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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历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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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时期的蜀地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始宗教,而历法也随之改变,它们应该有着必然联系。考古发现为

我们揭示了原始宗教与历法之间相互的辩证关系。古蜀地区的原始宗教意识是从月亮崇拜、太阳崇拜演

变而来的,除了最初的日月崇拜只是单纯的自然崇拜外,后来都受到历法的影响与制约,因为历法是由太

阴历向太阳历与阴阳合历发展的。 

    

    一、日月崇拜与图腾崇拜 

    

    宗教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映。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社会的主流文化。最

初的原始宗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主要是对日、月、山、火、水、天、地、星辰以

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崇拜。古人认为它们都是由神灵操纵着的。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

注意到的第一个天象应该是日夜交替,太阳和月亮就成为古人首先崇拜的对象,因此,世界各地普遍崇拜

日神和月神。古蜀人也不例外。《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

名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

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及《淮南子》中关于尧时十日并出害人的记

载,都是把太阳当成有意志的神灵来看待的。既然是神灵,就要祭祀。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崇拜日神的记

录。《礼记·祭义》记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

及暗。”可见夏商周日神都是被作为主宰上天的神来崇拜的。《山海经》等文献不仅记载有“羲和生十

日”的神话传说,也有关于“常羲生十二月”的神话传说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女子

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山海经》和《楚辞》等文献记载的神话是以中国南方

流传的为主,因此,在古蜀地区有很多考古发现与之相呼应。 

    

    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太阳形器物或图案等许多考古材料,包括“太阳形器”、“太阳神树”以

及有着太阳形图案或符号的青铜“神殿”、铜挂饰、边璋、人面鸟身像等文物,都说明古蜀人对太阳的

崇拜。其中青铜“太阳神树”更与《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十日神话”、“金乌负日”等神话传说相

符合。而有着太阳形图案或符号的考古材料,却并不是三星堆文化所独创的。因为在其它的考古发现中

经常遇到,比如:黄河流域上游与中游的辛店文化和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以及青海、广西、江苏、内蒙古

等地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岩画上面都有太阳形图案或符号。这些都说明在原始社会各地先民普遍的自然

崇拜中,太阳崇拜是主流。 

    

    正如用金乌代表太阳一样,古蜀人用“蟾蜍”代表月亮的习俗,也是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向抽象的

“图腾崇拜”发展的结果。图腾作为族徽和氏族的标志,还被看作氏族的祖先和氏族的保护神。“图

腾”一语源于印第安人的土语“totem”,意思是“他的亲族”,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比较多见,如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 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 氏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

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所谓的云、火、水、龙、鸟都是当时氏族的图腾。再如《诗经·商颂》: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可能就是商氏族的图腾。另外,姓的由来也可以看出图腾的形迹,如姜姓

以羊为图腾,风姓即凤。因此,古蜀时期的部落或首领的名称,也反映了古蜀人是以鸟为图腾崇拜。无论

是蜀王鱼凫,还是望帝杜宇,都是古蜀人鸟图腾崇拜这一特征的体现,因为有望帝死后化为杜鹃(即子规),

蜀人闻子规啼而思望帝的传说,而鱼凫也是一种鸟。 



    

    二、月亮崇拜与历法出现 

    

    古蜀人崇拜月亮的习俗,不仅在文献中有迹可寻,而且在蜀地的考古发现中也屡有反映,如三星堆遗

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蟾蜍、石蛇等。因为蟾蜍和蛇的生活习性都是昼伏夜出,古蜀人很容易把月亮与

蟾蜍、蛇联想到一起,尤其是蟾蜍,古人更是把它想像成月中的神物。如《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

乌,而月中有蟾蜍。”有可能是由“蟾蜍”谐音演变而来,因此,古蜀人大概从蜀侯蚕丛时期就开始崇

拜月亮了。但是由于三星堆文化中突出的太阳崇拜与鸟崇拜,使得这个时期蜀人的月亮崇拜反而不突出,

其实这却表现了历法等科学进步的客观情况。因为三星堆文化突出太阳崇拜,可能反映古蜀人使用的是

太阳历。直到金沙遗址文化时期,由于历法的发展,使得金沙遗址文化中太阳崇拜与月亮崇拜并重,表明

这一时期使用了阴阳历。古蜀人崇拜日、月的习俗,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这一典型文物上达

到了完美的统一。中心象征太阳,周围的12道旋涡状弧形光芒,则象征12月,既反映了古蜀人的日、月崇

拜并重,又体现了古蜀人使用的是一年十二个月的阴阳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阴阳历一直在使用。因

此秦统一天下以后,蜀地的日月崇拜得以风行全国。这从后来汉墓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上的金乌与蟾

蜍形象可见一斑。 

    

    宗教崇拜、神话传说与科学往往是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不同认知。在原始人类的自然崇拜和灵物

崇拜中,日、月崇拜以及日神、月神的神话传说,对于历法和其它科学的产生有着极大的影响,没有原始

人类对于以日、月为代表的天象等自然现象的崇拜和关注,就不可能产生由天象观测而导致的历法等科

学。对于古蜀人来说,也是如此。 

    

    三、太阳崇拜与历法发展古代很多地方使用原始的太阳历,所谓“太阳历”就是以太阳周年运动变

化周期(回归年)为基础制定的一种历法。简称阳历。各地使用的各种太阳历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太阳崇

拜的影响。如远古羌戎创造的“十月太阳历”曾经在后来的彝族中使用并流传,远古由亚洲经白令海峡

迁去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族系之一的墨西哥玛雅人创造了十八个月的太阳历,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

伦、古罗马等许多地方则使用十二个月的太阳历。三星堆文化中体现的就是太阳历。最能体现古蜀人使

用太阳历的是三星堆文化中一龙十鸟的青铜神树,它不仅与《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十日神话”、

“金乌负日”等神话传说相符合,也体现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与使用的太阳历。与三星堆青铜神树一样,

三星堆青铜神殿与金沙太阳神鸟也都是体现古蜀人太阳崇拜的典范,虽然它们所体现的太阳崇拜是一脉

相承的,但所体现的历法却又不同。其中青铜神树体现的是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而青铜神殿所反映的一

年为十二个月,已经初具阴阳历的雏形,正是二者的过渡。 

    

    青铜神树体现的是一种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的古蜀历法,首先是受到夏历的影响。与古埃及、古印

度、古巴比伦、古罗马等许多地方使用十二个月太阳历不同的是,夏代的历法,由于受到“十进制”的影

响,把一年分为10个“月”也是极有可能的。因而,崇拜太阳的古蜀人把一个太阳回归年10等分也是正常

的。在生产和生活中,在劳动或计算的时候,都要用手计数,因此就有“五”和“十”两个计数单位。据

吾师段渝教授研究,古蜀人有着尚五的宗教观念和生活习俗。结合“十日神话”所代表的“十个月”的

太阳历就可以知道,既然“十个月”为一年,那么“五个月”当然为半年。也就是说,年代约相当于商代

的鱼凫氏已经掌握了“二分”或者“二至”的测量方法,正如同商代那样,有了“春”和“秋”的概念,

当然还没有“四季”的概念。因为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上只有“春”和“秋”。但不同的是,商代的

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出现闰月,有平闰年之分,平年一年里有朔望月12个,闰年有13个月。 

    

    在三星堆与太阳有关的考古材料中,极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图案。如三星堆出土的圆形铜挂饰,它

的弧形旋转芒纹是最多的,也才九个;而青铜圆轮形器的芒纹只是五个;至于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

太阳形图案,它们的芒纹是八个或者七个。绝对没有超过十个的。只有这个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

太阳形图案是个例外,每面有3个,4面一共有12个,它应该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或末期。而且它们的芒纹

都是直线的,而不是弧形的。说明它们都比太阳神鸟早得多,所以还没有那种特定的含义。 

    

    虽然很多考古文化中都有太阳形图案,但是刚好是12个的却不多。如甘肃东乡出土的一件双肩耳罐



上共画了12个太阳,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画着12个太阳。这些都不仅是与太阳崇拜有

关,也应该与历法有关。但是,象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这种每面3个,4面一共12个太阳形图案的则

更少。它似乎表示的就是一种分一年为4个季节、12个月的阴阳历。古蜀历法并不是从太阳神树代表的

一年十个月的较原始的太阳历直接演变成太阳神鸟所体现的成熟的阴阳历的,而是有一个过渡的历法,就

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殿所体现的一年十二个月的历法。这正是太阳神树所体现的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

向金沙太阳神鸟所代表的阴阳历的过渡。 

    

    四、日月崇拜与历法进步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形象生动地显示出古蜀人崇拜太阳的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在“太

阳神鸟”的图案中,内层中心象一个旋转的火球,又象一个正在运转着的太阳;它的12条弧形齿状物,象太

阳发出的12道光芒。这表现出古蜀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古蜀人崇拜月亮的习俗,也可以从“太阳神鸟”外观形象上感受到,它内层的12道旋涡状弧形光芒,

很象12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古人为了能够区分月亮和太阳的图形,一般采用圆形表示太

阳,用弯月形表示月亮。如世界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上的“日”、“月”图形和符号以及原始的象形文

字中的“日”和“月”都是这样的。 

    

    整个“太阳神鸟”金箔,也具有历法科学含义,主要体现在它的飞鸟和太阳芒纹的数量上。飞鸟和太

阳芒纹的数量分别是4和12,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们表示着特定的含义:外层4只逆向

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说明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3个月,4只飞鸟代表着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说明古蜀人已经有了四季的概念。它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根根象牙,也象

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4只飞鸟与太阳及12道月牙运行的方向相反,也形象地显示出

岁月的流逝,四季轮回、年年月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及形成规律,已

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或13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如此成熟

的历法,证明“太阳神鸟”至晚属于西周中后期的产物。 

    

    再与金沙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印证,它的冠帽上有13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冠饰,与太阳神鸟的不同之处

正好说明了这个弧形冠饰表示的是一年有13个月,即这一年是闰年,即加了闰月,说明古蜀人已经有了平

闰年之分。不论是太阳神鸟的12道象牙状芒纹,还是青铜立人像的13道象牙形冠饰,这里的12和13两个数

字的特定含义,还可以由其他考古材料得到证明。12和13两个数字都仅仅是在金沙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

现,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考古材料中则几乎没有出现过。 

    

    

    

    刘道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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