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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嘉 靖 年 間 杭 州 洪 梗 清 平 山 堂 出 版 的 《六十家小説》原薦六十篇,現存二十九篇 (包括残

杏)｡其車十五 篇 篤 日本内 閣 文 庫 所 蔵 , 不 知 集名,通解 《清平 山堂話本≫｡馬廉在寧渡発現的

十二篇是 《雨密集》輿 《歌枕集》約-部分,現盛北京大学囲書館所蔵o最後雨篇是阿英護現的,

現収庶於北京園書館｡

内閣文庫蔵本由北京古今小品書籍印 行脅1929年影印出版.《雨密集》､《歌枕集≫也在1934

年 由馬廉平妖堂出版影印本｡ 而 阿 英 貨 現 的 雨篇却萱今還没有影印本,因此我僧只能通過阿英和

日本学者 阿部泰記的 報 告 (1)間 接 地 窺 見 其 大 腰情況｡

《六 十 家 小 説 ≫ 是 現 存 最 古 老 的 諸 本 小 説 集｡衆所周知,《東京夢筆録》､《都城紀勝》､《夢

梁 録 》､ 《武 林 奮 事 》 寄 書 都 記 録 了 宋 代 競 市 説 話之如何盛行,元初羅燥 《酔翁談録》還記録了

説 話 的 具 鰹 演 凱 其 率 不 少 故 事 扱 明 代 出 版 的 話本小説看着相同的内容｡開於這方面謬正空曹倣

過 詳 細 的 考 謬 (2)0

以 往 的 研 究 没 有 紀 故 事 内 容 的 成 立 輿 小 説 文 本的成立 完 全 明 確 地 区 別 関 東 , 於 是 有 人 - 登 現

宋代説 話 裡 看 某 些 和 明 代 小 説 内 容 相 同 的 故 事 , 就 叡 軽 易 断 定 宋 代 亀 有 同 棲 的 諸 本 ｡ 英 資 宋代的

説話扱後代約 諾 本 小 説 看 共 同 的 故 事 題 材 這 一 事 賓 , 並 不 直 接 意 味 着 宋 代 己 看 諸 本 (3)0

我在 《開於清平山重 く六十家小説)一 一 く賓 文 堂 書 目 ) 所 録 諸 本 小 説 新 探 》(4)一文樫,従

目録撃的観鮎否定了宋元諸本的存在｡如此一乗又禽 産 生 這 榎 的 疑 問 ‥既 然 没 有宋元請本,那磨

《六十家小説≫是如何出現的?以在的研究在役有懐疑週 末 元 諸 本 的 存 在 , 封這-問題也就常常

看所忽視.我認盛探討 《六十家小説》文本的成立封研究話本小 説 及 白 話文澄起着極英重要的作

用｡本文洛通過 《六十家小説》版面上的特徴爽探討共成立過程及諸本小説和白話文的淵源等問

題｡

層｡《賓文堂富田》著録的諸本姉説並不是宋元奮本

如前所述,我在 《開於清平山重 く六十家小説)-- く賓文堂書目)所録諸本小説新探≫-

文中,従 目録学的観鮎探討了 《六十家小説》的成立｡為本文論述方便,在此洛主要内容整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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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賓文堂書目≫的著録包括不少洪硬清平山堂刻本.我 僧 現 在 所知 道的清平山堂出版的書

籍中,見於 《案文堂書目》的就看如下之多 (除 《六十家小 説 ≫ 的 篇 冒 )｡其中注明 `̀杭刻"老

馬清平山堂刻本的可能性極大｡

巻上 史

巻上 詩詞

巻車 額書

巻中 子羅

巻中 子薙

巻下 笹書

巻下 垂譜

巻下 僚蔵

銘史(5)

唐詩紀事 (杭刻)(6)

夷堅志 (杭刻)(7)

霞外 薙 狙 (8)

随 航 集 (十 穫 )(9)

蕪 親 養 老 書 (10)

給 事 指 蒙 (ll)

神 米 経 (12)

(2)《繁文堂書目》所録 的 諸 本 小 説 基 本 上 輿 《六 十 家 小 説 》 的 篇 目 一 致 ｡ 具 鰹情況,請参閲

拙稿第105､且06裏表｡

(3)参看 (1)､(2)的 《繁 文 堂 書 目 》 著 録 情 況 , 我 曹ヨ可 以 断 定 , 《賓 文 堂 書 目 ≫ 的 著 者 晃

環視可能把清平山堂刊刻的書籍- - 包 括 《六 十 家 小 説 〉 一 一 収 癌 並 記 録 下 乗 ｡ 由 此 不 発 得 出

這榎的結論:即以在的 《繁文堂 書 目 ≫ 著 録 了 宋 元 請 本 這 襟 的 説 法 是 没 看 板 接 的 ｡

(4)既然 《賓文堂書目》著 録 了 《六 十 家 小 説 》 的 薦 冒 , 那 我 イ門 可 根 濠 宅 的 著 録 恢 復 《六 十 家

小説》 己供的部分｡通過考 察 登 現 , 《六 十 家 小 説 ≫ 除 了 現 存 的 二 十 九 篇 以 外 , 還 有 己 侠 部 分 的

十七篇可在 《案文堂書 目≫ 車 挨 到 英 篇 冒 ｡ 詳 細 情 況 請 参 閲 拙 稿 110- 日 2頁 表 ｡

以上 内容従業種意義上 乗 説 是 従 目 録 撃 的 観 鮎 澄 明 了 馬 廉 和 讃 永 年 的 如 下 着 法 :

○我曾経大略的考諾 了 - 千 , 饗 得 興 洪 氏 同 時 的 開 州 蔵 書 家 晃 環 案 文 堂 分 類 書 目 子 薙 顕 著 録

的許多話本也許就農収岸 的 洪 氏 刻 本 ｡(13)

○保存萱今的洪梗 《清平山堂話本 》 共 二 十 九 篇 , 鬼 於 鬼 硬 《寮 文 堂 書 目 》 子 襲 撃 約 着 二 十

一歳(14),如免環所蔵是洪硬以前的奮刻,篇 冒 不 可 能 輿 洪 硬 所 刻 如 此 基 本 一 致 , 故 推 断

晃環所蔵著録的小説話本包括 《紅白蜘昧記》在内 , 即 是 常 時 洪 硬 等 入 所 新 刻 ｡(15)

'‥-･{二 三一､′ ~≡:-=:､

只 因数事 内容的一致,健把明代出版的 《六十家小説》､《三 言 》 等 直 接 看 成 是 宋 代 諸 本 的 這

-説 法 ,我 己在 第- 節通過 目録学研党籍到了否定的結論｡那磨 , 《六 十 家 小 説 》 叉 是 如 何 成 立

的 曜 ?是洪棟 等人刊刻 時第一 次撰 寓的文本,還是飽駁接発行的 某 穫 刊 本 或 抄 本 出 版 的 ? 在 此 我

賂通過考 察 《六十 家小説 》版面特徴探討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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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畢

千
=

関
恭

桃
大

卒
話

廉
弓a

;
人

妃
【i∃

L
i

轟
入

屍
請

毒
=

*
入

欄
コ
gH

=
攻

入
席

入
絡

二
千

人
房

二
月

二
相

東
陽

日
三

二
嘩

入

学
三

時
m
w
,
記
二
月

二
相

二
仙

′…
革

=
同

=
文

⊇
轡

二
〇

貼
二

公
和

〇
%

コ
胸

話
江政

話
環腔

話
下弔

世砂
己

iコ
錯

二
勘

○
遠

｢
1
女

話
路虎

話
葡&

話
師敬

詣
来車記

二
思

探
Tー

帝
位

春
記

話
翠義

十
=

字
≡

記
=

堵
湖

記
＼

車
寸

話
樽

｢

=
詩

二
滴

入
翫

料頭版節
栄

+
沖

請
釈

入
船

天
成

*
紘

実
院

≡
不

記
謡

夜
二

うヒ
ー

｢
奇

≡
舵
E

王
毒

鶴
｡

将
話

悌
名

逮
賓

東
大

見
静

=
人

教
≡

践
亦

話
江

翠
∃

記
害

毒
篭

記
記

≡ ≡∋
春A重秦別+L
.

≡卜】
:

秦戻梨キ萱【
≡i≡

罵
入

童
話

局蕊昼清∃纂*
請

≡
怒

十
晴

話
偏壁心色顔琴

品
名

実
朝姑エ妄蛋銘 下杏

醍記
清

(
清

(
蘇

(
宿

清
〈

清
E

治辛
宿

清
演

清
清午

鰭
*辛

清辛
清辛

請平
清

辛
b

平
仁

平
ー)

辛
辛

a
平

辛
午

千
平

辛
辛

千
.最

山
)

也
)

山
＼J

l i
Lu

一
山

.
也

山
山

LL
ー

也隻
山

山
也

山
也

也
山

山隻
国魚

版
羅

質
隻

i
笠

隻
隻

蛋
き

墓
墓

重
墓

質
壁

隻
堂

隻
隻

塞
】

書
≡】

喜
E

】
∃

≦∃
≡

∃
∃

墓
E

翠良魚i

肇
節王菓

埜
至

芸
†

汚
早

樵
過

錯=刀
錯

荏
楊

:Jj)
13

聾
喋

墜
求

臥
i芸

藍
夙

簡
江

心
室

フ亡
十

辛
i

世
+

+
輿

指妃
帆悼

≡
十P

≡∃
勘鍍+記

燈灯紘
室

堤
tL
..

殉央
云己

追*
【≡i】

降積また
【≡

芝磨
局相忠

醍記
翠遜

摘記
局#帆翠記

2
同

∈
蓋

∃
塔記

秦帖和尚
穣記

柄名
級

質
や≦≡

老
∃

死
≡

快
∫

紋
』

藍
小

三J
:

-[巨
新

節
新

帝
▲

ま
.～

鼠
洛

新
蛋

牧
舎

哩
巻局

川霜3穿
関眺E
や

馬磨甫
隻班こ

つ
刀
(

岩兇
痔

鎧
終

否7
g

説管1g
&緯逮

#小読
稲十

編
毒

小舌
5

編 lj､
▲▲▲

説蘇
月相田

?
編≦j
､

檎亭己
岳

同文
描記節

ふや
千紀野
葦
弔謡

匝読漢
y

R
蘇親

+
+

F
l

顔
【≡

1明
女

鯉
成

潤路

n党刺簸
説五戒

説陳∴十
㌧

陰描
チ房LW

心
性

+
i

読快畷

節
千託終

∃
請岡

毒
素

i
蛋絡

文帝終
義挙終

和砕鉱蘇
併記蘇

≡
皮梶A侍終

寓意@%之終
1*節私班重言己終

}_転職 鶴集書読終
宗善終

灘道記終
終

≡
娠婦李翠逮終

敬江按記+
+

+
十

-
二

十
+

-
二

十
--

三
十

十
一

十
--
十∈
三
十
二
‡

≧二
､I

二
十

二
十

一
十

二
-,i-

二
十

二
十

二
十

二
十

行
-

-

-
-

-
-

-
-

-
一

一
十二

行
チ

十二
-I

一
1T

辛

fTJで丁十 一 款 】ー1T 辛〟.ーT 辛
一Tr 字一Tr 辛㌻ ∴ JIT 辛一づ丁 字毒口 妻 妾打棒行二行



山形大学紀要 (人文科学)第13巻第 2号

1._ 千千三 ,三 i_I ;二:i:-て ご二二-I-_-_:

日本 書 誌 学 者長浮規矩也在 日本内閣文庫裡登現清平山堂刊十五種諸本小説時,封 其 版 式 進

行 了調 査,説 ‥

○此 諸本集確賓是洪硬所刻｡韓版式有大小之分,但宇摩輿嘉靖時 (至寓暦初年) 的 字 鮭 特

徴比較相似,並且内閣文庫所蔵十五篇嘗率的十一篇和北京大学園書館所蔵的十 二 篇 普 中

的八篇,都在版心的上遠看 `̀清平山堂"四字｡(中略)此集篤洪氏刊本無疑｡(W)

這一夜言距今己有六十多個年頭了｡常時長滞規矩也寓文章的主要 目的只最盛了論 讃 這 部 小

説集是洪複清平山堂出版的,在英宅方面没有徽更進一歩的探討｡因此我認烏有必要賂 《六 十 家

小説》的版面特鮎- 包括長滞規矩也己経持出約番寛一-在 目前的研究状況車重新考察一 番 ｡

《六十家小説》毎個作品的開頭的標準版面幾乎都一様｡牽一個例千 :(□馬空格)

張子房慕道記

[コ[コ入諸

口□□夢中富貴夢中貧□□夢裡歓娯夢裡噴

巳□□間熟-場無↑事=ロ証人不是夢中人

話説漢朝年間高祖登基駕坐長安大国忽一 日設朝緊

集文武両班九卿四相--

第一行記篇 目,第二行先有雨個 (或雨個以上的)空格,接着刻 "入話"雨字,第三､四行

隔三個空格刻詩詞,然後塵開始小説内容的叙述｡這是見於 《六十家小説》的相同形式｡我封開

頭完登的二十四篇進行了調査 (《羊角哀鬼戟荊珂≫､《死生交蒋張鶏黍》､《渇唐直諌漢文帝》三

篇,開頭部分己散矢,不包括在内),結果登現如下四篇的健例和英勉二十篇有著明顔的不同｡

《西湖三塔記》

《風月瑞他事》

《洛陽三怪記》

《風月相思》

《洛陽三怪記》没看 "人語"雨字,其宅三篇 ,篇 冒下面不改行就看 "入話"二字,二者均不符

合標準的開頭版面｡這四篇的男一個共 同特鮎是 ‥版心上役看刻 "清平山堂"四字｡《風月瑞他

事》及 《洛陽三怪記》雨篇的版心上還有単 白魚尾 ,這是和投有魚尾的其宅二十五篇 (包括開頭

不完峯的三篇)相区別的非常明額的版面特鮎｡

《六十家小説》的標準行款是11行21字或11行22字,可以説有比較統一的版式｡而 《風月瑞

他事》､《洛陽三怪記》這雨篇却是10行24字,和標準版式有明顕的差別(17)｡此外 《洛陽三怪記》

有好多補刻的痕迩(18),且書板摩損厳重,尤其是第五葉和第九菓裂痕役大｡

一般来説,《六十家小説》裡出現詩詞､餅文､雨句留文時,常改行並留下幾個空 格 , 輿 白

話叙述部分区別離字｡但 《洛陽三怪記》,如 `̀分閑人片頂陽骨"留文 (3菓b面),"傍 村 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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従 《六十家小説》版面特徴探討話本小説及白話文的淵源- 中里見

幾多年"請 (4葉a商),"縁雲堆蟹 "餅文 (5葉 a面)等却不符合這一一形式｡

従上述版面 特徴来着,《西湖三塔記》､《風月瑞仙亭≫､《洛陽三怪記》､《風月相思》四篇的

書板扱其宅作品 来歴不同,尤其是 《風月瑞仙亭》和 《洛陽三怪記》,従 魚尾和行款来着,不脅

是清平山堂開願的書版版式｡同時 ,《洛陽三怪記≫的破損情況還説 明 《洛陽三怪記》被可能是

直接利用奮本的書板所印｡

P,外,我吏現在一字的字格上欄蟹行小字刻繭字的例子集中在 《洛陽三怪記》｡這種拙劣的

虞理方式在英宅篇 目裡彼少見到(1削｡這-事案薦我上述推測提供了有力的傍謹｡

鄭振鍔､胡士豊等入曾説 《六十家小説》之所以没看統一的版式,是因島壱是由原案的単篇

渡合成一個繰集的(20)｡我認馬他イ門的説法不太正確｡《六十家小説》基本上着共同的版式,之所

以巽中幾篇脱離標準版式,只是困薦這幾篇的来歴不一様而己｡

~∴ 二.. 三､ 丁

《六十家小説》現存二十九篇,巽中阿英軍現的雨篇還没有影印本｡我対英飴看影印本的二

十七篇進行了墨丁情況的調査｡投石墨丁 (或空白)的只有如下幾篇 :

《柳者卿詩酒翫江榎記》

《簡帖和尚》

《藍橋記》

《洛陽三怪記》

《風月相思》

《張子房慕遺託》

《曹伯明錯勘臓記》

《羊角哀鬼戦荊珂》

《漠李贋世統飛将軍》

《李元呉江救朱蛇》

《羊角哀鬼戦荊網》是現存健三薬的残本,《李元呉江救朱蛇》也在結尾部分敏了一葉｡因此二

十七篇中只有人篇完全可以確認役有墨丁｡

馬什磨石墨丁的篇教菟達十七篇之多嘱?要回答這個問題,除了刻工接補時還投石墓離就印

書的可能性外,我イ門還能考慮原本的存在｡即刊刻 《六十家小説》時,原本上印字不清的地方,

只好作為墨丁留下乗｡像 《老漏唐直諌漢文帝》就有二十多個墨丁集中在一叢上,困為宅是鍛接

破損厳重的原本重刻的,如此一乗,被多認不出的字也就 自然而然地只好成鵠墨丁了｡

研究 《六十家小説》的墨丁情況時,金文京的 《元刊薙劇三十種》研究根石参考償値｡他指

出 《元 刊楽 劇三十種》裡有用 "人"字或 "-"字代替其宅字的現象,並解樺説 :

○我 認 馬封這 "人"字 "-"字的最合理的解樺是太田発生的第-個看法,即刻字時困字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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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只好周這雨字乗代替｡如上所述 ,這部元刊本似乎包括不少覆刻本,特別是像 "塞

生晃"這襟的篇章,字鰹十分幼稚 ,其盛覆刻本的可能性極大｡覆刻時,把不清楚的字迩

周 "人"読 "-"等字乗代替也不是不可能的｡而 臥如太田所説,"入"㌔"-"商事経常

出現在緊簾版陸,即書版最容 易摩損的地方 ,這一事寒地給上述推測提供了有力的依接｡

-一一一般乗説,之所以作覆刻版多是困馬以前的書板己磨損得不堪再使用o尤其是坊刻俗本的

時 候 , 利 欄 的 霧 横 根 可 能 濃 印 字 不清的後印本,因此右裾多字逐模糊難鋳也是能鯵理解的｡

廓 刻 時 遇 到 字 迩 不 清 的 地 方 , 最 常 採 周的方法就農留下墨丁,其賓 《遇上皇》､《趨氏孤党》､

《汗 杉 記 》､ 《竹 葉 舟 》 等 少 数 作 品 就 周 了 墨丁｡但周 古̀人"～"-"南字的作品裡没有出現

墨 丁 ｡(21)

作 為 元 薙 劇 的 文 本 , 流 樽 至 今 的 元 刻 本 只 看 《元刻薙劇三十億》,而且如以上引用文所説,《元

刻 楽 劇 三 十 種 》 不 是 原 本 , 而 是 覆 刻 本 ｡

話 本 小 説 集 中 最 早 的 《六 十 家 小 説 》 也 留 下 役多墨丁這-事案,意味着 《六十家小説》和 《元

刊薙劇三十 穫 》 一 棟 , 是 板 接 印 字 不 清 的 原 本 覆刻或重刻的.究責是檀接什磨襟的原本重刻而成

約,困無文献 材 料 可 謹 明 , 被 難 定 論 ｡ 有 閑 諸 本小説的起源問題,《六十家小説》以前的情況葦

予感於投有 文 字 材 料 可 考 的 黒 暗 裡 ｡

号 二 二 ~ : ~ - : :_l ･ / キ ･ - 事 '- - ‡ 二 二

上 一 節 我 通 過 《 六 十 家 小 説 》 的 版 面 特 徴 探 討 了 英 文 本 的 栗 源 ｡ 在 此 我 賂 従 近 人 輿 明 入 射 諸

本 的 認 識 , " 諸 本 " 的 詞 義 , 諸 本 的 出 版 形 態 這 三 個 角 度 , 商 権 話 本 是 否 盈 説 話 人 的 底 本 這 一 問

題 ｡

-:-:∴ ニー~ -I.:_ニ-,:~:I:-::千二二三.･

以 徒 的 研 究 大 都是 壷 在 慣 定 末 代 看 諸 本 這 - 立 場 上 進 行 的 ｡ 魯 迅 鹿 骨 説 :

○説 話 之事 ,維在 説 話 入 各運 匠 心 , 随 時 生 章 , 而 偽 者 底 本 以 憩 依 , 発 馬 " 諸 本 'タ｡(22)

魯 迅 這 句 話 就 農 肯 定 宋 代 有 諸 本 這 - 慣 定 的 典 型 代 表 , 而 且 影 響 被 大 ｡

魯 迅 以後 的 寧 老残 乎 都 承 認 "話 本 " 是 説 話 底 本 , 如 鄭 振 鐸 説 二

〇這 些 説 話 人 ,冬 着 其 "話 本 " - 大 概 僚 是飽 イ門 説 書 的 底 本 - - 0(23)

商 運二登 説 的 更馬 具健 二

○話 本選 説 話 人 数 演 故 事 的 底 本 , 宅 急 作為説話入 自己端 摩 復 習 備 忘 之 周 的 , 也作為師徒間

倦 習 或 予 孫 世 代 稽 守 従 事 説 話 這 一 行業之用的｡在末代,説 話 這 穫 民 間 技 塾相常盛行,同

時也 産出了相 普 多 的 話 本 ｡(24)

因篤所謂説話人的 諸 本 並 投 着 流 博 下乗,所以 目前学術界動甑賂現存 最早的諸本線条 《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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従 《六十家小説》版面特徴探討諸本小説及白話文的淵源… 中里見

家小説》作為保留宋元請容原貌的資料衆知以重視(25)｡甚至有人認鳥浜梗 《六十家小説≫是把

盈環 《繁文堂書 目》所著録的宋元原本翻刻或蛋刻的(26)｡但接我イ門第-節的整理 《案文堂書目≫

裡 著 録 的 基本上都農以 《六十家小説≫馬主的明代小説,所以宋代有諸本或 《六十家小説≫景観

按 宋 元 原 本重 刻 而 成約説法,没有文献上的依接｡

其賓 ,把 宋 代 説 話看成諸本小説的起源,並 不 是 近 代 学 者 的 猪創,這在明代己相普普遍O下

面 引 周 的 是 明菜 漏 夢龍編 《古今小説》的序文｡

〇着 通 俗 演 義 ,不知何紡｡按南宋供奉局 , 有 説 話 入 , 如 今 説 書 之 流 , 英文必通俗,其作者

莫 可 考 o 泥 馬 倦 勤,以太上享天下 之 養 ｡ 仁 毒 清 畷 , 喜 閲 諸 本 , 命 内 緒 日進一族,普意,

則 以 金銀 厚 別 ｡ 於 是内緒輩贋求先代 奇 蹟 及 間 壁 新 聞 , 偶 人 敷 清 遊 御 , 以 檎天顔｡然一党

純 置 , 卒 多 浮 派 内 庭 , 英 俸布民間者 , 什 不 一 二 軍 ｡(27)

類 似 的 記 載 還 見 於 《今 古 奇 観 ≫ 序 文 車 ｡

○至 有 宋 孝 皇 以 天 下 養 太 上 , 命 侍 従 訪 民 間 寄 事 , 日 進 一 回 , 謂 之 説 話 人 ｡ 而 通 俗 演 義一種,

乃 始 盛 行 ｡(28)

明入 把 諸 本 小 説 潮 源 到 宋 朝 宮 廷 , 近 人 文 把 諸 本 小 説 還 原 到 末 代 民 間 的 説 話 , 両 者 締 着 不 同 ,

但 在 把 明代 小 説 扱 宋 代 説 話 蛮 術 結 合 起 乗 這 一 郎 , 憲 法 是 一 致 的 ｡ 然 而 , 明 入 郎 英 《七 修 類 稿 》

巻 二 十 二 的 記 載 輿 上 述 観 鮎 不 同 , 宅 賂 這 両 者 区 別 看 待 説 :

○小説 起 宋 仁 宗 , 蓋 時 太 平 盛 久 , 国 家 間 畷 , 冒 欲 進 一 奇 怪 之 事 , 以 娯 之 ｡ 故 小 説 得 勝 頭 廻

之 後 ,即 云 "話 説 題 末 葉 年 "｡ 閤 閣 淘 真 之 本 之 起 , 赤 目 "太 祖 太 宗 虞 宗 帝 , 四 帝 仁 宗 有

道 君 "｡ 囲 初 履存 斎 過 沖 之 詩 , 看 "陪 頭 首 女 無 愁 恨 , 能 凝 琵 琶 説 題 家 "｡ 皆 指 宋 也 ｡ 若 美

近 時蘇 刻 幾 十 家 小説 者 ,乃 文 章 家 之 - 醍 , 詩 話 ､ 俸 記 之 流 也 , 又 非 如 此 之 小 説 ｡(2与')

這裡郎英所投的 "小説''是宋代説話率的-僧 門 類 (30)O 飽 明 確 持 出 "近 時 蘇 刻 幾 十 家 小 説"義

不駁宋代説話的 "小説"-棲,而是 "文章家之 - 醍 , 詩 話 ､ 倦 記 之 流 "｡ 他 説 的 `̀近時蘇刻幾

十家小説"可能指的是顧元慶福的 《顧氏四十家 小 説 》､ 《廉 四 十 家 小 説 》｡ 顧 元 慶 ,長洲 (今蘇

州)入,嘉靖44年七十九歳卒,級郎襲是同時代人 (31)0 《顧 氏 四 十 家 小 説 》､ 《贋 四十家小説》所

収的是文人撰寓的文言筆記或小品,輿 《六十家小 説 》 等 諸 本 小 説 看 所 不 同 ｡ 但郎葵賂宋代説話

塾術和明代小説区別開乗的観鮎,我認篤農極薦重要 的 ｡ 被 可 情 郎 英 在 是 否把諸本小説扱宋代説

話区別着荷 這 - 鮎 役 者 留 下 具 駿 的 登 言 ｡

~ . - ;- I_i -I _- " _ r 言 ‡ 芸 ‡

日本学 者 増 田 渉 曾 経 分 析 常 時 " 諸 本 " - 詞 的用法,指出 "諸本"並不是指説話人的底本或

某種本子 ,而是 `` 政 事 " 約 意 思 ｡

○封 我 束 説 , 更 薦 重 要 的 問題 是 " 諸 本 " 這-詞的本身.従字面看,"話本"被容易解鐸成

"説 話 約 本 子 "読 "説 話 人 的 本 子 ",且微少有人封這-解樺表示懐疑｡但我従各種文献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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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此詞的用法並進 行了分析,結果登現 `̀諸本"是 "故事 "的意 思 ,而没 有用乗倣 "説

話人的底本"的例子O(32)

胡士豊在論澄 "諸本"詞義 的 過 程中承認 "也有用 諸̀本'時可 以発 作伎蛮性的故事解的",

並指出把 "諸本"輿 "話柄"混 清 的 例子(33)｡他錐然堅持諸本 等 於 説 話 的底本之説,其論語却

有意無意地鳥増田渉 的 着法提供了 某 種 依嫁｡最近中国学者亀有持 同棲意見者 =

〇着 的学 者 曾 認 馬 , 話 本 是 説 話 人 或 説話垂術的底本｡其賓 ,"話本"二字就農 "故事"的

意思｡迄 今 馬 止 , 在 現 存 的 話 本 中 , 並 投 看護現確整叢援可以表明官イ門是説話人或説話塾

術的 "底 本 "0(34)

∴ ,.ラーt:T =-: 二: : 二";::!3

白話文鰹的諸本直到 元素綾開 始 出 版 , 但 文 言 文 鰹 的 話 本 学就有元初羅煙的《酔翁談録〉｡《酔

翁談録》収録被多故事梗概,困此- 直 被 認 篤 農 "話 本 " 的 一 種｡金文京曾封此看法表示反対

説 ‥

○従上面所説的内容来着 , 以 在 的 研 究 - 直 認 馬 《酔 翁 談 録 》 是 説 話人的底本｡然而 《酔翁

談録》不急抄本而 是 刊 本 , 俵 管 宅 原 乗 是 説 話 人 的 底 本 , 但 還 是厳該賂宅理解馬以贋大読

者馬対象的一 種 讃 物 ｡(35)

《線番新話》約 数 事 梗 概 也 是 採 用 的 文 言 文 鰹 , 輿 《酔 翁 談 録 》有相似的性質,只是 《縁薗

新 話 》 的 俸 本是抄 本 ｡ 周 務 伽 認 馬 《縁 薗 新 話 》 也 不 是 説 話 人 的 参考書,而是作為某穫漬物乗編

霧 的 ｡ 他説 :

○本 書節引這許多散事情 節 , 究 菟 作 何 用 途 ? 一 般 推 測 ,認馬編者可能是南末的書合才人,

他節引這些故事,是編成授 綱 , 供 説 話 人 数 演 講 述 之周｡此説経有些道理,但恐難以成立,

因馬如果是供説話人数 演 講 述 , 故 事 情 節 癒 該 愈完整愈好,(中略)像本書這楼働節得僅

剰故事大要 , 或 老 存 頭 蓋 尾 , 或 者 略 表 車 間 一段,志度能援以敷演講述梶? (中略)既不

是薦 説 話 入 提 供 演 述 資 料 , 那 磨 編 者 的 目 的就農想印成書供入着了｡這倒是根石幾分可能,

困 篤 本 書 看 好 多 健 在 節 引 数 事 以 後 加 以 評語,這封於説話人是根本不需要的,只有供入関

讃 方 綾 適 周 ｡(361

線之,周横 伽 認 蔑 , 簡 短 的 政 事 梗 概 和 故 事 後面的評語,封説話入来説並不必要｡

如上所述 , 従 大 量 華 僑 的 刊 本 特 鮎 来 着,所謂諸本不像是説話人的底本,而是供入関護的漬

物｡以此類推,有 閑 白 話 文 的 諸 本 也 可 得出同様的結論｡《全相平話五穫》､《五代史乎話》､《大

唐三蔵取経詩話》､《大 唐 三 蔵 取 経 記 》､《新編紅白蜘昧小説》等元刊本都農以刊本形態出版的,

這意味着電イ門是語物而不急説話 人 的 底本｡如果上述幾部小説是説話人的底本,那完全可用抄本

或 口頭俸授的形式｡衆所周知,《全相平話五種》採用的是上圃下文的版面,採用這穫国文並茂

的形式,目的就農馬了講読者在開講文章的同時又可欣賞到重商｡這種版式己完全離開了説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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従 《六十家小説》版面特徴探討話本小説及白話文的淵源- 車里見

猪立而成一穫書面讃物｡

敦塩轡文之所以馬抄本,是因鵠宅保留了講唱場面的賓用性,而明代所刊的小説之所以馬刊

本,是因盛宅己離開講唱文垂而襲成書面文学了｡元薙劇劇本也是一様,是由逐漸脱離賓用性進

而登展成供入関議的讃物的 (有閑這-鮎,我賂在下一節詳細叙述)｡諸本小説経歴了扱元薙劇

同様的演襲過程,元来開始刊刻,其後文鰹､形式等逐漸得到加工､完善,直到明嘉靖以後綾出

現 《六十家小説》等小説出版之盛行｡

以下我賂通過元薙劇的出版歴史封白話文的成立過程加以考察｡

･. 三三;=三二･_:-,I,I.二二二言 ≡､

援小松謙 《内府系諸本考》(37)一文的研究,元薙劇的版本可分成下面四種 :元刊本,周憲三

本系,内府本系,元曲選本系｡元刊本現存健三十種,英文本来源不明｡金文京推測 《元刊薙劇

三十穫》是 "勝原乗大概元統､至元間初次刊刻,此後三､四十年経過蔑次部分覆刻､補刻的本

子濃集起乗的"(38)｡周憲王本是明周憲王 (衆有燥)自己撰寓校訂後,於宣徳､正統年間刊刻的｡

内府本是宮廷演出時所用的劇本｡《元幽遠〉澄明末文入滅憩循大幅度加工改寓的,刊行於寓暦

四十三,四十四年｡

我イ門且看這四個不同種類的元薙劇本子是如何寓 "負"的｡開於元刊本,小松謙指出ニ "負

和科是非常簡単的,有的甚至根本投有"(3C')｡金文京也曾指出説 二元刊本看這楼一個明顕的傾向,

即経常省略主人公 (可以唱的正末戎正旦)以外的科白｡金文京従而得出以 下 結 論 = 元 刊 本 原 乗

是以正末或正旦練習時使用的劇本馬主,賂各種角色的個別劇本 (叫倣 " 掌 記 " ) 餅 湊 起 案 印 刷

徳,提供給観衆的(40)0

周憲王本雑然強調 "全案",日柄記録了所有角色的祭日,但科白還 是 比 較 簡 単 ｡ 到了 供 宮

廷演出周的特殊的内府本,科白綾比周憲王本増加了許多｡対比,小 松 謙 推 測 説 : 内 府 本 "不僅

是御前演出用的底本", "同時也是供演出前審査用的文本"｡他 還 指 出 : `̀ 内 府 本 的 白̀'之所

以比 周憲 王 本 及 《薙 劇 十 断錦》多得多,主要是盛了審査, 所 以 賂 一 般 不 禽 寓 下 乗 的 即興挿入台

詞 鹿 部 得 馬 上 去 "(41)0《元曲選》是鍛接内府本 編 的 , 所 以 科 白 被 多 , 読 者 也 容 易 理 解O

小松 謙 在 指 出以上這些事賓後,接着説‥

○我 並 不主張所有的 "負"都是由演員編出 乗 的 , 但 也 役 難 想 像 原 作 者 創 作時脅寓出像現存

内府本系諸本戎元曲選本那磨多的 "良"｡ 原 作 者 自 己 寓 出 的 "負 " 最 多 也 不遇像聞落原

刻本那様,平常可能只是更簡単地境上幾 句 "白 " 而 己 , 大 多 数 的 `̀白 " 是清 員演 出時 ,

遠演遠即興挿進表的,普然有時或許経過和 作 者 商 量 ｡(42)

元代出版的劇本,如上所述,除了極少的主人 公 的 台 詞 以 外 , 大 部 分 是 唱詞｡困此現在我イ門

能看到的《元曲選》上的台詞,決不急元代貸際演戯 時 的 台 詞 , 而 是 後 代 文人添加上表的｡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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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薙劇三十種》的考察説 明,元代的文本上並投有記録詳細的台詞 ,這一着法廠該是比較妥鷺的｡

我認篤,元楽劇的這一現象輿話本小説的文本有着密切的関係｡在寮際演戯或講唱垂術的場

面使周的文本,只需要把唱詞記録下乗 ,"負"却可省略捧O但元薙劇和説話蛮術一旦離開寮際

演出場面而襲成供入関讃的書面文学時,"良"優成了書助讃審理解散事情節的重要手段,因而

宅也就不再是可看可無,而是必不可少的了｡這楼綾 出現 了 《元 曲選》和諸本小説等以非常洗練

的白話文所表現的新的文学様式｡

之所以直到明菜綾出現被多用 白話文養成的劇本及諸本小説,除了上述従講唱蛮術到書面文

学的轡化外,還石其ITLa原因可以考慮｡第一 ,元代還投石完成白話文濃,這是限制小説､戯曲作

為書面文学成立的語言上的重要困素(43)｡ 白話文通過元 明雨代謝原始白話文的不断改良,直到

寡婦､寓暦年問白話小説的表現形式漸漸固定時,綾護展成人僧公認的書面語｡換言之,白話文

的洗練輿白話小説形式的確立農相輔相成､相推相促的｡第二,刊本這-媒介的普及也是嘉靖､

寓暦年問的事｡社禽経済的護展警招､説出版及小説表現形式的奨化起了決定性的作周(44)0

線之,把末代説話直接周白話記録下乗就成鳥話本這穫単純約着法,無論是従文献上的謹接

乗説,還是従白話文鰹的形成過程這一語言撃角度乗説,都濃難以成立的｡従宋代説話直到明代

後期話本小説出版,小説的語言和表現形式的獲得走遇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我僧不慮忽視的

一個 問題 ｡

: ∴ .';I-

本文 従 把 数 寄 内容的成 立 興 小説 文 本 成 立 分 別 看 符 的 観 鮎 , 通 過 分 析 《六 十 家 小 説 》 的 版 面

特 徴 ,探 討 了諸 本 小説 及 白話 文 鰹 的淵 源 問題 ｡

第- 節 考 謹 了 《案 文 堂 書 目》 所 録 的諸 本 小説 主 要 是 明 代 小 説 , 従 目 録 撃 方 面 否 定 了 宋 元 諸

本的存 在 ｡ 第 二 節 通過 封 《六 十 家 小説 ≫ 版 面 的考 察 , 我 閣 明 了 《六 十 家 小 説 ≫ 包 括 来 歴 不 同 的

版 本 ,並 指 出 《六 十 家 小説 》 是 板 嫁 菜種 原 本 墓 刻 的 這 穫 可 能 性 ｡

櫛板 鐸 1936年 封 小 説 研 究的方 法 曾説 ‥

○研 究 中 国小説 的方 向,不 外 "史 "約 探 討 輿 `̀内 容 " 的 考 索 ｡ 但 在 開 始 研 究 的 時 候 , 必 須

発 打 定 了一 種 基 礎 ;那 健 是 開於 小説 本 身 的 種 種 版 本 的 興 故 事 的 襲 遷 ｡ 不 明 自這 穫 版 本 的

輿 故 事 的襲 遷 ,封 於 小 説 之 "史 "的及 内 容 的 探 討 上 是 有 多 少 的 不 方 便 興 不 正 確 的 ｡ (中

略 ) 散 研 究其 故 事 的釆 源 和 琴 遷 ,也 和 "版 本 " " 目 録 " 之 研 究 , 看 了 同 棲 的 重 要 性 ｡(45)

正 如 鄭 振 鐸 説,近五十年的研究在版本輿故事 襲 遷 方 面 成 就 根 太 ｡ 但 我 認 鵠 版 本 研 究 不 僅 是

馬 "史"及 "内容"探討服務的,宅同時也為探 討 小 説 的 形 式 及 白 話 文 的 形 成 過 程 提 供 最 盛 確 切

的線索｡盛閣明中国白話小説如何形成而護展這一 問 題 , 小 説 研 究 不 慮 僅 限 於 其 内 容 , 和 語 唱 ､

戯曲等領域結合起乗封英語言和表現形式進行深人的 探 討 , 是 極 右 必 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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従 《六十家小説》版面特徴探討話本小説及白話文的淵蘇- 中里見

附 録 :《六 十 家 姉 説 》 墨丁 一 覧表

古 今 小品書籍 印行合和馬藤平妖堂 出版影 印本距今己経過 了六十多年 ,長久的歳月使我僧狽

難 有 機 禽 把 壱 イ門数 在 身適参考研究｡馬満足学 術界的需要 ,文学古籍刊行社於1955年和1987年

出版 了板 接 上 述 影 印本 重 印的 `̀重影印本 "｡遺憾的是這個星影 印 本 窺 改 之 虞 甚 多 , 以 至 被難説

是 学 術性 的 出版 物 了｡ 封 此 ,欝正壁曾在校鮎本的 "校鮎 凡 例 " 中 経 到 過 =

○本 書 即 嫁 両 種 原 影 印本 (文 学古籍刊行殻二重影 印 本 , 有 修 改 , 不 凍 ) 較 鮎 排 印 ｡(46)

日本学 者 佐 藤 晴 彦 也 登 衰 過 - 篇 富 有諌 刺意味的､題 篤 《互 相 補 教 的 (清 平 山 堂 話 本 ) 排 印 寒 及

影印本》的 文 章 ,提 醒 学 術 界 的 注 意 (47)0

《六 十 家 小説 》 車的- 篇 《風 月相 思》 第4菓第 1行書版破 損 , 字 迩 不 溶 ｡ 現 照 抄 如 下 =

○生 不 勝 襖 恨 ,仰 観 其 天 ,軽 要 撃 月 ,乍明乍底,息慮牽牛,鰐淡莫鱗 ｡ (慮 馬 字 逃 不 清 )

此 虞 文 学 古 希 刊 行 社 本 親 政如 下 =

○生 不 勝 襖 恨 ,仰 観 其 天 ,軽 雲 撃月,乍明乍威,織女牽牛,解決莫鱗｡ (157頁 1 行 )

欝 正 壁 較 鮎 本 也 沿 襲 文 学 古 籍 刊 行 社本的寛政 (84貢 6行)｡但 《風月相思》這-一叢 後 来 由 熊 龍

峯根 接 《六 十 家 小 説 》 重 刻 (48),所 以我イ門可以利用熊龍峯本封校｡熊本此虞作 =

○生 不 勝 襖 恨 ,仰 見軽 雲 繁 月,乍明乍暗,織女牽牛,蘇淡莫鱗｡(9葉 a面7行)(抑

再 撃 一 個 絶 原 本 字 逐 不 清 之虞暗改的例子 ‥

○英 人 輿 侍 女 数 人 ,於 後 花 底盈風亭上,観賞荷花O (原本 5b.5)

○夫人輿侍女数人,於後花園裡風亭上,観賞荷花｡(文学音籍本156.5)

欝 正壁校 鮎 本 ,似 乎 利 用 《園 色天蚕》巻八上層 《相思記》伽)校勘,作 :

○夫 人 与 侍 女 数 人 ,予 后 花園通風亭上,硯賞荷花｡(83.15)

此 慮 熊 龍 峯本 亦 作 ‥

○夫 人 興 侍 女 数 人 ,予 後 花 園迎風亭上,視覚荷花｡(8b.3)

故知 讃 正 壁 本 鵠 妥 .

文 学 古 籍 刊行 社 本 除 了賂 墨 丁和字迩不清盛改成文字等改動外,還制終了版心,重宝了版経,

未森 留 底 本 的 原貌,其作法己達不能再叫 "影印"的程度｡但目前我イ門只能貴官進行研究｡規格

文学古籍刊行社本駁原影印本加以封照,把窺政的墨丁恢復原貌列撃如下,作為利周該書時 的参

考材料｡

〔凡例〕

1 本表列牽 《六十家小説≫原影印本上的墨丁 (或空自),不包括書版破損或 印迩 不 清 之虞 ｡

2 本表列撃以下三種本子｡第一行為原影印本,即 =

○ 《清平 山堂諸本》(北京 :古今小品書籍刊行脅,1929,援 日本内閣文 庫蔵 本影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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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密集歌枕集》(北京 :乎妖堂,1934,接天一間蓄蔵馬廉董現本影印)

第二行是嬢上面南部影印的重影印本,即 一

〇 《清平山堂諸本》(北京 :文寧古籍刊行社,1987)

第三行為校鮎排和本,那 :

○欝正壁校鮎 《清平山堂話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第一行按原影印本紀墨丁前後文字照抄下乗｡襟鮎符競馬筆者 (中里見)所加｡第二､三行

只列出改動之虞｡校鮎本錐説 "均直録原文,不増損改易一字''(校鮎凡例二),但也有改動宇

摩的,在此-並列出0

4 使用的符競

凝 墨T

R .半白

8a.7 第 8葉a面第7行

西湖三塔記

8a.7 只見香車葉[コ地起,

59.7

29.12 叶 (注20:原島空自,疑作 ｢似｣字)

合同文字記

4a.2 劉婆 ヒ[｣云,

71.2 間

36.2 利 婆間

4a.3 □十五年前,

71.3

36.2 (注 8:原籍空自,不詳何字)

風月瑞他事

5a.6 塵妾常圧｡

85.6 塩

43.6 当 (往98:原文篤墨丁,営為 ｢産｣字)

以上内閣文庫蔵本第一筋

- 50(329)



•] •s̃Z•\‰Æ•¬•à•t”Å–Ê“Á’¥’T“¢•”–{•¬•à‹y ”’̃ b•¶“I•£Œ¹-- ’†Œ˜Œ©

‰õ ’Q —› •‰ ˜@ ‹L

9a.1() –.̀•à ’£ Œ— •i “¾ –[ ,

113.10 ˜T

60.15

15b. 2 Ž~ –] •Ï ‰Æ •Þ Ž©•Ý ,

126.2

66.7

ˆÈ•ã“àŠt•¶ŒÉ‘ –{‘æ“ñ‹Ø

‰A–®•Ï‘P

2a.11 •ð—[”T•¥ˆê•‘•¤¡

195.11 ‹q

116 .1 ()

3a.8 •ÄŽæ ‹ž Žt ˜H Œ— ¡

197.8 •æ

117.10 ‹A

3a.11 ’ÝŠ| ‹_ ‰€ ¡

197_–`

117.12 •·

’Â•„ŒŸ”~—ä‰p•È ‹L

12a.1 ’û•‘ ’†,

225.1 Ž›

132.12 ƒŠ]

ŒÜ‰ú‹•‘TŽtŽ„•g̃@‹L

2a.1 •u•à–T••¡

231.1 Œo

138.3

- (328)51 -

(’• 20:Œ´ “‡ –n ’š ,‰c ”_ ¢̃T £ Žš )

(’• 40:Œ´”n–n’š ,•í•Ÿ ¢•Pj£Žš)

(’•31:Œ´•¶”n–n’š ,•‰”••ì ¢‹•£Žš)

( ’• 59:Œ´•¶”n–n’š ,•‰”••ì ¢•ã•æ£“ñŽš)

(’• 62:Œ´•¶ ”n–n’š,•ã ¢Ž† £ Žš ‹^ ¢’á £ Žš ”V Œë )

(’• 103:Œ´•¶ ”n–n’š ,•¬•à•ì ¢Ž›£)

(’•12:Œ´•¶”n–n’š,•¬•à•ì ¢‹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