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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形象思维的国度，汉赋、魏晋南北朝志怪、唐诗、宋词、元

曲、明清小说等都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其中还有大量的民俗文化的描述。同样，在

先秦诸子、史书及历史典籍里，也存在许多各个朝代的民俗文化。

本书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加以串联这些历史文献，形成一个独特的研究维度。

对神话中的文化密码进行剖析、先秦诸子中的民间文化的论述、国风中的民俗事

项的介绍，以及宋、元、明等民俗文化论述，具有一得之见。同时趣味性与知识性

共存，对于专业研究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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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中国民俗与文学是分不开的，虽然文学并不会刻意地在文学作品里单独描

述民俗，但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文学作品里描写民俗事项成为一种必然。

在中国文学作品里存在有大量的民俗的内容，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梳理与总

结的，以求真实地展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由于历史久远，过去的民俗在人们的记忆里已经迷糊。但是作为弥补，文学

作品的描写则非常详细。古代，年初一的“贺节”这一环很重要，是人们联络感情

的最好的时刻。在《金瓶梅》里就可以清楚看到：“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

西门庆早起冠冕，穿大红，天地上烧了纸，吃了点心，备马就拜巡按贺节去了。”①

到了清代，贺节依然流行。在《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

师暮年登上第》：夏总甲“吩咐过了和尚，把腿跷起一只来，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

管捶，捶着说道：‘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

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

跑得昏头晕脑。打紧又被这瞎眼的王八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来，跌得腰

胯生疼。’”这个夏总甲还埋怨他这个当官的不如百姓，到了春节要去贺节。为什

么要去贺节，因为之前“三班六房”已经送来帖子，当然要回敬了。这是礼尚往

来，也是古代的一种风俗。

对于过年的习俗，在《金瓶梅》有详细的叙述。将春节穿新衣服、互相心礼、

放鞭炮、踢毽子、嗑瓜子等一系列民俗活动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试想一下，如

果没有这些描写，很难想象明代的春节习俗的活动及礼仪。而这些活生生的文

学描写，远比史书记载来得更生动。

①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林太太鸳帏再战，如意儿茎露独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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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学不仅仅只是反映或者记录民俗，有时候文学作品也会影响到

现实生活，将文人的高雅情趣演化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赏菊，就是一个例证。现在每到秋天就有各种各样的菊展，人们去那里看菊

花。在人们的印象里，赏菊与陶渊明有着一定的关联。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更为人们传颂。

现在，人们认为，菊花是经得起秋后风霜摧折的花卉，象征着高洁的品格。

其实，与节日里的另外习俗有关，是为了消除厄运的。

赏菊又是一个欢庆的活动。重阳节是一个重要的节庆，而赏菊则其中一个

重要内容。赏菊的目的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琴棋弹唱，大快朵颐而已。如今的

赏菊已经成为民众的共同爱好，并且成为一种新的习俗而保留下来，这是历史记

载与文学作品对今天社会的影响。

民俗文化，有其一定的保守性，不会立马随着朝代的更换而马上改变。但

是，民俗的变异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民俗都会由于时

代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甚至消失。从这一点而言，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俗文

化。这种民俗的变化，从端午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明代，在朝廷里，到了端午节是皇上给大臣们送粽子。但是，老百姓的端午

节依然流行，保存着送粽、送蛋的习俗。

这种风俗的主体对象，由过去的皇帝改变成为老百姓互相之间送粽子等礼

品。很明显，风俗是会发生变化的，有时候的主体改变，有的则是风俗本身的

变异。

其实，节日文化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文化，只不过在流传的过程中，有

意或者无意地消失了，而这些在文学作品里，却能够完整地得以保留，让我们看

到那个时代的节日原型。

因此，只有通过文献的文学的两个部分中的民俗研究，才能够更好地完整地

展示出中国民俗文化的整体面貌。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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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盘古新议 ００３　　　　

第一章　盘古新议

　　盘古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简单的人名；或者说，同样是一个盘古名字却

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关于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

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清楚地将盘古神话的生存环境和表述方式，以及所包含着

无限丰富的社会和宗教等文化内容表现出来。

第一节　盘古神话透露的文化信息

一、直立行走的历史记忆

《艺文类聚》①卷一引三国徐整《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

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

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

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这里说的好像是天方夜谭，描述的是远古时期天地形成的想象，但它并不是

虚构的，而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所表露的文字已经无法通过现代人的正常思维所

理解，更多的是在这些文章叙述的背后，隐藏着现代人理解的十分深刻的文化信

息。尽管如此，我们换一种思维来分析，就会发现这里所表述的神话故事，其背

后包藏着人们对远古社会形成和人类自身发展的一种追忆。

盘古神话里描写的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形态，但它记载了人类刚刚摆脱动

物形态的情景。盘古所处的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所谓旧石器时代，是指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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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至农业出现以前的这一漫长时期，约１７０万年前～１万年前，就世界历史而

言，旧石器时代占人类历史总长度的９９．９％以上。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

演化上经历了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和晚期智人阶段，体态由猿人向现代人

逐渐进化，脑容量不断增加。《三五历纪》说的“阳清为天。阴浊为地”，是指人在

直立之前所看到的景物。因为爬行或者低头行走，肯定不能看得很远，因此会有

“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的感觉。但是到了直立行走的时候，视线的感觉就不一

样了，特别是当已经直立起来以后，就会产生“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

长一丈”的感觉。人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经过了非常漫长的岁月，其行走行为的改

变也是十分缓慢的，因此就会有盘古活到１．８万岁的时候，天地才被分割开来的

说法。所谓“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象征着人的直立行走过程非常缓

慢。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所谓盘古使天地的分开，就是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过

程的朦胧记忆。虽然这个过程，已经完全没有历史文献真实的记载，也没有相关

的文章予以辅助，但是从盘古神话里，人们还能依稀从神话本身的文句里发现其

中的奥秘。

关于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还可以从民间故事的现代文字的描述里，能

够清楚地发现这一点。《盘古开天辟地》：万物之初，一只鸡蛋包含着整个宇宙。

鸡蛋里是一片混沌，漆黑一团，没有天地，没有日月星辰，更没有人类生存。可

是，在这片混沌黑暗之中，却孕育了创造世界的盘古。盘古在这只大鸡蛋里孕育

成人以后，睡了一万八千年，才醒了过来。这时，他发现自己生活在黑暗混沌的

大鸡蛋里，心里憋闷得慌，浑身像被绳子束缚一样很难受，又看不见一丝光明，于

是，他决心舒展一下筋骨，捅破这个大鸡蛋。盘古胳膊一伸，腿脚一蹬，大鸡蛋就

被撑碎了。可是，他睁大眼睛一看，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依然是漆黑一团、混沌

难分。盘古急了，抡起拳头就砸，抬起脚就踢。盘古的胳膊、腿脚，又粗又大，像

铁打的一样。他这一踢一打呀，积聚了一万八千年的混沌黑暗，都被踢打得稀里

哗啦乱动。盘古三晃荡、两晃荡，紧紧缠住盘古的混沌黑暗，就慢慢地分离了。

轻的清的一部分（阳）便飘动起来，冉冉上升，变成了蓝天；而较重的阴的一部分

则渐渐沉降，变成了大地。天地一分开，盘古觉得舒坦多了。他长长地透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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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想站立起来，然而天却沉重地压在他的头上。他意识到天若不高高地升到高

空，那么地上就永远不可能有生命存在。于是他坐下来沉思默想，怎样才能解决

这一问题。最后，他断定，只有他把天托住，世上众生才能繁衍和生存。由是，盘

古就手撑天，脚蹬地，努力地不让天压到地面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过去

了一万八千年。这中间，盘古吃的只是飘进他嘴里的雾，他从不睡觉。开始，他

只能用胳膊肘撑着，伏在膝盖上休息，因为他必须竭尽全力，用双手把天推向天

空；终于，盘古可以将身体挺直，高举双手把天空向上托起，他的身子一天长一

丈，天地也一天离开一丈，天升得越高，盘古的身躯也变得越长。天地被他撑开

了九万里，他也长成了一个高九万里的巨人。天终于高高定位于大地的上方，而

盘古却感到疲惫不堪。他仰视双手上方的天，接着又俯视脚下深邃的大地。他

断定天地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他可以躺下休息，而不必担心天会塌下来压

碎大地了。

如果我们再精炼一下故事里过多的描述性文字，就可以发现盘古的直立是

改变天地相连的关键之举，没有盘古的站立，就不会有盘古的拳打脚踢，也就不

可能有天地分割和岁月轮回。为了表达此举非同寻常，将盘古塑造成为一个高

大无比的巨人，便是合情合理的了。

根据这些材料研究的结果，北京猿人头骨的厚度比现代人几乎厚一倍。上

下齿缘前伸，下颌没有下颏，这都说明北京猿人存在许多原始的特点。牙齿无论

齿冠或齿根，都比现代人的硕大和粗壮。臼齿齿冠的高度如和它的长度与宽度

相比，则相对地极为低矮，齿冠的结构也比较复杂，具有很多副嵴，如前臼齿和臼

齿齿冠结节的嚼面有复杂的纹理。犬齿和上内侧门齿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出的指

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舌面都有明显的铲形。全部下臼齿齿冠都有五或六个

结节。北京猿人是生存在五十万年前更新世中期，和北京猿人化石共存的石器

文化也是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从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来看，上肢已完全具有

现代人的形式，下肢骨虽已具有现代人的形式，但还有若干原始的性质。手是劳

动的直接器官，由于劳动，发展得更快，接近了人类。由于手的劳动引起四肢的

分化，因而下肢的发展落后于上肢。北京猿人的头部以及牙齿则远较现代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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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它的脑量也较小。这又说明了脑、头骨和牙齿等是由于手的劳动以及四肢

的分化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头部结构还存在许多原始人的特征。但是，这时候的

北京猿人开始了直立行走，表示他们从动物慢慢地向人类进行了历史性的

转化②。

关于巨人，不乏历史传说。印第安人有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种

红发巨人族，身材十分巨大，也十分凶悍。印第安人的祖先，经过长年的征战，才

把巨人赶走。这些巨人居住在美国内华达州垂发镇西南方３５公里处，一个叫做

垂发洞（Ｌｏｖｅｌｏｃｋ　Ｃａｖｅ）的山洞里。这个传说人们起初并不重视，直到１９１１年，

矿工在挖掘垂发洞的鸟粪后，发现一具巨大的木乃伊，身高达２．２米，红色头发，

才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带，也流传着巨人的传说。２０

世纪初，有人在沙捞越的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巨大的木棒，这些木棒长达２．５～９

米，据说是巨人使用的工具。

在我国古籍里也有关于巨人的记载。《太平广记》第四百六十三卷（禽鸟篇）

记载：“晋永嘉二年，有鹙集于始安县，木矢贯之，铁镞，其长六寸有半，以箭计之，其

射者当身长丈五六尺。”“一丈五六尺”也就是约４米长，这个射手应该是个巨人。

另外神话传说里，巨人的内容更是不胜枚举。例如周人的姜螈履大人迹的

传说。《诗·大雅·生民》说周人祖先后稷的故事：“厥初生民，时维姜螈……生

民为何？克翟克祀，以弗天子……履帝武敏歆。”就是姜螈践踏了帝的足迹而感

到喜悦。闻一多解释履迹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舞蹈。“帝即代表上帝

的神尸，神尸舞于前，姜螈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③而《史记·周本纪》则演

变为履巨人迹：“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日姜原，姜原为帝喾之妃，姜原出野见

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初欲弃

之，因名日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麦。及为成人，遂

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日后稷，别

姓姬氏。”笔者以为巨人迹应该是一种巨兽的足迹，实际上也是一种图腾的传说。

如今的神农架地区就流传着巨人留下大脚印的故事和歌谣。《黑暗传》：“混

沌之时出盘古，洪源之中出了世，说起盘古有根痕。当时乾坤未成形，青赤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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