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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印记

天地日月神话的中国文化精神

■

天地日月神话是一个整体谱系
田兆元，民俗学家，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
主任。著有《神话与中国社
会》《中华创世神话六讲》

《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
究》《上海匠心》 等 10 余
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神话学与民
间文学研究、中华文化传统
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等。

神话是人类文明最早的
精神印记，蕴含着原始先民
对文化生活的认识。中国神
话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前
成熟的文明发展历程，是重
要的精神纽带，为理解中国
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特质、
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独特视
角。中国神话中的“天地日
月”是什么样？它与中国文
化精神有何联系？神话对于
人类社会和民族国家来说，
究竟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
本期讲坛邀请华东师范大学
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讲
述神话与中国文化精神。

神话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精神印
记，是人类与动物揖别、实现自我成长
的标识。神话是人文的第一缕曙光，是
文化的源头。举凡宗教信仰、历史传
统、社会规范以及艺术审美等，所有
社会群体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都是
来源于神话，来源于以神话为核心的
文化体系。作为群体的文化标志，只
有当人们认同共同的神话之时，一个
民族才算真正形成。从这个意义上
说，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是神话的基
本功能。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神话
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美丽幻想，是永恒
的诗篇。但过去有一种误解，认为由于
原始时代生产力落后、征服自然的能
力不足，才产生了对自然的想象；随着
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神话会逐渐消
失。应该说，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事实
证明，神话从来就没有停止发展的脚

步。它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与人类始
终伴随；它是理想的灯塔，引导着人们前
进和探索。

神话常常走在科学和现实的前面，
而科学又在“追梦”征途中不断实现人们
的美好愿望。比如，广寒宫寂寞嫦娥舒广
袖的神话叙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
绕月卫星“嫦娥一号”、月球车“玉兔号”、
火星车“祝融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实
验卫星“羲和号”……中国最先进的航天
器与最古老的神话紧密相连。可见，神话
是中国人伟大梦想精神的载体，也是“中
国梦想”的雏形，它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
要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

神话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个记
录体系，留有社会生活的足迹，所以通过
神话可以考察中国人的文化历程。但神
话更是社会生活本身，是社会的有机构
成。有学者认为，社会由制度结构及维系

这个社会的文化结构所组成，神话就是
维护这个制度结构的神圣叙事。从这个
层面上看，神话既像一种政治，又是一种
哲学观念。

神话是一种自然信仰与祖先英雄崇
拜的叙事，是净化社会风习、倡导感恩回
报、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我们的祖
先是这么对待“神”的：“法施于民则祀
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
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
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礼记·祭
法》）在古人看来，所谓神灵信仰，是一种
报恩，是一种英雄的传奇叙事。我们在这
里看到了自然信仰的本质——自然对于
人类的馈赠，我们要予以回报，这就是自
然信仰与自然神话。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又是文明
发展的见证者与助推者。神话具有鲜明

的族群性，又有博大的普遍的共同性，神
话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神话的核
心功能是构建认同与统一性。神话通过
叙事构建认同，叙事是神话的存在方式，
神话因为叙事而存在。中华神话的叙事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对
应关系。

中华神话叙事源远流长，与文明的
发生相伴随。神话是一种神圣叙事，这个
基本属性被广泛认同。神话本以文字和
口头流传，但是原始时代没有文字，那
时的口语也没有办法记录下来，所以原
始时代的神话没能以文字的形式保留
下来。然而文字只是神话叙事的形式之
一，仪式行为也是神话叙事的重要方
式，不过仪式过程在古代也不能活态记
录，作为时间艺术的仪式，随着仪式展
演的结束也就成为过去式。但是，古代
的天地日月的祭祀仪式叙事形式被文
字很好记载，十分完整。物象图像与景

观同样是神话重要的记录媒介，是更加
直观的叙事形式。所以，语言文字叙事、
仪式行为叙事、图像景观叙事是神话叙
事三种主要的叙事形式。其中，图像景
观具有跨越时空的传播能力。我们今天
看到的浙江上山文化，出土了万年前的
稻谷，这对于证实中华文明古国是世界
稻作文化起源地增加了有力证据。更令
人惊讶的是，在一块陶片上绘有太阳闪
光的图案，这与后来的太阳崇拜图案形
成渊源关系，而稻作既离不开太阳的庇
佑，也是太阳神话的见证。古老的太阳
神话发生在万年之前，一直延续到当
下。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距今八千多
年前的兴隆洼遗址就出土了“石摆龙”，
以及表达龙图腾崇拜的玉珏。龙神话一
直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
的文化符号。中华神话的连绵不绝也实
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连续性，它具有
强大的韧性，且不曾中断。

天地日月神话是一个整体谱系，
是以天为核心的构建。同时，它也是中
国文化的中心问题。在流传了一两千
年的《千字文》中，开头就描述了天地
日月的状态：“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
月盈仄，辰宿列张。”《幼学琼林》一开
始也说：“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
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
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
这就说明，天地日月，是自然世界的最
高问题，也是人的基本依赖。所以《礼
记》也说：“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
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天地日
月，是民众仰赖的基本生活资源。

天在哪里？天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其发展空间不会受到限制。中国的天
作为最高的主宰，定位无所不在，就在
身边。“人在做，天在看”，如果真的有
这回事，会让我们的行为受到限制。虽
然无所不在，人们感觉圆形比较符合
天的形象，于是便有了天的可感的符
号：圆。

天除了整体一个圆形，就是一个
平面吗？不是的，天有九重，是一个立
体的存在。屈原说，天有九重，谁创造
出来的？这是屈原之问，说明在战国的
时候，天有九重的神话已经流传了。神
话传说中，天是八根柱子撑着的，柱子
在哪里？屈原搞不清楚，要问。但这是
神话，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当时行走条
件有限，不可能到处去考察。可是在中
国有很多叫天柱山的地方，如安徽天
柱山、湖北长阳天柱山、山西有天柱
山、福建有天柱山、山东有天柱山、甘
肃有天柱山，真的差不多天有八柱啊！
这些天柱山，很多都与古代天柱神话
观念，也与共工怒触不周山导致天柱
折断神话有关，更与女娲断鳌足重新
树立天柱有关。

那么地是怎么安放的呢？中国古
代神话说，是用绳子系在天上某处的。
这个说法强调了天地的依存关系。天
被地上的柱子撑着，所以掉不下来，地
在天上吊着，所以稳固了。从理性的角

度看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天地一体的
观念，在这种神话中就体现得十分充分。
这种叙事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对天地有
多科学的描绘，而是实实在在讲述了天
地一体，不可分离。天在上、地在下，成为
一种等级社会秩序的依据。

可是这样的秩序被一个叫共工的神
破坏了。古神话说，共工要与颛顼争夺帝
位，输掉了发脾气，把头往不周山一撞，
天柱折断了，天就倾斜到西北了，这是不
是西北离天更近一些呢？所以日月星辰
都往西北去。这一撞击，还有一个后果，
就是那系着地的绳子也断了，主要是东
边的绳子断了，东边的地就下陷，水就流
到东南去了。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神话，这
个天地神话解释了可以观察到的地理自
然现象：水往东流。日月星辰东起西落则
是普遍的自然规律。当然这也是潜在的
地理政治的神话。

天地这样一种结构，看起来弱不禁
风，很容易遭到破坏。神话世界当然不允
许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那个头触不周
山的共工，就遭到了惩罚，他被视为“四

凶”之一被流放，共工被流放的神话是要
维护天的尊严。著名的女娲补天神话也
是讲述这一问题，天被女娲补上了，而那
些在地上捣乱的怪神也被惩治。过去我
们只是关注女娲补天，忽视了一点：女娲
是一个强大的战神，断鳌足，杀黑龙，这
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大地的秩序与平安。
所以天地日月的神话是自然秩序的神
话，也是社会秩序平安的表达。

天地皆有创世功能。天生万物，地养
万物，这是中国神话的基本叙事。我们后
来关注了盘古开天的创世神话，很大程
度上忽视了天地的创世神话。

国家重视土地占有，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重视社祀。国家有大社。《礼记》中
有：“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
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
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
曰置社……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
或立灶。”这种祭祀制度和土地占有制度
是有关系的。在周代，庶人是没有资格立
社的，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拥有权，土地是
天子的资产，诸侯有代理天子管理土地，

所以也有社。庶人没有社，也就是说，庶
人本不用祭祀土地神。但是，庶人也要感
恩土地，同时期盼获得土地资源，所以也
会积极参与土地神祭祀。

社神是谁？是共工的一个儿子，叫后
土，也就是勾龙。很多人研究认为他就是
大禹。大禹就是第一代社神，地位非常崇
高。但是秦汉以来，社神存在着从国家祭
祀向民间渗透的一面。土地爷土地婆后
来由更多的乡贤和地方神灵担任了，比
如蒋子文。土地神信仰是秦汉以来庶民
享受土地权利的一种表现，体现土地资
源一定程度向民众的倾斜，这样也极大
地引发了民众的土地神敬仰的激情。土
地神被尊为福德正神，有多方面的意义：
不是感恩，更重要的是激活了民众爱乡
爱土，以及爱国的情怀。

日的神话，即太阳神话在中国影响
很大。太阳神是一只鸟。七千多年前河姆
渡的双凤朝阳，表达了这样的意蕴；三千
多年前的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四
鸟绕日图案，成为如今中国文化遗产的
标志。金箔有四只鸟，代表着四季；有十
二个圈，代表十二个月，日月季节对自然
的崇尚，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太阳崇拜。太
阳神崇拜在民间成为天神的代表。日月
星辰，是天的化身，也是天德天威的
表征。

中国神话的太阳里有一只三足乌，
汉画中普遍出现这种太阳三足乌。三只
脚是怎么产生的？可能主要是鸟形铜器
为了稳定性的设计。青铜器和陶器，两只
脚的鸟是放不稳的。由于这种物品长期
被视为太阳神物，所以太阳里的鸟就变
成了三足乌。太阳神话和日常相关联，有
一项民俗是祈子，这也就是太阳神话的
创生功能。多方面的功能促进了太阳神
话的神圣感的生成。

太阳具有神圣感，月亮也有。人们尊
崇月亮，因为它是美的象征。月亮的神话
很有意思，月亮里面首先有蟾蜍。有人
讲，蟾蜍是嫦娥，人身蛇尾。蟾蜍、龙蛇、
月亮，三者一体。月亮因为不断出现盈亏
之象，因此成为生命循环永恒的象征。所
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极为重要。

日月神话是一个整体。日是金乌，月
是蟾蜍。过去蛙和鸟是一对联盟的各自
的图腾，如影随形一起运动。大禹以来，
龙的形象逐渐为中国人广泛认同，成了
核心的创世神话。四灵之左青龙、右白
虎、前朱雀、后玄武，这是多元的，但是龙
的信仰逐渐提升了。本来日鸟月蛙，奇妙
地融合在一起，后来龙进来做了日神的
车夫。一个是太阳崇拜，一个是月亮崇
拜，又与伏羲和女娲的崇拜结合。伏羲关
联太阳，女娲关联月亮，他们的结合，一
个拿着太阳，一个拿着月亮，身体成为龙
形交织在一起，变成了龙的传人，形成了
龙的传人多元一体的神话系统，这是巨
大的文化整合。周秦汉完成了这个过程，
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各族人民认同日月神话，认同龙的
传人，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统一性
与文化自觉性，选择伏羲、女娲、日、月、
鸟蛙作为共同的文化符号，这种认同还
在持续进行中。抗战时期，闻一多先生的
《伏羲考》，就是对于古老神话的现代阐
发，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意义
重大。天地日月神话发生古老，时间久
远，辐射面广，作为统一的文化符号，是
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

天地日月的神话在先秦时期就被文
字与图像景观很好保留着，秦汉以来，皇
家的天地神话仪式被完整保留，这就是
天神地祇系列、皇天社稷系列。同时，民
间形成的地方与天体的神话，也丰富完
整。天地日月的神话逐渐人格化，宋元以
来，天地四方使神话秩序开始井然有序，
本来皇家民间存在的神话分野被打破，
形成了朝野共同的神话系统，这就是以
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天地秩序，完美的天
地日月神话谱系。

天地日月神话是中华文明最宝贵
的文化遗产，亟待保护传承。敬畏自
然、尊崇自然的秩序，坚持和谐与包
容，是具备世界文化交流的基本前提。
我们要将天地日月、图腾祖先神话等
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加以
保护，并向世界传播，文明互鉴，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

天地日月神话展现了深厚的中华
精神，其表现为：

一、亲和的人神关系，和美的天人
合一形态。天地日月秩序的谱系成为
社会关系的范本，成为社会的精神性
构成。

先人如何祭天？《礼记·祭法》中
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
折，祭地也；用骍犊。”把柴火在坛上面
焚烧，焚烧马、牛之类的祭品，就是祭
天；把祭品埋下，给大地享用，这就是
祭地。放动物焚烧，烧了之后，有香味
出来了，通过香烟与上天交流，上天闻
到了，就会感到人们在祭祀它，它便会
赐福给人类。人们想象天神最直接的
感觉就是嗅觉交流。过去祭祀，有的是
一碗血放在那里，新鲜的，有腥气，人
们在茹毛饮血的时候，觉得这是最新
鲜的东西。大家还觉得触觉可以传递
信息，比如人们向乌龟祈福，就摸摸龟
的头，认为一辈子不用愁；摸摸神的
腚，认为一辈子不生病。所以有一些地
方的乌龟头被摸得光滑得不得了。嗅
觉和触觉都可以交流。还有视觉交流，

给神献舞，认为神可以看得见。听觉交
流，你要在神面前颂诗，神就知道了。更
重要的是，人与神要心灵交流，要诚心。
因此，人对神的祭祀，是全方位的交流。
神人之间像走亲戚一样，比较缺少威严
感，这就减少了宗教压迫的情形。人神的
亲和关系为社会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提
供了范本。

上古时期，王宫祭日，是一个祭坛上
的祭祀；夜明祭月，是帝王天子的祭祀活
动。《礼记·经解》说：“天子者，与天地参，
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
照四海而不遗微小。”意思不是说要在天
地那里得到好处，而是要配得上天地的
德行才行。“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
月。”祭祀日月之配来表示祭祀上天。“祭
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
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
位。”这是在建立秩序，建构时空。帝王学
习天地精神、天地之德，接着是要通过日
月理解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从天地日
月秩序学习来的，从天地日月规则中，寻
找人类社会的规则。《礼记》是上古以来
逐渐形成的经典，是社会规则之书，更是

神话之书。天地日月是一个完整的谱系，
人间向天地学习，构建社会秩序的谱系。
任何族群主导建立的国家，都必须遵守
这一秩序。所以，天地日月的神话是中国
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文化框架，传承天
地日月神话是社会合法性的依据。

二、天地日月神话体现中国文化感
恩保本与行善施恩的基本禀赋。

《礼记》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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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教民美报焉。”这
和天一样，通过社神崇拜，报答大地的养
育之恩，尊天亲地，对于大地的创世育民
恩德予以报偿。地载万物，没有地，天的
创造无所附丽。所以叫天生地养，缺一不
可。因此，地神即社神也是重要的创世
神。中国的天地神话是报恩的神话。日月
给世界带来光明，是大明之神，夜明之
神，这是光明崇拜，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生命崇拜与英雄崇拜，无不与其基
本的生殖生命崇拜相关，所以，报恩意识
的培育对于这个中华社会的礼仪建设也
是意义重大。

在报恩的神话叙事中，前提是天地

日月的施恩。所以，一种朴素的行善意识
通过何种方式在民间传播。如很多家庙
的楹联都会有这样一联：“世间数百年旧
家无非行善，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
书”。说明白一点，这种观念就是服务社
会，造福社会，这种观念深深地塑造了中
国人的人生理想。天地日月神话体现出
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念、生活观念与社会
观念。

三、天地日月神话体现中华文化的
统一性连续性与谱系特性。

天地日月神话，源远流长。我们从考
古文化中，会看到万年的太阳崇拜遗迹。
从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双凤朝阳图像到
三千多年前的四鸟绕日太阳神像，至今
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如同数千
年的“龙的传人”符号，中国太阳神图案是
天地日月神话的标志性呈现，这种东西南
北上下形成的共识，是中华文化统一性与
持续性的生动体现。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
的显著区别，是中国神话的持续性传承与
活态形式。巍巍神宫，盛大仪典是中国神
话的显著特点。无论是天坛还是社稷坛，
无论是山神还是土地神，他们都带着数千

年的古老灵性，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人类
优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

一套自先秦的天地日月的语言叙事
系统，一套不断完善的天地日月仪式叙
事系统，及其天地日月的图像景观系统，
讲述了庞大的活态的中华文化观念，培
育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这就是
对于传统的敬畏与传承。

四、天地日月神话体现中国文化旺
盛的创造力想象力。

中华天地日月神话是一个不断演进
和创造的系统。从自然神到人格神，实现
了人与神的沟通对话与跨越。而月神嫦
娥，是中国人对于美的想象与崇尚，是对
于生命永恒、空间跨越的伟大梦想化身。
她的形象，是中国科技的创造性精神符
号。天地神话之博大，开拓了人们的思维
空间。日月神话的想象力，增益的是人们
的智慧与理想境界。一个不断完善的中
华天地日月神话系统，需要不断地探索
认识，不断传承创新。

中华天地日月神话是巨大的宝库，
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需要系统研究、
传承，以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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