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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娟、伏喜爱既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初祖，是三皇之首，又被认为是中

国最古老的神话中的神瓶。虽然历史不是神话，但神话折射着历史。前人

对女娟、伏毅神话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女娟、伏辑神话

的源头在何处，却由于神话传说年代久远，至今是个谜。如果对神话的源

头没有充分认识，神话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只有真正探寻到了神

话的源头，才可能进一步了解神话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总体看

来，我国的神话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神话曾经

被视为迷信和唯心主义的东西，神话研究的学术地位也比较低下。然而，

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因此，人们一

再被疯狂的宗教情绪所控制，现代神话不断地被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

所以，笔者认为对神话这种人类精神的特殊现象，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这样，既可以充分认识神话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给神话这种人类文明的

曙光以正确的评价 3又可以通过对神话发展的某些规律的总结，正确地面

对现代神话的制造者对人类精神的蒙蔽。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现在，探讨

神话是为了把握现实。当我们对中国最古老的神话的源头有了充分的了

解之后，我们会对现代人类的精神生活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且对我们民族

的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神话源头的依据

女娟和伏疆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最古老，也最著名的两位神抵。然而，

女娟和伏辑并不是历史人物，所以没有故里。这里所谓的"娟辑故里"是指

女娟、伏挂神话传说的源头。如果将女娟、伏毒视为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

过的人物，那么对其故里的考证就必须有直接的地下文物发掘作实证。然

而，神话就是神话，经过如此久远的传说过程，它与地下出土的文物之间

很难建立令人信服的直接联系。就是说，一昧地要求地下考古资料证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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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传说中的神概的真实存在，是把神话等同于历史，如同把文学艺术等同

于现实生活一样，这是神话研究的死路。因为，神话不是历史，它是远古先

人观念的产物。如果摆脱历史主义的束缚，恢复女娟、伏辑传说的神话面

貌，那么只要能够证明这神话的源头在哪儿，就证明了那里是神概的战

里。所以，神话人物的故里就是神话传说的源头。由于神话传说年代久远，

流布极广，其起源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几乎成为不可知的谜。笔者认为，可

以通过三种方法追溯神话传说的源头:首先追溯文化的源头，因为神话是

重要的文化现象，文化的起源是神话起糠的现实基础，甚至文化的起源与

神话的起惊是同步的;其次是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对文化起源的确切地

点加以证实;第三是将远古神话与民间信仰加以区别，将神话与其在传说

过程中的粘连及复合物进行剥离，尽可能将神话的原初形态呈现出来，然

后将各地的神话传说加以比照，哪里的神话最具原初性，那里就最可能是

该神话的起掘地。

(一〉追溯文化的摞头

女娟、伏截虽然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抵，但也被传统史官们誉为三

皇之首，所以追溯女娟、伏截神话的洒、头，自然要追溯中华文化的惊头，因

为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掠相一致。女娟、伏截并不只

是汉族神话传说中的神概，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先神，

而且女娟、伏疆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也遍布中华大地。那么女娟、伏截

神话的源头究竟在什么地方，就要看有女娟、伏辑神话传说的地区，谁的

文化起源更久远了。

然而，关于中华文化的源头问题，观点并不一致。主要分歧在于一元

还是多元。一元论观点认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只有一个;多元论观点则认

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多元的并非只有一个。而一元论或多元论观点内部

也有分歧。一元论观点的内在分歧在子，这一元是源自西方还是源自中华

大地;多元论观点的内在分歧在于，这多元是哪些元，各个元在文化起源

过程中的作用是均衡的还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说，这多元的文化源头哪一

元是主要的，哪一元更为久远。这些分歧目前还没有定论。

自 17 世纪西欧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起，就有人认为中国人与中华文

化不是中华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埃及。以后又相继有人认为中华文化源

自西亚、中亚、南亚或东南亚。于是就有所谓"西来说"、"南来说"，还有认

为来自西伯利亚、蒙古的"北来说"。如此等等，一句话，皆可归为中华文化

"外来说"。其中，曾经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是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始终备受国内外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视。从考古学在我国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

这长达数十年的国际论争。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于 1921 年在河南海池仰

醋村开始了对我国第一次考古发掘之后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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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部分西方学者头脑中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作了历史背景的诠释。

文化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漉虽是两个含义不同的问题，但两者却紧密联系。

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不断证伪着"西来说"的观点。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西来说"基本不再占据主流，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销声匿迹。中

华文化本土生长说和中华文明独立起掘说以其不可否认的事实逐渐为包

括安特生在内的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虽然，偶尔还能听到个别人持中华

文化"西来说"的观点，甚至主张中华文化源自于"苏美尔"，但这种观点不

仅站不住脚，而且已经不值一驳了。中国文化起源于华夏大地，是本土生

长，多元发展的，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有一个总的趋势，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被发

现，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起源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一致，也越来越接近历史

事实，这表现出我们对自己民族和文化起源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

程:一方面不断摆脱崇洋媚外的殖民心态另一方面也逐渐克服狭隘的民

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使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起源的认识不断地

走向深化，不断地走向理性和科学。

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同样经历了这样一种从一元到多元的曲折的认识

过程。 19 世纪中叶，埃及被认为是世界文明的唯一发掘地，其他地方的文

化都是以埃及为中心四下传播的结果。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这种观念早已

不再被人提及。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埃及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之源，世界文明

的起掘地还包括两河流域、中国、印度和美洲，世界文明的起摞也是多元

的。

中华文化本土生长、独立发展的事实，目前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但是

中华文化起源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议。以往，中原地

区一直是全国考古工作的重点，因为这里是夏商文明的发样地。也因此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人们总是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摇篮。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进入

蓬勃发展时期，考古学科可谓硕果累累，其中史前文化研究尤其为我们追

溯中华文化的起据以重要的启示。

要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必须依靠考古学的

地下发现的材料提供证据，而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相

当充足的科学依据。虽然，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有些重大问题还缺少

关键性的环节，但是根据我国旧、新石器考古发掘成果和人类学研究的进

展，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起源的角度进行总结我们不仅彻底推翻了各

种中华文化"外来说"，而且还使认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

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一元论的传统观点得到了修正。

考古发掘材料还证明 中华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发展就呈现出多元

性的特点，就其区域分布而言，就大致包括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四个文

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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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 马迁 《史记· 五

帝本纪第一>，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第 4

页。

其一，黄河中游区域。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陕甘

交界一带，北涉长城一线，南至汝、军页上游，即河南中部。时间在公元前

6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

其二，黄河下游区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为主，向南延伸到淮

河以北，东沿东海，北达辽东，时间为公元前 5400 年~公元前 1500 年。

其三，长江中游区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迄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

东端，北达豫南，时间约为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2400 年;是楚汉文化的

前身。

其四，长江下游区域。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迄杭州湾地区，北以南京

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时间约为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2200 年。

当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远远不止这些区

域。 1986 年在巴蜀地区发现的巴蜀文化，不仅对一元论观点是个猛烈的

冲击，而且为中华文化又增加了一个发源地。三星堆一、二号祭坑出土的

金、银、铜、玉器，既有殷商文化的因素，又有巴蜀文化的特色"尤其是身高

1.72 米的青铜人像、铜面具、同真人头像大小相仿的青铜头像，均系我国

首次出土。这是我国首次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的早期文明，在社会发展的

进程中，它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并驾齐驱。这个发现为文明起源多元说提

供了有力的例证。

我们今天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国的史前时期存在着若干个自

成系列、特点鲜明、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的文化区。中国的史前文化具

有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它既是本土生长的，又是多元发展的。

这诸多的文化区域，在发展水平和时间上并不平衡，也就是说，它们

虽然有着统一性，但却并非同步生长和发展的。诸文化起源地的发展在时

间序列上并不一致，黄河中游区域文化的起点较其他地区要久远些。也就

是说，在这多种源头之中，依然存在着一个主要源头。这个源头就是黄河

流域文化区。这也许就是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传统观点产生的原

因。传统观点的错误并不在于看到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而仅

在于持一元论观点，认为此源头是唯一的。虽然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中

华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但是并没有也无法否认黄河流域作为其中一个

重要的源头，而且是历史更加久远的源头这一结论。

传统的观点由来已久，自春秋战国时起，人们就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

是黄河中下游。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传说中的尧舜投"四罪"于

四裔。这"四罪"指共工、欢兜、三茵和鱼系。所谓"流共工子幽陵以变北狄 z放

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茵于三危，以变西戎;理部、于羽山，以变东

夷。"①于是有了"蛮夷戎狄"的称谓。古代这种既歧视周边少数民族，又认

为它们与华夏间出一源，而必须服从汉族统治的正统观，影响是很深的。

即使到了清朝末年，当时满清统治者依然将西方列强称之为"夷"，正是这

种传统思想影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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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根据当时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写的中国

远古历史。他没有提及女娟、伏慧，是因为他不相信神话具有信史价值。但

是，五帝并非中华文化历史的起点，五帝之前自然还有过漫长的历史过

程。也就是说女娟、伏草等神话传说虽然不是信史，但它反映了中国远古

时期的一段历史状态。因为，神话是观念的产物，观念是现实的反映，神话

不是历史，但它折射历史。女娟、伏载神话所折射的历史比尧舜时期还早，

而且还是尧舜的祖先。黄河中、下游并非尧舜的起掘地而是他们崛起的地

方，所以他们的源头应该更往西。时间的上溯与地缘的回眸往往有一致

性。尧舜是从西向东发展而来的，那么中原的西部就是更久远的文化发源

区域。这个更久远的文化区域通过考古发掘已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就

是甘肃东部一带的广袤土地。远古称"成纪"，中古称"秦、雍Y' ，现在称"天

水"。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以大地湾

文化遗址为代表，其最底层文化遗存的时代远远早于中原地区的黄河中

下游文化。

(二〉考古发掘的证明

当然，甘肃省东部的地理程围要比"天水"大得多，主要包括天水、平

凉、庆阳三地区以及定西地区东部、陇南地区北部。从水系的角度看，主要

是泾、渭河流域以及西汉水的上游地区。在这片土地上，陇山纵贯其间将

其分为陇东、陇西两块黄土高原。这里有大地湾前仰韶文化遗址，而且通

过近年来考古部门在这个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包括对师赵

村、西坪山，镇原的常山，甘谷的毛家坪，合水的九站，崇信的于家湾等遗

址和墓葬的发掘，人们初步弄清了这些古文化的面貌并且建立起这一带

的文化发展谱系。初步的考古发掘材料证明，该地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

期，已有古人类生存，目前已有陇东泾水流域的"泾川人"和陇西渭河流域

的"武山人"人骨化石发现。句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者已经掌握了这一地
区的发展进程、各阶段的面貌以及内部外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在大地湾、

天水师赵村、西山坪、西和宁家庄发现了 7000 年以前，即新石器早期的农

业文化，说明甘肃东部是我国远古农业文明的发样地之一。

这是一个发展历史久远、文化绵延不断的地区，早在 7000 年前就已

经出现文明的因素。正是在这里，至今广泛流传着女娟、伏载的传说。天水

有伏苞庙，秦安有女娟洞，民间对女娟、伏麓的信仰依然很兴盛。虽然考古

发现不能为神话中的神概或传说中人物提供直接的实证材料，但是地下

考古材料却能够证实一种文化和观念的存在。而这种文化观念往往会与

当地的神话传说具有一致之处。这就间接地证明了神话掘头之所在。

〈三〉区别神话与信仰

神话与信仰是密不可分的，有信仰神话才能产生，有神话信仰才有内

①刘玉林等:{甘肃泾

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

旧石器>，(人类学学

报 }1984 年第 l 期;

《六盘山以西发现早

期人类化石>.{新华

文摘 >198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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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是神话与信仰毕竟有区别。无法确定神话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对神话和信仰不加区别。对女娟、伏疆的信仰至今在全国各地到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女娟、伏载信仰的地方就是神话的起掘地。这就好比，

黄河之水绵延千哩，可是源头只能有一个。这里要谈的区别，不是一般意

义的神话与信仰，而是远古神话与民间信仰。远古神话与民间信仰是密不

可分的，要研究对某-神的信仰，不免会涉及其神话;而对其神话的探讨，

也往往需要以相关的民间信仰习俗作为参照。正是这个原因，使人们对神

话源头的认识更不清楚。神话离不开信仰，它大多保存在民间传说中，虽

然古文献也有记载，但那也是当时文人对民间神话传说的笔录和加工，这

就成为我们确认神话原型的障碍。然而，信仰也离不开神话，所以通过对

民间信仰的分析，依然能够找出哪些是属于远古神话内容，哪些是后代信

仰民众增附的成分。在众多的、分布广泛的神话传说中，就可以辨析出哪

里的神话最远古，那里也就最有可能是神话的源头。

神话与信仰的区别在于:神话产生于久远的过去，而信仰依然在当下

的生活中存活。

神话是信仰的源头，但是不能用信仰的存在论证神话的起源。因为，

神话产生之后逐渐作为信仰流布，会随着文化的传播扩大影响，波及面要

远远比神话产生之初大得多。我们现在看到的、依然存活在民间的信仰，

虽然与古代神话密切相关，但是加入了年代发展和演变的痕迹，是一代代

后人不断丰富的结果。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对现在存活的信仰的分析，剥

离出原始神话的最初形态，读出远古的信息，从而确定其真正的源头。

把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综合起来看，女娟的神话及其信仰的主要分布

地域是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很可能这一带就是上古时代崇拜女娟的氏族

或部落曾经活动的地方。

女娟、伏载的神话是我国最古老的神话，从其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到今

天，有超过 2000 年的历史。女娟比伏辑见于文献材料更早，这说明其渊源

更久远。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女娟、伏毅的神话不仅出现在文人和史宫的

笔端，也出现在基六的画像之中，而且一直以大众口头传播的方式存活在

民间。女娟、伏辑神话的流布区域，也几乎扩展到全中国，不仅在汉民族地

区依然存活，而且在许多少数民族区域也有相当的影响，可见其生命力的

顽强与影响力的深远。目前，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有女娟和伏截的庙、祠、

宫、观，或者与之相关的人祖庙或人宗庙等，这也是女娟、伏截信仰依然存

活的物证。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女娟、伏载庙或人祖庙，以及与女娟、

伏截活动有关而产生的自然景观，数量也不少，而且分布也比较广。然而，

这些大都与女娟、伏截神话地方化相关。因为，对女娟、伏疆的信仰虽然普

遍分布，但是这一神话的掠头只有一个。

神话中的神抵活动，往往是多方面的，因而神的性质并不单纯，常常

在一个神身上交织着始祖、造物主、文化英雄等等功能各异的角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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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的角色和神格功能，却反映着神话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事迹。所

以，通过神话中所反映的神格的不同方面，可以大致推断，哪些神格功能

是初始的，哪些是后来随着人们信仰而附加的。因为，附加的神格内容，一

定与时代生活内容和方式有关。比如，从古文献与现代民间口头传诵的有

关材料来看，女娟具有始母神和文化英雄神等多种神格。这些不同的神格

自然不会在同一个时代出现 文化英雄的神格一定要比始母神格晚出得

多。

所谓"文化英雄"一般是指那些最先发现或发明某种文化成果，并将

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人类的神话人物，也包括那些制定最初的婚姻制度、习

俗和仪礼，以及除凶桂难，为人类确立社会生活秩序的神话英雄。这些文

化英雄大多源于氏族或部落的始祖，是至高神在向人格化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变形和派生神。它沿着人格化的道路向前发展，被人间的英雄同化

了。

表面上看，在一些民族的古老神话中，文化英雄往往与始祖或造物主

交织在一起。不少神话中的造物主或始祖在创造了最初的宇宙或人类之

后，又继续清除世间温沌，进行自然秩序和社会制度的调整。这些业绩都

是文化英雄神格的典型表现。然而，这一系列的英雄业绩，却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出现是有时间顺序的。这种时间

上的顺序就是分析最初神格的依据。

最初的神话，其母题具有所谓"神圣性叙述"(Sacred Narrative) 的特

点，在以后传播的过程中，会被自由发挥，甚至随意更改，但其间仍然存在

着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女娟神话就留着岁月流转打在其上的印迹。无论

是从古代文献记载中，还是从现有民间搜集的材料里，都不难发现，从古

至今，女蜗神话的内容与形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无论是言词表达，还是

情节结构，都日趋复杂和细致，甚至发生女娟身份的改变。可以说，在神话

擅长的流传过程中，变化是占主导地位的。然而，通过各类材料，我们依然

可以看到，一些流传于民众口头的语言质朴、情节较少牵连的神话形态的

存在。这些神话，往往更具有原初性，它们是帮助我们推断和了解神话的

原始形态的线索。

神话在发展和变异的过程中，形态纷繁复杂，但仔细分析，却能够发

现其中的演变方式和主要倾向。比如，帖连、复合、地方化、世俗化和宗教

化等等。然而，并非所有现象都均衡地出现在各种变异形式中，在具体的

作品中会有所侧重。显然，具有这些变化的部分，一定不是原初形态。对几

种不同文本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共有的部分，它们往往最具原初性，而

其变异部分自然是后来添加的。那么，如果某一种神话传说仅仅具有各种

变体的共同部分，它的原初性自然无可争辩。

神话与信仰的关系非常密切。神话所叙述的超自然力或神迹，被信仰

者确信其曾经发生过，至少在神话产生的远古时代如此。也正是因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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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林诺夫斯基:{巫

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

神话的存在，才使信仰具有神圣的性质，并且与世俗生活相区别。后来神

话发展为宗教，就与信仰更加紧不可分，最后成为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过，如今大部分女娟、伏截的神话已逐渐脱离了原初信仰的形态，其神

圣与人们对之的虔敬程度也大为减弱，但从中依然反映出民间对于女娟、

伏载的'情感和观念，它依然是我们解读原初神话的线索。

对女娟、伏撞的信仰，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祈求女娟、伏篝恩津的心理

也一直存在。而且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神话人物的功能被不断丰富和更

新着，满足人不同的心理需求。然而，剥开这些变化和丰富了的功能，依然

能够探寻到那些最基本的要求，最原初的要求，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发现

其原初形态的依据。

二、神话的发展进程

关于女娟、伏疆的神话传说非常多，内容和形式也纷繁复杂。如何将

这些神话传说疏理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头绪来呢?这是追溯女娟、伏截神话

传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仔细分析各种不同版本的女娟、伏载的神话传说

发现，在表面杂乱无章的神话传说背后，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各种不同的

女娟、伏疆传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女娟独立女神的传说;二是

关于女娟、伏辑兄妹成婚的神话传说;三是关于伏载独立男性神的神话传

说。既然将复杂的女娟、伏疆神话传说分为三类，那么这三类神话传说之

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通过仔细比较，笔者发现，这三类神话有着时间

上的顺序关系。中国古代神话有一个核心主题:生殖崇拜。这三类神话都

贯穿了这一重大母题。而这三类神话实际上就是生殖崇拜的三个不同阶

段。比如:女娟神，主要在于"持土造人"，反映了先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的时代，这是古代先民的母性崇拜时期;女娟、伏截兄妹成婚的神话传说，

表明先民已经意识到男性在生殖问题上的作用，反映出男性的社会地位

在上升，与女性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是双性崇拜的时期，在这个时期

大量出现了人首蛇身的交尾画像，表现出远古先民的图腾崇拜 z 当伏截成

为独立的男神的时候，表明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男权战胜

了女权，中国古代神话发展进入太阳神崇拜时期，伏撞就是太阳神，太阳

神主宰了神话的世界。随着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的建立，人间的帝王以

"天子"的身份与远古的神瓶建立了血缘关系，太阳神开始向祖先神转化，

这种转化过程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原始神话时代的结束，神话中的神

抵成了历史中的人物，中国古代的生殖崇拜也进入到祖先崇拜时期。

〈一〉生殖崇拜

刷版社， 1986，第 24 关于生殖崇拜，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在一些学者眼里，生殖器

页。 崇拜是"低级文明"①，不值得多做探讨。然而，各种材料证明，人类文化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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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在生殖崇拜中诞生的。在原始社会时期，生殖崇拜是重要的精神生

活。远古先人运用各种手段表现这种生殖崇拜，创造出生殖崇拜的文化，

其中生殖崇拜神话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是一种遍

及世界的历史现象。

在原始状态的生产方式下，人类自身的繁殖是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不但因为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人手的增加，而且高死亡率要求高生

育率与之对应，否则人类就可能走向灭绝。正是出于对劳动力增加和种族

自身繁衍的考虑，原始人类中出现了生殖崇拜。这是一个深刻而庄严的社

会意志，绝不是低级文明。

以生殖器的象征物为崇拜对象的生殖崇拜，其根本内涵是祈望人口

繁盛。因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的增长率，是原始社会人口生产的

基本特征。据估计，原始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高达 50%。旧石器时代世界人

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 1.5%0 ， 新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

4%0 0 ①根据各种估计推测，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民的平均年龄
在 20 岁至 30 岁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提高出生率才能保证人类的生

存。过低的平均年龄，意味着妇女的育龄极短，这就使得女性的生育能力

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关系到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社会能否延续的根本大

事。因此，女性的生殖能力，自然成为人类早期生殖崇拜的对象。

生殖崇拜的实质是人口问题，所以生殖崇拜不是性崇拜。今天稍有科

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性行为与生殖过程是统一的。但是在远古时代，曾经

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原始人类并不知道男女交合是生殖的直接原因，

仅仅把生殖看作是女性自身的功能。在他们的观念中，性爱与生殖是完全

分离的，满足性欲与保证种族繁盛根本没有关系。在当时的条件下，性关

系比较自由，性欲的满足基本不成问题。但是，人口的繁衍却是一件困难

而极其重要问题。因此，远古先民才会产生女性生殖器官的崇拜，这种生

殖崇拜绝无性意味。即使远古先民认识到男性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之后，

产生对男性生殖器、男女交嬉图像以及男女合体象征物的崇拜，其内容依

然是如此。

生殖崇拜作为远古先民的一种原始的信仰活动，通过各种形式表现

出来，并且对各类文化活动产生影响，从而构成人类文化现象中的特殊景

观，即生殖崇拜文化。其内容丰富，表现独特，影响深远。就中国而言，原始

祭祀礼仪，原始神话，原始宗教，原始绘画和造型艺术，原始舞蹈，原始哲

学观念等都可以看出这种文化的影响。

远古先民曾经经历过一个没有任何伦理限制，只要是两性之间都可

以有性关系的温乱时期。此时是没有进入文明朝代的野蛮时期，也是氏族

没有形成的前期。在这个时期内，人们还不知道男性在生殖过程的作用，

所以对生殖的崇拜是母性的崇拜。这种特殊的生殖崇拜，就是对女娟造人

的神格的崇拜。所以，女娟神话一定产生在母系社会，是只知其母不知其

①吴申元著:{中国人

口思想史稿~，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86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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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时代，在民族内部，母亲的地位是崇高的。

正是由于有这种对母亲神的崇拜，才会有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推崇

女性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将宇宙万物看作是天地之门产生出来

的，整个世界也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并且以水至柔而能克刚的形象

直观的方式，极力推崇女性阴柔的品性。这是道家哲学的主要思想特色之一，

这种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图腾崇拜

"图腾 (totam)"一词最早出自 18 世纪末约翰·朗格的《一个印第安译

员兼商人的航海与旅行》一书，其原义是指野蛮人的一种宗教性迷信。这

些野蛮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钟爱的精灵，并且相信精灵会保护自己。

他们想象着图腾会采取某种动物的形态，因此，他们从不杀害或食用被他

们认作图腾的动物。

70 年之后的英国民族学家麦克伦南对图腾现象展开了更为广泛的

研究。他发现在古代和现代的不同的社会存在的许多习惯和风俗中，残留

着图腾时代的遗迹。根据麦克伦南的研究，"图腾崇拜"的主要特点有三:

其一，部落采用一个特殊的物神 E其二，这个物神由母系世代相传;其三，

这个物神同婚姻制度相关联。由于他开创性的研究，人类社会的图腾现

象，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法国人类学者雷诺根据近代原始民族一些事实，将图腾现象的特点

归结为 12 个，主要内容是近代一些原始民族仍然存活的对某些特殊动物

的崇拜现象，确信这些动物是自己氏族的祖先，能够保护本氏族成员不受

伤害，并且制定一些禁忌以规范本氏族内成员的行为，部落中的某些有权

力的人，可以以自己氏族尊崇的动物图腾作为自己的名字。

弗雷泽在《图腾观与外婚制》中，对图腾现象也做了简要的概括。他认

为，图腾是原始民族迷信而崇拜的对象，他们相信，本氏族与这些对象之

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个人与图腾之间存在着自然利益的关系，人们崇敬

它，以求得它的保护。如果图腾是一种动物，就禁止杀害它;如果是一种植

物，就禁止砍伐它。固腾与偶像的不同在于，图腾是一类事物而不是一个

孤立的对象，图腾很少是无生命的自然物，更不可能是人工制作的物体。

图腾观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远古先民与图腾之间具有一种尊敬

和保护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不仅表示出同部族内成

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规定了部族之间的相应关系。"图腾社会"也是一种

原始的婚姻制度，其主要内容在于禁止相同图腾的民族成员之间发生婚

姻或者性关系。原始婚姻制度是普遍存在于图腾制时代的一种极为重要

的社会现象。

图腾观念与图腾制度起源于人类持猎与采集的阶段。从许多现存的

已经不再是原始的民族中残留的图腾遗迹来看，人类每一个民族都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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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过图腾崇拜阶段。早期图腾崇拜很可能仅局限于动物。在以某种

图腾动物为崇拜对象，在以此动物命名的罔腾制部落中，氏族成员将自己

看作图腾后代，并受到与图腾崇拜对象有关的禁忌的约束。禁忌内容包

括:一般情况不能猎杀不能接触图腾崇拜对象，甚至不能直呼其名称。每

隔一段时间举行图腾祭礼，并且宰杀图腾动物为牺牲。同时，还要举行仪

式对被宰杀的祭物进行悲悼请求宽恕以免遭报复。

在各种仪式和重要的宗教场合中，相同图腾崇拜的族人对图腾动物

进行仿同:或用图腾的形态文身;或用图腾的皮毛装饰自己;或戴着图腾

面具，模仿图腾动物姿态跳舞，并且学图腾物的吼叫，这就是最原始的祭

祀歌舞。

在阁腾制社会的群体中图腾观念是氏族成员行为规范的基本内容。

以圄腾观为基础，建立起图腾崇拜的所有宗教和社会制度。在近代一些原

始民族以及一些已经不再原始的民族历史中，存在着许多内容雷同的图

腾起源神话。在这类神话中，一般都会有一个图腾祖先作为中心角色。这

也是最原始的一种口头的历史，是图腾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原始先民，

对这种神话视若圣史而世世相传，并且对其真实性确信无疑。

关于图腾崇拜的问题，中国学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焦点是:是

否承认中罔远古社会存在过图腾崇拜。争议的出现，不仅因为"图腾"这个

名词和研究领域都完全是外来的 而且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确有着自己

独特之处，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硬套的。

笔者认为，"图腾"一词虽然是外来语，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是西方人类

学的方法，其研究成果和对图腾制的基本定义也许与中国远古时代的情

况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中国古代神话中大量出现的人首

动物身躯的神概形象，同时也是祖先崇拜的对象，这的确与图腾的一些特

点相符。在这里笔者想到了关于"宗教"的定义，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关于宗

教的定义，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的，这个结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的宗教现

象。还有"哲学"这个定义也是如此，如果按照西方对哲学的定义，中国古

代也是没有哲学的，这当然也是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不符合的，一个如此

古老的民族怎么可能没有宗教，又怎么可能没有哲学?那么回到图腾的定

义上来，问题大致相似。就是说，"回腾制"既然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过的

社会现象，就像宗教和哲学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与思想发展史进程中一

样，中华文化不可能特殊到与人类文化发展根本不同的地步。关键在于对

"图腾"如何理解和解释。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不可能存在与西方人类学研

究所得出的定义完全一样的图腾制，中罔有自己的图腾制。其特殊性在

子，中国古代的图腾制与古代生殖崇拜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双性崇拜阶

段，大量的人首龙(蛇)身的形象出现在文献资料、墓葬画像中。这些人兽

结合的形象，表现着人类的祖先，同时以交尾的方式暗喻着人类的生殖与

繁衍。所以，笔者将双性崇拜阶段又称为图腾崇拜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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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图腾崇拜是生殖崇拜的一个特殊阶段。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的内容

除了具有动物形象之外，其他的与西方人类学所研究的结论有很大的不

同，这也是中华文化与西方及其他民族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与这个时代相应的神话就是伏在、女娟兄妹成婚的传说。这个时期，

男女两性是平等的，是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民族社会并存并向之过踵的

阶段，这个时期的生殖崇拜表现为双性崇拜。正是这种特殊的双性崇拜，

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阴阳两性之间的感应和

交合，不仅是人类繁衍的过程，更是字窗起源、天地演化、万物创生、人类

出现的根本动力。

(三〉太阳崇拜

太阳神是原始宗教与神话中一位显赫的神，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曾

在古代世界大多数民族中盛行，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许多民族的风

俗和神话传说中找到它的影子。我国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的太阳崇拜至

少有七八千年的历史。

原始宗教形成之初的太阳崇拜产生子上古时代，太阳神信仰在从新

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的中国曾经是重要的原始宗教形式。在与之大致相

应的时代，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发源地也大都存在着太阳神信仰。为什么会

有如此相似的情况呢?这是早期人类的生存环境决定的。

在远古时期，初民们生存的环境非常严醋，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十分落

后。当时的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艰难地挣扎。此时人类的思维

方式十分简单，根本无法解释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现象，觉得日月的存在，

雷电的作用，都会决定人的生存，于是万物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有了神性，

太阳神崇拜就是这种信仰的突出表现形式。如我国内蒙古阴山、广西宁明

花山、四川琪县、云南沧源等地普遍存在有关太阳神和太阳崇拜的崖(岩)

画。太阳神崇拜属于早期自然神信仰，与图腾崇拜先是相互并存或融合，

后来逐渐独立存在。

在所有自然神灵中，人们最先认识到的自然神可能就是太阳神，它亦

为诸神中最为显赫的神灵之一。日出东方是人们最先感受到的自然现象，

黄昏日落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于远古先人们无法解释日出日落这

一类他们最早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太阳运行的规律，所以他们以

太阳为神灵是很自然的事。

太阳被崇拜为神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太阳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

考古研究证明，太阳崇拜最迟产生于新石器时期，此时定居的农耕文明已

经出现，人类的生活与太阳的升落、昼夜的交替和四季的变化密切相关，

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显示着太阳神的威力。这正是太阳神成为农业文明时

期主神的重要原因，因此古代农耕部族几乎都信仰太阳神。

气候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对太阳神信仰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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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北极罔附近的寒冷地区，阳光对居民的生存至关重要，所以古斯

堪的那维亚人普遍信仰日神。相反，生活在赤道附近或沙漠地区的民族，

由于太阳造成的酷热干燥而视太阳为恶神。中罔古代有后界射日的神话，

这一定与曾经出现过的炎热干旱有关虽然，这种网素与地理环境的特殊

性有关，因此缺乏普遍性，但是却表明地理环境与原始宗教存在者联系。

在有关太阳崇拜的神话传说中，太阳神诞生的内容十分突出，其形象

各异反映出民族和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在中罔上古时期和中国少数民

族神话中，太阳神的形象往往较多地与三趾乌、龙或蛇、凤凰、鸡或鸟联系

起来。太阳龙这一形象，在中国比较普遍，民间普遍有龙衔太阳的罔饰。这

可能是远古时代太阳崇拜与龙(蜜的图腾崇拜相结合的表现。

日神最常见的还是人的形象，不仅具有人形，而且拥有人性。当然，太

阳神以人的形象出现，是太阳崇拜的一个特殊阶段。早期阶段，太阳神的

形象与动植物纠缠在一起，经过半人半兽的阶段，然后进入人格化的阶

段。而太阳神的人格化过程，大致也有三个阶段。

一是半人半兽阶段。在这一阶段，日神的形象带有图腾信仰的遗迹。

表明在远古神话中，图腾崇拜与太阳神信仰相互掺杂。二是神人合一的阶

段。日神形象巳基本人格化，部落的首领同时也是太阳神。崇拜太阳的部

落将其被神化的首领与太阳神联系在一起。如中罔上古时期黄帝、祝融、

炎帝、制政等。三是抽象神的阶段。这是太阳神信仰由鼎盛走向衰落的阶

段，太阳崇拜与信仰开始具有抽象的寓意。太阳神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神

灵，与祖先崇拜和灵魂不灭等观念相联系，太阳神已经演变为抽象意义的

神灵，最终形成"帝"或"天子"的概念。当"天子"的概念占据人们心中的主

要位置之后，太阳神就演化为一种全新的抽象神，其人格形象便是人间的

帝王。

太阳神在原始宗教中作为主神，体现了它的创世意义，由此对太阳神

的信仰，演化为对伟大的创造能力的崇拜。太阳神及其信仰中所包含的创

世意义，一方面说明太阳神信仰具有朴素的自然崇拜的特征，因为创造过

程总是与自然现象相联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创世意义体现着人类思维

的进化。虽然太阳神信仰依然属于原始宗教，但是人类的认识已经开始走

出蒙昧，并且在向更高的阶段攀升。

这种走向的意义在于，太阳神信仰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太阳神逐渐

成为农业神。因为，定居的农耕部落对太阳的运行规律性、四季的变化最

敏感，也最需要掌握其中的规律。农耕文明是靠天吃饭的文明，人类赖以

生存的庄稼的生长离不开阳光的照射，太阳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不可缺少

的东西。这是人类的祖先将太阳视为生命之神的重要原因。就是说，远古

先民对太阳的崇拜，是与他们的生活内容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是他们

的生存需要的集中表现。

太阳神与农业生产密切关系的另一种表现，是太阳历法的发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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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第 376 页 。

太阳崇拜的民族，太阳历法往往比较发达。上古时代，中国的天文历法产

生了以十干(十日)作为纪年的太阳历法。太阳神在远古中国神话中同时

具有司掌历法的能力。由于对太阳神的崇拜和信仰，加强了对于太阳的观

测，从而取得天文和历法知识，推动了农业文明的进步。

当太阳崇拜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崇拜时，与政治权力并无太多联

系。当太阳神崇拜发展到成为国家统一信仰之后，就会充分地显示出其政

治意义。它起着统一部族内部认识和行动的作用，最终将成为团结部落成

员的凝聚力聋。

夏商时代太阳神崇拜曾经广泛盛行，太阳神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其政

权的接替者周王朝则出现"天子"的榄念。这个"天"就是太阳，所以封建王

朝的最高统治者，自称为"天子"，也就是"太阳之子"。这种说法并非唐突，

因为，我国上古时期，一些著名部落的首领如伏辑、炎帝、黄帝等都被视为

臼神的化身。

后界射日神话，意味着统一的太阳神信仰最终被接受，最终达到"天

无二日，民无二王"①的政治统一。当祖先神完全与太阳神融为一体的时

候，祖先神实际上也就取代了太阳神的地位。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的最终

确立是一致的。此时，作为神话的太阳神也就终结了，取而代之的祖先神

崇拜，依然是一种生殖崇拜，但却进入到神话的终结与神话历史化的进程

中。太阳的形象也逐渐被"天"的抽象性所掩盖。人间帝王的祖先是天，所

以被称为"天子"，天成为帝王权力的授予者、保护者和监督者。在这个基

础上形成的观点是"天尊地卑"，与其相应的人间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是

"君尊臣卑"、"男尊女卑"。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礼仪制度，

并将宗法血缘观念制度化，最终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

这三类生殖崇拜的神话传说在时间上的顺序，也就成为本书结构的

内在逻辑联系。然而，本书的主旨不是简单地介绍中国古代这三大系统的

神话，而是要追溯它们的源头，并且论证这三大神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的影响。全书由上、中、下三编构成。上编追溯女娟神话的源头，这是中国

远古生殖崇拜，也是母性崇拜的时期 z 中编追溯伏疆、女娟成婚神话的源

头，这是中国远古图腾崇拜，也是现性崇拜的时期;下编追溯伏截神话的

源头，这是中国远古太阳崇拜，也是祖先崇拜时期。这三个时期的顺序自

然是逻辑上的排列，我们确信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但是神话的发展

和历史的演进不可能如此的整齐划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会发生重叠，三

个时期的神话和观念也往往会棍杂在一起，这也正是逻辑与历史的不同

之处。然而，写的历史并非历史本身，尤其是神话的历史，所以发生逻辑与

历史的不一致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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