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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報》新第二期(2000年10月），241-260 

光 緒 年 間 的 粵 曲 唱 片 

——「謀得利」和「愛迪生」唱片公司的灌錄製作* 

容世誠 

新加坡國立大學 

留聲機的發明、唱片工業的興起、戲曲唱片的出現，是中國戲曲流播史 

上的大事。作為一種新興音樂媒體的戲曲唱片，在西方唱片公司的策劃推動 

下，於清末開始生產並投入中國市場，漸次進入的城市家庭。二十年代電台 

廣播萌芽，加快和加闊了中國戲曲流播的速度和廣度。留聲機和戲曲唱片的 

面世，一方面豐富了中國人的音樂生活，但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戲 

曲 聽 眾 的 聆 聽 經 驗 I " � 此 外 ， 唱 片 是 一 種 載 音 媒 體 。 這 種 媒 體 所 具 備 的 「 物 

質條件」，往往制約了灌錄唱曲的內容和演唱風格（較明顯的是唱段的長度 

與演唱的速度），令致灌錄在唱片上的戲曲演唱可以有別於戲台上的現場表 

演風格。當「唱片戲曲」的演繹方式一旦被、唱片」本身定型後’卻會反過 

* 本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 M i s s J a n e t F a r g i o n ( N a t i o n a l S o u n d A r c h i v e , T h e 
B r i t i s h L i b r a r y ) , M r . B r y a n C o r n e l l ( M o t i o n P i c t u r e , B r o a d c a s t i n g a n d 
R e c o r d e d S o u n d D i v i s i o n , L i b r a r y o f C o n g r e s s ) , M i s s S a r a V e l e z ( N e w 
Y o r k P u b l i c L i b r a r y f o r t h e P e r f o r m i n g A r t s ) , M r . R i c h a r d S p o t t s w o o d , 
陳 詠 智 先 生 等 所 提 供 的 協 助 。 筆 者 又 曾 獲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音 樂 系 粵 劇 研 究 計 劃 邀 

請 ， 從 1 9 9 9 年 1 月 到 4 月 間 訪 問 該 校 中 國 音 樂 資 料 館 ， 研 究 館 内 所 藏 珍 貴 粵 曲 唱 

片 ， 於 此 也 向 研 究 計 劃 負 責 人 陳 守 仁 和 余 少 華 兩 位 教 授 致 以 衷 心 的 謝 意 。 

‘ “ 例 如 從 根 源 於 村 落 社 火 的 戲 棚 前 集 體 觀 劇 ， 轉 移 到 家 庭 裏 的 私 人 戶 内 收 聽 ； 從 以 

宗 教 祭 祀 為 目 的 的 社 群 活 動 ’ 轉 變 為 個 人 的 休 閒 消 費 。 可 參 ’ Y u n g S a i - s h i n g容 
世誠，Chan K w o k - b u n 陳國賁， " P l e a s u r e a s C o n s u m p t i o n : A S o c i a l 
H i s t o r y o f L e i s u r e in S i n g a p o r e , "不曰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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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世誠 

來 左 右 舞 台 上 的 戲 曲 表 演 。 所 以 ， 要 認 識 戲 曲 傳 播 的 社 會 性 和 物 質 性 

( m a t e r i a l i t y ) ，要瞭解近代科技 (包括清末的「聲光化電」）傳入中國後對傳 

統戲曲文化的衝擊，都應該關注留聲機和唱片工業的發展歷史【 2 】。 

本文是一篇探討清末粤曲唱片的資料性報告 1 3 1 。討論的對象是兩間跨國 

唱 片 公 司 — — 英 國 的 謀 得 利 公 司 （ G r a m o p h o n e C o m p a n y ) 和 美 國 愛 迪 生 的 

「國家」（ N a t i o n a l P h o n o g r a p h C o m p a n y ) ( 以 下 稱 「 愛 迪 生 」 [ E d i s o n ] ) 

一在光緒（1 8 7 5 - 1 9 0 8 ) 末 年 出 版 的 兩 份 粵 曲 唱 片 目 錄 。 在 這 兩 種 文 獻 的 基 

礎上，配合相關的唱片歷史史料，例如檔案材料、回憶錄’和宣傳刊物，觀 

察這兩間西方唱片公司在二十世紀初的粤曲灌錄活動 1 4 1 。限於篇幅，這篇短 

文祇初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英美唱片公司在光緒年間是怎樣灌錄粤曲唱片 

的？在那裏灌錄？灌錄了甚麼曲種？銷售到甚麼地區？至於詳細分析粤曲唱 

片在粤劇史和香港文化史上的義意，則留待下一篇文章繼續探討。 

二 、 留 聲 機 的 出 現 與 西 方 唱 片 工 業 的 興 起 

1 8 7 7 年 美 國 科 學 家 愛 迪 生 ( T h o m a s E d i s o n , 1 8 4 7 - 1 9 3 1 ) 發明「唱筒式 

留 聲 機 」 ( p h o n o g r a p h ) ， 開 創 了 錄 音 科 技 新 紀 元 ， 也 改 變 了 人 類 的 音 樂 娛 

樂 習 慣 。 十 年 後 ， 德 裔 美 籍 科 學 家 勃 林 納 ( E m i l e B e r l i n e r , 1 8 5 1 - 1 9 2 9 ) 在 

美 國 費 城 佛 蘭 克 林 學 社 ( F r a n k l i n I n s t i t u t e ) 向 公 眾 示 範 他 的 新 發 明 品 「 唱 

盤 式 留 聲 機 」 （ g r a m o p h o n e ) 。 從 此 ， 「 唱 盤 」 （ d i s c ) 漸 次 取 代 「 唱 筒 j 

1 2 1研究晚清時期「聲光化電」傳入中國後如何影響近代戲曲劇場的意念，是哈佛大 

學李歐梵教授向筆者提出的。於此致謝！ 
1 3 1這篇文章是筆者的第五篇有關粵曲唱片的論文。前此發表過的有：（1)〈二三十 

年代香港戲曲唱片業與粵樂文化〉，「粵劇音樂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香港中 

文大學音樂系’ 1 9 9 7 年丨月 2 0 - 2 4 日；（ 2 ) 〈三十年代香港唱片業與粵語通俗文 

學：以新月唱片公司為例〉’ 「香港文學研討會」宣讀論文，嶺南學院（香港）中 

文系 ’ 1 9 9 8 年 4 月 2 - 4 日；（ 3 ) “ M u s i c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 R e c o r d i n g C a n t o n e s e 
a n d P e k i n g O p e r a a t t h e T u r n o f t h e C e n t u r y , " p a p e r p r e s e n t e d a t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y m p o s i u m " F r o m t h e L a t e M i n g t o t h e L a t e Q i n g : 
D y n a s t i c D e c l i n e a n d C u l t u r a l I n n o v a t i o n , " C o l u m b i a U n i v e r s i t y , 
N o v e m b e r 6 - 7 ， 1 9 9 8 ， N e w Y o r k , U . S . A ; ( 4 )〈清末民初粵樂唱片與粵劇文化 

( 1 9 0 3 - 1 9 1 3 ) ) ‘ 「粵劇跨學科研討會」宣讀論文’香港八和會館和中文大學音 

樂系「粵劇研究計劃」，1 9 9 9 年 1 2 月 1 8 - 1 9 曰 � 
1 4 1除了謀得利和愛迪生外，美國的勝利唱片公司和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在 1 9 0 0 年代 

也曾灌錄粵樂唱片，可惜所存文獻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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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世誠 

( c y l i n d e r ) 成 為 儲 載 音 響 資 料 的 主 流 物 料 形 式 ， 近 代 唱 片 工 業 也 在 這 個 時 期 

開始萌芽 1 5 1。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美國和歐洲各國都冒起多所著名的留聲機唱 

片公司。歐洲方面，法國的百代公司 ( P a t h e F r e r e s ) 於 1 8 9 7 年 成 立 ； 翌 年 ’ 

英國謀得利公司和德國的德意志公司（ D e u t s c h e G r a m m o p h o n C o m p a n y ) 
同一時期在 1 8 9 8 年 開 業 。 這 三 間 歐 洲 留 聲 機 公 司 的 出 現 ， 意 味 着 唱 片 工 業 

邁進一個新時代。至於美國，初期因為專利權的法律糾紛，拖慢了整個唱片 

工 業 的 發 展 。 1 9 0 2 年 之 後 卻 有 飛 躍 的 進 展 。 其 中 以 「 勝 利 」 （ V i c t o r ) � 

「哥倫比亞」（ C o l u m b i a ) ，和「愛迪生」留聲機公司 具影響力。這三間實 

力雄厚的美國唱片公司，被稱為「三巨頭」（ T h e B i g T h r e e ) ， 控 制 整 個 美 

國的唱片工業⑻。 

勝利、哥倫比亞，和愛迪生的「三巨頭」不約而同都在清代末葉開始灌 

錄 粤 曲 唱 片 。 這 很 可 能 跟 北 美 有 大 量 廣 東 移 民 有 關 。 1 9 0 3 年 已 經 出 產 粤 樂 

唱片的「愛迪生公司」，創立於 1 8 9 6 年，創立人是發明留聲機發的愛迪生， 

總 部 設 在 新 澤 西 州 的 橙 市 ， 而 在 紐 約 、 芝 加 哥 、 三 藩 市 、 倫 敦 、 巴 黎 、 柏 

林、雪梨均設有分公司 m 。愛迪生發明留聲機後，原本準備將這種新發明品 

發展成為辦公室裏的錄音機器，協助文書處理工作。後來卻改變市場定位， 

將留聲機轉化為一種家庭娛樂設備。為了和哥倫比亞公司競爭，爭取一般的 

家庭市場，愛迪生公司着意於將留聲機普及化和大眾化。它們推出「家庭式 

留聲機」，並將售價由四十美元下調至三十美元…。目標是要達到「每家都 

能擁有一部留聲機」。 

從 1 9 0 8 年 的 一 份 「 外 國 唱 片 目 錄 」 記 錄 ， 可 以 看 到 愛 迪 生 公 司 製 作 了 

波希米亞、古巴、丹麥、法國、德國、希伯萊、意大利、墨西哥等不同地區 

1 5 1以下有關留聲機與唱片業歷史的討論，主要參考 R o l a n d G e l a t t , The Fabulous 
Phonograph: From Edison to Stereo ( N e w Y o r k : A p p l e t o n - C e n t u r y ， 
1 9 6 5 ) ; A n d r e M i l l a r d , America on Record: A History of Recorded Sound 
( C a m b r i d g e : C a m b r i d g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9 5 ) ; P e t e r M a r t l a n d , Since 
Records Began: EMI: The First 100 Years ( L o n d o n : E M I , 1 9 9 7 ) . 

1 6 1 A n d r e M i l l a r d , America on Record, p p . 4 9 - 5 7 . 
171 ^iEdison Phonograph Monthly, 1 :1 ( M a r c h 1903)，p. 1; Edison Records: A 

Catalogue of Foreign Selections ( O r a n g e : N a t i o n a l P h o n o g r a p h y C o . , 
1 9 0 8 ) . 現藏於美國紐約公立圖書館（ N e w Y o r k P u b l i c L i b r a r y ) . 

1 8 1 A l l e n K o e n i g s b e r g , Edison Cylinder R e c o rds (1 8 8 9 -1 91 2): With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Phonography ( N e w Y o r k : A P M P r e s s , 1 9 8 7 ) , 
p .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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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年間的粤曲唱片 

的音樂唱片，其中還包括中國的粵曲唱片 1 9 1 。愛迪生公司是以生產蠟筒唱片 

為 主 的 。 早 期 的 蠟 筒 每 個 錄 音 長 兩 分 鐘 ， 改 良 後 延 長 至 三 分 鐘 ； 1 9 0 8 年 的 

新 出 品 「 安 播 柔 型 唱 筒 」 （ A m b e r o l c y l i n d e r ) 再 延 長 至 長 四 分 鐘 。 但 蠟 

筒面容易霉爛，不易長久保存，而且體積佔據空間較大，不像唱盤型唱片方 

便 存 放 ， 以 致 在 唱 片 市 場 上 失 去 競 爭 能 力 ， 漸 漸 被 唱 盤 型 唱 片 淘 汰 。 1 9 1 3 

年，愛迪生公司停止生產唱筒’首次推出唱盤型唱片，唱筒也在唱片市場.上 

淡出。 

另一間在光緒年間灌錄粵曲唱片的是英國謀得利唱片公司。謀得利是由 

美國人威廉奧文 ( W i l l i a m O w e n , 1 8 6 0 - 1 9 1 4 ) 於 1 8 9 8年正式創立。 1 8 9 7年 

的夏天，上文提到的發明唱盤留聲機的勃林納(後來創辦「勃林納唱片公司」 

[ B e r l i n e r G r a m o p h o n e Company])支持奧文前往歐洲開展歐洲大陸的留 

聲 機 唱 片 事 業 ’ 開 業 地 點 設 在 倫 敦 市 內 的 美 頓 坊 ( M a i d e n L a n e ) ’初期是以 

售賣勃林納唱片公司的美國音樂唱片為主。 1 8 9 8 年 7 月 ’ 勃 林 納 作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決 定 ， 他 派 遣 錄 音 師 佛 烈 蓋 斯 堡 ( F r e d G a i s b e r g , 1 8 7 3 - 1 9 5 1 )前往英 

國，協助奧文設立謀得利公司自己的錄音室，地點位於倫敦美頓坊謀得利辦 

事處的地庫。就在這個簡陋的錄音室，勃林納開始灌錄以歐洲市場為主導的 

音樂唱片⑴】。勃林納這個策略性的決定，不但改變了蓋斯堡一生的事業，使 

他成為唱片錄音史上的傳奇人物，也間接影響到中國戲曲唱片，特別是京曲 

與粤曲唱片的灌錄歷史。 

1 9 0 7 年 ， 謀 得 利 公 司 和 美 國 勝 利 公 司 達 成 協 議 ， 將 全 球 唱 片 市 場 分 割 

為二 ：勝利公司主要佔據美國、中國、日本’和菲律賓的唱片市場’其他地 

區則由謀得利控制 1 1 2 1 。同年，謀得利在印度加爾各答設立它們在亞洲區的第 

�所唱片印造廠’負責印製中國、日本、印 .度、東南亞，以至尼泊爾、西藏 

地區的音樂唱片。謀得利也成為二十世紀初英資在亞洲地區的一間主要唱片 

公司。當時英國國勢正盛’號稱「日不落之國」，殖民地遍佈全球。依靠大 

英帝國的殖民地網絡，謀得利的唱片市場得到迅速的拓展。 
� 

Edison Records: A Catalogue of Foreign Selections. 
" " ' R i c h a r d S p o t t s w o o d , " T h e C o m p a n i e s a n d t h e i r E t h n i c R e c o r d s , " i n 

Ethnic Music on Records: A Discography of Ethnic Recordings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3-1942(\Jrbana & C h i c a g o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I l l i n o i s 
P r e s s , 1 9 9 0 ) , p . x x x i i . 

" " P e t e r M a r t l a n d , Since Records Began: EMI, p p . 3 6 - 4 1 . 
" 2 | J o h n P e r k i n s , A l a n K e l l y , a n d J o h n W a r d , " O n G r a m o p h o n e C o m p a n y 

M a t r i x N u m b e r s 1 8 9 8 t o 1 9 2 1 , " The Record Collector, 2 3 : 3 - 4 ( 1 9 7 6 ) , 
P• 5 7 ; P e t e r M a r t l a n d , Since Records Began: EMI, p .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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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謀得利公司在香港的灌錄活動 

為 了 「 多 方 面 開 拓 新 市 場 ， 設 立 各 地 經 銷 處 ， 並 取 得 當 地 唱 片 的 曲 目 目 

錄 」 ， 謀 得 利 唱 片 公 司 在 1 9 0 2 年 派 遣 蓋 斯 堡 到 亞 洲 地 區 進 行 「 采 風 錄 

音 」 “ 3 1 。 這 一 年 的 9 月 ， 蓋 斯 堡 率 領 謀 得 利 的 工 作 人 員 ， 攜 帶 簡 便 錄 音 器 

材 ， 從 英 國 乘 輪 船 往 印 度 ， 然 後 開 始 他 的 東 方 「 采 風 之 旅 」 。 這 次 旅 程 長 達 

兩 年 ， 錄 音 隊 伍 的 足 跡 ， 遍 及 中 亞 、 南 亞 、 東 南 亞 ， 以 及 東 亞 各 國 。 曾 經 駐 

足 的 城 市 ， 包 括 加 爾 各 答 、 新 加 坡 、 香 港 、 上 海 、 東 京 、 曼 谷 ， 和 仰 光 等 。 

一直到了翌年（1 9 0 3 ) 8 月 ’ 才 取 道 新 加 坡 、 加 爾 各 答 、 德 里 、 孟 買 ， 和 馬 

賽 ， 再 折 返 倫 敦 “ 4 1 。 謀 得 利 這 次 灌 曲 活 動 ， 可 以 說 收 穫 甚 豐 。 蓋 斯 堡 沿 途 灌 

錄 了 印 度 、 緬 甸 、 泰 國 、 馬 來 亞 、 爪 哇 ， 中 國 ， 及 日 本 等 地 的 音 樂 唱 片 共 一 

千七百張。灌錄後的「母片」（m a s t e r r e c o r d i n g s ) 全數運返歐洲，印製成 

為 唱 片 後 ， 連 同 公 司 出 產 的 留 聲 機 一 同 運 回 當 地 的 經 銷 處 ， 再 售 回 給 灌 錄 唱 

片所在地的消費者“ 5 1 。 

1 9 0 3 年 3 月 ， 蓋 斯 堡 從 日 本 神 戶 乘 船 抵 達 上 海 间 ， 在 「 介 中 人 」 （ 買 辦 ) 

的 協 助 下 ， 於 市 內 一 間 酒 店 的 房 間 內 設 立 臨 時 錄 音 室 。 他 們 一 行 人 等 在 上 海 

停 留 了 約 十 天 ， 以 酬 金 每 張 四 元 的 價 錢 ， 聘 請 當 地 伶 人 灌 錄 京 曲 等 北 方 戲 曲 

( 包 括 少 量 昆 曲 ） 。 替 他 們 灌 片 錄 音 的 ’ 包 括 孫 菊 仙 ( 孫 濂 ， 1 8 4 1 - 1 9 3 1)、汪 

筱 儂 ( 亦 作 汪 笑 儂 ， 本 名 德 克 津 ， 1 8 5 8 - 1 9 1 8 )、汪桂芬 (汪謙， 1 8 6 0 - 1 9 0 6 ) 

等 名 伶 1 1 7 1 。 蓋 斯 堡 的 日 記 有 謀 得 利 公 司 第 一 次 在 中 國 灌 錄 音 樂 唱 片 情 況 的 紀 

錄 ： 

_以下討論蓋斯堡的亞洲灌片旅程，主要是根據蓋斯堡的回憶錄《唱片上的樂音》 

一書 ° 見 F r e d G a i s b e r g , Music on Record ( L o n d o n : R o b e r t H a l e L t d , 
1 9 4 3 ) , p . 5 2 (同書美國版：T h e Music Goes Round [ N e w Y o r k : T h e 
M a c m i l l a n C o m p a n y , 1 9 4 2 ] )，亦參考 了 J e r r o l d M o o r e , A Voice in Time: 
The Gramophone of Fred Gaisberg( 1 87 3 -1 95 1) ( L o n d o n : H a m i s h 
H a m i l t o n , 1 9 7 6 ) � M o o r e 此書在似 w / c on Record的基礎上，加上蓋斯堡的私 

人日記來敘述蓋氏的生平事跡和唱片事業。 

[ , 4 1 F r e d G a i s b e r g , Music on Record, p . 5 2 . 
l l 5 1 P e k k a G r o n o w , " T h e R e c o r d I n d u s t r y C o m e s t o t h e O r i e n t , " 

Ethnomusicology 2 5 : 2 ( 198 1 ), p . 2 5 1 . 
蓋 斯 堡 在 抵 達 上 海 前 ’ 曾 替 日 本 川 上 劇 團 灌 錄 唱 片 。 這 一 段 歷 史 ， 參 S c o t t 
M i l l e r , " D i s p o s s e s s e d M e l o d i e s : R e c o r d i n g s of t h e K a w a k a m i T h e a t e r 
T r o u p e , " Monumenta Nipponica, 5 3 : 2 ( 1 9 9 8 ) , p p . 2 2 5 - 2 3 5 . 
根據下面將討論到的1 9 0 3 年 《 謀 得 利 中 國 唱 片 目 錄 》 ( C a t a l o g u e of Chinese 
Gramophone Records)，頁 1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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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8 日 ， 星 期 三 ： 我 們 灌 錄 第 一 批 唱 片 。 連 同 樂 隊 成 員 約 十 五 個 

中 國 佬 來 了 。 其 中 一 個 中 國 佬 灌 唱 時 ， 出 盡 全 身 氣 力 的 嘶 叫 ， 所 以 

整 個 晚 上 祇 能 灌 錄 兩 曲 。 兩 曲 過 後 ， 他 的 喉 嚨 早 已 沙 啞 。 對 他 們 來 

說 ， 音 樂 就 是 拼 命 的 敲 鑼 打 鼓 。 他 們 用 上 了 鼓 、 三 對 大 鑼 、 一 對 拍 

板 、 一 種 類 似 「 班 卓 琴 」 （ b a n j o ) 的 樂 器 ， 還 有 音 色 接 近 「 風 笛 」 

( b a g p i p e ) 的 一 種 吹 管 樂 器 ， 加 上 唱 者 的 叫 喊 聲 。 這 些 所 謂 「 音 樂 」 

全都灌錄在留聲機上面。 1 1 8 1 

看 來 蓋 斯 堡 對 京 曲 的 演 唱 風 格 不 太 恭 維 。 上 文 所 謂 的 b a n j o ， 應 指 伴 奏 京 曲 

的「三弦」，而「音色接近風笛的吹管樂器」’很可能是指「噴吶」。在第一 

個工作曰，蓋斯堡祇灌錄了十張唱片。但大約十天過後，他們已灌錄得唱片 

325張丨丨9丨0 

1 9 0 3年(光緒 2 9年) 4月’這隊來自英國唱片公司的錄音隊伍，抵達英國 

的遠東殖民地：香港。和在上海的做法相似，他們在香港的一間酒店內設立 

起臨時錄音室，開始灌錄唱片。蓋斯堡的日記所記這四天的灌錄過程如下： 

4 月 2 3 日 ， 星 期 四 ： 我 們 灌 錄 了 3 5 張 唱 片 。 這 次 的 灌 曲 者 較 上 海 的 

低 級 ， 也 比 較 骯 髒 。 唱 曲 方 面 ， 上 海 的 也 有 趣 得 多 。 

2 4日，星期五：灌片 4 5張。 

2 5日’星期六：灌片 4 5 張。 

2 7 日 ， 星 期 日 ： 正 午 十 二 時 ， 灌 片 2 0 張 。 下 午 三 時 ， 收 拾 行 裝 ， 封 

箱 妥 當 ， 隨 時 拔 隊 啟 程 。 _ 

篕斯堡在這四天內共替謀得利灌錄了 1 4 5張唱片。蓋斯堡的日記和回憶錄沒 

有再進一步談到這次灌錄唱曲的音樂風格及其他細節 I 2 " 。到底蓋斯堡在香港 

所灌錄的是甚麼曲種？是不是粤曲？如果是粤曲，又是甚麼曲目？這幾個問 

� ’或可在一份保存在英國的謀得利公司1 9 0 3年唱片目錄找到答案。 

這 份 目 錄 正 本 藏 於 英 國 E M I 唱 片 公 司 檔 案 館 。 筆 者 參 閱 的 是 倫 敦 大 英 

‘ " ' G a i s b e r g , Music on Record, p . 6 3 � -
' " ' G a i s b e r g , Music on Record, p . 6 3 0 

1 2 0丨Jerrold M o o r e , A Voice in Time, p p . 8 3 - 8 4 . 
m i筆者並沒有完全看完蓋斯堡的日記’依據的主要為 J e r r o l d M o o r e 轉引的部分。 

蓋斯堡曰記的原文在 8 0年代初，曾經斷斷續績在 7 7 ^ Talking Machine Review 
雜 誌 上 連 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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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內 國 家 音 響 檔 案 館 ( N a t i o n a l S o u n d A r c h i v e ) 的 複 製 微 卷 _ 。 目 錄 

本 身 並 無 注 明 年 份 ， 封 面 祇 有 《 謀 得 利 中 國 唱 片 目 錄 》 （ C a t a l o g u e o f 

C h i n e s e G r a m o p h o n e R e c o r d s ) 字 樣 ， 但 公 司 檔 案 目 錄 標 明 年 份 是 1 9 0 3 
年 [ 2 3 1 ’右上角有代表謀得利公司的「主人的聲音」（ H i s M a s t e r ' s V o i c e )標 

志，標誌下面有「天使」（ A n g e l ) 唱片商標。該目錄封面底下列出經銷謀得 

利唱片和留聲機的各大城市，包括倫敦、巴黎、柏林、米蘭、聖彼德堡、莫 

斯科、布魯塞爾、巴薩隆拿，和哥本哈根等歐陸都會。亞洲的據點設在加爾 

各答。此外，澳洲的雪梨也有經銷處。這規模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期謀得利公 

司的商業網絡範圍。 

這份目錄所列謀得利錄製的中國唱片分為兩大類。從第三到第九頁是廣 

東唱片 ( C a n t o n e s e Records)部分’由第10至22頁則是京曲曲目（也包括昆 

曲 M M a n d a r i n R e c o r d s ) 。 粤 曲 和 京 曲 兩 類 同 時 灌 錄 七 寸 和 十 寸 的 唱 片 型 

號 。 屬 於 廣 東 類 的 共 1 4 2 個 曲 目 ， 京 曲 則 有 3 1 0 支 。 目 錄 所 列 出 的 每 個 唱 曲 

項目，均由六行文字組成。從上到下，第一行作「特請第一等名角」；第二 

行：灌曲者名字；第三行：所屬行當，第四行：灌錄曲目；第五行「廣東唱 

曲 」 部 分 標 明 「 廣 東 」 ， 京 曲 部 分 則 作 「 上 海 」 ， 應 是 指 灌 錄 地 點 ； 第 六 

行：唱片編號。 

根 據 前 文 提 到 的 蓋 斯 堡 回 憶 錄 和 日 記 ， 謀 得 利 公 司 在 上 海 灌 曲 3 2 5 種 ， 

在 香 港 則 灌 有 1 4 5 個 曲 目 （ 唱 片 目 錄 上 的 數 目 ， 分 別 是 3 1 0 和 1 4 2 ) 。 所 以 ， 

無論就灌錄曲目的數目、灌錄的地點和製作年份來看，這份保存在「 �大英圖 

書 館 」 的 曲 目 ， 應 是 上 述 蓋 斯 堡 1 9 0 3 年 在 香 港 和 上 海 灌 錄 所 得 的 曲 目 ， 即 

謀得利在光緒年間所製作中國戲曲唱片的面貌。 

按照目錄本身的分類，「廣東唱曲」部分分為（ 1 ) 男喉 ( m a l e v o i c e s ) ， 

( 2 )女喉（ f e m a l e v o i c e s ) ‘ ( 3 ) 合 唱 （ d u e t s ， t r i o s ) ‘ ( 4 ) 器 樂 唱 片 

(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r e c o r d s ) 四 類 f 2 4 1 。 四 者 的 灌 曲 數 目 如 下 ： 

l 2 2 1 B I R S / E M I M i c r o f i l m , R e e l 7 7 0 。馆内目錄索引作 7 7 1 ’可能有誤。這份目錄 

在 E M I 檔案出現兩次。另一次在 1 9 0 5 年部分，見 R e e l 4 5 0 A � 
_該日期跟唱片公司「蠟盤編號」（ m a t r i x n u m b e r )的年份記錄符合’參 J o h n 

P e r k i n s , A l a n K e l l y , a n d J o h n W a r d , " O n G r a m o p h o n e C o m p a n y M a t r i x 
N u m b e r s 1 8 9 8 t o 1 9 2 1 , " p . 7 2 . 

U 4 1 這裏的「器樂」是根據原文 "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 翻譯。在這一項之下共有兩曲，分 

別是由金山明（女丑）和蛇仔秋（男丑）灌錄的「急口玲」（急口令‘？）和「數白杭J 
(數白欖？）（頁9 )。從曲名看來兩首都不屬器樂演奏類，而是說白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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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曲種類 灌曲數目 合計 

七吋 十吋 

男喉 51 32 83 

女喉 30 2 1 51 

合唱 4 2 6 

器樂 
4nL luy. 2 2 

合計 85 57 142 

目 錄 中 的 所 謂 男 喉 ， 實 包 括 小 生 、 武 生 、 公 腳 、 小 武 、 總 生 、 正 生 、 男 丑 、 

二 花 面 的 八 個 行 當 。 女 喉 則 主 要 有 花 旦 和 正 旦 。 另 有 女 丑 唱 曲 一 首 ， 卻 歸 入 

「器樂唱片」部分。各個行當的灌錄唱曲數目，可歸納成為下表： 

行當分類 灌曲者 灌曲數目 

武生 5 10 

小武 5 6 

花旦 22 53 

正旦 1 1 

正生 1 1 

總生 5 7 

小生 15 36 

公腳 5 21 

二花面 1 2 

男丑 3 4 

女丑 1 1 

從 這 個 簡 表 ， 可 以 看 到 光 緒 年 間 的 粤 劇 行 當 和 今 天 以 「 六 柱 制 」 為 主 的 粤 劇 

行當藝術有很大的分別 1 2 5 1 。光就灌曲的數目來說，「男喉」類的唱腔，以小 

生 行 當 受 歡 迎 ， 十 五 名 伶 人 共 灌 曲 三 十 六 種 。 其 次 是 公 腳 ， 再 下 來 是 武 

生 、 總 生 ， 和 小 武 。 「 女 喉 」 方 面 ， 多 的 是 「 花 旦 」 唱 腔 ， 灌 錄 了 五 十 三 

支 唱 曲 ， 屬 正 旦 的 祇 有 ‘ 首 。 

1 2 5 】 筆 者 在 另 一 篇 文 章 會 更 詳 細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又 「 六 柱 制 」 即 以 文 武 生 、 小 生 、 正 

印 花 旦 、 二 幫 花 旦 、 丑 生 、 武 生 為 臺 柱 ， 支 持 整 個 戲 的 演 出 。 參 黃 鏡 明 、 賴 伯 

疆 ， 《 粵 劇 史 》 （ 北 京 ：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 1 9 8 8年）’頁 2 6 3 - 2 6 6 ° 也 可 參 黎 键 

編’《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聯書店，1 9 9 3年），頁1 7 1 - 1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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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唱片目錄所載資料，替謀得利灌片的主要是當時的粤劇伶人。屬武 

生 行 當 的 有 ： 公 爺 創 、 架 子 榮 、 新 親 耀 、 大 口 東 、 親 耀 。 小 生 有 細 倫 、 亞 

廣、亞福、亞沾、亞鎮等。灌片 多的公腳是新保，共灌曲九支，其餘的有 

亞孝、顛禮、新旦。小武有肥仔懷、潤蘇、大和、崩牙昭、肥仔王。正生是 

亞耀、二花面是大牛蘇、總生有亞茂、亞柏、梆子安等’男丑則有蛇公禮、 

蛇仔秋，和鬼馬如。唱「女喉」的主要是男花旦，有鮮花旺、廣仔、細明、 

鮮花銀、才仔、白蛇滿、蘭花米、揚州清等。 

在唱片目錄上，出現了「華仔」和「燕仔」兩個名字。在這兩名灌曲者 

的行當欄中稱她們為「女旦」、「女人」，甚至「美女」’很明顯「女人」、 

「美女」，甚至「女旦」都不是行當的類別 _。看來燕仔和華仔身份有別於 

一般的粵劇男花旦，是兩名「女性灌曲者」。蓋斯堡的回憶錄曾經提到，在 

香 港 四 天 裏 來 到 錄 音 室 灌 曲 的 灌 曲 者 ， 不 少 是 「 茶 樓 女 伶 」 （ t e a - h o u s e 

g i r l s ) 。 蓋 斯 堡 形 容 她 們 的 外 觀 ： 都 留 了 長 長 的 指 甲 ’ 顏 色 鮮 艷 ； 她 們 的 穿 

戴裝扮，活像價值不菲的洋娃娃；因為纏足的關係’都是由健碩的隨從背到 

錄 音 室 t 2 7 1 。 這 裏 蓋 斯 堡 描 述 的 t e a - h o u s e g i r l s , 應該是指「妓院歌姬」。目 

錄中的燕仔和華仔’應該屬於這個類別。其實青樓妓院一直是中國音樂與曲 

藝的重要表演場合_。經常被學者引用的小說筆記，如沈復（1 7 7 9 - 1 8 5 0 )的 

《浮生六記》、張心泰的《粤游小識》’和徐珂（1 8 6 9 - 1 9 2 8 )的《清稗類鈔》 

等 ’ 都 提 到 廣 州 沙 面 和 後 來 的 轂 埠 花 艇 唱 曲 的 盛 況 。 根 據 香 港 政 府 在 1 8 7 9 

年出版的《1 8 6 7年傳染病條例報告書》，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香港較為高級的 

妓寨都有特別音樂師傅向妓女教授音樂曲藝。她們經常被「飛箋」應召到酒 

樓和私人俱樂部伴酒演唱；其中不少曲藝非凡，更會作公開演出 1 2 9 1 。由此可 

1 2 6 1可以看到抄寫這份目錄的人對這兩位唱者的「行當類別 j感到困惑’不知應該如 

何標籤這兩位灌曲者的行當’所以才稱她們為「女旦」、「女人」’以別於其他灌 

片的男性「花旦」。更加隨便的、半帶開玩笑的稱之為「美女」。抄寫的人做夢也 

不會想到這份目錄經過整整一個世紀以後’會成為粵曲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獻。 

l 2 7 | G a i s b e r g , Music on Record, p . 6 4 . 
1 2 8 1參陶慕寧，《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北京：東方出版社’ 1 9 9 3年）。近期討論民 

初粵妓的，參 V i r g i l K i t - y i u H o 何 傑 堯 ， “ S e l l i n g S m i l e s i n C a n t o n : 
P r o s t i t u t i o n in t h e E a r l y R e p u b l i c , " East Asian History, 5 ( J u n e 1 9 9 3 ) , 
p p . 1 0 1 - 1 3 2 . 

ni)]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John Pope 
tiennessy, C.M.G. to Enquire into the Working of “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 1867" ( H o n g K o n g : G o v e r n m e n t P r i n t e r s , 1 8 7 9 ) , 
A p p e n d i x , p p . 1 - 2 , 3 0 . 筆者感謝香港大學冼玉儀（ E l i z a b e t h S i n n ) 教授提供以 

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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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 省 港 兩 地 的 花 國 歌 姬 是 當 時 曲 藝 演 唱 界 的 專 業 唱 家 ， 謀 得 利 聘 請 她 們 灌 

錄 唱 片 ， 是 順 理 成 章 的 。 蓋 斯 堡 在 其 回 憶 錄 中 卻 聲 稱 在 香 港 灌 片 者 以 這 類 

「 妓 院 歌 姬 」 佔 大 多 數 ， 這 就 和 唱 片 目 錄 所 反 映 的 有 相 當 的 出 入 。 根 據 這 份 

目 錄 ， 灌 曲 者 是 以 伶 人 為 主 ， 唱 「 女 喉 」 的 大 部 分 是 男 花 旦 ’ 而 華 仔 和 燕 仔 

合 共 灌 片 不 超 過 十 曲 。 這 裏 很 可 能 是 蓋 斯 堡 記 憶 有 誤 。 

這 份 謀 得 利 目 錄 祇 列 出 灌 錄 曲 目 並 沒 有 清 楚 說 明 所 屬 曲 種 。 但 從 曲 目 本 

身 來 看 ’ 一 百 四 十 多 支 唱 曲 多 是 粤 劇 選 段 ， 也 就 是 以 「 梆 子 」 和 「 二 黃 」 為 

基 本 唱 腔 的 「 班 本 」 。 但 目 錄 中 也 可 以 找 到 【 鮮 花 調 】 、 【 送 情 郎 】 和 【 花 

亭鬧酒】一類的「小調」曲目，看來他們在香港也灌錄這類非梆黃的「小調」 

唱曲。 

從 今 天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次 謀 得 利 錄 得 的 曲 目 中 ， 包 括 不 少 古 腔 粤 劇 的 傳 

統 名 曲 。 其 中 屬 「 大 排 場 十 八 本 」 的 有 《 辨 才 釋 妖 》 、 《 下 南 唐 》 、 《 打 洞 

結 拜 》 、 《 打 雁 尋 父 》 _ ； 屬 傳 統 「 八 大 曲 」 的 有 《 東 坡 訪 友 》 、 《 辦 才 釋 

妖》、《魯智深出家》、《附薦何文秀》、《百里奚》，和《數八仙》 " "。其 

他名曲計有《沙灘會》、《重會李夫人》、《閨留學廣》、《梁武帝出家》、 

《廢鐵生光》、《寡婦訴冤》、《斬四門》等等。某些曲在下文將討論的美國 

愛 迪 生 唱 片 公 司 也 有 灌 錄 。 總 而 言 之 ， 這 份 曲 目 清 單 可 以 說 代 表 了 光 緒 宣 統 

年 間 的 粤 曲 流 行 曲 目 ， 值 得 進 一 步 深 入 探 究 。 

這 份 目 錄 所 記 屬 實 的 話 ，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在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 1 9 0 3 )，上述 

粤 劇 伶 人 或 歌 姬 女 伶 都 曾 經 通 過 「 買 辦 」 的 介 紹 ， 在 香 港 替 英 國 謀 得 利 公 司 

灌 錄 唱 片 。 他 們 不 一 定 全 數 定 居 香 港 。 但 在 4 月 2 3 到 2 7 日 的 四 天 裏 ， 以 上 六 

十 多 位 灌 曲 者 先 後 來 到 香 港 市 內 的 一 間 酒 店 房 間 ， 房 間 內 早 已 安 排 好 一 隊 伴 

奏 樂 隊 ， 以 及 一 套 錄 音 儀 器 。 他 們 面 對 一 具 他 們 從 未 見 過 的 收 音 器 ， 在 一 名 

洋 人 ( 蓋 斯 堡 ) 的 引 導 下 ， 灌 錄 他 們 的 首 本 「 班 本 」 名 曲 。 在 省 港 兩 地 ， 從 前 

_ 關 於 粵 劇 傳 統 劇 目 的 討 論 ， 見 陳 非 儂 ， 《 粵 劇 六 十 年 》 （ 香 港 ， 自 印 本 ， 約 1 9 8 3 

年），頁 3 4 - 4 1 ;黃鏡明、賴伯疆，《粵劇史》’頁 1 4卜 1 4 7 ° 

「 八 大 曲 」 的 討 論 見 潘 賢 達 ’ 〈 粵 曲 論 〉 ’ 《 戲 劇 藝 術 》 ， 1 期 （ 1 9 5 4 ) ，頁 4 5 -

4 9 。 這 篇 文 章 指 出 「 八 大 曲 」 其 實 包 括 十 一 支 曲 ’ 大 約 「 盛 行 於 五 十 年 前 」 （ 亦 

即1 9 0 0年代）°所謂「八大曲」是：（1 )曹福遇雪登仙（簡稱〈走雪〉）’（ 2 )唐三 

藏取西經（簡稱〈取經〉）’（ 3 )東坡訪友或辨才釋妖（簡稱〈釋妖〉）’（4)韓信棄 

楚歸漢（簡稱〈投漢〉）’（5)李忠賣武及魯智深出家（簡稱〈賣武〉），（6)百里奚 

會妻（簡稱〈會妻〉），（7)楊六郎罪子（簡稱〈罪子〉），（ 8 )黛玉葬花’（9)附薦何 

文秀，（10 )雪中賢（即「大力將軍」故事），（11 )大牧羊（即〈蘇武牧羊〉），見該 

文頁47 °也可參禮記（羅澧銘），《顧曲談》（香港：星島曰報承印郜’ 19 5 8年）’ 

頁 3 8 -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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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聽到這些「班本」的場所，主要是現場的「戲棚」、「戲園」，和「妓 

院」。但當留聲機和粤曲唱片在清末面世後，這種聆聽空間和場合限制也隨 

之打破。藉着新科技、新媒體，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性商業網絡，他們的名曲 

可以流播到世界的不同角落。 

四、愛迪生公司灌錄的粵曲唱片 

當蓋斯堡在香港聘請伶人灌錄粤曲時候，美國的愛迪生公司也在同一年 

製作粤曲唱片。灌錄地點卻不在中國本土，而是在太平洋另一邊的美國西岸 

三 藩 市 。 1 9 0 3 年 ， 宣 傳 愛 迪 生 唱 片 的 《 愛 迪 生 留 聲 機 月 刊 》 ( E d i s o n 

Phonograph Monthly)，談到這期唱片的製作： 

在 二 月 份 的 新 曲 預 告 ， 我 們 宣 布 會 錄 製 四 十 六 隻 中 文 鍍 金 唱 片 。 這 

批 唱 片 ’ 是 在 三 藩 市 特 別 為 國 家 留 聲 機 公 司 印 製 。 為 確 保 製 作 水 

平’我們特別派遣工廠唱片部經理米勒華（Walter M i l l e r )，從新澤 

西 州 橙 市 總 部 前 赴 加 州 負 責 印 製 工 作 。 他 將 帶 同 適 合 的 灌 音 儀 

器 ， 竭 盡 所 能 ， 務 求 為 千 萬 留 聲 機 愛 好 者 呈 獻 一 系 列 佳 素 質 的 中 

文 唱 片 。 這 期 是 我 們 製 作 中 獨 特 的 外 國 唱 片 了 。 共 灌 錄 唱 片 四 十 

六張，包含十九個不同曲目‘。 ( 3 2 1 

前文說過，以當時的錄音技術’每一隻唱盤大約可容納兩分鐘的錄音。所以 

在上述十九個曲目裏’就有九支唱曲需要灌錄多過一張唱片。例如《寡婦訴 

冤》需要灌錄三張，《沙灘會》則用上六張，《斬四門》更用十二張。唱片 

公司特別抓緊這個「買點」’突出宣傳《斬四門》一曲： 

曲 目 單 的 第 一 支 屬 弦 索 伴 奏 唱 曲 （ 按 ： 即 「 班 本 」 ） ， 名 為 《 斬 四 

門 》 。 灌 錄 整 首 唱 曲 ， 共 用 上 十 二 張 唱 片 ° 這 十 二 張 唱 片 ， 是 「 國 

家留聲機公司」 引人入勝的唱片製作。 1 3 3 1 

接下來《月訊》列出愛迪生公司這期灌錄的十九個曲目。介紹完上述唱片曲 

1 3 2 1 " C h i n e s e M o u l d e d R e c o r d s , " Edison Phonograph Monthly, 1 :1 ( M a r c h 
1 9 0 3 ) , p . 6 . 

…丨"Chinese M o u l d e d R e c o r d s , " p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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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後，文章繼續說： 

本 公 司 印 備 以 上 唱 片 的 宣 傳 資 料 ， 內 容 英 中 兼 備 ， 早 在 二 月 已 經 寄 

到 所 有 店 號 。 現 仍 有 小 量 存 放 於 各 埠 的 「 代 理 商 號 」 （ J o b b e r s a n d 

D e a l e r s ) ， 歡 迎 各 地 華 人 索 閱 。 請 逕 向 本 公 司 宣 傳 部 查 詢 地 址 。 【 3 4 ] 

從這段文字看來，愛迪生在美國所灌錄的粤曲，主要銷售對象是美國境內各 

大城市的中國移民。這個問題留待下文討論。現在先要指出，引文所提到現 

仍 保 存 在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 L i b r a r y o f C o n g r e s s ) 的 一 種 英 中 參 照 的 「 宣 傳 

資料」。那是一份研究光緒年代美國製作粤曲唱片的重要文獻。 

這 份 目 錄 合 共 三 頁 ， 封 面 作 「 愛 迪 生 外 國 唱 片 （ 鍍 金 ） 」 ( E d i s o n 

R e c o r d s : F o r e i g n S e l e c t i o n , [ G o l d M o u l d e d ] ) ’ 右 上 方 有 � 1 9 0 4 年 4 月 」 

字樣 1 3 5 1 。封面清楚列明唱片價錢，分兩種：「標準型」（ S t a n d a r d s i z e )每 

隻美元五毛，十二隻售價五元，「音樂會型」（ C o n c e r t s i z e ) 每 隻 一 元 ， 十 

二隻售價十二元。又特別列明郵購辦法等細節，方便散居美國境內不同地區 

的華人購買。 

正如上文所說，目錄內容是英中兼備，而所收十九個曲目，都附有英文 

翻 譯 ， 如 《 斬 四 門 》 譯 作 “ T o D e s t r o y t h e F o u r G a t e s " 、 《 寡 婦 訴 冤 》 是 

" W i d o w ' s L a m e n t " 、 《 雪 中 賢 》 是 " W i s e M a n in t h e S n o w " ° 樂曲《賀 

壽送子》是 “ T o C e l e b r a t e L o n g L i f e a n d P r e s e n t a S o n " ， 「 木 魚 」 則 

意 譯 為 " c o m i c r e c i t a t i o n " 。 此 外 ， 如 有 曲 目 需 要 多 張 唱 片 灌 錄 ， 目 錄 也 

會特別標明，例如《斬四門》一欄清楚注明「須有十二隻唱盤，其曲方得完 

全」，《沙灘大會》則「須有六隻唱盤，其曲方得完全」。值得注意的是， 

《雪中賢》和《孔明歸天》兩曲卻標出「須有二隻唱筒，其曲方得完全」。 

這裏用了「唱筒」而不用「唱盤」（英文原文均作 r e c o r d ) ，也許並無深意， 

祇是撰文者偶然轉變用詞。但按照一般留聲機唱片史的說法，愛迪生公司一 

直 堅 持 同 時 生 產 「 唱 筒 式 留 聲 機 」 （ p h o n o g r a p h ) 和 「 唱 筒 」 （ c y l i n d e r ) ， 

直 到 「 唱 筒 」 在 市 場 上 明 顯 失 去 競 爭 能 力 ， 才 不 得 不 在 1 9 1 3 年 放 棄 傳 統 ， 

開始出產「唱盤型唱片」 1 3 6 1 °所以 1 9 0 3 年 的 唱 片 目 錄 上 分 別 出 現 「 唱 片 」 

[34) " C h i n e s e M o u l d e d R e c o r d s , " p . 6 . 
| 3 5 , E d i s o n R e c o r d s C a t a l o g s : M u s i c 3 2 2 2 ， R e e l 1 & 2 ， M o t i o n P i c t u r e , 

B r o a d c a s t i n g and R e c o r d e d S o u n d D i v i s i o n , L i b r a r y o f C o n g r e s s . 
1361A l i e n K o e n i g s b e r g , E d i s o n C y l i n d e r R e c o r d s , p . x i ; R o l a n d G e l a t t , 

Fabulous Phonograph, p . 3 2 4 ; A n d r e M i l l a r d , America on Record, p .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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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世誠 

和 「 唱 筒 」 兩 詞 ， 它 們 到 底 是 否 同 義 ， 抑 或 有 其 他 分 別 ， 仍 值 得 深 究 。 

這 次 愛 迪 生 公 司 灌 錄 的 粤 樂 曲 種 ， 共 有 三 類 。 套 用 唱 片 目 錄 的 名 詞 ， 

是：「弦索及曲」（S o n g and O r c h e s t r a ) ，「木魚」，和樂隊演奏 ( B a n d ) 。 

若 用 今 天 的 粤 樂 名 詞 來 說 ， 也 就 是 ： 「 粤 曲 」 （ 即 上 文 所 說 的 「 班 本 」 ） ， 

「廣東說唱」，和「粵劇排場音樂」。現將灌錄的十九個曲目羅列於下： 

「 弦 索 及 曲 」 ： 斬 四 門 、 寡 婦 訴 冤 、 沙 灘 大 會 、 窩 鞋 、 訪 友 、 遊 西 

湖 、 趙 良 收 租 、 老 院 帶 書 、 雪 中 賢 、 孔 明 歸 天 

「木魚」：無曲名（祇注明灌曲者名字：蛇仔旺），鳳凰歌、黃道收妖 

「 排 場 音 樂 」 ： 賀 壽 送 子 、 小 開 門 、 朦 朧 、 擺 宴 、 諫 君 

《 沙 灘 大 會 》 、 《 訪 友 》 、 《 寡 婦 訴 冤 》 ， 和 《 斬 四 門 》 四 曲 ， 又 見 於 謀 得 利 

1 9 0 3 年 的 目 錄 。 《 雪 中 賢 》 和 《 訪 友 》 屬 於 所 謂 「 八 大 曲 」 。 這 些 都 是 粤 曲 

的 經 典 曲 目 。 至 於 《 賀 壽 送 子 》 、 《 小 開 門 》 、 《 諫 君 》 和 《 朦 朧 》 等 ， 都 

是 著 名 的 粤 劇 音 樂 ， 今 日 的 粤 劇 仍 有 使 用 。 

除 了 「 班 本 」 外 ， 愛 迪 生 公 司 也 灌 錄 了 「 木 魚 」 。 「 木 魚 」 和 「 龍 

舟 」 、 「 南 音 」 、 「 板 眼 」 等 ， 都 是 廣 東 說 唱 曲 類 1 3 ” 。 灌 錄 兩 曲 「 木 魚 」 的 

蛇 仔 旺 ， 除 了 受 聘 於 愛 迪 生 公 司 ， 也 替 另 一 間 勝 利 唱 片 公 司 灌 片 ， 看 來 是 當 

時 擅 唱 諧 曲 的 著 名 丑 角 。 在 這 份 目 錄 裏 ， 他 的 名 字 （ 也 是 唯 一 列 出 的 灌 唱 者 

名 字 ) 音 譯 作 S h e r D o y W o n g 。 S h e r D o y 看 來 並 不 是 「 蛇 仔 」 的 粵 語 ( 廣 

府 話 ） 對 音 ， 而 屬 於 廣 東 四 邑 的 台 山 話 。 此 外 ， 以 上 的 十 九 首 唱 曲 的 曲 目 ， 

又 見 於 1 9 0 8 年 愛 迪 生 公 司 出 版 的 另 一 份 唱 片 目 錄 的 「 中 國 類 」 部 分 _ 。 它 

們 的 中 文 拼 音 ， 也 是 根 據 台 山 話 的 。 例 如 《 斬 四 門 》 是 J o m se m o a n ，《沙 

灘大會》是 S a hon t i w y ， 《 寡 婦 訴 冤 》 是 G a f u cha m a n ，「木魚」是 

M u c k m u i 。 

從 十 九 世 紀 末 開 始 ， 集 中 在 美 國 西 岸 「 大 埠 」 三 藩 市 的 中 國 移 民 多 數 是 

台 山 人 ， 這 一 份 唱 片 目 錄 即 反 映 出 台 山 話 在 美 國 華 人 社 區 的 主 導 地 位 。 台 山 

|”】參譚正璧、譚尋，《木魚歌、潮州歌敘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 982年）； 

陳鐵兒，〈粵劇歌樂近百年來的遷變〉，收入黃兆漢、曾影靖編訂，《細說粵 

劇：陳鐵兒粵劇論文書信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2年）’頁11-24 ; Yung 
Sai -sh ing, " M u - y u shu and Cantonese Popular S ing ing A r t s , "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2 : l ( F a l l , 1987), p p . 1 6 - 3 0 .近年的日文研究見金文京等編， 

《木魚書目錄》（東京：好文林式會社，1995年）° 

wEdison Records: A Catalogue of Foreign Selections. 

256 



光緒年間的粤曲唱片 

話 (並非粤語，更不會是官話 )也自然成為三藩市華人社區的日用語言。愛迪 

生公司灌錄中國唱片，銷售對象似為在美國的中國移民，其實也是以台山人 

為 主 。 負 責 撰 寫 目 錄 的 也 可 能 是 台 山 人 ’ 所 以 目 錄 用 上 台 山 話 是 不 難 理 解 

的。有趣的是，當時的粤曲，例如《寡婦訴冤》、《斬四門》、《雪中賢》， 

和《訪友》等，今天稱為「古腔粤曲」。在當時都不是用「粤語」（更不是台 

山話）而是以「舞台官話」唱出（粤曲要等到1 9 2 0年代才開始改唱粵語）。這 

也等於說，在三藩市所製作的「粤曲唱片」，唱片目錄是用台山話，唱曲內 

容則用「舞台官話」’都和粤語沒有直接關係。再者’從這份 1 9 0 8年的唱片 

目錄去看，這些用「舞台官話」演唱的粤曲’是愛迪生公司所生產的唯一一 

種 「 中 國 戲 曲 」 （ 謀 得 利 則 分 別 有 粤 曲 和 京 曲 ） 。 唱 片 目 錄 中 的 「 中 國 戲 

曲」，其實就祇有「粤曲」。換言之，那時在美國華人社區可以聽到的中國 

戲曲唱片，主要也是粤曲唱片。 

至於粤曲唱片在美國的銷售範圍’當然不會祇限於三藩市。北美東岸的 

重 要 城 市 ， 例 如 紐 約 等 廣 東 移 民 聚 居 地 也 是 二 十 世 紀 初 粤 曲 唱 片 的 主 要 市 

場。麻薩斯州武斯特市 ( W o r c e s t e r ) 就有上述的十九款粤曲唱片出售。埃惹 

特威爾遜 ( E v e r e t t Wi l son)是一名愛迪生公司在武斯特市的營業代表。他在 

1 9 0 3 年 7 月 號 的 《 愛 迪 生 留 聲 機 月 訊 》 ’ 轉 載 一 則 武 斯 特 市 《 電 訊 報 》 

( T e l e g r a m ) 有關上文十九首灌錄粤曲的報導。文前附有由威爾遜寄給《月 

訊》編輯部的一封短信’反映出愛迪生公司當時推銷中國唱片的方法： 

茲 寄 上 本 地 報 章 的 一 段 剪 報 ， 報 導 本 人 售 與 一 名 中 國 佬 的 唱 片 配 

套 。 我 從 「 代 理 商 號 」 處 取 得 中 文 唱 片 曲 目 的 黃 色 條 子 ， 派 放 在 我 

上 班 下 班 時 經 過 的 幾 間 洗 衣 店 。 就 是 這 樣 成 功 地 售 出 價 值 四 十 元 的 

愛 迪 生 公 司 產 品 ， 包 括 一 台 「 標 準 型 留 聲 機 」 、 大 約 三 十 隻 唱 片 、 

一隻大號「響角 j ( h o r n ) 、還有其他零星貨品。_ 

往 下 的 《 電 訊 報 》 引 文 有 大 小 標 題 各 一 ° 大 標 題 是 ： 「 雜 碎 音 樂 」 （ M u s i c 

A la C h o p S u e y )‘下有小標題一行：� C h a r l i e G o e y 定購二十四種愛迪 

生中文唱片」。現節錄數段剪報如下： . 

C h a r l i e G o e y是一名追上潮流的中國佬。他就擁有這張（蛇仔旺的 

‘39' " A R e p o r t e r Hears Our C h i n e s e R e c o r d s , " Edison Phonograph Monthly, 
l : 5 ( J u l y , 1903)，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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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魚歌）以及其他的，二十五隻中文唱片。對武斯特市來說，這是史 

無前例的事情。就算是整個新英倫（New E n g l a n d )境内，也祇有在 

波士頓（B o s t o n )和普洛維頓斯（P r o v i d e n c e )兩處，才可能找到這類 

中文唱片。 

C h a r l i e G o e y 也 算 得 上 是 個 摩 登 人 物 ： 他 愛 穿 「 花 旗 」 服 

裝 [ 4 。 ] ，在「南橋路」 6 1 6 號開了一間生意興隆的洗衣店。他獲悉原 

來 美 妙 的 留 聲 機 可 以 像 北 京 大 人 一 般 的 講 「 官 話 」 ， 於 是 在 「 花 街 」 

七 號 ， 埃 惹 特 威 爾 遜 那 裏 購 入 一 台 留 聲 機 ， 以 及 2 6 張 在 三 藩 市 灌 製 

的 愛 迪 生 唱 片 。 

《 電 訊 報 》 記 者 昨 天 有 幸 能 聽 到 這 批 唱 片 音 樂 ， 自 此 他 就 祇 鍾 

情 於 「 雜 碎 」 ， 其 他 食 物 不 屑 一 顧 。 現 在 以 嶄 新 世 紀 的 留 聲 機 產 

品 ， 灌 錄 古 老 的 語 言 ， 其 中 與 別 不 同 的 是 ： 須 要 用 上 兩 隻 到 十 二 

隻不等的唱片，才能完整錄完一支唱曲。 [ 4 1 1 

接下這名記者 (不會是一名華人 )逐一介紹這批粤樂粤曲。在這數段文字裏， 

少 不 了 對 中 國 音 樂 的 挖 苦 ， 對 中 國 移 民 的 嘲 笑 。 處 於 整 整 一 個 世 紀 以 前 的 

1 9 0 0 年 代 ， 這 些 種 族 和 文 化 偏 見 是 很 難 避 免 的 。 但 文 中 特 別 推 崇 兩 支 唱 

曲：《寡婦訴冤》和《斬四門》。他說： 

裏 面 有 一 首 佳 作 ， 名 為 《 寡 婦 訴 冤 》 。 由 始 至 终 唱 曲 均 時 值 準 確 、 

旋 律 優 美 。 以 它 活 潑 明 快 的 風 格 ， 改 稱 「 歡 樂 寡 婦 」 也 不 為 過 。 另 

一 首 美 妙 的 《 斬 四 門 》 ， 用 上 十 二 隻 唱 片 灌 錄 。 我 們 《 電 訊 報 》 的 

記 者 祇 聽 了 其 中 的 一 隻 ， 已 經 過 足 癮 ， 與 奮 到 至 少 「 斬 」 去 「 五 

門」。丨421 

五、結語 

在未有更早的粤曲唱片史料出現之前，上述謀得利和愛迪生公司唱片目 

錄 可 算 是 現 存 早 的 廣 東 唱 片 歷 史 文 獻 ， 展 示 出 廣 東 曲 藝 在 光 緒 末 年 的 面 

原文是 “ ’ Mel ican c l o t h e s , "有嘲笑中國人的蹩腳英語發音的含意。「花旗」是 

廣東人對美國的俗稱。 
[4I! "A Reporter Hears Our Chinese Records," p. 12. 
,42) "A Reporter Hears Our Chinese Records,"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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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年間的粤曲唱片 

貌。這篇文章嘗試初步整理這兩份長期埋藏在英美圖書館內的史料，從而勾 

畫粤曲史和廣東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片段。 

錄音技術和唱片工業的出現，與中國戲曲的傳播有莫大關係。當西方唱 

片工業仍處於萌芽階段，謀得利和愛迪生兩間公司（其實也包括「哥倫比亞」 

和「勝利」）已經開始生產粤曲唱片。這個時期兩間唱片公司的灌錄活動’ 

反映出早期跨國唱片公司開拓中國唱片市場的情況。仗賴英帝國的殖民堆網 

絡 ， 謀 得 利 公 司 派 遣 錄 音 隊 伍 遠 征 東 亞 ， 在 香 港 聘 用 超 過 六 十 多 位 伶 人 唱 

家’灌錄了一百四十多種曲目。愛迪生公司的製作地點’是美國廣東移民聚 

居的三藩市。雖然灌錄的曲目遠遠比不上謀得利’但也特別派出錄音師從新 

澤西州到西岸主理是次錄音作業。兩間公司在同一年都灌錄粤曲唱片，它們 

所覬覦的市場地區則可能略有不同。 

蓋 斯 堡 曾 經 指 出 ， 清 末 的 中 國 唱 片 留 聲 機 市 場 集 中 在 幾 個 「 通 商 口 岸 」 

( T r e a t y P o r t )(應該指天津、上海、廈門、廣州、香港等沿岸城市）。它們 

的蓬勃興旺程度和日本的不相上下。至於中國境外，如美國、馬來亞，和澳 

洲 等 地 的 中 國 華 僑 ’ 因 消 費 能 力 較 高 ’ 對 唱 片 也 有 較 大 的 需 求 _ 。 正 如 前 文 

所說’愛迪生公司的粤曲唱片製作’主要銷售對象是美國國內的廣東移民。 

作為英國遠東殖民地的香港，是謀得利(及其他跨國唱片公司）進軍中國華南 

唱片業的其中一個橋頭堡，必然也是粤曲唱片的主要銷售地區。另一個謀得 

利 公 司 的 銷 售 市 場 ， 是 東 南 亞 地 區 的 英 屬 海 峽 殖 民 地 （ S t r a i t s 

S e t t l e m e n t s )。早在光緒宣統年間’謀得利的粤曲唱片已經銷售到海峽殖民 

地 的 新 加 坡 。 大 英 圖 書 館 保 存 一 份 謀 得 利 1 9 0 9 年 在 新 加 坡 出 售 粤 曲 唱 片 的 

目錄’清楚說明是由新加坡羅便臣公司（ R o b i n s o n & C o . , S o l e A g e n t s , 
S i n g a p o r e ) 代理出售_。其中有幾種曲目錄音仍藏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中國音樂資料館內。 

這些音響和文字材料都是硏究二十世紀初廣東曲藝的重要資料’提供不 

少 新 的 線 索 ’ 幫 助 我 們 進 一 步 認 識 清 末 的 粤 劇 粤 曲 文 化 。 這 些 都 會 另 文 交 

l 4 3 | Ga isbe rg , Music on Record, p . 6 4 . 
U 4 1 B I R S / E M I M i c r o f i l m , Ree l 6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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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四：1903年新加坡《叻報》刊登羅敏申公司的留聲機廣告。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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