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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小说与潮州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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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说唱文学对话本小说的因革

·肖少宋·

摘 要 潮州歌册中有七种作品直接改编自话本小说，将两者相
比较，可见话本对歌册有着重要影响:一是话本为歌册提供了完整的叙
事结构，二是话本丰富了歌册的人物情感描写技巧;但歌册在细节上也
有所取舍:一是删除一些评论性、解释性的段落，二是在故事的情节上
也有所增删。继承与新变正体现了案头阅读文本与口头说唱文本之间
的关系，也反映出文体性质的不同及受众审美情趣的差异。

关键词 潮州歌册 话本 《今古奇观》 “三言”“二拍”

冯梦龙的“三言”(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和凌濛

初的“二拍”( 《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是明末至清代最著名的

话本小说集，因其既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又蕴含着深厚的时代特色，

出版后即得以迅速传播，对后代的小说、戏曲等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据程国赋先生统计，“三言”、“二拍”的清代选本达 14 种之多，而

改编方面，共有 86 篇小说在后世被改编，占全部小说的 43%，共出现

126 篇改编作品，其中杂剧 32 篇，传奇 76 篇，两者共 108 篇，占改编作

品总数的 85． 7%。还有一些与“三言”、“二拍”题材相关，但尚未能确

定的作品没有统计在内①。而且，程著的统计尚不包括木鱼书、潮州歌

册等说唱文学。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从清代开始在潮汕地区广泛流传的

说唱文学潮州歌册对话本小说的改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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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话本同题材的潮州歌册

潮州歌册改编的话本皆来自“三言”、“二拍”，更明确地说是来自

“三言”、“二拍”的选本《今古奇观》。目前所知，与话本小说同题材的

歌册共十种，其题材来源关系如下:

潮州歌册 话本小说 所载话本集

双生贵子 刘元普双生贵子
《拍案惊奇》卷二十( 题目作: 李克让竟达空

函，刘元普双生贵子) 、《今古奇观》卷十八

竹箭误 女秀才移花接木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 题目作: 同窗友认假

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今古奇观》卷十八

行乐图 滕大尹鬼断家私 《喻世明言》卷十、《今古奇观》卷三

再合鸳鸯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喻世明言》卷十七、《今古奇观》卷三十四

珍珠衫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喻世明言》卷一、《今古奇观》卷二十三

卖油郎 卖油郎独占花魁 《醒世恒言》卷三、《今古奇观》卷七

三合奇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醒世恒言》卷八、《今古奇观》卷二十八

白扇记 张廷秀逃生救父 《醒世恒言》卷二十

琼花图 隋炀帝逸游召谴 《醒世恒言》卷十四

玉沙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 《醒世恒言》卷十五

在以上十种歌册中，《白扇记》、《琼花图》、《玉沙 》三种应非直

接改编自话本。话本《张廷秀逃生救父》与歌册《白扇记》( 仅存前三

卷) 的区别很大，如张权与王员外的关系及相遇的地点皆不相同，话本

有王员外赠银、张权开布店情节，歌册却无; 歌册有张权被陷害后其妻

被发卖情节，话本却无，等等。鼓词有《玉杯记》、《回杯记》也叙此故

事，不知歌册是否从鼓词改编，待考。话本《隋炀帝逸游召谴》叙隋炀

帝杀父夺位，荒淫无度，最后被部将所杀的故事，但歌册《琼花图》尚有

大量篇幅叙及李渊建唐前后故事，与《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相关情

节相似，应是据章回小说改编。话本《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叙明代宣德

年间监生赫大卿游尼姑庵事，故事与歌册《玉沙 》近似，但时间、地

点、人物则各不相同，与歌册《玉沙 》同题材的作品尚有弹词《玉蜻

蜓》、宝卷《玉蜻蜓》，歌册似据弹词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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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七种歌册从内容与结构来看，皆改编自话本小说，而且这七篇

话本皆来自于“三言”、“二拍”，这与“三言”、“二拍”在话本小说史上

的地位有关。“三言”、“二拍”由宋元话本、明代话本以及编纂者个人

所创作的拟话本组成，冯梦龙、凌濛初在编纂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

改、润色，现存具有代表性、影响力的话本小说多集中于此二书。另外，

歌册所改编的七种话本，皆同时收录于《今古奇观》，从上面十篇作品

的情况来看，歌册应是据《今古奇观》所选话本改编，这种现象与“三

言”、“二拍”的出版与传播有密切关系。
“三言”及《二刻拍案惊奇》的刊印主要集中于明末，而《拍案惊

奇》在清代的刻本比较多，因此清代所列焚毁小说书目，只提到《拍案

惊奇》及“三言”、“二拍”的选本《今古奇观》，而未提及“三言”及《二刻

拍案惊奇》。直到 20 世纪初，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仍未见《喻世

明言》和《警世通言》。可见清代“三言”、“二拍”的流传并不广泛，其

原因有二: 一是清朝的禁书政策，从中央至地方对所谓的“淫词小说”
皆严加禁止，“三言”、“二拍”中存在一些色情描写，故被禁止传播; 二

是出现了“三言”、“二拍”的选本《今古奇观》，因其所选篇目大多现实

性较强，且文字经过修饰、润色，故其刊刻后，即迅速流行，取代了“三

言”、“二拍”的地位②。
从“三言”、“二拍”的传播过程来看，潮州歌册据以改编的直接底

本应来自《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原名《古今奇观》，一名《喻世明

言二刻》，为明末拟话本选集，共 40 卷，每卷一回，题抱瓮老人编，皆选

自“三言”、“二拍”。《今古奇观》影响深远，有清一代，几乎取代了“三

言”、“二拍”的地位和影响，这从清代禁书目录中也可见一斑。《今古

奇观》在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 ) 浙江湖州、清代苏州及清同治七年

( 1868) 丁日昌等的查禁书目中，以“淫词小说”之名被抽禁③。抽禁的

具体篇目并无明确记载，但据佛山书坊翻刻本《绣像今古奇观》( 天宝

楼刻本) 一书可略知端倪。该翻刻本在目录末题“奉宪抽禁: 卖油郎独

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唐解元玩世出奇、女秀

才移花接木、王娇鸾百年长恨、赵县君乔送黄柑子、夸妙术丹客提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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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此八篇被抽禁的作品中，有四篇被改编为潮州歌册，可见当时

受民众欢迎的作品面对法令的禁止，也会变换形式继续传播。
从题材内容来看，潮州歌册所选择改编的作品，皆为情爱婚姻和公

案题材。情爱婚姻题材讲述青年男女情爱婚姻的悲欢离合与奇特曲折

的经历，公案题材描述耸人听闻的犯罪事件，着力展现充满离奇色彩的

办案过程，两者皆具有深厚的市井味，一直是通俗小说、传统戏曲、说唱

艺术等各种俗文学体裁最为偏爱的题材类型。
从潮州歌册版本行款来看，《行乐图》、《三合奇》、《双生贵子》、

《再合鸳鸯》四种皆为半页七行，《卖油郎》、《竹箭误》两种为半页八

行，《珍珠衫》为半页十行，绝大多数字距较宽，字体端正，字迹清晰，应

该是早期刻版较为严谨认真的本子。从藏板的落款来看，除《竹箭误》
已被挖空外，《卖油郎》题为“府前街吴家瑞文堂藏板”、《珍珠衫》题为

“潮安城府前街老万利藏板”，其他四种皆题“潮城大街四进士亭脚李

家万利号藏板”，李万利书坊于 1922 年前后从潮城大街迁至府前街，由

此可见，歌册改编话本并刻版印制主要集中在 1920 年代之前。
二、话本小说对潮州歌册的影响

话本小说对潮州歌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 一) 话本小说为潮州歌册提供了完整的叙事框架
潮州歌册的情节展开顺序完全以话本小说为依据，甚至有些文词

直接袭用话本。以《滕大尹鬼断家私》与《行乐图》中的相关片段为例:

话本

①每年十月间，倪太守亲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户人
家，肥鸡美酒，尽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几日。偶然一日，午后
无事，绕庄闲步，观看野景，忽然见一个女子，同着一个白发婆婆，
向溪边石上捣衣。那女子虽然村庄打扮，颇有几分姿色:

②发同漆黑，眼若波明。纤纤十指似栽葱，曲曲双眉如抹黛。
随常布帛，俏身躯赛着绫罗;点景野花，美丰仪不须钗钿。五短身
材偏有趣，二八年纪正当时。

③倪太守老兴勃发，看得呆了。④那女子捣衣已毕，随着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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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而走。那老儿留心观看，只见他走过数家，进一个小小白篱笆门
内去了。倪太守连忙转身，唤管庄的来对他说，⑤如此如此，⑥教
他访那女子跟脚，曾否许人:“若是没有人家时，我要娶他为妾，未
知他肯否?”⑦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领命便去。原来那女子姓
梅，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因幼年父母双亡，在外婆身边居住，年一
十七岁，尚未许人。

⑧管庄的访得的实了，就与那老婆婆说:“我家老爷见你孙女
儿生得齐整，意欲聘为偏房。虽说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
并无人拘管，嫁得成时，丰衣足食，自不须提; 连你老人家年常衣服
茶米，都是我家照顾，临终还得个好断送。只怕你老人家没福。”
( 话本《滕大尹鬼断家私》) ⑤

歌册

①每年在只十月间，倪爷亲自往庄中，去共庄户收租粟，庄户
刣鸡待伊人，肥鸡美酒敬奉伊，太守在庄住数天。偶然一日身无
事，出庄闲行一片时，观看野景望山头，青山叠叠水长流。忽然见
有一女子，同一妈妈年岁高，两鬓头发白如丝，二人在许长江墘，坐
在石中洗衫裤。倪爷见那少女儿，村庄打扮美无双:

②毛与黑漆一般同，面如桃花免染淡，柘榴嘴齿珠唇红，十指尖尖
如姜芽，眼若波明似春星，双眉又如初旬月。身穿粗衣箔人家，富女虽
穿绫罗丝，谁可比及此女儿，五短身材观不厌，二八年纪正当时。

③太守虽然年纪高，看此女子起兴头，不知他是谁家女，跕
〔站〕定看到不开交。不怕人笑不正经，不怕人笑老不仁，不怕人
笑无廉耻，痴痴呆呆不起身。④看到娘子洗衫完，妈孙二人同回
还，倪爷随后兑去看，看伊行到厝仔中，看伊妈孙进入门，倪爷彼时
正回庄，就唤庄丁前来问，老爷欲问尔短长。⑤方才我到长江边，
见一洗衫少女儿，同一白发老头妇，伊返我跟他返员〔圆〕，离此不
远第五家，见他进内我心青。⑥岂知他是谁家女，不知岂有领人
茶，若有配亲言勿持，若未许配人为妻，我欲娶他来继后，他亦不嫌
我老年，聘金加减我愿听。⑦庄丁一言禀老爷，此女详细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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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是秀才梅成名，无男单生此女儿，名字叫做梅月枝，今年亦有十
七岁。父母双亡无依棲，来在外妈个家中，外妈姓周孤身人，妈孙
二人用针指，度日全在用手工，知伊未有配人亲。老爷若欲娶伊
身，待我小人来去说，包管亲事随即成。倪爷听说喜心中，尔共老
爷做媒人，事成自然重赏尔。⑧庄丁阿正从命言，一直就到周家
来，入内呾乞周妈知，是尔老人福分到。周妈听着心疑猜，开言回
答阿正兄，福从何来呾我听。今日年老又无子，只有待死稳心情，
有子有孙会发财，可享老福情可知，只存一个外孙女，问尔好从何
处来。

⑨庄丁赖阿正，言说周妈听，好尔外孙女，花容月貌佳。城内
倪太守，是我田主爹，家资又巨富，为人好心情，奶奶早去世，讨租
到只行，见尔令孙女，一貌无人赢，欲娶去继后。尔若肯相听，嫁伊
做奶奶，岂不是香名，丰衣共足食，连尔好名声，做了外老太，终身
靠倪爷。衣服共钱米，照顾尔免惊，尔亦百年后，送尔上山行，岂不
老福到。尔若将我听，我对老爷说，送聘定亲情。( 潮州歌册《行
乐图》) ⑥

①④⑥部分话本与歌册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基本一致，甚至在用词

方面，歌册也多袭用话本，只是歌册将话本的散文形式转为韵文; ②话

本中描写外貌的骈体文，歌册将其改为整齐的七言韵文，融入整个叙述

过程中; ③话本的描写相对简单很多，歌册的描写更加详细，并且融入

了改编者的感想; ⑤话本在重述前文相关内容时常用“如此如此”等文

词一笔带过，这说明“三言”、“二拍”等话本作品虽保持着某些说书活

动的痕迹，但其编撰已尽量避免简单的重复，比较案头化、规范化和文

人化，歌册则仍然以口头传播为主，为便于听众的接受和理解，常有重

复的内容出现，只是变换一下句式，如用五五句式，或三三四句式等。
⑦叙述者发生了变化，话本以模仿说书人的语气来展开，而歌册则由故

事中人物庄丁来叙述。变换叙述者的方法在歌册中大量运用，此歌册

在描述滕大尹断通奸案时，作案过程话本也以说书人的语气陈述，歌册

则转用作案者成大自述。⑧话本中从“领命便去”就直接过渡到“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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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了”，叙事方式跳跃，这是话本走向案头化的体现，追求简明扼要

的效果，留下空白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串联; 歌册则因以口头为主

要传播方式，注意叙事的完整性、连贯性，故常将话本所省略的过程加

以补充。⑨歌册将话本的散文形式改成“五五句式”，歌册为了突显某

些重要的对话段落，如一些重要的对话、陈述等，常使用改变句式的方

式。从以上比较可见，话本改编为歌册后，情节依然保持话本的展开模

式，但将散文体改为韵文体，在文词方面也有调整。
( 二) 话本小说丰富了歌册人物情感描写技巧
相对于宋元话本将叙事的重点放在故事情节上，明代以“三言”、

“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更注重故事、人物、主题的紧密结合，为突显故

事的人物与主题，明代话本的“场景化描绘更加细腻精致、细节描写大

量增加，注意对人物行动过程的详尽展示和人物心理情感细致入微的

刻画”⑦。歌册撰写者在改编话本小说时，也将这些描写技巧直接移用

过来。如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描写王三巧错认陈商为蒋

兴哥的场面:

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话，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
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发芽，不见些动
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
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后生。……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
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
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喜欢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
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
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着，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
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
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
一半? 欲得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
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
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
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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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场景主要描写王三巧和陈商( 陈大郎) 的外在言行和内在思

想情感的波动，且将描写的重点放在人物内心活动上。歌册在改编时，

以韵文体的形式完全借用了此种写法，甚至有所拓展:

王氏闻言喜心机，送还先生卦金钱，自己上楼心欢喜，信他之
卦心意痴，想君早晚必回身，日日仰望君信音，所为望梅龙〔能〕止
渴，画饼充饥枉费心。一日望过一日间，月尽不见君形田〔藏〕，至
于月初还未返，去开楼窗望官人，意欲望君归返员〔圆〕，望出个祸
大如天。遇一少年风流客……王氏在楼望君身，看见一人面前来，
恰似吾夫个形骸，离远看来无差错，忽然之间到楼前，揭开帘子细
看君，手托香腮笑吧呅。大郎行来到楼下，抬头一望失三云〔魂〕，
吾观楼上美佳人，无非仙女离月宫，看他有意忆着吾，对吾观望眼
传情，住步不行有主张，丢个眼色去看娘。谁知两人俱错认，王氏
误君回家乡，正有揭帘看官人，认着不是面红红，真正羞耻令人笑，
快快关窗话不言。谁知楼下陈大郎，见他放帘闭窗门，不见美人的
容貌，云〔魂〕消魄散心头酸。他定有意在吾身，将眼传情吾知因，
亦无佳音赐吾闻，男女授受不相亲，兀探无聊归返员〔圆〕，回到馆
中费心机。楼中美女颜如玉，吾家妻子难比伊，比伊一半差不多，
这般姿色世间无，况伊有心忆着吾，无门可入是如何。若得谋他来
成双，钱艮〔银〕费尽心亦甘，左思右想无一计，再得此女来仝房。
未知此楼谁人个，美妇谁家之女孩，忽然想有一条计，待吾速速来
安排。有个找珠婆子身，人叫薛婆吾知因，这个珠婆实能干，口如
刈纸大才能，伊身又是本处人，每日卖珠街巷中。值家值处尽知
道，共伊商议只形藏，谅他必然有计施，就只一计来张迟。⑨

在一些篇章中，歌册对人物的思想流动和情感状态的描绘甚至比

话本小说更加细腻、深入。如《滕大尹鬼断家私》中述至倪太守往庄园

收租时，看中一梅姓女子，欲纳其为妾，即派管庄园的至其家中说合，女

子的外婆对此事的反应话本描写仅有一句话: “老婆婆听得花锦似一

片说话，即时依允。”片言未及女子的回应。歌册《行乐图》则有一段落

描写两者的对话及思想活动，使人物形象显得更加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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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妈听着只话言，虽然欢喜在心中，犹想孙女年十七，欲将伊
来嫁老翁，只恐甥女不喜欢，暗共月枝说千般。今日有个倪太守，
当初做过知府官，欲来求亲我孙儿，将尔娶去为继妻，又有照顾尔
妈妈，尔妈想来合心机。只恐奴尔不合心，伊人年老尔年轻，我正
不敢自主意，只遭亦与尔同寅，妈就快快应承依，故此正问我孙儿，
奴尔若不嫌他老，妈就敢收他聘仪。月枝是个贤孝人，况伊父亲在
日间，乃是黌门个秀士，亦有教训向女言，三从四德伊尽知，亦晓纲
常无乱来，又晓廉耻识贵贱，对亲亦欲好门眉〔楣〕。他虽是个老
年人，黄堂知府名声香，过门就是做阿奶，况伊富盖一县中，若是命
好生男儿，好分家业享晚年。月枝应妈有一句，孙女自细尔扶持，
定亲由在妈一人。周妈见孙肯听言，欢喜就共正兄呾，我的孙女喜
心中，叫伊择日送聘仪，正兄快快就返员〔圆〕。⑩

歌册此段内容既点明周妈的内心意图，也叙述其对此门亲事的疑虑，同

时描写到月枝的心理感受，因此在人物刻画方面更显细腻。
三、潮州歌册改编时对话本的改动

( 一) 歌册对话本结构的调整
话本小说一般包括篇首诗、入话、头回、正话、结语和篇尾诗六部

分，歌册改编时，除保留其主干正话及篇尾诗外，其他部分皆删除。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头回朱买臣休妻故事，《女秀才移花接木》中头

回书生孟沂遇薛涛鬼魂故事，等等，在话本中占较大篇幅的引导性故

事，歌册皆已删除。此做法应是因两种艺术形式文体性质的差异而作

出的调整。
韵文方面。话本小说的正话由散文和韵文( 诗词、偶句、骈体文

等) 两部分构成，以散文形式来叙述故事，韵文即用来描写景物和场

面，或者描写人物外貌与服饰。歌册以韵文为主体，偶尔夹有说白，其

写景状物、叙事抒情皆用韵文。歌册在改编话本时，将其韵文部分绝大

多数删除，余者一部分变化句式融入歌册中，一部分直接移用于歌册

中，此类移用的韵文是歌册直接改编自话本的明证。潮州歌册对话本

中韵文的处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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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话本正话韵文 歌册处理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诗 3，偶句 4，赋赞 2 留诗 1、偶句 2

滕大尹鬼断家私 诗 6，词 1，偶句 3，赋赞 1 留诗 2，赋赞改为七字句

刘元普双生贵子 诗 7，偶句 5，赋赞 3 留诗 1、偶句 1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诗 8，词 1，偶句 14，赋赞 2 留诗 3、偶句 2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诗 5，偶句 2，赋赞 1 留诗 1

卖油郎独占花魁 诗 5，词 5，偶句 14，赋赞 2 全部删除

女秀才移花接木 诗 2，词 1，偶句 1，赋赞 1
赋赞改 为“三 三 四”句 式，

留诗 1 首

话本正话的韵文部分一般以“正是”、“但见”、“有诗为证”等指示

性套话引出，具有描绘与议论的功能。话本中赋赞主要用来描写人物

外貌、心态，或自然景色，诗词常用以评论人物、事理，或描写景物，而偶

句多数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用来总结正话所叙事实瑏瑡。从歌册的处

理来看，词、赋赞绝大多数都已经删除，仅两处以变化句式( 文词也有

变化) 保留下来，这是因为话本韵文的文词多数过于文雅，不适宜口头

传唱，容易与听众产生疏离感; 至于诗，歌册所保留的多为话本的篇尾

诗，话本篇尾诗均为编者自撰，语言直白质朴，直接表达编者的主观意

志和对主题的归纳，故歌册多加以保留; 话本的偶句有五、六、七言，起

描摹、议论等作用，歌册保留下来的多为七言的描摹性偶句，可以直接

融入歌册的叙事过程，如“劈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三合

奇》)、“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双生贵子》)。歌册对诗、偶
句的删减当是为防止过多评论性、描述性的韵文打断故事情节的发展。

( 二) 歌册删除话本一些解释性、评论性或者介绍性的段落
话本小说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经常插入一些解释性、评论性、介绍

性的段落，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一步阐释，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刘

四妈关于从良不同之处的大段叙述、《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关于“团

头”的解释，歌册将前者完全删除，后者将“团头”直接改为“丐首”，删

去解释性文字。话本中一些以说书人口吻引入的评论性或介绍性文

字，歌册也一并删除，如《女秀才移花接木》中，讲到闻俊卿女扮男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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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寻旧友救父，途中在客店歇息，见一女子于窗口观望:

闻俊卿想道:“原来世间有这样美貌女子。”看官，你道此时若
是个男人，必然动了心，就想装些风流家数，两下眉头眼角，弄出无
限情景来了。只因闻俊卿自己也是个女身，那里放在心上，一面取
饭来吃了，且自去衙门前打干正事。瑏瑢

歌册将“看官……那里放在心上”此段文字尽数删去，仅以“世间

有此美佳人，可惜妾是妇人身，若是来生做男子，一定与伊细言陈”带

过。话本中由“看官”、“说话的”、“看官有所不知”等引起的阐释评论

性话语比比皆是，主要作用是解释作品中人物从他们的角度无法解释，而

读者又需要了解的叙事因素和环节，但此类评论往往会影响情节的连贯

性，故歌册删除了此类内容，以防止叙事出现中断，影响听者的接受。
( 三) 歌册对话本重要情节的删改
歌册在改编时，为突显人物的某种性格特征，会对话本的情节进行

一定的删改。以《滕大尹鬼断家私》和《行乐图》为例，话本中写到倪太

守临终前将所有家产皆给大儿子善继，分给小儿子善述的财产仅能维

持生存，善述之母梅氏与倪太守哭诉:

梅氏见他( 善继) 去得远了，两眼垂泪，指着那孩子道: “这个
小冤家，难道不是你嫡血? 你却和盘托出，都把与大儿子了，叫我
母子两口，异日把什么生活?”……梅氏又哭道: “虽然如此，自古
道:‘子无嫡庶。’忒杀厚薄不均，被人笑话。”瑏瑣

整个故事中，这是梅氏惟一的一次反抗，从中可见其爱子心切和对

日后生活的担忧。歌册将此段内容全部删去，应是改编者认为这样的

描写与梅氏温良贤淑的性格不协调。
另一处修改是遗书的内容及滕大尹处理倪太守所遗留金银的方

式。话本中遗书写道“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

但是滕大尹“看见开着许多金银，未免垂涎之意”瑏瑤，借“作酬谢之意”
的名义，将其中千两黄金皆收为己有。歌册中将遗书相关内容改为

“有官断得明，中央金千两，谢尔判断恩”，而且写到滕大尹在是否收千

两黄金时的犹豫心理，“我若共他审断明，伊愿谢我千两金，本县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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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贿，贪贿自然欲屈民，得他此银非我贪，倪公愿送我一人……得此

千金不为过，勿负泉下倪先生”瑏瑥。话本中滕大尹面对黄金白银的心理

反应及其行为，是符合市井百姓的现实感受的，也是小说最深刻的地

方，冷静而又尖刻地讽刺了所谓的“清官”。歌册为了将滕大尹塑造成

一个廉洁奉公的官员，在情节上做了改动，未能体现小说的深层含意。
( 四) 歌册在情节方面对话本也有所丰富
潮州歌册除对话本进行一定的删减外，在一些情节上也有所增添、

丰富。先来看一下话本与歌册在篇幅上的比较( 话本只计正话部分;

篇名上者为话本，下者为歌册) :

1

3

5

7

篇名 字数( 万字)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1． 6

三合奇 2． 3

刘元普双生贵子 1． 4

双生贵子 2． 2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0． 5

再合鸳鸯 1． 5

女秀才移花接木 1． 7

竹箭误 3． 5

2

4

6

篇名 字数( 万字)

滕大尹鬼断家私 1． 1

行乐图 1． 5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 1

珍珠衫 3． 2

卖油郎独占花魁 2． 4

卖油郎 2． 5

从篇幅的比较可以看出，歌册在改编话本时，篇幅皆有所增加，原

因有以下三方面:

( 1) 歌册有较多的重复性叙述

歌册因以口头传唱为主，为加深特定情节在听者脑海里的印象，多

作重复性的叙述是有必要的。歌册中人物常重复讲述其经历或转述相

关内容。话本《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孙家养娘受孙寡妇之托至刘家

探视刘璞病情回来后，向孙寡妇禀告相关情况，仅用“将上项事说与主

母”带过，歌册《三合奇》即用“三三四”句式来说明探视过程:

叫大娘，听说起，刘家事机。据刘妈，一口说，言他子儿。是不
过，伤风病，决不惊疑。我叫他，另改日，不肯改移。又说他，娶亲
事，乜物张迟。我欲看，大官人，病体再年。他叫我，免观看，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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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欺， 娘子，过门去，喜事冲伊。是微病，喜事冲，好在随时。我
故此，听伊 ，随即返员〔圆〕。临欲行，他叮嘱，六嫂媒姨。问定
着，去回信，尔乜主持。瑏瑦

以此种方式转述的内容，歌册中尚多，此处不赘。
( 2) 歌册增加了大量的心理描写

与话本相比较，歌册增加了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而且注重从不同

人物的视角来描写事件的发展。歌册《行乐图》增加人物心理描写最

多。如，在倪太守带梅氏回家，继善夫妇在背后诋毁梅氏时，加入一段

述婢女对继善夫妻的看法:

内有几个好梅香，暗骂大舍共舍娘，老爷发家尔享福，敢来出
此恶言章，骂东说西长拖拖，全不将手按心肝。堂堂正正个小奶，
行对公过便是婆，行对父过便是嫒，称呼婆婆理当该，不肯相叫就
便罢，还再背后骂东西。瑏瑧

从而突显出继善夫妇的不仁之举。倪太守临终前将家里的财产皆托于

继善，话本描写继善的反应也仅有“满脸堆下笑来”几字，而歌册以较

多篇幅叙述继善当时的心理活动:

当时看了笑吧呅，只道欲共我平分，好得父亲照公道，平分着
被我全吞。父亲亡后我掌家，谁敢与我来相争，况且尔这十种子，
非是我父之所生。我父年纪八十边，精液已绝袂生儿，贱人产此糊涂
子，敢来共我分家私。谅这六十亩下田，三年正收到二冬，厝子三间俱
破漏，再者又在庄外傍，些需物件亦无几，如父之命分乞伊。想返且未
还且未，看他将来是做年，虽是簿内写分明，且未共伊呾知情。瑏瑨

此段心理描写中，继善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歌册在改编话本时，所增

加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俯拾皆是。歌册《再合鸳鸯》比话本《金玉奴棒

打薄情郎》的篇幅增加三倍多，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改编者补充了大

量多角度的心理描写，如莫稽中功名后，因妻子身份而苦恼不乐时，歌

册增加了金玉奴心理活动的描写，再如莫稽将金玉奴投入江中时，歌册

写了船夫们对莫稽暗地里的谴责。
( 3) 歌册增添或扩展话本的相关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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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在叙述的过程中常有跳跃性，省略事情发展中的某些过程，而

歌册在改编时却将这些省略的情节一一补充。或因话本以案头阅读为

主，如多作描述即有繁复累赘之感，而歌册以口头念诵为主，展开叙述

可增强听者脑海中的画面感。以《竹箭误》为例，话本描写魏撰之与杜

子中互通书信，讲叙先前事迹: “( 魏撰之) 写罢，将竹箭封了，一同送

去。杜子中收了，与闻小姐拆开来看。”简明地描写了通信的过程，歌

册将其敷衍开来:

写罢随即来封 ，箱内取出箭一枝，封书包在那竹箭，嘱咐家
丁代传递。家丁领命不敢宽，连时持了出府中，一直就来到杜府，
门上投帖说一言。烦劳门公代传递，门公入内禀言持，启禀老爷得
知道，魏府家丁来到边。杜爷一闻只话言，吩咐门上得知端，将那
来人引进入。门公领命出门中，对那来人说知机，老爷有请入门
闾。家丁随了门公进，直上大堂行礼仪，行礼明白持封诗，诗书之
外箭一枝，一齐呈上老爷看。杜爷接书笑唠唏，当时请出闻夫人，
闻氏夫人亲出身，夫妻同坐大堂上，杜爷对妻说言陈。瑏瑩

详细地描写了送书的过程，杜子中的回信过程也有详细的描写。
对一些特定场景的描写，歌册比话本要详细很多。《女秀才移花

接木》中对魏撰之、景小姐联婚的描写仅有“约定了回来，先教魏撰之

纳币。拣个吉日迎娶回家，花烛之夕，见了模样，如获天人”二句，歌册

用八百来字详细描述魏、景联婚的过程。
歌册改编话本时，有时也会略为增加一些情节，此应为改编者从故

事发展的合理性角度所做的变动。《竹箭误》在杜子中怀疑闻俊卿为

女身并揭露其身份之前，插述杜子中托关系至兵部上书让皇帝赦免闻

俊卿之父闻确的情节，这使杜、闻的结合更具有可信性和合理性。《再

合鸳鸯》中增加莫稽写信给其岳父金富，假言金玉奴失足落水身亡的

片段，使情节更加合理。《卖油郎独占花魁》并没有交待拐卖莘瑶琴的

卜乔及偷走朱老十财产的邢权、芝兰的结局，歌册结尾增加了这样的叙

述:“卜乔邢权共芝兰，后来三个奸心人，邢权芝兰无好死，卜乔流碌惨

难堪。”既交待了人物的结局，也加强劝善的道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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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富于地方特色的民间说唱潮州歌册，在不断吸收弹词、木鱼书、小
说等其他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和题材内容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逐步

走向成熟。通过潮州歌册与话本小说同题材作品的比较，可以看出话

本对歌册有着重要影响，它既为歌册提供了完整的叙事结构，又丰富了

歌册的人物情感描写技巧，这种影响体现了案头阅读文本与口头说唱

文本间的密切关系。但潮州歌册在继承的同时，也有所新变，如删除一

些评论性、解释性的段落，增删故事情节，这既是由两者的文体性质及

其传播方式所决定，同时也反映了受众的不同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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