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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民歌 5李秋胡 6对秋胡本事解构的文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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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畲民歌5李秋胡6第一次以民歌的方式, 对秋胡戏妻本事进行了另种方式的解读。这一古老母题在传承创变

过程中的演绎, 反映了畲族人民对它的理解与接受, 折射了畲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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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胡戏妻0故事在中国源远流长,同一文本形式在流

变过程中, 文体发生了诸多的改变,几乎每个时期出现一种

新的文体, 秋胡故事就会抛头露面。由画像石刻、历史传记、

笔记小说、诗歌,发展到变文直至元代最终定型的杂剧, 其间

的作家也经历了学者、诗人、小说家、民间艺人等各种角色的

转换。畲民歌5李秋胡6¹第一次以民歌的方式, 对秋胡戏妻

本事进行了另种方式的解读。这一古老母题在传承创变过

程中的演绎, 反映了畲族人民对它的理解与接受, 折射了畲

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  秋胡故事流变背景探索

最早记录秋胡戏妻本事的是西汉刘向的5列女传6 [ 1],

在卷五5节义# 鲁秋洁妇6记载: 洁妇是秋胡之妻, 新婚五天

后, 秋胡求官离开家乡。五年后归来, 在桑园中遇一美妇人

调戏之。秋胡归家后, 妇人发现秋胡乃是桑园轻薄之徒, 遂

去而东走, 投河而死。

西汉时, 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政教和统治者利益的不

二法门, 成帝时, 后宫尤其荒乱, 鉴于此, 刘向创作了 5列女

传6,且流传波及甚广, 在石壁曾有该故事的画像 [2]。秋胡

妻就是按照儒家要求塑造的孝妇节妇形象,严格遵循儒家的

言行规范, 符合三从四德的标准,具有鉴戒意义。然而, 这一

形象虽然典型, 却并不生动,其刚烈易碎的个性,后人总觉遗

憾, 故对这一母题始终兴味盎然, 其不同文体的创变,架构着

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所属的那个阶层,蕴藏着特定的时代

背景和社会心理。刘向将该故事载入 5列女传6, 唐代史家

刘知己颇为不满, 竟然说: /秋胡妻者, 寻其始末,了无可称,

直以怨怼厥夫, 投川而死,轻生同於古冶 ,殉节异于曹娥。此

乃凶险之顽人, 强梁之悍妇。0 [ 3]他对女子反抗丈夫, 实在是

畏怒兼至的。 /这是由于刘知己的历史判断,依礼而行;所以

在编次、人物称谓等方面 ,都极重视上下尊卑长幼之序, 连男

女夫妇也是如此。0 [ 4]

西晋时,出现了笔记小说,葛洪 5西京杂记6编撰了两个

秋胡的故事, 其意为了说明 /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0、/名齐

实异,所宜辨也0的道理。由于人物缺乏一定的生活基础, 内

容显得有些荒诞不可信。

此后,秋胡故事流传于诗歌中,成了专门乐章, 在魏晋时

被列入相和歌辞清调曲内。曹操父子三人均以5秋胡行6为

题或咏志或颂德,但内容却与秋胡本事无涉。晋傅玄5秋胡

行6二首歌咏秋胡故事, 南朝宋颜延之5秋胡行6一首 (九章 )

,齐王融的5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诗6七章, 南朝梁王筠

5陌上桑6以秋胡事为典,南朝宋谢惠连 5秋胡行 6咏秋胡事。

梁代有邵陵王萧纶5代秋胡妇闺怨诗 6一首。以 5秋胡行6命

名的歌行体诗作至唐代尚有流风余韵。

唐代记载秋胡故事最为详尽的是 5秋胡变文6。故事大

致框架不变,但更为完整, 与汉魏间秋胡故事的主要情节相

比, /娶妻0, /投水0情节缺失, 却增加了身世、辞母、别妻、入

山求学、上表求官、告归求赏以及婆媳劝嫁等情节。可惜头

尾残缺,起于游宦, 止于九年后秋胡衣锦还乡, 归家后夫妻相

认,最终结局如何不得而知。唐变文中秋胡的主动求仕, 彰

显了唐人对未来的自信和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报国济世之

志,秋胡妻也成了唐代众多闺中怨妇的代表。

元代石君宝的杂剧5鲁大夫秋胡戏妻6是现存最早的剧

本。与此前相比, 5鲁大夫秋胡戏妻6情节上有了重要突破。

秋胡妻首次以独立的女性身份出现, 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

罗梅英。关目上也将唐代变文中秋母劝其改嫁改为李大户

逼迫改嫁,在现存文本中, 首次以夫妻和好大团圆的方式结

局,迎合了市民观众的心理需要, 或者说元人需要一种适合

自己口味的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的合理性,由



此才出现了元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

宋元以降, 秋胡故事又流行文人诗作。针对秋胡妻有被

视为妒妇的嫌疑, 故咏秋胡事的文人都一再赞许秋胡妻的贞

烈, 这也可以说是宋之后文人对秋胡妻之死的共识。

明代小说为秋胡故事的演绎又增添了新的途径。如冯

梦龙5情史6中的5秋胡 6, 5古今列女传演义6中的5鲁秋胡

洁妇6等,几篇小说情节与刘向5列女传6基本相同, 但秋胡

妻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有宽容秋胡的行为, 死前都表示 /任

君别娶0,拥有 /贤妻0之德, 体现了明后期礼教对妇女的束

缚与思想的捆绑。

纵观秋胡故事的流变, 几乎每个时代 ,士大夫都热衷于

借助该故事, 传达他们的思想与理念,或抨击,或褒奖。秋胡

已经成为代表某个时代文人的符号,承载着他们的理想与信

念。

二  5李秋胡6对秋胡故事的解构

5李秋胡6第一次以民歌的形式, 对这一古老而影响深

远的母题进行了演绎传唱, 对文本进行了重新的解构,渗透

了很多新鲜的元素。在民歌中 ,我们能处处看到畲族人民对

秋胡故事的接受, 而经过久远的口耳相传,秋胡故事越来越

丰满, 形成了具有畲族文化特点的秋胡故事, 渗透着畲族艺

人对秋胡本事的理解与诠释。

5李秋胡6共分四章, 在语言上具有浓厚的畲民歌色彩。

与5列女传6秋胡本事相同的是, 仍以秋胡妻为叙述的焦点,

并保留 /赴河投水0的结局, 所不同之处是在细节上对秋胡

本事有了诸多的创造。

民歌共分四章。第一章开篇起兴, /一条歌故连四句,连

皮三条调哩奴。娘唱英台孟姜女,郎唱南京李秋胡0,引出李

秋胡故事。5列女传6记载秋胡为鲁国人, 5李秋胡6中, 秋胡

有了姓氏, 籍贯发生了变化, 移居到了南京。畲民歌为口头

文学, 缺少语言文字,采用汉语畲音的记录方式,在民间艺术

家的传唱过程中, 地名有了误差,而 /鲁0和 /李0音近, 参读

全篇, 此李秋胡与秋胡确为一人, 疑民歌传唱发生衍误所致。

民歌首章包括秋胡年幼求学,请亲, 娶妻,求取功名等细

节。民歌投入大量的笔墨描写秋胡与妻的恩爱难舍,与此同

时, 秋胡却在结婚六日 ( 5列女传 6为五日 )向妻提出起身求

取功名的要求。民歌保留了变文中秋胡为取功名而迫不得

已离开缠绵的娇妻的情节。秋胡在新婚时的主动离家, 引起

了妻子的猜疑。而这种猜疑, 一方面出于对秋胡的亲爱, 而

更为重要的是, 小娘 (畲民歌对妻的称呼 )担心秋胡一旦金

榜题名抛弃自己。因此得知秋胡将要离家, 罗氏 (元杂剧称

秋胡妻为罗梅英 )流泪心愁惶, 追问: /是我清瘦唔生好, 是

我爷娘少嫁妆? 0当秋胡否定了罗氏的疑问后,罗氏又以新婚

恩爱梦未断来挽留秋胡。在 5李秋胡 6中, 秋胡给读者最初

印象是一个积极上进,不流连温柔乡却又不乏温情的男子。

比之5列女传6秋胡, 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更具有社会意义。

在无法挽留秋胡建功立业的脚步后 ,罗氏终于亮了底牌, 表

示了自己的惴惴不安: /总吓夫郎贪花娚, 采了野花唔认

人。05李秋胡6表达了与元杂剧5西厢记6中莺莺共同的担

忧: 功成名就之后, 丈夫弃妻另娶。其实, 这不是莺莺的担

心,也不是罗氏的担心, 是几乎古代所有 /罗氏们0的担心,

即使两情相悦,还是担心最终被抛弃的现实。这是 /母权制

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也

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 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对

象,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

位,在英雄时代, 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 表现得特别

露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 有些地方还披上比较

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0 [ 5] 5李秋胡6中的罗氏

是一个脆弱女子,与众多女子一样,孝敬公婆, 在情感上依赖

丈夫,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子,而不是一个贞妇节妇的楷模

范式。

第二章歌唱秋胡妻 (罗氏 )在家孝敬公婆, 苦等秋胡之

事。5李秋胡6改变了5列女传6辞亲五年的本事, 而继承了

唐变文九年说,使得秋胡桑园不识妻而戏妻情节的演绎有了

合理性。秋胡九年归家, 并非出自内心对亲人的渴望, 对贤

妻的思念, /秋胡一直无信转, 好似泥牛入海塘0, 内心未曾

主动发信,而家中 /翁姐多病心愁惶0, 父母重病在身, /几多

铜钱都使了,无奈养蚕采黄桑0, 家中贫困,罗氏辛勤劳作侍

奉公婆。秋胡的归家, 并非出自主观上对妻子及父母的思

念,而是因为托梦所致,这一情节, 说明了秋胡的不孝, 民歌

对秋胡之人品颇有微词, 为下文的桑园薄行作了巧妙的铺

垫。

第三章是秋胡戏妻的重点。秋胡衣锦还乡见到了清秀

貌美的罗氏,上前搭讪。罗氏拒绝秋胡的调戏, 而支撑其行

为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因素,即对丈夫的情意, 对丈夫

的痴情。面对秋胡的言语调戏,罗氏显得相当自信: /我郎唔

会那些似0, /我郎为人是忠实, 唔似毛官那贪花 0。另一方

面是外在的压力, /娘今已配亲夫了,唔该乱讲法难容0, /名

节比金重十倍,坏了节义臭名传0。 /瓜田李下防话口, 唔朝

狗官转头行0。民歌第一章极言秋胡与妻之恩爱缠绵, 临行

之时也是千叮咛万嘱咐, 而秋胡的信誓旦旦,为罗氏的 /苦守

寒窑0增添了信心与希望, 面对翩翩美男的诱惑, 罗氏心中却

依然镇定自若,丝毫未起波澜。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见异

思迁,因为他为人老实,人品可嘉, 可见,罗氏看重的是秋胡

的人品。虽然秋胡在离家时以夫贵妻荣来相慰: /劝娘唔使

心愁惶,我郎唔会变心肠。求得一官半职转, 你做夫人亦荣

光。0在此章中,罗氏也采用5陌上桑6中罗敷夸耀夫君的手

法,但侧重点各有差异。罗敷以大段文字描写夫婿的美貌以

及他的官职之高。而罗氏夸耀的是丈夫的俊秀人品, 一如

5白蛇传6之白素贞对许仙之倾慕: 爱他的俊秀人品。这种

内在的动因为罗氏最后的赴河投水悲剧埋下了伏笔, 也使得

罗氏的形象比较贴近现实。罗氏性格在民歌5李秋胡6中有

了崭新的发展,这一新鲜元素的注入, 是保证民歌 5李秋胡6

生动的关键。同时, 我们也发现, 罗氏也看重外在的压力,

/法难容0, /节义0, /瓜田李下0,所有这些外在的压力,已经

逐渐成为了 /罗氏们 0的行为准则, 为人之道, 这也是5李秋

胡6在传承创变过程中无法弥补的缺失与遗憾。

第四章5李秋胡6在细节上增加了罗氏心理及宴客场面

描写。秋胡荣归故里, 罗氏满心欢喜, /小娘打扮出大厅,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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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心里铁拿拿。几多言语想出口, 人客来多无感望0。而当

罗氏抬头看到的丈夫竟是桑园之徒时,巨大的心理反差使沉

浸在喜悦中的罗氏气愤之极: /九年苦心付流水,算我无眼认

错人0, /官做再大何处使 (用处 ) 0, 支撑罗氏的强大动力是

秋胡的人品, 更确切的说是相信秋胡对爱情的忠贞。民歌通

过对秋胡妻几次面容或梳妆的细节描写来传达她对丈夫的

真挚爱情。罗氏送秋胡出门后, /愁云满面泪纷纷0, /脱落

新衫着旧衫0, /小娘别郎懒梳妆0; 秋胡衣锦还乡后, /小娘

打扮出大厅, 想郎心里铁拿拿0。比较几次描写, 可以体会到

作品借 /女为悦己者容0来刻画秋胡妻内心世界的意图。罗

氏对秋胡感情矢志不渝,对秋胡的立身处世也保持自信。至

于功名, 罗氏始终未将其作为头等大事考虑在内。这种解构

方式, 使得罗氏显得异常可爱, 没有陷入夫荣妻贵的恶俗的

思维模式中, 但同时也为罗氏最后的悲剧作了注脚。当爱情

毁灭了, 罗氏心中生存欲望也随之毁灭。

秋胡的戏妻行为 ,击碎了罗氏心中的丈夫偶像, 更摧毁

了她对爱情的信念与梦想, 宁为玉碎, 勿为瓦全, 因此 /一气

跳入深水塘 0。我们在明代拟话本5杜十娘怒沉百宝箱6中

看到了同样的镜头, 杜十娘面对李甲的出卖, 在悲叹爱情死

亡之际, 将自己美好的躯体付诸于滚滚江水。 5李秋胡6保

留了洁妇投河自尽的结局, 但对投河的原因有了新的注解。

5列女传6中秋胡妻投河, 是因为她认为秋胡不孝不忠不义,

其对秋胡的理想, 更多的是从封建忠孝节义的角度出发, 带

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说教的色彩, 洁妇对自身的立身准则, 也

是坚持 /惟若节义, 必死无避, 好善慕节, 终不背义, 诚信勇

敢, 何有险波,义之所在, 赴死不疑0 [ 2]的刘向节义标准。洁

妇思想, 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更多的表现儒家的 /言志 0

理念。这种正统文化向来具有禁锢自由情志、压抑正常人性

的不合理性, 而表现人物内心的需求, 最基本的爱情人伦是

不被社会接受的。

5李秋胡6以民歌的形式, 将罗氏的内心渴望表现得淋

漓尽致, 从外在的社会要求,转向内心的对爱的追求;从外在

的道德劝诫, 转向内在的自省的情感诉求,表现女人对自己

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对于个人幸

福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于 /享受人生0的空前热情。这种对自

身价值的肯定与赞扬,跳出了一味诉苦博取同情的惯例, 走

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是对自我的正确的审视, 是中国古代女

性的本体意识的萌芽。这多少体现了人性的复苏和高涨之

势, 体现了人的自我价值随着社会演进而有所 /升值0的趋

向, 这种自觉意识的召唤,是人性最大的解放。从这个层面

上, 5李秋胡6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

5李秋胡6中罗氏的性格处于不断的裂变状态, 在秋胡

离家之际, 罗氏多情脆弱易碎, 担心秋胡变心抛弃;在秋胡为

官之际, 罗氏勇敢勤劳,照顾年迈公婆, 采桑养家; 在桑园, 罗

氏泼辣机智, 嘲骂秋胡, 夸耀丈夫; 在秋胡荣归时, 罗氏敏感

刚烈, 怒骂丈夫的不忠,赴水自尽。罗氏是一个立体的形象,

凸圆的人物, 敢爱敢恨,在留守空闺的九年艰难岁月里, 怀着

对爱情的美好期待, 而这种期待在某天却以近乎戏谑的方式

变成现实时, 罗氏的精神彻底崩溃。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出现

了两个分岔, 一则如春蚕作茧自缚越发缠绵于对爱情的失望

与悲痛中,一则为转移心灵视线寻求自我的解脱。罗氏选择

了后者,而其寻求解脱的方式就是对生命的放逐。她的悲剧

的造成,不是社会压力,不是社会悲剧, 而是性格悲剧, 源自

于对爱情的忠贞。这种解构方式, 使人物具有了更多的现实

意义。秋胡试妻,假若真的如他所言只为 /试0,则 /试 0之行

为包含秋胡对其妻缺乏信任, 以阴暗之心态揣度罗氏。假若

罗氏不幸果真为其美貌或财富引诱, 秋胡休妻行为则不可避

免,罗氏终究难逃被休的命运。假若秋胡试妻行为是假, 而

是为美色吸引寻找藉口, 则秋胡之人品卑劣自不待言。纵观

秋胡的所有言行,无一不是利用 /印象整饰0, º 在不同人面

前戴上不同的人格面具, 以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 极具虚伪

性与欺骗性。秋胡的 /戏妻 0行为, 在秋胡看来, 无足轻重,

无伤大雅,不至于使罗氏走向自尽的悲剧。但这一带有戏谑

色彩的情节,却是男权文化的变形展现,他暗示着, 男子对女

子价值的轻视甚至否定。因此, 秋胡戏妻看似一戏谑行为,

而对罗氏造成的伤害却是毁灭性的, 罗氏悲剧的造成是个人

精神特质所决定的无可奈何之事。

5李秋胡6带有浓厚的畲族民歌色彩及文化意蕴。畲族

女子勤劳勇敢,长期从事山间田野劳作, 养成了她们泼辣刚

烈的个性。与汉民族相比, 畲族人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

少。畲族男女以互唱情歌的方式来表达爱情, 受礼法的约束

相对较少。罗氏便是畲族女子的典型。然而,长期的杂居状

态,不可避免的带上很多汉民族儒家文化的色彩。因此, 5李

秋胡6是畲族人民对秋胡戏妻的解说, 但同样带上了汉文化

色彩。

畲民歌5李秋胡 6是畲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

创作出来的口头文学。在长期口耳相传过程中, 吸收了秋胡

戏妻本事以及各个朝代对秋胡的解读, 累积了众多艺术家对

这一文本的理解, 渗入很多民间艺术养分。这是 5李秋胡6

不同于各朝代秋胡版本之处, 也是畲民歌5李秋胡6的特色。

注释:

¹ 5李秋胡6在5丽水地区曲艺志6中有初步的介绍, 在

民间有丽水市莲都区赤坑村蓝仙翠的手抄本, 本文讨论的

5李秋胡6见于雷阵鸣参阅二者的基础上整理的5畲族叙事

歌集粹6, 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2.

º 所谓 /印象整饰0即有意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的印象

的过程。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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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能够给诗人内心带来短暂的快乐 [ 8]。但那种经邦济世的

理想很快被时事危艰和穷愁困厄消磨殆尽,腐儒的卑微无力

和老马的志存高远构成矛盾性情感体验,于是情感中融入自

嘲自谑的自悯意识。

接近杜甫生命终点的寓湘诗尤为值得人们颂扬,因为这

位诗人对于内心世界的发觉才真正达到了人生最深刻的阶

段。这种变化很大程度是由寓湘遭遇到的恶劣生存环境所

致, 严酷生存危机压榨着诗人的生活空间, 并压迫着内心, 使

诗人对心灵世界投入更多的关注,从而更易凝缩出心灵之本

真的存在意识, 视角从历史中抽离,历史的维度转换为心灵

的时空, 拓深了杜甫内心可探索的深度。仕途的挫折,生活

的困窘, 异乡的凄凉, 时局的动荡, 民生的艰辛, 这一切都萦

绕在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心头。面对无奈的现实,杜甫在自

身的苦难中感受, 在现实的苦难中忧思, 他的目光是面对现

实的, 虽然他在诗篇悲鸣不已, 独自哀叹, 但在对 /理想家

园0的渴望中,杜甫的目光和思想丝毫不因为这理想的无从

实现而放弃或改变。他终生怀才不遇,却仍然丹心碧血, 为

自己的理想呐喊奔走,谱写一曲曲壮美的精神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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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ufu 's Self- pity Conciousness in YuXiang- Poem DuringH is LaterYears

LIU Ru, LIY in- sheng

(GuangX i University, N anning 530004, China )

Abstrac t:  In Dufu s' later years, he becam e a refugee, poor, lone ly and sick. H ew as forced to be hom eless and trapped in Hu-

nan. YuX iang- Poem represen ts Du fu s' last cry for h is d ignity and dream. It shows h is se lf- p ity conciousness. A lthough he d ied

shortly, h is confuc ian spir it of car ing for the fa te of h is nation and people is va luab le her itage for people.

K ey words:  Dufu;  YuX iang- Poem;  confuc ian;  se lf- pity con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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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Q iu HU . S

W orks in She Folk Songs "L iQ iu Hu"

ZHONG Cu i- hong

(Nanjing N orm al University, Nanj ing 210097, China )

Abstrac t:  It is in the She fo lk song "L iQ iuH u" that thewo rks of0 Q iu HU X iQ i0 w as interpre ted in the fo lk w ays for the first

tim e. The deduction in the process o f transm ission and change o f th is anc ient fem a le topic re flects the people s' understanding and ac-

ceptance o f it as w ell as r ich cu ltu re o f the She People.

K ey words:  L i Q iu H u;  She fo lk songs;  Q IU Hu tak ing liberties w ith his w 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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