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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現在去?先〈存在甘7、凳生道時的樣子告苦力主力至今之 k 拼出來i;t

抖的T志志。 80 年代以降仿潮仙籍研究者達怯潮州曲芸~潮州歌冊

白源老探石弓之明的潮州、!戲文 k闋連付甘τ、芳的起源老明的時代位

溯"J j己。

本稿怯潮州歌冊在概觀L、名和的問題、起源的問題主唱本復刻的

問題位-:J v>τ 「外地人j 的立場品已今幸?研究上的 v::.< -:J恥的盲京

全指摘Lτ、個人的意見在車 èth τ森先。卷末位 1990 年代ι復刻

ð仇先潮州歌冊的書目老參考位附 L- t.= 。

午一 ry-~' :潮州、歌冊、唱本、店東、閩南語

數年前，筆者開始著手收集閩南語「歌仔冊j 之後，發現了同屬閩南方言

的湖泊地區，也大量地發行了以當地土語書寫的通俗唱本。這些以潮泊話寫

下的唱本，被當地人稱為「潮州歌冊Jo

我們從譚正壁﹒譚尋所發表的〈潮州歌釵錄〉來看，其部數、卷數之多，

內容之充實，足與吳語的彈詞、粵語的木魚書等著名的講唱文學平起平坐。

儘管如此，在歷來的講唱文學研究論著中，潮州歌冊始終未能廣泛引起俗文

學研究者的注目和關心，只有少數幾位潮仙籍的學者，基於關懷鄉土文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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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粗淺地介紹了潮州歌冊的存在，未能加以深入研究。

究其原因，我們認為除了因文化大革命過後舊版的潮州歌冊入手不易，藏

有歌冊者又不為人知以外，舊社會將小說戲曲等民間文學視為毒蛇猛獸的曲

解，使得過去無人為潮州歌冊立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以致今日我們對

早前的潮州歌冊源流已無從考據。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僅存在於潮泊地

區，整個中國的民間文學都面臨著如此困境。須知，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史

中，民間文學的研究歷史還不足百年呢。

本稿除了對潮州歌冊做一通盤性的介紹之外，寄望能以非潮泊人的觀點，

對前人有關潮州歌冊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提出一些旁觀者的看法。

【「潮州歌冊J 正名】

在論述潮州歌冊之前，必須先為它定義。潮州的唱本稱為「潮州、|歌冊J 似

無異議，問題在於對潮語說唱曲藝的稱呼不一。

台灣、廈門的唱唸歌謠稱「歌仔j，其唱本則稱為「歌仔冊J 或「歌仔

簿j ;廣東的唱唸文學稱為「木魚歌」、「龍舟歌」或「南音J，而其唱本則

稱「木魚書j，卻少見有稱「龍舟書j， r南音書」者;流行於江漸地區的

「彈詞j，其唱本亦稱「彈詞J ;清代北方唱本的「子弟書j，其由種名稱一般

也是叫「子弟書」或「子弟文j 1 可見在民間關於唱本的稱呼有兩種方

式:一是將抄錄歌詞的唱本(印刷品)和唱唸的歌謠(曲藝)兩者同用一

詞;一是在原曲藝的名稱後加上表示刊本的「書J 、「冊」或「卷」等詞，

以茲區別。前者尚可分為兩類:一是取曲種的名稱:一是依唱本的稱呼。

從曲藝發展出唱本，同樣的路徑，為何會產生如此參差現象?從語言學的

角度來看，第一種方式是屬於語義的擴張(同一語詞的意義增加) :第二種

方式則是語詞的派生(從語幹衍生出新詞)。如何賦予一個新事物的名稱，

各地方依第一或是第二種方式自然形成，完全是隨機的，最後端視何者被大

眾採用。至於第一種方式的分岐現象，可能是取決於曲種或是唱本其中一方

的名稱先固定(專有名詞化)，而後男一方再依附前者。

當然，在一地的講唱文學名稱固定之前的過渡期，以上述兩種方式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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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甚至更多的名稱可能同時並存，只因尚未有一個稱呼取得優勢而受當

地人廣泛認同。例如台灣的「歌仔J 從一般名詞發展成專有名詞，也曾經歷

了一段各據山頭的時期2。潮語講唱文學的稱呼，現在似乎就處於如此的混

亂狀態。如潮j山;籍俗文字家薛泊在〈書曲散記〉中就寫道:

彈詞在潮州，叫潮州歌冊。......為什麼叫做“歌冊"?“歌冊"就是

唱歌本子，顧名思義是不能標誌出曲種的內容與形式的，因此有人主張

採用歌冊中的行文，即稱作“歌文"以定名稱。可是這在潮州卻不能隨

俗，不是一聽就懂。也有主張稱作“潮州歌"或“潮州俗曲"的，則又

容易與潮州歌謠和潮音唱曲混淆，都不如稱為潮州歌冊，一聽了然。3

上文中所提及的「歌文j 、「潮州歌」、「潮州俗曲J，可能就是引用了譚正

璧的〈木魚歌\潮州歌釵錄〉中的一節:

“潮州歌"有時候也叫“潮州歌文也有人稱為“潮州俗曲"，但這

都只是暫時假定的名稱。它的專有名稱應該是什麼，經我很多時間的探

考，至今還沒有發現一些線索。總之，它既是流行於廣東省舊潮州府屬

及附近地區，而且是用潮州語言寫的富於區域性民間敘事長歌，稱之為

“潮州歌"或“潮州歌文或“潮州俗曲"，本來都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但“名不正言不順九雖屬暫時假定，也必須有比較可靠的來源和根據。

基於這個理由，那末稱“潮州歌"、“潮州歌文比稱“潮州俗曲"較

為妥當，因為“潮州歌"和“潮州歌文"的“歌"和“歌文在這些

流傳的潮州歌本中，都曾經大量的稱用。4

譚氏在文中並引用了許多歌詞，證明了潮州唱本中多自稱為「歌j 或「歌

文」。儘管不知唱詞中的「歌j 或「歌文J 是專有名詞還是一般名詞，他依

然主張把潮?山地區的長篇敘事詩稱為「潮州歌」或「潮州、|歌文J。如此稱呼，

至少還有些文獻根據，不至於“名不正言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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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泊的稱法雖不至於違背中國曲藝名稱的命名習，慣，卻認為「潮州歌」或

「潮州俗曲J 會與潮州歌謠和潮音唱曲混淆，而否定了譚氏的稱法。他主張

就以「潮州、I歌冊J 當作曲種的名稱，而使得「潮州歌冊」一詞兼指唱本和曲

種。如此稱呼者還有吳奎信，黃挺等人。陳覓﹒郭華在 1980 年出版的〈廣

東省戲曲和曲藝〉中稱之為「潮州歌冊J，卻在 1983 年發行的〈中國大百科

全書﹒戲劇曲藝卷〉中改稱「潮州歌」。

這種共用的稱法，如果說明不足往往容易造成混亂，甚至連作者本人也時

常失察而混用。如陳覓﹒郭華 1980 在文章的起頭就犯下了前後矛盾的弊

病:

潮州歌冊凡是潮:山地區用方言朗唱的通俗朗唱文學，在潮泊民間文

學中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舊歌冊@寫的多是歷史傳奇、傳說、神話、

民間故事，凡潮劇傳統劇目有的，潮州、|歌冊@也多有唱本。

潮州歌冊@在舊社會深受統治階級歧視，不能登“大雅之堂故沒

有載之史冊，作者也向不署名，其源流及產生年代，說法不一。據說四

百多年前的明代就有木刻印本流行5。

從上下文判斷，我們可知CD@的「潮州歌冊j 指的是曲藝本身，而@@無疑

地是指唱本。不僅在這百餘字的文章中，全篇論文都可發現如此現象。

同樣的錯誤，吳奎信 1994 在文章的開頭介紹了唱本的特點，卻在下個段

落裡洋洋灑灑地分析了「潮州歌冊J 的源起。吳氏前後用的都是「潮州歌

冊J 同一個詞，但不知他所說的「潮州歌冊萌芽於明代初年」是指唱本還是

曲種?再看薛泊〈書曲散記〉中的〈潮州歌冊〉一節。文章開頭前兩段說明

了潮州說唱的名稱和起源的問題，其後的文章卻始終在述說唱本的內容和形

式。

上述的幾篇論著，就在主詞時而唱本，時而曲藝的情況下展開論述，連作

者自己也未能察覺，就把兩個雖有關連，卻性質不同的事物混在一起說明，

使得論文的焦點模糊不清，也令讀者滿頭霧水。這完全是共用同一個名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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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結果。因此，如果潮州說唱曲藝的名稱尚未固定的話，何妨就將曲藝

和唱本的名稱分開，如譚正璧，葉春生一般，可免去許多誤解和不便。

當然，筆者身域外人，實無意狗拿耗子為潮沁人的曲藝命名，只想、提醒有

志者在為文時勿將唱本和曲藝兩者混同研究，應讓唱本的歸唱本，曲藝的歸

曲藝，如此才能更清楚地釐清頭緒。畢竟唱本的研究屬於出版刊物的研究，

而潮州說唱則是戲曲，演藝等藝術範疇的研究。

【潮州歌冊的收藏】

潮州歌冊雖自清代已見流行，但學術界對潮州歌冊的介紹和研究卻遲至

1980 年代方才出現，這對極其重視民間文學研究的新中國來說是很罕見的。

究其原因，可能是經文化浩劫之後，民間幾不留存潮州歌冊，而收藏潮州歌

冊的機構與個人，雖然早在 1950 年代就已獲得了許多唱本，卻一直無人為

文介紹或發表，以致長久以來被忽略了。

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收集唱本，是在 1920 年代。劉復﹒李家瑞在全國各地

收集俗曲唱本，並編列了〈中國俗曲總目稿〉兩大冊6。其中列出了 6300 多

種唱本，卻無一本潮州歌冊，可見當時的收集還是有很多遺珠。

目前從文獻中得知最早的潮州歌冊收藏記錄是一封寫於 1988 年的信函。

這封由施蟄存寫給薛泊的信中說道:

1955 年，上海到了一大批潮州歌冊，我知譚、趙二氏(筆者按:指

譚正壁和趙景深)都買了不少。我買了 140 種， 1956 年轉給華東師大

圖書館，大約至今還在。

薛泊在回信中更說:

您說 1955 年購到大批“潮州歌冊此事很有趣。那時我在北京市圖

書館，南下訪書，見還有一屋子的木刻版，乃建議老板印刷，我願負責

代訂銷三份。這樣，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市圖書館都得全份，我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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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老板乘此多印了一些，在各地自行推銷。這件事做得不壞，十年浩

劫，木刻板全燒毀，現在潮州倒找不到全份，好在外地都有，沒有絕

跡。 7

根據這兩封信和筆者親訪薛沁時得知， 1955 年重印的這批歌冊，有一套存

於舊北京圖書館(即北京圖書館分館，現在因整修而長期休館)，一套藏於

舊北京市圖書館(現首都圖書館)，薛氏自藏一套和一些零星購得的舊版潮

州歌冊。

再根據薛氏推測，施、譚、趙三氏所購得的潮州歌冊，可能也是跟自己手

上的歌冊同一批。譚\趙二人已相繼去世，據說其藏書已轉由復旦大學收

藏，惟此說尚未證實。 1955 年的這一批歌冊重印了幾份?由誰購得?文化

大革命期問被破壞了多少?皆不得而知，但至少仍可以在幾處圖書館覓得，

實屬大幸。

90 年代初期，潮州唱本又有了第二次的重印。薛泊將他典藏的第一批重

印潮州歌冊，提供給泊頭市複印，以為保存及推廣。 1991 年 2 月 26 日的泰

國〈中華日報〉有這樣一則新聞:

為搶救這一民間通俗文學遺產，沁頭市的有關部門 1990 年 11 月間，

派員專程前往拜訪居住在北京的潮人著名俗文學家薛泊先生，薛泊先生

把收藏在家中的全部潮州歌冊木刻本讓來訪者拿到泊頭分類整理，選取

了〈林大欽}， {吳忠恕}， {韓廷美}， {雙狀元英台仔}， (海門案〉等

138 部共 300 多冊組成一套，按原木刻版本進行騰印，裝訂成冊，經過

一年時間，已完成膳印和裝訂成冊工作。 8

這次的重印，就是把第一批重印的歌冊重新整理，捨殘卷不印，僅取其中

沒有缺卷的 140 部，計 1554 卷，油印成線裝 377 冊(書目另見附表)，規格

裝訂完全依循原舊版歌冊。雖然第二批歌冊比 1955 年的第一批少了一小部

份，但仍不失為一個較完整的收藏。此回共印製了數十套，每套售價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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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由1山頭市負責，除了在當地銷售之外，可能有一部份銷往海外，

實際的去向也未能證實。這兩次大規模的重印都使得潮州歌冊得以回春，宛

如為瀕死的病人注入了強心劑。

叉，據筆者訪書得知，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資料室亦藏有文革前

收集的潮州歌冊 112 部。經比對書目、印刷、紙張及裝訂，發現音樂研究所

的書目中除了〈桃花送藥) 4 卷一目之外，譚書目全收錄了。足見音樂研究

所收藏的可能也是 1955 年重印的那一批潮州歌冊。

再者，據馬風〈舊潮州歌冊調查雜記〉稱， tl山頭、澄海\潮安三地圖書

館、文化館收藏的版本共有 215 部10 而吳奎信〈潮州歌冊的社會價值與審

美功能〉更稱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和甘肅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各藏有 100 多

部。而筆者個人除了藏有第二批重印本全套之外，還有多年前在1山頭街上購

得的油印本十冊，及鉛印本兩冊。

把重印出版的前因後果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發現絕大部份潮州歌冊的藏

書，可能都是同一個來源，也能了解為何潮州歌冊分散於各地。相信因兩次

的大規模重印，海內外一定有更多的單位和個人藏有潮州歌冊，期待這些歌

冊能被廣泛運用，並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報告出爐。

【潮州歌冊的源流】

關於潮州歌冊的源流，眾說紛耘。因為舊版的潮州歌冊幾乎都未明記刊刻

年代，為宣揚故鄉文化源遠流長的潮泊籍研究者，多以明代已有潮州地方

戲，再加上從明代的〈蕩鏡記〉戲文中也可見到元宵燈夕，潮人互相答歌的

記錄而根據戲劇自民歌發展而起之說，斷定早自明代已有潮州說唱，進而也

就有潮州歌冊的問世。如吳奎信在〈潮州、|歌冊溯源〉一文中寫道:

論證潮州歌冊產生於明代初年，主要是依據潮劇， {明代潮州戲文五

種〉為我們的考證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探討潮州戲的存在時

間，目的是研究潮州歌冊的產生年代。戲曲是一種綜合藝術，它往往以

一定的聲腔與說唱技藝為基礎，如“諸宮調"的融入雜劇。潮州、|戲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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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固然受南戲的影響，也離不開以說唱為形式的潮州歌冊。也就是

說，初期粗陋簡短的潮州戲文，可能是從彈唱潮州歌逐步演變發展的。

無疑的，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明代已有潮州、|歌謠被詠唱是理所當然的。

筆者甚至敢明言，潮州地區從有人類社會形成之後，就已經有歌謠的存在，

不管這些人是漠族或是所謂的「蠻族」。因為「歌謠j 是屬天績之聲，不須

科技，不須教育，也能自然產生。世界上目前還有許多沒有文字，沒有文明

的未開化部族，他們也都各有不同形式的歌謠在部落中流傳。問題是光有歌

謠、俗曲並不足以能證明當時已有潮州歌冊的刊行和流傳;何況明代的潮州、|

歌謠與現在的潮州長篇敘事詩是不是同一回事，也還沒有人認真的研究過。

前述的研究和主張，就是把過去身世尚不明的地方歌謠和現今的潮州唱本這

兩檔事搞在一起，跳過了幾個必須先釐清的關鍵問題，似乎認為只要有人唱

歌就該有歌冊的刊行。

我們先從演唱方式的角度來看潮州說唱的起源。明代戲文中的唱詞必定記

有曲牌名，表示須依固定的施律唱出歌詞。而潮州說唱的最大特徵卻是不用

樂器演奏，也沒有固定的曲調，是即與、隨意的表演:

朗讀潮州、i歌冊，無須樂器，不在什麼書場，也不由專業藝人唱出，都

是人民自己，以家庭婦女為多，唱歌冊的場所，只要稍有寬裕的地方，

就可以舉行。從闇頁、庭院、大廳到祠堂，即使在繡花、織芋等勞動的

空隙之處，或在納涼的大樹木以至收穫曠捏，聚集三三兩兩以至十數人

來聽歌冊而不厭。 11

歌冊是盛行於潮州民間的說唱文藝。這種說唱文藝類似彈詞，但缺乏

固定的音樂規範，也沒有樂器伴奏。它的演唱，實際上是一種依著字音

的高低曲折來行腔的自由“讀唱"。 12

我們知道，一般戲曲的演變過程都是由簡單發展到複雜，從原始進化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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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而且與地方文藝互相影響。如果潮州說唱和明代潮州地方戲息息相關的

話，在潮州音樂極其聞名的潮油地區何以數百年來未吸收潮劇或民間音樂的

曲調，只有清唱而且沒有固定的唱法。可見現今的潮州說唱和明代潮州戲應

該扯不上太大的關係。下面這段刊於 1980 年的記錄，正好提供我們一個潮

州說唱曲藝進化過程的實證:

潮州歌冊，歷來是一人朗唱，少音樂伴奏。解放後，泊頭曲藝團首次

把它搬上舞台，試以〈英台行嫁〉一段伴以音樂，旁白果良好，受到群眾

歡迎。此後各縣業餘演出團體相繼效仿，使潮州歌冊成為曲藝中的一枝

新花。有些業餘演出團體還把它發展成為“潮州歌冊表演唱"。 13

于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因為潮州說唱的演唱方式不像中國其他曲藝一般

使用樂器伴奏，還屬於「天績」的原始階段，所以它的歷史可能超乎意料的

短而淺。潮州說唱若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話，恐怕早已被熱愛音樂的潮州人加

上伴奏音樂，甚至固定的曲牌了。

我們甚至認為也有可能從彈詢、木魚書等唱本形式導入潮訕地區之後才發

展出說唱曲藝。因為潮州說唱若是來自彈詞、木魚歌、陶真、詞話\寶卷、

會歌、袂歌、俗曲等說唱曲藝14 的話，引進時沒有理由捨棄原有以樂器伴唱

的方式，改以清唱。較合理的假設是:潮州說唱不是先從外地的曲藝民歌導

入後，再發展出當地的曲藝;而是某種已經發展地非常成熟的外地唱本被傳

入了潮訕地區(唱本導入)，當地人據以改寫成潮州方言後(唱本本地化) , 

潮沁人才加以朗唱(曲藝形成)，而且整個過程發生的時間還不是很早。畢

竟，相較於內容浩瀚，題材充實，足可媲美彈詞，木魚書的潮州唱本，其演

出方式實在是太單調，太原始了。

關於潮州歌冊的起源，我們認為有多少資料，才說多少話。譚正璧的說法

就比較客觀和理性，證明了許多作品確實成於清末，但也有牽強之處:

據潮州地區民間一般歌曲的發展來說，它的產生年代最晚也不會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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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但產生的作品還只有極少數，絕大多數卻作于清代，而直到民國

初年還有人在寫作。

譚氏從歌冊的內容和唱詞裡，找出幾種產生於明代的作品，如〈崔鳴鳳仔全

歌卜〈花會園歌〉、〈陰陽會合鐵扇記〉等。他認為歌詞中所記的地名如雲

南貴州、l城、江南蘇川、雲南四川，其行政劃分方式和清代、民國時期不符，

所以應屬明代人所作15。

不管明代的行政區域是否如此劃分，僅憑這個線索就要將這些作品歸入明

代，尚有爭議。須知，說唱文學的作品，大半是改編自通俗演義小說、民間

故事或移植外地的講唱文學而來，而且對地名、人名等專有名詞也少有人會

加以考究16 所以地名不符實際的情形，有可能是作者信手寫下，或是改編

時因襲了所據底本的寫法;即使是作者有心考證地名，但是後朝的人可以治

用前朝的舊地名撰文。更何況譚氏所舉的 5 部歌冊，其故事背景本來也都不

是發生在明朝。總之，我們需要更有力的證據，否則目前依所能見到的唱本

為憑，只能說潮州歌冊最早出現於清代17

【今後的研究展望】

潮州歌冊的正式研究遲至 1980 年代才開始，因此有太多的問題值得探討，

不論是它的起源、流傳、進化等等都有待進一步研究。惟在早期文獻欠缺的

研究璟境下，很難獲得足侈的證據去論證。所幸由於講唱文學一般都會和其

他種類的講唱文學互相影響，我們若和潮州鄰近地區，或是流傳層面較廣，

歷史較悠久的異種唱本互相比較，相信必能從旁推敲出一些端倪。如木魚

書，彈詞等已有長久的歷史，充實的文獻資料，而且從目前的研究看來，潮

州歌冊似乎受到這兩種唱本的影響頗深，若進行更詳細的比較研究，定能突

破一些研究瓶頸。當然，在做比較研究之前，潮州唱本本身的基礎研究必須

先打好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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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陳錦主IJ <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及其綜合研究}， p.171------172。

2 .見王順隆 1998 <論台灣「歌仔戲」的語源與台灣俗曲「歌仔j 的關係〉。

3. 見該書 p.121 ， <潮州、l歌冊〉。

4 .見該書 p.103------104。

5. <廣東省戲曲和曲藝} p.225。

6. 這些唱本，再加上其後蒐集的一些唱本，目前已經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圖書館(傳斯年圖書館)完成整理編目，得以閱覽。詳情請參考曾

永義〈說俗文學〉。

7. 這兩封信由施蟄存刊於〈文藝百話} ;復收於〈搏者風采} p.141------143。

8. 收於〈搏者風采} p.36------37。

9 .參見 1991 <東方文化館館刊〉第一期， <誰需要潮州歌冊? >0 1994 年 6

月 4 日〈泊頭日報〉載〈為了潮州歌冊這朵花〉。

10. 引自葉春生〈嶺南俗文學簡史} p.117------118。

11. <書曲散記} p.125------126。

12. <潮泊文化源流} p.209。

13. <廣東省戲曲和曲藝} p.227。

14. <潮州歌冊溯源> p.229。

15. <木魚歌、潮州歌敘錄} p.109------110。

16. 王順隆〈從七種〈孟姜女歌〉的語詞﹒文體分析「歌仔冊」的進化過程〉

中，就會舉證流傳在各地的孟姜女出身地不盡相同。

17. 見譚著〈潮州歌敘錄作者與寫作年代> p.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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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0 年代重印潮州歌冊書目

由於譚正璧﹒譚尋〈潮州歌敘錄〉的解題詳實，本書目為便於參照比較，

故依譚書目排序。又書目前「※」記號表示音樂研究所亦有收藏。

※ 

譚書目
譚書目標題 封面標題 封面出版社 加數 卷數

編號

1 一世報全歌 一世報全歌 李萬利 1 5 

2 八仙圖 八仙圖全歌 李萬利 3 10 

3 八寶金鐘 八寶金鐘全歌 李春記書坊 2 8 

4 八寶金鐘下全歌 八寶金鐘下集全歌 李萬利 2 10 

5 十二寡婦征西番 征西番全歌 李萬利 1 4 

7 三國劉皇叔招親全歌 劉備招親全歌 李萬利 1 4 

8 三國劉皇叔招親下全歌 劉備招親下集全歌 李萬利 2 13 

9 三國劉皇叔取東川全歌 取東川全歌 李萬利 2 8 

10 小英雄征北 羅通掃北全歌 李萬利 1 4 

12 上海殺子報 上海案全歌 李萬利 1 3 

13 義女蓮花仙 自蓮花全歌 李萬利 2 8 

14 廣東案警富新書 廣東案全歌 4 16 

15 萬花樓玉鴛鴦 萬花樓 李萬利 4 12 

17 五鳳朝陽 五鳳朝陽全歌 李萬利 2 10 

18 五虎平西珍珠旗 珍珠旗五虎平西全歌 李萬利 6 27 

19 五虎平南 五虎平南全歌 李萬利 3 16 

20 五虎征北大破群仙陣 五虎征北全歌 李萬利 3 6 

21 五星圖 五星圖全歌 李萬利 2 8 

22 五美緣 五美緣全歌 李萬利 3 14 

23 五美緣下棚 五美據全歌 李萬利 1 7 

24 六奇陣 六奇陣全歌 李萬利 3 12 

25 六奇陣下棚 六奇陣全歌 李萬利 1 6 

26 雙太子紅羅衣 雙太子全歌 李萬利 3 15 

27 雙太子下棚禹龍山 禹龍山全歌 李萬利 2 8 

28 雙鳳釵 雙鳳釵全歌 李萬利 2 4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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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雙如意 雙如意全歌 李萬利 1 6 

30 雙玉鳳 雙玉鳳全歌 李萬利 5 15 

31 雙玉獨 雙玉錯全歌 李萬利 5 26 

32 雙玉魚珮 雙玉魚珮全歌 李萬利 2 6 

33 雙白燕 雙白燕全歌 李春記書坊 7 26 

34 雙狀元英台仔 英台仔全歌 李萬利春記 2 10 

35 雙奇籐 雙奇緣全歌 李萬利 1 3 

36 雙金龍 雙金龍全歌 李萬利 2 6 

37 雙退婚鷺鳳圖 雙退婚全歌 李萬利 4 22 

38 雙退婚下紫荊亭 紫荊亭全歌 李萬利 2 8 

39 雙關馬 雙關馬全歌 李萬利 2 6 

40 雙錯誤奇中奇 奇中奇全歌 李萬利 1 5 

41 雙鸚鵡 雙鸚鵡全歌 潮安友芝堂 10 50 

42 木廷仙雙玉魚、 雙玉魚全歌 李萬利 10 49 

44 反唐開墳 反唐開墳全歌 李萬利 6 19 

46 玉鴛鴦 玉鴛鴦全歌 李萬利 2 12 

47 玉鴛鴦珠杉記 珠衫記全歌 李萬利 2 6 

48 玉如意下棚 玉如意全歌 李萬利 2 6 

50 玉針記 玉針記全歌 李萬利 2 6 

51 玉花瓶全歌 玉花瓶大紅袍全歌 李萬利 1 2 

52 玉璟記 玉璟記全歌 李萬利 1 3 

54 玉訓線謝玉輝平金番 平金番全歌 李萬利 6 33 

55 玉對11璟續再生緝
射錦袍孟麗君一集全

李萬利 2 10 
歌

56 玉會11璟後續再生藤
射錦袍孟麗君二集全

李萬利 2 10 
歌

57 玉對11璟三續再生撮
射錦袍孟麗君三集全

李萬利 2 10 
歌

59 玉麒麟雙狀元 玉麒麟全歌 李萬利 2 5 

60 玉樓春 紹十洲玉樓春全歌 李萬利 3 14 

61 白狗精 白狗精 李萬利 1 2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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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白綾像 白緩像全歌 李萬利 2 4 

64 龍井渡頭殘瓦記 龍井渡全歌 李萬利 1 4 

65 龍圖公陰陽判 陰陽判龍圖公案全歌 李萬利 2 6 

66 四美圖 四美圖全歌 李萬利 3 9 

67 漠劉秀歌 東漠劉秀全歌 李萬利 4 ~ 
68 正德君遊江南 正德君遊江南全歌 李萬利 3 61 

69 尼姑案 尼姑案全歌 李萬利 2 51 

70 劉元普雙生貴子 雙貴子全歌 李萬利 1 31 

71 劉龍圖騎竹馬全歌 劉龍圖全歌 李萬利 2 12 

72 劉成美忠節全歌 劉成美全歌 李萬利 3 20 

73 劉成美下截全歌 劉成美下冊全歌 李萬利 3 16 

74 劉明珠穿珠衫 劉明珠全歌 李萬利 4 21 

75 西番珊瑚枕 辟邪枕全歌 2 5 

77 竹釵記 竹釵記全歌 李萬利 4 12 

行樂圖 行樂園全歌 李萬利78 1 21 

79 再合鴛鴦 再合鴛鴦全歌 李萬利 1 2J 

80 雞爪山粉粒樓 雞爪山粉粒樓全歌 李萬利 9 

81 陰陽雙寶扇 陰陽雙寶扇全歌 3 10 I 

82 陰陽會合鐵扇記 鐵扇記上集全歌 李萬利 3 

83 靈芝記蝴蝶引 靈芝記全歌 李萬利 2 71 

84 兩度梅蟹針記 二度梅全歌 李萬利 3 9 

86 李春鳳 李春鳳全歌 李萬利 4 18 

87 李旦仔 李且仔全歌 李萬利 2 8 

88 伯皆子香羅帕記 香羅帕全歌 李萬利 2 4 

89 龐卓花 龐卓花全歌 李萬利 2 11 

90 其忠、恕 其忠恕全歌 李萬利 2 8 

91 宋帝再走國 宋帝嵩全歌 李萬利 2 10 

92 孝順孟日紅 孟日紅全歌 李萬利 1 4 

93 狄清上棚包公出席 包公出世全歌 李萬利春記 3 12 

94 狄龍狄虎下棚平北 陸鳳陽全歌 李萬利 6 29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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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 紙容記 紙容記全歌 李萬利 3 ~ 
96 金針記 金針記全歌 李萬利 3 

97 金狗精 金狗精全歌 李萬利 4 8 

99 金燕媒 雙金印金燕媒全歌 李萬利 4 10 

101 楊文廣平南蠻十八洞 楊文廣平南蠻全歌 李萬利 7 38 

103 明珠記全歌 掃紗窗明珠記全歌 李萬利 5 

104 忠義節 忠義節全歌 李萬利 2 7 

105 升仙圖 昇仙圖全歌 李萬利 2 5 

106 花會圖歌 花會歌全歌 3 6 

107 寶魚蘭 寶魚蘭全歌 李萬利 3 12 

110 度三娘 度三娘全歌 李萬利 1 3 

111 柳世清雙噩魚全歌 雙玉魚 李春記書坊 2 10 

112 柳樹春八美圖 柳樹春八美圖全歌 李萬利 4 18 

113 臨江樓 臨江樓全歌 李萬利 2 4 

114 背解紅羅 背解紅羅全歌 李萬利 5 28 

115 珊瑚寶 珊瑚寶楊大貴全歌 李萬利 3 10 

117 張翼鵬王秀珍香球記 香球記全歌 李萬利 1 2 

118 趙匡脫下南唐 下南唐全歌 李萬利春記 4 18 

120 秦雪梅歌 秦雪梅全歌 2 8 

121 秦雪梅下全歌 秦雪梅仔全歌 李萬利 3 13 

122 秦鳳蘭忠義亭 秦鳳蘭全歌 李萬利 3 10 

123 秦世美 秦世美全歌 1 6 

124 挽面案 挽面案全歌 李萬利 1 6 

125 海門案 海門案全歌 李萬利 1 5 

126 鐵扇記下棚 鐵扇記下集全歌 李萬利 2 51 

127 翁萬達全歌 翁萬達全歌 3 11 

129 情唐演義右調彈詞 情唐演義全歌 李萬利 12 74 

130 移花接木竹箭誤 竹箭誤全歌 2 5 

131 崔鳴鳳荐佛衣 崔鳴鳳全歌 李萬利 1 6 

132 崔鳴鳳仔 崔鳴鳳仔全歌 李萬利 3 15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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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乾隆君遊山東 遊山東全歌 李萬利 1 

134 乾隆君遊石蓮寺全歌 遊石蓮全歌 李萬利 2 

135 乾隆君遊江南 遊江南全歌 2 10 

137 黃雙孝瓊花記 黃雙孝全歌 李萬利 2 6 

138 溫涼寶盞 溫涼寶盞全歌 李萬利 2 

139 瓊花圖 瓊花圈全歌 李萬利 1 2 

140 馮長春 涂學魯馮長春全歌 李萬利 1 4 

141 綠牡丹擂台記 鮑賜安綠牡丹全歌 李萬利 6 28 

142 賜綠袍 賜綠袍全歌 4 8 

143 新中華革軍緣記全歌 新中華全歌 李春記書坊 3 9 

144 錦鴛鴦全歌 錦鴛鴦全歌 李萬利 1 3 

145 錦香亭綾帕記 錦香亭全歌 李萬利 2 4 

146 滴水記 滴水記全歌 李萬利 1 4 

148 雌雄寶盞 雌雄寶盞全歌 李萬利 4 19 

149 碧玉魚仔全歌 木廷仙碧玉魚仔全歌 李萬利 3 16 

150 潮州、|柳知府全歌 柳知府全歌 李萬利春記 1 5 

152 潘葛仔 潘葛仔全歌 李萬利 2 6 

153 獎梨花征西 梨花征西全歌 李萬利 2 14 

154 獎梨花征西下棚 梨花征西全歌 李萬利 2 14 

156 蔣興哥重會學珠衫 珍珠衫全歌 李萬利 l 4 

158 薛仁貴征東 仁貴征東全歌 李萬利 4 12 

159 輯龍鏡韓廷美 輯龍鏡韓廷美全歌 李萬利 8 33 

160 輯龍鏡下棚紅書劍 車單龍鏡下集全歌 李萬利 2 10 

162 麒麟圖下卷 麒麟圖下集全歌 李萬利 3 7 

(以下譚書自未收)

十二寡婦征西番 十二寡婦征西番全歌 1 4 

臨江樓下卷雙寶扇 臨江樓全歌 李萬利 2 6 

江西廣信府景德高中狀

雙狀元全歌 1 1 
元口口年鴛鴦記全本歌

計 140 目 377 1554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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