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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华民族神话的文化阐释，是家国结合，以延祖祀历史模式制约下特定内涵的呈现。其以敬德保民、家国同构为根基，以尊祖敬宗、重建秩

序、抗争意识为典范表述，以共同祖先认同与尊崇、大同太平为目标指向。在文化统一的旗帜下，这一文化阐释为不同时期各民族神话所不断强化，最终

凝铸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考察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神话中凝铸的历程，既有助于把握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与传承，也有助于把握共同体意识的丰

富内涵。

 

  关键词：中华民族神话；共同体意识；文化根基文化传承；文化统一

 

  中华民族神话的独特面貌，是在文化阐释等本质层面上彰显出来的。由于“我国古代文化，至周而极盛”，而“延续并包容了中国原始文明及夏商二朝文

化的精华”的“周代宗法制度及其家、国结合，重孝悌伦理的历史模式，无疑地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产生形成的历史基础。……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精神

的源头就是这尊祖敬宗的基本原则，就是这家国结合，以延祖祀的历史模式”，因此，中华民族神话的文化阐释，必然就是这一文化精神制约下特定内涵

的具体呈现；而当这一特定内涵为不同时期各族神话所不断强化时，其自然就凝铸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即拟考察中华民族神话中共同体意识的根

基与传承、典范表述以及目标指向，以期呈现中华民族神话独特的文化面貌与意义。

 

  一、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与传承

 

  神话的兴起虽然远在史前时代，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神话文本，都是经由口传至文字产生以后，再由后人载录传承而来的。从这一层面而言，神话是

原始记忆的后代转述。而神话之所以为神话，乃在于其中所蕴含的原始思维，以及由此而来的原始文化理念；因此，为确保神话特质，后人载录传承的神

话，必然是后人以其时思维接续原始思维，以其时文化理念图解原始文化理念的产物。换句话说，文化阐释是神话的天生使命，而决定这一阐释是否恰当

的前提，则是载录传承神话时，后人思维方式、文化理念是否与原始思维、文化理念一致。因此，欲探究中华民族神话的文化阐释途径，必先由中国人的

思维方式入手，考察载录传承神话时人们的文化理念与原始文化理念之间的关联。

 

  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专注于神秘原因，无处不感到神秘原因的作用：“身体的孔窍、各种排泄物、毛发、指甲屑、胎盘、脐带、血液以及身体

的其他液体组成部分，——所有这一切都给派上了某种巫术的用场。集体表象给这一切客体凭添上神秘的力量，而普遍流行的大量信仰和风俗又正是与这

种力量联系着的。”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遵从互渗律的“原始人的思维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对存在物和客体的区别感到兴趣。实际上，原始人的思维极其

经常地忽视这种区别”。如果说，列维-布留尔注意到了原始思维与西方思维的区别的话；那么，他显然忽视了中国思维与原始思维的同一。

 

  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是天人合一。由此而来的思维方式，与列维-布留尔所指出的原始思维是一致的，即遵从互渗律原则，将存在物与客体一体化。

中国人眼中的万事万物，莫不因其自身所蕴含的神秘力量，在天人合一的作用下，彼此连结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以这一思维方式载录神话，便自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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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的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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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为田土，发

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在这则神话里，天人合一的境界，得到了最为直观

的展现；而延续至今的人们身体的各种排泄物如童子尿、毛发、指甲屑、胎盘等所保有的神奇功效，则是这一思维方式指引下“某种巫术”延至当下的生动

表征。可以说，一以贯之的天人合一思维，为中华民族神话接续原始思维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延续并包容了中国原始文明及夏商二朝文化的精华”的宗

法制，则在文化上，为中华民族神话时代与文明时代的连结，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就使得载录传承神话时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理念，能与原始思

维、原始文化理念无痕对接。换句话说，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及由宗法开出的文化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神话在载录传承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彰显神

话特质。

 

  从另一层面而言，中华民族神话的“零散、片段、历史化、文学化与哲学化”，使得中华民族神话始终未能获得独立发展，而仅被当作呈现载录传承者

文化理念的素材加以使用，因此，中华民族神话自载录之时起，就自觉地肩负起了文化阐释这一历史使命；而当文化阐释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宗法

合流时，这就意味着，宗法所界定的特定内涵，必然为中华民族神话文化阐释所遵从。这一点，在中华民族神话的初始载录时期，就已经鲜明地体现出来

了。

 

  最早载录中华民族神话的典籍为《尚书》。《尚书》张扬的是以敬德保民为内核的天命观。这一天命观，是以鬼神为内核的商代绝对天命观的革命。

于是，在改造商代“祖神合一”祖先崇拜观的基础上，周代的祖神分离祖先崇拜观正式形成。祖神分离祖先崇拜观的核心是以德配天，即以德沟通天人，将

祖神融为一体。而周代宗法又是宗君合一的，王国维先生指出：“惟在天子诸侯，则宗统与君统合。”宗君合一，则家国一体，因此，贯穿《尚书》的文化

精神，就是以尊祖敬宗为原则，家国结合为指向，以延祖祀为目的的周代宗法制。《尚书》中所载录的零散的神话片段，就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指引下，

阐释这一文化精神的生动载体。如《尚书·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明德则可沟通天人，亲睦九族，丧德则“放弃教令，毁其族类”，因此，尧为后人所尊崇，而“鲧不可用”。孙星衍疏：“九族，今文为异姓，古文为同

姓。……《丧服小记》说服之义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这是显见的家国一体下敬德保民、亲亲尊尊思想的呈现，而这正是依托于天人合一思

维的周代宗法制的核心内容。

 

  又如《尚书·尧典》：

 

  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

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惟德可沟通天人，因此，舜告摄，先“让于德弗嗣”，继之以祭上帝、六宗，续之以尊卑次祭山川群神，终之以流四凶。舜之所以为“天下咸服”，在于

其为政28年间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举措；而这一系列举措，正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引领下行为方式的形象表述。换句话说，舜一系列举措所欲维系的，同样

是家国结合下因于敬德，继以尊尊，续以保民，而复归敬德的文化精神。因此，当《尚书》将共工、驩兜、鲧等置于这一语境中叙述时，自然就使其人其

事的相关表述，成为阐释宗法特定内涵的生动载体。由此，中华民族神话奠定了敬德保民、家国同构这一文化阐释根基。

 

  这一文化阐释根基一经奠定，不仅为此后中华民族神话的载录传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更因“宗法制度所界定、规范的中国历史模式和中国文

化精神，以及它所给予中国人性格、精神、智慧的深刻影响及其对日常生活广泛而又潜在的作用”，其得以成为此后中华民族神话文化阐释路径的自觉选

择。《墨子·非攻下》在载录相关神话时，正是如此：

 

  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

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

违，天下乃静。

 



  三苗无德引发天怨神怒，这正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形象写照；而舜命禹征伐有苗以安抚人民，以及禹攻克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

违”等所阐释的，正是敬德保民、家国同构的文化精神。《墨子》载录传承神话时所遵循的文化阐释路径，就是《尚书》所确立的文化阐释之途；而这一

文化阐释路径，又为其他文献载录传承中华民族神话时所共同遵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证明。

 

  要之，中华民族神话自初始载录之时起，就以敬德保民、家国同构为文化阐释根基，此后中华民族神话的不断载录，则是这一文化阐释的自然传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由此开出的；而当不同时期各族神话均遵从这一文化阐释路径时，敬德保民、家国同构，也就自然凝铸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牢固根基。

 

  二、共同体意识的典范表述

 

  敬德保民、家国同构一经奠定为中华民族神话文化阐释根基，而且为不同时期各族神话不断强化时，中华民族神话便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以敬德保

民、家国同构为根基，凝铸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神话中共同体意识的典范表述，正是由此开出的。

 

  具体而言，中华民族神话中共同体意识的典范表述有三：尊祖敬宗、重建秩序、抗争意识。

 

  宗法本于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由此，尊祖敬宗成为中华民族神话中共同体意识的首选典范表述。尊祖敬宗的内核是敬德保民。

敬德是周文化有别于殷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周代宗法得以确立的根基；保民则是天人合一下敬德观的自然发展。中华民族神话尊祖敬宗这一典范表述，

具体落实在两个层面：祖先崇拜、以延祖祀。

 

  祖先崇拜是维系宗族社会稳定的最核心的精神支柱。祖先不仅是宗族社会人生之来处，有祖先则有宗族，宗族存则谱系明，明谱系则人生有自；同时

也是宗族社会人生之归宿，祖先为宗族典范，绍休圣绪是族人天赋使命，只有不忝厥祖才能祔祀而为后人法式。中华民族神话祖先崇拜意识的典范表述，

是以叙述宗族始祖婚配繁衍后代为主体内容，进而表达对宗族始祖化生万物的崇拜之情的。其往往具备如下核心元素：其一，宗族始祖与同类或异类婚配

而生子女；其二，其子女或自相婚配或与异类婚配繁衍后代（在不同文本中，这一元素或隐或显）；其三，其子或为一族之祖或为一国之君。中华民族人

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一典范表述的产物。这些神话中，比较有名的有玄鸟生商、大禹生启。因受叙述方式与目的所限，这两

则神话只保留了祖先崇拜的两大基本元素：其一，宗族始祖与异类婚配而生子，即玄鸟与简狄婚配生契，禹与九尾白狐婚配生启；其二，其子或为一族之

祖或为一国之君，即契为商族始祖，启为夏帝。至于其子女或自相婚配或与异类婚配繁衍后代这一元素，即契、启婚配以繁衍后代，则隐藏于文本叙述之

中。虽则如此，其所传达出的祖先崇拜意味，依然是非常明显的。较完整地保留了祖先崇拜三大基本元素的神话，有《山海经·海经》载录的盘瓠神话异

闻：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牡牝，是为犬戎。

 

  该神话已较为完整地具备了祖先崇拜的三大基本元素：弄明与犬婚配生白犬，白犬与人婚配生子女，其子女自相婚配而繁衍后代，其后代聚为犬戎，

弄明为犬戎始祖。自此而后，这三大基本元素，便较多地以显豁的方式，存留于此类神话文本之中，如流传于怒族的《腊普和亚妞》。这则神话非常完整

地保留了祖先崇拜的所有核心元素：其一，腊普和亚妞婚配生子女；其二，其子女或自相婚配或与异类婚配繁衍后代；其三，其子分别成为不同氏族的始

祖。这正是中华民族神话祖先崇拜意识的典范表述。

 

  如果说祖先崇拜是宗族精神支柱的话，那么瓜瓞绵绵则是宗族命脉所系。《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因为“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为

宗族社会最大不孝，所以宗族社会尤重婚姻。宗族社会的一切道德礼仪，都由婚姻一途开出。《路史·前纪二·泰皇氏》：“有天地则有万物，有万物则有男

女，有男女则有夫妇，有夫妇则有父子有君臣，道也。”宗族社会婚姻的本质，在于宗祧继承。《礼记·昏议》：“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

下以继后世也。”宗祧继承的目的，则在于“嗣续祖纰”。《唐会要·嫁娶》：“婚姻之礼，人伦攸尚，所以承绍家业，嗣续祖纰。”惟其如此，“嗣续祖纰”就成

为中华民族婚配型神话的叙述目的。如板瑶始祖神话中，狗头王与国王之女婚配的目的，无非就是“繁衍瓞传”。又如黑苗洪水传说中，为了繁衍人类，阿

几不惮先后使诈，诱骗其妹与其成婚，“由此人类遂衍生于地上”。神话就以这种戏谑的方式，在消缴天意的同时，生动形象地表述了以延祖祀的民族意

识。此外，在中华民族神话中，以延祖祀还有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即以全家成神或一门数代登仙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来。这大多见于可当作神话对象考察的

仙话之中。袁珂先生认为，有些仙话“说的虽是升仙法，但为学、治事和养生的要旨大约也都包括在里面了。它的意象是丰富的，作为神话考察的对象，

我看并没有什么不可以”。乐史《广卓异记》所载仙话中的大多数正是如此。在这些仙话中，率先登仙成神者都具有祖的身份，如潜山真君为乐史远祖、



许肇为长史七世祖、王子乔为王氏始祖，因此，当其后代继明缵绪，相继登仙成神时，这一连串行为本身，也就是在祖先崇拜意识指引下，以一种特定的

方式以延祖祀的特定行为。

 

  宗族之瓜瓞绵绵，有赖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我们称作原始的那种思维，就是以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由此，中华民族神话尊祖敬宗意识

的表述，自然就与重建秩序相勾连。所谓重建秩序，是指神话所叙内容指向重建已有的社会秩序。其大略包含两大基本元素：其一，已有的社会秩序遭到

冲击或破环；其二，以特定手段重建恢复已有的社会秩序。最早奠定这一典范表述的，是《尚书·吕刑》所载录的宇宙起源神话重黎绝地天通。孙星衍疏

重黎绝地天通云：“言颛顼命重司天、黎司地，使神民不同位，上下分绝，以礼蒸享而通之，祭则受福，无有升降杂糅。”由此可见，《尚书》所载录的这

一神话，是祖神分离祖先崇拜观引领下特定文化内涵的表述；而重黎绝地天通的目的，则在于恢复因蚩尤作乱而被破环了的神人秩序。《国语·楚语下》

在传承这一神话时，将这一目的表述得更为明晰。观射父明确指出，重黎绝地天通的目的在于“使复旧常”，即社会秩序的重建。而女娲补天、羿射十日，

则直接指向“使复旧常”。这两则神话都完整地包含了重建秩序表述的基本元素：其一，既定的社会秩序遭到破环，此即女娲补天中的“四极废”，羿射十日

中的“十日并出”；其二，以特定手段重建恢复已有的社会秩序，此即女娲补天以正四极，羿射十日杀猰貐以定天子。此后，这一意识又为不同时期各民族

神话所不断强化，比如说，格萨尔王下凡的目的，就是为了灭妖魔，定三界，也就是重建恢复已有的社会秩序。当中华民族神话不断阐释这一文化意义

时，无疑就将重建秩序这一特定内涵，纳入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

 

  既定的秩序之所以遭到破环，源于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在宗君合一的周代宗法制中，“人们一方面看到了由血缘温情中成长起来的人文精神（亲

亲），另一方面则也看到了文明所具有的专制主义（尊尊）。……中国宗法形态的演进始终在文明和自然的冲突中展开，可以说，这种文明和自然的矛盾

构成了中国文化史的主旋律”。因此，重建秩序尤需在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中，彰显抗争意识。中华民族神话抗争意识的表述，或以平和或以激烈的方式托

出；而无论平和抑或激烈，其所导向的都是对天命的反抗。

 

  以平和的方式表述面对文明与自然冲突时抗争意识的中华民族神话，以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以及受其影响产生的众多兄妹婚神话为代表。从自然

层面而言，当洪水过后，世上仅剩兄妹二人时，为了繁衍人类，兄妹必须成婚；而从文明层面而言，当“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乱伦（inceste）不仅是被禁

止的，而且还被当作是所有不道德的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时，兄妹则是绝对禁止婚配的。为消解这一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兄妹婚神话往往就以滚石

磨、合剑鞘、撕茅草、烧烟烟等方式，一再与天命抗争，以为兄妹成婚找到合理化依据。如流传于宁夏西吉县的神话《人间婚姻咋开始的》，虽然没有明

确说盘古与女娲是兄妹，但神话的核心叙事，同样与其他兄妹婚神话一样，也是藉滚石磨与天命抗争得成婚配的。而以激烈的方式表述面对文明与自然冲

突时抗争意识的中华民族神话，当以精卫填海、共工怒触不周山、形天舞干戚等为代表，藏族神话《狗皮王子》、壮族神话《木棉、榕树和枫树》等，则

是这一意识的不断传承。从精卫填海的猛志、共工触山的壮烈、形天舞干戚的矢志不渝，再到狗皮王子的不畏艰险、布洛陀战士的不惮牺牲，中华民族神

话形象地展示出了抗争意识是怎样凝铸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在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中，没有不惮牺牲的抗争，就没有秩序的重建；而没有稳定的秩序，瓜瓞绵绵就失去了根本保障，祖先崇拜将无立足之境。这对

宗族社会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正因为如此，以宗族社会生活为蓝本，描述人神淆杂世界的中华民族神话的文化阐释，就集中指向了尊祖敬宗、重建秩

序与抗争意识；而当不同时期各民族神话均遵从这一文化阐释路径时，尊祖敬宗、重建秩序与抗争意识，自然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表述。

 

  三、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指向

 

  中华民族神话中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主要指向由尊祖敬宗而来的共同祖先认同与尊崇，以及由重建秩序与抗争意识而来的大同太平。

 

  对共同祖先的认同与尊崇，既是个体与宗族确定自我身份，彰显自我存在的根本标志；也是建立于不同宗族之上的族群确定自身身份，彰显自身存在

的根本标志。这种对共同祖先的认同与尊崇，就是王明珂所说的“共同的祖源记忆”。王明珂认为，族群的本质是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维系的，而族群

边缘环绕中的人群，则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就是各民族不断融合，持续强化共同祖源记忆，进而凝铸为一个牢不可破

的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理念，以承载民族历史记忆为天赋使命的中华民族神话，对中华民族共同祖源记忆的形成，也就

是对各民族认同与尊崇共同祖先，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夏商君。”为更好地明确文明所由，王权所承，藉助神话的历史化以及历史的神话化，汉族将盘古、燧人氏、伏羲氏、神

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等，统统认作自己的祖先。这一祖先世系，同样为其他民族所认同，如匈奴为夏禹之子淳维之裔，鲜

卑、丁令则为匈奴别种；而肃慎出自颛顼，羌族为舜少子之裔，氐人为齐太公裔。南方民族则多以盘古、伏羲为祖。苗、侗、白、布依、彝、纳西、拉



祜、瑶等族中都流传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苗族神话《白葫芦花》则直接说苗族为蚩尤、黄帝后裔：“我是蚩尤的后代，他是黄帝的子孙。”畲族自

认其先祖为盘瓠与高辛氏的女儿结婚后所生，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族祖图题词上的祖先序列，就直接按以下顺位排列：“1、盘古开山氏；2、伏羲氏；3、神

农氏；4、天皇氏；5、地皇氏；6、人皇氏；7、高辛氏。”除了认同尊崇共同祖先世系外，还有一类神话更以各民族同生的叙述模式，直接表明各民族同

祖。这一类神话大多以神话洪水为背景，以洪水过后各民族一同从葫芦中出来，或一同从某一人类始祖体内化生而出，表达各民族同祖这一主题。如佤族

神话《达惹嘎木造人的故事》说，洪水过后，天底下只剩下达惹嘎木和他的小母牛，为了繁衍人类，天神让达惹嘎木和小母牛成婚。后来，小母牛生下一

颗拳头大的葫芦籽，天神叫达惹嘎木种下这颗大葫芦籽。达惹嘎木种下葫芦籽后，结出了一个小山一样大小的葫芦。天神要达惹嘎木用长刀将葫芦劈开。

达惹嘎木将葫芦劈成两半，“从葫芦里挤挤攘攘出来很多动物和人。达惹嘎木给第一个走出来的人取名叫‘岩佤’，这就是今天的佤族；第二个走出来的人取

名叫‘尼文’，就是今天的白族；第三个走出来的人取名叫‘三木傣’，就是今天的傣族；第四个走出来的人，取名叫‘赛克’，就是今天的汉族；第五个走出来

的人，取名叫‘奥面’，就是今天的拉祜族。岩、尼、三木、赛、奥（一、二、三、四、五）以后走出来的，就是其他民族了”。很显然，这一类神话是由盘

古神话演变而来的。神话同源是文化同源的标志，各民族同生或同祖的神话表述模式，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祖源记忆的不断强化。于是，中华民族神话就

藉对共同祖先的认同与尊崇，在界定维系中华民族族群本质的同时，将中华民族凝铸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民族共同体。

 

  重建秩序的目的，是在敬德保民、家国结合的基础上，获致大同太平。“宗法制度教为臣下者，由敬祖先以敬宗子，以敬国君，敬天子；教为君上

者，由敬天敬祖宗，以爱同宗之族人，爱百姓而安庶民。由是而合家庭之情谊，与社会之组织、政治之统系、宗教之情操以为一，再文之以礼乐，则人不

易生叛上作乱之心，而天下易趋于安定。”因此，为仁而致大同太平，就成为中华民族神话中共同体意识表述的另一目标指向。

 

  明晰地展示为仁而致大同太平的中华民族神话，除上引三苗神话外，还有《尸子·仁意》所载舜神话：“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于玉烛，息于

永风，食于膏火，饮于醴泉。舜之行，其犹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满焉，蝼蚁之穴亦满焉。”舜的美行善德如同河海，广泽天下，万物得以息，万民得以

养。这正是为仁而致大同太平的生动写照。

 

  又，《太平广记·蛮夷一·吴明国》引苏鹗《杜阳杂编》所载吴明国神话：

 

  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揖娄、沃沮等国。其土宜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一岁之内，乘云驾鹤者，往往有

之。……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似玉，其色紫。每修饮馔，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为少，百疾不生也。鸾蜂蜜，云其

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峻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国人采其蜜，不逾三二合，如过度，即有风雷之异。若螫人生

疮，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澈，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逮及沉疴眇跛，无不疗焉。

 

  吴明国所呈现出的太平景象，以及“返老为少，百疾不生”的美好图景，将人们对大同太平世界的向往，以及瓜瓞绵绵仁义继世的现实追求，和谐地融

合在一起。在神话的这一表述中，大同太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所具有的必然的逻辑关联，得以清晰地揭示出来。

 

  大同太平世界诚然美好，但获致大同太平的道路无疑却充满艰辛，因此，欲致大同太平，尤需在面对自然与文明的冲突时，彰显抗争意识。惟其如

此，中华民族神话在表述大同太平这一目标指向时，往往致力于描画达成这一理想境界的艰难困苦。具体而言，神话多以灾难叙事为主，展示神民为获致

太平而与自然或黑恶势力殊死拼搏的过程；而其潜在的叙事目的，则无一例外地指向使百姓安居乐业，世代绵延不绝，也就是大同太平。这一叙事框架，

既见于女娲补天、尧诛四凶等神话中，也见于《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传》等英雄史诗中。这一点，即便从那些寓意幽微的神话中，也可婉曲见

出。如《北梦琐言》所载《乖龙入口》：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

有军将郭彦郎者，行舟峡江，至罗云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梦，见一黄衣人曰：“莫错。”而于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觉来但觉咽喉中痛。于时篙工辈但

见船上雷电晦暝，震声甚厉，斯则乖龙入口也。

 

  乖龙本当行雨而窜匿不为，故为雷神四处搜捕，务当除之而后快。人们对大同太平之境的向往与追求，就藉助于神消除阻挠太平实现的障碍呈现出

来。将获致太平的希望寄托于神，一方面，这是由神话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人用思想，似乎很早便不喜作深一层的揣测，而宁愿即就事物现象的

表现上作一种如实的描写”，既为神话，则理当将希望寄托于神，中国思想的特点，在这里得到了如实的反映；而从另一层面来说，中华民族神话的世俗

化，使得中华民族神话中的神，同时具有了人的身份，因此，将希望寄托于神，也就等于将希望寄托于人自身。中华民族神话与文化精神的紧密关联，以

及对现实的关切，在这里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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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华民族神话不约而同地以大同太平为目标指向时，中华民族神话也就在共同祖先的认同与尊崇中，将中华民族凝铸为一个为着实现同一奋斗目标

的牢固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建基于由中华文化认同而来的文化统一上。“中华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共识与认可，是建

设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的心理基础和价值根本”，而“我祖宗以文化标准为立国之基础”。这统一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源头，“就是这尊祖敬宗的基本原

则，就是这家国结合，以延祖祀的历史模式”。既然中华民族神话的思维方式、叙事内容受制于这一文化精神，因此，中华民族神话的文化阐释，自然就

是根基于敬德保民、家国同构的尊祖敬宗、重建秩序、抗争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共同祖先的认同与尊崇、大同太平。中华民族神话的这一文化阐释，

“为从情感、民心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这一文化阐释为不同时期各民族神话所不断强化，其最终凝铸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并为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中华民族神话独特的文化面貌，以及其接续传统，指引现实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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