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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 与文 亿 在表层 和 隐 义之 间

—舍族螺女故事概述

陈 华 文

螺女故事在丁乃通 的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索引 中列为 《 型
,

是一种在 中国和东亚

流传较广也非常古老的故事类型
,

在 中国的魏

晋南北朝时期和唐代之后多有记录
。 ①但其流

传的区域
,

则大致限于环东海等沿海一带
,

有着

明显的受生存环境影响的痕迹
。

与这一地区长

期以来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广泛的螺类动物分布

密切相关
。

这一类型故事
,

在长期生活于粤阂

浙地 区的舍族 中也有流传
。 ②只可惜它仅有一

种文 本
,

见 于 我 参 与编 选 的《舍 族 民 间故 事

选 》③中
,

名为 田妾瑾 》
,

流传于浙江 的丽水地

区
。

‘

田要瑾 》是一则优美而又富于民族特色的

口 碑故事
,

其叙述基本结构与螺女型故事大致

相同 即获得大 田螺的男 主人公最终与变形为

人的螺女结成了婚姻
,

生下一儿
。

故事的结局

是圆满的团圆型
。

然而
,

在基本相 同的情节背

后
,

舍民族中流传的螺女型故事
,

也与常型存在

明显的变异
,

而且后者正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最

重要的题旨
。

这种变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男主人公是猎手
,

这是一个相 当独特 的

身份
,

目前尚未发现与之相 同身分的螺女主人

公
。

、

田螺是猎手在射猎水獭时获救才养在男

主人公的水缸里
,

获救是螺女对男主人公产生

好感的重要原因
。

它与一般的拾获 田螺的区别

就在于
,

故事更加强调男女主公之间的纠葛和

婚姻关系的内在逻辑联系
。

、

螺女主动要求与男主人公结合而不是男

主人公提出要娶螺女
,

变幻成形的螺女明显地

带有 主动性
,

这在 目前所知的螺女故事中也是

独一无二
,

具有 自己的个性
。

、

被射猎过 的水獭实施报复
,

把他带到 山

神爷的藏金洞
,

并在吃 了男 主人公的心后再给

他偷偷换上黑石头心
,

从此
,

男主人公变得贪得

无厌
。

他用藏金洞带回的金银盖房放高利贷搜

括钱财
,

也不听 田妾瑾的劝告
,

夫妻开始变得不

和
。

、

当儿子哭 闹时螺女就从怀 中掏 出 田螺

壳
,

自己敲着螺壳教育儿子要勤劳
“

嘟
,

嘟
,

嘟
,

长大莫懒惰
,

叮
,

叮
,

叮
,

长大人要勤
”

可知螺壳

完全由螺女 自己掌握
,

这与长期来在汉 民族中

传承的螺壳由男主人公掌握或收藏是完全不同

的
。

、

男主人公从一岁的儿子手 中夺过螺壳
,

并将之踩碎
,

螺女失去法力
,

被水獭怪一阵风刮

走
,

重新为水獭怪所制
。

、

十年后
,

儿子在无意间通过 山神用财宝

引诱的考验而不动心后
,

获得 山神告知的母亲

失踪的全过程
,

并在山神的指引下
,

得到异己力

量的帮助
,

最终战胜水獭怪
,

救出母亲
。

、

被儿子打败并挟持的水獭怪被迫给男主

人公换上 了荷花心
,

重获勤劳美德
,

恢复本性
。

、

水獭怪被恨极的螺女拨掉喉咙下的银枪

毛而毒发杀死
。

、

全家团圆
,

男主人公分掉不义之财
。

这种变异
,

在最大 限度上迎合 了舍族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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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需要和审美需求
,

同时
,

也是舍族人民真

实生存方式和环境的写照
。

舍 民族在 年

以前
,

大都生活在大 山之中或沿 山区的边缘地

区
,

他们 自称
“
山哈

”

或
“

山达
” ,

意为
“
山里人

”

或
“

居住在 山里的客人
” 。

刀耕火种是他们的一种

重要的生产方式
,

生存质量极其低下
。

其中
,

狩

猎不仅是舍族人最重要 的生存辅助手段
,

有时

也是他们的一种主要生存手段
。 ④因此

,

男 主人

公是猎手
,

也就是 自然的事
。

而在 自然经济环

境之下生长起来的男 主人公非常勤劳
、

纯朴和

善 良
,

从而使获救的螺女主动愿意与男 主人公

结为夫妻
。

本来故事到此
,

勤劳者获妻有 了一个喜剧

的结果
,

可以结束了
。

但是
,

田妾瑾 》中的螺女

是因获救而与男主人公相遇的
,

而获救的原因

是男 主人公射猎水獭怪
,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
,

则

水獭怪便成了空穴来风
,

毫无意义的附加物了
。

因此
,

故事的 自然发展便是
,

水獭怪复仇
,

从而

掀起了故事的又一个波澜
。

首先是男 主人公被水獭怪换 了心
。

从此
,

他变得贪得无厌
,

所有的美德都失去
,

致使夫妻

生隙
,

给水獭怪复仇提供了可乘之机
。

在这里
,

夫妻不和是源于丈夫变心
,

而丈夫变心是源于

丈夫的心被水獭怪吃了之后换上了黑石头
。

为

什么用石头
,

并不清楚
。

因为石头与
“

贪
”

并无

文化意义上的联系
,

但石头代表硬
,

则可能与螺

女劝丈夫不要沉浸于钱财而丈夫不为所动有

关
。

其中
, “

黑
”

常是
“
贪

”
的一种象征形式

, “

黑

心肠
”

是至今仍然常用的一个词
,

其意便包含贪

得无厌
、

搜括钱财和无所不为
。

故事中
,

主动与

男主人公结合的螺女
,

在丈夫
“

变
”

了的情况下
,

自己掌握着具有法力的螺壳
,

却并未主动离去
,

而是敲着螺壳
,

用歌教导儿子
“

嘟
,

嘟
,

嘟
,

长大

莫懒惰
,

叮
,

叮
,

叮
,

长大人要勤
”

给故事的主

题注人一种特别的叙述 除 了一往情深地忠实

于丈夫之外
,

希望 自己 的儿子长大之后具有勤

劳的美德
,

故事虽然认定螺壳具有法力
,

但它实

际上并未展示过
,

直到男主人公用脚踏碎螺壳
,

螺女才为复仇的水獭怪所掠
。

不过
,

水獭怪 占

有螺女
,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

除 了拆

散螺女夫妻之外
,

他没有 比如占有螺女为妻之

类的行为
。

可能这种文化显意 已经隐去
,

占有

本身就包括 了对异性的全权支配
,

包括性的支

配
,

否则 占有便显得没有实际意义
,

更何况男主

人公这时处于一种完全不能由自己意识 自主支

配的情况下
。

其次
,

故事非常强调儿子救出母亲的过程
。

这种过程
,

由于父亲一直 年时间 对于母亲

被掠置之不闻不问而使儿子没有 自觉救助母亲

的意识
。

因此
,

山神的指引和帮助就显得特别

重要
。

山神对于狩猎的民族来说
,

常常是一位

最显赫的神灵
,

他对过去
、

未来 以及每一位生活

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人
,

都具有主宰意义
。

在故

事当中
,

山神充当了应该由男主人公完成的说

明真相 的角色
,

同时也扮演了最初的指导者以

指引儿子去救母亲
。

但山神并未参与儿子的救

助母亲的行动
,

这种情节的保留
,

似乎更多地体

现出山神的中立性
,

他并不是人间正义的维护

者
。

儿子在救母之初得到 了鹤鹰的三根羽 毛
、

雄狮的一枚利爪
、

石蟾的蟾毒和三条石板鱼的

身体的帮助
,

其中羽 毛和 利爪具有魔法力量
。

但羽毛和利爪的实际含义不 明
,

它们仅仅在救

母过程中帮助杀死大穿山甲和石蟹
。

整个救母

过程
,

儿子先是战胜 了水獭怪的护山铁甲将军

大穿山甲
,

继而杀死了护水横行将军 石蟹
,

并 因吃 了石蟹的蟹黄而穿过毒雾迷 漫的瘴气

吞
,

见到了苦于无法完成水獭怪的抓鲜鱼任务

的母亲
,

母子相认
。

最后母子合智用装有蟾毒

和弹弓的石板鱼将水獭怪制服
,

并迫使水獭怪

给父亲重新换上 了荷花之心
,

恢复了本性
。

而

水獭怪则被恨极的螺女拨下喉咙下的银枪毛
,

蟾毒发作被毒死
。

一家三 口幸福地团圆
。

在救

母过程中
,

儿子过三关是故事叙述常有的模式

喉咙下的银枪毛则是精怪的护身法宝
,

一旦失

去
,

也就意味着最后失败
。

舍族螺女型故事是一个叙述结构相当完整

的故事类型
,

并且在这种叙述过程中
,

突出了浓

郁的民族或地方个性
。

至少下面这几点具有叙

述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价值
,

值得注意
。

第一
、

再现 了舍族人 民的生 活生存方式
。



民间文学论坛

这种方式
,

一是居住于 山区
,

二是 以狩猎为生
,

整个故事叙述便围绕着这一主背景展开
。

男主

人公是猎手便是居住和生存环境的 自然身份
,

当螺女与男主人公结成夫妻之后
,

也是
“
一起狩

猎
,

一起开荒
” ,

过着与山区环境完全一致的方

式
。

第二
、

体现山区人民生活艰难
,

必须拥有勤

劳节俭的行为规范
。

可 以说
,

整个故事的叙述

主题
,

便是以“

勤
”

为中心而曲折地展开的 勤劳

使男主人公 雷三哥 获得了美妻
,

懒惰和贪心

则使男主人公失去 了美妻
。

因此
,

故事的说教

意义非常明显
。

第三
、

故事中得妻的男 主人公并不是故事

中的主角
,

他意外地获妻
,

并对重新获得妻子并

没有出过一分力
,

他更多地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

说明获妻并不是这一故事叙述的主题
。

第四
、

故事中没有突出螺壳的法力作用
,

所

有的主人公也都未从螺壳中获得实际意义上的

益处
,

说明舍族的螺女故事 已经更加接近现实

生活层面
,

魔幻性已较淡弱
,

而人们更加相信的

是 自身勤劳奋斗的生存力量
。

第五
、

故事中保存着较浓厚的动物 习性描

绘
,

尤其是水獭怪的动物习性
,

表明舍族人民对

动物观察的仔细之外
,

这一故事具有更深的童

话意义
,

它的原始性不容怀疑
。

第六
、

故事叙述非常强调儿子战胜水獭怪

的过程 。 当儿子一得知 自己的母亲被水獭怪劫

掠之后
,

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救母之路 而男主

人公却一直迷糊从来没有行动
,

说明血缘的文

化意义要大于姻缘的文化意义
。

它可能暗示着

这一故事产生之初
,

舍族还存在并不稳定的婚

姻关系
。

这种不稳定的母题
,

在传承过程 中被

无意地保存了下来
。

第七
、

强调团圆的结局
,

则表明舍族人民对

家庭这一特殊组合
,

非常珍视
。

和 睦的家庭观

念和家人必须一起生活这种方式
,

是他们共同

的企盼
。

以上几点是从故事 中透露 出来
,

值得引起

我们注意的 内容
。

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

故

事似乎存在一些表达上的逻辑性错误的东西
,

对此必须做一些说明
。

如魔幻性较弱与水獭动

物性较强之间存在的相悖性问题
,

血缘文化意

义大于姻缘文化意义与强调团圆的和睦家庭问

题
。

前者的魔幻性主要是指变形和魔法之力在

故事中已较弱
,

变形在舍族螺女故事中仅仅是

一个非常细小的情节素
,

后来的故事发展再未

出现
。

而螺壳的魔法力也仅仅是一种形式
,

一

种与故事发展若即若离的情节素
。

这种情况的

出现
,

除了故事传承的原因之外
,

更重要的是故

事在被记录时已更强调人性和人情味
。

螺女的

异类认同完全被否认
,

她是一个事实上 的人的

同类
,

属于人类
。

不过水獭的动物性同样被保

存在故事之中
,

它的变形和魔法是其为害的主

要原因
,

这种原始性的被保存
,

我想更主要的是

源于人们对水獭的不认同和它的不
“

善
”

一面的

否定
,

因此
,

情感因素占有很重要的意义
。

事实

上
,

螺女的被认同和水獭的被否定
,

已包含了更

多的后来人们的对于成人之美或成人婚姻之好

与坏人之事或坏人之婚姻之间独特的价值观念

的态度
,

水獭是后者的代表
,

用动物性去表现
,

只是在说
,

它的行为是一种不是 “
人

”

所为的行

为而已
。

至 于血缘与姻缘及强调 团 圆的相悖

性
,

我想血缘的被强调
,

除了现实社会对血缘关

系的肯定之外
,

主要是因为血缘是一种不可更

改的关系
,

而姻缘是一种社会行为
。

这种 内容

被传承于故事之中
,

至少说明
,

人们对婚姻已有

了很深的认识
。

当然
,

也可能故事本身所要强

调 的是儿子寻找或救助母亲的过程
,

但不管是

前者还是后者
,

它都是人类进人文明社会之后

的产物
。

它的必然发展就是强调对于家庭的责

任
、

家庭的和睦和团圆
。

因此
,

可以说它们两者

之间并不存在实际上的逻辑性错误
,

仅仅是我

们的一种误解而 已
。

因为至今
,

我们依然非常

强调血缘关系
,

然而并不能说它一定是极其原

始的
。

当然故事中因强调血缘关系而可能保存

了舍族早期或原始社会时期存在的的不稳定的

婚姻关系
,

应该是可信的
。

儿子更愿意认同母

亲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母亲的血缘关系更具有生

物学上的价值
,

而父亲常常有可能是社会性的
。

它说明
,

即使是现代传承的故事情节中
,

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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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非常原始 的母题
,

就看我们是从什么

角度去认识或解说它
。

舍族的螺女型故事
,

是否 为舍族所原有或

由汉族传播而形成
,

目前并没有可靠的资料加

以证明
。

但舍族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广东
、

福

建和浙江的环海省 区一带
,

则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 舍族为百越族的后裔民族
,

也是为学术界所

公认的
。

而百越族后裔民族中如壮族 螺狮姑

娘
、

苗族 《百鸟羽龙袍 》
、

瑶族 隆斯与三公

主
、

高山族 《螺狮变人 等也都流传着相 同

类型的故事
,

说明除了具有相同的环境之外
,

可

能存在相 同的历史渊源关系
。

只是这种传承的

背景 已走人了狩猎的特殊生存方式之中
,

使人

难以理解实际上的螺女故事是与农耕文化密切

相关的
。

不过
,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
,

舍族事实上

并不仅仅限于一种狩猎经济
,

他们在农业生产

方面同样有着历史意义的建树
。

依山筑坡的梯

田
,

便是舍族人民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创造并

从事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 ⑤因此

,

田螺决不是

远离舍族人民而不可感知的完全是传播造成的

一种动物
。

事实上
,

即使是从事狩猎生产方式
,

也同样能接触田螺
,

因为在江浙一带
,

山间也有

大量的田螺
。 ⑥它表明

,

作为狩猎为主的故事主

背景和交织着的农耕次背景
,

对于螺女故事的

舍族中流传
,

并无实际意义上的阻碍
。

注释

① 最早见 于西晋束哲《发蒙记 , 陶潜 搜神后记 》中

有《白水素水
,

唐代皇甫氏 原代记 》中有 吴堪
,

皆为螺女型故事
。

② 金族源起虽 然 尚有争议
,

但从史料和含族的传说

中可知
,

金族在唐代时 已 生活于广东
、

福建一 带
,

《三公主的传说 》等认定
,

广 东潮州凤夙山 为其祖

居地
。

参见 金族民间故事选 拙作之 前言
。

③ 上海文艺 出版社
,

年 月
,

第 页
。

④ 参见施联朱 金族 》中的有关
“

狩猎经济
”

一节
,

民

族出版社
,

年 月第 一 页
。

⑤ 同 ④书
,

第麟 一 页
, “

依山坡筑梯田 ”
一节的有关

内容
。

⑥ 笔者从小就生活在浙江的与金族有着极为相似的

生活环境中
,

也非常熟悉禽族人的生活方式
,

并有

许多食族朋友
,

知道在山 区的水涧 甚至 山 中
,

都有

大量的田螺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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