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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推动夏禹神话创生演变
杨栋

　　王国维曾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夏禹传说正是这样一个形态，它既有“史实素

地”的成分，又有后世不断叠加的神话色彩。因此，我们在梳理阐释夏禹神话的演变发展时，还要发掘

夏禹神话蕴含的“史实素地”。按照钱穆的说法，“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

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夏禹神话传说即来自夏民族的追记。既然是追记，就有一定的史

影。而夏禹神话的“史影”包含很多的内容。

　　

　　包含诸多“史实素地”

　　

　　首先是禹的族源问题。禹前期应主要活动在晋南，为避商均而进入豫西，定都阳城，此后夏朝的政

治中心基本就在豫西一带，至夏桀亡国后，夏又经晋南逐步向西北退却，在退至汉中一带时，夏族的一

支进入蜀地，所以，蜀地的禹迹当是夏遗民带去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禹生石纽”传说应是“禹

生于石”这一神话叙事的置换变形。

　　

　　其次是禹平水土之事。根据考古学、天文学、地质学、气候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在公元前

2200年至前2000年，确实有洪水发生，禹平水土传说有一定的可信度。记载这一传说的《禹贡》，当

是在战国以后形成的定本，其最初的蓝本可能在西周初年就已成型，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附加

了各时代的痕迹。至于禹和九州的关系问题，应该说，禹不过是按照当时已形成的“九州”观念治理水

土而已。

　　

　　再者是夏禹的征伐传说。禹通过不断征伐，逐渐树立自己的威信，壮大夏部族的势力，最后成天下

共主。禹伐共工，是由于共工族在处理水患时影响到夏族的生产和生活，从而产生冲突而发生战争。禹

征三苗时，“日夜出，昼日不出”，根据现代天文学的推算，这一天象很可能发生在传说的禹时代，而

禹得天下多由于征有苗。禹伐有扈氏传说，反映了禹部族向东发展时遇到了郑州附近的有扈氏的阻挡。

　　

　　还有禹传说出现时间及禹的谱系问题。相传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以《帝系》为代表的大一统世

系。这种整齐划一的世系排列是靠不住的，但不能否认其价值，在当时它是一种史学的自觉，是知识阶

层有意识地对古史传说的加工与改造。对于文献记载中的夏禹是何时出现的问题，新发现遂公盨已经证

明在西周初期甚至更早，大禹的传说已被人们当作相当古老的历史进行传播，禹的神性则是后人在原始

“史实素地”的基础上附加上去的。

　　

　　最后是夏族的图腾问题。图腾理论是由西方学者建构的，对此应谨慎使用。对于上古传说中的神异

现象，我们应重在阐述其所含的文化意蕴，在追溯其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时，对它是如何被先民赋

予信仰意义、宗教价值和神话想象等种种文化因素进行阐释，并梳理其演变传承的脉络。夏人对熊有着

特殊的信仰传承，鲧禹化熊传说反映了先民物物相生、以形相禅、生命一体化的原始哲学理念；禹母修

己吞吃薏苡便能怀孕，是植物作为再生的仪式和象征的最好体现。

　　在不同历史阶段衍生发展

　　

　　神话传说自产生以后就在不断地演变与衍生。如果我们将政治变迁、民族融合、社会流动和文化转

型作为推动神话演进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遇，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四个时期来审视不同历史阶段

之间夏禹神话的主要内容，夏禹神话的发展演变就会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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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时期是夏禹神话的兴起期。考察《诗》、《书》、遂公盨等西周文献可知，这一时期夏禹神话

的主要内容是“平水土、名山川”。受周人天命观及重德思想的影响，夏禹神话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色。周人尊夏，再加上西周的民族迁徙、征伐战争推动了夏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夏禹神话的盛行和在

一定区域内的流布。

　　

　　春秋时期，夏禹神话逐渐丰富扩大。《左传》、《国语》、秦公敦及齐侯钟等记载了此阶段的夏禹

神话。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世俗的政治理性、道德理性与以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宗教意识的抗

衡，以及神本信仰和人本理性的紧张，体现着人文精神的跃动。受此影响，夏禹的神格逐渐向人格转

变。此时，“九州”观念的出现、“禹画九州”的神话、春秋贵“让”与禅让传说的兴起、禹会诸侯传

说等，成为夏禹神话新的内容。

　　

　　战国时期，夏禹神话多元并起。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多元并起，以《山海经》、《楚辞》、诸子

文献、郭店楚简、上博简等战国竹书为中心的文献记载，体现了夏禹神话丰富多彩的人文面貌。夏禹神

话开始向次生态演变，出现系统化、政治化、历史化、哲理化倾向，如夏禹谱系的形成，禹的德政传

说，尧、舜、禹成为君臣关系，禹的征伐传说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夏禹神话这些新的“生长点”，与战

国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政治文化、哲学理念密不可分。

　　

　　秦汉时期，夏禹神话存在多态性。汉代是夏禹神话传播的黄金时期，也是夏禹神话的基本定型阶

段。汉代夏禹神话不仅文献记载丰富，而且载体形式多样，特别是汉代的画像石，让夏禹神话以图像的

形式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汉人或是对先秦时期的夏禹神话进行客观转录，或是补充丰富，或是

发明创造，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以独具风采的特质塑造着汉代人的灵魂。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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