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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郢]孟姜女故事与泰山

  作者：周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12-06 | 点击数：1303

 

再说梁山：杞梁妻故事传至汉末，于“崩城”之外，又开始出现“崩山”之说，在三国曹植诗文中屡有“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及“杞

妻哭梁，山为之崩”之咏。顾颉刚先生《杞梁妻的哭崩梁山》对此曾予考证：“梁山在什么地方？班固《汉书·地理志》云‘夏阳，故少梁，

《禹贡》梁山在西北。’是以梁山在黄河之西，今陕西省关中道韩城县地。”（《孟姜女故事论文集》页26）顾先生之梁山在晋陕说，自可作一

解。然而史籍中泰山附近自有一座梁山，《琴操》中云：“曾子耕泰山下，……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后人多认定此泰山下之梁山即梁父

山，故《梁山歌》亦称作《梁父吟》。梁父山为徂徕山之东峰，今属新泰市，正在古杞之域。杞梁妻哭崩梁山为杞地之山，从故事发生的地域来

看，自较远在晋陕的梁山更为合理。 

关于梁山之崩，顾先生认为是指“春秋成公五年夏（晋国）梁山崩的事”，其事“先于杞梁战死三十七年”。但，春秋时的晋国山崩，何以

会在八百年后的汉末产生反响而被融入杞梁妻故事之中？顾先生对此却未能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不妨提出另一种假设，即杞梁妻故事中新起的“梁山崩”情节导源于汉末泰山附近的一次山崩。检《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

（161）六月，“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又《五行志》：“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来山判解。”史中之尤来山，即徂徕山之别名，梁父

山为其支阜，故此次山体崩颓，亦可称之为“梁（父）山崩”。这次山崩载入正史，足见于当时影响之大。由于杞梁妻故事其时正盛传于这一区

域，因此人们便自然将其同梁父山的灾异进行联想，进而由传说中的“崩城”演变为“崩山”。——这或者便是汉魏之际出现的“哭崩梁山”异

闻之由来吧。 

 

四、史籍中最早的姜女祠：“贞女山祠” 

 

孟姜女（杞梁妻）庙最早建于何处？顾颉刚先生《孟姜女故事研究》考证：“北宋祥符中（1008—1016）王梦徵作安肃的姜女庙记……，这

是我们知道的孟姜女庙的最早的一个。”（《孟姜女故事论文集》页59～60）但据我所见之史料，泰山附近的孟姜女（杞梁妻）庙祀，至迟在北

魏时已经出现，远早于安肃之庙。 

据《魏书》卷一Ｏ六《地形志》二云： 

 

泰山郡，领县六：……梁父：二。汉晋属。有莬裘泽、徂徕山在北，梁父城、龟山、羊续碑、贞女山祠、云母山。 

 

按北魏时之梁父县，约当今泰安市岱岳区之东南部与新泰市之西北部。《魏书》梁父县下所列古迹“贞女山祠”，窃以为即是杞梁妻庙，理

由如下： 

一、自先秦以迄北朝，泰山地域除去与杞梁妻有涉外，别无“贞女”事迹，故赫然出现于正史中之“贞女山祠”，不可能别祀他人。二、因

汉人刘向所作《列女传》书杞梁妻于《贞顺传》中，故杞梁妻向有“贞女”或“贞妇”之称（如唐人贯休《杞梁妻》诗云：“杞梁贞妇啼呜

呜”）。三、因第二点，杞梁妻（孟姜女）祠又多被称为“贞女祠”——如明万历间山海关尹张栋所建孟姜女祠，即名“贞女祠”；泰山附近的

姜女庙也多冠此名，如明嘉靖时边贡有《贞女祠》诗云：“长城在秦那在齐？齐山古寺春草萋。千载哭夫能变俗，至今犹说杞梁妻。”诗中出现

“齐山”，显然是题咏泰山附近杞梁妻庙之作。据此而推，“贞女山祠”所祀也应为杞梁之妻（或因祠近徂徕、梁父之山，故称山祠）。 

还有一点，便是“贞女山祠”在后世被称之为“怨女城”。明弘治《泰安州志》卷二《古迹》云：“怨女城：故址在州东四十里。”又嘉靖



《山东通志》卷二十二云：“怨女城：在泰安州城东四十里。”清人叶圭绶考其地即贞女山祠，所著《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七《杂考·泰安

县》云：“怨女城：一作燕语城，县东六十里。或曰：红山之北麓有似城形，非城也。考《魏志》：梁父有贞女山祠。同年密云路于其地得古

砖。又同年新泰王青藜云：其地甚似古庙址，当即贞女祠也。”“怨女”应是“贞女”的另一称谓，此女既“贞”且“怨”，自非杞梁妻而莫

属。 

基于以上四点，我认定《魏书》中的“贞女山祠”，便是杞梁妻祠。而中国最早的孟姜女祠出现在泰山脚下，无疑显现了姜女故事与泰山一

地的深厚渊源。 

——附带说明，贞女山祠（怨女城）的遗址，至今犹有迹可觅，在今泰安市岱岳区崅峪镇城前村北有高台地，传为怨女城址。《泰安市志·

文物》称遗址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文化层堆积厚达4．5米。地面遗物有汉代的布纹瓦、豆、盆、罐的残口沿及小筒瓦、太阳纹砖等，剖

面有灰坑、红烧土及夯土痕迹。这一遗址是否就是北魏贞女山祠的确切所在？可留待考古专家作进一步追寻。 

综合以上考论，可以获知，孟姜女故事之与泰山发生联系，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由于齐大夫杞梁族出杞国，故里在今泰山附近，因而在此

后的杞梁妻故事中衍生出哭杞城、投淄水、崩梁山等发生在泰山地域内的情节；而最早奉祀杞梁妻之祠—―“贞女山祠”在泰山出现，也与这番

因缘有关。笔者新发现的泰山唐碑中“梁妻大哭之城”的文字，则表明至迟在唐代，在民间俗说中，杞妻所哭之城已被指实为齐国长城。基于诸

端，我们遂可进一步认定：泰山地区，正是传唱千年、流布全国的孟姜女故事的发源地之一。 

（原文刊于《文史知识》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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