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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等民

间传说流传久远、影响较大。 这类故事中，主角均为并不追求轰轰烈烈生活的普通百姓，
而非“才子佳人”，多出现地位高、出身优越的女子主动追求男子的情节，但二人共同生活

的美景并不长久，均以幻想的“团圆”作结等，这些共性特征折射出下层平民的爱情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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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孟姜女》《白蛇传》等爱情传说流播

广泛而久远。 这类具有反对礼教、崇尚爱情自由的传说起源于民间，折射出下层百姓的爱情理想，对
其播衍中出现类似模式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清一色“非才子佳人”爱情故事

从情节看，深受民众喜爱的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可归入“非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类型，因迎合

市民百姓的爱情观念与旨趣，故在民间流传久远、历久弥新。
自古以来，才子配佳人的爱情题材常见于中国文人小说、戏曲传奇，在文学史上留有不少佳话。

“才子佳人”作品多出文人士子之手，曲折、浪漫的成分自然会多一些。 如《李娃传》中郑生与李娃，
《西厢记》中张君瑞与崔莺莺，《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等恋爱经历，多为落难才子爱上多情有才

的小姐，历经苦难，公子成就功名，凤冠霞帔迎娶小姐，实现“大团圆”，演绎出古代文人渴望求得功名

后与才貌双全闺秀喜结连理、成就人生价值的美好愿望。
然而，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很大差距，无论郑生与李娃、张君瑞与崔莺莺、柳梦梅与杜丽娘，他们

的爱情故事大都属于文学作品中或舞台上的浪漫。 试想古往今来，能中状元的读书人有几？ 知书达

理而貌若天仙的才女有几？ 状元与才女最终能走到一起的又有几？
相比于“才子佳人”作品中的男女主角，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几乎无一强调男子才能出众、女

子貌美如花，千百年来，这类题材一直在传唱普通百姓的爱情故事，说明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对比“才子佳人”戏剧经典剧目与民间爱情故事不难发现，“才子佳人”剧中的男主角多出身名

门，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只盼有朝一日通过科考出人头地，剧中的女主角均才貌出众、知书达理。
他们的爱情经历曲折磨难，但结局终归美好。 而祝英台与梁山伯、牛郎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孟姜

女与范杞良、白娘子与许宣，都是平民百姓，这类故事无一强调女主角具有姣好的容貌、男主角具备

超人的才华。 织女与七仙女是神仙，地位属神仙序列的平民阶层；祝英台家境富裕，白娘子乃蛇仙所

化，终究不过平民百姓；即便梁山伯是读书人，亦并未见其求取功名的价值追求（大多梁祝传说，不仅

不强调梁山伯存有文才，反而有意突出其呆板形象）。



中国古代为男权社会，常以家庭主体的男性所从事职业为基础，作为“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

分。 从深层次看，与“才子佳人”故事主要反映“士”阶层的爱情观明显不同，五个著名民间故事均为

“农工商”阶层的爱情传说。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董永、牛郎纯属农民，《牛郎织女》《天仙配》可归于“农”阶层的爱情

故事；范杞良是个工匠，因有一技之长被征修建长城，《孟姜女》可归于“工”阶层的爱情故事；许宣本

为药铺学徒，得白娘子资助后成为药铺商，《白蛇传》可归于“商”阶层的爱情故事；梁山伯身出普通

人家，因读书与祝英台结缘，从其人生走向看，未来可能会进入“士农工商”的任一阶层，故《梁山伯

与祝英台》当视为普通平民的爱情故事，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梁祝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与
这一特质不无关联。

二、离奇的“树缠藤”现象

古代爱情作品中的男女主角相爱，虽是双方一见钟情，但一般都是男方主动出击，女方忸怩配

合，最终成全好事。
民间作品描述男女追求爱情有其特殊的方式。 山歌小调常见“世上只有藤缠树，人间哪有树缠

藤”类唱词，如明徽池调《英伯相别回家》，描述梁山伯送祝英台到河边，见祝英台唱：“哥哥送我到江

边，只见一只打鱼船。 只见船儿来拢岸，那有岸儿来拢船。”①“藤缠树”与“船拢岸”，意味情爱一方的

男人，当主动追求他心爱的姑娘，而不是指望姑娘来追求自己。 按民间标准，从爱情追逐的主被动方

式看，“男追女”作品可视作“藤缠树”类型，“女追男”作品则可归诸“树缠藤”类型。
受古代礼教约束，社会对女子思想的禁锢无疑更为严酷，故男女情爱追求中“藤缠树”现象常见，

若从生物学角度看，这也符合常理。 以文人爱情作品为例，从《西厢记》中崔莺莺应对张君瑞的半推

半就、《墙头马上》中裴少俊对李千金的眉目传情中，可见“藤缠树”端倪。 男女间互生好感好后展开

爱的追逐，多是男子占据主动，女子被动或羞怯地期待着意中人进一步孔雀开屏般地展示爱意，然后

才忐忑不安地去实现爱的互动，历经种种磨难，最终成就姻缘。
而分析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男女主角的追逐场景，会发现它们多可视作女性主动追求男性

的爱情传说，这类故事可归诸“树缠藤”系列。
１９５３ 年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中，祝英台初次邂逅梁山伯，即视他为知己，主动提

出结拜同行。 梁祝同窗共读间，祝英台对梁山伯已见爱意融融，因不便自曝身份，以女儿特有的多情

与娇羞，临别前方取出玉扇坠为信物，托媒师母玉成好事；“十八相送”路上，祝英台大胆又含蓄对梁

山伯示爱；父亲收下马家聘礼后，祝英台并不死心，楼台会上对心上人表明以死抗争的决心；抗争失

败后，直到二人同冢，祝英台在爱的追逐中始终占据主动。
严凤英（１９３０—１９６８）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中，七仙女对董永的追逐表现得大胆而又热烈。

七仙女在天上看见董永遭遇，对其深表同情，不顾众姐妹反对，义无反顾投身到一无所有的董永怀

抱。 爱情追逐中，七仙女并无祝英台般的含蓄，而是多次拦住董永去路，表示愿意以身相许，憨厚老

实的董永竟然拒绝了，理由是身无分文且卖身葬父后失去人身自由，无力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不愿连

累无辜女子。 董永对七仙女的追求躲躲闪闪，直到七仙女做法让槐荫树开口打“包票”之后，才与七

仙女做成夫妻。
民间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叙述千年修行的白蛇化身为白娘子，怀着报恩的心态主动追求许宣，

力排同类小青（青蛇）的阻挠。 婚后许宣相信法海的话，端阳佳节劝饮雄黄酒逼白蛇现身后，一直躲

着白娘子，而白娘子冒死盗取仙草，水漫金山与法海斗法，一直到被压雷峰塔为止，都始终深爱并紧

随着许宣。 民间故事《孟姜女》中的孟姜女对范杞良、《牛郎织女》中的织女对牛郎，其于爱情追逐上

均见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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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南扬编著：《汉上宦文存·梁祝戏剧辑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８８ 页。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的男主角均为普通百姓，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务农、做工、经商

为立身之本，并不奢望有朝一日可与才貌双全的佳人缔结百年之好，从此成就功名、声播海内。 “树
缠藤”现象反映出古代下层百姓的期待：他们对择偶并没有过多的要求，渴望生活中离奇出现一个喜

欢自己的女人，共同生儿育女，过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哪怕她是“另类”也不在意。 以白娘子为例，
她虽属异类，由于真心爱着许宣，且有过不少善举，人们对其不幸也表示出深切的同情。

自然界中，我们提到藤与树的关系，一般会认为树是核心，藤是附属物。 如果遵循民间爱情追逐

的“藤缠树”抑或“树缠藤”理论，将女性与男性分别比作“树”与“藤”，以此观照“才子佳人”经典作

品或五个著名民间传说故事，不难发现大都皆以“树”（女性）为核心。
就“才子佳人”爱情故事而言，以《西厢记》为例，在金圣叹看来，它是一部完全以莺莺为主的爱

情戏①。 同样，五个著名爱情传说中，祝英台、白娘子、织女、七仙女、孟姜女都敢于主动地追求爱情自

由，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门当户对的社会传统，故事所有情节均围绕她们展开，她们无疑是

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民间传说中的“树缠藤”现象，表明即便普通百姓，亦对婚姻改变命运存在幻想。 表面上看，在男

权空间中，祝英台、白娘子、织女、七仙女、孟姜女始终不迷失自我，拼死追求女性的自由与地位，这是

对男权社会的有力挣脱与颠覆，深层次思考发现，这是男权社会下层百姓迫于环境无法改变的怯弱

呻吟与祈求呐喊。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还传递出倡导男女自由平等恋爱的反礼教思想。 虽然儒家强调“克己复

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不合礼教的言行都不该有，但人的情感来

自生命底层，多有不受约束、放纵的一面，情感的压抑需要释放，这类爱情传说中男女主角的遭遇容

易成为人们情感宣泄的窗口，这是这类作品长期为普通百姓盛传的原因之一。

三、满怀期待的女子“下嫁”

在中国，社会男权处于主导由来已久，女子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是从属、次要的。 “男怕入错

行，女怕嫁错郎”，乃指女子择婿如同男子谋划事业一样重要。 就婚姻价值取向而言，中国有重视门

第的传统，讲究双方家庭的门当户对。 一般而言，门户相当的子女婚配多被认作是理想的范式，而处

于弱势家庭中的女子嫁入更好的门第，亦被认作合理，反之则称“下嫁”，而“下嫁”多会招致家人的

责难与世人另眼相看。
若将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男女主角的身份、地位、能力等稍作对比，会发现故事中的主人公

均为普通百姓，女性都比男性聪明、坚强、有能力、有地位：祝英台、孟姜女家境更优越，织女能将天空

编织得更加美丽，七仙女一夜可织出十匹锦绢、使槐荫树开口做媒，白娘子能盗得府银与仙草、水漫

金山等等。 相比于女性，男性显得弱小与平凡，除了擅长本职，几乎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大多梁祝故事中，梁山伯出身于普通人家，诚朴敦厚，头脑虽不见得灵活却对女子没有偏见。 相

比而言，祝英台不仅家境富有且聪明伶俐，她如痴如醉地爱着梁山伯，并不考虑对方身出寒门与其祝

府千金小姐身份不相配。 梁山伯求爱无果忧郁死后，祝英台坚定不移地为爱持续努力，死后终于与

心上人葬于一处。
七仙女与织女均身出天庭，具备常人所没有的仙术道法，地位与能力比人间地道农民董永与牛

郎高出不知多少，她们愿意放弃所有，下凡嫁与一贫如洗的底层百姓，出于真爱。 成婚后，她们都很

享受“你耕田来我织布”的男耕女织平民生活，且终不言弃。
白娘子是位善良的蛇仙，不仅能力比许宣强，爱的信念更比许宣坚定，爱上许宣除去报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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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云：“一个是双文（莺莺），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 《西厢记》前半是张生文字，后半是双文
文字，中间是红娘文字。 但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 而张生、红娘及老夫人、法聪等则
都是莺莺的陪宾。”“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 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题目透出文字，文字
透入题目也。 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 有此许
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也。 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炮制时所用之姜、醋、酒、蜜等物。”



更在于许宣的勤劳、本分。 白娘子中计现出蛇身惊坏许宣后，不仅没有离去，还冒着生命危险盗取能

治好丈夫疾病的仙草；金山水斗中，怀有身孕的白娘子自知不敌法海，但为解救丈夫，仍坚持拼死一

战，不惜用生命捍卫自由爱情的尊严。
孟姜女出身富有员外之家，她同情范杞良遭遇，并不嫌弃范杞良工匠出身。 克服家庭阻碍成婚

后，孟姜女对范杞良的爱始终无悔，千里迢迢为修筑长城的丈夫送去寒衣，体现对丈夫的一片爱心。
为见殉难的丈夫一面，她一气哭倒长城八百里，宁死不向权贵屈服。

比较还发现，五个民间爱情传说都强调爱的追逐期间女性对爱更加执着、付出更多；在爱的厮守

中，几乎不见男性任何可能会给家庭带来荣耀与显赫的非凡之举；当爱情遭遇挫折时，男性几乎没有

大的作为。 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始终处于主动的祝英台痴情于心仪男人，终死不悔，具有

打破传统的叛逆精神，再看她魂牵梦绕的对象，身出寒门、腹无才气，求婚无果时不过发泄了一番不

满，讲了几句狠话、呆话，其后再没有轰烈的义举。 当人们感慨梁祝不能永结同心而为之掬出同情之

泪时，更多同情无疑投向了弱女子祝英台。
为何“下嫁”的女性愿意不离不弃地紧随心上的男人，甚至死不足惜呢？ 从深层次看，折射出下

层百姓幻想通过与上层小姐的联姻来改变其低贱贫穷的地位的理想。 从某种程度上说，五个著名民

间爱情传说演绎出男权社会异化的爱情观念，这种观念可谓“田螺姑娘”影像模式：故事中的男性几

乎均不具备通过个人努力达到改变自身阶层的能力，于是幻想不需自身多费力，生活中会突现一位

如意的伴侣，来打破命运的尴尬。 故无论祝英台、七仙女、织女，还是白娘子、孟姜女，都是男人心目

中理想的“田螺姑娘”，她们出身于优越的家庭，甘愿为心爱的人劳作、牺牲、奉献，婚后成为附属物的

同时会给男人们带来机会与荣耀。 因此，市井百姓渴求生活中出现这样的“田螺姑娘”，更看中的是

“田螺姑娘”本身以及她那个群体的优势。 如果将男人们的付出与“田螺姑娘”们的付出相比，天平

显然是向女性一方倾斜的。
如此看来，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的女主角满怀期待“下嫁”的义举，实质不过是男权至上的

体现。

四、共同生活的美景均不久长

有情人终成眷属，无疑是爱情人生中的最大乐事。 然而，受交通不畅、人际交往圈子不大等社会

条件制约，古代知根知底、互生爱慕的男女最终成为眷属的并不多见。 异性相吸属于生物法则，故青

年男女初次逢面后互生好感乃人之常情，随着交往深入，性格相投的男女间感情会愈深，这是两种结

合模式的现实基础。 从建立感情基础的角度而言，民间婚姻不外两种类型：一为男女真心相爱，先有

感情后结连理；一为男女先行婚配，生活中慢慢培养出感情。 两者之中，以后一种类型为常见。
爱情故事多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将文人笔下的爱情故事与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相比，发现其

间的男女主角情爱经历存在较大的差别。 文人笔下的男女主角往往是一见钟情，相互追逐的过程虽

有曲折，一旦达成目标，二人从此过上夫荣妻贵的美满生活。 而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的男女主

角爱情大多来得突然，并非互生好感的一见钟情，二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即出现了大的变故。
王实甫《西厢记》中，张君瑞见到崔莺莺后，顿时“魂灵几飞去了半天边”，才子遇佳人，立刻心就

动。 而崔莺莺初见张君瑞，其爱的琴弦即为风流倜傥的才子而拨动，分别时通过“临去时秋波那一

转”暗传春情，大胆表明对张生的好感。 好在结局圆满：二人经历种种磨难，终于实现共同生活的

愿望。
在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梦中情人柳梦梅初次相会即爱而不舍，终因相思成疾命陨黄泉，

临死不忘嘱咐家人葬于花园梅树下。 柳梦梅取得功名后，使人挖开杜丽娘坟墓，杜丽娘复生后与其

共结连理，同赴富贵。
而从梁祝传说的形态变异来看，早期未见二人存在爱的瓜葛。 如北宋李茂诚《义忠王庙记》中，

梁祝同学期间并无爱恋；祝英台回家后又过了两年，梁山伯看望她时才知其为女子，提出让人求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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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祝英台已许马家，此时梁山伯并不以为意，至于二人同冢，完全是地裂的结果，非指二人间存有

爱情。 而目前所见大多较为成熟的梁祝传说，二人初次见面即互生好感，此后度过一段美好的同窗

时光，直至二人分别，祝英台暗示传情，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还停留在同学情谊上。 “十八相送”多
为这一传说的经典场景，从叙述技巧看，相送途中营造许多的喜剧氛围，展现二人一起生活的浪漫，
为二人最终不能结合埋下伏笔，而此后情节都是表现二人结合的悲哀。 结局是二人不可能在现实世

界实现愿望，于是不得不去另一世界中寻找快乐生活的理由。
白娘子与许宣故事中，白蛇故意施弄法术，投怀送抱，与许宣成就了好事。 从交往之初看，许宣

开始并没有对白娘子动心，二人结婚后，许宣在白娘子的帮助下开始经营医药铺，生活美满，直到平

静的二人世界被法海打破。 许宣受蛊惑发现白蛇真相后，二人间的爱情遭遇挫折。 待法海将白娘子

收于钵盂、镇于雷峰塔，此时的许宣虽为白娘子冒险盗药、水漫金山所感动，无奈一切已太迟了。
黄梅戏《牛郎织女》电影中，男主角为赤贫的放牛郎，听了老牛忠告，在一群仙女下河洗澡时，看

中年龄最小的仙女，藏起其衣服，使其无法上天，巧娶了织女。 织女之所以愿意留下来与牛郎成亲，
被牛郎取去衣服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更看重的是牛郎心地善良、勤劳朴实，觉得嫁与这样的男子让人

放心。 织女嫁人后过上最为普通的生活，且始终如一跟随着、深爱着牛郎，直至被王母拆散亦不罢

休。 董永与七仙女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类似。 七仙女从天上看到董永遭遇后深表同情，决定以身相

许，故第一次见面即成就了夫妻。 相处日久，情感加深而不愿离弃，玉帝知情后，将二人活生生拆开。
从孟姜女与范杞良之间的情感关系看，二者确立夫妻关系很快，此前亦看不出二人结合因爱所

致。 婚后生活美满，然而好景不长，范杞良很快被征，并被埋于长城之下。
如果大多文人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可用“浪漫”作一归纳的话，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的主角爱情

经历可用“现实”作总结。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的男女主角均不追求生命的多大价值。 大多梁祝

传说中的梁山伯并非才子，不大可能有中状元的轰轰烈烈；董永及牛郎与仙女完婚后，过上男耕女织

的日子；许宣婚后成为小商人，范杞良婚后与孟姜女一起自食其力。 民间爱情故事大都以主角过上

普通日子为美满，可即便这样的日子为何还会好景不长呢？ 根本原因在于，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

反映出的平民百姓的爱情理想，现实社会中很难实现。
梁祝生前不能结合在于二人的意愿得不到女方父母的支持，多少受了门第观念的影响；董永与

七仙女、牛郎与织女属于私订终身，招致来自天庭的家长反对后婚姻被折，同时毕竟人与神属于两个

不同世界，有着不同的规则，这种“另类”相爱最终会受到来自一方或双方圈层群体力量的共同抵制，
这是他们不能最终成功的主要原因；白娘子与许宣不仅属于私订终身，还涉及“人妖”相配，故不为法

海所容（法海可视为社会法则的代表）；孟姜女克服父母阻挠与范杞良结合，二人分开是遭受了不可

抗拒力（被征修长城乃国家意志）。 如此可看出，古代年青男女自由恋爱的不易，因外部力量介入，自
由恋爱后能够维持长久的亦不易。

五、幻想的“团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即所谓的“大团圆”，是为古代文人传奇与戏曲小说创作

思维的惯势。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张君瑞，历经种种磨难，通过红娘撮合，书信往来完成“酬简”，
生米煮成熟饭后，老夫人不得不答应在张生求得功名后让其结合，结果天遂人愿；《墙头马上》中，裴
少俊与李千金私订终身，裴父发现后竭力阻挠，后裴少俊中进士，历经坎坷终得夫妻团圆；《牡丹亭》
中的杜丽娘，梦中与情人柳梦梅欢娱后，相思成疾而命归地府，柳梦梅中状元后，冒死掘开杜丽娘坟

冢，杜丽娘复活，二人实现团圆。
戏曲舞台上常见的“大团圆”情节，满足了人生舞台中偏好美好收场的观众审美尚好，不过这种

呆板、近乎雷同的结局，常让人乏味。 古人也有对这种团圆结局不满的，如金圣叹就将《西厢记》结
局，改到“长亭”为止，张君瑞能否考中状元迎娶莺莺成为悬念，留给人太多的思考与期盼。 这种没有

“团圆”的结局，高明之处在于，大凡看过《西厢记》或了解《西厢记》情节的观众，都知道张崔二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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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了鱼水之欢，最终张君瑞考中状元回来迎娶了崔莺莺，因此，“腰斩”的《西厢记》虽无“大团圆”
结局，但观众心里，二人是实现了“团圆”的。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男女主人的爱情均遭遇了不幸，悲剧收场之前，却都有一个让人看到

希望的美丽光环：以幻想的“团圆”方式作结。
梁祝故事中的祝英台疯狂地爱着梁山伯，然而天不作美，梁山伯因爱而不得死去，祝英台生前所

有爱的努力最终都付之东流，故事悲剧氛围达到顶点，但并没有结束，在其后祝英台祭祀梁山伯的情

节中，梁山伯墓冢突然裂开，祝英台毅然走了进去，墓冢再次合拢，此后，二人化作了比翼双飞的蝴

蝶。 梁祝故事以梁山伯逝去为终局，或至祝英台进入梁山伯墓为收场，观众美好的期待化为泡影。
对于一般习惯于男欢女爱“大团圆”的受众来说，心灵虽然受到强大的震撼，却不会满足。 “化蝶”结
局，正好填补了其心灵缺憾。 然而，现实社会中，人是不可能化作蝴蝶的，这种“团圆”结局纯属幻想。

孟姜女千里为夫送寒衣，到了长城方知丈夫早已埋入长城墙脚下，哭倒了长城后，范杞良尸骨露

出，二者终得相见。 孟姜女与范杞良的这种“团圆”，不过终于见到了死去久矣的丈夫，是活人与死人

的“团圆”。
《牛郎织女》中，织女被召回天廷后，仍不死心，最终逼得王母让步，允许她每年农历七月七到鹊

桥与牛郎相会。 牛郎织女与王母的激烈斗争中赢得的“团圆”，二人的“团圆”穿越了人间与仙境，可
视作人仙间跨界的“团圆”。 “七仙女送子”的故事流行于江南一带的安徽、江苏等地，可视为董永与

七仙女故事的续篇与结局，这种“团圆”可视作纯洁的爱情之花结出生命之果的浪漫跨界“团圆”。
《白蛇传》中，青蛇搬来烽火仙子，吹倒雷峰塔，白蛇得以与许宣“团圆”。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

真实的雷峰塔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才倒掉，鲁迅当时曾撰《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为白娘子的自由

而歌，而舞台中的雷峰塔却早见倒掉了。 看来，白娘子与许宣的“团圆”是一种饱含期待的“团圆”。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结局出现的“团圆”都是不切实际的：人化蝶固然不可能，人与仙之间的

跨界相会、长城能为女子哭倒则类似神话；雷峰塔早已倒掉，２０００ 年以后开始的考古发掘并未发现法

海用于镇压于白娘子的钵盂，换而言之，白娘子是仙而许宣是凡人，即便雷峰塔早倒几百年，此时的

许宣早已作古了，二人也不能实现“团圆”。
比起“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梁祝及其他几大民间传说并没有落入窠臼与俗套，幻想的“团

圆”激发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出对自由恋爱愿望的寄托，在观众心中引起共鸣的同时，反
过来促使人们对生活乃至命运做出思考，激发出年轻人对不自由婚姻现实的反抗，同时产生如同西

方悲剧“怜悯”审美般的特殊体验，这种感觉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一般“才子佳人”戏远不能及。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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