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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忘初心：我从哪里来？

人类群体的原初组合是以血缘和族群为社会

基本单位的。一个血缘家族或一个族群部落的根

本凝聚力所在，就是该群体所讲述并由全体成员所

分享的信仰和神话，以及配合神话讲述的仪式行

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国家时代，这样一类配合

创世神话的仪式行为被宗教所整合和制度化，如犹

太教和基督教的礼拜日制度，由此逐渐形成特定的

社会共同体赖以传承和发展其文化的核心意识与

精神纽带。创世神话是被社会群体传承和讲述的

所有神话故事中最重要也最具权威性的一种。惟

其如此，《创世记》才有可能被堂而皇之地敬奉在

《圣经》的第一篇。创世神话通过讲述宇宙起源和

人类由来的故事，给族群奠定最基本的文化观念和

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如法国当代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所说：“一个

共同体，就是一个在一起聆听同一个故事的人群”

(71)。通常，创世神话的讲述者和听讲者属于同一

种信仰支配下的群体。他们通过对创世神话的认

同，以本族的利益代表人类的利益，以本族的视角

看待宇宙和自然，确认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以及

本族与他族的关系。从这种认知效果看，神话的神

圣叙事，其文化功能在于奠定特定人群的世界观和

历史观。在此过程中，每一族群的创世神话之产

生，都不免带有强烈的我族中心主义倾向。

只有当神话的世界观被科学的世界观所取代，

整体性的全球文化的观念才会出现，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意识才有条件形成。19世纪的马克思希望在

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现实中找出一种能够解放全

人类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大历史观相当

明确：从原始时代的共产社会，经过奴隶、封建、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通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

一种将人类往昔历史和未来史整合为一体的世界

观的体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继承着批判

和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的初衷，同时更多关注文化观

念对人类行为的支配作用。当今学界方兴未艾的

“大历史”或“全球史”潮流，其实质是在信仰衰微的

条件下填补创世神话缺失带来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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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白。

自古以来，“我从哪里来”的叩问，必然还联系

着“世界从哪里来”“人类从何而来”“我的族从何而

来”的系列叩问。这就是所有的创世神话所共同蕴

含的一种基本精神：不忘初心，溯源求本。神话以

故事形式回答此类终极之问，看似是非理性的想象

产物，其实这种精神本身就足以开启理性和哲学的

大门，由此而形成一种系统思维的方式，可以称为

“创世神话式的思维”。这种系统思维，在人类思想

史上发挥的是思想范型的功能，它足以不断催生与

时俱进的新知识，变换出不同时段的不同答案。

例如，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政治学家加塔

利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中，

其最难解的核心概念“无器官身体”(body-without-
organs)就直接取自少数民族的卵生型创世神话。

《千高原》一书以15个高原的依次展开为全书结构，

其第六高原，开篇就引用多哥人的卵的图像(加塔

利，德勒兹 207)。可以对照起来看的，除了大家熟

知的汉文典籍《三五历纪》中的盘古神话首句“天地

混沌如鸡子”①以外，还可以举出中国西藏苯教的卵

生型创世神话原型图像。所不同的是，《千高原》赖

以建构其“无器官身体”概念的多哥人的宇宙卵意

象，是单一的卵，而苯教的宇宙卵意象则可分可合，

能够转化为黑卵白卵的二元对立意象。据藏文的

苯教经典《初始人类繁衍经》叙述：

两枚宇宙卵，一枚发光，一枚发暗，分别生成了

人界与非人界、光明界与黑暗界。其概述如下：一

开始，在空界。由于赤杰库巴(光和人的本源——引

者注)的力量，形成了风要素。[……]这些风流动形

成一个光旋涡。光旋涡猛烈地旋转释放出热能，形

成了露珠和雾凇。物质的微小尘粒(土要素)冷凝在

它们的上面。这些微粒被空间急速旋转的风吹得

摇摇晃晃，搅和在一起，形成了大地和群山。从五

大本源物质生成了光明卵和黑暗卵。

光明卵靠自身的光力和光线孵化，从弥散在空

间的明光里生成了 360个承担着护业重任的散光

神。下射光生成了 l万名箭神，牵着 10万匹马。它

们承担着维持神人无畏精神的任务。[……]内卵精

生成了赤杰库巴的化身什巴桑波奔赤。这个人形

神圣化身，7根葱绿色的发辫垂至腋窝。他是界主、

富庶之主，也是善主和德主。

黑暗卵在黑暗界孵化。上射黑光生成了黑暗、

惑和障。下射光生成了癫狂、惑和障。内卵精里生

成了一个黑光人，他的头发编成了 3 根粗大的发

辫。梅本那波给他取名为门巴色丹(具光黑暗)。他

是偏爱毁灭、倒空、斩断和摧毁的一位王。(南喀诺

布281-282)
当代哲学书《千高原》和西藏苯教经典《初始人

类繁衍经》，不约而同地诉诸宇宙卵型创世神话，这

足以表明，世界各民族创世神话作为思想资源存

在，一直以来由于受到西学的一元主义知识观的遮

蔽和压抑，大体处在潜藏的状态中，根本就不为大

多数学者所知。其对当代思想的借鉴意义非常可

观，需要研究者转换视角，从文化多样性立场去重

新审视，以求逐步彰显其再认识与再开掘的思想价

值。当代人对创世神话思想范型作用的再认识，意

味着从不忘初心到古为今用，即努力探寻“创造性

转化”和“激活”的时代契机。

各个民族或族群的创世神话的首要功能，即从

思想观念上奠定一种不忘初心和归根返本的情结

意向。这势必给后来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带来难以

估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结构的相似性看，

《圣经》的第一篇《创世记》与最后一篇《启示录》，首

尾相应，构思为人类史的循环模型，给西方思想奠

定了一个“伊甸乐园—失乐园—复乐园”的叙事范

式。尼采虽然大胆宣称上帝已死，不再相信神的创

造，却依然自觉继承了永恒循环的神话模型。这正

是20世纪大师级作家和学者们再出发的共同起点：

从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和乔伊斯的《尤利西

斯》，到耶律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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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等人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都是把知识

全球化大视野与人类学想象融为一体的学术创作

实验。而华夏上古经典方面类似的创世神话思维

原型，也完全可以从这种全球化大视野出发，得到

新的解读。以位于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为例，其

名称中已经隐含着循环变易的哲理。其六十四卦

的第一卦乾卦，开篇四字“元亨利贞”所隐含的四段

循环论，虽然起源于先民的占卜实践，却足以给中

国思想的发生奠定基本的推理原型。笔者《庄子的

文化解析》一书第七章题为“四段循环式”，曾解析

这种四段论的推理模型在《庄子》文本中置换出的

七种表现形式，包括概念思维的和寓言故事的：

1.一、分、成、毁；

2.发、留、杀、厌；

3.无、有、封、是非；

4.混芒至一、顺而不一、安而不顺、文博惑乱；

5.德、命、形、性；

6.气、形、生、死；

7.子祀、子舆、子犁、子来(麦)。
四段论的关联是循环性的，这意味着起点和终

点具有重合性(叶舒宪：342-427)。《周易》六十四卦

始于乾卦和坤卦，隐喻着天父地母型的创世神话原

型。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即第六十三卦和第六十

四卦)既济和未济，它们不仅本身就构成一种叙事上

的对应循环，还在叙事中共同凸显一对循环性的意

象：“首”与“尾”。这种暗示的循环结构，正如在现

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

的觉醒》中，首句话和末句话都是半句，只有合起来

看才是一句话。不忘初心的思想情结，在道家创始

人那里被表述为一种归根返璞的强烈诉求，甚至提

升为宇宙之道的普遍运动规则——“反(返)者道之

动”。老庄也认为：创世之前的混沌状态，在价值上

优于创世之后的秩序状态，未出生的婴儿状态优于

出生后的成人状态。混沌未凿的状态隐喻着潜在

的生命状态，这当然要大大优于被迫开窍以后的状

态——死亡。这是道家创始人典型的对创世神话

思维模型的逆向颠倒。在提倡革命和进步的历史

语境中，老庄这样的思想很自然被误解为代表着倒

退和反动。可是，当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打开国门，

看到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之一——混沌学，

才发现道家创世观中独特的思想火花一面，有了获

得重新理解的知识全球化契机。美国学者约翰·布

里格斯和英国学者戴维·皮特合写的《混沌七鉴》，

一再试图与中国古代的《周易》和《庄子》构成古今

对话，其所看中的恰恰是道家创世观的逆向思维取

向，从而认定其为当代科学混沌理论的先驱。在他

们看来，正是混沌这个原始的意象中包含着如下的

思想：系统性、整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现代社会沉迷于征服和在科学上驾驭我

们周围的世界。然而，非线性混沌系(如自然、社会

和个人生活)全都处在企图预言、操纵和控制它们之

外。混沌表明，我们与其抗拒生命的不确定性，不

如接受它们提供的诸多可能性(布里格斯3)。
布里格斯和皮特努力阐发他们所理解的日常

生活中混沌的七条鉴识：1.创造；2.运用蝴蝶力量；

3.行云流水；4.上下求索；5.观世术；6.在时间内生

活；7.回归整体。这些鉴识对当代人的规劝意义

是：假如你一度感到生活失控、趋于混沌，且处于沮

丧和绝望，那么混沌学给出的重要忠告是：生活即

混沌，那正是引人入胜和耐人寻味的所在。不过，

当代混沌理论的精髓不仅仅是回到老庄所向往的

“未凿”的全封闭状态，其积极的方面是，必须要链

接到当今的科学宇宙观。“与可怕的未知的混沌邂

逅会带来似乎矛盾的情感，这是对养育我们的宇宙

的既亲密又超越的真诚与信任”(布里格斯、皮特

156)。“休戚相关”——成为混沌科学要突破机械论

的宇宙观、重建新的宇宙万物整体观的第一关键

词，随之而来的行为变化是：从强调个人英雄般地

与世界斗争，到协同进化与合作，成为这个蓝色星

球的参与者而不是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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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创世神话中潜含着将自然史、宇宙史与人

类史、族群史和民族史熔为一炉的系统思想原型，

它就潜含着对后代书写和创作的巨大牵引力和塑

型作用。笔者曾经依此思路，简述《尚书》以下的 6
种华夏上古经典，试图透析它们不约而同地遵循着

神话编码规则的结构特色。②

第一，《春秋》始于“元年春王正月”所隐含的创

世神话观，终于“西狩获麟”的日落隐喻神话。

第二，《庄子》内七篇始于第一篇《逍遥游》第一

段鲲化鹏神话的自北冥向南冥的运动，终于第七篇

《应帝王》第七段浑沌君七日开七窍而死于南海之

帝与北海之帝之手的神话。外篇则终于《知北游》

篇，让人格化的主人公“知”完成一种对应鲲鹏神话

的自南向北运动。将内篇第一篇和外篇末篇的神

话运动方向组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圆圈。

第三，《周礼》始于天官地官，终于以春夏秋冬

四季循环为完整周期的冬官，全书结构潜含宇宙四

方六合的时空运转法则。

第四，《礼记》今传本为七七四十九篇，全书以

《曲礼》开始，意在以其委曲说吉、凶、宾、军、嘉五礼

之事，故名“曲礼”(参看《礼记·曲礼上》孔颖达疏)；
以《丧服》为终，表明生命循环的一个完整周期。

综观全书旨意，“因依天地之道，比顺鬼神之德，

用成礼乐、道德之规范，以为政治教化之依归”(方
俊吉95-96)。

第五，《吕氏春秋》是号称统一贯合百家之说的

大著。其结构以十二纪为纲目，统合八览六论。十

二纪则以“孟春纪”开始，到“季冬纪”结束，其效法

天道运行的含义非常明确。其每一纪都是 5篇，凡

60篇，也是体现六十甲子进位制循环的明证。其每

一纪的第一篇，同于《礼记·月令》。全书效法天地

之道的循环运动。八览每览8篇，八八六十四篇(今
本脱一篇，为 63篇)，以吻合八卦之理。始于《有始

览》，叙述的是天地开辟和万物发生的秩序。终于

《恃君览》，说的是如何为君的道理，将人事与天道

对应。

第六，《说文解字》收录汉字9353个。全书的编

纂框架暗含着天干地支的循环数码：始于“一”字而

终于“亥”字。这就像乔伊思写《尤利西斯》一样，给

全书赋予了表层叙事与深层象征相互对照的整体

结构。许慎对“一”字的解说：“惟初太始，道立于

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③这哪里是在编写字典，

还在演示创世神话的叙述程序呢。桂馥指出：

本书，二从偶一，地之数。然则一者，天之数

也。《系辞传》：“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虞注：“一

谓乾元万物之动。各资天一阳气以生，故贞夫一。”

《春秋元命包》：“阴阳之性以一起，人逼天道，故一

生子。”《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

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

贞。”《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

道。王弼注《老子》：“一者数之始也，物之极也。”

《鬼谷子·外篇》：“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

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1)
再看《说文解字》，其书编排在最后的一个字

“亥”的释义：“亥而生子，复从一起”。④这就如同读

到《周易》末尾第六十四卦未济的比喻叙事：先说

“濡其尾”，再说“濡其首”，让首和尾圆贯组合为一

个循环整体。“亥而生子”，终点也意味着重新开

始。这样的寓意写法也表现在现代主义诗歌的里

程碑之作《荒原》所演示的意象和结构中。《荒原》第

一章为“死者葬仪”，诗人让其中的“我”发出如下追

问：“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尸首，它发芽了吗？今年

会开花吗？”(艾略特 128)这里喻示的是死亡中的新

生，亦即绝望中潜含的希望。其观念的原型就直接

来自尸体化生型创世神话。第四章“水里的死亡”，

让水这种孕育生命的渊薮意象，再度承接死亡之后

的再生希望，也对应宇宙起源于水的古希腊自然哲

学。其原型还是宇宙发生始于混沌的创世神话(同
上124)。回到《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循环过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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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到亥，也就相当于从数字十二返回数字一。它体

现出典型的死而复生神话观，呼应着老子“反(返)者
道之动”⑤的归根理念和庄子首尾回环的文本整体

寓意。

以上中外思想和作品的例举，旨在说明创世神

话如何发挥着人类思想的范型作用，给后世的文、

史、哲写作奠定基调。人们一旦从信仰上对创世神

话的内容表示怀疑，那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思想

失范的精神危机。回归创世神话原型或再造新的

创世神话，就成为人类“不忘初心”的实际行动。

二、砥砺奋进：我该向何处去？

——从创世神话到当代的全球史热潮

20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首先带来

的是对全球创世神话的整合观：以20世纪初年詹姆

斯·弗雷泽《〈旧约〉中的民间传说》为代表。其学术

史意义凸显出知识全球化的观念变革和研究范式

转型：从各族单一性的创世神话，到人类总体的系

统观照。这种总体观照的优势，至 20世纪中期时，

催生出结构主义人类学派。其代表作有英国人类

学家埃德蒙·利奇的名篇《作为神话的〈创世

记〉》。⑥利奇用二元对立分析模型的精细阐释，让

自幼熟读圣书的西方读者们看到了以前完全没有

想到的科学规则的内涵，这就充分体现出结构主义

派的神话学视角的穿透力。随后，在法国史学年鉴

学派和整个知识界的“人类学转向”作用下，迎来了

当今历史人类学和文化史研究的热潮。

自从达尔文进化论揭示出生命起源和人类起

源与上帝的创造无关，西方经典的创世神话观就逐

渐褪去神圣叙事的光环，沦为神话文学研究的对

象。按照人类“大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美国学者

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观点，当代的人类史著述热潮，

就相当于一场当代创世神话的再造运动。这种观

点具有古今贯通的透视性意义。就学术发展脉络

看，从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和霍金发表《时间简

史》，到克里斯蒂安推出《时间地图：大历史》，再到

以色列学者赫拉利的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这是

一个延续2个世纪的完整生成序列。“在很久很久以

前”，是人类讲述故事的惯用开篇套语，但究竟“很

久”是多久，却无人说得清。赫拉利《人类简史》第

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大约在 135亿年前”(3)，不具备

现代宇宙学知识的人是根本讲不出来的。

只要看大卫·克里斯蒂安撰写的教科书之完整

书名——《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就

顿时能明白赫拉利著作第一句话之出处。看来，当

今全球图书市场上这一现象级爆款的学术书，绝非

空穴来风。从查源知流的意义上审视这种现象，简

捷的方式就是锁定《人类简史》一类著述的学术先

驱者。大卫·克里斯蒂安何许人也？他就是国际大

历史学会的主席，是方兴未艾的大历史学派的奠基

人。他早在 1989年就开始在大学历史系开设此类

课程。他为其教科书所设定的第一关键词就是“创

世神话”。因为他把这种结合宇宙发生史与人类起

源史的“大历史”写法比作是当代知识界的一种新

的创世神话。

这部60万言的教科书有一篇近2万字的导论，

其题目为明知故问的问句“一部现代创世神话吗？”

作者首先对当代新兴的“大历史”的文化功能与早

期社会中创世神话的相关性，做出对比分析：

“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那个整体

又是什么？”任何人类社会都会以某种形式提出这

些问题。在大多数社会，其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体

系都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而答案又常常体现为

创世神话故事。通过讲述令人难忘而权威的关于

万事万物——从人类社会，到动物、植物以及我们

周围的环境，再到地球、月球、天空甚至整个宇宙

——如何起源，创世神话提供了一个普遍坐标，通

过这个坐标，人们就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想象

自身的存在，并且扮演自己的角色。创世神话是强

有力的，因为我们在精神上、心理上，以及社会上有

一种深层次的需要，那就是要有一种定位感、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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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而创世神话正好满足了这种深层次需要。

(克里斯蒂安2)
如今的人类史或全球史潮流给知识界带来的

震动和变革是有目共睹的。按照最新的科学观念

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自然也同时意味

着“我们向哪里去”的思考。这就是赫拉利在《人类

简史》之后，紧接着推出《未来简史》的逻辑。这也

是诗歌《荒原》在诸多死亡表象背后寄托新生希望

的逻辑。⑦在《未来简史》出版的 2017年，即人工智

能元年之际，深切思考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已经

成为足以牵动全球知识人心绪的共同终极关怀。⑧

至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特长焦距的整体审

视之先驱，除了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还需链接

到比赫拉利大10岁、比克里斯蒂安大9岁的美国教

授贾里德·戴蒙德(Jared M. Diamond)，他在 1997年

W. W. Norton and Company出版的名著《枪炮、病菌

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l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题目乍看起来全是讲物，其副标题则点明

“人类社会的命运”。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中

引用戴蒙德 3次，可知生物学博士戴蒙德的整体思

维如何引领大历史学科的开创者。

面对一个新时代，由崛起的中国所倡导的国际

社会新秩序，以及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所倡导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我们当然也需要大历史的观

照方式。在此，创世神话的思想资源具有十足的学

术对接意义和古今对话空间。

新兴的“大历史”或“全球史”潮流，对应的国际

大趋势是全球一体化。各个分立的民族国家，由于

经济关联和信息依赖的一体化，开始向国际同盟或

地球村整体的大方向整合。当此之际，对文化和文

明之间差异的尊重，就显得尤其重要。以差异哲学

家著称的德勒兹等人，在二十世纪 70至 80年代相

继推出其哲学理论大著。如加塔利和德勒兹合著

的《千高原》，700多页大书，以创世神话式思维为其

构思的原型，但最后的结尾仅有一个词：“机器界”

(738)。在此，两位思想者针对全球一体化趋势所寄

寓的警示意义，有发人深省之效。人类一旦乐此不

疲地朝向非人方向演进，那么批判、扭转和纠偏的

力量，一定潜藏在不为人知的多民族想象的创世神

话图景中。因此，如何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尊重

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应成为当代语境下研究创世神

话的关注点。为此，当代混沌科学给出的智慧提示

在于，混沌看似是未分化的“一”，其实这“一”中潜

含着生成无限之多的可能。能保住混沌的整全系

统不被分解，有助于维系生命的多样性不被削减：

从混沌理论的角度看，注意系统间如何彼此

竞争，不如关注系统间如何彼此依赖、相互关联

更为重要。

竞争与合作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它们复

杂地交织在一起。(布里格斯61)
若削减多样性，使系统更均匀同质，那么系统

将会变得更加脆弱，易于非线性地崩溃。(布里格

斯65)
仅以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内部多样性为例，

境内各民族所遗留下的创世神话遗产50种(据目前

所知的材料，仅有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俄罗斯族和塔

吉克族等为数不多的民族中尚未发现创世神话)。
如果加上单一民族口传遗产中多种不同叙事的创

世神话，其总数将达到 100至 200种。这样巨大数

量的创世神话的丰富叙事，过去不仅不为国际学界

所知，就连我们本国知识人也知之甚少。这是一笔

非常珍贵的昭示多民族初民智慧和想象力的思想

资源，也能够充当引领知识全球化新潮流的示范样

本。根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汉王公司在 2016
年结项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的一期

成果，新发现的多民族田野调研的口传文学资料汇

聚在一起，达到约 5000册书、近 9亿字的数据库规

模。⑨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中国历史上传世文献集

成性质的《四库全书》。其中神话故事部分中有很

多以往闻所未闻的稀有文本，包括各民族的创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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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和创世史诗之类，其可探讨的学术空间是巨大

的。新材料的发现和系统整合工作，预示着中华创

世神话研究的未来将会给世界带来以往根本意想

不到的新局面。

三、大传统论PK大历史观

——中华创世神话研究的理论突破

神话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界获得飞跃

式发展，甚至出现“神话热”现象。笔者也是在这样

的语境下开启学术研究之旅的。在二十世纪后期，

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是：如何从原型和结构的视

角，对中国汉族典籍中潜含的创世神话做出发掘和

钩沉的尝试，并建构出一种从创世神话到哲学思想

的理论分析模型。1988年我撰写的《中国神话哲

学》就是此类研究的案例，其所针对的是一个长期

流行国际学界的偏见：“中国没有创世神话”。1989
年之后，随着陶阳、钟秀的《中国创世神话》一书问

世，以及更大部头的书——陈钧编著的《创世神话》

(东方出版社，1997年)面世，西方汉学界有关中国没

有创世神话的偏见已经不攻自破。中国口头文学

遗产数字化工程的结项，显示出相关的原始资料的

丰富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接下来的研

究工作需要从长计议，充分有效利用这举世罕见的

资料海洋之便，把打造中国版的神话学理论作为重

要推动力，促进传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格局的时代

变革。

进入21世纪后，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

日渐成长，我们团队的研究重心从“神话哲学”和上

古经典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拓展到“神话历史”方

面。如果说，二三十年前，我们聚焦于中国创世神

话与神话哲学、思想史的发生学关系，那么在 2009
年之后，则是聚焦中国创世神话与神话历史的渊源

关系和因果关系，特别是上溯到神话历史在汉字产

生以前的深度表现形态——非文字的符号传承方

面。在这方面，我们先是观照彩陶图像等，随后关

注玉礼器符号，并据此方面的出土玉器实物的系统

线索，将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视野拓展到

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解读。2010年以来，我

们提出文化大小传统再划分的理论，把甲骨文作为

文字小传统的开端，把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

传统作为大传统。⑩这一文化理论给神话学带来的

巨大改观，就是能够超越文字牢房的局限，到史前

期玉石雕刻的神像和玉礼器的系统资料那里去做

神话解读工作。过去的中国神话研究以《山海经》

《楚辞》为基础资料，其视野只能是两千多年的小传

统视野，如今则通过红山文化的玉龙和玉蚕、良渚

文化的玉蛙和玉神徽，把神话研究拓展到五六千年

之前。

据最新资料，新华网哈尔滨2017年9月27日消

息，位于乌苏里江边的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考

古发掘现场，出土数百件玉器、陶器和石器等新石

器时代早期文物，包括30多件玉璧、玉珠、玉环等玉

器，400多件石器标本。根据考古学研究和测年数

据专家判断，出土文物的年代为距今 9000年左右。

从黑龙江史前玉器到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其间的渊

源关系，若从玉器形制上看，是一目了然的。一个

9000年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过的玉文化，一定对华

夏文明的创世想象带来不可磨灭的奠基性作用。

暂且不说后世想象的天空主神玉皇大帝，就连举世

皆知的盘古创世神话，也要特别强调盘古尸体化生

的精髓部分去向如何，那就是人间所见珍稀玉石的

来源！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

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

河，筋脉为地里，肌肤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

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徐整25)
如今的考古知识已经明确，金属文化进入华夏

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事；而玉文化的出现大大早于

任何金属，甚至也大大早于任何有关盘古或伏羲的

创世景观想象。这就给出了从大传统新知识重审

小传统叙事知识的条件。

··3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9.3 外国文学研究
FOREIGN LITERATURE

30年后，笔者重新回到创世神话的理论研究方

面，感觉到最为有利的条件就是新材料和新理论的

支持作用，确实今非昔比。今日所不同的视角在

于，有了本土理论的引导作用，这是中国本土文化

自觉精神的体现：9000年没有中断的文化连续体

——中国玉文化。若考虑到“中国”这个概念是在

距今 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萌生的，或可改称“东亚

洲玉文化”。

再举一例，就文化小传统中记录的创世观而

言，有关宇宙生命创生的原动力思想非常古老。东

周时期观射父在和楚国国君的对话中，明确说出

“玉帛为二精”的思想。但这思想显然不是周代人

的发明，其渊源一旦落实到考古新发掘出土的红山

文化玉蚕和玉蝉——这些玉石材料所塑造的生命

意象，显示为生命力自我再生的神话化动物标本

——这样，玉帛为两种“精”，即能够自我生成的生

命正能量之神话观念，一下子就可上推到6000年以

前的北方红山文化时期。

至于后代小传统中儒家的“生生”精神，溯源到

《周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的观念，和天父地母型创

世神话观有密切联系，诸如泰卦的“天地交而万物

通”之说等，迹象显然。如果需要在天与人之间找

到一种中介性的生命力联系的圣物，那就非“君子

必佩玉”理念中的玉石莫属。小传统的思想观念，

其原型必定来自史前大传统。这是今日的中华创

世神话研究不同于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就作品论

作品的超越之处。

再举一例，即道家创世观的大传统原型探索。

根据《礼记》的说法，有“夏人尚黑”之说，后代注经

的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近一些年的考

古工作，给出完整的玄钺、玄圭等史前实物的新发

现，这就使得今日的研究者，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源流审视的新知识条件，能够进入到距今5000年以

上的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直接看到那个时代留

下的一批深色蛇纹石玉钺，足以对照《山海经》所述

黄帝于峚山播种玄玉的神话叙事。

以上几个研究个案表明，鉴于文化大传统理论

的建构，我们今日的创世神话研究可以依照四重证

据法提示的大方向，向史前史的广阔天地中挺进，

从而给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找出真伪虚实判断的实

物证据，并尝试勾勒出一幅从大传统礼器符号物到

小传统文字叙事的完整原型变化链条。

注释：

①欧阳询等编：“三五历纪”，《艺文类聚》卷一。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3。33。
②以下评说 6种华夏经典的内容，根据笔者 2009年发表

的“‘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百

色学院学报》1(2009)：33-37)一文修订而成。

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1页。

④同上，752。
⑤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第217页。

⑥见埃德蒙·利奇：“作为神话的《创世记》”，《结构主义神

话学》增订版，叶舒宪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92-105。

⑦同样的逻辑体现在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中，见全

书的最后一章即第 15章。作者对这一逻辑的解说体现出杰

出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值得参考：“最后，第 15章是对未

来的展望。大历史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大潮流，而这些大潮流

并不会在此时此刻戛然而止。因此，大尺度历史观将不可避

免地提出有关未来的问题。”作者还认为：“提出这些问题应该

成为现代教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评估将

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做出的决定，而今天的决定反过来又将

塑造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所居住的世界。”在这里，展望未来

不只是给历史学著述者提出的一种“标配”的要求，更显出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责任(9)。而赫拉利《人类简史》的结尾

一句，就是在批判已经发展为智神的人类的巨大缺陷——“不

负责任”！(408)
⑧如美国人类学家斯宾塞·韦尔斯所说：“目前人类正处

在关键时刻，是人类这个物种史上从来没有碰过的情况：我们

的文化威胁着要摧毁生而为人的本质。我们必须记取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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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才能更了解自己，以及猜测未来该朝哪里去。我们对自

己的未来有所掌控，而且我们是有史以来头一代拥有这种能

力的人。”见斯宾塞·韦尔斯：《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

步的代价》，潘震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282。
⑨参见中国民协数据库工作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

工程——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简介》，2015年5月。

⑩参见叶舒宪等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

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详见叶舒宪：“玉帛为二精神话考论”，《民族艺术》3
(2014)：36-45、“玉帛为二精神话续论”，《民族艺术》3(2015)：
24-32、吴玉萍：“玉帛为二精神话申论”，《百色学院学报》1
(2016)：50-57。

参见叶舒宪：“从玉石神话看‘天人合一’——中国思想

史研究的大传统形而下视角”，《民族艺术》1(2015)：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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