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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禁忌的处罚是不可抗拒的 ,破坏禁忌所遭受的惩罚由精神上的或当事人自发的内

心力量来实行。即便在民间故事中也是如此。禁忌的这一本质特征进入故事文本之中反而得到了

更为形象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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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实生活中 ,当人们将要去冒犯禁忌或知道自

己无意中冒犯禁忌之后 ,总是千方百计寻求

解脱。弗洛伊德说 :“如果它们 (按指禁忌)

遭受破坏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 ,则对于魔鬼的报复

必须加以躲避或转移。”①这种情况亦大量存在于民

间故事之中。民间故事中的诸多解禁忌的情节 ,共

同构筑了一种禁忌母题 ,我们姑且称之为解禁型禁

忌母题。

美国当代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指出 ,试图逃避

后果是继禁止、违禁、后果之后的禁忌母题“结构链”

中的末环。“一个故事可以在后果发生时结束 ,更进

一步地说 ,假若试图逃避后果的话 ,那么 ,这一企图

可以成功 ,也可以失败。”②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解禁型

禁忌母题并不是指违禁的后果出现之后“试图逃避

后果”,或者说是故事“结构链”中可有可无的的末

环 ,而是指由故事的主要情节建构起来的中心母题。

我们一般遭遇的禁忌母题 ,均以设禁 ———违禁

———惩罚的叙述范式呈现出来。其故事结构的流向

受制于禁忌习俗内在的运动规律 ,即在其叙述范式

之中 ,前为因 ,后为果 ,违禁在前 ,惩罚在后。而解禁

型故事的禁忌母题则跳出了这一叙述范式 ,以一个

全新的叙述套路 :违禁 ———解禁 ,向世人讲说了人们

面对禁忌的积极进取和主动。

此型故事的内容是 ,人物在将要违禁或知道自

己已违禁并要受惩罚时 ,如何及时地破禁和解禁 ,以

达到心理的平衡及自己希望的结果。根据解禁的方

式 ,我们大致可分为借口、转移、口彩三种方式。

一、借口式
故事中的人物在违禁之前 ,竭力寻求到违禁的

充分理由 ,并以此为借口 ,不顾违禁的后果 ,明目张

胆地闯入禁忌的深渊。从“解禁”的角度审视 ,兄妹

婚神话中的禁忌母题 ,即为“借口”式母题。

伏羲对女娲说 :“世上没有人养的人 ,人会绝种

的 ,咱俩成亲吧 !”女娲说 :“我是妹 ,你是兄 ,哪有兄

妹成亲的道理呢 ? 这样吧 ,咱俩各爬上一座坡 ,在坡

上各点一堆火 ,要是两股烟绞合成一股就成亲 ,要不

就拉倒。”伏羲同意了。两人各爬上一座坡 ,各点了

一堆火 ,这时从两座坡各刮起一股风 ,两缕青烟不知

道怎的慢慢合成一股。伏羲很高兴 ,跑到女娲跟前

说 :“妹妹 ,你该同意了吧 ?”女娲摇摇头说 :“哥哥 ,不

中 ,咱兄妹各在河一边 ,你梳头 ,我梳头 ,要是你我头

发绞合在一起就成亲 ,要不就拉倒。”伏羲又同意了。

伏羲　水过河 ,两人在河对岸梳起头来。风吹

发摆 ,不一会儿 ,黑发越来越长 ,慢慢绞成一团 ,拽也

拽不开 ,女娲咯咯笑了一声 ,伏羲高兴地说 :“女娲 ,

这回你该同意了吧 !”女娲摇摇头说 :“不中 ,咱兄妹

隔河各种一棵竹 ,要是两棵竹尾绞合就成亲 ,要不就

拉倒。”伏羲又同意了。

伏羲又　水过了河 ,兄妹隔河各种一棵竹 ,一阵

清风里 ,竹子咯咯嘣嘣向上长 ,一会儿 ,两根竹尾牢

牢绞合在一起 ,掰也掰不开 ,女娲笑得前仰后合。伏

羲很高兴 ,他说 :“妹妹 ,这回你该同意了吧 ?”女娲摇

摇头 ,说 :“不中 ,咱兄妹上山各滚一扇磨 ,要是两扇

磨合在一起就成亲 ,要不就拉倒。”伏羲说 :“妹妹 ,你

的点子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世上哪有再三再四的

GXM YXB 48　　　

民

俗

学

研

究
　
民
间
故
事
禳
解
禁
忌
的
方
式
和
禁
忌
之
不
可
禳
解

万
建
中



道理呢 ,该算数了吧 ? 这回咱得向天帝起誓。”女娲

笑着点点头。

兄妹二人各把扇磨推上山顶 ,双双跪下各自说

道 :“天帝在上 ,今天俺兄妹向你起誓。要是两扇磨

合成一盘 ,俺兄妹成亲 ,要不拉倒。”说罢 ,各放一扇

磨 ,只听得轰隆隆一阵巨响 ,两扇磨一齐向山下滚

去。石磨碰撞树 ,飞坡爬崖 ,一会儿并着跑 ,一会儿

前跑后跟 ,从山顶到山腰 ,从山腰到山涧 ,始终没有

分离过。当滚到山脚下的时候 ,一道天光 ,一道地

闪 ,两扇磨结结实实地合成了一盘 ,安安稳稳停在一

块平地上。女娲咯咯笑 ,顺手掐了一片又一片绿叶 ,

编成草扇遮住自己羞红的脸。③

在德国作曲家、文学家瓦格纳作的歌剧《尼贝龙

根》中 ,有这样的歌词 :“谁曾听说哥哥抢着妹妹做新

娘 ?”马克思在 1882 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中 ,以十分

严厉的语调批评这句话 ,说这完全是用一种色情的

语言来耸人听闻 ,而且是对原始时代人类两性关系

的完全歪曲。马克思说 :“在原始时代 ,妹妹曾经是

妻子 ,而这是合乎道德的。”④这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婚

俗 ,是社会公允的。后来劳动增长了原始人的智慧 ,

物种选择和优生的原则起了作用 ,使人类逐渐对兄

妹婚的严重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兄妹婚成为禁忌

之后 ,由于人丁稀少 ,部落之间交通不便 ,以及原有

的血缘婚观念的残余 ,都大大阻碍了实行族外非兄

弟姊妹之间的群婚 ,这样便仍有大量兄妹不得不配

对成婚。

为了摆脱兄妹不能成婚的现实困境 ,缓解由兄

妹婚禁忌带来的心理恐惧 ,原始人便设置种种使兄

妹不能成婚的障碍 ,以表明兄妹婚实属天意。这是

通过“神判”的方式来求得对禁忌的破除。当然 ,“神

判”并不能消灭兄妹婚禁忌的客观存在 ,它仅仅是兄

妹婚“通过仪式”的象征性表述。因此 ,“燃烟”、“梳

头”、“种竹”、“滚磨”等等诉诸于神意的解禁并没有

了却惩罚 ———肉团或其他形式的怪胎照生不误。也

就是说 ,这次解禁只是通过了禁忌却没有通过禁忌

之后的惩罚。惩罚的通过惟有交付于兄妹的不断生

育。

如此说来 ,这种解禁并没有改变什么 ,其所起的

作用完全是心理的 ,带有自欺欺人的意味。这种解

禁手法在鄂伦春人那里亦得到恰到好处的运用。鄂

伦春人拜熊为图腾神 ,后来禁止吃熊的习俗 ,在残酷

的大自然和物资的短缺面前逐渐变化 ,除了熊头依

然禁止吃之外 ,熊肉可以用来充饥了。吃熊肉前及

正吃时 ,嘴里不断地发出“嘎嘎”、“咕咕”声 ,意思是

告诉熊是乌鸦们在吃它们的肉。两者解禁如出一

辙。这些解禁只是违禁的一个借口。当然借口也是

现实所提供的 ,也就是说 ,是在无奈的现实情况下的

违禁。从本质上说 ,禁忌本身即为虚妄 ,违禁并不一

定会带来事实的惩罚 ,而只是引起违禁者心理的恐

惧 ;那么 ,解禁求助于借口 ,便可视为禁忌的虚妄的

延伸。既然为“借口”,那也应是最权威的神圣的 ,因

而违禁者 (兄妹) 搬来了“天帝”。然而 ,兄妹婚神话

中 ,解禁母题的认识价值却因“借口”而实实在在起

来 ,它确是人类从血缘婚向族外婚过渡期婚姻观的

生动写照 ,透示出这一时期人类在情爱追求上的矛

盾心态。

二、转移式
《三国志·邓哀王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曹操

的马鞍被老鼠咬了 ,负责仓库的人很害怕。曹冲想

了一个办法替这个人解困。他用刀子把自己的衣服

穿了个洞 ,像被老鼠咬过的一样。于是假装很悲哀 ,

曹操问他为什么 ? 他说 ,听人说衣服被老鼠咬了 ,衣

服的主人是不吉利的。

民间认为 ,老鼠居于地穴中 ,夜间活动 ,能与鬼

神相交通 ,可预知人事吉凶祸福。老鼠咬了曹操的

马鞍而可能遭厄运 ,按弗雷泽的观点 ,此属接触巫

术。接触巫术是指巫术“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

人施加影响 ,只要该物体被那人接触过 ,不论该物体

是否为该人身体的一部分。”⑤曹冲用刀子把自己的

衣服穿了个洞 ,像是鼠咬的 ,以代替曹操承受惩罚 ,

这又为模拟巫术。其原则是“同类相生”或同果必同

因。曹冲的衣服穿了个洞 ,即具有被鼠咬一样的效

果。

关于鼠咬的禁忌 ,江绍原先生在《发须爪》一书

中亦有记述 : ⑥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直隶诸省 ,都有此地方

相传头发如被鼠咬 ,本人不久必有疾病或旁的灾难。

我们此刻在北京用的一位女仆 ,去年患双目红肿月

余。为她治好的西医 ,断她的病为“沙眼”(北方的一

种很普遍的目疾) ;但她自己在就医之先 ,每出怨言

时 ,必说是我们移居前“耗子 (鼠) 咬头发害的。”鼠历

来为人所怕 ,先民的敬鼠若神 (《春秋·成公七年》:

“鼷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 ;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这

里所说的鼷鼠 ,与家鼠诚然不同 ,但也可见忌鼠咬是

古今一致的) 。我们的小女孩近来病了三个多月 ,她

的奶妈也以为这是小孩生病前手指被鼠咬所致。

英国民俗学家 Warren Dowson 在《寓言及俗说

中之鼠观》一文里说 :“鼠之为人不喜欢 ,或由于其破

坏性 ,在东方则的确以它为疫疠之表征。”⑦民间根据

老鼠的生活习性进行类比联想 ,鬼和一切可怕的东

西都常在夜晚来临时出现 ,一切恐怖的东西几乎都

与黑暗相关 ,所以 ,一切夜间活动的东西也都是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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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老鼠深夜或破晓时咬物 ,声细如点数铜钱 ,

兆家中必出祸事。

“违犯禁忌必遭受处罚 ,这在宗教信仰的氛围里

是铁的法则。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惩罚不可以化

解。”⑧当人们将要去冒犯禁忌或知道自己无意中犯

忌之后 ,总是千方百计寻求解脱的方法。弗洛伊德

说 :“如果它们 (按 :指禁忌)遭受破坏 ,不管是有意或

无意的 ,则对于魔鬼的报复必须加以躲避或转移。”⑨

运用模拟巫术的原则 ,让一个人代替违背者受惩罚 ,

即是一种转移的方法。代替者就像真正的触犯了禁

忌的人一样承受着严酷的心理折磨 ,有的甚至死亡。

但不管怎么说 ,转移的成功 ,折射出中国人生存的应

变能力和生存方式。既然创建了禁忌 ,而禁忌存在

所依靠的惩罚又是虚幻的 ,那么避开惩罚当然也只

需同时也只能求助于非客观实体的心理或精神之避

了。

解禁型的禁忌母题也常显示出人们变消极为积

极的胆识和智慧。为了他人的利益 ,一些人承受着

禁忌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 ,义无反顾地以身试禁 ,

同样也流露出几分悲壮和崇高。如西汉贾谊《新书·

春秋》记孙叔敖幼时见两头蛇而杀之 ,对他的母亲

说 :“吾闻见两头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见 ,吾已埋之

矣。”于是为世人所称道 ,竟不死。“及为令尹 ,未治

而国人信之。”

禁忌作为一种被动的巫术现象 ,目的在于为人

们垒砌一道坚固的心理防御屏障。为了安全 ,人们

甘愿受制于屏障的限制和禁锢 ,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可是面对禁忌的威慑 ,仍有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

度 ,主动违禁 ,将违禁可能遭受的所有的危险转移至

自己身上。这实际是解禁的极端行为 ,也是对传统

禁忌观念和习惯的挑战和蔑视。

转移式禁忌母题还反映了另一相反的情况 ,即

通过违禁 ,把自己可能罹致的灾祸转移至他人身上。

这一母题在关于“木匠”的故事中最为突出 ,放置祟

物于新屋墙内是屋主最大的忌讳。如果工匠对雇主

不满 ,又难以发泄 ,受巫盅迷信心理的驱使 ,于是就

做一番手脚 ,埋下所谓的“祟物”即违禁 ,用以报复。

据《西墅杂记》记载 ,有一姓莫的富户 ,自从造好

新房后 ,家中始终不得安宁 ,每至深夜 ,室内角力摔

跤之声不绝 ,人人惊诧不已。莫姓富户百般无奈 ,多

次请人禳祓而无效验 ,只好把房子卖给别人。房子

被拆毁以后 ,只见房梁之间有两个木刻的裸体小人 ,

作角力状 ,深夜的摔跤声即由此而来。又有一韩姓

人家 ,造房之后家中死丧不绝 ,百思不得其解。后来

院墙毁蚀 ,偶尔发现其中有一用方砖盖着的孝巾。

拿掉之后 ,家中从此就太平了。这就是工匠设下的

“祟物”。又据《阅微草堂笔记》记录 ,纪晓岚的曾伯

祖某人是患长期失眠心悸而死掉的。后来他那一房

辈辈都有一个男丁患同样的病 ,家里人都觉得奇怪 ,

可是找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一年他家整修房屋 ,工

匠师傅们来到之后 ,东看看 ,西望望 ,大家异口同声

地说“怪 ,怪 ,这房子有点问题 !”于是就分头去搜寻 ,

搜寻了好半天 ,终于在一根柱上找到破绽。原来这

根柱子上有一小方块木头好像是镶嵌上去的。他们

把那块木头取下来 ,里面有个小洞 ,洞里放着一个泥

做的灯盏 ,灯盏的底面画着符咒 ,几位师傅就说 :“毛

病就在这儿呢 !”他们就把那个灯盏取出打得粉碎。

说也奇怪 ,此后他家再也没有因长期失眠心悸而死

的人了。尽管这类记载荒诞离奇 ,不足为信 ,然而 ,

木工瓦匠在造作时暗设祟物 ,诅咒雇主家败人亡的

“厌胜”禁忌心理 ,至今残存。

民间也有因误会遭致祟物而后“解祟”的。相传

河南洛阳附近某山村有一农户刘二 ,全家辛勤劳动

省吃俭用十几年才积下盖房钱。他要盖三间上房 ,

买齐砖瓦木料 ,请来高手张木匠。吃过开工酒 ,张工

匠干活不停。刘二因离镇较远 ,买菜不便 ,即以蛋炒

饭为早餐 ,炖鸡肉配蒸馍为午餐 ,鸡蛋面条加油馍为

晚餐。张工匠最初很满意 ,几天下来 ,天天如此 ,就

感到呆板单调。他又发现 ,每天中午吃鸡肉从来没

见过鸡腿 ,心里嘀咕 :刘二真刁 ! 肥美鸡腿自家吃 ,

光让出力之人啃鸡头、鸡壳、鸡翅膀 ,你耍弄我 ,我也

不能让你便宜。他想了个出气的法子 ,悄悄用黄泥

捏了个小人 ,泥人背着一条布袋 ,神不知鬼不觉地封

入屋脊内 ,相信泥人会把刘二的家财一袋袋背完。

房屋落成 ,刘二特地买肉包饺 ,置酒酬匠 ,多付工价。

张工匠背起工具要走时 ,刘二取出一个油布包包着

的腌鸡腿 ,要张工匠带回孝敬母亲。木匠十分惭愧 ,

深感做事不当。但泥人封进屋脊已无法取出 ,便以

所剩砖瓦加修门楼 ,砌上两个力士。刘二细问 ,张木

匠说明真相 ,指出加砌两个力士 ,全为监视泥人 ,使

刘家不会丢失财物。木匠在违禁之后 ,由于良心萌

生 ,又及时主动解禁。这样屋主就不必采取拆除新

屋的无奈的解禁方法。

在以上几个事例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

特点 ,即工匠违禁时所下的祟物往往是生活中某种

人或物的“模拟物”;而这些模拟物本身所具有的性

质、情状、动态 ,又会给这所屋宅带来类似的结果。

在梁间暗藏二个正在“角力”(摔跤) 的木刻人 ,每天

深夜就会听到有不停的摔跤声 ;砌墙部时在壁间给

一砖头戴一孝巾 ,这所房宅中从此几十年中丧事不

断 ;在椽间藏一女形木偶正被三四个男形木偶“勾引

淫亵”,这户人家所生之女便会淫邪不贞。此外 ,在

其他书中所记的一些“厌胜”禁忌的例子 ,情况也莫

不如此。如在梁间藏了一个木刻太监 ,该屋主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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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子嗣 ;灶内藏破碗、竹棒 ,住此屋者多致乞丐 ; ⑩在

地下藏了一个“口中红点累累”的竹人 ,该家三世之

中 ,便都因吐血而亡。�λϖ

实际上 ,工匠们的这种“厌胜”术 ,乃是由原始巫

术发展而来 ;同时 ,认为通过模拟的相似物便能使人

致病招灾的观念 ,也是上古初民原始思维方式在后

世人头脑中的遗存。弗雷泽在他的《金枝》一书中曾

经指出 :巫术所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可分为两种形

式 :一种是“同类相生”,或结果相似于原因 ,称“相似

律”;一种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 ,在中断实体接触后

还会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称“接触律”或“感染

力”。基于这两种规律而产生的两类巫术形式 ,前者

称“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后者称“接触巫术”。

我们这里所谈的禁忌正是“顺势 (模拟) 巫术”的一

种 ,它是由原始思维的朴素联想发展而来 ,认为“彼

此相似的东西可以成为同一事物”,因此 ,试图通过

相似的模拟物 ,对屋宅主人施加巫术影响 ,因而使其

招致灾祸。这种做法在我们今天看来 ,其荒谬性是

毋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几乎所有的资料

记载中 ,这种“厌胜”禁忌都被说成是可信的事实 ,也

就是说 ,不光是在造屋时下祟物的工匠们 ,而且连传

说的记录者们 ,也都确信这种“厌胜”禁忌确具有预

期的效验。这一现象可以说明在现代人的科学思维

方式真正确立之前 ,原始思维方式在相当漫长的历

史时期内 ,曾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过根深蒂固的影

响。

“厌胜”禁忌如此流行 ,也与木匠们视之为辟邪

的手段有关。古时候 ,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 ,对于临

降于自身的灾祸疾病无法予以正确的解释 ,认为是

由某种神秘力量所造成的 ,很难预防或避免。虽则

如此 ,但却能通过某种违禁的方式将其转移到别的

地方或别人身上 ,于是便有民间巫术中的“移灾法”

或“移病法”出现 ;而“厌胜”禁忌有时候实际上也是

被作为工匠自身灾祸的“转移术”来施行的 ,这就是

《西墅杂记》中说的“闻凡梓人 (木工) 家传未有不造

魇镇 (厌胜) 者 ,苟不施于人 ,必至自孽。稍失其意 ,

则忍心为之。”这里说如果不通过厌胜禁忌施于别

人 ,则将祸及自身。如果以此来反推之 ,那么如果已

通过厌胜禁忌施之于人 ,则可确保自身无恙 ———因

为已将自己可能遭受的祸害转移到了别人的身上。

三、口彩式
违禁后用吉言祥语来求得解禁 ,谓“讨口彩”。

这是民间最常见也最便利的解禁方式。好施“厌胜”

禁忌的木匠亦常用此法解禁。如阿昌族造房 ,不但

要选求好日子 ,还要在堂屋两侧的四根檐柱上分别

贴上“道好”、“道有”、“道富”、“道贵”的小条幅 ,而且

必须斜贴或倒贴。相传古时有个木匠带了几个徒弟

给一户人家盖新房。主人杀了一头猪款待木匠和亲

友。好心的主人把猪心、猪肝和腰花等藏在一边 ,用

油炸了 ,想等房子造好 ,木匠师徒上路时带在路上

吃。木匠师傅不知实情 ,以为主人家小气 ,就在竖房

那天 ,特意将四根檐柱倒过来安着 ,想让主人家倒

楣。临走时 ,主人给了他们两包食品。木匠走到路

上打开一看 ,一包是白米饭 ,还有一包是煎好的猪

心、猪肝和猪腰花。木匠这才知道错怪了主人 ,深感

内疚 ,马上找出四张纸 ,分别写上“道好”、“道有”、

“道富”、“道贵”,叫徒弟返回去贴在檐柱上 ,以解主

人家的不祥。徒弟不识字 ,把条幅不是贴倒就是贴

斜了。后来 ,主人家果然无灾无难 ,一家平安。�λω

用反义语来替换不吉的词语是日常生活中普遍

的“讨口彩”现象。这种“讨口彩”的表述纯粹为日常

话语 ,一旦这种话语附丽于某一事件 ,便自然置换为

故事话语。如辽宁南部流传的有关邓铁梅抗日的故

事中 ,有一个“得胜米”的故事 ,说的是邓铁梅的部队

没有粮食吃了 ,老百姓便破了忌 ,用稗子米给部队做

了一顿饭 ,因为旧时行军打仗的队伍都忌说“败”字 ,

老百姓便将稗 (败)子米称作“得胜米”。部队吃了这

些米 ,果然打了胜仗。�λξ

表面上 ,这是老百姓在玩弄语言游戏和施展语

言技巧 ,表示出一种直拙的心迹和“自慰”的机智。

其实 ,这种“讨口彩”所承纳的神圣及宗教式的庄严

与大型的祭祀仪式并无差异。既然要“讨口彩”,就

说明语言魔力的信仰在起作用。当然 ,日常生活中

的“讨口彩”已蜕变为习惯语 ,如戏院里的太平门 ,原

意为万一发生了火灾好让观众逃走。说“太平”乃失

火事故之反义。吴地习俗 ,行船忌说“住”,“箸”与

“住”同音 ,故改称“筷儿”,取“快”音。现普通话的

“筷子”,即由此来。这类词语抒发了人们共有的祈

福纳吉的愿望。而故事则提供了不得不“讨”的上下

文 ,否则 ,事件便会朝着悲剧的方向发展。如此 ,故

事的“讨口彩”就被赋予了解禁的宗教式意义。

分类是出于认知的需要 ,但任何分类都不可能

穷尽 ,上面三种解禁的形式 ,所能涵盖的仅是解禁型

故事的一小部分。对古人来说 ,事事有禁忌 ,时时要

设防 ,为了心安 ,即便没有违禁 ,也要行事“解禁”。

有则《小白龙》故事 ,大意为 :皇帝的侍从挑选了十几

个与皇姑一模一样的妇人和皇姑都坐着轿 ,叫一个

名为王恩的认。后来一群王恩曾救过的黄蜂都飞在

皇姑的轿上 ,王恩得了昆虫的指示 ,猜中了皇姑。�λψ将

新娘藏于别的女子们中间 ,使新郎难于得到她并非

故意作难新郎 ,而为解禁的一种形式。中国流行新

娘出阁哭泣之风 ,亦为此意。“结婚乃大喜之事 ,尝

GXM YXB 51　　　

民

俗

学

研

究
　
民
间
故
事
禳
解
禁
忌
的
方
式
和
禁
忌
之
不
可
禳
解

万
建
中



因此而招鬼神的忌妒 ,魔鬼必来侵害新娘 ,为了要确

保新娘的安全 ,所以故意作出相反的行为。不但不

动乐 ,而且要大举哀 ,借以蒙骗魔鬼 ,使邪魔怪祟望

而生畏。”�λζ

解禁型故事是人们对疾病、死亡及其他灾难恒

常的恐惧心理的反映。在日常生活中 ,有时甚至认

为狂欢喜乐亦为禁忌 ,会导致乐极生悲。这种自觉

的压抑心理的萌发 ,说明在一些落后地区 ,人们还没

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支配自然的能力 ;或者说 ,与这种

能力并不能完全支配自然有关。

当然 ,解禁不是都有效 ,由此而产生的宽慰及自

足的心理常常并不能平抚违禁后的战栗和惊悸。事

实上 ,倘若解禁都能抵消违禁 ,那么“魔鬼的力量”何

在 ? 禁忌便会沦落为徒有虚名而无事实意义的空壳

符号。上述三式故事中解禁的成功有着内在的逻辑

依据 :兄妹婚神话中兄妹的违禁乃现实所迫 ,且得到

了神灵即违禁的惩罚者的授意 ;转移式解禁型故事

中的解禁并没有解除惩罚 ,只是惩罚没有落在违禁

者身上而已 ;至于“口彩”式的解禁 ,几乎是和违禁同

步进行的 ,惩罚当然未及实现。这说明解禁型故事

的建构并没有突破禁忌的边界 ,更没有导致禁忌的

解构 ,而是屈从了禁忌的一切的文化规定。

违禁之后寻求解脱 ,这是人类受生存本能的驱

使。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提供了相应的解禁。

大部分人违禁之后是束手无策的 ,他们知道任何企

图逃脱都是徒劳的。禁忌就是禁忌。浙江金华有一

则故事为之作了强有力的诠释 : �λ{

有一次 ,玉皇大帝要火烧鬼烧一座上梁时辰犯

了天火禁忌的房屋。火烧鬼托梦给屋主 ,告诉他这

房屋要遭天火烧 ,要他把屋里能搬走的东西趁早搬

走。屋主得了这样一个梦照着搬了。他又想 :天火

没有地火是着不起的 ,便把屋里的柴、油、炭、火刀、

火石这些引火的东西全部搬光 ,不留一点火种。火

烧鬼先把这座房屋用绳尺在四周量划好 ,同相邻而

不该烧掉的屋隔断 ,然后到屋里来寻地火 ,可是遍寻

不见引火物。却见屋主在屋里东张张西望望 ,看天

火没有地火究竟怎么烧得起。火烧鬼灵机一动 ,变

做一只白老鼠 ,故意在他面前窜来窜去。屋主想把

老鼠打死 ,可是屋里既无棍又无棒 ,一摸腰里倒有一

根烟筒 ,连忙抽出向白老鼠打去。“铛”的一声 ,打了

个空 ,打在磨盘石上 ,爆出火星 ,刚好溅到老鼠尾巴

上 ,着起火来。白老鼠窜到东 ,火就点到东 ;白老鼠

窜到西 ,火就点到西 ,片刻间整座房屋都被白老鼠点

着了。不到半个时辰 ,烧得一点不剩。

即便违禁者 (即屋主) 知晓将遭受什么样的惩

罚 ,并采取了相应化解的对策 ,结果仍无济于事。此

故事中 ,执掌对违禁者施行处罚大权的玉皇在民间

信仰中是至高无上的天神 ,是神鬼世界真正的皇帝 ,

他兼辖佛道二教以及民间信仰中所有的神鬼。他要

处置一个区区凡人 ,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其实

正是禁忌的真正威力所在。故事增加了惩处的难

度 ,只是为了掺入些戏剧性的成分。大部分故事中 ,

并没有出现维护禁忌者形象 ,但禁忌本身具有的巨

大威慑力量 ,足以叫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 ,我们

说任何民间故事都不会诋毁任何有生命力的禁忌风

俗 ,解禁型故事同样恪守了这一原则。

解禁型故事另辟蹊径 ,开创了违禁 ———解禁的

叙述套路 ,在“违禁”环节之后的故事话语中注入了

强烈的摆脱惩罚的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意识又未

能击毁禁忌固有的内在规定。生活中的禁忌进入故

事文本中并没有被虚构扭曲 ,“解禁”欲望的膨胀不

能阻截违禁之后惩处之必然。即便是在故事中 ,禁

忌也仍旧是禁忌 ,而且永远是禁忌 ,这大概是此型故

事的禁忌母题带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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