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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媳變物故事研究* 

李道和 

雲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摘要 

「逆媳變物」故事，是我們為不孝兒媳以非常食材為公婆製作惡食，或穿

戴神仙所留特殊衣物，進而變為動物身形之類民間故事所擬的故事類型。相關

研究尚處類型索引編制和例文列舉階段。本文通過收集中國古籍記載 29 例，漢

族口傳 71 例，少數民族 18 例，發現該型在古今之間、南北之間、多民族之間

廣泛流傳，同時與「兩個兒媳」、「姑惡（鳥）」等型故事存在交叉現象。故事主

要通過雷震或神罰表達勸世主題，是佛教信仰與儒道思想、民間俗信相互融合，

而形成的一種在民間文學、古代志怪、敦煌文學、現代小說等中並存的文學文

化現象。 

關鍵字：逆媳、公婆、雷震、蠐螬、佛教、道教

                                                      
* 本文爲 2011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古代文言小說的故事學研究》（批准號：11BZW076）
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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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 Story of the Unfilial 

Daughter-in-Law Metamorphoses into Animal 

Dao-He Li* 

Abstract 

The story type "the unfilial daughter-in-law metamorphoses into animal"were 

made to describe the folk story involves each of the 2 plots, in the first one, 

daughter-in-law cooking unsanitary food, inedible insects or poison for her 

parent-in-law, and in the second one, daughter-in-law trying to wear special clothes 

left from celestial being .The ending of these stories are all point to metamorphoses. 

The correlational studies are still at stage of compiling type index and sample text list. 

In this article, there are 29 related stories collected from ancient Chinese books, 71 

examples gathered from oral tales of Han nationality and 18 stories found from 

minority. From those examples, we found the story type has spread widely among 

nationalities from south to north in ancient and modern, which has the cross 

phenomenon with the type of Two daughters-in-law and Crake Bird. The story 

mainly expressed a topic of exhortation by thunder shocking or divine punishment, 

which was a phenomenon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at coexisted in folk 

literatures ,ancient weird stories, Dunhuang literatures and modern fictions .This 

                                                      
*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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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ype is caus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m, Confucianist and Taoist 

ideology and folk beliefs. 

Keywords: The Unfilial Daughter-in-law; parents-in-law; Thunder shocking; Grub; 
Buddhism;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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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逆媳變物」故事，是我們針對不孝兒媳以非常食材為公婆製作惡食，或穿

戴神仙所留特殊衣物，進而變為動物身形之類民間故事所擬的一種故事類型。

前人講述故事、擬作故事題名或編制故事索引時，指稱人事或有「惡媳」、「惡

婦」、「孽媳」、「惡報」字樣，類名也不免以偏概全，今從孝順、忤逆角度

改擬此名。故事一般講述：兒媳用不潔穢物或非常昆蟲等為公婆（往往目盲）

做食，甚至摻和毒藥欲害其命，其忤逆行為遭致神仙懲罰，如雷龍震劈，或因

穿戴神仙（往往化身為要飯者）所留衣物，而變身為異物，如犬、牛、豬、龜、

驢、飛鳥、爬蟲等動物（偶見植物）。其中，惡食、穿衣、變物是最重要的三

個母題，表達了忤逆行為和化身異物的因果關聯，以及由人變物的途徑方式。

針對該故事類型，目前學界尚無專題討論，值得梳理分析。 

相關研究基本處於類型索引編制和例文列舉階段。艾伯華《中國民間故事

類型》列有83號「鳥的來歷Ⅱ」型，母題中有「因自己的過錯而被殺死的人變

成了鳥」，所列例文出處之c、d屬我們所謂逆媳變物型，共2例（頁141-142）
1。金榮

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列779D.1「惡媳變為鳥」型，古籍1例，口傳11例；又

列779D.2「惡媳變為龜」型，口傳10例（另安徽2例被我們排除，此節諸家例文

數目均僅限於本文擬定該型故事），兩型合計22例（頁541-543）。祁連休《中國古代

民間故事類型研究》列「蠐螬炙型」，古籍3例；「逆婦惡報型」，古籍14例，口

傳12例，兩型合計29例（頁297-298、596-602）。胡萬川《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列903C*①

「婆婆與惡媳」型，臺灣5例（頁172-173）。顧希佳《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長編》，魏晉

                                                      
1 按，本文引用文獻，僅隨文夾注頁碼，版本情況見文末《引用文獻》，出處頁碼已見表格的故

事文本，不再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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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卷列2例（頁141-142），《隋唐五代卷》2例，口傳3例（頁80、332），《宋元卷》3例（頁

254、461-462），《明代卷》3例（頁33、87、190），《清代卷》4例，口傳3例（頁102-103、150、319、716-717），

合計20例。又顧氏《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列13例，口傳4例（頁120-121），合計

17例，大致與《長編》相同。相對而言，祁連休、顧希佳收古籍文本較多，金

榮華收口傳文本較多，當然，這些文本數量往往具有索引性質，不可能詳盡列

舉，實際文本數量遠不止此，還可廣收博采。 

在前人基礎上，我們從古籍文獻和口傳記錄中，收集到「逆媳變物」故事

的大量異文。目前可以知道，古籍共記載 29 例，漢族口傳 71 例2，少數民族

18 例，其他還有與別型交叉或僅含部分母題的口傳例文 17 例（未全列知見文

本）。這 135 例文本大體情況已作成《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下分古籍、

漢族、少數民族、交叉四類情形，附于文末3。 

我們所謂「逆媳變物」故事，首先著眼於原因方面的製作惡食（90 例）、

途徑方面的穿戴神仙所給衣物（56），及結果變物（110）這三個母題，這是較

為標凖的形式；其次考慮雷霆震死母題（31），則略有放寬。漢族、少數民族

口傳二表全屬變物結果，交叉一表著眼惡食而沒有變物結局，古籍一表顧及古

代文本的重要性，並列有未變物者 8 例，其中無結果 2 例、震死 5 例、瘋癲 1

例。所以，在較為嚴格的標凖下，目前知見典型異文有 110 例，將標凖稍微放

寬即加上古籍 8 例（仍不計交叉類）則至少有 118 例，這是我們統計分析的基

                                                      
2 按，豫東北長垣縣《口媳婦變驢》稱，「那還是清朝的事」，但不知其古籍所出；又《人獸之

變‧逆婦變犬》之黃岩婦事，疑亦出古籍，現今均仍歸入口傳文本。 

3 按，關於表格排列順序，古籍部分純以時間爲序，漢族口傳解放前以採集發表時間爲序，解

放後以地區爲序，考慮到古籍始載江蘇事，故從江蘇沿海北上，北方結束後從河南南下皖、

滬，經華東、華南、中南，轉至西南，略呈「Л」形；少數民族部分同族併列，先北後南，

終於西南，略呈「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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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數。對我們而言，比文本收集更為重要的是，還需對同一文本不同文獻的

源流先後加以分辨（已於表格中以①、②……⑤表示同一文本之文獻源流），特

別是需要根據大量異文作傳承梳理和內涵闡釋：主要涉及故事傳承、情節母題、

人物角色、勸世主題、文化內涵等。 

二、文本記錄及故事流傳 

從文本收集看，「逆媳變物」故事是一個在古今之間、南北之間、多民族

之間廣泛流傳的故事類型。 

從古今時代看，在成書於東晉末的祖台之《志怪》中，該型故事得到最早

記錄，述三國吳廣陵郡（今蘇中揚州市）盛彥（或作盛沖、盛仲）婢妾以蠐螬

食母事。《志怪》此條被《法苑珠林》、《太平御覽》、宛委山堂本《說郛》

等類書雜纂引用，故事也因此隨著這些大型類書而廣泛流傳。其事又被作為實

事載入正史《晉書‧孝友‧盛彥傳》，進而《晉書》又為啟蒙類書《蒙求集注》

卷下轉引，《白氏六帖》不注出處，然其文字顯然出自《晉書》；明胡應麟輯

舊本兩晉間幹寶《搜神記》又刪取《晉書》而混入（參《新輯搜神記》舊本疑目偽目辨正，頁 662），

則又可借著名志怪《搜神記》而流傳。此外，該故事又被多種史傳、地志、醫

書等載入，憑藉各種文獻記錄產生極大影響，這可能是整個該型故事層出不窮、

源遠流長在文獻方面的一個原因。 

其後中經唐宋明清，文獻記錄增多，尤其是唐宋小說、明清雜著，地點則

以蘇（7）為多（或有誤算，後同），贛（4）及豫、魯（3）次之，其他為閩、

浙（2）及冀、皖、晉、甯、甘、陝、湘、滬（1）。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小說，

初唐唐臨《冥報記》有隋河南人婦事：以蚯蚓食姑而致雷震，「易其頭為白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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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其事不僅上續晉世志怪，而且亦被唐宋後類書如《法苑珠林》、《太平

廣記》等引載，或為初唐竇維鋈《廣古今五行記》續載。由於祖氏《志怪》盛

彥婢並未變成動物，《冥報記》狗頭婦事反而成為逆媳變物故事最早的標凖文

本。此外，唐代小說記錄該型故事還有敦煌《孝子傳》向生妻事，更重要的是

還有晚唐李伉（舊題李冗）《獨異志》「狗頭新婦」事，被宋後諸書轉載，影

響頗大。《獨異志》不僅承繼《冥報記》，而且共同構成現當代大量「狗頭媳

婦」口傳故事的古籍源頭。至於南宋《夷堅志》丙志卷八謝七嫂事，也為諸書

轉載，更成為現當代口傳中「穿衣變物」母題的最早源頭。 

明清時代，該型故事在各種雜著中得到最多記錄，直至晚清《點石齋畫報》

禦集《逆婦變龜》、貞集《雷埋逆婦》亦有登載。前則繪製發行於光緒二十一

年乙未（1895）二月上旬4，後則時在二十四年戊戌（1898）五月下旬，是該型

故事在古代範圍內的最晚記錄，故事發生地一在昆山（今蘇東南昆山市），一

在新建（贛中南昌市轄區）。《點石齋畫報》是中國早期影響最大的新聞畫報，

作為上海《申報》副刊（附刊）隨報附送，逆婦變龜、震殺的故事也當憑藉新

媒體而流傳甚廣。畫報首次出現該型故事的變龜母題，這或許是口傳故事中較

多出現同樣情節的源頭和原因。 

近現代的記錄或編創似以上海《好白相》旬刊 1914 年第 1 期所載均一所作

醒世小說《逆婦變犬》山東事為最早5。1916 年上海《小說新報》第 11 期載許

                                                      
4 按，大可堂本目錄把第 12 冊之光緒甲午、乙未換算爲 1896、1897 年，導致與第 13 冊之乙未、

丙申公元年重疊，實誤。畫報爲旬報，農曆逢六出刊，可推斷本則《逆婦變龜》時間爲乙未

（1895）二月十六日。 

5 按，《好白相》爲民國初年上海旬刊，陳耕漁、嵇中散創辦於 1914 年 8 月，登載小說（《鄭逸

梅選集》，卷 6，頁 418-419）。《逆婦變犬》即發表於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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廑父《淸風明月廬筆記‧金氏婦》，大約是當年浙江故事6。而更具象徵意義的

是，該報 1919 年第 12 期發表署名了生的《了生筆記‧逆婦變龜》，同樣的題

名及毒姑、化龜情節，均似承續《點石齋畫報》，似乎暗示該型故事從晚清到

近現代連續傳承。 

跟古籍文本在古代被不斷轉錄近似，近現代出現了民間故事選集，如 20

世紀 30 年代林蘭編《鳥的故事》、《三個願望》，前書所收倪懋芬《罰吃螞蝗

的苦啊》、鐘敬文《苦難鳥》就是艾伯華所舉 c、d 二例。再後李浩《民間故事

新集》、嚴殊炎《民間傳說》亦有收錄，這都增加了傳播途徑。但近現代還有

一種更新也更為重要的途徑是古代所缺乏的，恰如晚清《點石齋畫報》作為《申

報》副刊隨報附送一樣，近現代作為新媒體的多種報刊，大大促進了該型故事

的傳播。除上述《好白相》、《小說新報》外，1924 年《勸善雜誌》第 4 期載

金檢廷《逆婦變犬》，1925 年《語絲》第 40 期載君韶《苦哇鳥的故事》。後

者或是現代最早的「苦哇鳥」文本，文中說作者故鄉曾出文天祥，則故事當流

傳于贛西南吉安市；又可能對較多當代相似口傳文本產生影響，如 1936 年《民

俗》復刊號即有同類故事。1926 年蘇州慈善組織刊物《蘇城隱貧會旬刊》登載

過三個清代故事，與之類似的是 1933 年《慈善彙報叢刊》第一編《果報述聞》

載《逆婦忽變狗頭之駭聞》。1947 年廣東臺山《新寧雜誌》（中國第一種僑刊）

所登瓊東南陵水縣媳婦變牛事，似乎是「真實的」新聞。總之，作為新興的文

學社團、學術協會或民間組織及其報刊，以及與之相關聯同樣新生的組織成員

及報刊讀者，都使故事能夠藉以在廣闊的地區和眾多的人群間，得到較諸偶然

見聞更為有效的傳播。跟古籍記錄稍有不同，近現代的文本或有社會文化刺激

                                                      
6 按，作者名原署一厂，乃其字，許氏又字棄疾，浙江蕭山人，著述頗豐，「什九是稗官家言」

（《鄭逸梅選集》，卷 2，頁 199-201）。《淸風明月廬筆記》多記蕭山、山陰等浙地事，疑金氏

婦事亦在浙地，文末又云「此今年六月間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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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如記錄、創作、編輯故事以開發民智、勸人警世的社會思潮，或一些

名流如周作人發表《鳥聲》、《姑惡詩話》或主編《語絲》等，但總體上仍然

是零星地收錄。 

解放後的當代是該型故事得到最多搜集整理的時期。同其他民間故事一

樣，該型故事的大規模搜集整理是在解放後，這時是政府文化政策起了決定作

用。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也偶見與此型故事密切

相關者，如 1959 年 9 月搜集於黔西北威寧縣苗族的《虐待婆婆的媳婦》（口傳

文本首見時詳指流傳地，再見時從略），或 1962 年桂西北環江縣毛南族的《月

變》、1963 年湘西花垣縣苗族《壞媳婦》。至於規模龐大、操作規範的民間文

學採錄工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則實施於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筆者收集

的口傳記錄文本一般來自當時各地或全國的民間故事集成之內部資料本，或是

其後故事集成、選集、全集、全書之類公開出版物，資料本一般沒有再印，公

開出版物則延伸至 2011 年。至於更為重要的採錄時間，除了 80 年代外，則以

2006 年最晚，如冀中高碑店市《媳婦變牛的故事》在 2006 年採錄于方官鎮，

冀東北承德市《狗頭人身的媳婦》在 2006 年 9 月採錄於甲山鄉，說明這種故事

仍在當今時代流傳。總體上看，當代應該是逆媳變物故事流傳最廣、搜集最多

的時期。 

再從古今文本的地區分佈看該型故事的流傳。除了個別文本不知流傳地

外，目前我們沒有看到北京7、天津、四川、西藏、澳門的文本資料，而其他省

區皆有記錄。其中，以豫（17）最多，其後依次為蘇（11），湘（10），贛（9），

                                                      
7 按，京東北密雲縣有《沒好心的兒媳婦》，兒媳虐待婆婆，被雷震變爲豬，但沒有兒媳爲公婆

製作惡食或穿戴特殊衣物的母題，我們暫未列入（參見鄭國華搜集整理文本，《密雲民間文學

集成》，密雲縣文化館民間文學集成編輯組 1988 年 5 月編印，頁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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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8），魯、滇（6），遼、皖（4），冀、晉、陝、滬、鄂、閩、粵、桂（3），

甯、蒙、瓊、渝（2），黑、吉、甘、青、疆、台、港、黔（1）。河南最多的原

因一是古籍影響，《冥報記》、敦煌《孝子傳》、《獨異志》均記河南事，往往還

被後世文獻轉錄，二是河南民間文學採錄資料較易看到（僅就筆者知見情況言，

並不意味著其他地區流傳較少）。江蘇文本數在古籍中就已過半達 7 例。這種古

今文獻資料豐富的因素也可解釋江西、山東文本較多的原因，至於湘、浙、滇、

遼等地可能更多地是由於田野資料豐厚造成的。若以秦淮為界，南方（75）比

北方（45）要多出 4 成（蘇、皖歸南）；再結合古籍始載江蘇事，該型故事可能

起源於南方，當然也不排除源出中原河南的可能性。且不必細究地區差異，只

從缺乏資料的幾個省區看，其所占地域面積並不大，所以該型故事在中國域內

流傳廣泛，幾乎遍及全國是可以肯定的。 

再從民族身份看，當然是漢族流傳最多。除少數民族 18 例外，其餘大體屬

於漢族所傳。少數民族則有滿、蒙、達斡爾、回、土家、苗、毛南、仡佬、壯、

傈僳、普米族等族，湘南江華縣《孽媳變牛》因其出自《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

南卷·江華瑤族自治縣資料本》而暫擬為瑤族。總體上看，逆媳變物故事確實在

古今之間、南北之間、多民族之間流傳廣遠。 

從故事情節的異同方面也可看出該型故事傳承廣泛的特點。如豫西南社旗

縣與魯西南滕州均有同題《花頭娘》，僅有用楝花（楝葉）、蜂糖（蜂蜜）烙饃

（烙餅）及丈夫名王藝發（王藝富）這些可以忽略的差異，前者是根據回憶記錄，

可能從別處聽來，非必原出本地。再如豫西南南召縣《烏龜的來歷》與同縣《可

惡媳婦變烏龜》在情節上多有相似，前者說毒藥餃子，後者說毒藥包饃，後者

沒有明確要飯婆婆是觀音，但提到故事發生於石門鄉，前文任崇華搜集，後文

劉雲記錄整理。與此類似，渝中東豐都縣《惡媳變烏龜》、《烏龜的來歷》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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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節、文字大同，惟在擬用砒霜毒死婆婆上，前者說做麵團，後者說做肉丸；

在穿討飯婆婆所留衣物上，前者為花領褂，後者為花背褂；前文為楊炳文根據

回憶記錄，後文為蘭朝權等搜集整理。 

更令人驚奇的是，豐都的這兩個文本又與上述南召《烏龜的來歷》，甚至豫

東北清豐縣《烏龜的由來》（羅曉霞講述，1987 年採錄）、鄂東南蘄春縣《烏龜

的由來》（葉氏婆婆講述，1981 年鄭伯成採錄），幾乎是同一文本的絶似異文，

文題亦同。除了豐都說螺螄當肉、砒霜麵團（肉丸）、穿花領褂（花背褂），南

召說蚯蚓當肉、毒藥餃子、穿花領褂，清豐說蚯蚓當肉、砒霜餃子、穿花領褂，

蘄春說蚯蚓當肉、砒霜發粑、穿花領褂外，其他情節乃至言語文字基本相同。

其中最能讓人注意到其間絶似關係的，是兒媳對公婆的咒駡： 

「你這老不死的！侍候狗，狗看門；侍候雞，雞打鳴，侍候你這瞎眼婆婆

子，光吃不做還找事！」（南召縣《烏龜的來歷》） 

「你這老不死的！侍候狗，狗守門；侍候雞，雞下蛋；侍候你這瞎眼老婆

子，光吃不做還找事！」（清豐縣《烏龜的由來》） 

「你這老不死的！侍候狗，狗守門；侍候雞，雞司晨；侍候你這瞎眼婆子，

光吃不做還拉橫！」（蘄春縣《烏龜的由來》。編者注：拉橫：方言，說話不講理。） 

「你這個老不死的，侍候狗，狗照門；侍候雞，雞還下蛋；侍候你這個瞎

眼婆子，光吃不做。」（豐都縣《惡媳變烏龜》） 

「你這個老不死的，侍候狗，狗守門；侍候雞，雞還下蛋。侍候你這個瞎

眼睛老婆子，光吃不做，有什麼好？」（豐都縣《烏龜的來歷》） 

其中或以蘄春文本富有韻律感，惟「司晨」似不若「打鳴」具有口語特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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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語言地區差異當不如情節母題相同更為重要，這種現象也讓人思考

這種咒駡之詞是否已成為程式套語？如果不考慮這類極度相似的言語，那麼也

還可以說豫東南平輿縣《烏龜的由來》、沈丘縣《惡媳婦變烏龜》，也與上述文

本在很多主要母題上相似。此外，該型故事還有令人不解的類同情形，如同題

（上述絶似文本也往往在解釋烏龜來歷意義上同題）《媳婦變牛的故事》，竟然一

個流傳於湘西及黔東北松桃縣，一個流傳于冀中高碑店市，雖然採錄者各別，

但題名、情節、文字幾乎相同，只是前者稍較原始。這又讓人思考相關故事的

確切來源、採錄方式、傳播途徑及講述者的記憶等諸多問題。 

再擴大範圍看，該型故事還可能與其他類型故事相似交叉，這是我們附列

母題交叉表的原因。此表與前面三表的突出區別在於兒媳沒有變物，但仍然是

製作非常食物，也往往有公婆目盲、雷震兒媳母題，結局除了被雷劈死外，大

多因做毛毛蟲食物而被蟲叮身或咬死。除了與「逆媳變物」故事相關以外，交

叉表中的舉例故事可能還與其他多種類型存在傳承關係。一是「兩個兒媳」型，

一媳孝順公婆，儘管食物最初被汙，但經精心洗滌，兒媳得到神靈所賜金銀；

另外一媳意在得到神賜，故意污染食物，遭到懲治。金榮華列為 779D「天雷奬

善懲惡媳」型，列文本 30 例（頁 539-541），胡萬川稱作「天雷打惡媳」，列 9 例（頁 141-143）。

其中妄想得到金銀的逆媳是假孝，故意污染食物，較諸變物逆媳專門製作惡食

的忤逆程度較輕。二是「愛娘憎姑」型，兒媳對公婆不孝，但深愛親娘，以美

食奉娘，惡食待姑，回娘家時空中飄下條幅，娘家人知道雷神要懲罰她，叫她

返回婆家背公婆，以免雷震。「逆媳變物」一型中，逆媳製作兩種食物分別給予

娘姑的文本亦多。三是前妻生子女遭後母迫害變成動物，金榮華列有 720A「兄

妹鳥」型，列 11 例（頁 487-488）。與「逆媳變物」型相似的變龜、變鳥（苦哇鳥）

故事中，就有很多屬後母迫害類型。四是「姑惡（鳥）」型，兒媳遭惡姑迫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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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鳥（參後文），此型與逆媳變物故事正好相反。 

統觀「逆媳變物」型故事，可以發現不僅其內部情節大體雷同，而且在外

部跟其他類型也存在交叉相似之處，這是同型故事往往輾轉流傳、來源複雜，

以及此型與彼型間經過交叉藉用造成似曾相識、既合又分的常見現象。但這些

雷同相似反而從總體上增加了該型故事流傳的數量，多種類型的交叉中或許還

有該型故事的影響在，這都從側面反映出該型故事流傳廣泛的基本特徵。 

三、製作惡食與變身異物母題 

表面上看，「逆媳變物」故事簡單、膚淺，不過是一個虐待公婆遭致報應的

濫俗故事，在反對傳統禮教、主張女性權利的現當代人看來，也大體是胡編出

來欺世誑人，無甚高論，不值矚目。但細究下來，現實生活中也不是沒有忤逆

兒媳，這種故事也還有一定的教育意義，至少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簡單的情

節中也還有可以討論的母題。 

（一）非常食物 

逆媳變物故事最為突出的變物起因，或是駭人耳目的情節，就是兒媳以不

潔穢物或非常昆蟲等為公婆（往往目盲）製作惡食8，甚至摻和毒藥欲害其命，

因而這些非常惡食母題是需要首先關注的。 

1. 穢物：食物的不潔性 

據我們收集的文本粗略統計，存在不潔穢物母題的文本有 27 例，占全部文

                                                      
8 按，在收集文本中似只有《太上寶筏圖說》之甌郡事，是兒媳將牛馬糞拌入公爹所食菸草中，

不是一般食物，但也是吸食材料，公爹亦「吸出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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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數的比例近 23%（統計以 118 例為基數，後同）。穢物包括人、畜便溺的尿、

糞，甚至糞中蛆蟲，兒媳的逆行是在食物中摻和穢物，甚至是逼迫吃食穢物。

極端例子如《見聞隨筆‧逆婦顯報》說，兒媳「勒其姑吃矢」；浙東寧波《人

頭換狗頭》：「把人屙倒在破盆裡逼阿婆吃」，人屙就是人糞；粵中南江門市

《烏龜衫》：「媳婦端來一碗雞屎，硬逼婆婆吃」。在其他食材中也存在不潔性，

昆蟲母題也與不潔穢物相關，因為昆蟲的生存環境往往骯髒，如沈丘縣《惡媳

婦變烏龜》說當肉的曲鱔（一作出串，即蚯蚓）是從「糞坑裡刨出來」的。 

表面上看，最早記錄此種母題的似乎是敦煌本《孝子傳》，稱新婦「取豬

糞和食與飡」，實際上穢物母題在該型故事最早文本祖台之《志怪》中已經暗

含。雖然《志怪》說婢妾以蠐螬做食而母目開明，似乎蠐螬（金龜子幼蟲）是

復明的原因（參後文），但必須注意蠐螬其實也是穢物。《爾雅‧釋蟲》：「蟦

蠐，螬。」晉郭璞注：「在糞土中。」宋邢昺疏：「其在糞土中者名蟦蠐，又

名蠐螬。」（頁 2639c）在糞土中的蠐螬當然也成了不潔穢物。《聊齋志異》餺飥中

摻雜的蜣蜋也與此差不多，《爾雅‧釋蟲》：「蛣蜣，蜣蜋。」郭注：「黑甲

蟲，噉糞土。」邢疏：「蛣蜣，一名蜣螂。黑甲，翅在甲下，噉糞土，喜取糞

作丸而轉之，《莊子》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是也。」（頁 2638c）蜣蜋也即俗稱的屎

殼郎。《本草綱目》卷四一甚至說蜣蜋、蠐螬同種：「葢蜣蜋、蜉蝣、腹蜟、

天牛，皆蠐螬蠹蠍所化，此亦蜣蜋之一種。」（頁 1322b）所以蠐螬、蜣蜋更多地代

表著不乾淨，從這個角度說，《耳談類增》金氏婦在食物中所拌「糞蟲」可能

即指出於糞堆之蟲，承德《狗頭人身的媳婦》之狗剩食也該是不潔食物。不潔

穢物具有濃烈的氣味，混入食材或徑直當成食物，必然引起公婆的注意，導致

逆行敗露。 

2. 毒藥：食物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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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收集的文本中，包涵毒藥母題的文本數量、比例與上述不潔母題相

同。如果說不潔穢物讓人觸目驚心，那麼毒藥該是駭人聽聞了。毒藥母題最早

的或是明萬曆間張掖地區《仙姑寶卷》：「婦人起了不良心，安排毒藥害娘親」，

「把毒藥，和在餅內」。古代文獻所記有 4 例均是毒藥烙餅，1 例為毒飯團，口

傳文本兒媳所做有毒食物既有毒餅，也還有飯、饅頭、包子、包饃、餃子、丸

子、米湯、壽麵、麵團、發粑、泡粑，甚至毒樹皮泡「醋」，不一而足。毒藥

如果被指明，則往往是砒霜或鼠藥，二者實際相關，《點石齋畫報》即云毒鼠

藥「中有砒」。毒藥的威力似乎僅僅在《後聊齋志異》中有說明：有犬食之，

「登時毛骨酥然，孔血駢流」。 

此外，贛中進賢縣《苦哇鳥》說兒媳用蚯蚓當面條，是因為聽說「人吃了

蚯蚓會死」，她顯然是把蚯蚓當毒藥了。《宣室志》卷一也有蚯蚓殺人事：唐

時長沙有民，「為蚯蚓螫其臂」，醫者稱「此受毒之甚者」，其人竟卒（頁 2-3）。

前述豫西南社旗縣與魯西南滕州均有同題《花頭娘》，說楝葉、楝花在與蜂蜜

混合後也具有毒性，是兒媳從戲劇中得知的惡毒方法。陝中西安市臨潼區《黃

鸝鳥》述，兒媳孝順公婆，但婆婆吃蜜糖荷包蛋時，楝樹花落入碗中，中毒而

死，兒媳為了證明並非自己害死婆婆，亦依法吃食，死後變成黃鸝鳥（《中國民間故事集

成》，陝西卷，頁 323-324），此一故事也不排除是逆媳變物故事的變異文本。 

下毒惡計有實施于公婆生日之際者，見於口傳文本。如前述南召、清豐、

蘄春、豐都縣或平輿、沈丘縣關於烏龜來源的諸文本都說，想在婆婆生日時用

加毒食物毒死她，再如浙中義烏《烏龜的由來》、黔北道真縣仡佬族《烏龜的

來歷》亦然。《太上寶筏圖說》（即《太上感應篇圖說》）中，甌郡三個兒媳

也在公爹壽辰上說，「該打一千」，「該打無數」，「合該打死」。生日毒殺

公姑的母題讓人聯想到棄老故事或食人傳說中拋棄、殺食老人的特殊時間也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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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在生日尤其是年滿六十歲之際，壽辰也是死期，祝壽也是送終，「花甲宴」

也是「花甲葬」（參《中國古代食人風俗研究》，頁 121-125，207，314-315）。 

3. 非常昆蟲：食物的冒替 

據我們收集的文本粗略統計，存在非常昆蟲母題的文本有蚯蚓（26）、螞

蝗（5，1 例作螞蟥）、蠐螬（3）、螺螄（2），此外尚有青蛙、蜣蜋、水蛭（1），

共 39 例，占 33%。 

非常昆蟲母題最明顯的用意是對美食的冒名頂替。故事往往敘述兒子為母

親割肉，或是兒子從外地寄回或托人帶來補品，兒媳自己享用後，以昆蟲代替

冒充。最常見的是當肉，此外還有充當雞蛋、海參等補品。這在肉食、滋補品

較為缺乏的時代，用便捷、低廉、不潔甚至人所不食的非常昆蟲冒替美食佳餚，

是忤逆兒媳最有可能的選擇。 

既可當肉亦可當面條的是蚯蚓，此一母題最多，在昆蟲中占 65%。蚯蚓母

題最早見於初唐《冥報記》，河南民婦「切蚯蚓為羮以食〔之〕，姑怪其味」9，

在其他故事中，蚯蚓的味道也基本是腥味。由於形狀近似，蚯蚓常被當作麵條、

饊子、米粉，由於質地近似，也被當作饃餡或徑直當肉，鄂中南荊門市沙市區

《苦哇鳥》之肉絲麵、皖中合肥市《苦哇鳥的傳說》之豬腸、閩西北將樂縣《布

穀鳥》之黃鱔似乎兼顧了形狀和質地，也可說明兒媳心意之機巧、奸詐。 

4. 藥用、食俗：做食的忤逆本質與意外功能 

兒媳使用各種非常食材為公婆製作惡食，這基本是其忤逆行為的直接顯

露，但食物的自然屬性、功能效用及其使用場合等尚需討論。 

                                                      
9 按，在《人獸之變·逆婦變犬》中，河南婦人被明確爲厲氏，或是出於爲人邪惡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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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食物藥用價值。兒媳使用的多種動植尤其是昆蟲食材甚至人畜穢物，

如果從醫藥角度看，也往往是藥物，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這在古代醫籍尤其

是《本草綱目》中多有記載。但很多食材一是兒媳沒有把它們作為為姑治病的

藥材使用，二是公婆也無實際的身體素質好轉，所以不必在意，但其中有蠐螬

一物需作分辨。 

在該型最早文本祖台之《志怪》中，婢妾為母蒸食或烤炙蠐螬，居然有「母

目霍然開明」的結果，這其實是蠐螬藥效的反映。宛委山堂本《說郛》在祖氏

《志怪錄》此條後接云：「《本草經》曰：蠐螬一名蟦齊，主治血瘴。」按，《本

草經》為南朝梁陶弘景撰《本草集經》，晉末祖台之不可能先引之，《說郛》當

緣《太平御覽》致誤，然《御覽》兩節間本有一小圓圈作隔，後人輯祖書乃合

併連書。蠐螬確實常被醫家用以治目，《普濟方》卷七八有「去翳障生血止痛方」：

「用蠐螬汁滴目中，及飴炙食之愈。」據其引述陳氏（宋建安陳抃）《經驗方》可知，

陳氏即綜合參考《晉書》盛彥母事及《孟子》（見《滕文公上》）陳仲子三咽螬食李而「目

有見」事，以及《本草》（陶弘景《本草集經》）「蠐螬汁滴目中去翳障」說，而後乃有自己

的醫療實踐： 

余在曲江，有將官以瞽離軍。因閱《晉書》見此，叅以《孟子》之言，證

以《本草》之說。呼其子俾，羞時而供，勿令父知，旬日後目明，趨庭伸

謝。因錄以濟眾。（頁 742-743） 

《本草綱目》卷四一亦引陳氏《經驗方》說（頁 1316cd）。跟《志怪》情事相似的是

《菽園雜記》所記明當塗邵氏母事，後者亦因兒媳所奉蠐螬炙而復明。但同樣是

蠐螬做食，《西湖二集》、《西湖拾遺》改編的《獨異志》酸棗俚婦事（原為食納

犬糞，《拾遺》又當據《二集》），卻沒有盲目復明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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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的改編既可讓人聯想到前述蠐螬實是穢物的實情，也提醒我們注意事

件的性質：蠐螬雖然是藥材可能使眼睛復明，但也是不宜入口的穢物，復明絶

非兒媳善意之舉，而純粹是其忤逆行徑的偶然結果。因為事件發生在「躬自侍

養」的丈夫「蹔行」之際，事後婢妾也如實「服承」，母子抱哭。《晉書》一系

似乎既強調前因：「（盛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旣疾久，至於

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也強調著仕途後果：母

目復明後，盛彥終於可以放心多次入仕。反觀捶撻、忿恨、伺機諸語及事件因

果，當然能夠體現出事件的惡毒忤逆本質。 

二是特殊食俗。兒媳所備食材主要是昆蟲大類，植物少見，除楝樹外，黔

東南丹寨縣苗族《惡婦石》的「牛包衣」也是植物，因為那是從「路邊的樹丫

上扯下」的。昆蟲食材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地方的特殊食俗。 

比如蚯蚓。該型故事有 26 例蚯蚓母題，這是否是某種食俗的體現？《太平

御覽》卷九四七引郭義恭（晉人）《廣志》曰：「閩越江北山間蠻夷，啖蚯蚓脯為

羞。」（頁 4203b）宛委山堂本《說郛》卷六一鄭熊《番禺雜記》10：「閩越江北山

間蠻〔獠〕啖蚯蚓脯為羞。容州人好食虀土，人以為諱，或云以蚯蚓為之。」（頁

2838b）《菽園雜記》卷三記，南京國子監祭酒劉俊「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

蚓子』」（頁 34）。值得注意的是，喜食蚯蚓的是閩越江北山間蠻民，北宋容州亦

在今桂東南玉林市容縣、北流、陸川一帶，則以蚯蚓做食之俗主要存在於閩越、

嶺南地區。 

實際上，喜食昆蟲的風俗確實主要流行於南方地區，雖然該型故事僅見臺

灣以青蛙湯充當牛肚湯 1 例，但此處不妨以至今尚存的青蛙食俗為例略說之。

                                                      
10 按，作者鄭熊，原誤題唐人，據《直齋書錄解題》卷八當爲北宋初人，攝南海主簿（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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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芬樓本《說郛》卷二宋（北宋）孫宗鑒《東皋雜錄》記，吳人「盛誇鼃味之

美」，但漢唐都城長安人亦食之（頁 36cd）。雖然南北古來皆食，但食蛙畢竟在南

方相對較盛。《墨客揮犀》卷六《食蛙》即稱，「浙人喜食蛙」，禁而不止，

「食蛙益甚」（頁 351）。《萍洲可談》卷二「南北食異」具有代表性： 

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

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紿其族人為鶉臘，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

［焰］少息。……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

炊熟破竹而食。（頁 137-138） 

所謂「蛤蚧」亦屬蛙即蛤蟆，《倦遊雜錄》云：「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

鱔，草蟲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蟆曰蛤蚧，皆常所食者。」（頁 83-84）閩、浙在東

南，湖、湘在中南，瓊管乃瓊州亦即今海南島，與嶺南皆屬今之華南，食材除

了青蛙，還有蛤蟆及各種「蠅蚋草蟲蚯蚓」。這些南方地區的昆蟲食俗顯然與

北方中州不同，故中州人有所謂「東南謗焰」加以嘲笑。 

在該型故事文本數目上，南方（75）比北方（45）要多出 4 成，具體到昆

蟲食材上，除 2 例地區不明外，南方（23）也比北方（14）多近 4 成。其中南

方除蚯蚓（13）、蠐螬（2）都比北方多 1 例，基本是在南方的則有螞蟥、螺絲、

青蛙、水蛭。當然這些數位似不能充分顯示南方較北方偏愛昆蟲食物，但古代

記錄及當今情形均顯示南方人更加喜食昆蟲。南方偏愛昆蟲，往往源於蠻民夷

人舊俗，儘管我們也不能在該型故事的少數民族文例中找到證明。大體上說，

無論古今南北存在哪些食俗差異，逆媳變物故事中的非常食材主要還是兒媳忤

逆行徑的體現，最多只能部分留存古代早期食俗的痕跡，不能因為食俗的影跡

掩蓋其做食行為的惡毒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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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蚯蚓、青蛙等昆蟲，還有 5 例胎衣母題可以討論。人胎 3 例，豬胎、

驢胎各 1 例：《見聞隨筆‧雷擊逆婦》說，寶應逆婦「以己生產胞衣當肉與姑

食」，這是我們見到的最早胞衣文本。口傳文本則如遼中鞍山市鐵東區《惡人

惡報》說，「用孩子的埋汰衣胞」包餃子；黑西北克山縣《驢的來歷》說，「把

老太太生孩子掉下的『衣』給老太太包餃子吃了」；鄂西北十堰市《雷公爺》

說，「用自己生小孩的胎衣煮熟給婆婆吃」；吉中南磐石縣《不孝順的媳婦》

說，用糞堆中豬胎胞做餃子；蒙西南阿拉善左旗蒙古族《虐待老母，活人變驢》

說，包子是「用驢胎盤做的餡」。 

雖然胎衣母題北方有 4 例，但吃食胎衣似乎也主要是一種南方風俗。《隋

書》卷八一載，流求國（今臺灣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頁 1824）。《倦遊

雜錄》又記嶺南俗：「桂州婦女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剪調之，

召至親者合宴，置酒以啖。若不預者，必致忿爭。」（頁 84）桂州即今桂林地區。

胎衣也是藥材，《本草綱目》卷五二專列「人胞」，具有多種藥效，且有本題

相關的「目赤生瞖」（白內障），但「昔人用者尤少」，近時乃用，「雖曰以

人補人」，「然以人食人」，不免犯禁；至於蠻俗食胞，與諸獸生子「自食其

衣」相同，「非人類也」（頁 1604cd-1605ad）。從李時珍的批評，我們也可以判斷兒

媳之用胎衣做食絶非順俗求醫，仍然是把胎衣當作穢物一般虐待公婆。磐石文

本中豬胎胞源出糞堆，十堰文本又說兒媳煮胎衣「汙了灶神爺」，就是胎衣屬

穢物之民間觀念的反映。 

（二）兒媳變物 

「逆媳變物」故事最重要的母題一是作為前因的非常食物，一是作為結果的

兒媳變物。粗略統計，兒媳（含極個別逆子）所變物種情況大體是：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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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22）、鳥（20）、龜（17）、豬（13）、驢（10）、飛蟲、羊、馬（2），

以及虎、蛇、棕、韭、蔥、蒜（1），變物數共 126 種，文本數 110 例（韭蔥蒜

合併 1 例，妯娌事或一文 3 物，延平妯娌甚至一事三文）。 

逆媳變物母題最早出現于初唐《冥報記》，「易其頭為白狗頭，言語不異」，

這是後世多種「狗頭媳婦」故事的源頭，接下來的晚唐《獨異志》即出現「狗

頭新婦」一詞：「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變牛母題源出南宋洪邁《夷堅志》，「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稍）

成牛」。變牛文本數遠超其他動物，《見聞隨筆‧人足牛》乃稱：「相傳元惡

大憝化牛者多」，「余恐此人當世世為牛」，更可能是因為牛替人辛苦勞作，

恰可被當作其曾經作孽的報應化身。變驢文本早見《穀山筆麈》，「化為一驢，

惟留一面兩乳」。如果不考慮明嘉靖時福建三妯娌事，純粹變豬的母題則始見

於《聊齋志異》，「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變龜母題來自《點石齋

畫報》，「僕地化為龜」，「漸縮漸小，方廣尺餘」。我們看到的變鳥文本似

以君韶《苦哇鳥的故事》為早，「『苦ㄨㄚ』一聲變作一隻禾雞飛去了」。除

了滬虹口區《棕棚的傳說》稱變成棕棚被人躺壓，或晉西南運城市《三個忤逆

媳婦》說她們變成割頭韭、剝皮蔥、搗泥蒜遭受割剝捶搗外，兒媳所變物種絶

大多數都是動物或半人半物的身形，這當然是由人與動物具有明顯比對連類特

性決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兒媳所變物種的生物特徵與其虐待公婆的忤逆行事往往互

為因果，敘事符合一定的事理邏輯。 

1. 不潔食物與變狗豬吃糞 

兒媳以不潔食物事姑，往往導致她自己後來變成豬狗尤其是變成狗頭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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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雖然敦煌《孝子傳》最早出現「豬糞和食」的不潔母題，而沒有變物結果，

但最早出現變狗母題的《冥報記》說，「婦切蚯蚓為羮」，「姑怪其味」，其

味當然是泥腥味，實際也是不潔食材的味道，當然更重要的是，兒媳被易為白

狗頭後，「時乞食於市」，乞食者一般不大顧及食物的潔淨。狗頭人乞討得食，

與承德市《狗頭人身的媳婦》所說「跟狗一樣吃狗食」差不多，基本是不潔食

物。不潔食物與狗之間的因果關係，至晚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中有所體現，

兒媳因以人糞裹餅，入關王廟化狗。除了這個北宋邢州李生金氏，《耳談類增》

又有解州金氏，因糞蟲拌食同樣變狗，同樣為關帝懲罰，或是後人把故事流傳

地置換為關羽崇拜最為盛行的解州。《淸風明月廬筆記》中又有近代阿祿妻，

同樣姓金氏，因人糞填充空肘，「婦首忽幻為犬形」，「嗥作狗叫」，「饑時

則往廁食人糞耳」。三個文本中古代二書不言狗食糞，其他層面皆似存在源流

關係。 

除了不言食糞的間接相關外，以不潔食物奉姑與變畜食糞的因果關係，在

故事中更有較多表現，直接關聯的文本有 11 例。其中，變豬文本 3 例，有 2

例屬古代事，《履園叢話》記，山東定陶農婦，「變為豬，入廁上食糞」，「終

日在汙穢中遊行，見人糞則食之」。這可能是以穢物奉姑最終自己變物吃糞的

最早文本，其後又有《見聞隨筆‧雷擊惡媳婦變豬》說，「婦變為豬」，「日

尋糞食」。只是豬吃糞似乎不如狗，後者更是其生物本性使然。直接關聯的變

狗文本有 8 例，主要見於現當代口傳，其中《太上寶筏圖說》是三妯娌變作牛

馬狗，「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鞍山《惡人惡報》中奉姑的胞衣餃子屬於特

殊的不潔食物。以穢物奉姑跟自食穢物的因果關聯也得到表述，蘇西北徐州市

豐縣《狗頭媳婦》用空中飄下黃綾文書表達事件因果：「只因媳婦不孝婆，用

屎給婆做油饃，拔她人頭換狗頭，罰她吃屎帶幹活。」還有清晰揭示其間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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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者，如《淸風明月廬筆記》作者許廑父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逆婦忽變狗頭之駭聞》作者程筱鵬說：「逆婦以狗待其姑，豈知自身眞變為狗！

此種現報，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天道好還，如是如是。」 

2. 昆蟲食物與變鳥啄蟲 

兒媳如果以非常昆蟲做食，則她自己有可能變作飛鳥啄吃昆蟲，有 12 例，

知見者均為口傳文本。由於最常見的是用蚯蚓做食，所以飛鳥啄食蚯蚓的亦最

多（7），其次是螞蝗（4）和害蟲（1）。進賢縣《苦哇鳥》說，刁婦用蚯蚓當

面條，天神罰她作黑鳥，「靠吃蚯蚓為生」。將樂縣《布穀鳥》說，兒媳用蚯

蚓當黃鱔，被太陽公罰作布穀鳥，「吃莊稼上的害蟲」。荊門沙市區《苦哇鳥》

說媳婦用蚯蚓當肉絲麵，變成鳥後「只吃田裡的蚯蚓」。桂西北環江縣壯族《鬼

唆鳥》說，兒媳炒螞蝗充當兒子寄回補品，變成鳥後「守在田垌裡專吃螞蝗，

自食其果」。 

3. 穿戴衣物與變身畜物 

跟因為食物的不潔、非常特點而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事理邏

輯不同，兒媳變為牛、驢畜牲或龜身等則採用了「以衣變形」的巫術邏輯。 

兒媳變牛母題最早見於《夷堅志》，對後世影響深遠。其書丙志卷八《謝

七嫂》記：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裡店民謝七妻，不孝于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

食則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有］遊僧

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

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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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

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卽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

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

四體，頭面□（稍）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 

這種通過穿戴衣物導致身體變形的母題，在後世特別常見，竟有 54 例，比

例近 46%。至於衣物種類則主要是各種衣衫、衣袍、領褂、簪子、髮夾、鞋帽

等，有時一個文本中並見衣服及其飾品，如滇東南文山州《媳婦變牛》有一件

衣服、兩隻銀簪、兩把金梳子、一雙手套、一對襪子、一把蚊刷。衣物母題往

往是以神仙賜留的方式徑直出現的，也有媳婦強求，或公婆誤穿、穿髒兒媳衣

服，而由神仙代賠，或是從商販買賠11，無論如何，兒媳穿戴以後竟然變成牲

畜。兒媳一般是為衣物的光鮮華麗吸引，但《見聞隨筆‧人足牛》郴州事中老

叟留衣，稱「可以禦寒，可以質錢」；《吳都法乘》江陰事中僧人留緇衣，稱

「著衣愈百疾，特為娘子留也」；均一《逆婦變犬》說穿其衣可「卻病延年」，

逆媳亦因其「花色鮮明，愛而服之」；合肥《惡媳變牛》中赤腳大仙稱，穿上

寶衣可以「既不冷又不餓」，均提到衣服的實用價值。 

帶來特殊衣物的基本是特殊人物，古代文本如《夷堅志》之遊僧、《仙姑

寶卷》之尼僧（仙姑）、《見聞隨筆》之募緣僧，口傳文本往往是乞討要飯的

婆婆（常常也是被逆媳逐出者）、老者、過路者、兒子朋友等。神仙或其化身

的出場是為了專門懲治逆媳，上述江陰事中僧人乞施時，「其鄰與之米不受」，

似乎專門要到逆媳家，強調的是神仙的「親臨」，緇衣也是「特為娘子留也」；

                                                      
11 按，《穀山筆麈》說，姑因廟禱，向媳「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巾與母，婦

取而裂之」。《見聞隨筆‧逆婦顯報》說，金山吳榮坡之妻，「誣其姑竊其汗巾」。但二書後文

均無穿衣甚至賠衣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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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泌陽縣《惡有惡報》特別交待「專送給」兒媳穿，「不要讓外人穿」。神

仙最常見的是觀音菩薩（13），還有王母娘娘，太白金星、玉皇大帝、盤古爺、

太陽公等，也有身份不明的神仙、仙姑、僧人、老道、老嫗、老叟等，達斡爾

族是其民族神恩都日，仡佬族是山神。除了神仙直接親臨，僧人、老道也與神

仙近似或是神仙的使者，而在民間信仰中，乞丐、老者也往往是神仙的化身，

學者指出乞丐往往是代表財神來訪，尤其是在新年之際（《隱喻世界的來訪者——中國民間財神信仰》，

頁 181-235）。所以神仙所留衣物，僧人所留袈裟，即使是探望者、過路者所留衣物，

顯然都是神仙所賜，具有神力，完全可以改變兒媳身形。 

通過穿戴衣物致使兒媳改變身形，顯然運用了巫術的相似律法則。人以衣

裝，衣形與身形具有明顯的相似性，正是這種相似性改變了兒媳的身形，使之

由人形變為獸身。比起植物來，牲畜動物跟人在形狀、性行方面相對接近，所

以穿衣變物全是動物（恰如圖騰一般為動物），如牲畜中的牛、驢、豬，或是

爬行動物中的烏龜，古籍文本幾乎都是牲畜，口傳文本則多見烏龜（始見於《點

石齋畫報》）。在動物顏色方面，衣物的顏色也與之相配，如花衣變烏龜，黃

衣變黃牛，黑衣變黑牛，青衫變青狗。滇西北蘭坪縣傈僳族《花母牛的來歷》

說，媳婦穿上「黑白相間的衣服」，就變成一頭「黑白花母牛」。《履園叢話》

說常熟婦變豬前所穿為「紅綾衫」，《北東園筆錄》以後的文本則改為「綠綾

衫」，或與各地豬毛色的白、黑有關。這些都在強調著衣物與身形的整體相似，

也還有局部的相似，如簪子、髮夾變為牛角，衣服絲線變成繩子，再變為烏龜

殼上的裂紋。 

當然也可以說，能夠變物的衣物具有某種神力魔法功能。晉西南垣曲縣《刁

媳婦變牛》唱：「衣服本是神人送，穿著容易脫著難。」這些神奇功能往往是

神仙告訴公婆的，如豫西南唐河縣《烏龜的來歷》中觀音說：「你把這件衣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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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媳婦，就能制服她。」克山縣《驢的來歷》中老道說：「我給你一件衣裳，只

要她穿上，就會現原形的。」達斡爾族《驢為啥「額——沃」叫》中神恩都日

說：「用圍裙懲治你那狠心的兒媳婦，讓她變成一頭驢，讓這頭驢來永世伺候你

吧！」高碑店市和湘黔苗族同題《媳婦變牛的故事》中白鬍子老者說：「拿回去

給媳婦穿上，她再也不會折磨你啦，還會變得很聽話哩！」滇西北寧蒗縣普米

族《擠牛奶的由來》中神仙說：「等她穿上時，你就去她背上拍一下，哇！哇！

哇！叫三聲，以後你家媳婦就會伺候你了。」咒語自然是催生神力魔法的巫術

工具。神仙賜留衣物，而且往往通過公婆轉送，其間是否存在公婆向兒媳贈送

衣物的風俗背景尚不可知，但絶然暗含的一種民間信仰是公婆就是神仙的化身

（參後文）。 

4. 鑒別物人的敘事處理 

讀者或聽眾顯然有個疑問：怎麼可以判斷那個非人的動物就是忤逆兒媳所

變？講述、記錄者主要採取了幾種敘事方法： 

一是半人半獸。如身首異形，較早的《冥報記》、《獨異志》是人身畜首，

如前書言河南婦人頭為白狗，「身衣如故」；而後世則多見人首畜身，如《碧

裡雜存》說龍岩妯娌「惟頭面不變」，《曠園雜誌》說山東婦著衣「變為虎皮，

但頭面猶存」。又如人手獸身，《吳都法乘》說江陰婦，「生毛角成老牸」，

「一手仍為人形」；《履園叢話》說常熟婦忽變成豬，「獨其前腳猶似人手」。

再如人足獸身，《聊齋志異》說丈夫尋妻，「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

始知為妻所化」；《見聞隨筆‧人足牛》說郴州逆子化為牛，「特足不變，意

天之留以示報也」。 

二是自證。通過已經變物的兒媳「現身說法」，以人物自述或畜作人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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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懺悔，讓人知道她乃因不孝而變身為物，這方面的例子較多。如最早的《冥

報記》說頭變白狗，但「身衣如故」，「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

孝姑，為天神所罰。」《夷堅續志》記狗「流涕自稱」：「我不合以穢物奉姑

不孝，忽入廟中化為狗矣！」《關帝聖跡圖志全集》改作狗「人言」云云，《耳

談類增》亦謂「有犬吠，至作人言」，「徧向人語」。《北東園筆錄》記常熟

婦變豬，「猶作人語」：「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但變豬以示人耳。」

又作豬叫，「獨其前腳猶手也」；《太上寶筏圖說》亦稱，「惟手足不變，尚

能言語」。此兩例是人獸同體、獸作人言的混合形式。 

三是他證。似乎《夷堅志》沒有著意物人的鑒別：「僧卽脫衣授之。婦反

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

漸遍四體，頭面□（稍）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尤其

是在兒媳「父母遽至」之際，很難鑒別眼前的「儼然全牛」就是自己的女兒，

但這一結果可由他人即兒媳的夫、姑旁證：她披衣後，「袈裟變為牛皮」，然

後一處生毛，漸滿四肢，頭面略成牛形，最後才全面化牛，其變化過程完全在

他人視線中發生，是可以向其父母證明的。《了生筆記‧逆婦變龜》說，湖塘

橋某甲妻忤逆，毒害翁姑，「丐者遺一女衣，翁媼亦未之見」，婦偶然見衣，

「訝為誰遺」，披著合體，其後雖然辭別翁姑入室，但翁姑亦絶不能知其衣為丐

者所遺。其後翁姑久不見婦，「遍搜杳然」： 

將出，聞剝啄聲，火之，一巨龜長可尺許，翁媼均大駭。念何來此大龜？

驚呼鄰人，男女畢集，共以為怪。甲適自城施施歸，眾暄語之，翁媼亦悉

述顚末，且偕往視。有走無常者，皇然奔入，曰：「汝家媳死矣，吾方見渠

於閻摩羅王處備受諸苦楚。渠甚悔不該忤逆。」因指龜而言：「適卽見渠變

是物也。」羣疑始釋，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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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兒媳變龜的異事有一個特殊的他證，正當群疑共怪之際，竟由走無常

者即活人暫到陰間作冥差者做出證明。在信仰佛教的民眾看來，這種往來幽明、

傳達神旨的證人遠比與兒媳對立的夫、姑更有說服力，沒有絲毫作偽嫌疑，更

能彰顯忤逆遭罰的勸世主題。 

四、主要人物角色 

「逆媳變物」故事中的人物主要是公婆、兒媳、神仙，此外也可能有公婆的

兒子或兒媳的丈夫，當然也還有作為事件見證的公眾，其中兒媳基本是與他人

對立的忤逆角色，而與她直接對立的是公婆。我們也選擇了個別例外，如《夷

堅志‧陳曾惡子》、《見聞隨筆‧人足牛》中的忤逆者（前者稱曾賤狗）均是

惡子，《太上寶筏圖說》是虐待公、姑而且主要是婿翁，滇西北福貢縣傈僳族

《變牛的媳婦》說兒媳虐待的是公公，泌陽縣《惡有惡報》說虐待嬸嬸，後者實

際是公婆的替身角色，豫東南新蔡縣《小倆口變驢》也說小倆口虐待父親、公

爹，且兒子、兒媳雙雙變驢，也與兒媳忤逆公婆的一般情況有別。在個別例外

情形中，人物對立關係當然會略有不同，我們的討論的對象只是故事的主要人

物公婆和兒媳。 

（一）公婆 

在故事中，公婆一般都是在丈夫去世後獨立艱苦育兒，但後來遭到兒媳的

虐待。在被虐待的原因中，年老體弱、光吃不做之類似乎是顯而易見也可不必

細究的，但其「目盲」卻是值得注意的母題。在我們收集的文本中，竟然有 57

例說到公婆目盲或是眼睛不好（眼睛花、眼睛麻）12，比例達 48%。公婆眼瞎

                                                      
12 按，《耳談類增·金氏變狗》說，解州金氏「欺夫瞽不見，常無禮於其姑」，目盲的是丈夫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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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年老造成，但在豫中新鄭市《惡媳婦變狗》中，竟是兒媳用滾水「燙瞎」

的；在黔東南丹寨縣苗族《惡婦石》中，又是兒媳將「鹽巴辣子水灌進婆婆的

眼睛裡」所致。在遭到兒媳虐待以後，公婆也可能不計前嫌，為兒媳免受懲罰

向神仙求情。 

1. 視覺與味覺 

目盲正可能是遭致兒媳虐待的誘因之一，由於視力衰退甚至缺失，所以兒

媳可以用蚯蚓騙她是麵條，用昆蟲當肉。魯西南汶上縣《不孝婦的故事》（之一）

中兒媳就想，「反正婆婆看不見，只要是給她吃餃子就行」，就做了「蟲子餃子」；

遼北西豐縣《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中兒媳悔過說，「婆母雙目失明怎麼騙她也

不知道，可老天爺不放過」。所以兒媳自然要抓住目盲特點加以利用，但她又忽

略了味覺問題，尤其是在食物中摻雜穢物的時候。除了祖台之《志怪》中的蠐

螬「王氏甚以為美」外，婆婆們往往都因為感覺味道有異，才特意留下食物等

待他人（往往是兒子）檢視。《獨異志》稱「覺有異氣」，《冥報記》云，「姑怪

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兒」，《夷堅續志》記，「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兒歸」。

當然也因為目盲者往往在味覺、嗅覺等其他方面感覺敏銳，導致逆行敗露。沈

丘縣《惡媳婦變烏龜》說：「瞎婆婆眼瞎，鼻子可不瞎，端著碗，一股泥腥味直

往鼻子裡鑽」。蘭坪傈僳族《花母牛的來歷》中婆婆就說：「我的眼睛瞎了，但

嗅覺還靈，覺得我吃的粑粑有股牛屎味，那簸箕裡還剩著幾塊。」蒙古族《虐

待老母，活人變驢》中公婆對兒媳說：如果不願意侍奉，盡可拿粗米黑面給我

充饑，「萬萬不該用那種骯髒的肉來欺騙我」，「我眼睛雖然瞎了，舌頭可還沒有

                                                                                                                                                  
翁姑。均一《逆婦變犬》先僅稱丈夫爲「瞽目少年」，但後文敘「母子服老道藥，病霍然愈，

雙目亦豁然開明」，似母目亦盲。無論如何，在敘事功能上，夫瞽與婆盲可以置換，都是因

他人目盲而放任自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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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到肚子裡」。這樣說來，汶上縣《不孝婦的故事》（之二）所謂「婆婆雙目失

明，根本不知道包子掉在了尿罐裡，便接過包子幾口吞下」，當是有違事理的敘

述，即使是「幾口吞下」的吃食方式，也不可能味同嚼蠟，除非老人同時喪失

了味覺、嗅覺功能。 

2. 目盲與復明 

在 57 例目盲中有 8 例復明，在說明原因的 5 例中，復明乃因藥效和神力。

除了我們已經討論過的藥效，神力也能使眼睛復明。桂西北隆林縣仡佬族《黑

牛媳婦與金瓜姑娘》則講，山神婆婆用水「給老寡婦洗眼睛」，「老寡婦瞎了多

年的雙眼復明瞭」！唐河縣《烏龜的來歷》更稱，南海觀音「袖子一甩，老太

婆的眼也睜開了，病也好了」。敦煌《孝子傳》說天雷懲罰向生妻，向母「再明」，

蘭坪傈僳族《花母牛的來歷》說神仙把媳婦變成牛後，「老阿媽的眼睛突然亮

了」，想必都是神力所致。除了藥效和神力，情緒激動也可能刺激眼睛復明，如

《志怪》說兒子「抱母慟哭」，《菽園雜記》乃明言，兒媳以蠐螬做食，其夫「見

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如平時」。夫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

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我們倒不妨從中體會盲目復明的多方面原

因。 

3. 為兒媳求情 

跟惡姑故事截然不同，在逆媳變物故事中，公婆是遭受虐待的對象，但在

神仙懲罰兒媳之際，公婆反而可能寬宏大量，不計前嫌，為兒媳求情免除、減

輕處罰。 

這方面的文例數目雖然不大，但也非偶見。《人獸之變‧逆婦變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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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兒媳為家庭頂樑柱，公婆甚至哀告「天寧禍我」，「願代婦死」。滬閘北

區《狗頭媳婦》說，兒媳向婆婆求饒，婆婆就對天祈禱，請菩薩饒恕她，兒媳

也改邪歸正。通過婆婆求情，兒媳從牛身復原為人的，還有湘西石門縣《惡媳

婦挨打》，婆婆為了減輕兒媳的痛苦，將抽打她的竹條日曬夜露使其糟爛易斷。

至於免遭雷公劈死，留下狗頭繼續存活的，則有徐州豐縣《狗頭媳婦》、遼中

瀋陽市《悔過的兒媳婦》、鞍山《惡人惡報》、滇東北魯甸縣《惡媳婦變狗》。

總體來看，公婆目盲遭害，「可老天爺不放過」，「天使婦以此醫我」，公婆

是受害者，卻還能寬容逆媳，這些似乎把公婆神化了，其實，在故事的三種人

物角色中，公婆也是神仙在家庭中的化身（參後文）。 

（二）兒媳 

故事中的兒媳基本是忤逆不孝、為非作歹的形像，但在故事的首、尾也非

必盡然，其忤逆核心在於以非人道的方式對待公姑，當然其遭遇背後亦似隱涵

別樣的意緒。 

1. 兒媳的孝逆轉變 

在故事中或在兒媳與公婆的現實關係中，兒媳的行為有時存在明顯的孝

順、忤逆的逆向轉變。一是由孝而逆，一般發生於故事開頭。大多數文本一般

都說兒媳生來嬌生慣養，或婚後遊手好閒、散漫懶惰，喜歡穿著打扮，甚至外

生姦情，所以內起嫌隙，對公婆不孝，甚至欲除之以為快。但也有約 5 例文本

說兒媳開始都還賢慧孝順，可時間一長卻變了。改變的原因主要是公婆長期生

病，或是光吃不做，不如雞狗，說長道短，講東講西等。 

二是由逆而孝，一般發生於故事結尾。大多數文本一般說兒媳變成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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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文本說到兒媳能夠改邪歸正，重新孝順婆婆。這往往是公婆向神仙求情

帶來的，當然更重要的是兒媳改變認知和行動的結果。石門縣《惡媳婦挨打》

就是兒媳改正的典型文例：她「把婆婆死不當人看」，故變為牛；婆婆向觀音求

情救她，又恢復人形，此後，「媳婦就再也不敢把婆婆不當人了」。滬閘北區《狗

頭媳婦》說，公婆求情後，兒媳做出改正錯誤的保證，也實踐了諾言，於是「那

顆狗頭恢復了原來的人頭」。講述者總結說：「天懲惡媳，人變狗；改邪歸正，

重做人。」 

三是一逆再逆，這種情況較為少見，有之則發生於故事中間。魯西南滕州

市《惡媳婦》說，「兒媳婦剛進門的時候還好來，可時間一長，就慢慢地變壞

了，對婆婆不孝順，還虐待」。比如「把泡爛煎餅說是雞蛋，把爛地瓜說成小

麥飯」，甚至「把煎餅在尿裡泡了給婆婆吃」。回娘家時，「從天空飄下一張

黃紙條」，親娘說這是玉皇大帝要懲罰其忤逆，要她回婆家「背起恁婆婆在屋

裡轉著跑」，她背婆時向神求饒：「玉皇大帝莫拿我，以後對娘好伺候。」因

為有「婆婆擋著」，雷龍無法懲治她。「玉皇大帝饒了她，可她仍舊不改」，

居然「往鍋裡放了毒藥」要毒害婆婆，最後從鍋裡躥出一條青蛇，把她抽死了。

類似例文較少，但這種怙惡不悛、屢教不改的情形較為極端，性質較為惡劣。 

2. 兒媳待姑的非人道方式 

所謂「忤逆」、「孝順」有時不免是籠統概括的說法，其具體表現則是製

作惡食，但也應有更為內在的本性。表面上看，兒媳變畜食糞是因為以穢物奉

姑，變鳥啄蟲是因為以昆蟲做食，變身畜物是因為穿戴神仙所留衣物，其實她

們所變者皆是物非人，而其根本原因在於她們當初待公姑的非人道方式，她們

往往沒有把公姑當人而是當作動物甚至雞犬不如（如前舉南召、清豐、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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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都故事中兒媳的咒駡）看待的。 

《太上寶筏圖說》甌郡事一條對此有較典型的敘述，略云： 

甌郡西村，有駱翁者，幼為人牧牛，長入營，食馬糧，又常絏犬入山捕野

獸。偶得無主橫財，成巨富。生三子，各為娶婦，皆舊家女。翁與嫗自知

出身寒微，不敢與三婦爭禮。……長婦呼翁曰「老牛」，姑曰「牛婆」，次

婦呼翁曰「老馬」，姑曰「馬婆」，三婦呼翁曰「老狗」，姑曰「狗婆」，各

指其年幼鄙事嘲笑之。翁好吸煙，時不離口，三婦暗將牛馬糞曬乾拌入，

翁吸出穢氣，知是三婦所為，呼三子至前，欲加杖責。三婦挺身出曰：「牛

馬乃翁之故交，少時不嫌，今反嫌耶？若論成家之由，翁當報狗恩，食狗

糞，何牛馬之足云！」各拉其夫歸房。……一日值翁生辰，三婦並不慶祝，

攜酒肴至後園會飲，以牛馬狗為令。長曰：「牛不耕田，該打一千。」次曰：

「馬不行路，該打無數。」三曰：「狗不食屎，合該打死。」正在哄笑，忽

天起黑雲，霹靂一聲，長婦化為牛，次婦化為馬，三婦化為狗，惟手足不

變，尚能言語。……三畜與以茶飯皆不食，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 

雖然婿翁早年曾與牛馬狗為伴，但為人子媳卻將翁姑呼牛作馬，辱稱老狗，又

在翁所吸煙草中拌入牛馬糞便，更在老翁壽辰，要將無數次被惡指為牛馬詈罵

作狗的老翁打死，這是兒媳未把翁姑當人看待最為張揚跋扈的極端情形，她們

之被雷霆懲罰作自己咒駡翁姑的畜物身形，當然顯示了民間敘事的事理邏輯。 

《太上寶筏圖說》似乎更多地著眼於言語辱駡，石門縣《惡媳婦挨打》則觸

及人心，明顯提到是否「當人看」的問題，其中略述： 

從前，有一個惡媳婦，「把她婆婆死不當人，三天打，兩天罵」。公婆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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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老母的化身說，「媳婦把我不當人」。媳婦穿上觀音所留的衣裳，插上

金簪，身上長毛，頭上出角，「變成一條牛」。媳婦曉得錯了，跟公婆叩頭

求饒：「媽媽，你救下我啊，我再不會不把你當人哪。」公婆「看到個人的

媳婦成噠那麼個樣」，也想救她。公婆問觀音：「她也是個人」，作孽變牛，

怎麼辦呢？觀音給她一百根竹刷條，要她抽打兒媳，只有這樣「她才得重

新變成人」，「一百根斷完噠，她就會變成人噠」。後來，那些竹刷條抽斷了，

媳婦不斷告饒，「那個變成了牛的媳婦，又變成人了，只不過全身脫了一層

皮。這以後，媳婦就再也不敢把婆婆不當人了」。 

兒媳虐待公婆的方式是「死不當人」，與此相反，公婆反而覺得本來是「人的媳

婦」卻變為牛身，正是在「她也是個人」的思路下，請求觀音設法恢復其人形。

這個文本兼顧了前因和後果：兒媳不把公婆當人看待，變作非人之牛，公婆則

始終把兒媳當人，最後還幫兒媳從牛體復原為人身。 

不妨再看《履園叢話》：陝西城固縣民婦不孝，「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

一日矣」。豫東睢縣《黃牛的由來》：公婆誤穿兒媳的衣服，遭到辱駡：「老不死

的，淨賣俏！眼瞎啦？咋不穿你的驢皮？」婆婆去集市買賠，兒媳喝斥：「老畜

牲，給我買來沒有？」威甯苗族《虐待婆婆的媳婦》：「只要丈夫不在家，她就

沒把婆婆當人看待」。反過來說，在神仙眼裡，忤逆兒媳又似非人，克山縣《驢

的來歷》中老道對公婆說「你兒媳婦不是人」，老太太說「不是人是什麼」？老

道說：「她對你那樣，是個驢，連馬都不如的驢。我給你一件衣裳，只要她穿上，

就會現原形的。」 

正如《逆婦忽變狗頭之駭聞》作者程筱鵬所言：「逆婦以狗待其姑，豈知

自身眞變為狗！」既然兒媳沒有把公婆當人看待，當成「畜牲」或是「如虐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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婢」，那麼兒媳當初以穢物、昆蟲奉姑，最後變為非人身形，或以狗頭人身繼續

服侍公婆，其間的事理邏輯都是順理成章的。前因上是兒媳把公婆不當人看，

後果上是神仙把兒媳作非人懲治。換句話說，兒媳以是物非人的方式對待公姑，

這是其忤逆行為的核心，是其人性墮落的本質所在，也符合其製作惡食、變身

非人的事理邏輯。 

3. 兒媳的苦怨 

客觀地講，兒媳既要忙於生計，養家餬口，也還需要服侍公爹公婆，尤其

是贍養老人日常起居的任務主要是由兒媳代替丈夫完成的，這就必然在同是女

性的婆媳之間產生矛盾。逆媳變物故事也在主要譴責兒媳不孝的同時，暗示了

兒媳悲苦命運及其無盡的苦怨。 

申訴的別樣音調可能起于《點石齋畫報》「奈何以婦女當之哉」的質疑，

而最為冤枉的兒媳或在贛東北樂平市《苦哇鳥》中：婆婆「這輩子沒吃過麵條」，

「媳婦是個孝順人」，家裡窮，只能用蚯蚓當面條。而且蚯蚓洗得乾乾淨淨，自

己先嘗，婆婆也「吃得有滋有味」。但婆婆知道是蚯蚓後翻腸倒肚，居然死了。

丈夫打她，「兒媳見自己一片孝心，竟然落到這步田地」，就撞死化成小鳥，

「苦哇苦哇」地悲鳴。 

除了樂平這個反例，絶大多數文本一般都說兒媳是故意製作惡劣食物，被

懲罰後傾訴苦怨，這種情緒主要流露於變鳥啄蟲的「苦哇鳥」故事中，而且幾

乎僅見于口傳文本。變鳥媳婦的苦怨體現在：必須成百上千次地叫苦，才能吃

到一條蚯蚓或螞蝗。林蘭《鳥的故事‧罰吃螞蝗的苦啊》說，她叫的聲音是：

「苦啊！苦啊！苦哇！苦哇！」丈夫說：「苦啊？非要你苦叫了一千聲才有一條

螞蝗給你吃！」嚴殊炎《民間傳說‧苦呵鳥》說，「牠要叫一百句苦，叫得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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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出了血，纔有一條蚯蚓可吃」。蘇西南鎮江市《苦哇鳥》：「據說苦哇子鳥

每天要喊一百聲，才能吃到一條河鱔（蚯蚓），如果它只叫九十九聲，河鱔都

吃不到」。啼鳴出血的文本還有進賢縣《苦哇鳥》「口裡啼出了血」，沙市《苦

哇鳥》「嘴角流血」，吉安市《苦哇鳥的故事》「眼中叫出血來」。 

「苦哇鳥」除了叫苦還有訴怨，主要針對丈夫的打罰和自身的作惡。《鳥的

故事·苦難鳥》、粵西南陽江市《白麵水雞》叫的都是：「夫惡！夫惡！」瓊東

北定安縣《白臉雞》是：「夫呀！夫呀！莫罰！莫罰！」贛西北奉新縣《苦哇

鳥》則是：「自惡，自惡。」將樂縣《布穀鳥》又是：「布穀、布穀、布穀（補

過、補過、補過）。」至於環江壯族《鬼唆鳥》說，媳婦被埋葬後，墳裡發出

「角物、角物，鬼唆、鬼唆」的叫聲，變成「鬼唆鳥」，它哀叫的意思是，「我

不孝母，我錯了嗎？是鬼唆我，是鬼唆我。」則似乎把鬼作為訴怨對象。 

訴怨的物件似乎沒有指向公婆。湘東湘潭縣《田雞的來歷》田雞叫的是：

「姑放，苦呀！」所謂「姑」是指丈夫之妹即「小姑」。但這一「姑」字，讓人

猜想兒媳也可能針對公婆即「公姑」訴怨。實際上，「姑惡鳥」代表的是兒媳

遭受公婆虐待或是小姑遭受嫂子虐待變形為鳥的另一相關古傳。宋代蘇軾、范

成大、陸遊均有詠歎姑惡鳥的詩，對此，在現代周作人等已有論述，如《語絲》

第 35 期發表潘漢年《苦哇鳥的故事》，附載周、潘二人的通信（版5-7），周氏又

專作《姑惡詩話》（《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頁 202-207），從而引起關於姑惡鳥、苦哇鳥

故事搜集討論的熱潮。 

從宋代以來針對公婆（或針對嫂子）的「姑惡鳥」傳說，在現當代仍然流

傳，但針對兒媳的苦哇鳥故事與之情節主題均相反，主要見於口傳，似以君韶

《苦哇鳥的故事》為早。《西青散記》卷二記叚玉函與張瓊娘唱和，「玉函自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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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喚渡，過樊川，聞姑惡聲」，「姑惡者，野鳥也」，「俗言此鳥不孝婦所化，

天使乏食，哀鳴見血，乃得曲蟺水蟲食之」（頁 24-25）從提到的地名及作者籍貫、

書籍內容，以及同記其事的《然脂餘韻》卷四謂玉函為武進人看（頁 478-479），該

俗傳當見於江蘇武進一帶。所謂「姑惡」似與婦之「不孝」存在矛盾，故事兩

方皆為反面人物，姑之惡、婦之不孝情形亦不清，但可據知不孝婦化鳥的傳說，

至少早見於作者自序的乾隆二年（1737）以前。其雙方人物皆惡的敘事矛盾，

正可能暗示名不副實的「姑惡」鳥名，抑或是「苦哇」的訛傳，當然也可能反

映了針對惡姑與針對逆媳的俗傳尚處於混淆時期，只是不孝婦化鳥的傳說是何

時起源或從姑惡鳥傳說分化出來，還需進一步考辨。 

五、勸世主題及相關母題 

「逆媳變物」故事最明顯的主題是勸世化俗、刺時導民，通過兒媳忤逆待姑

終致變物的虛構情節，啟發世人孝順父母，棄惡從善。運城市《三個忤逆媳婦》

說，逆媳變成韭菜、大蔥、蒜頭後，大家看到忤逆者的下場，從此，這個村子

裡的風氣也變了，「個個媳婦都爭著去孝敬老人」，姑娘們也準備「當個孝敬

公婆的好媳婦」，村中「不知出了多少個孝敬媳婦和孝順閨女」，人們便把這

個小村稱做「孝賢莊」。這種勸世主題相對明顯，當然也是通過一些情節母題

加以表現的，此處略作討論。 

（一）神罰與自誓 

兒媳變物的原因自然首在其忤逆，但她是通過神罰天譴而致變物的。《冥

報記》中狗頭婦自認，「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夢廠雜著》中婦遭雷震，

丈夫稱作「天之譴逆婦」；《履園叢話》中常熟兒媳自承，「我本應天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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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豐文本中兒媳終於發現，「雙目失明怎麼騙她也不知道，可老天爺不放過，

它為人間嗚不平，我應該得到它的懲罰」。「老天爺不放過」的前提是因為其

有「天眼」，才能天鑒不爽，故敦煌《孝子傳》稱，「天見不孝，降雷霹靂至

死」；《見聞隨筆·雷擊惡媳變豬》中觀眾評曰，「天眼甚近，報應不爽」；《後

聊齋志異》亦云，「如無天眼，焉有果報」！ 

天眼明察，見惡必罰，所以天譴、神誅就是故事要表達的勸世主題。《關

帝聖跡圖志全集》評論道，「夫不忠不孝之人，神必誅之。觀金氏事，其報甚

速，可不畏哉」！《西湖拾遺》的作者也有一段評論： 

看官，你道忤逆之報昭昭如此，怎麼人不要學做孝順之人，以致天譴。有

詩為證：「公姑父母即天神，觸忤天神殞自身。莫怪旁人饒口舌，請看驢馬

變成真。」你看忤逆之報，一毫不差。那行兇作惡之入，只道鬼神不靈，

不知舉心動念，天地皆知。況罪莫大於不孝，若天地饒過了你的罪犯，便

不成一個天地了。忤逆的既是這般靈應，行孝的自然能使鬼神感動。從來

道孝通神明，並無虛謬之理。 

這段勸世言論有幾點可注意，一是「舉心動念，天地皆知」，乃謂天地有耳目，

即上述天眼鑒察，亦即俗所謂「人在做，天在看」。 

二是「公姑父母即天神」。故事講述不孝遭譴，報應來自神仙，但我們實際

往往忽略了另外的「神仙」，也即身邊的公姑父母，這又連帶著佛教信仰與一個

著名故事類型。按，《四十二章經》：「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

神也。」（頁 722c）《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一五《淨行品》引《大集經》云：「世

若無佛，善事父母，事父母者即是事佛。」（頁 616a。未在北涼曇無讖譯《大集經》中檢得）。《大藏一

覽集》卷四載《彌勒勸孝偈》：「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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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檀香雕刻。只看現世爺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

（頁 339c）王梵志詩《童子得出家》：「生佛不拜禮，財色偏染著。」（頁 576）《西山先生

真文忠公文集》卷四〇《泉州勸孝文》：「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

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

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明甚，幸無疑焉。」（頁 19b-20a）侍郎王公指南宋王十朋。

《四十二章經》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 67 年）或至少在漢晉間譯出，可以

推知，至少從漢晉時代開始，中經晉唐，直至宋代，孝養父母等同于奉佛的觀

念流行民間。與此相應，很多民族都有「家中有神仙不必遠燒香」的故事，逆

子求佛拜神，神告訴她自己家中斜披衣衫倒穿鞋的就是神佛，逆子醒悟，就把

家中父母當作活佛和神仙奉養，金榮華先生列為 980C.1「家中老母就是佛」型，

列文本 14 例（頁 742-743。又可參《中國古代食人風俗研究》，頁 325）。所以避免神罰的最好途徑莫如孝

敬家中父母這樣的「神仙」。 

三是「忤逆的既是這般靈應，行孝的自然能使鬼神感動」。這是說忤逆和行

孝均可帶來神仙的判斷和應對，我們最為熟悉的是「孝感」天神的俗信，所以

完全可以根據孝感神靈的俗信，解釋逆媳變物故事的事理邏輯，上述那兩句話

其實也可以倒過來說，「行孝的既是這般靈應，忤逆的自然遭到鬼神懲罰」。 

除了神罰天譴，兒媳變物也往往是自己誓言的「應驗」。睢縣《黃牛的由來》

中兒媳曾在丈夫面前發誓：「夫君出遠門，妻在家若不孝順，情願變畜牲為天下

人效勞。」沙市《苦哇鳥》說，兒媳堅稱她做的是肉絲麵而非蚯蚓：「我敢對天

發誓，若是說了半句謊話，讓我變個鳥類！」13寧中同心縣回族《壞斷筋》中

兒媳賭咒發誓：「我要是克扣了你媽的飯食，有上半點兒壞心，叫我變頭豬哼著

                                                      
13 按，「鳥類」，《巧媳婦》作「畜類」，《沙市民間傳說故事集》編者可能以爲苦哇鳥非畜（人

所飼養的禽獸）而改作「鳥類」，此據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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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青東湟中縣回族《變豬的媳婦》中兒媳多次發誓：「我要是對阿媽有半點

兒不好，我就變豬去！」「我要是對她使了壞心，我就變成一頭豬。」結果還就

真地「應了她賭的咒，變成了一頭老母豬」14。蒙古族《虐待老母，活人變驢》

中的兒媳也信誓旦旦地：「我待她超過了自己的親生母親，真是好心成了驢肝

肺，如果瞎老太太屁話是真的，我可以對天發誓，用不了三天，我就變成一頭

可惡的母驢！」原來，變驢之前已存「驢心肝」！神罰之前本有兒媳自己的咒

誓！咒誓的應驗既是神仙的靈應，也是語言具有魔力的巫術信仰，或是俗所謂

「一言成讖」，這樣的「靈驗」故事當然能夠表達勸世用意。 

（二）雷震書字 

神罰的結果是變物或被雷霆震死，除《志怪》、《菽園雜記》因母目食蠐

螬復明而沒有懲罰情節外，其他故事都有神罰結局。除了變物，天譴神罰往往

是通過雷震做出最為直接的表達，因而雷霆及其震駭劈殺，雷神及其龍身現形，

以及雷劈書寫文字明示天意，這些都是逆媳變物故事用以勸世的重要母題。 

1. 雷霆震駭 

該型故事中雷霆母題共出現 31 例，比例達 26%。在古代，該母題最早見

於初唐《冥報記》，「雷震失其婦」，「易其頭為白狗頭」，乃是「以不孝姑，

為天神所罰」，故雷震是天神旨意的體現，敦煌《孝子傳》亦云，「天見不孝，

降雷霹靂至死」。這裡的天雷之神似無身形，但它有時可能現身為人，《獨異

志》謂「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西湖二集》、《西湖拾遺》

都改編為「金甲神將」；有時現身為龍，《碧裡雜存》謂「龍神立於空中」。 

                                                      
14 按，王準同學以爲，回族豬母題可能與禁食豬肉習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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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者和講述者可能對雷震加以細緻描繪，主要著眼於聲音的轟鳴、光亮

的忽閃、震駭的頻繁、神靈的親臨。如《稗史彙編‧逆婦變牲》說，「白晝轟

雷眩目」；威甯苗族《虐待婆婆的媳婦》說，「天晴朗朗的，天空忽然霹雷一

聲，天黑地動」；《見聞隨筆‧逆婦顯報》說，「當時天忽昏黑，霹靂一聲，

提出逆婦跪在門前」；《人獸之變‧逆婦變犬》說，「天忽陰雲，雷電交馳，

霹靂一聲，提婦至（詹）〔簷〕下震斃」；《民間故事新集‧忤逆媳婦》說，

「雷聲更加響了，電光更加亮了」，她「當然是在受天的責罰了」；瀋陽市《悔

過的兒媳婦》說，「天空中的雷聲在這個兒媳婦頭頂上亂轉，一聲接一聲地響」；

鄂西南長陽縣《媳婦弄草包包面給婆老吃》說，「一炸雷把媳婦提到稻場上跪

倒」，「一炸雷把尿桶子提出去，放在媳婦下巴底下」，「一炸雷把媳婦提到

大河裡去了」；徐州豐縣《狗頭媳婦》說，玉皇大帝要把媳婦「雷劈龍抓」，

「只見雷公和青龍、火龍直對她而來，兩條龍張牙舞爪，吱吱直叫，她可嚇壞了」。

十堰市《雷公爺》竟然用逆媳故事解釋雷公爺的來源：玉皇大帝派青龍來抓，

她用尿布抗拒15，黃龍則因制服惡媳而被玉皇大帝封為雷公爺。 

雷霆令人畏懼，在民俗信仰中往往成為懲惡示威讓人敬畏的神靈，更是懲

治不孝忤逆的主神。而雷擊逆婦甚至雷擊不孝忤逆者的故事，都可能以初唐《冥

報記》隋河南婦人事為最早。傳說中雷擊不孝者甚多，《客座新聞》卷九乃有

「雷神易震逆婦」條目（頁 324-325）；《見聞隨筆‧人足牛》說：「相傳元惡大憝化

牛者多，故牛常遭雷擊。余恐此人當世世為牛，世世遭雷擊也。」遭遇雷擊的

人不知凡幾，何以雷霆常殛不孝之人？理學家程頤有解釋，《河南程氏遺書》

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 

                                                      
15 按，《見聞隨筆‧雷擊逆婦》說，「逆婦以血布穢物拂之，雷卽墮地如猴猻」，其他類型民間

故事亦有人以穢物抗雷的類似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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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

「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

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

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

感故爾。」（見《二程集》，頁237） 

雷神之怒氣與惡人惡氣相感撃搏，結果是天怒懲治人惡，這可能給雷擊不孝的

信仰提供理學闡釋。其實，雷霆震駭也可作為一種文學、美學意象發揮作用，

如果是劇作家敘寫不孝情事，他完全可能藉用雷霆意象，通過雷霆轟鳴、電光

閃爍去對忤逆者加以震駭譴責，這時，雷鳴電閃當然會是常見的環境烘托、氛

圍渲染的文學意象。 

2. 震死書字 

所謂震死書字是指兒媳被雷擊致死後，在其身體上出現文字，對其忤逆行

為作書面譴責。這種母題共發現 7 例，古代最早見於敦煌本《孝子傳》：「天

見不孝，降雷霹靂至死。又書背上：『向生妻五逆，天雷霹靂打煞。』」《後

聊齋志異》說臂中現字云：「遺毒害姑，居心何在！如無天眼，焉有果報！」

《點石齋畫報‧雷埋逆婦》說，「雷書二十四字，深入石中」，其文云：「埋半

身以存孤，豁雙乳以哺子。日一食以延生，期三年而擊死。」口傳文本有 4 例，

鎮江《苦哇鳥》說，雷公菩薩把壞媳婦打死，身上還現出幾個字：「虐待婆罪。」

徐州豐縣《狗頭媳婦》說，雷龍將兒媳換作狗頭，天空飄下一條黃綾，上有文

字：「只因媳婦不孝婆，用屎給婆做油饃，拔她人頭換狗頭，罰她吃屎帶幹活。」

鄂西南長陽縣《雷打惡媳婦》說，觀音娘娘把兒媳變成牛，在她背上批了幾路

字：「你這還報媳，飯不給婆吃，背心裡披牛皮，都來看稀奇。」後又遭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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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威甯苗族《虐待婆婆的媳婦》說，兒媳被雷震死，她的身上還寫著：「虐

待婆婆的媳婦，要這樣對待。」 

雖然 7 例在文本總數中僅占近 6%，但在雷霆母題中則近 23%，這種母題

相對特殊且具重要意義。除了《後聊齋志異》外，另外 6 例書寫文字以示懲戒

的母題均與雷霆母題並存，文字書寫似乎是由雷神實施的。這是一個值得討論

的問題。 

古代文獻多記雷霆書字異事，如《夢溪筆談》卷二一《異事》（頁 148）、《齊

東野語》卷一二《雷書》（頁 218-219）等多有記錄，晚清《駭癡譎談》卷上《雷書》

作者甚至說「生平四見雷書」，其中二事乃是「目睹」（頁 77-78）。然少見懲戒不

孝者。 

恰如雷擊不孝的母題首見於該型逆媳變物故事中的《冥報記》，雷霆書字

以戒不孝的母題同樣首見於該型中的敦煌本《孝子傳》。《夷堅志》支甲卷三

《熊二不孝》所記遭雷擊者乃逆子而非逆婦：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興國

軍（今鄂東南陽新、大冶、通山一帶）熊二被雷擊，「剜其眼，截其舌，朱字

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子』」（頁 733），其事顯然比盛唐敦煌《孝子傳》

逆媳事晚得多（雷擊不孝、不孝者被震死書字，似乎都較早地針對不孝的兒媳）。 

同樣是在盛唐，書學家已經注意到民間關於雷霆震死伴有文字的信仰，並

將「鬼書」作為「五十六種書」之一。《書斷》卷上《論》曰：「又霹靂之下，

乃時有字。」（頁 247）《類說》卷五八引《書斷‧五十六種書》云： 

鬼書者，宋元嘉中，有人震死，臂上似篆形。（頁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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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書同卷引《書法苑》「霹靂書」條16：「宋元嘉中，有人京口震死，臂有霹

靂朱書四字，四字云「業緣所殺」。《斷》作鬼書。」（頁 3860）
17中唐《墨藪‧

五十六種書法》之五十三亦云：「鬼書者，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

篆，似八分也。」（頁 5）又，薛龍春校箋本《書斷》引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

云：「鬼書者，宋元嘉十九年，京口有人震死而臂見朱書雲。」（頁 248）似未見

南朝蕭氏云云之文獻出處。目前可知書學中「鬼書」之說當起于盛唐，承于中

唐。而震死者身上鬼書篆文，晚唐、宋元記李賀事又稱「霹靂文」。《類說》

卷五八引《書法苑》「白玉樓記」條稱，李賀被天帝所召，為白玉樓作記，卒

前有緋衣人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頁 3859）。李商隱《李賀小傳》

作「太古篆或霹靂石文」（頁 2266），《唐才子傳》卷五作「大古雷文」（頁 290）。除

去南朝宋元嘉十九年（442）京口（今鎮江市）事不見當時記載以外，至少盛唐

以來，鬼書已經成為一種書法文字，其形狀似篆若隸（八分書），以為雷霆霹

靂所致，故稱霹靂文、雷文。 

霹靂文怎麼成為可能？這純粹是無稽之談嗎？雷震書字信仰究竟什麼時候

出現？也許是唐代霹靂書字信仰的影響，當然更可能是得自多年實際觀察經

驗，南宋著名提刑官宋慈在《洗冤錄》卷五《雷震死》中，已記雷霆震死的法

醫檢視： 

胷、項、背、膊上，或有似篆文痕。（頁38b） 

雷殛致死者身上「或有似篆文痕」，這種驗屍經驗看似神奇，其實雷電的燒灼、

                                                      
16 按，《書法苑》，一般作《（古今）法書苑》，或作《書苑》，北宋周越撰，成書於仁宗天聖八

年（1030）。 

17 按，「斷」字當理解爲《書斷》簡稱，其前原有二空字位，又可姑補「按書」二字，即加說

明：「按，《書斷》作鬼書。」按語或爲周越本有，或爲《類說》本所加。總之，「斷」乃書

名，似非必以爲南朝宋時人「判斷」作「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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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震顫，完全可能使皮膚產生裂紋或血液流注，形成酷似文字的震痕。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南朝宋京口雷書事不見當時記載，或南宋法醫名著方

載震死體征，但震死體紋的經驗觀察及相關雷神信仰實際起源甚早，至少在東

漢時代就已形成。《論衡‧雷虛》言： 

夫雷，火也，火氣剡人，人不得無跡。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

書其過，以示百姓。（頁308） 

雖然王充反駁說：「使人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

其文字，不當闇昧。」「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或者說身上文字不過是「火

剡之跡，非天所刻畫」（頁 308-309），但可從其記錄中據知當時已經流行雷神罰過

的民間信仰，對罪過的懲罰除了震劈，甚至還以文字書寫其過，公告百姓。 

跟斷案官員一樣，東漢時代的普通民眾也正是在長期觀察的基礎上，已經

造成雷震書字懲治違法有過、為非作歹者的民間信仰。比較來說，在對忤逆不

孝者實施懲戒的各種途徑中，神仙較難親臨現場，故往往化身換形，神意較難

昭然若揭，故不妨採取書寫文字的方式，以便直接明示神仙旨意，傳達更為明

晰的勸世主題。而更「令人信服」的是，這種傳達方式完全有可能「眼見為實」，

不斷「驗證」，因而其勸世效果亦較顯著。 

說到驗證，這恰恰是很多文本所強調的故事真實性。《穀山筆麈》特別指

出，固原民婦變驢事，乃成憲「太史所親見」，故「其詳如此」；《聊齋志異》

稱，杜小雷妻化豕事，「譚薇臣曾親見之」；《履園叢話》作者稱，常熟不孝

婦變豬事，「太倉毛稼夫親見其事，為余言之甚詳」；《見聞隨筆》往往在條

末記講述情況：如《人足牛》乃丁雪符述「吳虞吉觀察言」，《逆婦化豬》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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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盧雲」18，《雷擊惡媳變豬》末云「李佩蘭寄女口述如此」，《逆婦顯報》

末稱：「俞問渠親見其事，為余述之如此。」新蔡縣《小倆口變驢》同樣強調

奇聞異事的真實性： 

要說人變驢，恐怕您都不信，這可是俺爺親口跟俺說的，他老人家還親眼

見過哩。那年正月十五縣裡逢大會，衙役牽著一公一母兩頭小毛驢，敲著

鑼大聲吆喝說：「這是不孝順的小倆口變的，誰不孝順爹娘，老天爺自有懲

罰。」人家說得有名有姓，有家有道，這才不是砍大瞎，鬧著玩哩！……

縣太爺命衙役把這頭驢帶進縣衙，選擇在正月十五的大會上，讓衙役牽著

驢逛街遊說，教育百姓。聽二大爺說，後來這兩頭驢除走縣串府外，還進

過京城哩。 

具有科學思維的讀者、聽眾當然知道人變畜物的虛構性，但講述者、記錄者往

往信以為真，講的是親見親聞，「說得有名有姓，有家有道」，紀錄時也有根

有據。更有甚者，三國吳盛彥婢妾蠐螬炙事，竟被載入王朝正史《晉書》；臺

山《新寧雜誌》登載瓊東南陵水縣媳婦變牛事時，竟冠以「中央社榆林航訊」

的名義，當作真實的新聞事件發佈。這遠遠超過一般講述、記錄者信以為真的

程度，事件的真實性首先已由刊物的性質、新聞通訊社的名義所決定，也跟《點

石齋畫報》之新聞畫報性質相似。講述、記錄時的親見親聞，以及報刊新聞的

權威報導，實際都在強調著事件的「實錄」和「見證」，也都增強了事件的可

信度和勸世導民的傳播效果。 

（三）其他勸世方式 

                                                      
18 按，《見聞隨筆》多引「盧云」，卷一三《史家醜婢爲活財神》首稱「盧品珊與余述」（頁 249a），

卷一四《假隨》首稱「滬城盧殷輅蔚廷氏言」（頁 256a），此後有數十條「盧云」，《逆婦化

豬》條在卷一五，疑盧氏當爲盧殷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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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神罰天誅、雷霆震駭、震死書字外，還有其他勸世方式，儘管文例不

多，但方式極端，效果不差。 

1. 遊街示眾 

表達勸世主題的一個極端方式是把兒媳遊街示眾，最早見於晚唐《獨異

志》，滑州節度使賈耽令將兒媳「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

新婦』」。在《聊齋志異》中，這樣的做法又為清代山東益都縣令效仿，「邑

令聞之，縶去，使遊四門，以戒眾人」。在口傳中還有 6 例文本，所遊之處是

街市、村寨，或順江遊走，牽行者是地方官及其衙役，或王母娘娘、神仙，也

可以是丈夫，遊街之際兒媳現身說法，或是他人代言勸世。遊街時間可能像新

蔡縣《小倆口變驢》那樣，「選擇在正月十五的大會上」，「牽著驢逛街遊說，

教育百姓」，持續時間則可能像花垣苗族《壞媳婦》那樣在村寨「遊了四十八

天」。除了遊行還有固定的示眾，長陽縣《媳婦弄草包包面給婆老吃》說，兒

媳「跪在稻場上示眾三天」。至於觀眾人數，金檢廷《逆婦變犬》乃稱，「遠

近觀者達千萬人」。 

2. 繪圖刊佈 

這顯然是印刷術發明以後的事，最早見於《碧裡雜存》：明嘉靖時，福建

龍岩縣三妯娌變牛、羊、犬，縣令陳瀛「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于四方」19。

                                                      
19 按，作者誤稱其姻家陳古涯瀛「知福之漳浦縣」，《姚端恪公文集》外集卷七亦稱「福建漳浦」

有三妯娌，「時陳瀛爲漳浦令」云云。據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四《職官五·漳州府·龍巖縣》，

明知縣有陳瀛，海鹽人。又卷八《橋梁·龍巖州》載，嘉靖十一年，知縣陳瀛移建迎龍橋，

次年重建見龍橋（分見冊 528，頁 230b；冊 527，頁 435a）。《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三《小

瀛洲社詩》亦云，嘉靖中，「龍巖縣知縣陳瀛」等「共十人，爲社會，飮酒賦詩」（頁 1764c）。
則嘉靖間陳瀛當爲龍巖縣令，故事亦當發生於龍巖縣（今爲龍巖市）。又，《姚端恪公文集》

外集卷七，「七」字掐頭去尾，似原作卷七而改作卷一，其下依次標作卷二至卷六。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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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拾遺》記福建延平府三妯娌變牛、馬、豬事也說，「觀看之人，日逐千千

萬萬。眾人都畫了圖樣，刊佈於世，以警戒人」。《曠園雜誌》記山東婦變虎

事亦云，民聞於官，命養僧舍，「人咸謂不孝之報，繪圖刊行以警世」。當然，

《點石齋畫報》也是繪圖刻板的特殊形式，其發佈對象則主要是城市市民。 

如果說神罰與自誓表現了懲戒不孝逆媳的權威性、合理性，那麼雷震書字

則表現了事件的震懾之力、昭彰之意；如果說親見親聞的講述、記錄增強了故

事的可信度，那麼遊街示眾則擴大了故事的傳播範圍，故事的記憶講述、文字

記錄和繪圖刊佈則共同延續了故事的傳承時效。凡此，多種多樣的母題設置、

講述口吻與傳承方式，都在突顯著故事勸世導民的主題。 

六、文化內涵 

突顯勸世主旨的「逆媳變物」故事是在哪些思想背景下產生的？包涵了哪

些文化內涵？ 

（一）佛教信仰 

佛教信仰是該型故事最明顯的文化內涵，一些故事即題作「惡人惡報」、

「惡有惡報」，或被記入「報應」、「忤逆報」類目下，或謂之「冥報」、「果

報」、「逆報」、「還報」、「顯報」、「不孝之報」，顯然都是佛教因果報

應觀念的反映。故事中的神仙亦以觀音菩薩最為常見（13），他如遊僧、尼僧、

募緣僧等，也是佛教人物。除了這些明顯的佛教因素外，故事反倒較少直接提

到佛教其他要素。《人獸之變‧逆婦變犬》中，丈夫孝順瞽母，「每値五、十

                                                                                                                                                  
卷其前爲卷一至卷六，第七卷以後六卷，據外集卷首目錄（頁 547c-548c），當依次改作卷七

至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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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以蛋、面「奉母食以為常」，其妻以尿摻和蛋面事就發生於一個初五

日；變狗既又復原為人後，「惟聞地方有作佛會之處，輒奔至其所，所以示報

應云」。《了生筆記‧逆婦變龜》說，逆媳以為翁姑必中毒死，但歸來「見翁

媼方危坐，宣誦《觀世音經》」；又記走無常者見逆媳，「于閻摩羅王處備受

諸苦楚」。這是提到佛會、佛經、地獄較少的例子。 

儘管故事的佛教內涵最為顯著，但上述因素尚屬表面，我們應該去考查故

事內涵方面的佛教淵源，或是故事母題在佛經中的原型。 

1. 墮生地獄或畜形：《佛說因緣僧護經》故事 

這裡先就佛教輪回觀念略作討論。《酉陽雜俎》前集卷三《貝編》：「凡生地

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瓶等。」學者

箋注此條謂其說出《佛說因緣僧護經》（並見頁 352-353），然似未見《佛說因緣僧護經》

有三形尤其是畜形的明確表述。不過經中佛告僧護的諸種地獄因緣中，有幾點

可注意： 

經饍供養，在先飲食。（ 頁568c） 

軟美供養，在先食噉，麤澀惡者，僧中而行。（同上第二） 

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麤澀惡者，方僧中行。（同上第三） 

為僧典知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澀菜，［然後與僧］20。（肉甕。並見頁

569a） 

為僧當蜜，先自嘗噉，後殘與眾僧，減少不遍。（肉泉） 

                                                      
20 按，「然後與僧」，《大正藏》闕此四字，此據百卷本《法苑珠林》卷九二（頁 2668）引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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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僧當廚，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眾僧21。（肉軒。並見

頁 569b） 

當僧果菜圃，有好華果，為己私用，或與白衣。（華樹） 

當僧菜果，香美好者，私自食噉，或與白衣。（〔肉〕果樹。並見頁 570c） 

墮生無形者乃因前生有諸惡行，其中精美自食，惡劣付人的做法，就與逆

媳忤逆行為絶似：如敦煌《孝子傳》說，「向生〔妻〕厭賤〔向母〕，好食自飡，

麁食將與向母」；《夷堅志》稱，謝七嫂「不孝于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

自食則白秔飯」；《見聞隨筆·雷擊惡媳變豬》說，逆媳「煮肉供饍，自食其肉，

以皮骨和糞，另蒸食姑」。然佛經言上述惡業皆墮地獄成為無形之身，而非罪惡

稍輕之畜形。至於《僧護經》所言畜形如駱駝、馬、象、驢、羝羊，卻沒有上

述惡食之類惡因；經言「常處阿鼻大地獄」九種人中，「三者殺父」，「四者殺母」

（頁 571b），倒與逆媳變物故事中的毒害翁姑相似，只是同樣屬無形而非畜形。 

2. 墮生地獄或狗身：目連變文故事 

佛教講究破財施捨，供養僧人，若自食香美，惡食遺僧，則不免墮生地獄。

這種觀念亦見於敦煌《大目幹連冥間救母變文》中： 

昔佛在世時，弟子厥號目連，在俗未出家時，名曰羅蔔，深信三寶，敬重

大乘。於一時間，欲往他國興易，遂卽支分財寶，令母在後設齋，供養諸

佛法僧及諸乞來者。及其羅蔔去後，母生慳悋之心，所［是］囑咐資財，

並私隱匿。兒子不經旬月，事了還家。母語子言：「依汝付囑，營齋作福。」

                                                      
21 按，「或將」至「衆僧」二句，《大正藏》作「或時將與，白衣使食，高下心中，行付衆僧」，

此據《法苑珠林》卷九二（頁 2669）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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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茲欺誑凡聖，命終遂墮阿鼻地獻中，受諸劇苦。（《敦煌變文新書》，頁685） 

目連去外州經營的相關背景在敦煌《目連緣起》中有更為詳細的敘述（同上，頁

669-670）。令人驚異的是，目連外出貿易，囑母設齋供養法僧，而其母竟生慳悋之

心，隱匿資財，這種事件情形亦與逆媳行事絶似：如祖台之《志怪》說，「沖蹔

行，敕婢為母作食」；敦煌《孝子傳》說，「時遇賊寇相陵，向生遂被討征，新

婦在家」；《夷堅續志》說，「有子出外經商，累年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家」；

邢州李生「每出外，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囑付之而後往」等。逆媳變

物故事與目連故事都說，不端行為發生在囑託者外出時，差別只在於人物關係

一是夫妻，一是母子。 

還有一種類似是目連母曾作狗身。目連母親原墮地獄餓鬼道，經目連挽救，

得出地獄，轉生畜形作狗身，再轉女人身。《目連變文》說她，「向王舍城中作

黑狗身去」，「受此狗身（音）〔喑〕啞報」，雖能「作人語」，但「饑卽於坑中食

人不淨」（頁 714-715）。《目連緣起》亦云，「托蔭王城內，化為女狗之身，終朝只向

街衢，每日常餐不淨」（頁 677）。跟逆媳變物故事比較，不僅均變狗身，而且皆食

不淨。敦煌目連變文及其源出的《佛說盂蘭盆經》，即使不能肯定影響到《冥報

記》最早的狗頭逆媳故事，至少也當影響到附近張掖地區《仙姑寶卷》的狗頭

婦事。 

3. 雷擊不孝、貪得衣飾：《雜寶藏經》故事 

《雜寶藏經》首列孝養故事，是該經最具特色之處（參《〈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第三章），

其中有兩則故事可與逆媳變物故事比較。 

一是卷九第 112 則《不孝婦欲害其姑反殺其夫緣》：「昔有一婦，稟性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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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得姑瞋責，恒懷不（分）〔忿〕，瞋心

轉盛，規欲殺姑。」其後與夫合謀，劫母曠野，捆縛欲害，「罪逆之甚，感徹

上天，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霹殺其兒」。夫婦因不孝之罪遭報，「後入地獄，

受苦無量」（頁 493bc）。婦之不孝主要體現在「常與姑反」的忤逆，更重要的是作

為欲殺其姑的主謀，因而遭致雷霆劈殺其夫、夫婦並墮地獄的懲罰。其中跟逆

媳變物故事相同的是雷擊不孝的母題，只是一劈逆子，一劈逆媳。 

二是卷一○第 119 則《婆羅門婦欲害姑緣》，先敘逆婦害姑原因： 

昔有婆羅門，其婦少壯，姿容豔美，欲情深重，志存淫蕩。以有姑在，不

得遂意，密作奸謀，欲傷害姑。 

又接敘唆使丈夫，「作大火坑」，「推母投坑」，不料「母墮隥上，竟不墮火」，

甚至後來得到賊人所留財寶： 

選取財寶，香瓔珠璣、金釧耳璫，眞奇雜物，滿負向家。夫婦見母，愕然

驚懼，謂是起屍鬼，不敢來近。母卽語言：「我死生天，多獲財寶。」而語

婦言：「香瓔珠璣、金釧耳璫，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來與汝。由吾老弱，

不能多負，語汝使來，恣意當與。」婦聞姑語，欣然歡喜，求如姑法，投

身火坑，而白夫言：「老姑今者，緣投火坑，得此財寶，由其力弱，不能多

負。若我去者，必定多得。」夫如其言，為作火坑，投身焦爛，於卽永沒。

（並見頁 498bc） 

此則故事有兩點可與逆媳變物故事比較。首先，婆羅門婦貌美，欲情淫蕩，

以姑有礙，視作眼中釘，乃欲加害，這種敘述在逆媳變物故事中亦有。如《見

聞隨筆‧逆婦化豬》說，南昌婦「性行不端，與人有私，忌其瞽目姑覺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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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死之」；《後聊齋志異》說，「婦於左近有私染，恨不能毒姑逝，散蕩自由，

懷心不善久矣」；張掖《仙姑寶卷》亦稱，「媳婦青春年少，有心改嫁」。均

一《逆婦變犬》說山東胡某妻，「淫蕩性成，不甘獨宿，漸與鄰人有私」，常

有「天臺之約」，「暗度巫山」。至於貌美打扮，可以滕州、社旗縣同題《花

頭娘》為例，前者稱：「要說花大姐呀，長得就（給）〔跟〕她的名一樣，俊

得像花。她又愛打扮，杏花莊上的姑娘媳婦，誰都比不上她。」後者稱：花大

姐「容貌出眾」，「講究穿戴，特別喜歡在頭上下功夫，又是擦油，又是插花，

人們稱她花頭娘」。 

其次，婆羅門婦貪婪，仿效公婆欲得財寶，不料燒死於火坑，這種仿效跟

「兩個兒媳」型故事頗為相似，而尤其重要的是，公婆關於「香瓔珠璣、金釧耳

璫，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來與汝」的說法，跟逆媳變物故事的衣物母題同

樣相似。在本題穿衣變物故事中，一般都是神仙賜留衣物，而且往往是專門留

給兒媳（如《吳都法乘》所謂「特為娘子留也」），公婆轉致兒媳，神仙角色

與《雜寶藏經》提示者母親相當，衣物與「香瓔珠璣、金釧耳璫」相當。其中

花垣苗族《壞媳婦》倒與《雜寶藏經》特別相似：觀音菩薩派來神仙，自稱兒

媳的哥哥，他向公婆說： 

阿媽呃，我來沒有哪樣話，只要你告訴我阿妹一聲，就說我們寨子有人接

親啦，人家叫她去做客，新衣新褲我幫她帶來了，手圈、頸圈、耳環我也

幫她帶來了。她回來時，你告訴她要洗個澡，再穿戴這些行頭就趕來，我

打先回去了。 

後來公婆轉告兒媳她哥哥的話說：「他說你們寨子上今天有人接親，要你去做

客。你大哥把衣服行頭都給你帶來了，放在你的床上。他要你洗了澡再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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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去！」由哥哥向妹妹提示穿衣尤其是由公婆向兒媳轉述其哥的叮囑，這與

《雜寶藏經》母親說「香瓔珠璣、金釧耳璫，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來與汝」

的提示幾乎相同。只是逆媳變物故事更偏重於「衣」，《雜寶藏經》更偏重於

「寶」；或前者穿戴衣物變身異物，後者則不及見衣物即已葬身火坑而已。 

如果把佛教觀念、敦煌目連變文、佛教《雜寶藏經》故事與本題逆媳變物

故事結合起來看，其間確實具有較為明顯的可比性。佛教及變文強調設齋供養

佛僧及乞丐，逆媳變物故事說供食公婆或乞食者；或者《雜寶藏經》由公婆提

示飾品寶物，逆媳變物故事由神仙、乞丐、過路者賜留衣物，抑或公婆轉述神

仙、來訪者的提示，這些母題類似、人物置換、敘事同構的多重關聯，似乎都

再次讓人聯想到「家中老母就是佛」、乞丐就是神仙的民俗信仰，表達的都是神

仙通過親臨來訪或日常坐鎮（後者指老母家佛）對忤逆不孝者實施懲罰的勸世

主題。 

4. 佛教與《冥報記》 

大體上說，佛教慳吝供養、墮生地獄或畜形、雷擊不孝、貪得衣飾等母題

上，與逆媳變物故事確有相似之處。基於這些比較，我們可以探討逆媳變物故

事是否可能受到佛經影響。 

中國古代逆媳變物故事最為標凖的文本最早見於初唐《冥報記》所記隋河

南婦人事，其中出現雷擊不孝、變身狗頭這兩個最重要的母題，而這些母題都

可能來源於隋唐以前的佛教文化中。《佛說因緣僧護經》大體是東晉時所譯，

《雜寶藏經》則譯自北魏吉迦夜、曇曜之手。《目連緣起》末署「界道眞本記」，

《目連變文》末署「貞明七年辛巳」（921）抄寫，時在五代後樑，敦煌目連通俗

文學又據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盂蘭盆經》演繹；儘管《盂蘭盆經》無目連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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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身之說，但通俗演繹的狗身母題可能在抄寫時代之前出現。這都可能為《冥

報記》提供佛教觀念和故事母題。還可注意的是，單從書名看，《冥報記》就是

典型的釋氏輔教志怪，自序亦稱：「釋氏說教，元順因果」，然「眾人不信因果」，

以為「善惡無報」，作者繼承前代釋氏輔教志怪「征明善惡，勸戒將來」，故「具

陳所受及聞見緣由」，「發起因類」，「專事揚確」，庶見者留意（頁 135-137）。所以《冥

報記》最早出現的雷震、狗頭母題，當來源於作者所受聞見，很有可能是作者

藉用佛教觀念和佛經故事的編創，或是記錄了民眾演繹的佛教故事。 

（二）儒家思想 

儒家特別強調孝道。《孝經‧紀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

致其敬，養則致其樂。」唐明皇注：「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歡。」邢昺

疏：「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湏盡於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孝

子冬溫夏淸、昬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

以致親之歡。」（頁2555c）《孝經‧孝治章》：「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頁 2552b）

宋范祖禹《孝經說》：「夫知幽莫如顯，知死莫如生。能事親則能事神，故生則

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其理然也。」（頁 94d）儒家孝能感天通神的觀念，也當與佛

教父母為佛的信仰相互貫通。《禮記‧內則》又強調「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問所欲〔食〕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唯〔其〕所欲」諸食物，必甘之、

滑之、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頁 1461bc）。故事中的逆媳以惡食奉姑，

既然沒有怡顏悅色，自然也不能盡己敬，致姑歡，因為她們沒有把舅姑當作父

母去奉事，甚至沒有把舅姑「當人看」，當然是有違儒家孝道。 

儒家也敬雷。《論語‧鄉黨》記孔子行事，「迅雷風裂必變」，何晏集解

引鄭（鄭玄）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為裂。」邢昺疏：「風疾雷為烈，此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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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頁 2496a）《禮記‧玉藻》記君子行

事，「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鄭注以為

「敬天之怒」（頁 1475b）。儒家敬畏雷霆，以為雷霆是天怒，這種敬天畏天以免天

怒神怨的思想，可能影響到民間關於雷罰人過的信仰。《論衡‧雷虛》設難即

釋君子行事云：「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為天怒，其擊不為罰過，則君

子何為為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頁 310）這說明民眾很有可能藉用儒家敬雷

觀念，造成雷罰人過的信仰。 

（三）道教及民間俗信 

其實除儒家強調孝道，佛教也善於利用儒家孝道，各家各派幾乎沒有不肯

定孝親的。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也強調孝道，不忠不孝之人不僅不能成仙長

生，反而減算短壽。《抱朴子‧微旨》討論長生之道一節，強調「欲求長生者，

必欲積善立功」，不能背善向惡，「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值得注

意的是，在各種罪過禁忌中，居然有「以不清潔飲飼他人」一事，「凡有一事，

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作者據道經稱，人之罪過

有神監察懲罰，「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盡則人

死」。司過之神先是得到三屍、灶神的通報：「身中有三屍」，「每到庚申之

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狀」，

進而司命處罰，「大者奪紀」，「小者奪算」。 

也許被我們忽略的一點是：「以不清潔飲飼他人」的罪過，最有可能為上

天告狀的灶神所監察，如果兒媳以穢物、昆蟲製作非常食物，必然被灶神察知，

其算紀也當遭神減奪。可以比較的是清代《福國鎭宅靈應灶王寶卷》對「不燒

穢糞」的禁忌，其書卷上《宅神請問品第六》強調不能「灶前便溺」，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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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草及糞塊、雞毛入灶」（頁 536b-538a）；卷下《不焼穢糞品第二十》專講一案：陳

氏「將不淨之柴或牛糞入灶」，不知「穢糞是人皆可惡，入灶其神定不依」，

故在灶神看來，陳氏燒糞是「與人吃」糞，故送她「驢馬糞」「為食」（頁 588b-591a）。

穢糞入灶皆得神罰，何況穢糞做食？所以兒媳以穢物做食後來變豬狗食糞，其

間的事理邏輯與灶王罰燒糞者食糞如出一轍，製作惡食的罪過也必然為灶神監

察。 

還可注意《抱朴子》此節後文居然以蔡順、郭巨孝親為例，說明「天高而

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之理（並見頁 125-127）。這似乎暗示：以不

潔之物飲食他人一事，應該包括忤逆者為父母舅姑製作惡食這樣嚴重的不孝罪

過，當然會遭到神罰，算盡則亡。逆媳變物故事中懲罰逆媳的神仙，如王母娘

娘、太白金星、玉皇大帝、赤腳大仙等，就是道教神仙。 

正如前述，中國古代雷霆懲惡罰過的信仰早在東漢時代已經形成，《論衡‧

雷虛》已記雷擊殺人，炙烤若字，「天記書其過」之類俗信，漢代俗信當從儒

家敬雷觀念中來。其實，在春秋孔子與東漢王充間，還有西漢焦延壽《焦氏易

林》之說22，其書卷三《大狀‧復》說：「雷霆所擊，誅者五逆。磨滅無跡，

有懼方息。」（頁 601）雷霆誅滅逆者，自然讓人畏懼。如此，則中國古代雷神信

仰大體經過先秦儒家的敬畏思想，到西漢、東漢時代形成雷神罰過的民間信仰。 

應該特別關注的是：在多種罪過之中，《論衡‧雷虛》所記乃有俗信所謂

雷罰食人不淨這樣的陰過： 

                                                      
22 按，《焦氏易林》的作者問題頗多爭議，傳統上往往否定舊題西漢焦延壽說，現今則又傾向

於承認焦氏著作權（參《焦氏易林詩學闡釋》，陳良運著，頁 481-584；馬新欽《〈焦氏易林〉

作者版本考》，頁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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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為「擊折

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有］陰過。飲食

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

無愚智，莫不謂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 

劉盼遂集解加案語云： 

《北史‧高車傳》：「俗不清潔，喜致震霆。」唐沈既濟《雷民傳》：「雷州

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肴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輙至。南中有

木，名曰棹，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為棹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

回應。」知雷擊食不潔淨之說，至六朝、唐時仍盛。（並見頁 294） 

《雷虛》篇下文又記俗信：「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

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頁 296）「飲食〔人〕不潔淨，天之大惡也。」（頁 302）《譴

告》篇亦言：「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幹之，激射（ 裂）〔劈曆〕，中殺人物，

謂天罰陰過。」（頁 645） 

遭到雷霆擊殺者之陰過竟然是「飲食人以不潔淨」，儘管從王充「疾虛妄」

的立場看來，那不過是一種「小過」（頁 298），但在宗教裡可能非同小可，所以

《抱朴子》所謂食人不潔則司命奪算的道教信仰，應當來源於至遲在西漢形成的

雷震罰過尤其是懲罰「飲食人以不潔淨」的民間信仰。這些信仰又共同構成逆

媳變物故事惡食、雷霆母題的文化背景。 

統觀儒道佛三家思想，我們認為：儘管逆媳變物故事具有最為明顯的佛教

內涵，但絶不宜低估中國古代本土文化中儒道思想及民間俗信的重要意義。儒

家早已宣導敬孝，強調奉食盡敬、事姑如母、敬畏雷霆，西漢《焦氏易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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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雷誅五逆信仰，東漢《論衡》已記雷文書過、雷擊「飲食人以不潔淨」之類

陰過等俗信，東晉《抱朴子》又記「以不清潔飲飼他人」可致奪紀減算的信仰，

這些本土文化因素已經差不多足以造成逆媳變物故事的惡食、雷震母題。至於

佛教，其重要性主要在於墮生地獄、畜形的輪回觀念，但儒道思想及民間信仰

卻為佛教傳播提供了本土文化土壤，反過來說，佛教也最善於對中國文化加以

利用和改造，《雜寶藏經》雷殺逆子的故事正可能改造自中國漢代以來俗信。

所以，逆媳變物故事大體是在本土民間信仰、儒道思想與外來佛教信仰共同作

用下造成的。 

該型故事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情形，也可從故事所出文獻載體看出。如

雖然有出自佛教專書《冥報記》、《法苑珠林》、《吳都法乘》等者，但其實

多種文獻往往三家混融，如張掖《仙姑寶卷》，民國《道德叢書‧人獸之變》，

近代上海勸善刊物《勸善雜誌》、《勸善彙報叢刊》、《蘇城隱貧會旬刊》等

思想皆較複雜，實難分析。黃正元《太上寶筏圖說‧凡例》稱：「經文雖出《道

藏》，所言皆格致誠正之功、齊治均平之理，並無鼎爐修煉之習，與四書六經

相為表裡。」（孝集卷首，頁 16a）《勸善彙報叢刊‧果報述聞》卷首介紹「本報特色」

第三條亦云，「匯參三教，不偏不倚」，「內則聖功，外則王道」。再如收入

《三洞拾遺》的清顏生愉輯《丹桂籍》，也非純粹道教勸善之書，明清多種雜著

更不必具有非此即彼的宗教傾向。這都是中國文化三教圓融的共同現象。 

七、餘論 

在主體層面上，逆媳變物故事是虛構的勸世故事，但很多文本在首尾又承

擔解釋風物的功能，故在局部層面，亦可謂之釋源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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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要解釋了多種動植物的起源。最常見的是動物，除了兒媳變身豬狗

吃不淨穢物，變作飛鳥吃蚯蚓、螞蝗外，其他動物則主要是牛，尤其是黃牛、

母牛。故事往往敘述，兒媳穿上神仙所留衣物後，衣服變成牛皮，髮夾、簪子

變成牛角。當初世上只有水牛，沒有黃牛，後來逆媳變成黃牛、母牛，成天叫

「娘」喊「忙」，常掉眼淚。蘭坪傈僳族說，「在很多黃牛中，很少有黑白相間

的花母牛」，後者是兒媳穿了「黑白相間的衣服」變成的。 

又如變龜故事往往敘述，兒媳穿了花背褂後，背褂變成烏龜殼，領褂上的

線變成繩子捆住她，又變成龜殼上的裂紋，從此世上有了烏龜；或是鑽進蛇洞

躲藏，出現龜蛇同洞的動物棲居現象。再如達斡爾族解釋驢「額——沃」叫聲

的原因，是兒媳正要求饒喊「額——沃」時卻沒喊出來就已經變成了驢的緣故。 

除了動植物起源，故事也還解釋了一些風俗習慣的起源。如滇西北寧蒗縣

普米族《擠牛奶的由來》說，媳婦變成黑母牛，拖著腫脹的奶子，來讓公婆擠

著吃，從此，「普米人學會了擠牛奶」。陝西千陽縣《買驢要挑白嘴亮眼》說，

買驢講究的是「白嘴亮眼」，「因為白嘴亮眼驢是歪媳婦變下的，所以不但好

看，而且好使，還通人性」。滬虹口區《棕棚的傳說》說，人們常「把棕毛采

下來做成棕棚」，壓在身下，逆媳也就「永遠翻不了身」。滕州《花頭娘》說，

逆媳花頭娘變成飛蟲啃楝葉，人們喜歡在宅院「種上幾棵楝樹，楝花開時，便

講起花頭娘的故事，教育媳婦們孝敬婆婆」。豫北《二月二龍抬頭》說，逆媳

在二月二被雷震死，於是就有了「二月二龍抬頭，忤逆媳婦發了愁」的俗說。

看來，世間很多自然現象、風俗習慣都跟逆媳變物故事存在關聯。 

綜合本文梳理與討論，可以知道：雖然在科學觀念、女性主義的視角下，

「逆媳變物」故事不過是一個陳舊老套的濫俗說教，是欺世誑人的胡說，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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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該從學術角度，對其流傳情況、母題設置、文化內涵等加以闡釋，也還必須

承認現實生活中忤逆兒媳並非少見，這種故事也還有一定的教育意義，至少具

有較大的學術價值。該型故事通過忤逆兒媳以惡食奉姑遭到雷震或變物懲罰，

表達懲惡揚善、勸世導民的主題，在古今之間、南北之間、多民族之間廣泛流

傳，是本土民間俗信、儒道思想及外來佛教信仰相互融合，共同作用，而形成

的一種在民間文學、古代志怪、敦煌文學、現代小說等中並存的文學文化現象。 

當然，除了我們的初步討論，還有一些問題甚為複雜，如其中是否存在公

婆向兒媳贈衣之俗？又如苦哇鳥與姑惡鳥究竟有怎樣的傳承脈絡？源流分合情

形如何？再如變鳥的逆媳為什麼往往是關在禾桶下，或是在稻場上示眾，鳥亦

有禾雞、田雞之名，這是否反映了某種農耕民俗、穀精信仰？是否在週邊域外

亦有流傳？諸多問題仍需學人續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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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135 例） 

（符號：●=公婆目盲；○=盲而復明；★=雷震霹靂；√=具有該母題） 

表 1：古籍文獻所載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29 例） 

序 時 代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變  物 文     獻     出     處 

 
 
1 

 

 

三國 

 

 

吳廣陵郡 
（蘇中揚州市） 

 

 

●

○ 

 

 

蠐螬作食 
 

 

 

①晉祖台之《志怪》（成書於晉末），《法苑珠林》卷四九（頁 1489-1490），

《太平御覽》卷四一一、九四八（頁 1879d、4209c），宛委山堂本《說郛》

卷一一七並引（頁 5400d），《古小說鉤沈》（頁 158） 

②初唐《晉書》卷八八《孝友·盛彥傳》（頁 2276-2277）、《蒙求集

注》卷下引（頁 388-389）、《白氏六帖》卷八（頁 64a）、幹寶《搜

神記》卷一一（明人舊本誤輯）（頁 135） 

 
 
2 

 

 

隋 

 

 

河南 
（豫西北洛陽

市） 

 

 

● 

 

 

蚯蚓為羹 

 

 

 

★ 

 

白 

狗 

頭 

（乞

食） 
①初唐唐臨（600-659）《冥報記》卷下《隋河南人婦》（頁 56），《珠

林》卷四九（頁 1505）、《太平廣記》卷一六二並引（頁 1167-1168） 

 
②約初唐竇維鋈《廣古今五行記》，《御覽》卷九四七引（頁 4203cd） 

（乞

食） ③明鄭瑄《昨日庵日纂》（1640）一集卷二○《冥果》（頁 208a） 

④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犬類》
（頁 598d-599a） 

3 唐 河內縣 
（豫西北沁陽市） 

●

○ 
豬糞和食 ★ （雷煞）

（書字勸世） 
盛唐敦煌本《孝子傳》，《敦煌小說合集》（頁 50-51） 

 
 
4 

 

 

唐 

 

 

滑州酸棗縣
（豫東北延津

縣） 

 

 

● 

食納犬糞  

 

★ 

 

 

狗

頭 

（遊

行

勸

世） 
 

①晚唐李伉《獨異志》卷上《狗頭新婦》（頁 4-5） 

②北宋錢易（968-1026）《南部新書》卷癸（頁 170） 

蠐螬作羹 

蠐螬作羹 

③明末周清原《西湖二集》卷六《姚伯子至孝受顯榮》入話（頁 90） 

④清陳樹基（梅溪）《西湖拾遺》（1791）卷三九《負雙骸孝

子感神》入話（頁 3b-4a） 
 不孝  ⑤清錢泳《履園叢話》（1825）卷一七《報應•忤逆報》（頁 464） 

 
 
5 

 

南宋紹興

三十年

（1106） 

 

信州玉山縣
（贛東北上饒市

屬縣） 

  

 

飯以麥， 

穿遊僧袈裟 

  

 

牛 
①南宋洪邁《夷堅志》丙志（1171）卷八《謝七嫂》（頁 430-431） 

②明王圻《稗史彙編》（1607）卷一六九《禍福門•報惡類上•

謝七嫂》（頁 2862b） 

  
③元《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人倫門•父子•孝行•

事姑不孝》（頁 20-21） 

6 南宋淳熙元

年（1174）？ 

南城（贛東南

撫州市屬縣） 

 具食粗菲，食

糞（惡子忤逆） 

★ （震死） 南宋洪邁《夷堅志》補志卷一《陳曾惡子》（頁 1556） 

 
7 

  

邢州 
（冀南邢臺市） 

 

● 
 

餅裹人糞 

  

狗 

①元《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人倫門•父子•孝行•

事姑不孝》（頁 20） 

北宋宣

和間 

②清盧湛《關帝聖跡圖志全集》（1829）卷三（禮部）《靈應

考•金氏化狗》（頁 21a） 

8 明 當塗（皖東馬

鞍山市屬縣） 

●

○ 
蠐螬作食   明陸容（1436-1494）《菽園雜記》卷三（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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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時 代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變  物 文     獻     出     處 

9 明嘉靖

初 

福建龍岩縣
（閩西南龍岩

市，原誤作漳浦

縣） 

 不孝 ★ 牛、羊、

犬（三妯

娌。圖形勸

世） 

①明董穀（明中期人）《碧裡雜存》卷上《人異》（頁 66-67） 

②清姚文然《姚端恪公文集》（1683）外集卷七《功過格拈案•

倫常》（頁 629ab） 

10  觧州（晉西南

運城市鹽湖區） 

● 惡草、糞蟲拌

食 

 狗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1603）卷五一《外紀·逆報篇·金氏變

狗》（頁 313d） 

 
 
 
11 

 

 

 

明嘉靖十

年（1531） 

 

 

 

福建延平

府（閩中三

明、南平一帶） 

  

 

 

詬罵，飦粥不

贍 

 

 

 

★ 

 

牛、犬、

豕（三妯娌） 

①明王圻《稗史彙編》（1607）卷一六九《禍福門•報惡類下•

逆婦變牲》（頁 2690b） 

②明張建、沈國元《皇明從信錄》（1620）卷二九《嘉靖十年》（頁 484b） 

③清褚人獲《堅瓠集》余集（1703）卷一《雷譴逆婦》（出《從信錄》，頁 268d-269a） 

牛馬豬（三妯

娌，畫圖勸世） 
④清陳樹基《西湖拾遺》（1791）卷三九《負雙骸孝子感神》

入話（頁 4a-4b） 

羊豕犬（三妯

娌，畫圖勸世） 
⑤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犬類》

（頁 599a） 

12 明 固原縣（甯

南固原市） 

 不予冒絮， 

撕裂頭巾 

 驢 明於慎行（1545-1608）《穀山筆麈》卷一五《雜聞》（頁 177） 

13  黑河北邊
（甘西北張掖

市） 

● 毒藥餅，穿尼

僧（仙姑）所留

青布衫 

 青狗毛身 明（約在萬曆間）《仙姑寶卷·仙姑娘娘將送媳婦變狗第九品》（抄

於 1941 年），見方步和《河西寶卷真本校注研究》（1992）（頁

37-40） 

 
 
14 

 

 

明天啟六

年（1626） 

 

 

江陰長涇（今蘇

南江陰市長涇鎮） 

  

 

穿僧人所留

緇衣 

  

 

老牸（母

牛） 

①文季美（誇蛾齋主人？）《桐下欣然》（未見） 

②明周永年（1582-1647）《吳都法乘》卷二八《逆行篇·人化

犬》附引文季美《桐下欣然》（頁 885） 

③清顏生愉《丹桂籍》（1690）卷一《文昌帝君陰騭文·注案》（頁 552c） 

④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牛類·

逆婦變牛（二）》（頁 605d-606a） 

15 清 益都縣（魯

中北青州市） 

● 蜣蜋餺飥  豕（遊行勸

世）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1707）卷一二《杜小雷》（頁 1613） 

16 清 山東  不孝，穿老嫗

所留被服 

 虎（繪圖勸

世） 
①清吳陳琰（康熙間人）《曠園雜誌》卷下《婦變虎》（頁 160b） 

②民國曹繡君《古今情海》（1915）卷一四《情中化•不孝婦

變虎》（出《曠園雜誌》，頁 18） 

17  甌郡（今浙南

溫州市） 

 牛馬糞拌煙

草（虐待公、姑） 

★ 牛馬狗
（三妯娌，食

糞） 

①清黃正元《太上寶筏圖說》（1755，即《太上感應篇圖說》）

之七廉集「失禮于舅姑」案語（頁 43ab） 

②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牛類·

逆婦變牛（一）》（頁 605b-d） 

18 清 龍丘縣（浙西

衢州市龍遊縣） 

● 糞糟拌肉 ★ （震死） 清俞蛟《夢廠雜著》（1801）卷四《鄉曲枝辭》卷下《雷擊逆

婦記》（頁 70-71） 

 
 
19 

 

 

清乾隆五

十四年

（1789） 

 

 

常熟 
（蘇南常熟市） 

  

 

毒藥餅， 

穿乞丐所留

綾衫 

  

 

豬 

①清錢泳《履園叢話》（1825）卷一七《報應•忤逆報》（頁 463） 

②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1843）卷三《逆婦變豬》（頁

371d-372a） 

③民國蘇州《蘇城隱貧會旬刊》第 33 期（1926 年 5 月 11 日）
（版 4，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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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豬類》（頁 602bc） 

 
20 

 

清 

 

山東定陶縣
（魯西南菏澤市

屬縣） 

 

● 
 

雞矢置湯 

 

★ 
 

豬（食糞） 

①清錢泳《履園叢話》（1825）卷一七《報應•忤逆報》（頁 464） 

②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1848）卷三《逆婦變豬》（頁 372a） 

③民國蘇州《蘇城隱貧會旬刊》第 33 期（1926 年 5 月 11 日）
（版 4，欄 d） 

 
 
21 

 

 

清嘉慶二

十五年

（1820） 

 

 

陝西城固縣
（陝南漢中市屬

縣） 

  

 

虐待詈罵 

  

 

驢 

①清錢泳《履園叢話》（1825）卷一七《報應•忤逆報》（頁 463） 

②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1843）四編卷三《逆婦變驢》（頁 372a） 

③民國蘇州《蘇城隱貧會旬刊》第 34 期（1926 年 5 月 21 日）（版 4，欄 b） 

④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驢馬類》（頁 608c） 

22  湖南郴州 ● 虐待，穿老叟所

留衣（惡子忤逆） 

 牛 清齊學裘《見聞隨筆》（1868）卷一二《人足牛》（頁 244d-245a） 

23 清嘉慶初

年 

江西南昌府 ● 毒飯團，穿募

緣僧女衣 

 豬 同上卷一五《逆婦化豬》（頁 267c-268a） 

24 清同治四

年（1865） 

興化縣（蘇中

興化市） 

● 皮骨和糞當

肉 

★ 豬身豬尾
（食糞） 

同上卷一七《雷擊惡媳變豬》（頁 289bc） 

25  寶應（蘇南揚州

市轄縣） 
 胞衣當肉 ★ （震死） 同上卷一八《雷擊逆婦》（頁 296bc） 

26  金山縣（滬西

南金山區） 
 誣姑竊汗

巾，勒姑吃矢 

★ （瘋顚） 同上卷一八《逆婦顯報》（頁 300cd） 

27 清康熙十

四年

（1675） 

江南丹徒 
（蘇中鎮江市轄區） 

 毒餅害姑  女首豬足，

龜身蛇尾
（書字勸世） 

清佚名（當為無錫金匱顧氏，多記清末事）《後聊齋志異·毒姑》（頁 105-106） 

28 清 昆山（蘇東南

昆山市） 
 砒霜餅，穿乞

丐所留雨衣 

 龜 （《申報》附刊）《點石齋畫報》禦集（1895）《逆婦變龜》（冊

12，頁 16） 

29 清 新建（贛中南

昌市轄區） 

● 蚯蚓當面 ★ （雷震）
（書字勸世） 

《點石齋畫報》貞集（1898）《雷埋逆婦》（冊 15，頁 150） 

表 2：漢族口傳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71 例） 

序 題   名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變  物 文    獻    出    處 

1 逆婦變犬 山東 ●

○ 
毒藥飯，穿老道所留

女衣 

 黑白犬 均一《逆婦變犬》，《好白相》第 1 期（1914）
（頁 61-62） 

2 金氏婦 （浙江？）  人糞填肘 ★ 犬（食人糞） 許廑父（一廠）《淸風明月廬筆記》，《小說新

報》第 2 年第 11 期（1916）（頁 5） 

3 逆婦變龜 湖塘橋（蘇

南常州市？） 

 悍逆，砒霜餅，穿乞

丐（神仙）所留女衣 

 巨龜 了生《了生筆記》，《小說新報》第 5 年第 12

期（1919）（頁 6-7） 

4 逆婦變犬 紹興（浙中北

紹興市） 

● 糞汁煮肉 ★ 犬首人身 金檢廷《逆婦變犬》，《勸善雜誌》1924 年第

4 期（頁 56-57） 

5 苦哇鳥的故

事 

（贛西南吉

安市） 

● 蚯蚓當鰍魚  禾雞（吃蚯

蚓。苦ㄨㄚ） 
君韶《苦哇鳥的故事》，《語絲》第 40 期（1925

年 8 月 17 日）（版 8） 

6 罰吃螞蝗的   螞蝗當豬肉  鳥（吃螞蝗。苦 林蘭《鳥的故事》（1931）（頁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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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啊 啊，苦哇） 

7 苦難鳥 廣州 ● 蜈蜞（水蛭）做脯  水雞鳥（夫

惡，夫惡） 
林蘭《鳥的故事》（1931）（頁 56-57） 

8 媳婦變牛 浙東  毒餅殺姑，穿乞丐（仙

人）所留紅緞褂子 

 黃牛 林蘭《三個願望》（1933）（頁 61-63） 

9 逆婦變犬 浙省黃岩（今為浙

東南台州市轄區） 

● 童尿置面蛋 ★ 狗頭（後復原

為人） 
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

變犬類》（頁 598cd） 

10 逆婦忽變狗

頭之駭聞 

徽州修甯（皖

南黃山市屬縣） 

● 遺屎供姑 ★ 狗頭人身（食

屎） 
《慈善彙報叢刊》第一編《果報述聞》（1933）
（頁 8） 

11 苦哇苦哇（原

為兒歌名） 
南昌  蚯蚓當肉煮面  鳥（苦哇，苦哇） 張嵌坡《南昌兒歌輯解》，《民俗》復刊號

（1936）（頁 176） 

12 悍婦變牛（新

聞） 
瓊東南陵

水縣 

 虐待，穿道士所留艶

麗時裝 

 牛 廣東臺山《新寧雜誌》第39卷，第15期（1947）
（頁 80a-b） 

13 忤逆媳婦 某村 ● 以糞蛆當雞肉做餛飩 ★ 狗頭（吃糞） ①李浩《民間故事新集》（1947）（頁 130-133） 

②《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 民間文學集》

（1996）（頁 224-225） 

14 苦呵鳥  ● 蚯蚓麵條  苦呵鳥（吃蚯

蚓）、縊女蟲 

嚴殊炎《民間傳說》（1949）（頁 22-23） 

15 苦哇鳥 蘇西南鎮

江市 

● 河蟮（蚯蚓）當饊子 ★ 苦哇子鳥（吃蚯

蚓。書字勸世）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江蘇卷》（1998）（頁355-356） 

16 烏龜的來歷 蘇中南南通

市屬如皋市 

● 毒饅頭，穿討飯老太

（仙人）所留花袍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如皋卷》（2010）（頁

202） 

17 狗頭媳婦 蘇西北徐

州市豐縣 

● 狗屎當雞蛋油饃 ★ 狗頭（吃屎。

書字勸世） 
①《徐州民間文化集·故事傳說》（2004）（頁 181-182） 

②《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豐縣卷》（2007）（頁 242-243） 

18 花頭娘 魯西南滕

州市 

 楝葉、蜂蜜烙餅（反而

毒死生母） 

 飛蟲（啃楝樹）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山東卷》（2007）（頁424-425） 

19 狠心的媳婦

變黃牛 

魯中濟南市

屬章丘市 

 曲鱔（蚯蚓）麵條，毒飯，穿要

飯老太太（神仙）所留黃衣裳 

 黃牛（常掉淚） 《章丘民間文學集成資料本》（一）（1988）（頁

3-4） 

20 媳婦變牛的故

事 

冀中高碑

店市 

 虐待，穿白鬍子老頭

所留花衣服 

 母牛（常叫

「娘」）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河北·高碑店卷》（2011）
（頁 338） 

21 狗頭人身的

媳婦 

冀東北承

德市 

● 給公婆吃剩狗食 ★ 狗頭人身（吃

狗食） 
《中國民間故事叢書•河北承德•承德縣卷》

（2014）（頁 257-258） 

22 驢的來歷 黑西北齊齊哈

爾市克山縣 

● 胎衣餃子，穿老道所

留花布衫 

 驢（推碾拉磨）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黑龍江卷》（2005）（頁 471） 

23 變驢 遼中瀋陽

市東陵區 

 虐待，穿要飯老太太

所留坎肩 

 驢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瀋陽東陵資料

本》（1986）（頁 510） 

24 烏龜的來歷 遼中瀋陽市

屬新民市 

● 蚯蚓當肉，穿要飯奶

奶所留金光花衣 

 烏龜 《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遼寧卷·新民資料

本》（一）（1986）（頁 329-330） 

25 惡人惡報 遼中鞍山

市鐵東區 

 孩子胞衣做餃子 ★ 狗腦袋（吃巴

巴）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分卷·〕民間故事選集》

（鞍山市鐵東區內部資料本）（1987）（頁 385） 

26 不孝順的媳

婦 

吉中南吉林

市磐石縣 

 糞堆中豬胎胞做餃

子，毒樹皮泡「醋」 

★ 毛身豬蹄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吉林卷》（1992）（頁833-835） 

27 三個忤逆媳

婦 

晉西南運

城市 

 虐待、詛咒公婆 ★ 割頭韭、剝皮

蔥、搗泥蒜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山西卷》（1999）（頁 625-626） 

②《中國民間故事精品庫·生活故事卷》（1999）（頁 216-218） 

28 刁媳婦變牛 晉西南垣曲縣  虐待，穿觀音代賠衣簪  牛 《垣曲文史資料》，第 3 輯（1987）（頁 75-77） 

29 哄我瞎婆婆 陝西南漢

中市勉縣 

● 「曲鱔（蚯蚓）烙饃饃，

哄我瞎婆婆」 

 黑頭花尾鳥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陝西卷》（1996）（頁324-325） 

30 買驢要挑白

嘴亮眼 

陝西寶雞

市千陽縣 

 虐待公婆，穿要飯婆

婆所留黑布襖 

 白嘴亮眼驢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陝西卷》（1996）（頁4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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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惡報 疆中石河

子市 

 毒藥肉包子，穿要飯

的所留花衣裳 

 驢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新疆卷·新疆建設兵團農八

師、石河子市分卷》（1993）（頁 411-412） 

32 口媳婦變驢 豫東北長

垣縣（清朝事） 

 噘罵，穿賣婆（仙姑）

所留黑布 

 黑驢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長垣縣卷》（1986）
（頁 122-123） 

33 烏龜的由來 豫東北濮

陽市清豐

縣 

● 蚯蚓當肉，生日做砒霜

餃子，穿討飯婆婆（觀

音菩薩）所留花領褂 

 烏龜（龜蛇同

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清豐縣卷》（1989）
（頁 209-211） 

34 黃牛的來歷 同上  虐待，與過路老婦（王

母娘娘）吵鬧 

 黃牛（常流淚） 同上（頁 211-212） 

35 惡媳婦變狗 豫中鄭州市

屬新鄭市 

● 卷屎饃 ★ 狗（吃屎） 《軒轅故里的傳說》（1990）（頁 256） 

36 黃牛的傳說 豫中南漯河

市舞陽縣 

 蚯蚓麵湯，白信（砒霜）米湯，

穿要飯老婆婆（神仙）所留黃衣 

 黃牛（常落淚） 《1986～2006 漯河文學》（2007）（頁 69-70） 

37 黃牛的由來 豫東商丘

市睢縣 

 穿戴老婆婆（觀音老母）

代賠黃綾衫、金簪 

 黃牛（耕地，

喊「忙」）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河南省睢縣卷》（2002）
（頁 42-43） 

38 惡媳婦變烏

龜 

豫東南周

口市沈丘

縣 

● 糞坑曲鱔（蚯蚓）當

肉，生日做砒霜壽

麵，穿要飯老頭所留

花褂 

 烏龜 ①《河南民間文學集成·周口地區故事卷》（1991）（頁 170-172） 

②《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卷》（2001）（頁 286） 

39 小倆口變驢 豫東南新

蔡縣 

 虐待父親、公爹，老

人自殺 

 驢頭人身（遊

街勸世）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新蔡縣卷》

（1988）（頁 255-259） 

40 烏龜的由來 豫東南駐馬

店市平輿縣 

 蚯蚓當肉，生日做毒藥丸

子，穿乞丐所留花衣服 

 烏龜（鑽蛇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平輿縣卷》（1989）
（頁 234-235） 

41 惡有惡報 豫南駐馬店

市泌陽縣 

● 尿泡黑饃，穿老道人（盤古

爺）所留布衫 

★ 大老母豬（吃

髒東西） 
《盤古山故事》（2009）（頁 88-89） 

42 烏龜的來歷 豫西南南

陽市南召

縣 

● 蚯蚓當肉，生日做毒藥

餃子，穿要飯婆婆（觀

音菩薩）所留花領褂 

 烏龜（鑽蛇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南召縣卷》（1987）
（頁 377-378） 

43 可惡媳婦變

烏龜 

同上（南召

縣石門鄉） 

● 蚯蚓包饃，毒藥包饃，穿要

飯婆婆所留花衣裳 

 烏龜 同上（頁 523-524） 

44 花頭娘 豫西南南陽

市社旗縣 

 楝花、蜂糖烙饃（反而

毒死生母） 

 飛蟲（吸楝樹

汁） 
①《節日的傳說》（1982）（頁 50-52） 

②《河南民間文學集成·南陽民間故事》（1992）（頁 532-534） 

45 烏龜的來歷 豫西南南陽

市唐河縣 

●

○ 
蚯蚓當肉，穿觀音所

留金線衣服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河南·唐河卷》（2011）（頁

200-201） 

46 惡媳變牛 皖中合肥

市 

 殘湯剩飯，穿要飯老道

人（赤腳大仙）所留寶衣 

 大水牛（為人

使） 
《神農珠的傳說》（1984）（頁 107-110） 

47 苦哇鳥的傳

說 

同上 ● 蚯蚓當豬腸煮湯  苦哇鳥（吃蚯

蚓）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安徽卷》（2008）（頁 572-573） 

②《合肥故事》（2008）（頁 242-243） 

48 棕棚的傳說 滬虹口區 ● 茅坑浸肉，穿過路人

所賣鞋 

 棕櫚（被人壓）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上海卷·虹口區故事分

卷》（二）（1988）（頁 417） 

49 狗頭媳婦 滬閘北區 ● 糞便肉醬 ★ 狗頭人身（後

恢復為人）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上海·閘北卷》（2011）（頁

177-178） 
50 人頭換狗頭 浙東寧波

市 

● 逼吃人屙（人糞），被叫花

子（觀音菩薩）懲罰 

 狗頭 《浙江省民間文學集成·寧波市故事卷》

（1989）（頁 724-725） 

51 烏龜的由來 浙中義烏

市 

● 生日做砒霜饅頭，穿討飯

婆（神仙）所留花領衫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1997）（頁 480） 

52 苦哇鳥 贛東北樂

平市 

● 蚯蚓當面條  苦哇鳥（苦哇

苦哇） 
《樂平民間故事》（2002）（頁 178-179） 

53 苦哇鳥 贛中南昌 ● 蚯蚓當面條  黑鳥（吃蚯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江西卷》（2002）（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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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題   名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變  物 文    獻    出    處 

市進賢縣 蚓，苦哇、苦哇） 

54 苦哇鳥（異

文） 

贛西北宜春

市奉新縣 

● 蚯蚓當米粉  雀子（自惡，

自惡）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江西卷》（2002）（頁314-315） 

55 布穀鳥 閩西北三明

市將樂縣 

● 蚯蚓當黃鱔，死雞

肉，餓死公婆 

 布穀鳥（吃害

蟲。補過、補過）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1998）（頁 394） 

56 風鼓鳥 臺灣 ● 青蛙湯當牛肚湯  風鼓鳥 ①《臺灣民俗》（1984）（頁 448-449） 

風鼓鳥的傳說 ？ ②《巧斷奇案》（1991）（頁 1-2） 

57 烏龜衫（異

文） 

粵中南江

門市 

 逼吃雞屎，逼夫打婆，穿

白髮老太婆所留花領衫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東卷》（2006）（頁552-553） 

58 白麵水雞 粵西南陽

江市 

● 螞蝗幹當兒子帶回人

參 

 白麵水雞（夫

惡夫惡）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東卷》（2006）（頁540-541） 

59 苦惡鳥的傳說 香港 ● 蚯蚓當鰍魚  苦惡鳥（吃蚯蚓） 葉靈鳳《香港方物志》（1985）（頁 198） 

60 白臉雞 瓊東北定

安縣 

● 螞蝗肉當海參  白臉雞（吃螞

蝗。夫呀！末罰）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海南卷》（2002）（頁269-270） 

61 苦哇鳥 鄂中南荊門

市沙市區 

● 蚯蚓當肉絲麵  苦哇鳥（吃蚯

蚓。苦哇苦哇） 
①《巧媳婦》（1982）（頁 16-18） 

②《沙市民間傳說故事集》（1985）（頁 100-102） 

62 烏龜的由來 鄂東南黃

岡市蘄春

縣 

● 蚯蚓當肉，生日做砒

霜發粑，穿討飯婆婆

（觀音菩薩）所留花領褂 

 烏龜（龜蛇同

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北卷》（1999）（頁 300） 

63 雷打惡媳婦 鄂西南長

陽縣 

 虐待，穿戴觀音娘娘

所留花衣、帽子 

★ 母牛（書字勸

世）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湖北·長陽卷》（2007）（頁

231） 

64 田雞的來歷 湘東湘潭

市湘潭縣 

● 蚯蚓當肉  田雞（姑放，

苦呀）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湘潭市分卷》

（1989）（頁 436-437） 

②《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2002）（頁 336-337） 

③《湖南民間文學集成》（2009）（頁 377-378） 

65 惡媳婦挨打 湘西北常

德市石門

縣 

 打罵虐待，穿過路婆

婆（觀音老母）所留衣

裳、金簪 

 牛（後復原為

人）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2002）（頁 717-718） 

②《湖南民間文學集成》（二）（2009）（頁 804-805） 

66 人變牛 湘南永州

市冷水灘

區 

 虐待，穿戴公婆從賣

衣人（王母娘娘）買賠衣

服、髮夾 

 牛（遊行勸世） ①《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南卷·冷水灘市資料本》（頁 8-9）（未見） 

②蔣華《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賾》（2011）（頁 87） 

67 牛婆的來歷 湘南永州

市新田縣 

 虐待，穿戴觀音菩薩

代賠衣服、髮夾 

 母牛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新田縣資料本》（頁 68）（未見） 

②蔣華《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賾》（頁 86） 

68 螞蟥鳥 湘南永州

市雙牌縣 

● 螞蟥當肉  鳥（吃螞蟥？） ①《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南卷·雙牌縣資料本》（頁 178-179）（未見） 

②蔣華《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賾》（頁 89） 

69 惡媳變烏龜 渝中東 

豐都縣 

● 螺螄當肉，生日做砒

霜麵團，穿討飯婆婆

（觀音菩薩）所留花領褂 

 烏龜（鑽蛇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卷》（1998）（頁544-545） 

70 烏龜的來歷 同上 ● 螺螄當肉，生日做砒

霜肉丸，穿討飯婆婆

（觀音菩薩）所留花背褂 

 烏龜（鑽蛇洞） 《中國三峽動物傳說》（2010）（頁 96-97） 

71 惡媳婦變狗 滇東北昭通

市魯甸縣 

● 爛菜葉、爛包穀面，

死耗子肉，屎粑粑 

★ 狗腦殼（吃

屎） 
《紅土地上的杜鵑花：魯甸縣民族民間文學

集成》（2006）（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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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少數民族口傳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18 例） 

序 題   名 族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變    物 文    獻    出    處 

1 刁媳婦變黃

牛 

滿

、

蒙 

遼西北阜新

市彰武縣 

 鼠藥飯，穿要飯老

太太所脫衣服 

 黃牛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彰武縣資料

本》（1987）（頁 283-284） 

2 虐待老母，活

人變驢 

蒙 蒙西南阿拉

善左旗 

● 驢胎盤包子  母驢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內蒙古卷》（1992）
（頁 653-654） 

3 驢為啥

「額——沃」

叫 

達

斡

爾 

蒙東北呼倫

貝爾市莫力

達瓦旗 

● 虐待，系老太太（恩

都日）所留圍裙 

 驢（「額——沃」，

喊求饒）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內蒙古卷》（頁 371-372） 

②《達斡爾族神話故事》（1998）（未見） 

③《達斡爾資料集》第 3 集（2002）（頁 782-783） 

4 壞斷筋  

 

 

回 

寧中同心縣 ● 米渣當飯，羊皮當

肉，大豆當饃 

★ 豬 ①《回族民間故事集》（1988）（頁 265-268） 

②《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寧夏卷》（1999）（頁 472-474） 

③《中國民間故事精品庫·生活故事卷》（1999）（頁 221-224） 

④《髮菜姑娘》（2000）（頁 102-107） 

 
5 

變豬的媳婦 青東西寧市

湟中縣 

● 腐臭乾糧當兒子

帶回糕點，死鼠餃

子 

 老母豬 ①《青海回族民間故事》（1985）（頁 19-22） 

②《中國民間故事全集·寧夏卷》（1989）
（頁 481-484） 

6 牛的來歷 土

家 

湘西北張家界

市桑植縣 

 毒油炒飯，穿戴白鬍子

老頭所留花服、金簪 

 大花牛 ①《桑植民間文學》（2004）（未見） 

②《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土家族卷》（2010）（頁 228） 

7 媳婦變牛的

故事 

 

 

苗 

湘西、黔東北

松桃縣 

 虐待，穿過路白鬍

子老者所留花衣服 

 母牛（常叫

「娘」） 
①燕寶《苗族民間故事選》（1981）（頁 440） 

②《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2 卷（1995）（頁 955） 

8 壞媳婦 湘西花垣縣 ● 火子當鹽，冷灰當

菜，穿戴神仙（觀音

所派）所留衣飾 

 牛（牽遊村寨勸

世） 
《湘西民間文學資料》第 1 集《遠古民間

故事》（1980）（頁 173-174） 

9 孽媳變牛 瑤

？ 

湘南永州市

江華縣 

 虐待，穿乞討老人
（太白金星、玉皇大帝）

所留花衣 

★ 

 
母牛（雷劈死） ①《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南卷·江華瑤族

自治縣資料本》（頁 375-376）（未見） 

②蔣華《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賾》（2011）（頁 89-90） 

10 月變 毛

南 

桂西北河池

市環江縣 

● 摻糠玉米粉，戴過

路客商所留金髮

夾 

 牛身人腳 ①《毛難族民間故事集》（1984）（頁 219-221） 

②《毛南族京族民間故事選》（1987）（頁 259-262） 

③《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12 卷（1995）（頁 735-738） 

11 黑牛媳婦與

金瓜姑娘 

 

 

仡 

 

佬 

桂西北百色

市隆林縣 

●

○ 
牛屎當糍粑，穿戴

過路老婆婆（山神）

所留黑衣、玉簪 

 黑水牛（遊村

走寨勸世） 
①《回、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

間故事選》（1988）（頁 273-275） 

②《廣西民間文學作品精選·隆林卷》（1992）（頁 145-147） 

③《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13 卷（1995）（頁 281-283） 

④《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西卷》（2001）（頁 547-548） 

12 烏龜的來歷 黔北遵義市道

真縣 

 生日做毒藥泡粑，穿要

飯老頭所留華麗衣服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貴州省道真仡佬族

苗族自治縣卷》（1993）（頁 269-270） 

13 媳婦變牛  

 

壯 

滇東南文山

州 

● 兇狠，穿戴白髮老

頭（太白星君）代賠衣

服、銀簪金梳等 

 牛（遊街勸世） ①劉德榮《壯族民間故事》（1988）（頁

258-259） 

滇東南文山

州廣南縣 

②《雲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

要·民間故事卷》（2008）（上卷，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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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題   名 族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變    物 文    獻    出    處 

14 鬼唆鳥 桂西北河池

市環江縣 

● 炒螞蝗當兒子寄

回補品 

 （螞蝗吮血）黑白

紋鳥（吃螞蝗）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2002）（頁 848-849） 

15 變牛的兒媳  

 

 

傈 

 

僳 

滇西北怒江

州福貢縣 

● 虐待公公，吃牛

屎，穿某人所送衣

服 

 野牛 ①《雲南民間文學集成·福貢縣民間文學

集成卷》（1989）（未見） 

②《雲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民間故事卷》（下卷，頁 46） 

16 
 

花母牛的來

歷 

滇西北怒江

州蘭坪縣 

●

○ 
牛屎蕎糠粑粑，穿

陌生人（神仙）所留

黑白相間的衣服 

 黑白花母牛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雲南卷·蘭坪民間

故事集成》（1994）（頁 134-135） 

②《雲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民間故事卷》（下卷，頁 39-40） 

17 長角生毛的

兒媳 

滇西北迪慶

州維西縣 

●

○ 
牛屎粑粑，逼吃豬尿

泡，粑粑裹石，穿白

髮神仙所留衣衫 

 生牛角和毛
（順江遊走勸世） 

①《迪慶民間故事集成》（1997）（未見） 

②《雲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民間故事卷》（下卷，頁 40） 

 
18 

擠牛奶的由

來 

普

米 

滇西北寧蒗

縣 

 虐待，穿白鬍子老

頭（神仙）所留黑緞

子衣服 

 黑母牛 ①《普米族故事集成》（1990）（頁 87-89） 

②《中華民俗源流集成·禁忌生產商貿卷》（1994）（頁 343-344） 

③《雲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

提要·神話傳說卷》（下卷，頁 229-230） 

表 4：部分母題相同或與其他類型交叉口傳故事情況一覽表（17 例） 

序 題    名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愛

娘 

背

婆 
未變物結局 文    獻    出    處 

1 毛毛蟲顯靈 遼東桓仁縣 ● 毛毛蟲餃子 ★ √  毛毛蟲叮

身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桓仁資料本》

（1986）（頁 220-221） 

2 不孝婦 遼東南丹東市

振興區 

● 毛毛蟲餃子  √  毛毛蟲咬

死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振興區資料

本》（1987）（頁 266） 

3 不孝順的媳婦 遼中鞍山市屬

海城市 

● 細長曲蟲（蚯

蚓？）當面條 

★   曲蟲咬死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海城資料

本》（1987）（頁 303-304） 

4 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 

遼北鐵嶺市

西豐縣 

● 曲蛇（蚯蚓）當

面條 

★   崖壁震死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西豐資料本》

（1987）（頁 276-277） 

5 不孝敬的兒媳 冀東北承德

市 

● 毛毛蟲餃子  √  毛毛蟲吃得

僅剩骨架 

《中國民間故事叢書·河北承德·承德縣卷》

（2014）（頁 254-255） 

6 不孝兒媳 魯南棗莊市

薛城區 

 尿泡饃饃 ★ √ √  《棗莊市民間文學資料選編·薛城區民間故

事集》（1988）（頁 195-196） 

7 惡媳婦背婆婆 魯南棗莊市

山亭區 

● 尿泡饃饃 ★ √ √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山東·山亭卷》（2011）
（頁 318） 

8 雷劈不孝婦 魯東南日照

市 

● 尿泡饃饃 ★ √  雷龍（禿尾巴

老李）劈死 

《日照民間故事選編》（2005）（頁 193） 

9 惡媳婦 魯西南滕州

市 

● 爛餅當雞蛋，爛

瓜當麥飯，尿泡

煎餅，毒藥飯 

★ √ √ 蛇尾抽死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山東·滕州卷》（2011）
（頁 529-530） 

10 不孝婦的故事

二則（之一） 

魯西南汶上

縣 

● 蟲子水餃    蟲子吃得

僅剩白骨 

《汶上縣民間文學集成資料》（1989）（頁

170-171） 

11 不孝婦的故事

二則（之二） 

同上 ● 尿泡糖包 ★ √ √  同上（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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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題    名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愛

娘 

背

婆 
未變物結局 文    獻    出    處 

12 二月二龍抬頭 豫北  用污泥當包

子肉餡 

★   雷震死 ①《節日的傳說》（1982）（頁 35-38） 

②《河南民俗傳說故事》（1987）（頁 170-171） 

③《中國民俗源流集成·節日歲時卷》（1994）（頁 84-86） 

13 雷公爺 鄂西北十堰

市 

 胎衣當肉 ★   被雷公爺

治服 

《千鳥袍——十堰市民間傳說故事集》（一）

（1981）（頁 79） 

14 媳婦弄草包包

面給婆老吃 

鄂西南長陽

縣 

 草餡包面，肉餡

包面倒進尿桶 

★   震死（示眾

勸世）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湖北·長陽卷》（2007）
（頁 234） 

15 悔過的兒媳婦

（滿族） 

遼中瀋陽市 ● 毛毛蟲餃子 ★ √  毛毛蟲爬

身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瀋陽市資料

本·薑淑珍故事選》（1988）（頁 224-226） 

16 虐待婆婆的媳

婦（苗族） 

黔西北威寧

縣 

● 蚯蚓當豬腳 ★   震死（書字

勸世） 
《民間文學資料》第 11 集《苗族民間傳說

故事》（1959）（頁 174-175） 

17 惡婦石（苗族） 黔東南丹寨

縣 

● 虐待，牛包衣

（植物）當肉 

★   石壁劈死 《黔東南民間文學》（1983）（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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