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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鉴赏《白蛇传》

吴林森

白蛇传说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起源悠久，世代流传，是

传统口头文学中一颗极为璀璨的明珠。镇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也是白蛇故事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近千年来，“水漫金山”、“端

午惊变”、“五条街保和堂”、“白龙洞”、“法海洞”等发生在镇江的

“白蛇传”口述文学，一直为镇江老百姓津津乐道，家喻户晓，已成

为镇江人口耳相传、绵延发展的一种活态文化。

其实，民间的白蛇传说，也就是我们说的活态文化，与《白蛇传》

是两回事。《白蛇传》是白蛇变人、人蛇结合故事的通称。它主要是

历代文人根据流传的白蛇传说进行改写和再创作的不同形式的作

品。它和我们民间老百姓口头流传的白蛇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但绝不能等同。

说白了，《白蛇传》是文人作品、作家文学。白蛇传说是口头文

学，千年以来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集体创作。然而，由于《白蛇传》与

白蛇传说互为交融，互为渗透，几乎融为一体，眼下许多人在叙述

时基本含混在一块，胡萝卜蕃瓜分不清。也许，这正是《白蛇传》流

传千古的艺术魅力所在吧。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读《白蛇传》呢？如何读懂《白蛇传》？如何品

味《白蛇传》？简言之，就是如何用当代人的眼光，鉴赏一下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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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城市、这么鲜活的《白蛇传》呢？在下从事这方面搜集、整理、研究

工作已经 40年，想从以下四个方面说说《白蛇传》，和喜欢民间文

化的朋友们交流交流心得。

一、精怪说

白蛇传说源于上古图腾崇拜。人蛇结合，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

故事里都有。特别在中国，我国神话传说中的创世者盘古，是“龙首

蛇身”，另一创世神女娲和伏羲，上半身为人体，下半身是一条蛇

尾。这不难看出蛇图腾在我国的影响。

许多学者考证，《白蛇传》故事源自印度。印度教认为，宇宙初

创，是由两条大蛇搅动乳海开始。印度教传到东南亚，12世纪元代

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记述真腊国王有一“天宫”，他夜夜登上天

宫与蛇精交合，这是人蛇交媾故事的雏形。

我国有学者把《西游记》、《白蛇传》等归为“精怪文化”。所谓“精

怪”，本来是指各种自然物———山川土木，飞鸟潜鱼，走兽爬虫，老

而成精，便能通灵变化，而且常常参与到人的社会生活中来，多数

是为害作恶，捣乱生C。但自《九歌》问世，其中的山鬼变得可爱，于

是便有了众多的艺术形象。到了《聊?志异》，作品中的狐狸精们，

一个比一个聪慧美丽，一个比一个善良多情，简直“比人都好”。

这些精怪，它们都有自然物做原形。比如，白蛇传说中白娘娘、

小青青都是由蛇成精。法海是名高僧，但在民间传说中也有法海由

癞蛤蟆成精的传说。

精怪，如同鬼神一样，都是人们观念的产物，现实世界中并不真

的存在。在上古，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创造诞生于世，以后作为

一种文化积淀，迈进文明社会，并在新的条件下寻求新的生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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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它们始终是中国信仰文化的一部分。

印度人蛇的故事不止传入东亚，也往西方传入希腊，希腊神话

中有拉弥亚，即由蛇幻化，与青年本乌斯结为夫妻，结婚当天，来了

个叫阿波l尼乌斯的，识破了拉弥亚是条蛇。

这个希腊神话中，也有白蛇传说中的白蛇、许仙、法海三个角色

的原型。

二、爱情说

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牛郎

织女》、《孟姜女》，是中国民间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它们的流

传主要"人们的口传心授播布民间。它们之所以受到人民青睐，其

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四大民间传说都表现了爱情。

如果说《梁祝》、《牛郎大于没侨 吻 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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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中后，便身重头旋，卧床不起。不久，就仅存头部，被子下面的

身子全化为血水。家人找到白衣女子的住处，不见房子，唯有一皂

荚树。旁人告之曰：“往日有巨白蛇在树，更无他物。”

可见，白蛇最早的形象是一个化为美女、以色相害人的蛇精，与

爱情毫无瓜葛。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可以说是白蛇传

故事流变过程中白蛇的形象由蛇精变成美女的一个转折点。这里

面有了白娘子对许仙的爱情。

《白蛇传》最早搬上戏曲舞台是明初洪武年间邾经的《西湖三塔

记》杂剧，今已失传。在现存的戏曲作品中，第一部描写白蛇传故事

的是清代乾隆年间黄图铋编撰的《雷峰塔》传奇，后又有了陈嘉言

父女根据观众意愿改编的梨园本《雷峰塔》传奇。后者在黄本上有

了较大改动，突出了白娘子的爱情戏，几乎脱尽了她身上的妖气，

增强了白娘子与许仙的描写，尤其突出了白娘子对爱情的坚贞执

着，增加了《端阳》、《盗草》、《水斗》、《断桥》等重头戏，如在《水斗》

中，当面指责法海拆散她与许仙的情缘，并率领虾兵蟹将与法海打

斗。同时，还给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增加了一个美好的结果，《奏

朝》、《祭塔》两出戏，让白娘子产下一子并中了状元。这一美满的爱

情结局，十分符合普通平民百姓的意愿。

我国 猿园园 多个剧种、曲种演出了不同的《白蛇传》故事，如昆剧、

京剧、川剧、秦腔、豫剧、汉剧、湖剧、晋剧、评剧、扬剧、越剧等，其中

《盗仙草》、《金山寺》（又名《水漫金山》）、《断桥》等剧目久演不衰，

脍炙人口，而且始终均以爱情为主线，歌颂了白娘子对爱情的坚贞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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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物说

民间传说不同于一般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大都是根据人们

的想象虚构的。传说都具有历史性、可信性特征和解释性功能。这

种特征源于传说中的创作一般都有相应的附着物。也就是说，它的

产生有一定的事物或风物作依托，或历史人物，或名山大川，或名

胜古迹，或动物植物。传说的创作者往往根据一定的附着物想象构

思，形成关于各种人物和事物优美的故事，然后借用人们的口碑，

采用口耳相传、耳提面命的形式，代代相传。

白蛇传说这方面的特色极为鲜明，传说中的峨眉山、西湖、雷

峰塔、断桥、金山寺、法海洞，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名胜古迹。而一个

民间传说，把如此众多的风物天衣无缝地串联其中，这不能不说是

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绝妙之处。

《白蛇传》是民间长达一千年集体创作的典范。白蛇的经典魅

力，比起其他三大民间传说而言，更具独特艺术看点，尤其是它的

风物特征。

其他三大民间传说，比如《梁祝》，它的产生地就有众多说法。

浙江宁波说、江苏宜兴说、山东济宁说、河南汝南说等不一而足。梁

祝故里之争，也可理解为这一传说的流传之广和影响之深。包D我

们镇江的华山矶，也被认为是梁祝故事的原型之一。

与梁祝相比，《白蛇传》遗迹也有许多，但它的风物确定性强。

白蛇传说不能说流传不广，不能说影响不深，但除了四川峨眉、江

苏镇江和苏州、浙江杭州这几个明明确确的遗迹所在地，它的产生

地没有任何纷争。

民间传说一般来说都具有地域性特征，但绝不是说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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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地域性文学现象。《白蛇传》故事在许多国家都有流传，说明它

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民间传说。巴基斯坦、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均

有类似的白蛇传故事在流传，这就是明证。

这些也恰恰验证了一个名言：愈是地方的，就愈是世界的。白

蛇传说由于它的风物特征，而走向了世界。

四、民俗说

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传

播特征上——口耳相传、耳提面命。因此说，民间文学的传承是一种

民俗现象。我们对民间文学的鉴赏，不可以忽略它的民俗文化背景。

白蛇传说的一大艺术特征就是风俗性。《白蛇传》中的《端午惊

变》，就吸收了端午节习俗的许多内容。

端午节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华人世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甚

至也影响到日本、越南、韩国这些国家。

一般的民间传说，都讲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据朱自清

等学者考证，端午节的习俗包D龙舟竞渡、包粽子，比屈原还早就

已经存在。只是后来演变，把纪念屈原和端午节习俗合并到了一

起。就像《白蛇传》的情节，白蛇喝了雄黄酒，现出原形。端午节本来就

有喝雄黄酒的习俗，只是加入白蛇传的故事，使人的印象更深刻了。

雄黄是一种矿物，色桔黄，气味辛辣，民间在夏季暑热的端午

节，为了驱虫辟邪，把雄黄研成粉末，调在米酒里，喝了可以除病。

喝剩下的雄黄酒，洒在屋角床下，也可以使毒虫不敢"近。《白蛇

传》中许仙受法海唆使，利用这一民间习俗，使白蛇现出了原形。

《白蛇传》中的民俗色彩是十分强烈的，除了端午节，整个故事

中的一个道具———伞，也是民间民俗中的重要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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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传》中有游湖借伞一段，伞成了白蛇、许仙定情结缘的信

物。然而民间又有一种忌讳，通常伞是不能作为礼物的。“伞”与

“散”谐音，暗示“分散”，是不祥之兆。

《白蛇传》中的民俗现象比比皆是，比如民间传说中吕洞宾卖汤

圆给许仙吃、法海入蟹、水漫金山中虾兵蟹将打斗等情节，都与民

间习俗紧密相连，饶有风趣。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其实白蛇是说不尽的。记得前些时候著名作家王蒙来镇江，也

专门谈起了白蛇传说。他认为，《白蛇传》里有很多关于人、妖、神的

故事，内涵非常丰富，是创作的源泉。我十分赞同。笔者也写戏剧作

品，也曾斗胆试过根据《白蛇传》改编出一个新作品，但动笔前又有

些惧怕了，有些犯难了。草拟过几段人物的中心唱词，比如许仙的

“娘子啊，千万别做人”，比如青青的“姐姐啊，人有什么好”，后来写

不下去了，因为要把一个民间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作品改编得有新

意、有看点，不是一件易事。

（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

吴林 森，镇江市文广新局创研中心研究员，江苏省非遗

保护专家P成员，镇江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S著作

有:《改 革大潮中的镇江》、《群$文化探索与研究》、《吴门四才

子》、《扬州八怪》、《镇江风俗》等a余部。创作的扬州评话《一

笔救灾款》、《戚老七ZN》，少儿故事《糖心山芋》，戏剧小戏小

品，少儿作品《末r船》、《代笔》、《夜审》、《老歪拜年》等在国家文化部获多项

金、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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