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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論〈搜神記，〉中屠龍與英雄歷險

典型一以〈李寄〉殺蛇為例

張育甄

【提要】

「口耳相傳」正是民間文學的重要特質之一，在六朝志怪中，保存了許許多

多自古而流傳至今的傳說與故事，在民間文學之中，有關「屠龍者」與「英雄歷

險J 的故事主題，更可稱俯拾皆是！〈搜神記〉中〈李寄）殺蛇的英勇事蹟，正

是其中之一﹔本艾即欲就（李寄〉這一則傳說故事，採用「’︱宵節」「母題」的研

究方法，一一討論民間文學中，英雄與屠龍、以及歷險過程的種種歷程與其內在

意義。

【關鍵詞】 李寄、屠龍、英雄、英雄歷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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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U 百

明朝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說道：「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

井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魏晉六朝的志怪

小說，常常是當時候的讀書人記錄身邊周遭，所聽所間的奇聞異事，魯迅曾說：

．故自晉迄晴，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叫蓋

當時以為幽冥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 l 。

「人鬼乃皆實有」的觀念反映在諸多的志怪雜錄裡。干寶的〈搜神記〉自序

中，明白指出他所記錄的那些怪異的事情，乃是證明「神道之不誣也」﹔由於作

者就會親眼目睹自己家裡所發生的靈異現象2 ，所以他本人是相信確實有神怪存

在的。而因為相信，所以記錄下來的種種志怪書籍，雖然是「殘叢小吉孔，雖然

在撰寫的技巧上還十分的樸實，但是這些在當時透過民間鄰里街坊口耳相傳的傳

說，卻因此而被保留了下來！

「口耳相傳J 正是民間文學的重要特質之一，在六朝志怪中，保存了許許多

多自古而流傳至今的傳說與故事，〈搜神記》卷 19 中〈李寄〉殺蛇的英勇事蹟，

正是其中之一﹔而在民間文學之中，有關「屠龍者」與「英雄歷險」的故事主題，

更可稱俯拾皆是！因此在本篇文章中，筆者將試著用民間文學的角度，討論（李

寄〉這篇故事所表現出來有關於屠龍者背後蘊含的意義與英雄的試煉與歷險過

程。

二、英雄與英雄歷險的展開

什麼樣的人可以稱作英雄？依據﹛辭源＞ J裡引〈人物志》云「草之精秀者

為英，獸之拔群著為雄。」也就是說，才能勇武皆出類拔萃的人，便叫做英雄。

在民間文學的範疇裡’英雄常常有特定的事蹟與行為會成為民間敘事文學的內

容，例如：英雄感生、兒時早慧、英雄的神馬、神奇的武器、結拜、與惡魔（妖

怪）鬥爭、英雄求婚、勝利團團．等等﹒﹔這些母題常常會因為時間地點的不同而

產生減弱或加強的模式，例如：英雄的感生，有時會以完全無父無母的狀態下

加強，或者以父親長年失蹤為弱化。在（李寄〉中，對於主角的出生與兒時，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谷風出版社，版權頁不詳）。

2 ﹛晉書﹒干實傳﹜ 及﹛搜神後記﹜ 。
3 ﹛辭源〉（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56 年）。

4民間文學有關敘事的三個大範疇主要可分為：神話（ myth ）、傳說(legend）、民間故事（folktales) • 
見李福清：（從神話到鬼話〉（晨星出版，民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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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詳細的交代，這一方面是因為六朝志怪形式本來簡短，只記錄作者所認

為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未嘗不能看作是母題（ motif）的弱化與滅化。感

生與早慧不是本論文的主題，所以在此便不多談。而關於英雄的坐騎、武器、

戰鬥則是我們所要談的「英雄歷險」的主要內容。

英雄是能夠奮戰超越個人及地域的歷史侷限，達到普遍有效之常人

型態的男人或女人5 。

坎伯（ Joseph Campbell ）在他的〈千面英雄〉一書中，為英雄一詞，做了這

樣一個明確的註腳。為了能夠「超越歷史侷限」’英雄必得經過重重考驗才能脫

胎換骨。就如同《孟子﹒告子〉中所說的：「”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在神話中，英雄的「大任」’經常是屬於全人類或整個部族的大

學，比如各世界地區都可見的「盜火者」的母題、尉日的英雄等﹔但當英雄歷

險的基本大綱在民間傳說中出現時，便縮小為一個地區或村落這樣具有鮮明地

域性的故事。傳說講的是歷史事實，就像先民相信神話一般，傳說強調的是確

有此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搜神記〉〈李寄〉本文中一開始，作者便點出

了傳說的地點：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縣中，有大蛇，長七入丈，

大十餘園，...7 

關於這一段文字，在〈太平御覽〉卷 47 裡有一段相關的簡短記載：

鳥嶺山記曰，鳥嶺唆極，不通牛馬，以其鳥居山連接因以為名。魏

王泰坤元錄云，邵武北有庸領，一名鳥嶺，北照中有大蛇，為將樂令李

誕女所殺者﹒。

類似的記載，在〈太平御覽〉還有兩處，在〈太平寰宇記〉卷 101 ＜邵武軍

邵武縣）引魏王泰〈坤元錄〉（〈括地志〉）文，所載女名曰「奇」，不同於搜神

記。名字的變異 ，充分表現出傳說流傳時的變異性，其寫法與讀音只是幾筆之

5坎伯著、朱侃如譯 ：〈千面英雄﹜（立緒文化 ， 民 87 ） 。
6李福滑：（﹛三屆演義〉與民間敘事詩〉（﹛東海學報〉，民 82）卷 34 。
7平實撰、汪紹祖校注： ﹛摟神記﹜（里仁書局，民 88）以下所引文本皆用此版本，不另加註。
s李肪：（太平御覽﹜（台灣商務， 1968 ）卷的，頁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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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音之轉﹔以下我們為了行文方便，皆採用里仁書局的版本9 。

就地方來說，不論是庸嶺、鳥嶺或鳥頭嶺，傳說的發生處，顯然在一處山

巒層疊、瘴厲沼氣瀰漫的地方。在這樣偏遠之所，出現了一條長七八丈的大蛇，

並且受到當地純樸百姓的膜拜，因為他們相信大蛇具有某種神秘的力量，主宰

當地的禍福。

．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第以牛羊，故不得禍﹔

或典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咯童女年十二三者。

當地的政府依據巫親的指示，每年想盡辦法，找一位童女作為祭品。這是

庸嶺當地的信仰（歷史侷限），沒有人質疑，也無人敢破壞規矩﹔李寄是唯一一

個對著個祭儀發出疑問，並且試著去超越打破規矩的人。

．．將無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

寄自潛行，不可禁止。

作為大蛇祭品，旁人避之由恐不及了，李寄竟然還不顧父母反對，屢次逃

家，想要成為犧牲者。雖然她對雙親所做的解釋，是希望以換得的錢幫助家計，

但是我們可以體會得出，其實在女主角的心中，早有男一番打算。她自發性的

展開除妖的旅程，因為「英雄的基本行為就在於清除障礙」 I﹒。套用坎伯的一句

話，就〈李寄〉來說，西北照中的大蛇是一個既成的龐大事實，而李寄本人乃

是為了創造新生活而出發歷險的英雄。

三、屠龍與斬蛇

在了乃通所編著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李寄〉故事歸屬於第 300

型的「屠龍者 J (The Dragon-Slayer) ＂。這一型的故事，從古代的巴比倫、埃及、

希臘，到北歐、冰島、英國．．乃至於亞洲、北美各民族，到處可見紀錄。在蕭兵

的〈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中，特關專篇論述著有關人類與蛇（龍）自遠古便

產生的競爭與糾葛，並且以為英雄屠龍的故事便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展開h不過，

我們或許可說， 在〈李寄〉故事的背後，所隱藏的是人類在農耕社會下，為求

’李寄事蹟在〈太平御覽﹜卷 47 、 344 、 437 皆可見 。
10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立緒文化，民 87 ）。
11T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頸型索引﹜（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6 ）。
12蕭兵：﹛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除害英雄篇〉（桂冠圖書，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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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年所形成的祭爾巴信仰。

在人類的各種崇拜中，蛇的崇拜算是非常重要而常見的一個，根據劉仲字

的〈中國精怪文化〉中所述，中國許多地方都有「蛇王廟」的存在，但是以南

方較勝，這自然跟地理環境及氣候有關係的。

我們試看在《山海經〉之中，蛇類的出現，往往暗示著荒年的到來：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干仰 ”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

見則天下大旱。（西山經）

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見則其色大旱。（ :it. 山

經）

鮮山．．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薯，見則天下太平。（中

山經） 14 

就因為蛇的出現（尤其是巨蛇、怪蛇）帶來的是「大旱」的警訊，在農耕

社會中，為了祈求豐收，使用「人牲」來祭紀，也就成為古代世界普遍的現象。

在古埃及，為了讓尼羅河水能灌溉滋潤農田，每年河水氾濫的八月間，被華麗

衣飾所包圍的「新娘J’就這樣被丟入河中成為祭品﹔在加拿大的阿爾衰琴人（印

地安的一支）總要在三月中旬時，找兩個 6 、 7 歲大的女孩「嫁給」漁網，以求

捕魚的順利”。雲南省與緬甸交界的低族人，一直到民國時期，還實行過取人頭

祭神以求穀物豐收”。在〈史記﹒滑稽列傳〉中，西門豹破除河伯娶親習俗的故

事更是眾所皆知﹔而且類似的記載，在其他典籍也都經常可見。同樣的， 4李寄〉

故事中「八月朝祭，送蛇穴口」’這樣定期的獻祭，便是暗示著原始農耕社會遺

留的宗教儀式。

但，當原始的信仰漸漸的減弱而不復存在，原本受到膜拜、敬畏的各種神

祇，便可能被視為一種陋俗與迷信，所以活人祭神可以改用木雕”、西門豹的行

為令人讀賞﹔而李寄，成為了當地的英雄人物。

四、李寄殺蛇的歷險過程

關於英雄的歷險過程，坎伯做了相當精要簡明的解釋：

13劉仲宇：﹛中國精怪文化﹜（大陸中國民間文藝 1986)
14以上諸條皆引自李鹽楊導讀：﹛山海經〉（萬象出版品土） 。

15弗雷澤：﹛金枝﹜（桂冠圖書）．
16陳建憲：（英雄與神紙．．中圓古代神話的母題〉（大陸，三聯書店， 1995) • 
17同註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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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險，進入超自然奇蹟的領域﹔他在那

兒遭遇到奇幻的力量，並贏得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英雄從神秘的歷險帶

著給

于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II 。

所有的英雄歷險，皆遵循著一個最基本的模式：出發一歷險一回歸。並以這

三個最主要的過程為基礎，展開各式各樣，或長或短的冒險旅程。在這個模式

底下，無論是那個地區所流傳的英雄故事，在其冒險過程與出現的「角色功能”

(Function ）」卻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儘管有些傳說故事中，某些地方的

母題原型略有差異，我們依然可以清楚的看見故事裡最基本的情節特徵與模式。
下面，我們便依據〈千面英雄〉中所劃分的幾個英雄歷險主題，討論「李

寄殺蛇」的斬妖過程。

（一）歷險的召喚（訂ie Call to Adventure ) 

英雄出發完成自己的使命，通常會在「自發」與「不自覺」兩種情形下展

開。在我們所熟知的童話裡，「愛麗絲夢遊仙境J 中的主角，便是因為好奇追趕

一隻兔子，而進入奇幻的國度﹔「綠野仙蹤」裡的桃樂絲，也因為一場龍捲風，

將她捲進了一個奇妙的世界。而佛陀在尚未出家前，完全不知塵世闊的民生疾

苦，這當然是因為國主特意保護下的結果﹔但是因為突然想出宮看看的意念，

便的釋迦摩尼遇見了老人、病人、與死人三種人間之苦，這才導致他走上正覺

之路m 。

在〈李寄）中，如前面所陳述的，這位屠龍女子的英雄行為，肇因於當

地對於大蛇祭爾巴奉獻的「歷史侷限」，在湯普遜（ Stith Thompson）的《民問故

事分類索守。裡面，正屬於最典型的 300II f獻祭」（ The Sacrifice ）這一般t 。

所以，李寄的歷險是自發性的，一如臼本傳統民間故事中的「桃太郎」’自願

前往搶奪民眾財物及女子的魔洞，為民除害。唯一不同的，是李寄是獻祭的

本人，不似一般民間故事，犧牲女子總是等待英雄相救。

（二）超自然的助力（ Supernatural Aid ) 

18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立緒文化，民 87 ）。
19見劉守華〈比較故事學〉（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 ）對於普羅普（ Propp ）「故事型態學」的論述。

20佛陀成正覺的故事可參考諸佛教典籍如：〈佛本生經〉《J＼相成道記卜

21STITH THOMPSON : (THE TYPE OF THE FOLKTAL}( HELSINKI • 1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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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即將踏上歷險旅程的英雄們，他們通常會先在路上遇到足以幫助自己

斬妖除魔的保護者，他們不是看起來奇怪的小老太婆或小老頭（或者由神祇所

幻化，這些人將是告知英雄們該往哪去、並贈送他們法寶的關鍵人物），便是一

群能與人溝通具有靈性的動物。

正史上有所紀錄的關羽’早已因為歷代的傳說形成了典型的英雄人物，這

位歷史人物傳奇化的英雄身邊所陪伴的赤兔馬（一說睏抵馬）與青龍僵月刀，

讓關公如虎添翼般所向披靡22 。在神話裡頭，后羿的神弓神箭是「帝俊J 所賜、

日本的「天照大神」把三種神器送給他的孫子「瓊瓊件尊」讓他降臨到「豐葦

原瑞穗國」去治理那塊凡間的美土23 。拿巴荷（Navaho ）印地安人的雙生戰神要

去找尋他們的父親（太陽），因為在路上遇到的小婦人、蜘蛛女告知他們該去、

該做的事才得以達到目的甜。桃太郎與桃樂絲一路上所遇到的雞、狗、猴和獅子、

稻草人．．．．．也都在往後的歷險中，陪伴他們度過難關。

相對的（李寄〉也有屬於她自己的護身符，用以協助將面臨的戰鬥：

．．．寄乃告請好劍及吟蛇犬。．．．先將數石米養，用蜜灌之，以置穴口。

這裡要說明的是，在英雄故事中，大多數的助力皆由外而來，不管是關公

的馬、后羿的箭，或印地安戰神的神奇羽毛、桃太郎的動物朋友．．．﹔然而在〈李

寄〉故事中，昨蛇犬、劍、炒過蜜的米飯棚，都是由女主角自行帶去的。這或

許是情節的轉化、弱化，但更多的是為了特別強調李寄的機智與聰慧形象所做

的陳述。

（三）試煉之路（訂ie Road of Trials ) 

當李寄做好數石的蜜炒糟米糟、帶著昨蛇犬與利劍，坐在神廟中，她的戰

鬥便就此展開。

先將數石未司~...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圈，自如二凡鏡。開養香

氣，先咯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嚼，字，寄從後 得數創。 創痛急，蛇因誦

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觸髏，悉舉出，咱言 曰：「如曹怯弱，

為蛇所食 ，甚可哀憨。」

22李福清：﹛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漢忠文化， 1997 ）。
23程羲譯著：（日本神話故事﹜（星光出版， 1999 ）。

24蕭兵：〈太陽英雄神話的哥蹟﹒除害英雄篇﹜（桂冠圖書，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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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段敘述裡，我們可以確認西北照中的大蛇，的確是被眾人敬畏以為

神的，因為大蛇出入之所，已被蓋成神廟。李寄用蜜炒糟米糟先讓飢腸曬釀的

蛇受不了誘惑而出，牠的嘴被黏住之後，攻擊力便少了一大半，加以昨蛇犬本

能性的狂咬巨髒’主角叉從後連砍蛇身，被當地人視為神祇的大蛇，就這樣死

在一個小女孩的手裡了。

在各種英雄歷險的故事中，英雄常常不是因為本身的力量而打倒對手的，

因為他們的敵人，往往龐大而且兇惡，兩者的力量，幾乎不成比例。在流傳很

廣的民間故事「虎姑婆」裡，沒被吃掉的姊姊’用計將那隻偽裝成自己姑婆的

老虎燙死、日本「天照大神」的兄弟「速須佐之男命」在出雲國裡為了除掉那

尾八頭八尾的大怪蛇，先用八種美酒將之灌醉，然後伺機斬殺牠﹔傑克從仙豆

樹回到地面上時，若沒當機立斷的舉起斧頭砍斷樹藤，巨人也不會因此摔死。

所以，英雄人物的機智就經常成為戰勝敵人的關鍵。

（四）歷險的完成與回歸（ Return)

英雄歷險的最後一個階段，便是英雄本人的回歸。

當英雄的探索在穿過源頭，或由某位男女角色一人類或動物一的恩

典而完成後，歷險者仍然必須帶著轉變生命的價值歸返社會訝。

英雄除去怪物惡魔之後，必定帶著勝利與榮耀，回到故鄉與他的族人們一

起分享，「回歸」是必要的結局。佛陀在證道之後，依然回到塵世度眾生﹔桃太

郎帶著滿滿的金銀財寶回到他的家圈，李寄在感嘆眾多因怯懦而犧牲生命的女

子後，「緩步而歸」。這是李寄在歷險中獲得成長的證明，東越王也因為她的聰

慧及英勇事蹟，「聘寄為后」並且父親封為當地縣令，一家人榮耀加身。

此外，英雄除害後成婚的情節，也是民間文學中其代表性的母題之一。睡

美人最終與除去噴火龍的王子成親，速須左之男命斬殺大蛇後，也與所救的女

子楠名田媛結婚、勇敢的裁縫師後來娶了美麗的公主﹔即便是女性身份的李寄，

也不能免俗的于歸為后。從某個角度來看，英雄的歷險毋寧是一種原始社會「成

年禮」的儀式遺跡泌，通過成年禮儀式而成人，部族方賦予他有婚構的權利。成

婚，也成為英雄歷劫歸來的最好報償與獎勵。

2S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立緒文化，民 87) 。
2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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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英雄歷險的模式，由出發→歷險→回歸，一個循環式的歷程，加入了民間

文學中常見的各種母題而衍生出一連串的冒險故事﹔雖然在結構主義之父一一

普羅普的歸納研究下，認為民間故事的情節可以縮減到只有七個主要功能，甚

至只有出發、歷險、完成三個過程﹔讓我們感覺到從小所接觸，耳熟能詳的故

事，竟是這樣的單一而格式化﹔一如〈李寄〉殺蛇故事的記載，從決定前往神

廟做為祭品（出發），到用計斬殺大蛇（歷險），乃終於完成除害功績勝利而歸

（回歸）無不遵循千萬個英雄歷險的敘述模式。

普羅普的結構分析方法，自然有助於我們釐清故事中各種相似母題的成

分，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了，民間文學的價值，乃在於先人們用其精簡的文字

中，透露、暗示著古代遺留的信仰與儀式，從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動物到古

代為了確立下一代已經長成的成年儀式﹔許多殘留於神話與傳說故事的人類文

化及原始人類的思維方式，無一不是藉此表現在文字之中，「李寄殺蛇」的傳說

故事正是這樣的一個真有艾化生命與人類奮鬥歷史記憶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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