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従嘉靖定本到万暦新本   

一以熊大木和英烈・忠義為端緒－  

大 塚 秀 高   

以平話為書名的「小説」有両種。一種是宋末元初刊本之『新編五代史平話』，  

一種足元至拍年間建安虞氏所刊行之「全相平話五種」。陀イ門在版式和史観表現  

方面各有特色。前者好像比較尊重民族的血統，而後者却似乎更尊重王朝的正統  

一這在英代表作『三国志平話』中猶為明顕。明代成書的『残唐五代史演義伝』  

中也可看出睨『三国志平話』同様的史観。依我所見，早在『残唐五代史演義伝』  

成書之前巳応：該有「残唐平話」。『残唐五代史演義伝』基本保持了宅的史観，而  

『新編五代史平話』則是根拠史書改編而成的。   

『新編五代史平話L』之創作改変是単独而先行的。但到了明代嘉靖年間，却放  

起改編講史章回′ト説的高潮。比如熊大木編纂的現存之『唐苦志伝通俗演義』和  

『大栄演義中興英烈伝』，都由楊氏清白堂・清江堂出版。己伏而曽経存在的熊  

大木編第的，除上述両種外，還有『列国志伝。口『全撲志伝』『南北宋志伝』。這  

些作品，拠我所知，都是嘉靖後半由楊氏両清堂刊行，而万暦年間，在南京内周  

氏万巻楼（仁毒堂）・大業堂和暦氏世徳堂，附上上元王少壮写像相継刊行，在  

福建由余氏三台館以上図下文形式刊行出版。在這不但時期而且地点也不同的三  

次出版中，熊大木編纂的本子（嘉靖定本）所用的分則形式漸次変化，以至誕生  

了新的分国形式本子即万暦新本。   

根拠版本和挿図之画コニ来判断，可以認定和上述五種講史茸回′ト説同様『東西  

晋志伝通俗演義』也早己有嘉靖定本，只不過現在供失罷了。拠上元王少壮写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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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挿図来着，『英烈伝』之余君召三台館刊本，恐伯是南京出版的。「己的南京斉  

府原板也有可能為嘉靖定本。   

熊大木不但拠史書来改変旧本（原本）小説（恐伯是平話或者平話系統的本  

子）的荒誕無稽，而且記下他改変的根拠等。這由嘉靖定本（及英系統之版本）  

中常々発現「旧本00」「小説00」等註記可以得到説明。嘉靖定本之中還有  

附上彩絵図之内府抄本。内府除了以抄本形式向皇帝・皇后等提供娯楽外，還以  

刊本形式向一般読者提供閲読講史章回小説的方便。但培養忠義・英烈等封建思  

想則是其真正的目的之所在。這従忠義・英烈的詞匪出現在書名上可以得到説  

明。   

我想，在推動小説生成的歴史上郭助之存在根重要，而嘉靖定本之出現和郭劫  

之所作密接相関。特別是把小説創作作為到達某種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的作為更  

是引人注目。拠『皇明従信録』所註，郭助為他的五世祖郭英写了『国朝英烈  

記』。這『国朝英烈記』和南京斉府本『英烈伝』相当有関係。也正是受到郭効  

的創作意図的影響趨能誕生了武定板『三国通俗演義』和『水溶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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