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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赣南古文的传承与发展
万    娜

（豫章师范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0）

【摘要】赣南古文是客家民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的艺人就是盲人。他们乞讨过生活，通过一路说唱民间故事、神话传

说等来维持生计，这种特殊的说唱形式对客家古文说唱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和作用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赣南古文的境地

越来越危险，面临着非常多的困境，如何传承和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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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一项记忆。

因为其代表我们国家博大精深的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时代的进步，我国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非常大的冲

击。所以，当前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我国文化最重要的一

项手段，把这个提升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在高校、社区、城乡

等地方重点发展非遗的精神文化内容，从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人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

一、说唱艺术的渊源
“曲艺”是说唱艺术的统称，是古老而又特殊的一种艺术

形式。说唱艺术从最早的《成相篇》开始，已经经历了漫长的

发展。汉代乐府诗歌就是早期的说唱音乐形式，它的出现给说

唱音乐奠定了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像《孔雀东南飞》是就其

最为优秀的代表作。盛唐时期，物质不断兴起，生产力不断发

展，这使得人们不再为吃食而烦恼，此时的说唱音乐得到了人

们喜爱，也是发展的最高峰。宋代，说唱音乐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家娱乐生活不断丰富也

推动了说唱音乐的发展，如代表作“诸宫调”。到了元明时期，

说唱音乐在宋代的基础上得到升华，如“道情”“货朗儿”等，

曲调不断地多样化，也体现了当时的民富国强。在清朝，鸦片

战争、殖民地的统治使得民不聊生，当人们都已经为温饱问题

而发愁的时候，这些娱乐活动自然就没有人们来观赏了，但随

着城市里外来资本的占领，大批的民间艺人相继来到城市，这

也使得说唱艺术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大部分的曲目也得以保存

了下来。说唱艺术经历了我国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最后成为集

音乐、表演、文学于一身的特殊音乐体裁。

二、赣南古文在客家人中的位置
经过时代的变迁，最早来赣南的客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生产、

发展、繁衍，逐渐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地生活下去，也给

这片原来荒凉的土地带来生机。客家人解决温饱问题，在精神

上也有一定的需求，当时，最受人们喜欢的就是古文说唱了，

因为它最贴近当时人们的生活，成本也比较低，简便的演唱方

式满足了人们艺术上和精神上的需求。在艺人表演的时，也和

当地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赣南古文说唱在当时客家人的

精神文化生活中是占有重要的位置的。

三、赣南古文的艺术特色
赣南古文说唱的表现形式一般都是采用即兴口头演唱的形

式。整个说唱的内容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所要表述的内

容都是积极向上、传递爱国情怀，摒弃不良风气，推崇中华优

良传统的理念。在演唱的过程中，用客家方言进行演唱，以叙

事体为主，少数唱段使用代言体，同时也会有一些伴奏乐器加

入，如：唢呐、竹板、小鼓等，由于场所不固定，走到哪唱到哪，

所以，艺人们主要是用勾筒来演奏，节奏缓慢起伏、唱腔婉转

优美，为了使得唱词和旋律更加押韵，曲子在句尾押韵也是十

分讲究，保持整个唱本的韵脚基本相同。

1、方言韵律：客家方言和古文说唱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如 7 种

现代汉语方言当中，只有客家方言不是按地域来命名的，

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粤东客家话以梅县话为主，长

汀话以闽西话为主，赣南客家话以赣县蟠龙话为主。在整个赣

南地区除了赣州市其他地方都是客家方言。在发音上它们都有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六个声调，但是在具体的声调上还是有些许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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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个声调中，去、上声不分阴阳，入、平声可以分阴阳。

在语法层面，保留了许多古词语和汉语。如“食”发“吃”，“面”

发“脸”，另外一些有着地方特色的语言，如我们现在的“很

好”，在里面就称为“几好”，睡觉称为“歇觉”。

2、唱词

在赣南古文中，老的古文艺人都是沿用古老的唱法，在唱

词开始加入几句引言，例如“盘古开天辟地，一朝君子一朝臣”，

虽然是俗语，但却是概括了我国历史兴起和衰败，因此，这

也是人们把这个称为古文的原因。到后面，就形成“十八搭”，

什么是“十八搭”？其实就是大家在听的时候，根据演唱的地

点，人物特点，当时的环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然后把这

些结合在一起，给出古文的名字，并且突出主题，引入正文。

例如 ：在《丝带记》中，唱词是上下句构成，七字句为主，也

是比较自由的。“一拜青天为父母，二拜同意来配婚”等，一

直到八拜。当然，这其中也有六字和九字以及更长的。如 ：讨

到娶亲娶到一个金氏小姐跟巨来生养，来自《割心记》中的片

段。

3、衬词

在衬词当中，赣南古文和山歌有着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

都喜欢在里面加上不相等的字数来作为衬词。通常情况下是四

字以内的，有四字、三字、单字和二字四种。单字的有 : 哎、

啊、哇、是等。它可以在句尾、句中、句首。节拍也是较自由

的。二字衬词的有：巨就、这个、格就、啀哟等。三字衬词有：

有哇个、格只个等。四字衬词有 ：你哇该个、啀哇你就等。大

多数有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型。这些衬词都是客家人生活当中的

语言，这些衬词有些人觉得没有必要加上去，可是加入后会觉

得说唱马上富有特色，客家人觉得更符合自己的语言，唱进了

他们心里，深受他们的喜爱。

4、调式音阶

在古文当中，五声徴调式是最为常见的，商和羽调式是比

较少有的。主要是在中声区唱和说游走。

这首就是一个五声的徴调式，结束音的 sol 上，小跳 3 级。

像是说话，又像是在唱歌，把唱和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5、乐器特点

在古文说唱艺人演唱的过程当中，是以艺人的演唱为主，

伴奏为辅。伴奏的意义就是使得艺人的演唱得到更好的烘托，

它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古文说唱中的间奏和前奏部分

会用上乐器的伴奏。这也是调节气氛的需要。弹奏乐器的艺人，

奏法高超，乐曲的速度快，指法复杂，说唱曲唱时伴奏停，伴

奏停时艺人唱，灵活搭配。这样配合，使得说唱得到很好的效果。

6、场所

村民们、工人们在闲暇之余听着艺人们的说唱，身心在都

在放松，说唱在当时是十分受人喜爱的。艺人们并没有固定场

所进行演唱，基本是在茶馆、矿场、晒谷场等。

①茶馆 ：作为当时人气最旺的一个地方，艺人自然是不会

放过这样的一个场所，茶馆的老板也需要说唱艺人来茶馆增加

人气，二者一拍即合，说唱艺人基本围绕历史、传说等为主要

内容进行表演。

②矿场 ：作为矿产丰富的赣南，村民在农闲的时候，就会

去矿场进行打工，矿场里的工作是十分辛苦和枯燥的，所以，

在矿工们休息的时候，就喜欢听听说唱艺人的表演，用于放松

身心，说唱艺人表演的内容也是生产生活为主，娱乐意义大于

教育意义。

③晒谷场 ：在农活忙的时候，大量的村民都聚集在一起，

他们会请说唱艺人来进行表演，来放松一下他们农忙时的身心，

村民们一边看着演出，一边聊着家常，艺人们一边表演也可以

一边收集一些素材，这样可以使得今后的表演内容更加的丰富。

四、赣南古文说唱的发展困境
1、演出内容更新不足。说唱艺人大部分演唱都是以一些

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为主要内容，一些经典曲目的缺乏，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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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的稀少，使得说唱内容的中心思想得不到扩展和衍生，曲

目越来越单一，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变弱。

2、说唱艺人接班人的短缺。说唱艺人曲艺的创作人员大

多数是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文化程度不高，创作出来的作

品质量不高，内容的中心思想不明确，使得听众产生不了共鸣，

说唱表演的艺术效果大幅度降低。

3、古文说唱失去地域特色优势。随着时代的变迁，世界

文化的融合，使得古文说唱被其他的艺术形式所替代，如 ：日

新月异的网络娱乐文化、丰富多彩的电视内容，这些都给原来

闭塞的小山村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大伙娱乐活动多了，选择

性多了，原来的说唱内容已经越来越不受大家的喜爱。

4、说唱艺术保护机制不够完善。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

是受曲艺特点来决定的，那么用口述的方式来记录是最为直接

的一种方式。整个学艺的过程都是通过师傅一边说，徒弟一边

学的方式，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没有一种通过正式范本进行记

录的过程，当老艺人相继过世，就会有失传的风险。

五、赣南古文与传统文化
赣南古文说唱是曲艺文化当中的一种，是具有中国民族特

色和审美的。可以有些人认为说唱是表演当中最为底层的，是

娱乐大家的，登不上大雅之堂，没有什么文化内涵。这种观点

是不全面的，也是比较偏激的。劳动人民是广大的，他们也有

着自己的文化，有着自己的思想，那么这部分也应该是传统文

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说唱艺术在当时比较盛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具

有教化作用。艺人通过说唱，来教育人们行善事，做好人，用

优美的唱词来教化人们，在思想道德上用技艺化的语言来宣扬

为人处事的道理。在古文说唱当中，有一些神鬼的宗教故事，

里面有着老百姓对封建束缚挣脱的渴望，还有一些内容主要是

爱情故事，如对不平等家庭爱情观的抗争和一些对爱情自由向

往的故事。

六、与现代文化的交流
对于赣南古说唱的前世今生我们都需要了解清楚，更加需

要把握好其将来。在现代化的如今，我们怎样把前人的文化很

好地吸收，又不断取之精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以传统为本，

又结合现今，不断地把古文说唱传承发扬下去。现如今，古文

说唱是不占任何优势的，像原来古文当中，一些迂腐和逆来顺

受的思想是不受现在年轻人的理解的，所以想要把古文说唱与

现代文化结合好，就必须在古文说唱的曲目改编上进行分析整

理，把原来一些不好的思想都摈弃。在曲目的人物刻画上，原

来是十分简单和迂腐的，而现在刻画的不能是一条线的人物，

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就必须多条线交叉发展，使得故事情节丰

富精彩又扣人心弦。古文说唱的艺人顾亮光还在为古文说唱的

传承而奋斗着，他根据如今的时代不断地创编出了许多新的剧

目，如：《新农村建设就是好》等，曲目当中就是歌颂新社会好，

带领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同时，还有专门的经纪人来和他对

接，把他创作好的曲目推向市场，这样对于赣南古文说唱是一

个非常好的推广作用。

七、赣南古文说唱传承与保护“活态化”
1、保留古文说唱特色。人才的培养永远都是发展的前提，

古文说唱创作、设计、研究等都离不开人才。最早的口口相传

的传艺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时代的需求，为了保留好古文说

唱的特色，就必须拓宽古文说唱人才培养的方式，例如可以和

小学合作，从小抓起，培养出一大批热爱曲艺的孩子，对于他

们一生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和高校进行合作，可以和

高精尖的学术人才联合起来，对古文说唱进行科学的研究，让

更多的学术专家来对其进行研究；创办专业的曲艺学校来发掘、

储备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来保护古文说唱的特色。

2、古文说唱扶持力度的增大。最早的古文说唱艺人大多

数都是盲人，进行古文说唱也是为了生活沿路乞讨。而如今生

活越来越好，人们不再缺少物资，对于古文说唱的传承来说是

十分致命的，此时应该对古文说唱的团体和艺人在社会地位上

的足够尊重，并且在政策上进行帮扶，使得古文说唱能够流传

下去。让老的艺人、优秀的艺人打从心底愿意去传授新人，做

好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

3、加强政府支持政策。想要传承和保护好古文说唱，那

一定少不了政府的支持政策，这是有力的保障条件。当地政府

要发挥地域特色，对古文说唱进行调研，了解目前古文说唱的

情况，然后发挥全民学艺的热潮。政府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重

视，增加资金的投入，做好古文说唱的规划、宣传推广。使得

古文说唱得到更好的发展。对于古文说唱的陈旧性，要不断挖

掘新的元素，使古文说唱的思想更加丰富、表演的内容不断创

新，这样才会被更多人喜爱。

赣南古文是讲究历史的故事，在发掘新的故事的同时，也

可以保留其艺术特质。在古文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时候，如何

创作出精品才是我们更值得研究的东西。早期就是古文说唱的

艺人创作出新的作品，然后带着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走街串巷，

到各个县村，走到老百姓的身边，并且原来的伴奏形式也发生

了改变，把原来单一的二胡伴奏改为乐队的形式，完全结合现

在的演奏形式，使改编后的古文更加的现代化，更加的新颖。

在如今信息多变的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于

曲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古文说唱的艺人既要不断创新又不能

守旧，要适应现代的市场竞争，使传统的文化有竞争力，那么

赣南古文说唱传承人则更多需要从现代文化当中去创作新的作

品，才能使古文不在现代的潮流中被淘汰。赣南古文说唱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我们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

传承人，让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