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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篇 文明曙光

第一章　 荒远传说　

提
到我国的历史, 有人说它是 “三皇五帝到如今”。

那么, 就让我们从 “三皇” 讲起吧!

　 　 三皇, 是我国远古洪荒时代的三个著名人物。 那

时还没有文字, 他们的事迹, 是人们口头留传下来的, 他

们是传说中的人物。 三皇究竟指的是哪三个人? 后来说法

也不一致, 多数人说, 三皇指的是: 燧 (suì) 人氏、 伏羲

(xī) 氏和神农氏。

燧人氏是三皇之中最早的一个。 关于他的传说比较少。

燧人氏最大的功劳是发明了人工取火。 后来的古书对这

件事是这样说的: 远古的时候, 老百姓吃的是生冷的瓜果、

蚌 (bànɡ)、 蛤 (ɡé), 这些食物中有许多又腥又臊, 并难

于消化, 吃下去很伤脾胃, 老百姓也因为这一点而经常得胃

肠疾病。 这时, 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出现了, 他发明了

取火方法, 用火来烤、 煮生冷的食物。 这样, 又腥又臊的蚌

蛤一类的食物就变得非常好吃了。 他把取火和烤煮食物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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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给了老百姓, 老百姓非常高兴, 也很感激他, 就让他当

老百姓的领袖, 把他称为燧人氏。 燧人氏是领袖的称号。

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的方法,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

他究竟是怎样得到火的呢? 据说, 他是用 “钻木” 的方式

得到火的。 他懂得钻木取火, 又是从自然现象中受到启发

的结果。 古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 有

个国家叫遂明国。 遂明国有一种大树, 名叫 “燧”。 燧这种

树长得非常高大, 它遮蔽的阴凉地就有好多亩。 后来有一

个了不起的人来到这个地方, 在树下休息。 他休息时, 突

然发现有一只鸟在啄 (zhuó) 这棵树时, 大树竟然冒出火

花来。 这个人由此受到启发, 他也用一个小树枝来钻树木,

结果真的也冒出了火花。 后来他逐渐用别的树枝在木头上

使劲钻, 同样生出了火。 火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

燧人氏钻木取火, 这只是一种传说, 不过这种传说也

有历史的影子。 所说的燧人氏, 实际上是原始社会时期我

们的祖先。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我国这片广大的领土上,

早在 170 万年以前就有了人。 1965 年的 5 月, 我国的地质

工作者在云南省元谋县的一个小山上, 发现了两枚人类的

牙齿化石, 经过科学的研究和鉴定, 认定它们是猿人的化

石, 距离现在已有一百七十万年。① 这是我国至今为止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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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 因为它发现在元谋县, 考古学家把

它定名为 “中国元谋猿人”。 再晚些时候出现的, 就是有名

的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生活在北京市房山县的周口店,

时间距今五十多万年。 北京猿人已经学会用火, 这是一个

伟大的进步。 在北京猿人居住的岩洞里, 考古学家发现了

很厚的灰层, 有的地方竟然有六米厚。 不过, 北京猿人所

使用的火, 并不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火, 而是天然的火。

比如, 天上打雷, 引燃森林里的枯枝, 使森林燃烧。 也许,

原始人在森林或草原的一场大火之后, 发现那些被烧死、

烧熟了的动物的肉, 比他们原来吃的生肉更香, 因而受到

启发, 开始有意地去采集和保存火种。 火的使用, 使原始

人掌握了一种强大的自然力, 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力量。

野兽都是怕火的。 有了火, 人就可以点上火把, 勇敢地和

野兽搏斗, 制服它们。 有了火, 在严寒的冬天, 人们可以

在火堆旁抵御寒冷的侵袭, 更好地生存下来。 有了火, 原

始人可以用它烘干潮湿的洞穴, 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

火的使用, 使北京猿人成为吃熟食的人。 他们把动物打死

以后, 拖回山洞, 放在火上烧熟了, 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

更容易消化, 为身体提供更加丰富的营养。 这样, 人类的

体质更健壮, 大脑也更加发达。

不过, 北京猿人虽然懂得使用火, 却还不会用人工取

火。 要想保存和传递天然火, 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而且

常常没有保证。 自然的火种一旦熄灭, 人们的生活就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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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大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生存, 人类必须学会人工取火。

原始人人工取火的方法, 是人类在制造工具或武器的

过程中发明的。 当人们制造石器的时候, 两块燧石相撞,

会迸 (bènɡ) 发出火星。 制造木棒的时候, 木头经过长时

间的摩擦也会发热, 甚至冒出烟来。 不知经过多少万年的

摸索, 人类在总结用火和保存火种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

掌握了火的性能, 找到了取火的方法。 用赤铁矿石和燧石

互相碰撞来取火, 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取火方法。 这两种石

头相碰发出的火星比其他的石头多, 也更容易点燃干草一

类的易燃物品。

除了用石头碰撞取火以外, 人类还发明了摩擦取火、

锯木取火等多种方法, 而钻木取火曾是取火的重要方法。

钻木取火的方法大致是: 用一块干燥的朽木和一根短木棍,

在木头上挖一个小坑, 将木棍的一头竖着插进去, 用脚踩

稳木头, 并在木坑中放一点易燃的东西, 再用双手使劲搓

(cuō) 动木棍。 一旦其产生的热量引燃了易燃的东西, 火

就生出来了。 人工取火是人类的另一个伟大的进步。 在我

国, 距今五万多年以前的山顶洞人就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

的方法。

燧人氏钻木取火, 反映的就是我国原始社会人们生产

生活的这一段历史。 由于时间太遥远了, 后来在传说中就

把它神话化了。

燧人氏之后, 出现了伏羲氏。 伏羲氏又叫庖 (páo) 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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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宓 (m ì) 牺氏。 据说伏羲氏长得很特别, 他头很长,

眼睛很大, 牙齿像龟的牙齿, 嘴唇像龙的嘴唇, 胡须拖到

地面。 还有人说伏羲长着一个蛇的身子, 却又有一个人的

脑袋。

传说中的伏羲是一个大发明家, 他最重要的发明是造

出了 “八卦”。 古书中说他仰头观看天空的日月星辰变化,

俯身了解地面上各种事物的变化规律, 又察看大自然中鸟

兽活动和活动留下的印迹, 受到深刻的启发, 于是便仿照

自然的各种印迹创造出了 “八卦”。 伏羲创造的 “八卦”,

由于时间太早, 不可能是周易中的那种八卦。 它究竟是什

么样子, 已经说不清了, 可能是一种比结绳记事先进一些

的记事方法或用具罢。

伏羲氏还是渔网的发明者, 据说他是因观察和学习蜘

蛛结网而发明渔网的。 如果确是这样, 那么他应该是氏族

制社会中的人物。 人类在原始群时期就把鱼当做一种重要

的食物, 当时大小河流和小溪、 池塘中都有很多鱼。 鱼不

仅容易得到,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尤其是对人类的大脑发

育有好处。 鱼一直是原始人的主要食物, 不过, 在原始群

时期人们捕鱼是用棒打、 用矛刺, 有时是下到水中用手捉,

那时还没有发明渔网, 渔网是在氏族公社时期才发明的。

还有人说, 伏羲还发明了养牲畜并用它们做食物的各

种方法, 所以伏羲又叫 “庖牺”。 这说明, 伏羲氏是我国古

代祖先进入氏族公社时期之后的人物, 这一时期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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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畜牧业。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龙

山文化时期, 已经饲养了许多家畜和家禽, 家畜品种除了

猪、 狗之外, 牛、 羊也开始被驯养了, 有些地区还出现了

马和鸡。

在三皇的传说中, 有关神农氏的传说非常多。 据说,

神农氏出生后就很奇特, 他诞生三个时辰就会说话, 五天

就能走路, 三岁就懂得种庄稼一类的事。 神农是耒 ( lěi)

和耜 (sì) 的发明者、 制造者。 耒是一种农具, 木制的, 有

些像铁锹的样子, 但下端分开成叉形。 在分叉处缚一个小

横木, 耕作时用脚踏横木, 推耒端插入土中, 这叫作

“推”。 耒深入土中之后再斜压柄端, 就把土松动了, 这叫

做 “发”。 整个动作同现在使用铁锹掘地的动作是一样的。

耜与耒差不多, 只是在耒的下端改装半圆形的石或蚌制的

刀铲, 使用时入土更快些。 耒、 耜虽然是很简单的农具,

效率不高, 但却可用以深耕, 这是原始的石锄所做不到的。

据历史学家研究, 双齿木耒的发明是在公元前一千八百年

到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 这说明, 有关神农

的传说是这一时期农耕文化逐渐发展的产物。 古书上说,

神农氏创造出耒、 耜之后, 就把这些农具的用法教给老百

姓。 老百姓由此学会了耕作, 生产出很多很多的粮食, 非

常感激这位耕作工具的发明者, 因而尊他为 “神农氏”。

神农是最早的农师, 也是最早的医师。 据有关记载说,

上古时期老百姓采树木之实, 吃生冷不易消化的蚌蛤和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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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因而经常得病, 于是神农一方面开始教老百姓种植庄

稼, 另一方面又多方寻找和采集各种野生植物, 看哪些植

物能够治病。 采集这些植物时, 神农都要一一品尝。 有些

植物是有毒的, 神农品尝各种植物时就曾经一天遇到七十

种有毒的植物。 不过, 据说神农有一个特异之处: 他的五

脏六腑是透明的, 吃了有毒的植物之后, 神农自己能够看

到身体的哪个部位中毒了, 因而能找到解毒的办法。 还有

一种这样的说法, 说神农有一个叫做 “赭 ( zhě) 鞭” 的

神鞭, 用这只神鞭抽打各种植物时, 这些植物的性质、 气

味就会显示出来, 哪些有毒, 哪些没有毒, 哪些是热性的,

哪些是寒性的, 神农一看就知道了。

神农还是陶器的发明者。 古书上说神农 “作陶”。 在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 陶器的发明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据有关

研究, 我国先民是在新石器时代 (约一万年前至四千年前)

学会制作陶器的。 当时农业和畜牧业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有些部落逐渐过起了定居生活。 定居的人们对煮熟和储存

食物的用具有强烈的需求。 同时, 定居又有利于生产的发

展, 有可能分出人力来专门从事陶器的制作, 这就促进了

制陶业的兴起。 传说神农氏制作陶器, 这也不是偶然的,

因为农业与陶器有密切的联系, 人们在农业生产实践中,

逐渐对泥土的黏性、 可塑性有了认识, 了解到泥土加水调

和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器皿。

从上面所讲的可以看出, 远古时期的 “三皇” 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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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帝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是依靠政治上的巨大权力来统

治老百姓。 三皇是发明家, 是为人民造福的人, 他们通过

造福于民而赢得人民的尊敬、 感谢和爱戴。 从另一方面看,

三皇又都是有着高尚品德的人。 比如神农氏为了寻找食物

和药物而尝遍百草, 这是充满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行为。

因此, 三皇受到人民的赞美。

三皇都生活在远古洪荒时代, 有关他们的传说, 是人

们口头上代代相传而保存下来的。 口头留传的特点是: 留

传的故事内容很容易发生变化。 比如, 某个英雄人物一旦

为人们所景仰, 人们就有可能把他更加理想化, 把别人做

的好事也加到他的身上。 这么加来加去, 时间长了, 这个

人物就似乎无所不能, 他的那个时代所发明、 创造出来的

东西都加在他的身上了。 这样, 这个人物也就不再是真实

的历史人物, 而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化身。 三皇

实际上就是这样, 他们都不能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历史时期, 或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某

一个重要的方面。

口头留传的另一个特点是: 人们常喜欢把所讲的人物

说成是非常特殊的, 他的行为不同寻常, 身形容貌当然也

不能同平常人一样。 这样, 三皇就被说成 “蛇身人首” 或

“人面龙颜”。 于是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进入了

神话之中。

尽管这样, 我们在三皇身上还是能够看出历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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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人氏的传说讲的是原始人类怎样学会用火和怎样自己发

明取火方法的故事。 这段历史时间很长很长, 从距今几十

万年直到几万年, 也就是从北京猿人到新石器时代的山顶

洞人这一时期。 北京猿人已经懂得使用火但还不能用人工

方法得到火。 他们从大自然得到火种之后, 需要精心保存

火种以免熄灭。 北京猿人的山洞中有厚达六米的灰层, 或

许这正说明火种需要精心保存。 新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

以及资阳人、 河套人则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 燧人氏钻

木取火, 正是这一时代的写照。 不过古人不了解远古时期

人们先使用自然火种, 然后学会人工取火这一事实, 把人

工取火想象在用火之前。 这样, 燧人氏就成为横跨几十万

年的人物了。 伏羲氏在燧人氏之后, 这是自然的。 但是说

他取代燧人氏而成为人民的领袖, 这是过分简单化了。 伏

羲的主要贡献在于畜牧业发展方面, 他的出现是新石器时

代到氏族社会走向解体这一历史时期的狩猎和畜牧活动发

展的标志。 古书上说, 伏羲氏在世之时, 天下多兽, 所以

他教给老百姓打猎的方法。 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会有

的事, 但畜牧则产生于新石器时代。 古书上还讲过, 伏羲

制定了用两张兽皮作为嫁娶之礼, 这应发生在氏族公社的

后期。 又有人说伏羲还曾制造 “书契” 以代替结绳记事的

传统办法, 这应该是很晚的事情了。 其实, 神农氏与伏羲

氏大致上属于同一时期, 不同的是他们各自代表原始氏族

公社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 伏羲氏代表的是狩猎、 畜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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