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非遗传承
政府与表演队齐发力

“从我们队伍的构成来看，平均年龄已经差不多

70岁了，确实比较老化了，海南八音这项非遗的传承

必须要有年轻人来接力。”黄成照告诉记者，作为第

五代定安县级海南八音非遗传承人，他感到肩上的担

子比较重。

为了这项非遗传承，黄成照已经在自己的村子里

收了3位徒弟，年龄分别是20岁、35岁和45岁。他

利用业余时间比如晚上在村子里的文化室内无偿教他

们三人学习海南八音器乐，正如他自己年轻时向村子

里的老一辈学习那样。

不过，由于这种教学是无偿进行，学习者也不会因

为传承而得到物质补助，在面临生活压力时，学习者也

只能是借用空闲时间来学习，断断续续，难成系统。黄

成照说，他要积极争取在外出演出的时候把徒弟带上，

边看边学。

与此同时，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黄成照他

们还来到校园里展现海南八音器乐的魅力，并在校园

内开展教学，希望引起更多孩子对海南八音的喜爱。

“其实，为促进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我们龙河

镇琼剧同乐会还积极创新，把同样是非遗的盅盘舞与

海南八音结合起来进行演出，这样一来有声乐有歌

舞，演出的节目也更加精彩丰富，这样的确更能吸引

观众。”定安县龙河镇琼剧同乐会副会长、盅盘舞传

承人李圣玉大姐告诉记者。

定安县龙河镇宣传、统战委员尹雪冉表示，政府

部门为了助力海南八音器乐的传承，一方面是积极创

造演出机会，比如举办节假日演出活动邀请当地海南

八音表演队来参加演出，另一方面则是为表演队提供

排练、创作和教学的场所，此外，还积极助力海南八

音器乐表演融合当前人们的喜好元素进行曲目创新。

实际上，在定安不仅有龙河镇海南八音表演

队，在定安的黄竹等地也有类似的队伍，定安县有

关部门也积极运用非遗传承人的影响力加强在乡镇

传授技艺，同时利用非遗日等各类场合为当地海南

八音表演队提供展示的舞台，让海南八音深入人们

生活。目前定安县正在积极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

件，以进一步推动海南八音器乐项目的传承。

耳濡目染
他们把对八音的爱好变为职业

今年69岁的黄成照作为定安县级海南八音非遗传

承人（第5代传承人），在这次的排练中主要负责唢呐

的吹奏，配合其他几位同事的不同乐器声乐，他们在

这不算大的文化室里演奏着一首首旋律喜庆的乐曲。

“我9岁就开始学吹箫，那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这

些形状各异的乐器，着了魔似的。”黄成照回忆自己

走上“乐途”的经历，侃侃而谈。出生于定安县龙河

镇石塘村的黄成照打小就经常看到村里有海南八音的

表演，那时，村里有一位名叫黄照纯的海南八音表演

队的领头人，经常带着队伍各处演出，只要有机会，

黄成照就跟着去看，边看边学。

那时，黄成照还自己用竹子根据箫的样子打出7

个孔制作成竹箫，学着吹箫，他为了学习吹唢呐，还

每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练习运气送气。由于在乐器方

面的爱好，黄成照很快就成了龙塘中心小学宣传队的

成员。进入初中，黄成照便进入当地琼剧团拜师学

艺，跟着新竹的一位李姓师傅学习吹唢呐，不光练

习技巧，还要练习如何完整地吹出先辈流传下来的

曲目。

“为了学看曲谱，年轻时我还前往琼剧团向吴多

兴老师学习了吹唢呐和箫，那时候就逐渐掌握了很多

首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八音曲目。”黄成照说，从

2000年开始，他就跟着龙河镇的海南八音表演队到全

省各地参加演出，并将此作为职业。

在龙河镇目前这支海南八音器乐队伍里，几乎算

是从业最年长者的74岁的陈奕林老人告诉记者，他们

这一代的海南八音器乐传承者，大多是从小耳濡目染

了这项非遗技艺后，从喜爱走上了职业的道路。

“我14岁开始学习二胡，那时候条件差买不起真

正的二胡，我只能看着本地八音表演队里老师傅们的

表演过瘾。”陈奕林说，那时候他跟着村里比他大5岁

的小哥学拉二胡，还自己动手制作简单的二胡。

上了初中后，陈奕林就发挥拉二胡的特长进入龙

塘中学的宣传队，持续学习了2年的乐谱，奠定了声

乐基础。初中毕业后，就逐渐走上跟随当地海南八音

表演队各处演出的道路，直至把在八音表演队里拉二

胡变成自己的长期职业。

一年45场演出
既是生计也是传承

据悉，海南八音源远流长，广义的八音既包

括乐器、乐曲，也包括乐队。其乐曲丰富多变，按

习惯分为大吹打、锣鼓清音、清音和戏鼓四类。

“海南八音的曲目基本上都是喜庆为基调的

曲子，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没有那么清晰明白的曲谱，也没有成系统的资料

可供参考练习，大家都是跟着前一辈的人学习不

同曲目怎么吹拉弹，一个音调一个动作学起来

的。”黄成照说，常见的曲目比如《拜寿曲》《送京

娘》《荷花盛开》《幸福花》等等，都是一路传承下

来的经典乐曲，相对应的，当地乡镇凡是有嫁娶、

祝寿、商业门店开张等喜庆事，也常常会邀请黄

成照他们前去演出助兴和庆贺。

经过多年的反复练习，黄成照已经能够熟练

掌握海南八音器乐中唢呐、竹箫和二胡等5种乐

器的使用。很快，他就成长为龙河镇海南八音表

演队里的骨干，如今已是定安县级海南八音非遗

传承人（第5代传承人），同时也是龙河镇琼剧同

乐会的会长。

“我们队伍这几十年来跑了全省好多个地

方，比如文昌、琼海和三亚等地，我们都有过

各种喜庆场合的演出。”黄成照说，每次出团演

出往往就是一整天，一般情况下一场演出要演

奏5个节目，一个节目一首曲子，一首曲子是

20-25分钟。

大夏天的演出尤其累人，他们需要身着红色

喜庆的长袖演出服，一场演出下来往往汗流浃

背。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表演队被邀请前往民

间喜事演出每人会获得约200元/天的酬劳。

“去年，我们这个队伍受邀外出演出了45

场，总体算下来我们的演出收入并不高，基本只

是够生活，但我们把海南八音器乐表演不仅仅当

作是一种生计，更是一种传承。”黄成照说，目前

队伍有12位队员，除了民间喜事邀请演出，他们

还常常参与节假日惠民演出，参加县里举办的各

类活动的演出，例如今年端午节他们就前往定城

镇沿江公园进行了海南八音表演。

定安县海南八音表演者：

用8种器乐传承非遗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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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起！齐奏！”7月4日，在定安县龙河镇政府文化室里，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南八音器乐的传承人黄成照与其余7
位同伴身着喜庆的红色演出服，在这里为即将下乡给办婚庆喜事的村民演奏做排练。

海南八音通常包括唢呐、椰胡、二胡、三弦、月琴、喉管、竹笛、竹箫等8种乐器，他们每个人负责演奏不同的乐器，随着多种
乐器的“发声”，传承多代的民间喜庆乐曲在这群平均年龄近70岁的传承者的手上、嘴上被巧妙复刻，音律悦耳、曲调悠扬。

不久前，定安县文化发展中心报送的海南八音器乐项目成功录入海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从小就爱，耳濡目染！”在这群海南八音器乐的演奏者中，很多人已经有数十年的演奏经历，一年参加演出可多达45场。

对于他们而言，这项非遗技艺既是他们的生计，也是一种沉甸甸的传承，他们以手中器乐为民间喜事助兴！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康景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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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县龙河镇海南八音表演队在排练定安县龙河镇海南八音表演队在排练。（。（左四为定安县级海南八音非遗传承人黄成照左四为定安县级海南八音非遗传承人黄成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