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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帝 传 说 论 析

宋 魁 旭

黄帝的时代距我们今天已经 十分久远
,

但关于黄帝的传说却并不完全属于过去
,

探

究这一源远流长的传说
,

其意义不容忽视与

低估
。

我们应在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针

指导下
,

努力发扬黄帝作为
“

人文之祖
”

的精

神力量
,

把他开创的民族精神一代又一代地

发扬光大
。

使其在增强人们的民族 自尊心与

自信心
、

强化中华民族的内聚力 ; 在促进祖

国的统一事业
,

丰富人们的文化知识 ; 在活

跃国际文化交流以及发展旅游事业等方 面
,

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

使伟大先祖的形象
、

精神
,

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更添新彩
。

一
、

黄帝传说 的形态

关于黄帝的记载
,

一般认为战国以前还

不多 见
,

战国后 期古史传说逐渐集中于黄

帝
。

这种情况可能和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族形

成后人们认祖追宗的意识进一步加强有关
。

秦汉时期
,

汉族在华夏族基础上形成
,

民族

融合的范围更广
,

但由于汉族继华夏族发展

而来
,

因而所崇信的对象仍然不变
,

仍以黄

帝 (或炎黄二帝 ) 为始祖
。

这种情况不能不

影响司马迁 《史记 》 关于 中国民族历史开端

的处理
。

《史记
·

五帝本纪》 首先叙述黄帝

在战胜炎帝和蛋尤之后 继神农氏而成为天

子 ; 其次叙述黄帝治世和文化方面的创造 ;

再次叙述黄帝后代继续统治天下的情形
。

这

种安排固然是出于叙述史事
“

统理众事
,

系

之年月
”

的需要
,

但在客观上也反映出黄帝

传说发生的次序
。

我们推想
,

由于黄帝族 日

益强大
,

通过几次大规模战争的胜利
,

取得

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地位
。

这在原始公社后期

一定 是十分重大 的事件
,

因而关于黄炎之

战
、

黄帝与蛋尤之战的传说在当时就可能流

传开来
,

并在人们的心 目中留下历久不衰

的
、

强烈的印象
.

因而关于这两次战争的传

说在文献上也就有较大的一致性
,

它应该被

看成是最早产生的关于黄帝的原生形态的传

说
。

历史传说一般都是在史事发生的当时或

其后不久产生并流传开来的
,

关于黄帝治世

和文化创造的传说
,

关于黄帝后代的传说
,

应当是黄帝和他的氏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

后产生的
。

这部分传说
,

对后代影响十分巨

大
,

黄帝因此被尊为
“

人文始祖
” 。

关于黄帝

的诸多原生形态的传说
,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
`

大致有迹象可寻
,

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仰韶

文化发掘物的证实
.

关于黄帝的种种原生形

态的传说
,

保存了有关黄帝和黄帝族的较真

实的历史
,

以 口头叙事文学的形式
,

树立起

黄帝的崇高形象
。

黄帝原生形态的传说既为

历史科学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

又满足了历代

人们追怀民族远祖的感情要求
。

在黄帝的事迹广为传扬
、

黄帝的伟大形

象深入人心之后
,

人们出于敬祖的观念
,

自

觉不 自觉地仿照原生形态的关于黄帝发明创

造的传说
,

把一切不知来源的制作
,

甚至已

有制作主人的传说
,

以及黄帝之后 的制作
,

统统归于黄帝名下
,

或视为黄帝臣子所作
。

此种传说
,

只能视为关于黄帝的衍生形态的

传说
,

属于这类传说的不止在古代文献中

有
,

现代人民 口 头流传的有关黄帝的发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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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各种传说
,

大部分属于这一类
。

这类

明显带有附会性的衍生形态的传说
,

从反映

历史的角度来看
,

它们的历史价值远远不能

和原生形态的传说相 比
,

历史学家至多把它

们当作参考性的旁证资料使用
。

但从 民间文

学角度来看
,

它们的精神实质和关于黄帝的

原生形态的传说又基本上是一致的
。

它们同

样强调黄帝以德治民
,

重视团结
,

对贤能人

才梦寐以求
,

以及勤奋
、

勇敢
、

攻敌必克的

坚强意志等等
。

广大炎黄子孙正是通过这些传说突破时

代的限制
,

把炎黄所开创的民族精神代代地

发扬光大
,

这样不但大大加强了黄帝时代文

明灿烂的程度
,

大大扩展和提高了黄帝作为

中华民族始祖的影响和地位
,

而且在思想感

情上具有民族的凝聚力
,

对维护长时期的民

族统一和爱国主义的发扬
,

都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

二
、

黄帝形象的演变

黄帝到底是神还是人的问题
,

至今仍有

争议
。

笔者认为
,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进

程中
,

黄帝的形象是经历过不少演变的
,

万

万不可断言其是神或人
,

应进行具体的
、

历

史的分析
。

关于黄帝是神还是人的问题
,

徐旭生在

《古史的传说时代》 中曾作如下的综合
,

他

说
: “

近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受了西方学术的

影响
,

相信真正历史 以前有神治的一个时

期
。

据我国传说
,

古代有三皇
、

五帝和三

王
,

简单说起
,

三皇的时期可以说为完全神

治的时期 ; 三王
,

又名三代的时期可以说已

经进人人治的时期
。

五帝在三皇以后
,

三王

以前
,

性质淆杂
,

颇不容易定他们为神为

人
。

… …而要论之不出三端
:
或主张他们是

神帝
,

说关于他们的传说是纯粹的神话
,

在

古代并没有他们真正人格的存在 ; 或主张他

们是人帝
,

还有承 用从前传统的说法 ; 此

外
,

也还有主张五帝的说法起源于神帝
,

但

他们的人格还是存在的
,

并非完全臆造
” 。

为此
,

徐氏主张炎黄以来古史材料的性质应

视为
“

掺杂神话的传说
” ,

不应笼统地归人纯

粹的神话
。

对此
,

笔者觉得徐据传说把五帝

排列在三皇以后
,

三王之前
,

十分重要
。

这

是一个关于五帝的历史时代的问题
,

古代传

说的这种安排大体上相 当现代史学家所说的

原始公社末期
。

整个看来
,

这是一个生产力

迅速发展
、

私有制即将产生
,

社会即将发生

质变的时期
,

而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就处在这

一大变革时代的开端
,

因而关于他们的记事
“

性质淆杂
” ,

正是它的时代特点的表现
。

关

于黄帝的材料
,

除包含历史成份较多的传说

之外
,

其他材料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

一

部分是 比较纯粹原生形态的神话
,

亦即主要

是 在原始思想 基础上
“

通过想象和借助 想

象
,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

而产生的神话
。

如
“

轩辕立雷雨之神
”

( 《春秋合诚图》
、

《开元占

经》 引 )
,

说黄帝诞生由于其母附宝感大电绕

北斗枢星 ( 《帝王本纪 )))
,

这些表明黄帝有 自

然神的品格
,

而且有不少材料说他不仅是一

般的 自然神
,

他还是地位崇高
、

威势很大的

天神
。

如说
“

黄帝
,

古天神也
,

始造人之

时
,

化生阴阳
”

( 《淮南子
·

说林训 )))
。 “

黄帝

之治天下 也
,

百行神而受职 于 明堂之 廷
”

( 《路史
·

发挥 )))
。 “

黄帝之游天街
,

奏钧天之

鼓
,

建 日月之旗
,

乘凋玉之舆
,

驾六翼之

龙
”

( 《太平御览 )))
。

还有关于黄帝为东西南

北 五方帝中
“

执绳 而治 四方
”

的 中央之 帝

( 《淮南子
·

天文篇)))
, “

黄帝四面
” ,

以及
“

黄

帝合鬼神于西泰之上
” , “

风伯进扫
,

雨师洒

道
,

虎狼在前
,

鬼神在后
,

腾蛇伏地
,

凤凰

覆上
”

( 《韩非子
·

十过 )))
,

黄帝生海神禺歌

等等
。

关于黄帝的另一部分材料是混杂在传

说中的神话成分
,

如
,

在和崔尤的战争中
,

他召来应龙
,

下天女魅参战
,

他取独腿兽参
之 皮为鼓

,

撅 以雷兽之骨
,

声 闻 五 百 里

( 《山海经
·

大荒东经 )))
。

综 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出黄帝和荒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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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盘古
、

女蜗有很大区 别
,

又和有巢氏
、

隧人氏等由单一社会职能神格化的人物也有

所不同
,

黄帝兼有这两类神话人物的品格
,

而担负更多的社会职能
。

黄帝之所以被视为

神而又非纯粹虚构
,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这和

古代许多 民族部落奉他为始祖的宗教崇拜活

动有很大 关系
。

由于黄帝族在 当时不断扩

展
,

分化 出许多 氏族
、

部落
,

这些氏族
、

部

落 自然都奉黄帝为始祖并进行宗教 崇拜活

动
,

这种 活动的情况至春秋战国还有人记

忆
。 “

黄帝
”

这 名词 在古代和
“

皇 帝
”

常 常通

用
,

而
“

皇帝
”

本来指的就是皇天上帝
。

这是

因为在原始时期人们还不能如实地认识社会

历史
, “

在相当悠久的年月里
,

人们所意识到

的世界
,

是神的世界
,

是为神所统治并且是

神在那里活动着的
。

氏族部落的领袖
,

同时

就是 氏族部落的神
,

或是神的儿子
”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
。

这也就是说
,

在古人的观念

中
,

黄帝既是神也是人
。

但是
,

我们必须看

到
,

神话传说中的主要人物
,

不论是神还是

人
,

都远 比现实中的任何个人 的性格
、

能

力
、

道德更集中
、

更完美
。

这是由于在原始

社会初期人们对于氏族
、

部落和个人尚不能

严格地分别开来
,

到 了原始公社末期
,

社会

和人们的思维都有了发展
,

经过长期狩猎
、

农耕的生活
,

个人间能力的差别也逐渐显露

出来
,

而另一方面
,

自古以来传说的神话观

念仍然有其强大的影响
。

因而这时期及稍后

一些时候关于黄帝的口头传说
,

既有比较现

实地叙述其历史活动的传说
,

又有根据想象

而创作的神话
。

同时
,

古人进行 口头叙事
,

氏族名字 和个人名 字甚至地名常常不加分

别
。

鉴于古代神话传说这种特殊情况
,

现代

史学家大多不再重复古代直接把黄帝视为个

别历史人物 的看法
,

而是认为
“

炎帝神农

氏
、

黄帝轩辕 氏
,

都不是一个具体人的名

字
,

而应该是部落首领的称谓
” 。 “

炎帝和黄

帝是后人分别给予姜姓和姬姓两个强大部落

首领的神圣称号
”

(李绍连 《炎黄二帝与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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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 )))
.

或者认为炎黄二帝
“

是远古时代势

力最大的族的代表
,

是部落联盟或酋邦王国

领袖 的代名 词
”

(许顺湛 《 黄帝故 里文 化 》

序 )
。

或说
“

黄帝应是著名氏族部落的化身

或代表
,

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极有影响的部落

集团
”

(郝本性 《关于新郑开发
。

轩辕黄帝故里和

轩辕黄帝故都
”

文化的意见》
,

见 《 中华文明始祖

一黄帝 )})
。

因而传说所说
“

黄帝三百年
” ,

黄

帝治世和种种文明创造
,

以及把黄帝视为天

帝等等
,

实质上都是反映黄帝族长期居于部

落联盟首领的地位及其在长时期内对中华文

化的贡献
。

我们崇敬黄帝也就是崇敬远古时

代黄帝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开创之功
,

这种崇

敬是庄严的民族感情
,

它和宗教上的祖先崇

拜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

《山海经 》 神话中半人半鸟兽形 的黄

帝
,

是原始先民以
“

万物有灵观
”

为其基本特

征的原始思维的必然产物
,

是神话在向传说

演变进程中
,

神的形象往往要经历 由兽形

一半人半兽形一人形这种过程的合乎逻辑
规律的表现

。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

先民

对自己是万物之灵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
,

对

客观事物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

特别是有学

识的文人对黄帝神话有意地加以历史化
,

作

为神性形象的黄帝
,

也就日益向人皇的形象

演变
。

这种演变的痕迹
,

在后来众多的古籍

文字资料中
,

可以大致窥其概略
.

如战国时

问世的 《尸子》 中记有 : “

子贡 日 :
`

古者黄帝

四面
,

信乎?
’

孔子日 :
`

黄帝取合己者四人
,

使治四方
,

不计而藕
,

不约而成
,

此之谓四

面
’ . ”

(见 《太平御览》 卷七十九所引 ) 子贡是

就黄帝那一个头却有四张面孔的神怪形象而

向老师发问的
,

经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一解

释
,

就成了正常的一个人头一张面孔的常人

形象
,

就成了有四个合己意的臣子来帮他治

理四方而王天下的人皇
。

神性形象的黄帝
,

经 日益的历史化
,

特别经司马迁的史笔
,

成

了地地道道的人皇
,

更多地接近于远古时代

部落联盟大首领的形象
.

再经后来的发展
,



其作为人帝的形象就更加充实和丰富
,

从而

成为中华民族共认的伟大文化英雄
、

创业始

祖之一
,

至今中华儿女还常以
“

炎黄子孙
”

自

称
,

并引以为骄傲
。

同时
,

另一方面
,

由于

土生土长道教的影响与利用
,

又使黄帝仙化

为一位神仙皇帝
,

既有世俗化人皇帝性的一

面
,

又有作为道教神仙仙性的一面
。

这在宋

代道士张君房写的道书 《云艾七签》 中
,

有

着最为集中的体现
。

总之
,

黄帝作为我国古代氏族社会中功

绩昭著
、

众望所归的联盟首领
,

通过远古先

民所具有原始思维的非自觉的创造
,

就成了

可能是以半人半鸟兽形为其形象特征的男性

大神
。

后来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

思维认识能力的提高
,

又经孔子
、

司马迁等

文人对他自觉地加以历史化
,

再加人们不断

地对他进行
“

箭垛式
”

的传说
,

从而逐渐演变

为声名显赫的文化创造英雄和贤明的人皇
.

此后
,

他一方面沿着这人皇形象的轨道不断

发展
,

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共认的伟大先祖
,

并以
“

人文之祖
”

的崇高形象
,

至今仍活在海

内外亿万子孙们的心中
。

另一方面
,

又因道

教的需要和利用
,

使他 日益神仙化
,

成为一

位富有仙力的道教大神
。

三
、

黄帝传说的象征意义

( l)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先
,

这

是黄帝传说的一个基本象征意义
,

也是中华

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的精神支柱
。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有分有合
,

但国

家统一的局面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

这除了政

治
、

经济和一般文化上的原因之外
,

共同尊

崇炎黄祖先的民族心理是起到 了巨大作用

的
。

而这种心理又是在长期历史上形成和稳

定下来的
。

史籍所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

最先把黄帝作为传说对待的是汉代的 司马

迁
。

重要 的是司马迁在 《史记
·

五帝本纪 》

里告诉人们
,

黄帝传说在他那个时代已遍及

中土
。

先秦的史书 《国语》
、

《左传》 均已提

及黄帝
,

特别是 《国语
·

晋语四 》 写了关于

黄帝的出生及发迹之事
。

同时期的 《大戴

礼 》 在 《五帝德》 和 《帝系》 篇中更是列 出

黄帝后裔的谱系
。

这样在客观上就把黄帝作

为中土历史上最早帝王的地位肯定了下来
。

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

除了史家为帝王

治系和尊祖崇宗心理早就浓厚起来的原因之

外
,

与政治上朝着宗法制发展也有很大关

系
。

早在西周初期的
“

分土封侯
” ,

对于巩固

周王室对被征服地 区的统治
,

起了重要作

用
.

分封的诸侯有三类 : 一是周 的同姓贵

族
,

二是功臣谋士
,

三是古帝圣王的后裔
,

其中以同姓者居多
。

这样以血缘宗族关系来

调整周王室与贵族的关系
,

就成为西周奴隶

制宗法制度的基本内容
。

那些非同姓诸侯在

自己族人内部也奉行这种宗法制
。

血缘关系

和政治关系一旦结合
,

对血缘关系的重视程

度就必然加重
。

同时
,

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

严格实行
,

又必然强化人们对政治权利世袭

关系的服从意识
。

这对于以后史官为传说中

古帝圣王作世系
,

不能不说是客观的政治上

的原因
。

在周初
,

一些古帝圣王后裔被封为

诸侯
,

表明了周统治者对这些异姓人所祀奉

的祖先是极其尊重的
。

在周初建立奴隶制的

宗法制度之后
,

周人对以前帝王的后代是很

宽容的
。

特别是黄帝后代的被分封
,

使得黄

帝高祖的名声得以播扬
。

这可能是黄帝后来

被各姓氏的人都认作始祖的一个契机
。

从秦

人神祀制度的变化可看出晚周各方诸侯间信

仰观念的交融
。

秦人原系东夷部落联盟首领

伯益的后裔
,

周孝王封伯益之后于秦地
。

秦

灵公时修祀典
,

将黄帝与青
、

白帝并祀
。

秦

人将黄帝并人祀典
,

说明他们在扩充疆域的

过程中
,

不得不尊重中原及西部地 区人民的

信仰
。

后来秦始皇统一 中国
,

秦人对黄帝所

取的尊重态度
,

也为黄帝传说的流传和扩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
。

所以说
,

黄帝作为中华民

族始祖的象征意义
,

其形成是有一个长期过

程的
。

在这个过程 中
,

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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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传说向人王祖先这一核心上变异
。

(2) 黄帝是 中国人民心 目中为民造福和

发明创造的英雄
。

这个意义和前一个意义在人们的观念中

其实是不可分开的统一整体
。

传说中的黄帝受到民众拥戴
,

他身边有

许多贤臣明将 ; 他在中原艰苦创业
,

虚心向

能人求教
,

作 出重大的发明创造 ; 他矢志不

移地寻求治国之道
,

推动 了社会历史 的进

步
。

关于黄帝开发中原
,

创始中华文明的传

说
,

历史记载与今天 的流传是一脉相承的
。

其基本精神总括起来就是
: 史传黄帝时代

,

黄河流域的 中原大地才开始 了古老的农业
,

人民生活 才得 以 稳定
,

发明创造才迅速 出

现
。

传说赞颂黄帝的丰功伟绩
,

实际是赞颂

整个民族艰苦创业的文明开端的历史
。

据传发 明农业 的是 炎帝神农氏
,

或后

樱
。

而黄帝不曾作为农业创始人出现于故事

中
,

黄帝对农业 的贡献
,

主要不在最初发

明
,

而在大力发展上
。

原始农业是在采集植

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

而在农业生产成为

人们主要 生活来源 以后
,

在 相当长的时期

内
,

采集依然是不可缺少的
。

后樱
、

神农是

在采集 中善于观察植物生成习性和食用价值

的
。

但种植百谷还需要土地和水利的条件
。

为开辟宜于种植的土地
,

先民主要是采取刀

耕火 种的方法
,

即在森林边缘纵火烧荆棘
,

再进行点种
。

这种办法还起到驱赶野兽的作

用
。

在传说中
,

黄帝时代就 是这样做的
。

《管子
·

轻重戊 》 : “

黄帝之王
,

童山竭泽
” 。

就是说黄帝之时用火烧掉 山地上的草木和使

沼泽变得干涸
,

来创造条件进行农业生产
。

收在 《轩辕故里的传说 》 中的 《访贤》
,

其

故事说
,

黄帝不辞辛苦
,

寻找到能播五谷的

老人后樱
,

并且了解到后樱和 乡亲们虽然懂

得农业
,

却无力抵抗一种怪兽用洪水来袭击

和另一种怪兽用干旱来破坏
。

于是黄帝就表

现了 自己善于驱散野兽的本领
,

诚心诚意地

和后樱结成了联盟
,

并 且一起迁居到具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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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姬水河畔
,

共同开垦土地
,

整修田 园
。

这个故事是有些历史影子的
。

新郑 的另一则黄帝传说 ( 《黄水河的传

说 》 ) 讲述黄帝在大旱之年亲自寻找河流上

游的水源
,

在一个山涧里发现了岩石边有一

片湿地
。

他带领大家用打木桩的方法
,

掘出

了泉水
,

于是水流成河
,

就是现在的黄水

河
。

反映出先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大的

发明创造
。

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
,

居

室和村落的出现
,

也是原始人类取得重大进

步的标志
。

传说黄帝是宫室居住的发明人
。

如 《 白虎通 》 里写道
: “

黄帝作宫室以避寒

湿
。 ”

至于黄帝时代发明舟
、

车的传说
,

也是

农业生产提高以后
,

物质交流和人事交往不

断加强的历史折光
。

传说黄帝及属下的发明创造
,

不仅在物

质和生产技艺方面
,

也在社会组织和精神文

明方面
。

在社会组织 L
,

黄帝
“

始作制度
’

( 《 白虎通
·

号篇 )))
。

他
“

经土设井
,

以塞争

端
。

立步为亩
,

以防不足
。 ”

( 《通典
·

食货 )))

这显然是对土地
、

灌溉方面加强了管理
。

在

精神文化方面
,

黄帝令苍领作字
,

伶伦作律

吕
,

大挠作甲子
,

隶首作算数
,

容成作调

历
,

巫彭作医等等
,

不胜枚举
。

所有这些都

反映了黄帝时代
,

中原大地正迈 向人类文明

的门槛
。

黄帝及属下的名人就是 当时杰 出人

才的代表
,

也是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的代表
。

我们说黄帝是
“

人文始祖
” ,

就是说他不

仅在血缘关系上是我们民族的祖先
,

而且在

文化继承关系上也是我们民族的祖先
。

黄帝

的名字是与古往今来关于他的传说联系在一

起的
,

是与这些传说体现出来的精神意义联

系在一起的
。

黄帝传说是同我们民族历史的

种种实际相关连的
,

黄帝传说蕴含着我们民

族的心理积淀及其历史发端
。

黄帝在古老的

中华大地
,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
,

无论

过去
,

还是现在
,

乃至未来
,

将永被尊为中

华民族共同的伟大先祖 !

(责任编辑 杨 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