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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之雙紅堂文庫，係日本法政大學教授、書誌學家長澤

規矩也博士之舊藏。其中收藏之戲曲、俗曲甚為豐富，且多稀見之本，但向未見全

面的介紹與研究，故本文略作嘗試。本文分三個部分。

上篇：介紹長澤規矩也氏收藏戲曲俗曲之經過。長澤規矩也從小隨祖父出入書

肆，喜歡尋訪古書。後從鹽谷溫學習，始關注戲曲小說。大學時就在日本發掘出明

宣德十年所刊孤本戲曲《嬌紅記》。自 1927 至 1932 年六次前往中國，展開以中國文

學為中心的書誌學研究，並代為靜嘉堂文庫購買漢籍。在認識戲曲小說研究專家馬

廉（隅卿），得觀孔德學校藏書之後，長澤規矩也更致力於鈔本戲曲、俗曲的收

藏。其所為，對促使中國學界關注此類文獻之收集，有著直接影響。此外，也十分

關注對日本舊家散出的戲曲小說版本的收集。故其所藏，多孤本或稀見之什。五十

年代初，為購新宅，長澤將所藏之戲曲小說藏書出售給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該所為設「雙紅堂文庫」。

中篇：介紹雙紅堂所藏雜劇、傳奇戲曲之價值。主要介紹其中傳奇、雜劇作品

之孤本、稀見本，略述其在戲曲史或版本研究方面的意義與價值。

下篇：介紹雙紅堂所藏清代雅部、花部戲曲及俗曲曲本。重點介紹所藏之內府

鈔本、百本張鈔本、藝人及戲曲愛好者的鈔本。

長澤規矩也、雙紅堂文庫、戲曲小說稀見書、俗曲曲本

*    本文為日本住友財團資助項目「日本所藏中國戲曲の文獻學的研究」之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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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項工作得到大木康教授支持，並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認同，正在進行之中。



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考 137

1934

1936

1927 1935

1937

1937

1939 2 

1930

3 1938
4 

1963 5 

2      以上各篇後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5。

3      胡適，〈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序〉（1932 年7月24 日），頁292-293。

4      傅芸子（1802-1948），傅惜華之兄。1932 年赴日，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講師，主講
中國語言文學。1938 年 11 月至 12 月間，在東京訪曲，撰有〈東京觀書記〉、〈內閣文庫讀曲
記〉、〈續記〉，後收入《白川集》。又，2001 年1月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第4輯有
簡體字版，與《正倉院考古記》合刊。惜該版刊落原書之圖版，且書前陳子善所撰之「本書說
明」，已不知芸子之卒年，可知斯人之落寞。

5 〈民國時代の友〉（交遊抄），《日本經濟新聞》，1962 年4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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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1卷序。

7 〈わが蒐書の歷史の一斑〉，見《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頁 71-74。又《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
6，頁167-177。〈收書遍歷〉，前揭書，頁203-287。

1937

1962 1966

6 

7 



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考 139

1921

1922

8 

9 

1922-

1927

10 

8      倉石武四郎（1897-1975），字士桓，新潟縣高田市人，1921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
次年成為東大的特選公費生，但因對傳統「訓讀」方法有不滿，中途退學，於 1922 年轉入京都
帝國大學大學院，師事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等。1939 年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博士學位。後任
教於京都帝國大學；1949 年後專任東京大學教授。

9      鹽谷時敏（1855-1925），漢學家，字修卿，號青山。第一高等學校教授。著有《青山文鈔》、《文
章截錦》、《漢文類別》等。安井小太郎（1858-1938），漢學家，本名安井朝康，號樸堂。大東
文化學院教授。著有《論語講義》、《日本儒學史》等。

10    鹽谷溫（1878-1962），號節山。鹽谷時敏之子，是史學世家的第四代漢學家。1909 年前後曾留學
長沙，師從葉德輝，研習中國戲曲。1920 年以《元曲研究》獲博士學位，陞任文學部支那哲學支
那文學第二講授教授。擅長於戲曲小說之研究。據東大校史稱，該校中國文學之教育、研究，真
正名實相符，始於鹽谷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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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倉家所得，今歸大倉文化財團之大倉集古館。編有《大倉文化財團漢籍善本目錄》。

12    以上資料今存關西大學之「長澤文庫」。係散葉，草草寫於 195×275 公釐的紙上，間有長澤所作
鉛筆註解。此時長澤的語言尚未過關，收羅曲本無多，故須有人一一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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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參見拙文〈車王府藏曲本考〉。

14    從雙紅堂文庫現存藏品來看，長澤所購民國排印本唱本數量多達 652 冊。時至今日，也已是
難得之物。見拙編〈雙紅堂文庫藏民初北京排印本唱本目錄〉。

15    參見長澤規矩也編，《明清間繪入本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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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據奧野信太郎（1899-1968）的記錄，1937 年前後在北京請人作書籍修補裝幀，價格不過是東京
的幾分之一。見其《隨筆北京》，頁 20。故長澤攜至北京請人重裝，也就不難理解。又，承東京
大學藤井省三教授贈奧野此書，識此謹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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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劉復在《中國俗曲總目稿·序》中記述了這段對話。

18    馬廉述及這批曲本收藏經過時曾說：「這一批曲本，是 14 年的暑假之前，買蒙古車王府大宗小說
戲曲時附帶得來的。通體雖是俗手抄錄，然而幾千百種聚在一起，一時亦不易搜羅；並且有許多
種，據說現在已經失傳了。15 年暑假中，承顧頡剛先生整理，編成分類目錄。最近因各方索閱者
眾，爰在本月刊分兩期發表，雖然也不免有人要批評我們，說是：圖書館不應該有這類的收藏！
但是索閱目錄的人們，也許是和我們表同情的吧？」見顧頡剛編〈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所藏蒙古
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之識語（頁33）。

19    孔德學校在 1925 年秋只用了 50 元就買下數千冊車王府舊藏曲本，1927 年初目錄全文刊出，1927
年底顧頡剛遣人為中山大學轉抄得一部分曲本；1928 年，劉復主持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系統收集俗曲唱本。由於學界的關注和長澤規矩也等人的收購，也刺激中國本土學者購藏，敏感
的書賈遂以為奇貨可居。劉復說：「北平書賈的感覺，比世界上任何動物都敏銳！自此以後（原
指車王府曲本發現及目錄公布問世之後），俗曲的價格，逐日飛漲：當初沒人過問的爛東西，現
在都包在藍布包袱裏當寶貝，甚至於金鑲玉裝訂起來，小小一薄本要賣兩元三元。」長澤規矩也
則從另一角度說到：「事實是善本日少，書價騰貴。美國人不問書而購，我邦人不顧內容而買，
也是書價暴漲的原因之一。」〈中華民國書林一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 6，頁 4。

20  〈收書遍歷〉，《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 6，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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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わが蒐書の歷史の一斑〉，《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 6，頁 171。按：1928 至 1929 年，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間文藝組在劉復的主持下，著手進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對中國俗曲的大規
模收集工作。兩年時間內收集了數萬冊曲本，成為中國俗曲的淵藪，這批曲本今藏於傅斯年圖書
館。此項工作主要出於劉復的倡議，與長澤規矩也收藏曲本，正在同時。所以相互間爭搶有限的
資源，並不奇怪。可以說，中國方面對長澤收藏曲本雖有防範之意，而未必真的針對其一人而
來。請參前註。

22   〈思い出す人人（五）〉，《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 6，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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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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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わが蒐書の歷史の一斑〉，《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6，頁171。按：長澤在〈收書遍歷〉中則
略表遺憾地說：「今天看來，要是把看到的全部買下就好了。」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 6，
頁260。

24 

1906-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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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長澤自記作為伊藤之隨行人員，陪同出入於花柳之地，且需就相關的行事作翻譯與安排，令他這
樣只關心古籍而無此經驗的人，頗受困窘，幸而得田中慶太郎的幫助，遂得以完成工作。而筆者
聞之嘗受教於長澤之日本學者，則或另一角度而作註解，以為長澤當年在中國之瀟灑生活，非今
之學者可及。兩相對比，亦堪玩味。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52

26    長澤性格之此一面，據其嗣子長澤孝三所撰之傳文。見江上波夫主編《東洋學の系譜》第 2 輯，
頁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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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長澤規矩也舊藏的一部分帶圖之戲曲小說珍本，今歸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筆者請在京都大學
訪問的博士生仝婉澄代為查核，據該館之「圖書受入簿」，知該館於 1955 年 2 月 28 日以「吉川機
關研究費」，購得一批圖書，總計 21 部，179 冊，共付 51.5 萬日圓。故知決定者實為吉川幸次
郎。今可確考出於長澤之舊藏者，有：《新刻全像音註徵播奏捷傳通俗演義》6冊，2.5萬日圓；《新
編金童玉女嬌紅記》2 冊，6.5 萬日圓；《新刻出像音注唐韋皋玉環記》4 冊，4 萬日圓；《重校錦
箋記》2 冊，3.5 萬日圓；《新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6 冊，3 萬日圓；《賽徵歌集》6 冊，5 千日
圓。這當非長澤規矩也所售之價，而應是該館從村口書店購買時的價格。雙紅堂文庫得以命名的
兩種「嬌紅記」均歸於此。是則京都大學有「雙紅堂」得以命名之表，而東京大學得雙紅堂舊藏
圖書之實。又，此數種中，宣德刊本《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1928 年已有鹽谷溫的影印本；《新
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鄭振鐸所編《古本戲曲叢刊》2 集已據同一版本影印。《玉簪記》、《玉
環記》兩種，今已收入《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 1 輯。又校核長澤 30 年代所刊之目
錄，知尚有部分鈔本曲本並未歸入東洋文化研究所。筆者在 2007 年 10 月間訪問東京，託田仲一
成先生代詢長澤孝三氏，知長澤規矩也遺存之 3 萬餘冊圖書，今均歸關西大學。筆者於 2008 年 2
月間在京都訪書，蒙井上泰山教授接洽訪問關西大學，從所設「長澤文庫」檢得所藏之俗曲曲
本，尚有：百本張鈔本《義俠記》30 回 3 冊，文藝齋鈔本《大明興隆》鼓詞 10 冊，百
本張鈔本《蝴蝶夢子弟書》4 回 4 冊，百本張鈔本《點化》1冊，咸豐四年鈔本《戲本七齣》（拷
童、聞鈴、乍冰、幻化、清宮收養、遙祭、分宮），清道光八年鈔本《王元福曲本》（角本），同治
中樂班鈔本《斷橋、合缽、打虎、犯相》2冊，原題《內鈔本十三冊》（附工尺）中之《探莊射燈》
1冊（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今改題《內鈔本十二冊》），清芬堂鈔本《拾畫、叫畫》（附工尺），《請清
兵快書》1冊，《岔．目錄》鈔本1冊，渭水河、黃金台、文昭關、馬鞍山、定軍山、捉放曹、空
城記、洪羊洞、武家坡、托兆碰碑、盜袈裟、探親家、三娘教子、硃砂痣、四郎探母、趕齋遇
僧、烏龍院、瓦橋關、小放牛等鈔本皮黃劇本各1冊，以及清刊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清刊第七
才子書《琵琶記》，臧晉叔改本《還魂記》，《六十種曲》零本《水滸記》、《灌園記》，清代翻刻
本《目連救母》，日本新鈔本《新刊 輪袍雜劇》、《新刊杜祁公看傀儡雜劇》、《新刊葫蘆先生雜
劇》等。前列鈔本部分當是長澤規矩也留作書誌學研究的樣本，實為所藏曲本中的白眉，如今匯
入以書目類圖書見長的「長澤文庫」，尚未為世人所知。此中如石派書《義俠記》、《大明興隆》
極為罕見，疑是孤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及俗曲，經筆者斡旋，將由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關西大學所藏部分，筆者正在努力，以圖一併公諸於世。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54

184 110

142

1636

267 170 206



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考 155

272 175 171

1985

1650

2003

28 

1928

242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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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頁206。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56

1643



雙紅堂文庫所藏戲曲考 157

297 181

269 205 145

1929

29 

1875-1934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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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1656
30 

31 

29    今人王漢民、周曉蘭氏整理《孟稱舜戲曲集》時，筆者曾贈予長澤藏原刊《二胥記》照片。但其
書「前言」謂將兩本比勘後，影鈔本清晰，刊本時有模糊，雖刊本有數處可正影鈔本之訛，而整
體上不及影鈔本。令人啞然。

30    徐朔方，〈論孟稱舜的戲曲創作〉。又〈孟稱舜行實繫年〉，收於《晚明曲家年譜》之浙江卷。

31    鄧長風，〈《書舶庸譚》中的戲曲史料二題·關於《貞文記》〉，撰於 1995 年，初刊於《蘇州科技
學院學報》，1997 年第 3 期；〈孟稱舜的生年及《蜆斗薖樂府》的作者〉，撰於 1996 年；〈《孟子
塞五種曲序》的真偽與《貞文記》傳奇寫作、刊刻的時間〉，撰於 1998 年，初刊於《鐵道師院學
報》，1998 年第 5 期。三文後收入《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按：董康謂「孟稱舜字子若，又作子
塞，所撰雜劇已梓入《盛明雜劇》初、二集中，傳奇惟此記及余所藏《節義鴛鴦塚姣紅記》。
是記演申純、王嬌娘事，前有明崇禎己卯仲春王業浩序，並陳老蓮繪嬌娘像四葉，每葉有子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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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詞，評點亦為老蓮手跡，與是記行款同，蓋同時鋟版也。」董康這段話，表述頗有不清。後
一「是記」云云，原指《貞文記》與《嬌紅記》行款相同，同時鋟版；鄧氏誤理解作《貞文記》
與《姣紅記》一樣有陳老蓮之評點，且影印本作「張玉娘」，而董康作「張玉孃」，故以為久保藏
本是與影印本不同的版本。

1653 222 144 202 138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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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 1576
32 

1653

1650

223 147 195 133

1937

32    此項係博士生關瑾華代為檢核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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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128 210

11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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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3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頁74。

34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頁9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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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宮內廳書陵部藏　舶載書目　附解題》，卷 7，第 4 冊，頁 6。又前書所附《分類舶載書目》「小
說類」頁63。

36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頁91。

37    原載1935 年《書誌學》4卷4號；又《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5，頁233-250。

35

36 

248 144 238 205

10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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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208 212 160

1702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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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130

204 113

1724

252 202 192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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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8    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頁114。

雙紅堂藏本《蟠桃會》《群音類選》之《蟠桃記》

陳摶慶壽

王母玩桃

仙友談玄

洞賓問答

點化珍奴

道院閒談

表薦陳摶

誕孫相慶

共友登途

瓊林賜宴

輸納買山

蟠桃慶會

二出慶春

無

無

三出講法

六出梯仙

無

相當於「七出徵聘」，文字全異

相當於「九出賀子」，文字全異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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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125 180 100

469-507 509-533

245 205 22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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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

225 133 18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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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頁1482。

40    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260。

245 135 200 113

39 

1799-1877

1824

細譜《桃園記》。灑桃花、斑斑點點，染成紅淚。欲借東風吹不去，難

寄相思兩字。遍十二、欄幹空倚。冰雪肌膚人如畫，繞情絲蹙眉春山

翠。仙家事，也如此。　　淩風待月因誰起？總無非、心心相感，情情

不已。南海觀音慈悲甚，泛出慈航一葦。渡仙女、仙郎雙美。記取盟言

桃花下，問三生石上誰安置？得意處，莫沈醉。

40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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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41 

1824

1820

1822

1829

41    參見拙文〈顧太清的戲曲創作與早年經歷〉，《文學遺產》，2006 年第6期，頁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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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133

170 90

201 132

175 92

232 152

165 100

243 147

200 105

250 145 210 105

272 195 262 191

16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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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141

270 180 21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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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260 170 177

115

260 170 180 115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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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1924 1931

1928

1928-1929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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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2 

42    參見波多野太郎編，《子弟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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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句點是連 唱的。-○此一道帶圈子者是打斷的，落句幫去一字。○竟

圈此圈者也是打斷的，落句滿唱出來的不幫。————攔此道者是幫的

腔。- - - - - 攔此散道者是有幫的，有唱，有幫了又唱的。- - - -○攔此散

道帶圈者，也是有幫的，有唱的，有連幫帶唱的，算幫一字。- - - - ○此

散道下單一圈者，也是有幫的有唱的，有連幫帶唱的，算滿唱出來的。-

- - ——○此散道帶長道一圈者，仝前一樣，長整道攔在那裏，那裏幫

去。- - - ——此散道帶長道勾者，同前散道帶圈一樣。—○此一點又一

圈一道者，是有連 唱的，有打斷了的點挨句連唱唱的，多圈，挨句打

斷了的多。○此一圈一點也是一樣。 ，此雙拐是重一句。

，此四拐是重兩句。有跨小字批者，那字應唱，那了哪字應說，那裏跨

也可者，是有那們著的，有這們著的，按大字的多，按小字的少。句中

有小見者是虛尖字。再有不明之處，記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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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1854

1859

1860

1861

1849

262 125 2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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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

260 121 258 95

1815

1846

217 124 1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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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154

153

153-162

152

141

241 128

225 105

142

1915

230 150

230 149 210 120

131

1918 9 238 131 195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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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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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85 88 132

1918

1860-1930

1893

1926

133

19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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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1972

1959

2006

2 1994

2002

1997

6 6
1975

1961

1980

11 1982-1986

1932 7 24
1996

4
1927 1

33 1990

1993

1998

1982

1997

1943

2006 6 88-95

2006 12 8 229-271

151
2007 3

1990

1997

193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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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Operas in the
Sokodo-Bunko (Shuang Hong Tang Library)

Huang Shizhong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The Sokodo-Bunko in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s the former collection of Dr. Nagasawa Kikuya, Professor at Hosei

University and bibliographer. The operas in this collection are very diverse and

include many rare copies. However, they have so far never been comprehensively

presented and studied for which reason this article will undertake an attempt to

present and study them.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 part: a presentation of the collecting process of traditional and popular

operas by Nagasawa Kikuya. Nagasawa Kikuya went in and out of bookshops with

his grandfather when he was a child and took delight in searching for antique books.

Later he studied from Shionoya On and began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operas and

novels. At university in Japan he discovered the only existing copy of the opera Jiao

Hong Ji (Golden Boy and Jade Maiden) published in the tenth year of Xuande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1435). He travelled to China six times between 1927 and 1932

and thus developed his studies of the bibliography with a focus on Chinese literature.

He also bought Chinese books for the Seikado library. By getting to know Ma Lian, a

researcher and expert on operas and novels he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book collection in the Auguste Comte School in Peking. Nagasawa Kikuya

especially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ollection of transcripts of operas. His activities

had a direct impact o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n prompting them the collect

documents of this kind. He furthermor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ollecting editions of

operas and novels that were made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by Japanese collectors.

For this reason, his collection consists mainly of unique or very rare copi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buy a house, in the early 1950s Nagasawa sold his collection of operas

and novels to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the

Institute established the Sokodo-Bunko.

Second part: a present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Zaju and Chuanqi oper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okodo-Bunko. This part consists mainly of a present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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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or rare copies of works of Chuanqi and Zaju and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the opera and in bibliography.

Third part: a presentation of Qing dynasty Yabu (Kunqu) and Huabu (Luantan)

operas and of popular operas in the collection of Sokodo-Bunko. The presentation

focuses on transcripts from the court, on Baiben Zhang transcripts and on

transcripts from performers and opera fans. (Translated by Günter Whittome)

Keywords: Nagasawa Kikuya, Sokodo-Bunko, rarities of operas and novels,

popular oper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