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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学界对于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大民间故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黄 瑞旗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孟姜女故事研究》，
罗永麟的由中 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贺学君的由浙江教育 出版社出版
的《中国四大传说》等。
而董永民间故事可以算是中国的第 五大民间故事了，但国内对董永故事却缺少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董永民 间故事最初只是汉代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事父至孝的孝子故事，但是历史却选择了董永作为社
会孝观念宣传的典范，一直流传至今。
在流传过程中董永故事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渐渐由孝子故事演变为爱情故事。
从民间故事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众的感情与想象的巨大作用。
　　对于这样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对它的演变的研究在国内却一直没有著作问世，长期以来可以说
是民俗学界的一个遗憾。
而郎净女士的《董 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一书是其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就读文艺民俗学
博士时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这本书的出版自然会引起民俗学界的关注。
我作为郎净女士硕士时候的同学，承蒙她的厚意，在2002年5月就拜读了这篇论述董永民间故事时代演
变的论文。
读完以后觉得论文不但材料丰富，论述具有历史的深度，而且勾勒了董永故事发展的基本阶段，揭示
了民间故事在演变过程中的民间、官方、知识分子不同群体的三重作用，从而将董永故事的历史丰富
性呈现在我们面前。
郎净女士的学术叙事舒缓自如，学术心态从容不迫，这在当下浮躁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难得。
整本书的学术叙事风格就像是丰富多样的董永故事本身，精彩纷呈。
国内对董永故事的认识总是与黄梅戏《天仙配》联系在一起。
而郎净女士一直是研究中国戏曲的，在日常生活中唱戏也唱得很好，尤其是演唱黄梅戏十分地道。
这样既有理性的学术认识，又有感性的审美体验，从而将戏曲研究与民间故事研究结合起来，就更富
有学术启示意义。
这种学术路径可以说是完全继承了顾颉刚的学术风格，因为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来自听戏所得的
启发。
　　顾颉刚先生在其《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曾揭示了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六个方向，这六个方向分别是
：1．就历代的文化中心来看这件故事的迁 流的地域。
2．就历代的时势和风俗来看这个故事中加入的分子。
3．就民众的感情与想象来看这个故事的酝酿力。
4．就传说的分异来看这个故事的散乱的情状。
5．就传说的自身解释来看这个故事的变迁的样子。
6．就这个故事的意义来看民众与士流的思想的分别。
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这六个方向的揭示实际上适用于中国其他的民间故事研究。
而郎净女士的这部著作很好地体现了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思路。
　　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破天荒的学术行为。
1924年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 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
，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 有力的故事。
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的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
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 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之中把它的系统搜寻
出来。
”由于以往的学者是看不起民间故事一类的材料的，但顾颉刚则不然，他的这一独特的学术思路和他
在看戏中得到的启发有关。
以前顾颉刚在苏州时，认为民间的说书赛会一类的东西十分卑俗无聊，于是就不去了解，所以对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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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社会的情形就一直很隔膜。
但1913年顾颉刚在北大预科读书时，受叶圣陶的影响，就抑制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的思想接近，
逐渐迷上了看戏，北京的各种腔调、各种戏班子他都看。
看了两年的戏，顾颉刚就体会到民间戏剧中的故事叙述是在变化的。
从史书的记载到小说的记载有变化，而从小说到戏剧的表演又有变化。
而同样一个故事，不同的戏班子来演，内容往往不同。
而同一人物在不同的戏里其角色也不同。
民间编戏的乡土艺人往往是以自己的观念和想象，通过戏剧的表现方式来揣度 古人，叙述自己心目中
的历史。
所以民间也有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与戏剧式的历史叙述方式，而且不同时代的艺人的叙述也在变化
。
民间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形象与学者们写的史书上的曹操形象就完全不同。
顾颉刚后来发现学者所构建的历史叙述也是在变化的，学者和民间艺人一样 也总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叙
述历史。
只是学者比民间艺人更复杂，他们还会造伪，会制造一个三皇五帝的具有严密传承体系的上古史。
因此司以用研究民间戏剧故事演变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叙述的演变。
于是精英的历史叙述与民间戏剧表演之间就有了一种同构性。
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实际 上将日常生活经验和普通民众的观念也融人了自己的学术和思考之中。
顾颉刚后来运用这一认识来研究孟姜女故事时，也发现孟姜女故事情节随着时间与空间以及传承者的
群体差异在发生变化。
于是追寻其故事的演变成了最主要的研究目的。
董永故事和孟姜女故事一样，也是一个流传了两千余年的民间故事，郎净在董永故事研究中也强调了
民众的感情与想象。
这一方面是继承顾颉刚的学术思路，同时也与她的戏曲演唱时的情感体验有关。
　　郎净的论著注重从历史与地域的时空纵横两个系统来分析这个民间故事，而且特别重视民众与官
方以及文人创作的差异以及民众的感情与想象。
在历史层面上，结合董永故事本身的形态，划分为董永故事的雏形期、渐变期、转型期、重铸期四个
时期。
在地域层面，从最初的山东博兴到后来的江苏丹阳、湖北孝感，乃至在清代以后又传到了广西、云南
等地。
 因此董永民间故事的系统经过此番梳理已经大致呈现出来，在这里主要 就董永故事的雏形期谈自己
的一点阅读感受。
　　故事雏形期在本书中作者界定为从汉代到魏晋时期，作者推定故事文本原产生在汉代下层社会，
后来这个民间孝子故事被官方有意识地采 纳进行孝道宣传，后来又反哺于社会。
作者强调指出，父慈子孝这种发自 天性的情感是先于文本而存在的，民间故事首先是民众情感的自然
流露。
 而这一民间孝子故事后来作为汉代孝观念宣传的一个典型，这种传播途 径在汉代的画像石中也可以
看出来。
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两汉孝社会伦理及其传播》考察的就是汉代孝观念的传播情况，对这一历史时期
，我个 人相对熟悉一些，因此和郎净的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是重合的，因而我在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
程中，郎净的博士论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郎净的论 文在论述汉代画像石时，注意到了其民间文化的特征，汉代画像石上的图 案往往是社会上
共同认可的人物形象。
从而在这个层面上郎净论证了汉 代的董永故事的民问性，董永在汉代的实际情形不像有些学者考证是
一 个上层官员形象。
汉代画像石作为了解汉代民间社会的资料，有一点特 别值得我们关注，即地上的祠堂和地下的墓室的
图案的功用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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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汉代画像石中的孝子图像主要集中在地上祠堂的画像石上，而不 是在地下的墓室中。
地上祠堂是展览给公众看的，因而代表当时社会普 遍认可的伦理规范，如汉代董永图像就是出现在武
梁祠堂上的。
而地下 墓室中的画像石图案则更多具有个人的隐私性，一些有违当时时代伦理 的图案如性生活图案
就只能在地下墓室中存在。
在这一历史时期，郎净 主要论述了董永故事的务农与孝亲两个特征，抓住了这个民间故事存在 发展
的两个基本母题，即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 范的农耕社会的特征，而董永这
个人物正是庶民之孝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在汉代画像石董永孝子图中，董永父亲的形象占据整个图案很大的比例， 而董永的人物在图案中相
对较小，这说明当时的孝道是以子事父母为中 心的。
在故事雏形时期，郎净通过她的研究，揭示了董永从佣作养父到卖 身葬父，从以父为重心到以织女为
重心的故事自身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 就是在这一时期孝子型的伦理故事也在渐渐向情感型的爱情故
事演变。
 在这里，我也提出一点与郎净不同的看法。
郎净认为汉代的神仙世界距 离凡人相当遥远，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能与天神交游，所以董永画像石上
的右上空飞舞的图案，不可能是织女，而曹植笔下的神女，也不可能是织 女。
而汤池先生在《文物》1979年第2期的《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一文 中说汉代是有织女像的，西汉班
固的《西都赋》中也有提到。
因此汉代可 能是有织女形象的，当然这一点在郎净的整本著作中并不是个关键环节。
 而细节上的争论在学术研究中也是难免的。
汉代董永画像石上是否已出 现织女图案？
或者说即使考定了确实是织女图案，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汉 代董永孝子故事就已转变成一个爱情故事？
或者已经有了爱情发展的可能性？
这些问题由于材料不足，还不能马上下结论。
郎净对汉代的董永 故事的分析是严谨的，在没有足够的材料的支持下，还是将这一时期视为 以孝为
中心的孝亲故事，只是到了魏晋时才向感情型的爱情故事发展。
　　在从唐代到清代的故事渐变期的论述中，郎净注意到了不同的民间故事载体与群体中其所代表的
意义是不同的，如在孝子类的宣传与地方 志中，故事主要人物以董永出现；而在各类民间故事、传说
、戏曲中，织女 或七仙女才是真正的主角，壁画与民间工艺中董永与织女是并列的；而在 宋代文人
的话本创作中，董永的身份也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农民变成了书 生，这很明显是文人的自我意识的反
映。
这三种方式，实际上对应的是三 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官方、民众与文人。
　　在郎净的博士论文中十分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董永故事的叙述与展开过程中，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进行，即官方伦理层面与民众情感层面。
官 方伦理层面总是把董永故事框定在孝道宣传的范围内，而民众却在不断 地参与这个民间叙事，不
断突破其伦理教化意义，其故事的受众十分广 泛，民众以讲和唱的形式展开他们对董永故事的想象与
再创作，并在故事 中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群体心愿，充满着时代色彩与生活细节。
正如 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说要以“故事的眼光来看故事，不能用 实事的眼光来看故事
”，这是说表面上是故事在变化，实际上是叙述故事 的民众的感情认同发生了变化。
在民间社会层面，人们更看重的是内在 的感情，于是董永故事演变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爱情故事。
这也是民间 故事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伦理与情感的一个内在冲突。
 当然，在董永故事 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些禁忌则一直存留在民间叙事中一直没有发生变 化，特别
是天人相分的民间禁忌，如织女最后必须回到天上去，天上的仙 女与地上的凡人不能永远在一起生活
，这实际上已触及了中国古代的民 众的强烈的宗教心理了。
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实际上不是没有宗教信仰， 它是被官方与文人士大夫压制了，从而存在于文化的底
层。
在董永故事 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天人两分的宗教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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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郎净的关于故事渐变期 （下）的论述中，对这一点也有一定的篇幅进行讨论。
对天人两分的宗教 禁忌及其民众长期以来的宗教基础，我们以往是不够重视的，我们以往总 是讲天
人合一，其实天人合一只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境界，与民众的天人两分的宗教禁忌有很大不同。
在这一点上相关的探讨还可以更为深入。
　　关于董永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的融合，也是本书讨论的内容，郎净认为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女
子明言自己为“织女”，为“天帝’’所派遣，敦煌 残本《孝子传》与之一致，这是董永故事与牛郎
织女故事的融合，对于这 一点，论述上还可以更充分一些。
由于董永故事的其他时期如渐变期从 唐代到清末这一时间段，戏曲的内容很多。
在这一阶段，郎净搜集了大量 的地方戏曲资料并作了整理，这与她对戏曲的熟悉是分不开的，我个人
对 于戏曲并不熟悉，也就不能就此发表太多的评论。
　　郎净对于诗歌、戏曲、体育均有一定的造诣，所以在这篇博士论文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行文
中潜在的艺术气质。
正是这一点可以说她很好 地继承了顾颉刚先生民俗学研究中对民间感情与想象尊重的学术传统。
 在民俗学研究中，研究者如果能充分尊重民众情感与想象，并为之付诸实 践，那么我们就说这是民
俗学研究的民主意义的体现。
民众也有权利表 达他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以往不被重视的感 情和想象发掘出来，并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反思我们自己
。
郎净是华东 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文艺民俗学的第一个博士生，当初郎净主攻的是中 国戏曲方向，对
于黄梅戏有相当的研究，并选取了董永民间故事，是一个 将民俗学与戏曲学结合的很好的学术个案。
就目前的材料来说，这篇博 士论文所达到的学术研究深度在国内是无可置疑的。
本来按照中国人的 学术习惯，我是没有资格给这本专著写序的，因为我和郎净都刚博士毕 业，我们
都刚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的出版本 来应由她的老师来写序，但郎净坚持要我写，而我也对于其所取得的学
术 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很乐意为此写序，并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
这样 的做法在学术界中也许有些骇人听闻了，不过，我们注重的是学术本身。
 其他也就不在意了。
也许年轻一代人的学术成长，就是这样让前辈人目 瞪口呆的。
　　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的纪永贵先生也开始撰写董永的博士论文，在他开始董永博士论文的写作时
，郎净已在这一年的5月通过了董永博士 论文的答辩。
后来纪永贵先生联系到了上海的郎净，他的博士论文在写 作过程中得到了郎净的帮助。
郎净把她的博士论文送了一部给他作为写作的参考。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关于董永故事的研究，已有更多的学者在 关注。
我们也期待关于董永民间故事的研究，不同的学者能够有更多的 学术交流。
郎净的博士论文作为国内第一部的董永研究专著，其出版自 然有其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当然从最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我们 仍然期待郎净女士在本书出版以后能采纳国内外学者的批评与
建议，进 一步搜集资料，在将来对这篇论文进行再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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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第二章　董永故事的渐变期（上）　第一节　知识阶层――应用　第二节　官方――宣传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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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元明时期第四章　董永故事的转型期　第一节　渐变期的余音绕梁　第二节　转型期的粉墨登
场　第三节　台上台下的如戏人生第五章　董永故事的重铸期　第一节　“曲”之跌宕起伏　第二节
　民间故事的悠悠讲述　第三节　世纪之交的状况及思考（代结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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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郎净在就读文艺民俗学博士时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勾勒了董永故事发展的基本阶段，揭示了民间故事在演变过程中的民间、官方、知识分子不同群体的
三重作用，从而将董永故事的历史丰富性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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