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及其文化空间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孟姜女传说》评述

乌丙安

摘 要：孟姜女口头遗产在中国早已经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民间传说圈。在孟姜

女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即以孟姜女口头传承为文化圈的活动空间里，不

停顿地用多种形式重复展演和弘扬着孟姜女文化遗存。而山东淄博地区孟姜女传说

调查成果充分证明，中心地带传承的口头传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传说中的

人物、事件与当地人文历史背景、自然地理环境的紧密粘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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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的民间传说《孟姜女》在口头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被中国亿万

民众推崇到“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精品行列中了。他和《牛郎织女》、《梁山伯和

祝英台》、《白蛇传》并驾齐驱，构成了中国民俗文化含量最为丰厚的大扩布口头遗

产，传世至今，并在民间脍炙人口，影响深远。2005年山东省淄博市申报的《孟姜

女传说》、2008年河北省秦皇岛市、湖南省津市市分别申报的《孟姜女传说》项目，

先后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名录实施保护，引起国内外

的广泛关注。

一、关于《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

任何民间口头传说的不胫而走，都有其在文化传播中从起点到终点的线路，都

有从源到流的泛化扩散历程。由于年代久远和传播面积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迅速

扩大，这种线路和历程往往变得逐渐模糊起来。但是，任何口头传承的文化事象都

有其自身传承的法则，它们总是伴随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化轨迹，附着在若干个特

定的文化空间，显示着它们移动演变的清晰形态。《孟姜女传说》的口头传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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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典范，它最早发源于历史上一个特定空间的人物和一个特定的历史重大事件

的传闻，迅速在一至二个以上地点落地生根，由民众演释成人物传记体的故事情节

母题，再传开去，扩展成许多大同小异的口述版本。以后经过民间艺人的再创作，

经过文人诗作、笔记、史志的文本记述的再传播，形成如今丰富的广泛传播的口头

遗产。山东淄博一带的《孟姜女》口头传说大体上就是这样不断累积、不断融合形

成的。一个特定空间的中心人物就是孟姜女、或姜女、或许孟姜、或说其原型杞梁

妻，配角人物就是万喜良、或范喜良、范喜郎、或说其原型齐国大将杞梁；一个特

定的空间就是长城、或齐长城、或莒城、或秦长城、或城子、长城铺等具体地名，

包括多个出生地的名称；一个特定的历史重大事件就是修长城，几乎牵连到春秋战

国以来的历代修长城的徭役。从这里演绎出一连串感天动地的口头故事来。

孟姜女传说如今已经成为山东、河北、湖南乃至全国各地几乎耳熟能详、家喻

户晓的口头遗产传世代表作。全国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的研究群体，以当地流传的

丰富口传遗产、翔实的史料线索和城乡社区人文景观遗迹的印证，测查和认定了孟

姜女口头遗产在淄博地区、津市地区、秦皇岛地区传承两千余年的过程中，显现了

孟姜女故事活动的轨迹和特点。比较全面地摸清了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在全国拥有

的比较实在的家底，充分评估了它在民俗文化史、民间文艺史、社会生活史以至思

想史等诸多方面的价值。从民俗文化学的高度鉴别，我认为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代

表着人类社会永恒意义的、民俗美学的一种高尚的情操，是对于苦难世界的一种悲

壮的抗议，它充分展现了无情世界中真善美的感情。它的感动天地的文化震撼力和

深刻的有血有肉的民众审美理想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做为中国民众口传的

精神文化财富可供全人类各个人种群体的成员分享，成为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孟姜女口头遗产在中国早已经构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民间传说圈，在这个文化

圈中，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的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在大部分地区，包括许多少数

民族地区，孟姜女传说口头传承以其特定历史线索和文化空间的制约，都带有借入

或移入、传入的性质。在那些地区，几乎没有把孟姜女传说的基本母题直接落实到

地方风物和文化遗址上进行本土化的传承历史过程。

从田野作业调查的方法论出发，可以认定这些地区绝大多数属于孟姜女口头遗

产传播的边缘地带，许多地方的孟姜女口头遗产显然是在孟姜女传说传承的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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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辐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民俗文化圈测查的数量标准衡量，某种文化事象越是辐

射传播分布的地点多，就越能证明这种文化事象在其中心地带的文化生命力和影响

力越强，同时越能证明这种文化事象的多种文化元素在其中心地带密集存在，并在

质量标准上会显示该文化事象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充分的文化内涵。经过细致入微的

调查研究，山东淄博地区、河北秦皇岛地区和湖南津市地区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的

抢救发掘证明，这几个地方正是两千多年来孟姜女口头传承流变过程中形成的各有

特点的中心地带。

山东淄博地区孟姜女传说调查成果充分证明，中心地带传承的口头传说有一个

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传说中的人物、事件与当地人文历史背景、自然地理环境的紧

密粘附性。孟姜女传说与本地历史、地理的粘附性，应当认定是传说内容和表达形

式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传说印证的“可信性”。提供印证的

“可信性”特征是传说远比其它样式的口传故事在民俗生活中居于优势的首要特征。

这种印证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指历史档案和信史资料，指的却是口传民俗艺术的可信

依据，甚至还可能提供一些让人们可信的“信物”。传讲本地孟姜女传说的人，通常

在讲述传说的同时，总是辅之以对实地、实物的展示与解说，或找出可信的证据促

使人们像相信正史一样相信其口头传说的真实性。山东淄博孟姜女口头传承就具备

这种特点。淄博孟姜女传说早在古代就和公元前549年前后的春秋时期齐长城的历史

粘附在一起，传说的主人公原型在传承中总是以杞梁妻为主的，所以，当地遗留下

来许多关联着杞梁妻的地方风物遗迹。例如淄博市的博山、淄川和沂源三个区县境

内有近一百公里的齐长城遗址，有淄水，有若干个相关地名，还有姜女泉等相关景

物遗存做为传说流布的佐证等等，都是传说粘附于地方风物的“可信”印证。所有

这些印证，都有久远的口头传承历史和文献笔记的载录，并不是任何现代人的人为

生造。这一点是孟姜女口头遗产集中传承认定的重要依据。

二、关于《孟姜女传说》文化空间

在探究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传承艺术特征时，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所

有与孟姜女传说密切相关的景物遗存“可信物”，对于口头遗产这宗最基本的重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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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并不需要用文献资料考证史实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它的

价值正在于孟姜女口头传说遗产发展成为较为典型的孟姜女文化空间，在淄博、津

市和秦皇岛等孟姜女传说文化中心地带使这个传说的文化活动形态得到了充分表现。

这种令人“可信”的“似是而非”的孟姜女文化空间，正是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重

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史料的辨伪求真考证，都会有损于这宗口头遗产在精神层

面的文化生命力从而弱化了它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在这里，《孟姜女传说》做为民

间文学的千百年来高度虚构的故事艺术魅力，才是它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实施保护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文化遗产分类认定问题。如果做为历史人物认定孟姜女

和万喜良，同时认定修长城、哭长城，甚至哭倒长城等都是历史史实，就会导致对

孟姜女、万喜良故里、齐长城、秦长城等各个相关遗址、地方景物做出文物考古发

掘，因为这是文物考古认定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手段。对于保护《孟姜女传说》这

宗重大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文物发掘和遗址认定及其史料考证是徒劳的，

各地千方百计争抢宣称本地区是真正的孟姜女传说发源地的做法，既是不科学的也

是完全不必要的。要知道百姓们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口碑传诵，以及各地香火

正旺的姜女庙会，就是孟姜女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宝贵的实证。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做为口头文学遗产的孟姜女传说，在它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属性里，并不需要求证孟姜女和万喜良是否在某个历史阶段当地实有其人其事，

更不要考证孟姜女哭城、投水的所谓历史事件发生在哪里；重要的在于这口头传说

中的两个主人公及其故事传承是否具备人类文明的代表性和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民

间文学艺术价值，是否值得我们对它加以认真的保护，传之后世。重要的在于史料

笔记中的各种记载都是孟姜女口头遗产传承流变的最好线索。有了这些记载和大量

的口头传说相比照，和传说中许多相关联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相比照，使我们今

天测定孟姜女传说源流的主线和支线以及认定以淄博、津市、秦皇岛为中心的孟姜

女文化空间有了更多文化探查的依据。

说到孟姜女文化空间，就不能不从“文化空间”的科学概念谈起。1998年10月

到11月之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5次大会上作出决议，要用额外基金创立一

个奖金，用来激活“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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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文化表达形式指的是非物质遗产的各种分类形式，如口头语言类、民间艺术类

（包括音乐类、舞蹈类、美术类、戏曲类、曲艺类、杂技类）、工艺技艺类 （包括建

筑工艺类、工匠技艺类、医疗技艺类）、风俗习惯类 （节庆类、礼仪类、行业习俗

类、游艺竞技类） 等表达形式，而“文化空间”则是特别新提出的民间文化展演形

式。文化空间指的是某一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一种特定的文化事

件所选的时间；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空间并不是只指某一个地点，因为从物质文化遗

产角度看，地点是指那里有人类智慧创造的物质存留，也可以说是有纪念物或遗址

的地方；而文化空间则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它指的是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方

式有规律性地进行的地方。这个新兴的遗产类别在全世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占有

较高的比例。从孟姜女民间口头遗产的传承活动方式考察可以看到，在这几个地区，

早已经形成了孟姜女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孟姜

女口头传承为文化圈的活动空间，在那里不停顿地用多种形式重复展演和弘扬着孟

姜女文化遗存。除了反复传播粘附在一系列文化景观上的孟姜女口头传说之外，还

有一批批农村民间艺人代代相传，用当地的民歌小曲、民间曲艺或戏曲形式传诵孟

姜女口头遗产。更为鲜活的是在这几个地区的孟姜女文化圈中，每逢农历的相关祭

日，在几个地区都流传有祭祀或纪念孟姜女的风俗活动，届时远近乡邻成群结队前

来凭吊孟姜女，游览孟姜女传说在当地的相关景物和遗迹。所有这些都成为孟姜女

文化空间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要素。

这几个地方的孟姜女口头遗产在经过了千百年的传承之后，如今已经约定俗成

为独具特色的孟姜女文化空间。当然，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孟姜女口头遗

产及其文化空间，和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在文化传播的历史长河中，具有

某种共生共享的特征，可以预见在广阔的孟姜女口头传承文化圈中，还会有一个或

两个以上别具当地特征的孟姜女口头遗产或文化空间出现，例如江苏的苏州和上海

的松江或陕西的铜川，也都具备了孟姜女文化空间的规模。只不过淄博、秦皇岛和

津市孟姜女传说及其文化空间的调查研究和抢救保护已经相继走在了前列，展示了

独具各地本土特色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瑰丽面貌，对全面保护中国孟

姜女口头遗产及其文化空间做出了重大贡献，很值得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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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孟姜女传说》口头遗产的全面保护

自从2001年5月18日以来到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公布了三批世界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共90项，其中口头遗产和文化空间项目都占有重要位置。像

2001年第一批公布的世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欧洲地区俄罗斯申报的“塞梅斯基

口头文化及文化空间”，南美洲地区厄瓜多尔和秘鲁联合申报的“萨培拉人的口头遗

产与文化形式”，非洲地区贝宁申报的“杰莱德口头遗产”都是人类口头遗产和文化

空间中独具特色的杰出代表。

我国的口头遗产《孟姜女传说》及其文化空间，能否具备世界级的遗产代表作，

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做好全面发掘、调查、采录、抢救、保存、维护和保护的一系列

细致工作，并把遗产保护工作和合理利用协调好，并把急于开发打造的相关工作审

慎地处理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保护遗产的任务完成得好。这几个地区的遗产保

护单位和孟姜女文化研究者已经做了以上各项的大量工作，很有成效。

目前，很有必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基本操作规程和做法，对孟姜女口头遗产进行

具体的实施。从全国范围的孟姜女口头遗产保护角度审视，我国对于濒危的包括四

大传说在内的口头遗产保护和文化空间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和国际上在这方面先

进的国家相比较，还有较大的距离。要想做好全面保护孟姜女文化遗产的工作，还

有许多必不可少的任务亟待完成。

首先，应当在上述几个孟姜女传说中心地带及其辐射的周边地区详细调查孟姜

女口头遗产确切的分布状况，同时确认各地分布的孟姜女口头遗产的不同类别的表

达形式。同时在以往采录的口头传承作品基础上，全面普查并录制民间各路艺人口

传孟姜女艺术作品的原形态现场声像，精选孟姜女口头遗产讲述的范本或代表作。

全面采录有关孟姜女文化空间的各种仪式性的活动过程。

其次，进一步着手建立现代科学管理和现代科技手段维护的资料馆和数据库。

在进行这项保护工作时，最为关键的是全面系统地查访孟姜女口头遗产的表演艺人、

传人的传承线路和传承系谱，同时记录他们传承孟姜女口头遗产的艺术技巧表演形

态，做为他们宝贵的无形资产保存起来，建立详细的孟姜女口头遗产艺人或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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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建立对艺人、传承人的保护机制和下一代传承人的培训制度。孟姜女学术研

究者对所有口头记录文本做好语言表达形式的鉴定，对口头遗产在各阶层、各城乡

社区、各年龄段群体中的流传现状做出确切的调查和分析。

最后，在实施保护的宗旨下，积极加强深入广泛的孟姜女口头遗产和文化空间

的研究，推动孟姜女传说遗产的传播，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有益的传播，更

有保护遗产的深远意义。

在这里顺便提醒从事口头遗产保护的文化工作者，当前对于同为四大传说的

《牛郎织女》、《梁山伯和祝英台》、《白蛇传》等的全面抢救和保护的任务，也存在

着和以上《孟姜女》口头遗产极其相似的问题亟待科学地认真解决，切不可在保护

与开发利用上不切合实际地一哄而上，出现跑题和走样。只有像对孟姜女口头遗产

的保护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实施保护工作，才能够取得重大成果。

纵观今天孟姜女传说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正任重而道远。山东淄博等各地

的保护工作正在积极有效地乘胜推进，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大的成功。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原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 辽宁 沈阳 1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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