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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梁祝故事核心人物形象塑造 

「梁祝」故事除了在地方誌、文人作品中被記載流傳，也轉化為戲曲、講唱

等表演藝術的題材。王亞平在〈民間藝術中的梁山伯與祝英台〉1一文中，將「梁

祝」故事受民眾喜愛的原因，歸納為四點：（一）封建制度下不自主的婚姻悲劇，

（二）兩位主角的突出性格，（三）故事兼具傳奇性與現實性，（四）結合地方流

行藝術。故事的結構，由簡短的描述到有起始、經過、結局的完整情節。而舞臺

上的呈現，除了豐富劇情上的細節，對人物對白、行動也更加細膩的描述。亞里

斯多德提到：「人物之性格係表現於他的動作或者說行為之中。」2不論是故事文

本，抑或舞臺戲劇，人物形象的刻畫須藉由外顯的對白與行為來表現。因為「梁

祝」乃「傳說」故事類型，因此在故事人物的形象塑造，可以區分為文人塑造與

民間流傳兩個方面。文人為了在「梁祝」故事上賦予道統意義，因此強調祝英台

的「義」與梁山伯的「忠」；而民間的「梁祝」多以說唱藝術或戲曲來表達，因

此在故事人物行動及對話上多加描述，人物形象更貼近一般群眾。 

在「梁祝」故事中最重要的兩個人物──梁山伯與祝英台，王亞平認為是：

「一個聰明、一個憨直；一個有心、一個不解；一個有情、一個不知道接受。」
3梁山伯的憨直，對比出祝英台的聰明。索紹武更是認為梁山伯是「懦弱無能」，

而祝英台是「作繭自縛」，因而造成兩人無法成婚的悲劇4。兩位主角外的人物，

如兩家父母、書僮丫環、先生師母等，元代以前文人筆下的紀錄，較少被提及；

直到明、清兩代，民間曲藝發展興盛，對故事情節與人物行動有更詳盡的描述，

這些配角才有更多的著墨。 

本章將以第二章所探討之文本為主，並參考《梁祝文化大觀》所蒐集的口傳

故事，架構出「梁祝」故事中的人物，在民國前的形象。 

                                                 
1 參考王亞平，〈民間藝術中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北京市：中華
書局，1999年），頁 34-38。 

2 引自（希臘）亞里斯多德撰、姚一葦譯，《詩學箋註》（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印行，1966年），
頁 84。 

3 引自王亞平，〈民間藝術中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頁 35。 
4 參考索紹武，〈懦弱無能梁山伯  作繭自縛祝英台──梁祝故事和戲曲中梁祝形象分析〉，《名
家談梁山伯與祝英台》（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頁 26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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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女主角祝英台的形象 

歷代的文本紀錄，大部分都是以祝英台做為故事敘述的主線5，以故事敘述

完整且最早的文本，馮夢龍《古今小說》卷二十八〈李秀卿義結黃貞女〉為例：

由她喬裝求學開始，直到最終投墳化蝶，就是以英台的行動來推動故事的進行。 

一、聰穎機智：掩飾女扮男裝的行動 

若沒有祝英台的「女扮男裝」，則「梁祝」故事便無法展開；而英台「女扮

男裝」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到書院讀書。從小，英台就是一個聰明的女孩，《新

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中記載： 

一週兩歲娘懷內，三週四歲甚聰明， 

五週六歲知南北，七八歲上學繡針。6 

英台三、四歲時，已經表現出她的聰明；到了五、六歲，已經懂得許多學識。

但受限於英台是女孩，她只能學習繡針的活。雖然英台學習的項目是刺繡，但在

作品的取材上，不只有花草蟲鳥，如〈梁山伯歌〉中： 

九姐房中繡花紋，五色紅絨手中存， 

一繡天上並日月，鬥牛宮中振乾坤，王母娘娘蟠桃會。 

二繡麒麟奔山間，八仙飄海鬧洋洋，采荷仙姑不慌忙。 

三繡織女配牛郎，七星鵲橋會一場。 

四繡天仙七姊妹，三位仙姑下凡來，三姐喜配催文瑞，四姐東京鬧

過來，七姐董永兩和諧。 

五繡洞賓戲牡丹，鐵板橋邊把藥盤，萬藥俱全不相干。 

六繡孫猴鬧天宮，十萬八千稱大聖，火煉金丹中何用？緊箍咒兒落

身窮。 

七繡七星向下飄，呂布貂蟬魂魄消，風儀亭前會結好。 

八繡孫臏並龐涓，五雷陣前顯威嚴，三斬胡擂喪黃泉。 

九繡廣東花如錦，洛陽橋下采蓮船，王孫公子千千萬，黃金抛滿亂

紛紛。 

                                                 
5 參考敘祿，〈祝英台──梁祝傳說的主線〉，《江蘇地方誌》第 6期（2003年 6月），頁 43-45。 
6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臺北市：明文書局，1981年），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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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繡滿天星不平，地下是獸與飛禽，百鳥朝鳳愛煞人。7 

英台在繡房刺繡，從「織女配牛郎」、「七姐董永兩和諧」等愛情神話到「呂

布貂蟬魂魄消」、「孫臏並龐涓」等歷史故事，都是她作品的題材，不僅手藝出眾，

也能表現英台博覽書籍，讓父母都對女兒的學識，稱讚不已。也對她身為女兒身

感到遺憾，讓英台興起到書院求學的念頭。鼓詞《柳蔭記》：「爹娘淚落衣巾上，

只爲家中少兒郎，無有子弟把學上。」8英台的才學志向，甚至是家中其他男孩

子比不上的。 

身處書院中，祝英台為了保持自身的貞潔，除了要避免梁山伯發現自己的扮

裝，更要防範書院老師及同學識破。在〈師母巧編竹牆隔梁祝〉9及〈紙糊帳〉10

中，是由師母的幫忙，以竹牆或紙糊帳來隔開兩人，避免夜裡翻身不慎洩漏身分，

讓英台得以保全潔操；而英台還故意先犯規受罰，讓梁山伯不敢逾越。 

除了床以牆或帳隔開，《古今小說》中，對於山伯懷疑英台衣不解帶的原因，

都被英台支吾帶過。而〈梁山伯歌〉中，祝英台面對梁山伯的疑惑，採取一連串

的行動。首先為了解決與山伯同床共寢的尷尬，英台主動建議： 

哥哥聽我說端詳，你買紗羅來做帳， 

我買柏木打涼床，二人攻書共一房。 

就請裁縫並木匠，涼床要打丈二長， 

帳子要做丈二闊，中間好放籠和箱， 

不許手足亂忙忙。11 

床與帳子的尺寸已經是常人身高的兩倍（丈二，約三點五米），為了中間放

著籠子和箱子隔開。接著，山伯發現英台不與之一同洗澡，連晚上就寢也不脫外

衣，詢問何故？英台回答：自幼體弱多病，父母怕自己著涼，在衣服縫上了三百

六十顆釦子，穿脫都要花上大半天，只好一直穿著。 

幼小有病在身上，爹娘有意不改裳， 

三百紐絲六十扣，解得開來天了光， 

                                                 
7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19。 
8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07。 
9 參考周靜書主編，〈師母巧編竹牆隔梁祝〉，《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北京市：中華書局，

1999年），頁 157-158。 
10 參考周靜書主編，〈紙糊帳〉，《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59-161。 
11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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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能有幾天長？12 

在與山伯同處的日子，仍會有女性特徵不小心被發現： 

棗子樹下好乘涼，忽然一陣女花香， 

對著英台笑吟吟：胸前雙隻大奶膀， 

莫非是女扮男妝？英台上前說原因： 

麻衣相上有幾行，兩手過膝貴人體， 

胸前奶大坐朝廊，看書不到莫顛狂。 

英台不必強自爭，各人解帶脫衣巾。 

誰是男子誰是女？管你貴人不貴人， 

自然一刻辨分明！ 

英台聽說嚇一驚，連忙抽身去學堂： 

後花園內打棗子，爲何脫衣比身上？ 

還要先生作主張！先生堂上喝一句： 

各自上位習五經，從今不許亂閒談， 

讀書寫字要用心，終朝每日要二呈。13 

英台不慎將女性的第一性徵曝露出來，引起山伯懷疑：「莫非是女扮男妝？」

英台急忙以面相書《麻衣相法》回答：胸大是當官的相貌。直到被山伯鬧著要脫

衣驗身，才急忙請老師幫忙。祝英台不只表現出臨場應對的從容，也表現出她的

學識內涵，能運用書籍所學來反駁。 

另外，在《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中，山伯發現英台： 

走路好像女子樣，說話尤是女子聲， 

臉上現有杭粉迹，耳上現有釵環印。14 

耳環痕又是一個古時區分男女的一個象徵。英台雖已小心扮演男生，但有時

仍會露出女態，只得推說是為了敬神，扮演觀音所留的： 

莊上有個觀音會，年年叫我扮觀音， 

                                                 
12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2。 
13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2。 
14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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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上才有杭粉迹，耳上才有釵環形。15 

傳統風俗讓男子穿上耳洞的原因是：若男子小時候不好帶，父母怕孩子夭

折，會讓兒子穿耳洞、戴耳環，當女兒來養，因傳統上女孩命較卑賤，命格也比

較硬，比較容易生存。在民間故事〈英台作詩托終身〉中，就釋以此風俗解釋了

耳環痕的由來，也將「九妹」作為小時的乳名16。另外，《牡丹記》中，山伯以

睡芭蕉葉測試英台： 

又到諸生嗟歎熱得淒涼，就將蕉葉爲眼席， 

得來荐睡凍如霜；但系男人睡過青青綠， 

睡來瘀色就系女嬌娘。英台把佢眼蕉葉， 

偷鋪瓦面務到天光，五鼓鋪翻原睡處， 

誰知葉綠重非常。17 

傳言女孩子躺在芭蕉葉上，因體溫較高，芭蕉葉乾的快，容易枯黃。若英台

躺過的芭蕉葉變色，就會被發現是女孩子，因此她半夜偷偷將芭蕉葉鋪到屋頂

上，天快亮才拿回房哩，保持芭蕉葉的翠綠。民間故事〈三載同窗生死戀〉18也

有相同的紀錄。 

《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19描述同學因英台打鞦韆的方式

譏諷她非男兒： 

眾人來到花園內，鞦韆架上散散心。 

眾人便抱鞦韆打，打得香汗濕衣巾。 

英台也把鞦韆打，他比別人打得精。 

眾人一見哈哈笑：九紅是個女釵裙。 

英台聽說回言答：眾位窗兄在上聽， 

自幼在家從小學，跑馬射箭手帶弓， 

自幼學的軟腰法，因何把我當釵裙。20 

打鞦韆是女子所擅長的活動，英台既然擅長打鞦韆，難怪會被同學們懷疑是

個女子。此段也說明英台對於騎馬、射箭相當在行。 

                                                 
15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7。 
16 參考周靜書主編，〈英台作詩托終身〉，《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99-113。 
17 參考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94。 
18 參考周靜書主編，〈三載同窗生死戀〉，《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95-98。 
19 參考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7。 
20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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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雙飛梁祝魂〉中，山伯因小便方式懷疑英台的身分： 

一日，學堂放端午假，兩人外出遊玩，走到半路，祝英台講：「師

兄，我有點尿急。」梁山伯講：「儂去撒嘛！」「這裏沒有蹲坑。」

「後生撩起衣裳撒好啦。」祝英台講：「儂人呀，也算是讀書人！

我們不是田頭百姓，日有日值神，夜有夜值神，汙氣沖天怎麽行？

一定要有坑子，沒坑子也要蹲著撒。」從此以後，梁山伯撒尿也蹲

著啦。21 

英台以讀書人不該污穢環境，以免對神明不敬，巧妙的掩飾過去，甚至連山

伯都跟著改以蹲姿。不論故事版本是取材何種考驗，除了突顯出祝英台的聰穎，

也可見女扮男裝在週遭都是男子的環境三年，仍可保有貞潔，是多麼不容易的事

情。 

二、剛烈性格：抗婚殉情的原動力 

祝英台女扮男裝求學，追求婚姻自主，抗婚不成以身殉情，展現了個性中剛

烈的特質。關於傳統的婚姻制度，早已有「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22在傳統社會制度下，自由婚姻是不存在的，婚姻必須經過

父母的同意，透過媒人的牽線。祝英台與梁山伯同窗三年，並且愛上了山伯，欲

與之結為連理，於是主動積極爭取。在愛情上，祝英台站在主動的立場，但她的

主動性格是內隱的，一方面仍是受到禮教制度的規範，一方面也受到生命指示物
23的制約，因此表現出來的行為是含蓄的。 

在「十八相送」中，祝英台不斷用隱語暗示自己的身分與締結姻緣的企盼。

如《同窗記》： 

哥哥送我到井東，井中照見好顏容，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 

哥哥送我到青松，只見白鶴叫怱怱， 

兩個毛色一般樣，未知那個雌來那個雄？ 

                                                 
21 參考周靜書主編，〈蝙蝠雙飛梁祝魂〉，《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35-38。 
22 語出《詩經‧齊風‧南山》。引自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市：經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2
年），頁 17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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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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送我到廟庭，上面座的是神明； 

兩個有口難分訴，中間只少個做媒人。 

東廊行過又西廊，判官小鬼立兩旁， 

雙手拋起金聖筶，一個陰來一個陽。 

…… 
哥哥送我到長河，長河一對好白鵝， 

雄的便在前面走，雌的後面叫哥哥。24 

祝英台以井中影、神明像、白鶴、白鵝等，傳達自己扮裝的訊息；但梁山伯

完全沒有接收到，只是以介紹性的口吻道：我們到井邊！這裡有棵松！甚至認為

祝英台「今日口嘴這等多？」令英台又好氣又好笑，逼不得已只好假托家中小妹，

自許婚姻。在「十八相送」過程中，祝英台眼見梁山伯一直不能領會她的暗示，

顧不得羞怯，因此隱語一次比一次明顯。 

鼓詞《柳蔭記》裡，英台得知父母將自己許配給馬氏時，表達出對父母的埋

怨： 

⋯⋯ 

英台聽說魂魄喪；父母做事不商量， 

不管女兒願不願，知我性命長不長？ 

然何收了馬家禮？將奴許與馬家郎？ 

這段姻緣奴不想！焉能地久與天長？25 

她埋怨父母逕自定下婚約，也詛咒自己的命不長，與馬氏的婚姻不長久。有些文

本中，英台並沒有直接對父母表達自己的埋怨，她情緒的宣洩比較含蓄，如〈梁

山伯歌〉中： 

一更裏來怨當初，憶昔當年往杭州， 

只望生死同一路，誰知半路把我丟， 

抛別奴家在後頭！二更裏來怨爺娘， 

埋怨爺娘沒主張，鮮花插在浮泥上， 

前生燒了斷頭香，今生夫妻不成雙！ 

三更裏來怨媒人，惱恨媒人不正經， 

                                                 
24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3。 
25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18。 



沿襲與新創：現代梁祝影視作品研究      

 64

強媒作主將奴聘，豈知奴是鐵石人， 

烈女不嫁二夫君！四更裏來怨自身， 

紅顔女子少緣姻，相思害得長掛念， 

牙床獨睡福分差，說起心酸肉也麻！26 

英台知道父母將她許配給馬家，甚至是得知山伯逝世的消息，僅在房中哭

泣：怨山伯身亡，怨父母只聽媒人片面之言，怨媒人自作主張，但都只是英台自

己的內心話，祝父、祝母根本不知道英台不願嫁入馬家。而英台抗婚最明顯的行

動則是在川劇《英台罵媒》上： 

罵得待我高聲罵，背時馬郎短命鬼子遭刀殺。 

你管姑娘嫁不嫁，無故託媒來作伐。 

姑娘好比鳳凰駕，你好比林中小烏鴉。 

烏鴉豈配鳳鸞駕，鳳凰展翅把你殺。 

又好比貓兒上了鸚鵡駕，惹得鸚鵡鬧喳喳。 

又好比萌芽出土遭腳踏，嫩花出土拌斷芽。 

⋯⋯ 

賊啊賊，要成親，休想罷， 

除非是海枯石現，鐵樹開花。 

⋯⋯ 

哎呀！轉身來又把媒婆罵，背時婆娘遭天殺。 

你不該走東家，去西家。 

又說東家茶好吃，又說西家酒生花 

一進門，說大話，唧唧嚨嚨說一吧。 

又說馬家門戶大，又說姑娘有緣法。 

不知你看中了馬家咤！就該將你姐兒妹子姑婆孃孃嫁給他。 

奴願你嫁千個男子還守寡，死後埋在墳杈杈。 

行船又把跟斗打，宿店又遇賊子殺。 

死在陰司罪惡大，鋼狗鐵蛇把你挪。 

一時又把刀山下，一時又把大刀札。 

鋸子解你紛紛碎，磨子推你成花花。 

拔你舌，把你拕。 

板子打，挨嘴巴。 

                                                 
26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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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銅柱，油鍋炸。 

時常與你帶個大鐵枷，磨得你婊子婆娘喊乾媽。 

早知陰司法律這樣大，不吃油水免受法。27 

英台的悲憤轉嫁到「罵媒」上，原先埋怨馬家逼婚，哀嘆自己必須屈就終身；

到後來罵起畏勢的媒婆，甚至以「奴願你嫁千個男子還守寡」、「行船又把跟斗

打」、「宿店又遇賊子殺」、「死在陰司罪惡大」，詛咒她守寡、翻船、遇賊、下地

獄，死後受盡各種刑罰。《英台罵媒》中，英台用強烈的措辭、堅決的態度，反

抗與馬家的聘約，不僅埋下最終殉情的因子，也深刻表現她性格中的剛烈。 

三、受封義婦：文人賦予的道統意義 

由「梁祝」最早的紀錄中，不論《十道四蕃志》或《宣室志》，都強調祝英

台是「義婦」，這樣的紀錄直到清代的地方誌，仍都延續下來。但在中國傳統的

父系社會下，男尊女卑的觀念與制度，產生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想法，女子

沒有學習的機會，沒有婚姻的自主權；甚至對男女之間的分際，都有嚴格的規定，

如《禮記‧內則》規定：「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28孩童七歲後就要遵

守男女之別。又如《禮記‧曲禮》（上）：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

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

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

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29 

在日常生活中，男女的活動空間、使用物品都要分開，不可混雜；甚至女子

連自己的親兄弟都不可「同席而坐」、「同器而食」。依此看來，祝英台女扮男裝

到書院讀書，並且與梁山伯同窗，甚至同寢三年的行為，根本是離經叛道，又怎

麼可能受封為「義婦」？在《宣室志》中，山伯直至探訪英台時，才「方知其為

女子」，意指祝英台在求學期間，並未讓同窗的梁山伯發現自己的身分，即使身

處週遭皆為男性的書院之中，依然保有自身的貞潔，未做出不茍之事。 

到了明代，更以「生命指示物」來突顯祝英台的貞潔。如馮夢龍的《古今小

說》中的榴花，而〈梁山伯歌〉中，祝英台因兄嫂的恥笑，而發誓： 
                                                 
27 引自林明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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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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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29 語出《禮記‧曲禮》。引自（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第 12
冊，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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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聲爺娘聽言音，不學文君思馬意， 

不學雙燕繞高堂，不做殘花敗柳娘。 

英台就把誓來盟，祝告虛空過往神： 

我若杭州失了節，天雷打死一命傾， 

死在他鄉不回程。紅綾扯了有九尺， 

埋在牡丹花下藏：我若杭州不失節， 

紅綾依舊放毫光，風光喜氣早歸鄉。30 

《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也是以紅綾埋地，但改栽月月

紅﹔ 

祝英台在花園對天發誓，尊一聲天和地過往神靈： 

上杭州將書讀女扮男粧，胡氏嫂他說我看上情人， 

有紅綾三尺長依埋在土，栽一枝月月紅表我真心； 

奴若是到杭州為人不正，把奴家三尺綾化為灰塵， 

奴若是在杭州冰清玉潔，花又紅葉又放好見雙親。31 

在民間故事中，〈梁祝永結並蒂蓮〉32以蓮花起誓，或〈一只繡花鞋〉33埋繡

花鞋做為生命指示物。要能作為「生命指示物」，生命本體必須與之有所接觸34，

因此繡花鞋、紅綾都是女孩貼身的衣物；石榴、牡丹花也是經祝英台親手栽種，

而有了生命指示的意義。 

石榴象徵忠誠、友誼、貞操，潘岳（247－300），〈河陽庭前安石榴賦〉

描述石榴特性：「千房同膜，千子如一。」 35因果實多子，向來視作帶來

多子多孫的吉祥物。在民間故事〈焦骨牡丹女兒心〉36中，祝英台用以發誓的

牡丹花，被狠心的嫂嫂用熱水澆、用火燒焦，仍是越開越鮮豔，成了焦骨牡丹。

月月紅，或稱作月季，就是因為它月月有花、四季盛開，象徵著吉祥如意、幸福

與歡樂。蓮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37的特性，有純潔、高雅的象

徵意義。在流傳的「梁祝」故事，祝英台會選擇以這些花種作為「生命指示物」，

除了花本身的祈福意義，焦骨牡丹與蓮花則更近一步，以花性來代替人性，強調

                                                 
30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0。 
31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2。 
32 參考周靜書主編，〈梁祝永結並蒂蓮〉，《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54-156。 
33 參考周靜書主編，〈一只繡花鞋〉，《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52-153。 
34 參考賀學君，〈梁祝與神秘的生命指示物〉，《名家談梁山伯與祝英台》，頁 158。 
35 引自（西晉）潘岳，〈河陽庭前安石榴賦〉《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二冊，（臺中市：松柏
出版社，1964年），頁 1771-1772。 

36 參考周靜書主編，〈焦骨牡丹女兒心〉《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42-144。 
37 引自（宋）周敦頤，〈愛蓮說〉，《周敦頤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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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英台的貞潔，突顯其「義婦」的形象。 

祝英台做為女子，以其巧智扮男裝，追求與男子同等的求學權利，甚至追求

婚姻自主。民間曲藝中，祝英台藉由床隔帳、衣釦子、耳環痕等，掩飾女兒身的

行動來突顯她的機智；在與山伯婚姻無望後，其理智的形象被其個性引導的形象

所取代，對埋怨父母、咒罵馬家與媒婆，最終採取了跳墳殉情的行動。以祝英台

的行動與對話，來加深觀眾對祝英台的形象。但文人所著重的，不是祝英台如何

成功扮成男子，也非她如何抗拒傳統的婚姻制度；因為這兩者都破壞了封建體制

的規範。於是文人將重心放在祝英台與男性相處三年，仍能保持自身潔操上的節

義，以封建制度的框架，來描塑造祝英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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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男主角梁山伯的形象 

祝英台在追求愛情的行動上是主動積極的，梁山伯則是被動的、消極的；祝

英台既作為「梁祝」故事的主角，梁山伯是用以襯托的角色。38 

一、憨厚樸質：不解英台是女紅妝 

古代女子一般到十五歲以後，就把頭髮盤起來，並用簪子綰住，表示已經成

年。《禮記‧內則》云：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

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

為妾。凡女拜，尚右手。39 

依照《古今小說》的記載，祝英台是十六歲到書院求學，民間故事〈梁祝復

活留人間〉40甚至將祝英台年紀說得更小──十三歲。不論是何種說法，經過三

年的時間，祝英台至少也十六歲，早過了「及笄」，是成年女子。梁山伯與祝英

台同窗同宿三年，卻未能識破英台的女子身分，實在是不可思議。 

《乾道四明圖經》認為：「山伯初不知英台之為女也，其樸質如此。」41將

這種情形歸因於梁山伯的樸質；但英台再怎麼掩飾，偶而還是會不慎露出破綻。

王樂曾說：「即使是短時間內不曾留意，在相伴三年同止同息的生活過程中，仍

未識破，梁山伯的『樸質』幾近於木訥了。」42梁山伯整整三年未能識破祝英台

的扮裝，與其說是樸質，倒不如顯出他的木訥。 

自唐代張讀《宣室志》，北宋李茂誠《義忠王廟記》，到明代馮夢龍《古今小

說》幾部對梁山伯有較多描寫的文本，都是梁山伯在拜訪祝英台時，才知道英台

的女扮男裝之事，這也是梁山伯被冠上文弱、痴笨形象的原因43。 

                                                 
38 參考田茂軍、林鐵，〈中國四大傳說中的男性形象〉（《民間文化》第 7期，2000年 7月），頁

6-1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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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14-1015。 

40 參考周靜書主編，〈梁祝復活留人間〉《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17-121。 
41 引自（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6。 
42 參考王樂，〈蝶舞凝山魄花開想玉顏──對「梁祝」傳說中「三年不辨男女」的症候分析〉（《吉
林省教育學院學報》第 23卷第 3期（總第 147期），2007年 3月），頁 88-89。 

43 參考田茂軍、林鐵，〈中國四大傳說中的男性形象〉《民間文化》第 7期，（2000年 7月），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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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到明代以後的戲曲，梁、祝共讀時的情形，卻有了梁山伯對祝英台一些

「女性化」的跡象，所提出的懷疑：如〈梁山伯歌〉中，梁山伯見到祝英台胸部，

問道：「胸前雙隻大奶膀，莫非是女扮男妝？」44《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

還魂團圓記》裡，梁山伯發現祝英台「走路好像女子樣，說話尤是女子聲，臉上

現有杭粉迹，耳上現有釵環印。」45山伯觀察到英台的身形、走路姿態彷若女子，

甚至是耳朵上的小洞也都注意到了。能有這樣的觀察力，梁山伯不能說是痴笨。 

此外，〈梁山伯歌〉也描述了兩人學習成果： 

一張竹紙二面光，各人上位作文章。 

山伯一日七張紙，英台十五也不忙， 

好個英台女才郎！46 

最後一句雖是讚美祝英台，但兩人的聰明才智是相當的。而故事〈金童玉女

風月記〉，更把梁山伯塑造成「梁神童」的形象： 

梁山伯原是天上的金童下凡，不比平常兒童，稍一調教，一冊三百

篇的《詩經》，有一半能順口成誦。村裏人都叫他爲「梁神童」。 

一年年過去，梁山伯讀了許多書，什麽《詩》、《書》、《春秋》等等，

都讀過。他最喜歡的是太史公一百三十篇。還讀點諸子百家。心中

有什麽疑問，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梁大爹有時也被他問得目瞪口

呆，一時答不上。村裏有點名聲的讀書人，梁山伯常登門求教，同

他們談文論典，談起來滔滔不絕，好像山裏的流水，流個不停。後

來，村裏的讀書人都不是他的對手了。47 

〈金童玉女風月記〉是將山伯的聰明才智，附會於「金童下凡」的仙人之說：

他四歲時已經能夠背頌《詩經‧周南‧關雎》篇，及長，更是四處登門求教，與

村中的讀書人談文論典。直到山伯在村中再也沒有比他更有學問的人，梁父便送

山伯到書院求學。 

然為何梁山伯會給人痴笨的形象？除了未識破英台女兒身，還有在「十八相

送」時，未能領會祝英台的暗示，如〈梁山伯歌〉英台藉由石榴、土地公婆、鵝，

甚至是以三國的呂布、貂蟬來比喻兩人的關係： 

                                                 
44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2。 
45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7。 
46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2。 
47 參考周靜書主編，〈金童玉女風月記〉，《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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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幾樹好石榴，本當摘個與哥吃， 

有些滋味在裏頭，恐怕吃了又來偷。 

⋯⋯ 

二程來到古樓邊。雙雙同進古廟門， 

也進廟內拜神明，土地公婆成雙對， 

同床同坐又同行，再不配來枉爲神？ 

⋯⋯ 

古井不遠面前存，三程來到古井邊， 

撥開青苔照容顔，哥哥卻像呂布樣， 

就把我做女貂嬋，千里姻緣一線牽。 

⋯⋯ 

四程來到一河坡，坡上一對好姣鵝， 

公的前來引水路，母的後面走如梭， 

口口聲聲叫哥哥。48 

英台以石榴暗示欲與山伯締結姻緣，繁衍後代之意，但山伯只聽到字面上的

意義，責備英台說：「君子不吃嗟來食，甚麽吃了又來偷」49；以土地公、土地

婆成雙，對比兩人同床同坐同行，也能成雙，但山伯卻責怪英台「輕神」；希望

能像三國的呂布與貂蟬，然而山伯卻潑了英台一盆冷水：「各人歸家將親定，自

然爺娘有安排。」50河坡的白鵝卻只讓山伯專注在如何過河的事情上。英台的種

種暗示，都被山伯認為是「說話沒根由」、「說話少文理」、「說話大覺呆」，或好

心安慰英台「不必心內焦」51。 

但就「同窗」與「十八相送」所發生的事件來看，梁山伯不經意發現英台的

胸部或耳環痕，也曾懷疑過。但在英台的辯解下，山伯接受了她的理由，也相信

英台是個「男子」。山伯後來無法理解英台的暗示，是因他已經接受英台所言，

信任英台傳達的訊息。因此，山伯並非痴笨，而是建立在對英台信任上的憨厚樸

質。 

二、追求功名：傳統讀書人的抱負 

「梁祝」故事的結尾，山伯抑鬱而終，英台入墳合葬，兩人雙雙殉情、化蝶，

成為千古傳頌的愛情故事；但梁山伯並非因愛情而亡。《新編金蝴蝶傳》中，一

                                                 
48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4-25。 
49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4。 
50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4。 
51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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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祝父為阻止英台求學，對她說： 

只有男兒攻書史，何曾女子讀書文？ 

朝內兩班文共武，儘是男兒漢子身。52 

此段文字是為了讓英台打消讀書的念頭，另一方面點出了男兒讀書的目的：

要取得功名、成為朝臣。梁山伯身為一個讀書人，也是以獲取功名為目標。《宣

室志》即寫到梁山伯「後為鄞令」53，《義忠王廟記》更近一步描述：當梁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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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為鄮

令。 

在《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裡，梁、祝二人結拜的誓詞： 

⋯⋯ 

山伯說：「日間同桌夜同宿，」 

英台說：「生同羅帳死同墳。」 

山伯說：「有官同做人兩個，」 

英台說：「有馬同騎一雙人。」54 

對結同赴學的朋友，除了在生活上互相照顧，在學業上互相切磋，最後目的

仍是要「有官同做」，一起取得功名。《新編金蝴蝶傳》裡，也有這樣的情節： 

周王天子開選賢，廣招天上讀書人。 

詔書頒到紹興府，諸暨知縣舉賢人。 

山伯梁生才學好，府縣徵聘到門臨。 

山伯難撇英台女，不願求官作貴人。 

主察官府頻頻請，英台相勸丈夫身： 

當初從師求學問，只爲功名富貴情。 

難得賢才官保薦，理當去赴選場門。55 

在閻王的幫助下兩人還陽團圓、結為夫妻。之後，山伯的才學獲得推舉，但

掛念英台不願為官，還是英台規勸方才動身。對梁山伯而言「從師求學問」，只

是為了得到「功名富貴情」的行動。 

民間故事中，也有對梁山伯成為縣令的政績加以描寫。如〈金童玉女風月記〉

                                                 
52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3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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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4。 
55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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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中，梁山伯上任後，整頓前任縣令所敗壞的縣政，追查官吏貪污之事，重審幾

件冤案，讓縣內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也因梁山伯將全部心力放在縣政上，每天批

閱公文到三更天，最後積勞成疾，病重而亡。〈尼山姻緣來世成〉中，梁山伯與

祝英台在祝莊分別後，是： 

山伯回家後發憤讀書，終於考中進士，放為鄞令，他常想念窗好友

祝英台，終身未娶媳婦。後病死，葬於胡橋北岸。57 

〈梁祝終身不娶嫁〉裡，兩人姻緣被斷，英台寧可終身不嫁而出家為尼，梁

山伯則是： 

山伯歸後，發憤攻讀，次年赴考，考中進士，放鄞縣令，念英台義，

終身不娶。他為官清正，鄞縣大治，父老歡悅。後來，梁公歿於官

邸，鄞民感其恩德，就在鄞西安葬，立廟，春秋二祭。58 

以上均是婚姻未果，梁山伯發憤求取功名，成為縣令的類型。〈清官俠女骨

同穴〉59不屬於流傳的「梁祝」故事，但梁山伯是以縣令的身份，被紀錄下來，

他為官清廉，為百姓愛戴，後於任內病亡，巧與前朝俠女英台同墓，兩人遂被合

葬一處。〈祝英台陰配梁山伯〉60則是百姓感念為官清廉但英年早逝的梁縣令，

為他與祝家香消玉殞的閨女，舉行冥婚。這兩則「黃泉夫妻」61的故事類型，都

建立在梁山伯是位正直清廉，愛護百姓的縣令，他為縣政積勞成疾而亡故的基礎

上。 

與祝英台不同，梁山伯身為男子，有封建制度的社會所賦予的責任，相較祝

英台為興趣而學習，梁山伯讀書的目的，即為了符合封建社會的標準。 

三、死後效忠：文人賦予的道統意義 

在唐代的文獻中，祝英台被封為「義婦」；梁山伯也在宋代文獻中，封為「義

忠王」，但此封號並非梁山伯於縣令任內所得，而是在他死後，仍以靈魂的型態

繼續為國家盡心盡力。《義忠王廟記》描述在梁、祝合葬後，到了安帝之時，梁

山伯顯靈，助太尉劉裕討伐賊寇，大獲全勝。經由劉裕上奏皇帝，因此被封為「義

                                                 
56 參考周靜書主編，〈金童玉女風月記〉，《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2-28。 
57 參考周靜書主編，〈尼山姻緣來世成〉，《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70。 
58 參考周靜書主編，〈梁祝終身不娶嫁〉，《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87-188。 
59 參考周靜書主編，〈清官俠女骨同穴〉，《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32-133。 
60 參考周靜書主編，〈祝英台陰配梁山伯〉，《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30。 
61 引自呂洪年，〈梁祝「黃泉夫妻」說小議〉，《梁祝文化大觀‧學術論文卷》，頁 31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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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神聖王」，還立廟祭祀。 

關於梁山伯死後效忠的故事，可分為兩種型態：其一、死後的靈魂或墳墓，

具有神力。其二、梁、祝二人受神明的眷顧，還魂復生，封爵建功。《義忠王廟

記》即是以靈魂型態效忠，明代朱孟震《浣水續談》62、徐樹丕《識小錄》63、

清代邵金彪《祝英台小傳》64，以及清代《康熙鄞縣志》都有顯靈助戰伐、效勞

於國的記載。另外，民間故事〈祝英台陰配梁山伯〉65雖非梁、祝同窗的故事型

態，但也有山伯靈魂助將軍平亂的說法。 

梁山伯的神蹟，除了以靈魂型態出現，幫助平定亂事，連他的墳墓也有幫助

百姓的傳說。清代徐時棟《光緒鄞縣志》載：「俗傳以墓土置灶上，則蟲蟻不生。」

66民間故事〈梁聖君廟的傳說〉67和〈梁縣令托夢治蟲〉68則描述梁山伯體恤百姓

遭受蟲災，托夢指示鐵羅傘、雷公藤可以驅蟲，百姓到山伯墓找，墳墓上果然長

出這兩種植物。 
另一種類型，梁山伯與祝英台死後，受到神明的幫助得以還陽團圓。婚後，

梁山伯在官場上建功立勲。如《新編東調大雙蝴蝶》載： 

迅速光陰容易過，霎時斗轉又星移。 

春香做了瑤琴婦，算來一對好夫妻。 

姚公家事書不表，榮春家內不須提。 

詞中單表梁山伯，他在朝中掛紫衣。 

所生三子身榮顯，子卿夫婦命歸西。69 

梁、祝還陽後結成夫妻後，梁山伯「在朝中掛紫衣」，甚至兩人生的三個兒

子也都「身榮顯」。又如《全本梁山伯即係牡丹記南音》70寫山伯受到陷害被罷

職，還陽後得以平反，回朝繼續為官。不論是死後靈魂型態，或是還陽回人間，

梁山伯善盡身為父母官的職責，不只是表現他對君王的忠誠，也是突顯他為官清

廉、愛民如子的形象。 

                                                 
62 引自（明）朱孟震，《浣水續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頁 732。 

63 引自（明）徐樹丕，《識小錄》（臺北巿：新興書局，1985年），頁 43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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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參考周靜書主編，〈祝英台陰配梁山伯〉《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3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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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參考周靜書主編，〈梁聖君廟的傳說〉《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20-221。 
68 參考周靜書主編，〈梁縣令托夢治蟲〉《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09-210。 
69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345。 
70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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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祝英台比較起來，梁山伯個性較消極、懦弱，反應不如英台靈巧，在追求

婚姻上不夠主動，但仍是受到英台的青睞。因為梁山伯雖然沒有英台的靈巧，但

是他個性憨厚質樸，給予祝英台完全的信任，就任官職也秉持著奉獻的心態，愛

護百姓。婚姻上不夠主動積極，正是因為梁山伯身為男性，又成了父母官，全心

全力對待百姓。而梁山伯的好學，雖然與英台的目的不同，但在學業上能與英台

互相砥礪切磋。梁山伯的質樸的個性，豐富的學識和盡責的態度，讓他成為愛情

上的代表。而文人所追封「忠義」形象，是讀書人本應有的節操，因此除了地方

誌上的紀錄，在民間說唱藝術上，就沒有在這點多做發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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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人物的形象 

梁、祝故事的悲劇，研究學者多歸咎於當時封建社會的婚姻制度，但在故事

中不易表現「制度」，因此馬文才、祝英台的父兄，就成了制度的執行者，阻止

了破壞制度的兩人；但基於讀者或觀眾對梁、祝兩人的同情，即使知道馬文才或

祝父兄才是社會道統，仍會私心希望他們有缺陷，而將其醜化。因為梁、祝憑兩

人之力要對抗整個大環境，勢力薄弱，於是以師母做為兩人愛情的保護者，加上

四九、銀心做為助力。在這些配角的行動下，豐富了「梁祝」故事的戲劇性。 

一、馬氏、祝父、兄嫂：封建制度的化身 

當時的社會制度，兒女婚事須有「父母之命」，特別是父親有決定兒女對象

的絕對權力。當父親的角色從故事中消失，爲英台擇偶的責任便落在兄嫂身上。

因此，祝父所選擇的馬氏，才是英台名正言順的未婚夫。 

（一）馬氏 

「梁祝」故事中，兩人無法締結良緣，乃因祝父將英台另許婚姻。除了《康

熙清水縣志》71稱作焉氏，其他文本都作馬氏，如馮夢龍《古今小說‧李秀卿義

結黃貞女》72入話。關於馬氏的名字，今日都稱為馬文才，但歷來故事版本，出

現不同的說法：稱馬文才的有《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73，〈梁

山伯歌〉74稱作馬洪，鼓詞《柳蔭記》75稱作馬德芳，《全本梁山伯即係牡丹記南

音》76、《新編金蝴蝶傳》77作馬俊，《新編東調大雙蝴蝶》78稱為馬大郎或馬郎。 

馬氏79作爲破壞梁、祝愛情的第三者，使得他在故事中醜化。如《新編東調

大雙蝴蝶》第十七回的回目〈李鳳奴街前賣俏  馬大郎問柳尋花〉，寫馬氏好色

的形象： 

啊唷，啊唷，妙，妙極，聽子男兒個說話，我大爺就酥而麻之，渾

                                                 
71 參考（清）《康熙清水縣志》，《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91-292。 
72 參考依馮夢龍，《古今小說》（臺北市：建宏出版社，1995年），頁 347-348。 
73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55-105。 
74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52。 
75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06-180。 
76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8-233。 
77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37-258。 
78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37-258。 
79 因各文本的名稱不一致，故以「馬氏」通稱。 



沿襲與新創：現代梁祝影視作品研究      

 76

而濁之。但是那位英台，這些人如何得知？80 

馬氏光聽到旁人提及英台的美貌，就已經起了色心，於是到處打聽英台的所

在，跑去偷看： 

好色貪花馬大郎，聞言得意喜揚揚， 

換了一套新衣服，頓時坐馬氣昂昂。 

文童後面行得快，馬郎打聽美嬌娘， 

到了山前忙下馬，望雲亭上見紅妝。 

亭前偷看英台女，淡淡梳妝好面龐。81 

馬氏為了追求美女特地「換了一套新衣服」，還表現出「喜揚揚」、「氣昂昂」

的神態，甚至叫後頭的書僮跟快些，快些打聽英台的所在。 

不只馬氏的形象被醜化，包括神明也對他做為梁、祝的第三者，給予懲戒。

如〈梁山伯歌〉裡，祝英台用殉情的方式實現了與梁山伯的團聚，但馬氏不甘失

去妻子，追進地府向閻王控告山伯搶妻，卻反遭閻王責罵： 

馬洪妻子祝英台，良時吉日娶回來， 

擡往山伯墳前過，將屍攝在墳中埋， 

鬼占生妻理不該！ 

強佔生妻姓梁人，我今拿入地牢內。 

生死簿上不饒人，自然一看便知情。 

翻開生死簿來看，梁山伯與祝英台， 

二人原是星和斗，宿世姻緣百年偕。 

馬洪憑空來作鬧，即揀吉日娶英台。 

閻王怒喝捉馬洪，馬洪到殿雙膝跪， 

喝罵膽敢占民妻，快招減你罪幾分！ 

我王在上聽言因，法堂明鏡莫誣輕， 

憑媒說合行聘禮，爺娘親許我成雙， 

正合三綱並五常。 

                                                 
80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307。 
81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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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洪不必強來爭，打散頭髮灑不幹。82 

任憑馬氏堅持自己是有媒有聘、爺娘親許，完全符合三綱五常，英台名正言

順的丈夫，但仍比不過梁、祝天定的姻緣。故事〈馬俊告狀〉，閻王成全梁、祝

兩人的婚姻，還幫馬氏配了一個「長得很醜陋，又矮又胖，發起脾氣來沒人敵得

住，是個潑婦。」83的妻子。 

梁、祝死後，化成美麗的蝴蝶；但馬氏卻化成一些醜陋、可怕、發出臭味的

東西，如〈草花蛇〉84中的蛇，〈馬文才變馬郎魚〉85洪澤湖裡呆頭呆腦的魚，〈蝴

蝶不採馬蘭花〉86會發出惡臭的花，甚至〈馬文才變公豬〉87中因過於花心而投

胎為豬。 

並非所有的馬氏都是負面形象，如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傳說〉88裡，馬文

才是個秀才，出身名門。而《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中，馬氏

則是： 

河南有個馬員外，所生三子馬文才， 

一表人才生得好，年方二八長成人。 

滿腹文章不必表，必定就要跳龍門。89 

馬氏不但家世好，而且「一表人才」更有「滿腹文章」，日後必能飛黃騰達。

但只因為「第三者」的原罪，而被梁山伯的陰魂嚇死。 

（二）祝父、兄嫂 

祝父與兄嫂，代表權統社會的父權，主宰英台的行動，決定她是否能去讀書、

她要與誰訂親。同時，祝父與兄嫂也代表著一個家庭的倫理與秩序，做為維持家

庭的重心。在馮夢龍《古今小說‧李秀卿義結黃貞女》90入話裡，只有兄嫂而不

見父親的角色。但祝父與兄嫂對待英台的態度，仍是有所不同，如〈梁山伯歌〉

所載： 

兄嫂廚房來恥笑：姑娘杭州讀文章， 

                                                 
82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50-51。 
83 參考周靜書主編，〈馬俊告狀〉，《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05。 
84 參考周靜書主編，〈草花蛇〉，《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76-277。 
85 參考周靜書主編，〈馬文才變馬郎魚〉，《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78-280。 
86 參考周靜書主編，〈蝴蝶不採馬蘭花〉，《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58-259。 
87 參考周靜書主編，〈馬文才變公豬〉，《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81-282。 
88 參考周靜書主編，〈梁山伯與祝英台傳說〉，《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15。 
89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50-51。 
90 參考依馮夢龍，《古今小說》，頁 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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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選個少年郎。爺娘上堂話言語： 

我兒英台聽端詳，莫學文君思馬意， 

莫學雙燕繞朝廊，莫在人前壞綱常。91 

兄嫂直接恥笑英台，認為英台此去會敗壞門風；但父親雖然是勉強答應英台

去讀書，但是仍是關愛自己的女兒。臨行前，仔細叮嚀英台該注意的地方；念及

英台與山伯同窗、結拜的情誼，讓兩人會面，〈梁山伯歌〉載： 

去時路逢梁山伯，與我結拜兄弟親， 

今日拜見我雙親。爺娘堂上笑洋洋： 

結拜弟兄又何妨，你今親自來迎接， 

請到家著茶酒湯，何必前來問爺娘。92 

雖然祝父是關愛女兒，但從他身為家庭秩序的維護者，對於家族名聲也要避

免受到破壞。如鼓詞《柳蔭記》載： 

女兒巧計扮男裝，讀書訪友原爲上， 

敗壞名聲不可當。須要端莊立志向， 

光明正大學良方。邪言妄語莫要講， 

年少書生忌顛狂。讀書辛苦睡枕上， 

絲鸞緊緊靴一雙。猶恐朋友玩詩句， 

暗地脫兒靴一雙。朋友戲耍是常事， 

赤身露體面不光。93 

除了要英台注意遮掩自己的女兒身分，也不可說「邪言妄語」，不可以學其

他學子「顛狂」，到書院求學原是好事，但若作出敗壞名聲的事，是不可取的。

或是山伯死後，英台想到墳上祭拜，被祝父阻止： 

閨女不可出繡房，恐怕馬家知道了， 

說你爺娘沒主張，反被旁人說短長。94 

在〈梁山伯歌〉這段記載中，因為英台已經與馬家訂親，若出門祭墳，恐被

別人說閒話，壞了這門親事。 

                                                 
91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0。 
92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30。 
93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07。 
94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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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祝父也有被醜化的現象，如故事〈金童玉女風月記〉中： 

祝員外是個勢利鬼，他早看中鄮城廊頭的馬家，說是門當戶對，不

願把女兒嫁給窮書生。一面卻假意殷勤，對梁山伯誇讚了幾句，然

後歎了一口氣：「正不巧，小女已於上月許給鄮城廊頭的馬家了。

要是早來幾天⋯⋯」95 

故事將祝父描寫成貪圖勢利的人，想將女兒嫁給門當戶對的馬家，雖然親事

還沒有談成，卻假托英台已經許馬家，阻止山伯提親。 

祝嫂是描述較多的祝家女性，作為英台的對襯角色，用嫂嫂對英台的譏諷，

怨妒來突顯英台的貞潔。如《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中，祝嫂

胡氏聽聞英台有意偽裝讀書，在公公面前搬弄是非，說小姑英台是要去杭城找「有

情人」，並且惡意破壞英台的指示物： 

英台女告神明回樓去了，誰想到胡氏嫂陡起奸心； 

每日間沖滾湯將花來泡，到夜來將火焚去薰紅綾； 

月月紅見滾湯越開越盛，有紅綾見火焚格外鮮明。96 

祝嫂想用滾水燙死月月紅，用火薰黑紅綾，反倒讓英台的指示物，更加繁盛

鮮明。同樣在《全本梁山伯即係牡丹記南音》97、《新編金蝴蝶傳》98、故事〈祝

英台鍾情梁山伯〉99、〈蝙蝠雙飛梁祝魂〉100等，都有祝嫂試圖阻止英台赴學的

情節。 

少數故事是將嫂嫂塑造成幫助英台的正面角色，如〈尼山姻緣來世成〉101中，

嫂嫂為英台好學的態度所打動，幫她向祝父勸說，讓英台得以如願。就以故事的

衝突性來比較，祝嫂作為故事的負面人物，英台的對稱角色，能讓情節更有張力，

也更能突顯英台貞潔的形象，因此，祝嫂多以阻礙英台的負面形象出現。 

馬氏代表的是社會的婚姻制度，祝父則是代表家庭的倫理，雖然兩者都是

梁、祝愛情的阻礙，但祝父與英台視父女關係，祝父雖然在婚事上，沒有順女兒

                                                 
95 參考周靜書主編，〈金童玉女風月記〉，《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3。 
96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2。 
97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90。 
98 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37。 
99 參考周靜書主編，〈祝英台鍾情梁山伯〉，《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29。 
100 參考周靜書主編，〈蝙蝠雙飛梁祝魂〉，《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35。 
101參考周靜書主編，〈尼山姻緣來世成〉，《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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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但身為父親的立場，自然希望女兒能嫁給較富裕的家庭，後半輩子不愁吃

穿；也不想女兒因訂親的事受人非議。因此，故事裡祝父仍以關心英台的形象為

多。而馬氏卻是無關的第三者，雖然他才是制度所認可，英台的訂婚者，但是他

破壞了觀眾的期待，而被加以醜化，配予醜妻，化身馬蘭花、馬郎魚等。 

二、師母、四九、銀心：梁祝愛情的貫串人物 

馬氏、祝父所代表即是社會環境，梁、祝光憑兩人之力，很難與之抗衡。因

此，在書院有師母幫忙英台掩蓋身分，為英台點醒不解風情的山伯；還有書僮四

九、丫環銀心，從旁協助，見證兩人堅貞的愛情。 

（一）師母 

師母在「梁祝」故事中，以一位女性長者的身分，關心梁、祝兩人。在書院

時發現英台是女子，巧妙的讓英台免掉與山伯同床的尷尬。在〈師母巧編竹牆隔

梁祝〉102及〈紙糊帳〉103中，師母以竹牆或紙糊帳來區隔兩人，並且嚴格訂定罰

責，讓梁山伯不敢越界。 

故事〈鴛鴦成雙不分離〉中，英台的女兒身是師母識破的： 

祝英台雖然會瞞人，卻瞞不過老師娘。一天，老師娘告訴老先生：

「祝英台是一個假裝男學生的女人！」「你怎麽會知道？」「因爲男

人磕頭，左膝先跪，女人磕頭，右膝先跪！你不是看見祝英台初來

那天拜聖人，右膝先跪麽？」「那也不見得就是女人！」老師娘雖

然這樣鑿鑿有據地說著，老先生卻有點懷疑。一天，老師娘請祝英

台在她家裏吃飯，拿酒把她灌醉了，在她身邊著實地檢驗了一番，

果真是個女人。104 

故事中，師母是個觀察入微的人，看見英台跪地磕頭的小動作，就能辨識她

是個女兒身，反而先生還感到懷疑。也因為師母同樣身為女性，更容易看穿英台

的喬裝。 

但仍有些文本沒有安排師母的角色，如〈梁山伯歌〉中，當山伯送英台下山

時，英台發現一再的暗示都未能點醒山伯，不禁有些氣惱，因而在山伯向她詢問

                                                 
102參考周靜書主編，〈師母巧編竹牆隔梁祝〉《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57-158。 
103參考周靜書主編，〈紙糊帳〉《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159-161。 
104參考周靜書主編，〈鴛鴦成雙不分離〉《梁祝文化大觀‧故事歌謠卷》，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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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渡河時，不肯直言回答，反以「丁口反把口字藏。」105的謎語回答，讓山

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書院才由老師幫忙解開謎底，並且得知英台是女兒身的事

實。故事〈祝英台鍾情梁山伯〉中，英台的保護者也是先生，他觀察到英台是右

腳先進門，還會避開衆人解手，因此立規來幫祝英台掩飾身分： 

先生猜中了其中原委，一天，在課堂上宣佈說：「從今天開始，立

一個規矩。學生如要出恭解手，都要輪流進去；一人在內，掛牌示

意；誰壞了規矩，重責不饒。」衆學生雖然莫明其妙，但只得守規

行事，只有祝英台用感謝的目光默默地看著先生。106 

但先生畢竟是男性，不如師母能以「母親」角度看待英台。因此，英台托媒

的對象是師母。《新刻梁山伯祝英台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裡，英台就是以繡花

鞋請師母作媒： 

奴有一隻紅繡鞋，請你師娘做媒人。 

花鞋一隻交代你，日後交與梁秀才。 

他若功名回家轉，祝家莊上訪英台。107 

師母在「梁祝」的傳統文本出現次數並不多，但卻是作為英台的保護者與傳

遞愛情的媒介。 

（二）四九、銀心 

四九是梁山伯的書僮，而銀心氏祝英台的丫環，雖然兩個都是下人，都要聽

命於主人；但也因一直跟在主人的身邊，比起師母會更靠近梁、祝二人。關於兩

人名字的解釋，可見鼓詞《柳蔭記》結尾部分： 

英台山伯化成蝶，對對雙飛結同心。 

到底路遙知馬力，四九自然見人心。 

因此纂成書一本，留在世間勸化人。108 

梁、祝因為是上天安排的婚姻，因此死後能化為蝴蝶，永結同心；就像四九

注定要遇見人心（銀心）一樣。「四九自然見人心」除了指梁、祝的書僮跟丫環，

也隱藏著「事久見人心」的意義，因為梁、祝兩人堅定不移、生死相隨的愛情，

                                                 
105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9。 
106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9。 
107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69。 
108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0。 



沿襲與新創：現代梁祝影視作品研究      

 82

才能將生命化作蝴蝶，故事永遠流傳。 

而不同故事中，這兩個人的名字，也有所變動。在〈梁山伯歌〉109、《新編

東調大雙蝴蝶》110裡僅有人心，而山伯的書童僅以「安童」稱之，未說明名稱；

鼓詞《柳蔭記》111《新編金蝴蝶傳》112稱為人心、四九，《全本梁山伯即係牡丹

記南音》113作人心、士九。 

英台貴為千金小姐，一般都有貼身丫環。當英台要女扮男裝，出外求學，丫

環自然也要女扮男裝，跟著到書院。〈梁山伯歌〉中： 

爺娘聽說笑洋洋：我兒本是鐵心腸。 

就叫人心送行程，也學九娘做男妝： 

人前切莫叫姑娘！114 

祝家兩老要人心跟著扮做男妝，並叮囑要改口，不能叫姑娘了。而《新編金

蝴蝶傳》也描述： 

帶了人心丫頭女，扮做書童扶侍行。115 

原本是丫頭的人心，扮成書童跟著英台去書院。 

人心不只是陪讀，甚至是英台的姊妹淘，傾訴心事的對象，如鼓詞《柳蔭記》

中： 

英台自歎苦情況，難忍腮邊淚兩行。 

人心一旁把話講，尊聲姑娘聽言章： 

有啥事來甚情況，爲何低頭暗悲傷？ 

英台即便回言講：人心你且聽言章， 

姑娘有樁心腹事，對你說了也不妨， 

姑娘尼山把學上，柳蔭樹下遇梁郎。 

名叫山伯有福相，與我樹下講排行。 

一同去到尼山上，日同書案夜同床。116 

                                                 
109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52。 
110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37-258。 
111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06-180。 
112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37-258。 
113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88-233。 
114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0。 
115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239。 
116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14。 



     第三章  梁祝故事核心人物形象之形塑 

 83

此文本並沒有人心扮男裝陪讀的情節。當英台返鄉後，相思難忍，於是將心

中對山伯思念，與兩人相遇、同窗的情形都向人心傾訴。人心雖然只是個丫環，

但她的學問不比英台差。為了安慰英台，轉移她的注意力，提議：「姑娘以琴棋

書畫爲題，人心以風花雪月作來。」117兩人互相比做詩。 

雖然英台視人心為姊妹，但是畢竟「姑娘本是千金體，奴是房中使喚人。」
118身分上仍是不同，因此人心還是謹守自己的份內。 

四九、人心既然朝夕與梁、祝相處，當兩位的主人相互欣賞，結為兄弟，兩

人自然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有時兩人也會互有好感，成為故事中另一對情侶。

如鼓詞《柳蔭記》裡，人心與四九初見面，彼此留下好印象： 

人心聽說笑言講，便叫：大哥聽言章， 

你的名字叫甚麽？青春幾許伴書郎？ 

既跟讀書人一路，也該知道看文章， 

看你不是下賤樣，生來俊俏貌堂堂， 

你把知心對我講，與你傳話進後堂。 

四九便把言回上：賢德姐姐聽端詳， 

我的名字叫四九，年少算來有八雙， 

陪我公爺學堂去，也曾讀過古文章， 

書童不是下賤樣，空言才貌實可傷， 

多承姐姐動問文，憐才惜貌解衷腸， 

大姐名字叫那樣？領教芳名也無妨。 

人心回言來奉上：四九哥哥聽言章， 

我叫人心誰不曉，空長年紀有八雙， 

吟詩作對件件會，閑時看過古文章， 

果然不是下流品，丹桂不知折何方？ 

看來都是風流客，須要保得兩無傷。 

你在門前等一等，待奴傳話進後堂。119 

人心與四九互相讚美對方的容貌與學識。四九知道梁山伯對英台深厚的感

情，但眼見祝家小姐已另訂親事，兩人無緣，苦勸山伯另覓佳人。如鼓詞《柳蔭

記》： 

                                                 
117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17。 
118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17。 
119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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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公說話不中聽，你與美人同書館， 

同床共被一條心，同房三十六個月， 

夜夜同床不知音，事在眼前你不曉， 

然何過後要興兵？ 

公爺不如回家去，另選高門別招親， 

天下美女原不少，紅粉佳人數不清； 

公爺有才又有貌，只愁富貴不愁貧， 

不信公爺回家去，多少媒人尋上門； 

那時隨行公爺選，一處不成一處成。120 

四九安慰山伯，婚姻對象不是只有英台一個人，與英台的婚事不成，回家請

媒婆牽線，一定能覓得良緣的。 

雖然梁、祝兩人身邊有師母、四九、銀心的幫助，但師母畢竟不是親人，且

又是女性身分；而四九、銀心又是下人，與社會賦予馬氏、祝父的權力比較起來，

仍是薄弱。因此，添增「梁祝」故事的正面人物，是現代作品改編的方向之一。 

唐、宋時期的「梁祝」故事，多屬地方志上的記載，因此故事人物只著重在

梁、祝兩位主角的描寫；而方志原本就是地方風物的實錄，「梁祝」的故事只是

附在廟宇、讀書處、陵墓的下的介紹，因此梁、祝的兩人會被冠以道統的「忠」、

「義」形象。而元、明、清時期，各種文學類型發展逐漸成熟，「梁祝」故事除

了延續唐、宋以來文人筆下的文字記載，地方的民眾也以各種不同的說唱藝術來

表現。於是，梁、祝兩位主角的行動或個性，有了進一步的描述：英台成為一個

聰慧且具勇氣的女子，對比上山伯弱質的書生形象。地方的說唱藝術強調故事情

節的發展，不侷限於文人的道統傳承，因此，增加了正、反兩面的幾位配角，以

強調故事的衝突，突顯結局的悲劇性。於是，明、清所留下的說唱文本，出現了

馬氏、祝父或兄嫂，「梁祝」故事悲劇的推手；也增加如師母、四九、銀心的正

向人物。但是，又讓正、負兩方人物的社會勢力不均衡，維持故事悲劇的必然性。 

                                                 
120引自路工輯，《梁祝故事說唱集》，頁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