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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辅佐型动物与祸害型动物 ——闽南民间故事中的动物类型 闽南民间故事中的动物形象
非常丰富，在考察了300则以上的闽南民间故事和传说后，笔者发现拥有动物形象的达100则以上，占
到总数的30％。
由此可见，有关动物的想象和传说在闽南民间故事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动物的想象和传说中，以狗、鸡、鸭、猪、蚂蚁、龙、蛇、龟、鲎、猴等一系列与闽南民众生
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形象居多，它们在闽南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分别扮演着辅佐型、祸害型和复杂型
等不同的角色。
通过对这些动物意象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闽南民众与动物之间的独特关系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
闽南文化精神。
同时，闽南民间故事中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也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辅佐型形象——猪、蚂蚁、鸡的民间想象 猪这种动物的形象经常出现在闽南民间故事和神话
传说中，猪在其中到底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通过对一些闽南民间故事的考察，可以发现它们经常是以一种助人为乐的形象出现的。
最经典的就是《“猪母墓”的传说》了。
“猪母墓”，即埋葬母猪的坟墓。
这则传说讲述的是一个周姓人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几瓮白银龙圆，这事被周家已嫁出去的女儿无
意知道，就想占为己有。
后来一头母猪突然把瓮撞破让周家父母终于认清了贪财的女儿，于是发誓从此与女儿断绝往来。
母猪死后，周家厚殓母猪，并将母猪当人对待，甚至特地为母猪做了耳环等金饰品陪葬。
这就是闽南谚语所言“猪母撞倒咸鲑瓮”、“亲生女儿不如猪母”，也就是“猪母墓”的来由。
①在《洛阳桥的传说》中也有母猪的形象，八仙之一吕洞宾深为蔡襄建桥的非凡气魄所感动，把山上
的一块块大石头通通变成母猪，然后让它们成群结队地奔下山来，跑到海滩，纷纷跳进江底辅助建造
桥墩。
还有《木兰陂的传说》则讲述由于民众筑陂缺少石料，一个老人带来了一群母猪，“过夜生猪仔，猪
仔过夜生猪孙；一只传一窝，越传越多，筑陂石料就不愁了。
据说，后来石头够用，余下的一只母猪被老人放生到囊山去，直到现在，莆田囊山还有那么一块大石
，人们叫它‘猪母石’”①。
后面两个传说对于猪的想象有些相似。
从这些民间传说我们可以看出，在闽南民间想象中，猪都是扮演了助人为乐的角色，在民众最需要的
时候，特别是在开展公益事业碰到困难的关键时刻，猪总是及时出现给予重要的辅助和支持，是一个
对闽南民众具有重要辅佐作用的动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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