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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的人携带了一种致癌

病毒 ， 当事人却不知道 ； 止

咳糖浆除了给感冒患者心理

安慰以外 ， 更有一定几率导

致心悸甚至死亡 ； 人类在本

质 上 不 过 是 一 堆 不 断 混 合 、

闪转腾挪的 DNA， 8%的片段

还是来自病毒……病毒带给我

们死亡与伤痛 ， 也带给我们

生命与未来 。 这本书会让你

重新理解病毒与人类的关系 ，

认识人类在万物中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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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怎么发生的？ 先民在
早期抗疫神话中描述说是由跂踵、

絜钩、蜚与独戾等精怪传播的。 不少
早期抗疫神话在古籍 《山海经》中
有保存。

《中山经》记载了跂踵神话：复
州山中栖居着一种名为 “跂踵”的
鸟。 每当跂踵鸟出没，便会发生大
瘟疫。 《东山经》中记载了絜钩和蜚
的神话 ：有一座 石垔山 ，山中有一种
名为絜钩的鸟。 相传，絜钩出现在
哪里，哪里就会爆发瘟疫。 另外一
座太山中出没一种名为蜚的野兽。

它进入水中，水就会枯竭。 它路过
草地，草就会枯死。 它出现在哪里，

哪里就瘟疫横行。 《中山经》中还载
录了独戾的神话：“又东南二十里，曰
乐马之山。 又兽焉，其状如彙，赤如
丹火，其名曰独戾,见则其国大疫。 ”

上述四种瘟疫传播神话就记
载了早期人类对瘟疫的产生与传
播的认知：造成人类大规模传染病
的源头是动物。 跂踵、絜钩、蜚、独戾
四种传播瘟疫的精怪的原型都是
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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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戾则像刺猬。

我们认为，散播瘟疫的精怪被想象
为这些野生动物并非偶然，而是先
民在长期的捕猎过程中发现，这些
野生动物与瘟疫的传播之间有着
比较直接的关系。 先民创造出精怪
传播疫病的神话其实也是在提醒
后人，在接触这些野生动物时应该
小心谨慎。 也许是神话表达的意思
比较曲折，后人并没有接收到这些
信号。

瘟神是西王母比较早期的神
职，彼时的西王母还不是后世我们
所熟悉的端庄女仙，而是半人半兽
的形象。 《山海经·西山经》说：西王
母外形像人，但却有着豹子的尾巴
和老虎的牙齿。 西王母“是司天之
厉及五残 ”之神 ，所谓的 “天之厉 ”

也就是上天降下的瘟疫。 西王母管
理瘟疫的神话内涵则相当丰富：首
先，它表现出先民具有了试图与瘟
疫对抗的意识 ，其次 ，它也反映了
先民初步具有了在与瘟疫的对抗
中取得胜利的信心 ，第三 ，管理瘟
疫的神话也展示出了先民的社会
管理智慧，他们试图对瘟疫的产生
和传播进行管理。

原始社会后期的先民面对疫

病已经有了一些初级应对措施和
医疗手段，比如神农尝百草神话就
体现了先民探寻用植物治疗疫病
的历程。 在此背景下，中华早期抗
疫神话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抵
御瘟疫的青耕鸟神话。

《山海经·中山经》这样讲述青
耕鸟御疫的神话：堇理山中有一种
鸟经常 “青耕 、青耕 ”地鸣叫 ，这种
鸟叫做青耕，它可以抵御瘟疫。 郭
璞也注意到了青耕鸟抵御时疫的
功能 ， 并将它与降灾的跂踵鸟对
比：“青耕御疫，跂踵降灾。 物之相
反 ，各以气来 。 见则民咨 ，实为病
媒。 ”同样都是鸟儿，却因为禀受精
气的不同而有相反的功能。

《山海经》中至少记录了跂踵、

絜钩、蜚、独戾四种散播瘟疫的精怪。

从这些精怪不同的样貌和习性来
看，它们可以被视为不同传染病的
代表。 而青耕仅与跂踵相克的叙事
说明先民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已
经比较深入，可能掌握了较为对症
的具体治疗方法。

青耕鸟御疫神话在后世演变
为“灵鹊报喜”的神话与信仰。 之所
以发生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从
青耕鸟的外形来看其原型是喜鹊，

另一方面在于青耕鸟成功御疫使
人间恢复安宁的神话所代表的吉
祥内涵。

青耕御疫显示了先民在瘟疫
防治方面的初步努力。 但直到驱逐
瘟鬼神话的产生，先民在防治瘟疫
方面的自主意识才逐渐鲜明起来。

最早的驱逐瘟鬼神话应该是
颛顼三子神话。 汉代王充在《论衡·
解除篇》中这样讲述驱逐瘟鬼的神
话：上古颛顼帝有三个一出生就夭
折的儿子，他们死后成为散播瘟疫
的瘟鬼 。 其中一个 “居江水为虐
鬼”。第二个“居若水为魍魉”。第三
个“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 因此
每年的年终岁末，官方就会举行驱
逐疫鬼的仪式，借以送旧、迎新、纳

吉。 民间仿效，就产生了驱鬼逐疫
的习俗 。 蔡邕的 《独断 》和干宝的
《搜神记》 都说第三个居住在房屋
中的瘟鬼常使小儿得病。

在颛顼三子神话中，我们明显
看到了人的力量在抗疫过程中的
显现。 比如驱疫勇士方相士一般是
由中下级武官扮演的，这一角色就
是人类力量的代表。 除此之外，该
神话还有三重内涵值得重视 ：首
先，瘟疫由人死之鬼而散播的情节
说明，先民可能意识到了瘟疫的人
际传播特征。 第二，虐鬼与魍魉鬼
都居住于水间的情节说明 ， 先民
在长期与瘟疫打交道的过程中发
现了传染性疾病多发于江水之间
等潮湿之处的规律。 第三，颛顼三
子之一所化的瘟鬼喜欢躲在人间
作祟小儿 ， 此情节说明先民也认
识到了儿童是各类传染病的易感
人群。

相传，驱瘟仪式是由华夏民族
的共祖———黄帝创立的。 《太平御
览》卷五百三十礼仪类记录了一段
黄帝创立驱瘟仪式的神话：游凫问
时人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敲鼓呼
噪的原因。 雄黄答曰：“黔首多疾，

黄帝氏立巫咸， 使黔首沐浴斋戒，

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
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

以通五脏。 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
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

游凫与雄黄的这一段对话真
是切中了驱瘟神话的本质。 大多数
驱疫行为———沐浴斋戒 、 敲鼓击
铎、劳形趋步都可以达到强健身心
的目的， 从而提高个体的抵抗力。

而饮酒茹葱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直接杀灭进入体内的病毒。 这些防
范瘟疫的方法以神话的方式代代
相传，曾造福了不少民众。

《荆楚岁时记 》说 ：正月初一 ，

民众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前
燃烧竹筒，以驱赶“山臊恶鬼”。 这
说明冬季是表现为感冒发烧的传
染性疾病的多发期，而以燃烧竹子
的方法吓走山臊恶鬼的情节看起
来荒诞不经，却可能反映了先民在
杀灭病毒方面的粗浅认知。

在对抗各类疫病的过程中，先
民战胜瘟疫的实践增多，积累的治
疗经验也愈来愈多，反映在驱逐瘟
鬼神话中就表现为瘟鬼献上避瘟
之法神话。

宋代 《夷坚志 》中记录了一则
管枢密驱瘟鬼的神话：管枢密曾在
正月初一早晨见到几个 “形貌狞
恶”的瘟鬼。 他不仅不惧怕这些瘟
鬼，还高声斥责它们。 在管枢密的
叱问之下 ，瘟鬼老老实实交待说 ：

“我等疫鬼也 ，岁首之日 ，当行病
于人间 ”，并且讲出了一些避瘟的
奥秘 。 我们联系前述的颛顼三子
神话与山臊神话 ， 发现这些神话
虽然情节各异 ， 但对瘟疫集中爆
发于岁末年初的时间有着比较相
同的认知。

后来甚至出现了普通人徒手
镇伏瘟鬼的神话。 《子不语》记录了
一则题为“瘟鬼”的神话：乾隆二十
一年的时候，湖州人徐翼伸在月夜
的书房中发现了一根无故旋转不
停的鸡毛掸子。 这根鸡毛掸子其实
就是瘟鬼。 瘟鬼请求徐翼伸放它回
去。 为此，它还献出了一个避瘟药
方。 这个避瘟药方后来被苏州知府
赵文山要去了，用此方治疗染上瘟
疫的人，没有救不活的。 神话中对
瘟鬼献上的避瘟方内容进行了详
细的描述，其成分包括雷丸、飞金、

明矾 、大黄等中药 ，该情节其实是
传统医学大发展的表现，说明当时
的医学对于不少疫病已经有了明

确的诊疗方法和不少验方。 此神话
与前述诸篇最大的差别在于，瘟鬼
与人类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彻
底的改变 ，强大的是人类 ，弱小的
是瘟鬼，客观原因其实就在于医疗
手段的进步。

瘟神赵公明信仰在先秦时期
已经产生，《左传》记载的景公梦大
厉的神话就是赵公明成为瘟神之
始。 到了晋代，这一神话和信仰已
经颇为流行，此时的瘟神赵公明具
有了两面性，既可以散播瘟疫取人
性命，又能救治疫病。 如《搜神记》

卷五的《赵公明府参佐救王祐》，记
录了赵公明府参佐送给王祐十多
支可预防瘟疫的赤笔的情节。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瘟神逐渐
扩容 ，增广到后来的 “五大瘟神 ”。

隋唐时期，“五瘟神话” 逐渐丰满，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具体记载五
瘟神为春瘟神张元伯、夏瘟神刘元
达、秋瘟神赵公明、冬瘟神钟仕贵、

总管中瘟神史文业。 其中，瘟神与
四季对应关系的安排反映了先民
对瘟疫在四季都可能爆发的客观
认知。 为祈求瘟神护佑，隋文帝为
瘟神建造了神祠，使瘟神祭祀进入
了官方崇拜体系。

长期抗疫过程中，先民对传染
病的致病原理有了比较深入的认
知。 这在瘟神神话的演变中也有所
体现。 如《列仙全传》中，五大瘟神
增加至 “八部鬼帅 ”，并各司其职 ，

“刘元达领鬼行杂病 ，张元伯行瘟
病 ， 赵公明行下痢 ， 钟士季行疮
肿 ， 史文业行寒痢 ， 范巨卿行酸
瘠 ，姚公伯行五毒 ，李公仲行狂魅
赤眼。 ”

后来，赵公明与瘟神神格渐行
渐远，由散播瘟疫的秋瘟神扩大为
多职能的善神 ，到了明代的 《封神
演义 》中 ，赵公明已经成为一位比
较明确的财神了。

赵公明由瘟神到财神的变化
有深刻的意义。 一方面它反映了先
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辩证思想。 瘟
疫的爆发已经是极坏之事了，但如
果人类可以寻找出防范瘟疫，治疗
疫病的方法， 瘟疫也可以被制服，

否极泰来。 这种思想反映在神话中
就表现为为祸人间的瘟神转变为
造福人间的善神的情节 ； 另一方
面，赵公明瘟神职能在明代的消失
代表了先民逐渐认识到，在长期抗
疫过程中积累的防范与治疗的经
验与知识比求神拜佛更可靠，这是
先民科学抗疫的必然结果。

（作者为“中华创世神话”研究

工程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

从青耕御疫、黄帝逐疫到赵公明变财神
———解读中华早期抗疫神话中的 “道” 与 “术”

■ 毕旭玲

现有的种种证据指向逐步清
晰，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可
能是由不少人爱吃的 “野味 ”引发
的。 据此，很多专家提出要修改《野
生动物保护法》，从根本上切断病毒
源。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回应，于 2

月 24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决定 。 下一步将修改
《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

《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

近些年 ，由于 《野生动物保护

法》等一系列法律的支撑，我国的野
生动物保护成绩斐然。 国家制定了
一级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
400 多种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其中，

另外，还将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
会价值的 1591 种陆生野生动物和
120 属昆虫纳入保护范围。 由于法
律的支撑，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基
层单位积极努力，野生动物保护取
得了很大成绩 ，东北虎 、藏羚羊等
很多野生动物种群在逐步恢复，野
生动物生存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但是， 野生动物保护仍面临严
峻的挑战。食用野味这个陋习，严重
冲击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也给人类
自身健康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不少
罕见的病毒载体是野生动物， 无论
是 2003 年的 SARS，还是这次的新
形冠状病毒肺炎， 都证明销售和食
用野生动物大大增加了将病毒传染
给人的机会，危害很大。禁食野生动
物是现代生活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
社会，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食品
检测检疫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必要程

序。 在农业社会食用野生动物造成
的后果与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是
完全不同的。在现代，城市人口密度
高、人流量大，疾病易于传播，疫情
容易爆发， 销售和食用野生动物带
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很大。事实上，食
用野生动物的，有的是贪图新鲜，有
的是觉得用野味招待客人上档次，

还有的迷信食用野生动物有滋补作
用，凡此种种，导致野生动物捕猎、

销售、食用仍有市场。

因此， 要把禁止食用野味作为
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

人们把此次疫情称作 “舌尖上的肺
炎”，说明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是防范
一些传染病和疫情的有效措施。“没
有需求就没有杀戮”，全面禁止食用
野生动物也是从根本上实现野生动
物保护的有效措施。

经过这次疫情， 扩大野生动物
保护的范围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共
识。 也让我们重新审视野生动物保
护相关法律。 现行法律受保护的动
物是有目录的，指珍贵、濒危的和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
值的野生动物， 而绝大多数野生动
物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 如果将
保护范围扩大至所有未被人类驯
化且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并
且基于野生动物的珍稀程度，分成
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一般保护的
野生动物， 对于禁止肆意捕杀和销
售以及食用野生动物是有利的。

修改法律要问题导向， 发现各
项法律制度存在的漏洞， 有针对性
地加以修改， 并注意将此次应对疫
情的各项有效措施加以固化。 全面
修改相关法律并不容易，眼下，选择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作为率先立法的
项目是合适的。

同时，应当规定，除了有严格法
律规定的用于科研与展览的， 严格
禁止未经审核批准的以商业为目的
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与经营。 这可
以杜绝把野外捕获的动物放到有养
殖许可证的场所短暂笼养， 然后进
入市场这个漏洞。

应当大幅度提高一般野生动物

非法交易处罚标准。 严禁乱捕滥猎
和出售购买、驯养繁育、经营利用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酒店、农家乐、农贸集市、交通运
输集散地等重点部位加大检查力
度，凡是进入市场的动物及其制品，

必须经过检验检疫； 要严格管控网
上交易。对违法者除提高处罚标准，

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解决难题需要制度创新。 2013

年，上海发生H7N9禽流感疫情，当时
果断关闭活禽交易市场， 这项自主
决策，使疫情很快得到抑制。世卫组
织称上海的做法 “灵敏、 专业、高
效”。 活禽市场上摊贩宰杀家禽，势
必接触到细菌病毒，而工业化宰杀，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样的危
险。 因此，应当吸收并固化2013年
战胜禽流感的经验， 停止活杀家禽
销售，改为销售和食用冰鲜家禽，减
少病毒传染的途径。 全球大城市杜
绝活杀家禽销售， 为保持城市安全
提供了有益经验， 上海也完全可以
做到。

禁食野生动物，法律应发挥更大作用
■ 沈国明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跂 踵 、 絜 钩 、

蜚 、 独戾 ： 瘟疫的源
头是动物

医疗手段的进
步决定瘟鬼与人类
的力量对比

赵公明 ： 从瘟
神到善神最后成为
财神

驱瘟神话的产
生使先民的自主意
识鲜明起来

【核
心
观
点
】

◆散播瘟疫的精怪被想象为野生动物并非偶然，而是先民

在长期的捕猎过程中发现，这些野生动物与瘟疫的传播之间有

着比较直接的关系。

◆在对抗各类疫病的过程中， 先民战胜瘟疫的实践增多，

积累的治疗经验也愈来愈多，反映在驱逐瘟鬼神话中就表现为

瘟鬼献上避瘟之法神话。

◆赵公明由瘟神到财神的变化是先民们科学抗疫的必然

结果。 它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辩证思想，也代表了先

民逐渐认识到，在长期抗疫过程中积累的防范与治疗的经验与

知识比求神拜佛更可靠。

锐 见

人们把此次疫情称作“舌

尖上的肺炎”， 说明全面禁食

野生动物是防范一些传染病

和疫情的有效措施。 “没有需

求就没有杀戮”， 全面禁止食

用野生动物也是从根本上实

现野生动物保护的有效措施。

荐 读

《瘟疫与人》 （【美】 威廉·
麦克尼尔 著， 余新忠 / 毕会成
译 ， 中信出版集团 ， 2018 年 5

月）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

疫病史的角度， 以编年的手法，

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

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

亚洲、 非洲等文明发源地， 而这

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

色。 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

合， 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 他将

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 给它应

有之地位； 他以流畅的笔调、 敏

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 娓娓道

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

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医疗与帝国： 从全球史看
现代医学的诞生 》 （【英 ] 普拉
提克·查克拉巴提 著 ， 李尚仁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本书在地理尺度上横跨美 、

亚、 非三洲， 并顾及澳大利亚、

太平洋岛群； 在时间刻度上， 自

17 世纪以降 ， 横跨 350 年 ； 在

资料取用上， 参照最新的研究成

果和第一手资料， 能够回应过去

研究者局限于特定区域或是特定

疾病的不足。 从全球史的视角，

详尽分析了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中

叶现代医学的诞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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