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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是黄河母亲怀抱中的一方热土，也是华夏儿女最早的栖息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黄河水不仅孕育了

吕梁这座大山巍峨雄耸的形体，高迈博大的灵魂，更赋予了这里千姿百

态、绚丽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好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对构建和谐社会、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先进文化、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吕梁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了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先后成

立了以市委、市政府领导牵头的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

组、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建立了吕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了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制定了《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并遵照"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全方位开

展了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从2∞5年开始，我们通过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

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等有力措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

具有吕梁特色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形成了全社会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



范化、 网络化、 制度化，使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了稳步、 健

康、有序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6年，在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吕梁共有 6个项目入选，即: ~ 中

阳剪纸 》、 《文水银子 》、 《孝义碗碗腔》、 《孝义皮影戏》、《临县道情戏 》、

《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 ~ ; 2008 年，在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我市

又有 6个项目入选，即 : ~ 临县伞头秧歌》、《汾阳地秧歌》、《孝义木偶

戏》、《交城滩羊皮革柔制工艺 》、 《柳林盘子会》、《孝义贾家庄婚俗 ~ ;同

时， 王计汝等7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5个

项目入选山西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4个项目入选山

西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10个项目入选山西省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6人入选山西省第一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人入选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0个项目入选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为了传扬 、 彰显吕梁文化的精气与血脉、重量与经历，增强吕梁人

民科学发展、开拓开放的历史情怀和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 自豪感，推

动吕梁文化继承创新、 永否在芳泽，在中共吕梁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市

文化新闻出版局组织了近20名专家学者编篡了这本《 吕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套萃~，这是我市首次全面、系统、图文并茂地展示吕梁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大型图书，也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阶段性成果的全面

呈现。 该书详尽地介绍了我市 26个项目的传承区域、历史渊源、表现形

态、文化价值以及濒危状况，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知识性、文献性。

在本书的编篡过程中，各位编委牢记责任、不辱使命，对自己承担

的项目认真研究、精心编写，力求文字表述尊重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使

每个项目原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很好体现，在此，向他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爱护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人类文

明的延续作出应有的贡献。

编者

二0-0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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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四姐传说
i 刘维颖

《张四姐传说》是吕梁市现存神话故事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具历史文化和艺术

欣赏价值的作品之一。 故事说的是 :

北宋仁宗年间，河东石州府辖下温阳县崔家庄村有位崔员外，家中广有财产，人称

"护国员外"。 崔员外百事顺遂，唯一事不尽如人意:眼看自己已过知天命之年，膝前尚无

子息，万贯产业无人继承。 后经一个游方僧人指教，与夫人相借到温阳城观音院祈子。 当

时许愿:如若得遂心愿，就把温阳河修成铜帮铁底，给观音院铸造丈余高的金钟、银钟各

一口，立丈余高的玉石无根碑一通，修八角琉璃井一眼，挂十八串的珍珠门帘两副。 苍天

有灵，许愿祈子后，夫人李氏果然怀孕，并于十月后生得一子，取名文瑞。

其时，崔员外想到当日所许之愿，不由发起愁

来。 因为事实上，崔家便是倾家荡产，也绝难兑现

所许之愿。崔员外于是将所许金钟、银钟铸为铜钟、

铁钟，将铜帮铁底修成石帮石底，将玉石无根碑改

成沙石碑，用砖头修了眼八角井，用琉璃豆豆门帘

顶了珍珠门帘。

崔员外没想到，他这以假充真、聊表心意的"还

愿首先得罪的竟是玉皇大帝。 原来，那崔文瑞本

是南天门上的左金童，因与玉帝四女儿有些眉来眼

去的花花事，已被玉帝看作大逆不道，借故将他贬

下凡来。 现在又听说崔家竟敢以膺品还愿，心中不

由大怒，遂叫来风火恶神， 一场大火把崔家烧作灰

烬。 幸亏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从火海中救出文瑞母生失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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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叫村里人安置到村头破窑内暂且栖身。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不觉间崔文瑞已长到一十七岁 。 小伙子虽然破衣烂衫，却生

得相貌堂堂，眼下已是顶天立地的七尺男儿了 O 其时他的母亲重病缠身，崔文瑞以打柴卖

薪糊口并为母亲看病。 这一天，崔文瑞山上遇虎，危难之时，得一人相救。 那救人者竟是

一位二八佳人。 那佳人不是别人，正是玉皇大帝的四女儿。

原来自从左金童被贬下凡，四仙女是每日茶不思饭不想，渐渐的竟生起病来。 病病

歪歪的她经常站在南天门外朝着崔文瑞打柴的山上睐望。眼见得崔文瑞勤苦劳作的种种情

景，四仙女的一颗心便越来越不安生起来，终于下定了偷偷下凡与崔文瑞结合的决心。 这

一天她辞别众姐妹刚一降落凡尘，适逢崔文瑞遇难，便将他从虎口救出 。

张四姐与崔文瑞结为优俩后，过着勤劳致富、耕读传家、睦邻相处、和平宁静的平

民生活。 半年过后，崔文瑞买了地，买了牛。 白日里，文瑞地里耕作，四姐在家纺花织

布，伺奉崔母。 夜里，四姐教文瑞读书。 到了第二年春天，崔文瑞盖了几间瓦房，修了院

墙，安上大门，成了一户像模像样的好人家。 张四姐还用从天庭带来的仙草为穷苦人看

病，不知救活了多少性命，很快与乡民处得亲如一家。

张
四
姐
传
说

「
传说是原崔员外家旧址

然而好景不长。 离崔家庄三四里远的东庄，有个姓王的财主。 此人既有良田千顷、骋、

马无数，还有温阳城内的许多店铺，人称"王半城"。 这王半城是个阴险狠毒、吃人不吐

骨头的家伙， 一贯横行乡里、欺压穷人，高租高利、巧取豪夺，坑蒙拐骗、无恶不作;虽

然已经年过五十，却还是个色狼。 屋里大小三个老婆还不满足，附近村里的女人但有三分

姿色的，他必要想法弄到手，甚至连自家儿媳妇都不放过，是个真眉卓眼的"炒面神" (吕

3 梁方言，指公公扒灰)。 现在，听说崔家娶了个画儿似的女人，岂能不急火攻心!他先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借故去崔家套近乎、"饱眼福回到家中，就像丢了三魂七魄一般……"从此，觉得大

老婆郭氏太胖了， 二老婆冯氏太瘦了， 三老婆杨氏还凑合，可是脚大，脸蛋也比不上人家

崔文瑞的媳妇。 他整天没有好脸色，在丫环使女和三个老婆身上出气，就连儿媳胡氏，他

也是越看越觉得不顺眼。

于是，为了达到自己卑污的目的，王半城便先以百两黄金贿赂县太爷，接着设计陷

害崔文瑞，以"通贼盗窃"的罪名将崔文瑞捉进牢房且必欲置之死地。 由是，张四姐不得

不起而抗争。 这样一来，在温阳一地，以张四姐为核心，联络"英雄花花寨"被官府逼上

反叛之途的众多将士，还有无数平民百姓，展开了与王半城、县官及其爪牙的生死搏斗。

而"黑龙精"、蛤蟆怪等腐恶势力也参与其中，成为官府的同盟军。一场恶斗连着一场恶

斗 。 最后造反者打破温阳县城，杀死县官，火烧了县衙，将官府关进牢狱的"罪犯"全部

放出，没收王半城及其他富人财产分给了穷人。 其时，与温阳县毗邻而处的中阳县衙害怕

危及自身，忙诬张四姐、崔文瑞为"妖人作乱报到石州 。 知府大惊，与兵马提辖亲自

到温阳一看，果然是"真气 便派快马日夜兼程，飞报朝廷。

仁宗皇帝看了奏章，急、派兵马大元帅带兵前去征讨。 于是，朝廷与石州府兵马联手，

漫山遍野杀奔崔家庄而来。 张四姐使出"撒豆成兵"的仙家手段，排兵布阵迎击官军。 这

一仗只杀得官军丢盔弃甲、狼奔东突，石州府兵马提辖丢了性命，知府身负重伤，宋廷领

兵大元帅落荒而逃。 由是，朝廷上下一片惊悚，群臣都做了缩头乌龟，仁宗皇帝不得不派

包公领兵前去弹压。

包公的参与，使这场冲突由地下、人间很快波及天庭。 原来，包公凭借他的"照妖

镜"识得张四姐、崔文瑞并非妖人 一个是上界仙女下凡， 一个是肉体凡胎的百姓"。 于

是便在云梦山借来元忧枕，上天找玉帝告状，终于查清了张四姐私自下凡的事实。 接下

来，玉帝派托塔李靖，带着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四仙女。 张四姐巧布"九曲黄河迷魂阵"将

天兵天将打得屁滚尿流，连哪吨、孙悟空也奈何她不得。 最后李靖命人将崔文瑞捉去用神

牛拉上在玉米茬地里拖，想、凭此制服四姐。 "四姐心如刀割， 一咬牙从身上取出吸魂玉瓶，

打开金盖，对准方向，喊一声:‘毛神进去只昕轰隆一声巨响，那托塔李靖、四大天

王等一个个都被吸入瓶中，连那天罗地网也被吸开一道缺口 。"造反者"砍死神牛，救了

文瑞"。 这样一来玉帝、老君、王母等大小神仙看见， 一齐在南天门外求告，要四姐放

人，四姐昕见 ， 反而将瓶盖盖紧，张口要吞，吓得众神发疯般求告许愿。 四姐要玉帝答应

她和崔郎常住人间，才肯放人。 玉帝无法，只好封四仙女和崔文瑞为温阳县灶君常住下

界，只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日上天，在天宫住上七天，汇报人间善恶，到腊月三十日夜，便

可重返人间 o 四姐这才打开瓶盖，放了四大天王，收了九曲黄河阵，放出哪吨太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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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宿等十万八千天兵天将。 "

这场搅动天地人神各界甚至有妖魔邪祟参与其中的生死较量最后以张四姐一方的彻

底胜利为终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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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和七仙女。

三圣母系玉皇大帝小女儿。 有一年 ， 王母娘娘寿诞，大摆蟠桃会，天上的各路神仙

都来赴宴、拜寿。 拜寿期间，年轻貌美的她和殿前某金童相视一笑，竟被玉皇大帝看作不

能容忍的轻薄行为，将她贬到西岳庙旁雪映宫去了 。 金童亦被打下凡间，托生在一个姓刘

的家中，起名刘莹，字彦昌 。 刘彦昌从小聪明好学，刚届二十便中了秀才。 那年，皇王开

科，刘笠上京赶考，路过华阴，闻昕人说三圣母十分灵验，遂进庙求签，叩问前程。 没想

到连抽三签皆为自板， 一怒之下，提笔在墙上写道刘宝提笔气满腔，怒怨圣母三娘

娘，连抽三签无灵验，枉受香烟在此方。"写罢扬长而去。 其实， 三圣母那天是出外赴宴

去了 。 待她回来看到题诗，着实恼了，唤来风伯、雨师，兴起狂风暴雨，将正在赶路的刘

宝浇成落汤鸡，倒卧泥水之中。 这时， 三圣母透过云层 ， 看见刘笠相貌堂堂 ， 一表人才，

便产生了爱慕之心，马上收了雷雨，点化一座"仙庄与刘窒结合，且很快'怀上了身孕。

不过那时， 三圣母并未真想嫁给刘室，只是想与刘笠做做"露水夫妻时不时偷吃偷吃

禁果罢了 。 谁知这事让孙猴子窥破了，便以"玉皇大帝家出了丑事"嘲讽玉皇大帝的外甥

杨哉。 杨戳察得表妹果然怀了身孕，便大骂三圣母不顾廉耻，私配凡人，违犯天条，有失

仙体，把她压在华山峰顶上的一块大石头下面。

那时，与三圣母结合的刘彦昌考取进士，做了洛州知县。二人所生男孩后来起名沉
m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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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三圣母是在受尽磨难后于大石头底生下他的。 因怕二郎害了沉香，将他打包好后，随

一封血书，交给丫环送往洛州刘彦昌处。 沉香长到十几岁时，在南学读书。 一天秦国舅的

儿子秦官保讥笑沉香没有亲娘， 是个私生子，沉香大怒 ， 失手打死了秦官保，跑回家去，

向父亲说了闯祸的根源，刘彦昌只得讲出真情。 沉香听后，直奔华山救母去了。 这就是我

; 

们耳熟能详的"小沉香劈山救母"故事。

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出， 三圣母的个性是颇有些乖张、任性 、 唯我独尊的王家做派的。

她之"嫁"刘彦昌，多是出于性欲冲动。 而刘彦昌后来的高中、为官也说明: 三圣母理想

中的"白马王子"绝非平头百姓。 沉香救母成功后，刘彦昌辞官不做，去与三圣母团聚，

以后的三圣母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有益于社会民众的大事。她和张四姐并非"一路神仙"

5 

传说中的天庭女性，除前述三圣母和四仙女外，还有一位七仙女也是因思凡下嫁民

间的。 有一种说法，七仙女并非玉皇大帝的女儿，而是孙女，俗称"天孙织女"。 七仙女

因为爱上人间的牛郎董永，遂下凡与他成婚，过上了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 王母得知后，

十分震怒，命天兵天将把她捉回天庭，牛郎在神牛的帮助下，也直追上天，被王母划银河

隔阻。 于是每年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都会飞到银河上架起鹊桥，帮助牛郎织女相会。

千百年来鹊桥会"的故事， 一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这故事元疑是寄托了民众

厌恶专制、 向往自由的美好愿望的。 宋代著名词人秦观有《鹊桥仙》云:纤云弄巧，飞星

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



桥归路。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七仙女美丽、勤劳、善良，但她在与牛郎结合后， 一心一意只顾盘算自家小日子，过

"男耕女织"的太平生活。 她与义薄云天、舍生忘死救万民于水火的张四姐也不是"一路

神仙"。

更主要的是:不管是三圣母，还是七仙女，她们"单打独斗"的"反叛"最后都以

这样那样的屈从告终，只有张四姐因有民众的支持而大获全胜。

张四姐大闹温阳县的故事发生在宋仁宗年间。 宋仁宗在位 33 年( 1023 -1056)，是

北宋王朝极权化崩溃、盛极而衰，不得不将中兴希望寄托在"变法"之上，而"变法"却

又无能为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命运的那样一个时代。

那一时代有两个社会弊端创造了既往中国历史之"最"。

一是权力拥有者将虚设官位、买卖官职作为扩充个人山头、谋取暴利的手段，致使

政府官员越来越多，机构空前庞大。 《宋史 》 有一段记载……官无定员，无专职;……

故三省、六曹、 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 虽有正官，非别敦，不治本司事。 事之所寄，

十亡二三。 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 侍郎、给事，不领省职。 谏议无言责，

起居不记注。 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 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诲。 至于

仆射、尚书、军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国家财

政紧张，只好繁征厚敛，以多如牛毛的捐赋将"糟害"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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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权力拥有者为核心的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 其主要成分地主豪强"在官有

厚禄、退职有厚礼、子孙有荫补" (见周谷城著 《 中国通史~)。 他们流渥一气，上下联手，

在所谓"职田"、"公田"之外，大规模兼并土地，重租盘剥农民，以充自家税负，以饱自

家私囊，造成一方面大量土地荒芜而元人垦种，另一方面贫苦农民想种地而种不起地，由

此导致空前严重的贫富悬殊。 《宋史》引用当时官吏的话称……民所苦甚者，催科元

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肝陌相望，而多元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诸路职官，

各有职田，所以养廉也。 县召客户税户，租徊分收，灾伤检覆减收，所以防贪也。 诸县多

逾法。 抑都保正长及中上户分徊认纳，不问所收厚薄，使之必输; 甚至不知田亩所在，虚

认租课。 闻之恻然。"此一时期的所谓"公田实为私田。 即:政府中人眼看着地主豪强

侵占大量土地以向徊户收取高额地租的办法牟取暴利，便以政府的名义出而强行收"买"

农民土地，以图收租。 在这一点上，北宋与南宋情形相仿。 这里以 《宋史 》 记载度宗赵谨

所拜"国师"贾似道( 1213一 1275 )勒买民田的情况为例浙西田亩，有值千结者，似

道均以四十缉买之……吏叉，咨为操切，浙中大扰……有司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谬

以七八斗为石。 其后，田少与晓瘤亏租，与徊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回主。 六郡之民，破

家者多。 包恢知平江，督买回至以肉刑从事。"试问，这还叫"买"吗?由于政府中人是

挟权出面"收买且是官官相帮，故一般平民均无力与之抗衡，致使事态愈演愈烈，甚

至出现了以"上查田契"之法侵吞农民土地的严重情况。 即如今田属甲，则从甲而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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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 辗转推求，至元契可证，则量地所在，增立官田 。 " (叶适

《通考》卷七)这是明目张胆抢劫和i化诈了 。

在此种情况下，此一时期小民与富人间关系必然如叶适所言 小民之元田者，假回

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者，借贷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佣作奴姆，归于

富人;游手末作，件优技艺，传食于富人。 而叉上当官输，杂出元数;吏常有无常之责，

元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 " ({通考 ·田赋引 })

尖锐的阶级对立由此形成。 "小民"生计无望，唯有做梦和幻想是官府无法剥夺的。

于是张四姐应运而生小民"群起拥戴，展开了一场与地主豪强及官府的生死较量。

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 较量双方壁垒分明，不容有丝毫含混。 张四姐，分

明是一位下嫁吕梁山的正义女神。她为反抗天庭专制追求自由而下凡，没想到天上人间一

个样。 于是又从维护自己的家庭幸福始， 一步步走上联合一切弱势群体，为他们伸张正

义、图谋生存的道路，走上了与天上地下一切邪恶腐朽势力不屈不挠抗争的道路。 她，疾

恶如仇、爱憎分明、聪慧机智、勇于承当、立场坚定、毫不妥协，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是

民间创造出来且永驻民间、时刻关注着老百姓柴米油盐的、 一个理想的平民神抵。

就我现在看到的有关神话《张四姐》的文字版本而言，故事较完整而又较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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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四个: 一是任广生搜集整理于 20世纪 80年代的 《张四姐大闹温阳县}; 二是交口县

印行于2004年的刘瑛著长篇小说《张四姐大闹温阳县 } ; 三是交口县印行于2005年的任

化清评书 《 四姐闹温阳 }( 收入解从政编 《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一书);四是靳佩荣搜

集整理于 20世纪 80年代的《张四姐的传说》。 其中前三件取材相同，故事都发生在"温

阳县"。 唯后一件虽同属"仙女下凡"型故事，但故事发生地却在岚县。 我们这里且以前

三件为依据作比较、分析，而将后一件作为此一作品流传情况的研究佐证。 前三件作品

7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在崔家庄实地考查



中，最接近神话原貌的是任广生搜集整理的《张四姐大闹温阳县》。 任化清的同名作品在

将故事改编为"评书"的过程中，是做了明显艺术加工的。 若将二作比较，即可发现 :

前者更多人间烟火之气，但在背景开掘上似缺乏后者的气度。 后者则较多吸收武侠通俗

小说及民间说唱艺术之笔法仙气"过盛而"人气" 不足，但在背景设置上更符合历史

的真实。 特别是在注意到"王半城"大商贾身份的同时，强调了他占有"良田千顷"的

事实; 在交代"王半城"与各级官府的关系时，强调了他们广结裙带、狼狈为奸的事实;

在书写以崔文瑞为代表的下层民众生存困境时，强调了高租高息压榨之苦等等，这都是

前者所不及的。 此二作可说是旗鼓相当，各有千秋。 刘瑛作为一个年过八旬的农民，能

以此一神话为素材，创作出一部 20万言的长篇小说来，且能做到结构基本谨严、行文相

当流畅，实属不易 。 尤其是内中大量地域色彩浓郁的民情风俗描绘，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阅读整部作品，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笔墨分散了点。 写张四姐而在

张四姐身上花的气力并不多，张四姐在作品中变成了一个"摇羽毛扇"的角色。 故从对

原生态的神话探讨计，我们只好暂以任广生《张四姐大闹温阳县》和任化清 《 四姐闹温

阳》两个文本为依据。

温阳县在历史上亦称温泉县，取县城坐落在温泉之畔而得名 。 唐武德三年 ( 620 )置

县，元至元三年( 1337 )废 。 治所在今交口县温泉乡一带， 时为石州、|府辖区。 张四姐的故

事就发生在该地。 据近年考古发现，这一地区早在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

类活动之遗迹，延及五六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在这里构木掘穴而生存了 。

夏禹统一九州后，为方便管理，曾将全国按距离京能(今夏县一带)的近或远分作"甸"、

"侯" 、 "绥"、"要" 、 "荒"五部，温泉一带位于"甸"、"侯"交错之地，是中央通往西北

边境的咽喉要地。 商灭夏后，夏之余部向西北撤退，其中一路即落脚此处。 近石楼、永和

者称 "鬼方近柳林、中阳者称"工方"。 从这一带出土的青铜器(北以柳林高红为中

心，南以石楼桃花者为中心)看，这一带在商、周两朝曾有重要的政治集团留驻，曾经历

多年战乱。 春秋时期 ， 吕梁一部属晋， 一部为"戎狄" 。 晋献公五年(前 672 )后，晋国

有"驯姬之乱"发生，献公二子重耳受封于蒲地( 今交口县蒲依一带)。 晋献公"假道伐

破用来贿赂虞君的宝马 "屈产之乘"就产于今石楼、交口一带(可见当时这一带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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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 延及汉代，汉武帝刘彻拓疆于北， 有大批匈奴人投汉， 大部被安置在西河郡 ， 今

交口一带因为自然生态的关系，成为匈奴人的首选。 从此这里开始了汉胡杂居、异质文化

交相融汇、同化发展的漫长历史。 东汉末年，汉Æ相曹操为便于分割控制内迁匈奴，将当

时集中定居于吕梁山的匈奴分为东、西、南、 北、中五部，分别设都尉一名(匈奴人)统

帅， 司马一名(汉人)监督之。 其中"南部"即以"蒲子"为中心。 正因为有此历史渊

源，公元 304年，晋惠帝"八王之乱"后，匈奴人的后裔刘渊起兵反晋，先都于离石，再

都于"左国城" (遗址在今方山)，后都于蒲子。 大约就是考虑到这一带匈奴部落之"群众

基础"了 。 这一段历史至少说明两点: 其一，这是一块历史异常悠久，人文积淀异常丰厚8 



的土地。 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大量神话、传说、故事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其二，由于

长期以来异质文化的交融互渗，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有着迥异于别地的气质。这主要

是尚武精神和抗争意识。 这是"张四姐闹温阳"这样一个神话能在这样一方土地上生成的

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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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四姐》神话生成的具体年代无可稽查，但据现有资料分析，应该在金兴定二年

( 1218) 之后的百年之内，理由为:

第一，神话中所说崔员外所铸那口铁钟原是崇胜寺 "镇寺之宝铸于金兴定二年

( 1218)。 神话的编创只能在此之后。

第二，现存神话文本均明确 《张四姐》 的故事发生在宋仁宗年间，且内中反映社会

生活风貌亦属那一时代，这是毫无疑义的。 女真人入主温阳一带后，地主豪强仍旧是他们

的依靠对象，普通民众生存境遇更其恶劣。 在此种情况下，民众借 "前朝古事"表达其忧

愤之情，幻想有一神仙下凡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第三，据明万历三十二年( 1604) 修 《眼州志 》 称:温阳县制于元初(~交口县志》

确认时间为至元三年，即 1337 年)废。 一般来说， 一个历经 700余年的县制之废， 往往

与战乱兵焚有关，这一情况恰与神话文本反映情节相吻合。 也就是说，这神话生成时间很

可能在金兴定二年( 1218 )至元至元三年( 1337 )后不久的一百多年间。

首先，此作广泛涉及北宋晚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
"张
四
姐
传
说

神话《张四姐闹温阳 》 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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