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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闽南
文化与民间艺术传习基地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 陈心晖：

开展多元合作
注入创新活力

声 音

此次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

门开放大学)“闽南非遗印象”融

媒体专栏采访团走进厦门歌仔

戏研习中心，请学生担任“非遗

体验官”，体验歌仔戏的表演艺

术，对话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取

得不少收获。

在专栏的带动下，学生得以

走进高雅的艺术殿堂，结识“名

角”，得到他们的悉心指点和教

导，不仅丰富了相关知识，更积

累了社会实践的经验。

与此同时，我校闽南文化与

民间艺术传习基地与歌仔戏的

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前景。一

方面，依托该基地，进行歌仔戏

的文化展示、名家教学等多方面

合作与交流，推动基地的繁荣发

展。另一方面，定期在基地内举

办歌仔戏表演活动，邀请专业的

歌仔戏剧团进行演出，让学生近

距离欣赏到了歌仔戏的魅力。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鼓励

学生将歌仔戏元素融入动画创

作实践，如角色设计、动作捕捉、

音效制作等环节，通过实际操

作，提升对歌仔戏元素的理解和

应用能力。

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在学术

研究、课程设置、创意制作、文化

传承等多方面开展合作与交流，

为歌仔戏等优秀闽南文化传承

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晨报记者叶子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陈心晖

在闽南地区歌仔戏剧本创作及学术研

究等方面，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

副主席曾学文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

物。多年来，他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歌仔戏

剧目，如《邵江海》《蝴蝶之恋》《侨批》等，持

续展现了新时代歌仔戏在题材开掘、表现

形式、审美意识上与当代人文精神和艺术

表达的最佳契合点，受到业界广泛认可。

在庆祝建党百年优秀剧作评选中，曾

学文创作的歌仔戏《邵江海》入选全国《百

部优秀剧作典藏》。而他创作的歌仔戏《蝴

蝶之恋》，也开启了海峡两岸戏曲全面合作

的先河，被台湾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剧目。

本期，我们对话曾学文，请他讲述有关

歌仔戏的发展与创新。

记者：歌仔戏独特的唱腔、表演形式和

音乐特点是什么？

曾学文：歌仔戏从闽南“歌仔”发展而

来，其唱腔保留了“歌仔”音乐的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曲多白少的特点，让一般民众非

常容易接受，加上地方色彩浓厚，内容又是

百姓熟悉的民间故事、家长里短和男女爱

情等，所以一下子就成为台湾和闽南最受

观众喜爱的剧种。

歌仔戏表演方面最初是吸收了闽南

“车鼓戏”的表演方式，扮男角手拿折扇，扮

女角手捏手帕，在寺庙前的广场围一个圈

子就唱了起来。由于“悲情”贯穿歌仔戏百

年历史，“哭腔”成为歌仔戏最鲜明的艺术

标识。歌仔戏的许多曲调单听它的名字就

令人心酸，“大哭调”“小哭调”“七字仔哭”

“卖药哭”“九字仔哭”“宜兰哭”“运河哭”

“琼花哭”“面包哭”“心酸酸”……这完全源

于歌仔戏所蕴含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闽南

人渡台悲歌，以及台湾人被日本殖民者压

迫奴役的历史，孕育了“歌仔”的哀怨情愁，

唯有用哭腔才能呼喊出心中的郁闷。

记者：在传承过程中，歌仔戏面临的主

要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曾学文：由于厦门是一个开放的城市，

外来人口、非闽南语系的人比例越来越大，

在艺术欣赏选择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以“说

方言”为主的歌仔戏面临受众圈越来越小

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歌仔戏的问题，传统

艺术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过，像《侨批》

这样的作品，已走出固有的观众群，影响力

扩大至省外。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我

们拿什么样的作品来吸引观众。

记者：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厦门歌仔戏

进行了哪些创新尝试？

曾学文：厦门处于两岸文化交流的前

沿，一直是歌仔戏艺术探索、创新的先锋。

厦门歌仔戏一直在进行“民间戏剧向现代

都市戏剧转型”的实践，在不断彰显浓郁闽

南地域风情的同时，力求满足当代人的审

美诉求和审美情趣。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

早在20年前就实践了歌仔戏实验戏曲《孟

姜女哭长城》，那时候就已应用多媒体，在

台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该剧还成为台湾

高校的教学案例。2008年，中心推出了歌

仔戏《荷塘梦》，深受观众喜爱。近两年，中

心陆续推出的歌仔戏《牡丹亭》《青蛙记》，

吸引了众多青年观众。

记者：从市场角度看，歌仔戏如何通过

创新吸引更多年轻观众？

曾学文：为了符合年轻观众的审美要

求，对于歌仔戏的新剧目创作，我认为可以

引进“新产品研发”这一概念，改变既有的

“有什么料炒什么菜”的创作观念。“新产品

研发”就是一个“新产品”的研制，要从研究

选择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开始，到产品设

计、工艺制造设计，再到投入正常生产的一

系列决策过程。广义而言，“新产品研发”

还包括“老产品”的改进与换代。

记者：对于歌仔戏未来在厦台两地的

协同发展，您有哪些建议和期许？

曾学文：近年来，两岸歌仔戏交流从未

中断。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在交流中，双方

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在“比拼”中发挥

各自优势和风格，构成了两岸歌仔戏的丰

富性，也促使两岸歌仔戏在现代社会快速

发展。

海峡两岸全面合作的歌仔戏《蝴蝶之

恋》，被誉为“两岸歌仔戏发展里程碑”，在

台北创下了“传统戏曲商业售票连演五场”

等纪录，共同书写两岸文化新的一页，为两

岸歌仔戏未来的合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我希望，两岸可以借鉴《蝴蝶之恋》的经验，

以剧目合作为具体实践，相互学习，激荡起

各自无限的创造力，开辟出广阔的合作空

间和无限的可能。

记者：在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

歌仔戏如何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曾学文：近几年，无论是在剧目的选材

上，还是在剧目的创编上，我们都提出了要

有国际眼光，因为厦门是著名的侨乡和闽

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外文化在这里交

融，造就了它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

的气度。厦门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在连接东

南亚华侨华人、联通世界、促进国际文化艺

术交流方面承担着历史使命和时代角色。

所以，无论是在选材上，还是艺术创编上，

我们都要有服务国家对外宣传及国际交流

合作大局的想法，歌仔戏《侨批》等优秀作

品就是这样的思路。问题是，我们有好的

剧目，谁来推动它走向国际？仅靠艺术院

团自己去联系，是无法走出去的。歌仔戏

《侨批》来商谈国外演出的不少，但真正落

实，还需要更高层面的推动。

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
副主席曾学文：

推动歌仔戏
走向更大舞台

曾学文创作的歌仔戏《侨批》剧照。

曾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