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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俗文化视角解读《祝福》的教学价值
黄慧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省湘潭市，411199；

摘要：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源，也是语文教材中重要的文化元素，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可以为学生

解读文本提供新的解读思路，同时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鲁迅《祝福》中蕴含丰富的绍兴民

俗文化，总结分析文本中的民俗文化，发现能够助推品评人物形象，梳理情节发展过程，分析人物生存环境和探

究文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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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俗学学者钟敬文先生将民

俗的概念界定为：“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

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了解民俗

文化不仅有利于学生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给学

生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文本的角度。鲁迅先生的作品对

很多中学生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他们无法深刻体会某

些社会封建成分对国民的摧残，因此对鲁迅先生的作品

大多不求甚解。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祝福》围绕“祝福”

这一民俗活动，刻画了祥林嫂、鲁四老爷等丰富的人物

形象，揭示了祥林嫂悲剧的根源，这篇文章涉及了丰富

的浙江绍兴民俗文化，深入挖掘这些民俗文化解读《祝

福》有利于学生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刻理解这篇文

章的主旨，也有利于学生在探索民俗文化的同时走进民

族文化。

《祝福》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如物质民俗，

在《祝福》中，文中对祥林嫂的服饰有两次相同的描写：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戴“白

头绳”这种习俗，在旧时的浙江绍兴地区比较普遍，因

为这是寡妇的装扮，女性的丈夫过世后，作为寡妇需戴

白头绳，以此来吊唁过世的丈夫。文中两次卫婆子带领

祥林嫂出现，首先描写的就是祥林嫂的装扮，通过“白

头绳”这一风俗细节，能马上判断出她当下的的寡妇身

份。文中在描述鲁镇妇女们准备“祝福”时特意提到“有

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能戴得

起绞丝银镯子的，不会是普通人家的女人，更不会是下

人，由此可见富裕人家的女主人也跟着一起在水里清洗

祭祀要用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出大家对“祝福”的重视。

如社会民俗，在江浙一带“等郎媳”又称“抱郎媳”，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养媳”。《祝福》中关于祥林

嫂有这么一段描述：“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

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

了丈夫的；他本来也以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

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童养媳”在中国封建社会比

较常见，某些有儿子的家庭，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抱养

童女作为养女，然后等到儿子和养女成长到适婚年龄，

便让他们成婚，由于童女抱来的时候比较幼小，因此叫

“童养媳”。童养媳总要比丈夫大几岁，因此丈夫的饮

食起居都由她来照顾，还要做家中劳动，可以说是十分

艰辛的。祥林嫂便是比丈夫大十岁的童养媳，这种环境

下生存也是她悲剧生活的一部分。如精神民俗，中国封

建社会时期，人们相信世界上存在阴曹地府，管理阴曹

地府的是阎罗王，人去世后就会到阴曹地府，人们在生

前如果犯错误了，阎罗王会对人们进行审判，因此人们

相信“捐门槛”可以代替自己赎罪。祥林嫂是嫁过两任

丈夫的寡妇，在人们的眼里是不详的，因此祥林嫂便去

了镇西头的庙里捐门槛，价目是大钱十二千。《祝福》

里的民间禁忌还有许多，比如：“当临近祝福的时候，

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

一种替代的隐语。”因此文中短工回答鲁迅祥林嫂的死

讯时说的是“老了”。如语言民俗，在祥林嫂再嫁时，

卫老婆子称呼她为“回头人”，其实这是一种俗称，指

再嫁的寡妇，这样称呼有浓厚的地域气息。文中涉及的

这些民俗文化，在《祝福》教学中有帮助品评人物形象、

把握小说情节发展、分析人物生存环境、凸显小说主题

的教学价值。

1 品评人物形象

解读小说的人物形象是理解小说主旨的一把钥匙，

准确把握小说的人物形象特点是高中小说教学的中心

环节。生活在特定风俗文化中的人们有特定的行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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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民俗文化分析人物，无疑能够辅助解读人物形象。

比如我们可以从“送灶”这一社会民俗窥探出鲁镇

百姓们的特点。“送灶”是鲁镇的祭祀节日之一，也称

“祭灶”“祀灶”，一般在农历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祝

福》中写到：“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

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

了，震耳欲聋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

的火药香。”可以看出“送灶”时燃放烟花爆竹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活动。祭灶的对象，民间称为“灶神菩萨”，

人们相信灶神菩萨吃了甜的粘性的东西，就无法在玉皇

大帝之前说出人们的过失，还会保佑供奉的人家。鲁镇

的百姓们重视这一祭祀活动，并且供奉其信仰的对象，

可以看出鲁镇百姓们注重沿袭传统，有浓厚的传统气息，

因此他们对祥林嫂的态度也就能理解了。

再如我们可以以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为

抓手品评鲁四老爷的人物特点。鲁迅在描述鲁四老爷的

书房这样写到：“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大‘夀’字，

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

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

“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

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总体来看，鲁四老爷的

书房是典型的中式江南乡绅风格，墙壁上挂着的“夀”

字，是道家对高寿长生的向往；剩下的另一边对联是儒

家平和与坚定的信念；书桌上的理学著作、儒家经典是

鲁四老爷修道的工具。从书房陈设来看，鲁四老爷十分

符合“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的形象。初次见祥林嫂时，

他听说祥林嫂是寡妇，便皱了皱眉，此时他还能接纳祥

林嫂参与祭祀的准备工作。祥林嫂背着不贞、不洁、不

详的罪名二到鲁镇后，鲁四老爷照例皱眉，还暗暗告诫

四婶祭祀不用祥林嫂沾手。得知祥林嫂的死讯后，鲁四

老爷高声称祥林嫂为“谬种”，鲁四老爷坚守封建礼制，

始终把命运悲惨的祥林嫂看做不祥之物，在精神上迫害

祥林嫂，可见他的冷漠无情和迂腐顽固。

2 把握小说情节发展

《祝福》中丰富的民俗文化描写在小说情节结构上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带领学生以此作为出发点整理文章

线索，有利于学生把握小说情节的发展。《祝福》中一

共出现了三次“祝福”，而这三次祝福恰好与祥林嫂悲

剧命运的重大变化重合。

第一次“祝福”出现在小说开篇，鲁迅描绘了鲁镇

各家各户忙于“祝福”的情形，“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

大家都在接福神、拜福神、放爆竹等，一片忙碌和喜庆

的景象。这些描写体现出人们的风俗习惯依旧，封建的

思想意识也依旧，鲁迅恰恰在这时遇到了五年未见的祥

林嫂，“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

物”“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祥林嫂此时形

如“死物”和“乞丐”的情形与鲁镇热闹的场景形成鲜

明的对比，可见在第一次的描写中已经预示了祥林嫂悲

剧的必然性。

第二次是对鲁四老爷家“祝福”活动的描写。祥林

嫂再嫁后丈夫和孩子都不幸去世，她再次回到鲁四老爷

家做工，鲁四老爷暗暗告诫不许败坏风俗的祥林嫂沾手

祭祀，祥林嫂照旧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嫂慌忙说：“祥

林嫂，你放着吧！”祥林嫂为了赎罪捐门槛后，得到的

是四嫂的喝止：“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嫂第一次阻

止祥林嫂先是称呼她的名字，而第二次确实先强调让祥

林嫂哦先放下酒杯和筷子，可以看出她对祥林嫂厌恶的

程度的加深。而祥林嫂自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

这正是这一声声喝止断送了她生前免于侮辱，死后免于

痛苦的希望。如果说第一次描写“祝福”是对她死亡的

预示的话，第二次写“祝福”则直接将她推向了死亡的

边缘。

第三次是文章结尾对“祝福”的描写。鲁镇“爆竹

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

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这一部分与小说开头首尾呼

应，鲁镇是那么的热闹，此时寂然死去的祥林嫂与鲁镇

祈求来年幸福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比，祥林嫂的生命就

这么悄无声息地葬送了，体现出祥林嫂一生的悲剧性。

3 分析人物生存环境

小说作品中往往会营造一定的环境，在作品营造的

环境中形成人物性格并推动人物行动，这种环境既包括

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其中社会环境往往对一些

民俗事象进行“场景化”叙述，“在这种方式中，民俗

成为叙述的基本内容和单位，它不一定与情节相联系，

或者不介入情节，或者即使介入情节但也不组成情节，

只是通过对生活民俗事象的还原来营造叙事气氛，或交

代人物或环境中与情节相关的某些场景与特征，因而民

俗叙事所起的主要是一种‘指示’作用。”2这种通过

民俗事象的还原来营造叙事气氛，在《祝福》中十分突

出。选文开篇就对鲁镇准备祝福的民俗活动进行了详细

的描述，营造了一个忙碌、热闹的氛围：“这是鲁镇年

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

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

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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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

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

限于男人。”“煮福礼”是旧时浙江绍兴祭奠祖先的习

俗，以求来年万事顺遂，生活如意，但是这个习俗只允

许男性参与，因此文中才写到“拜的只限于男人”。本

就只允许男人经手的活动，像祥林嫂这种嫁过两次丈夫

的“不祥”女人，鲁四老爷一家又怎么会愿意让她插手

呢？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祥林嫂

窘迫的生存环境，进而感受祥林嫂的度日的艰辛。

4 凸显小说主题

在对《祝福》一文的主题理解方面，传统的语文教

学在分析祥林嫂悲剧的根源是，总是总结为阶级压迫，

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是导致祥林嫂悲惨结局

的罪魁祸首，但是直接这样解释，学生是很难理解文章

深刻内涵的。引导学生透过习俗文化来看文本，有利于

学生看到封建势力导致祥林嫂悲剧人生的本质。如通过

分析祥林嫂在抢亲习俗中，毫无权利说“不”的现象中，

可以看出女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社会对女性的轻视。有

书籍记载说，旧时如果寡妇没有孩子，婆家是可以决定

让寡妇再嫁的，但是男方有时会担心女方临时悔婚，会

强行地把寡妇抢回家成亲，而不顾女方的意愿，这就是

绍兴的“抢婚”民俗，也叫“抢亲”。祥林嫂就是这样

被强制再婚的：“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

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

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

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

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子。窥探

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由此我们

便明白为何祥林嫂会被如此残忍地对待了。接着《祝福》

里鲁迅是这么描写祥林嫂嫁给第二任丈夫的反应的：

“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

到男家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祥林

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

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

子使劲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

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

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

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

还是骂。”祥林嫂再嫁的反应如此强烈，一方面是因为

婆婆非人的虐待，强迫她嫁到深山野墺借此获得更高的

财礼，另一方面是在遵守寡妇哭嫁这个封建习俗。封建

理学提倡妇女守节，妇女必须遵守“从一而终”、“饿

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伦理信条，因此寡妇如果再

嫁，常常要用哭来表示对前夫的谢罪，来减轻来自舆论

的责难。祥林嫂不同寻常的哭嫁可见封建礼教对旧时代

妇女的荼毒之深。文中鲁四老爷总称祥林嫂为“谬种”，

也是仇恨祥林嫂的再嫁，破坏了封建礼制。透过贞洁观

念和捐门槛这类封建迷信的思想，可以看出民众对此顺

从的态度，实则是自身的麻木。通过分析这些民俗描写，

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这种种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对中

国社会的女性精神上的摧残，最终导致一幕幕悲剧的发

生，最终感受到鲁迅先生对于落后风俗的强烈批判。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

价值所在，高中教材中的部分文学作品，由于时代和地

域等因素，与学生之间总是存在一定距离。一直以来都

有不少中学生认为读不懂鲁迅的文章，对文章的理解大

多来自于语文教师的总结，鲁迅的作品带有浓郁的地域

和时代色彩，对于不了解鲁迅笔下地域风俗的学生来说

理解起来确实有一定困难，如果注重挖掘并利用一些民

俗文化知识给学生搭建支架，能够帮助学生消除认知断

层，从文化层面理解文本的内涵，有助于学生对文本的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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