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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厝的“说唱”闽南的“相声”
“闽南非遗印象”融媒体专栏采访团带您感受答嘴鼓艺术魅力

答嘴鼓，又名拍嘴鼓、触

嘴古、答嘴歌。它是一种以

闽南方言表演的曲艺形式，

主要流行于我国闽南和台湾

地区，以及东南亚闽南籍华

裔聚居地。答嘴鼓的对白采

用严格押韵的韵语，语言节

奏感很强，并长于运用丰富

多彩、生动活泼、诙谐风趣的

闽南方言词语和俚俗语，注

重情节的展示与人物的刻

画。2006 年，答嘴鼓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非遗名片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闽南

文化与民间艺术传习基地，

以普及闽南文化知识、传承

民间艺术技艺为宗旨，聚焦

闽南非遗文化、培养文化产

业专门人才，研究并支撑民

间艺术产业化，同时通过普

及闽南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基

础知识，承担保护和传承的

历史使命。基地聘请了多名

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传承

人、工艺美术大师入驻。通

过引入非遗传承人，推进非

遗文化、闽南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进课堂，支持和推动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发展。

基地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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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非遗印象”融媒体

专栏采访团对话答嘴鼓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李小航（左）。

记者陈理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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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闽南“答嘴鼓”遇上新时代婚育

文化，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近日，厦

门市计生协组织创作文艺作品《婚育新

风尚 幸福千万家》，以答嘴鼓的形式向

观众倡导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其诙谐

的语言、逗趣的形式，逗得台下观众捧

腹大笑。

答嘴鼓，又被称为“闽南相声”，其对

白讲究押韵，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生动活

泼的闽南方言词语和俚俗语，注重制造

包袱、故事情节，内容诙谐有趣。

近日，晨报记者与厦门城市职业学

院（厦门开放大学）“闽南非遗印象”融媒

体专栏采访团，共同走近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答嘴鼓，对话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您展现这项非遗

的历史与发展。

从“市声”中发展而来

采访团一见到答嘴鼓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小航，她就热情

地表演了一段拿手的经典片段：“杨梅咧

便宜（啦），一斤五占钱（啦），要买紧来试

（啦），呣买就无时（啦）。”这段话余音绕

梁，仿佛一下子把采访团带入了人来人

往的热闹街巷。

“这就是答嘴鼓的特色之一，通过韵

语对话、诙谐语言和语感节奏等手法，讲

述生活中的趣事和哲理。”李小航说。

随后，李小航向采访团介绍答嘴鼓

在厦门的历史源流、发展情况和艺术特

色。“答嘴鼓的起源、沿革没有明确的文

字记载，老前辈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

是从‘市声’中发展而来的，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一种‘念四句’的韵语形式。”李小

航说，由于“念四句”在民间广泛流传，人

们平常休闲常运用“念四句”来作为逗趣

的斗嘴方法，有板、有眼、有韵，对答如

流，常常会引发哄堂大笑。如此，答嘴鼓

的语言便经过民间的长期流传而逐步

形成。

答嘴鼓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以

闽南韵语对话为主要形式，语言节奏感

很强，同时也讲究使用“包袱儿”与“韦登

笑科”（爆笑料），以获取喜剧性效果。答

嘴鼓的演员一般以两人居多，偶有多

人。在服装上，如果演出的是传统内容，

就穿长衫或唐装；如果演现代内容，就穿

西装或衬衫。演出的基本功和相声基本

一样，说、学、逗、唱都有。

多位曲艺名家接力传承

历经多年发展，答嘴鼓在闽南地区

长盛不衰，离不开多位曲艺名家和非遗

传承人的接力传承。早期，台湾民间艺

人蓝波里吸收闽台民间文学的养料，创

作了“四句联”、方言故事诗等一批优秀

的答嘴鼓作品。20世纪60年代中期，

蓝波里在厦门人民广播电台演播的答

嘴鼓节目《鳖在追飞机》，深受听众

喜爱。

20世纪70年代初，厦门答嘴鼓表演

艺术家林鹏翔得到蓝波里的指导，创作

了一批优秀的答嘴鼓作品。他撰写的专

著《漫谈答嘴鼓艺术》也是厦门第一部研

究答嘴鼓艺术的书籍。中国唱片总公司

和厦门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林鹏翔

答嘴鼓选集》成为专家学者研究闽台民

俗和语汇的宝贵资料。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林鹏翔在厦

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答嘴鼓弟子。李小

航从1973年起学习答嘴鼓表演，走上这

条艺术道路，她是林鹏翔嫡传的第一个

女弟子，也是目前市级以上答嘴鼓代表

性传承人中唯一的女性。杨敏谋也是师

承林鹏翔，其表演的《英姿飒爽》《庆新

春》等作品广受欢迎。生于同安的陈清

平也曾拜林鹏翔为师，其代表作答嘴鼓

《厦门地名学》《梁祝新传》等参加多次演

出，广受好评。

目前，答嘴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有杨敏谋、陈清平，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有李小航、林恒星，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有林志萍、郭韶勇等。

进学校社区 融入微电影

有一段时间，由于答嘴鼓创作表演

人员和受众群体年龄普遍偏高，再加上

缺乏优秀的答嘴鼓作品和固定的表演场

所，其演出市场一度萎缩。近年来，得益

于社会各界对非遗保护的重视，答嘴鼓

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这些年，答嘴鼓受到厦门多所学

校、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举办了多期夏

令营，既丰富了校园文化，也保护传承了

答嘴鼓这项非遗。”李小航说。

答嘴鼓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郭韶勇活

跃在各类演出舞台上，希望把答嘴鼓带

给更多年轻人。“我在学校创建了一个兴

趣小组，专门教授答嘴鼓。”郭韶勇说，答

嘴鼓兴趣小组的孩子们已经学有小成，

参加了许多比赛，成绩也不错。

同样是答嘴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的林志萍，依托部分社区提供的平台

和场所，将答嘴鼓融入社区文化建设和

社区治理。他自己编段子，讲垃圾不落

地、公共场所不能抽烟、邻里互助等文明

新风尚。后来，他还拍起了微电影，将答

嘴鼓融入情景剧表演中。“我希望借助社

交媒体和艺术创新，让传统答嘴鼓获得

新发展。”林志萍说。



答嘴鼓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杨

敏谋（右）和尤国

栋用表演展示

多彩非遗。

苏华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