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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学院前身可追溯到１９５２年建校之初的文化班，是学校历史最悠久
的教学单位之一。１９５６年设语文师范专修科，１９５８年秋创办中文系，

１９７０年受" 文革" 影响停办。１９８１年学校重建后恢复招生，设汉语言文
学本科专业。１９９５年增设新闻学专业。１９９９年１月，在原中文系的基
础上，吸纳原美术系的艺术设计专科专业、民族学系的广告学专科专
业，设立文学院。２００４年，艺术设计专业独立为美术学院。２００８年３
月，文学院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学院学科专业涉及文学、新闻传播学两大门类。现设有汉语言文
学、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对外汉语教学５个本科专业，其
中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湖北省品牌专业并拥有
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共有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
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８个硕士点，其中文艺学为省级重点学
科。另有传播学、民俗学２个硕士点。教研平台有湖北省重点人文社
科基地———中南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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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本质是知识的生新。

知识的生新不是时髦的创新。

创新也许是新世纪独享最高崇拜的公共话语，上至衮衮诸公，下至草根百姓，言必创
新，以创为荣。

偶尔也会随人“创新”一下，但更多的时候，我更喜欢“生新”。“生”是条件具备了，成
熟了，“新”就“生”出来了。“创”往往是主体的刻意追求，因为刻意，所以不自然；因为不
自然，所以先天不足；因为先天不足，所以长不大，长不美。“文革”年代流行一句话：有条
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跃进、大革命、大批判、大运动，全民学哲学、全民
批“水浒”……豪情万万丈，雄文万万篇，斗士万万人，但“文革”当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出来”的风光无限的“新生事物”，今天可以数出多少？当年信誓旦旦“一定要进行到底”

的“伟大”运动，又有多少无疾而终？

中国文化讲究生生不息，有本有源，对一切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根之谈始终持存
疑、警惕直至否定的态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石在，火种是不会熄灭的”、“留得青
山在，不怕没柴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保有优质的，就会生长新型的。老树
可以长新枝、萌新叶、开新花，也可以源源不断地将种子贡献给土地，一年年，一代代，由
独树渐成森林。当然，森林的法则既竞争又开放：物种不必是原生的、本土的、单一的，也
是移来的、跑来的、飞来的。物种丰富了，群落形成了，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就会推陈出
新，各领风骚，共现奇观。

文化的“生新”很多时候往往不要求创造什么，只要能把感官发现的客观事件、自然
原态或自然奥秘的某种统一性，原原本本而又未经人道地呈现出来，就是生新的一种重
要方式。

“白日依山尽”，没有创造什么，仅仅描述了太阳落山的色彩播散和视觉运动，说白
了，就是一句“白色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同样，“黄河入海流”，不但没有创造什么，而且
讲的是千秋万代小儿女们都知道的最普通的常识。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月是霜都没有弄清楚，一种似醒非醒、似知非知的感
觉状态而已。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全是视觉范围的物象与色彩，或是长久观察，

或是蓦然所见。

可是，你又会觉得，这些诗句及其整体很有“新”意！这些“新”是怎样被孕育、被产生
的呢？不错，“白日”、“山峰”、“黄河”、“大海”、“碧天”、“莲叶”；“太阳”、“荷花”都是旧的
知识、人人熟知的物象。新就新在这些熟知的物象，一旦进行新的统一组合，新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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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的“流水”、新的“碧”、新的“红”也就产生了。不是创新，也不是新创，只是客观呈
现，前人没有这样呈现，或者没有用诗的形式这样呈现。这就是感觉的生新、画面的生
新、知识的生新、文化的生新。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里同
样没有创造，只是将平地与山间的不同事实和不同印象，偶然地又是直线地统一在一起，
“芳菲”的时空就形成了新的转换，新的对接。通过转换与对接，自然地呈现了四月春归
的行迹。

“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西
子，越地的美景、越国的美人，彼此独立，悠悠千年，中间多少文人墨客、达官贵人？怎么
就没有谁想到要将西湖之美与西子之美合二为一呢？一位西南的旷代才子，来到这东南
形胜之地，适逢“饮湖上先晴后雨”的天赐良机，突然想到了，客观呈现了，一个既熟悉又
陌生的文化新景也就自自然然地诞生了。

西湖是不是西子，西子是不是西湖，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第一次把两不相干
的美统一为新的美了———西湖中有西子，西子中有西湖，原有的美感被刷新，单一的美感
被充实，要素是旧的，美感是新的，知识生新了。

文化的生新有时又需要大胆的思辨、展翅高飞的思想、合乎逻辑统一性的想象力加
上经验的积攒，才能为人类创造出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精神工具；或者，为人类寻找、指
示、开辟出进入自由王国的可行路径。

观念世界无法离开经验本性而独立，同样，经验本性不能没有形而上学的指引。

再看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１８７９—１９５５）的一首世界级名诗
《坛子的轶事》（西蒙译）：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

放在田纳西的山顶。

凌乱的荒野，

围向山峰。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

不再荒凉。

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

高高地立于空中。

它君临四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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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坛、荒野、山峰、旅人，皆是人人熟知的经验中的物象和情境。

熟知的世界如何产生陌生的诗意与新奇的思想？

诗人是否真有一只圆形的坛子，是否哼哧哼哧地运着坛子爬上山峰，这些同样不重

要。重要的是，诗人发现了一个能将田纳西所有事物统一起来的观念性的圆坛，而且是

由诗人而非上帝来安放，安放的地点也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田纳西的山顶，一下子既“置

于地上”又“高高地立于空中”，在地与天之间成为一个视点，一个万物仰首的高高的视

点。“圆形”使坛子每个角度都一样，刚一出现，凌乱的荒野顿时围向山峰，向坛涌起，形

成统一的秩序、完整的组织、均等的朝向。不妨设想：此前，诗人只是一个普通的登山者，

一个好奇的旅行者，一个喜欢自由行的个体，带上坛子也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山顶置

放圆坛，同样只是一种近于行为艺术的随意的离奇之举，而荒野围向山峰，向坛涌起，也

只是意料之外的反应。但是，当一系列平凡人的平凡动作完成之后，坛子就获得了不平

凡的神性：坛，不再是平凡之坛。它被人一步一步地推上神台：山顶；同时，它也一步一步

主动地全面吸纳整个田纳西贡献出来的崇拜而“君临四界”：统一的神性建立起来了，不

再是被动之坛、物性之坛了。它有专属于“坛”的自我感觉、清晰思想和无上威严。接着，

它又有了强劲而周遍的神意辐射力和超凡的拉动力。所有田纳西的自然物性，由于这一

只“灰色无釉”的常见之坛的登峰造极，顿时发生巨大的本质的改观：全体瞬间发现了值

得崇拜的唯一权威，从而自动地、快速地、心甘情愿地、自发组织成群结队地匍匐于四周，

彼此不再荒凉，不再分散，不再孤单———物性消失了，奴性建立了！独立性、自在性消失

了，整一性、敬畏性产生了！

史蒂文斯的“坛子”，确实“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因为，它只是平平凡凡的人造之

物；确实“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因为，一到山顶，一旦脱离“我”之手，它就不再是

人造物，不再是“我”之坛，反而超越于“我”和造坛者之上，变成惟一神，成为整个田纳西

的荒野、群山、多族群和“我”的共同上帝。“我”之物非“我”了，“人”之物非“人”了，灵异

化了，神圣化了，出乎意料地“君临”整个田纳西和“我”了！

必然源于偶然，神性源于人性，神迹源于人迹———这是不为人知的“坛子的轶事”，更

是罕为人知的“造神的秘密”、“造神的历史”。这是诗，也是史。

当然，也完全可以设想为一场独具雄心或别有野心的超一流的人文策划。

中国的北极星之于满天星斗，中国龙椅上的皇帝之于遍地黎民，不是也和这只“田纳

西之坛”的离奇而神圣的发迹史极其相似么？

《坛子的轶事》暴露了神迹中原本不可泄露的天机，全程演绎了凡人造神的一个精彩

故事，无疑为认识全人类的种种神迹明示了一条观光的路径。

诗人依照一定视域内或思维场中的事象格局呈现某种统一组合，通过统一组合形成

对比和凸显，通过对比和凸显表达某种发现，这种发现就是知识的生新。爱因斯坦说，

“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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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壮丽的感觉”①。

壮丽的感觉缘于壮丽的场景，壮丽的场景缘于诸多在场事象的统一性。

宇宙以整全的统一性为基础，否则无法有序运行。

思维世界因统一性而构建，否则思想体系、知识体系、诗文结构以及一切思维产品的

形式无从产生。

借助现有的前沿知识，重新认识一首诗，一篇文，一部书，一台戏，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一个问题，一个时代以及自然的，社会的，宇宙的，神学的纷繁现象，从各种复杂关系

中分辨、捕获某种统一性，用准确并有一定美感的生活语言、艺术语言、科学语言第一次

使之呈现，对现象的本质有所揭示，对原有的认识有所纠正，有所提升，促进人类知识的

总量不断增长和优化，这就是学术的本质。

本书为纪念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立６０周年而集。

书中所呈现的，是学院不同专业各位老中青同仁６０年来———主要是近３０年来———

穿行在学术高地上追寻或构拟某些统一性的思维结晶。

名之曰《学术一甲子》。

罗　漫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日

①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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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桃花与中国文化

罗　漫

本文从纵横两方面，讨论了桃和桃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从横
的方面，在社会生活、民间文化的众多领域，桃和桃花由于其对先民的巨大的
食用、药用价值，常常带着魔幻神奇的光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纵的方面，桃
和桃花自“夸父逐日”的神话时代起，就以丰富的阅历、坎坷的命运记载了它扎
根其上的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某些轨迹。

桃，从植物学角度去看，它只是中国大地上一种随处可见的极为普通的花、果、树，从
内地到边陲，高原到海岛，谁也说不清它在漫漫时空中曾经多少次开花结果、更新换代；
然而，从文化学角度看，这极普通的花、果、树，却早在远古时代的中华大地上发芽、生长，
它的“根”深深地扎进中国的土壤中，它给中国文化增添了一份奇丽的景观，人们也在它
身上寄寓着众多美好、怪谲的想象。同样，这花，这果，这树，也经受着几千年来不断发生
变异的文化的风风雨雨，它的“年轮”，也就是这一文化烙印其上的刻痕。今天，我们从桃
的原型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些轨迹。

一、大自然的特殊恩赐

在很古很远的年代，中国的先民就创造了一则神话———“夸父逐日”。在这则神话里，
桃荣幸地取得了“神化”（ａｐｏｔｈｅｏｓｉｓ，意即崇拜为神）的资格。《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夸
父与日逐步，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
化为邓（桃）林。”同书《中山经·中次六经》说：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
百里”。《列子·汤问》则说：夸父“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夸父
是神话中远古时代一位和太阳“赛跑”（其深层意蕴后文详论）的巨人英雄。灼热的阳光毁
灭了他的生命，这无疑是一个悲剧。但他抛出的那根饱浸着他的英雄膏血的手杖，却幻化
成了一片“广员三百里”甚至“弥广数千里”的大桃林，这无疑又是他悲剧生命中的异彩。

如果追溯这桃林的文化意义，或许情况将远为复杂。因为中国人对桃有种种特殊
的感情。最突出的情感之一就是视桃为世上最鲜美的佳果，而把许多并非桃类的佳果
也美称之为“桃”———如核桃（胡桃）、樱桃（莺桃）、猕猴桃（羊桃。但广东人又把另外
一种不同于猕猴桃的果品称为“羊桃”①）、奈桃（《齐民要术》称苹果的一种即俗名花红

① 又可写作“杨桃”、“阳桃”，以广州市西南郊的芳村、花地一带出产的品种最好，味甜而肉滑，含有充足的水分，糖分也
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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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沙果的柰子为“柰桃”）、蒲桃（《汉书》称葡萄为“蒲桃”，但“蒲桃”又是一种味甜而香的
淡绿色或淡黄色浆果，我国海南岛有野生，华南地区有栽培），还有药用的金丝桃、桃金
娘……好像不把这些佳果或花木美称为“桃”，就不足以显示出这些果品的优良和中国
人对它们的美好情感一样。此外，我们的民族还在神话传说中虚构了种种仙桃、玉桃、碧
桃、蟠桃（非人间之蟠桃），古代皇家宗庙里也有“御桃”供奉①，甚至民间为长辈做生日，
如有条件要添上几只鲜桃而名曰寿桃（无桃则用特制的蛋糕或其它米面粉所做的桃形
食物代替）……所有这些，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桃是中国先民的一大发现：在种种山果之
中，桃是最易得最甘美的佳果！日本“照叶树林文化带”理论认为：如果某一种植物在世
界各地都有分布，但某地分布集中，则这种植物的原产地当在该地。运用到文化学上，相
应的植物文化也会密集于该地②。中国与桃的关系正是如此。据我国学者研究，桃（学
名Ｐｒｕｎ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原产中国，以华北、华东、西北栽培最多”。果实甘甜，可以生食，花色
艳丽，可供观赏。桃仁、桃花可入药。“变种蟠桃和油桃，也栽培供食用。”③国际权威著
作也指出：“桃很可以起源于中国，后来经亚洲向西传到地中海地区，最后传到欧洲其他
地区。……桃树遍布全球，是仅次于苹果和梨的第三种最重要果树。”④在唐代，诗人们
把香气浓烈的梔子花称为“越桃”⑤。据此，桃由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采食并奉为珍品，
然后不断给它添著神话色彩，从情理上说是完全应当如此的。所谓“桃林广员三百里”、
“弥广数千里”，不正是先民们希望遍地盛开桃花、到处挂满桃实的美好幻想吗？至今民
间仍然流传“桃饱李饿”、“桃饱杏伤人”、“宁吃鲜桃一颗，不吃烂杏一筐”等谚语。非常明
显，为了突出桃、褒扬桃，中国人历来是不惜极力贬抑其它果品的。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
人民对桃的特殊情感也就是对桃的食用价值的高度重视，当然这也只能是先民在生食
野果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比较鉴别出来的宝贵经验。古籍中的《诗经》、《山海经》等书就
是这样认识的。《魏风·园有桃》说：“园有桃，其实之肴（ｙáｏ）。”意即园中的桃就是美好
的食品。《西山经》则说：“不周之山……爰有嘉果，其实如桃，……食之不劳。”不劳即不
饿。郝懿行注引《太平御览》卷九六四的异文是：“其实如桃李，其华食之不饥。”连桃花也
可以充饥了。古人还往往把“食”与“色”连在一起，故晋人干宝的《搜神记》对“食桃”说得
更加具体生动：“刘晨、阮肇（ｚｈàｏ）入天台取榖（ɡòｕ，一音ɡǔ，同构，即楮）皮，远不得返。
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实熟。遂跻（ｊī）险援葛至其下，噉（ｄàｎ）数枚，饥止体
充。”接着刘、阮在一条水溪边遇见了两个“色甚美”的仙女，二女邀他们到家中用餐。“食
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汝婿来！’”⑥于是“酒酣作乐”，热烈庆贺这仙凡艳遇
（这个意义后来演变为“桃花运”、“桃色”、“轻薄桃花逐水流”等与风流韵事有关的特殊意
义）。刘、阮第二年春天回家，“乡邑零落，已十世矣”。刘、阮如此长寿，就跟吃了仙桃有
关。唐人元稹曾就此事议论：“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刘阮妻》）《古今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吕氏春秋·仲夏纪》：“是月也，天子……羞（进）以含桃，先荐寝庙。”含桃高诱注为樱桃，后世则多以桃代替。
参阅《民间文学论坛》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第８７页。
《辞海》“桃”条。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缩印本，第１８４５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７卷“桃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咏栀子》诗云：“蜀国花已尽，越桃今正开。”
现在河南农村还有青年男女相恋至可以互订终身时便共吃一桃的习俗，陕西商洛一带则是在闹洞房时悬吊一桃，让
新郎新娘从两边去咬。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古人以桃贺喜的遗存与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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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集成·草木典》引《庆元县志》所述相类：“黄十公……宋时樵于仙桃山，见二叟对弈，取
其余桃啖（ｄàｎ）之，遂不知饥渴。叟语曰：‘此后勿食烟火物。’及归，已春秋三度矣。始
知所遇者仙也。”宋人《鸡肋编》亦载：“婺州义乌县有叶炼师者，本菩蕾村田家女。随嫂浣
纱于溪中，见一巨桃流于水上，乃取以遗嫂。时方仲冬，嫂以其非时，又若食馀，因弃不
取。女乃啖之，归遂绝粒。逾年之后，性极通慧，初不识字，便乃能操笔，书有楷法。徽宗
闻之，引入禁中，赐号‘炼师’。”①《列仙传》记载蜀中王侯贵人追随骑羊的葛由来到绥山，
因饱食山桃而成仙。当时流行一句话说：“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豪。”《太平御
览》卷九六七引《神农经》甚至说：“玉桃服之，长生不死。”上述记载反映了人们对桃的感
情历程的三个阶段：最先是发现桃“食之不劳”、“饥止体充”亦即解饿提神；继而是长时间
“不饥不渴”，再发展就认为是“长生不死”的仙家食品了。在唐人高蟾的诗句中，地上的
桃被搬到天庭：“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②到《西游记》里，天上的桃已形成
了三千六百株的大桃林———蟠桃园，西王母就靠这特产在瑶池举行广聚众仙的“蟠桃
会”。这些天上蟠桃尤为神奇：“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
道，体健身轻。中间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
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缃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孙悟空未被西王
母邀请赴神宴“吃桃”，表明仙界对他的“神仙”资格的一再漠视———尽管他已经多次偷吃
了桃。正是为此，孙悟空才去搅乱蟠桃会并进而大闹天宫的。这又表明“吃桃”对“仙人”
来说是何等重要！

中国人何以会对“吃桃”产生如此丰富而美丽的想象呢？答案大约只能从“吃”中去
寻找。因为不管是地上的桃还是天上的桃，总归是要摘来吃的。桃在“欲界”与“仙都”均
被公认为食中佳品基于这样的事实：桃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出产，多数夏天成
熟，品种也很多。而且桃有几个突出的优点：一是进入“盛果期”早。桃树种植三年之后
便可进入盛果期，而苹果则要六至七年。二是“大年”“小年”不分明。一般果树今年结果
多，明年便结果少，桃树则只要精心管理，可以年年都是“大年”。三是桃树对气候的选择
不苛刻，而柑桔、苹果等则比较“娇气”，气候稍不适宜便不结果。总之，桃的易于收获，加
上营养价值的丰富以及各个品种的渐次成熟期长达半年以上，这对“以食为天”的中国
古人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于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加之天灾人祸，故温饱问题
一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当代的农业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几乎四
季劳作而未能温饱，是世界上最穷最苦的群体之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古人为什
么会产生这样的幻想：世界上存在着某种吃一丁点儿就可以长期不饥不渴的东西。而
从中国古代的自然条件、经济地理、基至民族口味已经决定：寄予这种幻想的东西非桃
莫属！因为古人在种种自然生长的果实之中，实在选不出一种可与桃媲美的了。我想也
就是为了满足食欲维持人类生存的强烈需求，人们才又想象有种种极大而味美的珍贵
的桃子品种。

①
②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２２页。
《全唐诗》第２０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６４９页。



００６　　　　 学术一甲子

梁代任昉《述异记》说：“磅磄山，去扶桑五万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树，千围，

万年一实。一说，日本国有金桃，其实重一斤。”《齐民要术》卷四《种桃》注引《邺中记》说：
“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另书《会昌解颐录》则说：“邺华林苑有勾鼻桃子，重三斤或
二斤半，气味甘美，入口消汁。”不过，最大的可能要算汉人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中一
种高五十丈、叶长八尺、直径三尺二寸的“寿桃”了，“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① 试想，这
些金桃、勾鼻桃、寿桃之所以形状这么大、味道这么美，不正是为了更能填饱泱泱大国中
芸芸众生的空空肚皮么？由于土地贫瘠、物产不丰而造成人民饥饿，这一事实我们还可
以从传说中汉武帝与西王母“食桃”时的对话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汉武帝内传》云：某
年七月，西王母见汉武帝，王母以仙桃待客。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以备
种植。王母曰：“此桃三千年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②帝乃止。所谓“中夏地薄，种
之不生”云云，正是中土先民不能依靠天然物产（众多植物的果实、根块等）解决食物问题
的根本原因。所以，鲜红烂漫的桃花、甘美香甜的桃实，也就自然地成为先民心目中神圣
的吉祥物，进而形成为喜庆、热烈、美满、和谐、繁荣、幸福、自由等等理想境界的象征了。

二、华夏族的守护神灵

桃不仅以其食用价值刺激了中国古人的美好幻想，也以其药用价值赢得了中国古
人的信任、敬仰甚至神秘崇拜，以致桃实、桃叶、桃花、桃木都被神圣化了。著名史学家吕
思勉曾说：“古人于植物多有迷信，其最显而易见者为桃。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ｌｉè）执
戈；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是也。羿死桃棓（ｂàｎɡ），盖亦由是。”③但桃何以会有如此奇异
的功能呢？吕先生没有说，笔者认为这一切都源于桃的药用价值。

桃在民间具有治疗多种疾病的功能。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早在三千多 年 前的商
代中期，桃仁的药用价值就已经得到高度重视了。在河北藁（ɡǎｏ）城县台西村的商代遗
址中，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房内、墙外、墓中以及探方的文化层里发现了３０多枚桃仁、郁李
仁和医用“砭镰”（石镰），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医研究所鉴定，认为是医药用
物④。关于桃仁，从先秦流传下来的我国第一部植物药书《神农本草经》说它“主瘀血、血
闭、瘕（ｘｉá）邪、杀小虫”。应该说，早在原始时代，先民在寻觅食物的同时，就发现了许多
能吃的植物的有关部分可以用来治病，历史上所谓“医食同源”、“原汤化原食”便反映了
这种史实。桃无论在食用价值或药用价值上，都远远高出其它果实，其功能因此不断被
先民加以神化。据宋人笔记《鸡肋编》记载，五倍子和五倍子叶可用于消毒，故福建浙江
民间称五倍子为盐麩（ｆú）桃和仙人胆⑤。又载范仲淹有一孙女因丧夫而精神失常，“尝闭
于室中，窗外有大桃树，花适盛开，一夕断棂（ｌíｎɡ）登木，食桃花几尽……自是遂愈”⑥。

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有关桃的药性与功能的分析长达十多页，不仅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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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而且桃皮、桃根、桃叶、桃花、桃毛、桃胶均可入药。
现代人类学研究认为，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疾病和死亡从来不是“自然”的，而是来自

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亦即与中邪、闹鬼有关。① 桃能治病，显然也就是在驱邪镇鬼了。
《齐民要术·种桃》注引《本草经》说：“桃枭在树不落，杀百鬼。”桃枭即桃枝上经冬未落的
干桃，古人用来治病，说桃枭“杀百鬼”，就因为它能治较多的病。唐段成式《酉阳杂
俎·木篇》记载一种仙桃“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可见“治病”就
意味着“杀鬼”与“驱邪”。至今在陕西商洛和湖北崇阳以及海南岛一些文化落后的农村，
尚有将桃枝抽打昏迷之人的“疗法”，其用意自然是“赶鬼”。湖北黄陂一位曾到过非洲的
退休工程师告诉笔者：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神木”，中国的“神木”大概是桃。他
曾在家乡看见一些巫师用桃枝在病人站立的周围划一圆圈，然后从圈中抓几把土，装入
陶罐，埋到三岔路底下，再用桃木桩将陶罐钉穿……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鬼钉死了。今人
尚且如此，古人自然不消说了。为了防止得病，我们可以想象原始人如何挖空心思利用
桃的神力来保护自己。这种观念影响之深远，在古籍中能够随处见到。

《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５３８年）记载：“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灾也。”意思是说古人冬天藏冰，日后取冰时要用桃木弓和棘枝箭在埋冰处射
退邪气才能取出。这种民俗在当代作家贾平凹的叙事诗《一个老女人的故事》中仍然有
所反映。他描写人们在挖坟上的牡丹花丛时，先在坟上插下桃木楔子，这就跟古人在夏
天取冰时先用桃弓棘箭射击藏冰的土地一样，都是为了避免在破土时受到邪气和鬼魂
的侵害。

桃木制鬼也反映在中国神话之中。汉代王充的《论衡·订鬼篇》说：“《山海经》又曰：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
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按：此
句《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海外经》作‘若害人之鬼，以苇索缚之，射以桃弧，投虎食
也’）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有
形，故执以食虎。”这就是后世“桃板”、“桃符”的来源：桃木板上画着神荼、郁垒两位门神
（“符”）。梁代宗懔（ｌǐｎ）的《荆楚岁时记》载大年初一“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②。宋人王
安石《元日》诗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ｔóｎɡ）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新桃”就是新的桃木板，上面贴着新画的门神。

除门神与虎外，《汉书·西域传》还介绍了一种叫“桃拔”的辟邪神兽。此外还有桃
印，作用跟桃符相似。《后汉书·礼仪志》说：“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
万物不楙（茂），以桃印……施门户。”这条资料告诉我们：桃的除病镇痛的药用价值又和
阴阳五行中的“阳气”联合起来镇阴辟邪了。在今天的河南周口农村，如果家中有病人，
则在日落之时将桃枝插在门口，其作用恐怕也是想在阴气（夜气）来临之际，通过桃枝继
续得到“阳气”的护持。上文所说的度朔之山的大桃树就是阴阳两界的分界树，或者说就
是保护阳界生灵的大屏障。万鬼可以从“鬼门”也就是桃枝的东北角进入阴界，如果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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