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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舶庸谭》所载日藏中国戏曲文献考略 
孙书磊 

《戏曲研究》第 70 辑 2006 年 

- 

     

  20 世纪古典戏曲研究的 山之祖为王国维、吴梅，然而，“董康对于戏曲

研究的贡献，实不在王、吴之下”。[①]《诵芬室丛刊》和《曲海总目提要》

之外，董康尚有记载其于民国十五年（1926）至二十五年（1936）间先后四次

在日本访书活动的日记《书舶庸谭》。《书舶庸谭》载有大量日藏中国戏曲目

录，包括许多海内外孤本。这一重要文献资料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笔者试对

《书舶庸谭》所载中国戏曲目录进行文献梳理，为治曲者提供便利。[②]  

  1、冯梦龙评本《西楼记》：前有图六叶。狩野直熹藏[③]。（卷一：十

六年一月二日）  

  此日日记云：“未识与所刻墨憨斋中《楚江情》有无异同。”中国戏剧家

协会所藏《新曲十种本》之《墨憨斋重定西楼楚江情传奇》前无图。狩野直熹

藏本为孤本。  

  2、李卓吾评本《西厢记》：像一叶，图廿叶，内《十美图》为洪绶、陆

喆、觐光、隐之、陆棨、陆玺、厚颖、陆善、慧公、□士沛分绘，就本曲词意

写为十图。像半叶，篆文四字，与张深之刊本同。神田喜次郎藏。（卷一：十

六年一月三日；卷二：二月八日、九日）  

  郑振铎《劫中得书续记》（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五十七条：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二卷存上卷册，明末刊本。”并称：“余旧藏

此本一部，卷首图像已被夺去。后又收清初刊金圣叹评本《西厢记》，首有

《十美图》甚精美，即从此本抚印者。然以不得原刊之图像为憾。孙助廉得此

残本一册，秘不示人，且已寄平。余闻之，力促其寄回。乃得归余所有。图像

原有二十幅，今仅存十幅有半。”《书舶庸谭》卷一之一月三日：“向（神田

喜次郎）借补入《千秋绝艳图》中。”卷二之二月八日：“拟借以影入《千秋

绝艳图》内。”九日：“寄李卓吾评本《西厢》送大东书局，摄其图像于《千

秋绝艳》中。”查民国董氏香雪居影印本《千秋绝艳图》二卷之上卷收李卓吾

评点本《西厢记》图像共二十一幅，其中，首幅为崔莺莺半身像，题“双文小

像”篆文四字，与下卷张深之刊本《西厢记》完全相同。后为十幅图像描写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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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即所谓《十美图》，分别为洪绶、陆喆、觐光、隐之、陆棨、陆玺、厚颖、

陆善、慧公、□士沛所绘，首图题“洪绶”即陈洪绶（号老莲），《十美图》

之间插入花鸟画十幅。可见，郑振铎所藏李卓吾评本《西厢记》就是神田喜次

郎所藏本的残本，神田氏藏本为足本。[④]而董康认定神田氏藏本乃世上流传

李卓吾评本《西厢记》的“初印”本，与郑振铎称自己的藏本为“真本”、

“原刊”，所见略同。  

  3、《传奇汇考》：抄本。二函。京都帝国大学藏。（卷一：十六年一月

七日、九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卷二：三

十一日，二月一日、四日、五日。）  

  《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上世纪初陆续显世，董康认为二书实为一书

即清黄文旸《曲海目》，遂联络王国维、吴梅、陈乃乾、孟森等人对之进行校

订，由上海大东书局排印出版，是为《曲海总目提要》。《曲海总目提要》正

式刊行于民国十七年（1928），1926 年董康东渡扶桑随身携带刊本初样本。

《书舶庸谭》卷一之一月七日记：“狩野博士送《传奇汇考》一函至，与刊本

《曲海提要》核对，多廿一篇。……曩谓《乐府考略》本为一书，何以有此二

名？今观《汇考》第一册之《四奇观》后有道光时跋语：‘近日吴人演《双珠

圆》传奇，即此第三段事也，打诨插科，略加润色，而大段仿佛相同，虽为一

时快观，究之意味毫无，世人厌故喜新，日趋日下，戏虽小道，吾于此不能不

致意焉。道光丙戌九日志。’是《汇考》乃后人所改名也。”二十五日又记：

“狩野博士送《传奇汇考》第二函来，与《曲海》目互勘，多廿二则，拟是日

起手录数叶，以期速成。内《小江东》有云：‘刘备等事迹互见《赤壁四郡

记》，详《考略》中，不复多引。’是《考略》与《汇考》各为一书，《汇

考》系后出，欲补《考略》之遗，虽窃录《考略》原文，而撰人则每有出入

也。”可见，《传奇汇考》是在《乐府考略》之后，清道光丙戌即道光六年

（1826）之前出现的，旨在“欲补《考略》之遗”。据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

中国学术之一斑》（1936 年刊行），狩野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学长，所

送给董氏的《传奇汇考》即京都帝国大学所藏钞本，是为孤本。蒋寅目睹此

本，其《东瀛读书记》记：“佚名撰《传奇汇考》钞本八卷。无栏抄本十六

册，分装四函。……全书共收剧目 472 种，除三种重见，得 469 种，较民国三

年（1914）古今书室石印《传奇汇考》所收 263 种多出 207 种。”[⑤]此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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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订补《曲海总目提要》、确定《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之关系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董康进行了抄录、校勘、石印留底。但不知何因，1928 年正式出

版的《曲海总目提要》并未吸收董康在日本新发现的材料。  

  4、《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题《贵耳集》、《瓮天脞语》纪事，

即空观填词，尚友堂刊本《二刻拍案惊奇》所附本。内阁文库藏。（卷一：十

六年一月十日；卷三：三月二十五日）  

  《二刻拍案惊奇》有两种版本。一种为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五年尚友堂刊

本，该本是尚友堂部分原版的重印本，四十卷。《书舶庸谭》卷三之三月二十

五日记云：“中缝下端标尚友堂。前有序二：一为壬申睡乡居士题，一为崇祯

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图为刘奎摹。或题刘君裕刻，每卷一事二

目，其第四十卷乃《宋公明闹元宵杂剧》，题‘《贵耳集》、《瓮天脞语》纪

事，即空观填词’。”董氏将四十回回目全部钞录，从中见出《宋公明闹元宵

杂剧》是重印时补入的。卷三之二十九日：“内藤湖南昨自京都来寓京桥区木

挽町小松屋，九时偕田中访之，谈及《二刻拍案惊奇》为明人度曲家所取材，

中国绝无传本，恳其设法借印以备《曲海》之参考。湖南允之。”但不知何因

最终未能如愿。1947 年王古鲁手抄交商务印书馆，因文字猥亵而被搁置，1957

年才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其中插入从日本摄回影印的图像若干，首图便有

“内阁文库”钤记。另一种为法国巴黎图书馆藏三十卷本。郑振铎民国二十年

（1931）为《明清二代的平话集》所写跋文将此本称为“别本”，并说：“未

知编者，明末清初坊本。这部书世间流传绝少，我偶然的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

见到了它。”[⑥]《书舶庸谭》卷六之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十三日云：

“巴黎图书馆亦有《二刻拍案惊奇》，凡三十卷，抄存其目。除前十卷同内阁

所藏，已见前外。录其十一卷以下之目如后。”董氏所录后二十卷的回目，也

为双句回目，但并非一卷一事，二十卷计二十四事。两相比较，巴黎图书馆藏

本《二刻拍案惊奇》并无《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孙楷第《日本东京大连图书

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缘起》称，内阁文库藏《二刻拍案惊奇》“已为唯一

无二孤本”。内阁藏本《宋公明闹元宵杂剧》虽然不是尚友堂原刊本，却自然

是现存的孤本了。董氏之前亦未见任何著录，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和庄一

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虽然都已著录了该剧，但都晚于董氏的《书舶庸

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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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梅雪争奇》：三卷，明邓志谟编，又一部；《疏果争奇》：三卷，

明邓志谟撰；《花鸟争奇》：三卷，明邓志谟撰；《风月争奇》：三卷，明邓

志谟编；《山水争奇》：三卷，明邓志谟撰。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

月十日）  

  当日记过内阁文库书目之后，董氏称：“以上各种，大率章回小说、笔

记、戏曲及游戏文章均有，俟赴东京调查后，当为一一区别优劣也。”实际

上，董氏后来并未对其所录的书目进行文体上的甄别，所以，所录邓志谟撰的

《梅雪争奇》、《疏果争奇》、《花鸟争奇》、《风月争奇》、《山水争奇》

是否为戏曲未加说明。据孙一珍《邓志谟论》：“每种‘争奇’都分三卷。第

一卷是一篇寓言体小说，第二、三两卷则分别汇编历代有关的诗词歌赋和戏

曲。”[⑦]《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卓连营撰文称，《梅雪争奇》卷上有《孟山

人踏雪寻梅》（又名《梅雪传奇》），《花鸟争奇》卷一有《秦楼箫引凤》

（又名《秦楼萧史》）、《唐苑鼓催花》、《见雁忆征人》、《折梅逢驿使》

（又名《折梅驿使》）四种传奇，《风月争奇》卷上有《青楼访妓》，今存邓

志谟编明春语堂刊本《七种争奇》所收本。  

  6、《花筵赚》：二卷，题吴侬荀鸭填词、空谷玉人订谱。前有序二，即

撰人与订谱者也。末有朱跋，未题名姓。板心镌乌衣藏板。明刊本。内阁文库

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卷三：三月二十五日）  

  《花筵赚》国内有明崇祯年间的博山堂刊本和山水邻刊本两种。据《中国

古籍善本书目》，博山堂原刊本藏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孤本戏曲丛刊

二集》据以影印；山水邻原刊本藏首都图书馆，以清初辑印《玉夏斋传奇十

种》所收本通行。此二种所收本《花筵赚》均未有吴侬荀鸭和空谷玉人的序

文，也未有跋文。《书舶庸谭》卷三之三月二十五日称此本“与《山水邻》本

小有同异”。可见，内阁文库所藏乌衣巷刻本为孤本。  

  7、《荆钗记》：二卷。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此剧现存明代版本中，只有士礼居旧藏姑苏叶氏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

和继志斋刻屠赤水评本《古本荆钗记》为二卷本。内阁文库藏本或为其中一

种。  

  8、《玄雪谱》：四卷，明锄兰忍人选辑，媚花香史批评。有图，首有声

隐道人序。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卷四：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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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雪谱》为戏曲选集。书名全称为《新镌绣像评点玄雪谱》，凡四卷，

选录元明两代杂剧、传奇散出。董氏将“声隐道人”讹为“散隐道人”。王秋

桂先生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版）所收本即

为影印日本内阁文库本。卷二《彩楼记·归窑》和全书末有缺页，序首叶和全

书末缺页处分别有“内阁”钤记。全书皆未说明刊刻时间，董氏称为清初刻

本，而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出版说明》谓明末刊本。傅惜华兄长傅芸子《东

京观书记》（1938 年）“内阁文库”著录此本，谓“明末刊本……每图表为圆

形，绘剧中人物，里为当时名人所绘之花鸟山水，亦圆图，盖晚明之通例”

[⑧]，并作了较详细的考释。  

  9、《红拂记》：四卷。又一部。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

日）  

  《红拂记》国内藏本一般为二卷，惟明末吴兴凌玄洲校刻朱墨套印本为四

卷三十四出，前有《虬髯客传》，图十二幅，每图后有题咏分别署“凌玄

观”、“浮玉”、“起祥”、“玄观”。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国家

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有凌氏朱墨套印本善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以影

印。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著录内阁文库之红叶山文库藏中国戏

曲：“张凤翼《红拂记》四卷三十四出并附《虬髯客传》一卷。”[⑨]可见，

内阁文库藏本即此版本。  

  10、《红梨记》：四卷，阳初子填词。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

十日）  

  “阳初子”即徐复祚，《红梨记》国内藏本一般为二卷，惟明末刻朱墨套

印本题《校正原本红梨记》为四卷三十出，署“阳初子填词”，首载署“玉蟾

道人题于珠水山房”《题红梨花传奇》，《素娘遗照》像一幅，署“吴兴阴庵

子识”《素秋遗照引》，图十四幅，末附《红梨花》杂剧，《古本戏曲丛刊》

初集据以影印。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著录内阁文库之红叶山文库

本中国戏曲：“徐复祚《红梨记》四卷三十出并附张寿卿《梨花杂剧》一卷四

出。”[⑩]可见，内阁文库藏本即明末刻朱墨套印本。  

  11、《易水歌》：一卷，槲园居士撰。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

十日）  

  槲园居士即叶宪祖。傅芸子《东京观书记》（1938 年）“内阁文库”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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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歌》：“有《易水寒》一本载《盛明杂剧》第一辑（孙按：当为第二

辑）中，检之此即《易水寒》。”[11]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著录叶宪祖

《壮荆卿易水离情》：“明万历间刻本，卷首总题：《易水歌》，署曰：‘槲

园居士著’；题目正名作：‘老田光舍身激友，智燕丹下士成名；烈樊期金台

高义，壮荆卿易水离情。’此本系日本内阁文库所藏。”[12]题目正名与《盛

明杂剧二集》所收本相同。可见，内阁文库藏本是早于《盛明杂剧》所收本的

单行原刊本，与同是内阁文库藏本《盛明杂剧二集》所收本并行。  

  12、《摘锦奇音》：六卷，明龚正我编。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

月十日）  

  《摘锦奇音》为戏曲选集。王秋桂先生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

（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版）影印此书。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书林敦睦

堂张三怀刻本，书名全称为《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凡六

卷，版式分为两栏，上栏为小曲、酒令、灯谜，下栏为传奇散出，《善本戏曲

丛刊书目提要》称该书“原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傅芸子除了在《东京观书

记》（1938 年）“内阁文库”中著录此本，并作了较为详细的考释，[13]在

《内阁文库读曲续记》（1942 年）亦著录。[14]  

  13、《三义记》：一卷。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明代的小说和戏曲皆有《三义记》作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辑

委员会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收

有周中明撰写的《刘小官雌雄兄弟》条：“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

十。……高丽刊本夕川老人《花影集》有《刘方三义记》。”《刘方三义记》

本刊于高丽，《醒世恒言》本又非《三义记》的题名，所以皆非内阁文库本

《三义记》。傅芸子《东京观书记》（1938 年）“内阁文库”著录此本，并说

“版式与《易水寒》相同……此剧亦属罕觏（曲文系南北合套）”[15]。傅惜

华《明代杂剧全目》在叶宪祖《三义成姻》条下著录：“今此剧唯存明万历间

刊本，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原本标曰：《三义记》，不载题目正名。”[16]

可见，内阁文库本《三义记》就是傅惜华所谓的万历刊本《三义成姻》，为孤

本。  

  14、《琴心雅调》：二卷。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傅芸子《东京观书记》（1938 年）“内阁文库”部分著录：“万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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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首无序文，不题撰者姓名……上下两卷各四折……此本亦罕觏，兹志其

出名，上卷计挑琴、奔凤、涤器、题桥，下卷计献赋、还乡、交欢、重聚共八

折。”[17]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叶宪祖“琴心雅调”条云：“此剧仅存明

万历间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凡二卷，未标作者名氏。亦不载题目、正

名。”[18]  

  15、《琴心记》：四卷。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孙柚的《琴心记》现存三种版本：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刻本，四卷，题

《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有善本；明末汲古阁原刊初印本，题《琴心记》二卷，《古本戏曲丛刊二

集》据以影印；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所收本，题《琴心记》不分卷。从卷数

上看，内阁文库藏本当为富春堂本。  

  16、《玉谷新簧》：五卷首一卷，八景居士撰。内阁文库藏。（卷一：十

六年一月十日）  

  该书也为戏曲选集。王秋桂先生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影印此

书，全称为《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凡五卷，首卷题“八景选辑，书

林绣梓”，卷上题“吉州景居士汇选，书林刘次泉绣梓”，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刻，版式分三栏，上下两栏选录传奇散出，中栏选辑流行小曲。《善

本戏曲丛刊书目提要》注明该书“原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傅芸子《东京观书

记》（1938 年）“内阁文库”早有著录，并“疑此书最初恐即名《玉振金

声》”，[19]其《内阁文库读曲续记》（1942 年）亦著录。[20]  

  17、《玉茗堂传奇四种》：八卷，明汤显祖撰，又一部，沈际飞点次。内

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玉茗堂传奇四种》的海内各种版本中，惟明崇祯年间独深居点定《玉茗

堂四种曲》之《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均首载署“震峰居士沈际

飞漫书”序文。然而，此“漫书”而非“点次”。故疑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孤

本。 

  18、《明珠记》：五卷四十三出。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

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明珠记》五卷，明陆采撰，《王无双传》

一卷，明刻朱墨套印本，即明末吴兴闵氏校刻朱墨套印本，藏中国国家图书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馆。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著录内阁文库之红叶山文库本中国戏

曲：“陆采《千金记》五卷四十三出并附薛调《无双传》一卷。”[21]此《千

金记》当即董氏著录的《明珠记》。内阁文库所藏应为明末吴兴闵氏校刻朱墨

套印本。  

  19、《词林一枝》：四卷，明黄文华撰，明万历元年版。内阁文库藏。

（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词林一枝》为戏曲选集。王秋桂先生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影

印此书。书名全称为《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凡四卷，版式分为三

栏，上下两栏选辑明人传奇，中栏杂录散曲、小曲。卷终书：“万历新岁孟冬

月叶志元绣梓”。《善本戏曲丛刊书目提要》注明该书“原本藏日本内阁文

库”。傅芸子《东京观书记》（1938 年）“内阁文库”著录此本，并作详细的

考释，[22]其《内阁文库读曲续记》（1942 年）亦著录。[23]  

  20、《绣襦记》：四卷。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国内现存《绣襦记》刊本有 6种，其中 5种为二卷本，只有明末刻朱墨套

印本为四卷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以影印。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

研究》著录内阁文库之红叶山文库藏中国戏曲：“薛近兖《绣襦记》四卷四十

一出并附白行简《汧国夫人传》一卷。”[24]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四

十七年（1972）所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绣襦

记》四卷，明薛近兖撰，明末刊本朱墨套印（双）”，可见，内阁文库藏本与

东京大学藏本皆为明末刻朱墨套印本。  

  21、《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图一卷，明王骥德编。内阁文库藏。

（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民国十九年（1930）北平富晋书社影印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朱朝鼎香

雪居刻本之《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有图一卷，剧本正文五卷，汇考一卷，与

董氏所谓“六卷图一卷”相符，当与内阁文库藏本同版。  

  22、《寻亲记》：二卷三十四出。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

日）  

  据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著录，现存《寻亲记》刊本有 3种，其中只有

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为二卷三十四出。内阁文库藏本当为汲古阁原刻初印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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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琵琶记》：四卷四十二出。《西厢记》：六卷二十出，明陈邦泰

编。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这是《琵琶记》、《西厢记》的合订本。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广

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和[韩]金英淑《〈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

（中华书局 2003 年版）都提及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陈邦泰继志斋刻本

《重校琵琶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但均未说明是与《西厢记》的合

订本。蒋星煜《琵琶本〈西厢记〉考》列举了明代四种与《琵琶记》合刊的

《西厢记》版本，第二种为：“明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秣陵继志斋

陈邦泰刊《重校北西厢记》。日本内阁文库现有收藏。此书就是和《重校琵琶

记》合刊的。《琵琶记》为第一、第二两册，《西厢记》为第三、第四两

册。”[25]但万历二十六年秣陵陈邦泰继志斋刊本《西厢记》的书名、卷数为

《重校北西厢记五卷》[26]，与董氏著录的卷数有出入。  

  24、《西厢记》：五卷，元王实甫等撰。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

月十日）  

  据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现存明刊五卷本的

《西厢记》有：刊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重刊本、万历二十六年

（1598）秣陵陈邦泰继志斋刊本、万历四十二年（1614）山阴朱朝鼎香雪居刊

本、万历年间王起侯校刊本、天启年间乌程闵氏刊朱墨蓝三色套印本、崇祯三

年（1630）文立堂刊本、崇祯十二年（1639）张深之本、崇祯年间固陵孔氏汇

锦堂刊本和徐渭题识本。[27]内阁文库藏本与上述各本之关系待考。  

  25、《西厢记》：重刻元本题评音释二卷，明余泸东校，明万历二十年

版。内阁文库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日）  

  此本即《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熊龙峰忠正堂万历二十年

（1592）刊本，上饶余泸东校正全像卢玉龙刊，为孤本。建国前，张文鸾《西

厢记的批评与考证》列举的版本中未有此本；松凫室主（杜颖陶）只有“明万

历熊氏刊本”，但因书藏于日本不得见，故所著《现存杂剧传奇板本记》未作

说明；[日]长泽规矩也《明代戏曲刊行者》也只著录该本的书名、卷数以及收

藏者。最早较为详细著录此本的就是董康。之后，便是蒋星煜在《明刊本〈西

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28]、《明代上饶余泸东氏生平之探索及其校正本

西厢记之来龙去脉》[29]等文中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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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盛明杂剧二集》：三十卷，明沈泰等编。内阁文库藏。（卷一：十

六年一月十日）  

  王国维《〈盛明杂剧初集〉跋》：“曩见日本内阁图书寮书目，有《盛明

杂剧二集》三十卷，惊为秘笈。己酉冬日，得此书于厂肆，是为初集，而二集

在日本内阁。”[30]董康《书舶庸谭》卷三之（三月）五日云：“校《盛明杂

剧二集》写样十二页。”可见，董康将其钞录回国。现存诵芬室本即为董康

1925 年翻刻本，前有袁于令己巳年即崇祯二年（1629）序。据《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藏有明崇祯原刻本。  

  27、《还带记》：卷端题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中

间插画。狩野直熹藏。（卷一：十六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沈采《还带记》明世德堂本善本，书名《新刻重订出

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二卷四十一出，卷端题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

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中间插画，天头有评语。《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以影

印。狩野氏所藏即此版本。  

  28、《苏门啸杂剧》：作者署西泠逸史，无技氏序称青眉梓于崇祯年，其

目为《买笑局金》、《卖情扎囤》、《没头疑案》、《截舍公招》、《智赚还

珠》、《错调合璧》、《贤翁激婿》、《义妾存孤》、《人鬼夫妻》、《死生

仇报》、《蟾蜍佳偶》、《钿盒奇姻》十二种，每种有图甚精。东京帝国大学

藏。（卷二：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苏门啸杂剧》为傅一臣（字青眉，号无技，别署西泠野史）所撰杂剧，

计十二种。《书舶庸谭》卷二之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二时携田中诣大学研究

室，阅《苏门杂剧》凡十二种。明汪道昆撰曲甚佳，如《丹桂钿盒》、《素梅

玉蟾》，见《盛明杂剧二集》。”二十五日又称，《苏门啸》“末二种未必即

《盛明杂剧二集》之《丹桂钿盒》、《素梅蟾蜍》也”。《苏门啸杂剧》之

《蟾蜍佳偶》、《钿盒奇姻》，《盛明杂剧二集》之《丹桂钿盒》、《素梅玉

蟾》，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儒人白嫁亲生

女”、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梅香认合玉蟾蜍”的题材相同。董氏认为

《苏门啸杂剧》末二种《蟾蜍佳偶》、《钿盒奇姻》即《盛明杂剧二集》所收

《丹桂钿盒》、《素梅玉蟾》，但几天后又产生了怀疑。董氏怀疑的直觉是对

的。但要说明的是，《盛明杂剧二集》之《丹桂钿盒》、《素梅玉蟾》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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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槲园居士”为叶宪祖号，董氏误将《丹桂钿盒》、《素梅玉蟾》的著作权

归入汪道昆的名下。二十四日记：“得田中电话，影印《苏门啸》杂剧已得研

究院主任文学博士盐谷温许可。”据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

（1936 年刊行），盐谷温为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

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著录：“《苏门啸》十二卷。明傅一臣撰，崇祯十五

年序，敲月斋刊本。”董康回国后不久，在国内影印《苏门啸杂剧》。傅芸子

《东京观书记》（1938 年）“东大支那哲文研究室”云：“戏曲如《苏门

啸》，往昔仅东大有此一部（董授经先生旧藏），数年前吾弟惜华又在京获一

部。东大藏者缺序而图备，吾弟藏者序具而图残，合之固为全璧也。”[31]  

  29、《排闷斋温柔乡》：江夏蕉窗编次（封面题花间主人填词），序为亦

庵王空世。久保天随藏。（卷三：三月十五日）  

  《书舶庸谭》卷三之三月十五日：“六时赴久保得二之招，……久保君号

天随。”据此，久保天随即久保得二。久保氏为日本台北帝国大学资深教授。

据傅惜华《访书记》，该书后为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会收藏。《书舶庸

谭》之前未见任何文献著录，海内外亦未见他者收藏，此本为当然的孤本。  

  30、《解金貂》：题名同上，序称湘水女弟白云来。久保天随氏藏。（卷

三：三月十五日）  

  与《排闷斋温柔乡》一样，亦为“江夏蕉窗编次（封面题花间主人填

词）”。此前未见任何文献著录，海内外也未见他者收藏，当为孤本。后亦为

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会收藏。  

  31、《张玉孃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古越孟称舜（又题花屿仙史）填

词，寓山主人评，序为寓山主人。久保天随藏。（卷三：三月十五日）  

  《张玉孃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的明代刊本有两种：一是，明崇祯间刻

本，署“古越孟称舜著”，首载署“癸未孟夏望日稽山孟称舜书于金陵雨花僧

舍”之《题词》，浙江图书馆藏有善本，《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以影印；一

是，明崇祯间金陵石渠阁刻本，署“花屿仙史填词”，“寓山主人评”，除自

序外，尚有寓山主人祁彪佳题词，久保氏所藏即此本。邓长风《〈孟子塞五种

曲序〉的真伪与〈贞文记〉传奇写作、刊刻的时间》附记：“1997 年 7 月，我

读到傅惜华先生发表于 1939-1940 年的《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一文，始

知《明代传奇全目》著录之石渠阁本《贞文记》即本此文；而傅氏 1939 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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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之本亦即董康 1927 年所见之久保天随藏本。此本辗转流落至台湾当在 1939

年之后。”[32]1997 年邓长风得到台湾清华大学王安祈教授等人帮助，得到若

干复印页。据该附记介绍：石渠阁本扉页正中题“鹦鹉墓”三大字，右栏题

“寓山主人评”，左下方题“金陵书坊石渠阁绣梓”，上眉横题“花屿仙史填

辞”，上下册卷首皆有“台北帝国大学图书馆印”、“天随珍藏”等印。可

知，石渠阁本《贞文记》现藏于台湾。  

  32、《清忠谱》：苏门啸侣李玉元玉撰，序为吴梅村。久保天随藏。（卷

三：三月十五日）  

  《清忠谱》现存两种刊本：最早为明顺治苏州树镃堂原刻本，题《清忠

谱》，署“苏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同里毕魏万後、叶时章稚斐、朱確素

臣同编”，首载署“梅村吴伟业题”之《序》，《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以影

印；清康熙年间苏州霜英堂据原刻翻印本，国家图书馆藏。久保天随氏所藏未

审为原刻、翻刻。  

  33、《四种曲》：《万全记》（一名《富贵仙》）、《十醋记》（一名

《满床笏》）、《双锤记》（《合欢锤》）、《偷甲记》（一名《雁翎

甲》）。久保天随藏。（卷三：三月十五日）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万全记》、《十醋记》、《双锤记》、《偷

甲记》合刊之《四种曲》，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善本。《书

舶庸谭》该日记云：“天随氏谓系李渔撰，待考。”《曲海目》、《曲考》、

《曲录》等均著录为李渔的作品，久保氏的观点沿袭了前人的一贯认识。董氏

怀疑是成立的，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已经考定此四种传奇的作者为范希

哲。  

  34、《碧天霞》：平水徐昆后山填词。序二：一为王棚鳌伯英；一为常庚

辛位西。久保天随藏。（卷三：三月十五日）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徐昆《碧天霞》传奇，署“平水徐昆后山氏填词”，

“蒲坂长庚辛位西评点”，首载署“瓠邱弟王棚鳌伯英甫拜题”之《序》，署

“乾隆丙戌嘉平月中浣七日蒲坂世弟常庚辛位西氏拜题”之《序》，以及姑射

山樵吴克成、半醒园夫、神山张允中、古翼杜元勋、饭鹤人樊墉、时塘白澍等

之题词。凡二卷 40 出。若仅从撰者和序作者看，久保氏所藏与此本当为同一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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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梦花酣》：抄本。细川书店藏。（卷四：四月二十八日、三十日） 

  为董康购得。前有署“崇祯壬申夏五二十四桥间人郑元勋书”题词和署

“吴侬荀鸭撰”自序。《书舶庸谭》详细钞录了题词、序文和上下卷出目。吴

侬荀鸭（范文若）《梦花酣》传奇国内原有明崇祯间博山堂原刊本，《古本戏

曲丛刊》二集据以影印。董氏《书舶庸谭》卷四之四月二十八日称：“偕赴细

川书店，以三十圆购抄本吴侬荀鸭所谱之《梦花酣》一帙。此与《花筵赚》、

《鸳鸯棒》本名《博山堂乐府三种》，《花筵赚》等曾刊于《山水邻十种传

奇》中，《梦花酣》仅沈氏诸昆所改正之《南九宫谱》时引其曲，久为心醉，

今无意得之，亦奇缘也。”董氏《书舶庸谭》卷三之三月二十五日记，《博山

堂乐府》刊本“颇罕觏，余囊时以巨价购得之”。相比较，博山堂本第一出前

有《话柄》，而钞本缺少《话柄》，钞本当为孤本。  

  36、《乐府珊珊集》：二册，刓目不知卷数。文求堂藏。（卷六：十二月

十六日）  

  该书为明周之标编辑的戏曲、散曲选本。王秋桂先生主编的《善本戏曲丛

刊》第二辑（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版）影印此书，为明末刊本，书名全称为

《新刊出像点板增订乐府珊珊集》，凡四卷，前两卷为散曲，后两卷为戏曲。 

 

  （原载《戏曲研究》第 70 辑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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