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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集粹丛书 神异篇》

内容概要

序 说
一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自己远古的动人的神话。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
然更不例外。中国的神话，不但丰富，而且美丽。可惜先前的人们没有注意去保存，使它们散失了不
少。剩下来的一些零星片段，东鳞西爪地散见在若干古书里，也或多或少地经过了篡改和歪曲。但即
使是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我国古代神话和传说的丰美。
神话起源于人类的童年。原始人类起初是蒙昧无知的，由于长时期的劳动，“两手教导头脑”(高尔基
语)，使头脑逐渐变得聪明起来的时候，才对于大自然所发生的各种现象，例如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虹
霓云霞的变幻，风雨雷电的击搏，森林里大火的燃烧⋯⋯产生了巨大的惊奇的感觉。惊奇而得不到解
释，于是以为它们都是有灵魂的东西，叫它们做神。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有了一些解释自然现象的极
简单的神话。例如《山海经》所记的“各有两首’’的 (即虹虹)；《左传》所记的高辛氏两个“不相
能”的儿子所化的参、商二星，它们东出西没、永不相见；《淮南子》所记的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
”，使“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大约可以举来作为这类神话
的说明。
原始人类并不满足于仅仅对自然现象作解释，随之而来的，便是征服自然的神话。由于原始社会生产
力的低下，原始人类长时期被生存的困难和与自然作斗争的困难所逼迫着，在他们的想象中，就有了
控制自然和压倒自然的威力的欲望。要达到这种目的，离开劳动还是不行的。因此，他们一再用激情
的调子，唱出了劳动和劳动英雄的颂歌。他们歌颂用斧头开天辟地的盘古，抟泥土造人和熬炼五色石
补天的女娲，和旱灾作斗争因而射落天上九个太阳的羿，治理洪水的鲧和禹，教导人民种庄稼的后稷
⋯⋯。这些征服自然、改善人类生活的劳动英雄，是神，具有着超人的神通和本领，然而他们同时又
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他们是生活在人群当中，忠心耿耿地为人群服务的。
神上了天并且在天上愈升愈高，这乃是阶级社会形成以后的事。古代劳动者创造了可以作为劳动模范
的诸神，原不过为了鼓舞自己劳动的热情，后来阶级产生了，统治阶级便把这些劳动英雄据为自己的
祖宗，抬到九重高天去，用以威吓和欺骗劳动人民，使他们安于做奴隶，于是部分神话就变质成为迷
信。
但迷信也还是束缚不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的。尽管神被奴隶主抬得一天比一天高，群众中却滋生着
一种反抗神的意愿。这意愿的具体表现就是：天才的人民又创造了反抗神的神。在中国神话里，这类
的神很多，有射太阳(他们都是天帝的儿子)的羿，偷窃息壤来平治洪水的鲧和禹，和上帝争神座的刑
天，以及后来传说的斧劈桃山的二郎神杨戬，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等等。像这样一些英雄神话，正
反映了阶级社会里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有的神话虽然主题表现的仍是征服自然(例如羿
和鲧、禹的神话)，但因为是在阶级社会里才最后完成的，无形中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高尔基说：
“神话的创造在自己的基础上乃是现实主义的。”(《苏联的文学》)这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长期遭受严酷封建统治的中国社会，也随时在产生着新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题，往往带着浓厚的反
封建的色彩，至于它们的内容，则经常是描写少年男女为了爱情的自。由和幸福向封建势力作坚强不
屈的斗争：因为这不但容易激动人们的心弦，实在也关系着每个人的命运，于是在神话里我们就可以
看见牛郎织女如何反抗威严的天帝，善良的白蛇如何反抗妖僧法海⋯⋯他们在正义的斗争中，都具有
哪怕是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的决心。也有好些神话，直接描写到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和统治者正面的
对抗，如《眉间尺》里的眉间尺和“道逢客”，
用了他们的头颅去奋战楚王；《望娘滩》里的那个穷苦的孩子，被逼吞下了宝珠，变成了蛟龙，想要
兴起洪水去淹灭仇人的家园⋯⋯都充分地反映了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残酷和人民还击统治
者的英勇。
劳动人民创造了神话，无形中也把自己身上存在的各种优秀的品质，灌注在神话里的神和英雄的身上
。看啊：那追赶太阳的巨人夸父是何等的豪迈!那用小石子、小树枝去填平大海的小鸟精卫又是何等的
坚韧!那小小年纪就去拯救他的母亲、历经艰险、百折不挠的沉香，又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乃至于舜的
仁爱，田章的聪明，李冰的勇敢⋯⋯所有人们对神的这些优异的禀赋，原来也都是劳动人民本身固有
的美德。《风俗通义》说：“女娲抟黄土造人。”这当然是神话。实际上倒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形
貌塑造了神话里值得颂扬的诸神和具有神性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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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神话的本身就从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了。但作为一种艺术，它确实具
有强大的魅力，必将历久而常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大人是不能变成一个小孩的，除非他变得
稚气了。但是，难道小孩的天真不能令他高兴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神话正是人类童年时
期天真烂漫的幻想，因此值得珍贯。
二
在神话研究方面，我是持广义神话观点的。广义神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把神话的起源和它的发展演变
联系起来考察，即不仅承认起源时期的神话(原始社会的神话)，也承认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发展演变的
神话。那种以为神话是和原始社会同终始、企图把神话约制在原始社
会以内的看法，我是不赞成的。事实上，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仍有大量的神话存在；即使以古代神话
而论，古代神话也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最后完成的：这就是我认为后世也能产生新神话的主要依据
。说到神话的消失呢，神话是会从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的，但从现在世界的范围而论，还不能说它就
完全消失了。
我很高兴接到《中华文化集粹丛书》邀请编写《神异篇》的任务，因为它的总体精神是在于发扬祖国
的优秀文化，给青少年以有益的精神食粮，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是一，其二，《神异篇》这个名目我
觉得拟得很好，它的概括性较大。照我的解释，“神”就是神话，“异”是神话的变异，即发展演变
中的神话，这样就把神话的起源和发展两方面都照顾到了，符合我广义神话的思想，我也乐于接受。
汉代末年有一部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格局是模仿《山海经》的，内容性质则大体属于神话的变
异这方面，立名的精神可以和《神异篇》相通。
《神异篇》的主要部分是神话，占了14节，“牛郎织女”以前，大体上属于神话的范围，它们的主旨
前面已略有介绍，这里就不再多赘。 。
现在要说的是从“穆王西游”到“白蛇传”这22节，大体上属于神话的变异的范围，即进入阶级社会
以后新生的神话。这一部分中又大致可以分为(1)历史人物的神话。(2)仙话和佛典中的神话。(3)拟神
话。(4)文人写作的神话。(5)民间神话。(6)其他。这么几类。
先说历史人物的神话。
历史人物的神话，从“穆王西游”到“李冰斗蛟”，共7节，大体上属于这一类。这类神话的主要特
点是：以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作主角，再附会上神话的因素，过去有人称它为传说，我们则当它作神话
看。其间“眉间尺”这名字近于虚构，但眉间尺的父母干将、莫邪乃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所以也把
它包括在这一类里。
再说仙话和佛典中的神话。
仙话和神话本来是同出一源的，它们都和原始巫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仙话宣扬长生不
死、修炼升仙，个人利己的因素多些，但其抗击死亡恶运的精神却是和古神话中英雄们征服自然的精
神有相通之处。仙话不始于道教的建立，只是道教建立以后，由于教徒们的推波助澜，使仙话更加得
到发扬罢了。仙话中也有较积极有意义的，可以当作神话看待。例如前面“神女峰”、“龙伯钓鳌”
、“老子出关”等节，都具有仙话的色彩，但仍当算是优美的神话。现在又特选“张道陵七试赵升”
，作为较有意义的仙话的代表，略加叙写，以见一斑。至于佛教经典中的一些神话人物，如观音、善
才、龙女、文殊、普贤、四大天王、十八罗汉等，也随着两千年前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逐渐被人们熟
悉了。群众还根据这些人物的不同特点，创造出一些纯属中国风格的神话来。其中“哪吒闹海”神话
，就是一个从佛教经典中演化、创造出来的优美神话，也根据有关的材料略予煊染，将它写出。
再说拟神话。
拟神话就是摹拟古代神话的内容和格局而创造的新的神话故事。这类神话故事不但在民间广泛流传，
而且神话的主人公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为他们立了庙祀，使神话故事不但久传不衰，还因立庙之故又
有新的附会增益。我用“张大帝与张龙公”一节的篇幅来将这类神话的情况稍加展示。
然后说文人写作的神话。
文人写作神话，自古已有，不过唐代以前，大都偏于记录传闻，从唐代开始，才有根据某些神话材料
特意创造神话故事的倾向。唐人写作的神话故事不下六七篇，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李公佐的《古岳渎经
》和李朝威的《柳毅》两篇。《古岳渎经》中写的无支祁，在“鲧禹治水”节中已经大略介绍过了；
现在又根据《柳毅》篇中所写，在“柳毅传书”节里，稍微予以介绍。
最后说到民间神话。
民间神话是神话的一个广泛的概念，任何神话都来自民间，似乎都可以称为民间神话。但多数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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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民间流传，一经文人记录，便比较完整，比较定型，以后即使有某些发展和演变，却只是细
节上的一些变化，故事的轮廓还是大体依旧，像这类神话，就不能称作是民间神话。现在要讲述的民
间神话，是那些虽有古籍零星记载，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一直没有定型，只是或明或暗地广泛
流传于民间，靠小说、戏曲、唱本、鼓词、。绘画等为之媒介，使它们在群众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如本书后半部选写的“董永和七仙女”、“沉香救母”、“和合二仙与刘海戏蟾”、“白蛇
传”等，就属于这一类。
除此而外，还有暂时无法精确分类的，只好列入“其他”类中，像“田章上天”、“陷湖传说”、“
德庆龙母”、“白螺天女”、“鲁班造桥”、“钟馗捉鬼”、“陈鸾凤”等都是。神话本来从内容到
形式都是丰富多变的，尤其是零星记载、交错出于诸书的中国神话更是这样，决不能因为某些神话暂
时不能精确分类而忽视它们的存在。只好存其旧观，以后再慢慢研究应该怎样妥善分类就是了。
三
我研究和整理中国神话40多年，如今在《神异篇》这样一个题目下，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终于编写
出一部可以见到中国神话大概面貌的神话故事书来，供给青少年(当然也包括未失童心的中老年)阅读
，这在我仿佛是完成了某种任务，心里感到十分欣悦。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白蛇传》的“白蛇出世”，这就是我替一般读者设想的广义神话所包括的时间跨
度，我想这样的跨度大约可以被接受，否则人们会以为过于广阔无边了。过去只是在理论上谈论这个
问题，现在则从内容实质上，借着《中华文化集粹丛书》组织写稿的方便，将它们编写为通俗神话故
事，帮助人们对广义神话概念的理解，自然会更有好处的。广义神话的概念其实并不复杂，也无奥义
，只不过是要求大家开拓视野，用发展的眼光更全面地考察、研究中国神话罢了。这样一来，自然会
因此而破除一些陈旧的观念，发现一些新鲜的东西，凡此种种，都不必在这里多说。
由于篇幅所限，原打算单纯编写故事就算了的，后来和编辑部同志商议，大家认为为了加深读者对神
话的理解，还须将“说原委、叙故事”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才好，因此又适当增添了“说原委”这一部
分。这样一来，“叙故事”这一部分就受到一些影响，不能铺展开去叙写，只好采取浓缩的办法。其
结果虽然增加了若干难度，却也获得了一些舍糟粕、取精华的效益。以“白蛇传”一节为例，冯梦龙
《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白蛇传》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载，全文约一万八九千字，还没有
包括后来戏曲、鼓词、唱本及民间传说中所描述的白蛇缘起、端午节雄黄酒、盗仙草、水漫金山、蟹
和尚等重要情节。我在此节的编写中，除主要仍依据冯梦龙文而外，还把上述几个重要的情节都补充
、加入了进去，但篇幅却止得冯文的1／3，即6200字光景，可见是狠狠下了浓缩的工夫。但因此不免
也有略嫌板滞、不够生动的地方，实在无法．可悉；不能两全其美。其他如“柳毅传书”节，也有类
似的情况，增加了一些内容，白话叙写的故事却和原来文言故事的字数大致相等，浓则浓矣，可惜还
没有完全传达出原来文字的神采。只有“沉香救母”节，因系用旧文删改，没有受到多少限制，放得
开手，似乎比较神完气足一些。至于“钟馗捉鬼”和“和合二仙与刘海戏蟾”两节，则根据内容的需
要，将“说原委、叙故事”二者溶为一体，夹叙夹议，构成篇章，似乎也还不拘一格，别开生面，给
本书添加了点新鲜的色彩。其余的我就不再多说，任凭读者去随心体会，给予批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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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战争⋯⋯⋯⋯⋯⋯⋯⋯⋯⋯⋯⋯⋯⋯⋯⋯39
黄帝与炎帝一黄帝与蚩尤一黄帝与
夸父——黄帝与
蚕马⋯⋯⋯⋯⋯⋯⋯48
蚕神献丝——少女化蚕
盘瓠⋯⋯⋯⋯⋯⋯⋯⋯⋯⋯⋯⋯⋯52
盘瓠杀敌立功一公主与盘瓠结婚
射日奔月⋯⋯⋯⋯⋯⋯⋯⋯⋯⋯⋯⋯⋯57
十日缘起一羿射日除害一羿请不死药
一嫦娥奔月一逢蒙杀羿
舜象斗争⋯⋯⋯⋯⋯⋯⋯⋯⋯⋯⋯⋯⋯⋯⋯⋯69
舜耕历山～井廪之难一湘妃竹与鼻亭神
鲧禹治水⋯⋯⋯⋯⋯⋯⋯⋯⋯⋯⋯⋯⋯⋯⋯⋯77
鲧窃息壤一禹诛防风氏一禹擒无支
祁一涂山氏化石生启
神女峰⋯⋯⋯⋯⋯⋯⋯⋯⋯⋯⋯⋯⋯⋯⋯⋯⋯87
瑶姬助禹治水一神女化峰导航
远国异人⋯⋯⋯⋯⋯⋯⋯⋯⋯⋯⋯⋯⋯⋯⋯⋯91
南方海外诸国一东方海外诸国一北
方海外诸国一西方海外诸国
龙伯钓鳌⋯⋯⋯⋯⋯⋯⋯⋯⋯⋯⋯⋯⋯⋯⋯⋯98
巨鳌戴山一龙伯钓鳌
牛郎织女⋯⋯⋯⋯⋯⋯⋯⋯⋯⋯⋯⋯⋯⋯⋯⋯102
天河异闻一牛郎织女
穆王西游⋯⋯⋯⋯⋯⋯⋯⋯⋯⋯⋯⋯⋯⋯⋯⋯109
化人幻戏一周穆王见西王母一偃师献技
老子出关⋯⋯⋯⋯⋯⋯⋯⋯⋯⋯⋯⋯⋯⋯⋯⋯116
老子诞生异状—老子与关尹喜
孔子绝粮⋯⋯⋯⋯⋯⋯⋯⋯⋯⋯⋯⋯⋯⋯⋯⋯121
孔子助子路奋战妖物一杜三娘穿九曲珠
公冶长⋯⋯⋯⋯⋯⋯⋯⋯⋯⋯⋯⋯⋯⋯⋯⋯⋯127
乌语清溪冶长系狱一御齐师侮受赏得妻
眉间尺⋯⋯⋯⋯⋯⋯⋯⋯⋯⋯⋯⋯⋯⋯⋯⋯⋯132
干将莫邪铸剑一眉间尺深山遇异人
一鼎锅中三头大战
杜宇化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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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宇化乌——五丁开山
李冰斗蛟⋯⋯⋯⋯⋯⋯⋯⋯⋯⋯⋯⋯⋯⋯⋯⋯147
李冰斗蛟一二郎擒孽龙
田章上天⋯⋯⋯⋯⋯⋯⋯⋯⋯⋯⋯⋯⋯⋯⋯⋯154
田昆仑幸配天女一天女赚得天衣上
天—田章寻母上天一鹤嗉中小人与
巨人门齿—田章巧对天子问难
哪吒闹海⋯⋯⋯⋯⋯⋯⋯⋯⋯⋯⋯⋯⋯⋯⋯⋯162
哪吒东海奋战九龙一石矶娘娘母子
伏诛—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一哪
吒莲花现身一“托塔天王”来
陷湖传说⋯⋯⋯⋯⋯⋯⋯⋯⋯⋯⋯⋯⋯⋯⋯170
由拳县湖一邛都老姥
德庆龙母⋯⋯⋯⋯⋯⋯⋯⋯⋯⋯⋯⋯⋯⋯⋯⋯174
德庆龙母一望娘滩
董永和七仙女⋯⋯⋯⋯⋯⋯⋯⋯⋯⋯⋯⋯⋯⋯182
槐荫婚配一槐荫分别
沉香救母⋯⋯⋯⋯⋯⋯⋯⋯⋯⋯⋯⋯⋯⋯⋯⋯186
华山神庙的姻缘一刘向进宝逢殃一
华岳三娘被压黑风洞一沉香救母得
宝一沉香幻形训舅一二郎神斧劈华
山一沉香阖家团圆
张道陵七试赵升⋯⋯⋯⋯⋯⋯⋯⋯⋯⋯⋯⋯199
一试闭门不纳一二试美女挑诱一三
试窖金、四试猛虎一五试绢值一六试
垢秽乞人一七试悬崖摘桃一道陵师
徒白日升天
白螺天女⋯⋯⋯⋯⋯⋯⋯⋯⋯⋯⋯⋯⋯⋯⋯⋯208
泉源的护理者一螺女执炊一县官苛
索一祸斗粪火烧县衙
张大帝与张龙公⋯⋯⋯⋯⋯⋯⋯⋯⋯⋯⋯⋯213
祠山张大帝一龙穴山张龙公
鲁班造桥⋯⋯⋯⋯⋯⋯⋯⋯⋯⋯⋯⋯⋯⋯⋯⋯218
鲁班创制琐闻一敦煌鲁般一鲁班兄
妹竞技一赵州桥上的仙迹
钟馗捉鬼⋯⋯⋯⋯⋯⋯⋯⋯⋯⋯⋯⋯⋯⋯⋯⋯225
钟馗捉鬼一钟馗嫁妹
柳毅传书⋯⋯⋯⋯⋯⋯⋯⋯⋯⋯⋯⋯⋯⋯⋯⋯230
泾河龙女牧羊一柳毅传书—君
怒吞无情郎一钱塘君议婚受挫一柳
毅怀恋还家一龙女托身就婚柳毅一
洞庭神君的鬼脸
陈鸾凤⋯⋯⋯⋯⋯⋯⋯⋯⋯⋯⋯⋯⋯⋯⋯⋯⋯242
陈鸾凤勇斗雷鬼一雷火焚击不能伤
—慷慨陈辞陈词答刺史
和合二仙与刘海戏蟾⋯⋯⋯⋯⋯⋯⋯⋯⋯⋯246
和合之神的万回哥哥一和合二仙传
友情一刘海蟾累卵悟道一刘海戏金蟾
白蛇传⋯⋯⋯⋯⋯⋯⋯⋯⋯⋯⋯⋯⋯⋯⋯⋯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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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遇雨白许联姻一武库失银许宣
遭难一白蛇青蛇缘起一卧佛寺惩老
道一端午节雄黄酒一盗仙草—水漫
金山一雷峰塔与蟹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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