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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淑如1994年進入福州市曲藝團工
作，從事福州伬藝表演藝術近30

年。近年來，她每周都會到福州烏山腳下
的石塔會館和各社區進行公益性表演。表
演當日，會館一早就迎來近百位老人，他
們都是強淑如的忠實「粉絲」。

一人演七角 掌聲四起
9點，報完幕的強淑如端坐戲台之
上，應和着搭檔們彈奏的二胡、琵琶
聲，懷抱雙清（福州伬藝的一種常用樂
器），開始彈唱。一顰一笑，一挑眉一
瞪眼，連唱帶說，《齊威王納諫》選段
僅憑強淑如一人之口，演繹出齊威王、
鄒忌（宰相）、御吏大夫、徐公（秦末
范陽縣令，齊國美男子）、說客等七個
角色的台詞，氣韻生動、圓潤飽滿的唱
腔，令台下觀眾如癡如醉。一曲唱罷，
掌聲四起。
「我們的特點是用福州方言說唱，而
且是迄今為止唯一用福州方言說唱的唱
曲類曲種，屬於直譯，雅俗共賞。因為
平時是小分隊演出，所以沒有用字幕
機，因此我們的唱腔要明白如話，字正
腔圓，讓琴隨腔轉，腔隨情變，每一句
話每一個字都要讓觀眾聽得明白。」強
淑如介紹說。

伬藝最大的特點是一人多角色，要變聲
變角色，要求表演者在角色轉換過程中，
不露痕跡，既要讓觀者聽得清清楚楚，悅
耳動聽，同時又要讓人感受到曲中人物的
喜怒哀樂和表演者嫻熟的表演技藝。
福州伬藝主要流行於福州市及閩侯、長

樂、連江、福清等福州民系地區。福州伬
藝傳統表演形式有酬應堂會的「坐唱」，
走街串巷的「走唱」，以及迎神賽會的邊
舞邊唱等，鼎盛時期名師輩出，流派藝術
亦多姿多彩，比如著名的小龍鳳、黃連
官、陳潤春、錢振華、鄧蘭金等。

受眾面小 面臨消亡
強淑如回憶道，新中國成立後，福州伬
藝聯誼會一度改演閩劇，伬藝面臨消亡。
1952年，強淑如的恩師、著名的伬唱
藝術家陳潤春將閩劇的表演和評話的說
表手段引入伬藝。自此，這種先報字、
後行腔，吐字明、轉韻輕，琴隨腔轉、
腔隨字轉、字隨情轉的唱腔風格和說說
唱唱、多自彈自唱的伬藝新形式，被觀
眾暱稱為「潤潤伬唱」。以陳潤春為代
表的「潤潤伬唱」，也成為伬藝新形式
的代名詞。
作為伬藝藝人，強淑如幸運地經歷了

上世紀80年代伬藝的黃金時期。在她的

記憶裡，每到農曆正月、三月，一天常
常要演出三四場。然而，和許多傳統地
方曲藝一樣，福州伬藝如今亦面臨着失
傳的危機。曾經每場至少幾百人的聽
眾，如今只剩幾十人，而且大部分是老
人家，受眾面越來越小。

開闢會館 迎來「春天」
近年來，在保護和傳承伬藝上，福州
市委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福州
開闢了八旗會館、石塔會館等，作為福
州評話伬藝的書場，伬藝亦漸漸「復
甦」，並迎來發展的「春天」。
同時，像強淑如這樣的福州伬藝藝人

也依然在堅守着。「唯有畢恭畢敬帶着
感恩的心去傳承，讓傳統文化在傳承中
發展、創新，才能在新時代走出一片天
空。」強淑如說。

福州伬藝，又名伬
唱，是一門源於唐宋
「百戲（樂舞雜技總
稱）」的藝術，至今保

留着宋元曲藝貼近群眾的「百戲」遺
風，表演者用福州諺語、歇後語、俗
語，通俗地演唱反映鄉土人情的故

事。「伬」是中國古代記譜符號，在
福州伬藝中，引申為按照曲譜演唱的
意思。舊時人稱的「儒林伬」便是現
今伬藝的源頭，後經明清時期「江湖
伬」、「洋歌伬」逐漸發展為用福州
方言演唱的「平講伬」。1943年，藝
人 們 組 織 了 「 福 州 伬 藝 樂 唱 聯 誼
會」，定名為「伬藝」。

伬藝演出時要求表演者要自彈自唱，

以二胡為主弦，另外有月琴、琵琶、三
弦、雙清和打拍子用的竹板或替板。伬
藝演出規模以人員的多寡分為：一人演
唱的「一人戲」，兩人對唱的「磨心磨
手」，三人演唱的「香爐腳」，四人合
作的「八仙桌」，八人合作的「長
桌」，以及十人或十五六人配有伴奏樂
隊的「半堂伬」或「全堂伬」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傳統技藝的形成，是一個
漫長的積累過程。非遺傳承
變得艱難，源於「師父」和
「徒弟」的流失。非遺傳承

的就業面狹窄，見效緩慢，這讓年輕人不
願意走入這個行業。另一方面，從老師的
角度上講，培養一個徒弟，也需花費大量
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導致不少非遺在傳承
上面臨很大的斷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赴福州石塔會館採訪當
日，看到觀眾大多已是70歲以上的老福州
人。採訪中，75歲的福州市民王老先生依
然記得，在小時候物資匱乏的年代，伬藝

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娛樂活動之一。如
今，隨着互聯網的發達，這種「安靜」的
表演形式，以及福州方言的說唱，早已被
年輕人「嫌棄」了。

鄉音最美，初心不忘。非遺傳播需要
從年輕人做起，希望能影響更多人重視
非遺、保護非遺。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復
興，都是從總結自己的遺產開始。在當
今社會普遍城市化、市場化的情況下，
如何合理地繼承保護這些傳統文化，並
進一步的開發利用，讓非遺在這個新的
時代以一種更加健康的姿態活下去，值
得我們去思考。

當下，越來越多人渴望傳統文化的回
歸，在強淑如看來，沒有了福州方言的
承載，伬藝之舟終將擱淺。強淑如表
示，她的老師陳潤春作為著名的伬藝表
演藝術家，深受當地民眾的喜愛，有一
大批的忠實「粉絲」。「她曾受到周恩
來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親切接見。
1985年，她還和學生赴美國、香港巡迴
演出一個月，這是中國曲藝界首個赴美
演出團體。這時期，福州伬藝在對外交
流中聲名顯赫。」
有感於老師臨「走」前對伬藝的念念
不忘，及傳承伬藝的使命感，強淑如一

直在致力於伬藝的傳承與保護。除了在
福州市曲藝團授徒外，為了培養更多的
年輕觀眾，讓福州伬藝這項民間傳統藝
術繼續「存活」下去，強淑如亦開始帶
着福州伬藝走進校園。

推鄉土教學喚起鄉愁
「2015年我們福州市曲藝團還做了
『鄉音最美寄鄉愁』曲藝傳承進校園活
動，首次嘗試和小學共建少兒曲藝培訓
基地，希望在孩子心中留下鄉愁鄉
音。」強淑如說。
同時，強淑如每周三都會去福州職業技

術學院，與福州評話伬藝傳習所評話老師
陳峰一起給學生上課。不過，目前開展此
類鄉土教學的學校並不多，既沒有常態
化，也沒有完整的教材。若想讓評話和伬
藝再放光芒，估計要走的路還有很長呢！
此外，為了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進一步繁榮和振興福州地方戲
曲，福州市政協文史學宣委、福州市文
廣新局等單位聯合發起《敘事——福州
閩劇評話伬藝保護傳承的集體記憶》史
料徵編出版工作，將以韻味深遠的福州
非遺聲音，迎接2019年第十六屆中國戲
劇節的到來。

一人飾數角
說唱千古事

國家級非遺福州伬藝傳承人強淑如

福州伬藝，又名

伬唱，源於古老的

唐宋說唱藝術，是

福建福州方言藝術

的集中體現和典型

代表，2006 年入

選首批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福州

伬藝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人強淑如指，福州伬藝的內容大都是積極正面，雅俗共賞，

通過喜聞樂見的方式將正能量傳遞給觀眾，貼切生動，深受不少福州市民

及海外福州鄉親的喜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強淑如6歲時便與曲藝結
緣。她的奶奶熱愛戲曲，第一
次帶她去看閩劇，她就迷上了
舞台上漂亮的戲服，並一發不
可收拾。1991年，強淑如放棄
代課教工的工作，報考福州市
曲藝團伬藝班，但未能成功被
錄取，讓她心中充滿惆悵感和
失落感。然而，時光流過幾
年，強淑如想學伬藝的念頭卻
愈來愈強烈，於是她鼓起勇氣
給當時在福州市曲藝團工作的
陳潤春寫信，訴說自己對曲藝
難以割捨的情感。 22歲時，
強淑如終於等來了期盼已久的

「入學通知書」。
強淑如說：「老師回信給我說，被我的執

着精神所感動，準備用業餘時間來教我。那
時候老師年齡也很大了，我是鄉下的，交通
不方便，過來一趟既要坐巴士又要坐輪船，
老師看我這樣子，就安排我住在她家。」
學伬藝得靠師傅口傳身授。因為家遠，

強淑如零零碎碎在陳潤春家住了幾個月，從
早到晚揣摩技藝。伬藝最難的地方在於演員
一個人要分飾多角，角色轉換中要不露痕

跡，做到字重
腔輕、腔隨情
變，而這正是

強淑如最擅長的。

練戲太入迷 鍋鏟當道具
強淑如為了精進技藝而養成的習慣至今

未變。「你要是平時不唱的話，突然間張口
冒出來，這樣唱得沒味道，我覺得戲要把它
演活，不能演死。平常我在家裡就是這樣
子，有時忘記了就把鍋當成舞台道具，鍋鏟
放在鍋邊拿去敲，就因為入迷。」
作為一個優秀的福州伬藝演員，強淑如

平時善於抓住機會琢磨角色，推敲細節。一
句台詞的語氣，一個動作的處理便畫龍點
睛，表演得出神入化，但有時亦因為「入
戲」太深曾鬧出笑話。
強淑如笑言，有一次，早上七點多她去
買菜，當時過幾天要去參加福建省曲藝比
賽，「表演的節目是《開封府》，走在路上
我突然有了靈感，忘記了是在路上行走，就
停下來研究包拯捋長鬚的動作，結果路人以
為我是怪物。」
「有機會就要揣摩。不是說千篇一律，

每一次演出要給角色注入新鮮的血液。」
強淑如說：「有的戲迷開玩笑叫我『戲
癲』。如果沒來上班，我9點就在家開唱
了，11點前就結束；然後吃完飯中午休息
下，下午3點又開始唱。一段唱不好，我會
一直反覆練習，尋找感覺，老話叫『曲不離
口，拳不離手』，就是靠練出來的。」

曲
不
離
口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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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癲
」

非遺傳播需從年輕人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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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校園授曲藝 盼續文化光芒

福州伬藝

2�
$

■強淑如和著名伬唱藝術家、恩師陳潤
春（右）合照。 受訪者供圖

■■福州伬藝演出規模以人員的多寡分為福州伬藝演出規模以人員的多寡分為：：
一人演唱的一人演唱的「「一人戲一人戲」」，，兩人對唱兩人對唱的的「「磨心磨磨心磨
手手」」，，三人演唱三人演唱的的「「香爐腳香爐腳」」。。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福州伬藝國家級福州伬藝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
人強淑如表示人強淑如表示，，用福用福
州方言說唱福州故州方言說唱福州故
事事，，是伬唱藝術創作是伬唱藝術創作

上的一大特點上的一大特點。。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工尺工尺譜譜

（（洋歌洋歌———雙蝴蝶—雙蝴蝶））。。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攝

■■ 強淑如在校園授課強淑如在校園授課，，傳傳
播家鄉文化播家鄉文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表演當日表演當日，，福州烏山腳下的石塔會館一福州烏山腳下的石塔會館一
早就迎來近百位老人早就迎來近百位老人，，他們都是強淑如的他們都是強淑如的
忠實忠實「「粉絲粉絲」」。。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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