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浦公馆木鱼

一、“合浦公馆木鱼”的概述

（一）“合浦公馆木鱼”的由来

“合浦公馆木鱼”（又名“牡丹花”、“金牡丹女”、“金牡丹”）是合浦人民群

众，特别是当地客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说唱形式。源于合浦廉湖书院（旧址在

公馆至曲樟途中，今曲樟乡荷树坪村路口处），伴随民间传说，广为流传。

传说一：清朝嘉庆年间，民女牡丹花与书院一书生相爱，正待择日结良缘。

廉州府张五爷见民间女子牡丹花聪明貌美，便强抢入府，欲霸占为妾。廉湖书院

师生得知此事，十分气愤，向官府抗议，要求还我民女，被官府抓进了牢房。乡

亲们感于师生们的见义勇为的精神，纷纷凑钱供给他们灯油笔墨，师生们在牢里

一边斗争，一边苦读诗书，数月后，张五爷无奈民众的压力，释放了师生们和牡

丹花，师生们正好赶上科场应试，结果，他们中有几人中了举，书院师生为答谢

民众，举办了一个特别宴会，宴请四乡民众，还特邀喜乞丐参加。席间，师生们

自编自唱了“牡丹花”曲调，现场众人同声齐和，气氛十分高涨。此后，牡丹花

和师生们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民间。从此，“牡丹花”便成为群众喜爱的曲调流

传下来。

传说二：清朝嘉庆年间，来自广西博白的学子缪单坊，于廉湖书院与来自广

东高州的金老先生独女金牡丹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互赠信物，许愿终身。此后

两人一别三年，当缪单坊中举回访书院时，金牡丹已查无音讯。缪单坊情思涌动，

即以木鱼调寄情，用公馆话入韵，谱写了一曲《金牡丹女·书院情》，并请来戏

班和乞丐，付与酬金，教他们以歌传情，寻找金牡丹。于是，《金牡丹女》木鱼

歌便四处传开。

传说三：清朝光绪年间，廉州金家小姐牡丹，才貌双全，被廉州知府的公子

看中，说亲不成，将她抢回府中，强硬逼婚。消息传出，金牡丹的恋人带领廉湖



书院在廉州待考乡试的十多位学子，到府衙据理申诉，反遭官府无理驱赶。众学

子一怒之下砸烂了麒麟大门。在一片混乱中，府衙丫环趁机帮助金牡丹逃出虎口。

知府恼羞成怒，将书院的十多位学子拘捕入牢，后经多方交涉，方得出狱。知府

又迁怒与金牡丹的恋人，罗织罪名，将其活活打死。金牡丹悲愤难平，上京去告

状伸冤，一路风餐露宿，一路含辛茹苦，盘缠用完便敲晌木鱼去讨饭。沿途乞丐

和她结伴，同唱公馆木鱼歌，同诉世间不平事，过往路人无不为之感动。一传十、

十传百，金牡丹的故事伴随公馆乡音木鱼泪，便渐渐传遍四面八方。

（二）“合浦公馆木鱼”曲调

“合浦公馆木鱼”的基本乐句源于原始的“金牡丹”曲调。

“金牡丹”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上下两句的前半段无固定的曲谱，遵循方

言歌“问字要音”的法则，按唱词文字的客家话读音配谱。前半段的歌词唱完后，

紧接的是固定的尾腔和衬词。上句尾腔的衬词是：“那个呢呀金牡丹女哪。”下句

尾腔的衬词是：“牡丹花，一对鸳鸯对凤凰哪。”这样结构的句式易编、易记、朗

朗上口，所以颇为客家人欢迎和接受。传唱至今的“合浦公馆木鱼”已经不再局

限于“牡丹花”这个单一的曲式，已将木鱼调、客家山歌、快板、道白穿插运用

于整个表演之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公馆木鱼作为说唱曲艺的曲调唱腔。

“合浦公馆木鱼”的歌词、快板均以七言诗为主，偶有三、五字的词律出现，

多言极少见。措词为当地客家的通俗语言，又基本符合汉语语法。唱词、快板，

甚至连道白都强调双句押韵，并且要符合客家话的音韵。公馆木鱼的歌词节律和

旋律句逗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音乐片段“乐节”里完整地演唱

一个或几个词组的歌词，一个词组不会被分拆在两个乐节里演唱。常常在一个乐

句中完整演唱一句歌词，没有“破句”、“重音倒置”与“倒字”的现象。由于歌

词与曲调采用“吻合型”的方式，字音结合非常紧密，与自然语言表达方式十分

相近，所以很适合说唱曲艺的行腔要求，往往都能收到唱者流畅自然、声情并茂，



听者通晓明白、心生共鸣的艺术效果。

（三）“合浦公馆木鱼”基本内容及表演形式

“公馆木鱼”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客家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主要有传说

典故、斗争故事、爱情婚姻、新人新事、社会评说等。

传说典故，主要是以说唱来叙事，寄托人民的心愿，祈盼美好的未来；

斗争故事，主要讲述平民智斗权贵和邪恶，平民抵抗霸权，真善美战胜假恶

丑，文明进步更替陈俗陋习等；

爱情婚姻，大多是男女青年倾诉情思爱慕，求婚成亲的言说表达；

新人新事，主要是颂扬时代新人，宣传生产新技术、新经验和新风尚等；

社会评说，主要是评说为人处世及伦理道德，弘扬正气，抨击贪腐、邪恶。

公馆木鱼属于曲艺说唱，通常是演唱者手持道具，以一人多角的形式来表演。

在舞台上表演则多以众人共演的形式出现，演员和乐手可以同时面对观众演出，

乐手除了担任伴奏以外，还可以扮演角色，十分灵活。

（四）“合浦公馆木鱼”主要特征

(1)用客家话演唱，曲调受语言声调影响，常常因依声行腔而变化曲调。因

客家话具有良好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公馆木鱼”在说唱过程中始终体现鲜明的

客家文化色彩。

(2)具有中国诗性思维的民族文化传统，以歌代言，以诗表意。

(3)充分体现曲艺表演的便利性、灵活性，既可登大雅之堂，又可在屋前檐

下、街头巷尾、田头地角进行说唱表演。

(4)具有创作内容的广泛适应性，尤其适宜创作叙事和颂扬题材的作品。

(5)合浦客家人界定、理解和表达“美”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不仅具有审

美愉悦性，还能在给人审美享受的同时，折射出人格内涵，彰显客家人勤劳勇敢、

耿直豪爽、坚韧刚强、团结奋进的精神和性格特征。



（五）“合浦公馆木鱼”主要传承价值

(1)客家文化的认识、研究价值。民族生活是民族文化的源泉，“公馆木鱼”

的歌词内容、曲调、节奏与语言的表达习惯（包括语调、语速）吸收了客家生活

的丰富营养，蕴含着客家文化的深厚积累，对于认识和研究客家文化具有直接感

受和领悟的作用。

(2)集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于一体。长期以来，客家人用“公馆

木鱼”进行娱乐活动，传授文化、生产知识和人生体验，起到了富教于乐的教化

作用，成为了客家地区信息传播的载体，以其优美动听的曲调传递信息，交流情

感，引起共鸣，连接友谊，为联络海内外的客家人架起了一道心灵的桥梁。对于

传承和发展客家文化，扬帆再航“海丝路”，共筑民族复兴之梦，都具有不可低

估和忽略的价值。

二、“合浦公馆木鱼”的传承

（一）“合浦公馆木鱼”传承基地

为保护、传承、利用“公馆木鱼”这个不可多得的“非遗”项目，“公馆木

鱼”第四代传承人，国家二级演员、广西戏剧家协会会员、广西曲艺家协会会员、

北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合浦金牡丹艺术团团长廖烈莲，于 2012 年腾出个人

住宅一楼和二楼大厅（约 140 平方米）作为传习场所，筹建“公馆木鱼”传承基

地。

在区、市、县有关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下，截至 2014 年 11 月，基地已完善了

各种设施，其中有两代传承人的活动照片和“公馆木鱼”有关的文字介绍；设置

有电视、碟机、音响、以及实物、报刊、书籍、资料展柜，展出“公馆木鱼”传

统服装、道具，还有各类媒体推介文章和基地金牡丹艺术团演出获奖证书、奖状、

奖杯等。

五年多来，基地培训“公馆木鱼”传承新苗 300 多人次，传习演出 200 多场，



在县、市、自治区各类文艺比赛中先后获得金奖 3 个、银奖 1 个、铜奖 2个，其

中传承保留节目《金牡丹》荣获“广西第十七届八桂群星奖”银奖、《月光光，

照四方》荣获广西“和谐文化在基层一千团万场群众文化活动季季赛”铜奖。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金牡丹》录入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魅力故乡》栏目特别

节目，全程播放推介，《月光光，照四方》录入央视频道“客家足迹行”栏目播

放推介。

合浦公馆木鱼传承基地和金牡丹艺术团互为载体，相得益彰。金牡丹艺术团

以演出“公馆木鱼”为主，兼演其他节目，于社会演出活动中广泛宣传“公馆木

鱼”，是传承、发展“公馆木鱼”的骨干团队力量；“合浦公馆木鱼传承基地”培

养传承新苗，不断地向金牡丹艺术团输送“公馆木鱼”演唱人才。

截至 2017 年，传承基地和艺术团已形成了传承习规模和格局，具备了较强

的传承资质和能力。

（二）“合浦公馆木鱼”项目主要传承人

廖梓材，男，1926 年 1月生于合浦县公馆镇，汉族，高中文化。儿时跟随父

亲及岳父学唱“公馆木鱼”曲调，成人后学会了编写“公馆木鱼”曲调，并在各

种文化活动中演唱。2011 年，他与妻子（叶素兰）、女儿（廖烈莲）一起参加 24

届世界客家恳亲大会 10 集广西客属情专题片（八桂客家）的拍摄，曾多次被中

央电视台及各地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得到了各级领导和观众的高度赞扬和好评。

叶素兰，女，1928 年 6月生于合浦县公馆镇，汉族，小学文化，儿时跟随父

亲学唱“公馆木鱼”曲调，成人后学会了编写“公馆木鱼”曲调，并在各种文化

活动中演唱。2011 年，她与丈夫（廖梓材）、女儿（廖烈莲）一起参加 24届世界

客属亲大会 10 集广西客家风情专题片（八桂客家）的拍摄，曾多次被中央电视

台及各地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得到了各级领导和观众的高度赞扬和好评。

廖纬朝，男，1948 年 11 月生于合浦县公馆镇，汉族，高中毕业，1970 年师



从当地民间艺人吴荣清（已故）口传学唱《公馆木鱼》，随后，他又得到原公馆

人民公社宣传队编导陈增弼传授《公馆木鱼》的表演技艺和台本的编写。1971

年开始表演、编导“公馆木鱼”（金牡丹）。作品有新编公馆木鱼《重敲木鱼唱山

歌》、《闹新房》、《小李赴会》等，并多次获市县级优秀节目奖。廖纬朝曾任合浦

县公馆镇文化站长，任期间，公馆镇文化站先后荣获全国先进文化站和广西区先

进文化站。

廖烈莲，女，1959 年 6月生于合浦县公馆镇，汉族，中专文化，国家二级演

员。廖烈莲自幼跟随父母亲（父亲廖梓材，母亲叶素兰）学唱“公馆木鱼”，在

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编写“公馆木鱼”曲调，在各类文艺汇演或获得中表演，

多次获得各种奖项。2011 年 12 月，她担任“世界客属第 24届恳亲大会北海北部

湾艺术节”总导演，并主演自编的“公馆木鱼等客家节目，受到专家和群众赞扬

和好评。

（三）“合浦公馆木鱼”传承情况

1．“牡丹花”曲调问世后，乞丐是传唱的主角。到了民国年间，传承者不仅

有乞丐、普通百姓，还相应出现了谙熟公馆木鱼的民间艺人于其中。公馆木鱼主

要依靠他们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民间世代传承。

2．“合浦公馆木鱼”主要展演和获奖作品：

《公馆今昔》（陈增弼词曲），1964 年；

《探亲路上》（梁朝璧作词，陈增弼作曲），1976 年；

《重敲木鱼唱新歌》（陈增弼作词，廖美材作曲），1978 年；

《闹新房》 （廖纬朝作词，杨颂仁作曲），1981 年：

《小李赴会》（廖纬朝作词，杨永平作曲），1982 年：

《敲响木鱼唱家乡》（廖烈莲词曲），2010 年；

《月光光，照地方》（廖烈莲词曲），2010 年；



《家乡新唱》（余居贤词曲），2010 年；

《香山荔枝送北京》（余居贤词曲），2012 年；

《答答涯》（余居贤词曲），2010 年；2014 年；

《金牡丹》（韩鹏初作词，余居贤作曲），2014 年；

《春风又暖海丝路》（韩鹏初作词，廖烈莲作曲），2017 年

三、几点想法和建议

(1)继续挖掘、搜集和整理“公馆木鱼”有关资源，编印《合浦公馆木鱼》

一书（包括客家山歌和历年演出的节目）。

(2)整合“公馆木鱼”的传承队伍（包括金牡丹艺术团）使之成为一支保护、

传承和利用这一“非遗”项目的实在载体。

(3)联络、激励编导和作曲人员，创编精品节目，跃上一个新台阶。

(4)希望得到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的重视和扶助，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传承队

伍，开创新局面。传承《公馆木鱼》关键在于队伍，是否由县里牵头，组织“文

化志愿者”活动，把有志于传承“公馆木鱼”的青年男女集合到金牡丹艺术团，

以保证演员队伍。

(5)精品节目《孟尝审珠》要尽快落实资金，投入排练，争取在全区、全国

获奖，扩大“公馆木鱼”与“珠还合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6)有了队伍，还需必要的资金支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节目

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导致流产。承传就只有流于一般化了。故希望上级有关部

门能给予经费扶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