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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抱琵琶，竖吹洞箫。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以“乂、工、六、

思、一”5个汉字记谱的南音，2009年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雅之堂，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能够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倾注了几代人无数心血，
其中，苏统谋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出生于南音世家的苏统谋，自幼学习弦管。弦管也
伴随着他 80年的人生岁月。“10岁入馆正式拜师学唱南
曲，而后研习器乐，主攻洞箫、琵琶演奏。16岁时加入晋
江木偶剧团学习木偶戏音乐，并运用提线木偶傀儡调与
南音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的特质，进一步深入研究
南音的演奏、演唱技巧……”（郑丽玲、刘志峰《守望与传
承》），学以致用。苏统谋将所学的南音学识实践到工作
中，即使后来担任晋江木偶剧团团长，他对南音依然不离
不弃，温故知新，不断突破固有的南音篱笆束缚。

苏统谋自身修成的南音学问，如大海一样深邃而不可
测。在南音基础理论方面，他建树丰硕。苏统谋穷尽几十
年的时间，翻阅查寻求证无数民间杂碎散曲；他搜集整理
编校的《弦管指谱大全》《弦管古曲选集》，抢救发掘失之于
世界各地的南音遗篇，具有保护南音文化的历史性意义。

“2002年6月，在泉州市启动将南音向联合国申报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工作之际，苏统谋和一批弦管文化界人
士应邀参加专家组。于是，他自觉地构想了全面系统整理
弦管指、谱、曲的宏大计划……他之所以敢于承担这个前
人未曾做过的事，一来是他多次作为南音团体艺术指导到
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荷兰等国家及港、澳、台
地区交流演唱，又兼任海内外一些南音团体的音乐顾问，
弦友遍天下……二来是他有近60年的实践经验，念过、演
奏过所有的指、谱，也唱过散曲中的许多曲目，即使没唱
过、没听过的曲谱，他也完全读得懂；三来是他熟悉工乂谱
和简谱，精通各种弦管乐器；四是他从小就开始收集、抄录
弦管曲谱，有丰厚的积累，如有欠缺，热心的弦友都会倾囊
相助。”（郑国权《弦管声声存真情》）善于弥补自身不足，或
不耻下问，或求教方家，精益求精，他自谦研习南音60年才
刚刚入门……这种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融会贯通了南音
杂说，在编校出版《弦管过支古曲选集》过程中，苏统谋又
夯实提升了对南音的理解深度。

作为较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苏统
谋以弘扬南音为己任。如何让这个晋唐河洛古音、“中国
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发扬光大，使“御前清音”曲高和众，
光靠在小众圈子内的唱酬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有一大
批立志于南音事业的爱好者共同努力。如何努力扩大南
音演唱圈？苏统谋除了多方呼吁多层面参与国内国际南
音演唱雅集，大会海内外弦友，还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传徒
授艺方面。数十年诲人不倦，经他悉心指教的南音演奏
与演唱者大多已成名成家，施施然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中
央音乐学院等艺术殿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12年3
月，没有受过高等学历教育的苏统谋先生被泉州师范学
院艺术学院（现音乐与舞蹈学院）聘任为我国第一个民间
乐种硕士点的导师。“正是心中涌动着一股热爱南音事业
的激情，为继承源远流长的南音艺术，并使它发扬光大、
薪传不息，苏统谋广收门徒，悉心栽培。而他自己，也是
以持之以恒的毅力，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而又勤奋开拓
的艺术道路。”（丁淼淼《南音大师苏统谋》）他的学生，大
的耄耋80有余，小的还属黄口幼儿，形成了孩童、小学生、
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老壮中青少幼学生梯
队，这种师承现象在几千年的中国教育史上，虽非绝无仅
有，但肯定是不多见的。

年过八旬的苏统谋克服年老体弱的诸多不便，一日也
未曾放下念兹在兹的南音事业。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他与
南音交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解者也，终身陪伴。南音就是
苏统谋，苏统谋就是南音，他是为南音而生的：根植于乡
土，以南音诉说乡音，用南音散发乡情；继承了南音传统，
传承了南音精髓，传播了南音艺术，成就了南音传奇！

（作者系晋江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级调研员、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苏统谋及其南音学研究》于2021年6月
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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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苏老已近20年。
2001年，我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专业硕士毕业，被

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接受老所长乔建中老师的建议，研
究家乡的音乐——南音，开始关注中国传统音乐。由于之前
与南音人从无联系，我回到老家安海后，在父亲陈荣泉的陪
伴下，首先登门拜访了安海雅颂南音社社长陈育才。一是陈
社长家就在我家附近；二是由于同姓陈，我的父亲与陈社长
是旧相识。所以，我的南音研究之路是从安海雅颂南音社开
始的，第一本专著《南音北祭——泉州弦管郎君祭的调查与
研究》，即以安海雅颂南音社为主要考察对象。

虽然以安海雅颂南音社为根据地，但是接触到的许多南
音人，一听说我打算研究南音，都异口同声地说：“那你一定
要去拜访一个人。”大家口中的这个人，就是苏老。所以，我
一开始研究南音就认识苏老，而且对他存有敬畏之心，因为
我知道，能得到这么多人的一致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
然，苏老当时并不认识我。

第一次见到苏老是在2007年9月23日。那天，南安市举
行第十届南音大会唱暨第四届中小学生南音大会唱，安海雅颂
南音社副社长黄谅旗知道我要研究南音，专程带我去参加活
动，在那里碰见了苏老。那时的我还很羞涩，不敢上前搭话，趁
苏老和黄老聊天时，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并将这张照片用在了
我的《南音北祭——泉州弦管郎君祭的调查与研究》一书中。

后来，我一直持续着南音的研究，每次在南音活动中都能
见到苏老，且经常在我的文论中引用苏老的言论，谈及苏老编
辑出版的书籍，苏老也慢慢地知道了有这么一个研究南音的
人。熟悉以后，我回老家时，有时间还会专程去拜访苏老。
2014年，我又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这时，苏老已
经编辑出版了十几本南音书籍，这些书籍成为我南音研究的重
要文献基础。在我的博士论文《南音乐感研究》中，“苏统谋”这
个名字共出现了50余次。2018年，我在《音乐生活》杂志上，发
表了《南音非遗传承人苏统谋》一文，简要介绍了苏老及其贡
献，该文后被收录进另一本专著《古乐南音》中。

与苏老最集中的一次交流访谈是在2018年6月7日至16
日。当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抢救性记录工作项目，启动了对苏老的记录工作。经公开招
标，广州文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标，聘请笔者为学术专
员。长达10天对苏老及其家人、学生、同事的密集访谈，唤起
了苏老许多尘封的记忆，涉及了许多短时间访谈不可能深入
的话题和领域，使我对苏老及其贡献有了更深的认识。

机缘巧合，2018年下半年，中央音乐学院正在筹办第二
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早在 2016年，第一届“中国民族
民间音乐周”火热举办期间，我就在微信里询问艺术总监和
云峰教授，能不能在下一届活动时邀请南音社团参与，和教
授一口答应。转眼2年过去，我已忘了此事。9月，我作为上
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首届邀访学者之一，正忙于

“中原—河西走廊—西域”音乐文化考察与研究时，收到了和
教授的信息，邀请南音社团前来参加活动。2年过去了，和教
授还记得当时我的一句话，让我极为感动。不光如此，和教
授还提出，要重点推荐南音，除了让南音参加开幕式演出外，
还要赴清华大学、国家大剧院展演，最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演
奏厅作为闭幕式音乐会上演南音专场，同时邀请我做一场专
题南音讲座。我立刻邀请苏老组团来京。

11月10日，在开幕式上，和教授重点介绍了苏老，苏老也
向主办方捐赠了自己编辑出版的大部头书籍。当天下午，苏
老带着他倡建的晋江市南音艺术团赴清华大学演出，11日下
午赴国家大剧院演出，我作为导聆人全程参与。11月12日下
午，我以《南音传承困境谈》为题举办了学术讲座。讲座一开
始，我卖了个关子，展示了一张苏老骑着摩托车飞驰在大街
上的背影的照片，请大家猜这个人的年龄，有人说大概 40
岁。当得知这个年轻的背影就是80岁的苏老时，大家掌声雷
动，向坐在观众席的苏老致敬。我对大家说：“如果只能选择
用一张照片来介绍苏老，那我一定用的是这张，80岁高龄的
苏老至今都是自己骑着摩托车奔走在通往与南音有关的各
条道路上。”闭幕式音乐会上，苏老带着晋江市南音艺术团上
演了五空管过支套曲专场，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上演的全部
都是传统曲目，按照传统过支形式，曲与曲之间没有间断，观
众席鸦雀无声，大家全神贯注。演出结束，许多人涌上舞台
与大家交流，久久舍不得离去。所有人，包括我，都高度兴
奋。通过这次合作，我对苏老的艺术实践、艺术追求有了切
身感悟。

有了这 2次深度合作后，我萌发了写一本有关苏老的专
著的想法。于是，以多年来对苏老的访谈资料为基础，撰写
成了《苏统谋与南音》一书，全书共15万字，于2021年开始在
《音乐生活》杂志开辟专栏连载，共分 24期。连载的同时，将
多方收集意见，修改、勘误、补充，最后出版。

2020年10月，苏老获评第11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文
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10月22日，苏老的老家
深沪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苏统谋乡贤荣膺“中国文联终身成就
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回乡座谈会，我正好赴厦门参加会议，
顺带到深沪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当我在微信朋友圈晒
出活动图片时，和云峰教授点赞并评价道：“苏老实至名归！”
可见，苏老的成就受到了从地方到京城所有人的一致认可。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
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专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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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统谋编校、整理书目

2020年10月15日晚，中国曲艺最高奖——
第11届牡丹奖颁奖仪式在苏州市举行，南音表
演艺术家、理论家苏统谋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
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成为福建省首位获此殊
荣的艺术家，填补了我省文艺事业该奖项的空
白。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为他及
同时获奖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苏州评弹表
演艺术家邢晏春颁奖。颁奖仪式上，给予他的致
敬辞是：“向苏统谋致敬！一方南音享誉世界，有
你的传承，有你的杜鹃啼血，世界非遗名录记得
你的执着。”

苏统谋，1939年生，系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南音代表性传承人；受聘为泉州南
音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专家
组成员、《中国泉州南音集成》民间艺术家委员
会委员、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硕士生
导师；曾获晋江市政府星光文艺奖传承奖和“十
佳美丽晋江人”称号；被中国文联、福建省文联
颁授“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年”和“从事福建
文艺工作60年”纪念章。

苏统谋的家乡深沪，是晋江的一座古镇，这
里的御宾南音社已拥有300多年的历史。他自
幼深受父辈影响，耳濡目染而酷爱南音，10岁
入馆正式拜师；16岁加入晋江木偶剧团，进一
步深入研习南音与木偶音乐。数十年来，他始
终抱着严肃的艺术态度，坚定不移地走正统南
音之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磨炼，不但以“饱曲”
著名，而且各种乐器吹奏水平精湛，成为一名德
艺双馨的南音艺术大师。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的杰出代表和南音入选联合国非遗的功臣，
他曾两度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苏统谋曾先后担任晋江木偶剧团团长和晋
江市文化局（文化体育局）文化科科长、副主任
科员等职。而早于1982年，他就率先倡议组建
晋江南音协会，担任该会会长 30余年。其间，
还担任中国南音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曲艺家
协会常务理事、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常务副
主席，被众多海内外南音团体聘请为顾问和艺
术指导。

在南音的传承事业上，苏统谋积极指导组
建南音社、南音艺术团，倡导组织举办南音大会
唱、大奖赛、演唱节，经常性开展对外南音艺术
交流。更为突出的是，他还遵循南音口口相授、
心手相授的师承之路，广收门徒，义务教授南
音。2018 年 6 月，苏统谋南音传习所正式设
立。同年10月，晋江市委、市政府主办“春华秋
实”苏统谋师生南音专场音乐会，由苏统谋及其
不同阶段的学生近百人共同演绎。这些学生年
龄跨度很大，从5岁稚童到80岁老者，有幼儿园
小朋友也有高校教师，有乡村南音爱好者也有
专业院团演员，有公职人员也有海外华侨。

苏统谋的南音艺术成就及其贡献，更集中
地体现在他对南音的研究工作。从退休后的
2003年开始，他系统编校、整理、出版《弦管指
谱大全》《弦管古曲选集》《弦管过支古曲选集》
《泉南传统戏文四念白》等南音、戏曲书籍15大
卷，自弹自唱自录弦管过支曲光盘 15碟，对弦
管过支套曲联唱进行抢救性保护，其间还曾组
织赴台交流。这些成果被视为“以现代方式保
护和传播南音艺术”的一大突破，被誉为“弦管
史上空前的大制作”，使泉州南音的指、谱、曲实
现了一次历史上最大限度的收集、汇总、编校，
在弦管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载誉归来，苏统谋将他荣获的“中国文联终
身成就曲艺艺术家”奖杯、证书捐赠给御宾南音
社。他说：“我是在御宾南音社长大的孩子。南
音是我灵魂的伴侣，与我生命不可分割。”“南音
不只是泉州的骄傲，也是世界的瑰宝。有生之
年，我要不停地把南音教下去、传下去，让更多
人爱上南音，领略南音的美妙。”

（刘志峰，福建省作家协会二级调研员、
一级作家；郑丽玲，晋江市文化馆馆长、副研
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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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
晋江市教育局
晋江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
晋江市文化馆
晋江市南音协会
晋江市南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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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统谋先生还策划、主持灌制《弦管过支套曲选集》《泉州南音金曲集锦》《中
国地方音乐大系·南音》等盒带及CD、VCD光盘数十种，担任《泉州弦管名曲续编》（中
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特约编辑、《泉州弦管指谱大全》（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
年1月出版）责任编校。

书籍名称
《弦管指谱大全》
（工乂谱本、简谱本）

《弦管古曲选集》（一、二）

《弦管古曲选集》（三、四）

《弦管古曲选集》（五、六）

《弦管古曲选集》（七、八）

《弦管名曲选》（通用本）

《弦管过支套曲选集》

《弦管过支古曲选集》

《弦管什锦过支曲选》

《泉南传统戏文四念白》

编校
苏统谋、丁水清

编校

苏统谋主编

苏统谋主编

苏统谋主编

苏统谋主编

苏统谋主编

苏统谋、丁水清
采集编校

苏统谋主编

苏统谋整理

苏统谋主编

出版时间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海峡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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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去年10月，在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颁奖仪式上，苏统谋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成为福建省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致敬辞是：“向苏统谋致敬！一方南音享誉世界，有你的传承，有你的杜鹃啼血，世界非遗名录记得你的执着。”
今天，晋江市文联等部门联合举行了苏统谋及其南音学研究系列活动，以一场研讨会、一次图片展、一本书、一场南音演唱会，来宣传和弘扬一位艺术家不平凡

的艺术人生，以及他为传承和推广南音这一高雅艺术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谨向苏统谋，向这位以毕生精力，推动南音走向世界非遗、走向更广阔空间的当代南音艺术大师致敬！

苏统谋沉醉于南音艺术世界中。

苏统谋（左2）站在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领奖台上。

苏统谋系统编校、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南
音艺术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