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商•潮学

潮州歌册《最新荔枝记全歌》的发现与梳理

马庆贤蔡锦坤

提要：“潮州歌册”、“陈三五娘传说”，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隆庆年间，发 

生在潮州和泉州两地的陈三与五娘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它反映了彼时潮州和泉州两地 

的社会状况，然而典籍多不刊载，只通过潮剧曲册、梨园戏文、潮州歌册、锦歌等通俗读 

物在民间流传。迄今这些文本，也已濒临消亡。潮州歌册《最新荔枝记全歌》(下简称《全 

歌》)堪称孤本。对此，潮汕民俗研究者郭马风先生多年寻找不获。今笔者有幸找到这一 

珍贵读本，甚喜！现借年会之机，向众位简要介绍潮州歌册《最新荔枝记全歌》的发现和 

疏理情况，并推介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同时，笔者还将该潮州歌册予以校理，以便能让这 

一濒于失传的历史文献重焕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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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一、潮州歌册、陈三五娘传说的概况

据肖少宋的《潮汕本土题材潮州歌册集》介 

绍，目前所知潮汕本土题材的潮州歌册总共有20 

余种，篇幅长中短皆有，总字数约50万字。具体 

篇目有：《吴忠恕》《方大人》《翁万达》《七星会》 

《刘进忠乱潮》《康清王平潮》《苏六娘》《刘龙图》 

《海门案》《三义女》《五义女》《玉花瓶》《何玉 

枝》《沙溪头》《周阿奇》《柳知府》《华美案》《潮 

阳案》、《龙井渡头》《盐蛇》《游火帝歌》《挑灯案》 

《唱忠恕》等。其所表达的内容皆为潮汕地区人与 

事，不少还是潮汕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歌册”有关 

“陈三五娘传说”的内容。它是了解、研究潮汕、 

泉州地区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历史文献，富有较高 

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潮州歌册”是潮汕民俗文学中最流行的一种 

传统说唱文学。“潮州歌册”之所以成为千家万户, 

一代代妇女百唱不厌、传唱不衰的说唱脚本的缘 

由，则是它以百姓喜闻乐见的社会生活题材、恢宏 

完整的故事情节，浓重的场景渲染和扣人心弦的人 

物心里活动刻画，给歌者或听者留下恋恋之情。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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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听一册潮歌如同观赏一出大戏。“潮州歌册” 

对潮汕妇女的精神熏陶和文化教育的普及确实起到 

无法估量的作用。2006年5月20 H,漳州市申报 

的歌册（东山歌册），列入国务院及文化部确定的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 

7日，潮州市申报的潮州歌册，也列入国务院及文 

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

“陈三五娘”，又名“荔枝记”、“荔镜记”，是 

一古老的民间传说，属于中国明代传奇作品。它发 

生于福建泉州（陈三）和广东潮州（五娘）一带， 

原作品主要为曲牌（剧本）形式，用于戏剧表演， 

且广泛流传于我国的广东潮汕、福建闽南、台湾地 

区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闽南 

语系地区。

该作品因所表达的故事内容是陈三五娘的自由 

爱情故事与中国传统父母作主及媒妁之言的婚姻习 

俗有所冲突，所以此剧在明清两代一再被官府禁 

演。尽管如此，该剧目还是广受闽南语系地区的 

老百姓欢迎。2014年11月11日，泉州市申报的 

“陈三五娘戏剧故事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已列入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潮泉旧本戏剧《陈三五娘》的历史遗存

据史料记载，泉州的梨园戏、潮汕的潮剧，其 

创作的优秀传统剧目《陈三五娘》，已传演五百多 

年。从明代的嘉靖本、万历本，到清代的顺治本、 

道光本、光绪本，直至民国时期潮城的翰墨堂本， 

不断地沿续传承刊刻记录下来，并存留在世。它在 

闽南、潮汕地区以至广东、福建两省老百姓中的影 

响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且现存的版本在全国也是 

少之又少的。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 

史文化遗存。它们依其刊行年代的顺序是：

1、“明嘉靖本《荔镜记》（全名《重刊五色潮 

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荔镜记戏文》），是福建省建阳 

余氏新安堂于一五六六年刊行的”“一部存于日本 

天理大学图书馆；一部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 

一九五六年，梅兰芳、欧阳予倩两位戏剧家访问日 

本，获得天理大学图书馆赠送一套《荔镜记》书 

影，回国后加以复制。”“台湾大学吴守礼教授，早 

于一九五四年就已经从日本友人处觅得天理大学图 

书馆《荔镜记》书影一套；一九五九年又收到海 

外友人转赠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荔镜记》制 

成的书影。” [1]=期间，吴守礼先生还潜心校理了 

《荔镜记》，以进行闽南方言研究。

2、 “万历本《荔枝记》共四卷，卷乙（一）卷 

首标题为'新刻增补乡谈荔枝记''书林南阳堂叶 

文桥绣梓''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卷末标题'增补 

乡谈全相荔枝记一卷终'。凶系龙彼得教授从奥地 

利图书馆发现的。

3、 “清顺治本《荔枝记》（全名《新刊时兴泉 

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署'书林人文居梓 

行为吴守礼先生在日本的老师神田锂菴（喜一 

郎）博士所珍藏\ 1965年3月，吴先生荷蒙老师 

惠赐其'景照全套'”“1968年底，吴先生校著的 

《顺治刊本 < 荔枝记 > 研究》便油印问世。” [3]o

4、 清代道光辛卯（公元1831）《荔枝记》。⑷ 

为“泉州见古堂”刊本，全名《陈伯卿新调绣像荔 

枝记真本全本》），原本为泉州民间收藏。属海内孤 

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发现。

5、 “清光绪本（1884）《荔枝记》（全名《陈伯 

卿新调绣像荔枝记真本》），光绪十年即一八八四年 

为'三益堂梓行一九一一年'泉州绮文居'石 

印再版。吴守礼先生一九七八年的'校理本'，注 

明'原本藏于法国施博尔博士家'。”“一本衿有 

'许书记家藏书'印章的光绪刊本”。同为梨园戏 

实验剧团所藏。

6、 “吴守礼先生汇编的《明清闽南戏曲四种》, 

只编入明嘉靖本、清顺治本、清光绪本，再加上一 

本明万历本，共四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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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郑国权先生主编的《荔镜记荔枝记四种》, 

由泉州市文化局、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2010 

年6月，由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编入明 

嘉靖本、清顺治本、清道光本和清光绪本。

8、 《两相思荔枝记》，其书名页“两相思荔枝 

记/手抄/头集/正原班本”。卷端刊语正文。卷 

内小标题“陈三相思/挑花大难/会合佳期/闻 

报断约/粉墙相待/潮城翰墨堂藏板”。版心“陈 

三/页序”。1册。有1 — 19页，全；共29页。半 

页九行，行十九字。书品100mmxl65mmo与《何文 

秀》《烈女配》合订成册。笔者家藏。

三、潮州歌册《最新荔枝记全歌》的发现

已故的潮汕民俗研究者郭马风先生曾在《第五 

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发表《寻找几部旧 

版潮州歌册》“］的文章，谈及搜求几部遗佚的旧 

版潮州歌册的意向，他所着眼的，主要是唱述本土 

题材的《过番歌》《官硕案》《角石案》《陈三五娘》 

等等。他认为：搜罗口承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历 

史文化研究价值。其初衷是想通过搜佚这些旧版歌 

册，继续发掘和弘扬本土文化遗产。显见其寄望之 

殷切。

在此指望下，笔者一直致力于寻找《陈三五 

娘》等潮州歌册孤本。

2009年12月，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肖少宋博 

士处喜获潮剧曲册《汕头角石案》；2012年10月 

30日，笔者又经汕市黄少群兄引介，从庵埠处购 

得外江戏剧本文献63册，包含119个剧目（其中 

4种有目无本）。2019年12月，笔者还从澄海区东 

里镇多年挚友周志强兄处得知，莲华初级中学一位 

历史老师——肖朝升，家里收藏了大量潮州歌册。 

出于寻找孤本的奢望，笔者于2020年1月5日赶 

到了肖老师家。翻阅了肖老师收藏的潮州歌册、潮 

州曲册、潮汕善书，以及樟林本土的大量历史文献 

资料，终于见到了多年寻找不获、心仪已久的潮州 

歌册《最新荔枝记全歌》。肖老师慷慨赠送了该歌 

册电子文本一帙。肖老师为人慷慨，成人之美，真 

令人钦佩！至此，《最新荔枝记全歌》的发现，对 

厘清潮州歌册与潮剧《陈三五娘》的关系，具有一 

定的研究价值。

四、潮州歌册《最新荔枝记全歌》的梳理

1.《最新荔枝记全歌》本事梗概

该书的书名页，署有“最新荔枝记全歌”、“住 

潮城府前街万利春记藏"字样。卷一之卷端标示 

“新造荔枝记卷之一”、“潮城府前街李万利生记藏” 

字样。一共五卷一册。卷一有1-11.5页；卷二之 

卷端标示“新造荔枝记卷之二”、“潮城府前街李万 

利生记藏板”字样，有1-11. 5页；卷三之卷端标 

示“新造荔枝记卷之三”、“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字 

样，有1-12页；卷四之卷端标示“新造荔枝记卷 

之四”、“潮城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字样，有1T2 

页；卷五之卷端标示“新造荔枝记卷之五”、“潮城 

府前街李万利藏板”字样，有1-12页；共59页。 

半页八行，行二十八字。

该书的内容：叙述的是明朝隆庆年间，福建泉 

州的潮州盐运使陈公，因为政清廉，被广东制台升 

任为潮州知府。任中，与潮州西门城外黄家庄的富 

翁黄高感情交厚，遂指腹为婚。陈公卸任潮州知府 

回家。陈公生有三子，长曰伯福、次曰伯清、三曰 

伯卿。伯卿貌端庄，家中排行第三，众人皆称他陈 

三。不久陈公致病仙逝。

黄公生有女二，大者五娘，小者六娘。五娘花 

容月貌原与陈府指腹为婚。黄家生下五娘后，曾 

写书信一封，并托人带往泉州告知此情。但因书信 

失落未能送达泉州，故两家彼此“一连数载不知 

情”，“各生男女事未明”。黄公因贪林家家财，遂 

允婚五娘配与潮州西门街顶富豪大鼻狮（俗称林大 

鼻）为妻。五娘有婢益春，获悉大鼻貌丑，遂告知 

五娘。五娘闻知，于心不愿，终日哭哭啼啼，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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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春到南山寺，拜佛求签，意望脱离林家。

再说陈三之二兄官居广西盐运使。陈三因调戏 

二嫂洪氏之妹，被母责骂。遂与家童结伴，到广西 

寻兄避难。途过潮州城，受到在仙街头当磨镜师傅 

的旧交李龙热情款待。约定六月初六，游玩潮州八 

景，路过后沟村温馨幽静的黄家庄。禁不住驻足观 

看，恰好看见绣楼中有位俊丽的小姐，此人正是五 

娘。陈三顿生爱慕之心。恰好五娘将吃厌了的荔枝 

丢下楼，正好掷着陈三之头。五娘见陈三不会浮 

躁，也互生爱慕。

陈三回到李兄家中，才得知五娘已经订了亲。 

陈三不甘心，发誓定要设计娶得五娘，即向李兄求 

教。李兄遂让陈三学习磨镜。陈三假扮磨镜匠进黄 

家，因扣破宝镜，甘愿为奴三年。后经侍婢益春撮 

合，三人漏夜投奔泉州。陈三到家十外天，潮州遣 

差到泉州县。三人被泉州县衙派差所执，转由潮州 

差额带返潮州，收进狱牢，并以拐骗妇女为名，判 

陈三流放休州。黄员外为免五娘在家独守空房，愿 

以加倍嫁妆嫁女。林大以无福不受答复。黄员外后 

以六娘另配林大。

陈三之二哥伯清，广西仕任返程。半途宿店, 

巧遇陈三。陈三得洪氏嫂嫂之助，拭去“人犯蒙 

流”四字。伯清又得知陈三所爱为黄高员外之女, 

遂投帖禀见海阳县令，告知陈黄二家曾指腹定亲。 

经海阳知县通融周旋，释放陈三，高公也备办嫁 

妆，由知县做媒，择日让陈三与黄五娘完婚。陈三 

与黄五娘，有情人终成眷属。

2.《最新荔枝记全歌》的语言特点

潮州歌册《最新荔枝记全歌》是潮汕传统文化 

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它有别于潮泉旧本戏文，尤其 

是它的表达形式和语言特点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全文都用潮汕方言歌文的形式来 

表述故事内容，且其句式一般都以七字为一句，四 

句为一节，一节一个韵，一、二、四句均押韵。这 

样既通俗易懂，又能朗朗上口，很适合潮汕老百姓 

在民间传唱，尤其更受到生活在旧社会底层的妇女 

大众的欢迎。它让大家在传唱中获得美的艺术享受 

和新的爱情婚姻观念的熏陶，从而引起共鸣，并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应。例如，《最新荔枝记全歌》头 

四句为：

“古歌不唱造新文，事出明朝隆庆君，南北结 

婚自古有，荔枝抛掷结合婚”。

这四句开门见山就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年代；说 

出民众喜闻乐见的婚姻题材；道明该题材的鲜明个 

性——“荔枝抛掷”成婚，因而富有吸引力。它让 

读者一接触文本就爱不释手，且巴不得继续往下 

细读，了解详情。同时，这四句作为开篇第一节， 

一、二、四句都用同一韵脚，读后使读者感到韵味 

十足，引人入胜。而其最后一节为：

“歌文劝人心想长，听歌之人着思存，陈三五 

娘有缘分，后来团圆传子孙。”

这四句以大团圆为终局，且从中劝告世人凡事 

要善于思维，要有长远观念，不能凭眼前利益行 

事。尤其是面对爱情婚姻，更要有理智头脑，只要 

有缘分，有情人终成眷属，且终会传宗接代，福荫 

子孙。与此同时，这四句又用同一韵脚押韵。读后 

使读者皆大欢喜，深受启迪教育，且回味无穷。

《最新荔枝记全歌》不仅在地方方言的音韵上 

和谐，有特色，而且在词语运用上也很精彩，富有 

个性。

——原本善长运用重叠词、词组为故事情节服 

务。据粗略统计，全文前后用上40多个重叠词、 

词组。其中既有表达动作、心理活动的词，如，笑 

笑、啼啼、慢慢、吟吟、忧忧闷闷、嫖嫖赌赌等； 

又有表现数量、时间的词，如，时时、一一、多 

多、些些、晶晶等；还有反复强调、表达亲切感的 

词，如，母母、爷爷、生生、太太、莺莺等。

—原本多用潮汕方言、土语，通俗易懂、 

好理解，可读性强。这类词、词组起码在文中也 

有20余个。其中表现动作、形态的有，得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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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寅（延）缠、收什（拾）、吧叹笑（微笑）、 

呵（夸奖）、目就金（张大眼）、般（盘）过花墙、 

趾出赵入等；表示程度的有，天勝朗（天欲晓）、 

天以（已）光、宽宽来（慢慢来，不紧张），按做 

夫（攪碎）等；表达食物的“物食”等。

——使用一义多字和一字多义的词，增加原本 

的词汇色彩。如，娘国、娘仔、娘子；奴姊；涂 

中、涂堆、扫涂、镜落涂等。同时，原本中还多 

处使用通假字，既有同音同义的，如上列举的涂 

与途；还有仝与同等。又有音同义不同的。在原 

本中，有的节所用的字词，虽音同，而义却不同。 

如，阎王与阎隍的“王”与“隍”，音同，而义不 

同。诸如此类的字词，原本还有“收拾”、“收什” 

与“修什”；“司父”与“师父”，以及“词后”与 

“事后”等。

3.《最新荔枝记全歌》字词的疏理校正

鉴于该全歌流传年代久远，版本不同，加之随 

着时代发展、字词的更新变换，该全歌原本中使用 

的语言文字，难免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字、词、句。 

在今诠释该全歌过程中，对原本出现的各类不同的 

字、词、句的表现形态，以至差错、疏漏和漫漁， 

需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去对待处理：

一是尽量保持原本的“原汁”，“原味”，没有 

明显差错的字词一般予以保留，不作改动，保存原 

貌。如上述列举的地方方言、土语、重叠词、通假 

字等，没有明显的差错，笔者在疏理原本时，都不 

轻易更改。如“面晶晶”、“灶糠”、“趾出趾入”、 

“嫖嫖赌赌”、“娘国”之类，其原貌不变，予以 

保留。

二是原本中出现的明显错别字，需认真校核， 

斟酌改正。如上述的“阎隍”的“隍”就是一例。 

“隍”的本义是指没有水的城壕；《康熙字典》注: 

隍，城池无水者；《说文解字》注：隍，城池也， 

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由此可见，原本中的"情愿 

一命见阎隍”，与佛教中称鬼王主宰地狱者，亦称 

“阎王”的意思是不同的，所以可以断定“阎隍” 

的“隍”明显是错字，应改为“王”。再如，“狱 

罗”，虽有“地狱收罗”之说，但世人对“罗”难 

以理解。为通俗易懂，还是要把“罗”改为“牢”。

原本还有“写罢各自找换来，然后持起笑唠 

咳”中的“唠咳”，又值得探讨。“唠”是指说, 

谈。“咳”本义为小儿笑，后泛指笑貌。现代则指 

寒邪入侵后出现的一种病症。整个词总的意思应该 

是“笑着说”，或“笑着交谈”。对此，该词如不校 

正，世人可能较难理解其词义，因此“笑唠咳”, 

还是改为“笑开怀”为好。

三是对一些原本为错别字，或方言、土语。明 

知其字词有差错，但为保留通俗读物的通俗性，或 

韵脚的押韵，不便更改纠错，可采用注脚或在其后 

打括号纠错、校正。如“宽宽来”，可以注脚形式 

标注为“慢慢来，不焦急”。“天膀朗”可注脚为 

“天欲晓”。再如，“得桃”，可在其后打括号注解 

为“游玩”。同样，“套尔走”，后加括号注解（叫 

你走）；“镜落涂”（地）:“呵啮”（夸奖）；“词后” 

（事后）；“寅缠”（延缠）等等。

四是对原本漫漁、缺漏或难检字、僻字，凡能 

经考证后辨认出来的尽量予以补正，确实一时难以 

补正的，只好让其继续保留原貌，由专家学者今后 

继续考证补正。如，原本中的騁、蟲……琰、缺、 

檯、她等字，新华字典均查无此字，其读音、字义 

尚不明。

至于原本多处出现的漫漁及漏缺字词问题，可 

以结合上下句或字词的意思，连贯进行猜测补正。 

如，原本的“伯卿是个官家儿，只做二省盐运司, 

生着无好浪荡子，刨头就法口口 口。”后面空三格, 

对此，依上三句的意思，连起来，是否可补上“食 

官司”、或"欢着死”、“难返圆”。

综上所述，孤本潮州歌册《最新荔枝记全歌》 

的发现，既使潮汕民俗研究者郭马风先生前多年的 

宿愿终偿，又填补了潮州歌册文献缺漏的空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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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笔者多年关注研究的结果。为此，笔者从中感到 

欣慰。

尽管《全歌》的疏理、校正工作刚开始，尚不 

完善，提出的某些观点、见解，或疏理的思路、校 

正的方法、效果不尽如意。但笔者愿以此抛砖引 

玉，并与众位专家学者交流商榷，祈盼引起众位的 

关注和评议，以共同为潮汕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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