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 我在不同年龄阶段读过， 感受不一， 先为
其梗要叙述白蛇娘娘的故事吸引， 后为其彻底的反封建压迫的思想感情打
动。 近二十多年来， 我研究中华螃蟹文化， 换了一个视角， 又觉得鲁迅是
一个技术娴熟的吃蟹行家， 最近为追溯“蟹和尚” 传说的来龙去脉， 发现
鲁迅更是一个在螃蟹话语上有继承开拓之功的文学大家。

■名人趣事

鲁迅笔下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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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民间俗称的 “蟹和尚”， 实际上就
是螃蟹胃袋里的胃磨 。 将螃蟹煮熟 ，
揭开背壳， 剥去黄膏， 便是承接蟹口
和食道的胃袋， 圆锥状， 外面包裹着
灰白色的薄膜， 里面常见食物残屑和
泥沙。 胃袋里有形态独特的骨质化咀
嚼器， 凭着肌肉的扩张收缩可以转动，
把吞进的食物碾磨成细微颗粒， 因为
长在胃里 ， 通称胃磨 。 把胃袋翻转 ，
抖落污物 ， 便见胃磨 ， 整体黄褐色 ，
头上一圈黑色 ， 犹如削发后的圆顶 ，
乍看， 仿佛是一个披着袈裟打坐的和
尚， 这就是 “蟹和尚”。

我先梳理一下中国人自宋至清认
知 “蟹和尚” 的历史脉络。

南宋李石 《续博物志》： “蟹斗精
上有孔， 其中有子有泥， 食之杀人。”
这 “蟹斗精上 ”， 即蟹额区中间的蟹
口 ， “孔 ” 当是又短又直的食道 ，
“其中有子有泥”， 触及了食道末端的
蟹胃和胃磨， “食之杀人”， 它是不能
吃的。 明朝高濂 《遵生八笺》： “《本
草》 云： 蟹盖中膏内有脑骨， 当去勿
食， 有毒。” 历史上称 《本草》 的医药
书籍甚多， 此为何代何人所著， 未详，
谓 “蟹盖中膏内有脑骨”， 可以确定为
胃磨， 只是称作 “脑骨” 而已。

据我查考， 最早把 “脑骨” 形象
地叫作 “蟹和尚” 的， 或是明朝万历
年间的薛朝选， 他在 《异识资谐》 里
说： “蟹黄中有小骨如猴， 俗呼蟹和
尚。 儿子擘酒蟹说， 一僧兀坐胡床，余
观之，果相似。 近有上人作诗称为蟹壳

仙者”（此书未见，转录自清孙之騄《晴
川后蟹录》卷二“蟹仙”条）。 这条文字，
反映了时人观察到了蟹黄中骨质化的
犹如“一僧兀坐胡床” 的胃磨， 称之为

“蟹和尚” 或 “蟹壳仙”。
至清 ， 屠绅在神魔小说 《蟫史 》

第二十卷里说， 交趾一贼， 精气已铄，
跃入江中， “乘海蟹空腹入之”，捞蟹人
得而刳其腹，随手取出，“俨然盲僧”，点
及“蟹和尚”由来。 张南庄在滑稽小说

《何典》里反复提到 “蟹壳里仙人”。 秦
荣光在 《上海县竹枝词》 里说 “无肠
牵挂成和尚”， 自注 “蟹筐中有袋泥软
壳， 俗称蟹和尚”， 点及处所。

以上说明，作为蟹腹中隐蔽而微小
的“蟹和尚”，一方面已经写进笔记、医
书、小说和诗歌，广为群众所知。

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

1924年10月28日， 鲁迅写了 《论
雷峰塔的倒掉》， 从听说雷峰塔倒掉的
消息写起， 引出白蛇娘娘被法海和尚
压在塔底的故事， 再讲到玉皇大帝拿
办法海， 他逃到蟹壳里避祸， 接着便
是如此一段：

秋高稻熟时节， 吴越间所多的是
螃蟹， 煮到通红之后， 无论取哪一只，
揭开背壳来， 里面就有黄， 有膏， 倘
是雌的 ， 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 。
先将这些吃完， 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
形的薄膜， 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
切下， 取出， 翻转， 使里面向外， 只
要不破， 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
有头脸， 身子， 是坐着的， 我们那里
的小孩都称他 “蟹和尚”， 就是躲在里

面避难的法海。
这段文字浅显、 优美、 亲切， 写

法层层剥笋 、 步步推进 、 引人入胜 ，
随着 “煮 ” “取 ” “揭开 ” “吃 ”
“露出” “切下， 取出， 翻转” 一连串
的动作， 终于见到了 “蟹和尚”。 对照
历史上 “蟹和尚” 的记录， 明确地交
代了它的位置， 精准地说明了见到它
的步骤， 形象地勾勒了它的形态， 从
零星到完整， 从模糊到清晰， 从空疏
到缜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鲁迅是
全方位书面记录 “蟹和尚” 的第一人。

鲁迅为什么能够笔墨灵动、 娓娓
描叙呢？ 他是浙江绍兴人， “吴越间
所多的是螃蟹 ”， 自小爱吃会吃 。 之
后， 他关注过生物， 学习过解剖， 讲
授过博物学， 特别是从头到尾抄录过
北宋傅肱 《蟹谱》， 发表过螃蟹脱壳的
寓言式小品 《螃蟹》。 从这段文字可以
推定， 他早先一定对历史上所说 “蟹
和尚” 产生过浓浓的兴趣。

“蟹和尚”与“法海禅师”

更可贵的 ， 鲁迅又把 “蟹和尚 ”
引入了白蛇娘娘的故事里， 成了这个
故事冠冕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一个和尚， 法海禅师， 得道的禅
师， 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便将他
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 白蛇娘娘来寻
夫， 于是就 “水漫金山” ……白蛇娘
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 被装在一个
小小的钵盂里了。 钵盂埋在地里， 上
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 这就是雷
峰塔。 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 如 “白
状元祭塔” 之类， 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雷峰塔是1924年9月25日倒塌的，
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人们议论
纷纷。 或说明其倒坍的原因，或回顾其
建造的历史，更多的是对失去杭州西湖
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惋惜。 当然，鲁
迅也怦然心动，经过醖酿，博观约取，另
辟蹊径，在一个多月后写了《论雷峰塔
的倒掉》。他说：自我听了祖母讲述白娘
娘故事，“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
峰塔的倒掉”，“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
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为什
么呢？ “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 不怪
法海太多事的”！

特别要说的 ， 就在这篇杂文里 ，
鲁迅把 “蟹和尚” 与 “法海禅师” 挂
上了钩。 “听说， 后来玉皇大帝也就
怪法海多事， 以至荼毒生灵， 想要拿
办他了。 他逃来逃去， 终于逃在蟹壳
里避祸 ， 不敢再出来 ， 到现在还如
此”， “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 ‘蟹
和尚 ’， 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
“当初， 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 法海禅
师躲在蟹壳里。 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
师独自静坐了， 不到螃蟹断种的那一
天为止出不来。” 对于这个挂钩， 大家
都毫不在意。 其实， 这是鲁迅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充分体现，是前所未见的令
人拍案称好的神来之笔。一方面使漂移
了几百年的“蟹和尚”获得了一个人们
熟知的身份，人格化了，一方面使人神
共愤的“法海禅师”获得了一个永无出
头之日的归宿， 物质化了，相得益彰，
融合为一。 至此， 白蛇娘娘的故事才
算有了一个最终的圆满结局。

（摘自《光明日报》 作者：钱仓水）

蟹

进入9月份了， 天气开始转凉， 雨
水减少， 晴天增多， 正是观星赏月的
好时节。 俗话说， “十五的月亮十六
圆”， 就是说出现在农历十六的满月居
多。 不过， 今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月
亮却是十五圆。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这个节
日一般出现在公历的9月7日到10月6日
之间， 今年中秋节在9月10日， 恰逢教

师节。 中秋节， 又称祭月节、 拜月节、
月娘节、 月亮节、 团圆节等， 与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
日。 中秋节自古便有赏月、 祭月、 吃
月饼等民间习俗， 流传至今。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就是说出
现在农历十六的满月居多。 不过， 今
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月亮却是十五圆，
具体满月的时间是9月10日17时59分。
当天北京地区月亮升起的时间大约是

18时50分。
我们知道， 农历的月份是完全依

据月相变化制定的。 月相是地球上看
到的月亮被太阳照亮的部分。 月亮围

绕地球运动， 本身不发光， 在一月中，
太阳、 地球、 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在
有规律地变化着， 月相也在不断变化。
月亮的这种盈亏变化周期叫作朔望周
期， 平均时间是29.53天。 月亮运行到
太阳和地球之间的时候， 从地球上看
起来月亮在太阳的方向， 它的黑暗面
朝向地球， 此时的月相被称作朔或者
新月， 农历历法上规定每月的初一必
须要在朔所在的那一天， 由于月相周
期为29.53天， 为了满足这个规定， 农
历的月分为大小月， 大月30天， 小月

29天， 以保证初一那天月相是朔。
从朔到满月的时间大约需要十四

五天， 但时间长度并不是完全固定的，
这是因为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绕
地球运行， 有时候离地球近一些， 有
时远一些， 距离地球近的时候运行速
度快一些， 距离地球远的时候， 速度
慢一些。 因此， 从朔到满月的时间最
短不到14天， 最长超过了15天， 从统
计数据上看， 满月大多出现在农历的
十五和十六， 个别时候可以出现在十
七甚至十四， 其中以出现在十六的满
月最多， 占总数的近60%， 出现在十
五的满月次之， 约占40%。 因此就有
了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的说法。

(摘自《科技日报》 作者：寇文）

■观天象

今年中秋 十五的月亮终于十五圆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