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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牺氏》

前言

神话，作为原始时期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虽不是历史，但却是历史的影子，所以有人说神话
是了解人类童年必须掌握的入门钥匙。虽然神话随着人类童年的消逝而不再产生，但历史已经证明：
神话具有不朽的魅力和无穷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出版业“鬼才”坎特门农出版社才发起了
“重述神话”的全球出版项目，由各国最具实力的作家用小说的方式“重述”本土神话。“重述神话
”并非简单地重写神话，而是颇具挑战性地再创造，以神话故事为原型，融合作家的个性风格，重述
对世界文明有重大影响的、积淀了数千年的神话经典。    “重述神话”工程在各国均引起了极大的轰
动，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各国出版社纷纷在筹划一套本国的“
重述神话”系列。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极为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其他大部分国家所无可比拟的神话优
势。因此，对于全球出版界，神秘而古老的中国神话亦将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所幸，我们欣慰地将
我国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而潜心创作的《太古足音》系列丛书奉献给读者。殷契以前的历史流于神话色
彩的传说，女娲“炼石补天”、伏羲“蛇身人首”、神农“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
，三岁而知稼穑般戏之事”，各种传说的三皇都是神。司马迁为黄帝及其嫡孙、曾孙颛顼、帝喾、唐
尧、虞舜作了《五帝本纪》，记述了他们的政绩和善行。司马迁笔下的五帝是人，是正统的入道见志
之人。《太古足音》系列丛书则不同于传说与正史中的任何三皇五帝版本，其创作原则是以新石器时
代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依据，以传说为素材，通过叙述填补历史的空洞，重构当时的社会生产
与生活。作品脱离神话，脱离宿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历史生活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先民先祖用
他们的双手和才智创造的历史。读者细细品来，会在作品的品位价值之外，惊喜地发现它们的学术与
知识价值。    丛书之一《庖牺氏》排好了版，策划人说还缺一篇序。《燧人氏》的序是苗子先生写的
，我本想请先生再提携一把。怎奈先生实在太忙不好意思得寸进尺了。早在写《燧人氏》时，郁风先
生就诚恳建议：“我知道你一定有话要说，应该趁这个机会把你要说的话对读者说出来。”那时懒了
，后来果然有读者问为什么要写那些一万年前的石头。我从没写过序和跋，好在有颦可效，就学李敖
先生的《我写(北京法源寺)》，写个《我写三皇五帝》，借此机会，一并交待书里书外。    这本书是
我的第二本历史小说，前面有《燧人氏》。其实《庖牺氏》去年年初就交了稿，只是依历史顺序，排
在了《燧人氏》后面。整个系列的酝酿和写作都有年头儿了，真不是现写现卖。    说起来话长，1966
年9月，我冒昧上书，不幸入狱，一住就是十年。铁窗时间不计日月，年复一年，睁开眼背语录，闭
上眼倒腾历史。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这些星星，隔着历史的光年，一万年、八千年、七千年之
后，依然灿烂夺目。这些名字都有内容，钻燧取火、种五谷养六畜、筑巢造屋⋯⋯它们闪烁的是那个
时代先进技术的光辉。    十年以后，在远离京城的一孔黄土窑洞里，我视死如归，只是遗憾死得太不
值，遂于心中默念：“只要不死，有出去的一天，我会讲这个理，把三皇五帝到如今争个明白。”   
1979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两位审判员，向我宣读了一份复审判决书，只记得最后一句判词
是：“宣布无罪，立即释放。”    一晃十二年半，出狱后，我如饥似渴地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
出国觅师写论文，求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我那颗叫真儿的童心仍未泯，补完最后的史
学教育，我便着手收集史料，考察三皇五帝之源。司马迁说他不写三皇本纪的理由：“神农以前，吾
不知已。”太史公不知的史料，所幸两千年后从地下发掘出来一部分。虽不足以著史，但可作为历史
小说之本。小说虽属稗类，也应有所本，《庖牺氏》本的是甘肃大地湾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
的坑、穴、灶、窖、墓、沟、房、窑址和近万件文物，尤其是最早的农作物标本黍。对应这个时期的
历史人物是神话了的三皇。    关于三皇，各说不一，但所有版本中都有一位农业先驱，或叫神农，或
叫庖牺，或叫伏羲。庖牺这个符号最生动，传递的信息最多，至少有猎、畜、陶、火。我就选择了庖
牺作为本书主人公的名字，以这个氏族的名字作为书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形态是母系氏族，酋
长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有领导生产能力的女人。庖牺这个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的人，就是庖牺氏的女
酋长。有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自然发展出来，八千年前的生活场景经过创作再现出来了
。    人是脊椎动物里最弱的，单个儿的人缺乏营卫能力，牙齿不利，指甲不硬，奔跑速度不快，只有
在群体里，才有生存希望。母系氏族是血缘和利益的群体，在与外族利益冲突中，难免产生打斗、杀
戮，群体内部遇到需求与现实的差距，也难免导致人际冲突，甚至闹出命案来。模拟原始社会生活的
故事情节发展，经常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打碎了以往接受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那时没有契
约和暴力机构，维系社会和谐的是对神的敬畏和对酋长魅力的帖服。酋长权力来自个人过人的能力，
给族人带来实际利益的能力。小说里的庖牺就是这样的魅力权威，她靠对自然界求生存的实践，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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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牺氏》

了提高族人生存能力的先进技术，教民制弓箭、结网罘、养六畜、种五谷，使庖牺氏的生活有了质的
飞跃。酋长犯了错误，给族人造成重大损失，她的魅力也就没了。小说写了庖牺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
，导致氏族死人过半，生者离开了庖牺，推举那个力阻错误行动的人当了新酋长。魅力权威依托人的
能力，本事没了，权威也就不存在了。    写原始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不能回避先民先祖繁衍后代
绵延种族这一面。再现新石器时代的生育习俗，靠流行的“群婚制”理论来虚构就麻烦了。我有幸在
为稻梁谋的工作中考察过中国古代生育制度，也做过几年城市婚俗的田野调查，这点民俗学功夫派上
了用场。写作中还参考了两次去山西发现的晋人一种古老的习俗：一次是“文革”前，我有半年住在
村民家里，日子长了，人家也不回避了，还告诉我谁跟谁“过着”，整个村子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性关
系图，一点不乱。这个结构是村民生活的重要支撑，夫妻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性自由，子女也视父母的
性伙伴为亲戚长辈。这种性关系的作用除了生儿育女，还是对过日子的支撑，遇事几个家庭互相帮助
；第二次是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常代犯人写家信，收信人从雁北到晋南，遍及全省。这些信有给“
爱人”的，也有给“朋友”的，往往一个人同时写两封。狱方视为正常，只要不谈案隋，一律放行。
这种生活方式在其他犯人中，甚至在某些监管人员中也有，而且很公开，两家孩子长得难以分辨，被
人混淆了，就笑着解释“我是谁的，他是谁的”。我把这种习俗揉进云南纳西族的从舅居，作为小说
中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比“群婚制”更符合八千年前的民风。八千年前的人也是人，所谓群婚
和乱伦，在动物界都罕见，何况人类。    原始人受自然界威胁多多，寿命很短，出土的头骨，牙齿基
本完好，高寿而死的，不过三四十岁。他们的生命健康主要靠巫来调治，《庖牺氏》里写了两代备受
族人赞崇的巫，巫的形象塑造主要依据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除治病疗伤外，还以神鬼代言人的身份
调理族人的心理。母系氏族里地位如此之高的巫，我想也应该是女人。书里的老巫婆还是氏族延续的
钥匙——收生婆，最后为求雨贡献了生命；巫婆的接班人是庖牺的好友，她淡泊权力，施医舍药，也
是氏族有活语权的重要人物。庖牺晚年得了不治怪症，痛苦不堪。她的继承人尽一切努力，让她活下
来，家人却不忍看着庖牺生不如死，庖牺本人也愿意尽早了结。在愿望冲突中，巫婆尊重庖牺的选择
，给她吃了大量苦杏仁儿，算是最原始的安乐死。    书中深意，望读者用心领悟。作者之愚见，只愿
以今人之思维，填补历史之空洞，遥思祖先之博大坚忍、自强不息，以期今人共勉!    鸭先知记于2006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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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牺氏》

内容概要

《庖牺氏》是继《燧人氏》之后，“太古足音”系列历史小说的又一
锤厚重的历史之音，此书以新石器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依据，
以神话传说为素材，用重现远古生活的绚烂笔致，填补了现代与历史的距
离。
    庖牺，本是农业先驱，传说中三皇之一，书中将其刻画成胸怀天下的
女酋长——庖牺氏。本是妮子之身，娇弱可人，竟化为庖牺之神，承载流
传千古的厚重和沧桑：小小年纪便磨刀霍霍，男女之事也身负厚命，最终
亡于苦杏仁儿⋯⋯女人，女酋长，庖牺之神，成长之痛，历史之味，都融
在对先民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中。若细细玩味，恍若身处远古之中，恍若
亲临真实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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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牺氏》

书籍目录

第一回 雪娘娘舞白坳中坳  火姐姐烧红天外天第二回 有能耐贵人福万世  没根基危树害当前第三回 瞎
姥娘洽好腰间疾  喜妮子凿出山顶焰第四回 钻木火造福燧山氏  结网罘施惠雷泽民第五回 开小窑烧瓦烧
深子  织大网系纲系浅标第六回 鼠磨牙咬烂麻绳网  雀啄粒拱翻竹簸箩第七回 挖陷阱设罘套野味  养滩
羊挤奶烹鲜食第八回 看羊群憨小说混话  寻猪迹沟儿道趣情第九回 弯竹弓围捕青獠兽  磨骨簇射杀花羽
禽第十回 庖牺牲尽享一刀肉  织麻布惟图千户福第十一回 种火麻始晓公和母  孵水蛋方知鸡与鸭第十二
回 憨鸡婆孵蛋尽职守  懒鸭母丢儿不抱窝第十三回 人逢运火麻降好事  鸡遭灾黄鼬行邪端第十四回 意
不合语恶女伤母  脐难断情亲牛舐犊第十五回 犟妮子偏逢犟业畜  憨沟儿巧遇憨冤家第十六回 未开化不
知男女事  合阴阳方悟人之初第十七回 大意爹丧命凶豺口  小心女夺生恶兽窝第十八回 豺狼沟巧遇迷失
客  杂种洞偶拾沦落羔第十九回 施厚爱沟儿哺幼崽  报深恩杂种赶狼群第二十回 连天雪夺食杂种战  卷
地风送肉野人情第二十一回 报深仇斧欢花石树  雪大恨火烧杂种沟第二十二回 闻奇功争睹千缘善  见病
状强留弧命人第十三回 破天荒开地种麻谷  解人怨赔情了是非第二十四回 开农机播种种遭窃  辟谷地移
苗苗遇劫第二十五回 求娘娘无奈生濒咒  靠自个终能咒夏生第二十六回 人无福春种肉胎坠  天有报秋收
谷穗熟第二十七回 贪穗禾贱妇丧独子舍谷米贵人惜二胎第二十八回 一场惊且喜珠胎保  二茬祸但悲苗
种催第二十九回 跁蹅地蠢驴陷几许  守护苗灵犬添八只第三十回 收徒儿惟愿避灾祸  救师傅但求保太平
第三十一回 花生胎降喜降福祉  驴马配添牲添大骡第三十二回 瞎姥娘献命求甘雨  冷妮子舍身觅雅香第
三十三回 闻丁香析理辨香味  尝莓子砭皮洽粉鼻第三十四回 救落水舍生见义犬  祛惊风忘我显德巫第三
十互回 寻盗贼花狗裂头脑  惩凶手沟儿破肚肠第三十六回 造强弓先父功无量  毁幼第遗弧罪有余第三十
七回 冷妮子惩心胎位正  痴庖牺苦意星光移第三十八回 念恩师练射十年梦  依慈祖守灵半夜情第三十九
回 疗心伤医者施良药  患项疾病人获冷言第四十回 为女人反被女人怨  救兄弟竟遭兄弟杀第四十一回 
阴阳错有情成眷属  天地合无意散鸳鸯第四十二回 评前尘妞子轻权势  虑后事老娘量品德第四十三回 众
坭子山中剥栗子  十姥娘窑里挑能人第四十四回 麻花女残躯藏智慧  大群男拗性露迂痴第四十五回 念山
石孤女护狐命  识天地大娘让贝权第四十六回 收亡魂大家镇荒野  飨存继磨盘奠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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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牺氏》

章节摘录

八千八百年前，黄河和长江的上游，清泉汩汩，百河分流，大自然的奶汁儿滋补着大片大片丰盛的水
草地。这些大大小小的河川如今都还在，沿着古老的河道默默地汇入声重名显的大河。流进渭水的有
清水河、耤河、榜沙河、葫芦河、牛头河、永川河⋯⋯渭水卷着滚滚黄沙往东流，托住了打北边儿直
冲而下的大河；还算清澈的大河打这儿变了方向，也变了颜色，成为东去的黄河。流进嘉陵江的有麻
沿儿河、清泥河、永宁河、红崖河⋯⋯嘉陵江往南流，投奔了打西面过来的长江。黄河、长江这一对
千古知音，南北唱和，东奔不息，载着百川之水，冲刷着千秋岁月，积淀起万里文明。    清水河是两
河的骄子，上游更是得天独厚，这儿春天雷特别多，滚滚的雷震破了天，天上的水化成春雨，盈河润
泽养育大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的先人，为了感谢老天爷的恩泽，就管他们的家乡叫“雷泽”，管自
个儿叫“雷泽人”，他们的部落也就成了“雷泽氏”。    雷泽氏里后来出了个女能人，那时候女人能
干，女人当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都是女酋长，人们管酋长叫“大娘”，这个可不是“婶子大娘”的
“大娘”，而是“最能干的女人”，一个族里只有一个大娘。男人成家叫“找女人”，男人跟着女人
过日子，男的管女的叫“当家的”，女的管男的叫“那谁”，或者指着孩子叫“他爹”。一族的人都
是亲戚，叫起来全是“啥啥姥娘”、“啥啥姨姨”、“啥啥姐”、“啥啥妹子”。男人，不兴叫爷爷
、伯伯、叔叔，也不兴叫姥爷、姨父、姐夫、妹夫伍的。不管是家里的，还是过来的，都叫姥舅、舅
舅、哥哥、兄弟，反正全都是娘的亲戚，都是一家子。    雷泽的这个女能人教族人结罘(音“夫”)网
、养六畜、种稼禾，雷泽人从此不再是茹毛饮血的野人了。他们杀自个儿养的畜牲做熟了吃，这可是
了不起的进步，救了男人的命啊，他们不用再干那追逐奔波的悬乎活了，命也活得长了。雷泽老少告
别了一顿吃饱了好几天挨饿的日子，啥时候想吃啥时候杀，日子过得好了，人活得强了。自古吃猎获
，无所获就吃不上，雷泽人庖牺而食，刀把子攥着畜牲的生死，多硬气多自豪啊!雷泽人成了庖牺人，
雷泽氏成了庖牺氏，女能人也得了庖牺之名，当上了庖牺氏的酋长。    说完楔子说故事，故事老得不
能再老了。打庖牺小时候说起，妮子下生儿的时候叫“雪妮子”，这名儿一直叫到她当上头人。“庖
牺”是族人按照她对族里的重大贡献送给她的称呼。    清水河边儿有一棵老榆树，老得都不知道多老
了。瞎姥娘是雷泽最老的人儿，听瞎姥娘说，她小的时候，还有眼的时候，老榆树就已经这么老了。
天长日久，风刮雨水冲，树走了土，露了根儿，暴凸的老筋被人们踩脱了皮，疙疙瘩瘩，磨得像一堆
光石头，根根结结铺盘出去老远，周围的榆树都跟这老根儿有干系。老榆树两根粗大的枝桠向清水河
横伸过去，不知哪一年伸到了河那一边儿，给雷泽氏的先人搭了一座示范桥。先人们仿照这个样儿，
在旁边儿造了一座架在石头墩子上的木头桥，木头桥源于老榆树的启示，就落了个“老榆树桥”的名
儿。    原来的榆树桥成了孩子们的桥，孩子们追逐戏耍着跑过河去，又跑回来。直到有一天，一个孩
子掉下河淹死了，大娘才叫人砍了榆树桥。    榆树桥虽然砍了，可是，过了河的榆树枝权垂到地上，
着了湿，竟扎了根儿，长出了小树，树又生根儿，盘延伸张，年复一年，对岸起来一片榆树林儿。瞎
姥娘没见过这片林子，那是她眼瞎了以后的事了。    雷泽氏老少三千来口儿，靠捕鱼打猎过日子。女
人们在清水河边儿用削得尖尖的长棍子叉鱼，雷泽人靠清水河养着，河干了抓螺蛳，河冻了砸冰窟窿
等鱼冒泡儿，瞅准了，一棍子叉下去。男人们拿石头球和尖棍子在清水河北边儿的草地树棵子里追麋
鹿、滩羊、狍子、豪猪、河狸，拿小石头蛋儿拽成群的黑尾巴狗耗子和水湾里的鸭子伍的。雷泽人管
他们打猎的这片灌木草地叫“雷泽”，一说“雷泽里”、“去雷泽”，就是指这一片地儿。    孩子们
没那么大劲儿打猎叉鱼，干的是采野果儿挖野菜伍的轻活儿。老天爷啥时候给啥，雷泽人啥时候就吃
啥，地里的苣荬菜、马齿菜、刺儿菜，树上的毛桃儿、苦杏儿、杜梨儿、板栗、核桃采回来都能填肚
子。秋天，孩子们剥了苎(音“住”)麻搓成绳子，好把兽皮捆在身上，这就是“衣裳”了。绳子除了
绑东西，还有个非常大的用处，就是系疙瘩记事儿，大事儿系个大疙瘩，小事儿系个小疙瘩。好记性
不如烂绳头儿，家家墙上都挂着根记事儿的绳子，大娘家里绳子更多，大大小小的疙瘩记着一族的事
儿。    清水河南岸屏着叠次的群山，这些山都叫南山，山皱皱里圪蹴着一个不小的坳子，坳子西南高
，东北低，一层一层往上全是窑洞，雷泽人把大自然改造得蔚为壮观，家家有一块儿日没栖息之地。
一股清溪绕了东边儿半拉坳子下来，在老榆树桥底下钻进清水河，人们管这溪叫“清水溪”。傍着清
水溪有一条盘山道，是山洪冲出来的，也是人踩出来的。弯弯曲曲的土道像一根儿铰不断的脐带，把
南山坳跟下头的清水河和河北边儿的雷泽连成一体了。    跑不动站不住的残人在坳子里磨石头，干这
活儿的只有残人，那时候没有“老人”一说，那时候的人沟沟坎坎太多，一个蹦不过去，命就到头儿
了，很少有能活过四十岁的。三十多岁的“老人”不呆不傻，牙不缺眼不花，只要不缺胳膊不少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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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前跑后干这干那一点儿也不输给十几二十几的。磨的石头有的是从河边儿捡来的，有的是从花石
山上采来的。河边儿捡来的石头，圆的长的都有个形儿，就着原样儿能磨成一捧大的石球、巴掌大的
两头尖的石核、指头肚儿大的石弹子。石球、石核是男人们打猎的武器，弹子是打鸟使的。山上采来
的石头片儿和石头棒子磨成石刀和见棱见角的石钎、石锥、凿子；石头块磨成斧子、锤子、锛子，这
个难点儿，磨好了还得凿出装把儿的窟窿眼儿来，凿劈了就废了。石钎、石锥、凿子、斧子和锤子都
是打磨刮削石头的家什，手巧的连凿带刮能锛出鹤嘴儿一样的石锄来，孩子用锄挖地里的甜草根儿。
剩下的碎石头片儿也有用，稍微把刃儿磨一磨就是一把快刀，削棍子、割肉都行。不过雷泽人用的刀
讲究多了，刀刃儿又快又长，大砍刀的刃儿比一条胳膊还长，安上木头把儿，能砍能剁。    一大早儿
，东北边儿树跟天相连的山边儿上，起了一抹藤花儿晕，灰蒙蒙的天映着，黑黢黢的树衬着，紫得分
外绚活。绚紫色的边儿徐徐托起一层薄薄的粉红，这红越来越厚，越来越艳，越来越红，一会儿就燎
着了杂树林子边儿上一片树梢儿，呼呼烧红了东边儿的天，火在林子里乱蹿，烁烁燎眼。红光透过密
密的枝枝叶叶，忽闪忽闪掉到地上，进出千片万片大大小小晶晶亮亮的碎花瓣儿，连觅食儿的鹿都不
忍去踩，蜷起两条后腿儿大步蹦过去。    朝霞裹着一个水红的小妮子，往西边儿窑洞扑过来，霞光笼
着一个剔透的童话，小妮子跟只雀儿似的激灵灵叫着：“娘!娘!燧娘娘显灵啦!燧娘娘显灵啦!”脆生生
的小嗓儿蹦蹦跳跳撞在一层层窑洞上，在坳子里嗡咙嗡咙转悠，最后落到清水溪里，碎成一圈圈水花
花儿。妮子下巴颏儿糊着一层水雾，托着呼呼冒白汽儿的厚嘴唇儿，白的更白，红的更红；冻红了的
小脸蛋儿潮乎乎的，像带着露水儿的果子；眼睫毛儿托着细小的水珠儿，蒙住了一对沉甸甸的大眼睛
。    妮子的娘起来了，娘脑门子上印着雷泽里的七事儿八事儿，眉间竖着刻着三条咋也展不开了的道
道儿，一对好看的细眼也给衬成了大马眼。娘脸上的道道儿全在上头，脸光乎乎的没道道儿，高兴的
时候凹下俩小坑儿，坑儿里头窝着好看的笑。娘的下巴像一块刻出来磨好了的石头，石头下头挂着一
串儿好看的贝壳儿，个儿挺大，花纹已经磨得光乎乎的了。娘脖子上还挂着一只骨头刻出来的哨儿，
白光的哨儿系在乌黑的皮绳儿上。两圈儿古怪的挂饰给主人的脸增添了不少威风，一看就是个能干的
主儿。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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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远古先民，结罘网、造弓箭、养六畜、庖牺牲、种五谷⋯⋯天地之间，棍子叉鱼、石球打猎、茹毛饮
血、草籽儿充饥⋯⋯纯朴的部落与野蛮的角逐，粗野的民风与绵长的爱情，犷悍的风情与细腻的家事
，纠缠萦绕于书中的字里行间。    取于神话，又脱离于神话，拘囿于宿见，又逃离于宿见之外，“没
有叙述的历史是空洞的”，所以要让历史有血有肉：代言神鬼也遍尝百草的神农，为万民求雨而献出
了生命；淡泊名利、施医舍药的庖牺好友，是氏族中的重要人物；一生历尽苦难的庖牺，一个为世人
而活的杰出女人，终因晚年的失误，葬送了氏族大半的人命，权威不再，最后用最原始的安乐死结束
了人的生涯，开始了无止境的神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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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超神的想象力
2、最后的狐狸皮有点牵强，在上一部里面他们早就学会了鞣皮，怎么可能还出这种岔子
3、可素我觉得这本的包装什么的完全比不上燧人氏，感觉Ｄ版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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