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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音套曲《金井梧桐》系由管门为“五空管” ( C 调、G 调综合管门)、撩拍为“一

二拍” ( 2 /2 拍) 的《金井梧桐》和《绣成孤鸾》两支散曲组合而成。其首节《金井梧桐》至迟

在明代万历甲辰 ( 1604) 之前就已流行，属于元明间典型的闺怨思君曲; 次节《绣成孤鸾》于明

代嘉靖丙寅 ( 1566) 年左右已初见端倪，具体词、乐实属乐人根据“剧意”加工 ( 或编配) ，应

属“剧曲清唱”之流衍。该套曲所采用的门头【锦板】，实系【北调】 ( 因其复杂性而被民间乐人

称为“百调”) ，下分十多个牌名，与【锦板叠】形成“门头家族”。《金井梧桐》套的组曲原则是

与悠扬、谐和、婉转的南管合乐美学相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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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套曲《金井梧桐》系由《金井梧桐》和《绣成孤鸾》两支散曲组成。关于其复杂的本事来源，近

年来出现争议，而关于其复杂的组曲方式和采用门头 ( 或称“滚门”) ，学界尚无专论。笔者试图结合近年

来陆续发现和公布的南音史料，对该套曲之曲学源流加以考论，并以此求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一

关于该套曲的本事来源，晚清南曲研究大家林霁秋在《泉南指谱重编》 ( 本文以下简称《重编》) 中进

行过初步考察。在《重编》 ( 射部) “第十八套、金井梧、五腔锦板愁思北” ( 附说明: “秋思、金索挂梧

桐、全章两齣”) 的题识之下，他特意对该套曲的“本事”加以说明，并在结尾标明: “民国元年夏日林霁

秋考”［1］( 第 63 － 64 页) 。而就笔者看来，林氏只是将鲜为人知的文言小说《荔镜传》 ( 又称《荔镜奇逢

集》) 之故事情节略加总结之后列于该套曲之前而已①，并未针对《金井梧桐》和《绣成孤鸾》这两支散曲

进行具体或专门的考证。此后，几乎所有的相关专集、教材或论著皆将 《金井梧桐》套的 “本事”归于

《荔镜传》②、《荔镜记》或《陈三五娘》，或有误读林氏之处。如王耀华、刘春曙《福建南音初探》之《南

音套曲 ( 指套) 曲目考》就标明此套“源于《荔镜记》”［2］ ( 第 272 － 273 页) ，对两曲的“内容简介”
依次为: “梧桐叶落秋，五娘独自守。望断关山月，未书泪先流。” ( 《金井梧桐》) “孤鸾穿花枝，牡丹伴蔷

薇。思念马上郎，恨杀林大鼻。” ( 《绣成孤鸾》) ［2］( 第 273 页) 随着近年来闽南弦管、戏曲文献之相继

发现和公布，《泉南指谱重编》中的一些考订逐渐受到有关学者的质疑，其中以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和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郑国权先生的质疑最为有力。如龙彼得指出: “我们常可听到人们认为林鸿 ( 即林霁

秋———笔者注) 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曲词故事来源的考证。或许，他的确是尝试找出曲词所根据之戏曲及

故事的第一个人;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他对于曲词来源的许多看法往往只是臆测所得，并无确实根据足以

佐证。因此，他所找到的二十六个故事来源中，有十个之多是无法证实的，其中有几个需被全盘否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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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则仍需要存疑。”［3］( 第 38 页) 并在相关注释中如此补充道: “譬如王娇莺、薛媛、苏盼奴及聂胜琼

的故事。有许多这类的臆测已被数位学者不假思索地接受及引用，如刘念兹 《南戏引证》 ( 中华书局，

1986) 。”［3］( 第 38 页) 又如郑国权对《金井梧桐》的“本事”如此简介: “本套两曲，分两节。原本称

为陈三五娘故事，不全对。首节《金井梧桐》显然不是五娘曲。《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有两首《金井梧桐》
( 一七二和二〇六页) 可供参考。《绣成孤鸾》则是五娘曲，源自明嘉靖《荔镜记》、清顺治《荔枝记》。参

看《泉州传统戏曲丛书》一卷。”［4］( 第 252 页) 并在另一专文中发出如此疑问: “《金井梧桐》曲词中有

‘共我约定是中秋’曲句，既不是《荔镜传》的内容，也不是《荔镜记》的情节。五娘思念陈三，是因为

陈三被发配崖州充军，此去遥遥无期、身不由己、生死难卜，怎可能‘约定是中秋’?”［5］ ( 第 271 页)

笔者试图在前辈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艺术文献学的角度对《金井梧桐》套之曲学源流进行更

为具体的考察。

二

从近年来陆续公布的南音史料来看，散曲《金井梧桐》在明刊本中就已出现。为了体察其与今日传本

之间的密切关联，在全面讨论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文本进行比较。在明代万历甲辰 ( 1604) 年间由“瀚海

书林”的李碧峰、陈我含梓行的《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 ( 简称《满天春》) ( 上栏) 之上卷就选

入【满池娇】 ( 又) 《金井梧桐》一曲，仅有曲词，未详及曲谱，全文如下:

金井梧桐是秋天，情人出去有几时。冥日思想挂心意，亏我空房清冷那独自。听见孤雁叫秋天，

人心悲。细思量，闷越添，匕匕。牛郎织女会佳期，一年相见那一遭，隔在天河银汉边，世间人情恶及

伊。［3］( 第 172 页)

在《满天春》) ( 上栏) 之下卷又选入【越调】《金井梧桐》，同样未详及曲谱，曲文如下:

金井梧桐一叶秋，自从别君，素减了风流。空望断山明水秀，听见雁叫秋。雁你在许处孤单飞，

我只处孤单守，共阮都是一般情由。我今在只，君隔别州。枉我销金帐内，数尽更筹，匕匕。一卜写书

去度伊，未写泪先流，匕匕。你都袂记得临行时，长亭送别，只归期共阮约定是中秋。到今不来，枉我

只处空守梧桐树。［3］( 第 206 页)

而在今日流存的《金井梧桐》套之首节 ( 【锦板】) 演出本中，其曲文与上述【越调】《金井梧桐》近

乎雷同:

五空管 慢头起 一二拍

金井梧桐 ( 不汝) 一叶 ( 不汝) 秋，自从别君，瘦减了风流 ( 不汝) ，空等望断 ( 不汝) 山明 ( 於)

水秀，( 不汝) 又听见雁叫 ( 不汝) 秋。雁 ( 於) 你在许处孤单飞，阮在只处孤单守，你共阮都是一般

样情 ( 不汝) 由。我今在只， ( 不汝) 君隔在别州。枉我销金帐内，数尽更 ( 不汝) 筹，数尽更筹。一

卜写书去度伊，书今未写 ( 不汝) 泪尽先 ( 不汝) 流，泪尽先流。你都亦 记得临别时，长亭送别，

只归期共阮约定 ( 不汝) 是中秋。 ( 於) 到今句未来，枉我空守只梧桐树。到今夭句未来，枉我只处空

守只梧桐 ( 於) 树 ( 不汝)。［4］( 第 252 － 255 页)

由于明刊本只标【越调】，而未及详谱，其与今日演出本之【锦板】门头究竟有何异同，笔者不拟妄

测。不过，二者曲词之近乎雷同则可铁定。或以此为民间乐人为记住指套之相关音乐而特“设”的曲词，

但终因找不到过硬的证据而流于似是而非，从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6］( 第 15 页) 不容置疑的铁证则

是: 明刊本中的所有散曲均为歌唱而设，又非如魏良辅改革之后的昆曲“新腔”那样必须严格遵循“依字

声行腔”以达到“字清、腔纯、板正”之新境界③。窃以为《金井梧桐》本是由民间创作的用来歌唱之散

曲，后来由乐人将其曲词和【锦板】门头之音乐一起编入指套而已，实无过多玄妙可供争议。由此进而考

定: 散曲《金井梧桐》之艺术蓝本显然属于元明间典型的闺怨思君曲，与明代方言戏曲《荔镜记》 ( 或文

言小说《荔镜传》) 并无任何关联 ( 在明嘉靖刊本《荔镜记》中也找不到相关的曲文) 。此外，在近年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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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最早的袖珍写本《道光指谱》 ( 1846) 中，《金井梧桐》套之首节就已采用【北调】［7］ ( 第 185 － 187
页) ( 实与今本之【锦板】门头全同④ ) ，而在《清刻文焕堂指谱》［8］ ( 第 130 － 133 页) ，乃至《泉南指

谱重编》中 ［1］( 第 63 － 67 页) ，采用门头皆为【锦板】，“骨”谱大体相同 ( 参见下文所考) 。这有力见

证了《金井梧桐》一直以明清曲学传统搬演至今的历史事实。
《金井梧桐》套之次节《绣成孤鸾》在明嘉靖丙寅 ( 1566) 刊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

栏荔镜记戏文》第二十六齣《五娘刺绣》中已初露端倪:

【望吾乡】 ( 旦) 绣成孤鸾戏牡丹，又绣鹦鹉枝上宿。孤鸾共鹦鹉不是伴，亲像我对着许

丁古林大无好头对，实无奈何。【内调】 ( 白) 不免再绣一丛绿竹。再绣一丛绿竹，须等凤凰来宿。 ( 内

唱) 哴嗹哴柳嗹，嗹呵柳嗹哴嗹，柳嗹柳嗹哴嗹柳嗹，匕匕。 ( 旦) 绣成犀牛望月圆，又绣乌云间月

墘。云遮月暗，犀牛无意。也亲像我，对着丁古林大鼻。云会消散，月会团圆。不免再绣一轮光月。再绣

一轮光月，须待唐明皇来游戏。［9］( 第 66 页)

今日仍在闽台流行的《金井梧桐》套次节《绣成孤鸾》 ( 【锦板】) 演出本则为:

五空管 一二拍

绣成孤鸾穿花 ( 不汝) 枝，又绣牡丹 ( 不汝) 间蔷薇，( 於) 孤鸾 ( 於) 你今因乜卜来守只空 ( 於)

枝， ( 於) 因贪牡丹 ( 不汝) 妖娇媚。想起想起当初在许高楼上投落荔 ( 於) 枝， ( 於) 马上官人

( 不汝) 亲手接。( 於) 马上官人爱见都容易，( 於) 咱厝陈三正是伊。伊人张尽计费 ( 不汝) 尽机，致

惹伊即学磨镜，共咱扫厅堂。一心望卜 ( 於) 共咱结成连理。( 於) 只事志 ( 於) 那有你我知机，( 於)

只事志那有你我知机。你今莫得 ( 於) 漏 ( 於) 阮机，你代阮思量 ( 不汝) 只拙道理。恨煞冤家林大

鼻，阮恨煞冤家丁蛊死贼林大鼻。你来亏阮 ( 於) 可悿，阮即着恁 ( 於) 耽置。爱阮做某你须待后世，

爱阮做某你须待后世 ( 不汝)。［4］( 第 255 － 259 页)

从以上曲文不难看出，明嘉靖本 《荔镜记》中的 《绣成孤鸾》 ( 潮腔 【望吾乡】) 与今日传演指

曲 《绣成孤鸾》虽然曲名相同，所传达的 “五娘刺绣思君”之文学主题也大体相当，但具体曲文则存

在较大差距。另需说明的是，此后刊行的明万历辛巳 ( 1581 ) 刊本 《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第二

十四齣的相关曲目则为 《绣成青梅》，牌名仍为 【望吾乡】，艺术情境与嘉靖本大体一致，但曲文则存

在明显差异:

( 旦唱) 【望吾乡】…… ( 唱) 绣成青梅，放下枕头中，再绣荔枝间待红。因绣青梅，记得古时

人， 青 梅 为 记， 姻 缘 结 成 双。 可 惜 荔 枝， 比 许 青 梅 不 同。
( 白) 益春，我喉乾，入去倒瓯茶来我食。( 春白) 待益春去倒来。( 旦白) 骑 ( 对) 马官人， ( 唱) 在许高楼上抛

落，真个亏许骑马官人。( 白) 心事纷匕，针步不成绣伊好做乜。 ( 唱) 掠只针线放下只一边，心头暗切愁

无意。那会隔丢林大鼻，做一夜清醮答谢天。那甘对着一好郎君，亲像莲花开满池 ( 地) ，花红共柳

绿，且乘青春少年时。［10］ ( 第 112 － 113 页)

此外，清顺治辛卯 ( 1651) 刊本 《新刊时兴泉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清道光辛卯 ( 1831 ) 刊

本《陈伯卿新调绣像荔枝记全本》、清光绪甲申 ( 1884) 刊本《陈伯卿新调绣像荔枝记真本》、1952 年蔡

尤本等口述本《陈三》中的《绣成孤鸾》 ( 剧曲) 则与嘉靖本大同小异，且在其后紧接【潮阳春】《有缘

千里》 ( 目前仍为最受弦友热爱的南管名曲之一) ⑤。还应提及的是，如今在闽南一带流行的纯粹用于曲

唱的散曲《绣成孤鸾》所采用的门头和牌名同样为【中潮·望吾乡】 ( 与嘉靖本标示之 “ ( 潮腔) 【望吾

乡】”略同) ，管门为“倍思管” ( 类似于西乐之 D 调) ，撩拍为 “紧三撩” ( 相当于西乐之 4 /4 拍) ，曲

文与明代以来的各种《荔镜记》《荔枝记》刊本也大体一致 ( 与指套曲词则大异) 。［11］ ( 第 4 － 6 页)

顺便提到一点，早在 1930 年代，龚书煇就针对 “御前清曲中的陈三五娘故事俗曲”进行过深入考证⑥。
他考证出《御前清曲》中“与荔枝记全同者十八曲，采用记意而词句未尽同者四曲，不同于荔枝记的有

十七曲，剩下二曲，一则叙事颠倒错杂，一则合二故事于一曲。”［12］( 第 62 页) 并在列表中对 《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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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鸾》的来源明确标示: “内容: 五娘刺绣; 曲名: 《绣成孤鸾》 ( 潮阳春) ( 已集) ( 见记，《刺绣孤

鸾》) ; 来源: 从《荔支记》抽出者”［12］ ( 第 63 页) ，从这些 “表”述来判断，论者当时所见戏曲版

本似为后出的“清道光辛卯 ( 1831) 刊本《陈伯卿新调绣像荔枝记全本》”或 “清光绪甲申 ( 1884 ) 刊

本《陈伯卿新调绣像荔枝记真本》”之类⑦，而未见到现存最早的“明嘉靖丙寅 ( 1566) 刊本 《重刊五色

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故不知此曲最迟在明代嘉靖年间的戏曲表演中就已十分流

行了。
从以上所考结果不难看出: 《金井梧桐》套次节《绣成孤鸾》实以明代就已定型的《荔镜记》之《绣

成孤鸾》“剧意”为蓝本，经由民间乐人加工、丰富和编配，应属“剧曲清唱”之流衍。

三

从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南音指谱文献来看，《金井梧桐》套的组曲时间也较早。在现存最早的袖珍写本

《道光指谱》 ( 1846) 和《清刻文焕堂指谱》 ( 1857 ) 中， 《金井梧桐》套就已完整呈现，并一直以大体

“不变”的内容和形式流衍至今 ( 目前通行的各种“指谱”类专集、教材皆入选该套，曲文和门头与清代

刊本全同) 。关于清代刊本中《金井梧桐》套的组曲关系，试看表 1。

表 1. 清代三大《指谱》中的《金井梧桐》套组曲情况简明表⑧

版本 套名 曲序 曲名 门头 管门 原本 /蓝本 备注

道光

指谱

1846
金井

首节 金井 北调

次节 绣成 又调

五空管

《满天春》
( 1604)

《荔镜记》
( 1566)

《金 井》套 排

在道光本第三

卷第二套 ( 总

第二十六套)

文焕堂

指谱

1857
金井梧

首节 金井梧 锦板

次节 绣成孤 前腔

五空管

《满天春》
( 1604)

《荔镜记》
( 1566)

《金 井 梧》套

排 在 咸 丰 本

( 卷 二) 总 第

十七套

泉南指谱

重编 1912
金井梧桐

首节 金井梧 锦板

次节 绣成孤 锦板

五腔管

《满天春》
( 1604)

《荔镜记》
( 1566)

《金井梧桐》套

排 在《重 编》
本 ( 射部) 总

第十八套

如果我们再对照道光本、咸丰本、《重编》本中《金井梧桐》套的乐谱和曲文，就会发现，三者仅在

极个别的地方存在细部差异，总体来看并无不同。但是，道光本标为【北调】，而咸丰本和《重编》本却

标为【锦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一点，龙彼得先生提到: “有关 ［北调］ 此一名称有必要加以

说明。此名称现在与 ［锦板］ 是同义异名，所指称的是属于五空管一二拍的曲牌门类”。 ［3］ ( 第 40 页)

台湾学者林珀姬认真研究后进而认为:

……南管散曲中，以“锦板”与“短滚”的曲目变化特别大，故乐人常谓“锦板就是北调，也是

百调 ( 音同)”，意指其变化之大，形成许多不同的特殊曲调，许启章谓锦板亦曰北调，有数十种: 如

四朝元北、双挑北、风餐北、皂云北、倍北、玉交北、南北交、金钱北、锦衣北、赶北、昆北、青北

等，短滚亦然，笔者从吴昆仁先生学习时，吴先生常说南管中，唯有“北调与短滚最难掌握”。［13］
( 第 212 页)

台湾另一著名学者王樱芬亦有类似见解: “【锦板】 ( 又称 【北调】) ，撩拍为一二拍，下分十多个

牌名，又与 【锦板叠】形成家族。”［14］ ( 第 94 页) 而从本文的比较结果也不难例证 “锦板就是北

调”的结论，这就是为何道光本标为 【北调】，而咸丰 本、 《重 编》本 以 及 后 来 流 行 的 各 类 “指 谱”

·34·马晓霓: 南音套曲《金井梧桐》源流考论



中将 《金井梧桐》套的门头几乎皆标为 【锦板】，但乐律并无根本差异的原因之所在。当然，【锦板】
本身以及相关的 “门头家族”又存在诸多复杂的变换，此为另一话题，本文暂不展开讨论。尚需说明

的是，在传统南音中， 【锦板】所采用的管门也极为固定 ( 皆为五空管，从 《简明表》即 可 管 窥 一

二)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 1981 至 1985 年间出版的丁马成、卓圣翔编校的 《南管精华大全》 ( 中集) 所

提到的一则有趣对白:

兄问: 自我有耳有目之日，未闻见寡北管门有用过倍乂，而尔竟敢用之。
弟答: 前贤锦板既能用四空，何以现今寡北不能用倍乂?

兄: …… ［14］( 第 101 页)

从以上对白不难窥探，在传统南音中， 【锦板】所用管门极为固定，倘若转为四空管 ( F 调) ，便会

“变”为另一门头【北青阳】 ( 以故， 【北青阳】又被乐人称为【四空锦】) ⑨。而若于【寡北】门头采用

“倍乂”瑏瑠 ( 本应采用五空四 管，类似于西乐之 C 调) ，便会受到乐“兄”嘲讽。南音相对严整的音乐结构

和乐人对传统的坚守也于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我们可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南音套曲《金井梧桐》之首节《金井梧桐》至迟在明代万历甲

辰 ( 1604) 之前就已流行，属于元明间典型的闺怨思君曲，次节《绣成孤鸾》在明代嘉靖丙寅 ( 1566) 年

左右已初见端倪，具体词、乐实属艺人根据“剧意”加工 ( 或编配) ，应属“剧曲清唱”之流衍。该套曲

所采用的门头【锦板】，实系【北调】，所用管门严格固定为“五空管”，撩拍基本固定为“一二拍”。《金

井梧桐》套的组曲原则是与悠扬、谐和、婉转的南管合乐美学相呼应的。

① 关于文言小说《荔镜奇逢集》的流存刊本，现有英国牛津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九年 ( 1814 ) 尚友堂刻本《新刻荔镜奇

逢集》二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七年 ( 1847 ) 刻本《二刻泉潮荔鏡奇逢集》二卷 ( 版心题: “荔镜传”) ，索书

号: 35328。而后来相对易见的刊本 ( 如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 刻本《增注奇逢全集》、民国十三年 ( 1924 ) 上海燮文书庄

翻印本《绘图真正新西厢》等) 则与道光刊本大同小异。从嘉庆本“新刻”二字来看，此前应有类似于《荔镜奇逢集》的

远本，惜已不传。有学者认为“《荔镜传》只限于知识分子或有文化的市民阶层，作为好奇猎艳、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

也应合乎事实。( 参见蔡铁民: 《明传奇〈荔支记〉演变初探———兼谈南戏在福建的遗响》，《厦门大学学报》1977 年第 3

期)

② 林氏之后直至今日，巧立名目且相互蹈袭、翻印的相关专集、教材甚多，几乎皆以《金井梧桐》套为“咏五娘忆念陈

三”之曲或将其“本事”归于《荔镜传》，鲜有例外者。例如 1980 年代之前就已通行的“四十八套”指谱集就是如此。( 可参

见泉州市南音社整理: 《指谱大全》 ( 第 3 集) 油印本，泉州市民族乐器厂 1979 年誊印，第 5 页)

③ 如明代“曲圣”魏良辅就认为: “曲有三绝: 字清为一绝; 腔纯为二绝; 板正为三绝。” ( 参见 ( 明) 魏良辅: 《曲律》，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版，第 7 页)

④ 此已为学界共识，如台湾学者林珀姬就指出: “乐人常谓‘锦板就是北调，也是百调 ( 音同) ’，意指其变化之大，形成

许多不同的特殊曲调”。( 林珀姬: 《校读〈文焕堂指谱〉之管见》，载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 《两岸论弦管》，北京: 中国戏

剧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12 页) 王樱芬亦有类似介绍: “【锦板】 ( 又称【北调】) ，撩拍为一二拍，下分十多个牌名”。( 王

樱芬: 《南管曲目分类系统及其作用》，《两岸论弦管》，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年版，第 94 页) 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考

后文。

⑤ 关于顺治本、道光本、光绪本、口述本的相应曲文，请依次参阅如下几处文献: ( 1 ) 泉州市文化局、泉州地方戏曲研

究社编: 《荔镜记荔枝记四种》之第二种《清代顺治刊本〈荔枝记〉书影及校订本》，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89 － 190 页; 第三种《清代道光刊本〈荔枝记〉书影及校订本》，第 167 － 168 页; 第四种《清代光绪刊本〈荔枝记〉书影及

校订本》，第 207 页; ( 2)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 ( 第一卷)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38 － 439 页。

⑥ 龚书煇: 《陈三五娘故事的演化》，原载 1936 年 6 月《厦门大学学刊》，后又选载于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泉州地方

戏曲》1986 年第 1 期，第 55 － 83、117 页。据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者的按语，此文“一九三六年六月发表于厦门大学，是最

早较有系统地研究陈三五娘故事沿革的一篇专论”。著名戏曲史论家吴捷秋先生亦云: “对《荔镜传》与《荔枝记》及南曲、

歌本作综合的考证，并撰写专题论文，首先是龚书煇先生发表于 1936 年为最早，在当时尚未发现明·嘉靖丙寅年重刊的《荔

镜记戏文》和潮州东月李氏编集的《乡谈荔枝记》的情况，当时他所搜罗的资料，现在有的已看不到”。( 吴捷秋: 《梨园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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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论》，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14 页)
⑦ 因为只有道光本和光绪本才将齣名标为“刺绣孤鸾、五娘私约”，与龚氏所述吻合，而嘉靖本则标为“五娘刺绣”，万

历本未标齣名，顺治本标为“巧绣孤鸾”。
⑧ 该《简明表》采用资料来源: ①吴抱负藏本、郑国权编注: 《袖珍写本道光指谱》 ( 影印本)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5 － 190 页; ②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 《清刻本文焕堂指谱》 ( 附原书影印本)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30 － 137 页; ③ ( 清) 林霁秋编校: 《泉南指谱重编》 ( 石印本) ，上海文瑞楼书庄，1921 年
版，“礼部”第 86 － 88 页、“射部”第 63 － 69 页。鉴于林霁秋先生早在民国建立之前就已“历时十八年”编校完成《泉南指谱
重编》，全部文字 ( 包括字谱) 也均出自林氏手笔，并于民国元年 ( 1912) 自筹资金交付上海文瑞楼书庄石印，故本文仍视其
为清代写印本。

⑨ 如王樱芬先生就提到: “改变既有之门头的管门而成一新门头，例如【锦板】原为五空管，改为四空管便成了【北青
阳】，因此北青阳又名四空锦。” ( 详参 ［14］，第 96 页)

瑏瑠 这里的“倍乂”是指比乂低半音。( 详参 ［3］，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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