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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江浙戏曲刻本述考 

孙崇涛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 要】中国古代戏曲刻家,起于元,盛于明,继于清。明中期之后,戏曲刻书重心移至南方。浙江继元而盛,江苏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江苏金陵(今南京),书坊林立,蔚为大观。清代戏曲刻书继明而盛,官刻与私刻的曲谱、曲

选、汇刻等空前繁富。本文按照各主要戏曲版本的刻家、分布、历史、刊本名目等情况,对江浙一带的刻本加以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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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刻家,起于元,盛于明,继于清。 

元代戏曲刻家的姓氏和书坊堂名知之不多,只知当时戏曲刻书中心北方为大都(今北京),南方为杭州。今存《元刊杂剧三十

种》,剧目标题中四种标有“大都新编(刊)”,七种标有“古杭新刊”,便是明证;其余未标刊刻地名的十九种,也不能排除其中还

仍有出自大都或杭州所刻的可能。 

明代前、中期,北京仍是北方戏曲刻书重镇。如:出土明成化刊本《白兔记》,为北京“永顺堂”所刊;明弘治刊本《西厢记》,

为北京“金台岳家”所刊。明中期之后,戏曲刻书重心移至南方。其时,浙江继元而盛,江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江苏金陵(今

南京),书坊林立,蔚为大观。这些书坊大多集中在金陵三山街至内桥一带,如著名的富春堂,牌记多镌“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梓

行”。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写晚明二酉堂书坊堂主蔡益所自夸道:“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

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明代金陵书坊数量,据诸家目录所载及刊本牌记统计,接近 60家,其中刻过戏曲图书的,

计 18家。当时,另一刻书中心便是刻书历史已相当久远的福建。尤其福建建阳,刊本广布,名闻四海,世称“建本”。建阳刻书,又

集中在麻沙、崇化二坊。麻沙刻本,俗称“麻沙版”,其中有许多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明中叶以来,随着南戏“四大声腔”

的崛起及其在各地的传布与繁衍,在各声腔流行地区,刻印戏曲尤其各种选本蔚然成风,其中江西抚州、赣州、吉州、饶安、临川,

江苏姑苏、常熟,安徽新安,浙江会稽、吴兴,福建建安等地,尤为突出。 

清代戏曲刻书继明而盛,虽然坊刻剧本不及明代繁多,但官刻与私刻的曲谱、曲选、汇刻等却是空前繁富,而且在图书印制质

量方面亦非前代所能企及。另外,随着花部戏曲的兴起,各种地方戏曲的坊刻脚本及唱本应运而生。这些民间曲本虽然制作简易

粗糙,却很经济实用,有其广泛的销售市场。 

以下按照各主要戏曲版本的刻家、分布、历史、刊本名目等情况,对江浙一带的刻本加以介绍。 

一、浙江戏曲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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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我国南曲戏文的发源地和明清传奇的主要流行省份。由于戏曲繁盛,加之浙江自宋以来就是我国南方印刷、刻书中心,

其戏曲刊刻事业自然相当发达。早于元代,杭州就同北方大都(北京)并峙,成为南、北刊印杂剧的两大中心。现存《元刊杂剧三

十种》就有以下七种标题明确标称为“古杭新刊”:   

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  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  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  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

郎  古杭新刊关目霍光鬼谏  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  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  

遗憾的是由于没有留下书坊牌记,我们无法了解刻家的具体情况。 

明、清两季,浙江更是戏曲兴旺之地,戏曲创作家、批评家等人才辈出,他们常常兼做戏曲的编选、改订和印行工作。其中比

较著名的有以下几家: 

(一)长兴臧氏博古堂 

浙江戏曲刻本最享盛名、影响后世也最大的,当推明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间(1615- 1616)由长兴臧(懋循)氏博古堂刊刻的

《元曲选》(一名《元人百种曲》)。臧懋循(1550- 1620),字晋叔,万历八年(1580)进士,曾任荆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

职,是晚明著名戏曲家、文学家。万历十三年(1585)罢官,隐居故乡,潜心诗文、戏曲创作和编印工作。臧氏编印的《元曲选》对

保留与传布元人杂剧精华作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元曲选》原刊本校刻精审,插图优美,堪称图书精品。臧氏尚刻有汤显祖《删

订玉茗堂传奇》,亦以刻印精美著称。此外,博古堂还另刻有戏曲《校正古本荆钗记》、《改定昙花记》以及弹词、唐诗、古词等

其他刊本。 

(二)杭州虎林容与堂 

杭州虎林容与堂曾以刊刻通俗小说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李卓吾批评,黄应光、吴凤台刻插图)享誉文坛,而其戏曲刻本也

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容与堂戏曲刻本的一大特点,是它大多由著名通俗文学评点家李贽(卓吾)进行批评。如其明万

历年间所刻的《西厢》、《琵琶》、《幽闺》、《红拂》、《玉合》、《玉簪》六记,皆系李氏批评,影响与流行甚广。此六记,明代亦曾合

刊,称《容与堂六种曲》。
①
容与堂戏曲刻书的历史延至明末。明崇祯十二年(1639)所刊的《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五卷,由

杭州名刻手项南洲镌刻,名画家陈洪绶(老莲)插图,是《西厢记》版本中的珍本,现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而崇祯间所刊

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真本》二卷(由“曲状元”王实甫作剧,评点行家李贽作评,著名画家仇英、陈洪绶绘画,雕刻名手项

南洲镌刻),更是名家荟萃,强强联手,是中国出版物中少见的精品。 

(三)杭州曹氏起凤馆 

堂主曹以杜,明万历间刊刻过《南琵琶记》与《北西厢记》。《琵琶》情况不详;《西厢》题《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万

历三十八年(1610)刊,由王凤洲、李卓吾作评,汪耕作图,黄一楷、黄一彬兄弟镌刻。按,杭州的许多书坊,像容与堂和起凤馆,所

聘用的名刻工,除项南洲为杭州本地人外,其余皆为徽籍人,如这里的一楷、一彬黄氏兄弟,还有黄廷均、黄铭、黄应光祖孙三代,

都是“迁杭州”的徽州人(见清道光《黄氏宗谱》)。因此,浙版杭州所刊图书颇有徽派作风。难怪有人说,徽派刻书的中心实际

是在浙江杭州。 

(四)杭州胡氏文会堂 

堂主胡文焕,字德甫,一作德父,号全庵,别署抱琴居士、西湖醉渔。钱塘(今杭州)人,约万历中在世。擅长诗文词曲,兼通古

器物鉴赏和医术,是个博学多才之士。胡文焕是明代文学家、传奇作家,著有《诗学字类》、《墨娥小录》等数十种著作和《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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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犀佩记》、《余庆记》、《三晋记》四种传奇。《群音类选》被编入文会堂辑刻的《格致丛书》。《群音类选》卷帙浩繁,内容

丰富,可算是明代戏曲选本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种。全书计约 46 卷,现存残卷 39 卷,选剧 150 余折,分为官腔、清腔、诸腔、北

腔四大类,另有套曲 229 套、小令 323 首。所选之剧皆据自当时的演出台本,是研究明代万历年间戏曲创作情况与舞台形态的重

要依据。虽然编印的确切年代不详,但从编入文会堂《格致丛书》其他各书的胡氏序文都作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1593- 

1596)推测,《群音类选》也应当在这几年或相隔不久的年间刊刻。
②
 

此外,明万历间,杭州还有天绘楼书坊,曾刻明屠隆传奇《昙花记》二卷(《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明末清初期间,杭州

仍有几家刻曲的书坊。如凝瑞楼,明崇祯间曾刻传奇《弄珠楼》二卷(《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汪氏振绮楼,清道光间曾刻清

舒位杂剧集《瓶笙馆修箫谱》;等等。一些清代杭州作家多有自己作剧、自行刊印的风气,如康熙年间的徐沁、乾隆年间的夏纶、

直至光绪年间的许善长等(书名详下“自刻本”)。 

(五)吴兴闵、凌二氏 

浙江乌程(今吴兴)闵齐伋、凌濛初两家曾以刊印多色套印本著称于世,在中国书籍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两家又以闵氏为

代表,其所印之书世称“闵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六书通》云:“齐伋,字寓五,乌程人,世所传朱墨字版、五色字版,谓之闵

本者,多其所刻。”闵家刊印的朱墨套印本戏曲,比较流行的有《绣襦记》、《明珠记》、《红拂记》、《红梨记》、《牡丹亭记》、《邯郸

记》及《董解元西厢记》等。闵氏曾将唐元稹传奇《会真记》一卷、金董解元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二卷、元王实甫剧《西

厢记》四卷、元关汉卿杂剧《续西厢记》一卷、明李日华改本戏文《李日华南西厢记》二卷、明陆采改本戏文《陆天池南西厢

记》二卷和明李开先杂剧《园林午梦》一卷,加上自己撰作的《五剧笺疑》一卷,辑为一书刊印,题《会真六幻》,为我们寻找与

阅读《西厢》戏曲作品提供了很多便利。闵氏还另刻有《西厢会真传》五卷,采用朱、蓝、墨三色套印,至为罕见,今上海图书馆

有藏本。 

凌濛初(1580- 1644),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是晚明非常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凌濛初最出色的文学成就

是创作和刻印了拟话本小说集初刻、二刻《拍案惊奇》,他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数量最多的作家。而在戏曲方面,凌氏亦有多

方面的建树,如编撰杂剧《虬髯翁》、《颠倒姻缘》等九种,传奇《合剑记》、《雪荷记》两种,据《玉簪记》改编传奇《乔合衫襟记》,

著戏曲理论《谭曲杂扎》,编选曲选《南音三籁》等等。而从出版事业来讲,凌氏又是明代文人中热心致力通俗文学刊布并取得

相当成绩者。凌氏主持刊布的朱墨套印本戏曲,最著名的当推《即空观主人全定西厢记》、臞仙本《琵琶记》两种。尤其凌刻臞

仙本《琵琶记》,据称系照明初朱权(道号“臞仙”)藏本翻刻,从其形态来看,确是《琵琶记》古本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版本。另外,

凌延喜校刻之《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凌玄洲校刻之《红拂记》等,也都是比较著名的凌刻朱墨本戏曲。 

吴兴闵、凌二家联姻,长期合作刻书,多达 140 余种。刻工同用黄一彬、郑圣卿、刘杲卿三人,插图者多是吴门王文衡(字青

城),加工方式、图书行款、格式相同,皆以套色本著称于世,很难区分轩轾。闵、凌二家与江苏常熟毛氏汲古阁一起构成了晚明

江浙文人私刻图书的鼎足,为中国古代戏曲等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闵、凌、毛三家共同策划、合伙刊布的拟话本“三

言二拍”,为中国通俗小说历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是中国刻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闵、凌二家,刻书事业世代继绍,如闵齐伋儿子

闵昭明(字光瑜),凌濛初兄弟凌瀛初、儿子凌汝亭、侄子凌延喜等,都继承了两家的刻书家风。 

明代中叶以后,浙江的一批著名戏曲家在从事戏曲创作、批评的同时,还积极兼事戏曲的编校及出版工作,为我们留下了许多

重要的戏曲版本。例如:海昌(今海宁)戏曲家陈与郊,万历间编刻《古名家杂剧》;著名戏曲理论家、山阴(今绍兴)顾曲斋主人王

骥德,万历间编刻《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又名《古杂剧》)。二者都是现存明人选刻杂剧中的重要选本。王氏顾曲斋(又署“方

诸馆”)还刊刻过《徐文长改本昆仑奴杂剧》、《曲律》等戏曲图书。再如:山阴戏曲家、香雪居主人朱朝鼎,明万历间刊《新校注

古本西厢记》,由王骥德校注,徐渭附解,沈璟作评,谢伯英、朱鼎臣合校,毛以遂作序,是个汇集明代戏曲诸多名家共同打造的《西

厢记》重要版本;晚明山阴戏曲家孟称舜,不仅戏曲文学创作成就甚高,由他于崇祯年间辑刻,包括《新镌古今名剧柳枝集》(选杂

剧 26 种)与《新镌古今名剧酹江集》(选杂剧 30 种)的《古今名剧合选》,为我们保留了成批的元明杂剧和作者本人的创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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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孟称舜还校刻过元钟嗣成《录鬼簿》,是为数不多的古本《录鬼簿》之一。 

二、江苏刻本 

毗邻浙江的江苏也是我国明、清戏曲极为繁盛的地区,特别是作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发源地,明中叶以来,江苏

更成为文人传奇创作和演出的中心,使刊售各类传奇剧本成为当时民间书坊的生财之道。此外,明清时期江苏还出现了像赵琦美、

毛晋、李笠翁等诸多热衷收集与刊布戏曲剧本的收藏家、藏书家和戏曲家,他们以私藏、私刻形式刊布了大量的戏曲刊本。 

(一)苏州刻本 

苏州,在历史上或在文人笔下曾有吴州、吴郡、吴中、古吴、平江、长洲等称呼;苏州城,也别称吴县、吴门、姑苏、金阊等。

凡是有以上题署的书坊,皆属苏州刻家。 

苏州刻书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宋元间就曾雕刻过浩大的《碛砂大藏经》。对于戏曲书籍,苏州刻家也较早关注。如明嘉靖姑苏

叶氏刻印的《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与同时期苏州坊刻的《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是公认的两种南戏的早期刊本;又,公认

最接近高则诚创作原貌的清陆贻典抄校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其抄据的底本之一就是嘉靖戊申二十七年(1548)刊的苏州

郡刻本,有底本识语“苏州府阊门中街路书铺依旧本命工重刊印行”
③
可证。明隆庆三年(1569)顾玄伟编次《西厢记杂咏》,据称

插图为故宋画院待诏陈居中所画,郑振铎认为他是吴派版画的画祖。明清以来广为流行的“月光型”插图本通俗小说、戏曲,以

苏州刊本最盛。凡是一些戏曲卷首署有“古吴”刊梓或校勘者名号的清代书坊,如笔来斋、方来馆、安雅堂等,也大多在苏州。
④
 

苏州刊印的戏曲书籍,曲选、曲谱占有相当的比重。比较重要的曲选有:《吴歙萃雅》(长洲(今吴县)梯月主人(周之标)选辑,

明万历四十四年古吴章镛刻)、《词林逸响》(明天启三年吴门许氏原刻)、《醉怡情》(清乾隆古吴致和祥坊重刻)、《新镌时尚乐

府千家合锦》、《新编时尚乐府新声》(又名《万家合锦》。以上二书,均为清乾隆间苏州王君甫刻)等。清代著名戏曲选本《时兴

雅调缀白裘新集》(简称《缀白裘》),也是钱德苍据玩花主人旧编编订,于乾隆间由钱氏设在苏州的宝仁堂初刻发行。曲谱有:《九

宫谱定》十二卷附总论一卷(清山东钓史鸳湖逸者辑,清初金阊绿荫堂刊)、《纳书楹曲谱》十九卷(正集四卷、外集三卷、补遗四

卷、《四梦全谱》八卷,清叶堂编撰,清乾隆五十七年长洲叶氏纳书楹刊)、《六一曲谱初集》(清张余荪校订,清光绪三十四年苏州

振新书社刊)等。 

苏州刊刻的戏曲作品,重要刊本尚有:传奇集《玉夏斋传奇十种》(明崇祯苏州玉夏斋重刊)、
⑤
明汤显祖戏曲集《玉茗堂四种

传奇》(清乾隆六年金阊映雪草堂刊)、《琵琶记》的重要版本《新刻魏浣初先生批点琵琶记》(简称“魏仲雪批点本”。明崇祯古

吴陈长卿刊)等。明末传奇作家阮大铖的作品集《石巢传奇四种》,亦由吴门毛恒初刻。 

(二)南京刻本 

南京,别名金陵、秣陵、江宁、白下、建康、建业、应天府等等。自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之后,南京一度成为明代政治、

文化中心,自然也是戏曲与印刷业的繁华胜地。南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刊印戏曲书籍量最大、拥有刻曲书坊数最多的地方。尤

其是明清传奇刊本,现在保留下来的几乎大半是金陵刊本。现将刊印过戏曲的金陵几家主要书坊及其刊印的戏曲逐一简介如下。 

积德堂 堂主不详。这是现知刊刻戏曲最早的金陵书坊。现存明宣德十年(1435)刊刻的明刘兑《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杂

剧,即为积德堂所刊。它是现存最早的南京书坊刊印的戏曲版本,刊本插图也是目前所见较早的中国戏曲插图之一。 

少山堂 堂主胡少山。明万历七年(1579)刊《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象释义北西厢》二卷,是《西厢记》明刊本中较早的刊本,

现藏日本成篑堂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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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书坊刊行戏曲数量较多的是以下六家: 

世德堂 堂主姓唐。世德堂本《拜月亭记》卷首署“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可证。名不详。按,国家图书馆藏明刊《绣刻

演剧》,内收《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琵琶记》,四卷,白口,单边,双栏,下栏八行,行二十一字,宾白小字双行,上栏空白,刻评注,

有插图;正文首页署“东嘉高则诚编次;羊城戴君赐注释;金陵唐晟校梓”,未署书坊名。从标题形式、版式特征、插图风格等各

方面来看,该本都与世德堂所刊的其他戏曲刊本雷同,故窃以为它也当是世德堂刊本。若然,则为该本“校梓”的唐晟很可能就是

世德堂堂主。 

唐晟,字伯成;兄弟字叔永。兄弟共同经营书业。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耳谈类增五十四卷》原题“绣谷唐晟伯成、唐

叔永梓”,可证。
⑥
 

世德堂是明万历间金陵几家名声显赫的刊印戏曲的书坊之一,刻曲历史从明万历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代刊印《笠翁十种曲》。

世德堂戏曲刊本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相对接近“古本”南戏或明人改本戏文的原始面目,所以多有研究价值。

其刊本多经“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如下列世德堂刊《月亭记》、《还带记》、《香囊记》、《千金记》、《断发记》等各种,卷首均

镌有上述字样的题署。游氏兴贤堂详情待考。除万历年间“重订”多种世德堂戏曲刊本外,尚知游氏兴贤堂曾于明隆庆六年(1572)

刊梓《新刊书经批注分旨白文便览》十卷,书为游有常等所辑,
⑦
可见其从事书业年代较久,游有常或许就是兴贤堂堂主姓名。保

留下来的世德堂本戏曲刊本,现知有以下近二十种:   

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琵琶记四卷  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月亭记二卷  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音释赵氏孤儿记二卷  新

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二卷  新刻重订附释标注出相五伦全备忠孝记四卷  新锲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题评二

卷:(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赋归记一卷、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陈情记一卷)  新锲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惊鸿记题评二卷  新刻出

相双凤齐鸣记二卷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香囊记四卷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千金记四卷  新镌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箫

记题评二卷  重订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二卷  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节义荆钗记四卷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章台柳玉合记

二卷  水浒记四卷  红拂记二卷  玉簪记二卷  笠翁传奇十种 

富春堂 堂主唐富春,号对溪;堂址在金陵三山街。富春堂本《十义记》卷首署“金陵对溪唐富春梓行”,《白兔记》牌记“金

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梓行”,可证。富春堂刊刻的戏曲数量居金陵书坊之首,据说多达百种。
⑧
现知唐富春刊刻的戏曲刊本,最早

为明万历五年(1577)刊的《校梓注释圈证蔡伯皆大全》四卷,⑨而其大部都是万历中期所刊。与世德堂关注刊行“古本”南戏与

明人改本戏文不同,富春堂刊行的戏曲侧重于万历年间当时创作、改编的传奇或改本戏文,其中属于弋阳、青阳等“杂调”的刊

本占有很大分量。保留的富春堂本戏曲,现知有以下三十多种:   

校梓注释圈证蔡伯皆大全四卷(正文三卷,附录一卷)  新刻出像音注节义荆钗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二

卷  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二卷  新镌图像音注周羽教子寻亲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四卷  新刻出像

音注商辂三元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唐朝张巡许远双

忠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薛平辽金貂记四卷  新刻音注出像韩朋十义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刘

汉卿白蛇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何文秀玉钗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苏英皇后鹦鹉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

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异仙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释义王商忠节癸灵庙玉块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点板徐孝克

孝义祝发记二卷  新刻音注出像齐世子灌园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花将军虎符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管鲍分金记四卷  新刻出

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观世音修行香山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王昭君出塞和戎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范

雎绨袍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唐韦皋玉环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吕蒙正破窑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宋江水浒青楼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四卷  重刻出像浣纱记四卷  新刻出相音注劝善目连救母行

孝戏文八卷(一百零一出)  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二卷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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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阁 堂主唐锦池,又署唐惠畴。文林阁本《袁文正还魂记》卷首署“金陵唐锦池梓”,《珍珠记》卷首署“金陵唐惠畴

梓”,可证。文林阁也是明代金陵万历间的一大书坊,刊印的戏曲数量不少,在金陵书坊中仅次于富春堂。现知有以下二十余种单

刊本:   

新刻全像胭脂记二卷   新刻全像易鞋记二卷  新刻全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二卷  新刻全像高文举珍珠记二卷  新刻全像

观音鱼篮记二卷  新刻全像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记不分卷   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二卷  新刻全像古城记二卷  新刊校正

全相音释青袍记二卷  新刻五闹蕉帕记二卷  新刻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二卷  重校剑侠传双红记二卷  重校四美记二卷  重

刻出像浣纱记四卷  重校义侠记二卷  新刻牡丹亭还魂记四卷  重校拜月亭记二卷  重校投笔记四卷  新刻全像古城记二卷  

重校注释红拂记二卷  重校玉簪记三卷  重校锦笺记二卷  重校古荆钗记二卷  重校绣襦记二卷  惊鸿记二卷  霄光记二卷

(今存上卷) 

此外,文林阁还汇刻过《文林阁传奇十种》,收明传奇《还魂记》、《蕉帕记》、《四美记》、《鱼篮记》、《义侠记》、《浣纱记》、

《云台记》、《珍珠记》、《易鞋记》、《袁文正还魂记》十本,现藏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11
 

广庆堂 堂主唐振吾。广庆堂本《东方朔偷桃记》卷首署“金陵唐振吾校梓”,可证。 

按,明万历间又有堂主署“唐国达”之“广庆堂”者。明刊《新刻张太岳先生集》卷四十七卷首署“江陵叔大张居正著;后

学雷思霈、马启图校;绣谷唐国达梓”,封面镌“绣谷唐氏广庆堂刊”,有万历四十年(1612)沈鲤、吕坤二序。
○12
此“绣谷唐国达”

主持的广庆堂,是否与唐振吾主持的广庆堂系一家?不得其详,记之备考。 

不仅广庆堂、唐国达等名前加署“绣谷”,金陵世德堂刊《拜月亭记》、《五伦全备记》、《千金记》等,亦俱署“绣谷唐氏世

德堂(校)梓”。曾有论者谓“绣谷”为实指某一地名,误。“绣谷”之义接近“书林”,谓指绣刻书坊的汇聚之地,犹今之中国内地

称美国加州电脑芯片材料盛产地为“硅谷”、港台称之“矽谷”相似。金陵世德堂明万历间刊有传奇小说集《绣谷春容》十卷,

卷首鲁连居士序,释书名之义,有“绣谷繁华,春容婉丽”
○13
句,亦可作为参证。故窃以为,凡是冠以“绣谷”者,皆属指坐落金陵三

山街书坊最密集之所的书坊或者坊主人名,不仅金陵唐氏世德堂、唐氏广庆堂如此,唐富春氏富春堂、周曰校氏万卷楼等,亦然。
○14
 

广庆堂刊行戏曲常由戏曲家秦淮墨客(纪振伦)协助、合作,替其选辑、校订。广庆堂所刊戏曲作品主要有:   

新编全像点板窦禹钧全德记二卷  新刻出相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二卷  新刻出相点板八义双杯记二卷  新刊出相点板红

梅记二卷  新刻出相音释点板留伯仁八黑收精剑丹记二卷  镌新编出像南柯梦记二卷  镌新编全相霞笺记二卷  新刊校正全像

音释折桂记二卷  新刻出像葵花记二卷  题塔记(未见) 

另有以下几种刊本仅署唐振吾刊,未署书坊名目,也当归于广庆堂所刊:   

新镌武侯七胜记二卷  新编全相点板西湖记二卷  镌新编全像邯郸梦记二卷  新刻出相点板宵光剑二卷   

仅署唐振吾刊行的还有戏曲选本《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简名《乐府红珊》,秦淮墨客选辑,卷首有选者万历三

十年(1602)序,十六卷,按照内容分类,辑选相关南戏与传奇折子,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戏曲选本。
○15
 

继志斋 堂主陈大来。继志斋本《五伦传香囊记》卷末牌记“白下陈大来手书刊布”,可证。按,国家图书馆藏《新镌古今

大雅南宫词纪》六卷,卷首署“秣陵陈所闻荩卿粹选,陈邦泰大来辑次”,封面镌“继志斋原板”五字,知陈氏名邦泰,大来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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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陵其他各家书坊一般只刻传奇单本或选本而不刻杂剧的情况不同,继志斋则是传奇、杂剧兼刻。所刊杂剧,今存《元明

杂剧》四种
○16
及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重校北西厢记》五卷,而传奇仍是继志斋的主要刊本。现知有如下各种:   

重校五伦传香囊记二卷  重校义侠记二卷  重校埋剑记二卷  重校双鱼记二卷  重校锦笺记二卷  重校旗亭记二卷  重校

古荆钗记二卷  重校苏季子金印记二卷  重校韩夫人题红记二卷  重校玉簪记二卷  重校琵琶记四卷  重校班仲异投笔记四卷  

重校窃符记二卷  重校紫钗记二卷  重校玉合记四卷(附录一卷)  重校红拂记二卷  重校吕真人黄梁梦境记二卷  重校十无端

巧合红蕖记二卷  新镌量江记二卷  重校孝义祝发记二卷 

此外,明万历间,继志斋还刊有陈所闻辑的散曲选《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南宫词纪》各六卷。 

师俭堂 堂主萧腾鸿。师俭堂本《琵琶记》卷首署“书林萧腾鸿梓”,可证。按,明泰昌元年(1620)刻《皇明文隽八卷》,卷

末牌记“师俭堂萧少衢依京板刻”,封面镌“师俭堂萧少渠领绣”;○17师俭堂本《玉簪记》署“书林庆云萧腾鸿梓”。少衢、少渠、

庆云,或皆系腾鸿字。 

现知师俭堂所刻的戏曲有: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幽闺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

评红拂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玉簪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绣襦记二卷  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  西楼记传奇

二卷  明珠记二卷  鹦鹉洲二卷  异梦记二卷 

清乾隆十二年(1747),修文堂将上列师俭堂所刊的六种陈眉公批评本戏曲加以汇辑合刊,题作《六合同春》,流行比较普遍。 

以上刊行戏曲书籍较多的金陵明代六大书坊中,世德堂、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四家堂主皆姓唐,至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

裔亲关系,尚未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明代金陵刊行过戏曲的堂主姓名不详的书坊,尚有以下多家: 

凤毛馆 明万历间曾刊明顾大典传奇《重校白传青衫记》二卷。
○18
 

两衡堂 明崇祯间曾刊吴炳传奇五种:《绿牡丹传奇》二卷、《疗妒羹记》二卷、《西园记》二卷、《画中人传奇》二卷、《情

邮传奇》二卷,合称《粲花斋新乐府五种》或《石渠五种曲》。按,此曲集明末复由金陵三美堂重刊,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有藏本。两衡堂至清初尚存,顺治间曾刻清袁于令传奇《西楼梦》二卷,今上海图书馆有藏本。 

石渠阁 明崇祯间曾刊《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二卷。 

文秀堂 明末曾刊《新刊考证全像评释北西厢记》四卷。 

乌衣巷 明末曾刊范文若传奇《丽句亭评点花筵赚乐府》二卷、《丽句亭评点鸳鸯棒乐府》二卷。 

德聚堂 明万历间曾刊《剑侠双红记》二卷;崇祯间曾刊《小青娘风流院传奇》二卷、《新镌绘像传奇双红记》二卷等。 

长春堂 明万历间曾刊《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卷。 

清初,南京的戏曲刻书虽然已远不及明代繁盛,但也有几家书坊仍在刊行戏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下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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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璧斋 堂主郑元美,福建莆田人。清初曾刻传奇选集《绣像歌林拾翠二集》;清顺治间刻戏曲、散曲选集《新镌南北时尚

青昆合选乐府歌舞台》四卷。 

翼圣堂 清康熙间曾刻《笠翁传奇十种》二十卷与《新编缀白裘合选》四卷(明郁冈樵隐、积金山人合辑,藏北京大学图书

馆)。 

芥子园 “芥子园”原为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在南京的别墅,后亦成为刊行书籍的著名书坊。如后世广为流行的《芥子园画

谱》,即由李渔女婿沈心友主持,芥子园刊行。芥子园曾经刊刻过多种戏曲刊本。如清康熙间曾刊巾箱本《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

记)》,重刊明范文若传奇集《博山堂三种曲》;
○19
雍正间曾刊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八卷。今辽宁省图书馆还有芥子园初刻李

渔《笠翁传奇十种》二十卷
○20
的藏板。 

(三)常熟毛氏汲古阁与《六十种曲》 

江苏乃至全国历史上刊行戏曲数量最多,对后世影响与贡献也最大的刻家,则莫过于常熟毛氏汲古阁。汲古阁主人毛晋

(1599- 1659),名凤苞,字子晋,号汲古主人,明末著名藏书家兼出版家、文献学家。家藏图书 84 000 余册,多宋元古本与明代善

本,建汲古阁、目耕楼储之。少从钱谦益学,学业大进。平生好校勘、誊录秘籍,累计 240种,人称“毛钞”。终生购书、印书不辍,

家产赀财尽付之。晋死,子承父业。父子刻书达 40余年,计 600余种,为中国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汉

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津逮秘书》等,刊本印行遍国,对后人嘉惠至钜。而汲古阁刊印的《六十种曲》,不但是我国古代篇幅、规

模最大的戏曲汇编,它与《元曲选》一起,同时又是我国历代普及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戏曲读本。 

《六十种曲》,初名《绣刻演剧》,分做六套,历经多年,前后六次刊行,每次一套 10种。初刻于明末,大约于清初汇集六套重

刻,易名《六十种曲》。剧名开列如下:   

第一套 琵琶记 荆钗记 香囊记 浣纱记 寻亲记 千金记 精忠记 鸣凤记 八义记 三元记 

第二套 南西厢记 幽闺记 明珠记 玉簪记 红拂记 还魂记 紫钗记 邯郸记 南柯记 北西厢记 

第三套 春芜记 琴心记 玉镜台记 怀香记 彩毫记 运甓记 鸾锟记 玉合记 金莲记 四喜记 

第四套 绣襦记 青衫记 红梨记 焚香记 霞笺记 西楼记 投梭记 玉环记 金雀记 赠书记 

第五套 锦笺记 蕉帕记 紫箫记 水浒记 玉块记 灌园记 种玉记 双烈记 狮吼记 义侠记 

第六套 白兔记 杀狗记 昙花记 龙膏记 飞丸记 东郭记 节侠记 双珠记 四贤记 牡丹亭记 

全书共收元杂剧 1 种(《北西厢记》)、明传奇 57 种。传奇中,汤显祖《还魂记》兼收原作与硕原(徐日曦)改订本《牡丹亭

记》;汤氏《紫钗记》与其初稿《紫箫记》并收。在此 60个戏曲剧本中,《精忠》、《八义》、《三元》、《春芜》、《怀香》、《彩毫》、

《运甓》、《鸾锟》、《四喜》、《投梭》、《赠书》、《双烈》、《龙膏》、《双珠》、《四贤》及硕原改订本《牡丹亭》等十六记,在《六十

种曲》出现之前未见任何刊本;《寻亲》、《鸣凤》、《明珠》、《琴心》、《玉镜》、《金莲》、《青衫》、《水浒》、《狮吼》、《白兔》等各

记,虽有别的不同版本,但以汲本为优,故多被后来《古本戏曲丛刊》所采纳影印。《六十种曲》原刻初印本,版式、行款、字体、

校勘均甚精整。由于阅读、流通广泛,历代重刻、重印、补刻、补修、重排、选刻、校注、评注等不绝如缕。 

作为我国一个戏曲文化大省,江苏致力古典戏曲书籍的搜求、整理、编订与刊布者,可谓代不乏人。除上述江苏各地戏曲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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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外,古代另如:明万历间常熟赵琦美(1563- 1624),收罗、钞校《脉望馆古今杂剧》 300 余种;明末长洲冯梦龙(1574- 1646),

修改、编订传奇,辑成《墨憨斋定本传奇》14种;清初无锡邹式金(约 1596- 1677),选编明末清初诸家所作杂剧 34种,辑刻为《杂

剧新编》(一名《杂剧三集》)。近代如:长洲吴梅(1884-1939),校订、编集《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戏曲 30余种(全编拟印 152

种,因故未竟);苏州王季烈(1873- 1952),选编、校订《孤本元明杂剧》 144 种与曲谱多种。现代如:南京卢冀野(1904-1950),

辑刻《元人杂剧全集》等 30 种;扬州任中敏(1897- 1991),编辑、校订《新曲苑》 34 种;等等,多不胜数。就连编刻大型戏曲丛

书《暖红室汇刻传奇》与《暖红室汇刻传剧》的暖红室主人刘世珩(1875- 1937),虽原籍安徽贵池,却长期生活、工作于江苏南

京,晚年落脚上海,实际也可归为江苏近代戏曲编辑家。 

上述这些人所从事的主要还是戏曲书籍的编辑、改订、校核等方面的工作,尽管所做是出版事业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但他们

未必都亲躬梨枣之事,跟我们这里所称的“刻家”毕竟有别。相对接近“刻家”性质而且业绩又丰的江苏近代戏曲出版家,则不

能不提到武进的诵芬室主人董康。 

(四)武进董氏诵芬室戏曲刊本 

诵芬室主人董康(1867- 1947),字受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光绪举人,曾任刑部主事、大理事推事。辛亥革命后,历

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并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任伪司法委员长、最高法院院

长。抗战胜利后病死狱中。董氏拥有大量藏书,以宋元及明嘉靖前古本为主,同时留意收购民间小说、戏曲,爱好影印或翻刻成套

善本图书,自言“一生以影印异书为唯一之职志”。
○21曾陆续辑集、刊布《诵芬室丛刊》初编、二编,丛书中收刊以下多套戏曲集

子:   

梅村先生乐府三种(清吴伟业撰,收清传奇三种,1916年刊) 

读曲丛刊(董康辑,收曲论七种,单刊本增为九种,1917年刊) 

盛明杂剧初集三十种(明沈泰等辑,1918年刊) 

盛明杂剧二集三十种(明沈泰辑, 1925年刊) 

石巢传奇四种(明阮大铖撰,1919年刊) 

除编入丛书外,董氏诵芬室还单行了如下戏曲影印本或翻刻本:   

杂剧十段锦(明周宪王等撰,诵芬室影印明嘉靖绍陶室原刻本,收明杂剧十种, 1913年刊) 

苏门啸(明傅青眉撰,诵芬室影印明崇祯敲月斋本,收明杂剧十二种,民国间刊) 

杂剧三集(亦名《杂剧新编》,清邹式金辑,收明清杂剧三十四种,1941年刊) 

陌花轩杂剧七种(清黄方胤撰,诵芬室据清顺治原刻本重刻,收清杂剧七种,《杂剧新编》附,1941年刊) 

西厢记五卷(题元王德信、关汉卿撰,诵芬室影印清康熙学者堂刻本)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二卷(东嘉高先生编集,南溪斯干轩较正,民国间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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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计,总数量可谓不少。笔者不详诵芬室的出书流程如何,但以董氏的收藏、财力、地位等考量,他刊行这么多的书籍,

不可能是完全出于兴趣需要,他必然还要过问书籍的版刻、印行、销售等事宜,所以也把他列入江苏戏曲“刻家”之列。
○22  

董康本人还做了一些与戏曲研究相关的事,如编撰《曲目韵编》(收入《重订曲苑》),据《乐府考略》、《传奇汇考》等残卷

核编、整理成《曲海总目提要》四十六卷,共收曲目 684种,1928年交由上海大东书局排印出版,成为我们研究古典戏曲者案头必

备的工具书。董氏的文献著述《书舶庸谭》,亦屡屡涉及戏曲典籍情况。这些功绩都值得我们顺便一提。 

注释: 

①据悉,日本宫内厅曾藏有此种明刊《容与堂六种曲》的原刊本。见李锐青编《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2页。 

②参阅中华书局 1980年影印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藏明刊本《群音类选》版的编辑部“前言”。 

③见陆抄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卷上末页题识。参见本书图三十九书影。 

④例如:笔来斋,刊《初刻笔来斋订定二奇缘》(古吴许恒撰、仉倬校);方来馆,清顺治间刊《方来馆合选古今传奇万锦清音》四

卷;安雅堂,刊《还魂记传奇》二卷(今存王任思批点本)。 

⑤十种传奇为:《喜逢春》、《长命缕》、《玉镜台》(一名《花筵赚》)、《四大痴》、《黑莲盟》(一名《荷花荡》)、《望湖亭》、《十

错认》(一名《春灯谜》)、《鸳鸯棒》、《凤求凰》、《金印合纵记》。除玉夏斋重印本外,还另有明末原刻本、清初山水邻刻本、暖

红室刻本等多种刊本。 

⑥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97页。按,此五十四卷本,系据署为“金陵书坊世德堂梓”原

刻五卷本《耳谈》增订的,参见同书、同页。 

⑦参见杨绳信编著《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9页。 

⑧吴梅《瞿安读曲记·明传奇·青楼记》:“富春刻传奇,共有百种,分十集,按甲、乙、丙、丁字样,每集十种,藏家书目,罕有书

此者。余前家居,坊友江君,持富春残剧五十余种求售,有《牧羊》、《绨袍》等古曲。余杖头乏钱,还之,至今犹耿耿也。”见王卫

民编《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35- 436页。 

⑨现藏河北省保定市图书馆。卷首署:“永嘉高则诚撰;京兆刘弘毅注;豫章谢天桔校;金陵富春堂梓。” 

⑩ 《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吴晓铃、杜颖陶合藏本影印,云据明德寿堂本,实际它系万历金陵唐对

溪刻本,故亦归之于富春堂名下。  

○11参见[日]青木正儿著、古鲁重编《中国近世戏曲史·附录三·曲学书目举要》,作家出版社 1956年版,第 729页。  

○12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第 625页。  

○13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第 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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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氏世德堂、唐氏广庆堂之例,已见前述。唐氏富春堂之例,如万历刻《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大全十卷》,署:“金陵三

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梓。”周曰校氏万卷楼之例,如万历刻《瓦斧漫记》四卷,署:“绣谷应贤周曰校刊。”参见《中国善本书

提要》,第 299、349页。  

○15 《乐府红珊》十六卷,按作品题材内容,每卷一类,分为以下十六类:庆寿类、伉俪类、诞育类、训诲类、激励类、分别类、思

忆类、捷报类、访询类、游赏类、宴会类、邂逅类、风情类、忠孝节义类、阴德类、荣会类。  

○16四种杂剧为:《新镌半夜雷轰荐福碑杂剧》一卷、《新镌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一卷、《新镌铁拐李度金童王女》一卷、《新镌杜

子美沽酒游春杂剧》一卷。  

○17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第 480页。  

○18杜信孚纂辑:《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年版),卷六、页十二,“凤毛馆”条将堂主定为:“盛以弘,字子宽,

潼关卫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庶吉士,礼部尚书。有《紫气亭集》、《凤毛馆帖》。”未知何据,录以备考。  

○19 《博山堂三种曲》为:《鸳鸯棒》二卷、《花筵赚》二卷、《梦花酣》二卷,附《北曲谱》十二卷。  

○20 《笠翁传奇十种》二十卷为:《怜香伴》、《意中缘》、《凤求凰》、《奈何天》、《玉搔头》、《巧团圆》、《风筝误》、《蜃中楼》、《比

目鱼》、《慎鸾交》各二卷。《笠翁传奇十种》除芥子园刻本外,还另有清翼圣堂、经术堂、大知堂、大文堂、宏道堂等多种刻本。  

○21董康《书舶庸谭》卷一。  

○22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中说,董氏“尝聚工匠于法源寺刻书,数十年不辍”。可见,董康对于

刻书事务好像过问得十分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