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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福州歌謠《釣魚郎》之內容書寫與流傳意義相探

黃丈車 國立屏求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叫摘要l!D

本文立足股掛外華人民間文學的研究動機上，進行馬來西亞砂勞越流傳的福州|歌

謠《釣魚郎》之初探，嘗試從文本中觀察其內容主題書寫與歌謠之流傳意義，進而結

合其中特殊的書寫接巧與民俗議題，歸納整理相關中國或閏地文化在馬來西亞華人地

區的傳承性與本地化過程。

民間歌謠的研究具有歷時性和空間性特色，馬來西亞砂勞越的福州歌謠《釣魚郎》

呈現出的中國傳統喪葬文化及民間道教信仰的民間傳承性價值，對移居海外的馬來西

亞華人而言具有文化傳承和族群情感凝萬里力量 ;透過這些歌謠，在地說唱者或改編者

也進行歌謠在地化的更動，例如聯章體歌謠的書寫型態及內容之多元呈現。由此觀

察，這篇《釣魚郎》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文化研究或是民間文學整理，都具有一定的

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馬來西亞 、福州歌謠、釣魚郎、闊地歌謠 、 歌仔 、 聯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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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戶cti ve of this articl e is to study the fo lk litera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We 

wi ll be lIsing Fú Zhöu Folksong “ Dìao Y Ú Láng"( 釣魚、郎 )fro lll Sarawak of Malaysia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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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福州歌謠 《釣魚郎》之內容書寫與流傳意義初探

壹、前言

19 -w*己巾其以前 ， 福建地區的多種民問俾統音樂璽fJfLT隨著當時的悶地移民站~j

帶入了南洋與台灣等地 ， 其巾包括傳統的兩育 、 潮州等地音樂 ， 福州 、 潮州歌謠

或閩西客家山歌，以及福建民間戲II R等等 。 這些傳統音樂 、歌謠或民間戲曲在殷

商什的俾插演變下，逐漸粘合南洋各地特色 ，形成;富有當地色彩的華人丈化 。

間地歌謠何時傳播至南洋地區恐怕難以一一考訂時間及過程，不過可以確定

的是 ， 明末清初以|烽福建移民潮在 l 第位于過得， 第二好過台灣」的憧憬下分別

外移平南洋和台灣等地 ， 移民的過程巾閩地人民帶出的除了自身行囊外 ， 還有更

多的名利美夢和家園記憶 。 劉登翰在其 〈 追索中國海外移民的民間記憶一一關於

《過番歌~ } 的研究} 丈詳細考請卡數年其手邊持續掌握的 《過番歌〉 版本及流

傳情說 ， 發現此歌謠最初來自閩南，牆而延及福建全省乃至廣東湖i山地區和嘉應

客厲地區 ﹒ 最後拓展到海外，從主要的 í 1午前洋」擴展到「充滿rlrl淚的美州 J '而

』各地區流傳的 〈過書歌〉 且其反應的 「過番 」 情況和演唱的藝術風格多有明顯

的差異 。 但要而言孟之 ， 這其 《過番歌〉 所折射出來的是海外移民將歷，可以 「探

尋移民岳和移民眷屬的艱難聽程和複雜心態，探討其勸世主題的價值和侷限，以

赴從海外生存經驗所激發的國家意識 、民族意識 、 自強意識和烏托邦理想 。 J 簡

而言之， 站著移民歌謠如 《過書干部;}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閩地歌謠的流傳演變

情況'\ÌÍZ進 r(ri t菜知海外草人移民的辛酸及奮鬥過程 。

劉哥去翰說 : í我注意到民間有大量反映 『過番 』 的歌謠存在 ， 長篇 《過番歌》

只是其 r l-'的一個代表 。 在某種意義 1--可以說， 正是這些反映了僑鄉社會各種情狀

和僑客 、 僑眷複雜心理的大量 『過番 』 歌謠存在 ，才為長篇 〈過番歌〉 的產生奠

立基礎 。 J 從這樣的觀點來思考 ﹒南洋華人地區的間地歌謠流傳情況，應是由簡

辛繁的過程 ， 從早期的移民口語傳唱或簡單唱本流傳，以至後來的抗日昌藝人改編

l 劉登翰 : < 迫索巾國海外移民的民問記憶一一一關於 {過番歌} 的研究卜《福州狀學學報} (哲學社

會科學片垃) . 2005 年第 4 期(總第 72 期 ) ， 貝 1 7 ' 
2 劉l登翰 Uê索111閥海外移民的民間記憶 晶晶;Ii泠 《過香歇} 的研究 ) ，同仁計 、 頁 1 5-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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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 ， 目前整理成冊的唱本或歌謠集，應該是移民傳唱許久後的結晶總和 。 而在

這些歌謠的傳唱過程中，民間文學的傳承性與變異性特質勢必隨時出現，前者固

守的是來自原鄉言己憶的文化維護，後者則屬於民間文學在地化的必然過程 。

近年來華語學習蔚為風潮，間接帶動華人相關文學與文化之研究，例如華人

宗教信仰的流變，抑或民間戲曲的外傅 : 但除此之外，域外華人地區的民間文學

亦是值得探究的主題 。 本論文將在此動機基礎上，探討馬來西亞華人地區流傳之

福州歌謠《釣魚郎〉內容並藉以觀察闊地歌謠的流傳與演變情況 ， 進而歸納整

理中國或閩地文化在馬來西亞華人地區的傳承|生與本地化過程。

武、 《釣魚郎》歌謠文本也許析

南洋星馬地區流傳的閩地歌謠中有一些長篇歌仔 ， 除上文提到的《過番歌》

外 ， 其他尚有《雪梅思君》 、 《十支香袋記》 、 《十別妹》 、 《十勸酒》 、 《十合枕頭記} 、

《二十站別妹》等 。 其中《雪梅思君》及《十支香袋記〉 、 《十別妹〉等歌仔每段

唱詞均以月份或數目連串，我們暫可稱之為「聯章體歌謠」 。 這些以月份或數字聯

章演唱的歌謠在中國甚至南洋有華人的地區均可看見，閩南歌仔冊有 《十二更

鼓》 、 《十盆牡丹歌〉 、 《十六盆牡丹》 、 《十月花胎〉 、 《病子歌》等 ，粵語的歌仔冊

有《十想、單身歌) , <十八嬌連勸善歌》 、 《送郎十旱，亭歌) ， 至於客家族群則有 《十

想郎》 、 《十二月古人調〉等歌 ， 由此可見此聯章體歌謠流傳之廣 。

本文蜓，探討的《釣魚郎》雖未全篇以月份或數目連串，但卻將不少聯軍體歌

謠包括於其長篇內容當中 ，此歌謠如其他歌仔一樣， 全以七言四句型態呈現 ， 全

歌計有 920 句， 共 6，440 字，體製不可不謂宏大 。

馬來西亞華人地區流傳的這首《釣漁郎》乃出自東馬沙勞越 ( Sarawak ) 的華

族文化協會 ， 是劉于政先生於 1973 年 6 月 2 日抄錄下來的福州歌謠 。 4內容主要敘

J <釣魚郎}引自劉子政編註 : (福州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 , (馬來西亞 .砂拉越苓族文化協會

( 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J ' 199611 0 ) ， 頁 的-99 ' 

4 ~IJ子政於 {釣魚、郎 } 詩末附註說明此詩乃 1 973 年 6 月 2 日抄錄，再於 1 976 年 11 月 1 3 日(星期
六)全詩修正 、 註解，參考劉子政編註:{福州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 同註 3 ' 頁 悅 。 由是可知

這首 {釣魚郎} 已非民問流傳之J京生型層次的歌謠 ， 反而較接近 「再生型層次 」 者，亦即是在城

鎮流行，由職業藝人或文人加工改編和演出過的時調小曲 。 這些民歌﹒....因為受到戲1蚓 、曲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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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呂贊庚和楊七蘭二人從溪邊相識，至愛戀、相許終生，再至贊庚返家力爭功名 ，

而七蘭相思病亡的故事 。 歌謠一開頭便交代:

講山便講山乾坤，講水便講水根源，講人便講人根祖， 且講釣魚是合人傳 。

起頭二句類似民間文學中的程式套語，講山講水後再談人的因緣功果， 而其

用意乃是要說「釣魚(郎 )J 故事給人流傳 。 我們可將這長篇的釣魚、郎故事分成幾

個階段來討論相關內容及主題 :

一 、 溪邊相遇

此部分內容從「福建下府泉州城，呂代替庚真出名」開始至「今旦掉毛回家

轉，從此以後都毛梨 J '共計 94 句 。 此部分交代故事發生地點，並說明男主角呂

贊庚的家世顯赫，身家不凡 。一日單獨在溪邊釣魚， 遇上了採桑娘子楊七蘭 。 其

二人一開始是相互試探的 :

大溪大魚應去釣，付梨小溪釣小魚 。 娘子講話許好聽，大溪小溪都著行 。

大溪大魚釣去 了，再梨小溪釣石斑 。 娣人耳仔付許真，好言好言吾安娘心 。 5

歌謠巾常可發現相褒對唱的型態，如上所舉楊七蘭質問呂贊庚為何釣魚不到

大溪釣。不過呂贊庚回答 : 真要釣魚， r大溪小溪都著行 J ! 楊氏說真要釣魚、那就

應該先到大溪去釣，之後才會選擇小溪 。 誰會想到楊七蘭如此認真詢問，因此呂

贊庚得好需好語說明以安其心 。 至此楊氏才發現呂贊庚如是有心， 二人開始借問

名姓 。 首先呂贊庚介紹自己家住泉州城，其父在朝做高官，但七蘭不信 ， 認為既

然 「世代做高官 J '為何會在這拿釣竿?是不是「乞食仔 J ?這詰問讓呂贊庚稍微

光火 ， 於是二人叉再話語相調笑 :

可憐郎仔坐溪邊，那釣有魚心付癡，有情魚仔南潭下 ， 毛情魚仔在溪邊 。

影響，因此藝術性方面有所提高 ， 但有時也不免都市的油滑庸俗味 。 此處所謂的歌謠 「再生型層

次」 乃是借引楊民康在{中國民歌與鄉土社會H吉林 . 吉林教育出版社 . 1 992/6 ) 一書中的用

話，參考胡萬川 : ( 台灣地區民間文學調查、采集 、 整理的一個階段性報告卜丈章收入氏著 {民

間文學的理論與質際) • (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2004/ 1) • 頁 262-263 。

付梨 」 小溪:付， pou2 \3 ， 會;梨 la i 53月 l刃 ，來也 。「許 」 好聽 hüJl ( h i到 J .那(麼) ，r娣 」

人.亦作 「底 J ' di♂ ( rie J '何也， 疑問代詞，常與量詞組合使用 。 參考李如龍等編 {福州、|方言

詞典) . ( 福州 : 褔建人民出版社， 1994 ) ， 頁 357 、 363 、 1 50 、 73 。 按.本文中引用 {福州方言

詞典} 之標音原則，前為該書之補州方言棟背 (以/標註文自讀音) ，後者 ( J 中為國際音標，

以下向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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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仔笑郎心付癥，一群魚仔在岸邊，也毛一條心哥釣，掏起釣竿放岸邊 。 6

最後發現時間已晚， 叉釣不到一條有心的魚，日贊庚決定掉頭回家 ，從此以

後都不來這裡 。 看到這樣的情況 ，楊七蘭111各顯心疼 ， 認為這年輕人也不是品行不

住 ，於是主動邀請他到家裡們住一柄，故事半，此便到了 卡， 一階段 。

二 、 相互愛戀

此部和}從 「郎仔付講許艱剔 ， 去娘厝神隔一瞋」到 「若妹三長共兩間，山雞

付配鳳凰台 」 'JC計 88 句 。 這部分主要說明呂贊闖過松七蘭回家借宿一 -宿後的相

知杆|惜 、 -三人情投意合，十1177.愛戀 。

七蘭鞘~Iι三dl贊j炭束「川|隔站 H眼~其:克;~ J ' 1隔i桶消日才三主去L志去大溪大?河草$咨釣〈句J大魚 。 f們圳|川l到蚓蛛;厝過f俊欠豈不容易

?落客人口舌 O 7 /門T

崖 ' 她說 : r 且 1 5仔鞋到蚓、家門 ， 就當前生不I炯緣 。 」既已來到自笨，那就是前 IIJ 姻

緣注定 ， 今晚在缺乏被舖 「就那共妹師1 -)來 」。 從 「去娘厝阻隔一眼 」 主 「就那 :!t

妹睏 -床 」 可以右見七闊的主動，這裡突顯的究竟是女性向中的追求l;'i !萃 ， 還是

唸附有或編寫者刻意為之 ? 1拙令人質疑 ! 不過從呂贊皮聽到楊七蘭這麼說後商覺

其「講話真糊塗 J '他自認在家是桐循規~fì矩的「老實仔 J ' 可小比一 般青白宮、夫

來看 ， 楊七闊的主動不好似乎不被品贊j夫/說唱者/編寫者接受 、 井lí世女性的為情主

動看來是為凸顯男性的堅持11:道，至此主人似乎又卑微起來 ! 不過為求故事發展

下去 ， 楊七曰iH告訴呂贊庚自己的處境

郎仔I'!p 管安安心，奴夫出外去當兵，連去五年毛音訊 ， 害妹萬般受苦心 。

你夫出門已五年，是去台灣去趁錢，不過幾時就回轉，共妹和合.fIJ 暮年 。

這裡冉次交代暢七蘭早已為人婦 ， 不過其夫出外當兵已經五年 ， 行jJ全無音訊

傳回 。 呂贊庚倒是安慰七蘭說其夫至台灣 「趁錢 J '其需耐心等待， r妹有親夫賈

使梨 」 8以求和合終老 。 這樣的勸說並未令七蘭接受，她認為夫君無音無息已4年，

6 r 毛 」 情 : m05J ( mo J ' 沒有 。 「 掏 」 起釣竿 : d05
.l ( to J .拿 。 參考字如fr~等編 〈福州)j言詞典》

同上註 ， 頁 206 、 1 76 0

7 按 :此吉lí份內容為 「厝邊隔壁籍間的-( ， 的、講是郎親細姨 」 。 此二句和l上下艾 「郎 」 主 「 妹!哥」借
宿之內容出現矛盾，疑是歌謠l咖品或抄錄上有所失誤 ， 待考 。

冀 」 使梨亦作 「搪 J ' me5J ( Ill c J /Illaw . 不也 可 「 賣使梨 」 乃言不能分離也參考李如龍
等編 {福州)j豆制典) • I盲J~土 5 ， 頁 1 98 、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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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其受盡苦，e，、，所以就當死了夫君也要和呂贊庚在一起 。 不過日贊庚卻擔心二

人相戀會讓人「常場捉我做強姦 J '何況其父在朝為相，恐 「敗落祖宗其名聲 J ' 

這樣的思考和楊七蘭可以 「死命共他拼」以護良人免去官廳的想法大相逕庭 。 呂

氏的觀念頗合乎俾統wJ.會禪教 ， 但在此故事中的他卻也因此呈現軟弱怕事的一

面 。 知道且贊庚的擔心，七蘭只能怨恨自己的八字乖歹，究竟還是無法擇良木而

棲 。

三 、 結緣終身

此階段乃從 「娘仔付諸賣上店，這段姻緣天定來 」 至「妹旦牽哥房裡中，歡

喜 4行過一行 J ' 共計 80 句 。 前文說到呂贊庚聽到七蘭的怨嘆，怕讓佳人懷疑自

己的心意，於是乃趕緊承認「這段姻緣天定來 J '是以兩人決定結緣終身 。

哥旦可像梁 山伯，妹旦可像祝英台，雙手牽哥上自民床，妹旦共哥解衣裳，

雙 手解哥神帶頭 ，庇祐今日商天較長 。 妹旦睏裡哥目因前 ， 雙手按妹兩邊奶 ，

白白手掏哥做枕 '紅紅嘴仔佮哥吻，旦求一點甘露水， 給哥抱做面頭前 。

好旦原來好風流 ， 難怪君子付去求 ，今日商共妹同床睏可像繕魚落魚櫥 ?

從引文中可以發現認定彼此後的兩人相互情愛，這段文字未必雅正 ， 不過從

歌謠巾對床第之事 ，略微葷寫交代的露骨描述推測， 這部份可能保存較多的民間

敘事成分 。 此外，其間山伯英台比喻愛戀二人想必也受到閩南歌仔冊的影響; r 白

白手掏哥做枕 」 的內容類似台灣褔佬歌謠中出現的 「 七寸枕頭睏了了 ，阿君若來

睏于曲」的情膩書寫 1 0至於 「庇祐令哺天較長 」 中透顯的丈意 ，則類似馮夢龍在

《卦枝兒〉中侍者J 等戀歌所透顯出來期盼一夜可以更長之想哩 。 1 1無奈念及 「今

日甫有郎瞋叉短 ， 往哺沒郎瞋艾長 J '因此 「 共郎同起叉同睏，一哺沒睏到天光」 。

想到如此，說11呂者在此開始展現唸唱本事，將一夜分更唱出:

一 更過了到二 吏 ，勸妹不使鐵心肝 ， 是哥沒妻到妹厝 ' 付做付王敗江山 ，

三更半夜到半嘿 ，都是共妹講笑談， 有敢開 聲娣人說，多使這話來為難，

9 今 í H甫 J . J11 UO抖， 膜也; 今l喃 : gmg抖 J11 U044 [ k il) J11 UO 1 .今晚，也說 「金旦H甫 」。 參考李如龍等
編 {福州、l )j言詞典}同註 5 .頁 1 9 7 、 11 2 。

10 訊:諮引自李獻璋: {台灣民間文學集> . ( Î句:l t ﹒ 龍艾出版社重印本 . 1989/2) . 頁 11 0 。

11 雞 > : I 五 吏雞，教得我心慌撩亂 。 枕兒邊說幾句離別言 ， 一聲聲只怨著欽天監 。 你做閏年才íz

閏月，何不問下一更天 ! 鬥 兒裡能長也，夜兒裡這麼樣短! J 引自魏同賢主編 《馮夢龍全集 -

42 . 掛枝 Y，YI1I歌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6 ) • 頁 1 87 - 1 8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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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四點冷清清，責存我妹有這心，哥旦自願不討嫂 ， 甘願一世俗文單身 。

五更五點冷清清，自願給哥去討親，甘願給哥去討嫂，討親生仔傳香煙。

六更六點去討艘，哥想討親實在難，一奇不能射兩箭，一馬不能掛兩鞍 。

七更七點吃飯時，妹旦叫哥谷起來 12枕頭和屌收拾起，賢人看見賣可疑 。

這樣的分更唱唸類似 ( 五更鼓 ) ，不過內容已有差異 。 〈釣魚郎〉中唱的(七

更七點歌 ) (擬題)是每更每點兩人的未來思量，從一更到七更唱出男主角甘願一

生不娶，和女主角相伴相依 。 不過女子卻希望男子可以結婚，才可名正言順地為

呂家傳下香煙 。 然而 「一弓不能射兩箭 ， 一馬不能掛兩鞍 J ' 且氏若就此娶妻生子，

怎樣也對不起楊七蘭之情 。 最後天已光亮 ， 趕緊收拾枕頭被背才不致令人起疑 。

由此可見 ， 呂楊二人心雖相愛，然傳統的禮教規範及外人目光仍在束縛二人的未

來 。

看見呂贊庚的擔心， 七蘭要他莫慌張 ， 縱有 「千斤萬擔妹擔當 J '並承諾二人

交往絕不會 「半路拆扁擔 J 0 13但呂氏仍質疑 「娘仔付講許有情 ， 都是重富來欺窮 J '

也許七蘭是個重利輕義之女子 。 為了除去呂氏之疑，與映證七蘭之堅，其二人便 「于

掏〔拿 〕 香線 〔 香枝 〕 齊開口 J ' 互許 「 齊不負義共變，心 J ' 為求堅定，復再 「雙

腳跪落天井士里，祈告天地共神明 J ' 並下願祝禱.

如妹變心共負義，五雷打死不讓情 。 雙腳跪落天井中 ， 日月兩照頭頂中 。

奴心若使有負義，沉江落海給魚吞 。 雙手替哥扶起來，如今歡喜笑微微。

如果七蘭變心，便叫五雷轟頂;要是品贊庚負義，那就身沉落海讓魚吞蝕 。

一聽見呂氏下此重誓 '七蘭滿心歡喜地將他扶起，二人牽手走入房中 。 情愛中的

下願咒詛很容易在情歌中被發現，如平澤丁東的 (台灣的歌謠和著名故事〉 中就

有 「二人相看心茫茫 ，趕著入廟祈聖公 。 咱嫂那祈哥就祈'祈祈相好咱二個 。 」

的祈願閑仔歌; 至於李獻璋的 《台灣民間文學集〉 亦多可發現如 「阿君，無妻有老

父，阿娘無夫有大姑 。 城隍聖聖來去許，許欲一人死一個 。 」或 「阿君許欲死老

父 ，阿娘許欲死大姑 。 二人許了若好勢 ， 二個搬搬做一家 。」 等台灣褔佬歌謠 14

"谷起起床 。 參考劉子政編註 : (福州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 同註 3 ， 頁 96 。

II 拆 ( 扁)擔: ( bieng21 ( pieD ) ) n044 
( no ) ， 扁擔斷了 ， 意指中年喪偶，亦可延伸為中途失伴 。 參

考李如龍等編 {福州方言詞典〉 同註 5 ， 頁 19 。 劉子政編註 ﹒ 《 福州、|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 ， 同

註 3 ' 頁 97 。

14 參考平澤丁東﹒ {台灣的歌謠和著名故事} ， ( 台北 ﹒ 晃文館 ， 1 917/2/5 )' 頁 57 0 李獻璋 《台灣

民間文學集〉 同註 10 '頁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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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雖是有連倫理道德之敘述，但其透顯的便是愛戀深狂後的無法自制 。

四、送哥轉厝

此階段從 「聽見奴哥講轉膺 ， 歡喜末了叉↑西惶」開始至 「送哥送到大深潭 ，

日落西山著隔瞋 J '共計 11 4 句 。這部分主要交代七蘭聽見呂贊庚擔心家中父母懸

念需回家的決定後之傷心與不捨'以及依依地 「十送」 過程 。

( 十送郎 〉或(十別哥)是閩地歌謠中常見的內容，廣東或台灣之歌謠曲目

中亦可見到 。〈釣魚郎》 中的 (十送哥> (擬題) 明顯已有不同 ，我們可略作表格

以茲比較 :

( 十送哥 〉 近似歌謠異同比較表

{釣魚郎}之

(十送哥)

第 送哥送下縛，

第五送哥半路時 ，

哥你轉厝若有梨

第六送哥半嶺腳，

勛妹串專屑稍作佳

廈門博文齋書局

〈 新編十送君 〉

鐵馬叮咚在門前

三送送到增強 ，

揮最F可F祖展流

四送送到使聶邊 ，

雨雪霏霏分雙邊

五送送到罕聶哥，

風吹裙帶繼君身

六送送到月路橋 ，

手岸欄杆，c.、頭酸

{中國地方歌謠集 I ( 中國地方歌謠集成 0 33 0 

成﹒ 1 6 0 台灣情歌(二 )} I 廣東情歌(二)}

(十送親郎歌 一送親郎亂匆匆 ) 15 

一送親郎亂匆匆 ，

心中想起淚漣漣

三送親郎巷子背 ，

渡哥出屋別裡妹 妹子，c.、中細思量

四送親郎到社下， 四送親郎到三河 ，

包袱傘子自己拿 我郎走哩正奔波

五送親郎雙ìJJi'溪， 五送親郎到流黃，

妹脫羅裙郎脫鞋 緊送緊遠緊痛腸

六送情郎五星樓， 六送親郎到潮州、卜

經郎出鬥妹憂愁 掛念，心!汗在，心頭

的 ( 卡送親自1I歌 〉 引自舒蘭編 ﹒ 《中國地方歌謠集成 ﹒ 16 . 台灣|育歌( 二 )} , (台北 : r勃海堂文化

公司， 1989 ) ，頁 的圳， 跤 ， 此歌中出現 「涯哥」 、 「 涯郎」 、 「 日吾土日 」 、 「 共樹企」等詞， 且是男

女對唱，推測此歌應屬於客家語山歌 。(一送親郎亂匆匆卜引自舒敵i編 : ( 中國地方歌詩集成 -

33 . 廣東|背歌 (二)) ，出處同前贅，頁 120-1泣 。 廈門博文齋書局 ( 新編十送君 ) ， 引自王順隆

教授製 「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 J ， r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資料庫 J '網址

htlD : //www.s inica.edu .tw/ftms-bin/ftmsw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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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送哥過坑i誨 ， 七送送到小亭邊， 七送情且11到丙村 ， 七送親郎到1山頭，

勸妹轉膺，莫爾L交 那行那想{，、頭酸 兩人牽手淚紛紛 鴛鴦分散水上浮

第八送寄過橋亭， 八送送到九幽灣， 八送情自1\梅炭亭， 八送親郎開大船 ，

1的妹在磨著正經 九的灣上看牡丹 痛t心來送痛腸人 細聲明郎(育英斷

第九送哥過溪河 ， 九送送到橄攪棚 ， 九送情且Hì.良江 ， 九送親郎船就闕 ，

想妹身邊總是毛 橄欖枷底十分香 親哥走搜妹思主量 囑郎牌到大錢來

第十送哥日落西， 十送送到木香亭 ， 十送情自11松口墟， 十送親郎就開船 ，

勸哥不使門邊倚 木香亭底木香香 涯郎出外妹孤淒 我郎定理正孤寒

比較上表中的和 《釣魚郎》中 ( 十送哥〉 之近似歌謠可以發現其異同程度甚

大 ， 就其同者而言 : 即是此四例均以 「十送 」 為題，分章遞轉唸唱:若就其異者

來看:首先 ， (釣魚郎〉 中的 (十送哥 ) 每章起句第一手:是 「 第 J '而另三首則無;

其二 ， <十送哥〉 、 (新編十送君) 和 ( 十送親郎歌〉等三首中每一送大多是送哥

到某一特定地點，然而 ( 一送親郎亂匆匆 〉 則在一送 、 /\至十送處改成「亂匆匆 」 、

「 開大船」、 「船就開 」 、 「 就開船 J 等敘事句，這亦是較大的差別 。 其三 ，此凹首

歌謠每章所送之處雖各自不同，然尚可發現四者間有關係之處，如各首第二 、 三

送的「所送之處 J '其中 ( 十送哥 ) 是「第二送哥到門頭」 、 ( 新編十送君 〉 是「二

送送到大廳前」 、 ( 十送親郎歌 〉 是「二送親郎大門前 J ' <一送親郎亂匆匆 〉 則

是 「 二送親郎大門邊 J ' 只有 ( 新編十送君 ) 是送到「大廳前 J '然其第三送是 「云

送送到大門兜 J 推想此部分應是情人尚未離開家前的送別，因此有較大的雷同

性;至於出了門口後的後七送文字差異頗大，此應和歌謠傳播地域不同，或歌，謠

傳播時間改變後的發展;另者， 二 、 三送間的主子都是淚垂睡暉 ， 例如 (十送哥 〉

是 「第三送哥大路邊，妹啼目汁掛目增」 、 ( 新編十送君 ) 是 「三送送到大門兜，

手按門閃目屎流」 、 ( 十送親郎歌 〉 是「二送親郎大門前，心中想起淚漣漣 J '而

(一送親郎亂匆匆 ) 則是 「 二送親郎大門邊，目汁流到郎胸前 J ' 情人的眼淚不盡 ，

只因離別之情己催!

當然，送君千里終須一別 ， 然而別前的不捨與叮嚀卻多是相同 ， 這四首十送

歌在最後一送中多流露出女子希盼男子早日家歸的願望 ， 如 ( 十送哥 〉 是 「第十

送哥日落西，勸哥不使門邊倚 。 遺￡壘畫畫聖哇主妹是就當親夫妻 。」 、 ( 新編十

送君)是 「十送送到木香亭 ， 木香亭底木香香 。 採朵木香哥手裡 '零花琵E野花

膏 。 」 、 ( 卡送親郎歌〉是「十送情郎松口墟，涯郎出外妹孤淒 。一對鴛鴦失一

隻， 唔則可日共樹企 。 J '而 (一送親郎亂匆匆 〉 則是 「十送親郎就開船 ，我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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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哩 I F.E且裝 。 保護親郎早早轉，同床共枕過燒壞 D J 巾此觀察，送別女子，心中想望

的還是:盡心盡意與哥相好 ， fFI.離別後何日才能再聚 ? 只盼望情郎勿採野花，早

早，回家與妹共枕溫床 。

五 、七蘭思郎

此階段從 「妹你有心送哥轉，哥貝留妹隔一瞋」開始至 「這病不使草藥治 ，

趕緊去叫釣魚郎 J ' 共言1. 1 32 句 。 這部分主要交代七蘭送呂贊庚回家時最後的難分

點捨，以及七蘭歸家後的日從思壘 ， 以致相思、病發 。

七蘭送呂回其家後留在甘家:改桶，宿，想到 「前哺共哥同床睏， 今n甫妹旦做

單身 」 的情說 ， 忠及 「前"甫有郎瞋叉短 ， 今日甫沒郎H其又長」的惆悵 ， 雖是無奈但

還是要家牌 。 的贊庚看見七藺草LI此一再勵慰

妹你轉厝保身體，不使掛含哥一人 。 哥有言語得罪你，勸妹千萬著包涵 。

妹旦轉厝著歡喜，一定心頭著方寬 。 哥旦送妹門角頭 ， 睛想心自主目汁流 。 1 6

妹旦別哥回轉家 ， 妹旦不用 J卦心頭 。 妹你今旦轉家門 ，後 日子孫會團圓 。

妹旦 寬心飯吃飽 ，妹其心中 美想郎 。 由于汝轉厝生貴子，哥旦吉賣 書做高官 。

納慰七蘭回家必要保重身體 ， 心頭放寬，切勿掛念 ， 先前若有言語得罪也請

見諒 ， 這樣的口吻本是 般;不過皮苦日贊庚要七蘭回家後 「心中莫想郎 J ' 今日

回去 「 寸弋碎、會圓圓 J '七闊需「轉厝牛貴寸土 J '而自己則在此讀書等做高宵 。 「聽見

奴吋講這話 ， 忠心惡意一路灣 J ' 品贊庚的話語讓七蘭的愛戀忠緒跌至谷底 ， 她只

能怨嘆自己命薄 ， r 目汁流落拭寶乾 J '於是一路秤奔猛行 ， 到家時已屆黃昏 。

不過雖然知道郎心無情「只壞 」 l 7 ， 七蘭還是 「一心思念哥一個 J '回家後吃

也不是 、 睡也不是，常常 「有主沒意坐床前」。 說唱者為深化七蘭相思之極，加上

( (十二時思量歌)(擬題) : 

巳時郎想 【想郎 】 1 8半 山 前，沒心沒意出女士前 。 奴郎今旦別妹轉，可像乎在兒

卅日i 卡 。 më uk 21 zaik 2J ( m<!l y? tsai? 1 ，也作 r FI ì宰 (za i J 1 ( tsai )) J '眼淚 。 參考李如龍等編《褔
州!J Fj詞jj帥，同~t 5 '頁 203 。

17 只」 壞 。 z i .. [ I S汁 ，這 。 參考才向[ [{íII等編{福州方言詞典} , r請I~主 5 ' 員 317 0 r 只壞 」 乃言這
腔壤 。

IS 引文中結~[;íJ京交抄錄時誤他詞語，或是原文缺漏但可推mlJ之宇:詞!I等以 [ ] JJn以汀正 ， 1、文問 。

@ 



〈民間文學年于Ij)第二期

離母奶 。

午時想郎日頭中，手抱鏡箱來梳 【妝】 。 掏起頭梳乎也軟，手旦又軟腳又酸 。

末日寄想郎日頭斜 ， 丞姆沒熔又沒爺 。 有 3吾沒人講出氣，故此想郎那是啼 。

申時想郎日落山，心肝也沒一下寬 。賣 曉奴哥怎樣想?害妹心肝沒主張 。

茵時想郎吃頭時 1 9頭望日望哥沒梨 。 女土火沒笑鳥沒叫 ， 何時何日哥付梨 ?

戌時想郎人睏眠，轉前轉後睏沒眠 。 那見斜時就作夢 ， 像見奴哥著前攏 。

亥時想郎冷清清 ， 一日高沒目困毛精神 。 那有奴哥同床睏'嘴吃j衰湯也精神 。

子時想郎到半嘿， 狂自民作夢共哥琪 。 狂自民作夢共哥講 20醒來沒郎吉嘻笑談 。

丑時想郎至1J 四吏，付在死夫山故寬 。 一則有郎共相伴 ， 二則有烏有欄杆 。

寅時想郎至1J 五吏，心中有病難關聲 。 想著奴郎沒敢講，怒腸怒肚奴心肝 。

卯時想郎夭卡光 ， 金雞報曉鬧昂昂 。 風流體態中妹意，將樣共哥 賣合婚 。 2 1

從巳時開始半山前，到午時的目頭中 ， 到未時的日頭斜 ， 到商時的吃頓時 ，

再到戌時的人睏幟 ， 上半天的勞動時間全在思量 。 而思量繼續在夜晚蠢動 ， 亥時

想郎，床頭冰冷 ; 子時想、郎，陷眠作夢 ; 丑時想郎，願郎作伴;寅時想郎，病已

發芒，再到天光，還是思量 ! 這每日十二時的思君，心聲恰將《詩經 ﹒ 關雌》中所

言的 「求之不得 ， 聽寐思服 ， 悠哉悠哉 ， 輾轉反側」傳達得無微不至 。

七蘭「想哥形樣言共語 ，十路也沒一路嫌 J ' 無奈冬節夜長'這相思之苦「熱

來可比爐中火，冷來可像雪加霜 J' 冷熱交逼，病情益劇 。 此時 「求神靠佛全毛效，

抽籤←卦卦賣 〔 不會〕靈，古L童也講沒藥治 ， 先生看脈不開方 J' 神佛至此無用，

藥石如今罔功 ， 先生才言 : I這病原是相思病 。 」要七蘭將原委詳述一便 ， 點頭知

悉後叉言 : I這病不使草藥治 ， 趕緊去叫釣魚、郎 。」

六、蘭赴陰曹

此階段從「工 【亞】 平聽講起身行 ， 趕到下路泉州城」開始至「閻王掏帖請

我妹，苦在心頭掛在身 J' 共計 122 句 。 主要交代楊七蘭相思病重無藥可醫 ， 託人

至泉州城找呂贊庚來會面 ，最後七蘭魂歸陰曹之事。

亞平趕至泉州城找到呂贊庚 ， 告訴他七蘭相思病症實在嚴重 ， 若見不到他恐

1 9 吃頓亦作 「食瞋 J ' sie 5 mang53 ( sie ma1) ) .吃晚餐 。 參考李如龍等編 {福州方言詞典} 同註

5 . 頁 197 、 269 .

20 狂眠 : guongJJ ming53 
( kUO I) mi l) ) . 說夢話 。 參考李如龍等編 {福州方言詞典〉同註 5 '頁 124 ' 

2 1 按 此 ( 十二時思量歌 〉 缺了 「辰時 」 凹旬，疑在說唱或抄錄時脫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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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無法好轉 。 「贊庚聽見就驚惶， 即刻打算就出門 。三步併做二步行 ， 即時趕到妹

家門 。 」 一路趕到七蘭家，原本不省人事的七蘭看見情郎來到文再回魂 ， 真是「百

般草藥吃到盡 ， fUJ丹妙藥，不如郎」 。 看見七蘭受此折磨 ， 呂贊庚，心有不忍，拿起香

支祝願求仙求佛 ， ( 卡條香線歌 ) (擬題)愛意綿長 ﹒

一條香線一尺長，雙腳跪落大王堂 。 大玉聖明著保佑 ， 係佑七稍命著長 。

二條香線二節青，大王也愛傳名 聲。 威靈顯赫庇係佑，庇佑七蘭妹平安 。

三條香線三節金，時辰八字共年庚 。 山【七】蘭今年什七歲，八月十三午

時生 。

四條香線四角框，手掏紙筆開 藥方 。 紫蘇薄荷共甘萃，一半老酒一半湯 。

五條香線五朵花 ， 達步j取蔡就回家 。 妹旦查哥什麼?病，那是風寒受著穆。

六條香線六點藍，雙腳跪落天地坪 。 全豬全羊謝天地，再去水尾求泰山 。

泰山若有贈福壽， 贈福贈壽妹平安 。 八條香線八44~j頁，雙手點香連叩頭 。

泰山那沒庇佑妹 ， 作么共你作對頭 。 九條香線九寸長，泰山聽見就發狂 。

判官翻看姻緣 【 生死 】 簿， IIp 刻捉妹見閻王 。 十條香線點十全 ， 弟子燒香

車專家門 。 妹旦今日商不是勢 ， 五官瘦落不久長 。 22

呂贊更燒香祝禱 ， 交代七蘭生辰八字，祈願上天威靈 ， 保佑七蘭康健 。 說完

後再求藥方，希望藥到病除 ， 到時全豬全羊答謝天 。 為求心安，再至水尾求泰山 ，

祈願泰山贈褔添壽 ， 庇佑七蘭平安 。 但叉想到如果泰山不幫忙 ， 那七蘭病情該怎

辦?心中一急便脫口說出「泰山那沒庇佑妹 ， 作么共你作對頭 J ' 這話讓泰山聽了

發狂 ， 要判官快看生死簿，且IJ刻捉拿七蘭歸|盤 。 看著七蘭神形消瘦 ， 恐怕握不過

今晚 。 果然、「連連未講幾句話 ， 雙腳拔直見閻不 【王】 」 。

呂贊庚立起靈堂 ， 為七蘭 「剪起眉毛連指甲r 讓她可以伴隨香煙去上天 。 口

中雖怨念七蘭害人 ， 讓呂失{半個惶 ，害姆害播贈盤錢 ; 不過還是「手掏錢硨化紙

錢」 、 「送金送銀給妹使 J '希望她「作鬼著求閻羅王 J '庇佑家中大小一切平安 。

呂氏再度拿起燒起新香拜祭，然而點起香線卻好傷心 ， 如今「閻王掏帖請我妹 J '

贊更是身心俱苦 。

此段重點在(十條香線歌: ) ， 說唱者從 「 一條香線一尺長」 、 「二條香線二節青 」

泣不是勢 ( lie5J [ l ie ]) 情況不好，面包青白 。 參考李如龍等編 〈福州方言詞典〉同註 5 ， 頁 299 。

劉于政編註 {福州、|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 同註 3 '頁 97 。 按﹒此 (十條香線歌 〉 缺了 「七條

香線 」 部分，疑在說唱或抄錄時脫落 。

任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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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條香線點十全 」 多是運用「程式套語 」 起句 ， 以便肘韻 ; 再從說唱者或抄

錄者遺漏 「七條香線 」 一段， 以及「生死掉一 」 逕記成「姻緣簿」等來推測， 這部

分內容可能保佑較多的民間說唱原味 。

七、贊更悔傷

此階段從 「哥旦燒香十啼妹， 啼啼哭哭受苦心」開始至「若凡出現給哥看，

免得奴哥掛在心 J ' 共計 108 句 。 此部分主要交代呂贊庚，心傷七蘭魂歸陰曹 ， ，-十

啼」哭妹，叉懷疑是閻王抓錯對象 ， 日日「七想 J ' 形消神損之樣 c

說唱者在這部分運用 f兩首長歌，包括 ( 卡啼妹 ) ( 擬題 ) 和 ( 七天想妹歌〉

( 擬題) ， 傳達呂贊庚心傷疲悴之情樣 。( 十啼妹 〉 歌如下所記:

一聲啼妹仔，情惶，我妹短命害奴郎 。 燒香化紙。帝我好 ， 啼啼哭哭守靈魂 。

諸般言語言講責盡，責想、短偏見閻王 。 二聲啼妹。帝妹名，七藺多使爭頭行 。

半路拆擔害得慘 ，害哥有腳沒略行 。 閻王殿上著求懇 ， 著叫奴哥做家行 。 23

三聲。帝妹三聲音，形容體態度哥心 。 千古萬年不見妹，苦在心頭紛在身 。

安閉 【 四聲 】 啼妹。帝四方 24哥旦越啼越心酸 。 著叫奴哥做定去，兔的一人

在一方 。

妹在陰間茫茫走，害哥世上沒主張 。 五聲。帝妹五朵花，害哥心中亂如麻 。

閻王請妹去吃茶，好像去了一月腳 。 今日閉門不見妹 ， 那見後廳一部柴 。

六聲。帝妹香爐前，啼啼哭哭妹面前 o 斗直是燒符給妹使，妹去陰間作盤錢 。

錢銀使去哥付買，不愁不苦不愁錢 。 七聲啼妹七日寄辰，一日啼妹十二峙 。

去親去成付回轉，妹行陰路責轉梨 。 風流體態中哥意，再尋這樣沒對尋 。

八聲啼妹八排頭，哥想心酸目汁流 。 人說落柴時辰至IJ '道士念經二三 留 。

道士起斗唱詩句 25珍珠財寶進廳頭 。 九聲啼妹好思量，妹汝害哥好悽涼 。

23 做家 」 行 : Z044 a44 [ tso a ) ， 此應為 「做定 J ' 一起也 。 參考李貴日龍等編 {福州方言詞典} ，同
註 5 ，頁 325 。 劉子政編註 {福州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同註 3 '頁 97 0

14 按 ﹒ 此 ( 十峙，妹 〉 依原文所記似文脫落 「四聲啼妹 」 部分 ， 不過在 「三聲附「妹三聲音 J 4 句後和
「五聲蹄，妹五朵花」之間有 「安閒啼妹啼四方 」 等 6 旬，依照民間唱者程式套話運用原則來觀

察 ﹒ 此部分首句 「安閒啼妹l時四方」 的 r u帝四方」和前後的 「三聲音」 、 「 五朵花 」 正好形成聯

章，因此推測此句應是 「 四聲啼妹啼四方 」 之誤唱或誤記 。

25 起斗 ﹒ 民間道術 。 道土用斗向棺材裡作勢三次如取水之樣，之後亡者再放人棺木中 。 參考劉子
政編註 《福州-1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 ， 同註 3 '頁 97 。

cû]) 



馬來西亞福州歌謠〈釣魚郎〉之內容書寫與流傳意義初探

共妹抱頭共枕睏，天板蓋落不見娘 。 26竹 【 千 】 古萬年不見妹，時時刻刻好思

量 。 十 聲。帝妹七件名，七蘭何必爭頭行?口口聲聲叫我妹，這路不是我妹行 。

呂贊庚十聲啼妹 ， 訴怨七蘭放其 一人孤單人世，自己強爭頭行 ，思及 「千古

萬年不見妹，苦在心頭蚓、在身 J ' 於是請求七蘭代票閻王捉他前去 ， r 免的一人在

一方 」。 如今閻王出帖請妹，七蘭在陰間茫亂奔走，害著贊更心亂如麻 。 想到走訪

親戚總會回轉，然而妹在陰間卻無法回來 。 思念至此才知該將七蘭後事完成， r入

棺」 時辰已到，請道士起斗念經，祈願「珍珠財寶進廳、頭 J '子孫代代能出頭 o 不

過棺板蓋落後便永不見七蘭了 ， 那將是千古萬年的淒涼 。

接著呂贊炭自↑寸「莫是閻王看鄭簿 27十員大將看鄭名 J ?是鬼差們抓錯對象，

即使是叉能奈何?只好再度想七蘭， <七天想妹歌〉 唱著:

一天思量 賣起床，啞口無言自思量 ， 二天想妹路賣行，短命害哥賣臭名，

哥旦牽侍妹香火，靈前照玲:給妹行 。 三天想妹日子長，我妹短命害奴郎 ，

給妹短命害的慘， 一 日想妹二 日長 。 四天思量像火燒，日落西山，心也周，

哥旦命系沒對怨 28那怨閻王沒目啊 。 五天想妹日落山 ， 害哥想妹苦萬般 ，

故想天長共地久，責曉半路拆扁擔 。 六天想、妹吃飯時，叫七著等卯日寄來 29

明旦七天想七到，共妹靈魂叫轉梨 。 七天想妹天 F 光，哥旦泡茶連燒湯，

也費花生共爪子， 五子著力口寶丸湯 ， 點心白麵-Æ;宛仔，面巾羅盆木桶湯 。

捧到後廳、目汁流，叫七著站門角頭 。

歌中怨訴思量之有二，無音|可消除，想、妹想得床難起、路難行 ， 思量之心像火

燒 ， r害哥想妹苦萬般 J ' 本願天長地久結伴一生 ， 誰知七蘭先行離去 ， 而令只能

「叫七 」 等待七蘭魂魄回轉 。 第七天想妹想到天光 ， 已是頭七日， 需動于準備祭

品 : 茶湯 、 花生 、 瓜了、 五子寶丸湯 、一碗白麵、面巾、羅盆等等，捧到後廳叫

2(, f存 「柴 」 ﹒ ca53 ( 峙 ' a 1 '此指棺木， r落柴 J 指人死了須放在棺材扭 。一三「留 」 ﹒ 次 。 天板 .棺
柴蓋 。 參考劉予政編註 《褔州高一南洋詩 ﹒ 民間歌謠 ) ，同註 3 '頁 97 、 98 。

7 看「 奠lí J 簿 dang241 ( ta lJ 1 '錯 。 「看鄭簿」 乃言看錯簿 。 參考李白[J龍等編 {福州方言詞典) ，同

註 5 '頁 的 。

詣，心也 「周 」 思念 。 沒 r :ï:l J 怨 ﹒ 處、地方 。 參考劉子政編註(福州音南洋詞 ﹒ 民間歌謠} ，同

註 3 ，頁 98 。

"故 原吉註解 「 叫七 l 為「人死了第七天叫頭七，叫七為靈魂回來 。」 參考劉子政編註 : {福州
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同註 3 '頁 98 。 不過從此部分歌謠內容之 「叫七著:等卯時來 。 明旦七天

想七到，共妹靈魂叫轉梨 J '以及 「 叫七著站門角頭，連叫三聲七蘭l床 」 來看 ， 這 「叫七」或亦

可理解成「叫喚七蘭回來 J '其義F!較為完整 。

CTI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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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七蘭 ，內心無盡思量。「連叫三聲七蘭妹 J '要七蘭緊跟， r轉厝做祖媽 J ' 再持

香支詢問 : 是否投胎有錢人家 ? 若是 ， 則請允三聖妥 。 「果然我妹是聖杯 J '對呂

贊庚而言 ， 這聖杯應該可以提供些許安慰。

八、超亡擇日

此階段從 「日落西山昏叉昏 ，道士做法過十王」開始至「就叫人工來破土，

長要三丈闊丈三 J ' 共計 90 句 。 此部份主要交代呂贊庚為七蘭請道士進行超渡儀

式，之後則延請福州有名地理仙姚運看風水，為七蘭擇日安葬 。

儀式從黃昏時候開始，道士開始做法 ， 持符唸咒 ，尚需跳井破玉 30以助七蘭

無難無罪可以順利通過十殿閻王問審 。 陽間親人也未得開，看 ( 七七燒七歌 ) (擬

題)所記 :

頭七燒七燒七靈，妹在陰閉著威靈 。 妹在陰間哥在世，留哥世上受苦惰 。

三杯酒禮同相敬，著記當初結成惰 。 二七燒七燒一箱，一日 想妹七日香 。

斗錢也買幾十塊，金銀元寶幾十箱 。 三七J克七目汁流 ，閻王請妹責 回頭 。

去親去成付回轉 ，妹行陰路難回頭 。 四七燒七日 落山，用存我妹心只翻 。

故想天長共地久，責想半路拆扁擔 。 于【五】七燒七好苦惱，可像靈魂 日

落西?

閻王殿上著求懇 ， 下世共哥俗文夫妻 。 六七 ;撓七燒七玉 ， 妹你靈魂車專家門 。

妹做靈魂廳中坐，庇佑奴郎中狀元 。 七七燒七燒周全 ，妹你靈魂車專家門 。

哥在靈前相吩咐，庇佑子孫、福壽長 。

此首(七七燒七歌〉主要傳達七七四十九天中陽世親人的盼念與期望 ， 從頭

七燒七到五七燒七，均在透顯兩人過去情深意重 ，誰知七蘭突然離世，留下贊庚

一人世上苦活，於是請求七蘭 「閻王殿上著求懇， 下世共哥做夫妻 J '以免這世如

此難過 。 到了六七燒七與七七燒七，開始呼喚七蘭魂魄返家 ， 並訴說陽世親人的

期盼: r庇佑奴郎中狀元」 、「庇佑子孫褔壽長 J ' 如是福、祿、 壽兼俱的期待， 正

是間地移民南洋者在宗教/民間信仰上渴望褔報的現實利益性文化取向 。

接著陽世親人需「做船」 給陰間亡魂以利其「過江J' 呂贊庚要做的大船是:

30 跳并破玉 . 民問道法 。 指道士做法峙，將小酒杯依男三十六，女七十二排列，杯中~i由點之 。

隔成尺， 排一個杯 ，排成人形 ，道士跳完七十二個，稱為「跳井J' 若其中的杯火較小 ， 即有病，
須破之，即是 「破玉」。 參考劉子政編註: (福州音南洋詩 ﹒ 民間歌謠) ， 同註 3 '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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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要三丈闊丈三。兩邊也使八把槳，船員總共十三三，五色網鍛做花紙，花紙

纏柱玉欄杆 。 上寫招牌七蘭府，船頭企起風帆杆，左右也寫門聯句.... . .船內載錢

叉載米......也有丫頭共牌女 J '如此才能幫助楊七蘭，順風順水 ， 平安自在地降落

人間一一此時才至六旬，正式離開人世的第六十天， 而出葬必須等待百日之後的

十月二十三 。為求擇好日看好風水，呂贊庚回家後便去福州揀日單，還請來福建

甘州當地最好的地理仙姚運堪輿風水，只見他 「于掏羅盤討風水，著討吉地山重

山 J' 口中誦唸 「上今是甲下是庚，水出T字答答針 J '再向前一看

前面尖峰付正中，好像月牙筆努山 。 雙手抱盤口對鼻，風水直送妹基山 。

先生合磚牽遠線，風水付吃俗文高官，就叫人工來破土，長要三丈闊丈三 。

尖峰正中，是月牙筆架地 ， 入此風水，後世必有高官。呂贊庚一聽欣喜 ， 立

即請人來破土，墓瑩同樣「長要三丈闊丈三」。

九、打石安擴

此階段從 「就叫先生齊回轉，叫人去請打石兄」開始至 「編詩一本釣魚郎 ，

萬古留名給人傳J ' 共計 88 句 。 此部分主要交代呂贊庚委請興化先生替七蘭打造

墓瑩，最後則設宴款待堪輿先生與打石師傅 。

既然姚運說該地適合七蘭下葬，事不宜遲便趕緊請幼石處理專家興化兄來設

計七蘭的墓瑩一一

兩邊著栽松竹樹，左右通壟石欄杆 。 兩邊兩頭石獅仔，對中雙鳳朝牡丹 。

墓碑若有四尺悶，對中月三字楊七騙 。 墓逗著有三土呈透，底座三層放對中 。

若用金灰併'石碩刻花妹基山 。

墳瑩兩旁需栽松植竹 ， 左右護壟得用石欄杆，前方兩頭還有石獅子 ，後圍壁

中雕有 「雙鳳朝牡丹」。四尺墓碑，刻字七蘭;墓埋三面直透，墓面以金覆鼎，再

以碩石刻花，七蘭墓山始成。此外，下葬的工作也不能馬虎一一邀請卅二位扛棺

者，著白衫的親朋好友，再辦十盤祭禮﹒墨魚 、 海參 、黃瓜、三毛蠣和大體攏。

棺木入山，先祭土地後祭七蘭 ， 然後封填立碑再回壟轉。此時呂贊庚呼叫七蘭跟

著轉厝，要將其「香火進上公媽鞍」一一左邊大位公媽坐，右邊廳、頭給妹安

看來呂氏已將七蘭視為家中一員了 。

最後道士尚需作法結尾，念唱「褔如東海壽南山」、「子孫世代做高官，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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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花三頂甲，三代狀元朝裡官」等祝賀詩句，滿足陽世親人最大祈願想望，各足

所需 。 果真令其歡喜，立即叫幫手去下桌， ，-酒席著辦十二三 」 。 至於菜館要用燕

窩面，須有雞鴨和豬肝 。 左邊大位請地理先生上座 ， 右邊大位則邀打石師傅入席，

然後呂贊庚叩頭三拜興化兄和姚運先生，直言多有得罪處 。 只見先生師父站起來，

齊喊「財丁富貴」二三聲，叉將祝禱蝕與喪家 。

文到了一年之末冬節時分，去年此時七蘭想必正當苦苦思量著自己，如今卻

是陰陽兩隔，千古不見 。 只好準備一一白棵一盆八十塊 ， 鴨子一隻三斤三。 也有

海參共淡菜〔小蠣 J '黃瓜 、 雪魚大體睹 。 3 1炒糕肉片共肉丸 ， 腹裡一碗魚丸湯。

這些食物好似當初七蘭為己所備，如今憶起，更感' 1西惶 !

歌謠唱唸至此已屆尾聲， {釣魚郎} 編唱者編此故事勸戒世人一一男人莫學呂

贊庚 ，女人莫學楊七蘭，編詩一本釣魚郎，萬古留名給人傳 。

參、《釣魚郎》呈現的文化意義

綜觀整篇六千多字的福州歌謠 《釣魚郎) ，我們可以發現其內容主要圍繞著呂

贊庚和楊七蘭的愛戀情思 。 此歌雖為劉于政抄錄且做了修正 ，然歌中諸多的紀錄

缺漏、 f里俗葷寫反倒證明此歌仍具其原本民間敘事之成分 ， 此其價值之一，其二 ，

從 《釣魚、良的此歌仔可以側面觀察諸多當地相關的唸唱型態與民俗議題，茲分述

如下

一 、聯章體式歌謠

〈釣魚郎》中最特別的唸唱型態當屬以數字連串成篇的聯章體歌謠，這裡以

聯章體歌謠稱之，主要乃是這些歌謠除了繼承中國傳統民問小曲如〈十二時〉 、《五

更轉〉等遞轉昧歌形式，每章有 4 、 6 、 8 句不等，均為七言型態之外;章與章之

間則結合了閩地褒歌或客家採茶歌之男女對唱型態，分章同詠一事，但仍遞轉推

3 1 按:無論是下葬時準備的十盤祭禮:墨魚、海參、黃瓜、 三毛蠣和大陸棍， 或是七蘭死後週年

時準備的祭品:海參、淡菜 (小蠣 ) 、黃瓜、雪魚、及大體棍，我們發現這些祭品除了 「黃瓜 」 之

外， 其他都是海鮮 。 其實這裡的「黃瓜」 是福州方言， uong31 ngua抖 [ UOlJ lJ Ua ) ，指的是黃魚 ，

也叫黃瓜魚、瓜魚、或瓜 ， 參考李如龍等編 《福州、|方言詞典卜同註 5 '頁 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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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故以聯章體歌謠稱之 。

綜觀 《釣魚郎 》 內出現的聯章體歌謠言|有 ( 七更七點歌: ) 、 ( 十送哥 〉 、 ( 十二

時思量歌〉 、 (十條香線歌 〉 、 〈十1時妹 ) 、 ( 七天想妹歌 〉 以及 ( 七七燒七歌 ) 等 7

首 。 這 7 首長歌約有 2 ， 1 56 字 ， {占 〈釣魚、郎}三分之一強的篇幅， 由此可以發現福

州長歌巾聯軍體歌謠出現頗率頗高，當然這和說rr且者慣用的唸唱方式和內容亦有

一定關係。前者可從同書中另記錄的情詩 1 3 首獲得譚明，其分別為(十粒手指記 〉 、

< -1 隻香袋記 ) 、 < 1 -疋白布記) 、 < - 1 合枕對記 〉 、 ( 十條手巾記 ) 、 (十條羅裙記 〉 、

( 十隻掌仔記 〉 、 ( 卡別蛛 〉 、 < - 1 更記 〉 、 <+怨命 〉 、 ( 十副手創1 ) 、 (十勸酒 ) 、 (二

十站別妹 〉 等 32從此書之「福州音民間歇，語系列 」 巾觀察 ， 除上述的 1 3 首單篇

長歌外，加上 《釣魚、郎》中的 7 首，福州民間歌謠偏愛，以聯章體型態傳唱記錄或

可確定 '~記者苓少在馬來問中流傳的福州音民間歌謠應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

《釣魚郎。中的 7 廿聯去，;體歌謠大約從七 、 十 、 十二此三個數字推陳遞轉，

後二者如 ( 1 送哥卜 〈一|條脊線歌 〉 、 ( - 1 '[時妹 〉 及 ( 十二時思量歌 ) ， 這些為較常

出現之型態、 : 前者則有 ( 七更七點li歌 〉 、 ( 七天想妹歌 〉 干11 ( 七七燒七歌卜以「七」

為數字月2卡車遞眛較不常見，此 3 首歌謠月1菲IJ七直接可以連粘的是 ( 七七燒七歌 〉

不LI < 七天想妹歌 ) ， 前者是從頭七唱到七七，傳達親人於腦世等過七七凹十九天以

候陰間亡靈之情況，除了祭拜 、 化錢外，也期盼往生者庇祐|場世親人福需!ii系長 、

運好體康 。 平.於 ( 七天想、妹歌 ) 和民間歌謠常見的 〈 才想妹 〉 或 〈 十想妹于歌 〉

內容多有不同 33實際觀察發到內容所需乃是「一天思量賣起床.. . . .. 二天想妹路賣

行... .. .三天想妹門于長 . . . .. .七天想妹天|、光 J ' 故可推想其所依循之數字質是以

週七天為原則，同樣傳達思念立于的三iltjj悶無助，心情 ， 但此歌置於〈釣魚、郎》故事

可l七蘭克梭，故思念至末仍j}j泡茶燒湯，準俯花生 、 瓜子 、 五子寶丸湯等祭用品 ，

捧到後廳呼喚七蘭，和傳統民間歌謠中的 〈十想妹 ) 歌最後願與妹子結姻緣等結

尾頗為不同 。

至於(七更七點歌 〉 用的數字與傳統民間小曲或歌謠之類型多不類似 ，此類

-參考劉予政綿註 : { 梅州、!苔，南洋詩 ﹒ 民間歌謠} 苟 同許: 3 . 頁 ' 00- ' 33 。

3.1 如舒樹編 {中國地方歌謠集成 ﹒ 1 6 . 台灣情歌( -~ ))中有 ( 十想妹子歌 )J一想妹子正後生 ，

身材叉去了貌父親 。 … 一想、妹 f正當時，頭星星"(]1]來齊目眉 。 . 三f，*、妹子萊茵條 ， 細嫩嬌小無

幾扁 卜 .四:f'J.3.妹子年紀輕， r厝高H吾矮相貌靚 。 ' - Jd~j瓜子性情柔 ， 妹個性情要值得有 。

/、:tR、妹子人分別 ， 句句言甜苦f，P)J人 .. ....七想妹于一朵花，省:個衫租車又斯雅 。 .. - ;\13妹子好

飯谷 ‘ 文東 1'1 來;三來紅 " .. .. 九怨、妹f9f人才 ' 的，比前世祝英台 . ..... -1-想妹子結WI緣 ， 肯結

馴緣陪論錢 ... - J • 1日l討 ' 5 '貞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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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曲或歌謠多用(五更鼓 ) 、 (五更調〉或(十想妹)，<釣魚、郎》中的「七 」 代表

何種意義?我們先看(七更七點歌〉內容，其從「一更過了到三更」唱到 「七更

七點吃飯時 J '我們推測「每更」其實是「每點 J '亦即是一更實指凌晨一點，而

七更便是清晨七點，換句話說， <釣魚郎》中的(七更七點歌〉和傳統的(五更鼓 〉 、

(五更調 ) 不同的是 : 其非用地支計時，而以現代整點時間為主，這是否代表馬

來西亞部分閩地華人在南洋生活後的記憶調整與文化制宜?若是，那麼來自原鄉

福州音民間歌謠的傳統性在此即出現在地化的變異特色 。

二、民俗相關議題

閱讀整首〈釣魚、郎卜除發現其形式善用聯章體歌謠說唱之外，就內容主題來

說，除了不離男女情思愛戀之情歌本色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發現從呂楊相遇，

至七蘭患得相思，最後到呂贊庚為其守靈 、超渡 、 擇日 、堪輿、 安擴等過程都與

民間習俗信仰有關 ， 藉此我們應該觀察馬來西亞福州華人如何看待這些原鄉記憶

與民俗舊慣 。

(一)問神請此

閩地歌謠或台灣歌謠內容有很大部分主題圍繞在男女情思愛戀部分 ，屬於福

州音民間歌謠的 《釣魚、郎 》 也是如此 。 從呂楊溪邊相遇至結緣終身 ， 情愛翻送 。

幾次傷心之際七蘭總是怨慰自己 「八字呆 J' 這樣的認命還帶著傳統中國女性的思

維，無怪乎歌謠中持續出現七蘭主動示愛 ， 呂氏卻認為自己是 「老實仔 」 、 「讀書

人 」 不顧接受，後來兩人結締姻緣後呂氏叉告訴七蘭: '好汝轉厝生貴子，哥旦讀

書做高官 。 」如是話語顯示男子已變心，七蘭實也知情，但她仍願相信二人尚有

相聚的一日，於是日夜等待，苦苦思量 o 想起早前 「十送哥」之際呂氏說 : ' 門前

喜鵲連聲叫，仕火那笑是哥梨 〔 來 J 0 J 然而最後卻是「址火沒笑鳥沒叫 J ' 七蘭

仍然天天想郎十二時，於是病症「熱來可比爐中火，冷來可像雪加霜 J ' 日益嚴重!

這裡的八字命定、女性忍耐的內容代表著傳統的文化思維，這是歌謠本有的

傳承性，叉如歌中所唱兩人齊齊跪落，下願祈告天地，若有變心則讓 「五雷打死」

或 「沉江落海」的咒詛，則是歌謠中常見戀人的約束招數，同樣相信 「天」會為

他們主持公道或正義 。 而這樣的「問天求天 」 庇佑，更見於後來七蘭病入膏育時

的問神請自L

求神靠佛全毛效，抽籤←卦卦賣靈，在L童也講沒蔡治 ， 先生看脈不開方 。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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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有病在身，竟先求神靠佛 ， 再是抽籤←卦，並且問神請此， 最後才找先

生開藥方，無怪乎藥石罔效 。 不過這樣的敘述也可看出七蘭病情之嚴重以至需求

神求天庇佑的階段 。 是以後來呂贊庚持香線祈天 ， ( 十條香線歌 〉 唱出其心中的焦

慮與期望，歌中亦說明祝禱神靈前需先稟訴被祈褔者之生辰八字 ，以及中國傳統

的泰山 「贈褔添壽」 的信仰 。 由此可以看見中國傳統民間的信仰在此便被記憶，

而這樣的歌謠記錄也透顯著那個年代馬來西亞華人一定程度的民間宗教信仰方

式 。

(二)守靈超渡

呂贊庚持香祝禱泰山府君請其庇佑七蘭 ， 若是 「泰山那沒庇佑妹J' 便要做

鬼與祂計算 。 此時人已超越空間及想像逕和心中神祇對話，而所謂的神祇也在想

像中人格化，如泰山府君一聽呂氏大言不慚便命判官翻看生死簿，並要立即 「捉

妹見閻王 J ' 後來說唱者多用「閻王掏帖請我妹」 、「閻王請妹去吃茶 J '從之可以

發現馬來西亞的褔州民間歌謠特殊之 「逝世說法」 。

呂贊庚為七蘭守靈及辦理超j度儀式時仍可發現原鄉或在地傳承的民俗記憶 ，

如靈前需先立起 「香火碗 J '陽世親人為亡者剪眉毛和指甲，再點三聲火炮，之後

才設立靈堂，而棺材需放後廳 。 斗錢不時燒化，同樣是陽世親人要讓亡者在陰間

不愁盤錢，可以交際使用， 一路好走 。

「人說落材時辰到，道士念經二三留 J' 亡者即將入棺之前，需請道士念經超

渡，此時便至 「道士起斗唱詩句 ， 珍珠財寶進廳頭 J ' 還有「道士做法過十王 ，跳

井破玉解妹罪， 毛難毛罪見閻王。」 歌謠唱出入棺前的超渡需先 「起斗 」 、 「跳井 」 、

「 破玉 J ' 用以消除死者生前罪孽業障，以利通過十殿閻王間審，順利投胎轉輸 。

此間民間流傳頭七之日死者靈魂回退陽問見親人最後一面，故 ( 七天想妹歌)中

唱第七天時有 「 叫七」動作，亦即呼喊七蘭靈魂回轉 。 這時陽世親人需準備的祭

品有茶湯 、花生 、 瓜子 、 五子寶丸湯 、 一碗白麵 、 面巾和羅盆等，方便回陽之魂

梳洗用食 。 接著便是 ( 七七燒七歌 〉 所唱者，從頭七直到七七，此 49 天中須不斷

燒化斗錢元寶， 方便亡者於陰間使用 。 從道士做法超渡儀式開始至七七燒七歌間 ，

歌謠幾次唱出陽世親人的祈願 : '庇祐奴郎中狀元」 、 「庇祐子孫褔壽長 J ' 或是 「珍

珠財寶進廳、頭」 等等，如此希望往生者可以展現靈感庇祐陽世親人褔祿康壽的祝

禱 ， 同樣也見於台灣的封棺儀式中，例如 ( 封丁歌 〉 即言 : '一點丁子孫昌盛 ， 二

點丁科甲連登， 三點丁三元及第，四點丁黃金滿篇 。子孫丁釘得高，子孫代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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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 。」 另一版本則依方位念唱﹒

一點東方甲乙木 ， 子孫代代居福祿 。 二點南方丙丁火 ， 子孫代代發傢伙 。

三點西方庚辛金，子孫代代發萬金 。 四點北方去癸水，子孫代代大富貴 。

五點中央戊己土，子孫壽元如彭祖 。 34

從之來看， <釣魚、郎〉中封棺前道士作法超渡時所唸的 「珍珠財寶進廳、頭 J ' 

其實和台灣流傳的 ( 封丁歌 ) 所傳達的庇祐親人褔祿康壽之期望是相同的 。 最後

到了六旬日， r哥旦做船給妹使 J ' 此船隨家境富裕與否會有差異，呂氏家中顯赫，

所造之船是「長要三丈闊丈三 J ' 還要有五色網柱以及玉欄杆 ，上寫「七蘭府 J'

擺渡七蘭好過江 。 最後則言過此六旬日，棺材才能扛上山 只是亡者是否可以

停置六十日之久?甚至是「百日後」才下葬?歌謠中呂家權貴一方 ，此處或許傳

達中國傳統富家「停框 」 35希望遲葬的觀念;不過現實中地處南洋的馬來西亞天氣

濕熱 ，過去又多無冰凍設施 ，推想、歌謠中的日期亦可能只為傳達原鄉文化記憶 ，

或是念唱者刻意為之 ， 實際情況未必皆是如此 。

(三〉擇日勘輿

《釣魚郎〉 中唱出 「出葬著等百日過 ， 就是十月二十三 J ' 若先避開不合理的

懷疑問題，接著呈現的是擇日勘興的民俗記憶 。 歌中交代福州城附近有一名叫甘

州的地方 ， 當地有一位地理仙姚運最有名，呂贊庚特請他為七蘭擇日和勘興 。 須

擇日動士，才能人畜平安 : 叉必須勘輿 ，找尋好地理， 才能致蔭陽世親人褔祿壽

康 。 只見姚運操持羅盤找尋山重山 ， 見到月牙筆架山，直說此地合七蘭 ， 於是「合

磚牽遠線 J '此風水必定庇祐後人做高官 。

對於擇日勘輿，中國人信此不疑， 閩粵皆是如此 。 這樣的風俗傳承的是中國

的文化記憶，台灣褔佬歌謠中亦有傳唱者，例如

看日先生最用工，好日幸好日會蔭人 。 日單晶L批口 商L講，子孫也有表旺房 。( 看

日昌市 〉

家運有表就有興，何苦替人去掠龍?好穴也須好品行，天公道理最公平 。( 看

34 引自舒蘭編 ， {中國地方歌謠集成 ﹒ 13 . 台灣民歌 (一)} ，同註 15 ' 頁 197-198 。

35 r停根 」 在苦時富家、名望家有這種情形，但貧家或商家均希望速葬，只是富家有遲莽的傾向 。

參考片岡嚴著 ， I辣金回譯 : {台灣風俗誌> ' ( 台北 ﹒ 眾文圖書公司 ， 1996/9 ' 二版四刷 ) ， 頁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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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先 ( 行地理 ) > 36 

仔細思量歌中所言其實並無不對， r子孫也有衰旺房」 、 「好穴也須好品行 J ' 

所以「天公道理最公平」 。 然而不論如何 ， 擇日和WJ輿的風俗信仰對閩粵地區甚至

全中國人士而言，都有一定的文化意義存在，而當福州移民將此《釣魚、郎〉歌從

馬來阿巨幅出之際，我們發現的同樣是來自原鄉的民俗文化記憶 。

(四)封棺安城

擇日勘輿後，便是墓瑩設計與下葬安曠的最後階段 。 呂贊庚大方出資要蓋個

豪華的墳瑩給七蘭，特地邀請興化兄來負責 兩邊著栽松竹樹 ， 左右通壟石欄

杆，兩邊兩頭石獅仔， 對中雙鳳朝牡丹 。 一一從此看出傳統的墳墓結構仍在歌謠

中傳唱 ， 至於現令馬來西亞的華人墓葬情況多有不同 ， 其已趨向集中整併而精緻

的空間設計發展 。

此外，呂贊庚請 32 人為七蘭扛棺也可看出其氣派之大 ， 傳統只有大戶人家才

用 1 6 或 32 人隊伍，小井市民多以 4 或 8 人扛送 。 參與葬l禮之親戚朋友需著白衫 ，

並須準備祭禮十盤 ， 然後封擴立碑，各自家轉 。 至於呂贊庚則需引領七蘭牌位回

厝'神主牌進上公媽鞍 。 不過此處容易引起爭議 : 既然七蘭已有夫婿，雖其夫五

年未歸，然公婆家畢竟有人才是，歌中所唱似乎是呂贊庚將七蘭神主請回呂家 ，

於情可憫，但於理不合 ; 這情況可連結至《釣魚郎〉 一開始呂楊二人溪邊相遇後，

雖知七蘭已有夫婿，呂贊庚也略作推辭 ， 然最後兩人還是陷入愛戀並結緣終身 ，

若此則七蘭公婆或鄰里如何看待她? 呂贊庚家世顯赫 ， 其父母叉怎會輕易接受一

位已婚女子為媳? 當然 ， 這些不合理並不需解決 ， 因為故事的情節綽漏更可

確定此歌來自民間直接說唱的可能性更高 。 說唱者只沿著二人情愛主線發展，依

著自己唸唱方式唱出福州歌謠〈釣魚、良的 。

下葬安擴後 ， 喪家需宴請地理仙 、 打石兄或其他出力之人，並祈求「幫手著

平安」 。 至於下葬時的祭品是墨魚 、 海參、三毛蠣、 黃瓜 、 大哩棍等等 ，而冬節祭

拜之品則有白棵 、 鴨子 、 海參 、 小蠣 、 黃瓜 、 雪魚 、 大體懦、 炒糕 、 肉片 ， 以及

肉丸 、 魚丸溺等等 ， 特別提出祭品項目是因為從中可以發現大量的海鮮 ， 若此歌

從福州日昌來 ， 那福州是沿海城市 ， 飲食文化與中原有差別， 當用豐富的水產比喻

36 引自 (破除迷信歌 ) (三) ， (南方) 1 83 期 ， 1 943/9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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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東西 37如此便具原鄉飲食丈化記憶 ， 其中或許有在地歌者的自我加入，不過砂

勞越位居東馬，海產亦是豐足，因此這篇歌仔如是呈現除具原鄉傳承性外，更有

在地化的價值意義 。

肆、結論

本文其實是站在域外華人民間文學的研究動機基礎上進行的初探工作，當台

灣褔佬歌謠的研究可以拓展至閩地歌謠和南洋華人民間歌謠的同時，這樣的研究

必定真有歷時性和空間性的意義 。 從此角度出發，本文試著將丈本暫時聚焦於劉

子政抄錄之馬來西亞砂勞越流傳的福州、|歌謠 《釣魚郎卜觀察此歌謠的內容主題及

特殊書寫技巧與民俗議題，進而歸納整理相關中國或閩地文化在馬來西亞華人地

區的傳承性與本地化過程 。

從《釣魚郎〉此一長歌來觀察，其內容大致可分成: ( 1 )溪邊相遇、 (2 ) 相

互愛戀、(3)結緣終身、 ( 4 ) 送哥轉厝、 (5 ) 七蘭思郎、 (6 ) 蘭赴陰曹 、 (7 ) 贊

更悔傷、 (8 )超亡擇日、 ( 9 ) 打石安擴等九個階段，而歌謠主題主要呈現呂贊更

和楊七蘭二人的情思愛戀，以及從其二人相識到七蘭下葬間相關之民俗文化議

題，例如: ( 1 )問神請亂、 (2) 守靈超渡、(3)擇日勘興、 ( 4 ) 封棺安擴等 。 從

歌謠中透顯出來的中國傳統喪葬文化及民問道教信仰，我們可以間接觀察馬來西

亞砂勞越地區福州歌謠 《釣魚、郎 》 的傳承性意義，對南洋的華人而言，此民間歌

謠中保有豐富的原鄉書寫和文化情感，對於移居海外的馬來西亞華人具有某種程

度的文化傳承和族群情感凝聚力量 。 透過這些歌謠，在地說唱者或改編者也進行

歌謠在地化的更動，最明顯的是《釣魚、郎 〉 中聯章體歌謠的書寫型態及內容之多

元呈現 。

當然， <釣魚、郎〉的說唱與抄錄均在七0年代，對長居海外的華人而言，或許沒

有嚴謹的采錄規範，因此在記音上常出現前後不-Z'情況 ， 詞彙用字特殊，註解亦

不足備，這些都會影響閱讀的流暢度以及完整性 。 然而此篇長達六千多字的福州、|民

間歌謠《釣魚郎》對馬來西亞華人而言，絕對是一項珍貴的民間文學與文化資產，

無論是海外華人社會或民間文學、民俗文化等研究，應都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

))參考林雅貞 ( 福州熟語歌謠的修辭藝術 ) , {引進與諮詢)(談藝錄) 2003 年第 11 期，頁 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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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釣魚、郎》

講山便講山乾坤，講水便講水根源 ， 講人使講人根前且 ，且講釣魚、給人傳 。

福建下府泉州城 ， 且代替庚真出名，這人在朝苗，極品， 皇封世代做高官 。

生下男兒十七歲，詩詞歌賦畫出名，許日釣魚溪邊過 ， 單人獨自江耽行 。

手掏花籃行出門 ， 採桑娘于，麻麻4惶 。 嫁著丈夫家貧苦，暗暗思量，好↑西惶 ，

看見娘子掏花籃 ， 莫是採桑楊七蘭?Il!:問男女都著做，娘子付講許艱難 。

娣人耳仔付訐真，莫是娘奴有知，心 。 哥旦講話付許真，奴看應是梨釣魚 o

大溪大魚應去釣，付梨小溪釣小魚，娘于講話訐好聽 ， 大溪小溪者["1哥哥行 。

大溪大魚釣去了 ， 再梨小溪釣石斑，娣人耳仔付許真 ，好育好語安』良心 。

那是草木付上露，付八奴郎有這心 。 娘子目明著看真 ， 付講奴郎有這心 ，

自細在家老實仔，給人看見付看車票 。 娘子講話面莫缸，粗言亂語問娣人?

娘子貪色行別路，奴奴不是許路人，看見郎仔笑微微，好像當初會過梨，

給奴借問名共姓，倒底釣魚、娣位來?娘子講話真好聽，如家住在泉州城 ，

我父探花三民甲，都在朝中做高官郎子講話許出名，講山三代娘小l驚，

奴奴在家勤書典，偷梨釣魚溪邊行，郎仔付講許出名，郎的名字著講成，

一家共有幾多口?伯叔兄弟號七名 。 郎講世代做高宮何娣付梨掏釣竿 7

奴看那是乞食仔，故意共娘講好，聽 。 娘子可惜鄉下人，這話間奴應是人，

是你問奴奴正諧 ， 你是可必講頭行 。 郎仔付講許瞋邦，毛訊付講成對山，

郎仔講話真稀奇，娣人釣釣多間刺，毛魚肯I吃哥的餌，毛餌釣魚費心機 。

娘子講話胡I~î凹，多少有|育魚滿溪?魚仔有情落哥鑿，釣 F毛情魚過j羹 。

可憐郎仔坐溪邊，那釣有魚心付顱，有情舟、仔南潭下，毛情魚仔在溪邊 。

娘仔笑郎心付巔， 一群魚仔在岸邊，也毛一條心哥釣，掏起釣竿放岸邊 。

可憐郎仔坐溪邊，坐過一行過一行，也沒一條中哥釣， 可憐餓盡腹老腸 。

娘仔應使日午可心，莫是吃菜共吟經，娘仔相交哥其釣，多使娘仔:~iF好，心 。

娘f子講話笑微微，可憐郎仔坐只遲，也毛一條給可釣，日頭將近半甫時 。

今旦掉毛回家轉 ，從此以後都毛梨，郎仔付講許艱難，去娘厝裡隔一喂 ，

明旦天光再去釣，再去大溪大深潭 。 娘仔留郎去隔喂，去是容易轉是難，

娘厝一加幾多口，不成給郎幫隔瞋 。 郎仔不f吏，[，、可疑，那管共娘齊轉梨，

厝邊隔壁藉問你，你講是郎親細姨，娘仔先行轉回家先問大人共合家，

上且有大下有細 ， 不是奴妹自當家。 共你兩人轉家門， 萍水相交多謝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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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仔即管安安心，付到妹厝就是親，妹厝離街實在心 ，也毛一件郎點心。

行到妹厝妹囉槽 ， 莫講吃來共有毛，多謝奴妹賣過意，毛腦送妹做謝勞。

郎f子鞋到妹家鬥 ， 就當前生有姻緣 ， 缺乏被舖毛對睏，就那共妹睏一床 。

娘子講話真糊塗 ， 不是這話梨問奴，郎今在家老實仔 ， 不比一個青盲夫 。

郎仔即管安安心 ' 奴夫出外去當兵 ， 連去五年毛音訊 ， 害妹萬般受苦心 。

你夫出門己五年 ， 是去台灣去趁錢 ， 不過幾時就回轉 ， 共妹和合到暮年 。

郎但不使心可疑 ， 奴夫就當死了他 ， 收郎就當親夫主，但望其郎會佳期。

娘仔講話真稀奇，將這言語郎可疑，因為娘仔成親了，奴郎賈比共別其。

郎仔何必許可疑?總是奴命給郎欺，奴旦今哺賣成親，只驚退悔付較遲 。

娘仔不使心只愁，勸娘耐守親夫梨，不是奴郎毛主意，妹有親夫賈使梨 。

郎仔何必許測，心'莫是奴命運來稀?今哺就死給你看 ， 冬節之前悔較遲 。

娘仔何必心可疑，總是奴命心如癡 ， 今哺就死給你看，冬節之前悔較遲。

娘仔講話訐好聽 ， 郎仔想起實在驚，大伯小叔那八長，當場捉我做強姦 。

郎仔多使許滿驚，娣人有敢拿哥姦?厝邊隔壁得罪你 ， 妹旦死命共他拼 。

妹且~E命共他拼 ， 推累奴哥去官廳，我父在朝做宰相，敗落祖宗其名聲 。

郎仔即管心放寬，娣人有敢拿哥姦?奴夫出門有五載，憑去就辦罪木寬 。

講起律法實在驚，名聲打破賣好聽 。 郎在付講樣樣呆，總是奴妹八字呆 ，

若妹三長共兩鈍，山雞付配鳳凰台 。 娘仔付講賣上店，這段姻緣天定來 。

哥且可像梁山伯， 妹且可像祝英台，雙手牽哥上眠床，妹旦共哥解衣裳，

雙手解哥褲帶頭 ， 庇祐今日甫天較長 。 妹旦睏裡哥睏前，雙手摸妹兩邊奶，

白白手掏哥做枕，紅紅[嘴仔給哥吻，且求一點甘露水，給哥抱做面頭前 。

好旦原來好風流，難怪君子付去求，今日南共妹同床睏，可像膳魚、落魚、櫥?

今哺共哥結同心 ， 全Il，'網被遮哥身，妹身就是肉眠床，勸哥外斗莫思量 。

今喃有郎瞋叉短，往哺沒郎瞋叉長，共郎問起叉同睏， 一哺沒睏到天光 。

一吏過了到二吏，勸妹不使鐵，心肝，是哥沒妻到妹膺，付做衍王敗江山，

三更半夜到半喂，都是共妹講笑談，有敢開聲娣人說，多使這話來為難 ，

四更四點冷清清 ， 賣存我妹有這心 ， 哥且自願不討嫂 ， 甘願一世做單身 。

五吏五點冷清清，自願給哥去討親 ， 甘願給哥去討嫂，討親生仔傳香煙 。

六更六點去討嫂，哥想討親實在難，一弓不能射兩箭，一馬不能掛兩鞍 。

七更七點吃飯時，妹旦叫哥谷起來，枕頭和驚收拾起，賢人看見賣可疑 。

哥旦谷起莫慌張，千斤萬擔妹擔當，千斤萬擔妹付擔，那驚半路拆扁擔 。

哥且那做毛人權，未到妹厝末先驚 ， 哥旦即管心放寬，賣到半路拆扁擔。

@ 



@ 

奴哥就做毛光景 ， 妹旦賣到許不堪 。 娘仔付講許有情，都是重富來欺窮，

嘴講蓮花天下有 ， 雪中送炭毛人理。有人重富來欺窮，妹旦不是許樣人 ，

手掏香線齊開口，齊不負義共變，心 。 雙腳跪落天井士里，祈告天地共神明，

如妹變，心共負義 ， 五雷打死不讓惰 。 雙腳跪落天井中，日月兩照頭頂中，

奴心若便有負義 ， 沉江落海給魚、吞。雙手替哥扶起來 ， 如今歡喜笑微微，

妹旦牽哥房裡中，歡喜一行過一行 。 聽見奴哥講轉厝，歡喜末了叉↑西惶，

害妹日瞋細思量，勸哥不必轉家門 。 雙手放哥肩1甲頭 ， 妹旦思量目汁流 。

哥今明旦莫轉厝'給妹再留隔兩H真 。 哥旦沒法著起身，妹你不必掛在心，

明旦若使沒轉厝，爺奶八長賈安心 。 哥旦付講許沒閒，明旦轉厝沒面前，

妹做肚兜哥掏轉，給哥換洗出人前，妹送肚兜不敢當，多謝奴妹有西庄，

多謝奴妹賣過意，多謝一庄過一庄 。 手掏雨傘落下捏，哥且也是賣捨行，

令但沒法著回轉，爺奶八長不是瞋 。 哥汝轉厝慢慢行，何必慌張許付行?

千里路途哥沒趕，妹旦伴哥，慢慢行 。 哥今今且就起身， 1]叫妹怎樣捨得'的

第一送哥送下士呈，手掏雨傘遮哥行，茶亭酒店著歇氣，日頭當午哥莫行，

當午行路實在難 ，轉去容易來的難，好汝送哥落下埋， 哥旦實在賈捨行，

給妹千言萬吩咐，腳酸手軟步難行 。 第二送哥到門頭，哥旦三行兩回頭 ，

如今哥但別妹轉，莫作一心掛兩頭，妹旦送哥門頭角，哥汝不使目汁流，

奴哥別妹回家轉，莫作野花滿山留 。 第三送哥大路邊，妹啼目汁掛目眩，

著記奴妹言共語，不必看破著風流，妹旦送哥大路邊，勸哥不必淚漣漣，

當初共妹齊發誓 ，同生同死同暮年 。 第四送哥半路中，可憐哥行腳手酸，

妹旦送哥半路中，有妹齊行腳賣酸，遇著有店著歇氣 ， 遇著有火著吸煙，

難得我妹心田好，多謝戈庄過戈庄 。 第五送哥半路時，哥你轉厝著有梨，

共妹訂約其日子，妹厝泡茶等哥梨，妹汝送哥半路時 ， 不過三日哥就梨，

門前喜鵲連聲叫'1:士火那笑是哥梨 。 第六送哥半嶺腳，勸妹轉厝著作佳，

紡麻織齊著勤餘，仔旦長大就起家，妹今送哥半嶺腳 ， 共妹牽手轉回家，

哥汝今旦別妹轉，害妹，心肝亂如麻 。 第七送哥過坑溝，勸妹轉厝莫亂交，

妹你尊大及敬細，莫共野仔共一幫，妹旦送哥過坑溝，哥講言語用紙包，

哥汝令旦別妹轉，可像煙筒離煙包?第八送哥過橋亭，勸妹在厝著正經 ，

大伯公叔著和氣，堂上公婆著孝心'妹且送哥過橋亭 ， 哥講言語記在心，

路邊野花哥莫採，娣隻諸娘有妹心?第九送哥過溪河，想、妹身邊總是毛 ，

湯旦真熱那是水 ， 漿今毛凍付黏挪 ， 妹旦送哥過溪河，聽哥這話莫奈何，

湯旦沒熱那是水 ， 凍水起凍燒熱鋼 。 第十送哥日落西，勸哥不使門邊倚，



盡心盡意共哥好，妹是就當親夫妻，妹旦送哥日落西，是哥沒錢安的挨 ，

隔瞋冷販賣當食，別人妻子賣當妻 。 送哥送到大深潭 ，日落西山著隔H異，

妹你有心送哥轉，哥旦留妹隔一瞋 。 有哺郎仔頓吃了，沒哺郎仔正煮瞋，

一斗八廣就難煮 ， 一廣半廣也何難 ， 那八奴柴燒好火， 三下二滾就吃瞋 。

瞋旦吃了冷清清 ， 那驚奴哥付翻心'前哺共哥同床睏，今哺妹且做單身 。

妹旦送哥到家門，若在心中難開言，前哺有郎瞋叉短，今哺沒郎瞋艾長 。

今哺賣睏到天光 ，妹令谷起去梳妝 ，飯旦沒吃沒要緊 ，心中打算轉家莊 。

好您今旦別哥轉，將樣叫哥捨得心?妹旦轉去慢慢行，給哥言語交代成，

交友沒好共一行， 夫妻沒壞結同床，妹你轉厝保身體， 不使掛含哥一人，

哥有言語得罪你 ，勸妹千萬著包涵 ，妹旦轉厝著歡喜 ， 一定，心頭著方寬。

哥旦送妹門角頭，暗想，心酸目汁流，妹旦別哥回轉家，妹且不用掛心頭，

妹你今旦轉家門，後日子孫會團圓 。 妹旦寬心飯吃飽，妹莫L、中莫想郎 。

好汝轉厝生貴子 ， 哥旦讀書做高官，聽見奴哥講這話，惡心惡意一路灣 。

是妹命保沒對講，目汁流落拭賣乾， 一路腳酸共手軟，到厝日頭將落山，

-/心思念哥一個，賣八奴哥，心只翻 。 明旦沒吃就去因 ， 一哺位困半時辰，

賈曉奴哥心只壞 ， 害妹思量難過時， 妹旦想哥吃飯前，有主沒意坐床前 。

想哥形樣言共語 ，十路也沒一路嫌，巴時郎想半山前， 沒心沒意出仕前，

奴郎令且別妹轉 ， 可像孩兒離母奶 。 午時想郎日頭中，手抱鏡箱來梳妝 ，

掏起頭梳手也軟，于旦叉軟腳叉酸 。 末時想郎日頭斜 ， 丞姆沒攜叉沒爺 ，

有語沒人講出氣 ，故此想郎那是啼 。 申時想郎日落山，心肝也沒一下寬 ，

賣曉奴哥怎樣想 ?害妹心肝沒主張 。 商時想、郎吃瞋時， 瞋望日望哥沒梨 ，

仕火沒笑鳥沒叫，何時何日哥付梨?戌時想郎人睏眠，轉前轉後睏沒眠 ，

那見斜時就作夢 ，像見奴哥著前攏 。 亥時想郎冷清清 ， 一哺沒睏毛精神，

那有奴哥同床睏，嘴吃滾湯也精神 。子時想郎到半H頁，狂眠作夢共哥瞋'

狂眠作夢共哥講，醒來沒郎講笑談 。 丑時想郎到四吏，付在死夫山故寬 ，

一則有郎共相伴， 二則有烏有欄杆 。 寅時想郎到五更，心中有病難開聲，

想著奴郎沒敢講，怒腸怒、肚奴心肝 。 卯時想郎天 ←光， 金雞報曉鬧昂昂，

風流體態中妹意 ，將樣共哥賣合婚 。 f丁月冬節瞋叉長，倒落床中思量郎，

時時刻刻思量汝，床前床後摸沒郎 。 熱來可比爐中火，冷來可像雪加霜，

一日輕來一日重，每日加症八九分 。 求神靠佛全毛效，抽籤 ←卦卦賣露 ，

自L童也講沒藥治 ，先生看脈不開方 。 先生就叫一官娘，七蘭娘仔聽奴言:

這病原是相思病，從頭第一講分明 。 七蘭聽講好西惶 ，先生在上聽奴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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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病也沒因別事，七月廿三洗衣裳。行到溪邊橋上去， 于-幸迎著釣漁郎 ，

弄奴談天共說古，前世共他有姻緣 。 釣漁用釣弄奴講，給奴留紳隔一瞋 。

先生原是讀書人 ， 見講這話就通盟 。 這病不使草藥治 ， 趕緊去叫釣如、自15 。

工平聽講起身行，趕到下路泉州城，行到泉州相借問，情問贊庚厝何方，

年灰手指是他厝 ， 文魁牌版掛門頭 。 贊庚門頭行出來，暗想，心巾就可疑，

借問人客厝何處 ， 貴姓尊名那裡來?請入廳中便椅坐，給奴叫人捧茶煙，

贊庚就問亞平兄，查問小弟作也名?山平開口講一聲，仁兄在仁請你聽 ，

就講七蘭相思病 ， 贊庚聽見，心著驚，七蘭病症實在重 ， 叫我今門趕過來，

七蘭毛仔叉毛姆，這幫毛你病賈梨 。 她講這幫是你害，毛你買到只驚狂，

贊庚聽見就驚惶，即刻打算就出門 。二三步併做二步行，叩時趕到妹家門，

I吻嘴吻節叫我妹，一句我妹兩句娘 。 妹你不使許驚惶，歇氣吸煙共歇涼 。

這幫也毛別樣病 ，因為想哥病不F床， 三魂七魄都去了 ， 看見奴封叉回魂 。

百般草藥吃到盡 ，仙丹妙藥不去11郎，鬥闢看哥摸摸的 ， 骨頭鬆L七八行 。
妹i女不使假瘋廟 ，變了語言度哥心，手桐香線去下I~Þ ， 求神靠佛叉求仙 。

條香線一尺長，雙腳跪佑大干，堂 ， 大干:聖明著保佑， 保佑七那]命半年長 。

一條香線二節青 ， 大王也愛{♀7名聲，威靈舟、赫庇保佑， n庄佑七的。本半安

三條香線三節金 ，時辰八字共作庚 ， 山蘭今年什七歲 ， 八片十三午時主 。

ILLI條香線四角耘 ， 于掏紙筆開藥方 ， 紫蘇薄荷jt甘草 ， 一半老潤一半湯 。

五條香線五朵花，連步;取藥就回家 ， 妹旦查哥什麼?雨， 那是風在雯':itø c 

六條香線六點藍，雙腳跪站;天地坪， 平豬全羊謝天地， jlj去水!毛求泰山，

泰山著有贈褔蒂 'fl甘褔贈壽妹平安 。 八11朱香線八排頭，雙手對li香連叩頭，

泰山那沒庇佑妹，作么共你作對頭 。 九條香線九寸長 ， 泰山聽見就發狂 ，

判官翻看姻緣簿，即刻捉妹見閻王 。 十條香線點 | 全 ，弟子燒香轉家門，

妹旦令H甫不是勢，五官瘦落不久長 。 連連未講幾句話，雙腳拔商見鬧不 。

妹日什麼其心肝，害哥-半~拆肩頭 ，妹ι那沒一口氣，死去作么落人問 。

立起靈前香火碗 ， 三魂七魄主E爐邊，剪起眉毛連指甲，妹隨香煙去 l夭 。

哥旦l時妹f于1、自惶，連累厝寸I大細人， 三聲火炮響其兵 ， 哥旦抱妹閒孝笠，

我妹靈前拜四拜，一句我妹二句娘 。 哥且抱妹漆床前， 害姆需墉贈盤錢 ，

妹旦這相是害人，害著姆矯l時一場 。 送金送銀給妹f吏，哥梨後聽祭靈魂，

我妹這相沒心田， 害著厝下淚漣漣 ' 封旦報妹在床攏 ， 手掏錢時化紙錢 。

作鬼著求閻羅王，庇佑一親共二戚 ， 保佑厝下大細人 ， 妹日-1'1=鬼作好人 。

眼流目汁嘴中講，哥旦回轉家中存，哥日轉厝辦祭禮， I 般祭禪對1m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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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日親身送妹厝 ， 我妹後j聽祭靈魂 。 手掏香線新叉新 ， 馬li起香線好傷心，

閻王掏帖請我妹 ， 苦在心頭掛在身， 哥旦燒香十1時妹，啼啼哭哭雯，苦心 。

一聲啼妹17'1'西惶，我妹短命害奴郎， 燒香化紙啼我好， 啼啼哭哭守靈魂 ，

諸般言語講責盡 ， 真想、婦倆見閻王。二.聲啼妹啼妹名，七蘭多使爭頭行，

半路拆擔害得慘 ， 害哥有腳沒路行，閻王殿上著求懇 ， 著叫奴哥做家行 。

三聲啼妹三聲音，形容體態度哥心' 千古萬年不見妹 ， 7存在心頭掛在身 ，

安閒啼妹啼四方，哥且越啼越心酸，著叫奴哥做定去，免的一人在一方 ，

妹在陰間茫茫走 ， 害哥世上沒主張 。 五聲啼妹五朵花，害哥心中亂如麻，

閻王請妹去吃茶，好像去了一片腳， 今門開門不見妹，那見後廳一部柴 。

六聲啼妹脊爐前，啼啼哭哭妹面前 ， 斗錢燒符給妹使，妹去陰間作盤錢 ，

鐘銀使去哥付買，不愁不苦不愁錢 。 七聲啼妹七時辰， 一日啼妹十二時，

去親去戚付回轉 ， 妹行陰路賣轉梨，風流體態中哥意，再尋這樣沒對尋 。

八聲啼妹八排頭，哥想，心酸目汁流，人說落柴時辰到，道士念經二三蘭 ，

道士起斗u昌詩句，珍珠財寶進廳頭 。 九聲峙，妹好思量，妹汝書哥好悽涼，

共妹抱頭共枕睏 ﹒ 天板蓋落不見娘，竹古萬年不見妹 ， Ii守時刻刻好思量 。

1 聲啼蛛七件名 ，七蘭何必爭頭行?口口聲聲叫我妹，這路不是我妹行 ，

莫是閻王看鄭簿?十員大將看鄭名 。寶|曉失妹只狠心，故是害哥做單身 ，

妹做靈魂著付曉，庇佑親戚大細人， 一 天思量賣起床，啞口無言自思量 ，

二天想妹路賣行，短命害哥賣臭名，哥旦牽侍妹香火，靈前照路給妹行 。

三天想、妹日子長 ， 我妹短命害奴郎，給妹短命害的慘， 一日想妹二日長。

四天思量像火燒，門落西山心也周 ， 再;旦命呆沒對怨，那怨閻王沒目惘 。

五天想妹日落山，害哥想、妹苦萬般，故想、天長共地久 ， 賈曉半路拆扁擔 。

六天想、妹吃飯時，叫七著等卯時來，明且七天想七到，共妹靈魂叫轉梨 。

七天想妹天 |、光 ， 哥旦泡茶連燒湯，也費花生共瓜子 ， 五子著加寶九湯 ，

點心白麵一碗f子，面巾緝，盆木桶湯 。 捧到後廳目汁流，叫七著站門角頭 。

連叫三聲七蘭妹，妹汝跟哥進門頭，妹旦轉厝做祖媽， 著爭志氣吃面頭。

妹汝後廳、沒聲音 ， 手掏香火共加灰 ， 妹汝落凡有聽厝，哥旦討汝三聖杯 。

果然我妹是聖杯 ， 歇氣洗面吃點心 ， 妹旦行路多辛苦 ， 哥旦不見妹的身，

若凡出現給哥看，免得奴哥掛在心 。 日落西山昏叉昏，道士做法過十王 ，

跳井破玉解妹罪，毛難毛罪見閻王 。 頭七燒七燒七靈，妹在陰間著威靈 ，

妹在陰間哥在世，留哥世上受苦惰， 三杯酒禮同相敬，著記當初結成情 。

二七燒七燒一箱， 一日想妹七日香，斗，錢也買幾十塊， 金銀元寶幾十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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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燒七目汁流，閻王請妹賣回頭，去親去戚付回轉，妹行陰路難回頭 。

四七燒七日落山，用存我妹，心只翻，故想天長共地久 o 賣想半路拆扁擔，

於七燒七好苦惘，可像靈魂日落西?閻王殿上著求懇，下世共哥做夫妻 。

六七燒七燒七王 ， 妹你靈魂轉家門，妹做靈魂廳、中坐，庇佑奴郎中狀元 。

七七燒七燒周全，妹你靈魂轉家門，哥在靈前相吩咐，庇佑子孫褔壽長 。

妹旦陰間心喜歡，害哥世上苦萬般，商想天長共地久 ， 六冒八月一十三。

哥旦做船給妹使，度妹過江不使驚，著做大船一樣樣，長要三丈闊丈三 。

兩邊也使八把槳，船員總共十二三 ，五色網鍛做花紙，花紙纏柱玉欄杆 。

上寫招牌七蘭府，船頭企起風帆杆，左右也寫門聯旬，順風順水妹平安 。

船內載錢又載米，油鹽醬酷落人間，也有丫頭共牌女，安閒自在落人間 。

起風做浪妹著看，落潭落瀨妹莫驚，六旨共妹做清楚，打算棺才扛上山 。

出葬著等百日過，就是十月三十三。 奴哥到厝打算定，就去福州揀日單，

揀了日子回家轉，叫人去請大先生，八月十五來破土，時辰破土保平安 。

行到甘州相借問，甘州地輿真出名，姓姚名運第一好，他做地理最出名 。

請了先生回家轉，還了轎夫三塊三 ，先生找地心放寬，明且齊行去上山 。

手掏羅盤討風水，著討吉地山重山 ， 先生羅盤捧在手，面向尖峰山重山，

上今是甲下是庚，水出T字答答針 。 果然高手姚先生，前斗尖峰山重山，

前面尖峰付正中，好像月牙筆架山 。 雙手抱盤口對鼻，風水直送妹墓山 。

先生合磚牽遠線，風水付吃做高官，就叫人工來破土，長要三丈闊丈三。

就叫先生齊回轉 ，叫人去請打石兄，打石師父鄉里有，幼石著請興化兄 。

請了先生共師父，碎碎數目開一單，兩邊著栽松竹樹，左右通壟石欄杆，

兩邊兩頭石獅仔，對中雙鳳朝牡丹 。墓碑著有四尺闊，對中陣字楊七蘭，

墓埋著有三埋透，底座三層放對中，覆鼎著用金灰併'石碩刻花妹墓山 。

時辰日子一下揀，共妹棺材扛上山，扛棺著請三十二，親戚朋友穿白衫 。

哥旦打辦十盤禮，十盤祭禮辦周全。 墨魚海參三毛蠣，黃瓜全盤大蟬端 。

哥旦扛到妹墓山，先祭土地後祭娘，封擴立碑回壟轉，酒席也辦十二三。

哥叫七蘭妹著轉，香火進上公媽鞍，左邊大位公媽坐，右邊廳頭給妹安 。

回壟火砲響叮噹，香火進上公媽坑，道土也來唱詩旬，福如東海壽南山 。

白花橋頭探行轉，子孫世代做高官，一代探花三頂甲，三代狀元朝裡宮 。

就叫幫手去下桌 ， 明且一餐請先生，今哺一餐外家酒，酒席著辦十二三 。

親戚朋友齊回轉，散去人客主人寬 。 贊庚行裡問廚官，今哺辦酒請先生，

碗菜著有燕窩面，著用雞鴨共豬肝 。 左邊大位先生坐，你坐地家，心放寬，



馬來西亞福州歌謠〈釣魚郎〉之內容書寫與流傳意義看íï~豪

只是米酒敬一盞，今旦麻煩你先生 。 細邊大位師父坐，師父果然有名聲 ，

石板彤花妹墓山 ，奴旦牌桌請先生 。 給奴叩頭拜三拜 ，得罪師父共先生 。

先生師父站起來， 財T富貴二三聲，愁心把腹半碗菜，小小紅包送先生 。

師父工錢三十塊 ，地理也送八對番 。 贊庚就共師父講，起動師父共先生 。

師父各人幫奴做 ，還望師父著平安 ，妹墓全台著保守，庇祐幫手著平安 。

今年節氣真正早 ，冬節就是初二三 ，白棵一盆八十塊，鴨子一隻三斤三 ，

也有海參共淡菜 ，黃瓜雪魚大蟬睛，炒樵肉片共肉丸，腹裡一碗魚、丸湯，

哥旦在妹家中存 ，想起當初好↑西惶，哥旦有話沒對講，收拾盤擔傳家門 。

男人莫學呂贊庚，女人莫學楊七蘭 ，編詩一本釣魚郎 ， 萬古留名給人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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