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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将泉州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 年 9 月 30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政府委员会第

四次例会正式将泉州南音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

成功“申遗”后，众多海内弦友聚

泉整弦踩街，表达喜悦之情。而如

何保护性地传承、创新发展南音，

更成了未来所要面对的问题，千年

雅乐迎来发展春天。

正如李白燕所说的那样，一流

的剧院只是外部硬件设备的完善，

真正重要的，还是人才梯队的培养

与观众群的固定。申遗成功十二年

来，泉州大力推动南音的保护传承、

创新发展、交流互鉴，南音的历史

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得到广泛认同，

泉州通过创办“南音网”，开发数

字化智能曲谱，创办南音新剧目等

方式，大力推广南音创新发展；同

时，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并举，

先后举办十三届南音国际大会唱，

组织南音艺术交流研讨，组团参加

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和地

区大会唱。如今，南音不仅成为亚

洲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

节、世界闽南文化节等重大文化活

动的保留项目，更吸引了无数海内

外弦友聚泉交流，为南音在今天的

传承发展之路，提供了诸多可能。

除此之外，每年元宵节，泉州

都会因其浓浓的中国年味迎来五湖

四海的宾朋，梨园戏、高甲戏、南

音等竞相上演，令人大饱眼福，值

得一提的是，泉州不仅会邀请本地

的非遗戏曲、曲艺竞相上演，也会

邀请昆曲、京剧、越剧等兄弟剧种，

可以说，每年的元宵节，泉州几乎

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

的大舞台。追求原汁原味原生态，

不仅是泉州这座城市的精神，也是

这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文化素养与品

位。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不忘初心，

本着传承、保护的发展思路，从城

市的历史遗迹到街头巷尾的味觉记

忆，再到红氍毹上的檀板管弦，“古

早味”让泉州有了厚度、深度与温度。

知音不绝

共一轮明月，唱百代乡音。自

古以来，南音就是一种自娱自乐的

清曲演唱方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因此别具生机。且不论在敦煌壁画、

《韩熙载夜宴图》中就详细描绘的

唐宋人弹唱演奏方式与今天的南音

何其相似，光说有着千年历史的泉

州开元寺，其最有名的戒台上，藻

井上四壁雕刻着的，就是南音的四

件经典乐器。除此之外，据黄永玉

先生在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

汉子》中描述，其早年曾游历泉州、

厦门一带，并结识了一代高僧弘一

法师，当时，在泉州开元寺的南音

乐团，正以其善于演唱佛经与佛教

故事而名声大噪，令人闻之难忘……

由此可见，南音曾经一度是福建人

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不仅以此娱

乐，更以此会友，甚至以此寄托乡情。 

近年来，泉州先后成立了泉州

市南音艺术家协会、泉州南音中心、

泉州南音艺术研究院、泉州南音传

承保护中心等专业机构、院所。尽

管如此，诸多民间曲社的先后涌现，

自1989年起就开始的“南音进校园”，

更使得古老南音在泉州大街小巷、

中小学校中，获得勃勃生机。据统计，

目前泉州拥有的业余南音社有近 400

个，其中规模较大、每晚演出的约

有十来个，真可谓生机勃勃在民间。

几乎每天晚上，泉州市文庙中都有

南音表演，近百个座位几乎座无虚

席，表演约从晚上 8 点开始，直至

深夜 11 点。所有的演出不收门票，

自娱自乐。其中老年观众占一半，

另一部分则是游客、年轻人与孩子。 

大厅内所有参与演出的均为年

轻人，女性居多，平均年龄在 25 岁

左右，待表演开始，场内一片肃静，

一个晚上，她们演出的曲目都是传

统段子，形式较为丰富，有独唱，
下图：泉州市南音艺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