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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门文章

·河北非遗“缂丝”民间传承人：
技艺传承令人堪忧

·藏式家具：绚丽华贵中见信仰

·发现“非遗”之美

·为少数民族曲艺铺一条星光大道

·云南民大：大学生社团开辟文化
传承新路

·《神话学文库》介绍

·安顺屯堡文化：困境中何去何
从？（

·柳倩月：《神话学文库》促进多
维“对话”

·“神话学文库”新书发布暨专家
研讨会在京召开（组图）

·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5次学术
会议通知(第一号)

·[户晓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东西

·藏传佛教与酒

·【陶立璠】《论“梁祝”的起源
与流变》序

·[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

·李松：“数字化文化典籍”是时
代对国家文化建设的要求

·龙仁青：途中遇到仓央嘉措

·处处是田野

·[陶立璠]“老兵新传”六十年

·[杨利慧]《中国神话母题索引》
导言

·[杨利慧]21世纪以来的中外神话
学

·[刘锡诚]20世纪的中国神话研究

·藏羌碉楼，从川西北来到北京香
山

·《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玛
玛依逝世

·中国民协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国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启动30周年

·新疆出土3300年前裤子 由3块布
料缝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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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论“梁祝”的起源与流变》序 

近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
的《梁祝传说》及其相关的梁祝文化研究又一次热闹起来。2006年国务院公
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的《梁祝传
说》同时进入国家名录。大家知道，进入国家名录的民间文学作品一定是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而那些非代表性的作品，虽没有进入国家名录，但它们同样
是全国梁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应该加以重视。其中的一些传说，可
能进入省级或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保护。目前提起《梁祝传
说》，大家只关注四省六地。四省指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六地指宁
波、上虞、杭州、宜兴、济宁、汝南，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有悖于《梁祝传
说》家喻户晓的声誉。既然《梁祝传说》家喻户晓，它就已经不是某个地区
所专有，而是突破地域界限，在广阔的地域和民族中流传，成为民众精神生活

的一部分。所以应该视梁祝文化为一种大文化，它不仅在中国版图内各地
区、各民族中广泛流传，而且随着移民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跨越国界，在
中国周边的所谓“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如朝鲜、越南、日本、新加坡和印
度尼西亚等国均有传播。在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中，可以和《梁祝传说》相匹
配的是《牛郎织女的传说》，牛女传说不仅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在国外也
声名远扬。前者的传播在于其生动的故事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后者的传播
则是完全与节日文化相融合，是对节日文化的艺术叙说。今天面对进入国家名
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梁祝传说》，对其研究应该是全方位、多侧面
的。因为梁祝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在这种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加入了太多的
艺术表现样式。除美丽动听的故事讲述外，戏剧、曲艺，音乐、民歌、叙事
诗、小说、民间工艺、电影、电视都参与其中。这使《梁祝传说》成为名符
其实的文化符号，艺术魅力历久不衰。就如我们今天听到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仍可以体会到传说带给我们的曲折动人的叙事和优美旋律所表达的无
限意境。 

民间传说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首先是如何把握传说的可信性特点。
这种可信性表现出传说的产生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或以某一人物或以某一
事物作为依着，展开故事情节。《梁祝传说》正是以梁山伯和祝英台为主人
公，以众多的地方掌故和文化遗址作为依托，构成传说的内核。无论是宁
波、宜兴的传说，还是济宁、汝南的传说都是如此。因此传说依托事实的考
证，对探讨其源流、传播、变异至关重要。宜兴的路晓农先生多年来就在做
着这样的考察和考证工作。晓农先生是江苏宜兴人，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副
秘书长。自二十世纪90年代起，即从事梁祝文化研究。他曾多次赴北京、上

海、天津、宁波、杭州、四川等地图书馆查阅资料，还到浙江宁波、上虞、绍
兴、山东济宁、河南汝南、重庆铜梁等“梁祝遗存地”进行实地考察，前后

搜集到历代记载“梁祝”的志乘、古籍130余部、篇。同时撰写梁祝文化研究
论文，多角度、多侧面对《梁祝传说》的起源、传播及各遗存地的特点进行
探讨。他的新著《论“梁祝”的起源和演变》更是以大量的史料、古迹遗
存，考证《梁祝传说》的原生地。认为“宜兴梁祝记载最早、记述最丰、遗
存最多”，为历来争论中的“宜兴说”寻找依据。晓农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
严谨，它不仅重视文献检索，而且注重田野考察。为了给“宜兴说”找到充
足的依据，他一方面对遗存宜兴的南齐《善卷寺记》、碧鲜庵碑等进行认真
地解读，还对宜兴梁祝遗址祝陵、梁祝读书处做细致的田野考察，得出“宜兴
是梁祝传说的本源发生地”的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历代‘梁
祝’记载书（文）目叙”，分上中下三篇，详细介绍了历代古籍中关于“梁
祝”事迹及传说的记载，其中宜兴最多共63则，宁波次之55则，其他地区只
是零星记载。从这一考证出发，说明宜兴是梁祝传说的发生地。从传说人物
和遗迹出发，配合文献考证，应该说论据是可靠的，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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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它的附着性。《梁祝传说》既是人物传说又是
风物传说。民间传说都有“可信”的附着物。为了增加传说的可信性，讲述
者往往会给附着物附会上美丽动人的故事。作为人物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
是否真有其人，历来存在争议。至于梁祝遗址本属于地方风物，也很容易使
讲述者产生联想，编造一个故事附着其上，于是产生了关于《梁祝传说》的
不同异文并形成不同的风物圈。宜兴、宁波，山东济宁、河南汝南的《梁祝
传说》都是如此。笔者曾考察过江苏宜兴和河南汝南的“梁祝”文化，两处
都有读书处（或书院）、十八里相送故道、梁祝墓、梁家庄、祝家庄、马家
庄，都有生动感人的传说等等。两地都被命名为“梁祝文化之乡”，让人不
信都不可能。为了深入研究《梁祝传说》的传承与传播，探讨梁祝文化的原
生地。笔者曾建议晓农先生就其所掌握的梁祝资料，包括文献的和口头传承
资料，绘制《梁祝传说分布图》。通过这种传说地图，观其分布，大体上可
以判定这一传说分布最集中、最密集的地区，可能就是传说的源发地。和一
般的传说研究相比，《梁祝传说》研究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一传说在它的
流传过程中，传承者或讲述者往往忽略了地域性，变成在全国范围广泛传播
的故事。虽然在上世纪钱南扬先生、冯沅君先生都对《梁祝传说》在宁波、
汝南的传播进行过研究，提出“宁波说”和“汝南说”。而在实际传播中，
人们往往突破《梁祝传说》的地域性特征，使传说的原生地在传播中已经变
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梁祝传说》脍炙人口，得到民众的认同，他们只是将
其作为一则感人的爱情故事传承和传播，丝毫没有追究原生地的心理。但
是，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探讨《梁祝传说》的原生地，探究它的
传承、传播和变异规律，对于保护《梁祝传说》这一文化遗产，变得非常重
要。我相信路晓农先生的《论“梁祝”的起源和演变》一书的出版，不仅会
使我们穿越历史，重温梁祝文化形成和变异的历史足迹，体会它的美学意
义，而且对保护《梁祝传说》的生态环境，活态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梁祝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是相辅相成的。路晓农先生在文献钩沉方面用力
甚勤，有了丰硕的收获。我同样希望有关梁祝文化的田野考察报告能够问
世，使梁祝文化的保护更上一层楼。为此愿与同行共勉。谨此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