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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慎 论 间 传 说

董 晓 萍

杨慎 (1姓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四川新都,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世宦大

家。父亲杨廷和是明武宗、世宗两朝的名宰相。杨慎以贵胄出身,又盛负才名,自幼被李东

阳目为小友,人称杨门 “贾谊”。正德六年 (1511年 )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 撰,出 仕 馆

阁。嘉靖三年 (152硅年 )因
“议大礼”忤逆世宗,两遭廷杖”大难不死,被 “

永远充军”
,

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三十一年,客死戍所。

明初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通俗历史演义小说问世后,大江南北争诵,坊贾刊刻争售

的 “小说热”,同时引起许多封建知识分子对逑一体裁性质归属的思考。当滥觞于出版界的

讨论历史人物说、历史事物传说和小说事实背景关系的问题波澜初起的时候9杨慎正在巴蜀

西南。他凭借投身荒徼的悠悠岁月,广 泛结交少数民换群众,利用这里为诸葛亮传说发生地

的优越条件,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写下了《新都八阵图记 》、 《云南山川志
、
》、

《滇程记
‘
》、 《滇侯记》、 《异鱼图赞 》、 《夏小正叙录》和《水经碑目引》等一 系 列 撰

述,提 出了他对传说的历史性、文学性和人文地理性三特征的独到见解,从而以自己不失时

机的劳作,成为民间传说早期理论建设领域内的新声开启者。∷

一、论传说的历史性

我国各封建王朝正史记载开发南中的事实,据统计主要有三件:一件是战国时秦国司马

错定蜀,《 史记 》记这件事仅用了十一个字;二是楚庄娇王滇,《 史记 》用了八十六个字 :

三是诸葛亮平南中,《 三国志》叙述此事只用了六十四个字。这从二十四史的数量来看是极

不相称的;而如同流传在巴蜀云南地区有关诸葛亮的丰富传说比较就更不相称。西南不少地

方的挢驿坪岭、篁水锁石以武侯命名;七擒孟获、赐姓南中是妇孺皆知、脍灸人曰的故事。

傣族、佤族、基诺族人民中间传开着诸葛亮如何教他们仿照自己帽子的形状盖竹楼,教他们

种茶叶和升放 “
孔明灯”:滇西的哀牢、昆明、穑入、掸人和各种濮八把楚庄J乔王滇、甚至

连前述史载之外的蜀太守李冰和常安页修
“五尺道”

、疏通滇蜀关塞的事迹,也统统附会在诸

葛亮身上;又说他们会立春鞭牛、精耕细作皆学自诸葛亮。人民对这位优秀政治家和军事家

的赞美。形于色、见于物,使杨慎滇程南下,一 路叩拜,无限感叹。为什么封建王朝三度开

狞南中,唯独诸葛亮淬次被民间传说得这样出神入化、沉实久远呢?我们选其中旱八阵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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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为例 ,来看杨慎发表的他关于传说能通过 民众眼中的历史事实反映社会本质 的看法 :

“
干截之下,君子独遗忄艮于蜀汉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垒遗墟,独为之爱惜不已,乃 其

忠愤之激人,不独其法制阵伍之妙也。不然,则 窦宪尝勒八阵以击匈奴,晋马降用八阵以复凉州, 是

在侯之前已有之,而后亦无尝亡也。功既有成而后世犹罕所称述,况能传其遗迹至今乎?¨⋯·此乃 其

精诚之贯,天之所支而不可坏者,盖非独人爱惜之而已耳①。
’

其实,连八陆图也并非诸葛亮的发明,其远 “
肇于黄帝、具于成周

”不说,杨慎指出就

是诸葛亮之前,也有汉窦宪、晋马隆的成功运用。而民间对这些 “罕所称述”,只把诸葛亮

的八阵图说神了,奥妙
“
乃其忠义之激八

”、 “精诚之贯,天之所支而不可坏
”,即原因不

在正史定评和地方风物本身 ,而在于诸葛亮的政治品格与
“和抚”政策,适应了当时西南社

会的发展现实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历史要求,因而使这一诸葛亮的传说便具了一定的历史性。

杨慎的结论是不错的。春秋战国以后,在建立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斗争中,·虽有

应趼王滇,以及秦汉以后的多次朝廷在滇池地区募民 “造地灌溉”,发展了西南边疆的经济

生产,但 “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ε
”。

封建王朝靠 f以 兵临滇
”

、 “无岁不征
”,把少数民族群众置于 “苦其役调

”的附属地位 ,

在开发南中的同时又恶化了汉夷关系,以至东汉中期以后, “
大姓

”
、 “

夷帅
”等奴隶主们

控制了云南,中断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关系。

蜀汊时代的诸葛亮注意吸取历史教训。他根据当时云南社会发展的水平,除对极个别的

奴隶主势力进行平叛外,对多数地方夷长则尊重其信仰风俗,慎重稳进地维护他们的利益 ,

改善了封建王朝长期镇压南中造成的紧张局面。他还根据洱海地区游牧部落 “毋常处”、
“
毋

君长
”的落盾经济状况, “劝农业、薄赋收”,鼓励当地人民 “

富国安家”,又 把
“
夷帅

”

统治下的
“
嬴弱”奴隶和依附民分配给大姓做

“
部曲”,比过去纯属

“
僮仆

”
的奴隶地位解

放得多。同时,在云南其它山野平原大力开展屯田,发展生产,结果,不仅使原始的游牧部

落定居下来 ,成为
“上方夷 (山区居民 )” 和 “下方夷 (坝区居民 )” ,而且,在已达到封

建经济水平的地区又出现了新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诸葛亮因此成为川滇上 下 各 民

族、各阶层人民所
“
举踵思慕

”的著名历史人物。关于他的口传历史也就越来越多,关于其

遗迹的风物也就越发得到爱惜,远非 《三国志 》的六十四字可比,而却事实上成为 《三国演

义》小说的素材基础。这就是杨慎所谓 “天之所支而不可坏
”

。他的意思是说 ,一种民间传

说流传的久暂是不能用封建正史的记录多寡来衡量的,它依托于历史,又不是严格意义的历

史,各族人民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和心理素质水平才是传说的历史基础。

杨慎这一观点是符合历史传说的产生与演变的自身规律的。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要为人

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所认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民族精

神的内聚性与向心性的形成过程。因此 ,这种传说的内容一旦固定下来,就会得到人民的自

觉维护,成为人民精神生活的历史伴随物,任何外来因素想要改变它都是极其困难的。

二、论传说的文学性

传说作为口头历史文学,主要表现人民朴素的史评史论,体现在传说作品中的创作意识

是一种主观意图,或说人民群众对人物与实事的能动的联想与理解活动。这就使 传说 在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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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历史时,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等艺术加工,即使用同一传说在不同的时间、'地

点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异文,这就是传说的文学性。我们暂时离开三国英雄,试看杨慎引用

两个传说来进行的对照说明 :

〃
太湖西有砟岭山,有石如卷笮。相传云: ‘

禹所用牵山笮也 ’
。会稽又有驱山驿,二事与秦王

鞭石成桥相类。好怪者傅会之说邪?抑古原有此术也③。
’

述说天神可以用带有魔法性质的工具 ,如一根竹索、一只铜铃等移山填湖,消 除大地上

的水陆山川障碍。这类神话反映了在远古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人类祖先要在 自然界中化被

动为主动,保障生活,发展生产的渴垫。但自它被文明时代的文人追记时起,就已结束了它

赖以创作的原始思维和得以发展的原始社会历史,没有给后人留下去看、去摸、去再 创 造

的余地。杨慎指出,传说与此大不相同。传说是可以 “
傅会”的,附会就是文学化 的 再 创

造。例如,把神)仙移山的幻术附会到太湖和会稽实有其久的山石峰岭之上,然后让当地群众

面对自己家乡的自然风物,又去生发联想,创 作出他们喜闻乐道的
“
牵山”和 “驱山”

新故

事。为什么能够再创造?再 !仓刂造又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杨慎以为传说再创造的契机是
“
如

”
,比方

“
有石如卷笮。”地方风物千姿百态的状貌本身就是一个大有余地的形象思维

体系,令人触景生情。广大劳动群众积年累月生活在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中,对 自己家乡的风

物了如指掌,自然会从中提炼出传奇的情节来。而关键尤在传说所附会的历史,杨慎举出的

两个在群众口头创作中影晌深远的典型历史人物形象——大禹和秦始皇,都 已不再是官修正

史中的天帝人皇,而是劳动群众自己队伍中手持生产工具的英雄;他 们 的
“
牵 山”

、 “驱

山”
、 “鞭成石桥”

的史事更不见于经传。人们只把他们的历史活动中代表人民意愿,推动

社会历史前进的一面,作为口头历史创作加工传播开去。

由此可见,传说的内容在文学化的过程中带有极大情感色彩和审美倾向性。劳动群众只

认同那些 自己认为是美的形象和美的事物的历史,这点与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史学观念

无关,却又与通俗小说作者的感情倾向关系密切了。

三、论传说的人文地理性

传说 的人文地理特征,是指传说不仅产生在一定 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而且也产生在特定

的人文地理环境中。诸葛亮传说诞生的川滇西南地区 ,自 然风光秀丽;史称
“
荒凉 毒 疬 之

区”
的具 云南,更别一番幽美。·这里本其地有苍山洱海 ,有风花雪月四时皆宜的景色和长于

艺术创造的多民族传说 ,它们无时不在提醒着通俗小说 的作者美化 自己笔下的巴蜀 环 境 描

写,也召唤着热爱民族历史 ,崇敬诸葛亮品格智慧的杨慎,不因 自己的谪戍流离 ,而稍减收

集这里风物传说的壮志,阐述他对这类传说描绘人文环境的看法。
“
滇海西斥,舍舟登陆,俗曰高桥。稽之古志,桥实曰蛲,以山形似秦蛲关,受此称尔。⋯¨谷

梁子曰: 
‘
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
。范宁曰: ‘

物类地形
’
。慎自执戟于滇,每慨物类与地形名失 之

陋俗。昔爆嘌而为禄裱,吕 圊而为吕言,金浪巅之为丁当丁,澜沧江之为浪沧江也,不 止蛲 之 为桥

耳。④
”

我们看到,杨慎在研究这些传说时发现 ,对同一环境中的自然物或人工物来历的解释 ,

常常有史志记载与民间口传的差异。历代史官掌天文星历水文地理兼管国家图书,由 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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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 ,使我们丰富的山川风物传说在正史的《地理志》、 《五行志》及大量的方志中得到

书面反映。曾
“
执简史局”的杨慎 ,熟悉这些官修史志上的传说资料, “叹”

其在民间发生
“
讹

”、 “
谬

”,是不足深怪的。冂贵的是,他毕竟从 “
失之陋俗

”的慨叹中,发现了以往

史家 “不行万里路 o· ·⋯惟不可及、亦不能知”⑤的局限,认识到 “不止蛲之为桥”, “
方言

既讹,郡志踵谬”是一种普遍事实,在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则是 “
物类地形”、 “

名 从 主

人”
的风物传说形成规律。人民群众是活动在特定人文地理环境中的主人,某一风物传说一

旦被他们创造出来,便在环境因素上表现为一种停滞性,即不管今后传说的内容怎样变幻 ,

一经失去地方地理特色,便会遭到他们的巧妙排斥。杨慎举了一个滇西永平境内 “
叫狗山的

传说”
的例子 :

山一名
“
观音叫狗山

”
, 《白古记》(即 《白古通记)——作者注)及 《佛祖记》皆抄其事,

云: “
昔珥河之地,有罗刹一部出焉

” ⋯̈·盖此地耶。西天佛书称妙香城,昆罗国土也。⑥

唐贞观以后,密教僧徒为弘扬佛法,常常把印度的灵山圣水移到云南的本土上。如这一

传说 ,便是把
“
叫狗山”改装成 《观音七化 》中的印度环境。然而9民间 “

叫狗山的传说”

却未因密教的兴盛而泯灭,它把密教徒炮制的传说溶化、复原,到杨慎明代来此山下时,已

恢复了体现当地山川形势特点的 “娘娘叫狗山,九转十八弯
”的传说原貌。

当然,长期以来,云南密教作为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而颇使一些
“
灵迹亦殊于他方”

,

也是事实。但杨慎以密教改作的
“金马碧鸡

”、 “
望夫云”等传说终未在民间传开,而 《大

明一统志》终究以生命力强大的土著传说为准,来叙述云南山川风物的结局告诉入们,地理

环境被外化的越纯粹,离开当地人们的认同心理也就越遥远 0。 也许,他们有时也会暂时接

受某种外来传说,但其前提和归宿都是地点不变,一定要是家乡的山川风土。

那么,人文地理因素应包括哪些内容?杨慎通过他的《点苍山游记 》告诉我们,笫一 ,

它应该是由各种山石塔碑等纪念物传说组成的集合体。失去了这些 自由排列的小环境传说 ,

整个传说的大环境就失去了最大限度的被审美欣赏的条件。第二,包括地方特产。他为此专

门写过 《滇候记 》,编纂过 《异鱼图赞 》,收有讲述过去云南特产弓鱼、鳇鱼、滇池鲫鱼等

六条传说。第三,包括节日风俗。如: “
俗有火炬之节,丑末月之廿四日,是其辰也。是节

系鲜祭,小儿各持火暄戏于市,若中州之上元然”⑧。这些风俗节日调整人们的生活节奏 ,

提供给人们社交环境;离开了它,人们对地方风物传说的接受兴致也会相对黯淡。第四,杨

慎记录在 《滇候记 》、 《夏小正叙录》中的传说还说明,应该包括气候,所谓 “千 里 不 同

风,百里不共雷
”

。云南因与内地气候的南北差异、高下差异和物候的古今差异,也会使各

族人民以自已特有的方式安排生活和生产,因 而使其传说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色,如 : “入

滇境,多海凤,飞大屋,八骑辟易。贵之雨,云之风,天地之偏气也。”
外来的传说违反了

这一环境要素,便 同样要遇到排斥。第五,环境囚素又经常穿插着虚构的人物活动。 “有大

禹采药亭,在大业山。其地药气触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载,闻之士人云。”⑨ “
往往不

可到〃便是情节的传奇性,它可以使地方风物传说借用古圣昔贤而增色,让人们从中寄托希

望。直到把自己家乡的环境塑造成理想的尺寸。杨慎站在热爱民俗文艺的立场 ,把历史传说

当作区别于封建正史,却为通俗史传的文学的必要素材,来探讨其发生、发屁与变 异 的 规

律,这对传说学的研究是一个方法上的贡献。

(一 )它揖不串从刀枣到民间传说中间横胃一个形搴铃不̈ ∵∶与历典人勿或事件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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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或人工物。这个形象体系是传说表达内容的外壳,它包含的义域是宽泛而模糊的,传
说的创作者要调动自己的经验贮存和想象功能去进行理解和补充。因此9在这一层次里,形
象体系实际上已成了广大民众倾述喜怒哀乐、寄托理想愿望的契机和媒触。一般说来,这
个形象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离开入们的现实生活越遥远,它给传说创作者所提供的审美再创

作空间就越大。

(二 )所 以,传说是社会历史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终点,也是通俗小说作者的创作意识
开始有规律活动的起点。从宏观角度看,这种活动实践的结果,又积淀为民众审美 心 理 定

势,从 而使其传说的史评史论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与历史双重价值。
(三 )但是,运用改编、传说不能离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否则,便不可能分析

传说发展中的史评史论属于哪种性质的文化;强调通俗文艺的史评娱乐功能,也就成了脱离
民俗文艺学史发展实际的研究。

注释:

① 〔明〕杨慎 《新都八阵图记》,又名《弥牟八阵图记》。见清道光新都刻本
`《 升庵全集》。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四卷,第 173页 ,丿、民出版社 197攻 年出版。

③ 〔明)杨慎 《丹锴续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36种 ,商务印务馆1936年出版。

④ (明〕杨慎 《碧蛲精舍记》。参见 (明 )谢肇湍刂《滇略》,明刻本。

⑤ (明〕杨慎 《南.和 续集 ·序》,明嘉靖刻本。

⑥ (明 )杨慎 《滇程记》∶《杨升庵杂著》,明万历本。

⑦ 〔明)杨慎 《云南山川志》,《 函海》钟登甲重刊本。杨慎此著据 《大明一统志》摘编而成,择 别

即有新志,不完全是叙述原文j再参见杨慎 《丹铅别录自序》',清道光新都刻本 《全集》。

⑧ (明 )杨慎 《丹铅续录》,丛书集成初编第836种 ,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⑨ (明 )杨慎 《点苍山游记》,见 《大理府志》,清康熙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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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密切,但又各自分道扬镳⒐张旗树帜。弹词、戏曲是以词曲宫调演唱为主,道白为辅,散
文在剧中只起串连故事的作用。而小说是以散文描写为主 ,诗歌谣谚等韵文为辅的p而诗赋等

韵文在小说中,又起艺术升华画龙点睛的作用。小说使用歌谣等韵文,是调动弹词、戏曲等

文学功能来为小说服务,可说是集tu各种文体之长,汇粹各种文艺特点于一身:南宋文学家

赵孟竖说: “诗者,英气之发现于人者也。”认为人之有诗, “亦犹天英气,景星庆云;地
有英气,朱草紫芝” (《 彝斋文编·孙雪窗诗集序》)。 这里也可以这样说,小说之有歌赋等韵

文,亦犹绿树之开红花,长藤之结硕果,项琏之串明珠,不但使小说文彩斐然,而且也使人

一新耳目。它使人读后熔铸情操,陶冶性灵,功绩非浅。这是屮国古典小说才有的特色。因

之研究《三国演义 》歌赋谣谚等韵文的运用,对掌握本书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成就,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探讨,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无疑都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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