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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踏春憂》不是一般的擬話本，也不是一般的公案小説。官是宣講聖諭時使用的案讃集。但官錐

然不是一般的擬話本，可以説是話本髄的宣講本。宣講聖諭原來是宣讃聖諭、講説聖諭，但只宣講聖諭，

不能吸引百姓，不能有敷教化，結果出現了百姓親近的話本髄案譜。《蹟春毫》是宣講聖諭時使用的白

話案讃集，故事情節由因果報慮的道理進行。一般的公案小説重視偵探、推理，案謹的冤案重視勧戒，

所以包括只有天罰、没有公案的故事。但裡面的三分之二是公案故事，難然銀一般的公案小説不一様，

我椚慮該承認官也是一種公案小説，不該從一般的公案小説的角度來不給官好評債。

一　“擬話本”還是“宣講本”？

　　筆者在研究通俗小説中，看到1990年影印

的《路春畳》版本1。胡士螢在《話本小説概論》

（1980）指出説，“此書為最後一種擬話本。孫

目未著録。……書為一九一四年成文堂刊，潭

正壁藏。”大塚秀高《増補中國通俗小説書目》

（1982）也説，“1914年成文堂刊本，首都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譜正壁藏本。”2但影印本黄毅

〈前言〉説，“上海圖書館所藏光緒刊本”，“本

書巻首光緒己亥（一八九九）銅山林有仁序”，

我椚可以認為目前清光緒刊本是最早的《踏春

書》版本。

　　那麿這作品是“擬話本”鳴？張一舟〈《踏

春憂》與四川中江話〉（1998）説，“本書同一

般供人閲讃“擬話本”不同，實際上是供“講

聖諭”的宣講生宣講時用的底本。”3

　　關於這“講聖諭”，胡士螢没有注意到。

他當時只引用林有仁序文的後半部説，“略

謂……列案四十，明其端委，出以俗吉，兼有

韻語可歌，集成四冊。”其實重要的部分在序

文前半部。現在我椚看全序文，如下：

　昔明代大儒呂新吾先生所著《坤吟語》

極精深，而教流俗、婦人、儒子、樵夫、

牧竪諸人，専以俗歌、僅語切訓之。其書

名日，《呂書五種》。吾先師黄暁谷夫子曽

刊之以勧世。此淺近之言，最宜中人以下

者也。而後世之敷之者正彩，特借報慮以

勧懲，引案以讃之。偉善宣講者，傳神警

畳人也，聞清夜鐘聲也。中邑劉君省三，

隠君子也。杜門不出，猫著勧善懲悪一書，

名日《踏春憂》。列案四十，明其端委，

出以俗言，兼有韻語可歌，集成四冊。知

交者懲憩付梓。省三問序於予。予日，“此

勧善懲悪之俗盲，即《呂書五種》教人之

法也。……”

＊山口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研究科（The　Graduate　Schoo1　of　East　Asian　Studies，　Yamaguchi　University）

ノbu1刀al　o〆．Eas亡、4s伽5亡u（fies，」Vb．9，2011．3（pρ．7593？

一 75一



ノ0α172al　of　Eas亡　ノ1　siaη　5亡udies

　　林序説，明呂坤（1536－1618）所著《坤吟語》

意思深奥，所以他教育婦儒樵牧時，使用淺近

易憧的語言，其書名叫《呂書五種》。這《呂

書五種》是什磨書？清栗硫美く義學條規＞4説，

“

且省中刻有呂新吾先生《小見語》《好人歌》

《閨戒》《宗約歌》四種、毎學顎給一部，偉師

徒随時講習。”栗銃美是開封府P，有道光七

年開封府署離版《呂書四種合刻》，林序説的

《呂書五種》，可能再加上《績小兄語》。例如

呂父得勝的《小見語》，用四言童歌來教育見童，

如下：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

慌張。況静立身，從容説話。不要輕薄，

惹人笑罵。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燥心

粗，一生不濟。……

　　呂坤自己也在《社學要略》説，譲童子歌

詠詩歌，給童子講説故事，是見童教育上有効

果的。

　毎日遇童子倦怠備散之時，歌詩一章，

揮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襲、極關

係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説，

責之髄認。

　　林序認為《踏春毫》是學呂坤敵蒙書的後

世作品。官“列案四十，明其端委，出以俗言，

兼有韻語可歌，集成四冊。”其四十案，如下：

元集く双金釧〉〈十年難〉〈東瓜女〉〈過

　　人疲〉〈義虎桐〉〈仙人掌〉＜失新

　　郎〉〈節壽坊〉〈責泥丸〉〈唖女配〉

亨集く捉南風〉〈巧姻縁〉〈白玉扇〉＜六

　　指頭〉〈審射狼〉〈萬花村〉〈棲風

　　山〉〈川北桟〉〈平分銀〉〈吃得劇〉

利集〈陰陽帽〉〈心中人〉〈審煙鎗〉＜比

　　目魚〉〈假先生〉〈南郷井〉〈讐報

　　冤〉〈解父冤〉〈南山井〉〈巧報応〉

貞集く螺旋詩〉〈活無常〉〈隻血衣〉＜錯

　　姻縁〉〈血染衣〉〈審禾苗〉＜孝還

　　魂〉〈蜂伸冤〉〈僧包頭〉〈香蓮配〉

　　大塚秀高分類這作品集為‘公案’，後來

1999年群衆出版社《古代公案小説叢書》中収

録了金蔵、常夜笛校鮎的排印本。

　　1993年察國梁在《中國歴代小説欝典》把

這作品定義為‘清末白話短篇公案聲世情小説

集’，他的解説如下：5

　《踏春憂》四十篇作品，冤案的題材在

二十五篇以上，占了三分之二。冤案的情

節，牽渉的人物幾乎無奇不有，無所不在，

筆鰯延伸到現實生活的深虜，労及世態時

風的項細微末，公堂和監獄幾乎成了社会

的縮影。只是除了個別章夕卜，本書的公案

小説思想藝術井未開拓新的境界來，刻意

而為者居多，破案常皐夢験與神助，大同

小異。値得一提的是，作者封監獄生活熟

悉。如新犯進監獄要掌出銭物和監。這

是歴代各類小説書竿見的。

　　這解説封作品集中的“冤案的情節”給好

評債，説“無奇不有，無所不在”，但封“公

案小説思想藝術”不給好評債，説“破案常皐

夢験與神助”。

　　但這評債是不妥當的，因為這作品集不是

一般的“擬話本”，也不是一般的公案小説。

林序所説“列案四十”的“案”字本來不磨該

解繹為“公案”，而雁該解稗為林序中所説“引

案以讃之”的“案護”。

　　影印本黄毅く前言〉指出這作品集的主旨

在勧善懲悪，如下：

至於此書主旨，確為「勧善懲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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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奮籍中毫無勧懲意味的故事，経其改

編後也成了勧懲之作。如《耳卯齋志異》的《新

郎》篇，根本未交代怪魅何以要騙走新郎

的原因，《失新郎》却將此事説成是新郎

父親打猟殺生的悪報；《小翠》篇所述難是

狐狸報恩的故事，但受到報答的人却並未

倣過善事，狐狸祇不過借其福麿以避i雷劫

而己，而在《失新郎》中却被鳥成是行善

放生而得善報。両相比較，即可清楚地看

出此書的旨意所在。

　　這勧善懲悪、因果報鷹故事，就是所謂“宣

講”時使用的“案護”。林序説官“偉善宣講者，

傳神警畳人也，聞清夜鐘聲也。”冤案的情節，

都由因果報雁的道理進行。

　　如く失新郎〉的主旨在戒殺生、勧放生、

戒“闇洞房”的悪習。福建城夕卜羅雲開愛好狩

猟，不聴學友劉鶴齢的勧説，見子結婚“岡洞

房”時失縦。雲開告新婦江庚英，但縣官聴庚

英的解繹，不相信庚英殺了新郎，而孤捕参加
“

闇洞房”的當地子弟。庚英父親有好色的義

子，殺死了自己的妻子要婁庚英，告雲開通姦

庚英，縣官谷P懐疑義子通姦庚英而殺死了新郎，

義子解繹，但他妻子的冤魂譲他自供。庚英無

皐在囚牢，鶴齢當了新府サ断案，他的娘婦線

波占卦説出新郎的所在和失縦的原因。鶴齢勧

雲開以後再不要殺生，雲開纏聴信，“樂善不倦，

奈因失子過於傷痛，後得氣濠病而死。”

　　林序説“兼有韻語可歌”，就是人物表現

感情的語吉，如鶴齢勧戒雲開不要殺生的八言

四十二句話：

　今日裡與兄把酒飲。聴小弟説些陰騰

文。……切不可傷生害物命。髄上天一片

仁愛心。物與人性情原相近。凡食生伯死

一般情。……

以下有雲開夫婦悲嘆失縦見子、庚英向縣

辮解、義子被妻逼自供、庚英被拷問自供、鶴

齢妻誤會怒罵殺死痴見的娘婦緑波、雲開子回

家向父親告訴失縦的原因，共七場宣詞，可見

宣講重視宣詞。

　　案讃結尾附加評語説：

　從此案看來，人生在世，惟傷生罪大，

放生功高。祢看，羅雲開失子陥娘，家業

凋零，無非傷生之報。劉鶴齢為善，所以

功名利達，身為顯官，又得狐狸為娘，痴

兄轄慧，……観此敷人，可知善悪之報，

如影随形，……

　　察國梁《中國歴代小説爵典》説這“各篇

首尾挾雑議論，誠係蛇足”，也從“案i澄”的

角度來看的話，不是妥當的評債。

　　“宣講”，又叫“宣講聖諭”。作品中虚盧

出現宣講的場面。例如巻三く假先生〉，村塾

先生因為自己偽善受災，後悔而學宣講聖諭。

他先講皇帝和神明的聖諭，講完後再講自己編

作的“案護”6而勧泉人把他為竪戒，唱十言歌：

　今日裡坐講憂来把善勧。説的是皇上諭

仙佛格言。説罷了且講個新鮮讃案。休泉

人須豊戒来把善遷。論這人家不富也不貧

賎。想財利去教書好弄銀銭。在館中論學

規全然半貼。任徒弟去作寧打罵籔翻。……

弥衆人若問他姓名近遠。就是我愚不オー

部新傳。願泉人須當要以我為竪。……

　　這些叙述是一般的擬話本不會有的，而“宣

講”書纏有的。這作品中所説的“皇上諭”和“仙

佛格言”，是清朝皇帝的聖諭和民間神明的聖

諭。例如比《踏春憂》早出的宣講書《宣講集要》

十五巻（威豊二年序、1852）7〈宣講聖諭規則〉，

皇帝的聖諭，就是清世祖《聖諭六訓》（順治

九年、1652）8和世宗《聖諭廣訓》（雍正二年、

1724）9。神明的聖諭，就是《文昌帝君蕉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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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1°、《武聖帝君十二戒規》11、《乎佑帝君家規

十則》12、《竈王府君訓男子六戒》13、《竈王府君

訓女子六戒》14、《竈王府君新諭十条》15。

二　話本形式的“宣講本”

　　《踏春量》不是一般的擬i話本，但有話本

的性質。第一，故事開頭用詩詞來概括作品的

主旨，就是相當於話本的“入話”16。全四十篇

的開頭都有這様的詩詞，可以説《踏春毫》是

一種“話本”。例如《踏春憂》巻一く隻金釧〉

的開頭的詩詞是：

　大器由來是晩成。莫因小怨懐良心。証

為盗，逼退婚。他年難得脆韓門。

　　第二，《踏春墓》人物歌諦七字句、十字

句長篇歌詞而勧善或訴苦。

　　人物歌調詩歌的形式，在明代“話本”如

清平山堂刊話本、《金瓶梅詞話》等作品中也

能看到。例如清平山堂刊話本《柳書卿詩酒玩

江棲》裡，柳永作詞歌詩；又《簡帖和尚》裡，

宇文綬妻作詞窟詩。《金瓶梅詞話》裡，播金

蓮等人物借用當時流行的歌曲，表現人物的心

情。話本用詩歌讃明人物的心情或意志，或時

稲倣“有詩為i澄”。例如清平山堂刊話本《張

子房慕道記》，高祖問張良在卿裡修行時，張

良回答説：

　臣有詩為護：放我修行彿袖還，朝遊峰

頂臥蒼田。渇飲葡萄香膠酒，飢食松柏肚

陽丹。閑時観山遊野景，悶來瀟洒抱琴弾。

若問小臣闘何虜，身心只在白雲山。

　　《踏春憂》没有“有詩（詞）為讃”的標

識引導詩詞，但在比官早出的《宣講集要》裡，

我椚能看到例子。例如巻十く宣講美報〉，邑

痒生彦金，病倒床褥，後悔浮浪生活，請求神

聖恕罪，説：

　不鷺傷心痛苦，有歌詞一段為讃：臥牙

床不由我自嵯自嘆。猛想起從前事泪如湧

泉。想當初父与母将我生娩。……想當年

入費門何等髄面。為甚磨食標賭又吃洋煙。

到如今困床頭悔之不轄。不久日徒然要命

錦黄泉。没奈何只得把神天叫戚。個神聖

恕我罪定改心田。……

　　再説，話本的歌詞也有勧善的内容。例如

《百家公案》第六回く判炉婦殺妾子之冤〉裡，

炉婦死後轄生為母饒，繊悔勧世，其歌詩七吉

二十八句：

　警省世人、舞効我之所為而胎臭於世

　。……当時有寄一篇以纏之日：江州陳

氏潟家婦，桿狐候恣嫉炉。……公哉天公

復報慮，陳氏自作還自承。敷年罰為一母

歳，終朝償失潟門庭。忽作人吉勧世俗，

婦人切莫存好毒。我因妬悼欲専房，至今

尚是糟糠畜。耳卯作短寄列公案，事雛虚吉

日還真。為悪不如為善好，町嘩告戒閨中

人。

　　可以説，民間的“宣講聖諭”，用百姓最

親近的話本形式來表現了勧善主旨。

　　但官有銀話本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第一、

官的主旨偏重勧善，歌詞的句敷和場面多。

　　例如く隻金釧〉，“状元公”常浩然回到故

郷重修宗桐，向族人呼篇遵守“祖宗訓詰”的

歌詞是十言五十二句：

　常浩然立中堂一言稟告。尊一聲閤族人

細聴根苗。……為人子守祖訓オ算英豪。

全三綱正五倫八徳髄敷。不為非不作　不

犯科條。……這幾件尽都是祖宗訓詰。後

輩人若犯了定打不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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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春憂》作中的人物，用歌詞勧善以外，

芙訴的歌詞也相當多。常家見子懐徳，父親死

後被他叔父正顎欺騙，花蓋遺産，母親憂雀病

死。他失去了父母，悲観自殺，果諦七言五十

句歌：

　我的嬬暁我的娘。為何死得這椚忙。芸

下休児全不想。孤孤単単忽下場。去年児

把十歳上。出林算子未成行。年小要人来

撫養。好似鶏児急離娘。……”

　凡郷之約四。一日，“徳業相動”。二日，

“

過失相規”。三日，“禮俗相交”。四日，

“

患難相憧”。泉推有歯徳者一人為都約正。

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宜

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

書於一i籍。徳業可勧者，書於一籍。過失

可規者，書於一籍。宜月掌之。月終，則

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各徳目也用四言易記的語言説明，例如

く徳業相勧〉：

　　作中還有雨場勧解的歌詞：一場是未婚妻

方淑英勧解母親金氏不要控告曽経趣告女婿的

父親士貴的歌詞（七吉四十四句歌），還有一

場是淑英勧解丈夫不要虜死父親的歌詞（七言

三十句歌），一共有四場歌詞的場面，顯然是

歌詞的場面是彼重要的。

　　第三、話本也有因果報慮的主旨，但“宣

講聖諭”更明顯，加害的人受了王法以後，再

受天罰。

　　例如在く隻金釧〉，正登和士貴多次為難

懐徳人和天暗中保護懐徳結局他當了巡撫，

審判自己的冤案，首先襲箭殺死偽讃的夢轟，

把他的屍髄拐在郊外，作為野獣的餌食；又譲

正顎和士貴脆在錬上，杖罰了正駿父子。正襲

婦家後死，見子愛廠人；士貴被野狗咬了襲狂，

咬死自己的子孫，懐徳織承他的家産。

三“宣講”在“郷約”中

　　宣講聖諭是明清時代“郷約”裡實行的教

化活動17。郷約是從宋代開始的地方自治制度

代表的郷約是陳西藍田呂大鈎兄弟《呂氏郷約》

（煕寧九年、1076）18，設立了自治機構推行

了“徳業相働”“過失相規”“檀俗相交”“患

難相皿”等四項徳目：

　見善必改，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

其家。能事父母，能待妻妾。能教子弟，

能御童僕。……

　　《呂氏郷約》當了後世的模範。到了明代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朱元璋顎怖了《教

民榜文》，其第十九條説，打木鐸大叫“孝順

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郷里、教訓子孫、各安

生理、量作非為”四言六句勧善辞，這就是明

太祖《六諭》。《教民榜文》云：

　毎郷毎里，各置木鐸一箇，於本里内選

年老或残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瞥目者，令小

見牽引持鐸循行本里，……倶令宜言叫喚，

使泉聞知，勧其為善，母犯刑憲。其詞日，

“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郷里、教訓

子孫、各安生理、舞作非為。如此者，毎

月六次。其持木鐸之人，秋成之時，本郷

本里内衆人，随其多寡資助糧食。……

　　明正徳十三年（1518），王守仁在職江西

南籟巡撫時，制定了《南韻郷約》19。他纒承了《呂

氏郷約》、太祖《六諭》，譲郷人諦讃巡撫的く告

諭〉：

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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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郷里，死喪

相助，患難相↑血，善相勧勉，悪相告戒，

息訟罷争，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

成仁厚之俗。

　　他的郷約規則，比《呂氏郷約》更詳細：

在郷約所設置く告諭〉牌，讃く告諭〉，同約人

在神明前襲誓不犯郷約：

　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濃掃，張具

於堂，設く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

日，同約畢至，約賛鳴鼓三，衆皆詣香

案前序立，北面脆聴。約正讃く告諭〉畢，

約長合衆揚言日，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

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徳，同蹄於善。若

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悪者，神明謀極。泉

皆日，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悪者，神明

諌極。……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

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賛鳴鼓三，泉皆起。

約賛唱，請畢善。泉日，是在約史。約史

出，就彰善位，揚言日，某有某善，某能

改某過，請書之。

　　後來，明葉春及（1532－1595）《郷約篇》

（隆慶四年、1570）2°説，嘉靖年間（1522－1566）

的郷約大抵都把《南韻郷約》為模範21。當時

己経出現了《六諭》的解説，但他認為不必要，

不登載了22。後來他赴任了四川賓州太守，怖

告《諭賓民》説，曽在恵安頒行太祖《教民榜》，

又譲木鐸“申明《六諭》”23。

　　《六諭》也記載在家訓裡。嘉靖年間，温

州項喬（1492－1552）在《項氏家訓》（嘉靖

二十年、1541）序文説，他彷著王公恕的解説

24，附加註稗，譲族人遵守了《六諭》as。其“孝

順父母”，用百姓易憧的白話解話a：“急的是‘孝

順父母’：父母生子養子，勢苦萬状，終身所皐

者，有子而己。人無父母，身從何来。便是児

子十分孝順，也難報這恩徳。毎見人家無子的

甚苦極，有子不肯孝順的更苦極。父母尊大如

天，人若逆天，天理無有不報雁者。……”

　　萬暦年間，礼部尚書沈鯉上奏《覆十四事

疏》ee，請皇帝復活木鐸老人宣唱《六諭》的制度，

又申奏設置郷約所，明示《六諭》和《大明律例》：

　一、聖訓六言，勧化民俗，而設木鐸，

絢於道路，則所以提斯警寛之也。近年以

來，此畢久廣，合無行令，各掌印官，査

復奮制，干城市坊相郷村集店，量設木鐸

老人，免其差役，使朝暮宣諭聖訓。伏乞

聖裁。一、郷約之設，所以訓民，即古道

徳齊禮之遺意也。為有司者，能鼓舞有術，

民未有不勧於善者。宜於所轄地方酌量道

里遠近，随庵観亭館之便置郷約所，以

《皇祖聖訓》《大明律例》，著為簡明條示，

刊布其中。即干本里揮泉所推服者一二人，

以為約長，使其督率里泉，勧勉為善。

　　果然萬暦年間的郷約回復了宣講《六諭》

的制度。例如新安余撚衡《泥川余氏郷約》三

巻（萬暦庚申四十八年〔1620〕兄啓元序），

其三巻的内容是：〈約儀〉九款、《聖諭桁義》

六章、《勤倹忍畏》四吉、《勧戒》三十一則、

〈保甲〉三則（以上巻一）、《律例》（巻二）、〈國

風〉〈小雅〉十一篇、〈宋儒詩〉十四首、〈明

儒詩〉十三首（以上巻三），比《南籟郷約》

詳細，附載有關資料。

　　〈約儀〉窩“宣聖諭”“講約”“讃律”“約政”；

“

宣聖諭”時“約講朗歌‘孝順父母六句。”，“講

約”時“約講詣講案前，東西立，展巻講約”。“講

約”的内容没有寓，可能包括《聖諭衛義》六章、

《勤倹忍畏》四言、《勧戒》三十一則。“講約”

講完後，“願歌詩者，歌國風小雅諸篇、或周

程郡朱蒔陳王゜「諸先儒詩，足以暢浪襟懐感襲

志意99，聴。”“讃律”的内容也没有爲，可能

讃《大明律例》。

　　《聖諭街義》六章，用文言講解《六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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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孝順父母”第一章：

　聖諭言父母，則該祖父母。哀哀父母，

生我肋勢。欲報之徳昊天岡極。四忍不孝

乎。服勢奉養、愉色娩容、定省温清、出

告反面、先意承志、知年愛日，皆孝之事

也。……孝行非一，毫有不尽其心，即不

得言孝。……《檀》日，不敢以先父母之

遺髄行殆。又日，不辱其身，不差其親。3°

為子孫者，欲孝親，須守、身焉。

　　《勤倹忍畏》《勧戒》〈國風〉〈小雅〉〈宋儒

詩〉〈明儒詩〉，也都是用文吉記述的。

　　這様，從明代中葉以後，郷約和家訓實行

“

宣講聖諭”。“宣講”的“宣”是宣讃聖諭、“講”

是講解聖諭的意思31。

　　清朝也雄承了宣講《六諭》的講解《六

諭》、讃律、歌詩的方式。《欽定學政全書》（嘉

慶十七年、1812）巻三く講i約事例〉，記載清

朝歴代的く宣講聖諭〉事例：

　順治九年，頒行く六諭臥碑文〉於八旗

宜隷各省。……順治十六年，議准設立郷

約，申明《六諭》，原以開導愚眠，從前

屡行申筋，恐有司視為故事，慮嚴行各宜

省地方牧民之官，與父老子弟實行講究。

其《六諭》原文，本明白易曉，伍握奮本

講解。……康煕十八年，漸江巡撫將《上

諭十六條》術説輯為《宜解》，繕冊進呈

通行，亘省督撫照依奏進《郷約全書》，

刊刻各款，分襲府州縣郷村，永遠遵行。

雍正二年，御製《聖諭廣訓》萬言，頒襲

宜省督撫學臣，轄行該地方文武各官聲教

職衙門，曉諭軍民生童人等，通行講讃。32

　　上述康煕十八年（1679）漸江巡撫陳乗宜

《上諭合律郷約全書》一巻，開頭く疏〉説：

宣講本傷祷濠》是不是“公案4・説？

　但恐僻壌窮郷愚夫愚婦未能仰測，……

恭繹上諭，逐條桁説，輯為《宜解》一

書。……復以現行《律例》引讃各條之後。

　　其《講諭》《讃律》用白話講解《聖諭

十六条》，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講解如此：

　祢椚衆百姓，可曉得為何《上諭》第一

條把人倫説起。只為人生天地間，父子兄

弟君臣夫婦朋友是個五倫，人人有的，所

以叫倣人倫。然人自少至長，未有君臣夫

婦朋友之時，先有父子兄弟，那父子兄弟，

實為人倫之始，所以皇上先説出孝弟雨字

來叫弥知道。

　　這書附載清魏象橿（1617－1687）《六諭集

解》一巻，海寧縣令許三禮（1625－1691）作序，

登載《講約規條》説：

宣《聖諭十六条》，復宣“孝順父母”

六句。……講者出班・

敬長上”二條演畢。・・

訓子孫”二條演畢。・・

作非為”二條演畢。

・・…講“孝順父母”“尊

・… 講“和睦郷里”“教

…・ 講“各安生理”“舞

　　《六諭集解》是用白話講有く講諭〉、＜讃

律〉、〈歌詩〉三部分。〈歌詩〉不是歌古詩而

是歌易憧的勧善詞，而且為了實用，附載了樂

譜。其く孝順父母〉如此：

　《聖諭》首言〈孝順父母〉，父母的肋勢

最深，恩愛最大。見子與父母，原是一髄。

十月懐胎，三年乳哺。受了多少的磨難，

費了無限的辛苦。……《大清律》云，凡

子孫殴祖父母父母、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

母者，斬；殺者，凌遅虜死；罵者，絞；奉

養有訣者，杖一百。……〈歌詩〉我勧吾

民孝父母，父母之恩爾知否。生我育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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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朝夕顧復不離手。……誰人不受肋

勢恩、我勧吾民孝父母。〈作樂〉我t勧1

吾六民工孝六父［母尺、父’母尺之六恩工爾六知「

否尺。生六我育六我ヒ苦六萬L千尺、朝工夕尺顧

六復工不六離工手尺。……誰L人尺不五受工肋五勢

’恩尺、我工勧尺吾五民1孝h父1母尺。

　　又有萢鉱《六諭桁義》SS，除了講解《六諭》、

〈讃律〉以外，還講報磨故事，最後以く歌詩〉

結束：

　聖諭第一條日，“孝順父母”。忽磨是

“

孝順父母”。人在世間，無論貴賎賢愚，

那一箇不是父母生成的。……試想父母十

月懐胎三年乳哺，受了多少報難，担了多

少驚柏。……不孝順父母的律例多端，不

能壷述。今揮敷條請祈細看。一、子孫

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訣者，杖

一百。……以上律例這等森嚴，若有不孝

順的，還柏不伯，省不省。假使逃得這王

法，也決逃不得天報。我且講幾箇古人聴

着。古時有箇黄香，九歳失母，思慕哀切，

猫事其父。……後官至尚書。又有箇王祥，

是洛陽人。父名王融，i竪蒔氏生王祥，後

蒔氏死，再嬰朱氏。……後母因己子長成，

妬忌前子，嘗以毒藥置酒中令祥吃。・…

其母感悔，一家孝友。後祥官至太保、九

代公卿。……這倶是能孝順的，各有善報。

有箇陳興，是順義人。……生一子，極憐

愛之。母老病，終日要母抱孫。一日，抱

孫誤墜地傷額。陳興以母故鉄其孫，大怒

辱罵。……一旦妻死子絶，家敗。忽襲狂，

自噌十指，呼號痛楚而死，屍臭莫枚。……

“

我勧世人孝父母，父母之恩爾知否。懐

胎十月苦難言，乳哺三年未稗手。毎逢疾

病更關心，教讃成人求配偶。豊徒生我愛

餉勢，i終身為我忙奔走。子欲養時親不在，

欲報岡極空回首。莫教風木涙沽襟，我勧

世人孝父母。”

　　廣東連山縣令李來章（1654－1721）編了

《聖諭圖像桁義》二巻。自序（康煕四十三年，

1704）云，聖諭難解，用文言和方言，作了註繹：

　自思維，聖學高深，訓詞爾雅。錐學士

大夫，尚不能抑測萬一。況田野小民，知

識短淺，求其洞曉，見於身髄力行，多恐

尚有未蓋能者。又諸臣演解，語句雛繁，

條目未備。且人自為説土音不齊，環聴之

下，不免尚費詮繹。臣因倣明臣沙随呂少

司冠坤《實政録》《宗約歌》二書髄例，

分為六款。一日，〈圖像〉、二日，〈演説〉、

三日，〈事宜〉、四日，〈律例〉、五日，

〈俗歌〉、六日，〈揺訓〉。或用文語，間

以郷音，雅俗並陳。縛期演布聖意，昭如

日月。”其く俗歌〉，為了易記，用了三言

封句方式：“免懐保，必三年。父母恩，等

昊天。肉始飽，吊始媛。奉残年，莫間断。

行宜扶，坐宜侍。安其身，順其意。遇疾

病，恐且悲。市良藥，延名瞥。”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1680－1733），康煕

六十年（1721）出征台湾，設立了講約，宣講

聖諭和古今善悪故事ぷ

　　王又撲（1681－1760）《聖諭廣訓桁》，是

用白話講解雍正《聖諭廣訓》的。

　　同治元年（1862），河北日献縣知県陳崇

祇編了《聖諭繹謡》一巻。無序。這書用歌謡

來表現了《聖諭十六条》。其第一條如下：

　烏能反哺羊脆乳。鵠鵠飛鳴雁呼侶。人

生昂蔵七尺躯。天性天倫傳自古。生我之

徳報未能，與我同生何敢侮。勧汝孝弟汝

不知，看汝眼前小見女。

光緒元年（1875），宣講生戴奎編《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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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講本傷春豊》是不是“：公案4・説？

引讃》，用く引〉（格言、詩歌）和く讃〉（實録）

補助解繹《聖諭廣訓桁》。這く引〉和く讃〉的

引用作品，包括《王中書SC勧孝歌》《王中書八

反歌》《蓑氏世範》36《王崇實録》《朱子小學》《日

記故事全集》等敵蒙詩歌語録、敵蒙紀實故事

作品：

　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廣訓桁》引

護。萬歳爺的意思説，……急磨是孝呪。

〈引〉孝為百行首，詩書不勝録。富貴與

貴賎，倶可追芳燭。若不蓋孝道，何以分

人畜。……（《王中書勧孝歌》）這箇孝

順的道理大的緊，……〈讃〉龍游縣徐氏，

兄弟二人，居隔三十里，十日一輪養母。

兄貧甚，……至弟門，拒而不納。……

母垂涙，忍飢而返。行里許，忽雷電大

作、將逆子夫婦皆震死。……（《王崇實

録》）……

四　清末以後的民間宣講

　　宣講聖諭的目的在如何有効地教化百姓，

因此用白話宣講聖諭後，再用白話講述了因果

報雁故事，歌諦了白話勧善詩而加強了敷

果評清末民間善堂主辮的宣講把故事和歌詩結

合在一起，形成了白話案護。宣講聖諭重視了

案讃以後，民間不断地編輯新案讃集，起初還

記載く宣講聖諭規則〉，後來把官剛i悼，只載

了案讃。

1．《宣講集要》十五巻首一巻

　　我椚能看到的最早的宣講本是《宣講集要》

十五巻，是福州重刊本SS。官的影響恨大，光

緒年間，有潭州39、賓慶4°、徳州41等地方重刊，

其中徳州是為了祈雨重刊了。到了民國時代出

版了石印本42，普及了全國。其巻五末尾説“同

徳堂等，募化重刊”。

　　威豊二年（1852），畢人陳光烈在序云，

編者王錫金“以《聖諭》為綱領，博牧俗講《怪

回頭》《指路碑》《法戒録》《規戒録》《寛世新

編》《寛世盤銘》《切近新録》諸書43為案護。”

　巻首載く宣講聖諭規則〉，讃諭生讃皇帝和

神明的聖諭和《宣講壇規十條》441次載《欽定

學政全書》〈講約事例〉（以威豊五年結束）、《聖

諭六訓解》45、王又撲《聖諭廣訓》序（雍正丙

午四年、1726）、〈四吉韻語〉、《聖諭廣訓》（分

段註解）、漸江巡撫朱載《聖諭易知》（白話）（康

煕五十六年序、1717）ca。

　　各巻先用白話講解く聖諭〉（“俗講”），然

後講案讃（善悪報磨故事）。〈勧善歌〉和く格

言〉大都在第十五・巻47。這結構相似從來的宣

講聖諭，但案讃的位置提高，宣講的概念也愛

化，“宣”意味案讃中的人物的歌詞，“講”意

味講説案讃的故事情節。

2．《宣講拾遺》六巻首一巻

　　義郡杏林破士（樂書堂荘破仙）編。有同

治十一年原本「s，光緒二十四年重刊本49。杏林

破士雄承《宣講集要》編了新的〈案護＞5°。首

巻載く宣講聖諭規則〉、〈欽定學政全書講約事

例〉，瀬賓蒋岸登序文指出通俗宣講的有敷性

説，“宣之而如歌詞曲，講之而如道家常，固

較之設學謹教尤便於家喩而戸曉也。”民國

年間出版了石印本51。

3．《聖諭六訓醒世編》六巻

　　宣統元年（1909）石印本，管口（奉天）

成文厚藏版。光緒三十四年楊占春序云，宣講

堂主管楊子僑等編輯出版，印刷久，字模糊，

由管口宣講堂的同人石印出版。52第一巻く宣講

告白〉表明不是異端邪道，云，“理本乎日用

倫常，週異労門左道。”〈告白帖式〉又云，“此

堂原是義畢，……講論聖諭王章，引護大小各

案。〈宣講封聯〉載“宣善書維持聖道，講果

報警醒愚頑”等勧善封聯。又有く神閣封聯〉。

載く聖帝定宣講儀式〉，“以蜀川《救生船》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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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各巻開頭載《聖諭六訓》解説，然後載

案讃。

4．《宣講萬選青銭》四巻

　　民國年刊。開頭載宣講儀式。讃《聖諭六

訓》、《聖諭十六條》畢，講《聖諭六訓》、《聖

諭十六條》説：

　信奈如今的人，毎多驚奇好異，厭故喜

新，不得己オ將世事人情善悪報臆，真選

之又選，故名萬選，如銭之為銭最重青銭，

集而成巻，顔日，《萬選青銭》。其意淺，

其詞俗，原為愚夫愚婦而講修身齊家之事，

至徳要道之情。

又有く壇規〉云：

　一、宣講必須声音瞭亮。……一、宣講

必須品行徳行。……一、宣講定有神露監

察。……一、宣講能除疲疾。……一、宣

講能駆疽疫。……一、宣講能祈雨。・

又、宣講可以免刀兵。……又、宣講可以

勧鳥雀。……又、宣講可以動風雷。

5．《宣講選録》十二巻

　　第一巻封面記載く宣講規則〉、〈禮部頒

行〉，但不記載。同治十一年蒋岸登序。甲戌

年（民國二十三年、1934），北平大成印書社

重印。即是《宣講拾遺》的重印本。

6．《宣講管規》六巻

　　清洛陽悔過痴人（周景文）編。宣統二年

（1910）自序云：

　取荘破仙《宣講拾遺》，朗調敷過，無

不甥躍罐呼，感悦零涕，而不能自己者。

然後嘆歌詞足以動聴，僅語蓋人能解也。

宣統三年許鼎臣序云：

　光緒二十六年，……吾友洛陽周君景文

維新，則於哉影蜷伏握齪教授山谷聞，更

取《六訓》者，彷荘君破倦之例，……暇

為父老女婦童稗隷竪調説。

　　各巻按《聖諭六訓》各條労引善悪案讃。

有民國二十四年（1935）謙記商務印刷所重印。

7．《緩歩雲梯集》四巻

　　龍渓羅永儀編。羅序云，“採集善悪報慮，

以孜明《二十二條》旨意”，因人情“厭故喜

新”，“勉成八十一案”，書名由“関聖帝君命名”。

同治二年重刊。同年篠塘（福建）候選教職王

紹棄叙云，妹婿黄海雲在嚴陵（漸江）得本書

醸金重刻，請他弁言。載案讃八十一案，不載

〈宣講規則〉、〈講約事例〉等儀式。

8．《宣講福報》四巻

　　光緒三十四年（1908）経元書室重刊。無

序践。載三十案。

9．《宣講珠磯》四巻

　　光緒三十四年経元書室重刊。無序践。載

二十七案。

10．《宣講摘要》四巻

　　光緒三十四年経元書室重刊。無序践。載

三十一案。

11．《宣講彙編》四巻

　　光緒三十四年経元書室重刊。無序駿。載

四十一案。

12．《宣講大全》一巻

　　光緒三十四年西湖侠漢序。民國二十六年

（1948）上海鴻文書局編印《新編宣講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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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巻。載案護六十二條。

13．《菖善th－一》四巻

　　民國三十年（1941）新刻。儒興堂藏版。

悔過子自序。石照（四川）雲霞子編輯、安貞

子校書。二十四案（各巻六案）。各案讃開頭

載入話詩，如《踏春毫》。悔過子自序裡告白，

自己不信善書《惜字類編》的案§登，不洗手讃

書而失明，編這書勧戒世人。

14．《鰻目警心》五巻

　　光緒十九年（1893），沙市（湖北）善成

堂藏版。無序践。載二十五案。表明出典，如《宣

講福報》《宣講珠磯》《万善帰一》《宣講大全》。

宣講本傷春劃是不是“公案4・説”2

19．《勧善録》四巻

　　残本。清孔綴品刊。峡第一巻第一冊。

各冊封面：〈守銭奴〉〈宣講解冤〉＜施公奇

案〉〈溺女現報〉〈愛牛償債〉〈淫悪巧報〉〈大

士救難〉〈昧心急報〉〈欺貧賭眼〉〈善全孝

友〉〈司命顯化〉（巻一）、〈陰騰得妻〉＜隻冤

曲〉〈善縁橋〉（巻三）、〈丙世合指〉＜因妻免

禍〉〈雁該餓死〉〈遺書成美〉〈節孝隻善〉〈好

賢妻〉〈好兄弟〉〈好朋友〉〈因妻免禍〉（巻

四）。

20．《福海無邊》四巻

　　民國二年石印本。載二十六案讃。表明出

典，如《宣講大全》《万善帰一》《宣講金針》。

15．《蹟春蔓》四巻

　　光緒二十五年（1899），中江（四川）劉

省三編。載四十案。各案護開頭載く入話〉詩。

光緒己亥二十五年（1899）銅山（四川）林有

仁序，稲賛明代大儒呂坤用俗歌僅語教訓流俗，

而説後世用案護以勧世的宣講是學他的。

16．《宣講回天》四巻

　　光緒三十三年（1907）益元堂刊。載

五十四案。

17．《宣講金針》四巻

　　光緒三十四年善成堂刊。無序践。載三十

案。

18．《葦美集》四巻

　　残本。民國刻本。訣第一巻第一冊。各冊

封面：今年新刻、聖諭書、源盛堂（濾州）。有

く隻貞姑〉〈雷賜銀〉〈鶏鵡報〉（巻一）、＜破鏡

合〉〈費包公〉〈献西瓜〉〈七層模〉（巻二）、〈雲

霞洞〉〈隻冤曲〉〈善縁橋〉（巻三）、〈讐冠詰〉

（巻四），共十二案謹。

宣講時使用的方吉“西南官話”

　　《宣講集要》等諸多案讃集的語言，為了

教化本地不識字的民泉，使用本地的方言宣講。

筆者査到這些案讃集的語盲都是“西南官話”，

案讃顎生的地逼也四川最多ぷ例如《宣講集要》

的語盲，使用西南官話如下竺

　　活路（巻一く孝字〉）、想方（同上）、接親（同

　　上）、脾（巻一く子路負米〉）、作翻（巻

　　一く王公孝友〉）、単弱（巻一く孝字〉）、

　　出姓（巻四く崔氏守節〉）、蔵倒（巻二

　　く堂上活佛〉）、消夜（巻二く堂上活佛〉）、

　　無欄（熱角、無脚）（巻二〈痛父尋屍〉）、

　　那場（那搭児）（同上）、淡泊（薄淡）（巻

　　二く子誠尋父〉）、朝日（同上）、惨傷（傷

　　惨）（巻二く勧孝戒淫〉）、盤（盤食盤家

　　養盤盤活盤不到）、落気（気落）（巻二

　　く樹爽悪子〉）、下梢（巻三く王経怨妻〉）、

　　陀（巻五く改過成孝〉）、陰倒（巻六く弟

　　字〉）、告化（巻六く雲雷埋金〉）、泡毛

　　（同上）、竿竿（巻六く高二逐弟〉）、落

　　屋（巻六く胡耀欺兄〉）、翻梢（巻八く篤

　　宗族以昭雍睦〉）、敵店（巻十三く王生買

　　葺〉）、黒瞼（巻十三く金玉浦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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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巻十三く食財後悔〉）、標賭囑揺（同

上）、淘気（巻十三く息証告以全善良〉）、

帯壊（巻十三く戒匿逃以免株連〉）、房圏

（巻十五く報恩十則〉）。

五　宣講聖論需要通俗文藝

1．宣講聖諭和通俗歌詞

　　案護中人物歌詞的形式，銀話本、戯曲的

通俗歌詞形式有共同鮎。開於詩歌的教化作用

《詩経》大序中指出，後來唐白居易、明王守仁、

清余治等文人都活用官的作用教化百姓了。

　1．《詩経》的教化論

　　《詩経》周南く関雌〉序中指出詩歌有感人

教化的作用：

　關雌，后妃之徳也，風之始也，所以風

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郷人焉，用之邦

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

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発

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鰹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2．漢樂府《焦仲卿妻》

　　漢代樂府《焦仲卿妻》55，錐然没有明顯提

示教化主旨，但故事結尾云，“多謝後世人，

戒之慎勿忘。”可知這首長篇叙事詩也用詩歌

的形式來勧世的。我椚可以説，官是後世勧世

説唱文藝的先駆。

　3．白居易的《新樂府》

　　《詩経》中的詩歌表現“美”56、“戒”57、“刺ss　ss、

“

悪”59等教化主旨，後來白居易（772－846）創

作《新樂府》6°時，襲用了這《詩経》的詩歌理論

來讃美古代的治世，調刺時世的病態。其序云：

　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

之義也。其辮質而径，欲見之者易諭也。

其言宜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顧

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髄順而騨，可

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纏而言之，為君為臣，

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其詩首句標其目，其目下注其主旨。例

如，“〈七徳舞〉，美掻乱陳王業也。”、“《海漫

漫》，戒求仙也”、“《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

等等61。

　4．敦煙愛文的歌詞

　　歴代故事裡人物朗調詩歌的例子不少62，

特別在話本、戯曲裡起了彼重要的作用。例如

唐代敦燈可《伍子青変文》（S．328），逃亡楚

國的伍子青在“葬蕩山間按剣悲歌”63、《王昭

君変文》（P2553），“明妃遂作遺言，略叙平生tt　64

等場面非常精彩。

　5．元雑劇的“詞”

　　後來元雑劇用更通俗的歌詞來表現人物的

語言。例如《神奴見大闇開封府》雑劇第四折，

神奴見的璽魂用七言“詞”來突訴開封府9包

抵自己被伯母殺害的底細：

　〔魂子訴詞云〕告大人停嘆息怒，聴核

児細説縁故。俺母親嬉子不和，因此上分

家男住。當日我學裡回家，我待要街上観

観。老院公領我出門，來到那十字大路。

我見箇責｛鬼偶的過來，院公道我與弥買。

等院公不見回身，撞見我嫡親叔父。領的

我到他家中，俺嬢嬢便生嫉妬。將麻縄栓

住艀子，勒的我登時命卒。一霊見蕩蕩悠

悠，毎日家壕眺痛果。……

　　也有用詩詞來解勧的作品。例如《崔府君

断冤家債主》雑劇襖子，崔子玉用詩勧弟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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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善友用詞拒絶：

　〔崔子玉回酒科〕……我有幾句言語勧

諌兄弟，祢試聴者。〔詩云〕得失榮枯総

在天，機關用蓋也徒然。……〔正末云〕

多承寄寄勧善戒、只是弥兄弟善縁淺薄，

出不得家也。有幾句児吉語請與寄寄聴。

〔詞云〕也不懸北瞳南庄，也不懸高堂遼宇。

但容膝便是身安，目下保寸男尺女。……

　　七吉加三吉就是“措十字”，也出現在元

雑劇裡。es例如《王月英元夜留鮭記》第四折結

尾，包抵用平易十吉句判案：

　〔包待制云〕既如此，祢一行人聴老夫

下断。〔詞云〕休二人本有那宿世姻縁

約元宵相會在佛殿之前。急知道為酒酔一

時沈睡不能勾叙歓情共枕同眠。將羅柏

和繍鮭留為表記，到的来酒醒後悔恨難

言。……

　6．説唱詞話的“撹十字”

　　“損十字”在明代中葉普及，例如説唱詞

話《唐醇仁貴跨海征遼故事》＜仁貴妻柳氏囑

附夫投軍〉，柳氏用“措十字”勧夫出征：

　〔唱〕柳氏開言催虎將，多嬌嘆語告將

軍。……〔損十字〕柳金定叉定手從頭細説，

勧丈夫蒔仁貴且放寛心。……去當軍初出

タト小心在意，莫食花休懸酒莫愛他人。……

祢志誠我志誠堅心守分，奏三貞和九烈萬

古留名。”

　　我椚知道這“措十字”後來在明清時代的

實巻和戯曲裡常出現。而如上述所説，人物的

語言用詩詞表現時，有時加上“有詩（詞）為

讃”一句引導歌詞，強調歌詞的重要性了。

1．宣講聖諭和通俗戯曲

　　統治者歴來不允許欣賞戯曲小説等通俗文

學66，但只宣講聖諭，不好教化百姓，不得不

活用百姓親近的通俗語言藝術了。當時的實巻

也受了宣講聖諭的影響，成了善書了67。

　1．王守仁《王陽明文紗ヅ

　　使用戯曲的教化方法，戯曲流行的明代出

現。王守仁（1472－1528）評債明代的戯曲織

承古樂。他説，戯曲慮該以教化為目的，不以

教化為目的的戯曲封社會没有用，戯曲剛捧妖

艶的歌詞娩好：

　古樂不作久　。今之戯子，尚與古樂意

思相近。詔之九成69，便是舜的一本戯子。

武之九愛，便是武王的一本戯子。聖人一

生實事，倶播在樂中。所以有徳者聞之，

便知其壷善蓋美與未蓋美未蓋善虜。若後

世作樂，只是倣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絶

無闘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撲還

淳，取今之戯本，將妖淫詞調倶去了，只

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

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於風化有益。”7°

　2．余治《庶幾堂今樂》

　　清余治（1809－1874）《庶幾堂今樂》初二

集（威豊十年、1860），借戯曲方式實行了勧

善。71愈樋（號曲園、1821－1906），在本書同治

十二年（1872）序中指出通俗文藝的教化力量。

他説：

　天下之物，最易動人耳目者，最易入人

之心。是故，老師、鉋儒坐皐比而講學，

不如里巷歌謡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張布

於通衡，不如院本、平話之移人速也。君

子観於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也。……

而今人毎喜於賓朋高會，衣冠盛集，演諸

穣褻之戯是猶伯有之賦鶉之奔奔72也。

余君既深悪此習，毅然以放淫辞自任，而

一 87一



ノourna／of　E∂s亡Asian　5亡u（iies

又思因勢而利導之，即戯劇之中，寓勧懲

之旨，麦捜輯近事，被之新聲。……〈樂記〉

云，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

道，不能無乱。先王恥其乱，故制雅煩之

聲以道之。使足以感動人的善心，不使放

心，邪気得接焉。73……今以鄭衛之聲律而

寓雅煩之意，所謂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易者，必於此乎在　。

　　余治在《庶幾堂今樂》〈答客詞〉中主張，

教化不識字的百姓，通過演戯感動他椚是最有

敷的。他説：

　所以演戯者，為不識字之愚夫愚婦耳。

彼愚夫愚婦，既不能讃書明理，又不能看

善書，即宣講郷約以曉愚蒙而近世人情，

又皆厭聴。故特借戯以感動之。

　　余治也在《庶幾堂今樂》〈上当事書〉第八

條説，演戯比郷約敷果一百倍。他説：

　一、梨園宜一律麓定也。……試演一日，

必有千百老幼男婦環観華聴。……較之郷

約之何菅百倍，何憂不能家喩戸暁耶。……

凡有梨園，必官為麓定。其不可為訓者悉

剛之，永禁不許演唱。

　　《庶幾堂今樂》四十種，初集く後勧農〉（勧

孝弟力田也）、〈活佛圖〉（勧孝也）、〈同胞案〉

（勧悌也）、〈義民記〉（勧助餉也）、〈海烈婦記〉

（表節烈、懲好悪也）、〈岳侯訓子〉（教忠、教

孝也）、〈英雄譜〉（懲誇盗也）、〈風流璽〉（懲

講淫也）、〈延壽録〉（記修身改相也）、＜有怪

圖〉（懲溺女也）、〈屠牛報〉（倣私宰也）、＜老

年福〉（勧惜穀也）、〈文星現〉（勧惜字也）、＜掃

螺記〉（勧放生也）、〈前出劫記〉（勧孝也）、〈後

出劫記〉（勧救濟也）；二集く義犬記〉（懲負恩

也）、〈回頭案〉（嘉賢妻孝女也）、〈推磨記〉（倣

虐童娘也）、〈公平判〉（懲不悌也）、〈陰陽獄〉

（懲邪逆也）、〈殊砂痔〉（勧全人骨肉也）、＜同

科報〉（勧濟急救嬰也）、〈福善圖〉（勧倣輕生

圖詐也）、〈酒模記〉（戒乎殴也）、〈緑林鐸〉（倣

盗也）、〈劫海圖〉（分善悪、勧投誠也）、＜焼

香案〉（戒婦女入廟也）。

　　各作品的歌詞，銀宣講的歌詞一様，七字

句和十字句。例如く活佛圖＞74，太和県楊甫的

老母戴氏等待楊甫的回家時用十字歌詞云：

　恨我見想我見登高一望。路戊召遍山隠隠

何虜西方。有妖怪有虎狼許多魔障。孤軍

軍向前去好不懐慎。害老、身毎日間眠思夢

想。不知休何日裡回轄家郷。”

　3．布袋戯《宣講戯文》

　　《新刊宣講戯文》，光緒丙戌十二年（1886）

刊。75掌中班（布袋戯）脚本。牧載く古廟呪

娘〉〈大團圓〉〈現眼報〉〈惜字獲金〉＜偽書保

節〉〈妬心忘義〉〈純孝延壽〉〈琵琶記〉＜杖義

得妻〉九種，都是勧化内容。東局諸同人序指

出通過布袋戯的教化作用，云：

　演劇之最宣淫者，莫如掌中班。週来窮

工極巧，鎗影檜聲，青年士女，観者岡不

心動焉。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前経官紳

禁約，無可如何。弦本局諸同人，就善書

堂合撰敷段。皆有關於家庭，有關風化，

能使士女観之，鰯目而警心。

　　例如く古廟呪娘〉，江大（白面生〔大白〕）、

江二（二白）兄弟姑鯉挑唆丈夫分家，起出婆

婆，婆婆在土地廟呪　fl，姑姪受天罰。其婆婆

究罵見娘的語言，用宣講方式的歌詞表現：

　二個親婦大不孝，日日一家来砂闇。柴

米油戯同一家，雨個毎毎私愉漏。婆仔但

得無奈何，暫將雨家来折仕。毎家當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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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周氏十日都未到。將我騙去銭氏家，

二人用心来張軍。可憐今日我生辰，拉我

關倣門外狗。大神須着顯聖霊，責罰雨婦

有慮効。

　　此夕卜く大團圓〉演清蒲松齢（1640－1715）

《耳卯齋志異》巻二く張誠〉的雄母虐待前妻見

子，雄母受天罰而病死的故事。〈現眼報〉演

吝薔的富豪捨不得給子弟受教育而後悔的故

事。〈惜字獲金〉，愛惜文字而獲善報，不惜

文字而受天罰失明的故事。

　　現代台湾西田社布袋戯《水鬼作城陛》

（2004年6月，許王指導、黄明隆編劇）也演《耳卯

齋志異》巻一く王六郎〉記載的水鬼傳説，可

以説是一種培養善良該子的現代善書。76

六　結論

　　《踏春憂》不是一般的擬話本，也不是一

般的公案小説。官是宣講聖諭時使用的案護集。

但官難然不是一般的擬話本，可以説是話本鵠

的宣講本。宣講聖諭原來是宣讃聖諭、講説聖

諭，但只宣講聖諭，不能吸引百姓，不能有敷

教化，結果出現了百姓親近的話本髄案讃。

　　宣講聖諭在郷約裡實施。郷約的歴史，從

宋代《呂氏郷約》開始。《呂氏郷約》推行了

四項四言徳目。到了明代，王守仁的《南韻郷約》

襲用了《呂氏郷約》的髄制而宣讃告諭，其告

諭引用了《呂氏郷約》和明太祖《六諭》的四

言徳目。以後明朝的郷約裡實施了宣讃《六諭》、

講解《六諭》、讃律、歌詩。清朝的郷約宣讃

順治《聖諭六訓》、康煕《聖諭十六條》，講解

聖諭，讃律，講因果故事，歌詩。明清時代的

宣講，錐然用白話講解聖諭，講因果故事，歌

詩，但都不及清末出現的《宣講集要》敷果好，

官記載著皇帝的聖諭和民間神明的聖諭，可見

官是民間善堂編的宣講的底本。官按著《聖諭

十六條》分類牧録許多善悪因果故事，稲倣案

言登，所以可以説官是案護集。原來宣講的封象

是聖諭。但在這案謹集，“宣”的是案讃中出

現的人物的歌詞，“講”的是案讃的情節。顯

然見宣講聖諭的重鮎，從聖諭移到案讃。以後

陸績出現案讃集，逐漸不重視宣講儀式，也不

分類案讃，随意登載案謹了。這些案讃集大都

用く西南官話〉宣講可見民間的宣講聖諭當

初在四川、湖北等西南官話地逼盛行。宣講的

聴泉是不識字的百姓，所以必須使用當地的方

言了。

　　案護重視宣詞，案讃中人物的宣詞又多又

長。這因為詩歌有感化力量。關於詩歌的感化

力量，《詩経》大序己経指出。後來樂府、敦

燈愛文、元代雑劇、説唱詞話、明代話本等通

俗文學裡的人物都用通俗的詩歌來訴苦、勧善，

表現志意。案護的宣詞也ER這些通俗文學裡的

歌詞有共同的性質。

　　明清時代戯曲興隆王守仁、余治注意到

戯曲的教化作用。原來統治者否定通俗文學而

認為淫書，但為了教化百姓，不得不使用百姓

親近的語言文學，結果慎重選揮或創作了封社

會無害的作品。當時布袋戯、實巻等通俗文藝

也受到這勧善思想的影響。

　　《踏春憂》是宣講聖諭時使用的白話案i澄

集，故事情節由這因果報雁的道理進行。一般

的公案小説重視偵探、推理，案讃的冤案重視

勧戒，所以包括只有天罰、没有公案的故事。

但裡面的三分之二是公案故事，錐然銀一般的

公案小説不一様，我椚鷹該承認官也是一種公

案小説，從一般的公案小説的角度來不給官好

評債是不妥當的。

一 89一



／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上海圖書館・首

　都圖書館所藏。有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本小説集成》牧）、1993年察敦勇校点排印本

　（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国話本体系》収），1999年

　金蔵、常夜笛校点排印本（群衆出版社《古代公

　案小説叢書》収）。

2胡士螢《話本小説概論》（1980，北京：中華書局）

　第十五章く清人編刊的話本集叙録〉二專集33

　《踏春憂》説，“此書為最後一種擬話本。孫目未

　著録。……書為一九一四年成文堂刊，潭正壁藏。”

　大塚秀高《増補中國通俗小説書目》（1982，汲古

　書院）分類為公案。

3張一舟〈《踏春毫》與四川中江話〉（《方吉》1998

　年第3期218－224頁）説，“本書同一般供人閲讃“擬

　話本”不同，實際上是供“講聖諭”的宣講生宣

　講時用的底本。”

4清徐棟輯《牧令書》，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

　巻十六く教化〉所収。

5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巻，近代，《踏

　春毫》。

6因為押韻，把“案讃”二字作為“護案”。

7台湾文庫奮藏，國立中央圖書館台湾分館現藏。

　畢人陳揚之序文説，編者是王錫金。

8“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郷里”“教訓子孫”“各

　安生理”“努作非為”，就是明太祖《六諭》。《聖

　諭六訓》是“孝敬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郷里”“教

　訓子孫”“各安生理”“勿作非為”。

9《聖諭十六條》（康煕九年、1670）的註稗書。“敦

　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郷賞以息

　乎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倹以惜財用”“隆

　學校以端士習”“瓢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倣

　愚頑”“明禮譲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

　子弟以禁非為”“息証告以全善良”“誠匿逃以免

　株連”“完銭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弧盗賊”“解

　仇2以重性命”。

1°“戒淫行”“戒意悪”“戒口過”“戒誇功”“戒康字”“敦

　人倫”“浮心地”“立人品”“慎言語”“廣教化”。

ll“戒不孝父母”“戒侮慢兄長”“戒道人過失”“戒

　好勇闘彼”“戒驕傲晴假”“戒汚檬竈君”“戒標”“戒

　賭”“戒打胎溺女”“戒食牛犬鰍鰭等肉”“戒稜溺

　字紙”“戒唆人乎訟”。

12“重家長”“整檀儀”“理家規”“勤執業”“節費用”“立

　内正”“教新婦”“端蒙養”“睦宗族”“正己身”。

13“戒不孝父母”“戒不和兄弟”“戒標賭溺女”“戒

　闘彼唆訟”“戒稜汚字紙”“戒好談閨間”。

’4“戒不孝公婆”“戒不敬丈夫”“戒不和姑鯉”“戒

　打胎溺女”“戒揃撒五穀”“戒艶粧廠字”。

15“順父母”“戒淫悪”“和兄弟”“信朋友”“忍口”“節

　慾”“除驕衿”“息乎訟”“廣施濟”“培古墓”。

16 歓陽代顎《話本小説的美學特徴》（2002年9月，

　孝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五巻第三期），第四十九

　頁，説“入話”的概念：通常以一首詩或詩詞各一

　首為開頭，……其作用，或是鮎明主題，概括全

　篇大意；或是造成意境，供托特定情緒；或是打顎

　感慨等。”

17 和田清《中國地方自治襲達史》（1939年初版、

　1975年影印版，東京：汲古書院）。
18 南宋朱慕《朱子増損呂氏郷約》。清陳宏謀《五種

　遺規》（乾隆八年、1743）第三種《訓俗遺規》牧。
19 《王陽明全集》巻十七，別録九牧録。
2° 葉春及《石洞集》巻七《恵安政書》九収。

21“嘉靖間，部撤天下畢行郷約，大氏増損王文成公

　之教。有約賛知約等名，其説甚具。”

ee“ 以《六諭》道萬民。一日，孝順父母；二日，尊

　敬長上；三日，和睦郷里；四日，教訓子孫；五日，

　各安生理；六日，舞作非為。諸臣多有解，不録。

　聖護洋洋，嘉言孔彰，何解為♂
as 《石洞集》巻九く公順〉二。“昔在恵安嘗刻《教民榜》

　頒行民間。朔望詣亭中，為民申明《六諭》，乃遣

　木鐸以絢。”

24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弘治元年（1488）任吏

　部尚書，作了《六諭》注解。明李輔等纂修《全遼志》

　下〈公式〉説，“木鐸遵奉《教民榜》行。嘉靖癸

　丑（三十二年、1553），巡按温公景葵，刊布訓辞

　於閲鎮地方，人心感奮。後以接歳兵荒，居民失業，

　墨刻蓋没。歳乙丑（四十四年、1565），巡按李公，

　輔刻尚書王公恕註解於訓辮下，又行頒布。”
as 《温州文献叢書》第四集《項喬集》（2006，上海

　社會科學出版社）初編，巻八。“伏讃太祖高皇

　帝訓齢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郷里、教

　訓子孫、各安生理、舞作非為。鳴呼，這訓辮六

　句切於綱常倫理、日用常行之實。使人能遵守之，

　便是孔夫子見生。使個個能遵守之，便是尭舜之治。

　謹彷王公恕解説，参之俗習，附以己意，與我族

　衆大家遵守。
26 明命汝揖編《礼部志稿》巻四十五く奏疏〉収。

m 周敦願、程願、郡雍、朱烹、蒔喧、陳献章、王守仁。

as 《王文成公訓蒙教約》説，“今教童子，惟當以孝

　弟、忠信、檀義、廉恥為要務。其栽培酒養之方，

　則宜誘之歌詩以襲其志意。”清陳宏謀《五種遺規》

　（乾隆八年、1743）第二種《養正遺規補編》牧。
ts 《詩経》小雅く蓼i義〉。

3° 《檀記》〈祭義〉。

31 酒井忠夫《増補中國善書の研究》巻下（2㎜，東京：

　國書刊行會），19頁。

sa 周振鶴整理本：《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2006，上

　海書店）。

ss 琉球程順則康煕戊子四十七年（1708）重刻本。

　有日本享保六年（1721）荻生祖練（1666－1728）

　訓鮎官版。有室鳩巣訓讃版《六諭桁義大意》（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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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敵蒙教科書。
SC 《鹿洲初集》巻二〈與臭観察論治憂湾事宜書〉云，

　“畳民未知教化，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聞孝弟之

　行，宜設立講約，朔望集紳衿書庶於公所，宣講

　聖諭廣訓萬言書及古今善悪故事，以警動顕蒙之

　知畳，憂属四縣及淡水等市鎮荘村多人之虞多設

　講約，著實開導，無徒視為具文，使愚夫愚婦皆

　知為善之樂，則風俗自化　。
SS 唐王剛。事蹟不詳。有桑寛訓鮎《唐王中書剛勧

　孝篇》一巻，日本明和七年（1770）刻本。参考：

　小泉吉永《往來物解題》網絡版（随時更新）。
se 《衰氏世範》，〈睦親〉、〈庵己〉、〈治家〉三巻。

　衰采（－1195、衛州人）作。
37

關於朝廷和民間的宣講的研究論文，有陳兆南博

　士論文《宣講及其唱本研究》（1992，中國文化大

　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SS 封面：海帆重刊、《宣講集要》、板藏福省後街宮巷

　口臭玉田刻坊。
S° 光緒十年序重刊本。封面：積善堂重刊、《宣講集

　要》、板藏潭州府口街大文堂書坊顎免。光緒八

　年（1882）海澄縣令梁錦澗く積善堂宣講序〉、光

　緒十年貞一子く重刻宣講集要序〉、威豊二年陳光

　烈く宣講集要序〉。貞一子序云，“前者海外聞風

　靱郵來購。奈此版遠在省垣，刷印良銀。客歳，

　新加披樂善社及澄邑積善堂好善君子，各醸金付

　慶門文徳堂主人翻離，並議此版在主人虜以便後

　之印送者。”

C°

光緒三十二年重刊本。封面：光緒丙午三十二年

　（1906）夏月、《宣講集要》、昊経元堂敬鑑。實慶

　臭華民識語、翰林院編修郭嵩煮（1818－1891，湖

　南湘陰人）序。郭序云，“徴引古今事蹟，均有實証。”

41 光緒三十四年重刊本。封面：《鎗圖宣講集要》。徳

　州知事楊學淵く縁起〉序、光緒三十四年葉恩蔭序、

　同年講員曲文潮序。楊序云，“會以歳早祈雨，而

　大興郷講員等，猫矢願刻印《宣講集要》一書，

　以致祷獲甘森。”

42 民國石印本。封面：改良増圖圏鮎離句、宣講集要、

　古今事實捜羅深廣，各種歌調雅俗共賞。上海錦

　章圖書局石印。
43 這些俗講書不詳其來歴，可以推測銀民間宗教密

　切開係。

44 民間扶鷲書《救生船》十巻（光緒丙子二年〔

　1875〕重刊）把く宣講聖諭規則〉叫倣く聖帝定宣

　講儀式〉，把く宣講壇規十條〉叫倣〈武聖帝君宣

　講壇規十條〉。
45 《六諭》的文字。

°s 朱載（1665－1736），江西高安人。他重視宣講聖諭，

　序中説，“載起家縣令，笠仕楚之潜江，思教民易

　俗莫如《上諭十六條》為顯而易知也。因用楚中

　郷語註為訓解，使婦人儒子皆可通暁。”

47 第十五巻登載根多神諭（〈聖帝諭〉、〈監察神諭〉、

　〈乎佑帝君諭〉等等），表明民間善堂編書的性格。
°s 訣封面、序前半。有同治十一年（1872）義郡杏

　林破士序。
49 封面：光緒二十四年（1898）孟春敬鑑、《宣講拾遺》、

　天津濟生社存版。光緒二十四年天津通真老人序、

　光緒八年威邑康生李映斗く重刻宣講拾遺序〉、同

　治十一年濠賓蒋岸登く宣講拾遺序〉、同年義郡杏

　林破士序。
5°

近世宣講者有《集要》一書，就《十六条》之題

　目各畢「案護」以實之，善足勧而悪足懲。行之

　敷年，人心大有轄移之機。……余心焉慕之，弦

　又於古今所傳有開教化之事，揮取若干條，倣《集

　要》之髄，而暢達其義旨，顔日，《拾遺》。……

　亦恐郷薫鄭里聞有厭《集要》之故者，為之一新

　其聴聞焉。
51 封面：民國三年孟夏、宣講拾遺、上海錦章圖書局

　石印。

52“是書原刻板存奉天省錦州城西虹螺縣鎮堅善講

　堂，乃該堂主管楊子僑先生編集。先生精岐黄術，

　嘗以濟人利物為念。因思行瞥一方，莫若善書兼

　濟天下。故手着是編，亦云蓋美蓋善　。……弦

　因本板刷印既久，字跡模糊，有管口宣講堂樂善

　諸君欲重増敷案，付諸石印，以圖流傳海内，勧

　化十方，較原刻尤為醒目。”
SS 也有西南官話地厘以外的宣講聖諭。例如廣州調

　元善社編《宣講博聞録》十六集（光緒十四年、

　1888，羊城板箱巷翼化堂承印）是文言本而不是

　西南官話本。参看：歌淑艶く稀見嶺南晩清聖諭宣

　講小説《宣講博聞録》〉（2007年10月，韓山師範

　學院學報第二十八巻第五期，39－42頁）

M 参考：《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中華書局）。参

　看：阿部泰記く四川に起源する宣講集の編纂一方

　言語彙から見た宣講集の編纂地〉（2006，アジア

　の歴史と文化9），21－37頁。
55 五言三百五十七句長篇叙事詩。宋郭茂情《樂府

　詩集》巻七十三、〈雑曲歌辞〉十三牧。序云：“不

　知誰氏之所作也。其序日：漢末建安中，盧江府小

　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

　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鑑於庭樹。

　時人傷之而為此辞也。”
SC 《詩経》榔風く凱風〉序云，“凱風，美孝子也”等。

57 《詩経》小雅く鹿鳴之什〉序云，“南咳，孝子相戒

　以養也”等。
SS 《詩経》榔風く谷風〉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等。

se 《詩経》周南く野有死麿〉序云，“野有死麿，悪無

　禮也”等。
6°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巻三く調諭〉三《新樂府

　井序》。“凡二十首，元和四年（809），為左拾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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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作。”

61 宋郭茂情《樂府詩集》巻九十七、白居易《新樂府》

　上序云，“新樂府五十篇，白居易元和四年作也。

　其序日，「《七徳舞》以陳王業，《法曲》以正華聲，

　《二王後》以明祖宗之意，《海漫漫》以戒求仙，《立

　部伎》以刺雅樂之替，《華原磐》以刺樂工之非其人，

　《上陽白髪人》以悪怨暖，《胡旋女》以戒近習，《新

　豊折腎翁》以戒邊功，《太行路》以調君臣之不終，

　《司天毫》以引古而倣今，《捕蛙》以刺長吏，《昆

　明春水浦》以思王澤之廣被，《城監州》以請邊將，

　《道州民》以美臣之遇主，《馴犀》以感為政之難終，

　《五弦弾》以悪鄭聲之奪雅，《轡子朝》以刺將驕

　而相備位，《騙國樂》以言王化之先後，《縛戎人》

　以達窮民之情，《騒宮高》以惜人之財力，《百錬鏡》

　以為皇王之襲，《青石》以激忠烈，《雨朱閣》以

　刺佛寺之寝多，《西涼伎》以刺封彊之臣，《八駿圖》

　以懲遊侠，《澗底松》以念寒嵩，《牡丹芳》以憂農，

　《紅綿毯》以憂轟桑之費，《杜陵隻》以傷農夫之困，

　《線綾》以念女工之勢，《賓炭翁》以苦宮市，《母

　別子》以刺新間奮，《陰山道》以疾食虜，《時世牧》

　以倣風俗，《李夫人》以襲壁惑，《陵園妾》以憐

　幽閉，《盛商婦》以悪幸人，《杏為梁》以刺居虜

　之奢，《井底引銀瓶》以止淫奔，《官牛》以設執政，

　《紫豪筆》以議失職《惰堤柳》以欄亡國，《草荘荘》

　以懲厚葬，《古塚狐》以戒藍色，《黒潭龍》以疾

　食吏，《天可度》以悪詐人，《秦吉了》以哀冤民，

　《鴉九剣》以思決窒，《採詩官》以豊前王乱亡之由。」

　大抵皆以調諭為髄，欲以播於樂章歌曲焉。”
62 例如，《史記》巻六十一く伯夷列傳〉等。

63“子青顎盆乃長呼，大丈夫屈厄何嵯嘆。天網恢恢

　道路窮，使我栖憎没投蔵。渇乏無食可充腸，週

　野連翻而失伴。遙聞天璽足風波，山岳岩嶢接雲
　漢。”

en“妾嫁來沙漠，経冬向晩時。和鳴以合調，翼以當

　威儀。八水三川如掌内，大道青楼若眼前。風光

　日色何慮度，春色何時度酒泉。”
es 参考：葉徳均《戯曲小説叢考》（1979，中華書

　局）〈宋元明講唱文学〉，車錫倫《實巻研究論集》

　（1997，學海出版社）〈明清民間宗教的幾種賓巻〉，

　阿部泰記〈宣講における歌唱表現〉（2004，アジ

　アの歴史と文化八）。
66 例如贈内閣學士陸朧其（1630－1692）《三魚堂外

　集》巻五〈禁演戯示〉云，“為實心敬神嚴禁悪習事。

　照得敬禮神明在實心不在虚文。愚民無知乃以演

　戯為敬神，不知此乃褻漬神明不敬之大者。豊有

　聰明正宜之神肯喜此游戯不経之事。必遭極罰決

　不誉佑。為此示仰城鎮郷村人民知悉。今某月某

　日本邑城陛誕日，爾民當實心敬禮，不得伍躍向

　來悪習。如有侶首演戯褻漬神明者定行重究決不

　姑恕。至期本縣率領士民拝神詑，即於廟中畢行

　郷約宣講六諭，爾士民各專心粛…徳，將此六諭句

　句思惟字字髄験，如有平日素行與此不合者，翻

　然改悔，洗瀞肺腸，庶免天鑓。其素行與此相合者，

　務益加勧勉以徹神巻。此乃敬神之大者。”
67 澤田瑞穂《増補賓巻の研究》（1975、國書刊行會）

　第一部く賓巻序説〉第三章く賓巻の饗遷〉説，“嘉

　慶十年（1805、白蓮教平定）を一鷹の轄機と見

　なし，それ以後，今日に至るまでの百敷十年間

　を新實巻時代とする。それも強いて二分すれば，

　嘉慶・道光・同治を経て清末に至る專巻用・勧

　善用實巻の時期（約百年間）と民國以後の新作

　讃物化時代（約四十年間）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白蓮教の狙獄に懲りた清政府が，民間の邪教一

　掃に狂奔する一方，清朝の方針とした教化主義一

　具体的には康煕帝の発布した聖諭十六条および

　雍正帝の《聖諭広訓》の頒行ならびにその宣講

　をいよいよ強化した結果，それが實巻界にも影

　響を及ぼし，賓巻が宣講書化したのである。……

　§豊裁・文体の鮎では古實巻時代の複雑な定型が

　崩れて，曲子は多く失われ，単に七字句・十字

　句の韻文と，講説の散文とだけで組成されたも

　のに退化あるいは軍純化されてしまった。”又在

　第七章〈宝巻と宗教〉説，“清代の宣講は徳目教

　條を物語化して口演するという方法をとったか

　ら，自然に宣巻とも接近混合して，一種の職業

　人を産み出している。《立願實巻》《真脩賓巻》《播

　公免災賓巻》などを讃むと，そうした道徳教化

　專門の職業人（宣巻人）の姿が想像されてくる。”
°S 《王文成公全集》巻三く語録〉三《傳習録》下。

　清陳宏謀《五種遺規》（乾隆八年、1743）第三種

　《訓俗遺規》校訂牧。原文有錯字，用《訓俗遺規》改。

69 《書経》虞書く益稜護〉云，“鯖詔九成，鳳皇來儀。”

　注云，“詔，舜樂名。”

7° 《王文成公全集》巻三く語録〉三《傳習録》下。

　清陳宏謀《五種遺規》（乾隆八年、1743）第三種

　《訓俗遺規》校訂牧。原文有錯字，用《訓俗遺規》改。

71 参考游子安《勧化金箴一清代善書研究》（1999，

　天津人民出版社）第四章く清代善書流通及其意

　義〉第四節く逐漸多様化的傳播方式＞4．＜演戯一

　余治的善戯創作〉，162－164頁。

72 《春秋左傳》裏公二十七年云，“伯有賦鶉之貴貴”。

　《詩経》廓風く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鵠之彊彊。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73“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

　無乱。先王恥其乱，故制雅頗之聲以道之。使其

　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宜繁癖、

　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己　。不使放心

　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74 原載清寄雲齋學人編《日記故事績集》（同治四年、

　1865）上巻く親即活佛〉。引用在《宣講集要》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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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く堂上活佛〉。

75 臭守檀校訂本《宣講戯文校理》（2005，從宜工作

　室）。

76 2004年11月13日“山口大學國際シンポジウムー

　東アジア傳統人形劇の織承と登展”演出本。阿

　部泰記く西田社布袋戯脚本《水鬼作城陸》説話

　について〉（2005，山口大學文學會志55，103－

　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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