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音之源起及價值

引言

　　說唱文學及音樂為中國有着悠長的歷史 [1]，而在廣州粵語系一帶，南音是最受歡迎的說

唱文學之一 [2]。由於與當時人民生活貼近，故可推斷其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應能反映當時之社

會面貌，而同樣地其文化則能表現廣東及粵語系之某些特色。但由於傳統社會中，文人雅士

對南音此等「俗曲」有偏見 [3]，所以一直以來的研究不多 [4]。此文僅就筆者搜集得來之資料，

在南音源起問題上對現有研究之見解作補完及整合，以及簡述南音之價值。

南音之源起

　　就南音之源起，《南音與粵謳之研究》(梁培熾著) 一書 [5] 對「源自江、浙」及「生於廣

東」兩種說法有詳細分析，但欠簡明之源起及過程。下文將以梁培熾的分析為基礎，再加以

其他資料印證，對南音之源起及其過程作簡單的叙述，而各資料來源則見於注譯。

　　正如文首提到，說唱文學於中國有悠久的發展歷史。但若要追塑南音之源起，影響較深

的應是廣州本土山歌，後來吸收了外省說唱 (主要是江、浙南詞) 的一些優點，再形成廣州

的說唱文學及音樂 [6]。起初一概稱為「木魚歌」或「摸魚歌」，有文獻記載者則至少於康熙

年間未有「南音」之稱 [7]。到了接近清末，木魚歌的發展漸漸分為二途，一為較多口語、每

句字數不一、配以小鑼小鼓的「龍舟」，一為較接近「七言古風」、配以箏或胡琴的

「南音」[8]。至於究竟是於何時開始分界，現已無從稽考 [9]。清末曾出版南音版《紅縷夢》，

文詞句式及韻尾均符合前文所述的特質 [10]，可見起碼於清末甚至更早就出現自成一派的南

音了。其後為南音之全盛時期，在二十世紀初傳到香港時亦成為一時之風尚 [11]。

　　順帶談一談木魚、龍舟與南音之別。此三者由於文詞格式頗為相似，起源亦相同，故有

曲藝者說這些曲譜通常可以「一詞三唱」[12]。同時，亦由於當時在印刷曲本的過程中，有時

龍舟會經過「讀書人」修改，有時南音會經過民間口耳相傳，所以令龍舟及南音在文詞上有

時候會難以分辨 [13]。



南音之價值

　　南音作為廣州特有的說唱文學，現在被徹底遺忘了實在令人可惜。以香港為例，新一代

以現時的社會環境及教育制度而言，絕少有機會接觸到南音 [14]。若要保存此廣州民間文化，

則必需先理解其價值，才能有目標地進行保存及研究的工作，下文將簡述南音之文本及文化

價值。

　　南音為民間藝術，其文詞水準參差，但當中亦不乏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最有名的當然

是《客途秋恨》，不但成為最受歡迎的南音之一，而且還引來不少外國學者的注意及研

究 [15]。此外，前文提到的南音版《紅縷夢》，陳潞在《韻海拾貝》對「葬花詞」一節作分

析，其文詞創作及韻腳的運用甚至比原書及越劇版更優勝 [16]。同一書中，陳潞亦指出一些

不太有名的南音的文詞創作也經過仔細「鍊字」[17]，可見創作者花過不少心血。由此可見，

不單止某幾首著名的南音作品有文學價值，還有其他未經廣傳的作品是有待研究人士去發掘

其文本的價值。

　　文章開首已提到，南音既與當時人民生活密切，其文本中定必顯出當時的社會狀況，具

有社會文化研究的價值。這方面的例子多不勝數，例如南音在白話文運動、反美華工禁約鬥

爭、辛亥革命等時期積極地參與運動 [18]，在國共內戰其間香港報章亦不時見有反戰內容的

南音文詞 [19]，同一時其國內在毛澤東的「古為今用」思想下亦有宣傳共產黨思想的南音 
[20]，充份反映當時的社會。在香港備受敬重之南音瞽師杜煥更寫了《失明人杜煥憶往》，內

容叙述了他一生飄泊的故事，當中既可了解當時社會的情況，亦夾雜了他的感想 [21]，對歷

史研究有相當幫助。七八十年代後雖然漸漸已鮮見有公開南音演出，但文學創作上仍有以南

音為格式的作品，如《香港是我家》一書中有《世紀末南音》一文 (1989)，以南音講述當

時香港人心惶惶、移民潮湧現的情況 [22]。

總結

　　南音不論在文本及文化上都有價值，值得我們去保存及研究。但在香港現行的歷史教育

上，完全無視了對香港本土的認識 [23]，以致南音及許多其他香港的歷史都很快被遺忘。前

文所述之南音起源本應是很基本的資料，但現在仍需要翻查不同書籍才稍為明白。我認為如

要有效地做南音的保存工作，就必需先由教育開始，先讓新一代對南音有認識，才會有人繼

續關注南音。

(160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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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博物館出品 (錄像資料)。
[22]《世紀末南音》，鍾華楠著，刊於《香港是我家》(1989)。
[23]以筆者所接受的歷史教育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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