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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中国说唱文学研究述略

苗 怀 明
(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日本公私藏书机构有很丰富的中国通俗文学文献收藏，这既与历史上日本学界对中国通

俗文学文献的重视有关，也是上个世纪上半期日本汉学家到中国着意搜求的结果。日本学者还编制了

一些中国说唱文学方面的专题目录。在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狩野直喜、泽田瑞穗、波多野太郎

等汉学家做出了较大贡献。在敦煌说唱文学文献的研究方面，日本学界也取得了多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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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宗教资料》1984 年第 3 期。

说到海外各地区对中国说唱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日本无疑是一个重镇，其公私藏书机构

有十分丰富的文献收藏，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颇为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

一

先说日本中国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与著录。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各界人士一

直重视中国典籍的收藏。与中国本土不同的是，除经史等典籍外，日本对中国通俗文学的收藏也颇为重

视，无论是小说、戏曲还是说唱文学，都有颇为丰富的收藏。加之日本历史上战乱较少，因而这些文献大

多得到较好的保存，许多在中国本土已经佚失的典籍，往往能在日本找到。
晚清至民国间，中日交流增多，日本学人纷纷到中国访学、访书，其中一些如长泽规矩也、泽田瑞穗、

滨一卫、仓石武四郎、波多野太郎等对中国通俗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得风气之先，有意在北京等地

广为搜罗，其藏品无论是在珍稀程度上还是数量上，都可以与中国藏家相媲美。这就使日本所藏说唱文

学文献更为丰富。此外，日本政府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立东亚研究所，搜集包括宝卷在内的中国民

间信仰资料。这些丰富的收藏为日本学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以下根据相关资料进行简要

介绍。
在日本，有多家藏书机构藏有中国说唱文学文献，其中主要有如下一些:

日本国会图书馆。该馆系日本国家图书馆，也是日本藏书最多的公共图书馆，收藏中国典籍甚为丰

富，其中有不少为说唱文学，比如仅宝卷就藏有 44 种，这些宝卷系日本侵华期间东亚研究所上海分所在

江浙一带搜集的①。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该所为日本著名学术研究机构，也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镇，所藏汉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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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30 多万册，其中有不少为说唱文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在集部词曲类南北曲之

属著录了宝卷、弹词、鼓词、杂曲等多种说唱文学书籍，其中仅宝卷就藏有 110 多种。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该所是一家以研究亚非各国语言文化、社会历史著称的学

术机构，藏有较为丰富的说唱文学文献，特别是歌仔册。该所所藏歌仔册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为从外面

购入，二为王育德的旧藏。王育德为台湾学人，藏有歌仔册 145 种。王氏去世后其藏书归东京外国语大

学。王氏在其《歌仔册话》一文中曾介绍过自己在此方面的收藏。［1］

此外筑波大学( 其前身为东京教育大学) 东洋史研究室藏有 23 种宝卷。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天理

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等也有较丰富的说唱文学书籍。［2 － 4］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中国说唱文学文献有不少来自私人特别是汉学家们的收藏。前文已说过，明治

维新之后，日本一些汉学家受时代学术新思潮的影响，将目光转向中国通俗文学，如长泽规矩也、泽田瑞

穗、滨一卫、仓石武四郎、波多野太郎等，成为日本第一代致力于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汉学家。因研究之

需，他们都曾到中国进行过访学和访书，购藏了大量包括说唱文学在内的中国通俗文学文献。利用这些

丰富的文献，他们对中国说唱文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些汉学家去世后，所藏书籍大都出让或

捐赠给公共藏书机构，得到妥善的保存。以下简要介绍这些汉学家们的说唱文学收藏及藏品编目情况。
长泽规矩也对版本、目录之学有着精深的研究，著有《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明清俗语辞书

集成》等。他对中国通俗文学同样怀有浓厚的兴趣，曾多次到中国，购藏大量中国旧籍，其中不乏珍本

秘籍①。在长泽规矩也的藏书中，通俗文学占有很大的比重，仅小说、戏曲就有约 550 部，3000 册。就说

唱文学而言，也是相当丰富的，涉及鼓词、子弟书等多种样式。长泽规矩也后将其藏书转让给东京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该所为此专门设立双红堂文库。

①有关长泽规矩也在中国访书的情况，参见其《收书遍历》、《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中国民国书林一瞥补正》等文以

及黄仕忠《长泽规矩也中国访书考记》( 2010 年 3 月 16、18 日《南方都市报》) 、钱婉约《长泽规矩也中国访书述略》( 《山

东图书馆学刊》2011 年第 2 期) 两文的介绍。
②http: / /hong． ioc． u － tokyo． ac． jp /aboutdb_chinese． html
③有关仓石武四郎在中国留学访学、访书的情况，参见其《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一书，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曾为双红堂文库长泽规矩也旧藏编目，成《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61 年刊行) 。该目经长泽规矩也本人手订，说唱文

学主要收在集部词曲类中。后黄仕忠为双红堂文库所藏唱本编目，相继编有《双红堂文库藏清末四川

“唱本”目录》［5］、《双红堂文库藏清末民初北京木刻、石印本“唱本”目录》［6］、《双红堂文库藏民初北京

排印本唱本目录》［7］等专目，其中《双红堂文库藏清末民初北京木刻、石印本“唱本”目录》著录清末民初

北京地区所刊鼓词、杂曲等唱本 196 种，《双红堂文库藏民初北京排印本唱本目录》著录二十世纪二十

年代北京地区所刊印的戏曲、曲艺唱本 652 种，由此可见长泽规矩也所藏说唱文学文献的情况。
近年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将双红堂文库长泽规矩也旧藏全部数字化，建有东京大学东洋文

化研究所所藏双红堂文库全文影像资料库②，以照相版的形式在网上刊布，读者可以使用四部分类、书
名笔画、索书号三种方式查阅、下载，十分方便。

2013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

本曲本汇刊》，将长泽规矩也所藏稀见曲本刊出，该书由黄仕忠、( 日) 大木康编，收录 172 部书，852 种

曲。
仓石武四郎在中国文学、经学、语言学等领域皆有着不俗的造诣，著有《中国文学史》、《目录学》等。

他曾于 1928 年至 1930 年间到中国留学，一方面访学，结交中国学人，一方面大量购藏各类书籍③。其藏

书以经学为主，也有不少是说唱文学方面的。仓石武四郎去世后，其藏书捐赠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

所，该所专门设立仓石文库。
对仓石武四郎的藏书，日本学者尾上兼英编有《仓石文库汉籍分类目录集部稿》( 1980 年) ，但存在

颇多疏误。后黄仕忠编有《仓石文库戏曲曲艺书目》，著录仓石武四郎所藏戏曲、曲艺方面的书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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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弹词、鼓词、子弟书、杂曲等多种艺术样式［8］。
泽田瑞穗主要研究中国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著有《宝卷研究》、《中国庶民文艺》等。他曾于二十

世纪四十年代到中国搜罗这一方面的文献，所得甚富。泽田瑞穗去世后，其藏书归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该馆设立风陵文库，收藏泽田瑞穗旧藏 1370 种，其中大多为戏曲与说唱文学方面的书籍。
泽田瑞穗曾撰有《大鼓书私藏录》一文，介绍其所收藏的 172 种大鼓书，共 280 个版本，后附快书 6

种［9］。英国汉学家龙彼得亦编有《泽田瑞穗所藏广州唱本简目》。对其藏书，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有

《风陵文库目录》(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1999 年刊行) 。该馆还于近年将泽田瑞穗的藏书进行数字化处

理，建立中国民间信仰与庶民文艺影像资料库①，以照相版的形式在网上公开，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查询、
下载。

滨一卫主要致力于中国戏曲研究，著有《北平的中国戏》、《浅谈中国戏剧》等。他曾于 1934 年至 1936
年间到中国留学，得以在北京等地搜罗中国书籍，其中以戏曲居多，也有不少有关说唱文学者。滨一卫的

藏书后归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该馆为其设立滨一卫文库，在这些藏书中，有戏单、唱片、简报、戏剧期刊

等，还有 1053 册光绪至民国间中国各地刊行的唱本，其中有不少为鼓词、子弟书等说唱文学作品②。
滨一卫的藏书落石清编有《滨文库( 中国戏剧关系资料) 目录》( 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教养部分馆 1987

年刊行) 。后中里见敬、山根泰志、戚世隽编有《滨文库所藏唱本目录稿》，专门著录有关唱本的部分。［10］

波多野太郎对中国语言、通俗文学皆有精深的研究，著有《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中国文

学史研究: 小说戏曲论考》等。他曾多次到中国考察，与中国学界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购藏有

很多中国书籍，其中多为有关说唱文学者。与其他日本汉学家不同的是，他对中国南方的说唱文学如木

鱼书、歌册等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其藏品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其藏书后归筑波大学、日本国学院

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机构。
波多野太郎撰有多篇文章，介绍自己在说唱文学方面的收藏，如《道情弹词木鱼书》一文收录其

1969 年在香港等地所购得的说唱文学作品，包括木鱼书 53 种、南音 17 种、龙舟 15 种，著录内容包括作

品名、卷数、册数、版本、故事内容等［11］; 《木鱼与南音———中国民间音乐文学研究》承《道情弹词木鱼

书》一文而写，披露其 1973 年在香港、澳门购得的南音 37 种、木鱼书 42 种［12］;《新得中国小说戏曲语学

书目提要》一文除小说、戏曲外，还介绍了台湾地区刊印的歌仔册 27 种［13］。此外，他还曾为自己所藏的

歌仔册编制目录，共收录 73 种，109 目。
此外，大渊慧真、吉冈义丰、仓田淳之助、大渊忍尔、高仓正三等也曾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到中国搜

集民间文艺、民间信仰文献，有较为丰富的说唱文学方面的收藏。其中《吴语研究书目解说》收录仓田

淳之助所藏宝卷 41 种。［14］

对日本公私藏书机构收藏中国说唱文学文献情况，尚有稻叶明子《日本各地所藏木鱼书目录》、冯
佐哲《日本有关宝卷的研究和庋藏》( 《清史研究通讯》1984 年第 4 期) 等文，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此外日本学者还到中国等地寻访，编制了一些中国说唱文学方面的专题目录，其中有如下一些:

《木鱼书目录: 广东说唱文学研究》，稻叶明子、金文京、渡边浩司编，日本东京好文出版社 1995 年

版。该书由研究篇和目录篇两部分组成，其中目录篇根据世界各地 38 家公私藏书机构的收藏，著录了

1994 年前所知见的木鱼书作品 440 种，版本 3874 个，涉及 111 家书坊。对所收作品，介绍作品名、书坊、
作者、册数、收藏地点及文献特征等基本情况。后有《拼音索引》。研究篇则收录金文京《有关木鱼书的

几个问题》、稻叶明子《木鱼书版本流传》、渡边浩司《木鱼书药屋的广告》三篇相关论文。这是一部收录

较为完备的木鱼书专题目录③。

①http: / /www． wul． waseda． ac． jp /kotenseki / furyobunko / index． html
②有关滨一卫的藏书情况，参见中里见敬《日本九州大学滨一卫文库所藏戏剧资料简介》，第八届中国古代小说、戏

曲文献暨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 年 8 月) 。另参见康保成《“滨文库”读曲札记》( 三则) ，《艺术百家》1999
年第 1 期。

③李福清根据自己在英国、荷兰及德国等地访书所得，在《新发现的广东俗曲书目———以明版〈花笺记〉为中心》
( 《汉学研究》第 17 卷第 1 期，1999 年) 一文中补充了几十种该书失收的木鱼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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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研究目录( 稿) 》，上田望、大冢秀高编。该目根据各种潮州歌册目录汇编而成，共收录各

地珍藏的潮州歌册 160 多种，其中有些作品还有不同的版本。［15］

《馆藏影印潮州歌册目录———广东女子与歌曲本》，稻叶明子编。该书收录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

所藏潮州歌册 174 种，对所收作品，介绍作品名、版本、卷数、册数、卷首题署、被谭正璧《木鱼歌潮州歌

叙录》、《潮汕文献书目》著录及编号情况。后附索引，按照作品名首字拼音顺序编排。［4］

《上海图书馆所藏弹词目录》，轮田直子编。该目分善本弹词和一般弹词两部分，其中善本弹词 8
种，一般弹词 109 种，共收录上海图书馆所藏弹词作品 127 种，其中一些作品有多个版本。对所收作品

介绍其名称、作者、卷数、版本及索书号等。［16］

专题目录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书目也收录部分说唱文学作品，如《吴语研究书目解说》，该目收录

与吴语相关的著述，全目分戏曲、小说、弹词、宝卷、歌谣俗曲、俗谚·谜语、语汇、研究、教科书、参考书、
杂类、方言译圣书类等类，其中弹词部分收录作品近 50 部，版本 75 个，宝卷部分收录作品 41 部。

除了文献目录，日本学者还编制了一些说唱文学方面的索引，如饭田吉郎的《董西厢语汇引得》
( 1951 年自刊本) 、宫田一郎的《苏州弾词〈三笑〉方言语汇索引》( 《北陆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第 2 期，

1993 年、《北陆大学纪要》第 18 号，1994 年) 等。

二

再说日本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从时间上来说，日本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较之中国学界起步要早。明治维新之后，一些汉学

家如狩野直喜、仓石武四郎、青木正儿等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得风气之先，开始对以说唱文学为代

表的中国通俗文学进行探讨，成为日本从事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他们的研究代表着日本

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为日本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中国本土的说唱文

学研究产生了良性的影响，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代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日本学人大多涉足过说唱文学研究，他们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

究给予高度重视。狩野直喜是日本敦煌说唱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对中日两国学界皆有较大影响。此外

他还从俄罗斯拍摄《刘知远诸宫调》照片。后青木正儿依据这些照片，对《刘知远诸宫调》进行深入探

讨，写成《刘知远诸宫调考》一文，确认该书属于诸宫调作品①。仓石武四郎曾进行过《天宝遗事诸宫

调》的辑佚，其成果没有公开刊布，青木正儿借阅后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一书中进行介绍。［17］47

相比之下，稍后的泽田瑞穗、波多野太郎二人在中国说唱文学方面用力更勤，他们以此主要研究方

向，长期专注于此，因而所取得的成果也更多，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色。两人的研究都是依托个人的

丰富收藏进行的，偏重文献资料的梳理与研究。
泽田瑞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宝卷上，在此方面有两部重要著作:

一是《校注破邪详辩》，道教刊行会 1972 年刊行。该书对清代黄育楩所著《破邪详辩》、《续刻破邪

详辩》、《又续破邪详辩》、《三续破邪详辩》进行断句、标点及校注。全书采用光绪九年荆州将军署重刻

本为底本，所缺“又续”以下两卷则以李世瑜所寄手抄校订本为据。对于正文明显错误，加以订正。对

于书中著录的宝卷，注明存佚情况。为便于读者检索，校注者还编有索引。书后附收《龙华经研究》、
《〈众喜宝卷〉所见明清教门史料》、《清代教案所见经卷名目考》三篇相关文章。

①青木正儿《刘知远诸宫调考》，《支那学》第 6 卷第 2 号( 1932 年) 。中译文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6 卷第 4 期

( 1932 年) ，又载《大陆杂志》第 1 卷第 3 期( 1932 年) 。
②车锡伦、佟金铭以《宝卷的系统和变迁》为题，摘译该书宝卷序说部分的第二、三章，载《曲艺论坛》第 3 期( 1997

年) 。

二是《宝卷研究》，国书刊行会 1963 年版。后进行增补，以《增补宝卷研究》为名于 1975 年出版②。
该书内容包括宝卷序说、宝卷提要和宝卷丛考三部分，其中宝卷序说具有总论性质，对宝卷的名称、系
统、变迁、类别、结构、词章、宗教性、题材、文学性及刊印、宣卷等进行介绍。宝卷提要部分收录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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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仓田淳之助等公私所藏 208 种宝卷，对所收宝卷，介绍其题名、版本、故事

梗概、品目等内容。有些作品后还有作者所写的备考。宝卷丛考收录七篇相关文章，书后附《宝卷研究

文献目录》及索引。《宝卷研究文献目录》分著录·提要、翻印、通论、专题及宗教史关系五部分，收录作

者当时所能见到的宝卷研究文献资料。
在《地狱变: 中国冥界说》( 法藏馆 1968 年刊行，平河出版社 1991 年再版) 、《佛教与中国文学》( 国

书刊行会 1975 年版) 、《中国民间信仰》( 新荣堂 1982 年刊行) 、《宋明清小说丛考》( 研文出版社 1982 年

版) 、《中国庶民文艺》( 东方书店 1986 年版) 、《中国的传承与说话》( 研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等书中，泽

田瑞穗或探讨说唱文学，或利用说唱文学文献探讨中国通俗文学及民间信仰等问题。
波多野太郎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子弟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此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子弟书研究: 影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附解题识语校释》①。该文包括解题、识语、校释、影
印四个部分。其中解题部分对子弟书及满汉兼《螃蟹段儿》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后附《子弟书精要书

目》，收录与子弟书相关的著述; 识语部分为波多野太郎校勘《螃蟹段儿》的结果，他将自己所藏抄本与

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并出校记。在编排上，分上下两栏，上栏为正文，下栏为校记。识语后有《解题补

遗》; 校释部分系对作品词语的注释。
后波多野太郎得见天理图书馆所藏文萃堂刻本，并将其与个人所藏抄本进行校勘，依据校勘结果对

《子弟书研究》进行修订，成《子弟书研究续: 影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附识语校释再补提要补遗》
( 《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 42 号，1968 年 3 月) 、《子弟书研究: 螃蟹段儿校释三补提要再补》
( 1968 年油印本) 两文②。其中《子弟书研究续: 影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附识语校释再补提要补遗》
一文包括识语校释凡例、识语、校释再补、提要补遗、第一卷原文识语校正、第一卷校释正误、天理图书馆

藏文萃堂刊螃蟹段儿影印本、金九经的吃螃蟹等部分，识语和校释以天理图书馆所藏文萃堂刊本为底

本，以个人所藏抄本、晋马进抄本为校本。
二是《满汉合壁子弟书寻夫曲校正》，《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中国文学第四篇( 1973 年) 。该书对满

汉合璧子弟书作品《寻夫曲》进行整理，其底本为德国学者嵇穆所藏。
三是《子弟书集》。波多野太郎编印该书的目的在“改写文学史，显彰无名作家以慰幽魂也”［18］。

该书分两辑，其中第一辑根据日本学人长田夏树、泽田瑞穗、长泽规矩也、仓石武四郎及编者本人所藏，

选收《吊绵山》、《查关》、《藏舟》等子弟书作品 53 种。全书采取影印方式，对收录作品，写有提要和校

记，其中提要介绍作品名称、回数、作者、版本、藏者等基本情况。校记为《藏舟》、《忆真妃》等六篇作品

的校记③。第二辑为《子弟书〈滚楼〉提要附〈忆真妃〉》［19］。
第二个方面是对中国南方说唱文学的研究。
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道情弹词木鱼书》( 《横滨市立大学论丛》第 21 卷第 2、3 号合刊、第 22 卷第 1

号、第 2、3 号合刊，1970、1971 年) 、《木鱼与南音: 中国民间音乐文学研究》( 《横滨市立大学论丛》第 28
卷 2、3 号合刊，1977 年) ④、《华南民间音乐文学研究附粤讴》( 《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中国文学第八篇，

1977 年) 、《客途秋恨校注》( 载《中国语文资料汇刊》，东京不二出版社 1995 年版) 等。

①波多野太郎《子弟书研究: 影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附解题识语校释》，《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 38 号

( 1967 年 3 月) 。另参见波多野太郎《子弟书兼满汉段儿解题: 钞本螃蟹段儿附识语》，《东方学》第 32 期( 1966 年 6 月) 。
②后波多野太郎将上述文章结集，以《螃蟹段儿研究》为名在台湾出版单行本，东方文化供应社 1970 年版。
③波多野太郎《子弟书集》第一辑，《横浜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六篇、中国文学第六号( 1975 年) 。后《国立北

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将该书有关《红楼梦》的作品抽出，另成一书，名《红楼梦弟子书》( 当为子弟书———笔者

注) ，台湾东方文化书局 1977 年版。该书收录有关《红楼梦》子弟书 12 种，16 个版本，书后有《黛玉悲秋》、《露泪缘》两

种作品的校记。
④该文有谭正璧、谭篪中译本，题名为《论木鱼、南音及粤讴》，载《曲艺艺术论丛》第一辑，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1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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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野太郎曾于 1969 年 5 月、1973 年两次到香港、澳门地区寻访，搜集了不少珍贵的中国南方说

唱文学文献，这些文章即是依据这些文献写成的，并附有相关作品的目录。
除了上面重点介绍的两位学人，其他研究者在说唱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工

作。
在作品的整理方面，以宝卷最受重视，相关成果也最多，其中主要有如下一些:

吉冈义丰所藏宝卷的整理与刊布。吉冈义丰的主要研究为中国道教，他致力道教文献的搜集与整

理，藏有宝卷多种。在他整理刊行的宗教文献中，有不少属于宝卷，如《太上宗科仪》( 《宗教文化》第六

辑，大正大学宗教文化研究室 1946 年刊行) 、《弥勒地藏十王宝卷》( 《中国宗教思想史谈会报》第 2 号，

1968 年 12 月) 、乾隆版《香山宝卷》( 《道教研究》第四册，边境社 1971 年版) 、同治版《香山宝卷》( 《中

国宗教思想史谈会报》第 3 号，1971 年 4 月) 等。其中《弥勒地藏十王宝卷》以光绪十一年刊本为底本整

理，采取油印方式刊行，后有吉冈义丰所写《解说》; 乾隆版《香山宝卷》采用影印方式刊行，前有吉冈义

丰所写《乾隆版〈香山宝卷〉解说》; 同治版《香山宝卷》以同治年间刊本为底本，采取油印的方式刊行，

在书后吉冈义丰所写《解说》中，将同治刊本与乾隆刊本详细比勘，列出《异同对照表》。
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说唱文学研究班整理刊行的系列宝卷作品。该研究班整理刊行的宝

卷皆为泽田瑞穗的旧藏，目前已刊行《乌金宝卷》( 2003 年刊行) 、《梅花戒宝卷》( 2004 年刊行) 、《抢生

死牌宝卷》( 2005 年刊行) 三种。各书有统一的体例，包括凡例、解题、故事梗概、作品整理及相关研究文

章，其中对作品的整理包括三个部分，即作品的影印、整理与注释，采取逐页影印、整理对照的方式编排。
《清初刊教派系宝卷二种原典与解题》，矶步彰编，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2010 年刊行。该

书以影印方式收录《普覆周流五十三参宝卷》和《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
此外尚有上田望等校注的《双英宝卷校注影印》( 《绍兴宝卷研究》之二附录，2009 年刊行) 、上田望

所编的《苏州大学图书馆蔵宝卷六种》( 金泽大学人间社会研究域 2012 年刊行) 等。
宝卷之外，其他说唱文学的整理本有如下一些:

《校注刘知远诸宫调》，内田道夫校注( 《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 14 号，1963 年) 。该整理本

以 1958 年文物出版社影印本《刘知远诸宫调》为底本，参照原书照片及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并出校记。
对一些人名、地名、职官名进行注释。后附《校注刘知远诸宫调注释语汇索引》［20］。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研究》，赤松纪彦、井上泰山、金文京、小松谦、高桥繁树、高桥文治著，汲古

书院 1998 年版。该书由解说、本文、曲谱、语汇索引等部分组成，其中文本篇包括原文的整理、注释、翻
译等内容，整理以明代张羽刻本为底本进行。

其他尚有山口建治、冰上正的《弹词义妖传校注试稿》( 《人文研究》第 106、110 号，1990 年、1991
年) 、上田望等校注的《双英宝卷校注影印》( 《绍兴宝卷研究》之二附录，2009 年刊行) 、上田望所编的

《苏州大学图书馆藏弹词珍珠塔》( 金泽大学人间社会研究域 2011 年刊行) 、《苏州大学图书馆蔵宝卷六

种》( 金泽大学人间社会研究域 2012 年刊行) 、黑田谱美所编的《苏州大学图书馆藏弹词玉蜻蜒》( 金泽

大学人间社会研究域 2012 年刊行) 等。
在文献研究方面，相关著述有仓田淳之助的《弹词考》( 《东方学报》第 21 期，1952 年 3 月) 等。值

得注意的还有《花关索传研究》一书，井上泰山、大木康、金文京、氷上正、古屋昭弘著，汲古书院 1989 年

版。该书对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花关索传》( 包括前集、后集、续集和别集) 进行集中研究，全书分解说

篇、校注篇、资料篇、影印篇、附论和索引篇六个部分。其中解说篇对《花关索传》的体裁、内容与《三国

演义》、民间传承的关系、文学史的意义及其发现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校注篇对花关索传系列作

品进行校注，内容包括对文字的校勘与注释; 资料篇分关索的绰号、西南地方与关索、关索的故事和关索

研究文献目录四个部分，收录有关关索的各种资料; 影印篇将花关索传系列作品予以影印刊布; 附论为

《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与明代方言》; 索引篇主要收录《花关索传》系列作品的词汇、俗语等，按照首字的汉

语拼音音序排列，后附《〈花关索传〉登场人物呼称一览表》。该书由五位对中国说唱文学素有研究的学

者合作完成，融《花关索传》的文献整理、研究于一体，既体现了日本学人的治学特点，也反映了他们的

治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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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除了利用公私藏书机构进行说唱文学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日本学者还非

常注重实地考察，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获取重要文献。早期的日本汉学家大都去过中国，以购买书籍的

方式获得文献，也有进行田野调查的，如波多野太郎为研究中国南方的说唱文学，曾多次实地考察，得到

不少第一手资料，其研究在当时具有开创意义。
其后研究说唱文学的汉学家们也大多去过中国，相比之下，他们更为重视亲临实地的田野调查，取

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井口淳子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说唱的书、文本、表演》一书即是在

对河北乐亭大鼓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先是于 1988 年至 1995 年间，到河北乐亭进行五

次历时三个月的调查，又于 1993 年至 1994 年间在北京进行了 9 个月以访查文献资料为主的调查，搜集

到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该书有中译本，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三

最后再说说日本在敦煌说唱文学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
日本汉学家对敦煌说唱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一研究是从狩野直喜这一代

学人开始的。1910 年，他受京都帝国大学委派，与内藤湖南等人一起到中国考察敦煌文献。1912 年秋

至 1913 年春，他又远赴欧洲，到英、法、俄等国调查敦煌文献，颇有收获。在调查过程中，他注意到其中

的通俗文学:“还有很多演义类的断片、有关宋杂剧起源方面的断片( 时代是五代或宋代) 。”①他还抄录

了其中的一部分包括唐写本残小说、季布歌等。
1916 年，狩野直喜发表《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利用其在英国、法国寻访敦煌文献所得，

对中国古代早期俗文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在唐末五代，早已有了俗文学底萌芽”②。就时间而

言，狩野直喜对敦煌通俗文学的研究要早于王国维，王氏发表于 1920 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

俗小说》一文通常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敦煌通俗文学的发端。有位学人对狩野直喜曾有这样的评价:“时

敦煌遗书发见不久，存于伦敦、巴黎者，国人尚未寓目。以我东亚人之最初阅览者，恐以狩野博士为最

早; 而博士以一经学家而能注意此种俗文学资料，且抄归不自珍秘，以示国人，尤为难得之至。吾人今日

所见之《云谣集杂曲子》、《季布歌》、《孝子董永传》、《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等，皆狩野博士介绍

于吾国者也。”③在《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狩野直喜还首次提出并使用“俗文学”这一词

语，后来这一词语被中国学术广泛采用。

①狩野直喜 1913 年 1 月 22 日信函，原载《艺文》第 4 卷第 4 号( 1913 年 1 月) 。此处引自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与

敦煌古书》，载其《敦煌学五十年》第 79 页，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②狩野直喜《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原载《艺文》第 7 年第 1 － 3 号( 1916 年) 。中译本载汪馥泉译《中国文学

研究译丛》，北新书局 1930 年版。
③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中央亚细亚》1 卷 2 期( 1941 年 10 月) 。有关狩野直喜研究中国通俗文

学的情况，参见严绍璗《狩野直喜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学林漫录》第七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④金冈照光《敦煌出土汉文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1971 年刊行，中译文由李宁平、孙亚英译，载《社会科学》

1983 年第 4、5 期。

在狩野直喜等人的提倡和示范下，敦煌说唱文学研究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如青木正儿的《关于敦煌遗书“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 《支那学》第

4 卷，1927 年 10 月) 、仓石武四郎的《写在“目连变文”介绍之后》等。
在目录、索引的编制方面，金冈照光编有专题目录《敦煌出土汉文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该

目分目录、解说两个部分，其中目录部分分讲唱、散文、韵文三类，每类下又有子类，其中讲唱类分讲经文

和变文两小类，散文分俗文、对话体和小说三小类，韵文则分长歌、短篇歌咏、押座文、赞文佛曲、曲子词、
定格联章、通俗诗、杂诗赋、诗文等九小类。对所收文献，分编号、名称、首尾存欠、行数、年代、题记、内容

提要、可与缀合文书、正背面所抄其他文书等项进行介绍④。此外金冈照光还编有《敦煌文献目录》
( 《东洋学研究》第 25 号，1990 年刊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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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著述尚有吉冈义丰所编的《敦煌文献分类目录》( 东洋文库 1969 年版) 、中田笃郎所编的《北京

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日本京都朋友书店 1989 年版) 、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所编的《吐

鲁番·敦煌出土汉文文书研究文献目录》( 东京东洋文库 1990 年版) 等。
在作品的校勘整理方面，有金文京的《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校注》( 《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

所纪要》第 24 期，1992 年) 、柿市里子、涉谷誉一郎、遊佐昇的《敦煌出土〈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校勘

译注》( 《东洋学研究》第 31、33、34 期，1994、1996、1997 年) 等。文献研究方面则有阎崇璩编著的《敦煌

变文词语汇释》( 大东文化大学中国语大辞典编纂室 1983 刊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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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讯 ·

本刊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在 2014 年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社科期刊评优活动”中，本刊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

社科期刊”。
此次评优活动是经教育部社科司批准，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组织，旨在展

示近四年来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所取得的成绩。在各省学报研究会初评推荐的基础上，采

取统一评分、专家讨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经过严格评审，共评出全国高校优秀社

科期刊 255 家。我校领导重视学报工作，编辑部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发论文具有较高

的学术水平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在这次评优活动中我校社科学报多项指标统计居于同类

期刊前列，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同时，在 2014 年陕西省学报研究会评优活动中，本刊被评为“陕西省高校优秀社科期

刊”，“汉水流域文化研究”栏目荣获“陕西省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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