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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册唱本在马来西亚的海路传播与再造*

———以柔佛新山八邑会馆藏唱本为考察对象

葛恩专 刘 科  

内容提要:马来西亚的潮册说唱是通过中国华南地区华人的海上迁徙而实现的。作为“飞

地”文化的一种,它们在海外异域有着特殊的生存空间。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不但表演潮

册说唱,而且生产和改造新的唱本。对传入马来西亚华人会馆的潮册唱本进行系统考察

和整理,并将这批唱本与中国的唱本目录书等对比观照,可以肯定这批唱本具有很高的学

术价值与文献价值。这些音乐资料的存在表明:潮册唱本不但因为潮歌的操演而生产,而

且作为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而繁殖。海外潮册唱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不但借此窥见

潮册唱本的东南亚流传记录,而且得以揭示潮册唱本生产的社会史和生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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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语境和国

际化的跨世纪发展,中国学术表现出几个

突出的特色:一是跨地域的传播或海外研

究得到重视;二是注重挖掘新资料,扩大新

视野;三是注重长时段的学术对象考察,充
分重视和挖掘传统学术资源。音乐学界同

样也不例外,因为音乐学的研究并不是孤

立的,也需放在中国学术传统的整体视域

中来审视。

2018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关注新的音

乐史料,尤其是民间唱本的整理和收集工

作,归结起来,主要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先

后在贵州地区进行了近30次田野民族志

考察,涉及汉族、布依族、侗族、瑶族、壮族、
土家族等族群,收集民间科仪唱本623份,
初步撰写了一些学术成果;其二是对海外

唱本,尤其是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的吉隆

坡(KualaLumpur)、柔佛新山(JohorBah-
ru)、马六甲(Melaka)等地进行的海外唱本

的域外收藏和调查工作。
就第二阶段的工作而言,范围涉及四

个方面:一是公立图书馆和博物馆,如马来

西亚国立图书馆、马来亚大学图书馆、马来

亚大学亚洲艺术博物馆等;二是更为原始

化的档案机构,如马来西亚文化局、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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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家档案馆等;三是非营利性、非体制性

的会馆文化机构,如海南会馆、潮州会馆、
雷州会馆、茶阳会馆、福建会馆、西河堂、八
邑会馆、惠来公会等;四是古旧书店和庙

宇,如伊斯兰寺庙、印度寺庙、佛教寺庙、道
教色彩的寺庙等多种文化场所。

以上的调查大致取得了如下成效:第
一,厘清了马来西亚音乐文献,特别是华人

音乐文献的分布和类型;第二,重新认识了

马来西亚建国后的音乐教育现状与传统音

乐教育方针政策下所取得的成效;第三,深
刻认识了华人音乐文化的流传方式、组织

特性、演出形式及其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

动关系;第四,能够在广阔的语境中认识中

国音乐特别是华南地区音乐在东南亚的传

播情形。当然,若要深入考察潮册唱本的

流传及改造过程,还需要深入唱本内部考

察其书写形式及文本形态。因此,本文选

用一个马来西亚会馆收藏的141份潮册唱

本作为研究标本。

一、八邑会馆:马来西亚藏华人潮册唱本

作为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

分,马来西亚的传统音乐是凭借海上丝绸

之路与中国大陆在历史与空间的双重互动

中形成的。这意味着,对马来西亚传统音

乐的考察,要照顾到东南亚的所有华人及

其一切表演活动。从表演依凭的载体看,
马来西亚的音乐往往借助礼俗活动与音乐

活动两个方面而展开,涉及酬神祭祖、社团

组织、商业演出、华文学校、华人社会团体①

等各种社会事务。
华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入东南亚:

一是经商②,二是劳工。由于他们喜欢居住

在一起,喜欢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③ 因此

海外音乐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无疑成为回

观中国音乐变迁的“异域之眼”。当然,考
察大陆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需要考察其

传播载体和表演空间,尤其是以“会馆”为
纽结中心的音乐区值得特别关注,原因有

三:其一,会馆的成立往往比较早、时间跨

度大,便于做长时段考察;其二,会馆的组

织往往具备一系列可考的规章制度和文本

记录,因而具有严密的结构性,便于作系统

梳理;其三,会馆中往往集结了大量的华人

唱本,便于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它们的谱系

及其逻辑关系。
(一)华人潮册唱本的流传语境

目前,关于潮册唱本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国内唱本方面,讨论的议题涉及潮册唱

本的来源、题材内容、艺术形式、潮册唱本

与女性文化的关系,以及唱本个案研究、版
本研究④等。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是由于很少涉及海外唱本的收藏整

理及其研究情形的论述,而缺乏文化圈、文
化链的整体研究视野,因此不能在更宽阔的

文化空间中讨论它们的价值与意义———尤

其是作为传播史的学术价值问题。因此,对
于海外潮册唱本的研究,需要在系统整理的

基础上,通过与大陆唱本的收藏与著录进行

对比,方可揭示其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
从艺术类型看,马来西亚的戏剧唱本

与说唱唱本是最为值得关注的品种。关于

前者,主要涉及三种类型:其一是闽南传统

剧种高甲戏、潮剧、歌仔戏;其二是来自中

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木偶

戏、皮影戏;其三是广府等地区的粤剧、琼
剧、汉剧⑤等,它们已然成为马来西亚本土

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后者,则主要

表现为以清唱形式流播的潮州歌册。由于

其流行在华南的广大空间,所以在不同区

域往往冠以不同的名称,如福建地区的“锦
歌”,台湾地区的“歌仔册”等,均可以看作

是潮州歌册的外延。
从表演形式看,它们主要是一种群体

聚唱表演。正因为如此,它们的表演空间

十分自由:庭院广场、闲置房舍、祠堂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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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树荫等,均是其操演的场地。但若追

溯它的艺术来源,则复杂得多,因为它的题

材多来自白话小说、戏剧、宝卷和弹词以及

木鱼书,⑥不但擅长叙事,也用来宣传道德。
更重要的是,“歌仔册”中往往记录有从福

建南部至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活动

与经商活动。⑦ 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不仅

是音乐操演的文本化形态表现,而且是社

会史和风俗史变迁的一面镜子,因而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风俗史价值。
(二)会馆中的唱本类型与性质

潮册唱本的海外传播,联系于福建、广
东、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海南以及东南亚地

区的海外华人迁徙。根据1990年的国际华

社报道,全球华人社会已多达9000多个组

织,它们通常以会馆、帮、同乡会、会、公会⑧

等作为聚落和交流的平台。在马来西亚,我
们看到最多的则是华人会馆。因此,将“八
邑会馆”所见的这批潮册唱本资料作为讨论

的起点不但必要,而且具有标本意义。
八邑会馆成立于1934年2月1日,其

地址在马来西亚曾几经变迁,根据访谈及

相关资料记载得知,它早期坐落于柔佛州

新山南端的苏苏尔,敦阿都拉萨路(Jalan
TunAbdulRazak,Susur),与新加坡隔河

相望;其后地址北迁。它曾借助民俗庙会、
祝寿仪式等社会活动,在马来西亚进行过

大规模的潮音木偶戏、潮州大锣鼓、潮乐等

的演出,⑨因而为中国潮乐的异地传播做出

重要贡献。该会馆现存四层楼,资产上千

万,在第三层的藏书室收藏有141份不同

类型的唱本。从题材来看,大致涉及历史

演义故事、公案故事、才子佳人、民间传说、
礼仪教化等多种类型。从表演形式看,则
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1.潮州歌册唱本

潮州歌册唱本是潮州歌表演时的底本,
多为清唱。从形式看,多为木刻本,四眼线

装,每页8行或11行不等,主体上为七言唱

词,杂有五言体、四言体、“三三四体”“三三

五体”等唱词。(见图1)在清末至20世纪

50年代的华南,它们因特殊的礼俗和教化功

能而有着广阔的流播空间:既可以作为启蒙

文本和教科书而存在,又可作为一种地域文

化和历史风俗而存在,因而是特殊的社会史

和文化形态的折射。正因如此,2008年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1 潮册唱本《新造刘明珠》第19本首页

2.弹词唱本

弹词唱本曾经是潮册唱本的重要来源

之一,但就广义的弹词看,除涉及江浙一带

的方言弹词之外,还有广州地区的“木鱼

书”、福建的“平话”、潮州的歌册⑩ 等。其

中,八邑会馆藏《绘图笔生花》就属于弹词

唱本。(见图2)关于该唱本,八邑会馆共藏

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十、卷十

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共两

本)、卷十六共13册,缺卷一、卷二、卷三、
卷九。限于篇幅,仅举卷四(共52页)一
例,观其版本信息如下:四眼线装,每页27
行,每行字数不等,首页右侧第一行竖题

“绘图笔生花卷四第七回 淮阴心如女史

著”,标题为“薄□郎草堂合卺 阵列女旅馆

投缳 欣遇旧移花接木 巧完姻跨凤乘鸾”,
有“话说”等提示语;尾封面朱印内容为“评
点左传句解 上海昌文书局印行”。说明它

早期在江南地区有着广泛的传播空间。与

潮册唱本相比,弹词唱本同样是以七言诗

赞体唱词为主,但在表演形式上通常有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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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三弦等乐器伴奏;若从讲唱技艺和体例

上追溯其来源,可以看出,它接受了宋代陶

真以及元明词话的影响。

图2 弹词唱本《绘图笔生花》封面

3.木鱼歌唱本

作为广府曲艺唱本的一种,“木鱼书”
唱本同样伴随华南地区人口的迁移而流传

至东南亚。它们的刊刻涉及多种书坊,如
广州五桂堂、醉经堂、丹桂堂 等。该会馆

藏木鱼歌唱本《钟无艳娘娘》,共12册,每
页16行,每行28字不等;有[白][唱]等标

记,白的地方通常以“话说”起头,杂言;唱
的地方多为七言体,韵文。文中并有“诗
曰”“赋曰”“有诗赞叹”“词曰”“书曰”“五言

偈曰”“南音唱”等文体与表演提示词,说明

它们是用于说唱的底本,而不是用来阅读

的文本。卷终题“广州市小圃园生兴印务

局承印”,说明它们均有着中国华南的来

源,后被作为一种历史记忆或表演记忆而

被华人带至马来西亚。(见图3)

图3 木鱼歌唱本《钟无艳娘娘》卷一尾页

(笔者按:封面题《钟无艳娘娘》,尾页题《钟国母》)

4.电影歌曲唱本

电影歌曲唱本其实是在东南亚地区表

演的电影音乐脚本,多为彩印(见图4)。这

样的唱本涉及较为多样的题材,有贞烈、情
仇、神话等。根据我们的统计,有《白扇记》
《白兔记》《宝莲灯》《青霜剑》《双驸马》《陈
三五娘》《芙蓉仙子》《韩江花似锦》《合书奇

缘》《剪月蓉》《借亲配》《烈女报夫仇》《真假

金牡丹》等55本之多。

图4 电影歌曲唱本《孟姜女哭倒长城》封面

这类唱本有如下特点:第一,通常记有

领衔主演的演员、电影剧情的本事;第二,
有着明确的角色分工和唱词记录;第三,唱
段说白分别作有标记,如在唱段歌词前通

常写有“(唱)”“(白)”等提示;第四,通常由

中国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的唱片公司出、 、
版,并且记有唱本的价格。从以上唱本的

记录情况,可以判断电影音乐在东南亚地

区的生存状态及其观众的受容程度———正

是因为他们的青睐,造成了电影歌曲唱本

在东南亚社会的发展与传播以及再生产。

5.其他文本

另外,章回体小说、白话小说等文学作

品也有收藏。它们多刊印于中国香港、马
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之所以要介绍这一

部分作品,原因有二:其一,早期潮册唱本

多联系于白话本小说,是这些小说的改编

母本;其二,这些文本在会馆中集中堆放在

一起,说明在收藏者的观念中,这些文本和

潮册唱本在性质上有着某种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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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像全图封神演义》。章回体小

说,四眼线装,封面题:“增像全图封神演

义”,锦章图书局印行,扉页绘图。首页题

“绘图封神演义卷之五,第三十六回,张桂

芳奉诏西征”。共59页,每页20行,每行

字数28-43不等,有“话说”“有诗为证”
“赞曰”“且听下回分解”等套用语。

(2)《郭子仪征西》(插图本)。白话小

说,香港广智书局出版,扉页题:“黄发兴 
1963-2-21”,前四页绘图,有提要,共二

十六回,61页。尾页题:“全书一册定价港

币八角正 香港威灵顿街二十七号”云云。
(3)《三国志演义》。共98页(记录第31

-60回),每页27行,每行49字左右。封面

彩印,并题“绣像绘图,通俗小说”。尾页背

面题“祥记书局 香港鸭巴甸街二九号”。
以上文本的体制虽然与潮册唱本不

同,但是从其取材范围看实有很多共通之

处。就后者而言,大致涉及英雄传奇、爱情

婚姻、宫廷争斗、女性传奇、节女孝妇、家庭

纠纷、申断公案、佛经修行、时事政局、神仙

精怪等,也就是说,就题材范围而言,前者

是后者的缩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的唱本虽涉

及不同类型,但却是以潮册唱本为主体的。
从它们曾经在同一题材名义下涉及不同的

唱本性质看,它们在来源上有着一定的关

联性。关于潮册唱本的来源,目前存在三

种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来自江浙一带的

弹词和广府地区的木鱼书;第二种观点认

为来自潮汕本土地区的歌谣、畲歌、地方戏

曲,并且吸收了宝卷、词话、弹词、木鱼书等

说唱艺术;第三种观点认为源于外地唱本

的传入,当地人在此基础上改成了潮州方

言后实现了唱本的本地化。关于第一种观

点,存在同一名称的唱本既为木鱼书、弹词

又为潮州歌册的情形。 例如,八邑会馆藏

《笔生花》《雷峰塔》《钟无艳》《天豹图》等,
就有弹词唱本的同名者,《雷峰塔》《钟无

艳》等也有木鱼书同名者,《天豹图》甚至有

不明何种艺术形式、尚难做出判断的情形。
这些现象表明:不同艺术形式的唱本存在

互相借鉴和再生产的情形,通过不同艺人

的改造活动,实现了不同舞台形式的转换

和表演。当然,就版本价值而言,早期的潮

册唱本是最为值得关注的,尤其是它的刊

刻机构,为我们考察其传播情形提供了很

有价值的信息。

二、潮册唱本的刊刻与历史记忆

马来西亚的中国唱本主体是潮册及潮

剧唱本,这些唱本借助华人的迁徙而得以

流传。作为华人音乐文献的一部分,潮册

唱本不仅是表演的底本,而且是珍贵的乡

音记忆,因此对它们进行研究,意味着对海

外华人历史表演记忆和一切传播语境的追

溯,换句话说,潮册唱本的传播研究需要联

系社会史与空间变迁史进行系统考察。
作为潮州说唱付诸展演的重要文本,

潮册唱本的类型和数量依靠华南地区的早

期刊刻机构而生产和传播。也就是说,考
察潮册唱本的生产史,首先需要考察它的

刊印机构及其变迁状态。关于这些事项,
需要对潮册唱本的刊印信息进行整理方可

得到进一步体认。
(一)关于唱本的刊印机构

1.“李万利”书坊

李万利原为广东潮汕地区一杂货店,
其后营印歌册等通俗唱本。该书坊开设于

清代咸丰至同治年间,书坊没有间断和倒

闭,一直经营到20世纪50年代。 清末民

初,该机构以“李万利”商号为名刻印歌册

并销售。该中心刻印的唱本,被学术界称

为旧版潮州歌册。 另外,它曾在20世纪

50年代刊刻大量潮册唱本、《过番歌》唱本

等,并于1961年前后将所刊刻的潮州唱本

分送至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潮安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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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汕头市图书馆等地。我们在马来西亚

收集的唱本,有很大一部分即是这个刊刻

机构所刊印。
其实,潮册唱本在当地的传播空间是

很宽阔的,大致覆盖了福建西南部及东南

亚潮籍侨民聚居区。马庆贤、郭豫奇曾对

潮册唱本的刊刻机构及其刊印唱本做过系

统研究,根据他们的统计,“李万利”刊刻的

唱本就有58部 之多。然而,我们将其唱

本目录与马来西亚八邑会馆藏唱本对比后

发现,《古板临江楼全歌》就未曾著录,就此

而言,马来西亚所藏潮册唱本可以补充李

万利商号的刊印唱本。
从马来西亚八邑会馆藏潮册唱本的情

况看,印有“李万利”的就有《双白燕》(26
本)、《古板刘成美全歌》《古板临江楼全歌》
《新造双太子》《新造刘成美忠节全歌卷之十

一》《古板梅牡丹全歌》等6种,结合唱本封

面、扉页、首页、尾页等记录看,它们的刊刻

装订、卷数、字数、页数、文体等信息如下。
(1)《双白燕》(见图5、图6)。木刻本,

每册为1卷,每卷40页左右,共26册,每
页12行,每行四句,每句七言。每卷首页

下方均题“潮城大街四进士亭角李家万利

号藏版”。首册首句题“盘古开天到如今,
混沌造出天地人。三皇五帝相传下,一代

天子一代臣”。

图5 潮册唱本《双白燕》局部图

(2)《古板刘成美全歌》(见图7)。木刻

本,四眼线装,共10卷(合订为一册)。共

图6 潮册唱本《双白燕》第21卷首页

231页,每页8行,每行四句,每句七言,亦
有五言体、“三三四”体等。内部有白蚁啄

噬痕迹。封面题“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

板”,首页题“新造刘成美忠节全歌卷之一

潮城府前街铁巷口李万利老铺藏版”。

图7 《古板刘成美全歌》封面

(3)《古板临江楼全歌》(见图8)。木刻

本,四眼线装,共2卷。每页8行,每行四

句,每句七言。封面题“潮城义安路李万利

藏板”,首页题“新造临江楼卷之一”。首

页首句为“姻缘一道无差迟,不由人愿该由

天。百年偕老天讨定,有缘正能做老□”。

图8 《临江楼全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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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太子全歌》(见图9)。木刻本,
四眼线装,共5卷。封面题“古板双太子全

歌,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板”。首页题“新
造双太子红罗衣卷之一 潮安府前街老万

利藏板”。首句题“怎见有古诗赞之曰”,有
“说白”;卷二首句为“有仿古西江词叹之

曰”,有七言体、“三三四”体等。

图9 《双太子全歌》封面

(5)《新造刘成美忠节全歌卷之十一》。
木刻本,共20卷(卷十一23页、卷十二23
页、卷十三23页、卷十四19页、卷十五23
页、卷十六23页、卷十七23页、卷十八23
页、卷十九23页、卷二十19页)部分卷册

被白蚁啄噬,每页8行,每行四句,每句七

言,亦有“三三四体”等。首页题“新造刘成

美忠节全歌卷之十一”,下题“潮城府前街

铁巷口李万利老店藏板”。首页标题为“第
十一回 刘成美被害云南寨 齐太子辞别昭

阳宫”,首句唱词题“上文刘□云南城,再将

秦如唱人听。操军到晚回城返,闻妆刘□
在西营”。有“诗曰”等文体术语。

(6)《古板梅牡丹全歌》(编号:B092,见
图10、图11)。木刻本,四眼线装,共五卷。
封面硬笔题“一本至二本三四五”,扉页题

“古板梅牡丹全歌 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

板”。首页题“新造双太子红罗衣卷之一/
潮安府前街老万利藏板”。经我们将该本

与编号B085的《双太子一本》校勘后得知,
两本实相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1957-2002年

图10 《古板梅牡丹全歌》扉页

图11 《古板梅牡丹全歌》首页

的近半个世纪以来,萧遥天、谭正璧、谭寻、
薛汕、林有钿、上田望、大冢秀高、李万利、
郭马凤等学者,分别出版了《民间戏剧丛

考》《潮州歌叙录》《书曲散记》《潮汕歌册选

集》《潮州民间文学浅论》《潮州歌册目录

(稿)》《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

卷》《潮州歌册志》 等目录书,通过对比可

知,上述唱本多被它们所著录,说明在性质

上是可以确认为潮册唱本的。中山大学

“风俗物品陈列室”亦收藏有潮州歌册《刘
成美》(上下册),上册存19卷,缺第20
卷,卷首题“新造刘成美忠节全歌卷之∽
潮城府前街铁巷口李万利老铺藏板”。说

明它们应该是同时刊刻的。
1922年前后,“李万利”书坊从潮城大

街搬迁到府前街,由此判断,以上六种唱

本应该包括了该刊印机构不同时期的刊刻

内容。其实“李万利”刊印的唱本亦曾流传

至欧洲国家。如葡萄牙东方博物馆就收藏

有李万利刊印的唱本,其唱本主要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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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是香港银行家郭安私人收藏;二是

法国汉学家班文干(JacquesPimpaneau)的
藏书;三是原法国国立巴黎大学中文系图

书馆的部分馆藏。 其中有一本《新造□□
收水朱买臣全歌》亦为木刻本,从其题“潮
城大街四进士亭脚李(家万利号藏板)”来

看,显然是刊刻在1922年搬迁之前。东方

博物馆藏唱本与马来西亚柔佛八邑会馆藏

潮册唱本的题法、版式、刊刻等一致,由此

可以判断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

2.瑞文堂

瑞文堂是创办于清咸丰、同治年间,至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歇业的刊印机构,其藏

版后被李万利购买并统一印刷发行。瑞文

堂早期刻印唱本大多为长篇,有章回目,其
中有《新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五虎平

东/南/西/北》《粉妆楼》《鸡爪山》《双玉鱼》
《反唐》《三国演义》《乾隆君游江南》《绿牡

丹》等。据马庆贤、郭豫奇统计,该机构曾

刊印的潮州歌册有65部之多。不过根据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发现,该会馆所藏潮册

唱本《天豹图》则未曾著录,显然它可以补

马、郭两位先生统计之缺。现将该会馆收

藏的“瑞文堂”唱本统计如下。
(1)《刘明珠》。四眼线装,卷 一(18

页)、卷二(18页)、卷三(20页)、卷四(25
页)、卷五(21页)合订本。首页右侧竖题:
“新造刘明珠穿珠衫卷之一”,下题:“潮城

府前街瑞文堂藏板”。首句为“盘古开基天

地分,十一岁女大乾坤。珠宝封赠当朝贵,
势压满朝文武遵。”有七言体、“三三四”体,
有“表文”等。

(2)《刘明珠》。木刻本、四眼线装,封面

未题,卷十六(25页)、卷十七(21页)、卷十

八(23页)、卷十九(23页)、卷二十(24页)、
卷二十一(20页)合订本。首页右侧竖题:
“新造刘明珠卷之十六”,下题:“潮城府前街

瑞文堂藏板”。首页首句为“□唱八位宫主

娘,怨及千岁有一场。知伊刁恶乞伊过,何

必还去惹祸殃。”有三言体、四言体、七言体、
“三三四”体、“三七三七”体等,有“疏体”“表
文”“说白”“表章云”等提示词。

(3)《新造五美缘》(见图12)。封面缺,
四眼线装,卷十一(56页)、卷十二(56页)、
卷十三(57页)、卷十四(55页)合订本,每
页8行,每行四句,每句七言。首页题“新
造五美缘卷之十一 潮 城 府 前 瑞 文 堂 藏

版”。首句题“上本审案未多的,□一本歌

事愈奇。有铃克被崔氏害,巡按开馆睹验

□”。尾句题“新造五美缘卷之十四全本终

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版”。有七言体、四言

体、五言体、“三三四”体、“三三七”体等。

图12 《新造五美缘》卷十一首页

(4)《升仙图》(编号:B091)。木刻本,
四眼线装。卷一(38页)、卷二(56页)、卷
三(32页)合订本,每页8行,每行四句,每
句七言。封面硬笔题:“昇仙图 第一本”。
原本首页似佚失,现本首页首句为“男女言

谈在席前,一说一答东共西。求说崔府在

饮席,耒一白猿起□□。”有七言体、“三三

四”体等。卷二首页下题“潮城府前街吴家

瑞文堂藏版”。
(5)《升仙图》(编号:B075)。木刻本,

四眼线装,卷四(49页)、卷五(46页)合订

本,每页8行,每行四句,每句七言。原封

面缺,用一笔记本封面改造,并题“昇仙图

第二本”。有空白扉页,首页题“新造昇仙

图卷之四,潮城府前街吴家瑞文堂藏板”。
首句题“再说四本 缘因,文姬桂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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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姊妹二人房中坐,谈天说地论古今”。
有七言体、五言体、“三三四”体、“三三五”
体等,有“有诗叹曰”等文体提示词。

(6)《天豹图第八本》。木刻本、四眼线

装,卷二十二(26页)、卷二十三(27页)、卷
二十四(25页)合订本,每页8行,每行四

句,每句七言。封面题:“香港商务”,扉页

题:“天豹图第捌本”,首页题:“新造天豹图

卷二十二”(见图13),下题:“潮城府前街瑞

文堂藏板”。有七言体、五言体歌辞。该本

属于旧版潮州歌册,林有钿《潮州歌册要目》
有著录,且在广东地区图书馆多有收藏;郭

马风著《草木集》中所附《旧潮州歌册版本初

步调查目录》亦有著录该唱本,不记册数。

图13 《新造天豹图》卷二十二首页

很显然,马来西亚所藏“瑞文堂”刻印

潮册唱本,不但可以与国内收藏的唱本进

行校勘,而且为认识潮册唱本的性质提供

了珍贵资料。除此之外,个别唱本的孤本,
不但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

3.翰墨堂

翰墨堂是营业时间比较长的唱本刊印

机构,它曾在同治九年(1870年)刊印有

《江西广信府景德高中状元避难三年鸳鸯

记全本歌》,另外还有《五雷报歌》《泰山圣

母议破六奇阵》等。在马来西亚八邑会馆

中,我们发现有如下潮册唱本。
《新造临江楼下卷》。木刻本,四眼线

装,卷四(34页)、卷五(36页)、卷六(34
页)合订本。封面硬笔题“四”,首页题“新
造临江楼下卷双宝扇卷四”,下题“府前翰

墨堂藏版”。首页首句题“张平虽然是英

雄,莫奈官兵多□穷。人生岂会□祸福,有
祸有福有吉凶。”每页8行,每行四句,每句

七言。有七言体、“三三四”体、五言体等。
尾句题“看只六本个歌文,积善之人荫子

孙。珍明好心后故佛,事出东朝仲宗君”。
该本在《潮州歌叙录》中记为:“四卷 不署

撰人,藏版堂名等缺 封面作‘潮州义安路

李万利出版’”云云。显然,马来西亚八邑

会馆所藏《临江楼》不但与此本不同,而且补

充了藏版堂名的信息;另外,在《旧潮州歌册

版本初步调查目录》以及《潮州歌册要目》

等目录中亦均有记录,只可惜亦未署堂名。

4.广州醉经书局

在马来西亚会馆中,我们看到12册木

鱼歌唱本《钟无艳娘娘》(见图14),在其封

面均题“广州醉经书局”,尾页均题“广州市

小圃园生兴印务局承印”。按照谭正璧的

说法,木鱼歌在广东地区的传播可以和弹

词在江浙的传播以及鼓词在北方的传播相

媲美,形成鼎峙之势;在其《木鱼歌潮州歌

叙录》中,亦记有六集《钟无艳娘娘》,均为

“生兴印务局”印,很可能也是这个版本。
从装订形式看,马来西亚会馆中的唱本多

为四眼线装,共六集12册(初集1册、二集

2册、三集2册、四集2册、五集2册、六集

3册)。现存封面均题“钟无艳娘娘”,但在

首页以及鱼尾上方边框处均题“钟国母”,
说明它们有着两个不同的名称(见图15);
关于唱本标题、结构、版本形式等信息分别

记录如下。
(1)《钟无艳娘娘全集》(三集)一本。

四眼线装,朱色封面,首页题:“三集钟国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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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钟无艳娘娘》封面

娘娘全卷目录”,目录记十卷,内容为一至

五卷,说明此为上册。
(2)《钟无艳娘娘全本》(二集)一本。

四眼线装,朱色封面,首页题“钟国母二集

全卷目录”,目录共十卷,内容为一至五卷,
说明此为上册。

(3)《钟无艳娘娘全本》(初集)一本。
四眼线装,紫色封面,内容为六至十卷,说
明此为下册。

(4)《钟无艳娘娘》(六集全本)一本。
四眼线装,朱色封面,首页题“六集钟国母

目录卷一”,目录共十四卷,内容共五卷(一
至五卷)。

(5)《钟无艳娘娘》(四集全本)。四眼

线装,朱色封面,首页题“四集钟国母卷一

目录”,目录共十卷,内容为一至五卷,说明

此为上册。
(6)《钟无艳娘娘》(四集全本)。四眼

线装,朱色封面,六至十卷,说明此为下册。
(7)《钟无艳娘娘》(六集全本)。四眼

线装,紫色封面。首页题“六集钟国母卷

六”,内容为六至十卷,说明此为中册。
(8)《钟无艳娘娘全集》(三集)。四眼

线装,紫色封面(其他卷中封面也有蓝色)。
首页题“三集钟无艳娘娘卷六”,内容为六

至十卷,说明此为下册。
(9)《钟无艳娘娘》(五集全本)。四眼

线装,紫色封面。并刻有“广东欧家全立止

图15 《三集钟国母娘娘》卷三

牙痛水”广告,首页题“五集钟国母卷六”,
内容为六至十卷。

(10)《钟无艳娘娘》(五集全本)。四眼

线装,朱色封面(其他卷中封面也有蓝色)。
首页题“五集钟国母卷一目录”,目录共十

卷,内容为一至五卷[说明此与(9)为上下

册关系]。
(11)《钟无艳娘娘》(六集全本)。四眼

线装,内容为十一至十四卷[与(4)(7)为上

中下册关系]。
(12)《钟无艳娘娘》(二集全本)。四眼

线装,紫色封面,内容为六至十卷,说明此

为下册。
综观以上唱本,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

点认识:第一,与早期木刻潮册唱本相比,
它们的历史信息相对晚起,但从封面处多

有为“皮肤水”“止牙痛水”“济世水”等打广

告的文字看,说明在唱本的流传中带动了

其他相关商业的传播和发展;第二,从其中

的说唱方式看,多有不同演唱形式的融入,
如其中的“南音唱”就足以表明,这些唱本

中融入了福建南音所用唱腔;第三,由于它

们是在广东刊印,说明木鱼歌、南音在广东

地区曾经存在着十分丰富的表演空间与传

播媒介。
(二)唱本刊刻与机构互动

除了以上的刊印机构外,在潮城府、汕
头等地尚存在“王生记”“陈财利”“王友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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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名利轩”等十几家刊印机构, 这足以

说明潮册唱本在特殊的空间曾经存在一个

知识生产与民间操演的共同体。如以下唱

本可为例证。
例如,《古板临江楼(下集)全歌》。四

眼线装,木刻本,共三卷。首页首句题“上
文双府中状元,恩怨俱报心喜欢。一夫二

妇同安乐,出仕赴任在河南”。每页八行,
每行四句,每句七言。有七言体、五言体、
“三三四”体、四言体等。该本封面题:“潮
城义安路李万利藏板”,首页题:“新造临江

楼下卷双宝扇卷一 府前瑞文堂藏版”,卷
二首页题:“府前翰墨堂藏板”,卷三首页

题:“府前翰墨堂藏版”。
由此可见,该本是融合了三个刊印机

构的唱本而成,说明它们曾经存在继承关

系。据已有成果显示,潮州歌册的刻印大

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其一,是1950年以

前,书名前多冠以“新造”二字,多为七十页

左右,不分卷,半叶十行,行三句形式,单黑

鱼尾、版心刻书名及页码;其二,是20世纪

五六十年代所刊印的唱本,它们多收藏于

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
天津图书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省中山图书馆、汕头市图书馆、潮安县文化

馆等地———此阶段的唱本“新造”多改为

“古板”,落款多题“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

板”,但卷首依然保留“藏板”;其三,是20
世纪90年代,为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以木

刻本为底本重新誊印的歌册,封面统一题

签“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版”,目前在各地

图书馆以及私人均有收藏。 而该本《临江

楼》正说明了在刊印过程中的互融情形,据
此可以做出判断,马来西亚八邑会馆的唱

本应该包括了后两个阶段的刊刻情形。
其实,潮册唱本的研究是从著录开始

的。早期目录书有逍遥天著《潮州戏剧音

乐志》(著录91种),谭正璧《木鱼歌潮州歌

叙录》(著录162目),薛汕编《潮州歌册目》
(著录256种),林有钿《潮州歌册要目》(著
录251种),郭马风著《旧潮州歌册版本初

步调查目录》《潮州歌册志·潮州歌册的歌

本》(分别著录221部和297种),以及日本

学者上 田 望、大 冢 秀 高《潮 州 歌 册 目 录

(稿)》(收录47份)等。进入21世纪,肖少

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分别对中山大学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资料室所藏潮册唱本、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分馆所藏潮

册唱本、私人家藏潮册唱本(傅惜华、郑振

铎、赵景深、汪毅夫),以及其他私人家藏

(王顺隆、日本学者、新加坡学者等) 等做

了论述。将以上成果与马来西亚“八邑会

馆”收藏的唱本对比发现,有很多在以上唱

本目录书中未著录(如谭正璧《木鱼歌潮州

歌叙录》就不曾著录《梅牡丹全歌》),或存

在有目无书的情形,这说明马来西亚的这

批唱本则不但有古本价值,也具有校勘

价值。
除此之外,它们的存在还足以说明以

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上刊刻机构的存在,不但为民

间潮册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也折射出

潮剧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和繁殖情况。
从这一角度看,潮册唱本的生产和存在就

不仅是固态的文本存在,而且是观察社会

史和风俗史的一面镜子。
第二,从这些唱本涉及不同的类型(潮

册唱本、弹词唱本、木鱼书唱本等)看,说明

在同一共享空间中存在不同艺术形式的交

流互动情形,正是这种互动,为不同艺术形

式的互文性阐释提供了可能。
第三,这些潮册唱本往往记有“唱”

“说”等表演提示术语,以及“七言体”“五言

体”“三三四体”“四言体”等唱词,证明它们

不是读的文本而是表演的底本,是语体的

音乐文学语言在特殊群体中的操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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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生产来源看,说明它们不但经

过了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文人群体的改造,
而且经过了表演艺人活态的传承,因而,它
们就不仅仅是作为历史记忆而存在,而且也

是作为活态的表演和艺术实践而存在。

三、潮册唱本的再造与展演

马来西亚整体有三大族群组成:一是

马来人,二是华人,三是印度人。由于马来

亚政府的族群保护政策,华人一直处于“边
缘”和“离散”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华人的发展。为了对马来亚政府的族群

特权做出回应,他们始终保持较为统一的

华人身份认同和中国认同。因此,改造唱

本和表演潮剧电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族

群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
据我们对马来西亚藏潮册唱本资料的

整理情形看,华人对潮册唱本的改造大体

存在以下三种情形。其一,将白话小说、章
回体小说等改编为潮剧电影歌本进行表

演,改编的手段有如下几种:一是缩减篇

幅,二是添加对白等演唱形式,三是借鉴媒

体平台,对相关演员进行宣传,进而带动了

周边产品的商业化。其二,对潮册唱本进

行记谱整理,使得演唱更为系统,更具专业

化。潮册唱本艺人以及有一定音乐理论修

养的艺人参与了此项活动。其三,对唱本

进行传抄和改造,从而实现了另一种形式

的传播。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仍然看到了

有一定潮册唱本知识素养的文化人的一系

列的干预。
(一)从白话小说到潮剧电影

潮剧电影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

的部分华人区十分普遍。尤其是在20世

纪的20-40年代可以看作戏剧演出的黄

金时期,海外华人不但对古典戏曲在形式

和内容上做了改良,而且将旧剧演唱灌制

成唱片或拍摄成粤剧电影。 会馆藏两本

《碧玉簪》唱本可以作为此方面事实的例

证,其形式及内容如下。
一本为白话小说《碧玉簪》(见图16),

封面绘图,共十四回。左上题:“重编白话

名著”,开篇有序言,共39页,每页27行,
每行字数不等。尾页题:“一九五六年九月

再版”,出版和发行均为“香港万象书店”,
印刷为“香港大新印刷公司”。

另一本《碧玉簪》为潮剧电影本(见图

17),封面绘图。封页背面有一“哥丽美牌

印花衣料”广告,首页有“碧玉簪”剧情介

绍,共20页。全剧共分“庆寿、许亲”“定
计、借簪”“询婢、归宁”“促返、邀宴”四节,
剧中标有角色,另有“白”“齐白”“唱”等表

演形式的标示语。

图16 白话小说《碧玉簪》封面

图17 潮剧电影唱本《碧玉簪》封面

在早期的文体书写中,《碧玉簪》其实

也以不同的文本形式在中国大陆得到流

传。如在姚逸之编述的《湖南唱本提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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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收集有一本长沙周庆林印行的《碧玉

簪》,但它的文体形式既不是白话名著,也
不是潮剧电影文本,而是评话。说明在从

中国大陆到马来西亚的海路传播过程中,
该唱本实现了多种艺术媒介的交融与发

展。正是因为多种艺术媒介的转换以及潮

剧电影的异地流行,我们在马来西亚也看

到了《最新潮剧电影名曲选集》这一类的唱

本资料2本。从各自目录看,一本记有39
种名曲,一本记有14种名曲。从封面看,
它们均题有“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新加

坡士敏街五十号”等字样。这足以说明潮

剧电影在东南亚的流行程度。
我们还收集到《珍珠衫》电影唱本一册

(见图18),共21页。该本封面题:“潮剧电

影珍珠衫 根据《今古奇观》改编”,首页有

剧情介绍,开幕有大合唱,尾页题:“出版、
发行、永印、定价”等信息。从“星马出版社

每册叻币三角”等字眼看,显然也是在东南

亚地区刊印。该本尾封面题:“东亚文化事

业有限公司 新加坡北京街36号”“马来亚

代理 钦记号 柔佛陈旭年街廿四号”云云,
说明该唱本不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发行和印刷,而且得到了广泛传播。
既有研究成果显示,《珍珠衫》潮册唱

本其实来源于话本小说中的《蒋兴歌重会

珍珠衫》(载《喻世明言》卷一、《今古奇观》
卷二十三)。潮册唱本虽然删除了话本小

说中的评论性、解释性段落,以及在故事情

节上做了取舍,但是我们仍可看出话本为

潮州歌册的生成做了两方面贡献:其一是

提供了完整的叙事结构,其二是丰富了歌

册人物情感描写技巧。马来西亚的这些唱

本不但丰富了早期学人的研究成果,而且

更进一步显示出“话本-潮册唱本-潮剧剧

本”的三部曲进程。
(二)从潮册唱本到音乐记谱

早期的潮册唱本(清末民初的木刻本)

图18 潮剧电影唱本《珍珠衫》封面

虽没有记谱,但往往标有“说白”等提示语

来指导操演行为。而后期的唱本中,则已

有简谱的存在,说明后者经过了有一定音

乐理论素养的艺人的整理。《刘明珠》唱本

的存在正说明了此种情形。
八邑会馆藏潮册唱本《新造刘明珠》二

册,其中一册为5卷(一至五卷)合订本,另
一册为6卷(十六至二十一卷)合订本。每

页十行,每行四句,每句七言唱辞。在以上

两种唱本的卷首均题:“潮城府前街瑞文堂

藏板”,说明此二本均为广东地区刊印。它

们的版本信息如下。
《新造刘明珠穿珠衫卷之一》。木刻本,

四眼线装,共5卷(卷一18页,卷二18页,
卷三20页,卷四25页,卷五22页)。封面

未题,此为首页题。首页下并题“潮城府前街

瑞文堂藏板”,首句为“盘古开基天地分,十一

岁女大乾坤。珠宝封赠当朝贵,势压满朝文

武遵。”每页11行,每行四句,每句七言。
《新造刘明珠》。木刻本,四眼线装,前

几页有残缺,共6卷(卷十六25页,卷十七

21页,卷十八23页,卷十九23页,卷二十

24页,卷二十一20页)。每页10行,每行

四句,每句七言。首页右侧下方竖题“潮城

府前街瑞文堂藏板”,首句题“□唱八位宫

主娘,怨及千岁有一场。知伊刁 乞伊过,
何必还去惹祸殃。”全本有七言体、“三七三

七”体、六言体、“三三四”体,对联体(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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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等;有“疏”体,“表文”“其圣旨曰”等文

体,表演形式有“说白”(尤其卷二十、二十

一)等。
会馆还藏有《刘明珠》潮剧电影一本,

彩色封面印刷,首页有剧情简介。该唱本

有如下特点:第一,唱段用“音乐简谱”记谱

(记谱内容共21页);第二,唱本中杂有很

多广告,说明通过唱本展演和传播实现了

某些商业行为的推广;第三,在该本目录

中,刘明珠的扮演者为范泽华。根据已有

研究成果显示,《刘明珠》的角色演出在香

港涉及方巧玉和丁楚翘等演员,在大陆则

有范泽华等,正好互证。
当然,若结合当下实际来探讨马来西亚

唱本的再造与展演,我们还应该看到:第一,
潮剧唱本、流行粤曲唱本、影视歌曲等唱本

的传播已然成为海外音乐文化,尤其是东南

亚音乐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华人

歌曲在东南亚的传播促进了相关出版业的

兴盛,并且已经成为音乐社会史和音乐传播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海外华人对乡音

的传播和表演揭示出,在他们的观念中:乡
音是灵魂之所在,是文化根脉之所在。

(三)手抄本的学术价值

其实,手抄本潮州歌册是最早的一批

唱本,它们通常为大开本,软笔手抄,字体

优美,纸墨精良,校对完善。目前尚能见到

的最早抄本,是抄写于清乾隆年间的《新刻

古本刘成美忠节全传》《双玉镯》等。抄本

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中往往保存了大量的

准汉字资料、异体字、方言字等。如若照顾

东亚的准汉字资料范围,至少涉及越南喃

字、朝鲜谚文、日本假名、广西壮字等。它

们的存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辨识唱本的

生产者,而且对我们认识“汉文典籍”等概

念也会带来冲击。后二者在马来西亚唱本

中多有存在,能够说明其使用者或抄写者

的地域空间,因此是值得重视的音乐资料。

马来西亚八邑会馆的手抄潮册唱本,
往往融入了大量的方言字资料。我们收集

到的抄本潮册有《新造雷峰塔全歌》(共三

本)《新造竹钗记》(共五本)《新造珊瑚宝》
《廿四孝双玉鱼 岳芝荆叹五更》《求乞者》
《新造水心桥全歌》《新造 叻案全歌·珊

瑚宝》(卷三)等12本之多。

1.《雷峰塔》
(1)《新造雷峰塔全歌(卷一)》(见图

19)。四眼线装,方格本圆珠笔抄写,每页

10行,左侧竖题:“雷峰塔 卷一”,共96页,
尾页题“至第六回 卷二”。

(2)《新造雷峰塔(卷二)》。四眼线装,
方格本圆珠笔抄写,第5-9回。左侧竖

题:“雷峰塔 第五回 卷五”,共104页,有
“说白”“诗曰”等术语。尾页右侧第一行竖

题:“连卷三”。
(3)《新造雷峰塔(卷三)》。四眼线装,

方格本圆珠笔抄写,第9-10回,左侧竖

题:“至唱第九回”,每页10行,共35页。
尾页右侧第一行竖题“歌文到此唱完全”。

图19 抄本《新造雷峰塔全歌》封面

2.《竹钗记》
(1)《新造竹钗记》。四眼线装,方格本

圆珠笔抄写,首页右侧空白竖题“连贰本”,
共106页。尾页题“连四本”。首句为“小妾

学浅妄自夸,贤师到来指示□。妾来献丑共

尔和,张氏回答 唠嗑”。有“诗云”等。
(2)《新造竹钗记(卷二)》。四眼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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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97页,卷三、卷四合抄。首页空白处题

“连头本”,首页首句为“暗静吩咐众家将,
各执铲刀先预伊。停伊人马过前程,半尘

好抢伊犯车。”尾页尾句为“桂枝 说千

般,连下第三大笨中。”
(3)《新造竹钗记(第四本)》。四眼线

装,首页右侧空白处竖题“连三本”,卷七卷

八合抄,每页10行,每行三句,每句七言。
共106页。首页首句云“奸臣兵来到此间,
若欲拒伊亦是难,不如将阮母子献。”有“诗
曰”“其诗云”“说白”,有“ ”字。

(4)《新造竹钗记(第五本)》。五眼线

装,共158页,第八本(31页)第九本(61
页)、第十本(58页)、第十一本(8页)合抄。
首页左侧空白处竖题“连四本”,首页首句

题“幸得被救在此间,不知晋生存共七。万

望月娘相保佑,妾夫就是那晋生。”有“覔”,
有“说白”。

(5)《新造竹钗记(第六本)》。五眼线

装,共112页,第十一本(57页)、第十二本

(55页)合订。封面题“新造竹钗记(第六

本)”,首页右侧竖题“连第五本”,首页首句

为“连唱五本表分明,因此遇兄正耽心。杨

杰杨士听兄言,听着言语目围红。”首句“唱”
字说明该唱本是用来“唱”而不是“说”。有

七言体、四言体,有“诗曰”“说白”等术语。

3.《新造珊瑚宝》
(1)《新造珊瑚宝(卷一)》。四眼线装,

首页右 侧 竖 题“珊 瑚 宝 卷 一”,卷 一(36
页)、卷二(37页)、卷三(38页)、卷四(34
页)、卷五(12页)合抄,每页10行,每行3
句,每句7言。首页首句题“善恶报应皆由

天,恶人终须恶人治。苦人终须苦自己,但
看此歌便知己。”(但看此“歌”说明是用来

演唱的文本。)尾页尾句题“今不想计将他

害,日后必定是冤家,第二卷末便知机。”
(2)《新造珊瑚宝(卷二)》。四眼线装,共

五卷。卷五(24页)卷六(39页)卷七(38页)

卷八(36页)卷九(26页)合抄。首页右侧竖

题“连上本”,每页10行,每行三句,每句七言。
首句题“若是言语骂着伊,员外面前搬说机。
呾我私情做不正。”尾句题“大孝聪明怜悯伊,
大娘果然受惨凄,嫡母虽然做不是。”

4.《廿四孝双玉鱼 岳芝荆叹五更》
使用马来西亚生产的笔记本,硬笔手

抄(见图20)。《廿四孝双玉鱼》在前,共9
页,每页12行,每行13字左右,有“科”等
标记。《岳芝荆叹五更》合抄于后,凡5页。
前四页每页12行,每行13字,为“三三七”
体;最后一页共八行,每行字数不等。说明

该本合抄的两个文本均为说唱唱本。

图20 抄本《岳芝荆叹五更》首页

5.《求乞者》
四眼线装,封面未题字,首页右侧朱笔

竖题:“求乞者”,共5页,690字。该本似不

是潮册唱本,因为:第一,它的体制为杂言

体,不押韵,不符合潮册唱本的体制;第二,
篇幅短小,通俗,判断其为临时写的小杂文

或散文;第三,该本不曾被中外潮册唱本目

录书所著录,不是说唱,只是阅读。

6.《新造水心桥全歌 卷一》
四眼线装,首页右侧题:“水心桥上卷

卷一”,卷一(28页)卷二(30页)合抄,每页

十行,每行三句,每句七言。首页首句题

“新出一员是好官,悲欢离合有分明。姻缘

巧是前生定,佳偶皆老自生成。”尾页尾句

题“歌中□是劝世文,劝计世上娘共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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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贪情损性命,要听歌文细思存。”“歌文到

此以唱完”云云。

7.《 叻案》
四眼线装,硬笔竖抄。卷一(26页)、卷

二(23页)、卷三(25页)合订本。封面题“新
造珊瑚宝/实叻案全歌(卷三)”,《珊瑚宝》与
《实叻案》的合订本(前为《珊瑚宝》,后为《实
叻案》)。扉页背面题:“连卷二”,卷九(11
页)、卷十(41页)合订;第42页题:“新造实

叻案全歌”(见图21),第43页题“卷之一”。
每页十行,每行三句,每句七言。首句题“洪
武定位国大明,帝位传及至崇贞。李闯叛逆

乱天下,万里江山尽属清。”

图21 抄本《新造实叻案全歌》首页

就以上的抄本潮册而言,我们看到,由
于手抄唱本者多为表演唱本的艺人,他们

往往根据不同的表演需要而将不同的唱本

合抄在一起。此项工作赋予唱本抄写以灵

活性的同时,也生产和改造出新的唱本。
另外,其中的方言词、俚俗语的学术价值更

是值得关注。以《 叻案》为例,值得注意

的就有如下几点:第一,“实叻”乃马来语

“selat”的译音,从前的新加坡即“实叻坡”
“实叻埠”(Selat-pura),因此从其命名和所

叙故事看,应发生在新加坡、柔佛一带;第
二,从该本唱辞书写形式看,多为七言体、
亦有五言体、“三三四”体、“三三五”体,说
明它是符合潮册唱本创作特点的,同时说

明,创造该本的作者必定熟悉潮册唱本的

体制;第三,该本遣词造句不仅乡音色彩浓

厚,而且杂有许多马来语词汇;第四,故事

叙事中以潮人赴新马作为题材,我们能够

借此看到南洋的社会风俗史,也能重新认

识潮州人在新、柔两地的拓殖史。

四、结论与余论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会馆中收藏潮册

唱本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很
多在中国目录书中只是作为著录而存在的

唱本,在马来西亚看到了它的本真全貌;
就此角度而言,它们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

义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就中国大陆至作为

异域的马来西亚空间传播而言,潮册唱本

的整体语境其实实现了三种文体的转变:
文学话本—潮册唱本—潮剧影视文本发展

的三部曲。因此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借由

这批资料延伸了相关研究,扩展了唱本研

究的学术张力;第三,从潮册唱本到电影潮

剧剧本的发展表明,音乐传播不但促进了

东南亚音乐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带动了

相关商贸经济的发展。
就唱本改造的动机而言,我们知道,潮

册唱本是随着华人群体的迁移而实现其异

地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我们不但看到

了早期刊刻机构对唱本生产的贡献,而且

看到了潮册唱本在东南亚的生存状态与改

造情形———换言之,我们看到了潮册唱本

的海外流传社会史。潮册唱本的流传史、
改造史与异域表演史表明:第一,文字是传

播的重要载体,在汉文化圈,海外华人依靠

汉字这一载体实现了潮册唱本的改造并持

续了对唱本的操演实践;第二,有资料显

示,两种知识人参与了唱本的生产和改造

活动:一是有一定修养的文人群体,二是有

一定的东南亚生活或文化背景,精通东南

亚方言,精通唱本文学音乐体制语言的唱

本生产主体———他们的这一活动赋予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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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的改编以浓厚的南洋色彩。
正因为这样,这些唱本不但成为活态

表演的见证,而且成为族群认同和社会记

忆的重要结晶。张礼千先生曾经这样认

为:海外侨胞远适异域,缅怀宗邦,虽历数

世,其衷未改,民族意识之坚强,至足嘉

也。就马来西亚海外会馆收藏的唱本情

形看,实足以证明以上海外侨胞有着“慎终

追远”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认同意识。就此

而言,我们有条件这样认为:当海外华人群

体带着他们珍贵的唱本沿着南海海岸线迁

移时,当他们在中国大陆向外延伸的“异
域”唱着来自故乡的、家园的歌时,我们所

看到的他们,其实并不是“想象”的共同体,
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共同体。这共同体就

是族群表演的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共同体,
更是对家园、华夏之“根”追溯的“共同体”!

注释:
①王 静 怡:《中 国 传 统 音 乐 在 海 外 的 传 播 与 变

迁———以马来西亚为例》,人民出版社,2009,第

53-99页。

②按:笔者曾在八邑会馆收集一本《 叻案》,其中

卷一唱词云:“思想夷邦 叻坡,地方兴旺人物

多。中国人民去不少,经商贸易人如梭。”说的

正是中国人下南洋去新加坡经商的情形,可为

证。(见该手抄本第2页)以下凡引唱本资料,

均不一一标注。

③[美]罗兹·墨菲著,林震译:《东亚史》,世界图

书出版公司,2012,第433页。

④陈佳娜:《潮州歌册研究述评》,载《汕头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6-

39页。

⑤王 静 怡:《中 国 传 统 音 乐 在 海 外 的 传 播 与 变

迁———以马来西亚为例》,第26、54页;康海玲:

《马来西 亚 华 语 戏 曲 研 究》,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2013,第3页;[马来西亚]李文辉:《中国古代通

俗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接受》,南京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6,第75页。

⑥[美]孙宜康、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443页;袁

尔纯:《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载 《纪念

<教育史研究>创刊20周年论文集(4)———中国

学科教学与课程教材史研究》,2009,第1065页。

⑦[美]孙宜康、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第

445页。

⑧尤素 福、刘 宝 军:《海 外 回 族 和 华 人 穆 斯 林 概

况》,民族出版社,2004,第16页。

⑨参见《汕头日报》,2019年11月5日。

郭马风著,郭豫奇编:《草木集》,天马出版有限

公司,2013,第32页。

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商务印书馆,2015,

第58页。

[马来西亚]张吉安:《乡音考古:探寻土地上的

百年祖歌》,大将出版社,2019,第67页。

肖少宋:《潮州歌册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09,第102-109页。

同,第11-13页。

同,第248页。

郭马风著,郭豫奇编:《草木集》,第32页;郑群

辉:《百年前一个独特的民间叙事文本———潮州

歌册<潮州柳知府全歌>的故事及其叙事特色》,

载《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2020年 第1期,第

6页。

邹珣:《旧版潮州歌册研究述略》,载《地方文献

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第339页。

同,第3、36页。

马庆贤、郭豫奇:《浅谈旧本潮州歌册的印制和

流播》,载陈景熙主编:《潮青学刊》(第2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55页。

按:该本封面内容与正文内容不同———封面题

“梅牡丹”,内容实为“双太子”。又案:谭正璧、

谭寻编著《木鱼歌·潮州歌叙录》(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2)以及肖少宋《潮州歌册研究》均未著

录该本;林有钿《潮州歌册要目》著录潮册唱本

251种,其中有《梅牡丹》并云该唱本收藏于潮

州市博物馆;马来西亚华人李文辉曾在八邑会

馆见到该本,可惜未经仔细校对。从该本封面

确为“梅牡丹”看很可能是装订时商家的弄错,

(其实不唯该唱本如此,下文“醉经书局”刊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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