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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神话史　　中国古代神话，一向以零散不成体系著称，致使我们这个拥有神话
资料最丰富的国度，国一度被外国人误解为缺乏神话、乃至没有神话，袁珂先生首次将散落在群籍中
的吉光片羽遴选、缀集起来，用简练、通达、优美的文字将从上古迄于明清时代的神话材料，作了纵
贯的系统的论述。
对少数民族神话则联系汉族神话，作了横向的分类的鸟瞰式介绍，勾勒了中国神话的历史全貌。
此外，本书还专章叙述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状况，神话对历代文学的种种影响，等等，材料丰富，
剖析透彻。
　　在本书中，袁珂先生的广义神话学的观念拓展了神话学的空间，他指出：“在混沌状态综合体中
和宗教结合紧密具有原始性的神话，一般可称之为狭义神话；从混沌状态综合体中脱离出来，走向神
话本身固有的文学因素的文学道路以后，我们就可称之为广义神话了。
”他认为，广义的神话从原始神话以后，沿着两个方向演进：一是文学化，成为神话小说和有神话意
味的说唱文学。
二是与宗教和民俗相结合，成为仙话中的神话和民间神话故事。
这样，神话史的编撰有了重大突破，神话史也一直写到了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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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珂（1916—2001），中国著名神话学家，中国神话学会前任主席，生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
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
袁珂先生整理、研究神话凡数十年，著述甚丰。
1950年，他的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
，由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声望。
此后，他先后撰写了《古神话选释》、《山海经校注》、《神话选译百题》、《神话论文集》、《中
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神话史》、《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等二十多部作品以
及八百余万字的论文，其中不少作品被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外语在国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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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原始社会前期的神话神话传说中的中国原始社会萌芽状态神话的产生时期前肆物有灵论
：活物论时期的神话活物论时期神话的遗迹第二章 《山海经》的神话（上）《山海经》神话的上下限
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神话女性开辟神的神话构成《山海经》神话的主要部分第三章 《山海经》的神话
（下）上帝的出现和天地通路的隔绝帝俊在《山海经》中的地位诸神子孙的创造发明和怪物异人西王
母神话的演变从朴野到文明的昆仑山第四章 先秦及汉初文献中的神话《穆天子传》、《诗经》与《楚
辞》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古史中的神话（一）古史中的神话（二）诸子中的神话（一）诸
子中的神话（二）《世本》、《尔雅》与《说文》第五章 汉代的感生神话及其他纬书所记的感生神话
纬书所记的其他神话《吴越春秋》、《越绝书》、《蜀王本纪》⋯⋯第六章 仙话及佛典中的神话第七
章 历史人物的神话第八章 魏晋六朝的神话（上）第九章 魏晋六朝的神话（下）第十章 唐五代的神话
第十一章 宋元的神话第十二章 明清的神话第十三章 民间流传的神话第十四章 中国神话研究史（上）
第十五章 中国神话研究史（下）第十六章 少数民族的神话（上）第十七章 少数民族的神话（下）第
十八章 中国神话对文学的影响附录 引用书目举要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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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十年来整理和研究中国神话，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一种概念，就是认为中国神话的范围，不是先
前所理解的那么狭隘，需要从狭隘的圈子里跳出来，扩大视野，才能见到中国神话的真正丰美。
这种认识起初还是模模糊糊的，到1972年初尝试编写《中国神话词典》（后更名为《中国神话传说词
典》，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由于搜集到的材料日益丰富，所写的词条逐渐增多，先前
模糊的认识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了，因而有了《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那篇文章在《社会科学战
线》（1982年）和《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上的发表，文中初步阐述了我的广义神话思想。
但那原本是我为神话词典写的一篇序，处处就词典立论，没有说得十分明白、透彻。
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
有表示赞成的，有表示反对的，也有虽表示赞成而又持有某些疑点的。
针对这些情况，我又相继写成《再论广义神话》和《前万物有灵论时期的神话》两篇文章，分别发表
在1984年和1985年的《民间文学论坛》上，两篇文章仍都是阐述广义神话思想的。
　　广义神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不仅最初产生神话的原始社会有神话，就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
各个历史时期也有神话。
旧有的神话在发展，在演变；新的神话也随着历史的进展在不断地产生。
直到今天，旧的神话没有消失，新的神话还在产生。
　　有了这种基本的认识，就觉得眼光较以往明亮了，心思也较以往开阔了，许多东西都可以堂而皇
之地纳入中国神话的园苑来进行考察了。
中国神话并不是贫乏苍白，而是丰富多彩；并不是残破凋零，而是枝繁叶茂。
　　建国三十多年以来，民间文学的工作是卓有成绩的，但成绩却多半表现在搜集整理上，对理论研
究则有所忽视。
这一点已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提出今后要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同志们一致表示支持和拥护。
神话研究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学者们做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段时间里，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
，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最近几年，才又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以至于呈现出风起云涌的趋势。
这固然是可喜的现象，然而工作似乎还不很牢固、扎实，因为大家都还处于探索途径的阶段。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论述中国神话的专著出现。
茅盾先生早年写了《中国神话研究A B C》，后更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收在《茅盾评论文集》
中，但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用作参考，是很有价值的，但对当前的研究工作，却未必能起到充
分指导的作用。
因此我想，要能聚集同志，集体编写出一部《中国神话概论》来才好，因为有了此书，中国神话的基
础理论才大约可以建立起来。
而如果要写好概论，还必须要有一部阐述广义神话思想的书先编写出来，以解决神话研究考察对象范
围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概论也是不大容易编写得好的。
　　事有凑巧，偶然从某同志编写的一本叫做《曾朴研究》的小册子里，发现附载的《曾朴所叙全目
》中，有《中国神话史》四卷。
这个发现，对我来说，其惊喜的程度，似乎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中国神话史”这个题目，“神话”而有“史”，自然便是基于广义神话的观点的设想；如果是狭义
的，这部书就无论如何也写不起来。
这个题目太好了！
想不到《孽海花》小说的作者，清末民初的一位老先生，竟有这样的识力，写出了煌煌四卷《中国神
话史》的大文！
惜其书已佚亡，作者亦早去世，不可得访询其究竟。
不过单从这个题目看，就足以将中国神话研究考察范围的问题比较圆满地予以解决。
由此使我产生一个想法：当踵先辈的足迹，自勉自励，奋勇行去，写成此书，使将来“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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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为中国神话研究打下一点基础。
　　然而说到要写《中国神话史》，真是谈何容易！
千头万绪，不知话从何起。
想邀集同志共同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同志们又都散处四方，我一个普通科研人员，何能有此需要
充分财力、物力、人力做后盾的组织力量。
自己肩负起来吧，担子又实在太沉，唯恐力有未逮。
正在彷徨未定的时候，适逢先后有两个单位都在号召订立理论研究规划和科研规划，我自然不能袖手
旁观，只好硬着头皮，让这部设想中的《中国神话史》列上了规划的光荣榜。
心想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能做到什么程度就算是什么程度吧。
路总是需要有人去走才能成为路，不能期待在荆棘丛芜中忽然展现出一条路来。
　　榜上既然有名，便确实不敢懈怠，赶紧想法搜集材料，拟定提纲，认真动手写作起来。
我像是《水浒传》里描绘的发配沧州的武都头那样，宁肯吃杀威棒，不肯吃寄库棒，原因是寄库棒牵
肠挂肚的痛苦，尤甚于眼下皮开肉绽的痛苦。
所以从去年春初至入冬，一直写作未停。
种种艰难困苦，什么老年疾病、家事纷扰、搜集材料大为不易等，都不必细说了。
经过为时将近一年的努力，我才将这部虽然粗糙简陋，但却是前此所无、连题目也是如今始有的《中
国神话史》的初稿大体完成。
　　前面不是说曾朴曾经撰写过《中国神话史》四卷吗？
怎么又说这书是“前此所无、连题目也是如今始有”的呢？
原来那是一个误会，是一个“郢书燕说”的误会。
经查询证实的结果，曾朴撰写的乃是《中国神代史》，不是《中国神话史》，是《曾朴研究》的作者
把书名弄错了。
对于写作《曾朴研究》专著的作者来说，他不该有这样的错误（书中曾两处提到《中国神话史》），
但是对我来说，我确实要感谢他的这个小小的错误，因为它促使我一鼓作气完成了这部本来早就应该
写出的《中国神话史》。
　　这部书的成就，虽然带点“郢书燕说”的喜剧意味，然而它实在是我多年以来从心底发出的愿望
和要求。
“神代史”而误为“神话史”，不过是个契机，通过这个契机，却使我潜藏的愿望得以在较短的时期
内实现了。
　　希腊有丰美的神话，却没有听说有什么神话史，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以我的孤陋寡闻，也没
有听说有什么神话史；而我们这个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还被有些人认为是没有神话或神话贫乏的国家，
现在居然有了一部神话史了。
这部神话史尽管还处于简陋粗糙的阶段，但是它也用了大量的材料和事实来向你说明：中国不但有神
话，而且中国神话的丰富、宏伟和美丽，并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
　　书是属于草创性质，自然免不了还有许多毛病，甚至是百孔千疮。
是否能够站住脚，还要看将来时间的检验。
不过总算是起了步了。
婴儿的蹒跚，将无碍于壮夫的健步，我相信未来的学者定会使它有成长的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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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神话史》是中国第一部神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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