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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川剧 《白蛇传》的故事蓝本

关于川剧 《白蛇传》故事蓝本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

是从民间爱情传说 《白蛇传》中来的。或者这样说：民间爱情传

说 《白蛇传》，是川剧 《白蛇传》的故事蓝本之一。

当然，这个话题要想讲清楚、说明白，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为什么呢？因为关于民间爱情传说 《白蛇传》，目前尚在研究之

中，还没有得到准确、权威、具体、全面的解释。在此，姑备一

说，若有不妥之处，恳请诸君不必在意，权当戏言。

一、民间爱情传说故事 《白蛇传》的雏形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着如下几种说法：

（一）形成于宋代，或者更早一些时间

这种说法的根据有两点：其一，明代冯梦龙 （１５７４—１６４６）

所著的 《警世通言》中就有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其

二，明代陈六龙编著有 《雷峰塔传奇》。所以，到了清代，故事

则相对成熟完整，是中国民间集体创作的典范。

（二）与古印度教有关

之所以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 《白蛇传》与古印度教有关，

这是因为印度教的创世，就是从两条蛇身女妖搅动了乳海开始

的。而这种说法的根据也有两点：其一，东南亚也有类似 《白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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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故事。其二，元代地理学家周达观 （约１２６６—１３４６）所

著的 《真腊风土记》（是一部介绍位于今柬埔寨地区的古国真腊

历史、文化的中国古籍），就记述了真腊国王有一 “天宫”，夜夜

登上天宫与蛇精交合，这大概就是人蛇交媾故事的雏形。

（三）溯源到上古的图腾崇拜

持这种说法的专家、学者认为：《白蛇传》传说中的人蛇结

合 （白娘子与许仙）与人蛇斗争 （白娘子与法海）两大主题，在

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古代神话，沉淀着古代民俗信仰和图腾崇拜的

痕迹。依据一是魏、晋志怪小说中，异物化美女迷惑男子的传

闻；二是唐代传奇 《白蛇记》；三是将宋代盛传的杭州雷峰塔镇

怪和镇江僧龙斗法等地方风物传说结合起来，才开始形成今天
《白蛇传》故事的基本轮廓。

大概在我国唐代，就有蛇化为人形后，又与人发生关系的传

奇故事，《太平广记》中的文言小说 《李妻》讲的就是这样的故

事。不过早期的白蛇形象是非常丑陋的，往往是蛇变成美丽的女

子，诱惑男人，然后吸干人血。这些形象后面的深层意义，就是

想说女人是祸水，而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样的描述是为专制社会

的说教找理由。

到了宋代，开始出现蛇精与人结婚的故事。在南宋宫廷说书

人的话本里，就有 《双鱼扇坠》的故事，其中就提到白蛇与青鱼

修炼成精，与许宣 （而非许仙）相恋。他们盗官银、开药铺等情

节，与后来的 《白蛇传》类似。在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义妖

传》以及清代剧作家黄图珌的 《雷峰塔传奇》和玉山主人的 《雷

峰塔传奇》中，白蛇已经开始有点人性化，虽然形象还是不太

好，但人的一面已经得到了肯定，是一个美丑结合的人物。

至清代中叶，经过陈嘉言父女的改进和戏曲家方成培加入
《端阳》《求草》《断桥》等段落之后，又成为新版的 《雷峰塔传

奇》。白蛇成为勇敢、善良的化身，这个从丑到美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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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来人们对蛇自然属性的恐惧和专制社会对女人看法的改变和

进步，人们从此开始同情这么一位感情专一、美丽善良的蛇仙

了。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故事中的小青，在原来故事中不是由青

蛇精变成的，而是由青鱼所变。这在南宋的话本 《双鱼扇坠》和

明代的话本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有明确的描写。而许仙的名

字最初是许宣，后来才变为许仙的。

因此，从这个故事发展形成的脉络看，《白蛇传》的故事有

可能是我国的早期话本与印度神话糅合而成的传说。从这个描述

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的曲折爱情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佛

教传说和专制礼教的影子。

而川剧 《白蛇传》的故事蓝本，或者说是故事的来源，根据

吴伯祺先生的研究，大致有３个。首先是民间传说，其次是古典

小说 《警世通言》 （卷２８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最后是苏州

弹词 《义妖传》。

现在，我就从这３个方面入手，给大家谈一谈。

二、川剧 《白蛇传》故事蓝本的来源

（一）民间爱情传说 《白蛇传》

民间爱情传说 《白蛇传》，在清代是十分盛行的，这是我国

民间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典范。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

是：四川峨眉山上的一条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类发生的一场

曲折的爱情故事。

故事大致内容是：白素贞是峨眉山修炼了千年的蛇妖，为了

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来，遇到青

蛇精小青，两人结伴。白素贞施展法力，她巧施妙计与许仙相

识，并嫁与他。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乃蛇妖，许

仙将信将疑。后来许仙按法海的办法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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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黄的酒，白素贞不得不显出原形，却将许仙吓死。白素贞上天

庭盗取仙草将许仙救活。法海将许仙骗至金山寺并软禁，白素贞

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却因此伤害了其他生灵。

白素贞触犯天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收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

之下。后来，白素贞的儿子许仕林长大成人，并中状元，到塔前

祭母时，将母亲救出，全家得以团聚。

现在，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们认为：《白蛇传》这一民间爱

情传说故事，系根据西晋时期 （２６５—３１６）著名文学家左思

（２５０—３０５）所撰的 《魏都赋》中 《连眉配犊子》的爱情故事衍

化而成的。“犊子套黄牛，游息黑山中。后与连眉女结合，俱去，

人莫能追。”这一故事，后来成了 《白蛇闹许仙》。故事主人公也

由 “连眉女”衍变为白蛇。

这就是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在此，我们要弄清楚一

个问题：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是哪些？正确答案即是 《梁山伯

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白蛇传》。

然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四大民间爱情传说的排

列顺序，换句话说，就是这四大民间爱情传说出笼的先后问题。

不过，我认为，这也的确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另一个

话题，并不是我们本次研究的重点。以后有暇时，再与诸君讨

论。

接下来，我将另外３个民间爱情传说做个简单的介绍：

《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传晋代时期，南方某地祝家庄，祝员

外之女祝英台，冲破了专制传统的束缚，女扮男装去杭州求学。

在那里，她与善良、纯朴而贫寒的青年书生梁山伯同窗三载，建

立了深挚的友情。当两人分别时，祝英台用各种美妙的比喻向梁

山伯吐露内心蕴藏已久的爱情，诚笃的梁山伯当时却没有领悟。

一年后，梁山伯得知祝英台是个女子，便立即去祝家庄向祝英台

家求婚。可是，祝英台已被许配给一个豪门子弟———马太守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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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才。由于得到不自由婚姻，梁山伯不久即悲愤死去。祝英台

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来到梁山伯的坟墓前，向苍天发出对封

建礼教的血泪控诉。这时，梁山伯的坟墓突然裂开，祝英台毅然

投入墓中。二人遂化成一对彩蝶，在花丛中飞舞，形影不离……

《孟姜女哭长城》：相传在秦始皇当政的时期，劳役繁重，新

婚才三天，青年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就被迫出发去修筑长城。不

久，范喜良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身背

寒衣，历尽艰辛，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死去的

噩耗。她在长城墙脚下痛哭，３天３夜不止，长城为之崩裂，露

出范喜良尸骸，孟姜女随后于绝望之中投海而死……

《牛郎织女》：相传牛郎父母早逝，又常受到哥哥、嫂嫂的虐

待，只有一头老牛相伴。有一天老牛给他出了计谋，要他娶织女

做妻子。到了那一天，美丽的仙女们到银河沐浴，并在水中嬉

戏。这时藏在芦苇中的牛郎突然跑出来拿走了织女的衣裳。惊慌

失措的仙女们急忙上岸穿好衣裳飞走了，唯独剩下织女。在牛郎

的恳求下，织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婚后，牛郎织女男耕女织，相

亲相爱，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织女还给牛郎生了一儿一女。后

来，老牛要死去的时候，叮嘱牛郎要把它的皮留下来，到急难时

披上以求帮助。老牛死后，夫妻俩忍痛剥下牛皮，把牛埋在山坡

上。织女和牛郎成亲的事被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后，王母

娘娘勃然大怒，并命令天神下界抓回织女。天神趁牛郎不在家的

时候，抓走了织女。牛郎回家不见织女，急忙披上牛皮，担了两

个小孩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娘心中一急，拔下头上的金

簪向银河一划，昔日清浅的银河一霎间变得浊浪滔天，牛郎再也

过不去了。从此，牛郎织女只能泪眼盈盈，隔河相望，天长地

久，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拗不过他们的真挚情感，准许他们每

年的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

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此外，七夕夜深人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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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到牛郎织女在天上

的脉脉情话……

这四大民间爱情传说，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把世间上最

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们看。从而使人们对美好、幸福的生活

充满了憧憬、向往。

不过，我要指出的是：四大民间爱情传说，因长期在人民群

众中口口相传，版本也就很多，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连

上述的故事梗概，各地也大不一样。那么，有没有书稿呢？都是

有的。只不过老百姓才不去理会书稿。为什么？很简单，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文盲太多，不识字的人占绝大多数。这些传

说只能是口口相传，或通过观看戏曲表演、曲艺演唱来进行传

播。所以，根据四大民间爱情传说所编创的戏曲，川剧都有。当

然，我国很多剧种也搬演过。

在此，我顺便说一说，例如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川

剧在编创的时候名为 《柳荫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西南区戏曲观

摩演出代表团在北京参加 “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得到

了学者、专家如阳翰笙、梅兰芳、艾青、王朝闻、马少波、吴雪

等大师们的悉心指导。之后，很快又由徐文耀执笔加工，强化了

人物性格，深化了反专制主题。当时 《柳荫记》的导演是刘成

基、夏阳，鼓师是李子良，陈书舫饰祝英台，谢文新饰梁山伯，

刘成基饰祝公远，戴雪如饰媒婆。演出之后，剧目获大会演出

奖，陈书舫获得演员一等奖，刘成基获得演员二等奖，谢文新、

戴雪如获得了演员三等奖。而袁玉堃和许倩云在 《柳荫记》的折

子戏 《访友》中，分别饰演梁山伯和祝英台，获得演员二等奖。

１９５３年６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京剧团排

演京剧 《柳荫记》，剧本即是根据川剧 《柳荫记》移植的。为了

保持川剧剧本原有的风格，除了某些必要的删改外，排演时对原

作并未做大的更动。主要演员为叶盛兰、杜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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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越剧艺术片 《梁山伯

与祝英台》，主演为袁雪芬、范瑞娟。

而川剧 《柳荫记》的剧本分别收录于 《四川地方戏曲选》第

１辑 （１９６０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和 《川剧选集》第１辑

（１９６１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

话扯远了，回到主题。

前面说了，民间爱情传说故事 《白蛇传》，在有些地方又名

《许仙与白娘子》《白蛇闹许仙》，等等。故事中还包括了 《借伞》

《盗库银》《盗仙草》《水漫金山》《断桥》《雷峰塔》《祭塔》等大

量的情节。

据史学家探源考证，《白蛇传》的故事发源地在今天的河南

省鹤壁市黑山之麓、淇河之滨的许家沟。

这个许家沟，还真是存在的。在今天河南省鹤壁市西北约３
公里，有一处世外桃源，峰峦叠嶂，河流环绕。此山就是黑山，

依山之河名为淇河，流传千年的 《白蛇传》故事，最早就诞生在

这黑山、淇河之间。当地人将 《白蛇传》称之为 《白蛇闹许仙》。

而在黑山西南约５公里处的淇河岸边，有一个约百丈高的悬崖叫

作青岩绝。青岩绝上有一白蛇洞，相传洞中就有一个白蛇仙女。

传说在黑山主峰西侧不远，有一许家沟村，许家沟村一位许姓老

人，从一只黑鹰口中救出过白蛇仙女的性命。白蛇仙女为报恩，

嫁给了许家后人牧童许仙。婚后，白蛇仙女经常用草药为村民们

治疗病患，这就使得黑山上金山寺的香火变得冷落起来。黑鹰转

世的金山寺长老法海大为恼火，决心置白娘子于死地。

而事实上，黑山上的确有座寺庙名为金山嘉祐禅寺，始建于

唐代 （６１８—９０７），重修于北宋嘉祐年间 （１０５６—１０６３），是一座

佛教文化浓厚的千年古刹。寺内至今仍完好保存着被誉为豫北第

一的大雄宝殿、独具特色的卧佛殿，以及其他建筑群。

有专家认为，和冯梦龙的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相比，黑山

７

第一章　川剧 《白蛇传》的故事蓝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地 《白蛇闹许仙》的故事有着更具体的现实依托。除了金山寺

外，传说中的青岩绝白蛇洞，至今香火旺盛，而且经常会有蛇出

没。专家们在考察时发现，许家沟因许姓世代居住而得名，至今

村里人还把许姓称为老户。据当地村民回忆，淇河水势大的时

候，河面宽有８０米，常有大船在河中行驶，那时，金山寺下全

是水，因此水漫金山寺是有可能的。而黑山南山头，曾经还有一

座坍塌的石塔，当地人认定那就是坍塌的雷峰塔。

更令人奇怪的是，冯梦龙一生主要活动在江南，那么，黑山

一带的传说怎么到了冯梦龙的笔下？有学者认为，这与宋室南迁

有关。跟随皇帝赵构南迁的除了文人、武夫之外，其中不乏传说

故事的痴迷者。而且岳家军在这当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岳飞是河南汤阴人，汤阴县距黑山只有１０多公里，跟随岳

飞的将士中有不少黑山附近的人。这些人随宋室南迁后，很可能

把家乡的传说故事也带到江南。

上面说了这么多，只是说明 《白蛇传》的发源地，基本上可

以定在河南省鹤壁市。

那么，白蛇的娘家又在哪儿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峨眉山嘛。因为在口耳相传

和戏曲演绎过程中，均把白蛇修炼的地方定在峨眉山。也就是现

在四川省乐山市所辖峨眉山巿的著名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

产———峨眉山。

现在，峨眉山仍有一些相传当年白蛇修道的遗迹，这似乎可

以为白娘子与峨眉山的渊源提供佐证。从峨眉山万年寺下行至清

音阁的途中，这里山峰陡峻、绿云蔽天、空翠欲滴，猿鸟相逐。

最高的山峰叫钵盂峰，峰的正面正对着峨眉山金顶，钵盂峰与金

顶之间隔着一座像莲花一样的山，叫作大坪。每当晴天的早晨，

太阳的光芒照射在巍峨的金顶，舍身崖就像一面大镜子将金色的

耀斑反衬在钵盂峰上。而在钵盂峰下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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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采药的老农，每次来到这人迹罕至

的地方采药，就会看到洞中放射出一道道白光，伴随着阵阵幽

香，但他始终不知何故。在大坪山峰下有一处水潭，水呈黑色，

水中经常会冒出很多气泡，发出 “咕噜咕噜”的响声，并伴随着

道道的黑烟。他当时不知道放射白光的地方是白蛇的修炼之地，

而青蛇则在那黑水潭修炼。一天，钵盂峰上空升起了一股硕大的

白烟，随后地动山摇，山洞中有巨大的喷泉涌出，顺山势而下，

形成一条白练，恰似一条巨龙。同时，在大坪山下的潭水翻波涌

浪，黑雾迷漫山间，须臾狂风大作，混浊的黑水沿洪椿坪、一线

天流出，形成一条黑龙。当黑、白二水汇集到清间阁牛心石前，

恶浪滔天，震耳欲聋。忽见一身着白衣白裤、美貌无比的青年女

子，与一身着青色衣裤的极其丑陋的青年男子，同时出现在河滩

上。原来，这白衣女子是钵盂峰下山洞里，经过千年修炼大功已

成的白蛇精，而青衣少年，则是黑水潭中修道的黑蛇精。这黑蛇

精，因为一直窥伺着钵盂山洞的白蛇精，心猿意马，功夫不见长

进。今天，忽见白蛇修道成功，便急不可耐，从潭中跃出，强求

白蛇与他成亲。白蛇提出比武定亲，如她打不过，愿嫁与黑蛇；

反之，黑蛇输了，就变为它的丫鬟侍奉左右。黑蛇精立即应承。

不想几个回合下来，黑蛇精便败下阵来，老老实实地变成了女儿

身，成为白娘子的丫鬟，取名青儿。之后，二人随江而下来到了

人间天堂杭州。在西湖断桥边，白娘子与许仙演绎了一场缠绵悱

恻的爱情故事。

现在，峨眉山市的人们，把白娘子修炼的地方叫作白龙洞，

洞前的江叫作白龙江，而黑蛇修炼的地方叫作黑龙潭，黑龙潭下

游的溪叫作黑龙江。白娘子离开的那个地方，则叫作龙升岗。

而浙江和江苏两省，关于 《白蛇传》的故事就更为丰富和系

统。２００５年，浙江省杭州市和江苏省镇江市，共同申报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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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名录”中 “民间文学”项目。不仅如此，浙江省杭州市和

江苏省镇江市，目前还有很多 《白蛇传》的遗迹，供人们游览。

这也算得是对民间口头文学保护的一种措施。

（二）古典小说 《警世通言》（卷２８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古典小说 《警世通言》第２８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一

篇明代的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冯梦龙 （１５７４—１６４６）编辑的。小

说内容写的是南宋绍兴年间 （１１３１—１１６１），南廊阁子库官员李

仁内弟药铺主管许宣，一日祭祖回来，在雨中渡船上遇到一自称

为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及张氏遗孀的妇人 （蛇精白娘子），经过了

借伞、还伞之后，白蛇精要与许宣结为夫妇，又叫丫鬟小青 （西

湖青鱼精所变）赠银１０两，殊不知此银为官府库银，被发现后，

许宣被发配苏州，在苏州与蛇精相遇而结婚。后来，又因白娘子

盗物累及许宣，许宣再次被发配至镇江，许、白又于镇江相遇复

合。法海识出此美女是蛇精，向许宣告知真相，许宣得知白娘子

为蛇精后，惊恐万分，要法海收他做徒弟，在法海禅师的帮助下

收压了白蛇精和青鱼精。许宣化缘盖雷峰塔，修禅数年，留警世

之言后，一天坐化去了。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这个版本的 《白蛇传》。个人认为：冯

梦龙眼中美色如虎狼，红颜总是祸水。通篇都在劝诫世上所有的

男性，切勿为美色所迷惑。法海镇了雷峰塔，还要题诗：

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

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

护，白蛇吞了不留些。

读了这最后两句，感觉很可笑，白蛇要想吞许宣，早就吞

了，何必还千回百转徒生这般爱恨，偏要等你这和尚来横生是

非。再说，即便白蛇真要吞了许官人，那也是世间男女你情我愿

的痴缠，干你这和尚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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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青青，是一尾西湖内的小青

鱼，许宣则是个很没用又很倒霉的男人。贪图美色 “吃软饭”，

偏偏钱财的来路又不正，每每事发被官府缉拿归案，回家后白娘

子三言两语便打发过去。在李员外家做事时，李员外贪图白娘子

美色，设下了一个圈套，却不期被白蛇现出原形吓了个半死。许

宣得知此事之后，在意的不是自家娘子被外人觊觎，反而只坚定

了要除妖怪的决心。可见真真是贪图美色，心中哪存半分恩义。

白娘子讲了李员外未得逞的不轨行径：

叹道：“这惶恐哪里出气！”许宣道：“既不曾骗奸你，他是

我主人家，出于无奈，只得忍了这遭，休去便了。”白娘子道：

“你不与我做主，还要做人？”

骂得真好。在外低眉折腰受尽腌臜气，在内无力护妻枉为

人。哪怕白娘子所言非全部事实，但李员外心存不轨却是真，许

宣真枉为男人。忍得下有人调戏妻子这口腌臜气的，唯许宣这顶

顶无能的白面小官人而已。这般所托非人，白娘子仍执迷不悟，

直至法海自以为替天行道收服了二妖。

须臾，庭前起一阵狂风，风过处，只闻得豁剌一声响，半空

中坠下一个青鱼，有一丈多长，向地拔剌的连跳几跳，缩做尺余

长一个小青鱼。看那白娘子时，也复了原形，变了三尺长一条白

蛇，兀自昂头看着许宣。

仅仅最后 “兀自昂头看着许宣”这８个字，便让人落下泪

来。多少的恩情与不甘！多深的寄望与幻灭！都在最后这８个字

上。

所以，我认为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可观的也就最后这８
个字。始终觉得这不该是劝诫世间男子勿为美色所惑的寓言，实

实应该是普天下女子共勉之的 “警世通言”。莫管你貌若天仙，

情深似海，要是瞎了双眼，相中软弱无能的男人，结局泰半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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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白瞎了白蛇千年的道行，反而落得一身不是。不信的话，看

看白娘子，活该被永远镇在雷峰塔底，前车之鉴。

（三）苏州弹词 《义妖传》

说到弹词 《义妖传》，首先要把弹词给诸君解释一番。

弹词，是中国曲艺形式类别的一种。主要在江苏和浙江流

行。也叫南词。系明、清两代极流行的曲艺形式之一。在明代，

南方、北方都有弹词流传。到清代，北方仍有弹词。弹词的名

称，最早在金代可以看到有近似的用法，如董解元 《西厢记诸宫

调》，别称 《西厢记 弹词》。 虽然 弹词即诸宫调， 与后来所说

弹词并不是一回事，但同样作为说唱文学的一种形式，两者还是

有相似和相关联之处的。明臧懋循 《弹词小序》中提到 《仙游》

《梦游》《侠游》 《冥游》４种弹词，称 “或云杨廉夫 （维桢）避

乱吴中时为之”，此说如确，则弹词在元末就已出现。不过这４
种都已失传，再也无从深究。

弹词，各地称呼是不同的，有苏州弹词、开篇、扬州弦词、

四明弹词、绍兴平湖调、平胡调、长沙弹词、木鱼歌等。

弹词的文字，包括说白和唱词两部分，前者为散体，后者以

七言韵文为主，穿插三言句，这种格式在先秦荀子的 《成相篇》

中就可看到，极为古老。语言上则有 “国音”（普通话）和 “土

音”（方言）之分。方言的弹词以吴语为最多，另外像广东的木

鱼书，则杂入广东方言。

苏州弹词的篇幅往往很长，如 《榴花梦》达３６０卷、约５００
万字。内容通行用第３人称叙述。文字大多浅近。在某种意义

上，弹词可以说是一种韵文体的长篇小说。

苏州弹词的演出至为简单，两三人、几件乐器即可 （甚至可

以是单人演出），而一个本子又可以说得很长，这种特点使之适

宜成为家庭的日常娱乐，弹词的文本也宜于作为一种消遣性的读

物。特别是一些地位较高的家庭妇女，既无劳作之苦，又极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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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活动，生活至为无聊，于是，听或读弹词成为她们生活中的喜

好。清代苏州弹词的兴盛与这一背景颇为有关，许多苏州弹词的

写作也有这方面的针对性。如 《天雨花》自序说：“夫独弦之歌，

易于八音；密座之听，易于广筵；亭榭之流连，不如闺闱之劝

喻。”《安邦志》的开场白云：“但许兰闺消永昼，岂教少女动春

思。”都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有才华的女性也因此参与了苏州弹

词的创作，既作为自娱娱人、消磨光阴的方式，也抒发了她们的

人生感想。一些著名的作品如 《再生缘》《天雨花》《笔生花》

《榴花梦》等均出于女性作家之手。

苏州弹词 《义妖传》，又名 《白蛇传》《雷峰塔》等。较早的

版本有清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汪永章作序的 《新编东调全本白

蛇传》和嘉庆年间的 《新编东调白蛇传》两种。

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续刊本 《义妖传》，则由陈士奇、俞秀

山校阅。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刊本，署陈遇乾原稿，陈士奇、俞秀

山评定。其中，如 《游湖》《公堂》《大生堂》《端阳》《盗仙草》

《水斗》《断桥》《合钵》等均为精彩段落。

可以这样说，苏州弹词 《义妖传》多是据陈士奇和俞秀山本

演绎。而 《白蛇传》的故事在苏州弹词中的流传，有两点值得注

意：首先是体现 “佛法无边”的法海和尚，虽然最后取得胜利，

但逐渐成为可憎的形象，使得宿世冤孽、因果报应等迷信的观

念，变得淡薄无力；其次是白蛇的妖气逐渐减少，人情味浓厚，

已然成为一个敢于冲破专制礼教的妇女形象，而不是闺阁千金的

写照，具有更多的市民性格。由于许仙的幸福家庭生活遭到破

坏，所以逐渐得到人们的同情。

苏州弹词 《义妖传》故事梗概如下。

前传：白蛇修炼成精，取名白素贞，收服青蛇精为婢女，取

名小青。两人结伴来到了杭州，在西湖遇见前世曾救过自己的药

店伙计许仙，施法下雨，伺机同舟共渡。白素贞借给许仙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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