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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神话：历史长河中变化生长的鱼
核心阅读

盘古开天辟
地创造世界的神
话流传久远。重
新审视中华创世
神 话 的 文 化 意
义，不能不说“盘
古”。在中国，盘
古可以算得上是
最 知 名 的 创 世
者。许多民间叙
事 作 品 也 常 以

“自从盘古开天
地”作为开篇语，
目的就是强调万
事万物都要有个
源头。那么，盘
古 到 底 从 哪 里
来？人们为什么
要塑造这样一个
形象？盘古神话
体现着一种怎样
的精神？

盘古神话是中国多民族
广泛流传的创世神话。从文
献的角度追溯，目前认为最
早出现在唐代欧阳询等人编
撰的《艺文类聚》。该书引文
有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的
《三五历纪》，里面记载“天地
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
中”，盘古出世后“乃有三
皇”。针对这则文献，人们常
常质疑两个问题：一是盘古
神话的产生时间，二是产生
盘古的混沌又是如何产生
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许多
学者认为，在三国时期出现
盘古神话文献之前，没有更
早的人提到盘古。在众多早
期文献中，《山海经》中没有
出现盘古，屈原的《天问》中
也没有问及盘古，司马迁的
《史记》中亦没有谈到盘古。
这些关于盘古的集体失声，

说明此前中国大地上不存在
“盘古”这样一个名称。因此
断言，盘古作为开辟神，产生
时间较晚，不会早于女娲伏
羲，甚至比不上炎黄和尧舜
禹。《三五历纪》说盘古产生
后“乃有三皇”，不过是作者
杜撰的结果。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些
读者据此对盘古神话的科学
性提出质疑，认为神话不过
是处于蒙昧时代的人通过想
象或幻想创造的荒诞故事，
是为了愚弄百姓而编造出来
的瞎话。其实，古人讲神话
与今天大不相同，不仅需要
特定的时间、地点，而且大多
还要有隆重的场合和仪式，
对讲述者也有特定的身份要
求。这就保证了神话在人们
的心目中不可置疑的神圣
性。

以“女娲造人”为例，这

则以人类起源为主旨的创世
神话，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
内容怪诞、根本不可能发生
的事情，但它的实质是反映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历史记
忆。这个时代又称“女儿国
时代”，男子在此时没有太高
地位，女性掌握着生育和抚
养后代的绝对大权。创作这
个神话的目的之一，就是塑
造一个至高无上的女神。

话又说回来，神话最突
出的特征之一是借“神”说
话、借“神”说事，带有不可置
疑的“先验论”特点。在神话
叙事逻辑中，无论预设的叙
事前提，还是最终的结论，都
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命题。那
么，孕育盘古的“浑沌卵”，在
受众的心中本来就是应该存
在的东西。缘于这个逻辑前
提，盘古就是一个最早出现
的不必争议的创世者。

三国之前没有“盘古”？

神话是人借神说的话，
自然也是“人话”。不管神话
多么神奇、神圣、神秘，毕竟
都是人创作的，必定带有人
的影子。这些人的影子，其
实也就成为神话的灵魂。

神话作为人类早期支撑
群体信仰的精神产品，其作
者自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那些坐在书斋或时而去民间
采风的文人墨客。他们具有
特定的身份，一般承担着氏
族或族群的酋长、巫师、祭
司、歌手、从医者、工匠等要
职。当他们替神说话时就成
了金口玉言，带有无可置疑
的神圣性。尤其是在重大活
动或祭祀祖先时，他们会演
述本族的来历和祖先辉煌的
功绩，这时就要讲述开天地、
造万物这个创世大前提。

开天辟地必须由特定的

人物来完成。开天辟地者可
以是创世神，可以是祖先，也
可以是人甚至某些图腾动
物。在讲述者和受众看来，
创世者具体叫什么名字，或
者在什么时间开天辟地，或
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由
此找到寄托心灵的“原点”。
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不同民族支系甚至不同的历
史阶段，在塑造创造者时会
出现丰富的个性特征。

例如，壮族神话把开天
辟地者说成男性始祖布洛
陀，瑶族布努支系神话把开
天辟地者说成女性始祖密洛
陀。关于动物创世者也不乏
其说，如苗族神话说巨鸟生
天地，藏族、独龙族神话说分
开天地的是蚂蚁等。这些神
话无一例外地通过创世者建
构，呈现出与本民族产生或

发展有关的宏大叙事。
据目前采集到中国各民

族近200多篇关于盘古的神
话或传说看，绝大多数民族
都流传着关于盘古创世的母
题。且不说流传于广大汉族
聚居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
《盘古开天辟地》等，还有土
家族的《盘古开天，女娲补
天》、壮族的《盘古创世》等。
有些采集整理的少数民族神
话虽然没有直接在题目中出
现盘古，内容上却有不少涉
及盘古的叙事。

在不少民族地区，至今
仍有大量盘古庙遗存，流传
着敬祭盘古的习俗。这不仅
体现民族间关于盘古神话或
盘古母题的“各美其美”和

“美美与共”，也充分表现我
国各民族之间盘古神话的广
泛交流、影响、借鉴与融合。

“开天辟地”是谁创作的？

盘古神话现象背后有一个
需要思考的问题，即盘古是真实
的人或者说是有历史原型的人，
还是说只是神，是一个根本不存
在的、想象中的神？要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不妨参照三皇五帝创
世纪神话中关于人神关系的建
构。从文字、文献和口头传统的
关系看，文字的出现并没有能够
记录更久远的历史，更古老的历
史只能保存于世代相传的口头
传统中。口头文类中，只有神话
能称得上人类史前文明百科全
书。无论春秋时期的孔子试图
复原唐尧虞舜的炎黄正统，还是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以三皇五帝
为起点重构中国编年史，只能将
神话“杂取种种合一”，即把某些
历史事件的主宰者归结到神话
时代的人名或神名之下。

这里选择大禹为例，观察一
下盘古作为神话人物名称的文
化特征。《史记》中关于禹的叙
述，删除了其他神话文献或口头
传说中关于“鲧复（腹）生禹”的
记载，只从族谱关系的角度进行
定位。例如，《本纪第二�夏》中
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
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
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史
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又记载“契
长而佐禹治水有功”。这里，把
商代王室的祖先契记述为禹的
辅臣。如果再与其他文献神话、
民俗神话中的大禹作对照不难
发现，禹有时出现在西部羌族地
区，有时在黄河下游开山治水，
有时又到浙江会稽山并与涂山
女子结婚，有时还出现在贵州布
依族地区，成为布依族六月六祭
祀的对象。大禹最为辉煌的业
绩是定冀州、青州、豫州、扬州、
徐州、梁州、雍州、兖州、荆州等

九州之宏业，这也标志着统一国
家观念的形成。

从上述诸多事件看，时间跨
度之大，活动空间之广，绝非一
个特定叫禹的人能力所能及
的。依据古代族名的产生和使
用规则，显然这里的“禹”是一个
族称，即禹族。外族的人会把禹
族所有的人都叫禹，如禹族派去
治水的人所到之处，人们就说禹
到此巡游；禹族的人死后为之建
造坟墓，就称之为禹陵；有时禹
族到过的地方也会命名一个与
禹有关的名字。所以，今天在中
国各地以禹命名的地名或风物
很多，如禹山、禹河、禹城、禹井、
禹王庙、禹门口、大禹渡、大禹陵
等。有些可能是后人的杜撰，有
些则确实与禹族有关。

无论神话中的“盘古”，还是
三皇五帝等古帝王名称，大都与
禹的情形相同。这些名称并非
一个人的专指，而是以其命名的
一个族称。该族成员的许多文
化发明和英雄事迹都会归功于
这个名称之下，因而就构成了一
个集多种荣耀于一身的“箭垛
式”神话人物名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各民
族公认的盘古，不是一个具体的
神或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这
个符号具有象征性，其本真价值
就是各民族构想出的文化祖先
或称文化英雄。无论祖先还是
英雄，在不同的受众群体中当然
会有不同的形象和含义。但不
管怎样，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
族是一个没有历史根基的民族，
一个没有文化英雄的民族会失
去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
可以认为，盘古是人，也是神，亦
可以兼具半人半神的特征。这
就是盘古多元一体的文化身份。

盘古有历史原型吗？

盘古神话是中国多民族的
群体记忆，也是活态记忆，不仅
见于文献，而且更广泛地流传于
民间。如果把神话比作大海里
数不清的鱼，那么进入文献的只
能是寥寥几只鱼的标本，存其形
而失其神，需要后人更多地去标
记、解释。如果深入考察民间流
传的大量盘古神话，就会发现一
个活生生的盘古。

口头神话中的盘古名称具
有不固定性。产生于新石器时
代的中晚期神话，距今已有一万
年左右，而中国文字只有三千多
年的历史。即使出现了文字，这
些书写工具也垄断在极少数上
层人士手中，广大民间特别是少
数民族地区，文字普及率不高，
有一些少数民族甚至没有文
字。神话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
世代口耳相传，要试图保证创世
者名称不发生变化几乎是不可
能的。所以，不少地区将盘古、
盘瓠、盘王、盘果王等混在一起，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神话将盘古
与伏羲混为一谈，甚至道教神话
还把盘古称为元始天王。

不同民族神话对盘古身份
的解释，更是丰富多彩。不少研
究者考证盘古时认为，盘古就是

伏羲，这听起来有些牵强，但细
想起来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
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从音
训角度提出，“槃瓠”（盘瓠）的原
义是葫芦，而伏羲、女娲的本义
也是葫芦，进而认定“槃瓠”与

“伏羲”属于“字异而声义同”。
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一些神话说
神农（伏羲）、祝融是盘古的后
裔，伏羲兄妹是盘古的儿女，等
等。这也表现出民间神话在口
耳相传中的不稳定性。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或不同
讲述者对盘古的不同讲述，并不
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反映出各
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是各民
族友好相处、文化共享的必然结
晶，展现出民族文化交流的活态、
开放和包容；另一方面，盘古神话
在民间的生生不息，反映了人们
对盘古创世的高度认可与热爱。
人类的历史是漫长的，在时间长
河的大浪淘沙下，有些记忆被淡
化，有些记忆终被永久性遗忘，但
盘古神话跨越时空、超越文字，以
民间说唱、绘画雕刻、文物建筑、
节日民俗等形态顽强地生存下
来，足以说明它的强大生命力和
文化价值，足以令人自豪。①2

摘自《解放日报》

盘古伏羲是否为同一人？

2008年 6月，“盘古神话”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古
神话故事被制作成画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