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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晋江市磁灶镇前铺村南音社发展
■苏珊娜 王义彬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了纽尔·卡斯特的认同理论与民俗学相关理论，试以晋江市磁灶镇前铺村南音社团为个例进行研究，根据
实地调研情况和所收集资料，近一步分析其民间信仰、地域经济、地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乡镇南音社团得以持续发展的
关系，为南音的传承研究和南音民间社团研究提供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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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又 称“泉 州 南 音”“泉 州 弦

管”，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
也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汉乐，主要

流传于福建南部沿海的泉州、 厦门、漳

州三市及所属各县， 同时盛行于台湾、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东南亚各国

闽南籍华侨旅居的地区。 “在闽南特殊

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生态下，泉 州 南 音

作为古闽越文化中的民 间 音 乐 长 期 交

融而形成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一

个开放的、文化的、交融的、动态的、充

满动力的社会环境中生长，呈现出南音

乐社特有的群众性、 持 续性 的 传 承 特

点，它是以泉州为核心的地缘、人缘、血

缘、神缘群体的特殊结构，包括 社 会 阶

层、政府与民间、专业与业余、老人与小

孩、男性与女性、不同的族群、不同信仰

群等息息相关的。 ”
一、 晋江市磁灶镇前铺村南音社概

况

笔者 和 南 音 这 份 特殊 的 情 缘 始 于

晋江。 晋江是福建南音主要发展区域，
社团分布广且数量众多。 据 2006 年晋

江市南音社团普查统计，全晋江市区共

有南音社 48 个，成员 1704 人，其中有

9 个南音社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在晋

江，逢年过节、庙会等民俗活动，各乡镇

南音社团都会进行现场南音表演，并通

过广播播放于村头巷尾，南音是当地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耳濡目染的

当地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能随口哼唱几

句。
晋江 市 磁 灶 镇 前 铺村 南 音 社 成 立

于 2002 年，成员 25 人（现如今成员流

动性极大，人数无法确认），现任社长苏

桓概，正是笔者旁系宗亲，骨干社员有：
苏佳种、吴瑞英、苏秀仁、谢碧治、陈秀

嫌、陈秀兰、苏雪峰、苏小珊、苏明玲、苏

梅溶等。 南音社存有传承百年的曲、谱。
南音社距离笔者家近两公里，坐落在村

落南边山脚下的苏夫人姑庙宇中，庙宇

由海外侨胞、善男信女捐资修 缮，原 专

门为前铺村南音社提 供 一 间 近 二 十 平

方米的活动室。 2010 年，由爱国侨亲苏

用发先生捐建“苏夫人姑”研 究 基 地 大

楼，特搭建一个戏台用于庙会戏班和南

音社的演出活动。 南音社日常工作及运

转由村老年人协会负责，由社长组织弦

友集中于每周日下午固定排练，并定期

邀请南音方面的专家、泉州师院老师为

指导社团排练、演出。
二、 民俗活动与当地宗教信仰为其

传承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前铺村南音社最年长、 现年 97 岁

高龄的成员苏用澳（同音）接 受笔 者 采

访时说到：“约定俗成的南 音 娱 乐休 闲

是当时南音社老社 员 们 在 社 团正 式 组

建前的生活常态，也几乎是所有乡镇南

音社团的日常画面。 每天劳作之后，大

家就会聚集在某位 弦 友 家 中 悠闲 弹 唱

南音，以乐会友。 ”南音在漫长的发展历

程中， 已无形将闽南地区风土人情、生

活习惯及当地人的感情意识糅合其中，
“当人们在谈及南音时， 必然要涉及这

一区域的民俗； 而在研究闽南民俗时，
也势必将南音作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事

实上，闽南的民情风俗，已 经 成 为 福 建

南音存在的支柱，传承和发展的基础。 ”
晋江人的一生要伴随多次的民俗活动，
包括满月酒、周岁酒、成人礼、婚礼、大

寿甚至白事，每逢民俗活动，南 音 表 演

必不可少。 除此之外，由于闽南地区经

商者居多，民间信仰盛行，南音 也 不 可

避免地参与了庙会的庆典活动， 例如：
每逢农历二月二十九日， 六月十九日，
九月十九日的观 音 菩 萨 生 辰 日、 成 道

日、涅磐日、每月初一、十五的祭祀活动

以及南音人特有的“春秋二 祭”――即

每年农历八月十二日举行隆重的“祭郎

君”活动，既是南音唱奏的一种形式，也

是闽南习俗的一部分。
对于前铺村南音社来说，最隆重的

要数一年一度的“苏夫人姑”佛 诞 纪 念

日，善男信女前往寺庙进行大规模祭拜

活动。 而前铺村南音社团也会在“苏夫

人姑研究基地” 戏台上连续演奏两天，

不仅如此，每年正月还保留着“四 乡 南

音会唱”的传统，由每个乡镇 南 音 社 团

精心准备两至三个 曲 目， 通 过 会 唱 形

式，进行社团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前铺 村 南 音 社 也 由于 频 繁 的 民 俗

活动成为村落集体活 动的 核 心 组 织 之

一， 这对于当前受 到 现 代流 行 音 乐 冲

击，南音受众群众逐渐减小的现状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正如民俗学家钟敬

文先生所说：“民俗文化是一 种 适 应 性

文 化———表 现 为 适 应 民 众 集 体 心 理 和

生存需要的相对稳定的模式。 ”人们为

了适应集体生存模式 不 断接 受 民 俗 和

宗教信仰文化，举步为艰的南音社团也

能够在社会环境的烘托持续发展。
三、 发达的民营经济为其发展提供

有力的资金保障

晋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

唐开元六年置县就商通四海。 作为福建

省综合实力最强的县市，也是中国经济

最发达县市之一， 其综合竞争力 2012
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第五位，经济实

力连续 17 年位居八闽县级之首。 前铺

村南音社所处的晋江 市 磁 灶 镇地 处 晋

江市西北部，面积 56 平方公里，人口 8.
7 万，蕴含着丰富的瓷土资源。 该镇的

陶瓷业生产源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距

今已有 1700 多年， 是我国陶瓷发源地

之一，也是全国四大陶瓷石材生产销售

基地之一。 正是由于闽南人爱拼敢闯的

精神，近年来中小型私营企业分布越来

越密集， 仅该镇就有 350 多家建陶企

业，所生产的外墙砖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高达百分六十五，琉璃瓦生产几乎垄断

了全国市场。 世代经商的闽南人不仅保

留了祭拜、上香，祈求家人平 安 生 意 兴

隆的民间信仰，而且将这种单纯的民间

信仰转化为直接的物质捐助，在寺庙上

香、添香油钱、逢大型庙会为寺庙捐款、
花钱买“戏”敬神灵以表对神 灵 的 敬 意

和虔诚，中大型企业则以企业名义进行

捐赠，由苏夫人姑护国宫办公小组负责

账目，并以张贴红条的方式告知群众捐

38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59873?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艺术形态的雏形， 一直

延续至今。 甚至，也可以说商羊舞的存

在 是 证 明雩 舞 在 民 间 遗 存 延 续 下 来 的

其中一种体现。
延 续 了 千 年 的 传 统 文 化 深 刻 地 影

响着后人，当地的生活风俗、文化背景、
民俗信仰等和这种做法、行为都有很深

的渊源。 随着祭祀仪式的不断衍变，鄄

城 县 杏 花岗 三 官 庙 中 供 奉 着 尧 舜 禹 三

大 神 像，祭 祀 仪 式的 传 承，求 神 拜 神 的

习俗依然存在，祈求平安，五谷丰登。 这

体现 了 在 五 千 年 文 明 历 史 下 的 封 建 迷

信 色 彩依 然 深 刻 的 遗 存 在 劳 动 人 民 的

心中，善良的劳动人民希望通过这种虔

诚的祈祷祭祀方式，能够获达到美好的

愿望和幸福的生活。 体现了以食为天以

民为本的根本思想和意愿。 更好地证明

了劳动人民的质朴、善良。
（二）商羊舞的娱乐性和传承性

改革开放后，商羊舞经过不断被有

关部门挖掘、整理和改革，焕然一新，重

新寻找到艺术赋予的生命力，并以其独

特 的 艺 术 特 征和 久 远 的 历 史 渊 源 享 誉

民间舞坛， 最终于 2008 年登上非物质

文化遗产历史舞台。 使古老独特的商羊

舞在菏泽得到更为广泛地发展和传承。
1954 年， 民间艺人陈传珍和赵子

林，第一 次 对 商 羊 舞的 形 态 、队 形 等 进

行 了 重 新 演绎，陈 凤 娥（现 商 羊 舞 代 表

性 传 承人）作 为 舞 蹈 队员 之 一 ；陈 泽 川

（现商羊舞代表性传承人） 都为重新演

绎的商羊舞付出了艰辛的工作，经过重

新编排的商羊舞于 1955 年山东省济南

举行的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中，舞蹈队过

关斩将、 荣获节目整理和演出二等奖。
此次汇演也受到专家的重视，此后的几

年 间，我国 公 安 部、政 治 部 和 北 京 等 地

的舞 蹈 学 校 陆 续 派 专 家 和 学 员 到 达 鄄

城县杏花岗挖掘、 整理和学习商羊舞。
1975 年到 1995 年，鄄城县不仅培养了

大批的年轻学员，并在在历年历届的文

艺汇演中， 取得了很好的比赛成绩，将

商羊舞永远的传承并弘扬下去。
四、结语

商羊舞的历史转变，改变了以往的

祭祀礼仪，而地方的其他民俗艺术形式

则更多地融进了商羊舞，与竹马、花船、
高 跷 等 民 间 艺术 形 式 穿 插 同 场 进 行 演

出，再 配上 一 些 民 族 丝弦 乐 器 ，既 丰 富

了舞蹈内容，又体现了我国民间艺术的

丰富性、娱乐性和多样性。 当地人们在

商羊舞几千年文明历史厚重感的背后，
体现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淳朴、 善良，
在感受新社会下幸福生活的同时，我们

仿佛 又 看 到 了 杏 花 岗 上 商 羊 舞 这 种 古

老的祭祀仪式。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师范大学科研基金研究项
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XWB01。

注释：
①[西汉]刘向：《说苑·辨物》。
②[东汉]王充:《论衡·变动》 。
③[三国]王肃编纂：《孔子家语·辨证》。
④[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跳神篇》。
⑤自方杰:《浅析傣族、 景颇族民间舞风
格的差异》，《舞蹈艺术》， 第十六七丛
刊，第 138页。
⑥《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
局影印本，1987年，第 1269页。
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
书局影印本，1977 年，第 242 页。
⑧郝懿行：《尔雅义疏》，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影印本，1983页。

| 音乐论坛 |

款明细。 由于前铺村南音社依附苏夫人

姑庙宇存在的地理优势，所以其主要的

经费来源都是企业家 们 及 少 数 归 国 侨

胞对庙宇的捐赠拨款，“在 ‘落叶归根’
这种精神理念的支配下，几乎所有的闽

南人致富后都注重回馈社会。 ”源源不

断的善款为前铺村南 音社 发 展 提 供 了

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反而令人担忧的是

社团继承人“青黄不接”、成员老年化的

问题。
四、 族群认同关系是维系其发展的

精神纽带

“在族群认 同 的 基 本要 素 中，语 言

是最方便也是最明显的族群标志”在南

音中使用的闽南语演唱，因其语言地域

性特征，容易引起闽南人特殊的情感与

心理认同，特别是背井离乡远赴港澳台

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 地 的 海

外侨胞，“很多仪式可以释放 和 加 强 社

群集体的团结意识。 ”南音即是如此，热

爱南音的弦友在世界 各 地 组 建 了 南 音

社团， 也让更多的海外 胞 胎 在 异 国 他

乡，听到凝聚着众多海外赤子之心的乡

音，激发海外同胞的思乡之情和爱国主

义情感。 海内外的南音社团也时刻保持

密切交流和互动，2009 年，前铺村南音

社团就远曾赴菲律宾，为当地华侨华人

进行专场演出并获得了强烈反响。 除交

流演出以外， 也包 括其 它 召 开 学 术 会

议、大力挖掘、发收集、整理海内外传唱

的南音曲谱等交流活动。 为了通过南音

维系认同感， 除了 受到 政 府 的 政 策 支

持，拥有民间社团的运营，南 音 也 被 请

进了全市中小学的音乐课程，“自 1990
年至 2001 年，就有 123 所学校设立南

音课，让中小学生接受南音教 育，并 开

展南音演奏演唱活动。 尤其是在坚持办

好泉 州 艺 校 南 音 班 的 同 时 ，2003 年 起

在 泉 州师 范 学 院 正 式 创 办‘音 乐 学 (南
音方向)’本科专业”。 “通过集体行动建

构起来、通过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地方

共同体，是认同的一种特殊来源”。 人们

对地域的认同情感得 以 通 过 集 体 性 活

动———南音表演来加强。
五、结语

晋江 市 民 间 私 营 企业 的 活 跃 使 得

民间信仰盛行， 民俗活动丰富且频繁，
南音社团表演机会增多，这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民俗表演和乡 镇文 化 艺 术 的 繁

荣。 通过民俗活动、宗教仪式、南音社团

表演等集体活动加强了人们对族群、地

域的身份认同情感。 从而使晋江市磁灶

镇前铺村南音社在多 元 主 义 文 化 冲 击

的现代社会中得以将 这 世 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福 建 南音， 得 以 继 承 和 发

展。 对于中国南音的保护与传承、泉州、

晋江地区民间南音社 团 的 发 展 调 查 等

课题，许多前辈都做过较深入地研究和

实地调研，笔者特选取家乡南音社进行

初步探索，虽该南音社在晋江市众多社

团中不具有代表性，但由于其乡镇地域

经济特点和民俗氛围，其南音社发展也

突显出民间南音社团的发展典型。 希望

这一案例分析能够在 “民间南音社团”
相关研究中起到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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