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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故事流传了一千六百多年，是中国传统四

大民间传说之一。在元代已有白仁甫《祝英台死嫁

梁山伯》杂剧，明清以后又有多种传奇和民间戏曲

流行。但直到新中国诞生初期，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的成功改编和演出，才有了梁祝题材的经典

戏剧。该剧于 1951 年根据袁雪芬、范瑞娟口述，

徐进、成容、陈羽、宋之由、弘英整理改编，同年

赴京参加庆祝建国二周年演出，1952 年参加第一届

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剧本奖和演出一等奖。

1953 年，上海电影影制片厂摄制同名越剧戏曲艺术

片，1954 年上映，获得第八届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

1955 年，该剧赴民主德国和苏联访问演出，被称为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剧是越剧发展史上

第一个影响广泛的经典保留剧目，同时为越剧赢得

了国际声誉，也使梁祝故事传播更加广泛，在国内

更是家喻户晓。因此，有学者称“此剧在海内外观

众之多，享誉之隆，堪称戏曲之最”［1］。1958 年，

何占豪、陈钢吸取越剧曲调为素材、依剧情发展精

心构思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中外乐

坛。因此，海外华人称：“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一、梁祝故事的演变

根据已发现的文献记载，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

在唐代已有文字记载。

［1］龚和德：《传统经典的创造性重述——新版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赏析》，《中国戏剧》2007 年第 7 期。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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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祝故事是中国传统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新中国诞生初期，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改编和演出，

使梁祝题材有了经典的戏剧作品。越剧《梁祝》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爱情悲剧，其独特之处就在它所

写的是一种根植于人性深处的纯净之爱。塑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民族化的理想人物，具有浓厚的浪

漫气息和柔美的抒情风格，也是其主要的艺术成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2006 年首演的新版《梁祝》的成功，

首先就在于它特别着力于强化了《梁祝》纯情至爱的主题。但新版对原作经典场次的不慎删减，使悲剧

的震撼力、感染力有所削弱，则留下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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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张津的《四明图经》上说：

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

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尝同学，

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

按《十道四藩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

即其事也。

《十道四藩志》为唐代中宗时梁载言所作，已

失传。

清翟灏《通俗篇》卷三十七“梁山伯访友”条，

引唐张读《宣室志》云：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求学，与会稽梁

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

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

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

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

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

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在晚唐张读的记载中，梁祝故事的情节就发展

得更具轮廓了，而且明确指出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

好像是实有其事似的。同时，因为梁载言和张读都

是唐代人，他们记录的故事，至少已流传于民间，

才能引起文人注意并载于方志之中。

宋代以后，梁祝故事的文人改编和文学创作大

致有两种类型：

一是以宋代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为代表的

以梁山伯为主的叙事，写梁山伯死后还显灵帮助统

治者镇压农民起义，因此被皇帝封为“义忠神圣王”，

并立庙纪念。

二是在广泛的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由文人创

作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那大多是以祝英台为主

的叙事，如明代冯梦龙在《古今小说》之《李秀卿

义结黄贞女》的话本中的记载。

而正式在地方志中为祝英台立传的则是清代邵

金彪的《祝英台小传》：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

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儿当出外游学，

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

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善权山之碧鲜岩，筑庵

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祝为女子。临别梁，

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父母，以妹妻君。”

实则以身许之也。梁自以家贫，羞涩畏行，遂至

愆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子。后梁为鄞令，过祝

家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也。”

梁惊悟，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

侧身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书（亦作言）葬

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归马氏，命舟子迂道过

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造墓前（亦

墓字前有梁字），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

绣裾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请

封为义妇。此东晋永和时事也。齐和帝时，梁复

显灵异，助战有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

其读书宅称碧鲜庵，齐建元间，改为善权寺。今

寺后有石刻，大书“祝英台读书处”。寺前里许，

村名祝陵。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大蝶双飞不散，

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彩蝶尚谓“祝英台”云。

（见清吴景穑：《宜兴荆溪县新志》）

显然，后来梁祝故事的改编者大都是以这篇小

传为蓝本，再参考民间说唱材料而编写的。

当代有关梁祝故事改编的文学艺术作品甚多，

但以徐进等改编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影响最

大。徐进（1923—2010），浙江慈溪人。自幼爱好

文学和戏剧，自学成才。曾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

代表作品还有越剧《红楼梦》、电影《舞台姐妹》

等。袁雪芬称他为“越剧中的状元剧作家”［1］，

有学者称他是“建国以来直至今天，成名最早、成

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越剧作家代表人物”［2］。

徐进等改编《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把它作

为一个民间传说剧来处理”“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

作了整理改编”。民间传说一方面是单纯朴素的，

［1］袁雪芬：《代序：越剧改革中的状元剧作家徐进》，

载徐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徐进越剧作品选集》，上

海书店出版社，2010，第 1 页。

［2］谢柏梁：《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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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是色彩鲜明的。因此，在改编中，“既

要保持单纯、朴素的美，也要保持想象的成分，例

如必须保留‘乔装戏父’‘十八相送’这样的情

趣；也必须保留‘裂坟化蝶’这样具有浓厚神话色

彩的结尾。”徐进等人的改编，在人物形象塑造

上，采取了“合理的净化与适当的创造”；在情节

结构上，“抓住主线，发展了主要情节，删去了某

些不合理的枝节”；在语言上，“保留了它的文学

精华，删去了一些较粗俗的部分，也作了某些必要

的加工”［1］。正是徐进等人富有卓识的审慎改编，

奠定了越剧《梁祝》成功的基石。当代梁祝题材的

文艺作品还有川剧《柳荫记》及小说、话剧和各地

方戏曲剧本。

二、不朽的爱情神话

中国传统四大民间传说是指：梁山伯与祝英

台、牛郎织女、孟姜女和白蛇传。四大民间传说

的第一主角都是女性，主题都是讴歌纯真美好的

爱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爱

情悲剧。其独特之处就在它所写的是一种根植于人

性深处的纯净之爱。为什么说梁祝爱情是一种根植

于人性深处的纯净之爱呢？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

不是唐代传奇和《西厢记》里的张生与崔莺莺或者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他们的

爱情发展模式是：从友情到爱情。

梁祝三年同窗的友爱之情是纯净的，而在祝英

台心底慢慢滋生的儿女私情也是纯净的，梁山伯得

知祝英台为女儿身之后由欣喜若狂到事遭变故而悲

痛欲绝以及发展到高潮双双殉情而死，则更是纯净

的。正是这种纯净之爱打动了观众，使观众从内心

深处涌出了感动，流下了泪水。即使在演出结束之

后还会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怅惘之情。这是因为

这一作品触及了人性深处的东西，这就是纯净之爱。

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藏在人性深处的爱，

本来是很纯净；正因为是纯净的，所以其本身也是

艺术的”［2］，这种纯净之爱正是一切伟大的文学

艺术作品发掘不尽的源泉。

在梁祝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原来有一种版本，

是以“避婚、求学”开始的。越剧《梁祝》将“避婚、

求学”改为了“化装别亲”。有人认为，原来的“避

婚、求学”好，因为这“突出地表现了英台化装出

外求学，主要是为了避免父母为她‘择偶’这一点。

这说明故事一开头，就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在家庭

父女之间所造成的矛盾。”塑造了祝英台“反对封

建婚姻的英勇性格。”因此认为，越剧改编“删除

避婚的矛盾，值得商榷”［3］。

在我看来，越剧《梁祝》之所以改编成功，之

所以高出于很多同一题材的民间故事和戏曲、小说

之上，正是从开篇删除“避婚”开始的。越剧《梁祝》

一开篇就显示出改编者不同凡俗的眼光和高出同辈

的境界。表面看，“避婚、求学”是突出了反抗封

建婚姻的主题，有它的积极意义，似乎起点很高。

但其实这是相当功利的，祝英台出外求学，只是为

了逃避包办婚姻，这样的起点其实并不高，这是很

多封建和半封建时代的女子都可能会有的选择。而

且，因为是避婚出走，路遇梁山伯，进而爱慕并选

定梁山伯为自己的终身伴侣，这会使人觉得毫无意

外。因为在心理上、行为上，祝英台的起点是“避

婚”，接下来的行为自然是“择偶”。这样，梁祝

爱情也就多少带上了功利的色彩，至少祝英台爱上

梁山伯是带有了一定的目的性。

而越剧改编删除了“避婚”，则境界大变。

第一是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得到大大提升。

原来祝英台外出求学，只是出于逃避包办婚

姻。现在祝英台外出求学，是为求学而求学，没

有私心杂念和其他功利目的。提升一点说，是追

求男女平等，体现了一种民主精神、一种自我觉

醒意识，这就更能与现代意识相通，使《梁祝》

具有超越时代跨越民族的普遍意义。正如祝英台

所唱：“我以为男儿固须经书读，女孩儿读书也

应该。”并且，为达到目的，以绝食相要挟。最

后巧妙设计，化装为算命先生，说服了顽固的父亲，

［1］徐进：《〈梁山伯与祝英台〉前记》，载《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徐进越剧作品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第 66-68 页。

［2］徐复观：《看〈梁祝〉之后》，载《中国人的生

命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 268 页。

［3］罗永麟：《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

艺出版社，1986，第 7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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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她女扮男装，进城求学。所以有越剧开篇的

幕后合唱：

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滨，

有一个祝英台，秀丽聪明，

她胸中有大志，要求学杭城，

爹不肯，她设巧计，假装生病，

茶不思，饭不吃，关起房门，

急得那祝员外坐立不宁。

第二是使后来祝英台与梁山伯的友情与爱情更

纯净，更自然。

因为是纯情至爱，没有杂质，不带功利。因此，

他们的爱情悲剧也就更具有感人的力量。爱情越纯

净，它的被毁灭就越感染人。越剧《梁祝》就是写

胸有大志、化装外出求学的祝英台邂逅了青年男子

梁山伯，因志趣相投而结拜金兰。后同窗三载，情

深义长。由萍水相逢发

展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再进而产生生死不渝的

爱情。而这种纯净之爱最后被毁灭了，因此令人感

叹嘘唏不已。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2006 年首演的新版《梁祝》

（以下简称“新版《梁祝》”）是根据徐进等的

改编本（以下简称“原版《梁祝》”）进行的再

改编。改编者：冯洁、杨东标、汤琴；导演：郭

晓男；主演：茅威涛、陈晓红。徐进等改编的原

版《梁祝》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新版《梁祝》

场次增减如下：

原版越剧《梁祝》（上海） 新版越剧《梁祝》（浙江）

1. 别亲 1. 化妆别亲

2. 草桥结拜 2. 草桥结拜

3. 托媒 3. 高山流水

4. 十八相送 4. 十八相送

5. 思祝下山 5. 思祝下山

6. 回忆

7. 劝婚访祝

8. 楼台会 6. 楼台会

9. 送祝

10. 山伯临终 7. 山伯之死

11. 吊孝哭灵

12. 逼嫁

13. 祷墓化蝶 8. 化蝶

新版《梁祝》在保持基本情节不变的前提下，

与原版相比，在内容上有增有减，场次由原来的

13 场简化为 8 场，总体上，剧情更简约。原版中

的“托媒”“回忆”“劝婚访祝”等场次的情节

被融入到其他相关场次之中，“送祝”“吊孝哭

灵”“逼嫁”等情节则被删除。另外，在“十八

相送”之前增加一场“高山流水”，原版中的“托

媒”则融入其中。

新版《梁祝》在重演经典中获得了广泛好评，

其成功就在于它不是简单地颠覆经典，而是相反，

它的创作改编定位是：“规避颠覆、谨慎重塑”，

编创者的创新理念和目标定位是：新版《梁祝》要

“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

既是中国的又是国际的”［1］。梁祝故事最基本的

思想内涵就在于书写爱情的纯洁与坚贞，正如原版

改编执笔者徐进所强调的，该剧写的是“梁山伯与

祝英台真挚、纯洁、至死不渝的爱情”［2］。爱情

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新版《梁祝》的成功，首

先就在于它特别着力于强化了《梁祝》纯情至爱的

主题。

新版《梁祝》对纯情至爱的强化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第一，强化蝴蝶意象，呼唤人间真情。

西方人称《梁祝》为《蝴蝶情侣》，是源于这

出爱情悲剧的结尾：男女主人公双双化蝶。原版《梁

祝》剧情中只有英台“托媒”，请师母转交山伯的

定情信物是“雪白蝴蝶玉扇坠”，由此暗示了最终

的化蝶。新版则以此为基础强化了蝴蝶意象，让蝴

蝶穿引全剧。

首先，新版《梁祝》以新创的《蝶颂》作为序

曲和尾声。“天乃蝶之家，地乃蝶之灵。云乃蝶之

裳，花乃蝶之魂。但为君之故，翩翩舞到今”的五

言六句，反复吟唱，给全剧染上了浓郁的民间色彩。

其中两句“但为君之故，翩翩舞到今”，直可当作

呼唤人间真情至爱的爱情宣言。

［1］茅威涛：《规避颠覆  谨慎重塑》，《中国戏剧》

2007 年第 1 期。

［2］徐进：《再版后记》，载徐进等改编《梁山伯与

祝英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第 9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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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蝴蝶介入了剧情动作。原版《草桥

结拜》中，梁祝是先后走进凉亭歇脚时相识。新

版改为两人都被飞舞的蝴蝶所吸引，追赶蝴蝶扑

到了一处，掀开扇子，“蝴蝶飞走了”，彼此才

蓦地相见，并各自唱出了对对方的美好印象。两

人结拜时，不再是“撮土为香”，而是要“让那

蝶儿作个证人”。这样处理，既符合春光烂漫中

的少年性情，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这对“蝴蝶

情侣”的一种“宿命”：生前相识是蝴蝶相引，

义结金兰是蝴蝶作证，自主做媒是蝴蝶为凭，死

后相合是化蝶而飞。蝴蝶情侣，生死不渝，名实

相副，感人肺腑！

第二，引入《诗经》名句，彰显人之至情。

相对而言，原版越剧《梁祝》从《草桥结拜》

到《托媒》，缺少过渡。关于祝英台对梁山伯感

情的变化，即怎样由友情演变为爱情的过程缺少

描写。祝英台接到家书后唱道：“离家读书已三载，

老父是封封家书催我归。我与他同窗三年非寻常，

情重如山深如海”。三年情感的演变，两句唱词

作了概括。“情”虽“如山”“如海”，深重固

然是深重，却是抽象的，缺乏感染力。新版《梁祝》

增写了一场《高山流水》，填充细节、演绎过程，

对原版作了成功的弥补。梁祝在万松书院同窗共

读，兄“弟”性格差异明显。山伯正襟危坐，潜

心苦读；英台笑对圣贤，放飞心灵。英台读书倦

了就靠着山伯的肩头，此时，山伯会用扇子在英

台的头上轻轻一击，要“他”打起精神，迎接会考。

而关于读书的内容，新版设计了他们背诵《诗经·击

鼓》中的名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诗经·击鼓》原诗是写远征戍边的士兵

回忆出征前与妻子牵手相约：生死相随、白头

到老的情形。在新版《梁祝》中，英台要山伯“一

解诗中之意”。梁山伯就将夫妻临别执手盟誓

的诗句解释为恋人的誓词：“以心相许的两个

人，无论生死聚散，仍紧紧拉住彼此的手，直

到地老天荒。”这使英台深为感动，又依偎在

山伯的肩头。于是山伯命四九“端水来”。梁

祝同室三载，英台为防范异性兄长，亦为自律，

用一碗水“使两边各自睡安稳”。这个民间传

说中的细节，原版《梁祝》没有采用，新版用

在此处，用以强化山伯对英台的呵护，也激化

了英台的“心动与感恩”，终于唱出了：“‘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愿与他，高山流水结知

音！”新版《梁祝》增加的《高山流水》这场戏，

将英台对山伯从友情到恋情的发展通过这样具

体的情节和细节表现得非常生动，合情合理。

接下来，师母送来祝父家书，英台托媒，就更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新版引入《诗经·击鼓》中的四句诗并贯穿于

全剧，从梁祝在书院读《诗》、解《诗》，到分别

后各自题《诗》于扇，再到“楼台会”换回信物扇

子时发现扇面上彼此不约而同的题诗而再次掀起情

感的高潮。最后山伯告别英台时的自怨自责、临终

时手执扇子对英台命运的浩叹，都意在强化人物的

纯情至爱以及对美好爱情被毁灭的悲伤和沉痛。这

些全新的改写，既凸显了山伯的书生气质，又渲染

了他的至情至性。

第三，丰富生活细节，美化人物性情。

如果说《诗经·击鼓》的引入重点在于突出

英台对山伯的恋情，那么新版对山伯形象的刻画

也有所发展。至诚、厚道是山伯性格的基调，但

在原版《梁祝》中山伯带有几分呆气，较多地留

有民间传说的痕迹。因而在《十八相送》中听不

懂英台的种种性别比喻，几次被英台讥笑为“呆

头鹅”“笨如牛”。新版对此有所淡化，并从文

本到表演，突出梁山伯一方面具有传统文人的内

敛和深厚的道德修为，另一方面又有内在的丰富

炽烈的感情。因此，茅威涛所演绎的梁山伯更有

书卷气，而少了呆气。正是因为他天性纯厚，才

使英台得到兄长般的呵护；也因为他是至情至性

之人，才有获悉英台为女儿身之后内心的沸腾。

这就成为了新版梁山伯《思祝下山》的情感基调。

原 版《 回 忆》（《 回 十 八》） 是 以 梁 山 伯 回 忆

十八相送的情景进行自嘲自责。新版也有自嘲，

但更多的是回顾三年来与英台的情感经历。当时

不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一年十二月，春夏秋冬，

敲冰煮茶、掀被叫醒、包粽子、捡豆角、挨拳脚

等日常生活细节中无不蕴涵着浓浓的情谊，“这

一切情感密码全然揭晓之后的那份惊喜，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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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英台的激情冲动”［1］。于是，新版山伯下山

用快节奏的吟诵替代了原版舒缓的唱腔，那是山

伯急于与恋人重逢的急迫心情的写照。

三、《梁祝》的艺术成就

（一）民族化的理想人物

《梁祝》的艺术魅力不仅体现在创造了一个“不

朽的爱情神话”，而且还体现在人物创造、浪漫色

彩和抒情风格等方面。

越剧《梁祝》成功地创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

两个具有中国民间特色的民族化的理想人物。梁山

伯敦厚多情，深情而又纯厚；祝英台冰雪聪明，热

烈而能节制。这样的形象既具有民间气息，又符合

民族的审美理想，几乎成为了富有传统民族特色的

中国青年男女形象的一种原型。后来的文学艺术作

品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的男女主人公郭靖和

黄蓉就是这种原型在武侠小说中的突出代表。

（二）浓厚的浪漫气息

越剧《梁祝》改编自民间传说，剧作保留了民

间传说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女扮男装、同窗三载、

不露行藏的传奇故事；人物的单纯朴素与纯情至爱

之美；“十八相送”“楼台会”等情趣盎然的情节

与场景；结尾“裂坟化蝶”的神话色彩。这些都共

同烘托出《梁祝》浓厚的浪漫气息，令人深深地陶

醉其中。

《梁祝》结尾的“化蝶”，显示了中国传统悲

剧的特色，富有民间气息和浪漫色彩，寄托着人

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同时，又

有淡化悲剧氛围、缓解观众悲痛心情的作用。有

学者说，《梁祝》以“化蝶”作结，使人观后“悲

悼之余，心情舒畅”［2］，此则未必，越剧《梁祝》

毕竟是一出撼人心魄的悲剧，虽有“化蝶”作结，

但梁祝悲剧故事仍使人唏嘘感叹、难于去怀，何

来心情舒畅？

（三）柔美的抒情风格

越剧本擅长抒情，具有婉约之美。《梁祝》将

越剧柔美的抒情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版《梁祝》在音乐上，更是将越剧的伴奏

与同名小提琴协奏曲相“嫁接”，将优美动听、

传遍世界、人们耳熟能详的《梁祝》小提琴协奏

曲贯穿全剧，成为每个关键剧情的背景音乐，更

增添了抒情唱段的忧伤感，听来更加清新悦耳、

优美动人。

新版《梁祝》增加了道具“扇子”，一方面既

使人物变化的舞姿、生活的情趣有所依托，另一方

面通过一把小小的扇子介入人物的命运、贯穿全剧

始终，从而成为两位主人公对待友情与爱情的至诚

至真精神的象征。

整体来说，新版《梁祝》充分体现了感伤唯美

的抒情风格。

四、新版《梁祝》的遗憾

新版《梁祝》审慎地吸取了原版精华，为

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进行了创造性改编，

强化了纯情至爱的主题，简化了剧情，加快了

节奏，诗化了意境，美化了舞台。但相对原版《梁

祝》，也不无遗憾，最主要的一点是：悲剧的

震撼力、感染力有所削弱。导致这一遗憾的主

要原因有二：

一是新版弱化了男女主人公的生离死别，删除

了原版《楼台会》梁祝诀别时的经典唱段：

祝英台（唱） 眼前就是上马台，

今日别后何时来？

梁山伯（唱） 回家病好来看你，

惟恐我短命夭殇不能来。

祝英台（唱） 梁兄说此伤心话，

我肠欲断来心欲碎，

英台此身难自主，

此心长随梁山伯，

你是好好来访我，

反而害你扶病归。

梁山伯（唱） 要是我有不测长和短，

就在那胡桥镇上立坟碑。

［1］龚和德：《传统经典的创造性重述——新版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赏析》，《中国戏剧》2007 年第 7 期。

［2］罗永麟：《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

艺出版社，1986，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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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英台（唱） 立坟碑，立坟碑！

梁兄你红黑两字刻两块，

黑的刻着梁山伯，

红的刻着祝英台，

我和你生前不能夫妻配，

我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坟台！

这样的经典唱段，写的是生离死别，也是一对

恋人以身殉情的誓词，它有力地渲染了全剧无可挽

回的悲剧氛围。这是我观看《梁祝》时最令我感动

的一段，每次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新版却未予保

留，实在可惜。

二是新版在结尾放弃了对比手法，删除了原版

的《吊孝哭灵》和《逼嫁》，使《山伯之死》没有

了比照，而显得沉闷无力，削弱了悲剧的感染力。

原版一边是山伯临终，渴望与英台见上最后一

面而不得，伤心欲绝，肝肠寸断，一片凄凉景象。

另一边是祝府大红灯笼高高挂，喜乐喧天，马家迎

亲的轿子门前放，祝父逼嫁声声催。英台拼力抗争，

“宁死不上马家门”：

祝英台（唱）  梁兄一死百念灰，

老父逼嫁声声催，

祝家门前停花轿，

那胡桥镇上立坟碑，

生前不能夫妻配，

死后也要同坟台！

与梁祝诀别时的“誓词”相呼应，英台殉情

是必然的结局。因此，她最后身穿白衣孝服，外

披大红嫁衣上轿而去。一喜一悲，似喜实悲，两

相对照，更能增添悲剧效果。新版《山伯之死》中，

没有一点来自英台的信息，没有慰藉，山伯在孤

寂中死去，感染力不强。原版中，英台不能到来，

但有书信，有剪下的头发，有爱的誓言，山伯虽死，

但并不孤寂。

新版删除了《吊孝哭灵》，祝英台失去山

伯后的悲痛也没能充分表现出来。如果运用对

比手法，写英台出嫁，在出嫁的喜乐声中，英

台外穿嫁衣内穿孝服登场，到山伯坟前脱去嫁

衣，一身雪白，再唱：“噩耗惊闻魂魄消……”，

可能更能表达英台失去山伯后的巨大悲痛，更

具有感染力。［1］

虽然有遗憾，但整体来说，新版《梁祝》对纯

情至爱主题的强化、对人物性格的进一步丰富以及

它悲伤的故事、传奇的色彩、浪漫的情调、精彩的

唱词、柔美的音乐、华丽的服饰、曼妙的舞蹈、空

灵的舞台、唯美的风格共同打造了一部新的《梁祝》

经典。

［胡德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

［1］上海越剧院章瑞虹、陈颖演出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将原版删改为九场：1. 草桥结拜；2. 托媒；3. 十八相送；4. 思

祝回忆（下山）；5. 劝婚访祝；6. 楼台会；7. 山伯临终；8. 逼嫁；9. 祷墓化蝶。祝英台是在父亲逼嫁的过程中，获悉梁山伯

死去的噩耗，然后身穿白衣孝服，外披大红嫁衣上轿，来到山伯坟前哭灵。《山伯临终》和《逼嫁》形成鲜明对比，悲剧效

果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