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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客家“竹板歌”的传承与发展方略 
◆李婷婷  朱  彤  黄平平 

（嘉应学院  广东梅州  514000） 

 
摘要：客家竹板歌作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着客家民间

曲艺文化的一脉。在新媒体时代下，客家竹板歌存在自身局限性、传承

缺乏创新性、推广方式滞后等问题，而其有效传承与发展方略在于：利

用微信公众号、网页制作宣传微视频的制作与推广竹板歌；政府和民间

机构助力提升竹板歌内蕴；旅游景点对竹板歌的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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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兴宁竹板歌又称“五句板”、“五句落板”、“乞食歌”、“教化

歌”、“甲塞歌”语言通俗生动，风趣幽默，极具民族特色，属客
家民间曲艺，是兴宁市最早流行的主要曲艺品种，流行于兴宁全
市，已有 200 多年历史。[1]如今，竹板歌已成为广东省梅州市兴
宁地区一个民间特色曲艺。在新媒体时代下，客家竹板歌迎来了
全新的发展契机，更面临着巨大的时代挑战。如何结合新媒体来
传承和发展竹板歌，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客家竹板歌的传承与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视竹板歌为客家民间艺术，采取了

一系列扶持政策，组织人力挖掘整理传统唱本和唱腔，通过各种
途径培养说唱新人，并由文化主管部门举办了一系列的汇演。为
了推动竹板歌的发展，曾成立大量专业民间艺术表演团体。[2]虽
然近年来有关文化部门一直在做竹板歌的传承工作，竹板歌也流
传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和国家
的客籍华人聚居地，也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在当下快文化、快
消费的时代背景下，客家竹板歌的传承还是面临着严峻考验。 

曲调的传承和发展方面，新音乐工作者在竹板歌节目中进行
推陈出新，并做了一些板式处理。改革后的曲调，音乐性增强了，
旋律和节奏也出现了更多的变化。但是，有些客家竹板歌创作节
目，内容和情节比较复杂，对演出的要求也更高，简单套用现成
的竹板歌曲调已不能满足需要。[3] 

艺人的传承和发展方面，竹板歌的“培土”渐渐消失了。竹
板歌与客家山歌最大的不同在于，竹板歌主要以叙事为主。一个
传本唱下来，常常需要 3 个小时以上，而歌的内容，就是从客家
人传统的生活习俗中而来。竹板歌传本里很多经典的句子，都是
以前客家祖辈们在田间地里干活所得，或是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创
作而来。很多年轻人对与客家传统习俗的了解不多，甚至语言表
达方面也与父辈不同，因而很难领会到竹板歌里面的趣味与文
化，这就导致竹板歌的创作和演唱后继乏人。 

二、客家竹板歌发展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一）“竹板歌”自身的局限性 
“竹板歌”的说唱方式单一、内容题材较为简单，缺乏创新

性。久而久之，缺乏创新性使“竹板歌”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结合
不够紧密，从而导致“竹板歌”失去其发展活力，难以吸引观众
的目光，与现时的观众需求脱节。 

（二）“竹板歌”的传承面临危机 
“竹板歌”的传承存在局限性。首先，“竹板歌”过去多被

乞丐或江湖说唱艺人当成谋生的工具，这也就决定了“竹板歌”
面临着继承者少而造成失传的问题。其次，民间艺术相较于其他
行业而言，投入时间周期长，回报率低，需要学习者花费更多时
间、精力去学习。因此，“竹板歌”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状况。 

（三）推广方式滞后，缺乏时代创新元素 
客家竹板歌推广方式单一，多为当地戏台传唱表演，未能做

到充分利用新媒体广泛的传播效应，推广速度慢，宣传范围局限
在本市，以致于跟不上当今观众群体的需求，受众程度不高，影
响范围较小，缺乏时代创新因素。 

（四）缺乏有效的保护和完善的管理 
人们对竹板歌的保护力度不够，政府虽然采取了相关措施，

但是往往都流于形式，缺乏实质的保护作用，不能很好地为竹板
歌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在挖掘客家竹板歌的地域特色方面，相关

部门未能做到和当地特色产业紧密结合。 
因为资金匮乏，民间“竹板歌”组织团体没有专属的排练、

表演场地，且政府资金的投入较为分散，现在“竹板歌”组织分
布得较为零散，缺乏一个完善的管理系统。 

三、新媒体时代下客家竹板歌的发展举措 
在新媒体发展迅速的时代背景下，客家竹板歌的传承与发展

也要紧跟时代步伐，结合自身特色，扬长避短，利用新媒体交互
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群化的特点发展自身。 

1.充分利用公众号、网页网站等平台的传播速度优势。在人
们娱乐休闲的碎片化时间，简短精炼的内容更能满足现代人们快
节奏的生活需求。并且公众号和网页网站受众面更广、传播效率
高的特点能更好的把竹板歌的文化从梅州地区推广出去，为竹板
歌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2.充分利用微视频的方式增强内容的互动性表达。近年来短
视频软件“抖音”、“火山小视频”、“快手”等发展迅猛，用户众
多且不断激增。将客家竹板歌拍摄成极具特色、生动有趣的短视
频，举办竹板歌短视频拍摄大赛，增加竹板歌与群众的互动性，
增强观众黏性，让更多人了解并融入竹板歌文化。 

3.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竹板歌自身的发展。当下社会，任何文
化遗产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的推动，设计与竹板歌文化有关的文
创产品、刻录竹板歌专辑在客家特产旅游连锁商店进行贩卖，用
市场经济引导竹板歌自身改进，稳固和促进竹板歌的传承与发
展。 

4.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保护。积极向外界推广竹板歌的文化意
义，引起政府和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重视。用政府的力量推
广竹板歌、为竹板歌创建良好的发展生存空间，用民间文化遗产
保护组织征集群众审美意向，以提升竹板歌自身的艺术水平和文
化内涵。 

5.客家旅游景点的宣传和推广。梅州是一个旅游城市，客家
地区的特色文化旅游景区吸引着众多外来游客，在此前提下与当
地文化局合作，在景区投放有关竹板歌的广告、组织竹板歌表演，
有助于打响竹板歌的知名度。 

结语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个性化突出、表现形式多样等

新特点，对文化的传播有强大助推力。新媒体能更新竹板歌传统
发展模式，促进其传承和推广。新媒体时代下，客家竹板歌的传
承与发展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推动竹板
歌的创新发展驱动，从而使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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