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式变化与观念守恒

———烧纸钱由来传说与民间文学变异性问题

陈华文 　罗 　晓

　　内容提要 :以民间关于烧纸钱由来传说的八则异文为个案 ,揭示了民间文学作品在传

承过程中 ,其叙述形式的复杂多变和思想观念的基本守恒。先用历史的方法推断烧纸钱

由来传说产生的大致年代和历史背景 ;然后依据搜集到的八则异文 ,从传说主人公的角色

定位等角度考察这一传说的变异情况 ,并总结其变异的特点 ;最后指出该传说无论其叙述

形式如何变化 ,它所揭示的观念内核是一致的 ,即功利巧饰和阴阳一理 ,这一结论符合民

间文学作品变异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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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纸钱由来传说是民间风俗传说中的一个

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它以“烧纸钱”这一民间

广泛存在的民俗事象为传说核 ,以主人公 (纸

匠)的纸卖不出去为传说开端 ,以他的突然“死

去”和神奇“复活”为叙述高潮 ,以滞销的纸最后

销售一空、从此形成死人烧纸钱习俗为传说结

局 ,意在说明“死活一样 ,阴阳一理”,阴间也需

要花钱的道理。

这是一则很小的风俗解释传说 ,却有为数

不少的异文。从异文采集的地区来看 ,传说的

流传区域相当广泛 ,几乎遍及大江南北 ;从相关

史料的分析来看 ,传说传承的历史应该在千年

以上 ;而且 ,从我们对所搜集到的八则异文①的

比较来看 ,这则传说的基本情节保存得相当完

好。我们在为“民众记忆”保存得持久稳定而惊

叹的同时 ,不能不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变异性和

稳定性进行重新的思考。以下笔者就以这八则

传说异文为研究对象 ,结合其他民间文学变异

性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来探讨这个传说本身

以及民间文学作品的变异性和稳定性问题。因

为我们所引用的这八则异文标题极其相似 ,为

区别之方便 ,特用罗马字母编号区别之。②

一、传说产生的年代考证

烧纸钱由来传说是对“烧纸钱”这一民间风

俗的解释性传说。追溯这一传说产生的历史渊

源 ,自然要从“纸钱”这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考察

入手。

纸钱是旧俗人死后或祭祀时给死人当钱用

的纸币、纸锭之类 ,其前身是冥币。冥币又称冥

纸、冥钞、寓钱等 ,它由上古时期随葬的实用货

币演变而来 ,纸发明以前由金属制成 ,纸发明以

后就以纸钱代替。据现有材料推测 ,魏晋南北

朝时期 ,民间已开始流行用纸做一些纸钱 ,在死

者坟前焚烧 ,以示对死者的祭奠。随着这一风

俗的传播流行 ,唐以后纸钱成为一种大宗的消

费纸型。唐李匡义《资暇录》称 ,“以纸寓钱始于

殷长史”。据纸史专家陈启新考证 ,殷长史应为

西晋的殷仲堪 (407 年卒) 。③唐封演《封氏闻见

记》也称 :“纸乃后汉蔡伦所造 ,其纸钱 ,魏晋以

来始有其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纸钱产生之

初可能并不是用来烧的 ,埋葬、抛撒、悬挂等方

式可能要早于焚烧 ,但由于纸钱焚烧时化作烟

雾的形象能使人产生进入冥界的想象 ,故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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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成为最常用的纸钱处理方式。依此看来 ,

烧纸钱由来传说产生时间的上限 ,理论上可以

追溯到纸钱产生的同一时代 ———魏晋。

那么这一传说产生的年代下限应定于何时

呢 ? 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我们完全可把

它作为一个近世的传说。然而八则异文同时向

我们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纸匠的纸卖不

出去 ,大量积压”,这是符合某一时期历史真实

的。

考古资料反映 ,我国早在西汉就已经产生

了纸 ,当时的纸可能是在纺织生产过程中作为

副产品出现的 ,其使用价值还未被发掘出来 ,因

而造纸业还处于萌芽状态 ;自东汉蔡伦改进造

纸术以后 ,纸的产量大大提高 ,但由于种种原因

(其中就包括知识阶层的抵触④) ,纸的市场需

求量一直不大 ,至少其作为书写载体的用途很

晚才被知识阶层接受 ,从两汉到魏晋一直处于

简、帛、纸并用的时期 ;从西晋开始 ,纸张作为书

写载体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 ,开始为知识阶层

所欢迎 ,有时还会出现纸张供不应求的局面 ,如

左思《三都赋》流行时 ,竟造成了“洛阳纸贵”;到

了东晋末期纸张彻底取代了简牍、帛书 ,成为正

式书写载体 ,与此同时 ,民间对纸张的需求量也

大大增加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冥事的纸

钱) ,纸张供过于求的局面基本不再发生。

由此 ,我们可以根据众多传说异文中“纸张

滞销”这一共同情节 ,推断出这一传说所“共同

设置”的文本背景最有可能与上述东汉中后期

至魏晋时期的历史现实相符。民众的记忆在无

意识中保留了“纸张滞销”这一真实的历史信

息 ,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 ,传说产生的时代

大致应在此期间或之后不久 ———这一传说若是

产生在东晋以后纸张需求旺盛的时期 ,众多的

异文就不可能以同样一种背景出现了 ———这是

因为古代民众对于历史的记忆主要依赖口耳相

传 ,其信息的媒介就是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民间

文学形式 ,若是东汉中后期至魏晋可能存在的

“纸张滞销”信息未能及时以民间文学形式被民

众不自觉地记录下来 ,那么后世的老百姓就很

难依据想象在民间文学作品中构建出与现实情

况完全相反的文本背景 ,即使想象到了 ,也不可

能有这么多的异文以相同的文本背景出现。因

此我们可以以东晋末年作为烧纸钱由来传说产

生时间的下限。

综合上文所论证的上下限 ,我们认为 ,烧

纸钱由来传说的产生时代应在公元三世纪到五

世纪前后 ,也就是说 ,这则传说至少已经有

1500 多年的传承历史了。

由此 ,我们可以判断这一传说有明显的虚

构成分 :许多异文都将主人公定为蔡伦 (传说

Ⅳ⑤)或者与蔡伦有关的人 ,如蔡伦的哥哥蔡莫

(传说 Ⅶ⑥) 、蔡伦的徒弟尤文一 (传说 Ⅲ⑦) ;而

众所周知 ,纸业祖师爷蔡伦是东汉和帝时期人 ,

《后汉书·蔡伦传》称“⋯⋯元兴元年 (105 年) 奏

上之 ,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用焉 ,故天下咸称蔡

侯纸”———也就是说 ,就算将纸钱产生的年代再

提前一百年 ,也不会与蔡伦处于同一时代 ,故纸

钱的发明者不可能是蔡伦或与蔡伦有直接师承

关系的人。然而我们不必拘泥于传说细节记录

的真实 ,相反 ,这恰恰反映了民间传说在传承过

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箭垛式”的人物形象

———将与纸有关的传说故事集中到纸业祖师爷

蔡伦的身上。

二、传说流行的变异考察

我们通过对八则异文的情节比较 ,将这则

传说的基本情节提炼如下 :

A、滞销。纸匠/ 纸行老板/ 造纸作坊主的

纸卖不出去 ,大量积压 ,为之犯愁 ;

B、设计。有人为此设计了一个好计谋 ,此

人为纸匠本人、纸匠妻子、纸店伙计或者路人 ;

C、暴死。某人突然暴病死去 ,此人为设计

者本人或者接受计谋者 ;

D、烧纸。身边的人为死者哭丧 ,并焚烧大

量卖不出去的纸 (有些异文还有将纸剪成铜钱

模样的细节) ;

E、复活。死者神奇复活 ,声称是旁人所烧

的纸让他重返阳间 ;

F、成俗。邻人/ 亲友/ 道士见证了主人公

起死回生的过程 ,很快将烧纸钱的事情传播开

031

民族文学研究 2006. 3

STUDIES OF ETHNIC L ITERATURE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来 ,由此形成民间的一种风俗。

在以上情节中 ,某人的“起死回生”无疑是

整个传说的核心情节 ,而事实上这是一个骗局。

如果要对这八则异文的变异情况进行分析 ,我

们假定这个传说以纸匠为主人公 (事实上在某

些异文中纸匠的角色被边缘化) ,那么各异文的

主人公对“装死”情节的角色定位将是一个很好

的比较点。我们以此将各个传说文本中的纸匠

角色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一) 主动参与型 ,即由纸匠自编、自导、自

演“装死”这出戏。

如传说 Ⅰ⑧中 :黄龙对姨婆说 :“我们做的

纸这样多 ,长期放下去要变坏的 ,我有一个主意

你看行不行 ?”他把主意说给她听 ,姨婆也是个

机灵人 ,一听这个主意 ,连声说 :“好好 ,好主

意”。这是纸匠一人的计谋 ,也有纸匠夫妻两人

合计的 ,如传说 Ⅱ⑨中 :“眼看日子过不下去了 ,

咋弄哩 ? 他两口子想啊想啊 ,最后想出个孬点

子”;传说 Ⅲ也是夫妻共同商议此计。在传说

IV 中 ,夫妻变成了同行 ,和蔡伦一起造纸的邓

统设计了这一计谋并得到了蔡伦的支持。

(二) 受计参与型 ,即由纸匠身边的人想出

计谋 ,纸匠自己参与计谋的实施。

这一类型的纸匠自己无法摆脱纸张滞销的

困境 ,只能接受他人的计谋并亲自参与实施 ,包

括装死或烧纸。流行于福建的一则烧纸钱由来

传说 V ⑩ ,纸行老板面对萧条的纸张行情闷闷

不乐 ,唯有他的小管家明白他的心思 :“我想出

一个妙策 ,只要你一保密 ,二照办 ,不但所囤积

的纸会很快畅销一空 ,而且会发大财 !”于是老

板就按他所出的主意“死”了一回 ,果然应验了。

传说 VI �λϖ中的慧娘是个厉害的角色 ,她怂恿丈

夫向他哥哥蔡伦那样造纸 ,但造出来的纸却因

质量差没人要 ,于是就想出了个装死的计谋 ,并

且由她亲自装死 ,丈夫只要在旁烧纸即可。

(三) 不参与型 ,即由谋划到实践都由他人

完成。

在这一类传说中 ,作为主人公的纸匠事实

上已经成为故事的边缘人物 ,并不直接参与“装

死”这一核心情节 ,较之于前两类 ,变异性是很

明显的。传说 VIII �λω中的主人公土老肥不同于

其他文本中的纸匠 ,他自己并非纸匠出身 ,而是

由原先经营土场、土地改行投资造纸业 ,成为一

个造纸作坊的场主。哪知道他雇佣的纸匠手艺

不到家 ,造出来的纸没人要 ,快到了折本破产的

境地。恰巧这时路过该地的两个落魄商人布仁

和卫富想出了一个鬼点子 ,以契约形式与土老

肥谈妥 ,合伙表演了装死的把戏 ,取得了成功。

在传说 Ⅶ中 ,则是蔡莫的媳妇一手策划了整场

演出 ,有别于上面提到的慧娘 ,在这里连蔡莫本

人也被蒙在鼓里 ,以为媳妇真死了。

文本变异的另一个比较点是传说的叙述顺

序。八则异文有顺叙和倒叙两种叙述方式。传

说 Ⅰ、Ⅱ、Ⅳ、Ⅴ、Ⅵ、Ⅷ均为顺叙 ,基本情节即如

上所述 ;传说 Ⅲ、Ⅶ为倒叙 ,即把情节 B 置于传

说的最后 ,如传说 Ⅲ:“其实 ,尤秀才并不是真的

死而复生 ,只不过为了多卖纸 ,和妻子商量设下

的一个计策。”因为将装死这个事实最后补说 ,

也就使得这种叙述方式更具传奇性。其他细节

差异 ,可参见本文附表。

通过以上对传说变异情况的考察 ,再结合

这八则异文的文本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个传说

变异的几个特点 :

(一)角色变换。上文所述的主人公的角色

定位差异就是一种角色变换。如在传说 Ⅰ、Ⅱ、

Ⅲ中 ,纸匠是“装死”点子的策划者和实施者 ,妻

子只是知情者和旁观者 ,为配合丈夫的计谋而

烧纸 ;而在传说 Ⅷ中 ,妻子则是这一点子的策划

者和实施者 ,纸匠却成了不知情的旁观者 ,他是

出于内心愧疚而把害人的纸烧掉的 ,无意中成

全了妻子的计谋。如果说“在传说中 ,同一故事

常常在流传中归到不同人物名下 ,也是一种角

色变换”�λξ的话 ,那么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将

传说主人公定为蔡伦或与蔡伦有关的人 ,即所

谓“箭垛式”的传说人物 ,也是属于这种变异。

(二)创作形式的变化。这里所涉及到的创

作形式的变化主要有传说叙述主体在叙述顺序

选择上的差异 ,即顺叙或倒叙 ;此外 ,还有语言

表述上的差异 ,如四川的两则传说 IV 和 VIII

就具有很明显的地方口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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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节增加。除上面所说的六个基本情

节外 ,许多传说文本都增加了拜师学艺的情节。

如传说 Ⅲ:古时候有个名叫尤文一的秀才 ,寒窗

苦读十几年 ,却没能考中举人 ,于是弃笔从商 ,

投在大发明家蔡伦门下 ,学习造纸 ;又如传说

Ⅶ:“传说蔡伦有个哥哥叫蔡莫 ,蔡莫有个媳妇

特别有心计 ,见蔡伦造纸挣钱 ,硬逼着蔡莫跟他

学造纸”。传说 VIII 更是把故事情节丰满到了

极致 :土老肥出门“取经”,回来雇人开办造纸作

坊 ;造出来的纸卖不出去 ,四面托人找出路 ;布

仁和卫富闻此消息 ,商量主意 ,与土老肥达成协

议“干销积货 ,让利三成”;俩人把装死的闹剧演

绎得活灵活现 ,土老肥的劣纸一抢而空 ,双方都

获利丰厚。以上情节的增加使得这则传说故事

更具商业味和生活气息。情节的增加可能还涉

及到对其他传说情节或母题的吸收。如传说

VI 就可能杂糅了俗语“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传

说主题。

三、传说反映的观念分析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 ,烧纸钱由来传说

的基本情节在所有异文中均保存得相当完好 ,

虽然各个异文文本在情节安排、角色定位以及

语言表述上形式各异 ,但这在民间文学作品的

传承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传说 ,作为一种群

众集体创作、集体传承和集体享受的独特文学

样式 ,变异满足了多样人群的审美品味和审美

需求 ,这也正是传说的生命力之所在。然而我

们还是要对这则传说的超强稳定性进行思考 :

是什么原因让这则流传广泛、传承千余年的传

说在基本情节上保持得如此完好 ? 我们觉得是

烧纸钱这一民俗事象在民间的广泛存在导致其

流传的广泛 ,这个不需细说 ;至于它传承长久而

情节稳定的原因则在于这则传说所表达的民众

生存观念的稳定。我们通过考察以上八则异

文 ,总结出这一传说所表达的两个民众生存观

念 :

(一)功利巧饰。传说的主人公大都是从事

造纸的小生产者 ,同时又是自产自销的个体小

商贩 (传说 VIII 中的土老肥还具有地方富绅性

质) ,对于小生产者而言 ,保本是他们生存的底

线 ;对于个体小商贩而言 ,获利又是他们生活的

内需。纸张经营的不畅导致他们生活的困境 ,

无论是商业的意识还是生存的压力都要求他们

尽快想办法摆脱这种困境。然而在以重农抑商

和儒家伦理为传统的中国社会 ,一方面这类人

物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 ,他们不能把这种功利

的动机表现得过于直露 ;另一方面这类小生产

者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 (传

说 III 中尤文一还是秀才出身) ,他们本身的道

德素养和社会舆论压力制约着不择手段的功利

行为 ———于是主人公们就只能通过“功利巧饰”

的方式达到保本和获利的目的 ,“装死”就成为

一个理想的方案。

在“主动参与型”的主人公中 ,小生产者的

功利巧饰心态表现得最为直接 ,无论是夫妻还

是同行 ,他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他们主动

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机敏来争取生存的空间。在

“受计参与型”的主人公中 ,纸匠的聪慧不及上

面一类 ,但他们对身边人的提议是表示赞同或

默许的 ,如传说 V 中 ,“老板一听 ,神色即变 ,三

句话当一句话说 :‘快快说来 ,只要能使我发大

财 ,我什么事都去做。’”———功利心态可见一

斑。在“不参与型”的主人公中 ,土老肥是一个

愚蠢而又贪婪的人物形象 ,他将打开劣纸销路

的任务全权委托给卫富和布仁 (取“为富不仁”

之谐音) ,一心想坐享其成 ,最后倒也实现了他

的心愿 ;而蔡莫多少有一些君子的正义感 :“蔡

莫后来才知道 ,这是媳妇特意装死 ,目的是要把

纸卖出去 ,蔡莫虽然很生气 ,但这毕竟也起到了

作用 ,就没太埋怨她”———他已经意识到这么做

不妥 ,但既然没人知道 ,也就不去挑明事实真

相 ,这是对“功利巧饰”的最好注脚。由于中国

普通老百姓大都能同情和理解小生产者这种为

生存而急功近利的赚钱方式 ,欣赏他们的智慧 ,

这也是传说得以长久传承而基本情节不变的原

因之一。

(二)阴阳一理。光是功利巧饰思想观念的

稳定还不足以使这则传说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

力和稳定性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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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阴间”想象渗透其中 ,

民众信仰中广泛存在的“阴阳一理”观念才是该

传说的生存土壤。所谓“阴阳一理”,引用某学

者说法 ,是“中国人对于阴间的概念完全是遵循

阳间 ,他们对于阴间的设想和描述往往是比照

阳间的模式 ,并且认为阴间和阳间是相通的道

理 :人在阴间也需要吃、住、花 ,需要充足的钱

资。”�λψ几乎所有的传说叙述文本在主人公起死

回生之时都声称是“阎王收了我的贿赂 ,就把我

放回阳间”,其中又以传说 Ⅶ中蔡莫媳妇“活过

来”时所说的话最具概括力 :“阳间有钱通四海 ,

阴间用钱做买卖 ;不是丈夫把钱烧 ,谁还肯放我

回来 !”民间流行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 ,

亦是对这一观念的直观说明 ,这在传说 VI 中还

得到了演绎。

传说一方面通过指明是“活人装死”,揭示

为死人烧纸钱的虚假本质 ;另一方面并没有对

“装死”的制造者进行道德的谴责 ,足以证明老

百姓对这一观念是坚信不疑的 :虽然“烧来烧

去 ,谁也没把死去的亲人烧活 ,不过人们都想念

死去的亲人 ,总想着就是不能把亲人救活 ,也能

使亲人在阴间有钱花”�λζ。

如果说“功利巧饰”是活人在阳间的生存观

念 ,那么“阴阳一理”就是阳间的人对于阴间的

生存观念。中国老百姓长久以来都信奉这两种

生存观念 ,才使得该传说尽管异文繁多 ,但在观

念内核上仍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我们姑且把

它称之为“观念守恒”。

四、民间文学的变异性问题

再拓展到民间文学作品的变异性问题。这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再

次论及 ,是受到了这个传说变异特点的启示。

我们觉得也可以用“观念守恒”作为民间文学变

异的一个规律。

传说因为有特定的人、地、事、物作为传说

核 ,无论其叙述的形式怎样千变万化 ,除观念

外 ,在故事的人物或情节上总有不变的东西。

如著名的梁祝传说 ,早期情节主要包括“1、梁祝

二人三年同窗 ,祝英台女扮男装 ,梁不知祝为

女 ,质朴非常 ; 2、梁祝生前未配 ,死后同冢”。�λ{

后来的梁祝传说由这两个母题、单元或要素衍

生出众多情节 ,几乎所有的异文形式都是围绕

着这两个基本情节展开。传说背后所要表达的

是人们对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的追求 ,这是由

其情节稳定的观念支撑的。又如孟姜女传说 ,

我们知道 ,它是由春秋时期的杞梁妻拒绝齐侯

郊吊的故事演变而来 ,西汉前期加入了杞梁妻

“善哭”的内容 ,到了东汉又由善哭发展为哭倒

城墙 ,到了后魏又传说哭倒了梁山或莒城 ,到了

北齐才发展成为杞良服役修长城被杀 ,筑尸于

城墙中 ,孟姜女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λ|我们从

孟姜女传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似乎很难看出其

中的稳定因素 (除了与杞梁妻的一点历史渊源

外) ,但我们很可能因此而忽视了问题的另一

面 :孟姜女传说从春秋到北齐的一千年间发生

了多次大的变异 ,但自北齐至今的一千五百年

间却没有再发生什么大的变异 ———这里面就有

民间观念在起作用。杞梁妻“善哭”、能哭倒城

墙的说法固然离奇 ,但这类传说除了能让闻者

发出一声惊叹外 ,不能激起民众心底深处的震

撼和共鸣 ;但是 ,当孟姜女传说具备了杞良修长

城被杀、孟姜女千里寻夫等情节时 ,它就在民众

心中建立起了稳定的模式 ———对矢志不移的夫

妻关系的赞颂和对统治阶级暴政的控诉 ,那也

是民众的一种生存观念。

再来谈谈民间故事的变异性。区别于民间

传说 ,民间故事不具有讲述对象上的特定性 ,因

而具有更大的变异因素 ,有些民间故事类型会

有几十则甚至几百则的异文 ,这是一般民间传

说所不能比的。某些类型的民间故事虽然情节

各异 ,形式百出 ,但也能基本符合“观念守恒”的

规律。一些在劳动人民心中长期积淀形成的传

统心理、感情倾向和道德评判标准 ,如惩恶扬

善、同情弱者、追求幸福和家庭和睦等 ,往往能

成为不同时代、地区、题材民间故事作品背后的

观念守恒因素。如在“灰姑娘”这个世界性的故

事类型中 ,“灰姑娘”受神力相助得到幸福 ,其后

母遭受惩罚的结局是世界各地民众所同有的惩

恶扬善观念在起作用。又如巧女故事 ,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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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作一种独立的故事类型 ,但康丽通过对众多

文本研究 ,得出这类故事所表达的民间女性德

才观 :“利益为先 :务实的守护之才”和“持重规

范 :折中的守规之德”。�λ}此外 ,民间故事还大都

具有教育青少年的功能 ,是普通民众朴素的教

育观念之体现。如“老虎外婆”故事类型 ,之所

以能在各族民众间广泛流传且情节大致相同 ,

其中的观念因素在于它能起到教育孩子听从家

长警告 ,学会识别坏人并与之做勇敢斗争的作

用。又如“狗耕田”故事类型 ,全国合计积累的

异文有两三百篇 ,刘守华研究指出 :“关于兄弟

间均分家产这一制度、习俗是它构成和流行的

社会文化基础 ,在口头传承中起着教育青少年、

维护这一社会规范的作用。”�λ∼

综上所述 ,民间文学作品叙述形式的变异

一般不会导致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发生变

化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 ,民众的思想观念却不一

定守恒 ,当故事叙述主体的观念发生变化时 ,必

然会导致民间文学作品在内容、形式和表现主

题上的巨大变化 ,这种现象在民间文学作品的

传承中也是存在的。如白蛇传说 ,在唐代《白蛇

记》和宋代《西湖三塔记》中还是蛇精害人的故

事 ,以后逐步演变为肯定白蛇女追求圆满婚姻

的故事。这其中观念的变化涉及到历史条件、

民众心理、社会文化等众多深层次的原因 ,限于

篇幅 ,本文不再论述。

附录 :“另类”的三则烧纸钱由来传说

以上八则烧纸钱的由来传说都属同一类

型 ,谭达先先生把它称之为“烧纸复活型”�µυ 。

关于烧纸钱的由来 ,我们所搜集到的文本中还

有另外三种说法 ,不属于上面这种解释系统 ,上

文的研究没有采纳 ,但为体现本文研究的系统

性 ,特补于此。

《砖丘墓和烧纸钱》�µϖ讲的是北宋年间一商

人的媳妇名叫常盼春 ,在丈夫司路远赴波斯做

生意期间 ,她被府台公子杨少辉看中并逼婚 ;盼

春誓死不从 ,上吊身亡 ;司路回来后见妻子被逼

死 ,痛不欲生 ;一日他梦见妻子托梦 ,让他多送

些钱给她 ;第二天司路就把做生意所赚的交子

(纸币)在妻子的丘墓前焚烧 ,妻子居然奇迹般

地复活 ;于是用砖丘墓和给死者烧纸钱流传成

俗。《汉民为什么要烧纸》�µω讲的是一对卖纸的

老夫妻为求生子 ,根据算卦人的指示长年烧纸 ,

在阎王爷那积蓄了大笔的金钱 ;后来这笔钱给

阳间的一个皇帝去世后派上了用场 ,这个皇帝

转世后为报答他们 ,给了这对老夫妻许多金子 ;

“阳世和阴世一样 ,钱都能存下来”,于是烧纸钱

在民间流传开来。《烧纸的来历》�µξ讲的是有一

做官人家在大热天里死了老娘 ,这位当官的怕

别人说他不孝 ,只能守孝 ,但又嫌弃尸体放家里

会发臭 ,于是转移到一个庙里 ;庙里的小和尚用

烧纸来驱散臭味 ,见做官的来了就说是“给老太

太送钱”,做官的一听有道理 ,就把烧纸的习俗

推广开来。

笔者再对这三则传说做如下的简要分析。

首先传说的产生年代。以上三则烧纸钱由来解

释系统中 ,我们注意到它们并不是以纸店老板

的纸滞销为文本背景的 ,因此有可能是产生在

东晋以后的传说 ,其中《砖丘墓和烧纸钱》明确

指出时间为北宋宋真宗年间 ,可见其传承历史

不及本文所研究的另八个解释系统传说来得久

远。其次传说所反映的观念。从上述三个传说

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本质来看 ,同样具有“阴阳一

理”的观念。《砖丘墓和烧纸钱》的传说还与后

世的“鬼话”联系在一起 , 体现了民众丰富的

想象力和审美情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民

间观念成分 , 如善恶有报等。可见以同一事象

为传说核的解释性传说 , 尽管可能存在着多种

完全不同解释 , 但它们在文本背后所反映的民

众生存观念上 , 还是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致

性。

注释 :

①　笔者所搜集到的这八则异文分别来源于民间传说故事集

6 则、期刊杂志 1 则和网络文章 1 则 ,后两则虽具有明显

的作家文学痕迹 ,但在传说核心情节亦能为我们提供有

价值的变异信息 ,故本文予以采纳。

②　本文所引用的八个传说异文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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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主人公 (纸匠) 纸张滞销缘由 出谋者 装死者 烧纸者 活过来时间 旁观者 采集地

Ⅰ 黄龙 造纸技术高 ,买的人少 ,大量积压 黄龙 黄龙 婆姨 第八天 亲邻 宁夏惠灵县

Ⅱ 胡能 手艺不强纸质差 ,没人要 胡能 胡能 老婆 第八天 邻居 河南鹿邑县

Ⅲ 尤文一 纸又多又好 ,但用的人少 ,卖不出去 尤文一 尤文一 妻子 第三天 邻居 不详

Ⅳ 蔡伦、邓统 新的更好的纸制造出来造成草纸滞销 邓统 蔡伦 邓统 第八天 道士 四川 (苗族)

Ⅴ 纸行老板 纸的行情不好 小管家 纸行老板 家人 不到半天 亲友 福建顺昌县

Ⅵ 慧娘丈夫 纸的质量太差 ,没人要 慧娘 慧娘 丈夫 不详 乡邻 不详

Ⅶ 蔡莫 生产出来的纸又黄又粗糙 ,卖不出去 媳妇 媳妇 蔡莫 一阵子 不详 不详

VIII 土老肥 手艺不到家 ,纸质差 ,没人要 布仁 卫富 布仁 很快 围观者 四川

③　陈启新 :《冥纸史考》,《中国造纸》1996 年第 2 期 ,第 75 -

79 页。

④　有史料可以证明 ,东汉末年 ,纸张还遭受文人士大夫阶层

的排斥 :崔瑗在给葛元甫的信中说 :“今遣送许子十卷 ,贫

不及素 ,但以纸尔”;蔡邕 (132 —192 年) 言 :“非得纨素 ,不

妄下笔”,以上所指的素为一种高档的帛。参见杨巨中

《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三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　《烧纸钱的由来》(之二) (苗族) ,汪青玉编《四川风俗传说

选》,第 65 - 66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⑥　杨延赫 :《纸钱》,《乡镇论坛》1998 年第 4 期 ,第 42 页。

⑦　《给死人烧纸的传说》,柯杨《中国风俗故事集》,第 436 -

437 页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⑧　《烧纸钱的来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 ,第 221

- 222 页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社 1998 年版。

⑨　《给死人烧纸》,《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卷) ,第 350

页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社 1998 年版。

⑩　《烧纸钱的来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 ,第 522

页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社 1998 年版。

�λϖ 　曾沙 :《烧纸钱和鬼推磨》, http :/ / www. renren. org. cn/

xxgc/ zhihui/ shaozhi . htm ,2005 - 5 - 26。

�λω　《烧纸钱的由来》(之一) ,汪青玉编《四川风俗传说选》,第

61 - 64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λξ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 257 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λψ　冉凡 :《祭品与祥物———纸钱与传统丧葬风俗心态谫影》,

第 108 - 111 页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

�λζ 　《给死人烧纸的传说》,柯杨《中国风俗故事集》,第 436 -

437 页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λ{ 　向云驹 :《“梁祝”传说与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第 108 - 111

页 ,《民族文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λ|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 40 - 41 页 ,上海文艺出

版社 1980 年版。

�λ} 　康丽 :《利益务实与规范折中———中国巧女故事中的民间

女性德才观探赜》,第 148 - 160 页 ,《民俗研究》2003 年第

1 期。

�λ∼ 　刘守华 :《兄弟分家与“狗耕田”———一个中国民间流行故

事类型的文化解析》,第 18 - 20 页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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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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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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