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马成与湘灵音乐社 
文  陈燕婷文  陈燕婷

2017年12月7到11日，第十二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

在泉州召开。除了有祭祀郎君祖师仪式以及南音大会唱开

幕式外，还在“泉州南音艺苑”、“府文庙李文节祠”、

“苏廷玉祠”、“鲤城区文化馆”、“文化宫”、“肃清

门广场”等地同时展开，共举行了24场分组南音大会唱活

动。笔者曾说过，“每一届国际南音大会唱都有自己的特

色和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①， 例如，第二届召开在1982

年，此届南音大会唱因为一位台湾人的参加而引起轰动；

第三届吸引了来自北京的中国音乐学院采风组；第四届，

王朝闻、赵沨、何昌林、樊祖荫等知名人士出席活动；第

五届，来自日本的“竹精会”日中文化交流访中团令人

耳目一新；第七届，西安古乐团、五台山古乐团、河南

大调曲子团前来助威，登台献演……而本届南音大会唱风

采最劲的当属新加坡湘灵音乐社，该社于12月9日下午和

晚上，在泉州高甲剧院分别上演了两场《九歌·意象》演

出，广受好评，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火热场面。湘灵虽多次

到泉州地区参加活动，正规演出这是头一回，首战告捷。

之后，由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主办，泉州市东海街道后厝社

区联办，泉州市曲艺家协会协办的“纪念丁马成先生逝世

25周年暨丁马成南音作品座谈会与演唱会”，趁热打铁，

于12月11日傍晚5点半，在后厝社区丁马成故居举行。此

活动的成功举办与前面的《九歌·意象》演出一起，构成

了1+1＞2的连锁效应，使湘灵音乐社获得了更加广泛的

关注，中央电视台、福建电视台、泉州电视台、泉州广播

电视台、《海峡导报》、《泉州晚报》、《石狮日报》等

各大报刊和媒体争相报道，人人赞赏有加。

丁马成（1916-1992）是湘灵音乐社的前任社长，由

于他的突出贡献，虽已离世25年，至今仍是指引湘灵音乐

社不断前行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人物。而且，他还因为首创

国际南音大会唱而被誉为“南音功臣”。丁马成在南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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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做贡献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谈。

其一，开创了国际南音大会唱这一表演形式。

丁马成生于泉州，18岁移居新加坡，早年从商，出

任湘灵音乐社社长时已过花甲之年。1977年3月，其母逝

世，守丧期间，“亲友请来‘湘灵音乐社’清唱南音。在

亲切的乡音及幽咽凄清的箫弦声中，不仅寄托了对一手扶

养他长大的母亲的沉痛哀思，更唤醒这位炎黄子孙对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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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燕婷.南音北祭——泉州弦管郎君祭的调查与研究[M].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239.

图一： 丁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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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的认识与责任感，也使得心里那颗热爱南管的种

子生根萌芽。他矢志将余生献给南管，立愿要在新加坡重

振南管声望！”① 当时，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湘

灵音乐社正处于建社以来最衰微的时期，丁马成自荐出任

湘灵音乐社社长，从此开始了重振该社的漫漫长路。就在

担任社长后不久，同年9月，湘灵音乐社举行成立37周年

社庆，丁马成趁此时机倡办了“首届亚细安（Asian）南

乐大会奏”，请来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南音社

团共襄盛举，首开国际南音大会唱先河。几十年来，由丁

马成首倡的这种南音演唱形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展开。

在丁马成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泉州地方戏曲研究

社社长郑国权充分肯定了国际南音大会唱的作用和意义。

指出，历史上的南音都是班社，自娱自乐，很少交往、合

作。丁马成先生在1977年组织亚细亚南音大会奏，之后，

各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包括泉州。如今，海内外国际

南音大会唱已有20余次。这就形成了一个南音文化圈，跨

国、跨地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

起共唱南音。而且，从1977年到2017年，共40年，这是

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纪念日。

所以，如今，每当有国际性的南音大会唱活动举行，

人们都会想起首倡者丁马成，其被誉为“南音功臣”实至

名归。

其二，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南音新作，其作品《感怀》

获国际性奖项。

1980年前后，丁马成与台湾南音名师卓圣翔合作，

共创作了南音新曲300多首，皆由丁马成作词，卓圣翔作

曲，曲调主要来自传统南音曲牌，再根据歌词字调做适当

的调整和变化。因此，这些新曲南音韵味十足，许多历经

多年传唱至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感怀》，该曲由

丁马成夫人王月华演唱，于1983年参加英国北威尔斯第

37届兰格冷世界民族音乐及歌唱比赛，在30多个国家的

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荣获民族独唱组第3名。此外，湘灵

音乐社演奏的大谱《走马》获器乐组第4名。这应该是南

音首次获得国际性的演唱演奏奖项。消息传出，所有南音

人欢欣鼓舞。2002年，二人合作的作品集《现代诗词南

管唱——应景选曲》在台湾高雄出版，所有词文及工X谱

皆是丁马成在世时亲笔抄写。并附10张光碟，多数乐曲

由林素梅演唱，同时收录了王月华演唱的《感怀》。其中

另有一首曲子也较为特殊，其作词者并非丁马成，而是郑

国权。1984年3月，丁马成应泉州市文化局邀请，率领湘

灵音乐社一行30多人来到泉州访问、演出。演出前丁马成

发自肺腑的一席话感动了台下所有人，尤其其中以“外甥

找母舅”来形容海外华人与祖国祖家的关系，更令听者动

容。郑国权当晚夜不能寐，连夜创作了《外甥找母舅》曲

词一首，后被丁马成带回新加坡，交由卓圣翔谱曲，也被

收录到作品集中。

①林素梅《前言》，载丁马成词，卓圣翔曲《应景选曲》，台湾：乡音出版社，200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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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丁马成故居一角 图三：丁宏海在纪念丁马成逝世25周年活动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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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一万.华夏乡情在，南音流派长——记新加坡湘灵音乐社[C].载《丁马成南音作品评论》，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制作印刷，

1995:9-10.

2002年12月，为纪念丁马成逝世10周年，在他的故

乡泉州举办了丁马成南音作品大奖赛，分歌唱组与创作

组，前者演唱丁马成作品，后者以丁马成词创作新曲。为

期一周的比赛，共有来自厦门、漳州、泉州等地的39个单

位，近百人参加。获一、二等奖者，还获得于2003年9月

6日赴新加坡演出的机会。

在纪念丁马成逝世25周年的《丁马成南音作品》演

唱会上，湘灵音乐社精心挑选了《感怀》《何日君再来》

《郎归晚》《聚散两依依》等作品，细腻精致的词与曲、

该社成员的倾力诠释，加上该演唱会在丁马成故居举行，

温馨的环境，心怀敬意的乡人、亲友及南音界人士等等，

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掀起湘灵音乐社返乡之旅的

最高潮。

其三，复兴湘灵音乐社，确立了该社的国际化道路。

湘 灵 音 乐 社 成 立 于 1 9 4 1 年 ， 其 前 身 是 “ 云 庐 南 音

社”，由新加坡华人组织成立，非常活跃，名气很高，而

且极其热爱自己的祖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经常通过

演出筹集善款支援中国抗战。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新加

坡的英国殖民政府收回“云庐”的办社准许证，云庐被迫

解散。于是，弦友们另行组织了湘灵音乐社，继续筹集善

款，支持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湘灵音乐社以南音曲调谱写

《五湖游》，为女生表演舞蹈配乐，获得成功，拍成电

影，送到伦敦放映。1947年，英国驻东南亚总督马康·唐

素纳爵士，听了南音演唱，赞叹道：“我生平第一次知道

东方有如此美妙的音乐，此曲只应中国有，泰西哪得几

回闻？”为此，他请湘灵音乐社为一千多位驻新加坡的外

交使节演出，请他们欣赏南音，并拍成记录片送到伦敦放

映。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登基大典，新加

坡派出湘灵音乐社组成的南音代表团，前往祝贺演出，荣

获优异奖，女皇奖赠金皇冠一顶。① 

然而，1960年以后，由于活动经费有限，再加上老

一辈人先后离去，湘灵音乐社日渐式微。丁马成出任社长

时正值该社青黄不接的时期，其艰难及挑战可想而知。

1977年，无疑是湘灵音乐社关键性的一年，丁马成通过成

功地组织亚细亚南音大会奏，极大地提高了湘灵音乐社的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社员们注入一剂强心剂，一举成

功带领该社走出了低谷。1983年带领社员在英国所获的前

述两个奖项，更是奠定了湘灵音乐社在南音界的地位。当

时整个海内外南音界都处于困顿时期，这两个奖项令大家

精神为之一振。所以，可以说，湘灵音乐社首开国际南音

大会唱以及首获南音国际奖项，不仅仅对湘灵音乐社，甚

至对当时正处于低迷时期的整个南音界，都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为之后南音界的复苏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由于丁马成的突出贡献，1987年，新加坡政府授予

他共和国文化奖章。丁马成始终是湘灵音乐社的一面旗

图五： 《九歌·意象》演出后谢幕图四： 丁马成南音作品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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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宝华）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帜，是该社的灵魂人物，虽已辞世多年，其影响仍不减当

年。

如今，丁马成的儿子丁宏海继承父亲的事业，与丁

马成的得意门生王碧玉一起，循着他的脚步，带领湘灵再

续辉煌。在他们的努力下，湘灵音乐社稳步前行，经常到

世界各国巡演，所到之处除了中国北京、福建、香港、澳

门、台湾外，还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

亚、日本、韩国、摩纳哥、西班牙、法国等国家。该社于

2010年在英国北威尔斯兰格冷世界民族音乐及歌唱比赛中

再次获奖，演唱的丁马成作品《人生百态》获得民歌独唱

组第一奖。此外，该社于2017年获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

“团体奖”，是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常年补助金计划的

受益团体。

湘灵音乐社的许多演出和节目都别出心裁，极具创

意。例如，该社为筹集经费，同时也为庆祝郎君秋祭，常

年推出“南音感官别宴”，将南音音乐与宴席相结合，演

出不卖门票，只卖宴席，大受欢迎，往往很快售罄。如

今，“南音感官别宴”已成为该社的一个活动品牌。2017

年推出的南音感官别宴《新不了情》与南洋特色的娘惹

菜系相结合，于2017年10月15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上演，按照离舞台的远近程度，宴席售价从一桌1200元

到5000元新加坡币，共5种规格36桌。演出除了演奏南音

外，还有许多创新形式，例如用南音传统四管配合钢琴伴

奏演唱传统南音乐曲《望明月》；加入印尼佳美兰乐器、

手风琴、马来西亚打击乐器和倍大提琴等演唱丁马成南音

作品，等等。这是一场视觉、听觉与味觉的大胆结合和成

功尝试。再如，在第十二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中上演

的《九歌·意象》，于2015年耗费9个月时间制作完成，

灵感来自屈原的《九歌》，原诗共有11篇，包括《东皇

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

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

《国殇》、《礼魂》等，湘灵音乐社将其中的《湘君》

与《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为一

篇，共分9个篇章来呈现。“演出结合了音乐、吟唱、戏

曲、光影、投影、音效等元素，为观众提供视、听、闻、

触、味等感官体验。”① 不光有南音，还有梨园戏以及其

他许多现代因素。由于主创团队、主要演员皆功力深厚，

演出精致唯美，感性体验极佳。

由上述分析可见，湘灵音乐社并非传统南音社团，而

是一个以创新为主的新型社团。笔者认为，该社极富远见

之处就在于其名称，为“湘灵音乐社”，而非“湘灵南音

社”。当前，强调原汁原味传承与积极发展、创新已经构

成了两大阵营，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诉求。然而，如

何把握创新的度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稍有不慎就要招

致各种批评。假如“湘灵”以“南音社”为名，反而会招

来不必要的麻烦，其创新将举步维艰。而以“音乐社”为

名，致力于南音音乐，但是又不局限于南音，显然前景更

为开阔，而且各种创新名正言顺。

《九歌·意象》在泉州的演出，得到了家乡人民的广

泛好评，这无疑是对湘灵音乐社多年努力的最好回报。新

加坡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记者谢燕燕指出，能在南音的

发祥地虏获当地观众的心，“等于为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自

信注入一记强心针”。笔者感悟，华侨在海外生活不易，

而在海外生活却致力于弘扬家乡传统文化更加不易。这，

也许正是以丁马成、丁宏海、王碧玉等人为代表的湘灵音

乐社总是给人以深深感动的核心所在。

①摘于《九歌·意象》节目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