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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的埃及來源

 感 謝《 西 遊 記 》 和《 封 神 演 義 》 的 傳 播， 哪

吒 三 太 子 是 中 國 民 間 非 常 受 歡 迎 的 神 靈， 在 華 南

地 區 尤 其 如 此。 在 閩 廣 地 區、 台 灣 以 及 東 南 亞 華

人 居 處， 哪 吒 三 太 子 聲 名 赫 赫。 澳 門 半 島 就 有 兩

個 哪 吒 廟， 包 括 2005 年 登 入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 世 界 遺 產 ” 名 錄 的 大 三 巴 哪 吒 廟 1 以 及 比 大 三

巴哪吒廟歷史更悠久的柿山哪吒廟。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澳門的哪吒信仰。

一、“求醫者起死回生”：澳門的哪吒

三太子 2

 在 澳 門， 受 眾 最 廣 泛 的 神 靈 當 然 屬 於 天 后 和

觀 音； 這 兩 位 在 大 中 華 民 間 信 仰 中， 也 屬 於 等 級

最 高 的 神 祇， 地 位 至 高 無 上。 除 了 天 后 和 觀 音，

哪 吒 三 太 子 在 澳 門 地 區 的 影 響 力 似 乎 緊 隨 其 後，

值 得 關 注。 澳 門 哪 吒 信 仰 源 自 於 大 炮 台 下 的 柿 山

哪 吒 廟。 柿 山 哪 吒 廟 位 於 老 饕 巷 的 半 坡 上， 華 人

稱 其 為 柿 山， 廟 旁 即 有 因 廟 得 名 的 小 巷 哪 吒 廟 斜

以往關於哪吒起源和變遷的研究，主要採取印度―中國文化交流，也就是佛教傳播
的角度。中國的哪吒起源於印度佛教的護法神，而其在中國落地生根後又有從佛教
到道教流變以及向下到民間信仰的過程。本文指出，哪吒攜帶、象徵的幾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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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柿 山 哪 吒 古 廟 其 實 只 是 一 座 四 方 亭， 實 無 廟

宇。 不 過， 亭 內 設 有 神 龕、 神 台、 香 爐 等， 均 由

原 石 雕 刻 而 成。 柿 山 哪 吒 古 廟 的 來 源 模 糊 不 清。

相 傳 曾 有 一 位 打 扮 為 丫 髻 兜 肚 的 童 子 常 與 孩 童 嬉

戲， 並 予 保 護。 一 日， 村 民 目 睹 此 童 子 踏 風 火 輪

而 去， 故 被 認 定 為 哪 吒 顯 靈， 遂 建 廟 以 祀。1898

年， 古 廟 重 建 為 現 在 的 規 模（ 圖 1）。 惟 柿 山 古

廟 最 早 建 於 何 年， 已 不 可 考。 根 據《 澳 門 編 年

史 》，1898 年“6 月 19 日， 柿 山 圍 的 當 年 值 事

楊 兆 英 等 人 將 柿 山 哪 吒 古 廟 司 祝 一 職 開 投。 據 稱

柿 山 哪 吒 古 廟 二 百 餘 年， 一 坊 香 火， 闔 澳 拜 參，

地 傑 神 靈。 因 年 中 神 誕 費 用 多 金， 難 以 籌 措。 經

闔坊公議將本廟司祝開投，每年價銀 200 元為底，

連投三年為期，價高者得。” 3 如果“二百餘年”

之 說 可 靠， 則 古 廟 建 於 清 初（ 大 致 為 順 治 至 康 熙

年 間 ） 無 疑。 故 古 廟 石 柱 有 一 聯 云： 二 百 餘 年 赫

聲濯靈澤敷蓮島，數千萬眾報功崇德亭建柿山”，

大 概 是 基 於 此 說。 廟 內 一 後 立 的 匾 額 也 直 接 稱 此

廟建於康熙十八年（1679 年）。

 又，《 澳 門 編 年 史 》 記 載，1850 年，“ 在 大

炮 台 下 老 饕 巷 興 建 哪 吒 廟。 該 廟 實 際 上 是 一 座 每

邊 由 三 根 石 柱 支 撐 的 木 式 亭 台， 祭 台 上 有 一 座 供* 楊斌：澳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西泠印社海外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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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着 哪 吒 的 小 神 龕。 據 稱， 哪 吒 是 澳 門 城 區 的 保

護神。” 4 以此可見，柿山哪吒廟的興建有一漫長

過程。起初不過是一個亭台，甚至難以遮蔽風雨，

後 逐 漸 擴 建 成 小 屋， 有 了 值 事、 司 祝 等 職 位， 負

責 廟 宇 的 管 理。 根 據 柿 山 哪 吒 古 廟 值 理 會 向 政 府

遞 交 的 申 報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報 告 中 說： 最 早 在

“ 其 所 立 石 上 建 廟 供 養， 當 時 在 古 城 牆 水 潭 旁 有

麻 石 數 塊， 遂 於 水 潭 上 一 塊 方 圓 數 尺 的 麻 石 上 構

築 建 廟， 形 如 一 座 小 屋， 實 為 一 座 神 龕， 神 龕 內

祀 奉‘ 哪 吒 太 子 龍 牌 ’， 而 哪 吒 太 子 顯 聖 所 站 立

之 麻 石 則 以‘ 顯 靈 石 ’ 紀 念 ”。 5( 圖 2) 這 符 合 上

述《澳門編年史》摘引之外文記載。

 根據柿山廟的碑文，“柿山古廟，倡自清初，

建 立 以 來， 威 靈 日 顯。 所 以 者 熙 來 攘 往， 求 醫 者

起死回生，由是老幼沾恩，因而遐邇景仰。” 6 因

為年久失修，所以於光緒 24 年（1898 年）重建。

根 據 此 碑 記， 我 們 大 概 可 以 得 知， 澳 門 的 哪 吒 信

仰 大 致 在 清 代 初 年， 原 因 是 當 地 民 眾 相 傳 哪 吒 顯

靈， 化 身 為 丫 髻 兜 肚 童 子， 保 佑 兒 童， 所 以 民 眾

建 其 廟 崇 祀。 以 後 大 家 相 信 哪 吒 能 夠 驅 除 病 魔，

所 以 來 求 醫 者 熙 來 攘 往； 由 於 有 求 必 應， 所 以 香

火 很 旺。 據 此， 哪 吒 的 關 鍵 功 能 就 是 庇 護 兒 童，

驅除病魔。

 因 此， 每 當 出 現 瘟 疫 的 時 候， 當 地 民 眾 便 會

向 柿 山 古 廟 求 助， 這 也 就 有 了 1898 年 再 次 擴 建

的 因 由。 此 年“4 月， 澳 門 開 始 流 行 鼠 疫， 拱 北

關 關 閘 分 卡 三 廠 卡 哨 沿 海 一 帶， 為 埋 葬 患 鼠 疫 去

世 者 之 屍 體 的 墳 場。 拱 北 關 為 了 防 止 傳 染， 在 三

廠卡哨周圍一帶挖壕隔離。” 7 澳門一地“僅柿山

一 帶 未 被 波 及， 善 信 認 為 是 哪 吒 太 子 顯 靈， 得 到

值 事 楊 臣 五、 黃 浩 泉、 黃 雨 村、 羅 成 絢 等 動 員 捐

助，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重修古廟及擴建

風 雨 亭， 當 時 用 去 白 銀 六 百 五 十 八 元 零 毫， 正 名

為‘哪吒古廟’。” 8 正是因為重建所費不菲，導

致 經 費 短 缺， 所 以 楊 臣 五 等 人“ 公 議 將 本 廟 司 祝

開 投， 每 年 價 銀 200 元 為 底， 連 投 三 年 為 期， 價

高者得”，以解決經費問題。

圖 1·柿山哪吒古廟 圖 2·柿山廟內的“顯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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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 疫 流 行 不 僅 導 致 了 柿 山“ 哪 吒 古 廟 ” 的 重

建 以 及 司 祝 投 標 這 樣 重 大 的 管 理 改 革， 也 成 為 大

三 巴 哪 吒 廟 興 建 的 關 鍵 因 素。 大 三 巴 的 哪 吒 廟 座

落 於 大 三 巴 牌 坊 後 右 側， 和 柿 山 哪 吒 古 廟 其 實 同

處 於 一 座 小 山 的 兩 側， 距 離 很 近。 大 三 巴 哪 吒 廟

創 建 於 1888 年， 改 建 於 1901 年， 其 興 建 之 來

源 也 頗 為 模 糊（ 圖 3、 圖 4）。 目 前 認 為，1888

年 從 莫 桑 比 克 來 的 葡 萄 牙 軍 艦“ 印 度 ” 號 帶 來 的

霍 亂 是 茨 林 圍 居 民 在 大 三 巴 建 立 哪 吒 廟 的 直 接 原

因。 在 瘟 疫 期 間， 居 住 於 大 三 巴 地 區 的 居 民 向 柿

山商請柿山哪吒廟的哪吒神像分身到大三巴，“建

廟奉祀，但遭反對，屢恰不果，於是自行建廟。”9

也 有 其 他 的 傳 說。 一 說 瘟 疫 流 行 時， 有 一 民

眾 夢 到 一 兒 童 腳 踏 風 火 輪， 向 大 炮 台 山 上 的 溪 水

圖 3·大三巴哪吒廟外景 圖 4·大三巴哪吒廟大門

施 法。 腳 踏 風 火 輪 的 當 然 就 是 哪 吒， 於 是 大 家 都

去 取 溪 水 飲 用， 果 然 疫 病 消 除， 遂 在 大 三 巴 附 近

建 廟 崇 祀 哪 吒 三 太 子。 10 這 個 傳 說 是 柿 山 古 廟 來

源 的 翻 版， 只 是 突 出 了 哪 吒 祛 除 病 魔 的 法 力。 另

有 一 說 也 提 到 了 靈 泉 治 病。 也 是 哪 吒 托 夢， 讓 大

家 到 大 三 巴 聖 保 祿 寺 的 一 處 泉 眼 取 水， 再 加 入 草

藥 熬 製 飲 用， 藥 到 病 除。 民 眾 照 此 辦 理， 果 然 安

然 度 過 瘟 疫， 遂 在 靈 泉 旁 仿 照 柿 山 建 立 哪 吒 廟。11

這 兩 則 傳 說 大 致 類 似， 主 題 一 是 哪 吒， 二 是 水。

無 論 溪 水 還 是 泉 水， 都 體 現 了 當 時 澳 門 淡 水 資 源

的 寶 貴， 體 現 了 人 們 對 乾 淨 的 水 的 渴 望， 也 反 映

了當時樸素的衛生知識：乾淨的水可以防止瘟疫，

骯 髒 的 水 可 導 致 疾 病 瘟 疫。 而 把 水 和 祛 禳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便 是 哪 吒。 可 見， 大 三 巴 哪 吒 廟 的 來 源，

是因為哪吒祛除病魔的威名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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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了 鼠 疫 流 行 的 1898 年， 哪 吒 依 舊 大 顯 神

通。大三巴哪吒廟的兩幅對聯“廟貌宏開新氣象，

神 靈 庇 護 福 無 疆 ” 和“ 厚 澤 宏 施 長 流 鏡 海， 神 恩

慶 播 永 被 蓮 峰 ”， 下 署 日 期 都 是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也 就 是 1898 年。 可 見， 澳 門 的 哪 吒， 無 論 在 柿

山 還 是 大 三 巴， 都 在 這 次 鼠 疫 中 給 了 民 眾 無 限 的

信心。到了新世紀非典來襲，2003 年 2 月 9 日，

柿 山 哪 吒 廟 於 2003 年 2 月 9 日 舉 辦 了“ 癸 未 年

祈 福 法 會 ”， 祈 求 澳 門 免 受 非 典 型 侵 襲；6 月 15

日， 大 三 巴 哪 吒 廟 鑑 於 非 典 困 擾， 澳 門 亦 出 現 一

宗 病 例， 不 甘 人 後， 舉 辦“ 辟 瘟 鎮 炎 保 平 安 建 醮

祈福法會”，祈求哪吒三太子庇護。

 綜 合 上 述， 澳 門 哪 吒 的 信 仰 最 初 來 自 其 庇 護

兒 童， 隨 着 辟 瘟 除 病 而 影 響 漸 廣， 隨 後 成 為 一 方

的 保 護 神， 而 其 關 鍵 因 素 仍 在 辟 瘟 除 病。 澳 門 哪

吒 的 辟 瘟 除 病 的 信 仰， 在 香 港 和 台 灣 地 區 同 樣 非

常突出。1894 年香港發生瘟疫，在深水埗聚居的

客 家 人 便 從 惠 陽 迎 來 哪 吒 三 太 子 神 像， 其 後 瘟 疫

告 止， 因 而 於 1898 年 集 資 建 三 太 子 宮。 深 水 埗

的 三 太 子 宮 大 門 有 對 聯“ 驅 除 癘 疫 何 神 也， 功 德

生 民 則 祀 之 ”， 當 中 上 書“ 至 聖 至 靈 ”， 同 樣 體

現 了 哪 吒 信 仰 的 本 質 是 驅 除 癘 疫。 由 此 可 見， 香

港 的 哪 吒 廟 和 澳 門 大 三 巴 的 哪 吒 廟 都 是 在 十 九 世

紀末瘟疫流行的背景下興建的。

 哪 吒 三 太 子 的 信 仰 在 台 灣 地 區 最 為 流 行。 建

立 於 1862 年 的 雲 林 縣 南 天 宮 崇 祀 哪 吒 太 子（ 也

稱中壇元帥）。同治初期，大陸遷台善士李尾者，

“ 因 斯 時 台 島 尚 荒 蕪 人 稀， 篳 路 藍 縷 以 處 草 莽，

又 多 瘟 疫 疾 病， 凡 事 惟 神 是 賴， 為 求 能 沐 神 恩 庇

護 計， 隨 迎 奉 渡 台。” 可 見， 哪 吒 從 大 陸 移 到 台

灣， 也 是 為 了 庇 護 大 陸 移 民 免 遭“ 瘟 疫 疾 病 ”。

此後，“朝夕處奉香火”，“光陰荏苒，轉瞬數代，

其 間 神 靈 顯 赫 事 跡 與 日 俱 增， 尤 其 伏 魔 降 妖 驅 邪

治 病 實 跡， 不 勝 枚 舉。” 同 樣， 雲 林 哪 吒 的 關 鍵

功能也是“驅邪治病。” 12

這 是 港 澳 台 地 區 的 哪 吒 三 太 子， 似 乎 專 職 司

病； 那 麼， 中 華 文 化 中 的 哪 吒， 其 本 來 面 目 如 何

呢？

二、從佛教到道教：中華文化中的護法神 13

哪 吒（ 那 吒 ）， 是 梵 文 Nalakūvara 或

Nalakūbala 的 音 譯 簡 稱， 全 稱 為 那 羅 鳩 婆、 那

羅 鳩 缽 羅、 那 吒 俱 伐 羅 等。 哪 吒 在 中 國， 早 在 北

涼 時 代（397-439 年 ） 就 出 現 了。 曇 無 讖 在 420

年 翻 譯 的 佛 教 經 典《 佛 所 行 讚 》 首 先 記 載，“ 毗

沙 門 天 王， 生 那 羅 鳩 婆 ”。 14 到 了 唐 宋 時 期， 有

關 哪 吒 的 記 錄 漸 多， 大 致 可 以 說 哪 吒 信 仰 開 始 在

民 間 流 傳。 唐 代 筆 記 小 說 鄭 綮 的《 開 天 傳 信 記 》

云， 哪 吒 是“ 毗 沙 門 天 王 子 也 ”。 毗 沙 門 是 北 方

天 王， 世 俗 稱 為 托 塔 天 王， 所 以 後 來 民 間 指 哪 吒

為 托 塔 天 王 之 子。 毗 沙 門 天 王 有 五 個 兒 子， 哪 吒

排 行 第 三， 所 以 民 間 稱 其 為 三 太 子。 而《 北 方 毗

沙 門 天 王 隨 軍 護 法 儀 軌 》 則 稱 哪 吒 是 毗 沙 門 天 王

第 三 王 子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也 就 是 天 王 的 孫 子。 不

管 是 兒 子 還 是 孫 子， 哪 吒 出 生 貴 胄， 是 天 王 的 後

代， 這 是 沒 有 爭 議 的。 宋 代 記 錄 哪 吒 的 佛 教 著 作

就更多了，如《宋高僧傳·道宣傳》《碧岩錄》《五

燈 會 元 》《 圓 悟 佛 果 禪 師 語 錄 》《 佛 說 最 上 秘 密

那 拏 天 經 》 等 等， 不 一 而 足， 可 見 哪 吒 逐 漸 深 入

民間。

 既 然 哪 吒 是 佛 經 中 記 載， 他 當 然 就 是 佛 教 神

靈， 是 天 王 之 子， 屬 於 護 法 神。 佛 教 的 護 法 神，

從 印 度 傳 來 時 往 往 面 目 猙 獰， 現 忿 怒 相， 以 鎮 妖

魔， 哪 吒 起 初 也 是 如 此（ 圖 5）。 不 過， 由 於 他

是 太 子， 後 來 就 開 始 以 童 子 身 份 出 現。 在 敦 煌 毗

沙 門 天 王 赴 哪 吒 會 圖 中， 哪 吒 均 作 童 子 形 象。 15

如 敦 煌 毗 沙 門 天 王 像（ 圖 6） 所 示， 天 王 左 側 白

淨 粉 紅 持 寶 花 之 童 子， 筆 者 以 為 即 是 兒 童 化 了 的

哪 吒。 一 般 均 以 為 天 王 旁 邊 為 二 夜 叉。 不 過， 仔

細 觀 察 此 圖， 我 們 發 現， 此 二 人 一 人 為 兒 童 粉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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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淨， 相 對 高 大， 面 容 呈 現 明 顯 的 華 夏 特 徵， 幾

乎 和 後 來 哪 吒“ 粉 嘟 嘟 ” 的 形 象 一 致； 而 另 一 人

成 年， 矮 黑， 面 貌 奇 特， 則 兩 者 之 對 比 可 知 非 為

一類。據此可判斷前者便是華化後的哪吒三太子，

明清小說中哪吒童子的形象即可追溯至此。

 民 間 哪 吒 形 象 的 流 播， 當 然 要 感 謝 明 代 形 成

的 兩 部 小 說《 西 遊 記 》 和《 封 神 演 義 》， 在 前 者

哪 吒 是 佛 教 神 祇； 在 後 者 哪 吒 搖 身 一 變， 稱 為 道

教 護 法。 雖 然 教 派 不 同， 但 哪 吒 的 故 事 情 節 大 致

相同。讓我們先看《西遊記》的記載。

 《 西 遊 記 》 八 十 三 回 記 載 了 哪 吒 的 出 身， 說

他是托塔天王李靖之子，16 被逼自殺。書中寫道：

哪吒奮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

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點靈魂，徑到

西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眾菩薩講經，

只聞得幢幡寶蓋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

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為骨，荷葉

為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

命，運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

廣大。

這 裡， 幫 助 哪 吒 起 死 回 生 的 是 佛 祖， 佛 祖“ 將 碧

圖 6·敦煌毗沙門天王像圖 5·忿怒相的哪吒降龍

藕 為 骨， 荷 葉 為 衣，” 哪 吒 遂 重 得 性 命。 所 以 哪

吒有蓮花化身之說。

 《 封 神 演 義 》 中 哪 吒 的 故 事 與《 西 遊 記 》 如

出 一 轍， 只 是《 封 神 演 義 》 用 了 更 多 筆 墨 展 開。

其第十四回《哪吒現蓮花化身》寫到，哪吒死後，

建 立 了 哪 吒 行 宮， 被 其 父 李 靖 看 到， 李 靖 一 鞭 把

“ 哪 吒 金 身 打 的 粉 碎 ”， 而 且 放 火 燒 了 廟 宇。 哪

吒魂魄無處可去，找到了師傅太乙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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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乙真人曰：“你不在行宮接受香火，

你又來這裡做甚麼？”哪吒跪訴前情：“被

父親將泥身打碎，燒毀行宮。弟子無所依

倚，只得來見師父，望祈憐救。”真人曰：

“這就是李靖的不是。他既還了父母骨

肉，他在翠屏山上，與你無干；今使他不

受香火，如何成得身體。況姜子牙下山已

快。也罷，既為你，就與你做件好事。”

叫金霞童兒：“把五蓮池中蓮花摘二枝，

荷葉摘三個來。”童子忙忙取了荷葉、蓮

花，放於地下。真人將花勒下瓣兒，鋪成

三才，又將荷葉梗兒折成三百骨節，三個

荷葉，按上、中、下，按天、地、人。真

人將一粒金丹放於居中，法用先天，氣運

九轉，分離龍、坎虎，綽住哪吒魂魄，望

荷、蓮裡一推，喝聲：“哪吒不成人形，

更待何時！”只聽得韾一聲，跳起一個人

來，面如傅粉，唇似塗朱，眼運精光，身

長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蓮花化身。

以 上 可 知， 讓 哪 吒 起 死 回 生 的 是 道 教 神 靈 太 乙 真

人， 而 非 佛 祖。 而 關 於 蓮 花 化 身，《 封 神 演 義 》

則 寫 得 更 為 詳 細， 分 別 用 了 荷 葉、 蓮 花、 蓮 梗，

而 且 有 具 體 步 驟（ 勒 下 花 瓣， 鋪 置 蓮 花， 荷 葉 梗

折 成 三 百 骨 節， 鋪 置 荷 葉 等 等 ）， 同 時 有 金 丹，

施 法 力， 念 咒 語， 使 得 哪 吒 乃 蓮 花 化 身 的 情 節 令

人 難 忘。 17 順 便 插 一 句， 上 世 紀 著 名 的 文 史 大 家

楊 聯 升 先 生， 原 名 蓮 生， 後 以 蓮 生 為 字， 深 得 蓮

花化生這個中華文化的旨趣。

道 教 把 哪 吒 從 佛 教 中 借 來， 雖 然 以《 封 神 演

義 》 為 完 備， 但 封 神 一 書 基 本 抄 襲 明 代 的《 三 教

源 流 搜 神 大 全 》 一 書。 此 書 卷 七 記 載：“ 哪 吒 本

是 玉 皇 大 帝 駕 下 大 羅 仙， 身 長 六 尺， 首 帶 金 輪，

三頭九眼八臂”：

遂割肉刻骨還父，而抱真靈求全於世

尊之側。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菱

為骨、藕為肉、系為脛、葉為衣而生之。

授以法輪密旨，親受木長子三字，遂能大

能小，透河入海，移星轉斗；嚇一聲，天

頹地塌；呵一氣，金光罩世；一響，龍順

虎從；槍一撥，乾旋坤轉；繡毬丟起，山

崩海裂。故諸魔若牛魔王、獅子魔王、大

象魔王、馬頭魔王、吞世界魔王、鬼子母

魔王、九頭魔王、多利魔王、番天魔王、

五百夜叉、七十二火鴉，盡為所降，以至

於擊赤猴、降孽龍。蓋魔有盡而帥之靈通

廣大、變化無窮。故靈山會上以為通天太

師、威靈顯赫大將軍。玉帝即封為三十六

員第一總領使，天帥之領袖，永鎮天門

也。

這 裡， 道 教 把 哪 吒 安 了 一 個 高 貴 的 出 身， 即 玉 皇

大 帝 駕 下 大 羅 仙， 企 圖 和 佛 教 爭 奪 哪 吒 的 法 統。

不 過， 哪 吒 蓮 花 復 活 還 得 靠 世 尊（ 佛 祖 ）， 體 現

了 釋、 道 還 在 糅 合 之 中， 這 和《 西 遊 記 》 中 的 情

形大略相同。

當 然，《 三 教 源 流 搜 神 大 全 》 中 哪 吒 蓮 花 化

身 的 情 節 並 非 憑 空 而 來。 宋 代 佛 教 文 獻《 五 燈 會

元 》 卷 二 云，“ 那 吒 太 子 析 肉 還 母， 析 骨 還 父，

然 後 於 蓮 華 上 為 父 母 說 法 ”，《 禪 林 僧 寶 傳 》 亦

有 此 記 載。 這 裡 已 經 出 現 了“ 析 肉 還 母， 析 骨 還

父 ” 和“ 現 本 身 ” 的 情 節， 以 及“ 蓮 花 ” 等 關 鍵

因素和情節。

那 麼， 哪 吒 當 時 的 功 能 如 何 呢？ 我 們 知 道，

四 大 天 王 是 佛 教 護 法 神， 哪 吒 作 為 毗 沙 門 天 王 的

兒 子 同 樣 也 擔 負 降 魔 除 妖 的 職 能。 所 以《 三 教 源

流 搜 神 大 全 》 說“ 世 尊 亦 以 其 能 降 魔 故 ”。 為 了

起 到 威 嚇 的 作 用， 哪 吒 經 常 被 描 述 成 忿 怒 相， 故

《景德傳燈錄·善昭禪師》云“三頭六臂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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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 怒 那 吒 撲 帝 鐘。” 讀 者 不 免 疑 問， 哪 吒 是 護 法

神， 降 魔 除 妖 是 其 本 分， 其 武 藝 高 強 和 對 父 母 的

孝 反 而 沒 有 在 華 南 地 區 的 大 眾 信 仰 中 體 現 出 來，

反 而 是《 封 神 演 義 》 沒 有 提 到 的 治 病 功 能 在 民 間

信 仰（ 如 澳 門 ） 廣 受 歡 迎 呢？ 或 者 說， 護 法 神 哪

吒 何 以 會 有 驅 疫 除 病 的 本 領 呢？ 通 俗 而 言， 這 是

因 為 古 代 科 學 不 昌 明， 人 們 認 為 疾 病 和 瘟 疫 是 惡

鬼 作 祟， 病 魔 作 惡， 所 以 降 魔 除 妖 的 哪 吒 自 然 而

然 被 請 來 鎮 病 魔 除 惡 鬼， 從 而 祛 除 瘟 疫， 防 治 疾

病。進一步分析，蓮能夠使哪吒復活，起死回生，

那 麼， 蓮 當 然 能 夠 降 伏 病 魔， 驅 除 病 祟。 因 此，

作 為 蓮 花 化 身 的 哪 吒 理 所 當 然 地 成 為 驅 疫 治 病 的

神靈了。清代的地方志可以為證。

 雍 正 年 間 的《 江 油 縣 志 》“ 雜 記 ” 記 載 了 哪

吒治病的功能：“邑有供太子神者，不知何神也 ?

凡 人 戶 有 疑 難 症， 咸 往 請 之。 供 神 家 先 卜 筮， 以

問 神 允 否， 否 則 不 敢 強。 允 則 抬 至 病 者 家， 席 地

設乩，焚香禱祝。……病者往往有驗。”18 這樣，

民 間 從 自 己 的 需 要 出 發， 為 哪 吒 增 加 了 治 病 救 人

的 神 通， 使 得 哪 吒 更 加 接 地 氣， 信 眾 更 為 普 遍。

這 也 是 澳 門、 香 港、 和 台 灣 地 區 哪 吒 信 仰 傳 播 的

關鍵因素。

既 然 哪 吒 最 初 是 佛 教 護 法 神， 我 們 自 然 而 然

要追查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

三、三太子自印度來

Meir  Shahar（ 夏 維 明 ） 專 門 研 究 了 中 國 哪

吒 的 前 生 後 世。 19 他 一 方 面 着 手 於 哪 吒 的 戀 母 情

結（Oedipus Complex，也譯作“伊底帕斯情結”

或“ 俄 狄 浦 斯 情 結 ”）， 是 指 兒 子 戀 母 仇 父 的 複

合 情 結； 另 一 方 面 強 調 哪 吒 佛 教 中 夜 叉 ／ 護 法 神

的 角 色， 也 就 是 印 度 的 起 源。 他 明 確 指 出： 中 國

的 哪 吒 是 印 度 神 話 中 兩 位 神 的 合 體， 其 一 是《 羅

摩 衍 那 》 中 的 夜 叉， 哪 吒 俱 伐 羅； 另 一 個 原 型 是

克 利 西 那（K a）。 克 利 西 那 與 哪 吒 都 是 力 量 強

大 的 以 兒 童 形 象 呈 現 的 神（Child God）， 都 有

打 敗 巨 蛇 的 事 跡。 20 打 敗 巨 蛇 便 成 為 哪 吒 馴 龍 的

原 型。 中 國 的 哪 吒 起 初 是 父 子 相 殺， 而 後 佛 祖 或

太 乙 真 人 成 為 替 代 的 父 親， 並 且 調 和 父 子 矛 盾；

而 哪 吒 的 析 骨 剔 肉， 則 體 現 了 中 國 文 化 對 印 度 原

型的改造，彰顯了孝道，調和了哪吒的叛逆精神，

符合儒家的價值觀念。

 哪 吒 在 佛 教 中 作 為 毗 沙 門 天 王 的 第 三 個 兒

子，密教說他是毗沙門天王手下夜叉（Yak a）的

統 領（ 大 夜 叉 將 或 夜 叉 大 將 ）， 法 力 無 邊， 前 已

述 及， 不 再 贅 論。 而 K a（ 英 文 Krishna）， 又

譯 為 奎 師 那， 即 黑 天 神， 其 字 面 意 思 是 黑 色， 黑

暗， 或 深 藍 色。 他 最 早 出 現 於 印 度 史 詩《 摩 訶 婆

羅多》，是婆羅門教和印度教最重要的神祇之一，

被 很 多 印 度 教 派 別 認 為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神。 按 印 度

教 的 說 法， 他 是 主 神 毗 濕 奴 或 那 羅 延（ 毗 濕 奴 的

一 個 化 身 ） 的 化 身。 奎 師 那 往 往 以 小 孩 的 形 象 出

現，常常是一個穿黃色布褲，頭上戴着孔雀羽毛，

吹 着 牧 笛 的 牧 童。 他 的 皮 膚 呈 黑 色 或 藍 色， 曾 經

消 滅 了 許 多 凶 殘 的 怪 物， 如 那 伽（ 大 蛇 ） 之 王 迦

梨耶等。

 夏 維 明 到 印 度 追 溯 哪 吒 的 來 源， 提 出 了 哪 吒

是 二 神 合 一 的 說 法， 值 得 稱 許。 可 惜 的 是， 他 居

然 忽 視 了 蓮 花 和 哪 吒 蓮 化 的 關 鍵 情 節。 哪 吒 的 原

型 當 然 是 佛 教 的 護 法 神； 哪 吒 傳 說 中 引 人 注 目 的

幾 個 情 節， 也 可 在 佛 經 找 到 原 始 出 處。 比 如 最 令

人驚心動魄的剔骨剜肉一節，也可在《雜寶藏經》

中 見 到 類 似 記 載。 21 至 於 蓮 花 化 身 之 情 節， 在 漢

譯 佛 經 中 更 為 常 見。 以 釋 迦 牟 尼 誕 生 為 例， 其 中

就 隱 含 着 蓮 花 化 身 的 情 節。《 佛 本 行 集 經 》 卷 十

有 描 述：“ 童 子 初 生， 無 人 扶 持， 住 立 於 地， 各

行 七 步， 凡 所 履 處， 皆 生 蓮 花， 顧 視 四 方， 目 不

曾 瞬， 不 畏 不 驚。” 22 如（ 圖 7） 釋 迦 牟 尼 誕 生

佛 所 示， 釋 迦 牟 尼 顯 童 子 像， 指 天 立 地， 但 實 際

是 在 蓮 座 上， 仿 佛 自 蓮 花 中 來。 蓮 的 信 仰， 在 古

印 度 是 非 常 普 遍 深 入 的， 故 被 佛 教 廣 泛 吸 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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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與 蓮， 以 及 佛 教 與 蓮 花 從 一 開 始 就 密 不 可 分。

在 藝 術 化 的 釋 迦 牟 尼 誕 生 佛 中， 作 為 童 子 的 釋 迦

牟 尼 直 接 站 在 蓮 台（ 蓮 座 ） 上， 給 人 以 他 是 從 蓮

花 中 誕 生 的 視 覺 效 果， 傳 遞 了 佛 自 蓮 生、 佛 自 蓮

化 的 信 息。 在 佛 本 生 故 事 當 中， 佛 就 有 乘 象 入 胎

的 傳 奇。 在 藝 術 化 的 這 個 故 事 情 節 時， 乘 象 入 胎

的 佛 祖 往 往 坐 在 蓮 座 上， 如 ( 圖 8) 所 示。 這 可 以

看 做 是 哪 吒 蓮 花 化 身 的 先 導。 佛 教 傳 到 中 國 落 地

生 根 後， 原 來 在 中 國 文 化 中 並 不 見 好 的 蓮 花， 自

宋 代 取 代 了 陶 淵 明 的 菊， 成 為 士 大 夫 的 象 徵。 澳

門 本 島 有 蓮 島 之 稱， 島 上 又 有 蓮 峰、 蓮 溪， 實 則

拜唐宋以來佛教本地化之賜。

圖 7·釋迦牟尼誕生佛（童子佛） 圖 9·蓮座上的毗濕奴（或黑天）

圖 8·乘象入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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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 迦 牟 尼 和 蓮 伴 生 的 情 節， 其 實 可 以 從 古 印

度 的 主 神 梵 天（Brahmā） 找 到 源 泉。 梵 天 是 公

元 前 七 世 紀 左 右 形 成 的 婆 羅 門 教 的 主 神 之 一， 是

宇 宙 間 的 造 物 主， 人 類 以 及 萬 物 皆 由 他 而 生。 梵

天 自 身 的 來 歷 也 很 神 奇。 據《 提 婆 菩 薩 師 楞 經·

外道小乘涅槃論》：“從那羅延天臍中生大蓮華，

從 蓮 華 生 梵 天 祖 公。” 24 這 是 根 據 印 度 的 創 世 紀

神 話 而 來。 在 宇 宙 將 要 從 最 初 的 宇 宙 水 體 中 被 創

造 時， 一 朵 蓮 花 從 盤 坐 在 大 蟒 阿 難 達（Ananta）

上 的 毗 濕 奴 的 肚 臍 中 伸 出； 蓮 花 盛 開 便 生 下 了

創 造 者 梵 天； 梵 天 隨 即 從 混 沌 中 創 造 了 一 個 有

序 的 宇 宙。 25 蓮 花 與 梵 天 的 聯 繫 在 印 度 文 化 和 生

活 中 扮 演 了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梵 天 之 蓮 被 稱 作

“ 世 界 的 最 高 形 式 和 內 容 ”。 26 蓮 在 印 度 也 是 太

陽 的 符 號， 代 表 印 度 教 萬 神 殿 的 太 陽 神 蘇 利 耶

（Surya）。 蘇 利 耶 是 梵 語 的“ 太 陽 ”， 被 稱 作

“ 蓮 之 主、 父、 王 ”， 而 印 度 教 的 另 一 主 神 毗 濕

奴（Vishnu） 則 看 作 是 太 陽 的 人 格 化 身； 或 者 反

過 來 說， 太 陽 是 毗 濕 奴 的 化 身。 27 圖 9 蓮 座 上 的

毗 濕 奴（ 或 黑 天 K a） 則 可 謂 是 蓮 座 上 的 佛 的

前身，體現了蓮生、蓮化的概念。

 古 印 度 蓮 的 崇 高 地 位 以 及 其 象 徵 意 義， 幾 乎

是 古 埃 及 的 翻 版。 上 述 印 度 宇 宙 起 源 或 創 世 紀 的

神 話， 除 了 所 提 及 的 神 祇 名 字 之 外， 與 古 埃 及 幾

乎相同。

四、蓮生埃及

埃及本地出產兩個蓮花物種，白蓮（Nympha

-ea lotus） 與 藍 蓮（Nymphaea caerulea）。

白 蓮 與 藍 蓮 被 古 埃 及 人 統 稱 為“ 蓮 ”， 但 事 實 上

它 們 並 非 蓮， 而 是 屬 於 睡 蓮 科。 藍 蓮 花 在 較 早 期

的 埃 及 最 常 使 用。 白 蓮 花 在 夜 晚 開 放， 因 此 被 與

月 亮 聯 繫 起 來， 而 藍 蓮 花 在 夜 晚 閉 合 並 潛 入 水 面

以 下， 早 晨 卻 從 水 底 升 起 向 着 太 陽 盛 開。 很 自 然

地， 藍 蓮 花 被 理 解 為 太 陽 的 符 號， 並 被 與 創 世 以

及生命的延續相關聯。在赫爾墨斯城（Hermopo

-l is），一座位於上下埃及界線附近的古典時期主

要 城 市， 有 人 認 為 一 朵 巨 大 的 蓮 花 是 生 命 形 式 從

努 恩 河（Nun） 中 誕 生 的 原 初 表 達。 28 正 是 從 這

朵蓮花中，太陽神拉（Ra）誕生了。

 蓮 在 古 埃 及 人 的 生 活 中 有 自 己 的 神 ⸺� 涅 斐

爾 圖 姆（Nefertum）（ 特 別 與 藍 蓮 有 關 ）。 他

的 名 字 被 翻 譯 作“ 完 美 性 ”“ 美 麗 的 生 物 ”“ 小

泰 姆（Tem）”， 或“ 美 麗 的 開 端 ”， 表 明 他

是 泰 姆 或 阿 圖 姆（Atum） 的 首 次 化 身。 29 涅

圖 10·涅斐爾圖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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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蓮上的荷魯斯四子 圖 12· 蓮上的圖坦卡蒙

斐 爾 圖 姆 一 般 被 展 示 為 一 朵 盛 開 的 蓮 花 形 成 的

王 冠， 或 戴 着 蓮 冠 的 青 少 年（ 圖 10）。 涅 斐 爾

圖 姆 展 示 的 蓮 與 青 少 年（ 兒 童 ） 的 結 合， 如 前

所 述， 在 亞 洲 相 當 流 行， 兒 童 可 以 是 王 子、 毗

濕 奴、 釋 迦 牟 尼 或 者 哪 吒。 與 哪 吒 信 仰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古 埃 及 人 相 信 蓮 花 可 以 治 病， 而 放 置

於 金 字 塔 內 木 乃 伊 旁 邊 的 蓮 可 以 幫 助 死 去 的 法

老（ 木 乃 伊 ） 復 活。 也 就 是 說， 蓮 有 起 死 回 生

（ 復 活 ） 的 功 能， 因 此， 蓮 也 是 埃 及 的“ 治 癒

之神”。

 作 為 誕 生 與 復 活 的 象 徵， 蓮 和 奧 賽 里 斯

（Osir ian， 埃 及 關 於 往 生、 地 下 世 界 與 死 者 的

神 ） 崇 拜 有 着 密 切 關 聯。 荷 魯 斯（Horus） 的 四

個 兒 子 經 常 被 描 繪 為 站 在 奧 賽 里 斯 面 前 的 一 朵 蓮

花 上， 30 如 圖 11“ 蓮 上 的 荷 魯 斯 四 子 ”。 31 古

埃 及 的《 亡 靈 書 》 中 記 載 了“ 將 自 己 轉 變 為 一

朵 蓮 花 ”， 以 實 現 復 活 的 咒 語。 這 個 咒 語 的 背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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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蓮 花 可 以 使 人 復 活 的 概 念。 這 種 復 活 的 概 念

後 來 也 傳 入 印 度 和 東 亞， 重 生 可 以 通 過 蓮 花 達 成

（ 如 哪 吒 ）。 這 就 是 為 甚 麼 蓮 花 被 用 作 死 者 佩 戴

的 花 卉 項 圈 的 一 部 分， 因 為 人 們 相 信 聞 嗅 蓮 花 可

以 幫 助 病 人 恢 復 健 康， 幫 助 死 人 復 活。 丹 達 臘

（Denderah） 古 墓 文 獻 中 寫 道：“ 太 陽， 源 自

初 始， 如 鷹 一 般 從 蓮 蕾 中 升 起。 當 蓮 葉 之 門 在 藍

寶 石 般 的 光 芒 中 開 啟 時， 它 就 分 開 了 日 與 夜。”

關於荷魯斯，我們也了解到他有從蓮花中現身（誕

生 ） 的 影 子。“ 他 睜 開 眼 睛 照 亮 世 界。 諸 神 自 他

眼 中、 人 類 由 他 口 中， 萬 物 都 通 過 他（ 出 現 ），

當他從蓮花中光輝地升起的時候。” 32

二 十 世 紀 初 埃 及 圖 坦 卡 蒙 墓 的 發 現 進 一 步 證

明 了 蓮 的 重 要 性。 藍 蓮 被 發 現 散 置 於 圖 坦 卡 蒙 的

屍 體 上， 與 墓 中 其 他 形 式 的 蓮 花 一 起 非 常 引 人 注

目。 其 中 之 一 是 一 尊 作 為 孩 童（ 或 神 祇 ） 從 蓮 花

中 出 現 的 圖 坦 卡 蒙（ 約 前 1332- 前 1323 年 ） 頭

像， 這 尊 雕 像 是 兒 童 時 期 的 圖 坦 卡 蒙 半 身 像（ 圖

12）。 33 在 這 裡， 我 們 發 現 了 蓮 的 三 個 重 要 的 象

徵 意 義： 王 權、 復 活、 兒 童。 筆 者 正 是 看 到 蓮 上

的 兒 童 圖 坦 卡 蒙 才 意 識 到 哪 吒 蓮 花 化 身 的 驚 人 的

相似。

 因 為 蓮 的 象 徵 意 義， 所 以 古 埃 及 封 泥 中 經 常

出 現 蓮 的 形 象， 戴 蓮 花 王 冠 的 男 性 半 身 像 是 封 泥

的 一 個 普 遍 的 主 題， 此 圖 案 應 當 是 被 理 解 為 權 力

與 王 室 的 象 徵。 在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博 物 館 館 藏 的 一

組埃及封泥中，有些帶有一男性或女性的半身像，

並 附 有 國 王 或 女 王 的 名 字， 比 如 托 勒 密 二 世“ 與

姐 姐 戀 愛 者 ” 34、 托 勒 密 四 世“ 為 其 父 所 愛 者 ” 35

克 利 奧 帕 特 拉 七 世、 托 勒 密 十 二 世 等 等。 眾 所 周

知， 印 章 與 封 泥 的 一 大 功 能 便 是 展 示 君 主 的 權 力

與 所 有 權。 因 此， 在 這 種 語 境 下， 蓮 花 便 成 為 王

室 的 象 徵。 而 蓮 花 與 王 冠 的 聯 繫 揭 示 了 古 埃 及 的

政教結盟，也即世俗權力（王權）與宗教權力（神

權 ） 的 結 合。 這 批 黏 土 封 泥（17 枚 ） 均 發 掘 於 埃

德 富（Edfu， 舊 稱 Behdet）， 一 座 聯 繫 尼 羅 河

上下游地區的極其重要的古埃及城鎮。

圖 13·埃及封泥 : 持蓮男子 圖 14·蓮花手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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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伊拉克印記 : 蓮上的兒童

 從 2001 年 起 來， 由 芝 加 哥 大 學 東 方 學 院

Nadine Moel ler 指導的埃德富遺址項目對埃德富

進 行 了 挖 掘。 36 在 埃 德 富 一 項 最 有 意 義 的 重 大 發

現 便 是 數 量 龐 大 的 黏 土 封 泥。 37 考 古 學 家 發 現 了

超 過 1,400 個 與 這 個 中 王 國 晚 期 管 理 建 築 群 有 關

的 黏 土 封 泥， 其 中 許 多 與 蓮 花 有 關。 38 其 中 最 常

發 現 的 封 泥 圖 案 與 蓮 花 直 接 有 關： 即 手 持 一 朵 碩

大 蓮 花 的 直 立 男 子（ 圖 13）。 39 這 類 圖 案 描 繪 的

男 子 或 女 子 手 持 蓮 花， 似 乎 在 吸 入 花 朵 的 香 氣。

根 據 埃 及 宗 教 信 仰， 聞 嗅 蓮 花 能 夠 幫 助 病 人 恢 復

健 康。 看 到 持 蓮 男 子 的 圖 案， 筆 者 立 刻 想 起 了 亞

洲的持蓮觀音，如（圖 14）。 40

 總 之， 在 埃 及 蓮 印 與 蓮 紋 封 泥 中 的 蓮 花 圖 案

有 三 個 主 要 模 式： 持 蓮 男 子、 蓮 上 兒 童， 及 與 第

二 樣 式 有 關 的 蓮 座、 蓮 台 或 王 座。 第 一 個 模 式 傳

遞 了 治 病 的 概 念， 第 二 個 傳 遞 了 出 生 與 重 生， 而

第 三 個 則 象 徵 王 權 和 王 室（ 但 也 表 達 了 誕 生 或 復

活 ）。 這 些 藝 術 形 式 以 及 附 身 的 觀 念 便 從 埃 及 傳

到了印度。

五、蓮上男童：從埃及到印度

蓮 花 符 號 從 埃 及 擴 散 到 近 東、 地 中 海 世 界、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和 印 度。 學 者 們 早 已 注 意 到 了 亞 洲

的 蓮 花 同 埃 及 的 關 聯。 早 在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威廉·E·沃德便指出，蓮花作為太陽、生命、永

生 與 復 活 的 符 號 多 半 起 源 於 古 埃 及。 41 在 兩 河 流

域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發 現 的 蓮 紋 印 章 與 封 泥 說 明 了 這

種文化擴散和聯繫。

在伊拉克的尼姆魯德（Nimrud）發現一枚極

具 趣 味 的 橢 圓 印 記（ 年 代 大 約 在 公 元 前 第 七 世 紀

末前）。印記是一名裸體兒童蹲踞在一朵蓮花上，

也 可 看 做 兒 童 從 蓮 花 上 雀 躍 而 出（ 圖 15）。 42

學 者 們 注 意 到 了 這 個 形 象 的 埃 及 來 源， 認 為“ 最

有 可 能 來 源 於 在 敘 利 亞 象 牙 製 品 中 常 見 的 荷 魯

斯 誕 生 的 意 象 ”。 43 這 個 圖 案 似 乎 與 在 尼 尼 微

（Nineveh） 發 現 的 一 塊 泥 版 文 書 上 的 蓮 上 男 童

相 同。 但 在 尼 尼 微 發 現 亞 述 人 崇 拜 的 版 本， 說 明

“ 嬰 兒 荷 魯 斯 已 被 納 入 刻 印 者 的 知 識 範 疇， 這 無

疑 受 到 了 敘 利 亞 元 素 的 影 響 ”。 44 而 這 些 敘 利 亞

元 素， 毫 無 疑 問， 其 源 泉 來 自 埃 及。 前 述 蓮 上 荷

魯 斯 四 子 以 及 蓮 上 的 幼 童 圖 坦 卡 蒙， 就 是 兩 個 原

型， 它 們 從 形 式 到 內 涵 都 被 各 地 的 後 來 者 模 仿。

因此，蓮上男童描述了蓮文化在宗教領域的影響，

源自埃及，通過敘利亞，然後到達伊拉克。

從 兩 河 流 域， 蓮 上 男 童 一 路 蹦 蹦 跳 跳 到 了 印

度。 佛 教 興 起 前 的 梵 天、 黑 天 和 毗 濕 奴， 都 有 蓮

座 上 的 形 象。 而 蓮 座 上 的 佛 陀 形 象 始 見 公 元 二 世

紀 以 後， 最 早 在 阿 瑪 拉 瓦 蒂（Amaravati） 和 犍

陀 羅（Gandara） 出 現。 在 前 佛 陀 時 代 位 於 中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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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北 印 度 的 貴 霜 帝 國， 統 治 者 的 坐 像 早 在 公 元 前

一 百 年 就 開 始 在 錢 幣 上 出 現， 而 到 了 公 元 一、 二

世 紀， 出 現 蓮 上 佛 陀 替 換 錢 幣 上 男 子（ 國 王 ） 的

趨 勢。 45 事 實 上， 蓮 花 在 早 期 佛 教 藝 術 中 無 處 不

在， 或 作 為 裝 飾， 或 在 崇 拜 場 景 中 作 為 祭 品， 或

被 放 置 在 祭 壇 式 的 佛 座 上， 或 直 接 被 視 為 佛 祖 的

化 身。 46 常 見 的 坐 在 蓮 花 寶 座 上 的 佛 陀， 或 者 佛

陀 登 基 於 蓮 座， 這 類 圖 案 都 展 示 了 蓮 花、 王 權、

神 權 之 間 的 內 在 聯 繫， 因 而 同 樣 表 現 了 埃 及 的

影響。

印 度 的 封 泥 中 蓮 花 也 見 於 菩 薩 誕 生 的 圖 案

（ 吉 祥 天 灌 頂，Laksmi-abhiseka）。 47 在 這 種

圖 案 中， 一 個 站 立 或 端 坐 的 女 性（ 通 常 認 為 是 吉

祥 天 女，Lakshmi 或 Laksmi）， 被 兩 頭 象 按 照

灌 頂 儀 式 澆 沃。 灌 頂（abhiseka r i te） 是 一 種

洗 禮、 啟 蒙 和 儀 式 性 的 沐 浴， 經 常 在 國 王 登 基 時

舉 行， 佛 本 生 經 常 記 載。 因 此， 灌 頂 本 身 就 有

王 室 和 王 權 的 象 徵。 吉 祥 天 灌 頂 的 圖 案 所 刻 畫

的 女 性 身 旁 則 有 一 或 兩 頭 象， 代 表 了 釋 迦 牟 尼

（Gautama Buddha） 的 誕 生。 這 種 表 現 常 可 輔

圖 16·印度封泥 : 吉祥天灌頂

以 一 個 盛 水 器 和 蓮 花， 或 僅 限 於 一 株 容 器 中 的 蓮

花。 需 要 澄 清 的 是， 這 類 圖 案 是 否 確 切 就 代 表 菩

薩 誕 生 尚 存 爭 議， 但 印 度 代 表 生 育 和 好 運 的 古 代

符 號 ⸺� 女 性 神 祇、 母 神、 象、 蓮 花、 容 器、 聖

水 ⸺� 很 有 可 能 代 表 一 種 神 聖 的 誕 生 儀 式， 48 如

圖 16 吉祥天灌頂所示。 49

 因 此， 蓮 花 在 隨 之 而 來 的 重 要 場 景“ 佛 陀 的

誕 生 ” 中， 以 一 種 飛 躍 形 式 進 入 母 親 的 子 宮， 這

並 不 讓 人 感 到 吃 驚。 佛 本 生 故 事 就 有 釋 迦 牟 尼 前

生投胎為王子，成為蓮花王子，登基後稱蓮花王；

而 可 愛 的 嬰 兒 則 有“ 蓮 花 瓣 一 樣 的 兒 子 ” 這 樣 的

讚美。50“蓮花瓣一樣的兒子”既可形容出生時的

釋迦牟尼，又預言了未來的哪吒。在這種情形下，

哪 吒 蓮 花 化 身 的 故 事 也 就 噴 薄 欲 出， 萬 事 俱 備，

只欠中國的土壤了。

六、解題

綜 上 所 述， 我 們 發 現 哪 吒 信 仰 帶 有 非 常 明 顯

的 古 埃 及 文 化 中 蓮 信 仰 的 根 本 性 特 徵。 第 一， 王

室 和 王 權。 哪 吒 是 李 靖 的 三 太 子， 李 靖 生 前 是 陳

唐 關 總 兵， 死 後 是 托 塔 李 天 王， 因 此， 哪 吒 的 貴

族 ／ 王 室 的 身 份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他 不 是 一 般 武 藝

出 眾 法 術 高 強 但 出 身 卑 微 的 神， 如 孫 悟 空； 他 有

顯貴的出身。

 第 二， 創 始、 誕 生 和 復 活。 這 幾 個 特 點 雖 然

有 些 差 別， 但 是 它 們 是 密 切 相 關 的， 其 中 關 鍵 隱

含 的 因 素 便 是 埃 及 的 蓮 所 代 表 的 原 始 生 命 力。 埃

及 的 蓮， 在 創 世 的 神 話 中 代 表 誕 生 和 復 活。 如 霍

魯 斯 的 四 個 兒 子， 就 在 蓮 花 上 亭 亭 玉 立； 而 圖 坦

卡 蒙 墓 中 發 現 的 蓮 上 圖 坦 卡 蒙， 簡 直 就 是 埃 及 的

哪 吒。 哪 吒 的 復 活， 便 是 佛 祖（ 或 太 乙 真 人 ） 用

蓮 花、 蓮 葉 作 為 他 肉 體 的 替 代 品， 在 法 術 的 魔 力

下， 蓮 成 為 哪 吒 起 死 回 生 的 肉 身。 從 這 點 看， 蓮

可 以 幫 助 復 活 的 觀 念， 就 在 哪 吒 的 故 事 中 得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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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分 體 現。 或 者 說， 蓮 花 乃 是 最 原 始 生 命 力 的 象

徵，可以延綿不斷。

 第 三， 和 復 活 密 切 聯 繫 的 便 是 蓮 的 另 一 個 功

能， 治 病。 埃 及 的 蓮， 本 身 就 被 古 埃 及 人 用 來 治

病， 而 蓮 神 就 是 治 癒 之 神。 澳 門 的 哪 吒 三 太 子 信

仰 之 普 遍， 關 鍵 來 源 於 其 治 病 的 功 效； 哪 吒 能 治

病防疫的信仰，和他是蓮花化身是密不可分的。

 第 四， 兒 童（ 童 神 ） 的 形 象。 如 蓮 神 涅 斐

爾 圖 姆、 霍 魯 斯 的 兒 子、 圖 坦 卡 蒙、 尼 尼 微 的

蓮 上 兒 童、 黑 天、 釋 迦 牟 尼 的 誕 生 等 等， 都 是 兒

童。 哪 吒 也 是 如 此。 特 別 是 作 為 佛 教 護 法 神 的 哪

吒， 經 歷 了 從 面 目 猙 獰 的 大 漢 到 活 潑 可 愛 的 兒

童 形 象 的 轉 變。 藏 傳 佛 教 的 開 創 人 之 一 蓮 花 生

（Padmasambhava，活躍於公元八世紀後期），

相 傳 以 蓮 花 池 內 坐 在 蓮 花 之 上 的 八 歲 兒 童 出 現

而 被 國 王 發 現 並 認 為 王 子。 這 是 另 外 一 個 蓮 花 與

童 神 以 及 王 室 三 合 一 的 故 事， 可 以 說 是 密 宗 版 的

佛 祖 或 哪 吒。 事 實 上， 後 世 稱 蓮 花 生 為“ 第 二 佛

陀”。

 回 顧 這 幾 個 特 徵，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古 埃 及 的

蓮 信 仰 和 中 國 明 清 以 來 的 哪 吒 信 仰 有 着 內 在 的 高

度 相 似 性， 其 演 變 有 着 內 在 邏 輯 的 支 撐。 因 此，

筆 者 認 為， 中 國 哪 吒 的 信 仰 有 着 古 埃 及 文 化 的 因

素。 以 此 而 論， 中 國 文 化 和 中 國 歷 史 的 研 究， 很

多時候，需要放在世界歷史和文化的場景中考察。

 當 然， 本 文 以“ 哪 吒 的 埃 及 來 源 ” 為 題， 並

不 是 說 哪 吒 這 個 形 象 是 從 埃 及 傳 到 中 國 的， 而 是

強 調， 哪 吒 攜 帶、 象 徵 的 幾 個 關 鍵 因 素 如 復 活、

治 病、 蓮 化（ 蓮 生 ） 在 古 埃 及 和 古 印 度 就 可 以 發

現， 而 且 它 們 在 時 空 上 又 有 傳 遞 性 和 承 續 性。 當

然， 古 埃 及 人 相 信 的 蓮 花 可 以 治 病， 和 澳 門、 香

港、 台 灣 哪 吒 三 太 子 驅 疫 除 病 的 信 仰， 不 宜 混 為

一 談。 我 們 談 到 古 埃 及 文 化 對 於 哪 吒 信 仰 在 中 華

地 區 的 流 行， 並 不 是 否 認 中 華 文 化 的 獨 創 性； 相

反， 在 吸 收 古 埃 及 以 及 古 印 度 的 文 化 因 素 時， 中

華 文 化 在 創 造 哪 吒 的 形 象 過 程 中， 充 分 顯 示 了 其

主 體 性、 包 容 性 和 開 放 性， 正 如“ 孝 ” 這 一 核 心

在哪吒形象中貫徹始終可以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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