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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昭君传说多是以解释地方风物，描述昭君事迹为主的传说，这种特殊的形式在传承过程中形成了“昭君风 

物传说圈”。“传说圈”具有的审美特征和民俗文化特色促进 了它的传承和扩布，具体表现在昭君形象的永恒魅力， 

昭君传说的艺术特色和传说中渗透的楚地民俗信仰。我们着重从总体的文化特色上进行解读，以更全面的认识和 

利用昭君风物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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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首先是一位世人皆知，容可“落雁”的美女； 

她还是一位为国为民，创和亲佳话，谱民族团结之曲 

的英雄；在历代文人笔下，她总是免不了凄美苍凉的 

悲剧命运；而在人民群众眼中，她一直是位神通广 

大，集爱、美和善于一身的女神。她就是王昭君，一 

个永远说不完的历史人物，一个永远赞不够的传奇 

人物。从昭君的家乡湖北兴山到她生活过的内蒙古 

草原，千百年来，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她的优美神奇 

的传说，她的灵魂附着在她生活过的山山水水，坎坎 

岭岭上，她的形象也在这些传说中被放大，被嫁接， 

放射着神化的光芒。关于她的传说被热爱她的故乡 

人传颂着：故乡的溪溢出她的香气，故乡的崖映着她 

的面庞，故乡的井铭刻着她的德行，故乡的田依然受 

着它恩泽的灌溉，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昭君风 

物传说圈”。 
一

、昭君风物传说圈的形成 

“风物传说圈”的概念，最早是由乌丙安先生提 

出。乌先生认为传说的讲述和传播总是围绕着“风 

物点”这个特定的中心进行的，这样就产生了“风物 

传说圈”的问题。风物传说圈的形成，是历史的要 

素和地理的要素紧密结合的产物，“往往十分平常 

的遗迹遗物或地方，因著名的历史人物或史事而不 

平常起来，这正是风物传说 引人人胜 的关键所 

在。” 】 在昭君故乡湖北兴山，有关昭君的遗址遗迹 

甚多，有关传说渗透在乡风民俗之中，许多地名与昭 

君有关。“兴山八景”之一“妃台晓13”，正因昭君在 

山台上迎着朝霞绣凤凰而得名。“宝坪”、“香溪”的 

来历也与昭君的事迹有关。“桃花鱼”、“鸽子花” 

“白鹤茶”等特产；“楠木井”、“站穿石”、“绣鞋洞”、 

“望月楼”等遗迹都有昭君的影子。有的遗址直接 

用昭君的名号命名，如“昭君渡”、“昭君台”、“娘娘 

井”等。这些传说以昭君出生地和生活地为背景， 

以当地的风物为对象，附会昭君事迹，即可以看作描 

叙性传说，又可看作解释性传说。 

“描述性传说，是以叙述、描写人物的事迹为主 

的民间传说，其主人公大都与历史上的人物有某种 

关系；这类人物涉及的人，即使历史上实有其人，也 

并不见得所叙述与描写的与他亲历过的事一一切 

合。”_2 昭君传说大多以描写昭君事迹德行为主，将 

地方风物与昭君这一历史人物相连，既使风物带上 

神奇色彩，又使昭君形象更加丰满，但传说有意无意 

的夸张和虚构也使昭君成为“箭垛式人物”，带有浓 

厚的神化色彩。关于昭君的风物传说又可作为解释 

性传说看待。“解释性传说往往是以某人、某物、某 

习俗、某景物或某现象为核心，虚构出一个有人物、 

情节而又曲折生动道德优美故事，末尾又回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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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意所要求的‘某一事象为何如此，就是如上的原 

因造成的’这个基点上。” 昭君风物传说圈中地理 

要素相关的便是解释性传说，尽管与解释这些风物 

相关的传说人物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情节上有虚 

构的成分，但总体上很好地描述了这些风物的特征， 

来历，故事性很强，使这些传说以更加生动的方式传 

承下来。昭君传说不管是作为描述性传说还是作为 

解释性传说来看待，在展现昭君性格特征、事迹、德 

行和解释当地风物特征、由来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使人有意、山有情。历史人物的形象借山水风物得 

以生动呈现，山水风物上因寄托了历史人物的灵魂 

而显得灵秀独特，富有韵味。这样的结合使历史人 

物和自然山水都沾染了浪漫奇幻的色彩，这也是 

“昭君风物传说圈”得以形成并传承不衰的重要方 

面。 

二、昭君风物传说圈的审美特征 

昭君风物传说圈的传承和扩布是多方面因素共 

同制约的结果，一方面王昭君作为历史名人具有文 

化研究价值和审美意义，另一方面，昭君风物传说具 

有很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传说本身也是民间文学 

的佳作。 

(一)昭君形象的永恒魅力 

不管在文人墨客笔下，还是在人民群众口中，关 

于昭君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史料中关于昭君的记 

载虽只有只言片语，便足以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 

昭君形象的传奇性被一点点地放大，历经朝代更替 

却依然历久弥新。历代诗作中的昭君一会儿是幽怨 

的美人，一会儿是大义凛然的巾帼英雄，一会儿是孤 

魂飘荡的悲剧人物，一会儿是风光无限的神奇娘娘， 

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思想。但在人民群众的 

眼中，昭君一直是位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集真、善、 

美于一身的人民的保护神。她是没有一丝瑕疵的， 

单纯的无私的，是寄予了人民的最高期望反映劳动 

人民愿望和理想的神的化身。昭君的魅力之源在民 

间。原型批评的理论指出，一个伟大的文学形象的 

产生，往往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深厚影响。昭君魅力 

的久盛不衰，正是由于其中体现了某些原型，作为一 

种民族心理积淀，她深深地触动了民族之魂 。昭 

君出身民间，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劳动人民 

按照自己的生活实践和体验，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塑 

造昭君，她的永恒生命存在于民众之中。正是这种 

集体无意识支配了昭君形象在民间向“类”的方向 

演进，并使关于昭君的风物传说也获得了永恒的生 

命。昭君之“魂”，便体现在这些风物中，不管昭君 

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怎么变，她始终脱离不了民间 

的根。昭君传说的群众性使她妇孺皆知；昭君传说 

的传奇性使她成为各种文艺创作的源泉；昭君传说 

的传承性使其具有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成了后世 

人们崇拜和缅怀的对象。这正是昭君形象魅力长存 

的原因。 

(二)昭君传说的艺术特色 

昭君传说的流传和发展，不仅因为昭君形象的 

不断开拓，还因为昭君传说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性 

和艺术性。由于传说是劳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 

它既靠口头来创作，又靠口耳来相传、保存和发展， 

口头语言的创作一般比较粗糙、朴野，不管是在语言 

上还是在修辞上，都无法与文人作品相比。另外，民 

间文学作品在表达思想感情上一般平铺直叙，语言 

用毫不粉饰的白描，风格上兼有现实主义的朴素和 

浪漫主义的绮丽。民间传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叙事 

文学，因为它离不开写人、叙事和描绘环境，故而叙 

事性是其主要特征。但昭君风物传说却打破了这一 

常规，由于家乡人民对昭君倾注了炽热而浓烈的爱， 

为了情感表达的需要，把抒情性放在了首要地位，他 

们以抒情带动叙事，让叙事服务于抒情 J。因此， 

使昭君传说弥漫着浓郁的抒情气氛，语言上细腻优 

美，更是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对比、比喻、拟人、排比、 

夸张，使一篇篇传说象抒情散文一样优美动听。不 

仅叙说了生动的故事，而且使人们在泥土的清香和 

泉水的甘醇中得到陶冶。以《桃花鱼》 为例，这篇 

传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相当简单，就为了表达乡亲 

们为昭君送行的情谊，却虚构了桃花瓣飘落水中变 

桃花鱼的情节，使这个传说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性和 

奇幻的浪漫主义色彩。语言上又活泼生动，朴野传 

神，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文章许多地方 

并不注重对昭君和乡亲们离别时所发生的事件作客 

观精确的描绘，而是以抒情的笔调反复渲染和突出 

昭君与乡亲们之间依依难舍的深情，而且写得如此 

哀婉缠绵，令人动容，从而充分显示出昭君传说在文 

体上的抒情性特征。另外，夸张和对比手法的大量 

运用，在突出昭君的神奇本领和阻挠者的凶狠丑恶 

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比和夸张都是民间文学惯用 

的表达方式，如《楠木井》的一段描述：“暑天里，不 

管天多热，地多旱，来到井边就凉气袭人；喝一口井 

水，五脏凉透，暑气顿消，浑身上下不长痱子。冬天 

里，不管天多冷，地多寒，井上总是蒸汽腾腾，温温热 

热；用井水擦个手，洗个脚，一个冬天不生冻疮。”这 

种夸张是为了更生动地表现井水的神奇作用，也是 

为下文作铺垫。有些夸张则加人了虚幻的神奇想 

象，将昭君看作是有特异本领的神仙，事物总是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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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祝愿的方向发展，万物皆顺其意，这些描写使传说 

神话化，也使昭君带着某种神性。重复也是民间传 

说常用的手法，“她一针一针引着的丝线，就像是从 

蜡烛的炽热的火苗中抽出来的一缕一缕银丝，闪闪 

发光，洁白耀眼。不多一会儿功夫，就把 ‘龙戏沧 

海’绣的活灵活现的了。⋯⋯它一针一针引着的丝 

线，就像是从蜡烛的炽热火苗中抽出的一缕缕金丝， 

闪闪发亮，十分耀眼。一会儿工夫，就把‘凤凰迎彩 

霞’活灵活现地绣出来了。⋯⋯她抽出一缕缕鲜艳 

的红线，一会儿工夫就把红牡丹绣好 了。”(《绣鞋 

洞》)。这种重复在反复描写的过程中，传达了人们 

对昭君灵巧手艺的惊奇和赞叹，一唱三叹，印象深 

刻，使昭君形象镌刻在人们心中。总之，昭君风物传 

说摈弃大多数传说故事的粗糙平淡，而呈现出形象 

传神，耐人寻味，曲折生动的特色，这不仅仅是劳动 

人民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也是昭君传说本 

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结果。同时，它们传 

达的当地风土人情，表达的民俗文化特色也是值得 

注意的方面。 

三、昭君风物传说圈的民俗文化特色 

传说中总会自然不自然地渗透人民俗文化因 

子，传说与民俗两者都是创造于民间，流传于民间， 

反映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文化和心理状态，都具有 

集体性、传承性、民族性、地方性等基本特点。因此， 

民族传说与民间习俗之间，就不能不发生着极为密 

切的联系 。 

昭君传说的策源地湖北兴山位于湖北宜昌市西 

北部，北接神农架林区，南临长江三峡，西处大巴山 

与巫山交界，深受楚文化滋养，同时又受巴蜀文化的 

侵染，是巴楚文化交融互渗的新的区域。但总体上 

仍然保留了楚地的风情习俗，沿袭了楚地的信仰传 

统。复杂的地貌，雄奇的长江，多变的气候，使楚地 

从古至今弥漫着神秘古老的气氛，人与自然界之间 

难以言传的关系，造就 了荆楚居民的原始信仰。 

“信巫鬼，得淫祀”(《汉书 ·地理志》)是楚地的共 

同信仰，“见庙就烧香，有神就磕头，只求神佑，不问 

神路”是古代湖北人的信仰习惯 J。在这种民俗信 

仰心理的支配下，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被人民大众 

广泛接受，并在民间传说中得以展现。 

(一)昭君传说与楚地 自然信仰 

奇异的山川，变幻的自然，孕育了湖北人独特的 

自然信仰。动植物精灵，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便是这 

些 自然信仰的产物。昭君传说中有许多关于动植物 

有灵异功能的描写：鸽子会说话，会变化(《百日还 

香》)；白鹤会人意(《白鹤茶》)；鲤鱼懂感恩(《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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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沙洲》)。连那些普普通通的花花草草也明白人 

的心意，听从昭君的指挥。桃花瓣在昭君的抚慰下 

变成浮动的游鱼(《桃花鱼》)；昭君用黄纸剪出的 

牛、羊能立马变得活蹦乱跳，黄纸剪出的水草和花瓣 

也立即绿茵茵、香喷喷(《昭君的锦囊》)；昭君的琵 

琶更是灵异，总是在关键时刻担起临危救急的用处， 

琵琶早已融人了昭君的灵魂，成为造福人民的宝器。 

“这些精灵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魔法力量的神奇助 

手，它们爱憎分明，见义勇为，帮助善良的主人公战 

胜邪恶势力，获得美好生活。很明显，这是劳动群众 

在漫长的黑暗时代渴望惩罚敌人实现美好愿望的大 

胆幻想的产物，富于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另外， 

传说中出现的作恶的恶龙，大蟒，也是人们对不可战 

胜的自然力的一种恐惧心理造成的，必然要借助超 

自然力，神力才能征服，这也使传说中弥漫着强烈的 

神话色彩。 

凤、虎是荆楚地区的主要图腾，这些信仰积淀在 

湖北居民深层心理之中，在传说中也有所体现。 

《妃台晓日》中来自凤凰山的老婆婆请昭君绣凤凰， 

可昭君没见过凤凰，被难住了。最后昭君的执诚坚 

持引来了金凤凰，昭君在凤凰山的启发下绣好了 

“凤凰展翅”，又成就了一段佳话。在传说中，凤凰 

在人们的想象中带上了神秘的色彩，仿佛来 自遥远 

的仙界，连神通广大的昭君都为绣凤凰犯难，这正是 

因为凤图腾的信仰心理让人们对凤凰产生敬畏和神 

秘感，只有昭君这样的神女才可以绣出金凤凰，这也 

突出了昭君的高尚地位。虎在传说中的地位是高于 

龙的，恶龙作怪时，猛虎可以制服。虽然龙是中华民 

族的信仰图腾，但在楚地让位于虎，这使得传说也带 

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拜月，崇火，月神崇拜也是楚人的信仰之一。昭 

君在传说中即为明月投生，沾染了月神灵气，她一出 

生便使原本荒无人烟，鸟不生蛋的穷地方“水变清 

了，山变绿了，月更明了，星更亮了，树木呼呼地长， 

鲜花四季开放。”(《宝坪的由来》)“望月楼”的美好 

传说也是昭君祈求月神显灵，造福于民的生动例子， 

将月神的灵异、神奇表现得淋漓尽致。《宝坪的由 

来》中昭君祷告得来的神灯树，《妃台晓日》中逐 日 

追赶的金凤凰，都带有拜日、崇火的痕迹。另外，在 

楚地，土地神在民间祀奉甚谨，一方面是对丰收的愿 

望，另一方面土地神作为家神是最贴近百姓生活，最 

关心民生疾苦的神，人们对土地神都怀有一种敬畏 

和感激的心态。昭君为求天灯一连七天七夜在土地 

庙祷告，终于如愿。在《稀荒垭》中，昭君借土地庙 

进香的黄表纸，蒙过鲁财主为西花租来三年免租的 



土地，可见土地神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二)昭君传说与 宗教信仰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 

指出：“宗教里的苦难即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 

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 

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无处不在的，广大 

劳动人民在自然斗争中，常因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征 

服不了一些自然现象；或是在社会斗争中力量对比 

的悬殊，常处于失败。为了从精神上得到寄托，创造 

了一些与仙人道士或与其法力有关的传说，以及人 

们出于对那些在斗争中产生的英雄，能工巧匠的崇 

敬，而把他们敬称神仙的传说 。荆楚是道教的重 

要基地之一，道教在民问的影响长久不衰。在荆楚 

地区诞生了“道法自然”的老庄哲学，又素有重巫敬 

神的传统，原始宗教发达。由尚巫到重道是湖北民 

俗信仰 的一条重要路 径，道教诸神都来 源于民 

间 ”m。人们巧妙地抓住道教宣扬的长生不死、仙 

界、可以帮人们解脱苦难的平等观点，在传说中，主 

人公为实现目标总是百折不挠，最终往往是在仙人 

或法器帮助下获得胜利。 

昭君传说中昭君总会得到仙人的帮助。《昭君 

的锦囊》中玉虚洞中的仙子在锦囊里放进宝物，帮 

助昭君度过难关，赢得塞外人民的敬重和爱戴；《银 

针衣的故事》昭君受仙女所赐银针衣，不仅保暖护 

体，而且实现了心愿；帮昭君取得楠木镇住青龙的 

“老寿星”爷爷是仙翁下凡；屡次刁难昭君的打草鞋 

老妈妈也不是凡人，最后送昭君两背篓绣花丝线； 

《琵琶舟》中给昭君支招击溃蛟龙的老者，也是不俗 

之人；就连来昭君家化缘的老和尚也是太白金星所 

变。仙道人物在传说中大量出现，他们总是在最需 

要帮助的时候伸以援手，扶危救困。昭君屡得仙人 

相助，也是大多以自己的德行和坚持感动仙人，也说 

明了人们对昭君的敬仰和赞美，表达了朴素的善恶 

观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人们将对道教中仙人的 

幻想和崇拜嫁接到昭君身上，也是对昭君善 良、勤 

劳、助人为乐精神的歌颂。另外，借这些仙道之人的 

法力、宝器，为传说增添了奇幻和浪漫主义色彩，也 

为风物来历做了很好的解释。 

除了道教的影响，佛教在楚地也颇有影响力，湖 

北是佛教自西北向东南传播的中介之地，且多大山 

深谷，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胜景名 

区 川 。佛教日益影响着民俗生活，在民问传说中 

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 

轮回和梦兆感应的思想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渗透进 

民间传说的主题中。昭君传说中善良的昭君为国为 

民，舍己助人，感动仙人，受人爱戴。追随她的桃花 

瓣变成游鱼，眺望她的简姑娘站穿了石，这就是善有 

善报。而相反，那些欺压百姓的地主老财总是在最 

后得到报应。这种朴素的善恶观是传说表达的主 

题，也寄予了人们美好的祝愿。生死轮回观与“万 

物有灵”一样相信人死灵魂不灭。所以投河而死的 

娃娃变成水中的金龙衔走珍珠，(《金龙含珠》)；鲤 

鱼变成一块大沙洲。梦兆感应的思想在昭君传说中 

更常见，昭君梦中的情形总是真实地出现，而梦兆又 

帮助她获得成功。宗教信仰的强大力量使人民始终 

相信善的力量，发现美的真谛。 

我们全面认识了昭君风物传说圈的文化价值， 

不管是在审美上，还是在民俗文化建设上，昭君风物 

传说即是对风物的艺术升华，又是对昭君形象的进 
一 步美化。在现代，一些古老的民间文艺形式正处 

于迅速衰败之中，濒临失传的危险，而风物传说却反 

而受到了人们特别的重视，特别是在旅游开发上有 

很大的价值 。̈。。究其原因，风物传说有助于满足旅 

游者的猎奇心理和丰富知识的需要，加上昭君这个 

历史人物的加入，使昭君风物传说成为民族团结、融 

合的见证，使游客在饱览山水之际品位历史的沧桑， 

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游客的旅游兴致，提升了相关旅 

游资源的价值，这对昭君文化的开发也是有益的一 

个方面。通过“昭君风物传说圈”的传承和传播，更 

多的人在品味它的文化价值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 

经济效益。昭君的魅力在这传播过程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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