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问题研究 2024.9
ETHNIC STUDIES

一、引言

欧洲与中国面积差不多大，今天有 45个国家，①

为何中国却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世界上多

民族的国家很多，但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民族聚集

在一起，共同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最终能够共存共

荣，以大团结为结局的却绝无仅有。古代中国很早

就发明了“天下观”，将各个民族、宗教和文化整合起

来。钱穆先生指出，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过程中有一

个很大的不同，欧洲各国对于民族的界线，分化得清

清楚楚，而中国古代史中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

一脉相承，同是中国人。中国自古并不拿血统，而是

将文化视为民族的界线。通过文化形成的“天下一

家”观念，中国人轻易就把“民族”和“国家”观念消融

了。因此，到了秦汉统一，中国就已经是一个民族国

家了，中国人就是在同一个中国文化中陶冶而成

的。②笔者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差别，或者说唯有中

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历经数千年而不散，究

其原因，核心在于“天下一家”观念消融了民族的差

异，使中华文化最具包容性。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华

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以华夏族团为核心扩大而

成的汉族形成；第三步是南北两个统一体的融合。③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之所以形成，核心恰恰在

南北文化的融合。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天下”观念

是如何推动南北民族和文化的融合的？尝试借助南

岭走廊多民族族源神话的演化体现中国南北文化的

南岭走廊多民族的“共祖”“同胞”叙事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郝国强 诸葛成影

【摘 要】周朝以后，随着疆域扩张和族群迁徙，“同文”“共祖”现象开始出现。随着“汉字”文化圈的扩

展，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产生了以黄帝为“共祖”的传说体系，“天下一家”成为普遍认同的观念。岭南地区各

族群延续并融入“共祖”叙事的传说体系，通过族源神话中的“家人”叙事实现了与华夏文明的对接：一方面，通

过“槃瓠”和“伏羲”等“共祖”叙事，融入黄帝世系的神话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同胞”叙事将各族群纳入大家庭

中，进而形成“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南岭走廊多民族的族源神话在内容、结构、对象上呈现高度的相似

性，其中“共祖”“同胞”叙事尤为显著。古人的原始思维、民族同源关系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共同体思

想萌芽等共同造就了多民族的“共祖”“同胞”叙事。伴随着“大一统”格局的确立，南岭走廊多民族的神话通过

“共祖”“同胞”叙事融入中华民族神话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形成提供了重要推动力。这种族

源神话中的“共祖”叙事承载了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表征。

【关 键 词】南岭走廊；族源神话；“共祖”叙事；“同胞”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郝国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四部委铸牢基地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院首席专家（南宁 530006）；诸葛成影，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30）。

【原文出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京）,2024.1.101～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容融之道：古商道与各民族的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心

理‘五个互嵌’研究”(22VMZ005)；国家民委委托项目“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中华文化的创新交融

路径研究”(2023-GMG-037)；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化道路与广西各民族五个互嵌研究”

(22BMZ016)的阶段性成果。

··58



2024.9 民族问题研究

ETHNIC STUDIES

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做文化的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时，将神话列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指出“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

尝草、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

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

精神”。④族源神话作为神话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对于神话的起源研究有重要作用，更是研究中

国各民族起源、发展、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族源神话中

的同源共祖神话叙事中共性的表达，对于增强文化

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着突出作用。近

年来，学者们分别从族源神话的母题分类、历史谱

系、民族“三交”等方面开展相关研究。周建新从精

神家园的视角出发，探讨各民族同源神话叙事中的

家园观，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脉络。⑤王
丹指出，“同源共祖”神话以共同祖先为核心，包含了

各民族的生活史、各民族彼此认知和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成的历史逻辑，因此“同源共祖”神话多样化记

忆资源的升华有助于民族团结，进而推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行动。⑥王明珂从族群边缘的视

角出发，通过对羌与汉、藏以及羌人内部的联系和观

念变迁的描述，探讨华夏历史记忆反映的族群边缘

变迁，分析兄弟祖先故事中的历史心性和相关情境，

以及民族如何从自在变为自觉，进而有助于中华民

族之形成，⑦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目力所及，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少

涉及神话中的“共祖”叙事“同胞”叙事与共同体意识

之间的关系，针对南岭走廊各民族的族源神话开展

深入研究的则更为少见。南岭走廊研究对于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重要

价值。费孝通先生于 20世纪 80年代提出并阐释了

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的学术研究价值和

意义。南岭民族走廊这一空间的社会性、文化性及

区域性的特殊性已经超越了民族或族群的特殊性和

个性。⑧南岭走廊不仅是文化边界，更是各民族文化

交融的文化通道，⑨因此南岭走廊多民族中广泛传承

的各民族同宗同源的神话和史诗有着重要的学术意

义，有必要对南岭走廊各民族神话中反映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元素进行挖掘，探寻多民族神话中文

化交融和族际互动的艺术例证和发展规律。以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视角重新审视南岭走廊各民族创世神

话，挖掘、整理和阐释其中的共享交融机制，以进一

步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本文以南岭走廊(包括桂东北山区、桂北—黔南

喀斯特区、湘南山区、赣南山区及粤北山区等)各民

族⑩的创世神话为研究对象，在对南岭走廊各族群神

话进行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发掘沉淀于其中的各民

族共生交融的文化资源，旨在从多民族族源神话中

的“共祖”叙事“同胞”叙事出发，深入研究各民族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以及这些因素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南岭走廊多民族族源神话中的“共祖”“同

胞”叙事

叙事学是研究神话的重要方法。从远古时代的

神话传说，到文字时代浩如烟海的典籍，再到大众传

播时代的各种新闻和文艺作品，人类一直在以“讲故

事”的形式描绘或记录人类的生产、生活场景与集体

记忆。叙事学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人类如何诠释和解释自己的行为和经历。近

年来，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学科，包括民族学、

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罗伯特·希勒提

出，叙事是解释性或说明性地描述一个社会、一个时

期的故事或表现，这个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一则笑

话、一个理论等，能够激起情感共鸣。专业叙事在

某些条件下会转变为大众叙事，进而影响经济事件

与历史进程。总的来说，叙事学理论为不同学科

提供了一种更深入地理解人类行为、态度和哲学的

方法，也为解释各民族的族源神话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工具。

族源神话顾名思义为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内

容涉及天地形成、万物创造，它往往与创世神话相交

叠。就囊括内容而言，族源神话的范畴要比创世神

话的范畴更大。族源神话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叙事

类型：其一是“共祖”叙事类型，将某一或某些特定的

群体视为某一共同祖先的后裔，主要特征是通过姻

亲、后裔等要素将少数民族与华夏文明始祖黄帝联

系在一起，这样的叙事方式常见于各类史书中；其二

是“同胞”叙事类型，即将全民族或种族成员想象为

某一神话人物的后裔，指各民族为同父同母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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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典型的有各族的创世神话、洪水神话等。

(一)“共祖”叙事

“共祖”叙事类型常出现在历史文献和民间口述

传说中，指不同民族之间通过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建

立起亲缘关系或族源关系的一种神话叙事方式。这

种叙事方式可以通过姻亲、干亲、血亲等不同的形式

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共同的神话母题、神话符号、神

话仪式等来表达。这种“共祖”叙事普遍出现在南岭

走廊各民族之中，典型的如岭南地区广为流传的盘

王神话。盘王(盘瓠)神话，尤其在苗族、瑶族和畲族

部分群众中有广泛传播，源远流长。关于盘瓠的文

献记录最早见于东汉的《风俗通义》，而到了魏晋时

期，相关记载日渐增多。如干宝的《搜神记》写道：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

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篱，复之以

盘，俄尔顶虫类化犬，其文五彩，因名盘瓠……”这
是关于盘瓠神话流传得比较广的版本。《后汉书》中

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

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

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

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

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

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

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

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

止石室中。

在这段记载中，干宝将盘瓠的起源与高辛氏，即

帝喾(黄帝的曾孙)联系起来，将盘瓠神话融入了华夏

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进而将岭南苗瑶等民族纳入

黄帝世系，实现了蛮夷与华夏的合流。除文献资料

外，在民间还有许多盘瓠神话的口述版本。如流传

于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犬救主》，在盘瓠的出

生上表述与《搜神记》中有所不同，其记述为：远古时

期大耳婆左耳上沾了1个“肉蛋”，将肉蛋割破后里面

有1条龙犬；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盘王的传说》则

在如何作战上与《后汉书》中表述不同，其记述从龙

犬“衔人头”变为了龙犬乘坐杉皮树飞到战场与高王

兵将作战。此外关于盘瓠所在国(如评王国、中国等)
与参加的战争 (如评王与高王之战、评王与紫王之

战、评王与吴王之战等)也有不同的说法。总之，盘

王神话在岭南地区具有流传广、版本多、结构相似的

特征。尽管这些神话并未明确指出苗族、瑶族和畲

族三族源于同一兄弟，但通过对这三族部分群众共

同的祖先信仰、相似的神话文本和节日习俗的分

析，可以推断出他们在早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

中最显著的证据便是三族部分群众将盘瓠尊崇为

祖先神。在部分支系中，存在着禁食狗肉的传统。

在姓氏方面，蓝、雷、盘、钟等姓氏在这三族中较为

常见。从古代居住地的考证来看，前文所述“槃瓠

得女，负而走入南山”，《太平寰宇记》中考“南山”在

“今五溪中山地”，这与三族源自五溪蛮(武陵蛮)的
说法相吻合。

在南岭走廊各民族文化中，无论是民间口头传

统还是地方文献，均可见一种明显的趋势：将少数民

族的祖先与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联系起来。

这种做法不仅反映出黄帝作为人文先祖的观念已经

在民间逐渐生根发芽，而且表明官方文献在有意识

地将少数民族的神话融入华夏文明的神话叙事体系

中。这种“共祖”叙事在强化民族间的文化和历史联

系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民族“三交”。通

过这一策略，少数民族的传统和神话被融入更广泛

的中华文化叙事中，从而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南岭走廊地区多民族融合，体现

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二)“同胞”叙事

“同胞”叙事类型多存在于民间口述资料中，在

南岭走廊各民族的洪水神话和各类创世神话中均有

体现。

1.洪水神话中的“同胞”叙事

洪水神话主要可分为葫芦型、兄妹婚型。岭南

地区的仡佬族、侗族、彝族等都有“葫芦创世，兄妹成

婚”的神话。侗族《祖先的事》中提到，雷公雷婆斗

法，搅得天上与人间不得安宁，松土之子女张良和张

妹便将二人困在岩洞中。趁着张良有事外出之机，

困在洞中的雷公和雷婆利用善良的张妹恢复了法

力。雷公和雷婆二人化出闪电与风暴，一瞬间天昏

地暗，水浪涛天。幸得张良寻得白瓜种，结出葫芦

瓜，二人躲进葫芦内直到洪水散尽。因天地只剩下

张良兄妹二人，在天帝的授意下，二人结为夫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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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个肉团，二人十分心痛，于是将其切为碎片撒

到山谷里，不久以后山谷有了生命：侗族是肉变成

的，长得最好看；汉族是肠子变成的，长得最聪明；苗

族和瑶族是骨头变成的，长得最结实坚硬。此后分

族立居，分群安寨，有的住在河头，有的住在河尾，有

的住在平地，有的住在高岭。伏羲兄妹婚型与葫芦

始祖型结构差不多，在一些情况下，伏羲兄妹与葫芦

始祖往往相重合，既有葫芦元素，同时也以伏羲兄妹

为主角，比如汉族、水族、苗族等。《独异志》中记载，

宇宙初开之时，只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居住在昆仑

山，为繁衍人类而结为夫妻。但女娲碍于兄妹身份

而感到羞耻，因此伏羲决定听从天意，在两地生火，

若上天同意则使烟合拢，反之则不同意。而后烟合，

二人结为夫妻。伏羲女娲造人的传说流传广，大体

框架相同，在如何造人上有所不同，如女娲生人、肉

球化人、泥巴造人、禾秆扎人等。洪水神话中的“同

胞”叙事如表1所示。

以上神话虽源自不同民族和地区，但内容却大

同小异，基本结构都是：天降大水，仅剩兄妹二人，兄

妹为延续人种而结合，生下了现在的各族人的先民，

先民为了谋生分散迁往各地。洪水滔天、葫芦救

人、泥巴捏人、禾秆扎入表现的是早期人类与自然之

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兄妹婚姻则反映了各民族曾经

大范围地实行过血缘婚的现实，而一母生多族的“共

祖”叙事则是早期各族先民同源共祖交融共生的体

现，不仅揭示了各民族对洪水灾难和人类起源的共

同认知，也反映了民族间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联系。

许多民族的兄妹成婚、创造人类、繁衍子孙的洪水

神话故事都与伏羲女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说明

伏羲女娲在上古时期就在许多民族中有着广泛的

传播。

2.创世神话中的“同胞”叙事

创世神话在南岭走廊各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

位，其中普遍存在一母生多胎或一母养多族的“同

胞”叙事结构。这类神话不仅揭示了早期先民的世

界观，还反映了族群观念的形成，典型的如壮、瑶广

为流传的女神创世造人。密洛陀为瑶族的创世神，

因诞生于一座名为“密洛陀”的大山而得名，在其远

祖师傅死后，密洛陀用师傅的雨帽、身体造天地，用

线把天和地缝合，使得大地有了高山河谷。她又与

大神一同射落了 10个太阳，为避免剩下两个太阳

结为夫妻后再生太阳，密洛陀将其分开，一个在白

天，一个在夜晚，成为太阳和月亮。最后密洛陀开始

造人，她命九个大神把蜜蜂、古蜂、黄蜂、马蜂的蜡和

蜜汁一起端回来，用蜂蜡做人，照着蜜柚做人头，仿

照冬瓜做人身，并把捏好的人形放在4个大箱里细心

呵护。9个月后，蜂蜡捏的人变成了婴儿，第一个箱

子为十对聪明伶俐的男女，密洛陀将他们叫作尤“布

卿”；第二个箱子是九对精灵可爱的男女，密洛陀将

他们名为“布羌”；第三个箱子是八对发长眉秀的男

女，密洛陀将他们名为“布苗”；最后一个箱子则是五

对细小的男女，名为“布努”。长大后，男子学会了耕

表1 洪水神话中的“同胞”表述

民族

侗族

仡佬族

彝族

壮族

毛南族

苗族

汉族

仫佬族

神话

祖先的事

阿仰兄妹

制人烟

威志和米义兄妹

伏依姐弟

盘哥古妹

殷略和埋耶

兄妹
伏羲伏姬兄

妹造人

伏羲兄妹

情节要素

张良兄妹、雷公雷婆、洪水、葫芦

阿仰兄妹、天神下洪水、葫芦

威志和米义兄妹、天公下洪水、天婆送葫芦籽

伏依姐弟、洪水、葫芦、金龟劝结合

盘哥古妹、雷公土地公斗法、雷公送葫芦籽、

洪水

殷略和埋耶兄妹、雷公、葫芦、洪水

洪水、葫芦、生火烟合、山龟成对

伏羲兄妹、雷公送葫芦瓜籽、雷公降洪水、金

龟劝结合

结果

兄妹结合生下侗、汉、苗、瑶四个民族先祖

兄妹结婚生下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汉族等九

个民族先祖

兄妹成婚生下归伟(人种)，归伟与天女成婚生儿育女

姐弟成婚生下肉团，将肉团砍碎撒向山间后成人

兄妹成婚，抟土造人，乌鸦衔人散各地，人间重新有

烟火
兄妹成婚，生下肉团，将肉团砍成12块后生成12人，

成年后分住六岭六坡

兄妹成婚，生下肉团，将肉团砍碎后塞入禾秆后成人

兄妹成婚生下肉团，将肉团砍碎撒向大地后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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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女子学会了纺织绣花。成人后，密洛陀让他们分

散到各地居住。布卿先起床，拿了农具到平原耕作，

成为如今善耕作的汉族；布羌背起书包进府读经书，

成为如今善歌的壮族；布苗拿上斧头上山坡，砍树放

排游江河，成为如今的苗族；最小的布努起床时，家

中已无好的财物，于是拿了 1斗小米种，世代居住在

山上，成为如今的瑶族。为防虫兽侵害，密洛陀送了

他们一面铜鼓，此后居于山上的瑶族亦五谷丰登。

壮族亦有米洛甲开天辟地与造万物之说，同属骆越

后裔的仫佬、毛南等族亦尊米洛甲为花神 (花婆娘

娘、花王圣母、万岁婆王等)。在河池市地区流传的

《米洛甲叫崽女分家》则是更进一步讲述了子女后来

的生活。相传，米洛甲一共12个子女，为了更好地繁

衍后人，她让子女分家，各自创立家业。第二天，子

女们相互推让，互不争抢，拿好了各自的物品分了

家，后来他们成为壮、傣、汉、苗、侗、瑶等族的祖

先。汉族始祖女娲与密洛陀、米洛甲相似，亦有开

天辟地造万物之说，女娲补天、造牲畜、抟土造人、以

身化万物等事迹被广为流传。

三、南岭走廊多民族神话出现“共祖”“同胞”叙

事的原因

神话是各民族口述传统的产物，它们反映了创

作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南岭走廊

多民族的族源神话具有共同的结构和类似的母题，

并且产生了共同的“共祖”“同胞”叙事(见表 2)，这很

可能来自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早期人类的“原始思维”和“普遍心智”。

原始思维的重要特征是将世间万物(包括有形的与

无形的)人格化，基于自身或自身所处的环境为中心

观察万物。原始思维集中表现在神话创作的“类

比”和“联想”中。“联想”即将性质、特点相同或者相

近的事物进行比较，从已知的或公认的事物中推导

出另一事物具有同样属性；“联想”即将没有内在联

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类比”与“联想”常常合在一

起使用，如将春风孕育万物与人孕育生命相类比，将

风与人联想在一起，产生了人受风怀孕的神话。开
天辟地、定万物、射日、造人、洪水、葫芦等神话中常

见的元素都是先民们基于自身角度出发，对世界万

物的感知、理解和解释，是先民对宇宙天体或自然世

界构造的解释，是人们由局部社会、生活经验，去类

比某些自然现象的由来及其规律。作为一种语言行

为，神话所意指的终极事物为人类的心智，神话的逻

辑结构反映了早期先民的心智结构，心智借助世界

创造语言系统，语言系统反映了人们心智中的世界，

构成了“语言—心智—世界”的三元结构。正如恩

格斯所言：“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

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

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

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始思维”中存在共同的“普遍

心智”，使得南岭走廊多民族基于共同的自然环境产

生了共同的神话母题和“共祖”叙事。例如，南岭走

廊多民族的神话中，都有洪水、龙、鸟、蛇、树等元素，

它们反映了人们对水、火、土、木等自然要素的崇拜

和敬畏。支配早期先民产生共性思维与普遍心智的

现象被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称作“互渗律”，

即不同事物在接触、传播、转移后产生了相互渗透。

南岭走廊多民族相似的神话叙事结构，一方面反映

了民族之间有过相似的经历与共同诉求，另一方面

也表现了其构建神话结构时的相互借鉴，这正是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当今伏羲和女娲的粘连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到南方再生神话的影响，是南

北方民族融合的结果。起源于南方少数民族的盘

古神话随着南北方往来的日益密切，从珠江流域进

一步影响了长江流域的文人，进而逐渐取代伏羲创

世神的地位。

其次，南岭走廊多民族的同源关系。它使得有

表2 创世神话中的“同胞”表述

民族

瑶族

壮族

汉族

汉族

神话原型

密洛陀

米洛甲

盘古

女娲

情节概要

密洛陀创世、造铜鼓、造汉、壮、苗、瑶等民族

祖先

米洛甲创世、开红水河、造铜鼓、造人

盘古开天地造万物

女娲补天、造人

神话母题流传的其他相关民族

毛南族、仫佬族等

苗族、瑶族、侗族、壮族、水族、布依族等

苗族、侗族、水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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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相近的经济、文化、语言、心理等特征的民族，在思

维上更容易产生共性，而且在交往交流中相互影响，

深化了神话中的共性。据《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

至会稽七八百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表明当今

宁绍平原到广西以南的广大地区均为曾经百越民族

的聚居地，因此百越民族往往被视作华南少数民族

的祖先。如仫佬族、毛南族、壮族、侗族等源于百越

民族中的瓯越、骆越，布依族源于越人中的濮族，水

族居住于南越文化区，苗族、瑶族为长江流域的武陵

蛮、长沙蛮的后裔。民族的分化与迁徙是文化得以

传播的关键，也是南岭走廊多民族产“共祖”“同胞”

叙事的重要因素。南岭走廊多民族的同源关系，首

先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进而体现在神话表述中。这

些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产生了互惠共生的关

系，进而产生了同胞叙事。如唐时，各少数民族之间

的频繁贸易，中央王朝在邕州(今南宁)等地专门开设

“僚市”，供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换取各自所需

物质。这样的互惠共生的关系至今依然存在，如环

江县的仫佬族和毛南族生活在山区，形成了一种“上

下山”的经济模式，仫佬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毛南

族则擅长农牧业和林业生产，两族之间通过交换农

畜产品和林产品，实现了资源的互补和利益的共享。

南岭走廊的这些民族在生活中的互惠共生，也反映

在壮族、瑶族、汉族等民族神话的同胞叙事中。

第三，地域共同体对早期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具

有重要作用。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希(Henrich Jo⁃
seph)认为，家族和村落是最初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人

数一般不会超过 300人，平均是 148人，邓巴(Dunbar
R)称之为“150法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氏族

(clan)”“世系(segmentary lineages)”则在血缘和地缘关

系的基础上将可组织的人口规模提高到几万人。

同样，南岭走廊各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片地域中，逐

渐形成了基于血缘(家庭和家族)和地域关系之上的

共同体意识。以南岭走廊最具特色的壮族和瑶族为

例，他们长期聚集而居交融共生，逐渐建立了血缘和

地缘关系，壮族先民早在南朝前就以盘为姓，传承至

今。如今瑶族的盘姓则是借自岭南壮族及其先

民。由此可以看出壮瑶关系之密切，已经形成了一

种共同体意识。这种早期的共同体意识和认同则不

断体现在南岭走廊多民族族源神话的“共祖”“同胞”

叙事中。例如，大化瑶族自治县的壮族地区流传着

米洛甲的神话，田阳县的壮族地区流传着布洛陀神

话，而西林县的壮族地区则流传着米洛甲和布洛陀

为夫妻的神话；瑶族《密洛陀》描述，“讲汉话的先起

床，拿着农具到平原去……讲壮话的背起书包进府

读经书……讲瑶话的拿起斧头上山坡，砍树放排游

江河……瑶族兄弟世世代代居住深山”。

第四，“天下一家”思想的影响。“天下一家”思想

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中原地区，也延伸到了岭南地

区。作为小传统，岭南地区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

“共祖”“同胞”叙事受到“天下一家”和“天下观”的显

著影响。在中国文化研究中，芮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被李亦园成功引

入，形成了著名的“李氏假设”。在这一理论框架下，

“大传统”代表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正统文化，而“小

传统”则指民间的乡土文化。这两种传统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复杂面貌。如果

将正史中的“共祖”叙事视作大传统，展示了王朝对

“大一统”理念的实践和推广。那么，岭南地区民间

各民族神话的“共祖”“同胞”叙事则可以视为小传

统，它反映了民间对“天下一家”观念的认同。

四、“共祖”“同胞”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形成

“天下一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追溯春秋

战国时期。据熊十力考证，“天下为公”与“天下一

家”二语，并见于《松运篇》，都是孔子新《礼经》之

义。这一时期，包括儒墨道法在内的诸子百家均阐

释了“天下一统”的共同主张，在“天下一家”观念的

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政治思想“天下观”。其中，儒

家的“天下观”最为影响深远，它以“天下有道”为核

心，强调“仁”“义”“礼”“乐”等价值观，主张“内圣外

王”“王天下”“大一统”等政治理想，构想了一个以周

王朝为中心，诸侯为辅，四夷为服的等级制的天下秩

序。儒家的“天下观”也包含了“天下一家”的思想，

即认为天下之人都是同宗同源的，都是黄帝的后裔，

都应该以“仁爱”“礼让”“和合”等原则相处，实现“天

下为公”的境界。受此影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

时，参考了《世本》等多种古籍，以及档案、见闻、游历

等多种史料。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沿用了

《世本》的帝系，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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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黄帝并列的祖先神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黄帝

的曾孙和孙子，这一体系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

帝王世系。自司马迁采取“天下一家”的叙事手法，

通过血缘关系将自五帝时期到汉武帝的华夏历史主

线串联起来，并围绕这条主线延伸出了包括吴、楚、

越、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和西南夷等在内的各条支

线，以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将整个包括西汉统治范

围及其周边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构成了一个共有族

源，且在大一统局面下不断发展的一个整体。《史

记》中关于五帝同宗、众祖同源的叙述标志着民族同

源观念的正式形成。其中，以黄帝为始祖、其25子分

别建立不同后裔的叙事，奠定了后世正史叙事的基

调，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这种叙述不

仅反映了民族同源的观念，还体现了对古代社会结

构和婚姻形态的理解。“兄妹婚”或“共母”的神话可

能暗示了早期社会的婚姻形态。同时，“共祖”与“同

胞”的家人叙事构成了一种有意的文化建构，强调各

民族作为“同胞兄弟姐妹”或“家人”的关系。这种叙

事不仅强化了民族间的亲缘关系，也反映了对共同

起源的文化认同。神话传说是人们对共同地域的理

解、对自身起源和形成的思考，以及对远古记忆缺失

的历史重构。这种重构过程是基于人们的生产活动

形成的，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认知。神话

中的“共祖”“同胞”叙事不仅解释了同一地域内不同

民族共存的合理性，而且从记忆和文化层面上认同

了民族间的亲缘关系。因此可以说，“家人”叙事既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地域上的民族认同，也是对历

史的解释。

秦汉时期继承了先秦的传统华夷观念，随后发

展为“夷夏之辨”，核心在于以文化区分夷夏。虽先

秦时期有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华夷相安，互

不干扰态度，但夏商周三代也秉持着“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点，以“五服归顺”

为仁德帝王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也都在

想方设法地实现大一统。因此华夷之间的交流并不

因“夷夏之辨”而中止，相反在中央政策与民间贸易

和文化往来中实现了与周边民族的融合，乃至南北

方的大融合。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局面促成南北方

的交往。秦始皇派遣史禄“于湘源上流漓水一派凿

渠，逾兴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运饷。盖北水南流，

北舟逾岭”，从此打通了岭南与北方往来的水上通

道。汉高祖即位后，鉴于岭南地区民族复杂，派遣陆

贾前往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令其“合集百越，毋为

南边患害”；孝文帝时礼待赵佗亲属，派遣陆贾出使

南越，重启了吕后当政时废止的与南越的贸易。魏

晋南北朝是动荡时期，出现大量民族政权。这些对

立政权和民族政权各自都纷纷以正统自居，将对方

视为“他者”，对传统华夷观提出了挑战。但政治上

的僵持挡不住经济、文化的交往。由于社会相对安

定，大量中原人士南迁，南方经济地位初步凸显出

来，出现了扬州、会稽、番禺等经济中心。其盘古传

说，以《采桑曲》《西洲曲》等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文等

在经济的影响下北上，被中原士人所发掘并融入中

原文化体系；而中原地区的上巳节也乘风南下，在少

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成为当今广西的盛大节日“三

月三”。

虽然往后的朝代大体上依旧都在强调“夷夏之

辨”，但这一论题在不同朝代都不尽相同。隋唐时实

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将领以礼待之，由此

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派和谐。唐代时，岭南

物产转销中原，其中以“桂布”颇受中原人士欢迎，白

居易等文人为其赋诗，还受到唐文宗以及众多官员

的青睐，以至于出现了穿桂布上朝的状况；而壮族

一些受到教育的文人以汉字为基础，创造了古壮字。

宋辽金夏各政权的分裂让宋王朝统治者的民族观相

对于唐时更偏保守，但这一时期无论是官方层面还

是民间，各民族的交往却比前朝更为频繁，于南方的

管理更甚从前，民族融合也达到了南北朝以来的又

一高潮。得益于此，岭南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往来

途径得到了拓展，广州、泉州、明州、合浦等地成为沿

海一带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南宁、钦州等地成为中

央沟通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重要枢纽。中原士人对

于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也由于深入岭南而逐渐消

散。如周去非在指出南方的“瘴病”与中原的“伤寒”

一样，是寻常的疾病，是由于“天气郁蒸，阳多宣泄，

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票恶气”所致；对于瑶族的

蓝靛染，周去非评价“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

瑶人若也”；对于八角，“中州士夫以为荐酒，咀嚼少

许，甚是芳香”；对于一种名为天虾的飞虫，周去非

赞叹“缕肥肉，合以为鲜，味颇美”。诸如此类，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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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宋时随着南北交流的深入，中原人士对岭南的

印象随着一些官员记录的流传而有所改变。元朝是

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第一次打破了

原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相隔绝的状态，将传统“天

下观”转为了“内”“外”疆域观，开创中华文明之新篇

章。明时承认了元朝的正统性，并进一步发展了元

的“天下观”与“疆域观”，并在元的基础上正式将少

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官员体系中来。因此明时尤为

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化，少数民族地区汉式教育

普及程度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及的，明代广西社学

有200多所，其中壮族地区就近百所。王守仁主张广

西地方官于思恩、田州、南宁等地建立府、州、县学、

书院、社学和义学等教育机构，他不仅亲自在南宁等

地讲学，更从中原聘请儒生到此讲授儒学。此时的

岭南和各地的经济往来已成规模，据明万历年间《广

东通志》载：“其次，有南雄、梧州二处，路通江楚，引

无定数，商无定名。”最晚到明末，梧州的船只就

已到达港澳地区。明时对民族地区的管理，为清

朝的“华夷之辨”奠定了基础。清继承了明代的传

统，巩固了元时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融合局面，《尼

布楚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疆域从模糊走向清晰。

在历代的频繁交往中，包括岭南在内的各少数民

族地区早已与中原人士杂居通婚，与中原地区形

成了密切经济、文化的往来，因此雍正帝关于“天

下一统，华夷一家”的观点才得以正式提出，最终以

疆域观取代传统的华夷观，为近代“中华民族”的提

出奠定了基础。

在此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岭南地区各民

族创造性地将“同胞”叙事与“共祖”叙事紧密衔接，

分两步实现了岭南地域神话传说与中原神话体系的

合流，完成了民间小传统和官方大传统的双向互构，

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神话中的“同胞”叙事源

自一种自发的血缘共同体意识，“共祖”叙事则是受

到中原“天下观”和地域共同体思想的影响。在许多

族源神话中，各族的族称被明确提及，显示出当时民

族间的差异化已逐渐成型，形成了明显的“我们”与

“他们”的区分。区分的方式有出生先后顺序、生计

方式差别、居住环境差异等。最终，受到地域共同体

意识的影响，各民族的差异性都在“同胞”叙事中融

合为一个大家庭。例如，《米洛甲叫崽女分家》中就

以生计方式和居住环境区分不同民族，分家时，老大

(壮族)第一个起身，他最喜欢犁头，就把犁头扛走，到

田坝犁田；老二(猎人)摸到弓箭；老三(汉族)摸到书

本；老四(傣族)摸到背篓；老五(渔人)摸到叉子；老六

(苗族)摸到竹子；老七(汉族客家人)摸到甘蔗；老八

(壮族布农人)摸到稻米；老九(侗族)摸到糯米；老十

(瑶族布努人)摸到蓝靛；老幺 (瑶族)摸到南瓜和小

米。壮族神话中的和谐与谦让象征着各民族间的

和平共处与社会秩序。这种在神话中体现的谦让与

和谐，反映出各民族在地域共同体内的亲密交往和

融合。居于同一地域的各民族在交流互动中形成了

一种地域联盟关系，这种亲密的地域联盟关系被他

们以“家人”的形式来解释，由此来昭示团体内部的

联盟关系和共同体意识，并在地域上区分“我们”和

“他们”。

结语

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上的艺术，神话传说在本质

上与其他艺术一样，是脱胎于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

建筑，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在几千

年的发展历程中，南岭走廊各民族产生了丰富的神

话传说，其中有不少神话传说在对象、内容、结构等

方面存在共性。无论是“共祖”还是“同胞”的族源

神话，都是将特定地区内的各民族以家庭内部成员

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它蕴含着早期民族共同体思

想，体现了岭南地区多民族对于“天下一家”观念的

认同。流传于民间的口头叙事为官方所用，当神话

的内容被纳入正史体系后实现了从小传统到大传

统的转变；从民间对“天下一家”的期盼到王朝对

“大一统”追求与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民族加入中华

民族中来，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从“华夷之别”

到“华夷一家”的转变，体现了小传统与大传统的互

构与融合。

当然，仅仅从某些文化因子的表象将几个民族

追溯为同源民族有时候会南辕北辙，因为这些神话

虽然存在着不少客观依据，但也有不少是后来流传

中附加的内容，并且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被后人所接

受，最终沉淀到目前见到的神话文本中。神话的螺

旋式发展，导致其研究必然存在局部性和片面性的

问题，因为一切神话归根结底都发源于个人，在传播

过程中，尤其是口头传播中每一个讲述者多多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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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带着个人特征。因此，重点不在于讨论“共祖”

叙事和“同胞”叙事的真实性，而在于其背后所隐含

的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更在于神话

作为纽带对后世各民族兄弟姐妹般的情感的维系。

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共祖”“同胞”叙事的族源传

说，到如今岭南地区普遍存在“十口之家情融五族”

的现象，想象的“一家人”成为真正的“一家人”。这

是由于各民族基于共同生活空间中建立的“中华民

族一家亲”的紧密兄弟关系，并且经过了历史的沉淀

和情感的升华，最终达成的结果。

中华民族之本质是文化，通过文化形成的“天下

一家”观念将各个民族、宗教整合起来。基于此，春

秋时期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便出现共同的自

称(华、夏、华夏或中国)，以及在他们的起源传说中出

现共同的祖源。中国南北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则是

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具体到岭南地区，各民族同

样经历了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早在南朝，范

晔便将西南夷纳入黄帝世系之下，将“槃瓠”等南方

山地人群的祖先纳入华夏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

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今天各民族交错

杂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共祖”叙事融入了黄帝世系的神话体系。

这种族源神话中的“共祖”“同胞”承载了岭南地区

多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

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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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联合国标准，欧洲有 44个国家；按照中国标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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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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