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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到现在，哪吒故事一直在创新

看哪吒
“变变变”

韭菜的名字由来

宋末元初，哪吒形象被搬上杂剧舞台。元
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就有哪吒出场：“小
圣乃哪吒神是也，为因小圣降十大魔君……俺
这壁哪吒出马，三头贴飐，六臂辉辉。三头飐飐
显神通，六臂辉辉降妖怪……”从这里可以看
出，这时哪吒已经拥有了三头六臂的形象。

“元代到明代期间，哪吒的形象更
加丰满。”侯印国介绍，源于元代、刊刻
于明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记载

的哪吒，已经和人们如今看到
的哪吒形象非常接近了。这一

时期的记载中说，哪吒

本是玉皇驾下的大罗仙，身长六丈，头戴金轮，三头
九眼八臂。只因世间多妖魔，玉帝命他下凡降除，故
托胎于托塔天王李靖之妻，为李靖的第三子。他出
生后不久，去东海沐浴时，惹恼龙王，他杀死龙王
太子，又射死诸魔领袖石矶娘娘之子，让李靖
非常生气。于是，哪吒割肉剔骨送还父亲。以
荷菱为骨，莲藕为肉，莲叶为衣，哪吒复活
后，能透河入海、移星转斗。“这个故事
里，托塔天王李靖、东海龙王、石矶
娘娘、莲花化身等关键词都已经出
现，后代传说中这些元素都
有。”侯印国说。

作为传统蔬菜，韭菜有很多别名，如长生
草、洗肠草、懒人菜、扁菜等。韭菜的名字由来，
据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一次战斗中兵败逃亡，
跑了一天一夜，来到亳州泥店村。他饥渴难耐，
到一人家叩门要饭。这家的主人见刘秀相貌堂
堂，觉得此人非同一般，就把刘秀扶进屋中。由
于家中贫穷，少饭无菜，这家的主人只好割了些
没名的野菜做熟了让刘秀充饥。饥不择食的刘
秀一连吃了三碗野菜才缓过神来，问这么好吃

的菜是什么。听到这家人的回答后，刘秀说，既
然是无名野菜，今天它救了我的命，就叫它“救
菜”吧。后来，演变成为“韭菜”。

韭菜的“韭”字非常有意思，“一”代表平整
的土地，“非”是韭菜露出地面的部分。韭菜的

“韭”还有长“久”的意思，因为韭菜被割了以后
还会长，就好像永远割不完。

诗句“青蒿黄韭试春盘”说明它是一种具有
春天气息的蔬菜，会开出美丽的韭菜花。每年

雨水节气一过，地里种的韭菜就开始冒头生
长。韭菜在初春季节食用品质是最好的，到了
夏天有“夏韭臭死狗”的说法，说明它的品质和
口感严重下降。

韭菜生命力很顽强，适应性较广，其一生分
别是韭菜嫩叶、韭菜苔、韭菜花、韭菜子。种植
一次可实现多茬收获，因此寓意很好，代表着生
机勃勃和欣欣向荣的精神。

（据《华商报》吴宏）

哪吒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
生活中的？南京青年文化学者侯印

国告诉记者：“哪吒在我国文字记载中最早
出现在唐代，此后其故事逐渐丰满生动。”
唐昭宗时期，宰相郑綮写过一本叫《开天

传信记》的书，里面记载了开元、天宝年间的三
十多个故事。“这本书里最早记载了哪吒

的传说，说有人夜里行路不慎掉下台
阶，快要坠地的时候得到一位少年神

祇的帮助，这位少年告诉他自己
并非常人，乃是‘毗沙门天王哪吒
太子也’。”侯印国说，“这是我国
本土关于哪吒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时候的哪吒形象，主要是一个
少年。”

宋代的《五灯会元》里，哪吒的

故事比唐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书中记载：“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
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
法。”在这个时期比唐代的简单记载多了“析
肉还母，析骨还父”这个细节，该细节后来被广
为传播。

到了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记载有一位程
法师，夜里遇到怪物，发现原来是一个石精。程法
师持“哪吒火球咒”，结印和石精斗法，“俄而见火球
自身后出，与黑块相击，久之铿然响进而灭”。就是说
他催动“哪吒火球咒”后，身后就出现了大火球，大火球
和黑色的石精战斗，最终战胜了这个石精。“这显然是后
来明代的《封神演义》中哪吒大战石矶娘娘故事的原
型。”侯印国介绍，晚清著名学者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
还认为，这个故事里的火球，也是后来哪吒风火轮的基
本原型。

对哪吒的长相着墨最多的
当属《封神演义》。在这部成书

于明代中期的小说中，哪吒的形象大概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哪吒出生。《封神演义》
第十二回写道：“有一肉球，滴溜溜圆转如轮。
李靖大惊，往肉球上一剑砍去，划然有声。分

开肉球，跳出一个小孩儿来，满地红光，面如傅
粉，右手套一金镯，肚腹上围着一块红绫，金光射
目。”这时候哪吒形象是一个白白嫩嫩的婴儿。
第二个阶段是莲花化身。书中第十四回，太乙真
人用莲花荷叶复活哪吒，描述是“只听得韾一声，
跳起一个人来，面如傅粉，唇似涂朱，眼运精光，
身长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莲花化身”。书中说哪
吒长相很英俊，脸色白皙像涂了粉一样，唇红齿

白，身高惊人，按古代比例换算超过两米，这显然
是艺术的夸张。第三个阶段则是三头八臂。在
书中第七十六回，太乙真人传授了哪吒三头八臂
的神通，当时的他形象是：“面如蓝靛，发似朱砂，
丫丫叉叉，七八只手。”蓝靛是一种成熟后紫黑色
的中药，哪吒这个样貌非常凶恶，黑脸红发，和原
来可爱童子形象大有不同。

在《西游记》中，哪吒虽然成年，但还是儿童
形象。《西游记》第四回中说他“总角才遮囟，披
毛未苫肩。神奇多敏悟，骨秀更清妍”，是一个
尚未成年的可爱小男孩。这个形象深入人心，
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各种相关的动画和影视
作品中的哪吒都以儿童哪吒为基本形象塑造。

（据《金陵晚报》邢虹）

明代小说中的儿童哪吒
是如今人们最熟悉的形象

关于哪吒的最早记载
出现在唐代

元杂剧开始
哪吒有了“三头六臂”

很多人对哪吒的印象来自

动画片《哪吒闹海》以及《封神演

义》《西游记》等小说和电影，前两年

的爆款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重新构

造了哪吒形象。事实上，自唐代以来，哪

吒形象经历了多次变化，关于他的故事本

身也一直在创新，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