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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天 0神话的历史解读
蔡  先  金

(济南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 ] 5山海经# 海外西经6中的 /刑天0神话,蕴涵着真实的历史信息,既反映出信奉 /帝0的商族后裔企图

恢复统治地位的情结,又折射出商周两个族群在宗教领域曾经发生过至上神信仰之间的冲突。然而,后人仅仅按

照神话文本去误读 /刑天0神话, 却并没有理解该神话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真实内涵, 因此,我们在研讨神话历史化的

同时还应关注历史神话化的问题。

  [关键词 ]刑天; 上帝; 5山海经6; 神话

  [中图分类号 ] K2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3- 8353( 2008) 01- 0101- 07

  神话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着各民族 /对于人类想象力的几乎无边创造力的信

仰 0¹
,焕发着一种马克思称之的所谓 /永久的魅力0º

。神话的虚构, 也像人类思想的一切其他表现一样, 是

以经验作为基础的
»
,是在现实的土壤上开放出的浪漫的另类奇葩。中国的上古神话, 在世界神话园地里, 闪

烁着耀眼的异彩,这是由华夏民族的历程与特质所决定的。 5山海经#海外西经 6中记述的 /刑天 0神话是典

型的中国式神话,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是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那么, /刑天 0神话背后到底隐藏着

什么样的民族历史信息与特性呢? 这需要我们予以深入地挖掘与考证。

一、/刑天 0神话文本考订及后人误读

/刑天0神话,蕴涵着真实的历史信息,既反映出信奉 /帝 0的商族后裔企图恢复统治地位的情结,又折射

出商周两个族群在宗教领域曾经发生过至上神信仰之间的冲突。然而, 后人仅仅按照神话文本去误读 /刑

天 0神话,却并没有理解该神话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真实内涵。因此,我们在研讨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还应关注

历史神话化的问题。

(一 )文本考订

在进入 /刑天 0神话研究之前,首先应该考订记述该神话之文本,这是保证该研究项目继续进行的前提与

基础。 /刑天 0神话文本出自于5山海经#海外西经 6,全文如下:

    /刑天, 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0¼

该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一直存有两个方面训诂问题, 现需要予以澄清: 一是 /刑天 0二字的误读与误写, 大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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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天0、/形夭0、/刑夭 0诸种表现。袁珂在 53山海经 4校译 6中言: /刑天, 原作形天, 据5太平御览6影宋本卷

八八七、鲍崇城校本卷五五五引经文及今本5陶靖节集读山海经 6诗改。,,或作形夭, , ,惟作形天、刑夭
则不可通。0¹但是,历代注疏家皆没有说明为何 /刑天 0为正确, 为何只有 /天0有可能与 /帝0争神,即只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矣。二是句读之差错。历来版本皆为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 0,而正确的句读应该为 /刑天,

(天 )与帝至此争神0。 /刑天 0是一个动宾结构组成的名词, 其名称的由来是因为 /天 0被 /帝 0断首之后, 方

称之为 /刑天 0,这是符合正常的思维逻辑的,而非 /刑天0之名产生于 /帝 0未断其首之前。 /刑天 0之后省略

了一个 /天0字,或许按照古书惯例最早文本是有简写符 / = 0而后人夺之。由此看来, /刑天 0神话文本的叙

事过程大抵是这样的:令天受刑,在天与帝至此争夺至上神的位置的时候, 帝断了天的头。受了刑的天被埋

葬在常阳山上,却能够以双乳为眼睛,以肚脐眼为口,双手操干与戚而跳干戚武舞。至于该神话为何产生, 像

是一个悬案,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该神话历史蕴涵之后,便一一明了起来。

(二 )后人对于 /刑天0形象之误读

诸多神话研究专家对 /刑天 0神话有过关注,产生无尽的联想, 并从不同角度予以了阐释, 就好似不同人

的心中就会有不同的 /哈姆雷特 0一样。遗憾的是, 历史上的各种解读,只是抓住了文本自身, 却忽视了文本

产生的背景,然而读者的误读反而为后人所称道,这或许正符合现今阐释学中的 /读者理论 0罢了。

1. /刑天 0:一个反面角色

郭璞5山海经注6认为 /刑天 0是 /争神不胜,为帝所戮; 遂厥形夭,脐口乳目; 仍挥干戚, 虽化不服。0在郭
璞眼里, /刑天0显然是妖孽,竟然 /虽化不服0,给人以有些大逆不道之感。5四库全书 6的编纂者纪昀等亦持

大致相同的观点,他们在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6中针对清朝吴瞻泰撰 5陶诗汇注 6予以评论: /辨5读山海经诗 6

之 -形夭无千岁 .句,则持疑于曾季貍、周必大二家之说,不能遽断。案精卫本属衔冤,故借以寓忠臣志士之报

复。若刑天争帝不成,本属乱贼化形而舞,仍为妖魄,正可为草莽之流逆常干纪之比。 5山海经6之文,班班可

考,潜何取而反尚其猛志耶? 瞻泰不考其本,而徒争于字形疑似之间, 未为得也。0º于是, /刑天0遂成为了后

人批判的对象, /形天政权的祭祀者们只好在其主神不可以再有头的情况下对其神形进行尽可能使之完整些
的 -修补 .。于是,无头神形的两乳便 -代偿性 .地成为了双目, 其肚脐则被认为是嘴。0»其实是 /帝 0在 /天 0

统治下 /虽化不服 0,而非 /天 0。郭璞、纪昀等错矣。

2. /刑天 0:一个英雄般的神兽
这是强调刑天之反抗精神与百折毅力的一种观点。陶渊明 5读 3山海经 46云: /精卫衔微木, 将以塡沧

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0南宋曾纮在其诗后云:

/因5山海经 6诗云: -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相贯,遂取 5山海经参校经6中有云: -刑天, 兽

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猛志固常在相应, 五字皆讹, 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

因思宋宣献言校书如拂几上尘, 旋拂旋生,岂欺我哉? 0¼茅盾在其5神话研究6中亦云: /这是-失败英雄 .的不
忘故志的写照,所以陶潜的 5读3山海经46诗说-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精卫与刑天, 属于同型的神话, 都

是描写象征那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意志的。这是属于道德意识的鸟兽的神话。0½即使天已经 /无首 0照样是死

而不已,具有顽强的斗争意志, 并由此引申出 /刑天 0形象给后人很多有益的启示,如 /刑天的形象反映了先民
反抗暴力的强烈要求,也是他们的斗争意志、乐观精神和必胜信念的艺术结晶。0 ¾

3. /刑天 0:炎帝之属臣

这是以貌似求史之真的严谨态度认定 /刑天0神话反映出炎黄部落之斗争。袁珂认为 /壮烈感人的刑天
断首神话,则可看作是黄、炎战争神话的余绪。,,刑天是炎帝的属臣,常阳山是传说中炎帝降生处,则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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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天 0神话的历史解读

刑天所与-争神 .的-帝 . ,应该是黄帝。和蚩尤、夸父相似,刑天神话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涂上了 -反抗神的意

愿 .的色彩, 刑天可算是反抗神的神之一, 而其斗志却比蚩尤、夸父更为猛勇、顽强。晋代大诗人陶潜 5读 3山

海经46诗说: -刑天舞干戚, 猛志故常在。.于这位虽遭失败却不甘心失败的断头英雄的奋斗不懈精神, 可说

是没有过誉。0¹还有人认为刑天与黄帝争神反映炎帝、黄帝部落战争之事实。其据有二: /一曰形天为炎帝

臣或其后裔。5路史#后纪 6三记有-炎帝乃命邢天作扶犁之乐, 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是曰下谋 .可证。二

曰形天所藏之常羊之山与炎帝有联系。5玉函山房辑佚书6辑 5春秋纬元命苞6云地在今陕南川北,此与本经

所记地域亦合。经文 -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 操干戚以舞。.当是地图标记之说明。 5淮南子 #地形训6记有

-西方有形残之尸 . , -形残 .即-形夭 . ,可知汉初以前形天传说已流行,资料收集者故记之。0º但亦有人对此

说法半信半疑: /形天与帝的-争神 .实际上便是与其争夺所属方国的控制权, 也就是对其统治地位的挑战。

, ,-帝 .有可能是指黄帝。形天应是当时一个较强大的部落联盟的主神或首领。从黄帝之后到禹的一个连

续性的创制进程来看,这期间的最高政权似乎没有受到过-争神 .性质的挑战。0»

4. /刑天 0即 /浑沌 0

这是经过一番所谓 /考证0而推导出的结论,可能更加出乎人们的预料。其将 /刑天0推导为 /浑沌0的大
致理路是: / 5左传 6文公十八年说,帝鸿氏有不才子, 天下谓之 -浑沌 . , 就好像黄帝与浑沌、黄帝与刑天之间,

忽分忽合。帝鸿又即黄帝 (参5左传6杜预注等 ) , -浑沌 .、-刑天 . , 其子也。0¼同时认为, /这本质上也就是

-刑天 .挑战中央天帝而被杀,被杀而又抗争不已,虽死犹生的象征讲述。刑天 -操干戚以舞 .者, 无非是 -军
事化 .的 -混沌舞 .。0 ½

以上所论诚然语精义笃,却忽略了将该神话放在部族历史演变的视野当中考察, /刑天0神话中的 /天 0

与 /帝0都分别有各自的信仰族群,他们并非是神话创造者信手拈来的结果,而是蕴涵着深厚历史和民族气息

的文化现象。

二、/刑天 0神话蕴涵的历史记忆

5山海经 6的神话中包含着许多史实信息, 有的学者就将其与5禹贡 6、5天问6、5穆天子传 6等著作进行比

较研究,然后从5山海经6中寻觅有关夏史资料,对其中叙述的关于夏族始祖、鲧禹父子关系、鲧禹治水、鲧的

下落、禹后裔启的传说以及夏桀之亡等资料一一加以辨析, 从而得出结论,以神话传说形式表现所提供的历

史信息同样不容忽视¾。 /刑天0神话亦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其历史文化背景与依据的,这正如德国哲学家恩

斯特#卡西尔所说,人类文化的世界是一种体系, /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 它们

是被一个共同的功能纽带结合在一起的。0¿因此,倘若研究神话,就需要花上一番功夫,从历史、宗教、社会等

多文化视野出发,考镜其源流, 深究其特殊品性及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这样或许方能修成正果。

(一 )天与帝争神之事件真相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神话时认为: /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

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0À /刑天 0神话同样地也是通过一种幻想的方式对于 /社会形
式本身 0进行的加工与改造,而天与帝争神就是 /刑天0神话的 /社会形式本身 0。

天与帝为何争神?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此 /争神 0事件吗? 这次 /争神 0事件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

早在商周之际确实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宗教变革,而变革的主体就是周族至上神 /天 0与商族至上神 /帝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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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商、周分属不同的宗教神系,现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即使其间还存在细枝末节的聚讼。商人

崇拜的最高神祗称 /帝 0不称 /天 0,而周人称 /天 0不称 /帝0。每个部落都各有其部落神,这与部族的封闭性

相适应,是排他的。 /帝 0是商族的保护神,导源于商部落的祖先崇拜,是商人图腾 /玄鸟0的影子。 /天0是周

族的保护神,导源于周人对自然之崇拜。商、周至上神的产生受到其部族生存环境的影响, /帝 0是中原文化

的产物, /天 0却是西部高原文化的产物¹。

周初政局严峻,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摄政遭疑,武庚叛乱,周公姬旦如欲稳定政局,就必须在宗教领域实

施变革,解决商周部族至上神之间冲突的问题,此所谓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0也,黑格尔亦言: /国家应依赖

于宗教,其原因在于: 只有在宗教中, 世人思想方式的可靠性及其为国家尽其职责的决心,始成为绝对的。0º

于是乎,周公施行宗教变革,以便达到信仰兼容而实现从精神上控制住商族遗民, 最终方能真正完成克商大

业。周人的宗教变革措施主要有:一是尽力消解 /天 0与 /帝0的对立,以求达到相容。二是将宗教的内容与

形式转化为 /礼乐 0制度。周公制礼作乐是一切意识形态为最高政治服务的滥觞, 它不仅是一个部族精神家

园的修葺,而且是整个周统治地区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有效地遏制了商后裔对自己部族神信仰上的依赖。三

是改革传统宗教观,透露出人道之曙光。虽然周人倡导 /天 0与 /帝 0的兼容, 但是实际上周人的 /天0还是高

于商人之 /帝 0的,臣服者地位是不可能高过胜利者的, 也就是说, /天 0是以胜利者自居, 而 /帝 0却只能处于

臣服的地位了。

现存史料文献足可证明商周部族之间存在信仰冲突, 且关于至上神的争斗由来已久。在信仰时代,

信仰冲突与巫咒施术是部族之间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周在形成国家的过程中就伴有种种信仰事件。

/天 0向 /帝 0挑战, 是为了争得 /帝 0之地位,然后达到周统治天下之目的。随着周族国家的形成及壮大,

/天 0之信仰渐渐浮出水面, 引起商族之警觉。当 /天 0与 /帝 0争衡的时候, 不免就会发生冲突。 5史记

#殷本纪 6有此记载: /帝武乙无道, 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 令人为行。天神不胜, 乃戮辱之。为革

囊, 盛血, 仰而射之, 命曰射天。0这既不是一偶然事件, 又非武乙无道。武乙之时正是王季历大有作为之

世, 周的国家意识愈演愈烈。大约到武乙、文丁之后, 商文化分布的西界就已退至西安以东, 先周文化陡

然在关中兴盛, 并向东面扩张,将商文化排挤出关中, 到周文王时, /合六州之侯, 奉勤于商 0» , /三分天

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 0¼。巫教冲突在先, 政治冲突接踵, 文丁继武乙之位后即杀季历。今古本 5竹书纪

年 6皆载: /文丁十一年, 王杀季历。0武乙之做法在后世仍有仿效, 宋康王演出惊人的相似一幕。宋为殷

后, 宋康王兴民四击,有志于复兴故国, 再度向天行武乙咒法, 5吕氏春秋 #知化 6云: /宋王筑为薛台, 鸱

夷血, 高悬之, 射著甲胄, 从下, 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 王之贤过汤武矣! 汤武胜人, 今王胜天。, , 0

5战国策 #宋策 6云, 宋康王时 /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 欲霸王亟成, 故射天笞地, 斩社稷而焚

灭之, 曰: -威服天下鬼神 . 0。5史记 #宋微子世家 6与 5战国策 #卫策 6亦有相近记载。商末武乙与宋
末年宋王偃射天, 正是企图用射天的模拟巫术方式来达到制服敌方主神以求胜利之目的。在古人看来,

巫术可以起到巨大的神秘作用。春秋时期, 楚庄王于鲁宣公三年曾向周 /问鼎之大小轻重 0, 欲入主中

原, 到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一样发生 /诟天 0事件。 5左传 6昭公十三年: /初, 灵王卜曰: -余尚得天下! .不

吉。投龟, 诟天而呼曰: -是区区者而不畀, 余必自取之。. 0这显然是 /帝 0系或他系崇奉者对 /天 0系的

符咒与戏谑, 也是商部族包括其后代对周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

由此可见,商、周部族在更替的过程中有过激烈的信仰对立与斗争。武王克商后, /天0为征服者,然后取

消商王之帝号,周王自称 /天子 0。天与帝争神,也许就是因为以这些神话作为载体, 才不断地将史事传承下

来。否则,枯燥的史实是很难通过传说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这亦恰好验证茅盾得出的 /神话是原始信仰加上

原始生活的结果 0之结论½。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与评价一些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的原型是真实的实在,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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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过一个神化的传说过程,只要我们能够剥掉这层传说中的神化外壳,留下的就是复原的史实。

(二 ) /断首0:一种胜利者的仪式
在古代战争中, /断首 0不仅表示杀死对方,而且还在于标示胜利者的自豪与威严,是胜利者庆祝胜利的

一种重要仪式。这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人面纹上有所反映。青铜器作为礼器虽然在其他民族也有出现, 但却

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商周那样将青铜器有系统地融入礼乐制度,成为权力的象征、王权的基石。商周时期人面

青铜器可能是用于 /断首0仪式。河南安阳市殷墟出土、现藏于美国费利尔美术公馆的商代后期人面盉 (约公

元前 1200- 1100年 ) ,有盖,为具有龙角的人面形, 两耳有孔,人面仰天朝上,如同一个仰卧的人头,形态甚为

奇异。 1959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现藏湖南博物馆的商后期人面方鼎,器壁四周饰浮雕人面,五官毕具, 面部

准确,面宽而方, 粗耳,宽嘴,厚唇,高骨。王权铸成青铜, 青铜铸就王权,断首人面应该就是王者的象征, 代表

战胜敌国首领巫术的力量。人类学资料显示, 原始部落首领吃人头,家中悬挂人头是常有的事情。 /断首 0仪
式在史书上亦有记载, 5史记 #周本纪6记载: / (武王 )遂入, 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 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

击之, 以黄钺斩纣头, 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 武王又身三发, 击以剑,斩以玄钺, 悬

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而乃出复军。0武王在商纣王死后,是 /以黄钺斩纣头, 悬大白之旗 0, 纣嬖妾二女自缢

之后, 仍要 /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0,以表明自己这是在 /恭行天之罚 0, 并于大社告神: /膺更大命, 革

殷,受天明命 0¹。另,班固5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6记载 /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

安归首,悬之北阙 0,其巫术性的仪式作用大抵是相通的。
5山海经 6在记述成汤伐夏桀时同样实施 /断首 0仪式, 5山海经卷十六 #大荒西经 6记: /有人无首, 操戈

盾立, 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 克之, 斩耕厥前。耕既立, 无首, 走, 厥咎, 乃降于巫山。0这 /无

首 0之夏耕之尸, 与 /无首0之 /刑天0一样, 或 /操戈盾0或 /操干戚之舞 0, 或 /降于巫山0或 /葬之常羊之山 0。

从字源学角度看, /天 0字, 甲骨文写为 / 0,而金文写为 / 0,都是用一个 /颠 0( /大头0 )来指示 /天 0,首就成
为了 /天 0之重要象征。如果再从文字巫术来看, /刑天0断首就是对 /天0之重要复仇。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
认为, 巫术运用 /同能致同 0的原理和 /相似定律 0,通过模仿真的事物或行为过程, 使用象征物, 以求获得真

实的结果º。不过,刑天神话属于巫术神话向宗教神话过渡时期的一种神话类型, 积淀在刑天神话中的干戚

之舞, 蕴含巫术宗教因素。

(三 ) /干戚舞 0之义蕴
干戚舞是一种武舞,右手执 /干 0, 左手执 /戚 0。何谓 /干戚 0? 5山海经 6/操干戚以舞0,郭璞注: /干,

盾;戚, 斧也。05礼记#乐记 6有 /干戚羽旄0,郑玄注: /干, 盾也;戚,斧也, 武舞所执。05礼记 #明堂位 6有 /朱
干玉戚 0,孙希旦疏云: /朱干,赤盾也。玉戚,以玉饰斧也。0»诸家所解, 大致略同。 5韩非子 #五蠹 6记载: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 -不可, 止德不厚而进武, 非道也。.乃修教三年, 执干戚舞, 有苗乃

服。0这种 /干戚舞 0有使敌人臣服的功效, 具有格斗制胜的意义。皇甫谧 5帝王世纪 6亦载 /有苗氏负固不服,

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0舜恩威并重, /干戚舞 0可能就不是一般的舞蹈了,它可能具有巫

术的意义,令敌方颤栗而降服,这在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就发现许多巫术的形象和 /皇舞祭天 0、/执干戚舞 0
的傩舞场面。甲骨文中如 /贞: 陟大午  于高且,,戚 0 ( 32202片 ) ¼就是以干戚礼仪向神祈福禳灾之写照。

现在浏阳古乐特有 /干戚舞 0,杨荫浏认为它是中国古代乐舞的活化石,堪称稀世之珍宝。古代 /干戚舞 0到
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5周书 #牧誓6记载武王誓词云: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

勖哉夫子!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 于商郊弗迓

克奔, 以役西土, 勖哉夫子! 0也许 /干戚舞 0类似如此。

/刑天0无首作 /干戚舞 0,形象丑化, /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0,不免有些对 /天 0揶揄之成分。 /干戚舞 0
本为威严而肃穆的事情,是一种古老的部族巫术仪式,可以显示部族的神秘威力, 象征部族之胜利,其精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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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以巫术行为象征部落不灭 ¹。那么为何神话文本对 /刑天 0既褒又贬呢? 这是商人矛盾的心态, 是对于

胜利者现实的认可的同时,表现出的一种心理上的无奈。 /天 0已经统治了天下,也就具有了行 /干戚舞 0的
权力。 /常羊 0山也就成为了既是 /帝 0对刑天实施断首葬首巫术手段的凭借,也是刑天以无首之躯兴干戚巫

舞的力量之源。诚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言: /巫术就是这样供给原始人一些现成的仪式行为与信仰,

一件具体而实用的心理工具,使人度过一切重要业务关头所有的危险缺口。巫术使人能够进行重要的事功

而有自信力,使人保持平衡的态度与精神的统一。0º

/神话的历史化 0与 /历史的神话化 0是两个相逆的过程, 在历史上是同时存在的。 /神话的历史
化 0, 如 /子贡问孔子曰: -古者黄帝四面, 信乎? .孔子曰: -黄帝取合己者四人, 使治四方, 不计而耦,不约

而成, 此之谓四面也。0»儒家将神话中 /不雅驯 0的东西加以删削或窜改, 黄帝有四张脸的神话, 变为了

黄帝用四人治四方的历史了。历史的神话化, 即神话中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一面,

是许多民族中都曾发生过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爱凡麦认为, 神话是英雄

史迹的夸大叙述, 神话中的人物原来都是历史上的帝王或英雄。他的主张被称为爱凡麦主义。当然,

/神话的历史化 0与 /历史的神话化 0皆为历史阶段的产物, 这正如马克思所说: /大家知道, 希腊神话不

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 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 [神话 ]的基础的那种

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 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 在罗伯茨公司面前, 武

尔坎又在哪里? 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 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 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任何神话

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 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

上被支配, 神话也就消失了。0¼

三、/刑天 0神话产生之族源

5山海经 6是一部由巫师撰写的巫术之书。鲁迅说, 5山海经6/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祀所宜, , ,
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 (精米 ) ,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间人亦有增益。0½秦汉间人增益的内容, 并没

有改变整个 5山海经6的巫书的性质。可以断定, 5山海经 6的作者可能就是一位巫师。
/刑天 0神话是商人或其后裔创造的,这可以通过 /内证 0的路径来予以断定: 一是由 /争神0与 /干戚

之舞 0所折射的内涵,首先可以断定的是此神话的创造者为 /帝 0系部族的信仰者。在大邑商灭亡后, 他

们主观地认为通过 /争神 0和 /干戚之舞 0, 在追忆往昔的基础上加之巫术的力量能够重整旗鼓, 这种心

理上的报复与宣泄, 虽是蚍蜉撼树,却是商之后裔对整个周王朝的 /精神侵略 0。二是神在商周部族中所

占的地位不同, 5礼记 #表记 6云: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 先罚而后赏, 尊而不亲。其民之

敝, 荡而不静, 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敬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0¾可见, 殷商时巫风很盛, /争

神 0之事, 不可能出于周人之作, 是商部族一种 /大邑商 0心理的间接呈现。三是 5山海经 6神话中形象按
其神权的大小, 表现出一定的尊卑位次。在这个神话世界里, 地位最高者为帝,其次是神祗、人王、奇人、

怪物等。这充分表现出崇尚上帝的情结。四是 5山海经 6很明显地推崇商汤为英雄, 并以推翻夏朝感到

由衷自豪, 而对天仇视,蔑视周人发祥地, 西周的事情记述亦少得可怜, 5山海经卷十六 #大荒西经 6仅

记载: /有西周之国, 姬姓, 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 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 生叔

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 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0而 /刑天 0神话同样记述在 5海外西
经 6, 从 /大荒西 0和 /海外西0的空间方位上也可以推断是商人后裔对于起源于西部周族的蔑视。由此

可以推断, 5山海经6作者可能是殷商的后裔宋人, 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 此时各诸侯国称霸, 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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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裔有复国思想亦不可避免。

古代神话只能是那个 /永不复返的 0历史阶段的产物 ¹ , 即只能是它生长在其中的那个特定的社会

阶段的产物。钟敬文说: /原始人创造原始宗教和神话, 都是出于功利的目的, 也就是希望不受自然危害

和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0º 钟先生只是强调了神话创造的物质方面, 不可否认的还有其精神

方面的功利。换言之, 宗教或神话可以在意识形态方面表达自己部落的一种颂扬或者仇视的心理情结。

/刑天舞干戚 0的神话正是在周灭商的历史中, 商部族的反抗意识的反映; 或是在周统治期间, 商族后裔

对周族不满的发泄, 或可谓商族在施用原始巫术的同时行使的 /精神胜利法 0。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 #

泰勒认为: /富有诗意的传奇的创作者和传播者不自觉地、好像不经意地为我们保留下了大量可靠的历

史证据。他们把自己祖先思想和语言的传家宝放到了神话中的神和英雄的生活中去, 他们在自己的传

奇的结构中表现出了自己思维的进程,因此, 他们就保留了他们时代的艺术和风格、哲学和宗教, 而关于

那个时代的记忆本身却常常被书面历史丧失了。神话是它的作家们的历史, 而不是它所含的主题的历

史; 它记录下了富有诗意的民族的生活, 而不是那些超人英雄们的生活。0» 至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 5山海经 #海外西经 6中的 /刑天 0神话, 蕴涵着真实的历史信息,既反映出信奉 /帝 0的商族后裔企
图恢复统治地位的情结, 又折射出商周两个族群在宗教领域曾经发生过至上神信仰之间的冲突, 然而,

后人仅仅按照神话文本去误读 /刑天0神话, 却并没有理解该神话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真实内涵, 是故我们

在研讨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还应关注历史神话化的问题。

[责任编辑:翁惠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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