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綜 說

《閩都別記》是清代中葉閩人里人何求所著，

作者是何許人，在民國（《福建通志》、《藝文志》）

未見著錄，真實姓名不詳，該書成書於清乾嘉時

期，原以線裝本木刻本問世，民國初年另有石印本

出現，是一本奇特的章回小說。全書以福建省省會

福州城的開發與變遷為中心，由於人物活動牽涉甚

廣，還旁及全國其他地區，甚至東西洋各國，故事

以福州東山榴花洞一對青年男女逃避土匪為開端，

貫串到漢唐五代十國，特詳於十國時之閩王朝，經

歷宋元而迄清初共 1 0個朝代，縷述歷代興亡盛衰

故事與無數名人的趣事，很多內容極為奇特精采，

全書共 4 0 0 回， 1 2 0 餘萬言，亦可選擇或分開閱

讀，因所述故事多可各自獨立之故。

該書主要描寫福建（尤其是福州地區）社會

生活，記錄大量民間故事、歷史典故、神話、地方

掌故、風俗習慣、名勝古蹟、俚謠俗諺以及方言土

語等，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與鄉土氣息，故雅俗共

賞，深為一般大眾所喜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該

書雖名叫「閩都」別記，但因故事主角行動範圍往

往涉及外省或外國，所以描述內容並不侷限於福州

或福建地區，更不時敘述全國發生的大事而與整個

中國政治發展相呼應，例如：臺灣之開闢（ 2 4 2

回）、明太祖微服外遊故事（2 5 9回）、鄭和下西洋

（2 7 2回等）、與日本、琉球、交趾（安南）有關故

事（3 0 1、 2 7 5、2 7 8回等）、宦官王振弄權（ 2 7 9

回等）、明英宗被瓦剌也先所獲，于謙奮六軍保社

稷（ 2 8 0 回）、英宗被放回復辟冤斬于謙（ 2 8 1

回）、明憲宗寵太監汪直與武宗（正德帝）劉瑾弄

權（2 8 2回）、戚繼光平定倭寇，又為了嚴軍令斬

子（3 0 1回）、王守仁平宸濠之亂（ 2 9 3回）、嚴嵩

專朝政，陷害夏言（ 2 9 9 回）、海瑞被囚（ 3 0 8

回）、魏忠賢弄權（3 11回等）、名相葉相高妙計解

妻弟（3 1 3回）、鄭芝龍來臺經略（ 3 1 6回）、李自

成造反（3 2 6回等）、田畹為保家贈陳圓圓予吳三

桂（3 2 9回）、吳三桂迎清兵入關（ 3 3 0回）、張獻

忠作亂暴虐好殺（ 3 4 2回等）、鄭成功逐荷人取臺

灣（3 4 6回）、施琅投滿清及其子有一個叫施不全

的名人（3 4 3回）、鄭經取廈金未果後據臺灣（ 3 4 6

回）、施琅破澎湖降鄭氏（ 3 4 9回）等，⋯⋯許多

史實都在敘述之列，並非單純福建一地而已。

該書對福建省城有關的名人軼事趣聞與有名

名勝古蹟，甚至街坊的來歷與歷代詩文多有所交

代，甚至進而廣收全國各地歷代名人的趣聞。不但

保存了大量鄉土文學文獻與歷史資料，且可補正

史、方志的不足，是研究福建地方史和社會學、民

俗學及語言學的重要參考資料，對保存福建文獻與

研究福建歷史、民俗、語言助益頗大。雖然有人說

作為一部地方文獻的價值遠超過其文學價值，不過

我覺得在文學的價值與趣味性也非常之高，不可忽

視，尤其閩臺向來是一家，閱讀該書對瞭解臺灣甚

至整個中國社會與歷史典故、詩文、人物都有不少

助益。

由於福州自五代閩王朝起就是一個港埠，外

國人來此經商不少，海外貿易頗為發達，該書作者

也花了一些篇幅敘述福州地區商業活動與海外貿易

的情形，如法海寺旁的宦官巷，原名番鬼巷，大橋

下的船港原名番船浦，因為當年外國船舶在此停泊

之故。當然也對著名的羅星塔、萬壽橋、鼓山湧泉

寺的喝水岩等勝地的來歷有所交代，且附歷代名人

吟詠詩文甚多。

由於陳靖姑（俗稱臨水夫人）為福州地區民

間崇奉的保護神，有關陳靖姑的傳說與神話在福州

地區民間流傳甚廣，該書作者更以不少篇幅敘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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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服水怪山妖為民除害的神話。此外該書也提到福

建少數民族——●族與水上居民——即蜑民的生活

情形。

書中還提及當年福州較重要的行業——杉木

行，中亭街魚行及絲絨店、藥材行、洪塘●等，也

提到福州的典當、錢莊、匯票等，並反映福州與臺

灣貿易關係密切，還多次說到福州的商業區——南

臺，所以讀來對小市民更感親切。（參照福建人民

出版社出版，《閩都別記》，廈門大學教授傅衣凌

所作之「前言」。）

雖然該書內許多非名人的記載是否真實，不

免有附會穿鑿之感，但提到歷史事件則頗為嚴謹，

大體說來，似與正史相差不遠，這是相當難得的地

方。且該書廣徵博引、識見淵博，除小說外，原也

是一部很好的史書，但為了迎合讀者的興趣，穿插

不少光怪陸離甚至神怪的故事，所以有點不太健康

或粗鄙，但不能否認其想像力與聯想力異常豐富，

絕不下於西遊記或三國演義。

該書不只故事情節生動新奇、妙處橫生，而

且描述江湖情義、男女愛情與家人悲歡離合，都引

人入勝，目不暇給，欲罷不能。他如中山狼故事

（3 4 0回）、百忍故事（2 0 0回）、光餅的由來（3 0 1

回）、劉伯溫軼事（2 5 8回）、劉伯溫教胡惟庸用冰

塊與生薑醫治紅槽鼻（3 3 9回）等故事皆有著墨。

而且還標榜忠孝節義，有益世道人心。例如對宋亡

元初著《心史》的鄭思肖（ 2 4 9回）、及對明思宗

崇禎殉國忠臣多所表揚。此外該書所錄詩詞對聯極

多，美不勝收。例如提到朱子有〈水口行舟詩〉：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將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捲孤

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又提及謝靈運、牛僧儒

吟古代名妃美人如戚夫人、王嬙、楊貴妃、潘貴

妃、綠珠等詩甚詳。又自作詩人的口氣可窺見他的

發展，而提及宋寇準吟〈華山詩〉：「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後

為宋相。明解縉吟〈何所愛詩〉云：「小兒何所

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龍飛，上天看紅日。」後

為翰林學士。唐周璞吟〈蝴蝶詩〉云：「可憐黃雀

啄將去，從此莊周夢不成。」不久為黃巢所殺。⋯

⋯又收錄很多正式歷史文獻，例如：鄭經覆清將李

率泰歸順書及海瑞上疏等，不一而足。不但可加深

讀者對歷史人物、名勝古蹟、⋯⋯之認識，更可提

升人文修養的程度。

二、內容舉隅——俗諺與妙對

該書蘊含不少俗諺、俚語、歇後語，例如：

「關老爺賣豆腐人強貨弱」（7 回）、「寧作太平

犬，不為離亂人」。又如：「萬事不如杯在手，一

年幾見月當頭」、「栖遲不墜青雲志，發憤能雄白

首心」（3 6 3回）、「黃犬想食豆腐骨」（1 6 5回）、

「兒孫自有兒孫福，莫把兒孫作遠憂」。（236回）

又書中載有含蓄妙對甚多，例如：

（一）書中第4回提到

吳青娘救周啟文在榴花洞，佳人救才子，青娘想，

好厲害，道他是晉惠帝，誰知還是東方朔。我只比

他作馬，他將我比作李亞仙，又比作莊子妻，反上

他的當。⋯⋯青娘隨口出對曰：「既有石（實）榴

（留）何須桃（逃）」，啟文連聲對曰：「若無橄

（敢）欖（攬）焉得藕（耦）」。

周啟文同吳青娘在洞裡結拜為兄妹，終日惟對酌解

愁，那日將杜工部詩中改換數字，順口吟曰：

舍南舍北皆秋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未曾緣妹掃，洞門今始為兄開。

盤飧數去無兼味，樽酒攜來只解懷；

請在花前相對飲，再行斟取盡餘杯。

青娘聞之，謂曰：「兄要兼味，待小妹去取，隨步

至溪邊，拔一把野菜洗淨，放在小鍋內，折帶葉之

生柴煮熟，連鍋提來，放於石上，曰：「今有兼

味，兄快來嘗。」啟文便折小竹為箸，謂之曰：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真吳中之味也。」又曰：

「只道秀色能療飢，不意無鹽亦可口。」青娘聽了

想好作怪，將奴比隋之（吳）絳仙，借齊之無鹽來

陪襯。今且恕之，俟後日再來討本。

後來他們知賊已去多時，收拾回去，青娘思親淚

下，亦改換杜工部詩云：

野外傳聞賊遯北，初聽淚啼滿衣裳；

卻看父母愁何在，漫別溪山喜欲狂。

盡意放歌須縱酒，知心作伴好還鄉；

即從後嶼穿前嶼，便下上洋向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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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如書中第108回提到

五代後唐年間，閩王昶到寶皇宮拈香。天師守元迎

入，⋯⋯忽大雨至，昶曰：「俗語云：『雨無門戶

能留客』，天師試對之，必有佳句。」守元背地令

月雲代對。適西北雨歇虹霓一抹，現於東方。慶雲

仰首遙指曰：「乃觸景對之也。」即持筆命慶雲唸

出，寫曰：「虹有橋樑不度人」。昶大笑曰：「孤

今再出一對即景，可能再對否？」指簷前一蛛網

曰：「簷水無魚，何勞蜘蛛結網。」慶雲思有片

刻，對曰：「天河有渡，休教鳥鵲填橋。」

昶曰：「前日御園開池起土，派出一對，與汝對。」

隨口念曰：「地中起土，加點水即成池」，新月隨

口答曰：「囚內出人，進一王以為栓」。

（三）例如該書第267回記載

明朝永樂帝於元宵節夜出觀燈，偶念一對句，與侍

從諸臣對之。其句曰：「八方橋上望八方，八方八

八方。」隨駕之臣未能即對，那鶴齡在橋下隨口對

曰：「萬歲臺前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帝聞之妙，令帶來，問其姓名居處後，再出一對與

他對，念曰：「月明，燈明，大明一統。」鶴齡隨

口即對曰：「君樂，臣樂，永樂萬年！」即其一

例。

（四）又如第277回提到

「明縣令讀詩辯誣盜」，內容敘述一名叫做十五娘的

十六歲的少婦，其夫被誣盜牛，為解救自己被誣告

的夫婿，在縣衙中做了一首詩，內容如下：

二八正風流，家貧不自由；

竹釵斜插鬢，紙扇破遮羞。

洗面盆為鏡，梳頭水為油；

妾身非織女，夫婿豈牽牛。

因此縣令判定該少婦的夫婿被誣，無罪釋放，並將

該走失之牛判歸其所有。

三、內容舉隅——酒令

該書在故事中穿插酒令特多，俯拾即是，恐

居我國過去章回小說之冠，多有創意巧思，十分有

趣，具見作者才情。我們知道酒令也是我國傳統文

化的一種特色，不但可以顯現有關人士的學識是否

廣博與才思是否敏捷，更可以腦力激盪、增加喝酒

的興致與情趣，與今人敬酒強要人喝的文野程度相

差甚遠。在今日工商社會酒令早已失傳，今後在宴

會要賓主作酒令恐怕已成絕響，而在其他章回小說

很少看到有關酒令的記載，所以該書保存或發揚酒

令，值得我人珍惜。以下特別選錄該書所載酒令數

則，以饗讀者：

（一）如第11回提到

有人說悶飲無趣，提議講一令飲酒，一人只說一個

字，先講的要一橫一直，二講要二橫二直，三講要

三橫三直，照位講至八橫八直止。大女作令官，先

講一橫一直，乃十字；二女講二橫二直，乃井字；

三女講三橫三直，乃田字；四女講四橫四直，乃回

字；五女五橫五直，乃固字；六女六橫六直，乃品

字；七女七橫七直，乃留字；至周生八橫八直，乃

福字。大女曰：「八人講令，惟周郎得福，各姊妹

齊來，一人酒賀一杯，周郎連飲七大杯。」周拱

曰：「小生亦來講一令，一人亦要一個字，那字放

在別字上下左右、中心都成一字，亦照位講去。小

生先講木字放在子之上，乃是李字；放在西之下，

乃是栗；放在圭字左是桂字；放於人字右是休字；

存於口字中是困字。」大姐曰：「我乃子字，放於

皿字上是孟；放於禾字下是季字；放於女字右是好

字；放於亥字左是孩字；存於口之中是囝字。」二

姐曰：「我說口字，放於王字上乃呈字；放於木字

下乃杏字；放於女字右邊是如字；放於今字左邊是

吟字；存於口中是回字。」有留字十八⋯⋯，有好

字。

（二）又如第106回提到

慶雲使起一酒令來考他，能答再區處。即曰：「如

此飲酒無味，須請酒令，合式飲三杯，不合式罰十

杯，只要花鳥藥名，貫穿成文，請上亭看為柱。⋯

⋯」魚源請先起令，慶雲即念云：「虞美人請醉楊

妃同上牡丹亭，看杜鵑啼血滿山紅。」魚源思尚未

就，新月思了而應曰：「有了。」亦念出：「使君

子請威靈仙同上沉香亭，看甘菊落英遍地黃。」魚

源亦思一會，亦有，即念出：「白頭翁邀綠鸚哥同

睡鴛鴦枕，效飛燕嬌聲鳴鷓鴣。」慶雲曰：「題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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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亭看四字為柱，你乃邀睡枕效四字，不合式，

罰十杯再講。」⋯⋯

正飲酒間，有一不速之客陳遇擅入，魚源與食，惟

望其早去，思他不識字，來起令，伊必自走，遂

曰：「飲酒無令無趣，大家可起一令來飲。」慶雲

不辭曰：「起一字只須四句，要上下黏壓上下句，

酒隨量飲。其令為：天地一團氣，氣秉正為人，人

為萬物首，首重是明倫。」慶雲曰：「照位輪去是

倫字」。次乃新月，接曰：「倫常人所本，本固根

樹深；深因難搖動，動來山嶽崩。」新月念後，⋯

⋯陳遇隨口接云：「崩山不崩酒，酒好飲不醉，醉

了還會飲，飲到春不老。」

（三）又如第339回提到

西�曰：「酒令要一古人名，兩掛名。」遂念曰：

「鄭康成婢女炭污朝冠，家人小過。」丹山接曰：

「牛僧儒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正

芬曰：「我今起要兩藥材名。」遂沉吟一會，念出

曰：「惡客慢欺主，生地、南芍。」西�亦念曰：

「焚髮降如來，茯苓、遠志。」丹山尾接：「婆媳

入青樓，附子、當歸。」

（四）又如第141回提到

丹霞曰：「自從至此與吾弟飲酒，未曾講酒令。今

吾弟心竅開通，可行一令，何如？」拓天曰：「正

欲請教。」丹霞曰：「諸令無甚奇，惟射覆有趣

矣。」拓天曰：「為何名射覆？」丹霞曰：「 取

一物暗存於盆中，把盆覆住，與人來射猜，或占

卦，或占讖，或扯詩句書句來解，射得看是某物。

不論作主，猜射不著，罰酒。今吾弟先去覆來，與

兄射之必理會矣。」拓天遂入內，取一盆來，暗將

一物覆住，捧出放於桌上。丹霞向書架抽一本書，

順手開看一頁，乃武侯〈出師表〉「併日而食」四

字。丹霞射之曰：「并食乃『餅』字也，一定是

餅。」將覆盆開看，中果是麵餅。拓天曰：「真真

有趣。」將餅收過，空盆付於丹霞去隔房，裝了物

仍捧出。拓天亦效之，抽一本，乃是《論語》。拓

天翻一頁看一句，乃「夫人不言」句。拓天效射之

曰：「夫，人不言。夫無人乃拆開上是土字，必是

土也。」謂丹霞曰：「可是土否？」丹霞曰：「言

必有中矣！」開看果是土。拓天便得意，欲丹霞再

射之。丹霞曰：「且再飲酒，吾弟另起別令，與兄

來請教。」拓天曰：「言重。」即共飲數杯，拓天

遂念一令曰：「只要古人名，詞調名，四書一句，

上下字要重，相連。合式者酒隨量飲，不合式者罰

酒三大杯。念云：「白樂天，天下樂，樂天者也。」

丹霞曰：「此令，吾弟之三樂天字，貫串渾成。兄

只是將就，勿哂。」亦念云：「唐叔虞，虞美人，

人�敬之。」⋯⋯

（五）又第159回提到

鹿�曰：「莫閒言，來說令飲酒。」⋯⋯一枝曰：

「⋯⋯其令不論時人古人，串作西江月調，即奴與

二小姐二個各說令。」念曰：「一枝空豔無主，半

朵輕盈可人，朵枝能變配陰陽，千載奇逢天定。」

鹿�問曰：「誰願變陽？」一枝曰：「自然願二小

姐變陽也。」⋯⋯又請倪俊接令，倪俊曰：「東吳

計誘劉備，甘露寺內招親，周瑜弄假反成真，千載

奇逢天定。」

眾笑曰：「大小姐變作大伯，故用此典也。」⋯⋯

又請邵卿再念，邵卿即念曰：「南海觀音大士，原

是男子化身，有緣始得見真形，千載奇逢天定。」

應輪鹿�行令，亦曰：「楊素招贅納士，李靖對策

風生，美人紅拂夜奔尋，千載奇逢天定。」

杜若接念曰：「翠蘋內宮題葉，于佑外苑拾吟，誰

知紅葉是冰人，千載奇逢天定。」桃笑接念曰：

「薛嵩節度相衙，記室紅線青衿，立功魏傳報知音

，千載奇逢天定。」

（六）又第169回提到

建策出一令，要說人之身體皆相同無異。惟古人亦

有生的好，生的不好；講的是，酒飲一杯；不是，

飲了再講。

令官遂先講曰：「虞舜帝重瞳生的好，西楚霸王項

羽亦重瞳生的不好。」

申樾亦說曰：「陶侃母髮延鬢剪賣生的好，任衍妃

髮垢禿之生的不好。」

攀龍亦念曰：「王衍口中雌黃生的好，李林甫口中

有蜜生的不好。」

攀鳳亦說曰：「曹令女鼻引刀自割生的好，獄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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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臣鼻以醋注之生的不好。」

攀桂亦說曰：「關雲長因鬚而封爵生的好，曹孟德

因鬚而割棄生的不好。」

採蓮亦說曰：「西子捧心生的好，東施效顰生的不

好令皆合式，各飲酒一杯。」

（七）又第186回提到

鄭姓曰：「可選一令來侑酒？」柳九曰：「即請鄭

兄來先講，我們遵奉。」取出骰盆，鄭曰：「此令

要六粒骰，先擲個合巧，再講古人之喜相逢。」鄭

先擲出四個六，兩個三，乃合巧六，念令曰：「四

六兩三合巧全，淳于棼幻入南柯，夢裡喜相逢。」

林接骰擲出合巧三，念令曰：「四三么二合巧全，

考叔純孝及鄭公，黃泉喜相逢。」

柳九接骰擲出合巧五，念令曰：「劈破蓮子合巧

全，子胥夢會伍奢公，夢裡喜相逢。」

南徵接骰擲個合巧四，亦念曰：「四四二一合巧

全，座上分梨遇孔融，長幼喜相逢。」四人同說合

式，飲了酒。

（八）又第188回提到

江濤⋯⋯遂喚兩童，一名燕伴，一名鶯儔，四人同

飲數杯。江濤謂曰：「這兩個聰明，會講古典，叫

他講個酒令來侑酒。燕伴推讓不過，只得講一新令

曰：「上句要兩個古人名，下句要什麼留不成，承

接上句。合式，食一杯。不能講，罰十杯。無代

飲。」先講曰：「哀帝愛董賢，斷袖偷起，只怕睡

留不成！」

燕伴講完，飲乾一杯。應鶯儔講，亦接吟曰：「蕭

何救樊噲，接闖轅門，只怕力留不成！」

講完亦合式，亦飲了一杯。應輪南徵⋯⋯，亦念曰：

「土地留觀音，殺豬宰羊，只怕暈留不成！」⋯⋯

飲訖，燕伴收令，鶯儔再起令。鶯儔曰：「將字來

拆，滅頭尾，要現成俗語湊合成。不能講，亦照前

罰。」先念曰：「漫羨金蘭，蘭草枯，見火爛，只

怕貪食嚼不爛。」講完飲了一杯。

燕伴亦思，就講曰：「獨步伶仃，仃人去，見成

丁，一根鐵打得幾條釘。」

燕伴講完亦飲了酒，南徵亦接令曰：「蛙鳴拮括，

括手去，水死活，鹹魚放生不知死活。」

南徵令亦講完，輪至江濤，江濤思不就，至半時亦念：

「交好為朋，朋留半，劈心用，當今皇帝不如我受

用。」⋯⋯

南徵曰：「朋友都是交好，哪有去一半，留一半。

所留之半，還要將來拿來劈心，誰肯與你交好。應

罰不應罰？」江濤無答辯，自願罰，又連罰六杯。

鶯儔收令，推南徵起令。南徵曰：「我的令只要一

個字，砍頭割尾劃肚，都成字，叫做『百足蟲死而

不僵。』能講，飲一杯；不能，罰十杯。我是『章』

字；去上留下尚早，去下留上報音，上下皆去雖

曰，劃肚方見苦辛。」

燕伴接令曰：「我乃『冥』字；去上留下器具，去

下留上便宜，上下皆去尚且，劃肚就穴無疑。」

鶯儔亦接念曰：「我是『查』字；去上留下明旦，

去下留上杳然，上下皆去有日，劃肚即本自然。」

江濤亦念曰：「我乃『季』字；去上留下是子，去

下留上禾字，上下都去有木，劃肚將子兒扯直便是

才。」

南徵曰：「字是造就，哪得會改得，講不合式，罰

五杯。」⋯⋯

四、內容舉隅——測字

該書在測字方面，亦有許多有趣奧妙之實例

與故事，可想見作者想像力非常豐富，才學深厚。

例如：

（一）字測明朝已滅亡

第3 3 4回提到明末崇禎年間任學佺等人請精於

測字之丑未子預測明朝社稷是否無恙，眾人即指對

聯酉字與測。丑未子⋯⋯，斷曰：「上草寇猖狂，

下寸賊稱尊，不能安定。」鄭某曰：「不是此

『酉』，乃那『友』。」丑未子又另⋯⋯曰：「更不

佳，反已出頭，加一撇，社稷連根而反。」鄭某又

改口曰：「是那『有』字。」丑未子又⋯⋯曰：

「更不佳，大明去半，日沒月沉，社稷已無日矣！」

⋯⋯眾人嚇得魂不附體。丑未子見其憂狀難堪，謂

曰：「⋯⋯所連測之字，恐不才一時恍惚，測斷不

精，可再指一字復測。」⋯⋯學佺指對聯中「架」

字與測。答曰：「此字現排著架無馬，朱無人，架

已上架，再指一字來復測。」徐英指「上」字。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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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子又搖頭，曰：「上又是土裂山崩而止。」鄭某

又指「二」字，又搖頭，曰：「天下無人士，無直

心也。」鄭某指「辰」字，丑未子仍搖頭，曰：

「奔出宸外被寸侵辱，唇不見口。」鄭某又指「書」

字，又搖頭曰：「盡頭無尾。」

（二）福建總督姚啟聖找替身故事

第3 4 8回詳述姚啟聖總督在福州因找所丟一根

鬍鬚而引出與開綢緞店的王輯鬍鬚與面貌酷似，姚

乃傳王輯入府，藏在府內扮作他替身，共數天坐大

樓船燈（號稱陸地行舟）出巡，瞞人耳目，自己卻

悄悄兼程趕去泉州與施琅商議合作率水師攻打澎湖

臺灣。（348回至349回）

王輯家人尋討無蹤，那日有走街看命，名紹

丑未經過，家人疋疋叫入問卜，其子文光因見疋疋

手持豆腐，遂寫一腐字問其父吉凶如何？紹丑未

曰：「今寫腐字，分明人存在府內，不久便出，可

保無虞。」又曰：「人入內必有肉食，且有人伴

睡。」⋯⋯二兄弟又問曰：「府內可知是何官府？」

紹丑未曰：「府字若肉字在於右，乃六腑之腑字，

人身中之六腑，係膀胱腸胃命門也，省城中六腑者

督撫布按道府也，此府跨於肌肉之上，以督制各府

必總督也，半隱半現在總督府內無疑矣。」又問何

日得出？答曰：「六腑五臟，五六三十，至三十日

自會回來，未滿月空尋無益。」⋯⋯後果如其言。

五、內容舉隅——詩魔軼事

第3 3 1回以下又敘述醫術超群的丑未子治癒詩

魔的奇特故事，不問故事真實性如何，至少含有高

度趣味性與想像力。

有張姓表兄，人本肥胖忽然衰瘦，請名醫丑未子來

看，丑未子看房中有一首詩，寫貼壁上床前，念

乃：「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

榜題名時。」⋯⋯

問貼此何為？答曰：「因此四句乃人間大喜事，特

寫貼，進房一見，上下不離口」。丑未子笑曰：

「殊不知把魔癆鬼召致臥房已三、四年矣，⋯⋯用

⋯八味便肥⋯即八字。」即取筆於每句加上兩字，

共加八字，乃：「三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

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題名時。」

表兄念了稱妙，此四句真喜之至，身體頃刻舒暢。

過七日又來，表兄已大癒，要索十兩銀，其失明之

父異議曰：「只開講，那值十兩？」⋯⋯詎丑未子

已自去了，壁上每句下又添兩字：「三年久旱逢甘

雨，虹尿；萬里他鄉遇故知，索債；和尚洞房花燭

夜，石女；教官金榜題名時，副榜。」表兄看了，

自語曰：「虹尿只數點仍旱，所遇故人來索債，娶

妻無陰戶之女，中副榜非正榜喜仍變為憂，快去趕

他回來，告罪求解。」⋯⋯經門人再三求懇，他將

詩抹濃墨每句蓋寫三字，前寫三字墨甚淡，後用濃

墨寫，不見痕跡，寫完交與門人，送與表兄看。云：

「三年久旱逢甘雨，兼雨金；萬里他鄉遇故知，總

角交；和尚洞房花燭夜，做駙馬；教官金榜題名

時，中狀元。⋯⋯」表兄詩接過手，病便癒矣。

該書又謂後來其瞎舅欲請求醫瞎眼，⋯⋯丑未子指

魔鬼於帳帷上，其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

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門人問：「此乃

白居易之詩，怎指為魔？」丑未子曰：「頭句睡

醒，不知天明，二句只聞啼鳥，三句惟聽風雨聲，

四句不知花落多少，都是無目看，只有耳聽，這是

瞎詩，人在內睡，卻被瞎魔交感，故雙目漸盲。」

門人曰：「既是此魔作祟，務要將其增字句，解禍

為福。」他遂自下手，將帳帷來漂洗刷，除去中間

數字，持筆寫上四字，仍掛上，乃改：

「春眠未覺曉，處處觀啼鳥，夜來風雨過，花落數

多少。」他改了曰：「今將耳聞都改目擊，詩魔開

目，人目亦開，不醫會自明。」門人問之曰：「此

等改換，不是瞎子換聾子嗎？」他答曰：「知鳥啼

便不聾矣！」舅失明三年，被他改了數字，瞽目復

明，果詩有魔不謬矣。

第3 3 3回又敘述某人曰：「家岳買屋⋯⋯，此屋原

主姓吳，初住財丁極旺，漸至人死財空，賤售與家

岳，家岳人口亦旺，未數年，今只剩一公一婆年皆

七十餘，一孫方十二歲，分明是屋宅不祥。」丑未

子曰：「此屋礙患絕氣、滅門、孤鸞、獨宿四魔

鬼，致屋主孤獨滅絕。」⋯⋯又曰：「不須搬，另

日去看。」次日丑未子到其岳家⋯⋯惟廳堂掛一水

墨淡畫，指曰：「原來干礙在此畫。」⋯⋯乃唐伯

虎畫的雪梅圖，有畫無字，問其故，答曰：「⋯⋯

此軸乃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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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獨釣寒江雪。』排著絕滅孤獨四字，⋯⋯居家

對此畫，有不染其景況耶。」丑未子⋯⋯持筆向畫

添數個飛鳥行人於空處，行書題四句：「千山鳥飛

捷，萬徑人蹤傑；樂舟簑笠翁，長釣寒江雪。」⋯

⋯絕滅孤獨四字，化為捷傑樂長，誠有回天之功。

六、內容舉隅——鄭唐軼事

書中描述福州不第才子鄭唐的軼事甚多，其

才情敏銳刻薄，似比徐文長或紀曉嵐有過之而無不

及，例如：

鄭唐手執扇由太監門前經過，值鄰巷搭臺演

戲，鄭唐欲令拆臺而過，太監出一對要鄭唐答對，

始拆臺讓鄭唐，出對曰：「穿冬衣，執夏扇，不知

春秋。」鄭唐隨即對曰：「朝北闕，鎮南關，沒有

東西。」太監不得不拆臺與過。（290回）

又鄭唐有一日過一巷內，適巷口有數十少婦

知其文名，擋住不讓他過去，要他做出一對子，要

含數字，從一到十。鄭唐隨即對曰：「一妹不如二

妹嬌，三寸金蓮四瘦腰，五六胭脂七錢粉，妝成八

九十分超。」鄭唐隨即又說：「十九皓月八分光，

照見七妹共六郎，五更四處雞三叫，二人恩愛在一

床。」（289回）

七、版 本

自以於所舉各例可窺見該書實在是一本奇

書，由於作者見聞甚廣，觸角極廣，且才情甚高，

所以能廣蒐多種題材，融會貫通，把典故融入故事

或酒令或笑談之中，為小說、戲劇、詩文保留極多

珍貴材料與文獻。無怪乎該書不少內容早經編為通

俗戲劇、評話，搬上舞臺，感染人心，且不少俚語

甚至在福建流傳深遠，成為通俗俚諺，家喻戶曉，

影響深巨。但因在福建出版，且其中偶而夾雜某些

俚語，外省讀者可能較不易共鳴，致不免影響其流

傳，實在可惜。筆者於幼童時期，在家鄉即時常聽

到家母周娟琴女士敘述該書中若干段故事，耳熟能

詳，印象深刻，可惜來臺後苦無機會看到該書，後

來於民國 5 0年代，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也

看到該書古版的一瞥，可惜該書早已絕版。民國

7 5年經羅星塔月刊社負責人張立中先生熱心主持

下，以嚴靈�教授所提供之版本，動員不少專家

（諸如高嘯雲、方冠英、王天昌《東海大學文學教

授》諸先生）加以校正、標點並添加不少註釋，於

7 5年重新排印，分上下兩冊出版。舉凡缺字、脫

文以及與史書不相符而可以考證者均經考證。因原

版錯別字甚多且無標點，予以適當之修訂與補綴。

因其中穿插一些福州方言俚語，為使外省讀者便於

理解，該版還酌加括弧、標註或附以（1）、（2）、

（3）數字，並於卷末添加對照註解，該版本在臺北

市立圖書館有藏書。無獨有偶，筆者近又在國家圖

書館發現大陸方面對該書亦有簡體字橫排加以標點

之版本，原來福建人民出版社在 1 9 8 7年鑒於該書

的重要意義，也將其整理出版。該版分上下兩冊，

書末尚附福州諺語。故讀者閱讀該書如發現有錯別

字或疑義，可將臺灣與大陸兩種版本互相比對，當

更能一覽全貌，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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