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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劉香演義寶卷》是六八詩體的喃傳故事，改寫自中國《劉香女寶

卷》，並在 20 世紀初越南南部得到廣泛流傳。本文以 1908 年喃字刻本為

基礎文獻，對《劉香演義寶卷》進行考察。筆者結合版本考證與比較文學

的研究方法，找出兩者之間的異同。 對比的結果顯示，此越南喃字文本與

在廣州和常州刊刻的《劉香女寶卷》（1875—1903）有著密切的關係。兩

者之間的差異性體現喃文改寫本作者的有意為之，或是引導而能找出底

本。從《劉香演義寶卷》的一種喃字文本與五種國語字文本進行比對考論

出發，本文論證了 20 世紀初《劉香演義寶卷》在越南南部出現與傳播的多

樣性, 由此呈現出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劉香女寶卷》及各種中國佛教話

本在越南南部創作與傳播過程。 

Abstract 

Lưu Hương diễn nghĩa bảo quyển is a Nom script, adapted from the Chinese 

precious scroll Liu Xiang nu baojuan, written in ‘Luc-bat’ verse form, and widely 

transmit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Southern Vietnam. Based on the 1908 

woodblock version,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Lưu Hương diễn nghĩa bảo 

quyển by apply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extual studies methods to illustr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ưu Hương diễn nghĩa bảo quyển and 

typical Liu Xiang nu baojuan texts in Chin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Nom 

scrip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ersions of Liu Xiang nu baojuan that were 

published in Guangzhou and Changzhou in the period between 1875 and 1903. 

The variations among them could be the result of changes made by the Nom 

script’s author. Otherwise, they can be considered clues to find out the exact 

original text of Lưu Hương diễn nghĩa bảo quyển. Furthermore, by examining 1 

Nom script and 5 Vietnamese Romanized (Quốc-ngữ) versions of Lưu Hương diễn 

nghĩa bảo quyển, the paper confirms the diverse ways of transmitting Liu Xiang 

baoju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Vietnam. Thence, the adapt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Lưu Hương diễn nghĩa bảo quyển in Southern Vietnam represent 

the two-side process of adapting and transmitting precious scrolls, as well as 

Chinese Buddhism stories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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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簡介 

由於地理、歷史與文化等諸多要素的特殊性，越南與中國古代文學有

非常密切的交流。最主要的表現之一是越南文人以中國文學為參照對象，

把有代表性的漢文作品，以越南特有的文學文體——六八詩體1，改寫成喃

傳故事2作品，便於在越南傳播。這現象在越南古籍上的記載被稱爲演音、

演歌、演義等等。而這些概念，現代學界統稱為「演喃」（diễn Nôm），

亦稱「喃譯」。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越南南部地區出現了喃譯

中國古代漢文小説運動，亦稱「艚傳演義」(diễn nghĩa truyện Tàu）。之後，

在這個地方繼續出現了一股風潮，即為將這些喃字本翻譯成國語字3本，或

者根據這些喃字本改寫成新國語字本，亦稱「舊本重刊」（Bổn cũ soạn 

lại）。這股風潮使得流傳至越南南部的古代漢文小說得到進一步的改寫與

翻譯。由於印刷技術的蓬勃發展，且閱讀受眾愈發龐大，中國漢文典籍被

演義成喃字之後，又被翻譯成國語字，及出版後便暢銷於整個南部市場，

尤其是西貢(Sài Gòn)地區。4此外，喃譯作品以典型的「說詩」、「聽詩」

的評書形式在南部地區口耳相傳而得到廣泛地流傳。5 

 
1 六八詩體是越南本土的一種詩歌形式，常用於歌謠、謎語和喃傳故事。一組由一個六言句

和一個八言句組成，故稱「六八」。無限數量的句組。早期（大約 16—17 世紀），六八

詩體常根據六言句的第 6 個字與八言句的第 4 個字押韻的原則押韻（楊廣含稱其為「變體

六八」）)。大約從 18 世紀開始，六八體經常根據六言句的第 6 個字與八言句的第 6 個字

押韻的原則押韻。這種形式的詩歌易讀、易記，也利於口傳和表達思想。參考楊廣含：

《越南文學史要》(河内：作家會出版社，1996)，頁 129; 喬秋划《喃傳：源流與文體本質》

(河内: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111-112。 

2 喃傳是一種用越南語韻文寫成的小說體裁，使用越南語創作，通常以喃字記錄。早期（約

16 世紀至 17 世紀初），除了六八體之外，喃傳還使用唐律和雙七六八體形式。於全盛時

期（從 17 世紀末—18 世紀初至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喃傳通常只使用六八體寫。 在

南部地區，喃傳也與其他詩歌形式交織在一起，如七言、書落（見下一節的註釋）等，但

六八體形式仍然占主導地位。 

3 此處之國語字意指以拉丁字母建構的越南文，約十九世紀末起廣泛使用於越南。以下所述

之國語字一詞皆指越南文。 

4 參考阮文參：《從喃傳舊本對平民詩傳的思考》(個人蒐集資料，2007)。 

5  參考阮文春：《當流民重返》， (美國:文藝出版社， California，1990)，頁 22；阮文候

《南圻六省文學：南圻與本土民間文學（第一冊）》，(胡志明市：年輕「Trẻ」出版社，

2012)，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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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譯的對象除了選取明清小說為底本之外，還選取了雜劇、戲劇、傳

奇小說、寶卷等作品。6尤其是寶卷，得到注目的作品有《香山寶卷》、

《目蓮寶卷》、《劉香女寶卷》。7雖然有些二十世紀初在南部喃字故事來

自中國佛教故事，以營利為主導，8但大部分寶卷與當地民間宗教的發展有

關，是以非利潤、印送的形式流傳。 

中國寶卷被喃譯後必有所改變。這種變化有時來自新語言/文字（從漢

文到越文；從漢字到喃字）、新體裁（從散文、劇本等到唐律詩或六八體

詩）、當地文化環境（從漢文化到越南文化）；有時來自喃字譯者的選擇、

節要和創新力；甚至是改寫、印刷等過程中的失誤。無論是什麼原因，這

些變化都反映了寶卷在轉換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s）的過程中，受到許

多衝擊影響應運而生新命運。同時，喃字寶卷的作品可以被視為再創作的

文本，或包含對源文本（source text）的新解釋的變體。因此，喃字演義是

一種廣義的「通釋」(interpret)形式，為外來寶卷帶來越南本土文化的新生

活。 

劉香的寶卷在中國寶卷的寶庫中被廣大群眾，特別是婦女們接收，故

得以永久流傳。據文獻記載，劉香的寶卷最早在明朝末年（大約 17 世紀末

至 18 世紀初）就出現了，後來又以多種形式重新創作，並繼續流傳至今。

雖然其傳播到越南的時間尚未確定，但至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劉香的寶

卷已被改寫成喃傳，並在越南南部各省市為廣泛地流傳。喃傳《劉香演義

寶卷》9有一九〇八年刻本，該刻本現在被藏於平陽省會慶寺的書庫。從一

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喃字本被轉譯成國語字文本並多次出版。 

 
6 參考陳義：《從以中國為源流的越南漢喃小說看我們祖輩對外國文學的吸收》，《漢喃》，

2(2005) ，頁 20-30。 

7 參考 Nguyễn Tô Lan, Rostislav Berezkin,「From Chinese Precious Scrolls to Vietnamese True 

Scriptures: Transmiss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Miaoshan story in Vietnam」 ,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8 (2)(2018),pp.107-144。 

8 許多目蓮故事的國語字版本於 20 世紀初在南部流傳就是這種情況。參考阮蘇蘭，阮廷興， 

白若思：《舊本重編： 20 世紀初越南目蓮詩傳各種國語文版本的源流》，《社會與人文

科學大學》，4(6)(2018)，頁 787-802。 

9 《劉香演義寶卷》與大多數其他喃傳一樣，主要以六八體裁的詩寫成。關於其題材，《劉

香演義寶卷》屬於宗教喃傳。論表述方式和藝術性，《劉香演義寶卷》屬於通俗喃傳。參

考阮祿：《越南文學（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河内：教育出版社，2007)，頁 507-509；

阮氏閒：《喃傳詩學與翹傳》(河内：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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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一九六〇年代起，《劉香演義寶卷》似乎已被大眾、尤其學

術界所遺忘。在喃傳的研究，或南部地區中近代文學史研究中，幾乎沒有

提到這部作品。10這也許是因為在越南寶卷演義、流傳的研究尚未被重視，

甚至有時還發生爭執。11此外，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南部通俗的文學和

帶有宗教色彩的文學也已很少受到關注。直到最近，随着上述兩種情況的

變化，《劉香演義寶卷》才開始受到學界的關注。 

一九八五年，潘青桃（Phan Thanh Đào）在平陽省會慶寺書庫找到了

《劉香演義寶卷》喃字刻本。然而，二十多年後（2006 年），他才公佈了

該書的國語字翻譯和注釋文本，及其喃字影印本。12該本書提供新的動力，

讓《劉香演義寶卷》研究向前邁進。在此之前，一九九九年，《劉香演義

寶卷》曾被鵬江（Bằng Giang）在《柴昆故事（1930-1975）》中提到，他

列出了二十世紀前三十年二十位在南圻出版傑出國語字文學作品的女性作

家名單。但鵬江只統計了相關的國語字文獻，並不知道有喃字本，因此他

誤以為這是 Marguerite 黎金華(Lê Kim Huê)（即為 1930 年翻譯成國語字的

譯者）的作品。也因為只根據黎金華的國語字文本，鵬江將作品的名稱寫

為《劉香演義》，而不是《劉香演義寶卷》，省略了表明作品出處的後綴。

13於二〇〇〇年，《劉香演義寶卷》的喃字文本由會慶寺的方丈釋惠通

（Thích Huệ Thông）在《平陽佛教初稿》中介紹14。之後，《劉香演義寶卷》

 
10 《劉香演義寶卷》在范越泉(1965)《南部文學》、阮文春(1969)《當流民重返》、阮文參

(1972)《南河文學:内路文學》、阮文候(2012)《南圻六省文學》等著名南部文學研究中

沒有出現。 

11  至今，在越南尚未很多關於寶卷演義、流傳的研究。參考陳光輝：《越南喃傳與中國小

說關係之研究》 (臺灣：博士論文臺灣國立大學，1973)；陳光輝：《《從中國的變文、

寶卷與越南的真經試論兩國佛教在小說成型過程中的角色》，《文學》，3（2003），

頁 45—58；Berezkin Rostislav, Nguyễn Tô Lan: “On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the Miaoshan – 

Guanyin Story in Vietnam: An adaptation of a Chinese narrative in the Nom scrip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 (5) (2016): pp. 552—563；阮青松, 鄭垂楊：〈〈西瓜傳〉

與佛教沈跡敘事〉,《文學研究》, 5（567）（2019），頁 76—95；阮蘇蘭、白若思：

《南海佛婆：越南妙善觀音傳》(河内：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鄭垂楊：《〈劉香

演義寶卷〉與〈劉香女寶卷〉對比之研究》（碩士論文，河内師範大學，2020）。 

12  潘青桃國語字翻譯：《劉香演義寶卷》(平陽：平陽科學歷史會，2006)。 

13  鵬江：《柴昆故事（1930—1975）》(河内：文學出版社，1999)，頁 64。  

14  釋慧通：《平陽佛教初稿》(金瓯：金瓯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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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被諸多學者關注，例如 :陳紅蓮（Trần Hồng Liên，2010) 15、長記

(Trường Ký，2012)16、黎士同(Lê Sỹ Đồng，2016)17、阮文懷(Nguyễn Văn 

Hoài，2016)18、黎士同(Lê Sỹ Đồng)和潘青貞(Phan Thanh Trinh，2017)19、

潘青貞(Phan Thanh Trinh，2018)20、陳氏玉葉(Trần Thị Ngọc Diệp，2021)21。

這些研究側重於解讀《劉香演義寶卷》的內容和思想價值。同時，雖然沒

有把兩部作品進行對比，《劉香演義寶卷》的來源卻被默認為《劉香女寶

卷》。22提到《劉香女寶卷》最詳細的越南學者是阮文懷（2016），但他也

只提供了其名稱、卷數、文體以及這部作品在中國的流傳和簡要概述，而

沒有將《劉香女寶卷》與《劉香演義寶卷》直接比較。23同時，中國的《劉

香女寶卷》版本也相當複雜。越南學者的研究尚未確定喃字《劉香演義寶

卷》所用的底本是哪個《劉香女寶卷》的版本。初步調查，筆者發現《劉

香演義寶卷》喃字本（1908）與一組《劉香女寶卷》版本有關，但是它們

之間仍然存在一些差異。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還沒有考察過所有《劉香

 
15   陳紅蓮：《20 世紀初平陽佛教：以漢喃文獻〈劉香寶卷演義〉為例》，轉引自釋覺全、

陳有佐主編：《文學、佛教與千年升龍河內會議論文集》(胡志明市：文化—資訊出版

社，2010)，頁 234-397。 

16  長記：《對〈劉香演義寶卷〉古喃傳故事的人文性感受》(平陽科學歷史Website，2012)。 

17  黎士同：《以比較的視角看〈氏敬觀音〉與〈劉香演義寶卷〉》轉引自阮公理主編《越

南佛教文學會議論文集：成就與新定向研究》(胡志明市：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

617-637。 

18   阮文懷:《〈劉香演義寶卷〉：具有多重價值研究的宗教喃傳故事》轉引自阮公理主編

《越南佛教文學會議論文集：成就與新定向研究》(胡志明市：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頁 603-616。 

19  黎士同、潘青貞：《從故事與人物形象的角度看〈劉香演義寶卷〉》，轉引自《科研幹

部、年輕教員與研究生科研日會議紀要》(平陽：土龍木大學，2017)。 

20  潘青貞：《〈劉香演義寶卷〉喃傳特點》，大學生科研報 (Euréka 科學研究大学生比赛，

2018)。 

21  陳氏玉葉：《〈劉香演義寶卷〉喃傳敘事藝術》，胡志明市社會與人文科學大學社科國

際研討會論文，胡志明市社會與人文科學大學，9/2021。  

22   釋慧通(2000)在《平陽佛教初稿》和潘青桃(2006)在《劉香演義寶卷》的國語字文版就

以爲《劉香演義寶卷》是一個越南人「演寫」(釋慧通 2000，頁 232)，「演喃」(潘青桃

2006，頁 2)《劉香女寶卷》成。後來，陳紅蓮(2012)，潘青貞(2018)等許多研究者直接

接受這個看法。 

23  此外，於 2020 年的一篇論文中，筆者還提出了研究《劉香演義寶卷》來源的問題。本

文將再次提及一些摘錄。參考鄭垂楊：《從寶卷到喃傳：20 世紀初越南〈劉香演義寶

卷〉的源流與流傳》，《社會與人文科學大學》6 (3) (2020)，頁 37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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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義寶卷》的國語字文本，因此難以確定該作品在二十世紀初的流行程度，

導致一些不完整的評估。 

故此，本文對《劉香演義寶卷》喃字文本，以及該作品在二十世紀初

上半葉的流傳進行分析。此外，本文通過研究《劉香演義寶卷》與《劉香

女寶卷》的關係，可對劉香故事在漢文化圈的傳播提供新的見解，以及闡

明《劉香女寶卷》的内容和藝術形式在越南南部改寫和傳播時，受到越南

文學傳統、喃字演義者的意識或錯誤、本土文學接受傳統等許多原因造成

的諸多變化。 

貳、中國劉香故事和《劉香女寶卷》 

至今，現存書目中的記載和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已經勾勒出從明末到

民初（20 世紀初），劉香故事在中國的形成、傳播和發展。最早的是《劉

香女修行寶卷》，亦稱《劉香女小卷》。此寶卷常為晚明道婆所「宣誦」，

然後為葉憲祖（1566—1641）（號美度,紫金道人）創作《雙修記》（1613

年）帶來靈感。清朝下半葉（18 世紀末），另一劉香寶卷出現，稱爲《劉

香女寶卷》（包括上下兩卷），成為劉香故事的最流行作品，並在江南地

區廣泛流傳。《劉香女寶卷》很可能繼承了明朝《劉香女修行寶卷》，以

及葉憲祖的《雙修記》。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劉香女中卷》出現，

繼承《劉香女寶卷》卷上，並對其卷下内容有所修改，以傳達儒家思想中

的女訓訊息。劉香的故事也在福州（福建）流傳，而形成了《劉香女》評

説。二十世紀初還有《劉香女得道》(1908 年)，《劉香女游十殿》(1922 年)

等閩劇。24故，劉香的故事在中國有了豐富的發展。劉香的寶卷是這個故事

 
24   參考呂天成撰，吴書蔭校註：《曲品校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新華書店北京發行

所發行，1990)，頁 385；黃文暘 原本，董康校訂：《曲海總目提要》(天津:天津古籍

書店，1992)，卷 8，頁 319-321；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9) ，頁 127；許允貞：《從女性到女神：女性修行信念寶卷研究》(PhD di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2010)；許允貞：〈劉香女 

이야기의 여성 의식 연구 - 傳奇〈雙修記〉·〈劉香寶卷〉·  評話〈劉香女〉를 

중심으로〉，韓國中文學會《中國文學》第 75 期（2013.05），頁 1—27；許允貞：

〈「劉香女」故事女性意識研究——以傳寄《雙修記》《劉香寶卷》、評話《劉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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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形式。《劉香女寶卷》是一部有著重大影響的作品，對劉香的故

事產生許多其他重新編輯作品。 

《劉香女寶卷》還有其他名稱，如《劉香寶卷》、《大乘法寶劉香寶

卷》、《太華山紫金鎮/嶺兩世修行劉香寶卷》等。此書現存最早的文本是

乾隆十九年（1774 年），保存於北京戲曲研究所中國藝術研究院。根據車

錫倫的說法，很難接觸到該文本。25車錫倫的研究中已經列出四十四本《劉

香女寶卷》，但這是尚未完整的統計。Katherine Alexander 所發現十多本清

末《劉香女寶卷》，這些未見於車錫倫名單。據筆者的考察，美國哈佛燕

京圖書館藏有「蔣春記書莊」本,日本 Kyoto 和 Waseda 大學分別藏有「惜陰

書局」與「姚邑聚文炳記藏版」兩本，這些都不見於車錫倫的書目裡。總

之，現存的《劉香女寶卷》文本約五十種，包括刻本（19 世紀）和石印本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這些文本主要在廣州、蘇州、杭州、常州、上

海、寧波、湖南等地區流行。清末（1880—1911）,是《劉香女寶卷》各種

文本於最普及的時期。26到民國時期（1912—1949），雖《劉香女寶卷》各

種文本有所減少，但至少仍有十一種《劉香女寶卷》文本被刊行。27 

 
為中心〉轉引自王定勇主編《中國寶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江蘇：廣陵書社，2016) ，

頁 200; Katherine Alexander: 「Conservative Confucian Values and the Promotion of Oral 

Performance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Jiangnan: Yu Zhi’s Influence on Two Appropriations of Liu 

Xiang baojuan」. Chinoperl: 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36 (2) (July 

2017), pp. 89-115; Katherine Alexander: 「The Precious Scroll of Liu Xiang: Late Ming Roots 

and Late Qing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49 (1) (May 2021), pp. 49-74；鄭

垂楊：《〈劉香演義寶卷〉的底本考察》，《漢喃研究 2021 年》(河内:世界出版社，

2021)，頁 37-54。 

25   參考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頁 153; Katherine 

Alexander: 「 The Precious Scroll of Liu Xiang: Late Ming Roots and Late Qing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49 (1) (May 2021), pp. 62.  

26  於車錫倫（2000）的 44 種文本目錄中，有 30 種是清代文本，其中有 25 種是清末最後

40 年。加上 Alexander Katherine (2016)的統計，清代有大約 40 種文本。參考：車錫倫:

《中國寶卷總目》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頁 153-156; Katherin Laura Bos 

Alexander: 「Virtues of the vernacular: Moral reconstruction in late Qing Jiangna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baojuan」,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p.34.   

27  這個統計是根據車錫倫（2000）的目錄，但仍然不完整，因為 20 世紀初是石印技術在

中國廣泛應用的時期，使得《劉香女寶卷》在上海、寧波……等刊行非常發達。僅在上

海，憐陰書局、文益書局、文元書局、蔣春記書莊等許多印刷廠都刊行了《劉香女寶

卷》，但他們並未在車錫倫的目錄中列出。參考: Rostislav Berezkin: 「Chapter Four: 

Printing and Circulating ‘Precious Scroll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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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Katherine Alexander (2016)的研究，除了一八八二年湖南所印《劉香

女寶卷》省略劉香在古廟時被冒犯的細節之外，其他《劉香女寶卷》文本

有基本相同的核心內容。他們的區別主要體現於開頭和結尾部分。這些内

容都是印刷廠在印本添加的材料。28K.Alexander 將《劉香女寶卷》的這種

文本分為三個主要系統，以下列出每個系統代表的文本：（1）李世瑜所藏

的一八八三年版本(與翼化堂的 1870 年本相同)；（2）沈懋樽所藏的一八八

三年杭州版本；（3）杭州昭慶寺慧空經房一八四四年版本(該本是慧空經

房(約 1861 — 1874) 、瑪瑙經坊(1898 和時間不明)的底本)。筆者於二〇二

一年已經進行調查《劉香女寶卷》文本。其結果也和 K.Alexander 的分類有

交集，簡略總結如下。29 

《劉香寶卷》本組（以下稱為第一組）與 K.Alexander 列出的第一組

相同。該組的一些本在廣州、常州-江蘇地區流傳。30該組文本的開頭有一

頁龍牌圖，其內容是歌頌佛法和朝代的繁榮，有「皇圖鞏固，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法輪常轉」等語。後有一副扉畫：劉香在一塊大石頭上打坐，

頭髮盤成高髻，戴耳環，身穿藍色襯衫，左手放在右手之上，食指微伸且

穿過一串佛珠，佛珠偏左。這幅畫線條堅固，起伏較小，在石塊筆畫細節

中清晰顯示。這幅畫的背景是空白的，服裝沒有紋理。 

《大乘法寶劉香寶卷》本組（以下稱為第二組）與 K.Alexander 列出的

第三組相同。這本組在蘇州-杭州地區流傳。31一些文本有李西緣的跋。這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Genre」 in Religious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800-2012, Philip Clart and Gregory Adam Scott edited (Boston: De 

Gruyter), pp.139-185。 

28  參考 Katherin Laura Bos Alexander: 「Virtues of the vernacular: Moral reconstruction in late 

Qing Jiangna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baojuan」,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p.91。 

29  筆者根據《劉香女寶卷》版本的書名特點、扉頁呈現方式（扉畫、龍牌圖）、核心內容、

句子出入等特徵將其分類。 組名取自文本封面上的名稱。參考鄭垂楊：《〈劉香演義

寶卷〉的底本考察》，《漢喃研究 2021 年》 (河内:世界出版社，2021)，頁 37-54。 

30   參考各本：《劉香寶卷》（廣州：文魁閣書坊，Ca.1875;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特

藏），卷 1-2；《劉香寶卷》（江蘇常郡：樂善堂藏板，1903，轉引自濮文起分卷，主

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合肥:黄山書社，2005)，第 14 册，頁 1-

65），卷 1-2。 

31  參考各本：《大乘法寶劉香寶卷全集》（杭州:昭慶寺慧空經房,1856-1875），卷 1-2,轉

引自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俗文學叢刊》（臺北：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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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本也有劉香打坐的畫。這些畫都使用柔軟、蜿蜒的線條、許多螺旋

（如：頭髮、石板細節）。值得注意的是，瑪瑙經坊一刻本所畫的劉香頭

戴冠冕、佛珠、楊柳瓶、嘴裡含佛珠的鶴、小童等細節。這幅畫也許是受

到南海觀音造型的影響。龍牌圖簡單記載：「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或：「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二儀交泰，六宇咸康。法輪常轉，經教弘彰。

羣生蒙惠，萬古埀光」。 

《繪圖劉香女寶卷》32文本（以下簡稱第三組）包括石印本，出現較晚

（約 20 世紀初），在上海、寧波流傳。33該組最顯著的特點是扉畫的數量

和質量明顯增加。除了劉香打坐的畫外，還有馬氏家族成員的畫。龍牌圖

有「共和鞏固，盛遐德昌。誠心虔誦，福壽綿長」。在內容方面，第三組

本與第一組本和第二組有兩個細節上的不同。首先是禪師在火化劉香的父

母時讀到的兩句偈語細節：第一、第二組本記載：「柳媚花嬌二月天、綺

羅錦繡簇名園」;第三組記為:「柳眉花嬌二月天、綺羅錦繡出名園」。34其

二是劉香前世的法名：組一、組二的文本記載是「善果」，組三的本記載

是「寄果」35。此外，二十世紀初出現了一些具有上述本組特徵的文本。36 

《劉香女寶卷》的傳播過程得到了廣大女性的積極響應，尤其是在家

裡按照民間佛教教派修行的信女。她們積極投身到「宣卷」活動中，捐錢

印送書籍，同時也是作品最熱心的讀者。這種情況在中國一直保持到二十

 
豐出版公司，2001），第 355冊，頁 51-322；《大乘法寶劉香寶卷全集》（蘇城：瑪瑙

經房善書局藏板，1898；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特藏），卷 1；《大乘法寶劉

香寶卷全集》（杭城：大街弼教坊下首瑪瑙經房刻印流通），卷 1-2。 

32   K.Alexander 未列出該本組，可能是因為其些文本出現較晚。筆者目前還沒機會所直接

地考察 K.Alexander 提到的第二組文本。 

33  參考各本：《繪圖劉香女寶卷》(上海：文益書局,1917)，卷1-2;《繪圖劉香女寶卷》(寧

波:學林堂書局發行，1930)，卷 1-2;《繪圖劉香女寶卷》(上海：惜陰書局印行)，卷 1-2; 

《繪圖劉香寶卷》陳德書校正無訛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東亞人文情報学研究中心図書室)，卷 1-2。 

34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差異的原因。「媚」和「眉」這兩個字可能是刻錯了，另外兩對則較

難解釋。 

35  這兩本組的差異可以由於「善」字被錯刻為「寄」字。或者，組 3 的文本主動用「寄果」

名字，指「於後世托付的果」的意思。 

36   參考《劉香寶卷》（上海：姚文海書局，1916），卷 1-2;《劉香寶卷》(姚邑聚文炳記;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編號: 文庫 19 F0399 99)，卷 1-2;《真陽子寶經》(上海：蔣春記書莊;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特藏)，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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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上半葉。37 然而，學界尚未確定《劉香女寶卷》為任何特定教派的經

典。38我們目前只知道《劉香女寶卷》已在中國廣為流傳，同時也傳到這片

土地之外的其他國家。 

參、《劉香演義寶卷》----中國《劉香女寶卷》故事在越南

的改寫與其異同 

一、一九〇八年喃字本 

至今，《劉香演義寶卷》唯一所存的是一九〇八年印製的喃字刻本，

為雕版印刷，現收藏於越南平陽省會慶寺書庫。39這也是後來國語字本注音、

註解的底本。因此，該本是考察《劉香演義寶卷》的基礎文本。40 

現存喃字本沒記載作者姓名。內封有《劉香演義寶卷》之名，該名在

文本的開頭和結尾重複出現。外封記載：《劉香古跡全傳》。內封右邊有

刊刻時間:「光緒三十四年（1908）戊申孟秋榖旦」，左邊有捐錢者姓名:

「大南國信女阮慈元黃妙竹仝(同)敬刊」。關於阮慈元和黃妙竹的來歷，現

在還沒確定，只知道這兩位信女也參與捐錢刊刻《觀音濟渡演義經》一書

 
37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下)》(上海：上海書店出本，1984)，頁 307； 周作人：

〈「劉香女」, 止庵（編集）〉，《周作人組編集17：瓜豆集》(北京: 北京出版集團公

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頁 32-38；許允貞:〈「劉香女」故事女性意識研究

——以傳寄《雙修記》《劉香寶卷》、評話《劉香女》為中心 〉轉引自王定勇主編

《中國寶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江蘇：廣陵書社，2016)，頁 198—208; Katherine 

Alexander: 「 The Precious Scroll of Liu Xiang: Late Ming Roots and Late Qing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49 (1) (May 2021), pp.49-74。 

38   K.Alexander 提出了《劉香女寶卷》的思想與無為教的佛教修行形式之間存在密切關係，

但她也沒有明確肯定《劉香女寶卷》是該教派的文本。參考 :Katherine Laura Bos 

Alexander: 「Virtues of the vernacular: Moral reconstruction in late Qing Jiangna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baojuan」,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6), p.49. 

39  此外，該文本在潘清陶的國語字譯本中還有影印本。參考潘青桃國語字翻譯：《劉香演

義寶卷》(平陽：平陽科學歷史會，2006)。 

40   可惜，筆者尚未經眼考察會慶寺的版本。此所用的是潘青陶得影印本。參考:潘青桃國

語字翻譯:《劉香演義寶卷》(平陽:平陽科學歷史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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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時間與地點刊刻的《劉香演義寶卷》相同)。42這兩本書的書名、內容、

喃字體例、流傳方式有很多相同之處，很可能是同一個人或同一群人,在同

一時期、同一社區被喃字演義、流傳、接受下來的。43 這裡不排除上述兩

部作品的喃字演義者也是阮慈元和黃妙竹。遺憾的是，現存唯一的《觀音

濟渡演義經》喃字本，沒有保存任何關於作者、成書時間、創作過程，與

參與籌款打印的兩位女性信徒的來歷資訊。 

  

【圖一】《劉香演義寶卷》喃字本，葉一44 

關於《劉香演義寶卷》的形制，框 13x21cm45,共四十四葉。每半葉十

行，每行大字二十四字，小字三十一字，花口，單魚尾，共三三〇四句六

 
41  無名氏：《觀音濟渡演義經》(南部社會科學圖書館：編號 HNb.03，1908)。 

42  《觀音濟渡演義經》封面左邊記載：「光緒三十四年嵗次戊申孟秋吉日」，左邊記載：

「大安南國信女阮慈元黃妙竹捐資敬刊」。  

43  兩部作品都是從中國女性角色的宗教修行文學改寫，以越南南方喃傳故事風格寫成，並

在 20 世紀初的越南南圻通過國語字本廣為流傳。 

44  圖來源：潘青桃（翻譯成國語字）：《劉香演義寶卷》(平陽：平陽歷史科學會，

2006)，頁 118-119。 

45  參考潘青桃國語字翻譯：《劉香演義寶卷》(平陽:平陽科學歷史會，2006)，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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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體詩。作品中間有二十一個用漢字書寫的標題，一個標題一行。這些標

題的作用是標記重要事件，或長段講理。此外有一首漢字七言絕句的偈

（葉十上，第八行）和一首七言和六言喃字三十七句長詩46（葉三十五上，

第八行，到葉三十五下，第六行）。 

關於喃字作品的完成時間，現有資料並無記載，只能根據以下幾個依

據進行推斷。文本的鐫刻時間是一九〇八年，所以喃字演義活動應在十九

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或更早之間完成。在文體上，《劉香演義寶卷》的三

三〇四句六八詩都遵循押韻格式，六句的最後一個字與八句的第六個字押

韻，沒有六八詩變體的現象。這證明該作品不是太古老，而是流傳於十八

世紀之後。47喃字文本風格與十九世紀的越南南部地區喃傳文本（代表作品

如《蓼雲仙/陸雲仙》）相似。48該文本中有許多喃字被錯誤地刊刻。49文本

幾乎沒有避諱字，50只有第七九〇句中的「辰」（thìn）字，是「時」(thì)

的避諱字。51這是成泰時期（1889—1907）的避諱規定印迹，52因爲當時阮

 
46   這其實是一封信。該信在喃字本中以無段落的形式呈現,但根據句讀來看，可以認出這

是一首 37 句行的詩。其中主要是七言句，第 16、17、18 和 26 句字是六言句，押腳韻

（連韻）。此外，開頭句有八個字，分為兩個小段。 

47   六八詩變體有「六言句的最後一個字與八言句的第四個字押韻，而跟六言句的最後一個

字與八言句的第六個字押韻的正統六八體詩中形式不一樣。六八詩變體的現象在「17 世

紀的民間詩歌中很常見[...]。 從 18 世紀，六八詩在喃傳常遵循第六個字押韻的模式，而

不遵循第四個字押韻的模式」。參考楊廣函：《越南文學史要》(河内：作家出版社, 

1996)，頁 129；喬秋划：《喃傳：源流與文體本質》(河内：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111-112。  

48  可以把《劉香演義寶卷》喃字文本與金玉樓的《陸雲仙》本比較。關於金玉樓的《陸雲

仙》本，參考阮廷炤：《陸雲仙傳：最新發現藏於巴黎最早年代的喃本》陳義、武清姮

注音、考訂與注釋 (河内：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49   例如:「𫖀」（mặt）字誤刻為「眜」（mắt）字、「𠊚」（người）字誤刻為「得」

（đắc）字…… 

50   阮朝的避諱字系列，如「宗」（tông）字[第 5 句]、「綿」（miên）字[第 1440 句]、

「實」（thật）字[第 224 句]、「花」（hoa）字[第 9 句]、「時」（thì）/（thời）字[第

42句]、「任」（nhậm）字[第 2707句]、「登」（đăng） 字[第 74句]、「香」（hương）

字[第 25 句]、「照」（chiếu）字[第 21 句]、「真」（chân）字[第 58 句]、……在喃字

本都沒有被避諱。參考吳德壽：《越南歷代諱字研究》(河内：文化出版社，1997)，頁

124-174。   

51  原文:「安排已定所(辶+歸)/者辤西舍貝辰東鄰「An bài dĩ định sở quy/Giã từ tây xá với thìn 

đông lân」，這兩句第六個字「辰」(thìn)應是「時」（thì）字，因避諱規定而其字被寫

成「辰」字。但是，其他句子中，「時」字仍被正常書寫。參考無名氏：《劉香演義寶

卷》(平陽：會慶寺藏) ，頁 11a，3 行。 

52  參考吳德壽:《越南歷代諱字研究》(河内：文化出版社，1997)，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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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權衰弱，力尤其在南部地區（當時被法國統治），讓避諱規定已經放鬆。

透過上述，可以推斷《劉香演義寶卷》喃字本可以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〇

七年成書。53 

喃字本中鬆散和不一致避諱的現象也許跟刊刻地點和刊刻工匠有關。

透過在封面的「光緒皇帝清德宗」年號（1875—1908）（應該維新皇帝年

號），可以判斷該喃字本是在中國刊刻的。如果該本是在越南南部刊刻的

活，刊刻過程一定有華僑或華裔參與。許多文獻還表明，從十九世紀末至

二十世紀初，由於海上貿易的發展，西貢和廣東兩地進行了多次交流。

《蓼雲仙傳》、《女秀才演歌》、《馬成新傳》等越南南部喃傳被帶到佛

山（廣東）刊刻，然後在西貢廣泛發行。54《劉香演義寶卷》也許是這樣例

子。在中國刊刻或被華人刊刻，是文本中避諱字放鬆的基礎。另一方面，

不精通喃字的中國刻工參與了刊刻工作，這也是導致文本中某些單詞被錯

誤雕刻的原因。 

二、《劉香演義寶卷》與《劉香女寶卷》內容之異同 

如上所述，《劉香演義寶卷》在二十世紀初的越南出現，也可以證明

劉香的寳卷已經在這個地方和時間存在和傳播。同時，可以看出來《劉香

演義寶卷》和 《劉香女寶卷》之間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首先，《劉香演義寶卷》的標題本身表明該作品是從一本劉香的寳卷

改寫的。同時，該標題遵循「劉香/演義/寳卷」結構（而不是「劉香/寳卷/

演歌」；跟許多演義中國故事喃傳普通的標題結構，例如《金雲翹演歌》、

 
53  也可以假設 1908 年的喃字本是從較早的雕版重刻，如此《劉香演義寶卷》成書時間可

能更早。但這不太可能，其原因有二。首先，雕刻喃字本非常昂貴。《劉香演義寶卷》

還不是一個能帶來很多商業價值的著名作品，因此難以被刻印成喃字本。1908 年的喃

字本是由兩名女信徒的捐贈而雕刻成。其次，《劉香演義寶卷》是南部文學的作品。南

部文學是一個不太古老的文學，大約從 17-18世紀末才開始，從 19世紀之後強勁發展。

代表性的南部喃傳作品，阮廷炤的《蓼雲仙傳》，大約在 1850 年之後才出現。故《劉

香演義寶卷》更早出現的可能性很小。 

54   參考：阮文參《從喃傳舊本對平民詩傳的思考》，2007 年個人蒐集資料； Claudine 

Salmon editor: 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sa (17th – 20th Centuries) 

(Singapore: Institu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p.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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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秀才演歌》等不同）。這表明喃字本作者有意維護喃字作品的「寶卷」

（也簡稱「京」）起源。根據喃字本的最後兩句，作者的「喃字演義」活

動動機就是讓一本「深刻意義」的「經」（就是寶卷）廣為流傳，流傳久

遠。55因此，《劉香演義寶卷》本來不是為了娛樂或享受的作品，而是一部

宗教經典。在中國的劉香故事作品之中，只有寶卷具有最明顯的宗教價值。 

雖然有兩部劉香的寳卷在明清時期存在，但明代的《劉香女修行寶卷》

是《劉香演義寶卷》源流的可能性相當低。其原因是，《劉香女修行寶卷》

早已消失，而《劉香演義寶卷》在越南出現較晚，不太可能是大約十五至

十六世紀中國作品的譯本。另外，喃字本演義者選擇「紫金鎮」作為背景。

這個地方曾經是《劉香女寶卷》的主要場景，在其作品標題中出現。這個

背景據說是自葉憲祖《雙修記》繼承的。56因此，《劉香演義寶卷》使用這

個地名，也說明喃字本與清代的《劉香女寶卷》有關係，而非與明代的

《劉香女修行寶卷》有關係。57 

關於細節對比，可以看出《劉香演義寶卷》和《劉香女寶卷》有更多

的相似之處。將《劉香女寶卷》和《劉香演義寶卷》的情節分成二十五個

對應的片段並進行比較，結果表明：十八個片段〔片段（2）→（10）、（

12）、（14）→（17）、（21）、（22）、（25），佔72%〕包含兩部作

品之間的完全相似情節。五個片段〔片段（1）、（11）、（13）、（18）

、（20），佔20%〕包含兩部作品之間相差不大的情節。只有兩個片段〔

 
55   原文：「經尼護理深幽/達𪵯演護𫔬秋流行」。「護」字可能是「義」字被誤刻成。參

考無名氏：《劉香演義寶卷》 (平陽：會慶寺藏，1908)，葉 44 上。 

56    這是許允貞（2016）提出的假設。從資訊關於「紫金道人」是葉憲祖的道號，她判斷

《雙修記》背景的「紫金鎮」是葉憲祖的獨創，而不繼承自《劉香女修行寶卷》。然後，

《劉香女寶卷》也使用這個背景，也説明這部作品繼承自葉憲祖的《雙修記》。關於

「紫金鎮」背景和《劉香女修行寶卷》、《雙修記》、《劉香女寶卷》的關係，請參考

許允貞：〈「劉香女」 故事女性意識研究——以傳寄《雙修記》《劉香寶卷》、評話

《劉香女》為中心〉轉引自王定勇主編《中國寶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江蘇：廣陵書

社, 2016)，頁 198-208。 

57  《劉香女修行寶卷》早已散佚，所以現在不可能接近該書。基於此，根據許允貞（2016）

的假設，筆者繼續提出一種假設關於《劉香女寶卷》和《劉香演義寶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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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19）、（24），佔8%〕包含兩部作品之間完全不同的情節。58 

兩部作品第一段的區別在於地名的減少。《劉香女寶卷》的劉香在

「山東，華山，紫金鎮」出生。「山東」地名在喃字本被省略，而「太華

山」地名其中被簡化為「華山」。這可能是喃字演義者保證音節數量與六

言詩的規格匹配的努力。「紫金鎮」以及「福田庵」、「南山」、「西山

庵」、「潮州」等發生重要的事件的地名仍在《劉香演義寶卷》被保留。 

其中有兩個片段不同，因為喃字演義者縮短了情節。第一，是馬玉考

成狀元之後回鄉的片段。《劉香女寶卷》的馬玉必須經過三次詢問別人

（包含：問媽媽→問玉梅→問墳老），才能完全知道在他去京學習期間與

劉香發生過的事情。於《劉香演義寶卷》，馬玉問玉梅的情節沒有出現。

第二，是馬玉帶著庶室金枝去面見了劉香的片段。《劉香女寶卷》裡面有

劉香曾經去金枝家勸化家人修行念佛的情節,而該情節在《劉香演義寶卷》

沒有出現。上述《劉香演義寶卷》與《劉香女寶卷》的兩處不完全吻合片

段可能是因爲喃字演義者簡化情節，所以減少作品容量的注意；也可能是

由於喃字演義者匹配六言詩有限字數的努力；或其他改寫過程中造成「干

擾」的個人原因。無論如何，將《劉香演義寶卷》與《劉香女寶卷》相比，

在上述兩個片段中的變化並不太顯著，並且不會影響每個片段的主要內容。 

 有兩個片段不同，這兩個片段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喃字演義者的混淆。首

先，關於些從劉香被她婆婆送到廚房工作的情節之後的片段，喃字本中出

現了劉香的第二僕人叫丫鬟（或丫環）。該人物也拜劉香為師傅，最後修

成正果。但她在喃字本中的定位卻很微弱，從未曾離開玉梅（劉香的第一

個僕人）而獨立出現過。《劉香女寶卷》中只有一個人物叫玉梅丫鬟/玉梅

丫環。《劉香演義寶卷》的作者疏忽把「丫鬟」/「丫環」詞當作人物之名，

導致喃字本中出現了兩個丫鬟（玉梅和丫鬟）。這也是丫鬟人物不能在片

段中獨立出現的原因，而玉梅卻完全可以。透過這個案例亦可想見，《劉

 
58  關於劃分《劉香演義寶卷》和《劉香女寶卷》的細節成 25 個片段，並把兩作品細節比

較，請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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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演義寶卷》的作者是一個漢語水平有限的人，所以誤讀了《劉香女寶

卷》，導致演義過程中出現了錯誤。59 

第二，關於劉香在墳莊救動物片段，《劉香女寶卷》記載被救的動物

是一個「白兔」，而它在喃字本是一個「白猊」。然而，「猊」字的位置

在喃字本，尤其是在八言句第四個字的位置，讓其詩句與六言句不遵循六

八體詩的聲調原則。反而，如果把這個字（平聲調）改成「兔」字(仄聲調)

的活，那些句子就遵循聲調原則了60（例如：第 1673—1674句61，第 1695—

1696 句62）。這個問題已被後來國語字翻譯者注意到。他們主動把「猊」

字改成「兔」（於 1925、1926、1930、1949 年國語字本），或把「猊」字

從平聲調勉強改成仄聲調（「nghê」→「nghế」，2006 年本）。63《劉香演

義寶卷》的作者不能沒有發現這個問題。最合理的假設是：刊刻工匠將

「兔」和「猊」兩個形差不多的字混淆，造成喃字本與《劉香女寶卷》之

間的差異。64 

從文字的角度看，《劉香演義寶卷》仍然保留了《劉香女寶卷》中許

多關鍵的漢越詞。例如，《劉香演義寶卷》的開頭部分描述劉光是「公平

正直」，徐氏是「寬宏廣大」， 劉香是「面如滿月」，「端嚴」；描述劉

 
59   釋慧通(2000)曾認為《劉香演義寶卷》是一位「學者」撰寫的。然而，我們很難想像一

個「學者」會犯這樣「簡單」的錯誤。考慮到《劉香演義寶卷》的所有文辭，可以看出

其語言相當簡單、天真，有時被迫押韻，很少經典或華麗的表達方式被使用。因此，筆

者傾向於認為《劉香演義寶卷》的作者是一個或一群未接受高等教育，而是有著很虔誠

的宗教信仰。參考釋慧通：《平陽佛教初稿》(金瓯：金瓯出版社，2000)，頁 229。  

60   根據楊廣函《越南文學史要》,六八體詩律常遵循聲調原則：在六言句中是「平平仄仄

平平」，在八言句中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奇数位置的字不一定遵循該聲調原則，

跟唐詩律的「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一樣)。因此，八言句的第四個字應該是仄聲

調。參考:楊廣函:《越南文學史要》(河内：文士出版社，1996)，頁 137-138。 

61   原文：「𦖻𦖑庄沛得賢/追尋白猊戈沔坟莊」。參考無名氏：《劉香演義寶卷》(平陽：

會慶寺藏)，葉 22 上。 

62  原文：「莊妑𦖑脱𧼋𪡔/(⻊+妥)蹺𨁪猊賒賒𠬠回」。參考無名氏：《劉香演義寶卷》(平

陽:會慶寺藏，1908)，葉 22 下。  

63   大多數的國語字翻譯者把「猊」（nghê）字換成「兔」（thố）字可能因爲他們根據漢

文版，或者他們發現聲調乖戾而判斷喃字本刊刻過程中的错误，或這是他們再一次把兩

個字的字樣错误。 

64   此外，「猊」字在越南國音也可指「Nghé」音，其意思是牛犢。但是，此意思显然与

劉香把此這個動物藏於裙底的情節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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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出生時有「祥雲萬道」，「奇香」。65或關於劉香用十六種藥味哭雙親的

片段，《劉香演義寶卷》保留了大部分《劉香女寶卷》中的藥味名，只有

三種藥味名有稍微更改。66這些也是證明《劉香演義寶卷》和《劉香女寶卷》

之間關係的可靠依據。 

按照筆者所查到的《劉香女寶卷》文本結果，第一組的《劉香女寶卷》

文本與《劉香演義寶卷》喃字本的關係最為密切。其理由有三：首先，

《劉香演義寶卷》開頭的四句詩與第一組漢文的龍牌圖完全相應。其他

《劉香女寶卷》本組的龍牌圖僅與喃字本開頭的四句詩部分相似（如第二

組的文本）或完全不同（如第三組的文本）。 

【表一】《劉香演義寶卷》開頭四句詩與第一組《劉香女寶卷》龍牌

圖內容的對比表67 

《劉香演義寶卷》開頭四句詩 第一組《劉香女寶卷》龍牌圖内容 

𪰬𢜠佛日增輝, 

聖王治世應期遐昌。 

皇圖鞏固封疆, 

法輪常轉𫔬民清閑。 

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其次，喃字本在最後一段中還記錄了劉香前世的法名為「善果」的情

節。這個發明類似於第一組《劉香女寶卷》的法名，而與第三組《劉香女

寶卷》本中記錄的法名「寄果」不同。最後，第一組的《劉香女寶卷》很

可能在二十世紀初傳到越南（因此它很可能成為《劉香演義寶卷》的「藍

本」）。證據是在一九三〇年的越南南部出現了一《劉香演義寶卷》的國

語字本（越南西貢印刷），其中有一幅劉香的扉畫。該插圖類可能説跟第

一組《劉香女寶卷》本的劉香扉畫一模一樣。從劉香的佛珠、石板、翻領

 
65  無名氏：《劉香演義寶卷》(平陽:會慶寺藏，1908)，葉 1 上。  

66  《劉香演義寶卷》保留了《劉香女寶卷》的「附子」、「貝母」、「生地」、「豬苓」、

「棗仁」、「當歸」、 「花粉」、「奇生」、「知母」、「獨活」、「奇奴」、「細

辛」、「黃連」藥味名。三種藥味名在喃字本有改變是:「金花」(漢字本是「金銀花」)、

「血竭」(漢字本是「血餘」)、「首香」(漢字本是「回香」)。參考:無名氏：《劉香演

義寶卷》(平陽：會慶寺藏，1908)，葉 9。  

67   加粗字母表示與中文本相同的内容。參考無名氏：《劉香演義寶卷》(平陽:會慶寺藏，

1908)，葉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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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褶皺等細節，可以看出相似之處。同时，第二組的《劉香女寶卷》本中

特有的旋轉筆畫和第三組的《劉香女寶卷》本中的柳花瓶和劉香把手藏在

衣服中的動作等細節都沒有出現在一九三〇年國語字本的圖中。 

 

《劉香演義寶卷》

1930 年國語字本 

 

《劉香寶卷》1870 年

翼化堂本 

 

《劉香寶卷》1875 年文

奎閣本（廣州）本 

 

《劉香寶卷》1903 年

樂善堂藏版（常州）

本 

 

《大乘法寶劉香寶

卷》1898 年瑪瑙經坊

(蘇城)本 

 

《繪圖劉香女寶卷》

1917 年 

文益書局（上海）本 

【圖二】1903 年越南國語字本劉香扉畫與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各本《劉

香女寶卷》的對比圖68 

 
68  圖來源: 《劉香演義寶卷》1930 年國語字本：法國國家圖書館；《劉香寶卷》1870 年

翼化堂本：Katherine Alexander (2021)；《劉香寶卷》1875 年文奎閣本、《大乘法寶劉

 



124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20卷第1期（總第39期） 2023年6月 

xx 

然而，儘管保留了《劉香女寶卷》的許多元素，但《劉香演義寶卷》

仍然與《劉香女寶卷》在許多地方有所不同。 

首先，它們之間最明顯的區別是文體問題。《劉香女寶卷》沿用清代

寶卷的形式，散文與韻文交替使用，尤其是韻文部分在七言詩和十言詩之

間變化，段隔是 3/3/4。《劉香演義寶卷》卻按照通俗喃傳故事，特別是越

南南部喃傳的通俗風格，主要採用六八體詩（3304 句，喃字），中間有幾

個漢字標題（22 句），一首七言漢字偈語（4 句）和一首七言和六言長詩

「書落」69（37 句，喃字）。從句子數量的相關性來看，可以看出越南的

本土文學形式（六八體詩）在喃字本中占主導地位。 

大部分作品是六八體詩。六八體詩形式被優先使用來演義宗教故事如

《劉香演義寶卷》，反映了喃傳在本土文學史上的總體發展趨勢，也可能

源於六八體詩形式有利於口頭上傳誦經文的優勢〔用六八體詩來傳誦佛經

是在越南很常見的活動，典型的就是「述行」（kể hạnh）的活動〕。《劉

香寶卷》在中國被道婆、女尼、師娘和佛頭媽媽通過宣卷活動流傳。70在越

南也有假说認為，一般喃字經文和喃字演義作品（如《劉香演義寶卷》）

通過集體誦經的形式廣泛傳播。僧尼、主持閱讀和解釋，而普通觀眾則在

聽、重複和記住（不需理解）文本。71此外，《劉香演義寶卷》產生於南部。

 
香寶卷》1898 年瑪瑙經坊(蘇城)本：哈佛燕京圖書館；《劉香寶卷》1903 年樂善堂藏

版本：濮文起分卷 (主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 (合肥：黄山書

社，2005)，第 14 册，頁 1—65）；《繪圖劉香女寶卷》1917 年文益書局（上海）

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Ctext Project Library)。 

69  書落(Thơ rơi)是越南通俗文學的一種體裁，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流行於越南南部地

區，借用匿名書信的形式，揭示作者個人的隱秘思想和感情，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

「書」就是指「書信」的意思，「落」就指這些書信的匿名口頭傳遞。書落通常用押韻

詩寫成，平仄聲調相對自由，押腳韻（連韻）。一首書落通常以自我介紹與問候開始，

並以「謹記𠉞書」或「𠉞書」結束。參考阮文候：《南圻六省文學：南圻與本土民間文

學（第一冊）》(胡志明市：年輕(Trẻ)出版社，2012)，頁 490-491。  

70   參考蘇芸若：「女尼、師娘、佛頭—寶卷宣講與女性的宗教參與」釋果鏡,廖肇亨,《無

盡燈——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 (臺灣：法古文化，2018)，頁 234-397. 

71  參考 Dror Olga (2007), Cult, Culture, and Authority: Princess Lieu Hanh in Vietnamese History 

(Southeast Asia--politics, meaning, and mem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199-120; 阮蘇蘭，白若思：《18 世紀越南對中國通俗小說的接受：從〈南海觀音菩

薩出家修行傳〉到〈南海觀音本行國語妙撰〉》，《文學研究》，4(578)(2020)，頁 9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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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的文學「偏重於說唱」72，有「說詩—聽詩」73的文化，其活動與

「照本宣揚」轉播寶卷的形式類似。口傳的方式要求作品使用六八體詩形

式，以便越南人（即使是文盲的人，甚至盲者）更容易記住。 

這首書落只在《劉香演義寶卷》的後半部分出現過一次，但它可以反

映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越南南部群眾的另一種文學品味。在此期間，書

落不僅單獨流傳下來，還經常被編入《𦒹仲傳》(Truyện Sáu Trọng)、《郎

珠傳》(Truyện Lang Châu)等種越南南部喃傳中，以抒發人物的情感，同時

也展示了作者的才華。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為了跟上越南南部群眾聽/讀書

落的愛好，一些作者和印刷商在越南西貢專門編制、彙編和出版了許多書

落集，常名為《恩情書》(Â n tình thơ)。直到一九四〇年代，這些書落通常

由兩卷組成，被大量以供為商業出版，並被多次重印。74書落本身是一種口

述體裁，因此它們在喃傳以及《劉香演義寶卷》中出現，以該作品更容易

通過「說詩」來被傳播。 

即使喃字本中用漢文寫成的片段也可能出現跟漢字文本差異的因素。

《劉香演義寶卷》的二十二條漢字標題與《劉香女寶卷》的雙關句子不重

疊。值得一提的是在《劉香演義寶卷》中，禪師在火葬劉香父母時所念的

偈語，該首詩與筆者所接觸到的任何《劉香女寶卷》本中的對應詩句都不

相同。雖然都是漢字寫成的七言四絕，但《劉香演義寶卷》中的偈詩只與

《劉香女寶卷》中的偈詩六字相似。這些相似的六字集中於後兩句。也許

喃字演義者把舊首詩改寫了一段新詩，或者這首偈語可能是筆者無法接觸

的（可能是非常早期或非常罕見的）《劉香女寶卷》本。75 

 

 
72  參考阮文春：《當流民重返》(美國:文藝出版社，California，1990)，頁 22。  

73   參考阮文候：《南圻六省文學：南圻與本土民間文學（第二冊）》(胡志明市：年輕

(Trẻ)出版社，2012)，頁 389。  

74   比如:鄧禮儀（Đặng Lễ Nghi）,范文請（Phạm Văn Thỉnh）《恩情書》(兩卷),舊—新

（Xưa — Nay）印刷廠，在 1906—1907 年第一次出版,再版至少八次(最後一版是在

1930—1931 年)；武春貞（Võ Xuân Trinh），阮貴鵉（Nguyễn Quới Loan）《恩情書》

(兩卷),舊—新印刷廠，再版至少四次(最後次是在1937—1938年)；阮金定（Nguyễn Kim 

Định）《恩情書》(兩卷) ，東法印刷廠，1929 年，……這些作品的書和微縮膠片目前

被藏於越南國家圖書館，越南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資訊研究所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  

75  按照 K.Alexander 助理教授考察結果，她個人收集《劉香女寶卷》文本之中也沒有發現

與喃字本的一樣的偈語。筆者在此對 K.Alexander 助理教授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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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劉香演義寶卷》與《劉香女寶卷》偈語對比表76 

《劉香演義寶卷》 《劉香女寶卷》 

雙魂快樂靜安然, 

脫刧凡塵上西天。 

勸君不愛形骸幻, 

認祖歸根返本源。 

柳媚/眉花嬌二月天, 

綺羅錦繡簇/出名園。 

上人不愛春光好, 

撒手西歸返本源。 

 

第二，有些《劉香演義寶卷》的片段與《劉香女寶卷》的內容不同。

除了上述可能由於簡化或混淆而導致的不同情況外，還有兩個片段體現

《劉香演義寶卷》與《劉香女寶卷》之間的差異。首先，在《劉香演義寶

卷》中，劉香不回到墳莊跟馬玉見面（《劉香女寶卷》的情節），而是她

拒絕回來，並給馬玉寫一封信。這可能是喃字本演義者為創造書落出現的

基礎而刻意改變的。同時，《劉香演義寶卷》最後的片段是一個獨特的現

象。馬玉在這個片段回京會見宋王，請求辭官才跟劉香一心修行。馬狀元

與宋王的對話，展示了修行與經邦濟世之間的密切關係。宋王同意馬玉

「回歸修行」，但當「國家混亂」時，他又回來承擔責任。同時，馬玉也

發誓，即使他已經獲得了正果，仍愿意「扶持皇恩」。77這些言論顯示了宗

教與政治之間的高度和諧，宗教人士是一股儲備能量，在國家出現重大問

題時才出現，隨時為國家提供支持。按照筆者考察文獻的結果，這件情節

在《劉香女寶卷》本沒有出現。如果這是《劉香演義寶卷》一書中的創作，

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假設。將「宗教」與「生活」聯繫起來的訊息也是十九

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越南南部一些教派的思想，例如：寶山奇香道（1849

年宣開），四孝恩義道（1867 年宣開），明師道（約 1863 年傳入越南南

部），高臺道（1926 年創立）等。這些教派以佛教思想為內核，卻承載宗

教混雜、入世的精神。許多研究表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越南各教

派的「善書」、「扶鸞降筆」等活動與宣傳愛國思想、抵制法國人、支持

 
76   加粗體字母是兩部作品之間的相同之處。參考無名氏：《劉香演義寶卷》(平陽：會慶

寺藏，1908)。 

77  參考無名氏：《劉香演義寶卷》 (平陽：會慶寺藏，1908)，葉 4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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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即阮朝）有關。78《劉香演義寶卷》或許也是在那種「氛圍」中的作

品。79 

第三，《劉香演義寶卷》中已省略宗教儀式性口令，並簡略一些教理

講授內容。在 《劉香女寶卷》的各個版本中，龍牌圖和扉畫之後都有一頁

描述「宣卷」儀式。該儀式包括先排香案、後開經偈、請佛、念佛、讚頌

對於善男善女誠聽寳卷之意義等一定程序。這個儀式在《劉香女寶卷》也

重複了兩次：在真空女尼講《十月懷胎》之前和在劉香為了超度馬家設壇

講《目蓮寶卷》之前。此外，貫穿全作，每一目之後，都有口令念「南無

阿彌陀佛」。這些具體的說明有助於藝人吸引和協調信徒參與「演唱」寶

卷的過程。另一方面，這些元素在《劉香女寶卷》的重複認定在中國的每

個宣卷活動之前的製度儀式。《劉香演義寶卷》將這些口令完全刪除。這

表明該口令對於在越南傳播劉香寶卷一書是不必要的。越南南部劉香的寶

卷口傳活動，如果有的話，不一定像中國那樣遵循嚴格的宣卷儀式。這種

活動可以以更靈活的方式進行，偏向於講故事/文學活動等形式，而不是像

宣卷的活動那樣過於儀式化。由於儀式性略有降低，《劉香演義寶卷》也

可以在世俗空間中講述，類似流行於南方的《陸雲仙》等通過「說詩—聽

詩」流行的活動。此外，這些宗教口令的省略也有助於那些接受《劉香演

義寶卷》的人，無論是聽還是讀，都感覺比較平易近人。宗教儀式口令和

教理講授的要素被省略或減少都非推動事件發展的事件內容。例如：《因

果經》中的十級地獄、真空女尼的《十月懷胎》講法、禪師在火化劉香父

母之前的講法、劉香唱佛曲等情節。如果刪去這些内容，對於情節發展並

無妨礙。反而，簡略這些内容還可以幫喃字演義者省去改編的時間和成本。

教理講授元素的減少導致《劉香演義寶卷》的總容量較《劉香女寶卷》大

幅下降。《劉香女寶卷》約三萬字，而《劉香演義寶卷》只有一萬字左右。

文魁閣書坊《劉香女寶卷》本與喃字《劉香演義寶卷》本具有相同的字體

 
78  參考范碧閤：《南部人和本土宗教（寶山奇香道—高臺道—和好道）》（河内：宗教出

版社，2007）；阮清風：《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南部社會中的明師道》，《宗教研

究》，8（2018），頁 99-144。 

79  筆者也不排除這一情節也可能來自筆者尚未調查的劉香故事版本。因為，中國的很多民

間宗派（如無為教、先天道……）也有著和「反清復明」一樣的政治精神，成立了許多

秘密社團來實現精神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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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密度。然該《劉香女寶卷》本共一百七十八葉，而《劉香演義寶卷》

本只有四十四葉。顯然，作品的改編時間和成本都得以節省。當然，要釐

清《劉香演義寶卷》在越南南方演唱和接受程度，還需要更確鑿的證據。

但無論如何，這表明《劉香女寶卷》已經在一個不同於中國南方的越南南

部的宗教、文學、文化環境改寫而形成和傳播。喃字演義者需要進行調整

《劉香女寶卷》文本以便這部作品適合當地接受經文的需求及印製、傳播、

接受喃傳的習俗。 

最後，《劉香演義寶卷》和《劉香女寶卷》之間在刻畫人物藝術上仍

然存在差異。《劉香女寶卷》在描繪一個理性、敏銳、面對事件冷靜而堅

決的劉香。然而，該人物在《劉香演義寶卷》中卻是一個愛哭但越來越堅

強的人。《劉香演義寶卷》對人物外貌描述相當簡略，而它比《劉香女寶

卷》更加注重於語言和人物的心理。《劉香演義寶卷》的劉香被迎亲到馬

玉家片段中增加了一段劉香的獨白。同時，喃字本中的馬玉也更多表達了

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主動表示他娶劉香為妻的同意，及在母親面前為劉香

辯護，且鼓勵劉香努力修煉等等。在帶領二妻金枝去見面劉香的情節中，

喃字本中的馬玉也通過手勢和語言表達了羞澀，而跟《劉香女寶》中平靜

和冷漠的態度區別。 

總之，即使與筆者能接觸到的最接近的《劉香女寶卷》（第一本組）

相比，喃字本在文體、情節細節、說教内容、刻畫人物藝術等方面仍然存

在差異。從寶卷形式到六八體詩或書落的文體變化，以及細節和說教内容

的簡化，可能是《劉香女寶卷》到《劉香演義寶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偏

差。但是，導致兩部作品之間在禪師偈語的內容、馬玉會見宋王請求辭官

的情節，還是馬玉和劉香兩個角色的刻畫藝術等出現差異究竟的原因，尚

未有足夠的根據和資料來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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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二十世紀初越南南部《劉香演義寶卷》之傳播 

一、傳播方式 

《劉香演義寶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越南南部最明顯的傳播形式，是

通過非營利印刷文本，包括喃字文本和國語字印本。關於《劉香演義寶卷》

唯一存在的一九〇八年喃字本，筆者在上一節中已經提到。關於國語字印

本，筆者發現至少有五個印本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印刷的，分別是：一九

二五年印本、一九二六年印本、一九二七年印本、一九三〇年印本、一九

四九年印本。這些印本都是根據一九〇八年喃字本而翻譯成國語字。在筆

者找到的五個文本中，其中四個印本（包含 1925 年印本、1926 年印本、

1927 年印本、1930 年印本）現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

七年、一九三〇年的印本在河內的越南國家圖書館有微縮膠片。一九四九

年印本目前在胡志明市的一家私人文庫保存。80 此外，筆者還在越南國家

圖書館發現了一個《劉香演義寶卷》摘印國語字本（1927 年印本）。 

根據國語字翻譯和排列方式，二十世紀初的五個國語字本可以分爲三

種不同的組別： 

A 組包括一九二五年、81一九二六年82和一九四九年的國語字本。83這

些印本具有相同的內容和形式。全部一百二十三頁，全書小目齊全，上六

言句，下八言句。國語字翻譯者忠實的基本上一九〇八年的喃語字本，除

了如前所述將「白猊」音譯為「白兔」的細節，和在某些無意音譯錯的地

 
80  該版本的一本書曾於 2020 年在越南胡志明市的一家二手書店出售，該書後來被一位身

份不明的人購買，因此筆者無法直接接觸到它。幸運的是，還有這本書的照片仍然存在 

Facebook 上，用於廣告的目的。這些照片足以提供有關該書的一些有價值資訊。衷心

感謝小貓（Mèo Nhỏ）舊書店（越南胡志明市）允許筆者在本文中使用 1949 年國語本

的照片。參考丁道寧老師（演者）：《劉香演義》 (西貢：光南佛堂, 運寶佛, 盛戊印

刷廠)。 

81  參考阮慈元、黃妙竹(選錄)、阮文亥(印刷), 國語字翻譯者不明：《劉香演義》(西貢：

阮文曰印刷廠, 1925; 法國國家圖書館)。 

82  參考陳定寶先生與夫人(打印)，國語字翻譯者不明：《劉香演義》 (沙瀝：維春印刷

廠，1926；越南國家圖書館：編號 S87.652)。 

83  對比 1949 年國語本的首頁照片，可以發現這個印本有與 1925、1926 年版本相同的特點，

故將其分於 A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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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的本不記錄國語字翻譯者之名。只有一九四

九年本記載丁道寧老師為「演者」。丁道寧老師是運寶堂（一個明師道的

佛堂）的住持。這也是出版一九四九年國語字本的兩個宗教單位之一。如

果理解在一九四九年本書的封面上的「演者」一詞作為「演音者」，會導

致兩種可能。首先，丁道寧老師是一九四九年本的國語字翻譯者，也可以

是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本的國語字翻譯者（但在這些本沒有記錄他的

名字）。其次，這個國語字本原來是別人翻譯的，當一九四九年再版時，

掛丁道寧老師的名。如果第二假設是正確，這將反映出二十世紀初在南部

傳播書籍時版權問題缺乏嚴謹性。此外，「演者」也可以理解為宣讀和解

釋作品的人（將在本節末尾更詳細地討論）。 

B 組以一九二七年的國語字本為代表，該本上也沒有記錄國語字翻譯

者之名。這不是全文的印刷本，而是《劉香演義寶卷》書中部分教義內容

的摘錄。84 這些內容構成了一本書的第一部分，名為《教善經》（Kinh 

dạy làm lành）。85這本經是作為訓女之用。 

摘錄內容並排排列，不標明出處，段落之間沒有段隔的跡象。六言詩

句和八言詩句在同一行。《教善經》的最後以一首鼓勵女性修行的詩作為

結尾，含印於普陀山南海觀音降筆詩，以及對印經做出貢獻的人的名單。B

組與 A 組有些不同的音標。一九二七年本國語字翻譯者也許是直接從一九

〇八年的喃字文本來注音。或者，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存在另一個國語字印

本，一九二七年本的製作者可以該本為摘錄部分段落的底本。 

C 組以一九三〇年的國語字印本為代表，共四十二頁。86該書封面上表

明，這個國語字本是由一位叫Marguerite黎金華的越南永隆女教師翻譯成國

語字。她是一位於越南西寧教堂道德學堂(Đạo Đức học đường)的老師。道德

學堂是教高臺道信徒孩子的學校（該學校現改名為西寧李自仲（Lý Tự 

 
84  包括：劉香與馬玉解釋十條、劉香在馬玉離家準備考試之前互相囑咐、劉香被趕出馬家

後、趙娘勸丈夫張恩修行、劉香在西山庵說法的段落。 

85  第二部分似乎是在書中附錄，所以不在書封面出現。參考《教善經》(西貢：Imprimerie 

de L’Union Nguyễn Văn Của, 1927; 越南國家圖書館: 編號 S87.3406) 。 

86  參考 Marguerite 黎金華（翻譯成國語字）：《劉香演義寶卷》，第二次出版, (西貢：

Imprimerie 德留芳, 1930; 越南國家圖書館：編號 S87.4373)。 



廿世紀初《劉香演義寶卷》在越南南部的創作與傳播過程研究              131 

xxvii 

Trọng）初中）。87封面還寫著「第二次印刷」，這表明該印本還有另一份

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出現的文本，但筆者還沒有接近的機會。一九三〇年本

的開頭有劉香的插圖。六言詩句和八言詩句在同一行。標題全部被省略。

一些詩句被忘記或寫錯位置。在書的最後有一個柳將軍（目前不明這個人

物的來歷）的降筆詩。這個國語字本對一九〇八年的喃字本的還原度，不

如對 A 組和 B 組的國語字本的還原度，因為國語字翻譯者積極糾正了一些

單詞，並在第十一頁和第十二頁添加了評論。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上述《劉香演義寶卷》文本與《劉香

女寶卷》文本並列流傳。一九三〇年國語字文本（C 組）開頭的劉香插圖

從未在喃字本中出現，也沒有從喃字本（或更早的國語字本）中消失的跡

象，但與第一組《劉香女寶卷》本中的劉香扉畫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故，

這幅畫很可能取自第一組《劉香女寶卷》的其中一本。《劉香演義寶卷》

一九三〇年國語字本的翻譯者可以從第一組任何一本《劉香女寶卷》中隨

機選擇這幅畫。這本《劉香女寶卷》不一定是《劉香演義寶卷》的藍本。

但是，由於《劉香演義寶卷》一九三〇年國語字本是在越南西貢印刷的，

即使隨機的《劉香女寶卷》文本仍然是在越南南部流傳的文本。二十世紀

初於越南南部《劉香女寶卷》的傳播也可能是國語字翻譯者編輯自己印本

的基礎，以糾正在雕刻喃字本過程中可能出現錯誤。此表明，劉香的寶卷

已在二十世紀初越南南部多語、多文化環境中流傳。在不長的一段時間中

（大約半個世紀），劉香寶卷的漢字文本可能在越南南部先出現，接著是

喃字本，然後是國語字本。但是，後一種版本的出現並不排除前一種版本

的存在。不同語言文字的版本同時並存，滿足了向廣大不同文化程度、不

同品味等人群傳播劉香寶卷的需要。越南南部的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

和興趣，直接接收漢字文本，或者通過用喃字或國語字書寫的演義本。 

《劉香演義寶卷》在二十世紀初越南南部的另一種流傳方式是口傳。

越南南部「說書——聽書」的傳統，和六八體詩和書落，都為《劉香演義

寶卷》在日常生活（例如家庭、村莊等）中的口語流傳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87  參考「道德學堂和黎文忠學校」（Trường Đạo Đức học đường và trường Lê Văn Trung）

項目，轉引自德原：《高臺詞典》(西寧：西寧教堂，大道三期普度，電子書，2012)，

冊 1，頁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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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劉香演義寶卷》是由宗教信徒非營利印刷的，並

用多種語言/文字製作，以便廣泛向大眾傳播經文。但是，仍然有一些普通

人不能閱讀漢字，喃字和國語字。因此，劉香的寳卷有可能在宗教活動中

的宣讀、講解會有更高的效用。刊刻一九三〇、一九四九年國語字本的高

臺道的學堂和佛堂有足夠條件舉辦該演講活動。一九四九年國語字本中丁

道寧的「演講者」角色可以理解為「宣讀者」、「講解者」。《劉香演義

寶卷》的口傳流傳方式雖比較類似寶卷的「宣卷」活動，但不一定要遵守

「宣卷」儀式。因此《劉香女寶卷》中的口令特點已被在《劉香演義寶卷》

刪除。 

   

1908 年喃字本 1925 年國語字本 1926 年國語字本 

   

1927 年國語字本 1930 年國語字本 1949 年國語字本 

【圖三】《劉香演義寶卷》喃字本與國語字本88 

 
88  圖片來源： 1908 年喃字本：潘青桃(2006)影印本；1925 年、1926 年、1927 年、1930

年國語字本：法國國家圖書館；1949 年國語字本：小貓舊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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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多角度來看《劉香演義寶卷》的流傳 

從地域範圍來看，二十世紀上半葉，《劉香演義寶卷》在越南南部流

傳頗廣。喃字本目前藏於平陽省會慶寺書庫。國語字本主要在二十世紀初

越南南部最大的印刷和出版中心西貢的印刷廠印刷。89西貢地區也是華人的

聚集地。諸多善信人不遺餘力地捐款支持印刷《劉香演義寶卷》（1927

年、1930 年國語字本）。此外，《劉香演義寶卷》的贊助者來自越南南部

許多其他省份，如茶榮（1925 年國語字本）、永隆（1926 年、1930 年國

語字本)、西寧（1930 年國語字本），前江—鵝貢（1949 年國語字本)等。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劉香演義寶卷》也在多種教派流傳，以便傳播

經文和印送經書。 這是傳播《劉香演義寶卷》過程的穩定特點。證據是，

《劉香演義寶卷》的所有版本都是出於非營利目的印刷的，包括喃字本和

國語字本。90許多國語字本還附有降筆作品。《劉香演義寶卷》口耳相傳的

方式，也可以在宗教機構或在俗信徒的家庭生活空間中進行。目前尚無法

確定一九〇八年的喃字本是從哪些地區流傳的，但該版本仍保存在平陽省

最大的佛教中心（會慶寺）內。以及，該本是由兩名女性信徒捐錢刻印。

因此可以判斷該喃字本曾經是佛教信徒或受越南佛教思想影響的民間教派

的信徒的產物，其中女性具有顯著的作用。按照五個國語字本，至少可以

確定兩個教派已經參加傳播《劉香演義寳卷》，即高臺道（1930 年國語字

本）和明師道（1940 年國語字本）。這是兩個結合了許多思想的教派。其

中，大眾佛教思想為思想內核。這兩個教派的歷史表明，在組織、經文、

意識形態、活動方向、宗教實踐形式等方面，存在着共同、干涉和相互滲

 
89  除 1926年國語字本在維春(沙瀝)印刷廠印刷之外，其餘國語字本均在西貢印刷廠如阮文

曰 Nguyễn Văn Viết（1925 年版）、阮文庫 Nguyễn Văn Của（1927 年版）、德留芳 Đức 

Lưu Phương（1930 年版）、盛戊 Thạnh Mậu（1949 年版）等印刷廠印刷。 

90  這是《劉香演義寶卷》傳播的一個特點。於 20 世紀初，有些通俗宗教文學作品在越南

南部被從非營利轉向營利模式傳播。該作品的國語字印本被於西貢賣，雖然以前該作品

的喃字本被印送。有些印刷廠將通俗宗教文學作品的喃字本（原本）改變得很大，產生

更多新的國語字本於營利目的。當時，在西貢的《目蓮寶卷》國語字本是一個代表。但

是，對於《劉香演義寶卷》，筆者仍未發現任何該作品的印本傳播於營利目的。參考：

阮蘇蘭、阮廷興、白若思：〈舊本重編：20 世紀初越南目蓮詩傳各種國語文版本的源

流〉，《社會和人文科學》，4(6)(2018)，頁 78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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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的印記。同時，這兩個教派都受南方中國佛教的影響。91 然而，現有的

資料還不足以證實《劉香演義寶卷》最早是在哪個宗派流傳的。如前所述，

一九三〇年國語字本的國語字翻譯者黎金華是高臺學校的一名教師，而一

九四九年本的丁道寧是明師道佛堂的住持。德留芳印刷廠刊印一九三〇年

本，該印刷廠也專門印刷高臺道經書。92刊刻一九四九年本的光南堂(Quang 

Nam đường)、運寶堂(Vận Bửu đường)和盛戊(Thạnh Mậu)印刷廠也多次印刷

明師道經書。93《劉香演義寶卷》的印刷，不僅是為了滿足出版經書的需要，

以積累具有經濟潛力的信徒的功德，也是為了向不同教派的大眾信徒傳播

文獻的目的。  

從書籍傳播的角度來看，《劉香演義寶卷》並非單獨流傳，而是與中

國寶卷典籍和通俗佛教文學作品系傳播有關。一九〇八年《劉香演義寶卷》

與《觀音濟度演義經》一起通過喃字傳播。一九三〇年國語字本指明，捐

錢印刷版本的高臺道信徒也募款印刷其他經書，包括《何仙姑經》和《求

法救母經》（可能是《目蓮救母經》)。此表明，包括《劉香演義寶卷》在

內的許多中國寶卷、佛教文學作品已在越南南部改寫，並在當地的土著宗

教中流傳。 

從傳播及接受共同團體的經濟條件與地位來看，大部分參加流傳《劉

香演義寶卷》都是有經濟潛力之人。他們可以獨立提供一次印刷的贊助

〔（如：喃字本的阮慈原、黃妙竹女士、1925 年的阮文亥(Nguyễn Văn Hợi)

先生、1926 年的陳定寶（Trần Định Bảo）先生與夫人〕。或者，他們可以

跟集體攜手貢獻大量的印品（如：1930 年的 5000 國語文版）。其中，有很

 
91  明師道的前身是仙天道，大約在 19 世紀末傳入越南，然後改名。高臺道的創立得到了

明師道的大力支持。參考慧凱：《高臺道簡史：1926 年開明大道》「A concise Caodai 

history: The 1926 Inauguration」(河内：宗教出版社，2015)；阮清風：《越南明師道廟宇

系統及其社會貢獻》，顏綠芬主編，《重建臺灣音樂史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傳藝

總籌處臺灣音樂中心，2017) ；阮清風：《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南部社會中的明師

道》，《宗教研究》，8，2018，頁 99-144。 

92  這家印刷廠與高臺道關係密切，因為這家印刷廠的老闆張文俊先生，他的岳父和他的妻

子都是高臺道的早期信徒。這家印刷廠也負責打印許多真理教堂(前身是西寧教堂分開

成)的經典。 

93   光南堂、運寶堂和丁道寧老師也在盛戊印刷廠聯合印刷其他經典，例如《闡道要言》

（Xiển đạo yếu ngôn）、《無極傳宗志》（Vô cực truyền tông chí）……。這些經典也在

明師道內部流傳。參考阮清風：《越南明師道廟宇系統及其社會貢獻》顏綠芬主編，

《重建臺灣音樂史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傳藝總籌處臺灣音樂中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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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是二十世紀初在越南南部當官，或當官者的家屬，比如：阮文亥先生

在越南茶榮省橫橋為名譽官員（贊助 1925 年的國語字本）、陳定寶先生

（與夫人贊助 1926 年的國語字本）是永隆省的名譽督撫使，曾獲得法國政

府北斗倍星的第五等、郡公吳晉真（Ngô Tấn Chơn）（吳晉真先生的奶奶

贊助 1930 年國語字本）在西寧盞盤當知縣。94 

從傳播及接受共同團體的性別角度來看，可以認出女性是二十世紀初

越南南部主要接受《劉香演義寶卷》傳播的群體，她們是印刷作品的主要

贊助之人。她們參加翻譯作品過程，甚至可以參加喃字演義活動（兩位阮

慈原、黃妙竹女士）。國語字本的個人贊助名單顯示，婦女在參與人數及

捐款金額的方面上佔大多數。給予一九二七年國語字本捐款金額人的十九

分之十三的是女性的，其中捐款金額最高的人是三位女士。在捐款印製一

九三〇年國語字本的名單裡，雖然有男士之名但標題還是「印經的好心女

士們」。因此，也可以判斷，在印經捐款金額名單出現的一些善男可能不

是直接捐款的人，其實是他們家中的女士們（如：他們奶奶、媽媽、姐妹、

夫人等）為他們的積德祈福而捐款。《劉香演義寶卷》的附件詩文、降筆

也常向往女性。與《劉香演義寶卷》同時印製的經文也是有向女信徒內容

的作品。這點可以說明，在越南改寫與流傳劉香的寳卷進行研究的過程中，

女性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伍、結論 

《劉香寶卷》流傳至越南之後被改寫成《劉香演義寶卷》，產生了一

種喃字刻本（1908 年）和至少五種國語字印本。喃字本的成書年代大約是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之間。喃字演義者可能是一個人或一種集體。這

些演義者並未接受高等教育，而是有著很虔誠的宗教信仰，並且很可能是

女性。在此刊刻及出版的過程中，也很可能有本土華裔或來自中國工人一

同參與進來。相關文獻調查結果表明，《劉香演義寶卷》喃字本改寫自

 
94   參考 Indochine française, Administration des douanes et régies: Annuaire administratif de 

l'Indochine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 1930);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Souverains et notabilités d'Indochine: Notices par ordre alphabétique (Hanoi: 

Service de l'information, 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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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香女寶卷》漢字本，而廣州和常州刊刻出版的《劉香女寶卷》

（1875—1903）與其有著密切的關係。根據筆者所搜尋到的文獻顯示，

《劉香演義寶卷》喃字本與該漢字本存有相當的差異性，此類差異性即可

能是保留了中國各種文獻系統當中的《劉香寶卷》的內容，此需要進一步

探討；也可能是保存了越人在吸收、改寫及翻譯過程中的改變和創新痕跡。

無論如何，《劉香演義寶卷》仍呈現出在越南接受與改寫中國寳卷和中國

宗教故事過程中越吸收越本地化的兩面性。 

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劉香演義寶卷》同時存在於喃字刻本

（1908）與國語字印本。在虔誠信眾（大部分是南部有權勢家族的婦女）

的幫助下，喃字刻本和至少五種國語字本，並在越南南部地區廣泛流傳。

同時，《劉香女寶卷》漢字本亦在這個地區繼續流傳。《劉香演義寶卷》

的流傳方式亦以口授方式相互傳承。豐富的流傳方式使得此一寶卷文本在

二十世紀初越南南部地區有著影響力，也證明中國的宗教信仰（特別是在

中國南方、通俗的文化信仰和宗教）、混合文化在越南的流傳即密切而又

複雜。此外，越南劉香寶卷的流傳一如中國的劉香寶卷的流傳一樣，得到

了大部分女性的支持。從女性角度的意義上，這是非常值得加以研究的現

象。 

在越南出現的《劉香演義寶卷》、《佛說目蓮救母經演音》、及《香

山靈感觀音事跡演音》、《觀音濟渡演義經》等各種寶卷的喃字演義作品

可以發現，中國的佛教故事是改寫成喃字後，以各種寶卷文獻的形式在越

南傳播。這些寶卷的傳播過程是複雜的，因其受到文化、文學、宗教體系

等諸多變動因素所致。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如：《劉香演義寶卷》所

依據改寫的真正底本、梳理其自中國至越南所流轉的途徑及其空間性與時

間性、考證喃字演義者和國語字翻譯者之名、以及理清在宗教活動中各種

喃字本與國語字文本的傳播軌跡等。此一問題需要發掘新的資料以及更多

更全面的研究成果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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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劉香演義寶卷》和《劉香女寶卷》的細節比較表95
 

片段 劉香女寶卷 劉香演義寶卷 
(1) 宋真宗時，在山東，太華山紫金

鎮，有位殺豬酒店老闆叫劉光, 他

妻子是徐氏。夫妻倆相愛但沒有

孩子。 

宋真宗時，在華山，紫金鎮, 有一

位殺豬酒店老闆叫劉光 , 他妻子是

徐氏。夫妻倆相愛但沒有孩子。 

(2) 徐氏被吉照臨, 懷胎, 生下一個女孩。她出生的時候，有千條瑞氣，異香

滿室，所以她的名字是劉香(也叫香女)。 

(3) 十歲時，劉香到福田庵，聽真空女尼講經。 

(4) 回家後, 劉香叫父母關了殺豬酒店，開一家素食館, 誠心念佛。劉香父母

聼女孩的話。 

(5) 劉香十五歲時，有一個有名、有錢、兇暴的馬員外，外出打獵途中路過

劉光的餐馆。馬員外看劉香美麗，要她跟他的第三個孩子馬玉結婚。劉

光害怕，不敢拒絕。 

(6) 一年後, 馬員外帶禮物到劉香家。劉香心疼父母，所以同意婚事，但要

求馬玉遵循十條律。馬玉感佩並同意。 

(7) 劉香父母去西方之後，劉香痛哭流涕，將他們火化後葬在了南山。最

後，她當上馬家新娘。 

(8) 三天婚禮之後, 劉香仍堅持穿著海青。她的婆婆院君生她的氣並責罵

她。 

(9) 劉香勸馬玉停止學習 ，開始修佛。這件事情被兩個嫂子和婆婆發現。院

君要求馬玉去書房專心學習，不讓他見劉香。馬玉痛苦地照媽媽的話

做。院君駡劉香，然後趕她下廚房工作。  

(10) 劉香看到馬員外駡管莊馬忠，因爲馬忠不能收到足夠的稅金。劉香心

疼、憤怒，一邊唱佛曲一邊走出去。院君聽見她的佛曲，就抓著劉香的

頭髮打她。丫鬟玉梅勸阻, 院君只得住手。 

(11) 劉香有一個丫鬟叫玉梅，她相當

感佩劉香，就拜劉香為師，從修

行道。  

劉香有兩個丫鬟叫玉梅和丫環。她

們很感佩劉香，就拜劉香為師，從

修行道。  

(12) 清明節，馬家去墳莊。劉香看見人們為了禮拜而殺許多動物，她傷心地

念佛, 嘆氣。院君聽見她的佛曲，打了她一頓，然後要求她住在墳莊，

不讓回家。  

(13) 當劉香留在墳莊時，她保護一隻

白兔，不讓馬金和馬銀(馬玉兩哥

哥)狩獵。因爲這件事，劉香讓馬

金和馬銀生氣。她被他們打得十

死一生。幸運的是，這隻白兔救

當劉香留在墳莊時，她保護一隻白

猊，不讓馬金和馬銀(馬玉兩哥哥)

狩獵。因爲這件事，劉香讓馬金和

馬銀生氣。她被他們打得十死一

生。幸運的是，這隻白猊救了她一

 
95  加粗體字母是兩部作品之間的不同之處。參考《劉香寶卷》（廣州：文魁閣書坊，

Ca.1875；哈佛燕京圖書館 中文善本古籍特藏），卷 1—2；《劉香演義寶卷》(平陽：

會慶寺藏，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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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一命。墳公墳婆相當感佩劉

香，便拜她為師，跟著她一起修

行。  

命。墳公墳婆相當感佩劉香，便拜

她為師，跟著她一起修行。  

(14) 馬玉試中狀元，宋王封他擔任潮州府太守，劉香成爲誥命夫人。兩位嫂

嫂誣告劉香在墳莊與別人通姦。院君不問真假便打駡劉香，剃掉她的頭

髮，終於掃地出門。 

(15) 從此, 劉香都白天去乞食，晚上回荒廟休息。她勸化一位富有的夫人趙

娘修佛。  

(16) 一夜, 當劉香回到荒廟時，看到兩個年少化子。他們認為劉香美麗，所

以故意對她無禮。劉香念佛的時候，他們的肚子立刻疼起來。兩個化子

求劉香饒過他們。劉香勸化他們修佛 

(17) 劉香的名字很快家喻戶曉。人們請她到一間庵在西山脚講經。 

(18) 馬玉中了狀元回家之後, 院君對馬

玉說劉香已經跟情夫出去，馬家

找不到她。但馬玉不相信。他詢

問玉梅，墳公和墳婆。他得知事

實後，為劉香感到心疼。  

馬玉中了狀元回家之後 , 院君對馬

玉說因爲劉香跟外人通姦，所以被

她掃地出門。但馬玉不相信。他詢

問墳公和墳婆。他得知事實後，為

劉香感到心疼。  

(19) 馬家差人四處尋找劉香，在西山

脚找到她。劉香回墳莊見馬玉。

她告訴丈夫所有痛苦往事，而劉

香拒絕回馬家。 

馬家差人四處尋找劉香，在西山脚

找到她。劉香不回墳莊見馬玉，她

只寫一封信告訴丈夫全往事。  

(20) 馬員外要求馬玉娶次室。他的次

室叫金枝。馬玉和金枝去拜謝劉

香。金枝發現劉香曾經到她家勸

化過。她對劉香很感激。劉香勸

化馬玉和金枝。 

馬員外要求馬玉娶次室。他的次室

叫金枝。馬玉和金枝去拜謝劉香。

金枝雖未曾見過劉香，但一見面就

覺得敬仰。劉香勸化馬玉和金枝。 

(21) 於院君六十嵗誕，馬家全家吃毒魚而死，只有玉梅（和丫鬟）因爲吃

素，所以無恙 。劉香急忙給在潮州當官的馬玉寫一封信。然後，她自己

回馬家準備後事。 

(22) 馬玉在潮州突然陷入昏迷。他的靈魂被引下地府。在那裡，馬玉看見自

己的家人受到懲罰。馬員外和院君叫馬玉回家，請請劉香為他們立壇為

他們超渡。馬玉醒來就受收到劉香的來信，趕忙回家。 

(23) 馬玉、 劉香、金枝、和玉梅（丫鬟）為馬家立壇超渡。  

(24) 馬玉決定不回京當官，而跟著劉

香修行。 

馬玉回京面見宋王，向其請求辭官

修行，才回家跟劉香修行。他發

誓，當國家混亂時，他會回來承擔

扶持。 

(25) 馬玉, 劉香， 金枝，和玉梅（丫鬟）都修成正果。閻王查閱生死簿，發

現馬玉和劉香前世都已經修行。他們有一次遇見，動凡心，因此要再多

修行一世，此生做夫妻三天以還清債，才能渡往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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