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閾南語俗曲唱本 「歌仔册」全文資料庫

(http:〃plaza16.mbn.orlp/～sunliong/kua-a-chheh.htm)

王 順隆

TheTextsDatabaseofFolkSongsinMin-NanDialect

ONG,SunLiong

【序言一 得諸於公,用 諸於公】

本資料庫係個人於1991年 撰寫學士論文時,匯 集散布四方的 厂歌仔冊」

藏書之餘所産生的一個副産品。當時網際網路向未問世,因 此建立資料庫的

目的只是作爲個人研究之用。近年來,多 方台灣本土文化研究者得知本資料

庫的存在,頻 頻要求早日公開;夂 拜科技進歩之賜,透 過網路不但在世界各

角落的使用者都能隨時上網連線 而且可以立時檢索査閲,因 此資料庫的公

開方才展現了曙光。

98年 中,筆 者與在漢籍全文檢索上已有輝煌成就的中央研究院接治,

提議由我提供資料,再 配合中研院計算中心的技術,希 望能讓所有關心台灣

文化的研究者早日運用這個 「歌仔冊」資料庫。幸蒙該中心林晰先生和黄佩

燕小姐慨允相助,才 能在年底之前就推出與國人共享。

目前本資料庫共收録超過400目(140餘 萬言)台 灣及閏南地區出版的

「歌仔冊」歌詞全文。版式從清道光年間的木刻版至今 日的鉛印版皆有。這

個縱貫百年以上的資料庫,完 整的展現了闘南語口語的書寫原貌。因此相較

於近年坊間充斥的台語怪字、僻字和所謂的本字,我 們對原稿所用之文字儘

量不加修飾與更動(如 「廣」逋 「講」),只 對異體字(如 「艸」改爲 「草」)

或是明顯的錯字(如 「今日」誤寫爲 「令日」)稍 作統一規範。希望提供給

有意以台語書寫文章者男一個思考空間 「民間的傳統書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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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早期民間的用字喜以常用字、諧音字替代本字或有音無字的字詞,

故出現了極多的所謂訓音字。如 「施仔乎阮下茶科」(竹 林書局 《姨仔配姉

夫歌》),'一 般人光憑字面實難理解這句話本義 「抽歴給我放肥皀」,惟 以閾

南語照字面讀出字音後就會恍然大悟。當然,非 深逋閲南語漢字之文言音和

白話音者,實 難以自在的變換文白讀音以揣測原作者的本意。因此爲顧慮非

閾南籍人士的使用及檢索功能的擴充,我 們計畫 日後將所有的歌詞配上讀音,

讓使用者也能從讀音檢索字詞.以 化解諧音字氾濫的障礙。當然,此 項後續

作業預期將會發生很多難題 由於這是空前的創舉,我 們只能從失敗中襭取

經驗,期 望在將來能樹立一個規範,讓 往後同類型的資料庫引以爲用。

男外,本 資料庫的建置,截 至今日都僅憑一己之力完成,在 校對與設計

上難免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希 望在往後能以團隊作業的方式,縮 短輸入和

校對的時間,集 思廣益,使 其更臻完美。也歡迎各方賢能提供相關的意見或

資訊,以 糾正和彌補我們的缺失。

筆者手上獪有上百本的 「歌仔冊」和數百部的 「潮州歌冊」還未輸入資

料庫,基 於個人時間和經費所限,我 們正向日本及台灣的相關單位申請研究

經費,希 望能早日將包括明清的潮州戲文在内的閾南語口語書面資料都成立

資料庫。如此一來,閾 南語的研究將可從往 日的 「點」擴充至 「面」,以 至

「體」的層次,編 織出一張具體可見的語料網,而 不必再像過去一般,光 憑

音韻學、語音學的理論法則去推演論證早期的閾南方言。當然 其他民間文

學、民俗學、戲曲小読的漢學研究者也能透過全本歌詞的査閲,取 得 自己所

需要的台灣、廈門 「歌仔冊」的全文,進 行故事内容的研究。

最後,筆 者當初以一個窮留學生的身分開始收集 「歌仔冊」時,根 本無

餘力去收購已經被台灣書商炒成天價的原版 「歌仔冊」,只 能一點一滴的去

發掘收藏 「歌仔冊」的圖書館或是拜訪懇求台、 日、中等民間的藏書家讓筆

者複印唱本。數年來稱有所成,總 算建立了一個粗具規模的收藏,雖 然花費

了不少旅費,卻 比購買原版 「歌仔冊」實惠多了。對一個研究者來読,我 們

需要的只是實質的内容,而 不必定要實體的真本。

「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傅斯年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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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日本國立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等公家機構都曽提供筆者館藏的 「歌仔

冊」影本;而 私人方面則有台灣文史學家黄天横先生、劉峰松先生、杜建坊

先生、廈門的答嘴鼓曲藝家林鵬翔先生、陳勁之先生、 日籍樋口靖教授、波

多野太郎教授及三田裕次先生等人都不吝惠賜個人私藏的 「歌仔冊」副本或

相關資料給予筆者。除了家藏的數十種戰後出版的唱本之外,以 上這些典藏

就是本資料庫原稿的主要來源。衷心感謝這些資料所有者的支持,也 懇請受

惠於此資料庫的使用者不要忘了沒有他們的慨允借閲,甚 至提供副本,本 資

料庫絶無法成立;也 希望還有一些坐擁 「歌仔冊」的收藏家能共同參與這個

後人乘涼的計畫,r充 實這個屬於全人類的 ぐ憫 南語俗曲唱本 「歌仔冊」全文

資料庫",並 爲台灣文化的保存及宏揚共同奮鬥。

【凡 例】

1。 本資料庫收録之閾南語俗曲唱本,係 専指以台灣閾南語、廈潼泉等閾南

語次方言所記之通俗唱本(以 下稱 「歌仔冊」)。以其他閾南語次方言所

記之俗曲唱本不包括在内。

2.總 目録之下第一層收本資料庫序言、校勘記、凡例、使用規定、建置年

表及筆者的 「歌仔冊」相關論述。

3.第 二層以 「歌仔冊」的出版商分類,先 記出版地,再 記堂號;原 唱本未

見堂號者,因 幾爲清代的木刻本,故 全列入 「清代刊本」一類。又,

「上海開文書局」之前爲清代及民國時期在大陸發行的書商;「 台北黄塗

活版所」至 「台南博文堂」爲日治時期在台灣印行的出版瓧;「 台中文

林出版杜」「新竹興新出版瓧」「新竹竹林書局」則爲戰後的 「歌仔冊」

出版商。

4.第 三層依歌名分筆。原冊號是依 「歌仔冊」封面標題所編成,惟 轉換成

資料庫後,改 依歌名標題分筆,因 此同一冊號的資料,表 示原收録於同

一一本 「歌仔冊」内。

5.第 三層中,同 一部歌詞因篇幅過長者,取 適當長度,男 分割爲第四層。

6.爲 考慮網頁版面的視覺効果,已 對非七言詩體的長短句歌詞自行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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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能將完整的句子納於同一行内。因此本資料庫中歌詞的斷行、斷句

並不一定完全同於原書。

7.異 體字、通用字、古字等爲便於輸入與檢索,一 律改爲大五碼(Big-5)

中的既有字體;民 間自創的俗字、方言字,將 男行提供造字襠。歌詞中

慘插的數字即爲缺字的部枌,惟 目前缺字表和造字襠向未完成,待 完成

後請自行下載中研院 「瀚典全文檢索系統」的專用造字襠,以 完整顯示

所有的歌詞。

8.民 間用字歴來從無統一規範 雖有一部扮的字詞已經廣泛地逋行於民間,

如 「瓱」、「査某」、「俗」、「趁」等幾乎少有異議,惟 大多數的字詞卻隨

時代、地域或作者不同而出現各式各樣的寫法,如 「kalki7」 一詞,

就可發現至少有 「家己」、「加忌」、「加己」三種寫法。因此檢索字詞時

如僅依本字査詢,必 定會有許多遺漏,造 成檢索結果的錯誤。

9.内 文中的 「□」,表 示原稿印刷模糊或是缺葉無法判讀,而 以一個 「□」

代替一字。

10.書 名標題後附有 「◎」者,表 示該歌詞已依據原稿完成校對;附 「☆」

者,表 依其他出版瓧之同版本歌仔冊校畢。

11.本 資料庫目前尚屬試車階段,有 許多使用上的不便,今 後將隨時擴充功

能或修改版面,並 歡迎讀者提供意見。(sunliong@bb.mbn.oLjp)

12.有 關 「歌仔冊」的相關研究,請 參閲個人網站。(www.sainetor.jp/～

zhongwen/ong.htm)

【校勘記】

數個月來的校對作業,終 於體會到全文資料庫的建置,最 大的難關不在

於輸入廱大的資料,而 是在於既枯燥又似乎永無止境的校對工作。因爲,再

多的文字資料都可以交由業者或專職人員進行機械式的輸入,其 效率之高令

人咋舌;而 方言資料庫的校對卻非他人所能代工,唯 有自己一字一字的確認、

修正。其間所花費的精神和心力,實 非經驗者不能體會。

當中研院計算中心於1998年 底將 。璽閾南語俗曲唱本 「歌仔冊」全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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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加 入該院的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並先於院内上線公開之後,校

對工作也同時正式地展開了。由於當初將原稿寄往大陸請業者輸入,完 工後

欲透過郵局寄回 日本時,磁 片須經中國的保密局檢査,方 可寄出國外。

1994年 底業者將磁片和原稿一併送檢,卻 沒料到保密局以歌仔冊中有黄色

文字,又 以竹林書局早期發行的歌仔冊封面印有 「反攻大陸」、「反共抗俄」、

「解救同胞」等反動文字爲由將原稿扣押了。即便日後親自上門催討,對 方

依然大打官腔,相 應不理,許 多原稿就因此失落了。如此荒唐可笑之事,竟

然發生在20世 紀即將結束之際 真是 「秀才遇到兵,有 理読不清」。

校對作業,首 先交由一位學生將原稿和襠案逐字比對,並 製作造字表。

本想如此就可達到一定的標準,完 成校對的工作。不料,該 生校完一部汾的

原稿後,才 發現並不是只要認識漢字的人就可以勝任校對。不解閾南語,不

解歌仔冊用字習慣,就 如同讓一位非國文系的學生去校對 「十三經」一般,

他只能做到原稿一字,襠 案一字地機械式校對。數十萬字的校對工作本既單

調又費眼力,如 此機械式的比對更容易發生失誤;即 便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他所能達到的也只是原稿的百分之百重現,而 無法自行判讀老舊木刻版,石

印版歌仔冊中模糊難辨的字跡,或 是修正原稿中明顯的錯誤。至此,筆 者終

於覺悟 到所有的原稿必須親自校對,無 法愉工省事。因此在學生做完初校後,

所有的襠案又親自做了第二校。

在校對的過程中,我 們秉持了如下幾個原則:

1.歌 仔冊作者的時代、出身籍貫不同,語 言腔調各異,還 有許多互不

通用的方言詞彙,因 此有很多因素造成我們無法判別是原稿本身的訛

字,還 是作者用了一個我們未知的字詞。爲忠實展現原歌仔冊的書寫

習慣,我 們原則上不更動原稿中的任何文字,只 對很明顯的訛字,如

「令日」爲 「今日」之誤,「 天鳥」係 「天烏」之誤等加以修正。

2.民 間刊刻的逋俗讀物爲了省時、省工,在 刻板時充斥了簡體字、俗

字、異體字或古字,爲 了便於電腦輸入和檢索上的統一,我 們將這些

俗字、簡體字等都改爲台灣大五碼中的逋用字形。對於借音字、訓讀

字、別字等則不予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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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 未校對的歌詞中往往穿插了許多數字,這 是當初在輸入時凡是電

腦無法鍵入的漢字都暫時按編號列入一張缺字表。如今因無原稿校勘

補字,故 只能暫時擱置。已校完的部扮,已 重新建了一張造字表,並

在原稿的數字前加上 「*」號,以 資區別。只待造字襠完成,即 可上

線轉換。

4.早 期木刻版歌仔冊的版式紊亂,有 少數是以七言三句爲一行者,爲

求統一格式,我 們在輸入時將之改爲四句一行。男有些長短句的小曲,

原版中未加斷句或是斷句有誤者,爲 便利讀者閲讀,自 行加以噺句。

若有誤断,尚 請指正。

5.早 期的木刻版和石印版歌仔冊,保 存年代較久,紙 質較差,因 蟲蝕

風化的結果致使原稿模糊難辨或殘缺之處,依 前後文盡量予以復原。

無法復原之處,依 應有字數加記 「□」。

6.爲 便於閲覽、査詢或 日後研究者引用,我 們在所有歌詞的行首加上

了行號。又,爲 縮短網路傳迭資料的時間,我 們將超過70行 的歌詞

予以切割分段,以 毎次傳逡歌詞不超過70行 爲原則。

如先前所逋,手 上的原稿失去了大半,故 此次校對作業未能一鼓作氣,

以竟全功,至 為遺憾。希望在日後重新取得影本之後,能 早日開始第二期的

校勘作業。本次第一期作業中校畢的原稿,我 們在書名標題後加上了 「◎」

號,而 標題後附有 「☆」號者(如166冊 、177冊 等),表 示已依其他出版瓧

發行的歌仔冊校對,待 日後若能取得原版,再 予重新修正。未附記號者,就

表示向未校稿,難 免有些錯誤,請 讀者在引用時多加留意。根據完工後的初

歩統計,未 校的部吩其錯誤率約在千分之五左右;二 校完成後的歌詞,相 信

其錯誤率應已在萬分之一以下。如果讀者對已校歌詞有不解其義,或 是懷疑

有錯誤的字詞,應 是原稿本身的問題,而 非輸入的失誤。

第一期的校勘作業,經 統計約50萬 字,約 估全文的三分之一強。儘管

如此,這 也花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衡量個人的集中力和眼力,充 其量一天

只能校對一、兩萬字,若 是要求完美,進 行二校,則 時間就必須加倍。因此

毎當思及剩餘未校的部枌,除 了再次前往各地複印原稿之外,還 必須再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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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倍的時間校稿,不 由得雙眼發昏。各方諸賢若有這方面的經驗,還 請多多

惠賜良策。

【使用規程】

1.本 資料庫對使用者和査閲筆數不予設限,任 何人皆可自由檢索閲覽。

2.透 過網際網路使用本資料庫不收取任何費用。

3.檢 索的結果可任意爲研究報告或教學所引用,惟 請加註資料出處。(閾

南語俗曲唱本 「歌仔冊」全文資料庫"TheTextsDatabaseofFolk

SongsinMin・NanDilect")

4.因 使用本資料庫而發生的任何損失,概 由使用者 自行負責。

5.本 資料庫的著作權屬王順隆所有。 自本資料庫襭取的所有資料、文獻、

襠案等不得以任何形式從事任何以營利爲目的之行爲。本資料在庫不影

響内容的前提下,已 略加暗記,以 茲辨認。對悪意違犯者,將 于網頁上

公怖其悪行。

6.本 資料庫之所有襠案未經許可不得下載,使 用者請以列印或複製方式保

存使用。

7.對 本資料庫有任何意見、疑問、指正,請 以電子郵件直接聯繋。

(sunliong@bb.mbn.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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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部紀要」文教 大学 文学部第13-1号 王 順隆

【建置年表】

時 間 事 項

1991/3 首次接觸 「歌仔冊」,開始收集文獻及訪書

1991/12 提出學士論文 〈闡南語 「歌仔冊」所使用的台語漢字及詞彙〉

1993/9 於 《台灣風物》發表 〈談台閾 「歌仔冊」的出版概況〉

1994/6 與北京業者洽商輸入作業事宜

1994/8 第一批原稿輸入開始

1994/9 第一批原稿輸入完畢,第 二批原稿輸入開始

1994/9 於 《台灣文獻》發表 〈閾台 「歌仔冊」書 目 ・曲 目〉

1994/11 第二批原稿輸入完畢,同 時原稿遭中國保密局以反動文字及黄色文字爲由
扣押

1995/8 親訪中國保密局索討原稿,未 果

1996/3 於 《台灣文獻》 發表 〈「歌仔冊」書 目補遺 〉

1996/9 以 「短期共同研究員」身分,調 査日本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藏 「歌仔冊」

1996/10 提出研究成果 〈閲南語逋俗唱本 「歌仔冊」による方言語彙索引の試作〉

1997/2 於 「第5届 國際閲方言研討會」發表 〈閾南語 「歌仔冊」的詞彙研究〉

1997/6 於 《台灣文獻》發表 〈從七種全本 《孟姜女歌》的語詞 ・文體看 「歌仔冊」
的進化過程〉

1997/10 於 《文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發表 〈閾南語 「歌仔冊」的進化過程一 從七
種全本 《孟姜女歌》的語詞 。文體來看〉

1998/2 於 《文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發表 〈論台灣 「歌仔戲」的語源與台灣俗曲
「歌仔」的關係〉

1998/10 於 《文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發表 〈「潮州歌冊」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1998/11 與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第一次洽商資料庫合作事宜

1998/11 撰寫閾南語 「歌仔冊」全文資料庫 【序言】

1998/11 闘南語 「歌仔冊」全文資料庫檢索系統雛形完成

1998/12 與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第二次洽商資料庫改修事宜

1998/12 閾南語 「歌仔冊」全文資料庫第一版完成,開 始試用

1998/12 原稿校對作業開始

1998/12 於日本亞非所發表 〈閾南語逋俗歌謠集 「歌仔冊」の進化と變容〉

1998/12 撰寫閾南語 「歌仔冊」全 文資料庫 【凡例】、 【使 用規程 】、 【建 置年表 】

1999/4 原稿校勘作業完成(第 一期)

1999/4 撰寫閾南語 「歌仔冊」全文資料庫 【校勘記】

1999/9 資料庫正式版完全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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閾南語俗曲唱本 「歌仔册」全文資料庫

【使用範例】

爲介紹本資料庫的檢索方法.特 以 「日頭」一詞爲例,實 際進行檢索。

列出結果於下,並 簡介資料庫的構造:

一89



「文字部紀要」文教大字文字部第13-1芳 ~E 11聞單

進入第一層，可見以出版社分類的目錄。選擇其中之一 即可進入第二層

第二層

瀚典: 【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料庫】

A&GE; 
申真研究臨計算中.t>

23混混困

圓圓檢索條件但一一一一---一
目錄深度[Dj當

• p;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料庫

1. r 清代刊本

2. r 直門林國清

3. r 直門艾德當書局

4. 仁廈門會艾當書局

5. r:廈門博艾齋書局
6. r六上海關女書局

7. r 台北黃色舍活版所

8. r于台就間協降書局

9. r 喜義樺發出版請十

10. r 喜義玉珍書局

11. r 向中瑞成書局

12. r 台北*:明前十

13. r 台址禪樂活版所

14. r 向南博女當

15. r于台中女林書局

16. r 新竹興新書局

17. r 新竹竹林書局

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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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話俗 lltll1且本「歌仔冊」全文資料庫

' D!JDJ進入閱第二層依同一出版社所發行的 「哥大仔冊」 書目分項。再選擇其

覽歌詞全文。若該唱本歌詞篇幅較長，貝Ij須進入第三層。

V}於選擇方格在第一至第三的任何一層嫂，於「儉索條件」 欄中鍵入字祠，

中指定檢索對象，然後按「執行」即開始檢索股臼動顯示險余*，/f~~n F 

第 l 鼠，共 i 頁

ASrζC 
中央研斃，帥，據申.t.

ι拍叫鳴喘;盔益皂1LJ盟且瞌睏盤釗】 且仁咀咀咀置且且且L一一且-
檢索條{~件f牛宇:日:頭項

找到 87 段，此為第 26 段

圓圓

瀚典:/閩南語「歌仔冊 J (通俗唱本)/廈門 .. .1 159冊最新張繡英林無直-ttl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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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 若選擇〔全段顯示J ，亦可閱覽歌詞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