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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潮州音乐是绿色的。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潮州音乐自唐宋发端到明清形成约440多年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潮汕文化特色；即
使在当今环境中，潮州音乐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传统特色，始终与潮汕文化结合在一起，而没有受到
西洋音乐的感染和影响，具有强烈的原生性。
一曲潮州大锣鼓，展现了潮汕人民乐观向上的民系风采；一曲潮州弦诗乐，表达了潮汕人民典雅纯净
的艺术情趣；一曲潮州细乐，丰富了潮汕人民丰富细腻的思想情感。
绿色的潮州音乐，就是以其纯净的特色而使听众感受到音乐的绿色之美，令人回味无穷，余音袅袅。
    潮州音乐是开放的。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潮州音乐是吸取了中原音乐文化的丰富养料，在潮汕民系文化，特别是潮州方言
的基础上产生的。
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多次动乱，使中原人民大批移民至岭南(包括潮汕)地区。
具有高度文明程度的中原人民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岭南地区，并在长期的融合中发展出具有潮汕特色的
潮汕文化，潮州音乐即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
潮剧、潮剧音乐、潮语歌曲、潮音小调以及潮剧过场音乐，都是在吸收北方杂剧、外江班戏剧以及各
种小调基础上产生的，并由此最终形成潮州音乐。
因此，潮州音乐虽然绿色，但并不保守而具有明显的开放性。
    潮州音乐又是多彩的。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作为地方民族乐种，潮州音乐分类众多，仅从大的类别上分，就可以分为潮州锣
鼓乐、潮州笛套乐、潮州弦诗乐、潮州细乐、潮州佛乐五大类，这在地方音乐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潮州音乐门类众多，正是潮州文化多姿多彩的反映。
众多类别的潮州音乐，以其粗犷(锣鼓乐)、典雅(弦诗乐、笛套乐)、细腻(细乐)和纯净(佛乐)，满足各
个阶层潮州人的精神需要。
    编著者不是潮州人，但是潮州音乐的爱好者。
十几年前，偶然听到的潮州弦诗乐套曲《月儿高》就给编著者带来无穷的精神享受。
承泰山出版社之邀，笔者编著《潮州音乐》一书，旨在将中华民族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给
普通读者，以使普通读者对潮州音乐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期望通过本书使读者对潮州音乐的欣赏力
提高一大步。
    迟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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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
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
结晶。
《阅读中华国粹》丛书囊括占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
风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迟建钢编著的这本《青少年应该知道的潮州音乐》就是其中一册。

    《青少年应该知道的潮州音乐》共分八章，内容包括：潮州音乐的历史源流、特色、十大套曲、乐
器、技法、分类、名家、影响力及其欣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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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潮州音乐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潮州音乐是绿色的，绿色的潮州音乐是纯洁的。
潮州音乐是潮汕民间音乐的总称，包括锣鼓乐、笛套古乐、细乐、庙堂音乐、弦诗乐和汉调音乐等六
大类，流行于粤东、闽南、沪、台、港、澳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世界上潮人聚居的地方。
潮州音乐的渊源可上溯至隋唐，唐宋是形成期，明清是成熟期，及至清末，演变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其丰富性、多样性、普及性浑然一体。
    尤为可贵的是，悠久的历史、绵远的源流没有成为创造的桎梏，潮州音乐始终在汲取、在借鉴、在
融会，甚至在嫁接其他艺术宝库。
经典名曲《抛网捕鱼》便改编于正字戏《二度梅》，70年代的《春满渔港》、《欢庆》和世纪之交的
《跨海长虹》更是横空出世的新创作。
    人们出于思古情怀，陶然于隋唐绝响，或者豪情盈胸，欣然于华夏正声，都乐意将潮州音乐称作“
活化石”。
事实上，潮州音乐具有两种文化形态：它是古典的，它有着与山河共在、同日月齐辉的永恒的历史文
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它又是鲜活的，它以不断创新成就了寒松霜竹般的生命力、朝华夕秀般的清
新感。
可以说，潮州音乐溯古涵今，经久弥新，兼有历史感与现实精神，既是千秋遗韵，又是一代新声。
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品种最丰富、器乐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乐种。
潮州音乐中的六大类又有诸多分类，门类繁多，品种齐全，调体丰富，变奏复杂，手法多样化，至为
博大；而内容不同、载体迥异，犹能共枝同林，是为兼容。
潮州音乐内容与形式上的多样化，使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特征：    其一，雅乐和俗乐共处。
就来源而言，有宫廷的，有庙堂的，有草野的；就内涵而言，有典雅的，有宗教的，有俚俗的，几经
演变居然熔为一炉，雅乐俗化，俗乐近雅。
    其二，室内乐和广场乐并存。
寻常时节，乡村“闲间”、城镇巷头弦诗合奏，逸情雅致；节日喜庆，庭院小锣鼓、广场大锣鼓，熙
熙然群体社会行为。
二者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
    其三，独乐和众乐俱乐。
潮州音乐融化了潮人对审美的独特理解，孟子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潮人答，“俱乐！
”明月在天，海风送爽，谁家庭院古筝悠扬，一曲《粉红莲》超凡脱俗，独乐之乐甚矣！
而佳节新春，万人空巷争看锣鼓班游行，《八仙庆寿》的锣鼓点分明敲击着奔突的心，众乐之乐亦甚
矣！
    其四，乐类乐曲中自我兼容。
潮州音乐令世人惊诧的是那雄浑粗犷的大锣鼓居然同雅澹温柔的弦丝乐融合得如此巧妙神奇，豪放时
奔雷动地、激浪掀天，婉约处花明月暗、燕啭莺啼，真是刚柔相济，动静得宜。
    潮州音乐的博大与兼容，时或透露出一种中庸的哲学意味。
潮州音乐虽然门类丰富多样，而旋律无大迭宕，似乎遵循着“允执其中”的原则；虽然调体表现性格
，有宣叙咏叹，有哀乐悲欢，而情感的把握则讲究中和；虽然手法灵活多变，吟、揉、绰、注，流畅
如行云流水，起伏若骇浪惊涛，却似乎规避着“过与不及”。
    这种哲学品位大概与潮人的总体文化相关，譬如潮州菜、工夫茶，不就讲究“德食”、“和饮”么
？
    潮州音乐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自然和谐。
无论乐曲本身，还是演奏格调，无不以天趣为最。
于是乎万类尽在其中，又各自独立，露往霜来，回黄转绿，浩然如风，沛然如水。
    据称，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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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奏，尤其是弦诗乐合奏时候，自然和谐既表现在各种乐器之间的默契，也表现在协调的同时各自保
持不同的特色，即在音准、节奏、板数、音乐情绪一致的前提下，各种乐器可以通过“加花”手法显
示自身独特的存在；另一种是“即兴变奏”。
合奏之际，追求的是群体配合的流畅和谐，而不强调技术层面上的高难度，即兴变奏使金石丝竹从某
种戒律中解脱出来，比如演奏《景春萝》乐曲，由于该曲较为简约，普及率较高，乐手兴之所至，得
灵于心，寓曲于手，获取参与之乐，自娱之乐。
    自然和谐的天趣最终染就潮州音乐的颜色——绿！
这是自然的颜色，生命的颜色。
潮州音乐之所以出绿，盖因它不曾有过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怪诞不经、狂躁冲动。
演奏者淡泊名利，优雅平和，常处太极态，讲究“神”、“气”、“韵”、“味”，操弦促柱，一音
三韵，雅而不矜，丽而不俗，味足神完。
当今音乐界的专家惊呼民间音乐的植被正在“荒漠化”，呼唤着“绿色音乐”春天的到来，音乐界之
于潮州音乐，有厚望焉！
    绿色的潮州音乐正在走向世界。
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潮州小锣鼓《画眉
跳架》和唢呐小锣鼓曲《粉蝶采花》均荣获金质奖章，潮州音乐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了。
半个世纪以来，潮州音乐多次访问台湾、港澳、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地，海内外频频“惊艳”。
    事实证明了老舍先生40年前的预言，潮州音乐“将来在国际上可以有地位的”。
据称，世界著名作曲大师潘德列茨基透露，他为2007年音乐节谱写曲目时，要把潮州音乐列入其中；
我国音乐界的行家们也将潮州音乐推荐到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
    “潮州大锣鼓”是以大鼓为中心，多种打击乐相配合、以唢呐为领奏并配以管弦乐的大型合奏式音
乐品种。
它粗犷雄壮、气势磅礴，音乐格调绮丽清朗，司鼓艺术别具一格，能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和渲染节日喜
庆气势。
    据专家介绍，  “潮州大锣鼓”植根于潮州，广泛流传于粤东、闽南和东南亚各地，有着“中华民族
民间音乐瑰宝”的美誉。
一种由锣鼓乐与管弦乐组合而成的演奏形式，由历代相沿的鼓吹乐类演变而成。
乐器组合以打击乐为主，配以管弦乐，由大鼓指挥，是潮汕地区最具群众性的乐种之一。
    唐宪宗时，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祭神文章中已有吹击管鼓的记述，说明那时已有鼓吹乐的
存在。
明宣德七年(1432年)手抄演出剧本《刘希必金钗记》中有“三棒鼓”和“得胜鼓”的锣鼓字谱记录。
嘉靖丙寅年(1566年)刊行的《荔镜记》“睇灯”场中，对潮州元宵佳节的描述有“鼓乐吹唱”、“满
街锣鼓闹喧天”的词句。
明清时期，潮州戏曲活动鼎盛，民间音乐也随之发展，锣鼓乐在舞台和民间已十分流行。
每逢节日庆典，大锣鼓班便列队游行，穿街走巷，或集中广场台榭，进行演奏比赛，并成为潮州民间
习俗。
    潮州音乐的演奏形式分长行套和牌子套两种。
长行套：由民间的唢呐鼓手班为适应游行和广场演奏的需要发展而成。
鼓手班一般只有唢呐、苏鼓仔、钹仔、钦仔、月锣，亢锣等。
由苏鼓仔增大而为柿饼鼓，再由柿饼鼓发展至直径2市尺的尖脚大鼓，大锣和大钹也由2个锣1个钹增加
到4个锣2个钹，最多增加到24个锣8个钹，常用为8个锣4个钹，并配以深波和苏锣。
    P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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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潮州音乐的悠久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伴随着中原文化的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成为当今这种兼具
历史感和现实精神，丰富性、多样性和普及型浑然一体的艺术形式。
由迟建钢编著的这本《青少年应该知道的潮州音乐》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带领广大青少年去认识、
了解潮州音乐。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潮州音乐的历史源流、特色、十大套曲、乐器、技法、分类、名家、影响
力及其欣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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