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音的学校传承 
文  陈燕婷文  陈燕婷

将南音纳入学校传承，是南音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的里程碑式事件。这意味着南音从原本自生自灭的民间传

承，进入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经费支撑的国家教育体系。在

当前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大环境中，原本草根的民间音乐

一跃而为学校教学内容，甚至成为一种特色专业，无疑是

对南音的最大支持和肯定。

南音进入学校课堂，以1990年泉州市教育局和文化

局向全市各有关单位下发的《关于在我市中小学音乐课程

中逐步开展南音教学的意见（泉教中[90]044号，泉府文

[90]012号）》（下文简称“意见”）为标志。“意见”目

标明确，是为了“使中小学生接受优秀民族音乐的熏陶，

以期源源不绝地培养南音后继人才。”由此目标可以看

出，正是因为当时的南音“后继人才”之培养出了问题，

所以当局才需要出此决策。

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兴。南音原本应该趁着开放

的春风重振往日辉煌，却不曾想由于港台流行音乐、西方

音乐的大量涌入，而被边缘化。很长一段时间，演唱、演

奏、欣赏南音者，都是老年人，鲜有年轻人问津。20世纪

80年代末，南音面临的传承危机有目共睹，将南音纳入学

校课堂无疑是解决此危机的绝好方法，但是缺乏经费是一

大问题。积极推进南音进课堂的陈日升，当时是泉州市文

化局副局长，如今是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据他介

绍，1989年，台湾一位音乐老师来到泉州，倾听了南音，

注意到南音演唱演奏者的老龄化现象。在与陈日升攀谈的

过程中，陈日升谈到了自己关于将南音引入课堂，以比赛

推动教学的想法。当得知因为缺乏经费此想法尚难以实现

时，这位音乐老师提出由自己来资助，并且在之后连续几

年，每年都如约寄来十万元台币（约合2万人民币）。这位

老师的这一义举扫清了南音进课堂的最后障碍，1990年计

划正式实施，而且很快进入良性运转。在连续寄了3年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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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陈日升写信告知对方不用再寄钱，因为经费已不再是

问题。

从1990年至今，已过了28年，回过头来看当初的这

个文件，可知“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全盘考量而提出

的，其在实施对象、教学内容、教学师资等各方面的建议

都切合实际，颇为可行，使南音进课堂第一步得以顺利迈

出，良好的开端奠定了之后繁荣发展的局面。例如，考虑

到南音的音乐特点，年龄太小的孩子不易接受，而年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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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陈日升（左）与泉州南音传承中心副团长增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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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孩子课业又太重，因而建议首先在“初具条件的小学

四年级（五年制）、五年级（六年制）、初中一年级的音

乐课程中补充南音教学”；同时建议各校“组织以学生为

主体的南音兴趣小组，组织演唱活动，或参加当地南音社

团的节日演唱活动”。为配合此项活动，还组织专人编订

了小学和中学难易不同的两种教材，小学选取“5—8首

通俗易懂、内容健康的散曲供教学演唱”，中学则是“十

首循序渐进的散曲（即叠拍、快三、慢三以及各种曲牌的

选择配搭）”。并建议“各地文化馆（站）推荐有南音素

养，有教学经验的人员兼课”，市区各校则“可由市南乐

团及各南音社团派员任课”等。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出举行中小学学生南音演唱选拔赛、全市中小学学生南

音演唱比赛等，获奖学生除有奖品、证书外，还可获得在

升学考试中加分、报考泉州师院南音班时优先录取的机

会。

南音进课堂活动展开的这28年间，有关领导部门、

各中小学校、各南音社团、社会热心人士上下一心、互相

配合、全力推动，影响越来越大，经常被作为良好的范例

提及，例如樊祖荫、谢嘉幸认为该活动“培养了一批热爱

南音的小歌手，这些歌手许多后来成为了南音社团活动的

主角和传承人”，“泉州市的成功做法是政府、社团、学

校、研究机构四位一体，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与地方民族

音乐文化的重建结合起来”。 

据笔者所见，各中小学校南音进课堂活动的展开大致

有三种方式，而且这3种方式各有优点，互为补充。

其一，大班课。大班课的目标是实现南音的普及教

育，使尽量多的孩子接触南音，学习南音，喜欢南音。然

而，大班课是三种方式中难度最大，最难实施的课程，因

为每个孩子的音乐天赋不同，兴趣不同，再加上南音是极

富个性的乐种，所以人数越多，课就越难上，这是显而易

见的。一星期一堂南音课，靠一个老师，要教会全班几十

个学生唱会一首哪怕是最简单的南音乐曲，往往要花一年

以上，而且学习效果还不尽人意。因此，多数学校不开设

大班课。然而，笔者仍认为大班课教学非常重要，这是南

音普及性教育的一大平台，不可或缺。只不过，在教学内

容上应该改变，以欣赏为主，培养一批懂得欣赏南音的下

一代，其重要性不亚于对南音专业人才的培养。

其二，兴趣班。兴趣班是各学校最为推崇的教学方

式，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报班，积极性大，学习人数少而

精，因而学习效果好，成效显著。安海雅颂南音社南音先

生黄国新，是南音界资深名师，曾于1997年受聘赴菲律

宾金兰郎君社任教，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到南音教学中，培

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如今天天忙于各种南音教学活动：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奔波于安海镇各小学，受聘为学

生开设南音兴趣班，有时一个下午要赶两个学校，上两个

兴趣班。例如每周四下午，先是4点到养正中心小学西边

校区上课，然后5点再赶到成功中心小学上课。此外，每

周一、三、五、日晚上到雅颂南音社为有兴趣额外学习的

孩子辅导，每周六晚到菌柄村教授村里老人唱奏南音。

养正中心小学西边校区的南音兴趣班开展得很好，校领导

重视，购置了5套南音乐器，除了请来黄国新任课外，还

有两位会奏唱南音的本校音乐老师颜雅君、许燕燕担任助

教。兴趣班有20余人，仅仅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除了个

个会唱多首南音乐曲，如《直入花园》、《春光明媚》、

《一间草厝》等曲外，还有多人会弹琵琶，会吹洞箫者也

有几个，另有一个小男孩会拉二弦。规模颇为壮观，演唱

演奏也都有模有样。

其三，课外辅导。一些特别好学的孩子，在兴趣班

图二：黄国新为养正中心小学西边校区南音兴趣班授课 图三：雅颂南音社小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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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只要有空，还会到当地南音社团学习。另有一些计

划参加比赛、演出等活动的孩子，也会在活动之前加紧训

练，频繁出入南音社团，力争取得好成绩。各地的南音组

织都很欢迎这些好学的小学员，每周有固定活动时间接待

这些学员，有专人教学、伴奏等。遇演出、比赛还会专

门抽时间抽教员为学生们辅导。例如前文提及的雅颂南音

社，每周一、三、五、日为固定活动日，无论有多少学员

前来，南音先生们绝不缺席。

上述3种教学方式，从南音普及教育到兴趣培养再到

尖子生打造，构成了分层次、具有不同效果的完整南音教

学链条，因而缺一不可。如今，后两种方式在泉州各地都

开展得如火如荼，培养出了一大批能唱会奏的南音新人。

大班课方式则相对较冷，有待进一步普及推广。

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后，与之相应的师资培养便提上

日程，而且迫在眉睫。虽说可以充分调动社会上的南音人

才做为外聘师资，但是学校自身配置固定教师更加有利于

活动的开展，而且实践证明，外聘师资与本校教师二者配

合互为补充，教学效果更加明显。因此，早在1990年南音

进课堂活动展开的同时，泉州教育学院就举办了短期的中

小学南音师资培训班。之后，福建社会音乐学院、福建泉

州艺术学校先后开设南音班。在高校开设南音课程中，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属2003年，时任泉州师范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院长王珊创办了音乐学（南音方向）本科

专业，同年招收了第一批20个学生。在此基础上，该院于

2011年成立南音学院，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招收艺

术硕士，成为泉州师院首个硕士点，首招南音方向艺术硕

士。

短短几年间，南音学院获得荣誉无数：“南音文化

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获福建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

认定；“南音研究中心”获批福建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基

地；“南音文化传承”获批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

“南音与基本乐科”获福建省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团

队……

师院师生经常参与海内外南音活动，成为一个备受

瞩目的新南音群体。该院于2015年推出南音新作《凤求

凰》，引发各界关注。该剧由泉州师范学院副院长王珊任

总策划和艺术总监，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副主任郑长铃为艺术总监。厦门台湾艺术研究院院长曾

学文编剧，厦门南乐团前团长吴世安作曲，中国评剧院国

家一级导演安凤英导演，泉州师院南音学院、泉州市南音

传承中心共同演绎。其中，南音学院女教师陈恩慧反串男

主角司马相如，南音传承中心庄丽芬饰卓文君。先后在第

十一届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开幕式、第十八届上海国

际艺术节福建文化周等重要活动中上演。获得第六届福建

艺术节第3届音乐舞蹈杂技曲艺类一等奖。

《凤求凰》全剧由三幕构成。第一幕讲述西汉才子司

马相如与卓文君一见钟情，深夜私奔。第二幕讲述卓文君

下嫁司马相如后过着清贫的生活，不但典卖首饰，还当垆

卖酒。第三幕讲述司马相如仕途得意，写了一封家书寄给

文君，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十三个字。

文君见信即知相如已无“意”（亿），提笔回信诀别：

“朱弦断，明镜缺，与君长诀！”    

图三：雅颂南音社小学员

图四：泉州师范学院南音学院师生参与国际南音大会唱活动 图五：《凤求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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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求凰》是一部创新性、综合性作品，以南音音

乐为主要创作元素，糅合了民族乐器、现代舞、梨园戏、

现代舞美、灯光等等，努力寻求传统南音审美与大众审美

的契合点。乐器使用方面以传统南音上四管为主，添加了

压脚鼓、古琴以及北琶、古筝等其它民族乐器，奠定了南

音为主的乐器音色基调，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小型民乐

队，并设置了专职指挥。男女主角的唱腔由吴世安在传统

曲牌的基础上依剧情创作而成，虽然曲调并非纯粹来自传

统，虽然乐器伴奏大大溢出了传统范围，有时仅由传统四

管伴奏，有时以南音四管为主加入其它乐器，甚至有时用

普通民乐队伴奏，但是由于演唱者是具有多年南音演唱经

验的成熟南音乐人，用闽南话演唱，无论是咬字吐音还是

润腔做韵，皆准确规范，南音韵味浓厚。

作曲家设计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整

个剧一开始首先由洞箫主奏，配以其它民乐伴奏，曲调

委婉动人，渲染了该剧哀怨伤感的悲剧气氛。之后由后台

女声轻声用“m”哼唱该主题，强化了人们对该曲调的熟

悉感，并在之后剧中多次出现，起到统一全剧的作用。另

外，剧中的小合唱、伴唱具有民歌风特点；剧中曲与曲之

间的衔接使用的是大众化的民乐队，尤其突出地使用了北

琶；舞美、灯光乃至服装造型设计古色古香，华贵厚重；

舞台上的侍女行走使用的是梨园戏的科步；为表现男女主

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剧中设计了“凤”与“凰”

两个舞者角色，分别代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通过舒缓流

畅的肢体语言，展现其所思所想，动作轻柔、细腻。

谱例：凤求凰主题

 

总的来说，这部剧首先从视觉上给人美轮美奂之感，

精美、华贵、色彩斑斓的布景和服装、造型，符合当代人

寻求感官刺激、追求视觉冲击的审美需求；音乐以大众耳

（责任编辑 张宝华）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熟能详的民乐队作为铺垫，在开头、结尾、曲与曲之间的

衔接中出现，有时配合南音四管乐器共同诠释传统曲牌，

为男女主角唱腔伴奏。对不熟悉传统南音的人来说，大众

化的民乐队音响增加了他们对音乐的亲切感，拉近了人们

与音乐的距离。然而，传统南音并不是一门表演艺术，它

就像传统的古琴音乐一样，是为了修身养性，而非为了表

演，所以传统南音人讲究演奏的时候闭目倾听，专注于音

乐本身。正因如此，对庄丽芬、陈恩惠二位主演来说，

《凤求凰》对她们最大的挑战就是需要一定的表演，这

毕竟是带剧情的“剧”，而不仅仅是唱“曲”。因此，该

剧特设象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凤”与“凰”两个舞者

角色，用肢体语言表现男女主角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增添

视觉丰富性，另一方面使剧情进展更流畅贯通，为男女主

角分担解忧，化解表演欠缺的尴尬，也更能专心于南音唱

腔。总策划王珊曾谈及，201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上演时，

得到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热烈的掌声持续了25

分钟，足见年轻人对该剧的认可程度。

总而言之，南音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为南音传承打开

了一片新天地。经过将近30年社会各界的宣传推广，南音

如今炙手可热，成为校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南音新人不

断涌现，各式传统的、创新的南音节目，在校内外各种文

艺演出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学校教育

体系毕竟跟传统南音馆阁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学校教育

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当代南音新人，也与传统馆阁中培养出

来的南音人有着很大不同。前者往往更崇尚创新，后者则

更偏向守旧。当前，学校南音教育发展态势良好，为南音

今日的繁荣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未来潜力无限，令

人期待。但是我们在继续推动学校南音教育前行的同时，

也需要花大力气提高传统南音馆阁的地位，扩大南音馆阁

的影响，做到学校南音教育和南音馆阁传承齐头并进。南

音馆阁有自己的一套信仰和习俗，有很多的行为和演奏规

范，这些对于维护传统南音的韵味都是不可或缺的。让学

校中的南音学员更多更深入地浸润在南音馆阁中，尽可能

地象传统南音人那样，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和学习南音，有

助于相对原汁原味的传统南音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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