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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推介之十四：潮州音乐

（2016年第 3期 总第 14期）

潮州音乐是潮汕地区民间乐种的总称，包括潮州大锣鼓、庙堂音乐、潮州弦诗

乐、笛套音乐、潮州细乐、外江音乐等。广泛流行于粤东、闽南、上海、港澳及东

南亚等潮人聚居区。是广东省三大乐种之一，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潮州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先后受唐宋的燕乐、法乐，

宋元的南戏，明清的正字、潮音、西秦、外江诸多剧种音乐的影响，兼收并蓄，形

成了既具潮汕独特艺术风格，又有外来音乐文化痕迹的民间音乐艺术。其内涵丰富，

曲目繁多，传谱独特，调式多样，乐律别致，技巧多变，组合灵活，包容性强。代

表作品有：《柳青娘》、《抛网捕鱼》、《将军令》、《锦上添花》、《南海赞》、《过江龙》

等。

潮州音乐作为潮州文化象征之一，是连接海内外潮人乡情的纽带。有潮人聚居

的地方，就有潮州音乐优美、抒情的音韵在流传。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陶冶人们

精神情操、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等，皆有积极的作用。

在当今文化娱乐多元化的时代，人们欣赏、传承潮州音乐的热情减退，艺术人

才后继乏人。因此，传承、保护潮州音乐这朵艺术奇葩，显得尤为迫切。

我馆收藏了 80多种潮州音乐的图书、音视频资料，现挑选其中 10种予以推介。

想了解更多，请访问图书馆主页（http://www.lib.stu.edu.cn），检索馆藏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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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潮州大锣鼓／陈天国等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12
索书号：J648.7/8712CH 典藏地点： 新馆特藏

潮州大锣鼓是以大鼓为中心，多种打击乐器相配合，伴以唢呐为领奏的管弦乐队的

大型合奏形式。其打击乐丰富多彩，整台音乐雄伟壮丽，气势磅礴，擅长于表现重大的

历史题材、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渲染喜庆的气氛， 1956年，潮州大锣鼓曾上京汇报演出，

广受赞誉。1957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获金奖，自此蜚声中外乐坛。

本书搜集现存的传统潮州大锣鼓套曲共十九大套，解放后潮州民间音乐团改编创作

的大锣鼓曲五套，并整理了民间游行常用的有代表性锣鼓曲两套，共二十六套。作者根

据音乐教学和长期演奏的实践体会重新整理订谱，并制订能表达各种敲击手法的符号编

撰而成，为潮州大锣鼓的发掘整理、交流推广作出了贡献。



3

2. 潮州市民间音乐志／陈俊麟主编．—潮州：《潮州市民间音乐志》编写组，1989.1
索书号：J609.2/8901CH 典藏地点： 新馆特藏

潮州音乐和潮州戏曲，是潮州艺苑中两朵绚烂艳丽的姐妹花，古老的潮州是孕育潮

州音乐的沃土。本书分“综述”、“分类”、“团体”、“曲目”、“传略”等五章，

较全面地反映了潮州民间音乐的历史概貌。收录时间范围，上限自该市有民间音乐活动

起，下限至 1987年底止。附录有潮州民间音乐常用乐器简介、演奏活动习俗、轶闻传

说，以及解放后整理、创作的部分乐曲曲谱等。该书反映了潮州音乐摸索、创造、积累

直至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历程，可作为潮州民间音乐史研究的参考。

本书有电子图书。

http://192.168.64.114/Usp/apabi_usp/?pid=book.detail&metaid=meta20151211034aia0l0000032025&dt=cxts01&cul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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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潮州乐曲 300首／蔡树航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
索书号：J648.765/9708CH 典藏地点： 新馆特藏

潮州音乐是“华夏正声”之支流，我国音乐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乐曲有吹套牌子、

笛套、弦诗、小调、庙堂法曲之分，并有“轻、重、活、反”四大调类之别；曲源则来

自中原古乐、词牌曲调、民歌小调、兄弟乐种、戏曲伴乐及历代艺人的创作精品。

本书从汕头市艺术研究室多年所收集的千余首乐曲中，遴选出 300首较流行或旋律

较佳者结集出版，以满足潮乐爱好者的学习要求。其中，绝大部分是传统乐曲的基调，

含弦诗、笛套、吹套牌子、小调、庙堂乐，还收入 20多首近年创作、改编的乐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