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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保护”的概念给予了专门的定义：
　　“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
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这一定义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从过去时代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环境中仍然可
能继续存在、发展，并且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发挥作用。
从这种理念出发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就必须关注这些传统文化活动在当代社会存在的形态和
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过去的乡土文化产物，但如今已成为当代人寻求认同和情感归属的象征而进入
了当代人的文化生活，这是研究者需要认真研究的当代文化现象。
作为研究型地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图编制工作，主要的任务是调查和分析研究传统民俗文化进人当
代社会环境重构文化空间的线索和过程，通过这些研究工作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文化中的演变
形态和内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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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家山歌是居住在闽、粤、赣、桂、湘、川、台以及海外客家人的精神生活的载体，传承历史悠久，
文化内涵丰富，艺术形态完整，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2005年，广东“梅州客家山歌”、江西“
兴国山歌”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书稿是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非物质遗产地图编制研究”项目成
果之二，内容既有客家山歌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式的风格与特点概括，历史源流与现实发展的总体概
述；也有对于作为个案的福建长汀和广东客家山歌在当代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样貌的田野调查，以点带
面，呈现了一幅客家山歌从历史到今天的历史变迁的生动图景，有一定的文献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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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小康 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
任。
出版专著《人与故事》、《游戏与崇高》、《梦入江湖》等十余种，发表论文《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
》、《文化冲突与文学的“喧哗”》、《从意识形态到群落意象》等一百多篇；先后主持教育部重大
项目和国家、省部级项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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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客家山歌历来都是口耳相传，记载于文字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几乎很难对客家山歌的起源做一
个学术史的梳理。
但是民间却有诸多关于歌仙“刘三妹”造歌、罗隐秀才抄歌本的传说。
关于兴国山歌的起源，有首兴国山歌唱道：“唐时起来宋时兴，代代传唱元明清。
”与刘三妹、罗隐秀才的传说相互印证，可以发现，在民间口传材料中，唐朝是山歌兴起的时代，并
且已经相当繁盛。
这些民间口传的历史，在其他的史料中却很难找到相关资料。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了两广地区歌仙“刘三妹”的传说。
“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
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
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
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
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
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
与之唱和，某种人奉之为式。
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僮诸种人围而观之。
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
仕人因祀之于阳春锦石岩。
岩高三十丈许，林木丛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岩石有石磴，苔花绣蚀若鸟迹书，一石状如曲几，可容
卧一人。
黑润有光，三妹之遗迹也。
月夕辄闻笙鹤之音。
岁丰熟，则仿佛有人登岩顶而歌。
三妹今称歌仙。
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偎、瑶、僮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不
得携出，渐积遂至数箧，兵后，今荡然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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