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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母神崇拜是原始社套时期人类的一种宗教行为，这种宗教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发展为社 

神崇拜，母神崇拜和社神崇拜的思想基础是先民崇奉“同类相生”的哲理，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太 

自然，因此他们在女神庙里安放孕妇(女神)进行祭祀或者在祭祀社神 时提倡 男女婚舍 ，以期通过人 

类 的繁 殖达到农业丰收 的目的。这种行为蕴涵着将宇宙万物与人融为一体 的思想 。隐台 了“生”、 

“阴阳”、“天人感应”等观念，这些观念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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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神系父系社会出现以前人类所崇奉的最大神 

灵。本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在西起西班牙 、东至西 

伯里亚的整个欧陆区域发现距今二三万年以前的女 

性雕像，大多数学者确信这些偶像是母神信仰的对 

象化表现。母神的共同特征是全裸体 鼓腹、丰臀和 

突出刻画的生殖器部位。学者们推测，在这些女神像 

的背后 ，存在过一种沿续了两万多年的女神宗教。默 

林 ·斯通(Merlin Stone)在《上帝为女性时》这部著 

作中对女神宗教的发生、分布及衰落过程做了系统 

论证。她认为女神宗教的崇拜中心是大母神；女神宗 

教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女性创世主的神话观念：母神 

作为一切生物乃至无机物之母 ，是她生育出天地万 

物和人类。这样一种女性创世主的神话可见于苏美 

尔、巴比伦、埃及、非洲、澳大利亚土著和中国[1]。女 

神宗教在石器时代产生的原因．学者们认为主要在 

于经验观察到的母亲的生育能力。女神突出表现女 

性隆起的腹部和生殖器官．这显然是对怀孕和生产 

的特殊关注的表现。 

法国学者伊 ·巴丹特尔认为 “⋯⋯不能排除当 

时的人们认为人类的生育是一种孤雌繁殖，从而承 

认女性有创造生命的力量”E23。由于女性在原始观 

念中同生命的赋予相关联，母神崇拜实质上是对生 

命和生命再生的崇拜。由狩猎社会发展到农耕社会 

以后，女性又自然地同生养农作物的土地发展起象 

征对应的关系，这便导致了遍布全球的所谓“地母” 

信仰[33。德国比较神话学家，文化圈理论的倡导者 

之一斯密特曾归纳出与父系游牧文化圈相对的母 系 

农业文化圈的意识形态特点 。他认为农业种植的发 

明是女性的功劳。最早从事耕作的也是部落社会中 

不从事狩猎活动的女性。因此早期农耕文化一般具 

有母系社会的性质，女子由于给部落社会提供了较 

稳定的食物来源，其地位也相应获得了提高。反映在 

宗教神话方面，地母神、月神成为主要崇拜对象 ，二 

者混合后倾向于发展为至高无上的女神——女上 

帝。总之，女神的产生缘于对女性的生殖崇拜，因为 

原始人信奉“同类相生”的哲理，因此．把“妇女繁殖” 

同“土地丰收”相联系，便产生了不但能生育人类而 

且又管理着农业生产的母神。 

中国的母神形象出土于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 

化遗址中[4]。考古学界倾向于把该女性陶像认定为 

农神和地母神。俞伟超先生认为：“在母权制的农业 

部落 ，把妇女像作为崇拜的神像，还可能具有另一种 

意义，即作为农神的象征。美洲的一些印第安人，当 

年曾把对生活有重要关系的三种农作物——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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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子和南瓜．作为农神．祭祀时则以妇女代表之。从 

东山嘴 陶塑像的形态看。能够直接表现出的含 义是 

生育神．但联系到红山文化的生产状况看·也许是农 

神 ．还可能兼有两种意义 。⋯⋯长方形的祭坛 ，应是 

祭祀地母的场所。在原始的农业部落。人们依靠农业 

来维持生活．因为见到农作物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 

的．便以为农业收成的好坏，在于地神的赐予 ，于是 ， 

普遍信仰土地神。 j]9o年代，在陕西扶风县也出 

土一尊高七厘米的裸体女像，其造型特征与西欧史 

前维纳斯像如出一辙[6]。可见．不但史前女神宗教 

的存在具有跨文化跨种族的普遍性，就连女神的形 

象也可能相同。也有人认为 ，东山嘴祭坛的性质是 

“我国东部地区最原始的祭社遗址”[7]。我们认为一 

大母神演变为“社神”是父系社会以后的事情．而且 

社”神的性别变为男性．东山嘴母系社会的女性陶 

塑像仍厘定为母神比较恰当。 

母神崇拜在中国历史上发展为社神崇拜。母神 

崇拜是孤雌繁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杜神崇拜 

是原始人对男女双方性交与生育关系有一定的认识 

后，直接对性行为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的崇拜。这一 

思想产生于我国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 

化的过程中。考古发掘的艺术品证明了这种崇拜行 

为在当时的流行。青海柳弯出土的一件人体彩陶壶， 

塑绘一裸体人像，人像 的面部 比较粗犷 ，耳、鼻、口等 

五官较大，胸前有一对很小的乳房，身体魁梧 ．在小 

肢肘关节部位还以墨加以渲染，表示强健有力[8]。 

这些特征表明．它是一个男子的形象，但是下身的生 

殖器官既像男性，又像女性，两性器官寓于一身，是 
一 男女合体形象。李仰松、宋兆麟等先生都认为是代 

表男女两性同体。李仰松先生说：“仔细观察了实物， 

认为陶壶上这个塑绘人像是男、女两性的 ‘复合体’。 

人像的胸前有一对男性乳头 ，另外 ，在两边还有一对 

丰满的女性乳房(乳头用黑彩绘成)。人像的腹部似 

为男性生殖器，又为女性 ”[9]宋兆麟先生也说：“其 

生殖器又像男性，又像女性。说明是一种 ‘两性同体’ 

形象。”[1o]两性同体形象的出现是原始人认识到人 

种 的繁殖不仅是女性 的事情，也是男性 的事情的反 

映．是由孤雌繁殖到两性繁殖的认识水平的提高。 

民族学资料显示，这一认识的改变，曾经历了激 

烈的斗争。男子为了突出岛己在生育中的决定作用， 

甚至把岛己打扮成妇女的形象，或者让妇女穿上男 

子的衣裳，强调只有在男子的配合下，才能生儿育 

女。如贵州台江地区的苗族在祭祀祖先时一有一种过 

桥仪式 ，由五个鼓藏 头的妻子 穿着男人的服装一提 

着竹篮，她们后边跟一个丑角，散布性交、生子和发 

财的言论。然后六个人到木桶里取出一 只鸭和一把 

炒面。放在竹篮里再返回原地。等她们到第一个鼓藏 

头家 ，均鱼贯而人 。走过一座象征桥梁 的矮凳·认为 

这是“过桥受精”．然后妇女脱去男人的服装Il1]。这 

种仪式虽然是女扮男装。但是仍然强调没有男子的 

配合，妇女是不会生育的．是对男子在生育中地位的 

强调。其实，“男性不满足于否定女神在生育行为上 

的协助，他们还模仿她们的形象、衣着和特征一他们 

打扮成女神的装束”，目的是“为了剥夺妇女在母权 

制家庭里的财产和崇高位置 ，男子以及追随他们 的 

神实际上是弄虚作假，因为他想改变性别和搞假性” 

[12]．“在埃斯库罗斯那里，复仇神是保卫母权的． 

而智慧神是捍卫父权的。大家知道，这个有趣的智慧 

女神是没有母亲的。从这方面来说。她本身就不外是 

从母权向父权过渡时期的斗争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 

反映。”[13]这种斗争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以男子的胜 

利而告结束。我国父系氏族时期的考古发掘中经常 

出土的陶祖、石祖和木祖等即是男性在生殖中的地 

位已被承认的反映。最典型者莫过于洪山庙遗址中 

发现一处合葬于一土坑墓穴中的瓮棺丛葬墓[14]出 

土的 138具瓮棺葬具上。有 4O余幅彩绘图案．其中 

有四幅男性生殖崇拜图案，有三幅的图案结构基本 

相同，由两个上下相对称 的男根组成 ，另一 幅是男性 

裸体人像，腹部之下两腿呈外撤蹲踞状，在下腹中间 

用泥条塑一男根，男根头部刻有尿道口并涂红彩。经 

鉴定前 3幅图案所属瓮棺中人骨都是成年女性，其 

中还有一位是 2O～25岁的女性，正当生育时期。在 

他们的葬具上绘有男性生殖器，乞求生育的含义表 

露无遗。这也说明了当时的人已懂得 了生殖是男女 

婚合交配的结果 由男女(即阴阳)的相台产生人类 

联 想到大地生 出物产，并把“天”、“地”想象为阴阳． 

这便是“社神”出现的思想历程。 

社神的性别为男性，如神话传说中有“禹劳天下 

故死而为杜”的说法[15]，《国语 ·鲁语上》和《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都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后土为 

杜”，“后”在甲骨金文中、“象产子之形、⋯⋯以字形 

言，此字即《说文》育字之或体毓字”[1 6]。由“后”有 

崇拜生殖之意和后土“能平九土”．可知夏代作为社 

神的“后土”其职能主要是生殖与土地之神，他代替 

了女神的职能是很明显的。这显然是父系社会以后 

人们认识到了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和父权斗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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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反映。 

“社”在我国的先秦时期是一个包含 广阔、内容 

丰富的崇拜实体，但它的最基本内涵是对生殖崇拜 

的联想而产生的对农业丰产的企求。如《说文》云： 

“社，地主也。从示土。”《札记·郊特牲》说：“社祭土 

．
而主阴气”，又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 

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 

民美保焉”。说明社神崇拜实际上是崇拜土地生育万 

物的能力。我国古代在“社”祭时有提倡男女婚配的 

传统．则是将人的繁殖同土地的出产物产相类比，希 

冀通过男女婚配多繁殖人类而影响至农业的丰产。 

这一习俗对古代农业社会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政府 

也颁布法令予以干涉。如周代官方就规定，“中眷之 

月，令会男女。于是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 

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又说：“凡男女 

之阴讼昕之于胜国之社。”(《周礼 ·地官 ·媒氏》) 

“社祭”时，天子要亲 自参加祭札，如《札记 ·月令》 

说：“仲春之月，⋯⋯择元 日，命民社⋯⋯是月也，玄 

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襟。天子亲往，后妃率九 

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韬，授以弓矢于高檬之 

前。”天子和后妃等在社祭时的一系列活动隐含有婚 

配交合生育的意义 社神既能促进人口的繁殖，也能 

带来农业生产的丰收，在祭“社”时，提倡男女婚舍， 

其中也包含了人的活动能影响自然的初期的天人感 

应思想。 

春秋时期，将男女相聚一地、野合而观于社称之 

为“观社 ’ 《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载“公人齐观社” 三 

传皆日非札。《公羊传》注疏皆谓越境淫于异国民间， 

是为非礼。《谷梁传》解释非礼的原因是“以是为尸女 

也”。《说文 ：“尸．陈也，象卧之形。”说明尸女有通淫 

之意。《墨子 ·明鬼》日：“燕之有祖 ，当齐之社稷，宋 

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焉。”郭 

沫若认为，。燕之有祖”，即指“燕有驰祖之习”，“祖而 

言驰．盖荷此牡神而趋也 此习于近时犹有存者， 

⋯ ⋯ 往岁于仲春二月上巳之日，扬州之习以纸为巨 

大牝牡器各一，男女群荷而趋，以焚化于纯阳观之 

前，号日迎春” 宋之桑林，即《帝王世纪》所说的 桑 

林之社”，《诗 ·廊风 ·桑中》所描写的男女幽会相恋 

的情形及《左传》成公二年称人私通或有孕为“有桑 

中之喜”一《吕氏春秋 ·顺民》和《帝王世纪》都说商汤 

灭夏夺得天下．天大早，五年不收，。汤以身祷于桑林 

之社，雨乃大至”。凡此种种都说明桑林之地既是神 

圣的祭祀场所，也是人们野合而欢之地。楚之云梦， 

即楚社旧地。据宋玉《高唐赋》记载，在这里人们也有 

62 

野舍而欢的传统习俗。闻一多先生曾进行考证：“云 

梦即高唐神女之所在，而楚先王幸神女，与祠高揲的 

情事也相似．知云梦即楚之高襟”，并认为“社神即裸 

神，而桑林之神即宋之高谍”[17]。 

社祭目的是农业丰产，在神圣的社中野合而婚， 

其本意并不是寻欢作乐，而是古人希图通过人类的 

繁殖引得大地生殖、五谷丰登。由于人们认识到了人 

类繁殖是男女婚合的结果，经过“互渗”与感应的思 

维机制的作用r183，他们认为在田地旁或含有土地 

崇拜的社坛之地进行婚合+就可以互渗感应于土地， 

促使它像人类子孙绵绵不绝那样，生殖繁茂，结出累 

累硕果。这一观念用于 自然界，则天地成为阴阳二 

性，由它们交舍而产生万物。如《札记 ·郊特牲》说： 

“社主土而主阴气也 。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雨，以达天 

地之气也。”可见社祭指祭祀土地，土为阴，那幺天为 

阳，所以杜祭的真正目的是使天地阴阳之气交合，以 

化育万物。社神关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丰歉与 

否又直接关乎古代农业国家的存亡与稳定，因此社 

神后来又发展为具有多种功能的地区或国家的保护 

神。社坛之地“变得和万神庙差不多了”1-19~。 

综上所述，大母神崇拜及由其发展的社神崇拜， 

其思想基础是把人与大自然看作一个浑然的整体， 

把两性差异与阴阳、天地联系一起。其最基本的观念 

有“生”、“阴阳”，及“天人感应”等，这些观念对中国 

古代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生”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如《易 ·系 

辞》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老子的哲学中有许多“生”的字眼。如 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 道生～， 
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门开合，能为雌? 

⋯ ⋯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 

玄德”(第十章)等，这些思想中很显然地有母神岽拜 

时代将自然的生成与人的生殖相比拟的遗痕。又如 

阴阳五行学说中著名的术、火、土、金、水循环相生的 

学说说明即使到了汉代大母神崇拜的思想仍然有存 

余 在《淮南子》中以剂安为中心的阴阳学者们所用 

的有关。生”的专门术语，是非常有意思的(《淮南子》 

卷三) 他们把发生或产生作用的称为“母”，其产物 

则称为“子”。“子”生“母”的过程叫做“义”。例如虽 

然“水”得经过“火”、。土”、“金”三行从“术”而来，但 

是“水”亦生。木”。在。母”生“子”时，如“木 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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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生“土”的步骤．便称为“保” 在“子”与“母～相 

得”的时候 ．例如“火”、“土”都是从“木”而来的，前者 

是 由直接关 系而来 ．后者是 间接韵，这个过程称 为 

“专”(特有之力) 当“母”胜“子”的时候，这个过程便 

称为“制”(抑制)，例如“金”经“水”而生“木”，但是 

“金”又直接生”木” “子”胜“母”的过程称为“困”(围 

困)，例如虽然“木”经“火”、“土”而生“金”，但是“金 

胜“木”。纵观以上过程，不但“生”的观念是人类观念 

的借用 ，而且母 、子 、义 、保 、困，显然也是从人类关系 

借用而来的．将人类的事情与自然界相比拟．这显然 

是原始母神崇拜思想的特点，这种思想模式在很长 

的时船都成为中国凡思维的定势 这种不肯把人与 

大自然分开、用“生”的观念来描述 自然界物质形成 

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 的特色之一 。 

阴阳观念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观念，这一 

观念的来源和社神崇拜有关，从上文中我们了解到， 

社神崇拜是人们认识到两性差异后出现的 ，也就是 

说、阴阳观念和人们认识到两性差异有关。由人的阴 

阳两性相合可以产生新的人类．我国古人联想到整 

个宇宙也 是由阴阳两种原动力 的相互作用而产 生 

的。甚至这两种原动力还可以台为一种力量 ，这就是 

“道”或者“气”，(这显然是生成世界原动力的更探一 

层探索，类似于人类的孤雌繁殖)由他们的运动变化 

产生宇宙万物，或是支配时空变化。如《易经 ·系辞 

上传》第五章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第十一章有“易 

有太极，是生两仅”。这是说，“道”可以产生出阴和阳 

来 第十一章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第二章 

“刖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说由阴阳相配合，就进一步 

产生出八种物体．下面还说由八种物体更进一步产 

生出万物来。《礼记 ·月令》有“天地之气，合而为一， 

分为阴阳．列为四时，判为五行” 即是说，宇宙万物 

是由阴阳或者由它们合成的“气”分化而成的。《老 

子》目“万物负阴而抱阳”(第四十二章)，“玄牝之门， 

是为天地根”(第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第 

六章)；《庄子》里阴阳二字用得相当普遍，据统计约 

有 20处 在《道德经》里说：“万物负阴而拖阳，冲气 

以为和 ”上述哲学思想皆有一共同特征．即万物是 

由“道”、“气”或者它们的分化物阴阳的互相配合而 

产生的．也就是说 ，由一个本根产生出阴阳 再由阴 

阳产生出万物 这正是把对人类生成的认识援用到 

自然界，是人类以孤雌繁殖和两性繁殖的思维方式 

认识自然界的写照。这种思想隐喻了万物皆由日与 

地之性交而产生，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哲学著作中 

常有的思想。 

《春秋繁露》中反应了汉儒的阴阳思想，五十七 

卷日： 

天将阴雨，人之病 ；故为之先动 是 阴相应 

而起也 天将欲 阴雨，又使人 于睡卧者，膊气也 

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末也；有喜者使人不被 

卧者，是阳相索也 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洒 

湛谥 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 至几明皆鸣 而相 

薄，其气益精 敬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固 

可 以类相益损也。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 矗地之膀气起，而 

人之 阴气应之而起 。人之 阴气起．而天之 阴气亦 

宜应之而起 。其追一也。明于此者 ，被致雨魁动 

阴以起 阴，敢止雨别动 阳以起 阳．敢致 而非神 

也。而疑 于神者 ．其理微妙也 

董仲舒的阴阳观指出了宇宙 内所有对立或“相 

关”的最高典型，在《基义篇》里，他以“合”这个术语 

称呼这种成对的关系，反映出他的阴阳观是从古老 

的传统继承下来的。他的阴阳观着重于天人关系的 

问题．这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大母神和社神 

崇拜的影响，即人类的行为能影响天或者说天人感 

应的思维方式 。 

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奠立于古人相信人类的行 

为与天体的活动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它的源头是原 

始的“同类相生”思想。这一思想对我国古代思想有 

很大的影响。如早在殷代中叶我国古人就提出了天 

有“诚”的观念，因此盘庚对他的大臣说：“诞告用 

直 ”西周周公的“德治”思想，集中体现了人的行为 

能影响天，天又反过来影响于人的思想 如《康诰 

说：“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欲有身，不废在王命。” 

“敬哉j天威菜忱，民情可大见。”把自己与天紧紧地 

联系起来，以相互感应，相互交通，来“格于皇天”． 

格于上帝”(《尚书 ·君爽》) 《康诰》日“惟乃丕显考 

文王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诞受天命 

越厥邦厥民”．“王其德之甩，祈天永命”等，都是说． 

统治者有“德”，就能获得天的帮助 把统治者的 

“德”和天命联系在一起，是以人的品德影响(即感 

应)超自然的势力，以为周民族求福禳灾。与母神崇 

拜的以人的繁殖影响农业生产的丰收的思想，是相 

通的 。 

把天人感应发挥到极致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 

露 ·同类象动篇》中说： 

今平地注水 ，去燥就湿。均 薪施火．去湿就 

燥 百物去其所与异 ，而从 其所与同。故气同则 

会 ；声比则应 其验醢然也 试调琴瑟而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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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其官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 

而自鸣．非有神 ．其数然也 

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 

也 如马鸣则马应之 

帝王之将 兴也．其 美祥 亦先见 ；其将亡也 ． 

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故 以龙致雨 ，以 

扇连暑．军之所处以棘楚。美恶皆有从来，以为 

命 ．莫知其 处所⋯⋯ 

这种感应思想是原始感应思想的升华，它将万物皆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但只有同 

类的事物之问才产生感应。这种感应思想存在于许 

多思想家及其著作中。如《淮南王书》的《天文 》、《地 

形》、《时则》、f览冥》、《人问》、《泰族》诸篇，都充分承 

认了这种感应论。《览冥训》说：“⋯⋯武王伐纣，渡于 

盂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 

是武王左操黄钺，右秉白旄 ，嗔目而抽之日：‘余任天 

下．谁敢害吾意者 !’于是风济 (霁)而波罢。鲁阳公与 

韩构 难，战酣 日暮，援 戈 而抽 之 ，日为之 反三 舍， 

⋯ ⋯ ”鲁阳公援戈抽 日．可以使“日为反三舍 ”!可见 

人的行为对天影响之太。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古籍 

中随处可见。总之，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古代有着很 

大势力，其思想根源则来 自原始时代的母神崇拜和 

社神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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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dess W orship and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HEN Chun—hui 

(higitute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Northwest University，Xi 日 710069) 

AI)strad：Goddess worship w-as a religious activity in primitive society
． This activity had been developed in 

to the worship of god of the land(SheShen)before the Qin Dynasty
． Both Goddess WOrshiD and Landgod 

worship were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intra--class mutual promotion which held that human s activitv 

eoutd exert In1l ences on the Nature-Therefore，ancient people always made a sacrifice by putting a pr g
．  

nant woman in the temple，and they also advocated the being—together of man and w0man while offerin a 

sacrifice·They expected to get bumper harvests by means ot human s muhiplicati0n
． These ancient activi一 

‘ d thoughts contained the thought of integrating M an and N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M uhiplicat|nn 

tSh ng)·Negative and Positive(YinYang)，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between M an a
nd Nature (Tian 

RenGaaYing)． 

K y w‘‘rds：Goddess；God of the Land；M ultiplication (Sheng)；Negative and Positive(Yi
nYang)：Com 

municat ion between M 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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