多位全国音乐史家和泉州市从事文化工作的领导干

部王今生、朱展华及音乐界人士为副会长。中国南音学会成立后，正

式归属于中国音乐家协会为其二级学会，于今仍记录在案。学会成立

前后，在泉州先后举行三次全国性南音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数十篇。

赵沨提出的南音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的论点，成为与会专家

学者的共识。他们经过实地观摩和研讨后，都认为古老的弦管属性是

音乐，而且是音乐历史的深厚积淀，并活在当下，具有活化石的重大

意义。 

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先生，会后把他在会



上赞同赵沨观点的发言等，整理为《“弦管”题外谈》一文发表于《中

国音乐》上。首次在全国音乐界为幸存于泉州的古乐正名为“弦管”。 

这是全国高层次音乐史家对泉州弦管属性的认定，实事求是，令

人信服。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于是，市

文联 1988 年在依照省文联十大协会对口组建工作者协会之际，就不

考虑组建曲艺工作者协会，因为客观现实是，泉州及各县，都找不到

几个称得上是从事“说唱艺术”的人，可以进入文艺家行列。而弦管

界，不论城市、乡村、山区、沿海，也不论是工、农、士、商，都有

弦管先生及广大爱好者。基于此，组建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是水到

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从此，这个首次在泉州诞生的协会，至今已三

十而立，弦管队伍从原先不完全统计的数百人，发展至本次大会前统

计，已有团体会员为 158 个，个人会员为 1434 人，为市属各协会之

最，可见本乐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人气兴旺，前途无量。

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曲艺类说唱艺术，既缺乏生存的土壤，

也少有发展的空间，丛业者少、爱好者亦不多，形成不了队伍，以致

二十多年间没人要求也没必要成立名副其实的相应协会。至于泉州南

音（弦管），既是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传统音乐”申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获得成功，自然是“中国音乐”，

而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传统音乐之一，当倍加爱护与珍惜。深信总

有一天，会名正言顺地成为省级乃至全国性相应协会的成员。 

本世纪以来，国家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国务院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类，即（一）民间文学；（二）传统音乐；（三）

传统舞蹈；（四）传统戏剧；（五）曲艺；（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

技；（七）传统美术；（八）传统技艺；（九）传统医药；（十）民俗。 

南音（泉州弦管）属于传统音乐，列为上列十大类中的第二位。

愿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的会员，都认准自己的位置，引以为荣，并

自觉地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