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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学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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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 

我们要在前进的世界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 

——钟敬文《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 

     中国神话学的正式发端，如果以中国第一篇神话学论文——1903年蒋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的发表作标志，至今已

走过近百年的历程了 。在这世纪末的今天，回顾并总结中国神话学近百年来的成就与经验、反省其间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并在此基础

上对其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其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进行些预测，是目前中国神话学者应

当认真探讨的一项重要课题，它无疑将裨益于这一学科的总体建设。 

     中国神话学经过了萌芽期（1903年至以后的10年）、奠基期（20年代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拓展期（1937年到40年代

末）、低谷期（50年代到70年代末），从70年代末期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1]。 这一时期里，由于

“三套集成”（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和民间谚语集成）工作的大规模开展，神话资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搜集、记录和整理；历

史上第一个研究神话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国神话学会”成立，并召开了数次神话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它至今似乎已停止活动）；许

多有关神话的专著、论文、论文集纷纷出版和发表；神话学领域里许多重要的问题，从神话的涵义、范围、性质等基础理论到专题神话

的研究，都受到关注或比较深入的探讨，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还兴起了一股百家争鸣、竞相讨论神话的热潮。如今，“神话

热”虽然已经过去，但热闹与喧嚣过后，一些冷静严肃的、真正热爱神话学的研究者，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营造着中国神话学的大

厦，正是他们，成为中国神话学目前和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从目前神话学发展的状况看，似乎的确可以说，“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

术自觉的时期了！”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首先，在中国神话学的园地里，许多重要的领域还是耕耘稀少甚或无人开垦的荒地，例如对于中国神

话学史的清理，至今缺乏全面系统的专门著作；对于中国各民族中流传的丰富多彩的神话的类型、母题等，缺乏梳理和总结；对国内各

民族之间、中国与相邻周边民族之间神话的比较研究，进行的也远远不够，等等。此外，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单一与陈旧，也是长期阻

碍中国神话学迅速发展的严峻问题。例如在研究神话时，往往关注起源问题的探讨；致力于寻找神话幻想的现实基础，并将之归入一定

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去；神话学史上早已落伍被弃的“欧赫美尔主义”依然占有一定市场；研究上多运用文献考据、训诂学方法等。 

     立足于这样的现实基础，我们来预想一下：21世纪的中国神话学将是个什么样儿？我们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凿实地回答恐怕很难，一切都只能用着那句老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不过，由目前的状况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发展方向进行

大体的推测、并对下一世纪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提出些自己的意见，还是可能的。 

     第一，在21世纪，一些传统的研究神话的方法，例如文献考据、训诂学等，仍然将是阐释古代神话的重要手段。 

     中国神话有着古老悠久的记录历史，而且古文献资料丰富，因而长期以来，神话的研究主要是取材于古代典籍，相应地，文献

学、考据学、训诂学的方法就成为基本的阐释手段。应当说，这是研究古典神话的必要而便捷的方法，对其严肃、谨慎地加以运用，常

常是解决古典神话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可以预见，它在21世纪依然会是重要的研究路数。但是，这一方法的使用应当注意其局

限性：中国的古文献记录是存在许多问题的，因此对上述方法过于依赖与轻率使用，往往会妨害结论的可靠性。这一点，已为不少国外

学者中肯地指出过。例如美国学者D. 博德在谈到中国古代神话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叙述的片断性所造成的困难，因中国古文献特点所带来的语文范畴的繁难而变本加厉。其中主要困难在于：多义词以及容

易混淆的象形文字极多。因此，寻求可互相替代的语词和字，特别引人入胜。诸如此类所谓寻求，通常基于下列论证：记述A中

的象形文字X，在记述B中似为象形文字Y；而象形文字Y在记述C中似为象形文字Z；这样一来，记述A中的X则可与记述C中的Z互

换。为数众多的中国学者借助于诸如此类探寻，在解释古代神话之说时创造了奇迹。这种方法如果滥用，则势必得出完全不可信

的结论。  

     这一批评是中肯的。从中国神话学史上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在阐释神话时，过于依赖考据方法，从古文献中轻巧地得出的结论往

往五花八门，同样的事实，作出的结论常常相互矛盾，甚至自相抵牾。这一类的研究，尽管语出新奇，但可靠的程度如何，是大可怀疑

的。因此，在使用这类方法时，必须严肃、谨慎，最好运用多方面的资料、多学科综合的方法进行，以免陷于主观臆断或孤证。 

     第二，大力对中国现代民间口承神话进行考察和研究。 

     神话产生于远古无文字时代，随着时代的演进，其主要存留与传播范围主要限于一些地域上较偏僻、文明发展较晚进的民族和地

区，一些历史上曾经拥有过丰富神话的文明古国如希腊、印度等，今天，其神话的保存只能依赖于文献记录，而未闻有大量民间口承神

话存在。因此，长期以来，世界神话学界对于神话的研究和总结，或者是立足于古文献记录，或者是取材于原始、落后民族的文化。这

种资料上和视野上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方法上和结论上的局限。可以说，对文化形态较发达的所谓“文明民族”的活态神话很少进

行实地考察和研究，是当今世界神话学界的一大缺陷。 

     中国的神话资料十分丰富，195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更采录了大量民间活态神话，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不仅令世界神话学

者不胜惊异和羡慕，也向神话学界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新课题。对这些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调查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已涌现出一批

成果，例如张振犁、程建君编《中原神话专题资料》、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

孟慧英《活态神话》、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等。但是，与民间丰富的活态神话相比，这些调查和探索远远不够，许多重要的问

题，––––例如被认为属于“古老体裁”的神话，为什么至今仍在流传？神话生存的条件是什么？是哪些人依然在讲述神话？讲述神

话对于他们的生活具有什么意义？与古老的记载相比，现代神话发生了哪些规律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神话具有如此强大的生

命力？等等——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往往由于方法陈旧、视野偏狭，影响了对于民间神话的立体把握和全面认识。这方面的实地调查

和学术探索，显然需要加大力度，以求拓展和深入。这是中国学者的好机会，应该抓住时机，大力开展对中国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田野

调查与学术研究，以强化中国神话研究的薄弱环节、填补其中的空白，并对世界神话学有所突破和贡献。 

     第三，进一步学习现代西方神话学理论，并积极致力于中国神话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学习、引进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神话学领域里涌现的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以开扩视野，拓展思路，这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民间文

艺学、民俗学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在此方面已积极进行了一些工作，例如翻译出版了一些世界神话学的名篇名著，例如〔美〕阿兰·邓

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论文选》、〔日〕大林太良著《神话学入门》、〔俄〕叶·莫·梅列金斯基著《神话的诗学》，叶舒宪编选并组织

翻译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等。也出现了一些评析这些新理论或运用它们来分析中国神话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叶

舒宪一度大力运用西方的原型分析理论对中国神话的研究、陈连山对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介绍和分析等。但总的说来，介绍引进工作还

需要更系统、更深入地进行，而且需要积极探索其对于中国神话研究的适用性。这大约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比较系统地学习

和了解当代西方神话学领域内的各种主要理论与方法，掌握其出现背景、主要内容、运用场合及实际个案分析方法，了解其优劣得失；

第二步，针对中国神话的特点，选择合理可行的观点、方法，用于中国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以考察西方理论对中国神话研究的适用性

问题。最后，在充分了解中国神话特点以及世界神话学新成就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神话研究的理论、方法或学术概念来，以对世界

神话学有所贡献。这项总体工程应当是21世纪中国神话学者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是神话学者的乐园。中国学者应当开阔视野，拓展思路，积极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大力开展神话研究，以进一步促

进中国神话学的建设，并努力对世界神话学有较大贡献。在21世纪，我们有责任让老一辈神话学家在66年前的殷切期望变成现实：“我

们要在前进的世界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 

注 释： 

  [1] 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第9～1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年。 



 

  [2] 见塞·诺·克雷默编《世界古代神话》，魏庆征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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