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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嘴鼓是具有闽南特色的喜剧性说唱

艺术，其生动活泼、诙谐风趣，颇受群众欢

迎。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答嘴鼓也面临

着观众流失、创新不足、代表性作品缺乏等

困境。在此背景下，我们专访福建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厦门市闽南文化保护发展专

家委员会委员黄念旭，请他为这项曲艺的

传承和创新提建议。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厦门答嘴鼓的由

来、形成与特点。

黄念旭：答嘴鼓是由两岸民间艺人在

相互交流中共同创造的闽南民间曲艺形

式，又称为“故事诗”“诗故事”“拍嘴鼓”等。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间艺人蓝波

里吸取闽台民间文学的养料，创作了带有

人物、情节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佳作，在

表演形式上有单口，也有双口、多口。蓝波

里后来到福建继续从事闽南方言文艺节目

的创作与演播，为答嘴鼓的形成起到了很

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答嘴鼓是在闽南民间艺人林鹏翔的传

承和创新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的。1971

年，在蓝波里的建议下，这个艺术形式正式

定名为“答嘴鼓”。此后，答嘴鼓登载于《中

国戏曲曲艺大词典》《普通话闽南方言词

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在中

国曲坛有了席位。

多年来，在以林鹏翔为首的艺人的辛

勤努力下，答嘴鼓创作、演出涌现出了一批

优秀作品。2006年，厦门答嘴鼓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记者：和其他曲艺相比，答嘴鼓有何特色？

黄念旭：通过不断实践，厦门答嘴鼓逐

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其表演形式近

似我国北方的对口相声和数来宝，但又不

尽相同；对白是严格押韵的韵语，语言节奏

性强。相比其他戏曲品类，答嘴鼓是一个

小品种，在观众面前表演时，一般以两人形

式居多，偶有多人形式，让人们在欢笑中得

到艺术和美的享受。

记者：答嘴鼓和台湾有何渊源？

黄念旭：答嘴鼓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

的重要内容。据记载，明末郑成功进驻台

湾，来自闽南的将士将“念四句”传至台湾，

当地称为“四句联仔”，后来逐渐发展为“触

嘴古”，与闽南的“答嘴鼓”形式相同。

1991年6月，台湾宜兰举办了答嘴鼓

比赛，使台湾答嘴鼓艺术水平进一步提

高。林鹏翔的作品《吴真人》录音带被台湾

吴真人庙宇联谊会视为经典，复制分赠所

属寺庙收藏。

2011年5月，我带厦门市答嘴鼓演出

队到金门交流，在金门城隍庙演出，小礼堂

座无虚席，当地民众对答嘴鼓很感兴趣。

当时我们的团队中有老、中、青三代答嘴鼓

演员，有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非遗传承人，

一会儿讲《唐山过台湾》、一会儿讲《笑话一

担》，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记者：厦门答嘴鼓的推广情况如何？

黄念旭：答嘴鼓在闽南地区，特别是在

厦门一带流传许久。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鳖在追飞机》（蓝波里创作）、《五十年变

迁》《女队长》（林鹏翔创作）等优秀作品出

现，集美区农民曲艺家陈番茨、陈亚宝、张

顺安创作的方言说书《水蛙记》《除夕谈心》

《幸福泉》等参加省、市文艺汇演获得大奖，

林鹏翔通过艺术加工，把答嘴鼓艺术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林鹏翔的指导下，厦门答嘴鼓艺术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迎来发展高潮，推陈

出新、人才济济。

记者：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和外来

文化影响加剧，答嘴鼓艺术是否受到冲击？

黄念旭：近年来，由于缺乏优秀作品，

缺乏固定表演场所，曾深受群众喜爱的答

嘴鼓艺术一度处于尴尬境地。

2006年，答嘴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其保护与传承引起各级文

化部门的重视。近年来，有关部门牵头召

开了多次答嘴鼓艺术座谈会，进行专题调

研、组织创作演出。不少传承人为了答嘴

鼓的传承和发展接续努力，致力于让更多

人了解这项非遗。

厦门中小学非常重视闽南文化教育，

厦门实验小学集美分校专门开辟了闽南文

化园，用文字、图片、实物等展示闽南文化；

集美区举办少儿答嘴鼓夏令营，培养孩子

们对答嘴鼓的兴趣；厦门十一中连续举办

了十几期答嘴鼓夏令营……去年，答嘴鼓

传承人李小航和徒弟许宝进还到湖北武汉

非遗曲艺展演中表演答嘴鼓。

记者：对于答嘴鼓未来的发展，您有哪

些建议？

黄念旭：制定切实可行的答嘴鼓保护

与传承计划方案，在多方面给予重点曲艺

队伍支持；建立厦门答嘴鼓艺术活动基地，

选择若干个有基础、有志于答嘴鼓艺术的

单位或学校开展活动；组织懂答嘴鼓的评

论队伍，借助媒体力量，开设专栏播发优秀

的答嘴鼓作品；开辟答嘴鼓演出场所，定期

举办表演。

抓好作品创作与表演人才培训，是振

兴答嘴鼓的关键。可组织创作人员进行采

风、体验生活、观摩学习；通过企业、学校等

多渠道发掘答嘴鼓人才；聚焦青年群体，就

闽南话的发音、韵味以及说、学、逗、唱基本

功等开班教学；拿出好作品来训练新演员，

并提供演出实践与提高的机会，打响答嘴

鼓艺术品牌。

要让更多人了解喜爱答嘴鼓艺术，应

经常组织团队进社区、到农村表演，在中山

路或金榜公园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设立固定

的表演场所，定期演出。当然，答嘴鼓艺术

在海峡两岸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宜积极推

进两岸文化交流，让两岸民众共同感受这

一传统曲艺的魅力。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闽南
文化与民间艺术传习基地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心晖：

开阔艺术视野
提升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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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厦门开放大学）“闽南非遗印

象”融媒体专栏采访团走近答

嘴鼓，邀请学生担任“非遗体验

官”，体验答嘴鼓表演艺术，对话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无论是从

文化认知的加深、艺术鉴赏能

力的提升，还是语言技能的提

高、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的锻

炼等方面，都让学生有所收获。

从专业技能学习方面，本次

体验可以促进学生将答嘴鼓与

影视动画学院相关专业相结合，

带来独特的创意和艺术碰撞。

学生可以将答嘴鼓中的故事情

节、人物设定和对话内容转化为

动画形式，创作出具有闽南特色

的动画作品。例如，可利用三维

动画技术模拟答嘴鼓中二人对

口争斗辩说的场景，让观众在视

觉上感受到答嘴鼓的魅力。

从教学层面来看，学院可以

将答嘴鼓作为实践教学的一部

分，通过组织学生观看答嘴鼓表

演、邀请答嘴鼓艺人开讲座等，

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答嘴鼓的

艺术特点和创作过程。这不仅

可以丰富学生的艺术视野和实

践经验，还可以为学生未来的艺

术创作和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下一步，学院将积极通过

艺术形式的融合、课程设置的

拓展、实践项目的合作等，持续

推动答嘴鼓与学院之间的互利

共赢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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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陈心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