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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关龙

神话，是远古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各种现象
的原始认识及其奇妙想象。各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神话，这是各民族文化的最早萌芽。不同的
民族其神话的特色也不尽相同，中国具有大量
独具风格的神话，不但出现早（新石器中期的
母系氏族社会已有出现）、品类多（有创世神
话、日月神话、洪水神话、动植物神话、火的
神话、医药神话、农事神话等），而且富含自
然哲理，带有自然性、实践性，反映了中国远
古人类的生活、生产及其自然观，这是中国神
话的最大特色。

□水和火，是与人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的两种自然实体和现象。因此，各民族的神话
中普遍具有关于水和火的神话，且占据重要的
位置。

水的神话———
许多民族的神话中都有大洪水的故事，最

为典型的是西方的“诺亚方舟”和中国的“大
禹治水”传说。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上帝看到
世人作恶多端，十分愤怒，为惩罚充满罪恶的
人类，命上天连降大雨四十天，洪水滔天连续
了一百五十天，以毁灭人类。但诺亚（又译挪
亚，亚当的第9代孙）及其一家心地善良，维护
正义，因而得到上帝的怜悯，所以上帝事先通
知他制造一个巨大的方舟。诺亚把家人和地面
各种生物雌雄各一对放进方舟，方舟停在亚拉
腊山顶，从而躲过了大洪水的劫难，使人类和
万物得以再生流传。诺亚也因此成为大洪水后
人类和万物的再生始祖。

中国不但有大洪水的传说，还有治理洪水
的故事，其中治水故事在其他各民族神话中则
是十分稀见的。据先秦《尚书·尧典》《孟子·
滕文公上》和西汉《淮南子》《史记·夏本纪》
等记载：相传上古时代尧帝当政时，曾“洪水
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洪水横
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禽兽逼人”。
尧帝在征得各部落首领的同意后，用鲧治水，
然而鲧治理“九年而水不息”，即治水失败。
舜接帝位后，见鲧“治水无状”，处“鲧于羽
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
禹，而使续鲧之业”。大禹吸取其父鲧主要以
堵治水的失败教训，采取以疏为主的治理方
针，把水“注之江”“注诸海”。他“劳身焦
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终于取
得成功。大禹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治水英雄。

上述两则神话故事（当代一些专家考证认
为大禹治水是历史事实），相同的是东西方在
远古时代都发生了大洪水，都戕害人类。但有
两个显著的不同：一是《创世纪》中的洪水是
上帝命令所致，中国尧舜时代洪水则是自然形
成的；二是《创世纪》中人类度过洪水劫难主
要靠的是上帝的恩赐，中国尧舜时代战胜洪水

靠的是人类自己的智慧，而且有失败的教训，
亦有成功的经验，其之所以成功则是因为顺应
了自然的规律。

火的神话———
各民族神话中都有火的故事，其中最为著

名的或流传最广的，则是西方“普罗米修斯盗
火”和中国“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

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普罗米修斯是正义、圣
者的化身。他从天神宙斯的住处奥林匹斯山上
盗来火种，藏在芦苇管中带到人间，教会人类
用火，从此人类熟食，并以火驱寒、避兽。宙
斯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把他钉在高
加索山的悬崖上，并派恶鹰每天早晨啄食他的
肝脏。然而，一到夜间他的肝脏就又重新长
好。他每天被折磨持续了三千年（一说三万
年），一直不屈不挠，后来终于解脱。所以，
西方有“普罗米修斯之火”之说，在雅典有纪
念他的节日。

中国据《韩非子·五蠹》《礼纬·含文嘉》
《古史考》等记载：远古人类茹毛饮血，“腥
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燧人氏发明
钻木取火，教人熟食，“以化腥臊，而民说
（悦）之”，故“号之曰燧人氏”。《辞源》
认为燧人氏是“古帝名”，《辞海》则说燧人
氏是“传说中钻木取火的发明者”，《现代汉
语词典》注解燧人氏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
物”。

两则火的神话，都说人类由此学会了用
火，进而熟食等。然而，火的由来大不相同：
一是盗火，从天神那里盗来；一是钻木取火，
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发明了火。一说盗火只有
神才能做到，人类是被恩赐的，这与“诺亚方
舟”的神话所述上帝怜悯诺亚是一脉相承的；
还一说火是人类自己发明的，燧人氏无论是

“古帝名”，还是“传说中……的发明者”
“传说中的人物”都是人，这与大禹治水的精
神是一致的。那么，哪一种神话在客观上比较
符合实际，符合自然发展规律？显然是后者，
即中国的一则神话。诚如《辞海》所叙“燧人
氏钻木取火”这则神话故事，“反映中国原始
时代从利用自然火，进步到人工取火（中国是
钻木取火，国外有锯木取火、擦木取火等），
由生食进步到熟食的情况”。而且，按中国传
统的五行原理或者当代科学的化学原理都是：
木中有火，以金克木必有火出。

□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天地是怎么形成
的？人类是怎么由来的？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为
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因而，各个民族都有这方
面内容的创世神话或说开辟神话。例如，西方
有“上帝六天创造说”，中国有“盘古开天
地”“女娲造人”的传说。

西方上帝说———
《圣经·旧约·创世纪》认为，世界原是混

浊的，没有天地和人类，后来上帝在六天之内
创造了世界和人类：第一天创造光明，第二天
创造天地，第三天创造水体、各种植物，第四
天创造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各类动物，
第六天用地上的泥土塑造出人类最早的始
祖——— 亚当（原文Ad h am，意为“出自泥
土”），并将生气吹进他的身躯，使他具有灵
魂。后又取亚当的肋骨和肉创造女性——— 夏
娃，让亚当与夏娃结成夫妻。上帝赐亚当一切
食物，并让他管理世界万物。

中国盘古、女娲说———
据唐代《艺文类聚》和宋代《太平御览》

所引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以及清人

马骕《绎史》所引《五运历年纪》等记录，
说：远古时天地不分，混沌像一个大鸡蛋，盘
古生活在其中，以日增一丈的速度与天地同
长。这样历经一万八千年，天极高了，地极厚
了，盘古的身体也极长了，撑起了天、地。盘
古临死时，呼出的气化变为风云，声音化变为
雷霆，头发化变为天上的星星，左眼化变成太
阳，右眼化变为月亮，血液化变为江河，经脉
化变成山岳，肌肤化变为田土，汗毛化变成为
青草和树木，汗水化变成为雨泽。盘古不仅开
辟了天地，而且以身躯化变成万物。

盘古死后，有了天地及其万物，但是没有
人类。于是，女娲在河边抟起一团团黄泥，和
上水，捏成一个个小泥人。这些小泥人一放到
地面上，都获得了生命，可以行走、说话、嬉
戏、劳作，由此创造了人类。人的出现使天地
之间充满了色彩和活力，女娲为使天地各个角
落都有人的足迹，于是用藤条搅在泥浆中随便
挥洒，泥点溅落地面上就形成一堆又一堆人
群。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为此女娲又把人类
分出男女性别，并为他们建立婚姻制度，从此
人类得以繁衍延绵（以上据东汉应劭的《风俗
通义》等书籍）。另一说，人类是由女娲和伏
羲兄妹相婚产生，后来他们禁止兄妹通婚，制
定婚礼（据《南阳汉代石刻》、东汉王延寿的
《鲁灵光殿赋》等）。

中西创世神话分别反映了东、西方的宇宙
观，其相同之处：都认为先有天、地，后有山
岳、河流、生物等万物，再有人类，都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宇宙生成论。人类都由泥土变
成，即都由无机物演变而来，但与无机物的泥
土不同都已具有灵性；都分男女，有婚配制
度。

中西创世神话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之处：世
界和人类在西方神话中是上帝创造的；在中国
神话中则是盘古、女娲这些神化的人创造的。
上帝不生不死，是世界万能的主宰；盘古和女
娲有生、有死、有血、有肉，有人性。在中国

创世神话中，盘古（人）在天地之中，与天地
同长，其机体的各个部分都能在天地中找到相
应的位置，充分展现人与天地（环境）之间密
不可分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
地、人三才之道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女娲造人
及其建立婚姻制度，反映了人类母系氏族社会
及其由群婚走向对偶婚和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兄
妹婚情况。在西方创世神话中，上帝分别创造
天地环境和人，环境与人除了同源之外，两者
的关系开始时即是分割的、无关联的。又据
《圣经》记载，上帝把对自然万物的统治权交
给了亚当，即赋予亚当统治自然、征服自然的
权利，从而奠定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西方哲学
观。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西
方哲学观的统治或影响下，形成世界性掠夺自
然的狂热，从而导致全球性环境危机、资源危
机、人类生存危机的出现。

□更有价值的是，中国神话中还出现有人
类破坏环境和人类成功修复被损害环境的故
事，即共工怒触不周山和女娲补天的故事。世
界上唯有中国古代才有这样的神话。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3位著名的挑战者、
失败者，其中一位是共工（其他两位是蚩尤、
刑天）。据《淮南子·兵略训》和《天文训》等
古籍记载，阪泉大战炎帝失败之后，其后人共
工为争夺帝位挑战黄帝的后人颛顼（另说，共
工是火神祝融的儿子，为水神，祝融代表光
明、正义，共工代表黑暗、邪恶，父子两人在
争执中发生了战争）。共工战败后，羞愧难
当，一头撞向不周山。不周山是西部的一座神
山，也是一根巨大的撑天柱石，天上的神仙依
靠不周山下到人间，人间的巫师、神人依靠不
周山登至天上。共工撞力巨大，致使不周山断
裂，大山轰然倒塌，天空发生坍塌，西北方向
出现了大窟窿，随之大地陨落，洪水泛滥，人
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女娲见到人类处于如此惨烈的环境之中，
心情焦急，并立即着手修补残缺的天、地。她
从大江大河中捡取五色石，把这些五色石（后
人称为女娲石）放到大鼎中熔炼，在高温下石
块变为糊状浆体。女娲用这些浆体填补了天上
的窟窿，终于使天空恢复了原状。更可贵的
是，女娲没有就此而止步，她为了人类的长久
安宁，永保人类良好的生存环境，还做了两件
事：一是她赶到中原，把逃至那里的共工处决
了，清除了破坏环境的祸根；一是她选用一只
巨型神鳌的四个巨足，耸立在大地的四角，以
替代被毁坏了的天柱。从此，天空稳稳地横亘
在人类的上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

■ 泺源新论

中国具有大量独具风格的神话，不但出现早、品类多，而且富含自然哲理，带有自然性、实践性，

反映了中国远古人类的生活、生产及其自然观，这是中国神话的最大特色。

中国神话中的自然观

□ 徐道一

2016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
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
生重大变化》一文，介绍了美国学者提出的新
观点：世界未来的新主导产业可能是“生命产
业”。

从自然国学和中国当前现实来看，这一观
点值得重视。中华思想体系对与生命现象有关
的农业、中医药进行了持续几千年的研讨，取
得了实效，它对21世纪生命产业的发展可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生命产业有可能成为
21世纪的主导产业之一
华民认为：美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能够

导致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主导产业极有可
能是生命产业。回顾历史，农耕社会解决了吃
饭问题，纺织工业发展解决了穿衣问题，钢铁
工业发展解决了住宅建设问题，汽车工业发展
解决了交通问题，信息产业发展解决了信息获
取和知识交流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到本世纪，
最为主要的需求将是延长生命，并需要更有质
量的生活。他认为，需要一次延长人类生命、
提高生命质量的产业革命，这场产业革命涉及
范围之广将超出我们的想象范围。至少可以包
括基因、制药、医疗、保健品供给、安全食品
供给，以及全新的养老模式等经济领域。

众所周知，生命无价，凡是可以延长人的
生命的产业都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生命
产业的发展，世界极有可能被激起一场伟大的
产业和社会革命。

自然国学重视
对生命现象的研究

生命存在是地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大约
几十亿年以前开始）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生命
常表现为个体（群体）的存在，可称为生命
体。生命体具有生长、发育、繁殖、代谢、应

激、运动、自我调节等功能。潜生命体是指可
供繁殖和继续生命的部分，如种子、根、卵
子、精子等。它们浓集了生命体的一些精华。
活元是指有利于生命存在和发展的“东西”。
生命体是由各种成分组成，其中主要是活元、
有机物、无机物等，有能力生成潜生命体，用
以延续生命。它的特点是“生生不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密切关注生命现象。甲
骨文卜辞中的“生”字像草木由土中滋生而出
（如图）。“生”的涵义是不断地生长，产生
新的事物。“生”指自然万物的滋生成长，也
指人的出生成长。

“生生”，指事物不断地生而又生，由旧
变新，变化不绝，万物生生不息。《周易·系辞
上》：“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下》：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
生”，指万物时时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状态之
中。张载说：“天地之生唯是生物，天地之德
曰生也。”《横渠易胁》“生”是一个发展过
程，是一个新事物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国语·郑语》记录了西周的史伯（约2700
年前）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
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
同，尽乃弃矣。”对“和实生物”可作如下的
解释：“和”的涵义是多种多样事物的统一，
以互补、协调、共处为特征。“实”是实际上
（根本上）的意思；“生”是生生不已；
“物”是万事万物。“和实生物”的整体涵义
是：重视多种多样事物的存在，它们的功能是
可使新事物得以“生生不已”。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者刘长林在其《和实生物与中国文化的未
来》一文中，指出“生”或“生物”有3层意

思：①通过“和”可以产生出比原来内容更丰
富、更优良、更富于生命力的新质，“故能丰
长而物归之。”②具有新质的事物的诞生是以
自然长出的方式进行的。③所生之新物与原物
既有质的跳跃，同时又有质的衔接。

由“和”产生的“新”，具有与西方的由
“矛盾”取得的“新’’不完全相同的涵义。
矛盾是通过一方“吃掉”另一方，产生新的矛
盾，形成新质。因而导致西方革命观大多主张
与旧世界、旧传统作彻底的决裂，才能为新事
物的诞生创造条件。而由“和”产生的新质则
不排斥、不取消旧有的多样性。正如儿女成长

不会把父母的“死亡”作为必要条件一样，而
儿女确实具有与父母不同的新质，这是客观存
在的事实。

天人合一是古人对生命体
研究的又一理论概括

生命体尤其是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生
存过程中时时刻刻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交流。人需要呼吸空气，需要饮食和
排泄废物等。如何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是
生命体能不能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

《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
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远，后天而奉天时。”古
人不认为人（生命体）是可以孤立地生存的，
而是他们与天（地）的密切联系。《坤·文
言》：“天地变化，草木蕃”，由于天地的自
然变化，草木才能茂盛繁殖。这里讲的天地与
生物关系，亦适用于天人之间。《系辞》：

“天生万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
之。”

《道德经》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把天、地、人之间的相
互关系给以简单而明确的论述，即人要依法于
天地，而天地要依法于自然规律。天道可作为
地道、人道正确与否的标志，人道要依存于地
道，人道与天道的和谐可使人得到进一步发
展。

《灵枢·岁露篇》：“人以天地相参也，日
月相应也。”人与天地自然变化密切相关，日
月运行亏满也会对人体产生影响。《素问·宝命
全形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所以说天地之气和谐，才能产生人类，
而人的生存则要能适应四时气候的变化规律。

所谓“天人合一”并不是说天与人浑然不
分，毫无界限，而是指一种独特的思路。着重
阐明人与天之间的相互依赖作用。在先贤的理
论著作中，“天”的涵义多数指天空，包括
日、月、星等，与“地”相对应的。“天”也
常被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自然，“人”则包括
人类及人类社会。“天人合一”中的“天”有
时把地或人以外的其它事物亦包括在内。因
此，“天人合一”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
关系的探讨。“人”应如何正确地对待自然？
这是人类生存过程中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
题。

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韩愈提出：“人们
的生产活动一定会对最基本之物（元气）产生
危害，破坏阴与阳的平衡。他提醒人们不要过
度地增加人口和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与利
用”。

张岱年认为：古代的“天人合一”中
“合”为符合、结合之义，与统一是同义词，
两方有密切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关系。

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在其《“天人合一”方
能拯救人类》一文中，认为：“天人合一”方
能拯救人类的口号是值得赞同的。他认为：东
方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天人合一”。
“天”就是大自然，而“人”就是人类。“天
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一。我们把大自

然和大自然中一切动植物都看做朋友。先要了
解自然，理解自然，对自然怀着深厚的感情，
然后再伸手向自然要吃、要喝、要衣、要住。

“天人合一”强调人和生命体都是大自然
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又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应
顺应自然，与自然共生、共发展，要把大自然
作为人和生命体发展进步的第一营养素，这才
是正确的道路。

当前的生命产业
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提出生命产业将可能成为21世纪主导产业
的背景是：全球的工业生产明显过剩、农业工
业化的后果是食品的安全状态不能令人满意、
全球70%人群处于亚健康状况等。近来《参考消
息》报道：大约20多亿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
等。许多人身体肥胖到连走路、坐、卧都受影
响，那么尽管他们有汽车、别墅等，但生活又
有多大乐趣呢？

西方思想体系（以人为中心、征服自然、
优胜劣汰、因果性思维等）取得了辉煌的成
果，但是它的片面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如美国百年来农（林、牧、副、渔）业等
现代化的后果是：为了提高产量，全球养殖业
（鸡、牛、猪等）广泛地使用添加剂，人们食
用的肉类中的抗生素和激素残余污染一直潜在
地危害着健康，这对人和环境造成了广泛损
害。人们是在吃着杀虫剂、抗生素和生长激素
等各种有害有毒化学物质中出生、生长、衰老
和死亡的。美国的土壤、水体等经百年污染，
要恢复绿色生态的难度很大。美国一百多年农
业现代化的不可持续性和所产生的对人类的长
期危害性已暴露无遗。

善待自然，自然也会以善相报；恶待自
然，自然也会以恶相报。即恩格斯所说：受到
大自然的惩罚。中国古人早在古代在严酷环境
的“警告”和“惩罚”中醒悟这一点，从而提出“天
人合一”“和实生物”等观念，历经几千年持续不
断的农业发展，保证了对人体的健康。

因此，在21世纪发展生命产业，“天人合
一”等自然国学基本观念可以发挥重要的作
用。

展望未来
对21世纪西方思想体系的反思，已成为时

代的呼唤，实践的需要。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果无限制地追求人

的物质享受，征服自然，必然导致有限资源
（包括能源）的浪费和枯竭，生态环境的破
坏，人类将自取灭亡。

人类社会发展到本世纪，最为需要一次延长人类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产业革命，这场产业革命涉及范围之广将超出我我们的想象范围。

而发展生命产业，“天人合一”等自然国学基本观念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天人合一与21世纪生命产业

甲骨文、金文及小篆的“生”字

女娲补天

大禹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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