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话的基本属性与价值

神话是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宝库
中的珍贵遗产，它不可复制、不可替
代，成为认知各民族早期历史和文化
起源的凭据。然而，神话的价值不止于
此。除了填补历史文化记录空缺的作
用外，神话的其他价值还没有得到广
泛认同和发掘——就是神话作为文学
的种子，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
影响。

与西方神话相比，中国神话散见
于各类典籍中，体系上略显不完整，规
模上也不够宏大。这给中国神话的系
统研究带来不便，但无形中却给神话
种子在文学园地的再生和茁壮成长减
少了障碍，为神话的文学演绎预留了
充足的空间。

神话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多重历史文化价值。文学价值
是其重要方面。中国文学故事是一个
巨大花园，神话文学故事是其中耀眼
夺目、繁花似锦的组成部分。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曾在《神话在生活中的作用》中提到：

“神话在原始文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
功能：它表达、增强并理顺了信仰；它
捍卫并加强了道德观念；它保证了仪
式的效用并且提供引导人的实践准
则。因此，神话是人类文明很重要的组
成部分，它不是聊以消遣的故事，而是
积极努力的力量；它不是理性解释或
艺术幻想，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
的实用宪章。”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神话的基本文化属性。从中国神话
的实际情况看，神话的基本属性大致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用神话材料弥补
复原已经逝去的历史史实；通过神话
去梳理构建中国早期宗教信仰观念
体系；在神话材料中去发现认知远古
时代人们的自然观念和社会观念。

神话还是人类童年的珍贵记忆，充
满了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幻思维，因而
也是启迪激发后人好奇心和想象力的
重要渊薮。当儿童时期的鲁迅听到一位
长辈说起有一本叫做《山海经》的书，里
面“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
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
作眼睛的怪物”之后，便对这本神奇的
书充满了渴望。直到他的保姆阿长妈妈
帮他买到这本书后，他才如饥似渴般大
快朵颐了这本他神往已久的神奇之书
——这为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
家注入了重要的营养活力。

神话文献分类

神话是史前先民历史文化的零星
记忆。文字出现后，人们把先民口耳相
传的神话记录在不同文献中。这些文
献依据时间和性质不同，可分为原生
性神话文献和再生性神话文献。

原生性神话文献，是指先秦时期
最早用文字记录神话内容的文献。原
生性神话文献时间上距离神话产生的
时间最近，基本上源于口耳相传，以

《山海经》保存神话故事最多，其他如
《诗经》《楚辞》等文学总集，《穆天子
传》《尚书》《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

《归藏》《古文琐语》《庄子》《韩非子》
《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文献中，
也不同程度保存了大量神话。这些记
录尽管零散，但大致构建了中国神话

的基本框架和原型规模。
再生性神话文献，发端于秦汉，至

明清一直有出现。从时间和属性上可
分为两类：一类为秦汉时期文献。这时
尽管已经远离神话产生的时代，但因
距先秦较近，仍能约略窥见神话的原
貌。对神话的记载，见诸《吴越春秋》

《越绝书》《蜀王本纪》等杂史书，以及
《论衡》《风俗通义》等子部文献和大量
纬书中。这些文献性质不同，摘引神话
各取所需，其中有些内容与原生性神
话文献吻合，有些则不见于原生性文
献。虽则如此，它们对神话的原貌仍具
有重要的补充价值。另一类为魏晋南
北朝至明清时期。这时离远古更加遥
远，相关记载的文献属性淡化，内容分
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文献保存，抄录前
代记录的材料，见于《初学记》《北堂书
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
典》等大量类书。另一种则为中国文学
独立之后，依赖于诗歌、散文、词曲、小
说等各种文体的繁荣，将神话作为题
材的各类文学创作。它们为中国神话
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为古代神话
的再生创造了繁花似锦的园地。因此，
从文学再生角度关注中国古代神话，
可成为以往神话历史学研究和文化人
类学研究之外的新视角、新视野。

神话的“溯源”与“探流”

除了普通人出于好奇心和想象力
对神话的神往，还有许多学者出于研
究对于神话的关注。他们各自专业背
景不同，对神话关注的角度也不一样。
诸如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
教学等。他们的研究对于后人了解远
古历史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这些研究尽管角度不同，但有一点
是共同的，那就是利用早期的零星神
话材料，努力复原远古历史，即所谓

“溯源”。
“溯源”工作所依据使用的文献材

料主要是先秦两汉时期对民间流传的
神话故事进行文字记载的文本。这是
历史上最早的中国神话文献，所以可
以称之为“原生态”文献。正是因为这
些“原生态”神话文献是早先学者们翻
来覆去使用的文献，所以无形中让人
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中国神话的
文献只有这些“原生态”文献了。

西方“原型批评”学者认为，虽然
孕育神话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远
古神话好似一颗颗种子，在历代文学
百花园中再生出一代代繁花似锦的文
学果实。神话“移位”为文学的繁荣景
象，不但被西方文学的历史所证实，也
同样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再次搬
演。在中国历代文学百花园中，产生了
不可胜数的大量包含诗歌、散文、戏
曲，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再生性”
神话文献。

遗憾的是，由“再生性”神话文献
构成繁荣壮观的文学盛况，基本上没
有进入以往神话研究学者的研究视
野。和以往那些研究工作相比，我们力
求从以往学者的“溯源”扭转到“探流”
方面去。

“探流”和“移位”的演变走向和发
展轨迹，大致受到社会要素和文学要
素两方面制约。社会要素是指作家对
神话母题的演绎再创作要受到所在时
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制约；文学要
素指各种文学体裁和表现形式对于神

话文学发展演变形态的影响作用。二
者的交互作用，为神话文学的再生和
繁荣，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使神话
文学题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组成
部分和杰出代表。

中国神话文学的
文体演变与发展

神话在中国文学土壤的演变，大
体随各种文体的形成和流行情况而生
发、成熟。

诗歌作为抒情文体代表，是神话
文学再生时间最久、内容最丰富的领
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子降兮
北渚，目渺渺兮愁予”……作为中国诗
歌源头的《诗经》《楚辞》，含有大量神
话故事要素。汉代之后，神话母题、题
材很快有了蔓延和滋长。汉代乐府诗
中有大量神话题材内容，《古诗十九
首》中关于牛郎织女、王子乔的神话描
写，是诗歌对神话进行文学描写渲染
的开始，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路。魏晋
南北朝时期，诗人开始铺开笔墨，大量
吟咏神话题材。陶渊明用13首诗歌颂
精卫、刑天等神话人物的精神。诗歌进
入近体时代后，神话在诗歌中出现两
条轨迹，一是作为题材，二是作为典
故。前者如顾炎武《精卫》，后者如李白

《蜀道难》中的蚕丛鱼凫，不可胜数。
从散文角度看，汉赋不仅受到楚

辞文体影响，而且也继承了楚辞擅用
神话作为铺排典故的传统。从扬雄《太
玄赋》《蜀都赋》，到班婕妤《捣素赋》、
桓谭《仙赋》，都以铺排大禹、王子乔等
神话人物的方式增强文章的气势和宏
大的结构感。这个传统也一直延续到
后代的赋体创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就
是西晋时期左思的《三都赋》。

作为叙事文学文体的小说戏曲产
生、成熟晚，但在让神话的种子在文学
的领地开出灿烂的花朵方面，有后来
居上之势。

在西晋博物学家张华的《博物志》
等笔记小说中，保留着两汉诸子和史
传文章转录早期原生性神话文献的痕
迹。到了唐代传奇，就完全抛开原生性
神话文献“丛残小语”式的零散记录，
代之以驰骋想象。唐末五代学者杜光
庭《墉城集仙录》笔下的瑶姬神女帮助
大禹治水的精彩描写堪称范例。

明清章回小说问世后，又把神话
的文学再生创造推送到极致的境界。
在渲染神话形象故事基础上，发挥结
构优势，把神话题材应用于整部小说。
李汝珍《镜花缘》大量采用《山海经》的
材料，巧妙构思，另起炉灶，用文学手

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文学神话世界。
中国文学扛鼎之作《红楼梦》，全书结
构以僧人所携顽石下凡的那块通灵宝
玉所贯通，正是女娲补天这一神话的
馈赠。受此构思影响，晚清海天独啸子
的《女娲石》将女娲石隐喻为救国女
子，贯通全书，赞美女性救国。可谓前
呼后应，琳琅满目。

中国神话文学的历史文化价值

中国神话的文学再生过程跨越汉
代，延绵至晚清，前后两千多年。其间，
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
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影响
和制约了再生过程，同时也使再生成
果成为展示各时期文化价值和取向的
窗口。

首先，神话文学再生的突出文化
价值是承续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
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女娲补天、精卫填
海、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中，饱
含的战天斗地的雄心、意志和勇气，在
后代文学的创造中深入人心，成为弘
扬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其次，神话文学不断被历史上各
种文化的母体作为展示弘扬自己精髓
的方式。汉代的纬书中，已有不少内容
以神话材料宣扬谶纬思想。佛教、道教
等宗教思想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往
往借用神话材料影响大众。西王母神
话原型在后代不断被道教文学所引
用，就是一例。

再次，神话文学将神话原型中先
民所寄寓的理想，用文学手法加以放
大和升华，使其成为后世的追求。七夕
鹊桥、牛郎织女在后世各种文学体裁
中反复出现，成为亘古爱情的化身，便
是这种价值的体现。

另外，神话文学再生在其发展过
程中因受古代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的
制约，也出现过一些价值判断模糊，甚
至逆向行走的轨迹。如精卫填海、愚公
移山这样本来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壮
举，在后代文学作品中不时遭到讥讽，
而原生性神话原型中女娲女王之治的
母题，在后代男尊女卑思想作用下，在
文学再生中遭到了扼制和湮灭。

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演变

女娲补天神话最早出现于《淮南
子·览冥训》中：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
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
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
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
狡虫死，颛民生。……当此之时，卧倨
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
其行蹎蹎，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
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
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
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

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
世，光晖重万物。……然而不彰其功，
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
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尽管距离“往古之时”已经相当
久远，但它毕竟给后人大致勾勒出女
娲补天神话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女
娲补天的起因，补天的方法和过程，补
天后的效果及功绩等。正是这些内容，
才构成了女娲补天神话的主体内涵，
并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娲补天的文学化大约始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张华《博物志》中记载
了女娲补天的传说：“天地初不足，故
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足以
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帝，而触
不周之山，折天地，绝地维。故天后倾
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
百川水注焉。”作为小说故事，《博物
志》中保留了女娲补天故事的精粹部
分，为后来的女娲补天传说向文学的
移位起到了重要的情节内容的过滤传
承作用。

诗文中最早描写女娲补天题材的
是南朝梁代江淹的骚赋《遂古篇》：“闻
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无涯边兮，
女娲炼石补苍天兮，共工所触不周山
兮。”《遂古篇》的文字失去了神话记载
中远古人们对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焦
虑，淡化了补天成功后远古人们的那
份由衷喜悦之情，也摈弃了汉代记录
者所赋予的道家出世色彩。

到了唐代，女娲补天题材完全被
文学家打造成为远离神话原型的文学
天地。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补天神话
中的各个母题单元，都被文学家的生
花妙笔加以渲染，成为琳琅满目的文
学形象。

然而最为精彩，影响最为深远的，
还是炼石补天神话在后代文学天地中
的再植和繁荣。

首先，和《淮南子》等神话记载相
比，后代女娲补天题材的文学作品淡
化了神话中先民因惧怕洪水地震等自
然灾害而表现出来的焦虑恐惧之情，
代之以有距离的超然感受和审美旨
趣，并且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和表
现力，不断完善、补充和再造补天题材
的精神蕴涵和艺术价值。补天神话已
经由先民抗洪抗震的历史记录，变成
了中华民族战天斗地、英勇不屈精神
的真实写照和优美表现，进而逐渐积
淀形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大诗人张九龄的《九度仙楼》
中云：“谁断巨鳌足？连山分一股。谁跨
海上鹏？压作参差羽。应是女娲辈，化
工挥巧斧。掀翻煮石云，大块将天补
……罗浮亦可移，此物不可取。肋斗出
盘山，粗能踞地主。芝田第九层，最上
蕙生圃。”诗中在原有女娲补天神话素
材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个新的母题意
象。先民质朴浑厚的宇宙洪荒神话，增
添了许多富有艺术形象感和生命活力
的母题意象，并且与其他神话故事交
相辉映，令人目不暇接，成为神话题材

移位为文学作品的鲜明例证。
比张九龄走得更远、把女娲神话文

学化工作做得更为彻底的是卢仝，他的
《与马异结交》堪称是女娲故事文学化的
另起炉灶和翻版再造：

天地日月如等闲，卢仝四十无往还。
唯有一片心脾骨，巉岩崒硉兀郁律。刀剑
为峰崿，平地放著高如昆仑山。天不容，
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照耀。神农画八卦，
凿破天心胸。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
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
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
鸦。月里栽桂养虾蟆，天公发怒化龙蛇。
此龙此蛇得死病，神农合药救死命。天怪
神农党龙蛇，罚神农为牛头。令载元气
车，不知药中有毒药。药杀元气天不觉，
尔来天地不神圣。日月之光无正定，不知
元气元不死。忽闻空中唤马异，马异若不
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仝不仝，
异自异，是谓大仝而小异。今日仝自仝，
异不异，是谓仝不往兮异不至。

梁启超认为，中国诗歌在走向浪漫
化的过程当中，诗人对于神话题材的借
鉴使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类以
女娲形象作为敢于战天斗地，并且鬼斧
神工的文学形象的作品在后来的文学史
上可谓栉比鳞次（粗略统计近百篇）。

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不仅表
现在诗文领域，而且也在小说戏曲等叙
事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由于
文体的特性所在，叙事文学作品在表现
女娲补天题材时，一方面承袭了诗文作
品中女娲题材的传统意象和使用角度，
增加作品的文学意味，展现出补天题材
的无穷文学潜力。其中比较多的是以女
娲补天作为既定的符号喻体，指喻与补
天意义相近的涵义。有的以女娲补天为
超人之力的象征（《玉梨魂》《湘烟小
录》），有的以女娲补天指代丰功伟绩

（《英雄成败》《平山冷燕》），还有的用女
娲补天的典故来诠释小说故事中的某件
器物或道具，以增强其说服力和神秘感

（《西游记》《后西游记》《豆棚闲话》），亦
有的又在一些与女娲补天神话相关的器
物道具描绘中与故事情节的演绎推进结
合在一起（《薛刚反唐》《野叟曝言》）。另
一方面在整体构思和结构线索上，有若
干作品是把女娲补天作为整个作品的故
事原型或构思依据。

在戏曲方面，明代有小斋主人的《补
天记》传奇，清代有传范希哲《补天记》传
奇和汪楫《补天石》传奇。

小说中以女娲补天故事作为构思框
架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不朽巨著《红楼
梦》，另一部是晚清署名“海天独啸子”的

《女娲石》。《女娲石》系借用女娲补天故
事宣扬女子爱国救亡，为女性救国张目。
小说第一回写天降女娲石，言男子无能，
只有女真人出世方能力挽狂澜。该石实
为书中反清救国女主人公金瑶瑟的前
身。这一构思是受到《红楼梦》的启发。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
的重要因素，就是其匠心独运的艺术结
构。作为该书艺术结构的核心线索，僧
人所携顽石下凡为通灵宝玉是引领全
书的主线所在。而这一顽石则是女娲补
天所遗：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
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
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
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
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
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
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
号惭愧。

在结构的设计上，作者作了非常对
称的首尾呼应和对照：在楔子中以顽石
听到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所化一僧一道
所说红尘中荣华富贵之事而动凡心而随
之下凡，继之以几世几劫后空空道人看
到无稽崖青埂峰上大块石上所记顽石下
凡之经历。结尾处则交代出大士真人将
宝玉带回青埂峰，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
处，各自云游而去。继而空空道人再次经
过此地，将石上奇文重新抄录，并得到草
庵睡者的点拨，将此文授予曹雪芹。

不仅如此，作者还把顽石下凡的母
题和神瑛侍者浇灌绛珠仙草的故事嫁接
合成。于是，顽石不仅变成了贾宝玉，也
变成了神瑛侍者和通灵宝玉。

这样，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身世来
历和最终去向就在这充满神秘和浪漫色
彩的神话故事背景中得到了充分的渲染
和强化，也将女娲补天的神话题材的文
学移位带入了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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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故事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记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神话体系完整且复杂，是
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宁稼雨教授在中国神话基本属性特征和两
种基本文献分类的基础上，引发出对神话关注视角转变的价值认识：
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利用“原生性”神话文献进行神话“溯源”工
作转入到利用“再生性”神话文献进行文学“探流”工作的必要性，
进而梳理中国神话文学的文体分类和文学演进过程，总结中国神话文
学的历史文化价值，并选择“女娲补天”神话母题的文学化过程进行
欣赏分析。本期内容是宁稼雨教授近日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中
国古代神话系列讲座上的演讲，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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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其一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代表著作
为《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
要》；其二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代表
著作为《魏晋风度》《魏晋士人人格精神》；其三为中
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代表著作为《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
引》及相关论文等。目前为南开大学英才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首席专家，研究成果多次获
国家与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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