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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18-19日，“新世纪神话研究之反思”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中
兴大学中文系召开，来自韩国、日本以及海峡两岸的神话学研究者们参加了
会议，本次会议共提交了25篇学术论文。会议的方式是由论文发言人先发言
十五分钟，评议人评议十分钟，最后大家讨论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包括听
众的提问以及论文发言人对评议人和提问人的回应。 

  12月18日，会议在9点正式开始。在简短的开幕式上，中兴大学校长萧
介夫先生致开幕辞，欢迎远道而来的各国学者并预祝会议成功。之后，会议
进入到主题演讲阶段，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林富士教授主持，台湾高山古道
踏查专家杨南郡先生作了一个小时题为《踏查半世纪--台湾矮黑人的传说与
调查》的主题论文发言。已80高龄但精神矍铄的杨先生介绍了自清朝、日据
时代以来关于台湾矮黑人的文献记载，和足立太郎、鸟居龙藏、鹿野忠雄、
宫内悦藏等人类学家对矮黑人的考察，以及他自己半个世纪来的在雪山西
峰、那母岸、清水、浸水营等遗址的踏查经过，以证明台湾矮黑人曾真实存
在而并非仅仅是神话传说。 

  10点10分，大会进入到研讨会的第一场。这场研讨会主要以汉画像的研
究为主题，由日本西南大学王孝廉教授主持，朱存明、刘惠萍、陈器文、黄
铭崇四位学者发言，钟宗宪、陈泳超、叶舒宪、陈连山四位学者分别为发言
人评议。 

  徐州师范大学的朱存明教授首先作了《论中国古神话在汉画像中的表
现》的论文发言。他认为汉画像表现的中国古神话是一种宇宙象征主义，通
过分析汉画像艺术中有关宇宙创生、神话天地观的符号象征的表现图式，如
“天圆地方”、“云气图”、“升仙图”等，认为汉画像的宇宙象征主义美
学意义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使人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使人
生活在一个神话审美的幻想之中，使无常的人生具有了宇宙论的意义。评议
人钟宗宪认为借助图像来阐释神话是一个可开发的领域，作者提出的关于云
气图的观点很有价值。 

  东华大学刘惠萍教授的论文发言题为《天文与人文--汉画像所见日、月
图像与日、月神话》，她指出，在汉代墓室中最为常见的画像母题是日与月
的图像，但这些日、月图像并非现实中日、月的真实反映，而多是以一种古
典神话内容结合“人文”想象来表现。这些画像除了是一种古代神话的沿袭
与表现之外，也与两汉时期人们的信仰、宇宙哲学以及阴阳学有关。评议人
陈泳超认为刘教授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其缺陷是只论述阴阳而不论述五行，
其实其成因不仅与阴阳有关，也与五行学有关。 

  中兴大学陈器文教授作了题为《玄武龟蛇双首勾环图像探迹》，文章考
察了玄武的演变轨迹。就深层原型意义而言，玄武含有龟蛇交尾与蛇体自环
的意义。交蛇所代表的阴阳构精，后来被蛇与龟的交合所代替，龟蛇相环是
衔尾蛇意向的变形。这种演变有一种美学造型上的动因，这在潜意识中满足
了人们对神秘之物的崇仰意向。叶舒宪教授对文章的结论表示赞同，并指出
论文的学术史梳理十分完善，其建议是，在玄武正式登场出现之前，北边的
位置出现过熊，它是帝位。如果文章能在这一问题上再考察一下，就更为完
美了。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黄铭崇的发言论文题为《传世文献中的神话个
体描述与远古器物上的神话图像——一个方法学的省思》， 他通过对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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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遗、驩兜等个案分析，认为很多图像有达时性与延时性，我们可以从图像
去洞察远古神话的深层含义。评议人陈连山在肯定这种研究方式的同时，也
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危险性，即研究者往往容易把图像与自己所想要证明的观
点结合起来，容易附会。我们难以把握图像的真正含义，在解释图像的时候
容易出现偏差，所以在阐释图像的时候应十分谨慎。 

  下午13：30-15：10，研讨会进入到第二场，第二场研讨会分为A会场与
B会场，A会场由东海大学教授胡万川主持，有杨利慧、王鹏惠、傅锡壬三位
学者发言，胡万川、刘惠萍、朱存明三位学者分别为其评议。B会场发言的
学者为吴晓东、瓦历斯·诺干、金绳初美，评议的学者分别为黄铭崇、郑土
有与刘宗迪。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杨利慧教授首先作了《表演理论及其对神话研究的
启示——兼谈神话的综合研究法》的论文发言，她在介绍了表演理论及其与
神话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反思了中国传统上神话研究的局限与表演理论的不
足，提出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法的设想，并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尝
试。希望在继承传统研究梳理神话演变历程的优点的基础上，吸收表演理论
的可用之处，揭示神话个案文本的产生过程。 

  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王鹏惠先生论文发言题为《从神
「话」到神「画」--云南民族旅游的视觉符号分析》，其论文以云南楚雄彝
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大理新城(下关)民族广场的浮雕为例，检视了当代中
国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在旅游场域中由神“话”转变为神“画”的视觉化现
象，揭示了神话在此过程中如何成为观光产业文化资本，如何被“视觉化”
而成为旅游景点的民族特色装饰。 

  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傅锡壬的论文发言题为《神话巧思在电影中的
妙用》，论文以五部西方影片《香水》、《班杰明的奇幻旅程》、《黄金罗
盘》、《魔幻至尊》、《第六感生死恋》与神话中的巧妙思维，如“生人
祭”、“成长历程倒置”、“守护灵”、“魔术迷信”、“人鬼殊途”等对
比，揭示了这些影片是如何运用这些神话中的巧思以使影片从平凡的结构中
脱颖而出，化腐朽为神奇。 

  B会场发言人的论文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的神话上。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晓东首先作了题为《蝴蝶与蚩尤——苗族
神话的新建构》，论文以苗族蝴蝶神话与蚩尤神话在苗族中的出现过程为案
例，指出苗族新神话的建构过程受到了心理图式的影响，从而反思心理图式
在田野作业以及文本解读中的负面作用，并提出了田野作业前的预设应该是
开放式的，文本解读也应该兼顾语境，以克服心理图式的影响。对这篇论文
发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上，评议人黄铭崇研究员提出，神
话不是历史，所以蚩尤神话难以借用考古、文献等考证。作者的回应是，神
话虽然不是我们一般所指的历史，但神话是心灵史，思想史，研究神话，在
很大程度上是研究人们怎样观察、认识这个世界的心灵历程，在这一基础
上，神话还是具有可考性的。 

  台湾原住民著名作家瓦历斯.诺干以讲故事的手法作了题为《说故事的
人——鲁凯人欧威尼·卡路斯盎的土地与部落》的发言，他叙述了鲁凯人欧
威尼·卡路斯盎在台湾原住民文化回归运动中，在心灵挣扎之后重新回到
“旧好茶”这个地方，以此说明一个民族的包括神话在内的文化对人们灵魂
的抚慰作用。评议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土有认同作者的观点，并指出当
前文化保护的一些弊端：貌似保护，实际上是更大的破坏。 

  日本北九州大学金绳初美副教授对生活在泸沽湖的摩梭人的婚姻与家庭
结构、变迁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跟踪调查，她的论文发言《泸沽湖摩梭人的神
话及其生活意识》是这些年来研究中的一环。文章通过对摩梭人女神神话、
献给母亲的歌、成人式、祭祖、葬礼、祭山等仪式的传说的分析，指出摩梭
人的民族传统文化非常敬重祖先崇拜，强调民族与家庭和谐，重视与自然共
存，这些文化特征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日渐减少，使摩梭人的生活意义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在第二场研讨会结束之后，主办方特意安排一个座谈会，主题即“新世
纪神话研究之反思”。由日本西南大学教授王孝廉、台湾考试院考试委员浦
忠成、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舒宪主讲。在此座
谈会中，浦忠成先生回顾与反思了台湾原住民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杨儒宾教
授则就人们对庄子的传统看法，以诸多神话为例论证了庄子当属于儒家而非
道家。王孝廉教授从新拾起一个困扰了神话学界多年的话题，提出了“我们
的生活里有神话吗?如果有，在哪里?”的问题。叶舒宪研究员在反思中主张
神话研究应该由“中国神话”转入到“神话中国”的深度来，“神话”的概
念远远大于“文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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