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閑南語「歌仔珊J的進化過程

一従七種全本《孟美女歌》的語詞・文韓来看ー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rKoa-ah-chhehJ (in Min-Nan 

Dialect)-View from the Vocabulary and Style of Seven 

Kinds {Meng-jiang-nu . Songs} 

〈本稿は1997年2月に泉州で聞かれた第5回国際関方言研討会で発表

した原稿を修訂したものである〉

王 11原隆

1927年に、顧韻剛氏が〈孟萎女故事研究〉の中で広西省桂林の通俗

唱本《孟萎女花耀記》について詳しく記述した。その内容を清末の関

南語「歌仔冊」の《擁像孟妻女歌》と比較すると、両者は同ーの版本

で、 Lかも桂林本が底本だと判明できた。関南地域での通俗唱本を刊

行する習慣はこのように外地の唱本をそのまま「導入Jしたと考えら

れる。

後に、現地の言語習慣に合わせて、閑南人が外地の唱本を自分の言

葉に書き換え、一歩進んだ「歌仔冊」が現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従来の

言語の障害を乗り越えたこの過程は唱本の「地域化」と言えよう。

吏に時開が経つと、市場の需要に応じて同じ題材で「長編化Jした

「歌仔冊」が生まれた。字数を数倍と延ばした歌詞を分析して、従来

の文語体に対し、口語体が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が分かった。

又、話し言葉の中で頻繁に使用される虚詞も意識的に文字化され、よ

り詠みやすくようになった。この時期において、作者の意図はともか

く、結果としては「歌仔冊」の「通俗化J、「口語化」に繋がった。

間南語「歌仔冊Jー《孟妻女歌》の進化過程が他の中国唱本にも適

用できるかどうかは定かではないが、このようなプロセスは営利を目

的とする通俗唱本にとって、最も自然な変化と言える。

キーワード:歌仔冊、関南語、孟妻女、語葉、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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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末以來，各種形態的閩南語白話資料流傳在民間，從地方戲劇本、

十五音韻書、南管曲譜、基督教會刊物、歌仔加、閩南語對譯辭典、閩南話

會話教材等等難以計數。其中文以俗曲唱本的歌仔冊發行量最多，影響層面

最廣;而且歌仔冊所記錄的閩南口語，最為通俗而不做作，因此，對閩南語

的研究而言，實是最有價值的原始素材。可惜，由於過去歌仔加研究文獻的

關去日，加上這些語料的數量驚人，而-直未有人加以整理運用。

本稿依據個人過去所彙整的歌仔珊書目，以及自建的「歌仔珊電腦文字

庫」為基礎，並從歌仔加各版本的語詞和文體特徵著手，分析閩南俗曲唱本

的進化過程。

由於歌仔冊從道光初期至今，發行的種類超過1 ， 500種因此無法一→

比較。叉，近來我們從顧頡剛於1927年所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發現了

一個重要的記錄，有助於暸解當時歌仔筋的流傳情形;再加上家藏的全本孟

姜女歌在發行時代及地區上分布的很完整，所以就以孟姜女故事的歌仔般為

研究對象，必要時再佐以其他的歌仔珊為旁證。

【孟姜女歌仔珊的版本】

清末以來，歌仔珊流行於閩南及台灣，甚至南洋一帶。雖然其中不乏翻

刻及盜版，但是不論其發行數量或是種類，都不得不令人膛自 O 題材有限，

加上能編歌者不多，以致同一題材一再的被引用和改編，如:有關梁三伯與

祝英台故事的歌仔般就超過了 150 種。其他如陳三五娘、白蛇傳、三國志等

也有多種不同的版本，而孟姜女的故事在閩南也是家喻戶曉的傳說之一。

從清末直到戰後，就個人所知，有不下二十種的歌仔加唱述孟姜女的故

事其中有多種只是折本，如: {愛玉自嘆﹒孟姜女送寒衣歌》、《好笑秦王

姜女祭把郎新歌》、《孟姜女火燒樓合歌》。這幾種歌仔冊，多是從全本的劇

情中擷取出來的散曲，本稿暫且不論，待日後另行探討。其餘的全本孟姜女

歌仔珊在整理合併之後，個人收藏的歌仔加中共有七個版本，依刊行年代的

先後說明如下:

1. {繡像姜女歌》一木刻板，一般， 3， 892字。內頁記有「會文齋嬴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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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頁上段附圖像，下段每行兩旬，每句七字。現藏於牛津大學 Bod

leian Library，該唱本雖未記于5年，惟因於 1876年之前已收入該圖書

館已故可確認是清末刊本。(以下稱「會丈齋本J)

2. <繡像姜女歌》一木刻板，一珊， 3， 892字。未記刊刻堂名及刊年，僅

封面及首頁附園，的文發與會文齋本同。現嚴國立圖書館台灣分館。

(以下稱「飲名本J)

3. <新刊孟姜女歌》一台北黃塗活版所1925年錯印出版，一般， 3， 892字。

不附圖，內文亦與會文齋本同。藏於傳斯年圖書館。〈以下稱「黃塗

本J，又以上三本合稱「繡像版J)

4. <特別改良孟姜女哭倒萬里長誠歌》一廈門會文堂 1914年石印出版，

一般， 4， 319字。廈門敕桃仙著，不附園。傳斯年圖書館薇。(以下稱

「會文堂本J)

5. <孟姜女哭萬里長城歌》一嘉義提發漢書部 1932 年鉛印本，一冊，

4， 172字。內文同於會文堂本，不附圈。日本亞非所王文庫收薇。(以

下稱「捷發本J，叉以上三本合稱「敕桃仙版J)

6. <孟姜女配夫新歌》一全五珊，邱壽繃著，頭集《孟姜女配夫新歌》、

二集《孟姜女思君新歌》由捷發漢書部發行，三集《孟姜女送寒衣新

歌》、四集《孟姜女過峽新歌》、五集《孟姜女成天新歌》由嘉義玉珍

漢書部發行，五集皆於1936年鉛印出版，合計11 ， 648字。不附園。日

本亞非昕王文庫收藏。(以下稱「玉珍本J)

民 《孟姜女配夫新歌》一全五集(也有分六集的)，新竹竹林書局1971年

第五版發行，內文翻印自玉珍本，但刪除了一些銜接的部份，計

10， 584字。不附圈。(以下稱「竹林本J，叉以上二本合稱「邱壽版J)

以上七本孟姜女歌仔珊的發行年代依序是:會文齋本一會文堂本一黃塗本一

接發本一玉珍本一竹林本;俠名本雖然刊年不詳，但依其版式及內容來君，

應是不日會文齋本同時代的于1本。

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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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孟姜花擔記》和繡像版的此較】

1920年代，北京大學顧頡剛先生向全國各地徵集有關孟姜女故事的資料，

當開孟姜女故事研究風氣，而開創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新領域。他在1927

年防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4 中，彙整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孟姜女故事資料，

並探討孟姜女傳說的起源、演變和在各省的風貌。在這些令人昨舌的資料中，

關於廣西一地的孟姜女唱本，顧民曾經做過如下的節錄5 : 

桂林文茂堂刻本《孟姜女花措記》有較完備的餃述。它說，東京

秦王抽民丁築長城，華1+1蒞紀郎只十五歲，也被抽去。他不堪其苦，

夜行日藏地逃入務州(亦作武州)(1}。務州富家女孟姜女正在思嫁，

她到油水燒香，許下三願:凡見她在楊柳樹下脫衣裳的，見她在百花

樓上巧梳妝的，見她針請穿線繡鴛鴦的，就願意嫁給他。六月中，她

在園中池塘洗浴，把衣衫掛在楊柳樹上，輕輕下水:忽見樹上有人，

忙穿了衣問他，知道他是蒞郎。她便吽他下水，和她成雙。他不肯，

她加以桐喝，說 :f如若不然，便要報官捉你這個從長安逃出的民丁

了! J 蒞郎驚怕，只得在楊柳樹下依了她的請求。她帶他見父母，說

明情由，交拜成親。那時夫婦諧和，如魚得水。一天蒙恬點工，少了

蒞郎一人:追到武州褚光縣 (1 知道他躲在孟家莊已歷兩個月了。他

捉去後，就被蒙恬腰斬，築在長城里。他的靈魂變了鳳凰，蝴書與孟

姜，蠣她早緣。她不聽，做了寒衣親自送去。一路經過酒州堂、蟀蛇

村、餓虎村、雪雨村、山林、桂吞村、到酒外1(2)，遭逢諸般苦厚。 j四

外!沒有船渡，龍王差野叉把他渡過了。到長城後，不見蒞郎。在城邊

哭了七天七夜，哭倒了長安的長城八百里。感動了太白星，指示她霓

鹿的法子。覓到後解下衣衫包了，把三尺白羅當作花擒，引了亡魂走

出長安。蒙恬奏知始皇，捉孟姜上肢。始皇見她貌美，要珊立她為皇

后O 她要求三件事:一，斬蒙恬，仲夫冤:二，已喚僧道做齋誦經;三，

御駕親祭蒞郎，送他歸天。始皇一一依了。她捧了香爐，在江邊祝告

蒞郎 :r有靈有威神靈現:見靈無感婊君王! (3lJ 說話未了，蒞郎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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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立在黑雲頭，一朵黃雲托起了孟姜女，升天去了O 蒙恬鬼魂呼冤，

她說: I我們都是星宿，是五行的相剋呢! J 

把以上的引述和繡像版的歌仔冊(見書影一〉內容做比較之後，我們發現兩

者除了劇情發展完全一致之外，連許多專有名詞和特徵也是相仿的:

(1) 繡像版記孟姜女居地，先記「務州」後作「武州褚光縣J，這個前後

矛盾的特徵，也同樣出現在《花措記》中。叉，依顧頡剛對孟姜女的

本籍地所整理出的結果6來看，除廈門外只有桂林一地傳為務州(武

州)，因此可知兩者之間的關係絕非出自偶然。

(2) 孟姜女送寒衣至長城的路途上，歷經了許多災難，繡像版中依序是洒

州、i堂、莽蛇村、飢虎村、雪雨村、山林、梅花村、酒湘塘口，雖然和

《花擔記》中所列出的地名酒州堂、蟀蛇村、餓虎村、雪雨村、山林、

- 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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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香村、 1四州、有些字詞上的出入，但在骨架及順序上二者之問並沒

有差異，故應屬流傳過程中修改的結果。

(3) 顧頡剛引用了《花據記》中的一句「有靈有威神靈現見靈無感婊君

王j，類似的歌詞也出現在繡像版的孟姜女故事中，會文齋本和俠名

本記: r有靈有感神通現無靈無感嫁君主j，黃塗本則作「有靈有鑒

現神遍，無靈無感婊君王j，這當也是翻印時修改了字詞的結果。

(4) 顧頡剛在同文的 rc七〉福建」一節中記載:廈門叉有通行的唱本兩

種:一部桂林《花攜記} :一是《孟姜女哭倒萬里長鐵歌}，廈門人敕

桃仙用土話編的。

各本之間，儘管有些用字的出入，但擅改字詞在民間刊物的流傳中是極

為普遍的現象，而且由於整個故事結構完全一致，所以我們相信目前未能得

見7的桂林《花擔記》和廈門的繡像版無疑是同版的異本。

確認了這兩地唱本的血緣關係之後，必須再進而追究何者是原版?何者

是翻版?我們從歌詞中，舉一些典型的例子，以方言諮詢的角度來分析:

行號| 繡像版(會文齋本〉 | 閩南語詞
38 | 墊針穿線繡鴛鴦 |提、努
46 | 主盟友日火水如湯 | 日頭
51 |蓋了盤望樹上 |穿/侈
63 |阻帥不是人
88 | 室主開口說話 |人客
92 | 烏聽屋角吽不休 l 瘖
101 | 蒞郎當時身被單 |諒、力
109 | 盟中流淚淚紛紛
124 | 莫說姜女心惶
144 | 不知郎身有登長 |外、積
151 | 書中說著甚姐 |孤單、無伴
154 長安路主到天崖

一 2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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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 手起雨傘遮太陽 |努、揮
168 | 道人占卦人豔
195 |我今與掀起你今與我敝人|尪
200 |蚊家不是盤人 |彼款
232 ! 因耐鐘孟姜女 |大膽、好膽
232 |畫鑫丈夫就郎 | 尋、走找
250 | 便盔和尚傲道場

以上所有的詞彙，因目前的漢語方言調查報告收錄詞彙的關係，無法一

一比對，但以平田昌司為代表所編成的《漢語方言地圖集}8 中，正好有四張

漢語方言類型分布間可供參考:

1. r穿j [附園一〕一表中列出除了閩西客家方言地區以外，所有的閩

語都是屬於第二類的 [d~iungJ 類型，而鏽像版則是屬於「著」類

型。

2. r太陽J [附圖二〕一閩南方言地區皆是屬「日系j，而繡像版則是

使用「太陽」一詞。

3. r眼j [附園三〕一福建地區皆是屬「目珠」類，而繡像版則是單用

「眼J。
4. rhouseJ [附圖四〕一繡像版稱房子為「屋j，而閩語概以「厝」租

稽。

其他的詞彙，雖然目前沒有資料可比較，但經由對近500本，計140餘萬字的

歌仔加電腦文字庫的檢索，我們查不到除了繡像版的孟姜女歌之外還有第二

個相同的用例，顯然這些都不是閩南方言固有的習慣寫法。因此可確定這個

版本的底本不是以閩南方言寫成的。亦帥，閩南人編了《繡像姜女歌》後，

流傳入控林，再也桂林的書商翻刻成《孟姜女花措記》幾無可能。

至於《孟姜女花牆記》是否就是以桂林方言寫的?雖然有一部份詞彙，

呈現了桂林方言的特色但因為目前已發表的桂林方言調查報告10尚不足以

深入比對，而且我們也不能排除桂林的唱本亦有翻刻自其他地區唱本的可能

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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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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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歌仔珊」的進化過程

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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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仍不敢斷言此版底稿就是以桂林方言所寫。不過，儘管如此，這並

無礙於我們確認曾盛傳於閩南地區的繡像版孟姜女歌是自外地的講唱文學

「導入J 的事實。

以北方方方言所寫的《十八摸》小曲，雖然荒淫不堪，但在日攘時期就

已流傳於台灣，才會被斤岡巖收入《台灣風俗誌}11 內。再根攘劉復的《中

國俗曲總目稿》所載，及家藏的數本在北京購得的〈十λ摸》唱本比較，其

歌詞不但相間，有的連過門的襯字都是一樣的。這也證踢了在歌仔冊源起的

階段，外地的唱本可以不經任何改寫也能在閩南地區流傳閱來。

【繡像服﹒敦雄仙版﹒邱壽版歌仔珊的關係】

1914年、署名敕桃仙的廈門人編出了一套新的孟姜女長歌《特別改良孟

姜女哭倒萬里長城歌} : 

萬古世代人傳名 {昔閉只歌誰人編福建廈門敕秘仙做成一部姜女

記

這套由廈門的會文堂石印發行的歌仔姆，日後為台灣嘉義提發漢書部以鉛字

版發行，兩本內容無異只有改字‘改詞的情形，因此我們合稱為「敕桃仙

版」。

其後， 1936年台灣的作家邱壽叉編出了一套全本的孟姜女歌仔珊，頭集

的《孟姜女配夫新歌》冒頭第一句:

邱壽新編孟姜女姜女小漠母或遲大漢能曉想大志今←先廣正月

時

此套孟姜女歌共計五集，長達萬齡、言。前兩集由嘉義捷發漢書部發行，後三

集改由玉珍漢書部發行。同樣的內容，戰後新竹竹林書局曾將之改分五珊或

六珊，增冊j了銜接部份的歌詞後重新發行。竹林本改寫的部份雖然較多，不

過這只是為了免於他人質癡盜印，事實上還是翻印白玉珍本的。我們同稱此

二本為「邱壽版Jo

這三個不同時代出版的孟姜女歌仔珊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先依各自的

劇情發展和場景的順序來分析。整個故事的大綱，我們就借用前一節中顧頡

舟
。

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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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歌仔肪」的進化過程

剛所節錄的授概，不再贅言。僅表列出三版故事的主要場景及特徵，以驗證

三者的親疏關係:

繡像版 敕桃仙版 邱壽版

抽丁築城，蒞府別子

元宵賞燈，遊園思春 元宵賞燈，遊園思春 |元宵賞燈，遊園思春
組州許頤，端午競舟 城隍許願，端午競舟 |城隍許頤，端午競舟
花園沐浴，柳樹相會 花園沐浴，樹下相會 |花園沐浴，柳樹相會

|引見孟母，設宴招待

姜女運親，夫妻拜堂 姜女遺親，夫妻拜堂 |姜女遁親，夫妻拜堂
蒙恬點工，拘提逃犯 蒙恬點工，拘提逃犯 |將軍點工，上奏朝廷

|蒙恬獻計，拘提逃犯

賄路差官，夫妻別離 |賄路差官，夫妻別離
蒙恬升堂，屍首築城 |秦王親審，昆首築城 |御旨問斬，昆首築城

亡魂化身，鳳凰送書 |亡魂化身，鶯哥報信 |亡魂化身，鶯哥報信

縫製寒衣，辭別爺娘 |思君縫衣，辭別母親 |思君縫式辭別母親
道士處問卦，酒州堂求籤!即膛求籤，道士魔問卦|組州堂求籤，道土層問卦

|百花巷求宿，西山逢霜雪|百花巷求宿，神仙化房舍

惡蛇村逢兇，飢虎村遇險|惡蛇村逢兇，猛虎埔遇險|麒麟數遭劫，寧死不允藐

露宿雪里村，山林拒求親|麒麟數遭劫，寧死不允親|惡蛇庄逢兇，猛虎林遇險

|太行山遇親，樹林堂驚夜|雪山門受凍，樹林堂驚夜

組湘塘口岸，龍王化渡船|洋子江岸邊，龍王化渡船|揚子江岸邊，龍主化渡船

|太陽山遇親，表伯助節女

|鐵橋現夫蠢，白鶴指引路|鐵橋現夫靈，白鶴指引路

長城尋夫，哭倒城牆 |長城尋夫，哭倒城牆 |長城尋夫，哭倒城牆
仙人指引，滴血認骨 |仙人指引，滴血認骨 |仙人指引，滴血認骨

花搪引魂，驚動朝廷 |畫幅引魂，驚動朝廷 |衫帕包骨，畫幅引魂

|地婆作棍，還骨散失

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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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上奏，驚動朝廷

捉拿姜女，秦王求親 |提拿姜女，秦王求親 |提拿姜女，秦主求親
|約法三章，建廟安靈 i 約法三章，建廟安靈

斬殺蒙恬，祭拜中己郎 |斬殺蒙恬，祭拜把郎 |斬殺蒙低祭拜把郎

|秦王戴孝，甘為孝男

祥雲現身，援引節女 |祥雲現身，接引節女 |把郎顯聾，接引節女

|秦王化牛，逐落東海 |水龍秦玉，春牛落海

織女忠、凡，五行相克u |姜女升天，寄書孟母

從上面的場景表可以發現，這三個版的故事大綱，雖然不是一一對應，

但是整個主幹與旁枝然脈絡相通;再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和楊振良

的《孟姜女研究》所彙整出各地孟姜女傳說的結果，不僅各地流傳的孟姜女

故事劇情發展不一，舉凡蒞中己郎之名、孟姜女的生地、哭誠的地點等等基本

背景都是諸說紛耘12 而繡像版、敕桃仙版和邱壽版除了孟姜女在路途上遭

遇的兇險略有前後倒置之外，皆能如此對應，顯見較晚出刊的敕說仙版是參

考繡像版修編的，而邱壽版又是以敕被仙版為底本增袖的。

再從各版的字數來看。敕秘仙版的字數比繡像版只多出 400 餘字，所以

其內容雖略有增補，但並未衍生得「離經鈑道J，故事的起承轉合，依然可

見原著的框架;而邱壽版改編之後，竟是敕挑仙版近三倍的11 ， 648字

然，依上表來看，故然邱壽版的劇情授概未有大幅增加或變動，何以→

舉多出了 7， 000 餘字?我們以從蒞把郎亡魂化身為鶯哥報信，到孟姜女送寒

衣辭別母親這一段劇情為例，詳細比較兩版在描寫上的差異:

敕桃仙版:蒞把郎死後化身為鶯哥鳥，飛同孟府報死訊。姜女徹夜思君難

耐，心生一計，取布疋傲寒衣後，告知母親，欲親送裝衣至長坡，

孟母勸阻路上多兇驗，惟姜女心意已決，孟母只得給予盤纏，送

女出門。

邱壽版:蒞紀郎死後化身為鶯哥鳥，飛罔孟府報死訊。姜女請示母親，

一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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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勸女朋日再探消息。姜女徹夜思君難耐，告知母親，決意親

往長城尋夫，孟母勵阻，惟姜女心意已決，依然打點行李及寒衣。

孟母只得給予盤纏，含淚送女出門。

後者除了增加了一段插曲之外，整段劇情幾無差別，問題在於敕挽仙版只用

了 560 字敘說，而邱壽版均以 1， 358 字描寫了這一段劇情。如此情形，邱壽

版隨處可見，因此， r細膩的描寫J (或稱瑣碎)，就是邱壽版成為長篇故事

的最主要原因O

【繡像版﹒數被仙版語詞的比較】

比較劇情之後可知，敕桃仙版改寫了繡像版，而且其主要的著眼點並不

在於豐潤故事內容。那麼，敕桃仙版改寫的目的俯在?我們進而分析兩版問

歌詞的差異，尤其是在描寫同一場景的部份，敕桃仙如何以自己的文筆描寫

劇情:

繡像版(會文齋本〉 敕桃仙版(會文堂本〉

便吽蒞郎下樹來 |蛙便吽落難人趕緊盟有話講

我今與你結成雙蒞郎閉口答小娘 |阮←共恁結姻緣蒞郎力(掠〉話就應伊

便吽廚官殺豬羊 |差人剖豬共倒(屠〉羊

想得此去必定死女兒還要再主張 |稍長城人友去娘子再招別越

回到蘭房君雙枕只見枕頭不見人 |單身獨枕臨困盤鴛鴦盤鑫

眼中流淚淚紛紛 |暗流盟淚衷衷

何時得見丈夫身 |盤問盤盤君

連忙說與爹娘知 |入內共母盤盤
路上安ú仔細走 l 吩咐路上著姐三
姜女聽說不做聲想你占卦也不靈 |姜女聽見就罵伊 白賊主除騙阮錢

姜女訴說情願死不做將軍帳內人 |區身主題劍下死不肯大王近身邊
行到i四湘塘口宿泊湘塘口已無船 |行到盟盟知苦長江大海輩無渡
骷髏骸骨自如銀 |君見骨頭白如絲 日曝雨屋像背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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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胸攔包骸骨三尺白羅做花攜 |館臨包骨頭脫落烏巾傲豔

自耐矢膽孟姜女 |大膽姜女敢監
蒙括斬死不分明 |蒙恬早死恰不是

有靈有感神通現無靈無感婊君王 |我君撞來莖去免得你妻失節義

從上面語詞的改寫情形看來，同→場景的描寫，敕桃仙版使用了閩南人

日常生活所說的口語詞，代替原本生疏難懂的外地詞彙。如:扒力、恁、

落、削、阮、障、只、煮、細二等詞，我們皆可從明清時期的閩南地方戲劇

本13中，隨處發現這些字詞古來就是閩南語的口語，甚至連書寫習慣都幾乎

保持了傳統。試舉1566年刊刻的《重刊五色潮泉括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蕩鏡

記戲文全集》中的一些用例來比較:

齣 rr l 葛鏡記戲文

2 16 |坦問上起來未知盤日還鄉里

2 21 |主人在旦外
2 22 |伯卿憾盔哥嫂到廣南任所

2 27 |旦去路上著也
3 4 |且寒衣脫幾重

3 5 !區是黃九郎盤空名吽五娘

3 9 |旦景盡人心憔悴

5 4 | 生我一鼻區大
5 26 |給手呵、上打豔你
5 34 |今墨元宵月半鐘一齊起去去君

14 86 |老小單墮是妳生全

14 103 |鹽鹼孫一般體

14 120 |爾不信就上里爾嫁盟

43 43 |林大告你倫盟主

48 8 | 鴛鴦枕上且違背
nu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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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閩南人至遲在現代就有以方言口語書寫刊刻的實例，所以改寫外地

的唱本是極其自然的。以閩南語詞彙改寫的結果，對當地人來說，新歌詞唱

唸起來親切，順暢;對出版商而言，則增加了產品的競爭能力。因此，從繡

像放進化至敕說仙版過程，其實就是俗曲唱本在閩南地區「本地化」的必然

過程。

【敷秘仙服﹒邱壽版語詞的.l:t較】

先前依據場次的對照，已經確認了邱壽所編的新孟姜女歌，其實也只是

改編和增補敕被仙版而來，而且邱壽版的篇幅雖然增加了數倍，但是整個故

事並未隨之擴張，只是描寫手法的不同。更值得探討與比較的是，同是以閩

南語寫成的作品，它們在用語和文體上呈現了如何的不同風貌，我們擷取同

一段場景，君若兩者如何運用虛詞14來編歌:

敕被仙版(會文堂本〉

四月過了是夏至姜女無意靠花枝

聽見杜鵑吽聲悲阮身完婚←塊時

姜女心內有主意城隍廟內去下伊

燒香下冉一條願保庇姻緣早團圓

五月初五人吧船江中鑼鼓鬧紛紛

邱壽版(竹林本)

四月日頭出缸位姜女穿甲白葾蓄、

姜女自恨變無蚊無人通乎阮傲尪

姜女無尪塊思想加治心內有主張

金紙緊買幾那樣誠隍廟內去燒香

伐落金紙買好細菜碗成然秤一下

行到城陸兮廟底點火蠟燭代先提

行入廟內無程愧手巾仔頭緊遂開

蠟燭代先點一對努吞下甲一大堆

著下拔陸相保庇恰好金紙燒乎伊

有人來配我姜女我←乎伊做妻兒

姜女下愿下清楚金紙提去燒伊焰

伊對金紙燒甲好菜碗收完返家和

姜女行入困厝內燒金間郎同返來

十分思想愛尪婿倫下誠陸無人知

四月過了五月到姜女同返治因兜

-,- 3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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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尾岸蹄別人君人人尪某做一群 江中鑼鼓盤羞蹲姜女心肝亂抄抄

暗恨阮身未完婚姜女無心君龍船 江中人拯扒龍船姜女心肝亂紛紛

五月過了六月巡六月大暑熱滾滾 想甲袂食甲袂咽不知省人姜女君

姜女自想伊大漢豎著八寶兮欄杆

想伊都袂呆人辦終身袂配心不安

姜女發出嘴口愿男人不論底也權

定著←甲伊完滿收伊傲尪通周全

姜女帶治樓頂豎下←有人來因兜

←甲伊結尪仔者無論產凶也好額

姜女帶治樓尾頂下愿八寶窗仔前

男人水醜←承領收伊傲尪仝房宮

姜女口愿直直下望神保庇伊一個

有人看伊脫光体甘願乎伊做賢妻

君伊衫褲脫空空甘願收伊做新尪

姜女口愿下疼疼五月過了六月冬

邱壽所編的歌詞，除了因為拉長篇幅，詳加描寫劇中人物的心理之外，在用

詞上大膽的加入口語虛詞，而使得整個文體更加接近口語體。如;甲、也、

仔、治、塊等詞皆是。口語異於書面語的特徵之一，就是書面語，尤其是韻

文注重簡潔有力，故少用虛詞;口語則無此顧慮，反而為了正確傳達訊息，

必須佐以虛詞，以避免同音詞的混淆。邱壽版多用虛詞，或許有時是為了湊

足字數，或許是因為作者學識不高，但是口語化的意圖也是昭然可見。

在歌仔般的進化過程中，雖然向是使用閩南方言語詞，但敕桃仙版主要

只是把其他方言的詞彙改用閩南方言，在文體上仍然較接近書面語;邱壽版

則在敕桃仙版的基礎上，進而朝口語體發展，也就是所謂的「通俗化J。

【結論】

70年前，顧頡對孟姜女故事的整理及研究，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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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歌仔加」的進化過程

否則今天我們無法想像當時桂林的唱本會傳入閩南地區。即使《孟姜女花攜

記〉不一定是第一個傳入閩南的外地唱本，也不一定是觸發閩南歌仔加刊行

的始作俑者，但是無疑的，如果刊印唱本販售的風氣不是閩南首闊的話，那

麼外地的唱本由商人帶入閩南，而後刺激閩南的書商自行刻板發行的此一模

式，是很自然的。

俗曲唱本有輕便、簡鐘、通俗、低廉的種種優點，所以在問世之後，立

即打入中下階層的廣大市場，這是清末中國各地刊行唱本蔚為風氣的原因。

當閩南書商們看好刊印唱本這一門行業之後，為了提高自家商品的競爭能力，

就將以外地方言書寫的唱本改為閩南方言，或是把原來就流傳於閩南民間的

小曲、俗謠刻成書版刊行。這個階段就是先前所述，從繡像版進化至敕挑仙

版的「本地化J 階段。

再隨著市場的需求大增，舊有的題材已不能滿足讀者，因此除了從戲曲

或舊小說改編之外，把時事編成歌詞的歌仔珊15也出現了。另外，再從敕桃

仙版和邱壽版的押韻情形來看，敕被仙版每兩句押一韻，甚至有時還不押韻

;但後出的邱壽版卻是每四句押一韻，而且幾無例外。可見在這個時期編歌

技巧己臻成熟，所以將原有的歌仔冊「長篇化J 也是一個應付市場需求的好

辦法。

同一故事劇情，長篇化的結果，使得邱壽版加入許多舊著所無的元素，

比如:場景的描寫、人物的心理描述、代言麓的人物對話等等。至於口語化

是否也是因長篇化而造成的，我們認為未必完全是如此。口語化的原因，或

許跟作者的學識教養有闕，或許是受到了當時白話運動的影響代但若以純

商品的立場來君歌仔珊的話， r口語化」、「通俗化」無凝也是基於市場因素

的考量。不僅僅是閩南的歌仔珊，中國各地刊行的俗曲唱本原本即是為販賣

營利而問世的產物，所以為了開拓市場，自然必2頁積極去迎合多數消費者的

知識水準。

歌仔般的刊行，後來受到戰火的影響，中斷了數年九終戰後，雖然歌

仔珊頗有恢復30年代黃金時期盛況的氣勢，但是自唐代講唱文學始租的變文

形成之後，中國的各種講唱文學無論曾經如何風靡一世，在發展上都會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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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然後在新時代、新社會等的衝激之下逐漸被新的文學型態取代而式傲。

戰後的歌仔冊也是如此的走向了衰亡之道。

總而言之，雖然我們現在尚無法斷言中國各地的俗曲唱本，是否都是因循

閩南歌仔冊的發展過程而發展，但是閩南語唱本從「導入」至「本地化j，

再進而「長篇化」、「口語化」、「通俗化j，以至「衰亡j，這整個過程並不一

定是文學形態發展的必然過程，而是在商業本位下造成的結果。

【注釋】

1 見王順隆1994 <閩台「歌仔珊」書目﹒曲目〉及1996 <1歌仔般J 書目補遺〉。

2 見王順隆1994 <閩台歌仔冊書目﹒曲目>.編號23、 57、 277、 297、 478、 492、

553、 706、 707、 724、 742、 769、 770、 783、 806、 920、 963、 1130、 12500 另

外尚有 2 本只見於宣傳廣告中，未見藏者。

3 參見〈牛津大學所藏有關台灣的七首歌謠>.原載《台灣風物} 43卷 3 期. p.177o 

4 原載1927年 1 月《現代評論二週年增干份，收入《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 p.24.......，73。

5 見《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p.52，。

6 見〈孟姜女故事研究> -(::)地域的系統. p.36，...."p.66。孟姜女的生地，有長清、

安肅、同官、種州、務州、乍浦、華亭、江寧諸說。

7 依楊振良1985 <孟姜女研究}p.34.......，42整理結果，傳斯年圖書館收藏的萬餘種俗

曲資料中未見有《孟姜女花搪記》。

8 (中國η方言占地域文化但)}，日本文部省平成5-7年度科學研究費總合研究個卜

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2 分冊. 1995年 3 月出版。

9 如桂林方言中，以手握物稱「把Jo 繡像版中就有「手把雨傘遮太陽J、「就把寶

劍耍斬他j 等歌詞。

10 巴知的桂林方言報告只有以下三種:

1954 <桂林話>.易熙吾， {語文知識}， 1954年 9 期

1964 <桂林語音>，楊煥典， {中國語文} 1964年 6 期

1982 <桂林方言詞匯>.楊煥典， {方言))， 1982年 2 期

11 見〈台灣風俗誌》第二章「台灣的雜念J，第 4 節。 1921年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12 見〈孟姜女故事研究>-(=::)研究的結論，載《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p. 66 .......,p. 73. 

13 明清的閩南語劇本，參閱吳守體校理的《明清閩南戲曲四種》、《嘉鏡記戲文研

究》、《金花女﹒蘇六娘}，廣東人民出版社《明本潮州戲文五種》等。

14 所謂閩南語虛詞很難界定，鄭良偉1985 <台語容易混亂的常用虛詞〉中定義為:

指名詞、動詞、形容詞以外的詞類。這個定義法把數詞、量詞、副詞、代詞等都

當作虛詞，未免範圍太廣。本文僅界定以連詞、介詞、助詞、語氣詞、感嘆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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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聲詞等為主。

15 如上海點石齋的《台省民主歌}，嘉義玉珍漢書部的《最新中部地震歌〉、《金快

運洞記新歌》、《最新流行萬項事業歌》嘉義提發漢書部的《自動車相褒歌》、《現

代文明維新世界歌》等。

泊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在20年代也曾引起台灣文化界的熱烈響應。當時留學大陸的

台灣人，受到中國白話文運動風潮的影響，紛紛呼籲書寫白話文。

17 在福建是因為書商逃避日軍統治而疏散;在台灣則是1937年起，所有的漢文書籍

被禁丘刊行。參閱王順隆1993 <談台閩「歌仔般」的出版概況〉。

正主要參考書目】

口 1924 {歌謠週刊}，北京大學，孟姜女專號
口 1935 <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錄說明)，顧頡剛， <益世報﹒讀書周刊}8期

口 1954 <桂林話)，易熙吾， {語文知識} 195是年 9期

口 1955 <孟姜女萬里尋夫集}，路工編，上海出版公司

口 1964 <桂林語音)，楊煥典， <中國語文} 1964年 6 期

口 1982 <桂林方言詞匯)，楊換典， {方言}， 1982年 2期

已 1984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顧韻剛緝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口 1985 {孟姜女研究}，楊振良，台灣學生書局
口 1985 <臺語容易混亂的常用虛詞)，鄭良偉， {台灣風物} 35卷 3 期

口 1985 {明本潮州戲丈五種}，廣東人民出版社

已 1993 <談台開「歌仔珊」的出版概況)，王順隆，載《台灣風物} 43卷 3 期。

口 1993 <牛津大學所聽有關台灣的七首歌謠)，張秀蓉，載《台灣風物} 43卷 3 期。

口 1994 <閩台「歌仔冊」書目﹒曲蚣，王順隆，載《台灣文獻} 45卷 3 期o

口 1995 {中國。方言之地域文化(前}，平田昌司等，日本文部省平成 5-7年度科學

研究費總合研究(A)一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2分冊

口 1996 <r歌仔甜」書目補遺)，王順隆，載《台灣文獻} 47卷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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