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5 年 1 月中國社会料牟 ＲＥ研窆生陡学抵Ｊ
ａｎ

．  2 0 1 5

第 1 期 ( 总 2 0 5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Ｃ ＳＣＨＯａ Ｃ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  (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ＥＮｍＮｏ． 1

国图藏 《骷髅格》 文本述考
＊

魏洪洲

【提 要 】 《骷髅格 ？ 辩 ( 原文如此 , 应为
“

辨
”

, 下 同 ) 音连 声 归母捷法 》 , 现藏于 国

家图 书馆善本部 。 该书分为 《骷髅格 》 和 《辩音连 声 归母捷法 》 二种 。 《辩音连 声 归母捷

法 》 是专 门指导歌者唱对字音的 简便韵谱 , 作者为顾体仁 。
《骷髅格》 为典型格律谱 , 编者

不详 , 约成 书 于 万历 三十 四 年 ( 1 6 0 6 ) 至康 熙六年 ( 1 6 6 7 ) 之 间 。 该谱主要针对 《 全谱 》

的不足 , 进行补阙 、 缀板和释疑 , 据称它参考 了
“

汉唐古谱
”

《骷髅格》 。

【关键词 】 国 图 藏本 《骷髅格 》 格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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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唐古谱
”

《骷髅格 》 被誉为
“

曲谱之附有 【
一

秤金】

“

鸡鸣而起
”

、 【三十腔】

“

恨无

祖
”

, 又经 《南 曲 九宫正始 》 ( 下 文简称 《 正极
”

以及 【红林檎慢】 等曲 。

始 》 ) 、 《 曲谱大成 》 、 《新编南词定律 》 ( 《定《捷法序 》 末有
“

古吴后学顾体仁长 乡 漫

律 》 ) 、 《南九宫谱大全 》 ( 无名 氏 《大全 》 ) 以及识
”一语 ,

3
) 据此若将 《捷法 》 撰者署为顾体仁 ,

《磨尘鉴 》 等反复提及和引用 , 在 曲学史上影响无可非议 , 而 国图卡片将 国藏本
一

并归于其名

巨大 。 但 以 往对 《骷髅格 》 的考察主 要限 于下 , 则 尚需斟酌 。 因 为二者实为独 立之二书 ,

《正始 》 之征引 。 近 日 , 笔 者访书 国家 图书馆 , 国藏本是典型格律谱 ( 下文详述 ) , 《捷法 》 则

偶遇 《骷髅格 ？ 辩音连声归母捷法 》
一书 。 此为指导歌者学 习反切 、 练 习发音的简便韵谱 。

书是除 《正始 》 外 , 转述 《骷髅格 》 材料最为据顾氏 《捷法序 》 载 ：

丰富者 , 理应得到学界重视 , 可惜以往研究竟

无一语提及 。 因撰此文以为同好析疑 。元末周 挺斋 《 中 原 雅韵 》 , 系元初燕 山

卓从之之 《 中 洲 乐 府 音 韵 类 编 》 旧 谱 也 。

一

、 国藏本 《骷髅格》 的分韵 之清 , 非 《玉篇 》 、 《广 韵 》 诸刻 可 并 ,

作者及成书时间但惜其少 于发 明
, 而 为 后 世肤浅之士妄 加

／／斯赚ｔｏ 抛立ｔ 

士
丨

1＝ 1 4 3 ■播吐 、、

音注 , 以 致钟 误耳 。 分 十九韵 中 别 出 字 收
《献髅格 ？ 辩音连尸归母捷法 》

, 原为郑振七々 Ｂ
－？

ｇ＾ｙ ,
,

奴 丨Ｑ ＃古甘々 ｍ
－

ｆ？音各异 , 如庚 青较近真又 、 侵寻 , 而 皆 知
铎先生 旧藏 , 《西谛书 目 》 卷五录有其名 , 现存

于国图善本部 。 卡 片著录为清初钞本 , 十行二


十五字 , 无格 。 全书仅－ 册 , 包括 《傲髅格 》＊ 本 文系 国 家社科基金项 目
“

明 清戏曲 宗元研究
”

(下文称国藏本 ) 和 《辩音连声归母捷法 》 ( 下 ( 1 1
ＢＺＷ 0 6 1 ) 6 5阶段性成果 。

文简称 《捷法 》 ) 各
一卷 , 均有序 。 二者 中间还① 无名氏 ： 《骷髅格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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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鼻 音 、 砥 腭 、 闭 口
； 其监咸 虽 则 闭 口 收称

“

后学
”

, 应该有
一

定的功名 , 而方志中不载

音 , 然 出 字 与 寒 山 无 异 , 先 天
一

韵 吐 字 出其姓名字号 , 表明他未考中过举人或进士 。

音在舌端 之 匾 细 , 非 比 二 韵 之发 声 张 喉 阔国藏本来源 的唯
一

线索是其后识有
“

此套

大 。 今之歌者每 犯 三 韵 , 牵 混 而 甚 失 分韵曲谱承友安施老谊兄送予抄录 , 丁未蕤宾六 日

之梗概 , 盖 非 口 授难 明 。 惮其繁秘 而弃之 ,书
”一语 。

？ 可知国藏本据安谊旧本抄录 , 而安

惟投时 好 , 可 以 售 世足 矣 。 故 翻 切 莫 究 , 氏 , 字施老 。 但他是否为该谱作者及其生平事

敝相 仍 也 。 予 自 得 大 都 程 五 玉 纂 《 经 纬迹若何 , 不见史籍记载 。

图 》 , 既搞性灵之奥 , 而 泄造化之 玄 , 穷其此处 的
“

丁 未
”

极 可 能 是 康 熙 六 年

源则 声 音之理 可 洞 见 矣 。 阴 字 用 阴 母 , 阳 ( 1 6 6 7 ) , 而不太可能是前一个丁未年即万历三

字 用 阳 母 , 上 以 上 叶 , 去 用 去切 , 考 清 浊十五 ( 1 6 0 7 ) 年 。 因为 国 藏本所选 内容主要是

之讹 , 订 丝 毫 之 辩 , 音 有 次 清 、 纯 清 , 次为了补正沈璟 《南 曲 全谱 》 ( 下文 简称 《全

浊 、 纯 浊 之别 。 褫其繁 而就 于 简 , 阐 其 秘谱》 ) , 这需要
一

个熟悉 、 研究沈谱的过程 。 据

以趋于 明 , 令 人易 知 易 晓 , 不 有 功 于 后 学徐朔方先生考证 , 沈谱在万历三十 四年 ( 1Ｍ 6 )

哉 ？ 拟 将 中 原 正音 为 本 , 采诸 韵通 用 之 字 , 才刚刚编成出版 ,

？ 若次年就有人对其进行大量

补收 入声 , 纂 一

《琼 林 南 北全 韵 》 。 兼考修补 , 并且修补稿又被四处传抄 , 发生得似乎

《 五 经 》 、 《 四 书 》 中 动静体用 等 字 , 详注释太过仓促 。 再说 , 沈谱在格律谱编撰方面取得

义 , 使作词 体 而 用 。 同 志者 以 予 言 为 声 歌了许多突破性成就 , 代表了 当 时曲学研究的最

砥柱 , 指南 觉路 , 然 未敢擅倡 , 聊 以 旧 刻 , 高水平 , 时人对其多持赞赏 、 学 习 的态度 。 只

填 以新考翻 切 于傍 。 其 有异 于 旧 注 者 , 盖有到 了天启 以后 , 质疑 、 不满才多 了起来 , 终
正 其 阴 阳错 用 之处耳 。 法 眼 一 经 , 较 诸 旧于形成

一

股增订沈谱的热潮 , 国藏本应该是这

叶妍媸 自 别 也 。 每 一 图 中加 一 字 母 ’ 以 订 一

潮流下 的产物 。 此处亦不太可能是后一个丁
五 音之宗 。 惟愿高 明 赐之针砭 , 正其 伪谬 , 未年即雍正五年 ( 1 7 2 7 )

。 雍正时期 , 清代的避

使不 悖戾 先 贤 , 迷误 后 学 。 共襄 厥成 , 得 讳制度 已发展得十分完善和严格 , 刻 印 、 抄写

付 , 劂 ,
吾所望也 。

？
书籍 , 若不避本朝皇帝名讳 , 会被视为大不敬

而被处 以极刑 。 国藏本却未 回避清圣祖的名讳 ,

顾氏认为 ： 本为乐 府而作 的 《 中 原音韵 》

谱中
‘‘

烨
”

字原字直书 。 此种情况可能发生在

分韵虽清 , 但少于发明 。 后人对其妄加音注 , 避讳要求 尚为 宽松 的康熙朝及此前。 故
“

丁未
反致钟误 。 而歌者不究心于反切 , 这些韵书对 蕤宾六 日

”
, 最有可能的是康熙六年 ( 1 6 6 7 ) 五

他们而言又过于
“

繁密
”

, 致使演唱中 的字音说
月初六 。 这正与 国土卡片将 国藏本定为清初钞

误
一

直得不到纠正 。 后来 , 顾氏得遇
,
人所撰 本的结论相互支持 。 那么 , 此书 的编 撰时间亦

《经細 》
－

种 , 受其启发 ’ 决心删繁就简 , Ｍ略可細 , 其上限为沈璟 《全谱 》 的刊刻时间 ,

成
一

种令人易 知易 晓的简单韵谱 , 以供歌者练
即不早于万历三十四年 ( 1 6 0 6 )

；
下限为国藏本

习反切之用 , 于是 《捷法 》 得 以 成书 。 可见 , 的抄写时间 , 即不晚于康熙六年 ( 1 6 6 7 ) 。

《捷法 》 与 国藏本确非同
一种著作 。 抄录者可能

仅因它们均与戏 曲相关 , 故合为
一

册 。 再说 ,
二

、 国藏本谱式及编撰动机

国藏本 中并未 出 现撰者姓名 , 没有证据表明 它

同样 出 自 顾 氏之手 , 暂将其定 为 作者失考者§— ｛Ｘ 3 0

为宜 。

《捷法 》 作者顾体仁不见于 明 清两代史籍 ,

① 顾体仁 ： 《辩音 连声归母捷法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十丁 ｍ 工八 《 始挪 沾々 钟 , 々击口 丨 ｍ＂ 抽：吐② 无名氏 ：
《點髅格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亦不丄于 今 人编撰的各种人名索引 。 据 《捷法 ③ 参见徐朔方 ： 《晚 明曲家年谱 》 第 1 卷 , 浙江古籍 出版社

序 》 仅知 ： 其名 长乡 , 字体仁 , 苏州人 。 他 自 1 9 9 3 年版 , 第 3 1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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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章 , 其中八成为犯调 。 除 【两红灯 】
一调外 ,城之价 , 不识尊 意 能 割 舍 否 ？

”

时老微有愠

其余均有谱式分析 。 曲 牌的完整谱式
一

般包括色 , 茶 毕 而别 , 余 日 夕 不 能 去会 。 然 此老

三部分 ： 首先是格律 图谱 , 它用
“

〇
”

表示句属意 吾徒 , 往 来之情 胜 于 子侄 。 始 知 此老

字 ,

“
一

”

表示句字的离联 ,

“

〇
”

的左边标注平向在蜀 中 遇一 武 弁 , 密授 其秘 。 彼素 有 词

仄 , 右边点有板式 。 但并非每章曲牌都配有图谱 ,癖 , 护 之 如 宝 , 不 肯 轻 启 。 吾 徒述 彼 言 ：

有图谱者仅 【五团花】 、 【二犯六 幺令】 等 1 0 章 。
“

因令 师 乃 吴 中 名 士 , 故 尔 送 阅 , 珍 藏 巳

其次是例曲 。 例 曲分为两类 ,

一为
“

唐代古曲
”

,久 , 未常 ( 尝 ) 轻 示 于人 也 。

”

余 扼腕 无

如 【三仙桥 】

‘
‘

愿皇图巩固
”

、 【传河序】

“

龙见于谋 , 即 以 《 九 宫谱 》 私 命吾徒 , 怀 入其 室

天
”
二曲 , 据称曾经唐明皇手订 , 【三凤花】

“

甚以 《谱 》 对 《格 》 , 凡 有 不 同 者逐 一 记 明 ,

植瑶阶左右
”

曲则为
“

太真遗稿
”

。 更多的例曲则次 第 寄 来 。 幸 吾 徒 不 辞 辛 苦 , 曰 夜潜 抄 ,

是转引 自 《全谱》
, 但其犯调组成 、 句字以及板式十得八九 。

②

等与 《全谱 》 不同 。 再次是释文 , 几乎每个曲牌

下都有长短不等的注释 , 或介绍牌名之来 由 , 或据引文所述 , 该谱得 以成书缘于编者
一段

订正旧谱 、 时曲之钟误。奇遇 。 他春 日赛社 , 忽 受
一

老者相邀 , 在其家

国藏本中 的牌调选择和谱式特点实 与其渊中见到了
一

部源于春秋 , 修于汉代 , 又经唐明

源和编撰动机密切相关 , 据卷前 《直述 》 言 ：皇手订的
“

古谱
”

《骷髅格 》 。 几经周折 , 终于

抄得该书十之八九 。 因见其
“

序繁
”

、

“

格异
”

,

词 中 有 《 骷 髅 格 》 并填 词 翼 证 者 , 乃牌调新奇 , 异 于后世 《九宫谱 》 之处颇多 , 于

春秋至 汉 及唐词 曲 之 规 、 梨 园 之 秋也 。 余填词度曲甚有裨益 ,

“

欲全部翻刻 , 苦力不从

阅 《 骷 髅格 ？ 前叙 》 云 ： 唐太子未 嗣 位 时 , 心 , 故尔 中 止
”

,
只得

“

将 《九宫谱 》 有疑 未

深心 词赋 , 重 礼 英 才 。 后 登 大 宝 , 最 尚 诗明 、 有缺未补 、 有 曲无板
”③ 者逐一详究 , 补阙

词 , 极好 歌 曲 , 每 每 以 诗 易 曲 。 偶值 景 物释疑 , 纂就该谱 。 可 见 , 这 3 0 余调是编者从

事类 乃 即 事 吟 咏 , 恨 不 能 作 曲 , 长 叹 曰 ： 《骷髅格 》 中精心选出 , 用 以补正 《全谱 》 。 而
“

朕 当 盛世 , 文 士 蔚 兴 , 欲作歌 曲 , 惜 无有格律 图谱本为 《骷髅格 》 旧有 , 国 藏本只是从

定见者 。

”

时 曲 师黄 幡绰 , 偕 二 三 臣 以 《骷中转 引而 已 。 因 国藏本以
“

唐谱
”

为据 , 其中

髅 格 》 进 呈
……

出现 了所谓唐代古曲也就不足为奇了 。

今更述 老朽 得 遇 《 骷 髅格 》 颠末 ： 予一

年齿衰迈 , 幸 叨
－

馆 于 云 间 太 原 王 氏 , 实三、 国藏本对 《全谱》 之订补

沈環 《全谱 》 作为第－部成熟的南 曲格律

ｆｉ ｆ ｆ ｆｉ ｆ？
＇

ｆ ｆ 谱 , 影响深远 , 但毕竟成书较早 , 先修未密 ,

ＩＶｔ
＇

ＪＩＶＪＡ许多方面还未尽完善 , 诸如录调不广 , 归宫不

5 ？
’

？ ｆｎ ｍ , 犯调不确 , 板 眼不全以及句字淆乱等 。 国

ｔＩＴｔ 藏本主要针对这些 问题进行 了补阙 、 释疑和
者 。

”

此老 复 从 内 捧 出 锦 函
一 集 , 骈 肩 敬

启 , 状如 经 式 , 上 图 龙 象 。 撥捧牌 位 , 蒙
＂

且 ：ｆｃｔｉ碰女屯 丨 田 ／／ ａｆ 

ａ
ｊｆｃ ｊｊｒ ＼＼＝ｉ

了
, “ 工 … ＂ 站破 狄 、、

”秘篮补阔 是指 国藏本利用 《點髅格 》 补录了

ｔ

：

法ｍｍｍｔ
【五更月 】 、 【十二红】 、 【竹雁灯】 、 【莺人榴花 】

ｉ
ｆ 5

＊
5

°

ｉ四章沈谱未收之牌调 。

“

缀板
”

则指其据 《骷髅
目 所未 见 者 百 余 格 , 从 无 又 一体 之 例 者 。

至于 过 、 慢 、 近 、 犯 、 弓
丨 、 正 , 其 释 意 与 7 ．

《九 宫谱 》 大 异 。 余 因假一 ：

①
敝地有 一 名

② 无＾氏 ： 《聽格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士 , 最好 奇 古 , 吾 翁 肯 弃其 书 , 定 不 靳连 ③ 无名氏 ： 《甜酸格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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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为沈谱中一些牌调添加板眼 。 格律谱中附曲 , 沈谱中末句为
“

留着在史书上题
”

七字 。

？

有板式为沈璟首创 , 由于唱法失传或其他原 因 , 国藏本对比 《骷髅格 》 后认为 ：

“

兹曲 比填词只

沈谱 中某些 曲 牌却有词无 板 , 如 【五 团 花 】 、 少四字 。

”

故订正为 ：

“

留 着在〇〇〇〇青史上

【聚八仙】 等 , 国藏本为这些牌调添加了板式 。题
”

十一字 。

③

“

释疑
”

是指国藏本依从 《骷髅格 》 对沈谱至于板式 , 国藏本尤为重视 , 认为这直接

中部分 曲牌之宫调 、 名称 、 犯调组成 、 句字 、 关涉文辞的表达效果 , 马虎不得 ：

“

至于点板亦

板式以及渊源等方面的疑问 、 不足 , 进行解释 、 须揆度详审 , 若以头板点 为腰 , 则词气不 伸 ；

订正 。 此为其用 力最勤 、 成绩最大之处 , 具体若以腰板画为截 , 则文思不贯 。 是故以板规词 ,

做法如下 ：锋颖所系 , 未可轻易视之 。

”④ 故依据 《骷髅格 》

第
一

, 厘定了
一

些犯调的组成及其宫调归为某些 曲牌进行重新点板 , 亦是国 藏本着力较

属 。 犯调就是摘取几个曲 牌的若干句 串合在
一 多之处 。 如 【水红花犯】 , 《全谱 》 引 梁辰鱼散

起而组成的新调 。 昆山 腔兴起后 , 此类牌调的曲
“

正值阳回
”

曲 ：
．

数量激增 , 对其研究遂成为 曲谱的重要 内容 。

《全谱 》 曾收录犯调达 1 6 3 章 , 但其中部分犯调正值 阳 回 九九 ,
被何 人 苦逗 留 ？ 奈 阻 隔 去 无 由 。

的谱式并不完整 ：

一是所属宫调不明 ,
二是所头头 头 头 头 头头 头

犯牌调不明 , 只得载于卷前 《附 录 》 待考 。 如ｍ
窗

ｔ？
谁扣

头

？

【
一

稗金】 , 沈環明知为犯调 , 却不知其所犯何 2 3 五年 光 阴 虚度 ,
Ｓ 两行 泪 空 流 , 凄 凄切 切滞 人 愁

调 , 只得遗憾承认 ：

“

按此调必是十六调合成头 头头 头头

者 , 故名 【
一

秤金 】 也 。 但前五句分明是 【桂也啰 。
⑤

枝香】 , 以后俱未知何调 。 今人皆 以讹传讹唱夂夂

之 , 点板亦皆不同 , 难信也 。

”？ 国藏本则依据

《骷髅格 》 将其犯调组成全部标出 , 并将其归国藏本 则 引 太真 遗稿
“

甚植 瑶阶 左右
”

入仙 吕入双调 。 另外 , 还有些在沈谱中本无疑曲 ,

？ 板式

问的犯调 , 国藏本亦据 《骷髅格 》 做了重新分

析 。 如沈谱中 的 【
一

封罗 】 是 由 【
一

封书 】 和ｍ

【阜罗袍】 两调 串联而成 , 而国藏本却把 中间娇柔 , 天还知否 ？ 夜长独处漏声幽 。 自 抱衾调 , 絲怜某 ？

数句定为 【傍妆台 】 , 变 为三调 合成 , 牌名亦头 头 头头 腰 头 头 头 头 头

相应改为 【封妆罗 】 。 当然 , 其订正亦有可议熬煎度朱明九夏 , 怎捱得那三秋 , 只 染得指头红 , 也 呼 。 ？

之处 , 如组成 【三凤花】 、 【四换头 】 的各调＊＊截头 ＊＊头＊

中 , 竟有本身就是犯调的 【三仙桥 】 和 【
一封注 ：

“

头
”

表 示 头板 ’


“

腰
”

表 示腰板 ’

“

截 ”

表 示

翁相

书犯】 ；
尤其在分析 【三 仙桥 】 这

一

犯调时 ,

首曲竟然标为 【三仙桥 】 。 犯调组成犯调 , 令

人殊不可解 。


第二 , 厘定了部分曲牌的句字和板式 。 明 ① 沈康 ： 《增定南九宫曲谱》 ,
《善本戏 曲丛刊 》 第 3 辑 , ( 台

清时代的曲谱学家们坚信 ： 每章 曲牌都有其定湾 ) 学生书局 Ｉ 9 8 4 年版 , 第 7 2 ？ 7 5 页 。

式 ,

一

句乃至
一

字的增减变化往往关系到
一

曲② 沈環 ： 《增定南九宫曲谱 》 ’ 《善本戏曲丛刊 》 第 3 辑 ’ ( 台

湾 ) 学生书局 1 9 8 4 年版 , 第 6 7 页 。

的正误 。 故国藏本在 《全谱 》 的基础上对曲牌 ③ 无名氏 ： 《甜髅格》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的句字做了进
一

步规范 。 如］ 【五团花】 ,
二谱弓

Ｉ④ 无名氏 ： 《骷髅格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例同 , 句字却不
一

：

“

我便
”

、

“

和
”
三字在沈谱⑤ 沈璟 ： 《增定南九宫曲谱 》 ’ 《善本戏曲丛刊 》 第 3 辑

,
( 台

中本为正字 , 国藏本却依 《骷髅格 》 标为衬字 。

⑥

再如 【水塘歌】 , 二谱均 引 《王祥 》

“

沉吟久
”

？ 无名氏 ： 《軸發格 》 , 清初抄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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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洪洲 ： 国图藏 《骷髅格 》 文本述考


如上所示 ： 【三凤花】
一

调在 《全谱 》 和国
“

上易
‘

春
’

, 出填词注 。

”？可知此曲本名
“

武陵

藏本中的句 格几乎完全
一致 , 察其板式 , 则明花

”
, 唐明皇将之改为

“

武陵春
”

。 再如 【七贤

显不一 。 与沈谱相 比 , 国 藏本中有添板 ： 第九过关】 , 国藏本详述了其牌名的演变过程 , 据称

句增
一

截板 ； 有减板 ： 第二 、 四 、 六句分别 削此牌
“

古名 【七商犯】

”

； 为劝谏唐明皇 ,

“

唐臣

去
一

头板 ； 此外 , 还有变换板式 ： 第一句 中 有易 【七情过度】

”

；
感群臣之贤 ,

“

唐王又易 【七

变头板为截板 , 第三 、 六句 又有变头板为腰板贤过关】

”

。

？

者等 。 这也是国藏本依据 《骷髅格 》 重新厘定综上所述 , 国藏本是 明 清之际所产生的众

的结果 ：

“

余将此曲此格详对 《九宫谱 》
, 内有多格律谱中 的

一种 , 作者不详 , 主要针对 《全

【水红花犯】 恰与此曲 相同 , 然此曲 出于唐词秘谱》 的不足 , 进行补阙 、 缀板和释疑 , 涉及牌

笈 , 《 谱 》 上
‘

正 值 阳 回 九 九
’

当 从 此 曲调 3 0 余章 。 其最大特色是依据 了
“

汉唐古谱
”

点板 。

＂

①《骷髅格 》
。

第三 , 追溯部分牌名 的流变 。 南曲 曲牌源

于两宋时期的村坊小 曲 , 又将大 曲 、 诸宫调以本文作者 ：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及宋词的牌调等融入其中 。 后代文人追求文雅 ,责任编辑 ： 马 光

又为曲牌起了许多新名 。 面对如此庞杂的 曲 名
系统 , 沈璟收 录及后人使用 时难免产生疑惑 、

钟误 。 故依据 《骷髅格 》 , 追溯部分牌名 的流变① 无名艮 《甜髅格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亦成为国藏本释疑的
一

部分 ：

“

凡曲有 因事而立
②

々 本 英壮本女捆＋ 乍 ＨＴ铀土 丨

、

丨
讹隹说十 处③ 沈環 ： 《增定南九宫曲谱 》 ’ 《菩本戏曲丛刊 》 第 3 辑 , ( 台

名者 , 悉汪于本调之下 , 可稍去 以说传说之咎湾 ) 学生书局 應 年版 , 第 7 2 6 页 。

及牌名坊中误刊之病 。

”◎如沈環对 【武陵春】 之 ④ 无名氏 ： 《甜髅格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名就把握不定 ：

“‘

春
’

或作
＇

花
,

, 未知孰⑤ 无名氏 ： 《雑格 》
, 清初钞本 , 国家图书馆藏 。

是 。

”？ 而 国藏本则 据 《骷髅格 》 做 出 了 回答 ：

Ｔｅｘｔｕ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Ｋｕ－ＬｏｕＧｅ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ｅｉ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 ｅｂｏ ｏｋＫｕ
－

Ｌｏｕ Ｇｅ＆？Ｓｈｏｒｔｃｕ ｔｏｆ
Ｒ 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 ｏｎＴｕｎｅ , Ｓｏｕｎｄ Ｊ 

ｕｎｃ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

ｇｒｅｓｓＯｒ ｉｇ ｉｎｗｈ ｉｃｈ ｉ ｓｎｏｗｃｏｌ ｌｅｃｔ ｅｄｉｎ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ｌ ｉｂｒａｒｙ ,ｈａｓｂ ｅｅｎｄ 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ＫｕｒＬｏｕ Ｇｅ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ｕ ｔ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 ｉｔ ｉｏｎＴｕｎｅ
,
Ｓｏｕｎｄ

Ｊ 

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Ｒ ｅｇｒｅｓ ｓ Ｏｒｉ
ｇ

ｉｎ．Ｔｈｅ ｌａ ｔｔｅｒｏｎｅ ｉｓａｋ ｉｎｄ

ｏ ｆｓｐ ｅｃｉｆ ｉｃ
ｇｕｉ

ｄａｎｃｅｗｈｉ ｃｈ
ｉ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
ａ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ｓ ｉ

ｍｐ ｌｅｒｈｙｍｅ ｏｐｅｒｎａｎｄｉ ｔｓ

ａｕ ｔｈｏｒｉ ｓＧｕＴ ｉ
－

ｒ ｅｎ ．ＫｕｒＬｏｕＧｅｉ ｓａｃｌ ａｓｓｉｃａ ｌｍｅｔｒｉ ｃａ ｌｏｐｅｒｎｗｈｉｃｈｗ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 ｅｄｆｒ ｏｍ 1 6 0 6

ｔｏ 1 6 6 7
,

ａ ｎｄｎｏｏｎｅ ｋｎｏｗｓ ｉ ｔｓａｕ ｔｈｏｒｕｎｔ ｉ
ｌｎｏｗ ． Ｉ ｔ ｉ ｓｓａｉｄ ｔｈ ａｔ ｔｈ ｉ ｓＫｕｒＬｏｕＧｅｎｏｔｏｎ ｌｙ

ｃｏｎ
？

ｓ ｕｌ ｔｅｄｆｒｏｍｏ
ｌｄｏｐｅｒｎｉ

ｎＨａｎａｎｄＴ 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 ｉ
ｅｓ

,ｂｕｔａ ｌｓｏｓ ｕｐｐ 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ｆ ｌａｗｓａｎｄａｄｄｅｄ

ｒｈｙ ｔｈｍｂａ ｓｅｄｏｎ Ｓｈｅｎ Ｊ ｉｎｇ

＇

ｓＴｏｔａ ｌｏｐｅｒｎ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ｕｎｅ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 ｌｅｃｔ ｅｄ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ｌ ｉｂ ｒａｒｙ ；
ＫｕｒＬｏｕＧｅ

？

’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
ａｔ

ｉ
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

ｓｉｍｐ ｌｅｒｈｙ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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