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灾害神话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记录。其
中，瘟疫神话又是最重要的灾害神话之一。在中华文明
漫长的发展史中，先民常与那些被称为“时疫”或“瘟疫”
的恶性传染病正面遭遇。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

玲，长期致力于研究灾害文化。她说，先民创造瘟疫神话
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解决之道，比如解释瘟疫产生的原
因和传播的途径，寻找治疗疫病、挽救生命的各种办法。
瘟疫神话反映了先民与瘟疫生生不息的抗争历史。
我们要摒弃古代神话中蛊惑人心的迷信色彩和异端

邪说，汲取正能量和有益的启示，从而为战胜当代疫病
树立必胜的信心。

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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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灾害是人类神话传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形成这种文化现象的客观原因，在于先民常
常遭受来自大自然的严峻考验，这些考验往
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熟悉的女娲补
天神话就是一则典型的灾害神话。地震、水
灾、旱灾、火灾和瘟疫，都是先民经常遭遇的
灾害。怎么抵抗这些灾害呢？除了及时躲
避灾害，力所能及地挽救生命，先民还将救
灾的希望放在神灵身上，创造出诸多掌管灾
害的神祇。
“动物传播疫病，这对原始先民来说并不

算秘密。”毕旭玲开宗明义，狩猎劳作在人类
发展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狩猎技巧的探索
使人的大脑得到锻炼，而从动物肉中获得的
蛋白质又促进了人的体质增强。同时，狩猎
中与动物的近距离接触，狩猎后生啖其肉的
饮食方式，都可能使以动物为宿主的寄生虫、
病毒等传播到人类社会中，并造成大范围的

传染与死亡。这便是《韩非子 ·五蠹》所描述
的情况：“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
胃，民多疾病。”原始人虽然没有现代人这么
聪明，更没有什么条件开展医学研究，但在长
期的实践中也发现了动物与传染病之间的联
系，并将这些经验以神话的方式总结出来并
传承下去，希望子孙后代能够避开这些灾
难。这就是古老的中华瘟疫神话的来历。
人类大规模的传染病是哪里来的？毕旭

玲说，早期瘟疫神话认为是动物散播的，无论
是飞禽还是走兽，都可能向人类散播病毒。
当然，这些动物并非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模
样。先民赋予它们不同于一般的形态，让它
们成为某种精怪，以增强神话的神秘性和说
服力。这是将日常经验神话化的结果，同时
也是日常经验总结与提炼的产物。我们将这
些内容还原、扩充后，便能看到先民对于携带
病毒动物类型的认知。

跂踵是猫头鹰与野猪的组合，絜钩是野
鸭与老鼠的组合，蜚是野牛与蛇的组合。散
播瘟疫的精怪被想象为这些野生动物，这并
不是偶然的，而是先民在长期狩猎过程中的
经验总结，发现这些野生动物与人类传染病
之间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
今天发达的医学已经证明动物能传播许

多传染病，比如禽流感、鼠疫、流行性出血热
等。早先虽没有发达的生物研究技术，先民
却有着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在上百万年
狩猎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动物传播疫病
的经验。在文字产生之前，在口传神话作为
重要的记录和解释工具的早期社会，为了
防范疫病，先民将他们认为可能传播疫病
的野生动物作了神化，创造出早期的瘟疫神
话。这种文化行为不仅暗示了人类传染病
的来源，同时也是对后人的警示，提醒人们在
接触这些野生动物时应格外小心谨慎。

世代绵延的驱瘟除疫神话

“瘟疫神话虽然属于灾害
神话，但与其他灾害神话又有
明显区别，给人类带来瘟疫之
灾的是具有生命，能自我复制
且不断变异，与人类共同在地
球上生息繁衍至今的致病性
微生物，而非水、火、地震这些
没有生命的物质或现象。”毕
旭玲解释，从生物学角度看，
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都属于
生物，所以瘟疫神话除了讲述
先民预防、隔离与治疗瘟疫的
故事之外，也讲述了作为生物
的人是如何认知、处理致病性
微生物的，由此构成了瘟疫神
话的多样性特征。当然，由于
古人认知水平有限，他们的叙
事往往充满了奇幻色彩，致病
性微生物在神话中常常以瘟
神疫鬼的形象出现。
在多数瘟疫神话中，我们

看到的是人类将瘟神疫鬼视
为对立面，想方设法征服、战
胜瘟神疫鬼的叙事。这部分
瘟疫神话数量相当多，瘟鬼
献方神话、徒手捉鬼神话都
属此类。
在某些瘟疫神话中，瘟神

疫鬼甚至成为代言人，帮助社
会完成自身无法完成之事。
比如《夷坚志》中就讲述了瘟
神除暴安良的神话。宋代南
城人陈唐、陈霆兄弟俩是当地有名的恶
棍。一天，陈唐梦到自己被押到城隍庙，
城隍爷问明他的身份后，就命鬼吏将他押
到张大王庙。到了张大王庙后，陈唐一下
子就醒了。陈唐将此事告诉妻子，心里对
这个梦很恼火。那张大王不是什么正经
的神，而是当地的瘟神。没过几天，陈唐全
家都染上了瘟疫，陈唐、陈霆兄弟俩七窍
流血而死，陈唐的母亲、妻子，陈霆的儿
子及所有的奴仆，还有与他们来往的亲
戚，甚至还有为他们治病的尼姑、巫祝等
20多人也都染上了瘟疫，不久全死了。
虽然在今天看来，陈家这些人大概是死于
急性传染病，但这则神话却被作为瘟神处
罚恶鬼的神话而得以广泛的传播。
“根据瘟疫神话的叙事内容，我们可以

概括出古人对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关系的
3种主要认知。第一，始终处于对立关系
中，人类需要不断地与传染病斗争；第二，
人类获胜，最终制服了致病性微生物；第
三，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达成一种微妙的
平衡，和谐共处。如何处理与传染性疾病的
关系，恐怕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华瘟疫
神话中反映的这3种关系或许为此提供了一
些有益启示。”毕旭玲说，无论中华瘟疫神话
讲述了怎样的故事，我们都不能忘记它们被
创造的初衷：翦除瘟疫，恢复安宁。我们有理
由相信，继承了伟大中华文明与智慧的当
代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奇迹，
谱写出新时代的除瘟“神话”。

毕旭玲表示，中华瘟疫神话中有一类特
别的防瘟避疫神话，它集中展示了古人世代
积累的科学抗疫的经验，可以称为古代版的
除瘟指导手册。这些神话不是单纯的叙事，
其中传达的信息具有预防传染病的实用功
能，因而进入民众生活，成为传统习俗，尤其
是传统节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屠苏酒神话与山臊神话是与春节相关的

防瘟避疫神话。在描写春节的古诗中，最出
名的恐怕要数王安石的《元日》了：“爆竹声中
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入屠苏”即饮屠苏
酒。屠苏，亦称屠酥、酴酥，屠苏酒是用中药
浸泡而成的药酒，古人认为在春节期间饮用
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这种习俗大约在
南朝已经产生。
传统春节节俗中的燃放鞭炮也具有驱瘟

避疫的功能，此习俗与山臊神话密切相关。
山臊是一种生活于山间的瘟鬼，又称为山
鬼。它相貌类人，但只有一尺多高。《神异经 ·

西荒经》说，如果接触了山臊就会“令人寒
热”，这是很多传染性疾病共同的外在症状。
山臊神话常常被引用来解释传统春节放鞭炮
习俗的起源。
此外，老祖宗还留下了端午灭害杀病毒

的习俗。雄黄神话、菖蒲神话与艾草神话是
与端午节相关的驱虫防疫神话。
雄黄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矿物，具有杀

菌防瘟的效果。雄黄很早就被认为是蛇类的
克星。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记录，从前，园
丘栖息着很多又大又毒的蛇，同时也生长着诸
多珍贵的药材。黄帝想上园丘，仙人广成子教
他在身上佩戴雄黄，毒蛇因此都被驱走了。
菖蒲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典

术》说，尧帝当政时，上天降下精气在庭中化
为韭类植物，感百阴之气而长为菖蒲，因此菖
蒲又被称为“尧韭”。《春秋运斗枢》又载，玉衡
星散落于大地化为菖蒲。从神话内容来看，大
约在原始社会后期，先民对菖蒲的药用价值已
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因此将其神化为上天降下
的精气或吉星。正因为有这么显赫的出身，先
民对菖蒲相当重视，形成了菖蒲崇拜。
艾草也是一种很早就被先民认知的药用植

物。早在先秦时代，艾草就被用于灸术，被认为
是能驱邪治病、杀菌消毒、延年益寿的神草。在
江苏如皋，流传着一则汉代方士费长房用艾草
治疗疫病的神话。相传，费长房有一次站在海
边眺望远方，发现滨海的风水宝地如皋有病魔
作祟，于是便下令徒儿带上驱邪神草——艾草
前往，治好了当地民众的疫病。此后，如皋民
众便形成了在端午节前后供奉鲜艾的习俗。

现代社会的人，为什么要去了解、认识中
华瘟疫神话呢？从中又能获得哪些有益的启
示？毕旭玲说，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原始
社会，瘟疫比毒虫猛兽的破坏力更大，往往导
致整个氏族的毁灭。可怕的瘟疫不仅使先民
感到恐惧，也引起他们的种种猜测、解释，由
此产生了瘟疫神话。作为民间叙事，瘟疫神
话具有重要的功能与意义。
第一，中华瘟疫神话传递了防瘟避疫的

经验教训。比如《山海经》中精怪散播瘟疫的
神话，反映了先民对于野生动物传播疫病的
粗浅认知。颛顼三鬼子传瘟神话表达了先民
对于瘟疫人际传播特点的初步认知，职司各
不相同的瘟疫鬼怪神话则体现了先民对于传
染病的早期分类。而更多的防瘟避疫经验又

成为传统节俗的一部分，仪式化的节日强化
了防瘟避疫的观念及其效果。
第二，中华瘟疫神话表达了先民面对恶

性传染病时似有哲学意义的思考。比如西王
母由掌管瘟疫和刑罚的图腾神向赐福长寿的
道教最高女神的转变，以及赵公明由瘟神向
财神的转化，似乎都有否极泰来的朴素辩证
思想。又如，颛顼三鬼子传瘟神话与方相氏
驱疫神话，是一对具有因果关系的神话，先有
三鬼子传播瘟疫，才有方相氏驱逐疫鬼，这种
神话设定反映了万物相生相克的思想。这些
观念都展现了先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不放
弃求生希望的想法。
第三，中华瘟疫神话体现传统道德理想，

为瘟疫大流行时期的社会提供了精神依托。

比如在为寻求治疫之药不惜遍尝百草而最终
毒发身亡的神农氏身上，我们看到了牺牲精
神。在鞭巫毁庙的抗疫神话中，我们看到了
追求对症治疗的科学精神。
第四，中华瘟疫神话也体现了先民对瘟

疫进行社会管理的思想。在西王母神话中，
先民将人类自己设立的刑罚与上天降下的
瘟疫之灾统归西王母掌管，体现了他们试图
将瘟疫纳入社会管理体系，对其进行有效控
制的初步设想。而瘟鬼献方神话则表达了
即使在传染病大流行时期，也要进行有效的
地方社会治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管理
观念。
毕旭玲认为，中华瘟疫神话在先民与瘟

疫抗争的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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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益启迪昭示后人

三 防瘟避疫融入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