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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梁祝故事原型及演變現象 

由古至今，中國流傳許多以男女戀愛為主題的故事。這代表著不論何人何時

何地，愛情都是人們所希冀、渴求，在生命中佔有的重要位置。人們追求愛情的

美好，但並不是每段愛情都能「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當愛情的結果不如己意，

人們便會將現實生活中的缺憾，藉由想像寄託在虛幻的故事中，讓故事人物在經

歷悲傷的責難後，得以成就其姻緣，彌補現實中的無可奈何。通常悲戀故事所代

表的，除了歌頌人類對愛情的堅貞，亦鼓吹婚姻自主的思想。故事中人物藉著反

抗阻礙和摧殘愛情的封建制度勢力，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的行動，來訴說現實中

人們所受到的束縛。而「梁祝」故事正是其中之一。 

「梁祝」是我國民間流傳久遠的愛情故事，可視做舊社會的青年男女為爭取

自由婚姻和理想伴侶，而竭盡身心奮鬥的寫照。在古代的封建禮教下，「自主婚

姻」簡直是「神話」，可是那畢竟是人們的理想、心願，因此自然無限的嚮往之。

故事中梁山伯、祝英台奉獻了生命，雖生不能同衾，但死卻能同槨，他們形軀雖

然消滅，但靈魂卻能超脫人世間的束縛，幻化為蝴蝶，使兩人的精神繼續留存。 

將目前流傳的「梁祝」故事內容與過去的資料相比，故事流傳民間千餘年，

有著多變的形貌，經過許多人的增添、刪減和更動，故事主題思想逐漸確立，情

節由簡單逐漸變為複雜，內容由單純紀錄轉而為曲折的故事，人物形象也漸漸具

體鮮明而成為典型。 

「梁祝」因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呈現出不同形貌；卻也可以在其他不同故

事中，看見與「梁祝」相似的情節，這是因為傳說故事具有的變異性。曾永義認

為民間故事變化的原因有「文人學士的賦詠和議論」和「庶民百姓的說唱和誇飾」

兩個來源；以及「民族的共同性」、「時代的意義」、「地域的特色」、「文學間的感

染與合流」四條線索。他說： 

對於民間故事的歌詠或描述，有些彼此之間本來是不相干的，但由

於蛛絲馬跡的類似，便可以連類相及，逐漸感染而終致合流。1 

                                                 
1 引自曾永義，〈從西施說到梁祝—略論民間故事的基型觸發與孳乳展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第 13卷第 3期（1980年 3月），頁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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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傳說故事的發展會因「文學間的感染與合流」，而產生增加、附會的現

象。這些情節相似的故事或大或小，可能是直接抑或間接對「梁祝」故事產生影

響，或在「梁祝」故事定型前後代表不同的意義。本章將以〈梁祝故事原型〉、〈唐

宋梁祝故事演變〉、〈元明清梁祝故事演變〉進行探討，以統整歷代「梁祝」故事

的演變情形。 

第一節  梁祝故事原型 

「梁祝」故事反映梁山伯與祝英台為追求美好的自主婚姻，以忠貞的愛情反

抗封建禮教的制度。羅永麟將「梁祝」故事基本情節，歸納為：「避婚、求學」、

「草橋結拜」、或「柳蔭結拜」、「書館談心」、「十八相送」、「思兄」、「勸婚、罵

媒」、「樓臺會」或「祝莊訪友」、「聞耗」、「吊孝哭靈」、「逼嫁」、「祭墳、化蝶」。

2參考羅氏的歸納，「梁祝」故事的基型為：祝英台扮男裝求學，愛上同窗三年的

同學梁山伯。後來英台因事先行返鄉，但山伯仍未識破她的身分。直到山伯至祝

家探友，才知道英台的身分；山伯欲與之結親，然英台早已訂親。山伯無奈返家

後死亡。英台於出嫁當天，經過山伯墳前祭奠，此時墳墓裂開，英台投墳而與之

合葬，死後雙雙化為一對彩蝶。 

在「梁祝」故事中有幾個部分，如「女扮男裝」、「入墓殉葬」、「死後化形」

或是明代以後發展出來的「輪迴轉世」，在其他故事亦可見相類似的情節，以下

就探討幾個同類型的故事： 

一、女扮男裝  

中國歷史上，「女扮男裝」最具代表性的，一是以文人潤飾的詩篇而揚名的

木蘭，另一個就是流行於民間的祝英台了。木蘭代父從軍，沙場立功，她的功勳

及孝心，讓人們不追究她的離經叛道，反而讓人津津樂道。曾永義認為祝英台的

女扮男裝，應當就是取自木蘭的故事3。 

                                                 
2 參考羅永麟，《論中國四大民間故事》（北京市：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 74。 
3 參考曾永義，《俗文學概論》（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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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故事的發生時代，「梁祝」故事約發生在東晉，而木蘭故事則出自北朝

時期，「梁祝」故事不應該會受到後朝木蘭故事的影響，但以故事情節成形的時

間來看，「梁祝」故事發生時間雖早於木蘭故事，但就「女扮男裝」的情節，在

現存資料中，至晚唐張讀的《宣室志》中，才有記載，出現時間反而比較晚了，

因此，僅就「女扮男裝」情節而言，祝英台偽裝的行動，是有可能源自於木蘭故

事的。 

除了木蘭與英台，古籍中「偽為男裝」的事例不在少數。容肇祖在〈祝英台

故事集序〉4中，參考了明代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十「女子男飾」5，清代趙

翼《陔餘叢考》卷四十二「女扮為男」6，以及野史遺聞、筆記小說等資料，將

中國文學中「女扮男裝」的動機分為「作官」、「從軍」、「復仇」、「得終身伴侶」

及「隨從所愛」五類，並列舉十一例。這些例子中，多半是為了成就倫理關係，

如木蘭是因為年老的父親被軍隊徵召，才改扮男裝代父從軍。而祝英台扮男裝，

卻是出於主動的自我實現的願望7。 

在當時以男性為主的社會制度，女性是處於卑微弱勢的地位，如《禮記‧內

則》就有男女分際的嚴格規定：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

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

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

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8 

女性的本分就是要守在房內，不能隨意外出；除了祭祀喪禮外，要與男子保持距

離，因此女性藉由裝扮為男性，才能跨出內室。以「梁祝」故事的時代背景而言，

                                                 
4 引自容肇祖，〈祝英台故事集序〉，《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6。 

5 引自（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3冊（臺北巿：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年），頁 237-239。 

6 引自（清）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883-884。 
7 蔡祝青將女扮男裝的動機分為「倫理型」（為成就現實的倫理關係）及「自我實踐型」（分「才
性」與「情性」），祝英台為追求自我才能的精進而扮男裝，當屬後者。參考其論文《明末清初

小說中男女扮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嘉義縣：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61-70。 

8 語出《禮記‧內則》。引自（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第 14冊
（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 97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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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扮男裝」是祝英台唯一獲得與男子同等受教機會的辦法，只有作男裝打扮的

祝英台，才得以進入書院就讀。 

雖然這種行為是社會規範的破格，但在環境壓力與求學意志驅使下，她的改

扮是迫於現實，是無可奈何的，具有純正動機的，因此讓人們容易接受，並給予

肯定。喬裝求學，是自古多數婦女的嚮往，而英台的改扮正是這種憧憬的實現。

於是，「女扮男裝」的情節，成為「梁祝」故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第一

次刻畫祝英台性格的關鍵，表現出她個性中剛烈的部分。後來幾個重要情節，如

「姑嫂打賭」、「十八相送」的啞謎、「以妹許婚」等，均由此觸發而來，幾乎整

個故事的架構建立在此一基礎上。9 

二、入墓殉葬 

「梁祝」的悲劇最讓人動容的，便是「入墓殉葬」的情節了，然而活人殉葬

的情節早在民間樂府〈華山畿〉已出現。《樂府詩集》云：「華山畿者，宋少帝時

懊惱一曲，亦變曲也。」10現今只有二十五首流傳下來。樂曲的本事是： 

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

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

見女具說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

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

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

「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

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

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士塚」。11 

華山少女感受到南徐士子的心意，在士子棺木從門前經過，以歌謠明志後「棺應

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將兩人合葬。這與祝英台祭墳，墓裂而投身自盡，有相

似之處。那麼「梁祝」故事是否有附會上〈華山畿〉傳說的可能呢？依據胡適《白

                                                 
9 參考林美清，《梁祝故事及其文學研究》（臺北市：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
頁 167-170。 

10 引自（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六（臺北市：里仁書局，1981年），頁 669。 
11 引自（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廣記》卷一六一「感應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6
冊（臺北巿：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 88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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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文學史》的考證： 

南徐州治在現今的丹徒縣，雲陽在現今的丹陽縣。華山大概即是丹

陽之南的花山，今屬高淳縣。雲陽可以有華山，何以見得廬江不能

有華山呢?兩處的華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與西岳華山全無關

係，兩華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沒有關係。12 

故事中的「華山」並非指西岳華山，而是江蘇高淳縣境內的花山。既然華山、雲

陽都在江蘇，那麼〈華山畿〉故事的發生地，與「梁祝」故事發源的江、浙有地

緣關係，兩個故事有所接觸亦屬合理。依照目前所得資料，〈華山畿〉發生在宋

少帝（西元 423－424年）時，「梁祝」故事最早的紀錄則在梁元帝（西元 552－

554年）13，那麼「梁祝」故事是有可能附會上〈華山畿〉「入棺」、「同塚」的情

節。明代朱孟震《浣水續談》錄「華山畿事」14即云：「事與祝英台同。」兩個

都是表現古代「生不能共羅帳，死也要同墳臺」的悲劇婚姻心理。 

此外，丹徒縣當地人稱〈華山畿〉為「小梁祝」，說明了〈華山畿〉是一則

尚未成型的「梁祝」故事雛型。而「神士塚」又被稱為「玉女墩」，正好符合梁

山伯與祝英台是天上金童玉女下凡投胎的民間傳說，也印證了〈華山畿〉當為「梁

祝」雛型的說法。15 

三、死後化形 

「梁祝」故事結尾兩人雙雙殉情，化為蝴蝶。人們藉由靈魂的超脫，將人世

間未能相守的遺憾，以另一種形式的圓滿，是一種心理上的補償。劉錫誠說： 

化蝶原是原始先民世界觀、靈魂觀念的一種表現。人死了，靈魂脫

離肉體，所謂靈魂出竅後，自由遊蕩於天地之間。而蝴蝶正是梁山

                                                 
12 引自胡適，《白話文學史》（臺北市：遠流圖書公司，1986年），頁 97。 
13 參考（明）徐樹丕，《識小錄》卷三（臺北巿：新興書局，1985年），頁 435。 
14 引自（明）朱孟震，《浣水續談》卷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04 冊（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1995年），頁 732。 

15 參考康新民，〈《華山畿》和梁祝故事〉，《名家談梁山伯與祝英台》（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6年），頁 52。 



沿襲與新創：現代梁祝影視作品研究      

 18

伯與祝英台死後靈魂的變形和依託。16 

事實上，「死後化形」的故事情節並不是首見於「梁祝」。〈孔雀東南飛〉和

韓憑夫婦的鴛鴦、蝴蝶，以及陸東美伉儷「比肩墓」上的雙梓與棲止的雙鴻，都

可視作是梁、祝化蝶的先驅。 

（一）焦仲卿與劉蘭芝 

焦仲卿夫妻的故事見於東漢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約產生於建安

時代，作者不可考。故事敘述廬江府小吏焦仲卿與劉蘭芝夫婦十分恩愛，卻因蘭

芝不得婆婆的歡心，仲卿被迫休妻。仲卿告訴蘭芝：暫時歸回娘家，不久將再次

迎娶。但二人同受家人所逼再婚，最後蘭芝投水而死，仲卿自縊於庭樹，兩人雙

雙殉情。詩的末端：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

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

達五更。17 

受到兩人的堅貞的愛情所感動，兩家將焦、劉二人合葬。不只兩人得以同墓合葬，

連墓旁的松柏、梧桐，也受到感召而枝葉相交。樹上更飛來了鴛鴦，以象徵兩人

的愛情。 

焦仲卿與劉蘭芝面對不合理的道德規範，為追求自由的愛情，做出最激烈的

反抗；在兩人雙雙殉情後，形體雖死，精神卻長存人間，永垂不朽。詩末藉由兩

樹枝葉相交、鴛鴦仰頭相鳴，呈現浪漫而美麗的想像，象徵兩人生死不渝的愛情。

詩中並無直接描述枝葉、鴛鴦就是兩人的化形，但連理枝、鴛鴦通常就是愛情的

象徵，在某些地區或某些版本的「梁祝」故事，死後也有化為連理枝或鴛鴦18。 

                                                 
16 引自劉錫誠，〈梁祝的嬗變與文化的傳播〉，《名家談梁山伯與祝英台》，頁 44。 
17 引自（南朝）陳代、徐陵編，（清）吳凡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註》卷
一（臺北市：明文書局，1988年），頁 42-54。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宋）郭茂倩，《樂
府詩集》卷四十六（臺北市：里仁書局，1984年），頁 1034-1038。題為〈焦仲卿妻〉。 

18 梁、祝死後化形，以「化蝶」流傳最廣，也最為人所知；但也有些地區流傳梁祝化為不同的
型態：如「化蝙蝠」，見〈蝙蝠雙飛梁祝魂〉，《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北京市：中華書

局，1999年），頁 35-38、「化鴛鴦」，見〈鴛鴦成雙不分離〉，《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
頁 72-76、「化彩虹」，見〈飛蝶化彩虹〉，《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72-7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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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憑夫妻 

韓憑夫婦的故事最早見於《列異傳》，故事為：「宋康王19埋韓憑夫妻，宿夕

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20僅有故事結局，

而未見該故事的詳細始末，後經過舖敘與繁衍，到了晉代干寶《搜神記》卷十一

「韓憑條」，已有相當完整的故事架構。其記載：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

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

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

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

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

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裏人埋之，塚相望也。王曰：

「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塚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

大梓木生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

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

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

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21 

由《搜神記》的記載，可知韓憑夫婦殉情最初是化為相思樹及鴛鴦。到了唐

敦煌俗賦中〈韓朋賦〉出現了另一種化石的型態，列舉如下： 

宋王即遣人掘之。不見貞夫，唯得兩石，一青一白。宋王睹之，青

石埋於道東，白石埋於道西。道東生於桂樹，道西生於梧桐。枝枝

相當，葉葉相籠，根下相連，下有流泉，絕道不通。⋯⋯宋王即遣

人誅伐之。三日三夜，血流汪汪。二劄落水，變成雙鴛鴦，舉翅高

飛，還我本鄉。22 

                                                 
19 戰國時宋國最後一個國王，在位期間西元前 318－286年，為齊所滅亡。 
20 語出（魏）曹丕，《列異傳》。引自鄭學弢輯注，《列異傳五種》（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8年），頁 34。 
21 引自（晉）干寶，《搜神記》（北京巿：中華書局，1985年），頁 78。 
22 潘重規編著，〈韓朋賦〉《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二（臺北巿：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3-84



沿襲與新創：現代梁祝影視作品研究      

 20

〈韓朋賦〉可以看到死後連續的化形：首先化為一青一白兩塊石頭，接著化為桂

樹及梧桐，最後才化為鴛鴦。韓憑夫妻死後的化形，一再被宋王拆開，可是兩人

的化形仍是彼此互通，強化兩人愛情的形象。 

晚唐李商隱（西元 812－858 年）在〈青陵臺〉也有韓憑夫婦死後化形的記

載。其云： 

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 

莫訝韓憑爲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23 

詩中的「爲蛺蝶」，就是韓憑夫妻死後化形的第三種型態。由韓憑妻化蝶，逐漸

有韓憑夫妻化蝶之說。 

唐代之後，韓憑夫婦化蝶與梁、祝化蝶有相混的情形，故明代彭大翼《山堂

肆考》卷二二六「韓憑條」就說道：「俗傳大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

又韓憑夫婦之魂，皆不可曉。」24明清以後的民間說唱及戲曲中，梁、祝化蝶、

化鴛鴦、化鴻雁、化虹等，正如韓憑故事之化相思樹、化鴛鴦、化石、化蝴蝶，

其目的都是表現他們精魂不死的形象意義。由以下說法可進一步驗證兩個故事是

互有關聯的。錢南揚曾說： 

可見韓憑夫婦魂化蝶的傳說，在唐朝已有了，到宋朝乃轉變而為梁

祝的魂化蝶。⋯⋯可見在唐朝化蝶的傳說，還是韓憑所佔有，彭氏

以梁祝為主體，可見到明朝梁祝的勢力甚大，已取而代之了。25 

曾永義也言： 

孔雀東南飛和韓憑夫妻的鴛鴦，以及陸東美伉儷的雙鴻，就是梁祝

化蝶之先驅。26 

又如梁、祝的殉情和化蝶，其實是集合東漢末〈孔雀東南飛〉一詩

                                                                                                                                            
年），頁 141-142。 

23 引自（唐）李商隱著，〈青陵臺〉《李商隱選集》（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 303。 
24 引自（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上海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 427。 
25 引自錢南揚，〈祝英台故事敘論〉，《中國民間傳說論集》（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初版），頁 131-132。 

26 引自曾永義，〈梁祝故事的淵源與發展〉，《主題學研究論文集》，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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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焦仲卿、劉芝蘭和樂府詩集所引古今樂錄〈華山畿〉中的徐士

子、華山少女，以及干寶《搜神記》中韓憑、何氏事蹟而成的。因

為「梁祝」係「集大成」，所以也特別感人。27 

這兩個故事產生的時期相近，參考當時的宗教思想，從而產生志怪小說的社

會風氣，是有可能相互影響而造成情節上有些相似。28此外，王國良說： 

韓憑夫婦之魂既化為一雙大蝶，並為梁祝故事襲用而與之混合，後

代則韓逸事逐漸湮晦，少為里巷所知，而化蝶之說遂為梁祝所獨有

了。29 

「梁祝」化蝶的傳說遠比韓憑夫妻化蝶為盛，但是以年代早晚而言，「梁祝」

化蝶是由韓憑化蝶所轉化，並襲奪而成。 

（三）陸東美夫婦 

合葬化形的情節，也見於南朝齊祖冲之（西元 429－500年）《述異記》所載

的「比肩人」故事： 

吳黃龍30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

寸步不相離，時號為「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

後妻卒，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

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

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31 

陸東美夫妻是最為完美的故事，「生得同衾，死亦同槨」，不只生前兩人恩愛，

妻死而夫又「不食求死」殉情，後冢上生梓樹，合成一樹，又有雙鴻常棲樹上，

藉由同根樹、雙鴻來延續夫妻生前的深情。後見少數民族間流傳的「梁祝」故事，

                                                 
27 引自曾永義，〈從西施說到梁祝—略論民間故事的基型觸發與孳乳展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第 13卷 3期（1980年 3月），頁 16。 

28 參考金秀炫，《中、韓梁祝故事之演變與比較研究》（臺北巿：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3年），頁 13-14。 

29 引自王國良，〈韓憑夫妻故事的來源與流傳〉，《主題學研究論文集》，頁 175-180。 
30 黃龍為三國吳孫權（西元 229-231年）年號。 
31 語出（南朝齊）祖冲之，《述異記》。引自鄭學弢輯注，《列異傳五種》，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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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同根樹的化形。焦仲卿、韓憑與陸東美三對夫婦的故事，都有死後化形的情

節，均是將希望寄託在另一種生命體上。 

由以上這幾則傳說，不難看出「梁祝」故事的原型與附會。〈華山畿〉棺木

應聲而開，正是「梁祝」地裂並埋的根源；焦仲卿、劉蘭芝和韓憑夫婦的鴛鴦，

以及陸東美伉儷的雙鴻，就是「梁祝」化蝶的先驅。「地裂並埋」和「棺開同葬」，

都象徵至情至愛的感天動地；化為鴛鴦、鴻雁、蝴蝶，交頸交鳴而交舞，都象徵

著至情至愛不因死生而易其本質，同時也將人世間的無限憾恨，昇華為超現實的

美滿。32 

中國的悲劇故事常在末段留一個喜劇的結尾，使人不陷入絕對的無望，在悲

哀的情緒中仍有一點點的信心，將生前不能圓滿的遺憾，在死後以另一種型態存

在。這種「哀而不傷」的美學觀點，正是符合中華民族的心態。不只「梁祝」的

化蝶，如「牛郎織女」每年一次的相會，「白蛇傳」子祭塔救母的結局，都是用

來滿足人們期盼圓滿的心理需求與對現實無奈的安慰。正如何其芳所說： 

「化蝶」這樣的結局自然都是浪漫主義的。然而這正是一種積極的

浪漫主義，它使得這個愛情的悲劇，不但符合古代的現實，而且又

帶著堅強的希望，樂觀的精神。33 

「死後化形」，不論是化蝶、化鴛鴦、化同根樹等，都是將人世間的遺憾，

用另一種形式來彌補；讓人間的情不因死亡終結，而得以延續。這些故事正是代

表著，人們將現實的無可奈何，化為精神上的圓滿。 

四、輪迴轉世 

殉情化蝶是「梁祝」故事中最美的情節，有著悲壯而感人的力量，但終究是

一種遺憾；為了補償梁、祝的未能婚配的姻緣，投胎轉世是其中一種方法。投胎

轉世是伴隨「張皇鬼神，稱道靈異」34的宗教思想而產生的，民間流傳「七世夫

妻」的說法，將梁、祝繫於其中一世。輪迴的前世有金童玉女及牛郎織女兩種說

法。 

                                                 
32 引自曾永義，〈梁祝故事的淵源與發展〉，《主題學研究論文集》，頁 145。 
33 引自何其芳，〈關於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頁 39。 
34 引自羅永麟，《論中國四大民間故事》，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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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童玉女 

根據民間流傳的說法，人間會有「七世夫妻」起因於金童、玉女在天庭犯了

錯，被玉帝責罰下凡，兩人「配為夫妻，卻不許成婚」。《中國民間通俗小說‧七

世夫妻》記載： 

這一日，正逢七月七夕，玉帝在斗牛宮中，歡宴群仙，盛會難遇，

故而熱鬧異常。玉帝一時興致勃發，使命金童玉女與眾仙敬酒。金

童領了玉旨，左手捧著玉壺，右手持琉璃盞，走到殿下，與各位仙

家每人敬了一盃，最後到南極仙翁面前敬酒，不防右手一鬆，將琉

璃盞墜在丹墀之上，打得粉碎，金童嚇得面如土色，此時玉女在旁

瞥見，對著金童嗤的笑了一聲。玉帝大怒道：「金童敬酒，太不小

心，打破玉盞；玉女在旁嗤笑，可見你們二人已動了凡念，從此貶

謫下凡，罰你們受些磨折，在紅塵配為夫妻，卻不許成婚，等到功

行圓滿，復還本位。」35 

因此，金童、玉女在凡間輪迴七世，前六世雖有夫妻之名，卻都無法成婚，以悲

劇收場，直到第七世才終於團圓，成為夫妻。此七世夫妻分別為： 

一世夫妻  萬杞梁與孟姜女 

二世夫妻  梁山伯與祝英台 

三世夫妻  郭華郎和王月英 

四世夫妻  王十朋與錢玉蓮 

五世夫妻  商琳與秦雪梅 

六世夫妻  韋燕春與買玉珍 

七世夫妻  李奎元與劉瑞蓮36 

而梁、祝乃七世夫妻的第二世。以第七世的朝代來看，「七世夫妻」的說法應成

形於明末至清中葉之後，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劉錫誠言： 

二位主人公說成是天上玉帝或觀音佛的金童玉女下凡，顯然不是這

                                                 
35 引自佚名，〈七世夫妻〉，《中國民間通俗小說》（臺北市：文化圖書公司，1990年），頁 1。 
36 引自佚名，〈七世夫妻‧目錄〉，《中國民間通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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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傳說初始的情節，而是這種神祇信仰得到一定普及以後的附會。

37 

不過，民間說唱文學另有三世及八世之說。如光緒鈔本《梁祝寶卷》38裡馬

文才魂告陰司，閻王謂：梁祝本是金童玉女，「自從打破琉璃盞，罰下凡間走三

巡」，「一世郭華買姻脂」，「二世藍橋韋郎保」，三世即為梁山伯與祝英台。據此，

梁祝成為「三世姻緣」的第三世。而「八世」之說，則見於淮北顏三班《藍橋相

會全集》： 

你我不是凡間客，金童玉女下天堂，只因打破琉璃盞，怒了凌霄張

玉皇，罰下紅塵為夫婦，七世為人不成雙，難得今日閒無事，慢慢

談說老家鄉。 

（生）一世我是萬喜良（旦）奴是貞潔女孟姜 

只因始皇造長城      捉去我夫為同房 

二世投生韓湘子      奴是羅英女紅粧 

夫婦同床假三日      你去休道上山崗 

三世郭華就是我      月英王氏我身當 

正賣胭脂來相會      毛鬍打鬧兩分張 

四世托生商郎做      奴是雪梅女姑娘 

相約花園來相會      ㄚ環打破好淒涼 

五世投生梁山伯      奴是英台九姑娘 

杭城攻書三年正      馬家拆散好鴛鴦 

六世我是楊二善      奴是美容王姣娘 

夫婦隔牆來相會      仍然分離各一方 

七世我是韋郎保      奴是賈氏女紅粧 

約定今晚成婚配      水漫藍橋把命亡 

要想你我成夫婦      八世維人再成雙 

我今投到姜家去      奴去投胎王家庄 

                                                 
37 引自劉錫誠，〈梁祝的嬗變與文化的傳播〉，《名家談梁山伯與祝英台》，頁 47。 
38 參考戴不凡，《小說見聞錄》（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3），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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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正在來談說      水上蓮船到這廂 

觀音老母船上坐      金童玉女不在旁 

因此下凡來指點      特渡二人上天堂 

二人同把蓮船上      上天交旨見玉帝 

諸君莫問下回事      不過消閒散心腸39 

此與「七世」之說次序有所更動，梁、祝成了八世中的第五世。民間傳說因人、

因時、因地而改變，沒有固定形式。如譚達先所說： 

歌謠、故事⋯⋯等等，不管是什麼藝術形式，只要在下層群眾中一

流傳，就會產生變異，從語言、表現手法、人物形象，有時甚至包

括主題在內，都會發生變化。往往是首先漸起量變，最後終至到質

變。40 

民間傳說本無固定的形式，在人與人間不斷流傳，故事間互相渲染，加上當

時的宗教信仰與社會思想而附會情節，而有三世、七世或八世等不同附會之說。

但比較前面幾世的「不許成婚」與最後一世的「美滿姻緣」，傳達強烈的宿命觀，

只有天命認可，才能成就圓滿的婚姻，十分具有社會教化意義。王溢嘉言： 

雖然第七世李奎元與劉瑞蓮成就了美滿姻緣，但令人傳誦不已的，

反而是梁山伯與祝英台與萬杞梁與孟姜女、商琳與秦雪梅等的愛情

悲劇。即使到了明清時「梁祝」故事出現了以「結婚」為結局的美

滿故事，真正讓人感動、傳誦的，依然是以「死亡」為結局的愛情

悲劇，人間最甜美的歌訴說的總是最悲壯的處境。41 

梁、祝的不圓滿，讓人們藉由超現實的想像，賦予他們死後化蝶的情節，更

進一步讓兩人重新輪迴，得到人們盼望的美滿婚姻。雖然美滿的結局是人們所盼

望的，但故事的悲劇結局，才更容易讓人有惋惜的感覺，以及深刻的印象。 

                                                 
39 轉引自林美清，《梁祝故事及其文學研究》，頁 11-12。 
40 引自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論》（臺北市：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頁 38。 
41 參考王溢嘉，〈從梁祝與七世夫妻談浪漫愛與其他〉，《臺北評論》第 5期（1988年 5月），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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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牛郎織女 

與「梁祝」同為中國四大傳說之一的「牛郎織女」，相傳也是梁、祝的前世。

「牛郎織女」相關文獻首見於西周，《詩經》云：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42 

〈大東〉詩中僅有「牽牛」、「織女」的星體名字，直到西漢末，才開始依這兩個

星體名，發展成「牛郎織女」的相關故事。從西漢末到東漢靈帝時期，「牛郎織

女》故事經過口頭和筆下的不斷加工、修改和創作，而達到定型。流傳過程由於

自然和人文環境不同，而演變出不同的情節，但多以牛郎、織女戀愛故事為主。 

在〈梁山伯寶卷〉中，採用了「牛郎織女」故事的基型，將兩個故事串聯起

來，其載： 

英台非是凡間女，山伯亦非凡間人。 

牛郎本是梁山伯，英台原是織女星。 

只為私將銀河渡，上帝罰他下凡塵。43 

比照「梁祝」故事情節與原型，在不同的故事中，人物出現相似行動，正是

藉由故事流傳，表達敘事者與接受者的主觀情感。光兩人同塚，又號稱「義婦」，

便附會上〈華山畿〉的入棺情節；兩個相愛的人，雖然死後同墳，仍不能安慰觀

眾的遺憾，於是如同焦、劉或韓憑夫妻一樣，化為另一種生命體，或為鴛鴦，或

為蝴蝶，讓兩人的精神可以延續。而後，在人們期盼團圓的心理因素下，讓兩人

輪迴轉世，成就美好的姻緣。「梁祝」故事正是因為這種心理，而不斷發展與孶

乳。 

                                                 
42 引自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市：經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初版），頁 389。 
43 轉引自林美清，《梁祝故事及其文學研究》，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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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唐宋梁祝故事演變 

曾永義研究傳說故事的發展過程，認為傳說故事成為典型前，都會經歷「基

型」、「發展」、「成熟」的三個時期。44傳說故事的「基型」，通常都非常的簡單，

有時甚至只是一項紀錄，但是都藏著易於聯想的「基因」，人們由「基因」觸發，

加以延伸、孳乳、附會，便會更滋長、更蔓延。 

觸發、聯想、附會，是民間故事發展、延伸的原動力，而民族意識、民族思

想和民族情感是其主要表現內容。民間故事一旦發展成熟，則其故事之人物，便

成了「典型人物」。人們膜拜的，不是象徵他們的「偶像」，而是他們共同表現出

來的，那維繫人心與生民休戚與共的「精神」。傳說可以給人們提供一定的社會

信息和可供民眾仿效的道德標準。 

「梁祝」故事也是以最簡單的核心情節為基型，由故事所蘊含觸發之基因，

繼以因時依地及人民之情感、思想、文學間之相互感染牽引而附會、增飾、滋長。

以下經由可見文獻，如地方志、文人筆記、作品等紀錄，探討唐代至清代「梁祝」

故事的演變，本節先就唐宋「梁祝」文本入手。 

一、唐代 

「梁祝」故事大約形成於東晉時代，但今日所見的相關資料，都是宋代以後

的記載，宋代以前只有轉引或殘缺不全的間接史料，沒有直接的文獻紀錄。 

據說最早記錄是依照明代徐樹丕《識小錄》卷三所言：「梁祝事異矣！金樓

子及會稽異聞皆載之。」45依據徐氏說法，「梁祝」故事的起源當可溯至東晉末

年，然《會稽異聞》現今不存，且未有其他記錄，無法得知是何朝代的書籍；《金

樓子》為晉代梁元帝時的書，既然內容記載了「梁祝」故事，那故事至少在梁元

帝之前即已產生。然而，《四庫全書總目》謂「此書明初漸已湮晦，明季遂竟散

亡。」46今日所見的《金樓子》，是由明代《永樂大典》中輯錄出的殘本，當中

                                                 
44 引自曾永義，〈從西施說到梁祝—略論民間故事的基型觸發與孳乳展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第 13卷第 3期（1980年 3月），頁 11-16。 

45 引自（明）徐樹丕，《識小錄》卷三（臺北巿：新興書局，1985年），頁 435。 
46 引自（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七（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頁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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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見「梁祝」的相關記錄。徐樹丕（？）乃明季諸生，約卒於清康熙間，因此，

《識小錄》的內容是否屬實？還是徐氏誤記？抑或原本《金樓子》確有其事之記

載？錢南揚認為： 

徐氏之言究竟可靠呢？還是不可靠呢？要是他有意託古，或者誤記

書名，這話是不可靠的，那就無話可說了。不過就情理而論，實在

沒有託古的必要。說是誤記罷，然而我們知道今本《金樓子》是從

《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不完全的本子。《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百十七，謂《金樓子》在明初漸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如何能夠

斷定一定不是《金樓子》原文的散佚，而是徐氏誤記呢？因此我們

雖不敢信徐氏之言是十二分可靠，然而也無法證明他是不可靠。現

在在尚未發現徐氏之言不可靠的證據以前，應該可判斷「梁祝」故

事最遲在梁元帝之時已經流傳了。47 

另外，錢南揚又參考晉代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謬〉篇： 

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紞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舍中饋之事，修周施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

於行，多將侍從，晦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

憎可惡！或宿於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魚畋，登高臨

水，出環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弦歌行奏，轉相

高尚，習非成俗。48 

晉朝社會風氣禮教開放，婦女有較多的行動自由，不像其後的朝代那麼拘

束，男女的分界也沒那麼嚴格。既然沒有更確鑿的證據，《識小錄》仍是為故事

源起提供了一條線索。因此，錢南揚認為「梁祝」故事早在東晉就已流傳，是可

信的。不過，何其芳對此論持反對意見，其言：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漢族中的確是很早就流傳的。徐樹丕《識小

錄》卷三說，南北朝的梁元帝蕭繹所著《金樓子》中就載有這個故

                                                 
47 引自錢南揚，〈祝英台故事敘論〉，《中國民間傳說論集》，頁 126。 
48 引自（晉）葛洪，《抱朴子外篇》（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頁 59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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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查現在還存在的從《永樂大典》輯錄出來的《金樓子》殘本，

不見有這樣的記載，徐樹丕是明末清初的人，他當時見到的《金樓

子》是全書還是根據別的書的轉引，甚至他的話是否可靠，我們都

無法斷定。我們如果謹慎一些，是不能根據他這句話來推斷梁祝故

事的流行的朝代的。現存的較早而又可靠的根據是南宋張津等人撰

的《乾道四明圖經》卷二和元代袁桷等人所撰的《四明志》卷七都

提到的唐代《十道四蕃志》中關於梁祝故事的記載。根據這個記載，

斷定梁祝故事在唐初已經在漢族某些地區流行，是無可懷疑的。49 

何氏認為傳說人物的時代與傳說故事流傳的時代，不能混為一談，將「梁祝」

故事產生定為唐代比較可靠。姑且不論晉朝時是否真有梁山伯、祝英台二人，依

目前所見「梁祝」相關紀錄，梁載言《十道四蕃志》，作於唐中宗時（705 年左

右），其可信度確實比徐樹丕孤證的《金樓子》要高。既然推斷梁載言所著《十

道四蕃志》是較確實可靠的紀錄，那麼「梁祝」故事最早的版本，應該就紀錄在

《十道四蕃志》了。然宋代張津《乾道四明圖經》所引的《十道四蕃志》僅有「義

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冢」50一句。 

紀錄兩人完整名字，死後同塚，對於兩人生平、故事背景，為何會同塚，為

何祝英台是「義婦」，隻字未提。《十道四蕃志》記載太過簡略，無法見故事本來

的面貌，只能當作「梁祝」故事在初唐時期的一則史料紀錄。不過，《十道四蕃

志》和《四明圖經》都是「地方志」，屬於史部，或許歷史上卻有梁、祝二人。

不論張津所引的《十道四蕃志》中的「義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冢」這句話，是真

實的歷史紀錄，或是文人將附會的傳聞作為真實事件記載下來，都可視作「梁祝」

故事的一則小傳。自此，「梁祝」故事不僅在民間口頭流傳，也在文人筆下發展。

符合曾永義對民間文學發展的兩個來源之說法。 

再者，晚唐張讀（約西元 853年前後在世）在《宣室志》中寫道： 

英台，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

                                                 
49 引自何其芳，〈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中的問題〉，《何其芳文集》第 6卷（北京市：人民文學出
版社，1984年），頁 290。 

50 引自（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鄞縣志冢墓條」所錄，見《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
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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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

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為鄞令，病死，葬鄮城

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

地忽自裂陷，祝氏遂並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塚。51 

《宣室志》是唐代一部著名的書，在五代和宋初很流行。在張讀的版本中，

已明白指出「梁祝」故事產生於東晉；並增加了女扮男裝（偽為男裝遊學）及入

墓殉葬（地忽自裂陷，祝氏遂並埋焉）的原型故事；至此，梁祝同窗、山伯訪友、

英台字馬、山伯病死、英台哭墳等，「梁祝」的幾個重要情節都已見於《宣室志》。

也交代了梁、祝的故里、山伯的字、山伯任官及安葬之地等，人物的背景資料。 

此外，張讀仍保留祝英台的「義婦形象」，並以歷史人物──晉丞相謝安，

強調故事的真實性。士大夫推崇的「義」字，表現出文人心理勸懲的見解52。對

照明、清時期的地方志，如《寧波府志》53、《鄞縣志》54、《宜興荊溪新志》55等，

也有相關紀錄。除了「化蝶」情節，至此「梁祝」故事的架構大致已經完成。因

此可以推斷《宣室志》所載，大概是「梁祝」故事的雛形了。 

然根據查屏球考證，近年在韓國發現，唐僖宗、昭宗時期，浙江餘杭籍詩人

羅鄴創作的〈蛺蝶〉七律詩，詠出了「梁祝」的傳說。〈蛺蝶〉詩收於《夾註名

賢十抄詩》卷下，為《十抄詩》的註譯本。韓國本《十抄詩》是高麗時期編輯的

一部唐詩選本，成書年代約在西元 918年到 1200年間，相當於中國五代十國到

南宋時期，收錄了中國中晚唐時期白居易、杜牧、皮日休等詩人的七律詩作品，

其中許多詩是《全唐詩》所未收入的56。 

羅鄴（約 877年前後在世）的〈蛺蝶〉是至今看到的唐詩中唯一的與「梁祝」

相關的詩歌，也是至今發現的最早反映「梁祝」故事的古詩詞，又是至今最早反

映梁祝「化蝶」的文學作品。《蛺蝶》詩如下： 

                                                 
51 引自（清）瞿灝，《通俗編》，「梁山伯訪友」所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年），頁 227-228。 
52 引自容肇祖，〈祝英台故事集序〉，《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頁 5。 
53 如（明）黃潤玉《寧波府簡要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6；張時徹《嘉靖寧
波府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6。 

54 如（清）聞性道《康熙鄞縣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9-290；徐時棟《光緒
鄞縣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90-291。 

55 如（清）吳景牆《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91。 
56 參考查屏球，〈新見最早《梁山伯祝英台傳》──兼論梁祝故事在唐宋流行〉，《中國古代文學
研究高層論壇論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年），頁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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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色花光小院明，短牆飛過勢便輕。 

紅枝嫋嫋如無力，粉蝶高高別有情。 

俗說義妻衣化狀，書稱傲吏夢彰名。 

四時羨爾尋芳去，長傍佳人襟袖行。57 

羅鄴生活地與「梁祝」故事發源地接近，自然熟知「梁祝」傳說。羅鄴詩中

「義妻」及「化衣」之事與此皆相符，詩中明言「俗說」，表明他是引用民間傳

說入詩的。詩中既用「俗說」指「梁祝」傳說，那麼浙江的「梁祝」故事在唐代

時候已在民間流傳。「義妻」應是指《宣室志》中「謝安奏封義婦塚」這件事，「義

女」就是「義婦」，即指祝英台。「衣化狀」，就是指祝英台衣裙化爲蝴蝶狀。這

一詩句，將現今「梁祝化蝶」的時間往前推到了晚唐，而不是以前中外專家學者

認爲南宋才形成的。故因應新資料的出現，在晚唐時期「梁祝」故事演變應已達

到成熟。 

綜合《十道四蕃志》、《宣室志》與〈蛺蝶〉詩等文本，可推論晚唐時代，「梁

祝」故事已具備「女扮男裝」、「梁祝同窗」、「山伯訪友」、「英台字馬」、「為鄞令

病死」、「英台哭墳」、「地裂並埋」、「奏封義婦塚」、「衣化蛺蝶」情節，故事架構

已經成形，宋以後故事的演變仍持續著，不論「梁祝」故事因著各地風俗，抑或

各種形式而有不同表現的樣態，但其基本架構，多類於此。 

綜觀上述資料可以推斷：由晚唐時期羅鄴的〈蛺蝶〉詩，可知「梁祝」故事

架構已發展成熟，只是「化蝶」之說附於「梁祝」故事還未普遍，因此，文人撰

寫梁祝的相關故事時，尚未在故事末端加上「化蝶」情節。 

二、宋代 

宋代對於「梁祝」故事的記載，首見北宋徽宗（1101─1127）時人李茂誠（？）

所撰的《義忠王廟記》： 

神諱處仁，字山伯，姓梁氏，會稽人也。神母夢日貫懷，孕十二月，

時東晉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聰慧有奇，長就學，

                                                 
57引自查屏球，〈新見最早《梁山伯祝英台傳》──兼論梁祝故事在唐宋流行〉，《中國古代文學

研究高層論壇論文集》，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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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好墳典。嘗從名師過錢塘，道逢一子，容止端偉，負笈擔簦。渡

航相與坐而問曰：「子爲誰？」曰：「姓祝名貞字信齋。」曰：「奚

自？」曰：「上虞之鄉。」曰：「奚適？」曰：「師氏在邇。」從容

與之討論旨奧，怡然相得。神乃曰：「家山相連，予不敏，攀魚附

翼，望不爲異。」於是樂然同往。肄業三年，祝思親而先返。後二

年，山伯亦歸省。之上虞，訪信齋，舉無知者。一叟笑曰：「我知

之矣，善屬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踵門引見，詩酒而別。山

伯悵然，始知其爲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許

鄮城廊頭馬氏，勿克。神喟然歎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區區

何足論也。」後簡文帝舉賢良，郡以神應召，詔爲鄮令。嬰疾鐵瘳，

屬侍人曰：「鄮西清道源九隴墟爲葬之地也。」瞑目而殂。甯康癸

酉八月十六日辰時也。郡人不日爲之塋焉。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

祝適馬氏，乘流西來，波濤勃興，舟航縈回莫進。駭問篙師。指曰：

「無他，乃山伯梁令之新塚，得非怪歟？」英台遂臨塚奠，哀慟，

地裂而埋璧焉。從者驚引其裙，風裂若雲飛，至董溪西嶼而墜之。

馬氏言官開槨，巨蛇護塚，不果。郡以事異聞于朝，丞相謝安奏請

封「義婦塚」，勒石江左。至安帝丁酉秋，孫恩寇會稽，及鄮，妖

黨棄碑於江。太尉劉裕討之，神乃夢裕以助，夜果烽燧熒煌，兵甲

隱見，賊遁入海。裕嘉奏聞，帝以神助顯雄，褒封「義忠神聖王」，

令有司立廟焉。越有梁王祠，西嶼有前後二黃裙會稽廟。民間凡旱

澇疫癘，商旅不測，禱之輒應。宋大觀元年季春，詔集《九域圖志》

及《十道四蕃志》，事實可考。夫記者，紀也，以紀其傳不朽云爾。

爲之詞曰：生同師道，人正其倫。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于國，

膏澤於民。諡文諡忠，以祀以禋，名輝不朽，日新又新。58 

《義忠王廟記》是「梁祝」故事裡，少數以梁山伯為主的文本，裡頭詳細紀

錄了山伯生平事蹟與死後顯靈的故事。李茂誠是宋徽宗時明州郡守，他將梁、祝

事跡寫成廟記，並紀錄在地方志上，應該是具有可信的證據。至於將梁山伯神格

化，應是與當地信仰──梁山伯做為當地保護神有關，將他幫助地方官擊退盜賊

                                                 
58 引自（清）徐時棟，《光緒鄞縣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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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做為史料紀錄下來。與張讀《宣室志》相較，除了山伯的名、字，甚至

連生辰都有，只是名、字，兩篇所載恰恰相反（山伯由官鄞令，改為鄮令）。對

英台的化名也有比較詳細的紀錄，兩人由相遇、同窗、返鄉、訪友、字馬到殉情

的過程，與《宣室志》相似，但《義忠王廟記》運用人物對話，加深了「梁祝」

的故事性與人物形象。 

另外，《義忠王廟記》可以明顯看到李茂誠對中國道統的重視。他身處南北

宋交替之時，國勢動盪，當時為了統治思想上的安定，理學已逐漸興起；李茂誠

就是以「忠」、「義」的角度來敘述「梁祝」故事。雖然同窗、祭墳、合葬等主要

情節都還保留著，但整篇《義忠王廟記》仍是充滿封建社會的思想。如：山伯在

得知與英台婚姻無望所言：「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區區何足論也。」甚至死後

靈魂仍為朝廷效忠，助劉裕討伐亂黨。全文著重在梁山伯死後顯靈立功上，反而

梁、祝二人沒有結果的愛情故事被淡化了。 

《義忠王廟記》中言：「從者驚引其裙，風裂若雲飛，至董溪西嶼而墜之。」

似乎已有梁、祝化蝶的影子，但畢竟沒有明指示兩人幻化為蝴蝶，只說英台的裙

子裂開，像雲一樣飛到天上，可見李茂誠應該無意暗示裙化蝶的可能性。 

《義忠王廟記》之後，不僅祝英台被冠以「義婦」的美名，梁山伯也被封為

神明，建廟膜拜，以「忠義」稱之。宋代許多地方志記載的「梁祝」故事，都以

「冢」、「廟」並提。如：張津《乾道四明圖經》「鄞縣志」： 

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在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後，有

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為

女也，其樸質如此。59 

王象之《輿地紀勝》（約作於 1221年）卷十一「慶元府」記載： 

義婦冢，在鄞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後，即梁山伯與祝英台之冢也。60 

羅濬（？）《寶慶四明志》「鄞縣」記載： 

                                                 
59 引自（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6。 
60 引自（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一），《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2003
年），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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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祝英台墓，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後，有廟存焉。二人少嘗同學，

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為女也。以同學而同葬。見《十道四

蕃志》所載。舊志稱曰「義婦塚」，然英台女而非婦也。61 

由以上幾則方志來看，宋代「梁祝」故事並沒有很大的發展，但已脫離前期

簡陋的故事形態，豐富了故事的解釋性。主要在於說明同塚的原因，與稱為義婦

的附會上。宋代標榜祝英台的「義」與冊封梁山伯的「忠」，說明封建時代的文

人學士一樣希望把民間的故事傳說思想納入教統的範疇內。 

唐代的士大夫賞識祝英台一「義」字，宋代的士大夫賞識梁山伯加一「忠」

字。對當時的讀書人，梁、祝尚未婚嫁而同墳的情形，仍是有所顧忌，非有「義」、

「忠」等字，才將故事登之紀錄。有了這些「義」、「忠」等字的褒揚，讓兩人「義」、

「忠」的形象在民間的俗語中流傳，成為美談。62 

在發現羅鄴〈蛺蝶〉詩之前，關於「化蝶」傳說與「梁祝」故事結合的研究，

多半推測首見南宋薛季宣〈遊祝陵善權動詩〉63，但將「化蝶」放進故事敘述中，

還是南宋史能之的《咸淳毗陵志》。 

南宋薛季宣（1134－1173）〈遊祝陵善卷洞詩〉言： 

萬古英台面，雲泉響佩環。 

練衣歸洞府，香雨落人間。 

蝶舞凝山魄，花開想玉顏。 

幾如禪觀適，游魶戲澄灣。 

左右蝸蠻戰，晨昏燕蝠爭。 

九星寧曲照，三洞獨何營。 

世事嗟興衰，人情見死生。 

阿能誰種玉，還爾石田耕。64 

                                                 
61 引自（宋）羅濬，《寶慶四明志》，《中國方志叢書》574冊（臺北巿：成文出版社，1989年），
頁 5257。 

62 參考容肇祖，〈祝英台故事集序〉《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頁 6。 
63 如路工《梁祝故事說唱集序》所說：「化蝶的傳說，最早提的，是南宋紹興年間薛季宣〈遊祝
陵善權動詩〉中⋯⋯。」引自周靜書主編，《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頁 141-142。 

64 引自（清）阮升基等修，《宜興縣志》卷九「遺址」，《中國方志叢書》22冊（臺北巿：成文出
版社，1989年），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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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約作於 1279年）卷二十七亦云： 

祝陵，在善權山，其岩前有巨石刻云：「碧鮮庵」，蓋祝英台讀書處。

昔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俗傳英台本女

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後化為蝶，事類於誕。然考《寺志》，謂齊

武帝贖英台舊產建，意必有人第，特恐非女子耳。65 

以上兩則記載，是最早寫出祝英台讀書處──碧鮮庵的紀錄，在英台讀書的

地方，常有蝴蝶飛舞。〈遊祝陵善權動詩〉中用「萬古」與《咸淳毗陵志》以「昔

有」開端，且用「俗傳」介紹梁山伯、祝英台共學與化蝶的事情。由以上紀錄可

見，至宋代梁祝「化蝶」傳說成形，應早於宋代這兩項紀錄，並且已普遍流傳。 

詞曲中均有以「祝英台」66為詞牌名，【祝英台】一調，為中調，故稱【祝

英台近】，又稱為【甘露歌】。然而，這一調子創自何人，已不得而知。據考證，

南宋辛棄疾【寶釵分】一詞，是目前所見【祝英台】一調最早的詞作67。觀察詞

意，並非歌詠祝英台的事蹟，錢南揚認為： 

普通創作這個調子的人，用這調子所填的最先的一個闋，仍然就以這調

自為題目的。68 

因此【祝英台近】一調應在辛棄疾之前就已經有了；【祝英台近】詞調也做

為宋代「梁祝」故事留存於歌曲、音樂上的證明。 

                                                 
65 引自南（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中國方志叢書》422冊，頁 3699。 
66 宋代已出現的詞牌【祝英台近】，明、清有些曲譜將其調性紀錄下來。如（明）沈璟《南九宮
十三調曲譜》卷十五云：「越調引子  祝英台近（與詩餘同）凡引子皆曰「慢詞」，凡過曲皆曰
「近詞」，此當作【祝英台慢】，但此調出自詩餘，元作【祝英台近】，不敢改也。越調過曲  祝
英台（或作【祝英台序】）」，（明）徐渭《舊編南九宮目錄》，（清）汪汲的《詞名集解》、《詞名

集解續編》、《南北詞名宮調彙錄》，均有記載。 
67 引自林美清，《梁祝故事及其文學研究》，頁 54。 
68 引自錢南揚，〈詞曲中的祝英台牌名〉，《民俗週刊》93-95期（1930年 2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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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元明清梁祝故事演變 

唐、宋時期為「梁祝」故事的成形，這兩個時期多以地方志的型態紀錄下來。

元代以後隨著地方戲曲的發展，歷經元、明、清三代，故事人物不僅是文字紀錄，

還以不同的地方說唱藝術來呈現。以下分三個時期介紹「梁祝」故事的演變。 

一、元代 

元代的「梁祝」故事以戲曲為主，地方志僅見袁桷（1266－1327）的《延祐

四明志》，內容與宋代羅濬《寶慶四明志》相同，只是在最後加上：「然此事恍惚，

以舊志有，故存」69之語。 

「梁祝」故事在宋代既已廣泛流傳，元代也有以「梁祝」故事為題材的雜劇。

據鍾嗣成（？）《錄鬼簿》所載，最早描述「梁祝」故事的作品是白樸（1226—

1306）創作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朱權（1378－1448）《太和正音譜》題為《祝

英台》，可惜今已亡佚，無法考證其內容。天一閣明鈔本《錄鬼簿》記題目二句

為「馬好兒不遇呂洞賓，就英台死嫁梁山伯」，可以推測白樸劇中的「梁祝」故

事「死嫁」情節應與現今「殉情」結局相去不遠；呂洞賓的出現，代表著「梁祝」

故事已有「神仙道化」的發展，嚴敦易研究後認為： 

元明間人「神仙道化」戲的關目，向例是男女主角多為金童玉女下

凡，並以「三度」之後「正果朝元」，為劇情的最終發展。所以，

很可能本劇是以呂洞賓參加控制，阻止梁祝塵世的肉體的結

合，⋯⋯白樸生於金正大三年（公元 1226年），由此我們略可體認

到十三世紀中葉梁祝故事的面影。白氏一生，除晚年在金陵外，悉

寓北方，他所吸取的故事的來源，如非增飾己意，應當說北方所傳

佈的即係如此。另外一個角色，梁山伯的競爭者，劇稱馬好兒，姓

是相同的，「好兒」則是元代的一種口語，形容人的性格及品質，

而非名字，如憑化中將一個神出鬼沒的小偷兒，稱為「好兒趙正」，

看起來「好兒」一辭，究竟是讚美還是諷刺還難判定。這樣，劇中

                                                 
69 引自（元）袁桷，《延祐四明志》，《中國方志叢書》578冊，頁 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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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人物，會不會用浄丑角來扮演，也不易確指的。70 

就《錄鬼簿》所記題目只能推測梁、祝殉情與神仙度化的情節，至於馬好兒為何

人？與後來所說的「馬文才」是否有淵源？對梁、祝有何影響？就不得而知了。 

元雜劇還有《風雨像生貨郎旦》第四折提到，該劇作者不可考，只用來敘述

講唱情形，不做「梁祝」故事的說唱。雖不能得知所言的「梁祝」故事為何，但

可知「梁祝」在當時已是為人熟知的故事了。 

戲文，又稱南戲，本於宋代南曲戲文，流行於中國南方，用南方語言、歌曲

所演唱的民間戲曲。因起源於浙江溫州，故又稱溫州雜劇或永嘉雜劇。這種由宋

詞與流行的小曲所組成的戲曲，沒有嚴整的宮調限制，適合一般民眾扮演與欣賞。 

元代雜劇為當時的主流，戲文只是流行於南方的地方戲，但仍有大批戲文的

作品產生。現今所見的「梁祝」戲劇，留存最早的就是明末鈕少雅（約 1569－？）

《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第三冊所輯錄的「《祝英台》元傳奇」三支〈仙呂〉

曲： 

〔醉落魄〕傍人論伊，怎知道其間的實。奴見了心中暗喜。一別尊

顏，不覺許多時。 

〔傍妝臺〕細思之，怎知你喬裝改扮做箇假意兒。見著你多嬌媚，

見著你□□□。見著你羞無地，見著你怎由己。情如醉，心似痴，

劉郎一別武陵溪。 

〔前腔換頭〕奴家非是要瞞伊，自古道得便宜處誰肯落得便宜。爭

奈我為客旅，爭奈我是女孩兒。爭奈我雙親老，爭奈我身無主。今

日裡，重見你，柳藏鸚鵡語方知。71 

這三曲曲文，應是「梁祝」故事中「訪友」的情節。〔醉落魄〕是英台見到

山伯欣喜之情，〔傍妝臺〕是山伯看見英台女裝模樣，驚為天人，〔前腔換頭〕是

英台解釋扮男裝理由。由這三曲僅知「女扮男裝」與「山伯訪友」的情節。 

元代「梁祝」的雜劇、戲文，正表示民間口傳的「梁祝」故事與文人書面紀

錄的相關資料，已經足夠成為一齣悲劇的演出。而「梁祝」故事確實也為民間表

                                                 
70 引自嚴敦易，〈古典文學中的梁祝故事〉《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頁 118-119。 
71 引自錢南揚輯錄，《梁祝戲劇輯存》（上海市：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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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術所取材。 

二、明代 

明代「梁祝」文本與唐宋元相比，相對豐富，以下從方志、文人記載、小說、

民歌、傳奇探討之： 

（一）方志 

明朝記載「梁祝」故事的地方志流傳下來的相當多，以下列舉幾則重要資料。

如明代黃潤玉（1391－1392）《寧波府簡要志》載： 

義婦塚，縣西十六里。舊志，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少同學，比及三

年，山伯不知英台為女子。後山伯為鄞令，卒，葬此，英台道過墓

下，泣拜，墓裂而殞，遂同葬焉。東晉丞相謝安奏封為「義婦塚」。

梁山伯廟，縣西十六里，祀東晉鄞令梁山伯。事詳古蹟志。72 

明代張時徹（1504－1577）《嘉靖寧波府志》卷十五、十七、二十分記： 

義忠王廟，縣西十六里接待亭西，祀東晉鄞令梁山伯。山伯故有墓

在焉，詳遺事志。安帝時孫恩寇鄞，太尉劉裕夢山伯效力，賊遁去，

奏封「義忠王」，令有司主廟祀之。宋大觀中明州事李茂誠撰記。 

梁山伯祝英台墓，在縣西十里接待寺之後，有廟存焉，舊志稱「義

婦塚」然英台尚未成婦，故改今名，共載遺事。 

晉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少遊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

年，祝先返。後二年，山伯方歸。訪之上虞，始知祝女子也，名曰

「英台」。歸告父母求姻，時祝已許鄮城馬氏，弗遂。山伯後為鄞

令，嬰疾弗起，遺命葬於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

所，風濤不能前。英台聞有山伯墓，臨塚哀慟，地裂而埋壁焉。馬

                                                 
72 引自周靜書主編，《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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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官，事聞於朝，丞相謝安奏封「義婦塚」。73 

明代陸應暘（約 1572－1658）《廣輿記》「寧波府」： 

義婦塚，府城西。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

梁為鄞令，卒，葬此。祝氏弔墓下，墓裂而殞，遂同葬。謝安奏封

「義婦塚」。 

以上三本方志所載內容，大抵延續《宣室志》所載的「梁祝」故事，張時徹

《嘉靖寧波府志》多記載馬氏鄉里為「鄮城」、山伯葬地「鄮城西」多了地點名

稱「清涼原」及改成因馬家將英台投墳殉情的事言之於官，才促使謝安的奏封。 

（二）文人記載 

除了地方志，「梁祝」故事也見於明代文人文集中，如明代朱孟震（約西元

1582年前後在世）《浣水續談》卷一載： 

會稽梁山伯與上虞祝英台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訪之，始知為

女，告於父母，請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梁悵然若失，後三年為

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過其處，風濤大作，

舟不能進。祝造梁塚，哀慟失聲。地忽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

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

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婦孺俱以梁山伯、

祝英台呼之。近有作為傳奇者，蓋祝男服從師，與古木蘭、近世保

寧韓貞女、河西劉方事類。74 

明代徐樹丕《識小錄》卷三載： 

梁山伯、祝英台，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同學於杭者三

年，情好甚密。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始知為女子。歸告父母，

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不樂，誓不復娶。後三年，梁

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為父所逼，適馬氏，

                                                 
73 引自周靜書主編，《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7。 
74 引自（明）朱孟震，《浣水續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頁 7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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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欲求死。會過梁葬處，風波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

哀慟。塚忽裂，祝投而死矣，塚復自合。馬氏聞其事於朝，太傅謝

安請贈為義婦。 

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助戰伐。有司立廟於鄞縣。廟前桔二株合抱，

有花蝴蝶，桔蠹所化也，婦孺以梁祝稱之。按，梁祝事異矣。《金

樓子》及《會稽異聞》皆載之。夫女為男飾，乖矣。然始終不亂，

終能不變，精神之極，至於神矣，宇宙間何所不有，未可以為證。

75 

明代馮夢龍（1574－1646）《情史》卷十，引《寧波府志》後，另加案語： 

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婦孺呼黃色者為梁山伯，黑色者為祝英

台。俗傳祝死後，其家就梁塚焚衣，衣於火中化成二蝶，蓋好事者

為之也。76 

以上文人的記載大部分取材於歷史文獻及前人筆記小品，仍不超出《宣室志》

與《義中王廟記》的範疇，但在故事細節及人物行動上有較深刻的描寫，如山伯

得知英台已許馬氏子，會「悵然」；英台祭墳時「失聲哀慟」。另外將吳中的地方

風俗「呼花蝴蝶為梁山伯、祝英台」，甚至是蝴蝶顏色都有記載。 

（三）小說 

以「梁祝」故事為題材架構完整的小說，最早出現在馮夢龍《古今小說》卷

二十八〈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入話中，其載： 

又有個女子，叫做祝英台，常州義興人氏，自小通書好學，聞餘杭

文風最盛，欲往遊學。其哥嫂止之曰：「古者男女七歲不同席，不

共食，你今一十六歲，卻出外遊學，男女不分，豈不笑話！」英台

道：「奴家自有良策。」乃裹巾束帶，扮作男子模樣，走到哥嫂面

前，哥嫂亦不能辨認。英台臨行時，正是夏初天氣，榴花盛開，乃

手摘一枝插於花臺之上，對天禱告道：「奴家祝英台出外遊學，若

                                                 
75 引自（明）徐樹丕，《識小錄》（臺北巿：新興書局，1985年），頁 435。 
76 引自（明）馮夢龍，《情史》（江蘇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 778-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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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名全節，此枝生根長葉，年年花發；若有不肖之事，玷辱門風，

此枝枯萎。」禱畢出門，自稱祝九舍人。遇個朋友，是個蘇州人氏，

叫做梁山伯，與他同館讀書，甚相愛重，結為兄弟。日則同食，夜

則同臥，如此三年，英台衣不解帶，山伯屢次疑惑盤問，都被英台

將言語支吾過了。讀了三年書，學問成就，相別回家，約梁山伯二

個月內可來見訪。英台歸時，仍是初夏，那花臺上所插榴枝，花葉

並茂，哥嫂方信了。同鄉三十里外，有個安樂村，那村中有個馬氏，

大富之家。聞得祝九娘賢慧，尋媒與他哥哥議親。哥哥一口許下納

彩問名都過了，約定來年二月娶親。原來英台有心於山伯，要等他

來訪時露其機括，誰知山伯有事，稽遲在家。英台只恐哥嫂疑心，

不敢推阻。山伯直到十月方才動身，過了六個月了。到得祝家莊，

問祝九舍人時，莊客說道：「本莊只有祝九娘，並沒有祝九舍人。」

山伯心疑，傳了名剌進去。只見丫鬟出來，請梁兄到中堂相見。山

伯走進中堂，那祝英台紅妝翠袖，別是一般妝束了。山伯大驚，方

知假扮男子，自愧愚魯不能辨識。寒溫已罷，便談及婚姻之事。英

台將哥嫂做主，已許馬氏為辭。山伯自恨來遲，懊悔不疊。分別回

去，遂成相思之病，奄奄不起，至歲底身亡。囑咐父母，可葬我于

安樂村路口。父母依言葬之。明年，英台出嫁馬家，行至安樂村路

口，忽然狂風四起，天昏地暗，輿人都不能行。英台舉眼觀看，但

見梁山伯飄然而來，說道：「吾為思賢妹一病而亡，今葬於此地。

賢妹不忘舊誼，可出轎一顧。」英台果然走出轎來，忽然一聲響亮，

地下裂開丈餘，英台從裂中跳下。眾人扯其衣服，如蟬脫一般，其

衣片片而飛。頃刻天清地明，那地裂處只如一線之細。歇轎處，正

是梁山伯墳墓。乃知生為兄弟，死作夫妻。再看那飛的衣服碎片，

變成兩般花蝴蝶，傳說是二人精靈所化，紅者為梁山伯，黑者為祝

英台。其種到處有之，至今猶呼其名為梁山伯、祝英台也。後人有

詩贊云： 

三載書幃共起眠，活姻緣作死姻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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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關山伯無分曉，還是英台志節堅。77 

馮夢龍家中收藏著不少宋、元、明的話本，經過審慎遴選、整理，出版《古

今小說》。而後將《古今小說》作為「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

恆言》的總稱。 

這段故事是馮夢龍的《古今小說》中〈李秀卿義結黃貞女〉的入話。在此之

前的梁祝故事多是以山伯赴學途中，遇到男裝英台開始，不過馮夢龍〈李秀卿義

結黃貞女〉中的英台只是他所列舉數位「貞潔」女子之一，此段自然以英台的角

度來描述。 

與以往的傳說紀錄基本一致，英台為常州義興人，而山伯則籍設蘇州，地理

空間上有小差異。英台「女扮男裝」的行為，在傳統封建社會，極不合理，但唐、

宋的紀錄略而不提。為了說服讀者，《古今小說》中英台多了兄嫂阻止她去讀書，

並且加上了「生命指示物」78──「榴花起誓」的情節，表現祝英台性格中的勇

敢、自信、堅強的一面，反映了人們靈魂可以依附在身體外物體的古老觀念。影

響清代講唱中以「紅綾」「牡丹」為誓，或楚劇中「姑嫂打賭」等情節之濫觴。

末端也是以「化蝶」情節作結，眾人扯碎英台的衣服，變成蝴蝶，並且明確指出

「紅者為梁山伯，黑者為祝英台」，當時已經成形的「還魂」之說，未被馮夢龍

採用。最後以詩作結，再次強調英台的「貞潔」。這個故事情節已經很接近現在

我們所看到的梁祝故事，而以英台角度論述故事，多為後來的「梁祝」故事所本。 

從馮夢龍《古今小說》所敘述的「梁祝」故事，仍是受了傳統禮教的影響，

「榴花起誓」、結尾詩都是為了突顯出英台的「節」，不脫出唐代以來的「義婦」

的形象。因此，未著墨於英台追求「自由婚姻」。英台對於馬家的親事，僅「只

恐哥嫂疑心，不敢推阻」，淡化了反封建的色彩，同時也呼應了「榴花起誓」的

情節。 

（四）民歌 

民歌，指民間流行的小曲小調，是眾多人民在社會生活中，以口頭傳唱的方

                                                 
77 引自依馮夢龍《古今小說》（臺北市：建宏出版社，1995年），頁 347-348。 
78 一種與人物異質並且遙遙相隔的植物（或其他物件），能夠對她的生命和行為狀況作出准確的
反映，確實神秘而又稀奇。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神奇，人們把這種能夠顯示對人物生命趨向的物

件，稱為「生命指示物」（Lif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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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逐漸形成、發展，屬音樂與文學相結合的民間藝術。「民歌」中多反映的人民

的現實生活，因此「民歌」的地方色彩尤為濃厚。明代「梁祝」故事相關的文學，

除了文人的創作外，民間的表演藝術，也有多數以此為題材的作品。明代流傳一

首以「梁祝」為題材的民歌，如楚歌〈羅江怨〉： 

紗窗外， 

月影歪， 

山伯來訪祝英台。 

冤家閃得無聊賴， 

在杭州賣盡巧乖。 

今日裏訴出情懷， 

教人牽惹得相思害。 

想當初老實癡呆， 

誰猜你是個裙釵？ 

這場瞞哄真奇怪。 

想前生分薄緣虧， 

今世裏不得和諧， 

生生再結同心帶！79 

〈羅江怨〉以山伯之口唱出「訪友」的場面：未識英台女兒身的懊惱，對英

台的愛慕之情，以及不能結緣的無奈。 

（五）傳奇 

明傳奇是承宋、元的戲文而來。宋、元時的戲文，文字質樸、形式不夠嚴整；

到了明代，戲文唱詞採用北曲，吸收雜劇以弦索樂器伴奏的優點，逐漸成為優美

的長篇鉅製的明代傳奇。明代傳奇中演出「梁祝」故事不在少數，但可惜沒有整

本傳留，現列舉所保留下來的殘本： 

《牡丹記》：朱從龍（約西元 1573年前後）撰，此本亡佚。清代《古人傳奇

總目》、黃文暘《曲海目》、王國維《曲目》均錄此目。明呂天成《曲品》著錄有

〈牡丹記〉云：「朱春霖作，祝英台事」，朱春霖名從龍，《曲品》列為「下之下」。

                                                 
79 錄自明刊本《詞林一枝》。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臺北市：明文書局，1981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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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作用是否為英台的「生命指示物」，無法斷定。嚴敦易認為： 

祝英台涉及牡丹，似為傳說中所無，也許牡丹是用來代替祝英台男

裝游學，自盟心跡所手植的石榴的，假如是這樣，劇題強調這一點，

便是專在封建的女子貞潔說較上著眼。80 

《兩蝶詩》：王紫濤（約西元 1636年前後）撰，此本亡佚。傳鈔本《傳奇彙

考》及王國維《曲目》收錄此目。據考為韓憑故事的可能性較高。 

恐怕不是梁祝故事，因為韓憑夫婦青陵臺的故事也有化蝶，而韓妻

是曾作烏鵲歌二詩見志的，劇名繫「詩」字，便近於韓憑故事了。

81 

《英台記》：朱少齋（？）撰，此本亡佚。明祁彪佳（1602－1645）《明曲品》

收錄此目，又名《還魂記》，可見明代已有還魂的情節附會。 

《訪友記》：此本亡佚，作者不可考。清黃文暘（1736－？）《曲海總目提要》

卷三十五： 

不知何人作。記梁山伯訪祝英台事，相傳最久，故詞名有祝英台近。

而南中人指蝴蝶雙飛者為梁山伯、祝英台，亦因此也。英台，或云

上虞人，或云宜興人。 

《同窗記》：此劇全本已散佚，現僅存「梁祝」故事的單折戲五齣，其中四

齣都標明出自《同窗記》，分見於各戲曲選本： 

《天下時尚南北徽池雅調》卷一收錄〈英台相別回家〉及〈山伯賽槐陰分別〉

兩齣。路工把〈英伯相別回家〉歸於《同窗記》，但錢南揚在《梁祝戲劇輯存》

則云： 

〈英伯相別回家〉一齣，錄自《秋夜月新鋟天下時尚南北徽池雅調》

卷一，目錄無此目，書口題〈還魂記〉。明祁彪佳《遠山堂明曲品》

有朱少齋〈英台〉，注云：「即還魂」。然本齣必非朱作。本齣句調

                                                 
80 引自嚴敦易，〈古典文學中的梁祝故事〉，《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頁 136。 
81 同前註。 



     第二章  梁祝故事原型及演變現象 

 45

完全是民歌形式，除了〈夜行船〉半支之外。而且此半支夜行船，

也不是創作，乃是從元戲文〈柳嘗卿詩酒翫江樓〉中鈔來的，原文

見《雍熙樂府》、《吳歈萃雅》、《南音三籟》等書。這是一種地方小

戲，祈氏決不會收入曲品的，所以可以斷定是朱作外的另一本〈還

魂記〉，也許朱作就是根據此戲做的。 

〈英台相別回家〉唱詞保持了質樸真率的本色，未經過文士們的潤飾與加工

改製。描述祝英台返鄉時，沿途取十種景物為喻，這種重疊聯章的形式，採用了

民歌的表現手法。末尾以許妹相約。 

路工把〈山伯賽槐陰分別〉歸於〈還魂記〉。錢南揚以為此齣與〈河梁分袂〉

同一題材，一本戲曲中決不會重複兩齣道理，可見〈同窗記〉當不止一本。「槐

陰分別」原是董永和織女的故事，劇目〈山伯賽槐陰分別〉，即借董永和織女的

故事來描述梁、祝的分別；以「賽」字，表勝過董永和織女的「槐陰分別」。此

齣敘述山伯疑英台為女，英台巧為辯解的情節，英台用「三七二八四六日」的隱

語相約。可以看出傳說彼此間相互吸收、運用的痕跡。 

《新選天下時尚南北新調》卷上收錄〈河梁分袂〉。本齣已經文人之手，通

篇經史典故、仁義道德教條及典故堆砌，少了反映現實的通俗文學色彩。由〈英

台相別回家〉、〈山伯賽槐陰分別〉及〈河梁分袂〉三齣，雖然風格不一、腔調各

異，但已見「十八相送」的鋪敘。 

尚有《摘錦奇音》卷六收錄的〈山伯千里赴約〉及《纏頭百練》二集〈嘖囉

曲數卷〉所收錄的〈訪友〉。兩者曲詞相同，相當於「樓臺會」、「祝莊訪友」的

場景，描述梁祝分別以後，梁山伯依約往訪英台的情節。 

從這幾齣戲可以看出，在明代戲曲中，「分別」和「相訪」已被當做「梁祝」

故事的重要橋段，開啟後世講唱與地方戲劇對「十八相送」、「樓臺會」一段的延

伸。 

三、清代 

到了清代，「梁祝」文本比起明代之前，更為豐富，且有許多完整保存下來

的資料，以下從方志、文人記載、說唱文學、地方戲曲、民歌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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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志 

清代留有大量的地方志，記載「梁祝」故事的不在少數，列舉如下： 

清代瞿灝（？）《通俗編》卷二十： 

白仁甫祝英台，劇見《宣室志》：⋯⋯。82 

清代聞性道（約西元 1644年前後）《康熙鄞縣志》： 

晉梁山伯祝英台墓，縣西十里接待寺後。舊稱「義婦塚」，以謝安

嘗奏封英台為義婦也。事詳敬仰考李茂誠義忠王廟記。義忠王廟，

縣西十六里接待亭西，祀東晉縣令梁山伯，故有墓在焉。安帝時，

孫恩寇鄮，太尉劉裕夢山伯效力，致賊遁去。奏封「義忠王」，令

有司立廟祀之。 

宋大觀中，明州知事李茂誠撰記云：「⋯⋯。」83 

《康熙清水縣志》卷十一「人物紀」： 

梁、祝氏，諱英台，五代梁時人也。少有大志，學儒業。為男子飾，

與里人梁山伯遊，同窗三年，伯不知其為女郎。祝心許伯，伯亦無

他娶。及成歸家，父母已納焉氏聘矣。祝志惟在伯，伯聞而訪之，

不得而恚卒，窆邽山之麓。祝當于歸，道經墓側，乃以拜辭為名，

默禱以誠，墓內忽開，祝即投入，墓復合。誠千古奇事，邑人傳頌

不置，過者時有題詠云。84 

徐時棟（1814－1873）《光緒鄞縣志》： 

梁山伯祝英台墓，縣西十里接待寺後，有廟。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

比及三年，山伯初不知英台之為女。案《十道四蕃志》，義婦祝英

台與梁山伯同塚，即其事也。此事恍惚，以舊志有姑存。俗傳以墓

                                                 
82 引自（清）瞿灝，《通俗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年），頁 227-228。省略部分見（唐）
張讀《宣室志》原文。 

83 引自（清）聞性道，《康熙鄞縣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9-290，省略部分見
（宋）李茂誠《義忠王廟記》原文。 

84 引自（清）《康熙清水縣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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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置灶上，則蟲蟻不生。國朝李裕詩：「塚中有鴛鴦，塚外喚不起。

女郎歌以怨，輒來雙鳳子。織素澄雲絲，朱旛翦花尾。東風吹三月，

春草香十里。長裾裹泥土，歸彈壁魚死。」義忠王廟，一名「梁聖

君廟」，縣西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東晉鄮令梁山伯。安帝時，劉裕

奏封「義忠王」，令有司立廟。85 

曹秉仁《寧波府志》（完成於 1735年）卷三十四「塚墓」： 

梁山伯祝英台墓，鄞縣西十里接待寺後，有廟在焉。舊志稱「義婦

塚」，然英台尚未成婦，故改今名。事載遺事内。86 

以上幾則資料仍是本於唐以下的方志，所記載內容不超出《宣室志》與《義

忠王廟記》，大都是介紹梁祝墓、廟的由來。少數幾則記載梁、祝生平或地區不

同，如《清水縣志》卷十一「人物紀」中說梁、祝為五代梁時人，父母將英台許

配給焉氏，墓位於清水邽山；《宜興志》中也說梁祝的讀書處和塚墓都位於善權

山。可知「梁祝」故事在清代已廣泛流傳，並與流傳當地的風物結合，呈現出各

地的色彩。 

（二）文人記載 

清代吳騫（1733—1813）《桃溪客語》卷一、二，主要用來介紹祝陵的由來： 

蔣薰留素堂集：清水現有祝英台墓，嘗為詩以吊之。又舒城縣東門

外，亦有祝英台墓，今善權山下有祝陵。相傳以為祝英台墓，何為

英台墓之多耶？然英台一女子，何得稱陵，此由可疑者也。又談遷

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云。 

祝陵雖以英台得名，而墓道則不知所在。民居圜闠，頗稠密。⋯⋯

地故善釀，陳克詩有：「祝陵賣酒清若空」之句。騫嘗疑祝英台當

亦爾時一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踰制，故稱曰「陵」。碧鮮庵，

乃其平日讀書之地，世以其詭裝化蝶者。名字偶符，遂相牽合。所

                                                 
85 引自（清）徐時棟，《光緒鄞縣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90-291。 
86 引自（清）曹秉仁纂修，《寧波府志》（四）（臺北市：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58 年），頁

2396-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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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歟？87 

記載「祝陵」得名的原因、週遭環境，並提出懷疑，認為此陵中的「祝英台」

應為同名同姓者，而非故事所傳的主角。清代「梁祝」記載中，為英台立傳的完

整故事，當屬道光年間（1821—1850）的邵金彪《祝英台小傳》了。其云：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為

擇偶，英台曰：「兒出外求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

「九官」。遇會稽梁山伯亦游學，遂與偕至宜興善權山之碧鮮岩，

築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為女子。臨別梁，約曰：「某

月日可相訪，將告父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許之也。梁自以家

貧，羞澀畏行。父母以英台字馬氏子。後梁為鄞令，過祝家詢九官。

家童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梁驚語，以同學之誼乞一見。

英台羅扇遮面，側身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遺言葬清道山下。

明年，英台將歸馬氏，命舟子迂道過其處。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

泊。英台乃造梁墓前，失聲慟哭，地忽開裂，墜入墓中。繡裙綺襦，

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於朝，請封為「義婦」。此東晉永和時

事也。齊和帝時，梁複顯靈異，助戰有功，有司為立廟於鄞，合祀

梁祝。其讀書宅稱碧鮮庵。齊建元間，改為善權寺。今寺後有石刻，

大書「祝英台讀書處」。寺前里許，村名祝陵。山中杜鵑花發時，

輒有大蝶雙飛不散，俗傳是兩人之精魂。今稱大彩蝶尚謂「祝英台」

云。88 

上述內容是以祝英台為主線的「梁祝」故事，某些情節與〈義忠王廟記〉相似。

此處多了「父母欲為擇偶」和「以妹妻君」的故事，影響後來戲劇「自許婚姻」

的橋段。在前幾則紀錄中，「九」89是代表英台的數字，英台扮成男子在外，自

稱是「九舍人」、「九官」，這九也許是排名；然一般傳統，女兒是不列入兄弟排

                                                 
87 （清）吳騫，《桃溪客語》（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頁 14-26。 
88 （清）吳景牆《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引錄邵金彪《祝英台小傳》，見《梁祝文化大觀‧故
事歌謠卷》，頁 291。 

89 現代作品即表現出「九」的意含：或作師母慧眼識人，在梁祝二人拜師時，即看穿英台身分
而賜英台「九紅」為學名；或作英台於父親壽宴時，扮男裝與八位兄長一同祝壽，自稱「九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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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不論英台的兄長是否存在，英台跟九這個數字被連結在一起了。後來「梁

祝」戲劇上看到的「許九妹」，也就是「許英台」了。其餘情節大抵相同與馮夢

龍《古今小說》相似，只是多了英台讀書處的遺跡介紹。 

「梁祝」故事流傳至清代已遍及江南各地、各城鄉。另外，清代為各種文學

皆備，如唱本、傳奇、民歌、戲曲等各種形式，特別是唱本、戲曲的影響面最大。

清乾隆以後，隨著地方戲曲、曲藝的勃興，梁祝故事的歌詠演唱遍及全國。 

（三）說唱文學 

說唱文學是俗文學中重要的一類，以韻、散兩種文體交織而成，以散文說，

以韻文唱。唐代的變文、宋代的鼓子詞、諸宮調和元代的詞話，都屬於說唱文學。

明、清兩代以彈詞和鼓詞為主的各種說唱藝術發展，不但與通俗小說和戲曲的形

成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本身也有體貌多變的發展過程。說唱文學多自歷史故事取

材，也有來自民間傳說或小說戲曲者。而「梁祝」故事流傳於全國各地，在不同

的地方融合各地特色，它曾以民間故事、歌謠、傳奇、木魚書、戲劇、曲藝、音

樂等形式傳播。因為清代「梁祝」故事的文本很多，以下就寶卷、鼓詞、彈詞分

別討論，將文本綱目列出，列舉例證介紹： 

1. 寶卷 

寶卷乃繼變文之後，流行民間之另一講唱文學，又稱為「寶經」、「寶傳」、「科

儀」、「寶懺」等。寶卷源於講釋經文，演佛道故事，轉而取材自小說、戲劇及民

間傳說，並有延伸出文字遊戲，其演變之跡，則與變文同出一轍。寶卷之體製也

是韻散交雜的說唱藝術。有關「梁祝」故事的寶卷，屬於清代作品有：〈梁山伯

寶卷〉90、〈英台寶卷〉91及〈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寶卷全集〉92。 

關於〈梁山伯寶卷〉可參考第一節中，「牛郎織女」一段。 

2. 鼓詞 

鼓詞和彈詞是流行於不同地區的說唱相兼之曲藝。前者主要流行於北方，用

                                                 
90 根據上海文益書局發行之石印本。引自杏橋主人，《梁祝故事說唱合編》（臺北巿：古亭書屋，

1975年），頁 6。 
91 根據丙午年菊月立顧智德堂抄本。引自（日）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東京市：國書
刊行會，1975年），頁 172。 

92 根據光緒初抄本。引自戴不凡，〈梁祝故事三種〉，《小說見聞錄》，頁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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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和三弦等樂器伴奏，主要說唱鐵馬金戈的戰爭故事。後者流行於南方，用三弦、

琵琶伴奏，主要說唱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 

鼓詞又稱「鼓兒詞」，或稱「說唱鼓書」、「大鼓書」，是韻、散相間的說唱形

式。唱鼓詞者，小鼓一具，配以三弦，二人唱書，謂之鼓詞兒。唱詞為七言或十

言句，以七言爲主，以說白來銜接內容，大致上，議論敘事多用說白，記景寫情

則用唱詞。 

鼓詞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又說又唱的成本大書，另一種是只唱不說的小

段。習慣上，前者稱為鼓詞，後者稱為大鼓。大鼓出現較晚，它是從鼓詞「摘唱」

來的。所謂「摘唱」，即從鼓詞中摘取精彩的一段來演唱。清中葉前後漸漸興盛，

並有了專門為此創作的作品；於是它便與鼓詞正式分開，成為另一種曲藝。 

鼓詞大部分是寫前代忠臣良將南征北戰的故事，其中雖有一些歷史的影子，

但絕大部分是虛構的，也還有不少神仙道化的描寫。還有一部分鼓詞是由文學名

著改編的，這些鼓詞一般與原作出入不大，對這些文學名著的普及有很大作用。

清代有關「梁祝」故事之鼓詞為：《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93、

《柳蔭記》94、《祝英台辭學》95。 

《柳蔭記》內容相當於《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但情節

更為豐富。唱詞以七言爲主，說白則用散文。而與《團圓記》不同的，鼓詞中插

入詩跟祭文，人物對話多以詩體表現；四九、英台哭墳時的祭文，亦是以長篇詩

體表現。此版本在梁祝化蝶之後，神仙出現，讓兩人得以「還魂」，不但學會一

身功夫，為地方除暴安良；更受皇上賜婚、封王。雖然結局以「大團圓」形式，

是為了迎合當時民間的思想，但卻顯得「狗尾續貂」，削弱了化蝶悲中帶喜的餘

韻。《柳蔭記》鼓詞內容對封建王朝歌功頌德，並含有道德教化意義：「到底路遙

知馬力，日久自然見人心。因此纂成書一本，留在世間勸化人。」明顯看出是經

過文人的潤飾。但就篇幅及形式而言，《柳蔭記》是相當典型的長篇說唱鼓詞，

比起其他「梁祝」文本，其故事鋪敘的程度更多。96 

3. 彈詞 
                                                 
93 根據清末河南刻本，上海清末石印本校勘。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臺北市：明文
書局，1981年），頁 55-105。 

94 根據清末（約 1870年）四川桂馨堂刻本。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06-180。 
95 根據清光緒三年許昌成文堂刻本。轉引金秀炫，《中、韓梁祝故事之演變與比較研究》，頁 75。 
96 參考林美清，《梁祝故事及其文學研究》，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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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詞是由宋代「陶真」和元代「詞話」發展起來的。歷來有「彈唱詞話」、「文

書」、「說小書」、「評彈」、「南詞」、「弦詞」等名稱，以「彈詞」最為普遍。「彈

詞」當在明嘉靖年間風行。彈詞大多數是長篇作品，由說（說白）、噱（穿插）、

彈（伴奏）、唱（唱詞）幾部組成的。說白部分為散文，唱詞部分基本上是七言

韻文，有時也略有變化，加上三言的襯句，成為三、三、七或三、三、四的句式。

彈詞中的開篇沒有說白，短的只有兩韻四句，長的也不過十幾韻。主要是起定場

作用，把聽眾的興趣引向正書上來，正如宋人說話中的入話一樣。彈詞有「國音」、

「土音」之分。國音彈詞是用普通話寫的；土音彈詞是用方言寫的，或者夾雜有

方言的，以吳音彈詞為最多。「梁祝」故事彈詞作品有七種：《新編金蝴蝶傳》97、

《新編東調大雙蝴蝶》98、《全本梁山伯即係牡丹記南音》99、《士九問路》、《英

台回鄉》、《英台拜月》100、《山伯訪友》101。 

《新編金蝴蝶傳》及《新編東調大雙蝴蝶》，內容與《團圓記》相同，也有

還陽、封官、團圓等的情節，死後兩人化為蝴蝶。雖然結尾仍是「化蝶」，但失

去所代表追求自由婚姻而犧牲的意義。特別的是將梁、祝拜於孔子門下，成了聖

人子弟了。 

《金蝴蝶傳》與《大雙蝴蝶》這兩本彈詞完成年代相近，故事內容及團圓結

局也相近，但《大雙蝴蝶》的篇幅多了三倍，因此，插入許多與故事內容不相關

的情節，如：山伯乘船往書院途中，下船與船家的問答；青樓女子欲托終身等的

情節。雖然達到鋪述的效果，但是和「梁祝」故事原有面貌，相去甚遠。且唱詞

非口語，而有文字雕琢的痕跡，已不是民間文學作品的風格，而有傳統古典文學

以文言為主的基調。「梁祝」彈詞多經文人的編撰，雖然辭藻精雕細琢，卻不易

大眾化；而大團圓的結局，減弱了劇情的張力與原型的意涵，因此，「梁祝」彈

詞無法長久流傳與深植民心102。 

                                                 
97 根據清乾降乙丑年（1769 年）江蘇蘇州民間藝人抄本。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37-258。 
98 依據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寫定，道光三年（1822年）文會堂補刊本。引自路工輯，《梁
祝故事說唱集》，頁 259-345。 

99 依據清末廣州芹香閣刻本編印。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8-233。 
100均屬於龍舟歌，分別依據清以文堂之木刻本、成文堂本刻本及清以文堂機器本。轉引金秀炫，

《中、韓梁祝故事之演變與比較研究》，頁 76。 
101依據廣州五桂堂機器版本排印，屬於龍舟歌。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5-187。 
102林明輝，《梁祝戲曲與音樂之研究》（高雄市：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7年），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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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戲曲 

中國的戲劇以作者言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一為文人的戲劇，一為民眾的戲

劇。前者文字典雅，難以理解，多流行於大城市中；後者文字通俗，容易領悟，

多流行於小城鄉鎮。以下介紹幾個清代發展較成熟的劇種： 

1. 川劇 

「川劇」是流行在四川、貴州、雲南一帶，集有多種聲腔的一個風格特殊大

劇種，包含了「高腔」、「崑腔」、「胡琴腔」、「彈腔」、「燈戲」五大聲腔，各自獨

立又互相交融。「高腔」是川劇的主要聲腔，約於明末清初，弋陽腔流入川境，

而弋陽腔原是一種最富於侵占性與吸收性的腔調。 

「崑腔」約於明末清出傳入四川，據推測，可能是楊慎被貶帶到四川的，以

四川方言唱、演形成「川崑」。但因崑曲的文辭太雅，音樂變化不多不如高腔那

般受人歡迎。「川劇」融合「高、崑、胡、彈、燈」，既具有深厚的巴蜀文化傳統，

又有豐富的四川民間音樂的地方特色；其劇本因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語言的生活

氣息很農、幽默風趣，使得川劇成為中國傳統戲曲的一顆耀目明珠。 

《柳蔭記》103是川劇最著名的版本，共有十二場：柳蔭結拜、英台辭館、山

伯送行、英台歸家、罵媒、山伯訪友、山伯寄書、求藥方、英台下山、百花樓、

英台打樓、封官團圓。由劇本分場目次來看，故事內容與「鼓詞」《柳蔭記》應

屬同一系統。 

《柳蔭記》最特別的是「罵媒」。南方早期有個特殊的風俗習慣：新娘出嫁

之前要邀集親戚朋友到家中歌唱，此歌唱習俗，在四川稱為「坐歌堂」，若找到

好姻緣，就以歌唱方式表示感謝；但若新娘不樂意媒人所牽成的對象，就以歌詞

表現自己的憤怒。而「罵媒」就是早期四川女孩出嫁時，所唱出對封建壓迫的不

滿與抗爭。《柳蔭記》中，英台的悲憤轉嫁到「罵媒」的尖酸刻薄，使川劇《英

台罵媒》與其他戲曲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著迥然不同的風格。 

2. 洪桐戲 

洪桐戲，又稱洪桐道情或洪趙道情，是山西洪桐、趙城一帶之地方戲。原為

唱曲，後吸收當地民歌小調，且受蒲劇影響，唱腔分高調、宮調、平調三種；在

                                                 
103引自林明輝，《梁祝戲曲與音樂之研究》，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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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子功、手帕功、扇子功的運用，有獨到之處。多半是農民臨時組織的戲班，在

陰曆正月農閒的時候，在各村莊演出。全班不過三四人，僅一副鼓板，也不用戲

臺。有一特點，沒有生角，以丑、旦為主角。關於「梁祝」故事者有兩種：《梁

山杯全本》、《梁山杯探朋》104。 

前面一齣雖名「全本」，實際只有山伯送英台回家一段。因洪桐戲沒有生，

故以丑扮梁山杯105。唱詞也多農村景物及土語，充滿鄉土情趣。 

3. 滇劇 

滇劇是雲南省的主要地方戲劇，淵源於秦腔及徽、漢二調，後又受平劇、川

劇的影響，終於清乾隆年間形成。滇劇的表演有些特殊的技術，如翅子功、變臉

等，比較不重武戲，即使有，亦偏舞蹈。音樂唱腔分胡琴、襄陽、絲弦三大類。

表演細膩，長於表現歡樂喜悅的情緒。流行於雲南、四川、貴州的部分地區。關

於「梁祝」故事的戲劇有〈山伯訪友〉106。 

〈山伯訪友〉全本分為六齣，各有劇目：「山伯訪友」、「英台會兄」、「書房

敘情」、「辭地出莊」、「山伯得病」、「四九求方」。內容敘述山伯訪英台一段，至

山伯病故。 

4. 南管 

南管的歷史十分悠久，但其源流缺乏可靠的史料。南管戲原稱「七子班」，

又稱「七色班」、「梨園戲」、「七腳戲仔」等，所謂「七子」是指生、旦、丑、淨、

末、外、貼七種角色。演唱以泉州鄉音為主，與崑曲極為相近，因此又稱「泉州

絃管」；所演劇目，大抵為元、明舊有傳奇。後來七子班日趨沒落，於是原來戲

劇變成了清唱，即後日的所謂南管。根據吳守禮的《清乾隆間刊同窗琴書記校理》

中，有關「梁祝」故事者，就是〈同窗琴書記〉107。 

全本共分二十四齣：「仙伯遊春」、「英台賞花」、「入賞花園」、「遇摘牡丹」、

「仝說牡丹」、「仙伯行」、「英台行」、「入學從師」、「馬家求親」、「畫美人」、「看

                                                 
104根據山西洪桐同義堂刻本。引自周靜書主編《梁祝文化大觀‧戲劇影視卷》，頁 392-398、

399-401。 
105臺灣歌仔冊中將〈山伯英台〉寫成〈三伯英台〉，是因閩南語「山」、「三」發音相近的關係；

依此推測洪桐戲中的「梁山伯」作「梁山杯」，應與當地發音有關。 
106清光緒十五雲南榮煥堂之木刻本。轉引金秀炫，《中、韓梁祝故事之演變與比較研究》，頁 79。 
107清乾隆四十七年刊本。轉引金秀炫，《中、韓梁祝故事之演變與比較研究》，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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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巡視」、「送琴書」、「英台歸家」、「仙伯辭師」、「仙伯歸家」、「掞鴛鴦」、

「人心送」、「見會公」、「報相思病」、「探病」、「打媒婆」、「封官主婚」、「團圓拜

賀」。 

由劇目可知為大團圓的喜劇收場，與傳統化蝶的淒美結局不同。雖然〈同窗

琴書記〉屬「梁祝」團圓的系統，但「由山伯獻計，寫信給老師解圍，結局封官

團圓」與其他團圓結局的方式不同，且英台在學堂與同學打架的情節，更是未見

於其他版本，相當獨具一格。 

（五）民歌 

清代搜集民歌而編成專集的風氣非常盛行，所採集的民歌範圍很廣，其中粵

歌為清代民歌的代表。關於《梁祝故事》的民歌有兩種：〈梁山伯歌〉、《梁山伯》。 

〈梁山伯歌〉108為長篇敘事民歌，七言一句，五句一段，共計大約一萬三千

五百多字，主要的情節與傳統「梁祝」故事相同，結尾部分多了：馬氏至陰府告

狀，山伯與英台的精魂送往張家和李家，二人長大後同結再世姻緣。〈梁山伯歌〉

除了七字唱句，插進去許多獨立小曲：「十琇」109、「十想郎」110、「十嘆」111、「十

唱良歌勸君」112、「十送郎」113、「十二月想思」114、「十項樂房」115、「十封書札」

116、「十哭郎」117、「嘆五更」118。唱詞簡潔明朗，結構緊湊，可以與〈孔雀東南

飛〉媲美119。另外，還有粵風的民歌〈梁山伯〉： 

古時有個梁山伯， 

常共英台在學堂， 

同學讀書同結願， 

                                                 
108根據清初（約 1660年左右）浙江忠和堂刻本編排。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52。 
109祝英台唱詞，時房中繡花文。 
110祝英台唱詞，時父許婚於馬氏。 
111梁山伯唱詞，在知道了戀愛失敗以後。 
112祝英台唱詞，勸慰山伯。 
113祝英台唱詞，送山伯到涼亭。 
114梁山伯唱詞，歸後思念成疾。 
115祝英台唱詞，知道山伯生重病時。 
116祝英台唱詞，求山伯身體保重。 
117祝英台唱詞，時山伯已死。 
118祝英台唱詞，時山伯已死。 
119參考金秀炫，《中、韓梁祝故事之演變與比較研究》，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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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同宿象牙床。120 

〈梁山伯〉一曲接近山歌形式，以「梁祝共學」為詠唱題材。 

清代說唱藝術、地方戲曲、民歌等，唱出了民眾對愛情的關切與期待，且因

為流傳區域甚廣，在劇情的細節上，各有不同。而多數以「團圓」為結局的作品，

有著神話式的想像。雖然減少或刪除「化蝶」的情節，但反映了人民對梁、祝的

同情與支持，是補償心理的延伸。 

「梁祝」故事是一個單純的愛情故事。男女主角從相識、相知到相愛，真實

的反映了封建社會中青年男女的愛情要求，而不圓滿的姻緣和雙雙殉情則深刻的

反映了封建禮教對他們的迫害。故事的成形，由唐代《十道四蕃志》「義婦祝英

台與梁山伯同塚。」的一句紀錄，到後來「女扮男裝」、「三載同窗」、「十八相送」、

「山伯訪友」、「英台哭墳」、「殉情化蝶」，歷經千餘年的孳乳與演變，不斷改造

和再創作，使故事情節不斷豐富發展，發展出同樣題材卻不同樣貌的「梁祝」作

品。 

依明代徐樹丕《識小錄》所載，「梁祝」故事最早發生於東晉時期，唐代梁

載言《十道四蕃志》也只紀錄兩人同塚之事，引發人們的聯想。到了晚唐張讀《宣

室志》，附會上了「女扮男裝」、華山畿的「入墓殉葬」，紀錄了梁、祝兩人生前

「同窗」、「訪友」等的交往情形。而保存於韓國漢學古籍的羅鄴〈蛺蝶〉詩，證

明「梁祝」故事在晚唐，已經增加韓憑、焦劉「死後化形」的情節。宋代李茂誠

的《義忠王廟記》隱含了理學的道統，延續唐代英台的「義」，又加上山伯的「忠」，

但人物的背景有更進一步的交代。此時，「梁祝」故事不僅只出現在地方志，也

開始延伸到歌曲音樂〈祝英台近〉。元代延續唐代地方志與宋代廟記的，更將「梁

祝」故事發展至戲曲方面的演出；明代在此之上，更豐富了傳奇中梁、祝二人在

分別與相會時的互動。馮夢龍亦將「梁祝」故事，編寫成架構完整的小說。到了

清代，「梁祝」故事的流傳已遍及中國各地，故事呈現各種型態表演，使「梁祝」

故事深植民心。 

                                                 
120錄自清乾隆間李調元編的《粵風》。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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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兩代的「梁祝」故事，屬於民間故事孳乳的過程；而元、明、清的文

學類型的成熟與多元化，讓「梁祝」故事以不同的類型表現，發展出不同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