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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中华大地是龙的故乡，中华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标志。史前传颂的伏羲、女娲、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又都

是龙的化身。因而，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不分种族和信仰，也

不论生长在天南还是地北，都以龙的传人引以为豪。中国民间喜以龙命地，

爱用龙名人。龙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的符号，是中华子孙心声的意绪，是华

夏人民血脉相连的情感！龙的文化传播于海内外，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

龙。龙的文化也逐步被国际社会所了解，所喜爱。“龙的国度”，被世界广

泛认同。

中华龙，是远古洪荒时代华夏人民的精神产物。汉代许慎《说文解

字》中说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潜渊。”这实际上反映了神话中龙的形象。原始先民在原始状

态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无法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以十分脆弱的抵抗

力应对各种恶劣的自然灾害，因而借助现实中的生物和天象，展开想象的

翅膀，希冀出现一个神异的物象，拥有风雨雷电的力量，拥有群山的雄姿，

能如鱼类在水中游弋，又能似鸟类在天空飞翔，因而创造了“天人合一”

和多元一体的极具理想化的龙图腾和绚丽多彩的龙神话传说。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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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龙是一种图腾式的象征物，而不是大自然中实际存在的生物这一观点

仍得到普遍的认同。从传统文化意义上而言，龙的个体形象，整合了很多

动物的局部形状，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龙的形象这样描述 ：“龙，

其形有九 ：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

爪似鹰，掌似虎，是也。”而按闻一多先生的说法，龙是原始部落和民族

逐步整合集聚而形成的一个族群图腾，因此，中华龙也是各民族包容并存、

团结和谐的象征。所以，经典的中华龙的形象是蛇的身，驼的头，牛的耳，

鹿的角，兔的眼，羊的须，马的鬃，鱼的鳞，虎的掌，鹰的爪等等的综合。

也有观点认为，龙同时融入了云雾、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的因素，如祥

云伴龙，龙光闪烁等。但无论怎样阐释，中华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创造和

文化的创新，是区别于世界上其他龙形象的一种独特的精神表征。

中华龙文化，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渊源，在中国民间有着非常丰厚的

文化积淀。据说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出现了“鱼尾鹿龙岩鱼”，八千多年前

的兴隆洼文化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龙形堆塑，稍后七千多年前新石器时期又

出现了陶器龙纹、彩陶细瓶颈龙纹和蚌塑龙纹以及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

玉猪龙等等。这也是世界上最早呈现的龙的艺术形象。而有关中华龙的神

话传说，更是中华龙文化的一朵奇葩。差不多华夏人自有语言以来，就开

始创造和口传了龙的神话，将龙作为开天辟地的创生神。从产生汉文字以

后，龙的神话传说就被逐步记录下来，甲骨文和金文中便有各式各样的“龙”

字。在黄帝、尧舜时代，龙神话就已经盛传于世。秦汉以后，中国的古籍

名著中，对龙传说的记载数不胜数，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民间对龙传说的不

断创造和大量传承，中华龙文化的繁盛随之而来。尽管历代帝王、贵族专

断称龙，但数千年来民风民俗和节日庆典中，民间仍盛行龙事。说龙、写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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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龙、雕龙、舞龙、赏龙甚至唱龙歌、演龙戏、喝龙茶、栽龙树、祭龙庙、

划龙船等等，延续着经久不衰的崇龙敬龙的民情风俗，演绎着生生不息对

龙的深厚的民族情结。中华龙文化牢牢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心坎里，源源地

流淌在各民族人民的血脉里。中华龙的传说分布广泛，流传纷繁。尤其是

以山水地形，江河大海为题材的传说众多。祖国各地的山有龙岗、龙岭、

龙峰，水有龙江、龙泉、龙潭、龙洞，真所谓 ：神州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处名胜，差不多皆有龙的身影。这就是龙的传说奔腾不息的源流，这就是

龙的国度举世无双的奇观。从中我们可以尽情欣赏到流光溢彩的美丽中国，

可以深度解读中华儿女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家园的深情热爱。无怪乎国

外的人们会把中华文化称为龙的文化。

中华龙传说赋予中华龙崇高而优美的文明品质，它是中华民族优秀精

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华传统价值观美好的解读。主流传说中的中华龙，是

民生的福音，其以司水调风雨为天职，兴云播雨，造福人类和万物 ；中华

龙聪明多智，本领高强，能隐能现，变幻无穷，可登天，可潜渊，开河移

山，法力无边 ；中华龙不畏强暴，惩恶扬善，正直仗义，为了纾解人间干

旱饥寒之苦，敢于献身，甚至不惜触犯天条，伸张正义 ；中华龙又是美好

爱情的使者，知恩图报，龙女龙子为弥补人间爱情的缺失，摒弃世俗陋见，

勇于反抗封建权势，放弃优越的龙宫生活，与勤劳善良而穷苦的凡人永结

同心，同甘共苦，忠贞不渝，共同创造美满幸福的生活，等等。毋庸讳言，

尽管不少流传下来的龙传说还有贬龙、辱龙、斗龙等内容，但如果全面地

去观察龙的文化内涵，这些表述不妨理解为原始时代的人们由于对自然灾

害的恐惧和现实生活中对丑恶势力的憎恨心理，而将之拟物和拟人化了，

并勇敢地与之抗争，加以鞭挞。辩证地说，人类社会既然有真、善、美，



004

也存在假、恶、丑，这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创造中去。

但无论如何，中华龙的形象仍然是高尚、正直、善良、博爱的，是祥瑞福

祉的象征。中华龙的传说，蕴涵了人民大众的丰富想象、道德取向、审美

理念和艺术情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绚丽光环。

古民认为，龙王是司水之神，是水族的总管。江河湖海，凡有水之地

就有龙的存在。东西南北四海皆由龙王管辖，因而中华龙的传说中有东海

龙王、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除此之外，还有五方龙王、诸天

龙王、江河龙王等。新世纪以来，我们对龙的传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田野

调查和搜集整理，由此比较清晰地发现，以浙江为基本区域的东海龙传说

占据了汉族和各民族龙传说的最大分量，其中尤以东海岸的宁波、舟山为

最。历史上宁波、舟山地区宗亲族群和行政区划上属于同一范围，这一带

又是我国漫长海岸线的中间段，地理环境上关联着南海、北海。而统观全

国各地各民族龙的传说，它的溯源寻宗指向往往与东海龙血缘相连，密不

可分。传说中普遍认为玉皇大帝指派东海龙王司天下之水，管天下水族，

东海龙王俨然是众龙王之首，东海龙宫（水晶宫）传说是龙的“京城”，

是朝拜、赴考、受命的圣地。宁波、舟山地区龙的传说存量惊人，本次编

入的仅是部分精选。

以云南大理为基本区域的白族龙传说，在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龙传

说中数量首屈一指，主要分布在传说中称为“西海”的云南大理洱海一带。

这里是以西海龙王为主的传说圈，集中表现了龙在白族人民心中的崇高地

位，以及与他们的山山水水分割不断的民族情感。在中华龙传说中，更使

我们耳目一新的是，我国各民族都拥有丰富多彩的龙的传说，既有崇龙敬

龙的传说，更多的则是龙人合一的美丽爱情传说。人友龙，龙爱人，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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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情地表达了各族人民对美好情感的执着追求，朴素地反映了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生态理念。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少数民族创造的人龙爱情传说，

数量更加丰富，叙事抒情的质地更加丰厚。从中也反应了全国各民族在悠

久的文化交流史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

由此可见，中华龙威猛、奋发、睿智、正直、博爱、向善，集聚了中

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千百年来，中华各民族创造了数以千计的神奇多彩的

龙的传说，创作了千姿百态的龙的艺术身影，生发了美妙动听的诗歌、音乐、

戏曲等龙的旋律。在今天，着力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新时期，全面系

统地编纂一部集聚正能量的中华龙精神特质的民间文学作品，有效保护和

科学传承这一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对于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优

秀精神，凝聚民族的力量，激发开拓创新的智慧，促进民族大家庭的团结

和谐，彰显中华龙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助威呐喊，是十分必要和迫切需要的。我们通过多年的艰辛

搜集，精心整理编纂，终于在中华传统龙年之际，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继往开来的盛世，将《中华龙传说》献给幸福吉祥的各族人民，献给中华

民族腾飞的伟大时代。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

	 																																																																																			周静书

	 201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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