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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人在幼年，总是对神奇事件抱有极大的探知欲，人类在文明

的初年亦复如此。探究世界各文明古国、民族，其起源都是各种

神话。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从神性到世俗的过程。但是，

这是否就说明人类的思维和意识也有一个从神到人的蜕化过程

呢？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文明与理性昌盛如斯的今

天。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一个事实：人类对神秘事件的好奇，

实际上是对其神秘原因的思考和探索。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他

们可能会把原因归结到在我们今天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或

超自然的力量之上；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他们的思考和探索本身

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活动，表征的是人类从诞生起就与生俱来的世

俗性。人类有一个从神性到世俗的过程，但是他们的思维一直是

受世俗需求驱动的。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突破神性的束缚，步

入到当今社会。

本书四位著者师出同门，对先秦史研究各有心得，且就人类

由神到俗的进程产生了共鸣。基于此，四人共同立志合著此书，

为中国先秦社会从神性到世俗的历史文化演进提供一个多维观察

的角度。能不能达到目的，不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我们只能力求

精确完整地表达出我们的观点，若能抛砖引玉于万一，便为大

幸。

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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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主要从民族起源的角度揭示先民在探索本身起源上

的世俗渴求，是为第一章，何丹执笔。该章通过对东夷族系诸卵

生传说的梳理，试图揭示这些卵生传说实质都是早期民族的一种

自觉的溯源思考，即对 “人从哪里来”的一种理性追问。东夷族

是构成华夏族的重要一支 （这里主要指先秦时代的商秦先祖，不

包括作者拿来比对研究的后世东北民族），因此这也反映了华夏

先民在创世阶段的一种理性诉求。

第二部分主要从早期国家制度及其更易的角度，对早期华夏

先民的世俗思维及其所促生的历史运动的轨迹进行追踪，包括第

二、三、四章。第二章由李钊执笔，通过对中国早期国家 （夏、

商、西周三代）王位继承制度变迁的考察发现，虽然三代都将自

己的王权神秘化，但在王权的维系上并不指望神秘难测的天神。

三代王位继承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世俗性很强的维持天子之国

长治久安的统治心理，三代统治者都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

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精巧地去设计和安排制度。第三章由王瑰

执笔，这是他曾经思考和尝试写作的论题。周人将自己代商为天

子的依据神秘化，似乎故意把周人灭商的肇端定在周太王之时。

但本章的研究发现，这可能并不是周人故意神秘其事，而是太王

确实做了的事情。这表征的便是一种世俗心理：弱小部族也未必

相信贵为天子之尊的强大邦国的神秘性，而是认定自己通过努力

同样可以谋得尊位的世俗心理。第四章也由王瑰执笔，针对商周

之际神秘而聚讼纷纭的文王受命问题展开层层剥茧的研究，揭示

出 “受命”和 “称王”两个命题的真实历史寄托，及其后人故意

将之神秘化的世俗目的所在。

第三部分主要从人的角度解析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社会如何

从神圣的等级秩序中突破出来，以世俗需求和功利目的重新塑造

人性和形成新国家的过程，包括第五、六章。

第五章由李钊执笔，以春秋 “行人”的辞令为探究中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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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揭示春秋两百多年的历史在世俗需求力量的不断驱使下，给春

秋列国外事人员带来的辞令考验，并就其如何孕育出战国纵横家

给予了一定阐释。第六章由李毅忠执笔，从求解春秋战国 “舆

人”身份和地位的真相着手，观察当时底层社会的变迁，最终揭

示出：“舆人”群体的身份和地位所表征的，实际上是当时诸侯

国家为适应和赢得惨烈生存竞争的世俗目标而不得不进行的底层

管理和组织改革，为的是尽可能地汲取物质和人力资源为国家所

用。

第四部分从周代封建等级社会经济基础破坏的角度进行考

察，是为第七章，李毅忠执笔。本章以春秋名卿跨国交易田地和

晋国县制产生的源头为切入点，展示了西周封建等级基础遭到破

坏的方式和过程。但是，在这个破坏过程中，王权对所有土地名

义上的最高拥有成了他们非法占有土地、架空诸侯国君权力的合

法依据，因此王权的观念反而得到了拓展。而这个看似的悖论，

却埋下了极度世俗功利的秦汉帝国时代的强大根基。

第八章是第五部分，由李毅忠执笔，以来源极度神圣，后世

最受重视、最多神秘附会的 《尚书·洪范》之 “皇极畴”为探讨

中心，结合周代具体的政治实践，揭示其间存在的 “皇、极、

咎”三个统治范畴，而这都是世俗的理性的治国纲领，并且与周

人的实际治国政策是一致的，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华夏先人为达成

世俗目标，是如何理性地制造和运用神秘的事物。这是对华夏先

民在神性与人性之间直捣意识层面真实状况的生动揭示，正好作

为本书主题的总结。

本书情况大致如此，望前辈方家不吝指正，励进后学，晚生

后辈不胜感戴！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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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东夷族系卵生传说　

第一章　东夷族系卵生传说

关于人类的起源，无论对智慧初开的原始先民，还是对科学

知识丰富的现代人，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自达尔文进化论在生

物学界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人类这一万物之灵系由类人猿发展而

来的观点似乎已经牢不可破。大凡哺乳动物几乎都是胎生的，人

类虽脱离了动物界，但繁衍后代依然需要十月怀胎，分娩哺乳。

然而，与这一习见的生活常识大相径庭的是：在我国先秦时期，

却偏偏盛传着 “卵生”神话。王玉哲先生说：“东方古民族一般

都有鸟降生的神话传说”①；石兴邦先生说：“鸟是东方的象征”，

“鸟形纹样是东方文化教育的特点”②；陈勤建先生说： “若追根

溯源，中国人恐怕应该是鸟的子孙”③。可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有趣的课题。这些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历史上称之为 “东

夷”，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燕山南北、辽东半岛和黑龙江流域、

淮河流域。秦灭六国以后，东夷族逐渐融于华夏族，故司马迁和

班固皆未立传，直至范晔编订 《后汉书》始有 《东夷传》。所以，

现存有关东夷的先秦文献大都语焉不详，如果仅凭典籍实难考证

１

①

②

③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６页。

石兴邦：《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方面的有关问题》，《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济

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版。

陈勤建： 《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北京：学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序言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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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源流与变异，给东夷文化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可喜的是，鉴于

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东夷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欣欣向荣，也为解开东夷历史之谜提供了不

少宝贵的材料，从而推动了东夷历史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其

中，共有的卵生传说即是东夷民族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鄙人不

揣浅陋，拟从鸟图腾崇拜入手，学习徐中舒先生研究历史的方

法，结合先秦典籍和近世以来之考古材料、民族民俗学材料及一

些古文字研究成果，就东夷族系的始祖卵生传说做初步探讨，以

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第一节　对少昊氏 “以鸟名官”的探讨

言东夷族以鸟为图腾，自当从其首领少昊氏 “以鸟名官”开

始进行探讨。而有关少昊氏 “以鸟名官”的记载见于 《左传》昭

公十七年，时值郯子朝见鲁昭公。

公与之宴，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迁

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

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

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

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率也。五鸠，鸠

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

为九农，扈民无淫者也。”

由此可见，少昊氏掌管历法和民事的整个职官系统均以鸟命

名，少昊部落俨然成了鸟的王国，诸鸟后面的 “氏”字意味着少

昊氏正是一个由许多鸟图腾氏族联合而成的大部落，少昊便是这

个 “鸟”王国的首领。少昊氏这种以鸟为图腾的信仰，除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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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鸟名官”之外，还体现在 “以鸟为姓”和 “以鸟为名”两

个方面。就少昊之姓来说， 《说文》载： “嬴，少昊氏之姓”①。

何光岳先生认为，嬴姓的义符 “女”换成 “鸟”，即 “燕”的异

体字，且又同音，故 “嬴”即 “燕”。②就少昊之名来说，少皞名

“挚”，而 “挚”与 “鸷”两字古代通用，袁珂先生就说：“少昊

名挚，古挚、鸷通，则为此百鸟之王而名挚之少昊，神话中其亦

鸷鸟之谓乎。”③ 这表明，少昊之姓与名，皆与鸟有关，可见仍

源于鸟图腾崇拜。

东夷首领的这一图腾信仰，也得到了田野考古的印证。大汶

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最盛行的器类，即是鸟形陶塑，如日照两城

镇龙山文化遗址，采得陶制小鸟一件，系泥质灰陶随手捏制成，

造型颇古拙，高额、大目、突胸，尾部上翘，腹下两足作乳头

状，两目系用泥丸附加而成，左目有极细之暗纹两条，如描写人

目侧面之形，右目则无之。④ 除鸟形陶塑外，仿鸟喙形制作的陶

鬶是又一典型器类，如龙山文化时期的潍坊市姚官庄遗址出土的

陶鬶，长流向上伸，颈部较长，流尖略呈鹰嘴形。⑤ 此外，鸟首

形鼎足也是特色陶器之一，如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 “鸟头

形鼎足，有呈弧面等腰三角形，上部稍宽，下部尖圆，一般足面

饰一条堆纹，两侧上部各加一个眼眶，下部向内微弯呈鸟头形。

足有大小，小的仅长３．５，最宽处约３．５厘米；大的长达１４．５，

最宽处约１４厘米”⑥。又如潍县鲁家口遗址龙山文化层也出土许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徐中舒：《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嬴”字 《说文》解，武汉：湖北辞书出

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８６页。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３页。

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９１页。

刘敦愿：《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学报》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 《文物资料丛刊》
（５），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４－１７页。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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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鸟头形鼎足 （也称鬼脸式鼎足），大致有４种：无眼 （圆孔）

无鼻 （竖条堆纹）中空、有眼无鼻、有鼻无眼；有鼻有眼。眼有

的未穿透，还有的两侧加叶脉状划纹。① 甚至，某些陶器的盖纽

也有仿鸟头型来精工制作的，如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鸟头纽式器

盖１件，纽作鸟形，系手捏而成的。泥质红陶制，其上有同心圆

圈纹两道，中央立一鸟头，捏泥丸作两目，造型虽极简单，但整

个器盖则甚别致。② 而这些与鸟相关的器物正应当为东夷少昊部

族的文化遗存，如王青先生所说：“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

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

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

展的过程。……到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

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③ 所以，这些鸟型文化遗存，

无疑都与少昊部落的图腾意识密切相关。

少昊氏的这种图腾崇拜在人类历史上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

美国早期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图腾 “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

或图徽”④。英国著名学者詹·乔·弗雷泽认为，图腾为 “他的

亲族”和 “他的图腾标记”⑤。苏联著名民族学家谢·亚·托卡

列夫指出，澳大利亚南部和东南部落土著民众，“通常将图腾称

为 ‘我的朋友’或 ‘我的兄长’、‘我的父亲’，有时又称为 ‘我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等：《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报》１９８５年３期。

刘敦愿：《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调查》。

王青：《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 《东岳论丛》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６２页。
［英］Ｊ．Ｇ．弗雷泽：《家庭和氏族的起源》，转引自何星亮著 《中国图腾文

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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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肉’，即笃信自身与图腾之间存在某种血缘关系”①。然纵观

先民的图腾类型，凡尊为图腾的动植物大都是先民赖以生存的重

要资源。所以，图腾崇拜同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在生

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情况下，人们的活动范围往往有限，对某一

氏族具有重要意义的动物或植物，就被这一氏族的全体成员看作

自己的祖先或亲族加以崇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不能毫无批

判地认为具有共同图腾的人们出自同一祖先，但至少他们的经济

生活具有共性或者文化具有互动性。由于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的

不同，各氏族崇拜的图腾物也不尽相同，具体到少昊氏以鸟为图

腾则主要根源于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众多鸟类在此生存，为少昊族人识鸟，进而崇鸟提供

了物质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的产物，是人脑对客观事物

的反映。”② 据 《左传》定公四年载： “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

虚。”由伯禽被封于曲阜可知，少皞以曲阜为都，其统领下的各

鸟族足迹则可能遍布山东各地。除鲁国腹地之外，《左传》昭公

二十年载：薄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

之，薄姑氏因之，后太公因之。”可见，薄姑故城在今临淄西北，

属齐地，少昊部落中的爽鸠氏一支即故居此地，亦即山东所在的

齐鲁大地可视为东夷鸟文化的发源地。而山东以半岛的形势三面

环海，正处于我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带，北隔渤海与辽东半岛相

望，南则与东南沿海相通，西则背靠中原，亦即山东半岛正处在

东北松辽平原、江浙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中间地带，东面又隔黄海

与朝鲜、日本相望，所以山东半岛就处在环渤海湾的中心地带，

５

①

②

［苏联］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７页。

戴晓仪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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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地理位置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鸟的存在离不开水泽和

草木，而少昊族所在的滨海地区为鸟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适宜的

生存环境，故此地鸟类众多，少昊部族下众多的分支也向我们充

分说明了这一史实。

其次，鸟类在少昊氏的社会生活、农业生产方面发挥过重大

作用，是其崇鸟的根本原因。徐中舒先生认为：“东方历法发达，

很早就测定了二至二分，玄鸟氏就是主管此项工作的。”① 陈勤

建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少昊氏族很有可能使用过一种 ‘鸟历’，

即主要通过观察各种候鸟的来去、鸣叫以确定季节，从而安排播

种、收获等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自然物候历法。”② 郯子之言中，

所谓 “分”者，即春分、秋分；“至”者，即夏至、冬至；“启”

者，即立春、立夏；“闭”者，即立秋、立冬。所以，由少昊氏

职官系统中司分的玄鸟氏，司至的伯赵氏，司启的青鸟氏，司闭

的丹鸟氏可看出，少昊氏不仅已掌握 “二至二分”，更是已经掌

握了四时八节。且由以鸟命名可知，这时的历法是一种 “观鸟知

时”的物候历法。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的 “鸟柱”即被

视为其有力证明。在第７５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背壶，上面有朱绘

图案③，“这个图案的中心画一大圆点，表示鸟的身体，又象征

太阳，顶上伸出一个向左侧视的长喙鸟头，两侧用芒刺纹表示对

称展开的翅膀，下面是两分叉的羽尾；这是扑翅待飞的鸟，且在

左右张望，有雄鹰展翅之意，称它 ‘太阳鸟’。下面表示立柱，

太阳鸟落在立柱的顶端，又插在横木上，可以固着于地面，作为

６

①

②

③

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载于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７９年

第２期。

陈勤建：《江南鸟 （日）神话崇信的传播与衍化》，《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６年

第６期。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图五九．８，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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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柱的形象是比较完整的。”① 《海外东经》曰： “汤谷上有扶

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

居上枝。”② 又 《大荒东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 ‘孽摇頵

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 ‘温源谷’。汤谷

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③ 此 “一日居上

枝”又 “载于乌”的，正是太阳鸟落在扶桑或扶木顶端的形象，

也是大汶口文化鸟图腾柱的形象。此外，陆思贤先生还依据连云

港将军崖岩画④太阳神群像中以人面鸟喙为主的意象认为， “先

民们在观测天象、气象的同时，也结合物候，尤其是候鸟，与节

令有关；一群鸟首纹图案，说明少皞鸟王国的神话颇为古老”⑤。

对时节的掌握，就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故在少昊氏的职官

系统中还有分掌民事的五官，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生活的水平，

作为历正总管的 “凤鸟氏”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指导

农业生产的司时管理机关。正因为鸟类在少昊氏农业生产和生活

中发挥的如此重大作用，故而受到其族属的崇拜，这自当在情理

之中。

第二节　殷契诞生之 “玄鸟生商”

“玄鸟生商”的始祖创生神话，由来已久，习见于我国的文

献典籍。现摘录主要记载如下，藉以探讨分析。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陆思贤：《神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５版，第７１页。

方韬译注： 《山海经》卷九 《海外东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０１页。

方韬译注：《山海经》卷十四 《大荒东经》，第２３３页。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遗迹调查》，《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７期。

陆思贤：《神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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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

芒。”①

《楚辞·离骚》云：“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佚女。”②

《楚辞·天问》云：“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③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

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

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④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

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

而佐禹治水……帝舜乃命契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⑤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推进，故事情节有了从简

到繁的变化，如 《楚辞》在 《诗经》玄鸟生商的简单情节之上，

增添了故事的主人公和发生地；《吕氏春秋》则将 《楚辞》中的

主人公有娀氏由一人变为二人，故事发生的 “台”变为 “九成之

台”；将 《诗经》中的 “玄鸟”变为 “燕”；《史记》更是将主人

公由 《吕氏春秋》中的 “二女”变为 “三人”，将发生地由 《吕

氏春秋》的 “九成之台”变为水中，但却始终没有改变 “玄鸟生

商”的主题，人们始终把玄鸟作为商族的图腾看待。而诸如 《诗

经》和 《楚辞》这类先秦文献的记载，则说明 “玄鸟生商”的传

说早已存在，不可能是汉儒们的杜撰。以上有关玄鸟生商的神

话，实际表明了远古时期的一种卵生信仰。卵生信仰的重要标志

就是传说其始祖由卵生或吞卵而生。魏勒认为在卵生信仰中，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８８页。

林家骊译注：《楚辞》，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页。

林家骊译注：《楚辞》，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４页。

陆玖译注：《吕氏春秋》（上）季夏纪第六 《音初》，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

版，第１７２页。
《史记》卷三 《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标点本，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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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和蛋是生命的最高表现，其他所有表现都有从属于它。在科

学的意义上，人的卵，以及产生卵的卵巢和在其中发育成婴儿的

子宫，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包含一切女人，是创造力的最好最大

成就的象征。”① 创生神话作为发自人类最底层的文化现象，通

常与图腾信仰有着密切联系。“玄鸟生商”的故事反映的正是图

腾生育信仰中的卵生信仰，而这种卵生传说的由来，我们认为主

要是对祖先鸟图腾信仰的继承。

商人对鸟的崇拜，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出。首先，从 《诗经》

的成书和 “颂”的体裁可以看出。“玄鸟生商”的传说最早载于

《诗经·商颂·玄鸟》，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约在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收录西周到春秋的诗篇，其原始价

值不可低估。“颂”是 《诗经》中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玄鸟》

是宋国诸侯祭祀殷高宗武丁的祭祀乐歌，追述了殷商民族的始祖

诞生和开国君主成汤的功绩，赞颂了殷高宗武丁复兴殷商，国泰

民安，四方来朝的局面，表现了热烈庄重的祭祀氛围和虔诚的祝

愿。祭祀作为一种庄严而隆重的场合，其内容必是意识的真实反

映，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说：“商民族出于东方。商颂是宋国颂扬

其先代的诗，记载了商人的古代传说。玄鸟及燕子，可视为商的

图腾。可见简狄传说出自殷人世代相传。《史记》原有所本，不

是汉人杜撰的。”②

其次，从契父帝喾的传说可以看出。商人以契为始祖，而契

以帝喾为父，“喾”又名 “俊”，《山海经》中多记载有帝俊 “使

四鸟”的故事，如 《大荒南经》载：“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

国，姚姓，黍食，使四鸟”③； 《大荒东经》载： “帝俊生中容，

９

①

②

③

魏勒：《性崇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４２页。

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 （哲社版）１９７９年第２
期。

方韬译注：《山海经》卷十五 《大荒南经》，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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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①； “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

是使四鸟”②；“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

四鸟”③；“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④。另外，《大荒

东经》还有关于帝俊与五彩鸟交友的故事，其云：“有五彩之鸟，

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⑤。可见，帝俊

的形象总是与鸟互见，这与作为帝喾次妃的简狄吞鸟卵而生契，

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金荣权教授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

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

诸子所传，只见于 《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 《大荒》

《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络，显不属于炎帝世系，

也不隶 属 于 黄 帝 世 系，是 与 炎、黄 两 大 神 系 并 存 的 第 三 神

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

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

的，因为 《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

方。”⑥

再次，从文献记载来看，雉等鸟类在商具有崇高地位。这表

现在商人对于鸟类所怀有的一种复杂的敬畏心态。据 《尚书·高

宗肜日》记载：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

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即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

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尼。’”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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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韬译注：《山海经》卷十四 《大荒东经》，第２２９页。

方韬译注：《山海经》卷十四 《大荒东经》，第２２９页。

④ 方韬译注：《山海经》卷十四 《大荒东经》，第２３０页。

方韬译注：《山海经》卷十四 《大荒东经》，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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