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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海经真相（白话插图本）》是一个关于寻宝的故事。
宝藏内容涉及华夏民族久远的上古历史，包括姓氏、图腾、神话起源与演变，蕴含着部落长老制向国
家制、母系传统向父系传统过渡的大秘密，当然还有山川河流的分布与物产。
记载这个宝藏的藏宝图被称为《山海经》《山海经真相（白话插图本）》以《山海经》中的帝皇谱系
为架构，以民族神话做拼图，揭开关于史前帝皇、远古诸神以及民俗风情等的真相，展现不同寻常的
上古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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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伟，笔名余慕兰，专栏作家，现任教于南京林业大学。
已出版《云上的日子》、《玩的格调一一中国休闲文化全史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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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失落的远古藏宝图很多人把《山海经》当成奇谈来看，书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怪物和神人，乃是后来
神话故事的最佳来源。
就怪物和神人的形象而言，现在及未来的生物技术完全可能制造出融合各种已知生物特征的新生命体
来。
造物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了这个使命，比如融合老虎与狼特征的袋狼，具有鸭子和海狸特征的鸭
嘴兽等。
但《山海经》中的形象远没有如此简单，怪诞的形象既可能是消失的史前物种，也可能是抽象的部落
图腾、祭祀面具、神像，甚至是比甲骨文还要古老的象形文字等。
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各种传说、部落、图腾、物产、注解的混乱交织，使《山海经》几乎成为一
部天书。
传说为《山海经》创作者的大禹为治水走遍万水千山，对当时各山川的物产、各河流的走向、各部落
的起源传说了如指掌，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如果以严肃的学术眼光来看，《山海经》是融山川志、河流志、矿物志、动物志、植物志、部落志、
图腾志、姓氏志、民俗志、神话志、文字志于一体的，是远古历史中衔接从伏羲女娲时代到黄帝一统
中原时代的最为重要的一环。
更可能的解释是，《山海经》作为中华上古各族文化的结晶，记载的主体是华胥族的历代长老。
在燧人氏的风之五部的后人中，中风是以文明的力量最终取胜的。
这种力量虽然不一定比战争的力量来得强大，却更绵延。
中风的伏羲氏以一画开天，开创了文明的新时代。
华胥族的历代部族长老都以掌握稀缺的知识而立足，并以薪火传承珍贵的文明，最终促成了夏朝的建
立。
华胥族的各族长老掌握不同的知识，并小心地共享这些知识，以此获得“部落长老制”的投票权，并
轮流分享华胥族的统治权。
到大禹时期，利用帝位继承人的有利位置，以及走遍天下的治水雄心，大禹最终把这些知识汇编成了
《山海经》。
以后还有一些对民族、神话的注解被大臣们添加到《山海经》中去。
但这部记载华夏族以文明独立、传播，以及与其他民族的联姻关系史，是一部皇家秘史，能解读的只
能是极少数的部族长老。
大禹的父亲鲧作为黄帝的后裔，不但没有被华胥族的长老推为部落盟主，更被舜以治水不力的借口处
死。
但大禹则凭坚韧的毅力治水成功，更掌握了能统治天下的《山海经》，重新被推举为华胥族首领。
其子启建立了强大的夏朝，结束了延续万年之久的部落长老制，即从部落“禅让制”过渡到了世袭的
君主制，华胥部落也成了华夏民族。
其后华夏族与四海——“戎狄蛮夷”的融合，终成为今日之中华民族。
《山海经》再次以完整的面目出现，已是西汉时期。
从夏代到汉代，不说远古的三皇五帝，就是五霸闹春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继而刘邦以汉朝取而代
之，其中的起起落落，风云际会何等热烈。
各种远古典籍在战火中散失，远古部落各自发展而造成的文化隔阂也越来越深。
《山海经》的本来面目更有次序、内容上的大变化。
《山海图》已不见原貌，后人注释补充的《山海经》，加上按各种理解补录的《山海图》，更给人光
怪陆离，不知所措之感。
唯到今日之信息时代，各部落传说的可得性与语言文化的开放性，才为复原《山海经》的本来面貌提
供了拼图的可能。
大禹所谓的九州，华夏民族占据中间，因而称为中华、中原，其后的历史则是四周各少数民族与中原
部落在血缘和文化上不断冲撞融合的涅槃过程，最终形成了今日统一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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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记载的中华各民族在远古时期频繁联姻，可谓一家。
以民族血缘而论，难以从历史上断定出现的先后，所谓的“华夷之辩”也只是文化形式的争论。
比旧石器时代更古老的人，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南京的汤山猿人，是否有血缘的先后，无据可考。
《山海经》记载的无论是草原部落还是山林部落的文明，都系出同源。
远古时代及秘密黄帝以前的历史实难求证，把甲骨文作为上古文字考据，进而确定殷商文化的存在，
也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
这里从旧石器时代的有巢氏开始，到周文王建立周代，划分为几个远古历史时期。
（1）《山海经》记载的时代旧石器时代，代表人物有巢氏。
距今约两万多年。
新石器时代，代表人物燧人氏、弇兹氏。
距今约一万五千多年。
原始林业时代，代表人物伏羲氏、女娲氏。
距今约一万两千多年，以史前大洪水为标志。
原始农耕时代，代表人物神农氏炎帝。
距今约七千多年。
改良农耕时代，代表人物轩辕氏黄帝。
距今约五千多年。
这也是有据可查的中华文明五千年说法的由来。
大禹之子建立夏朝，距今约四千多年。
原始商业时代，代表人物商汤。
距今约三千五百多年。
初始封建时代，代表人物周文王。
距今约三千多年。
《山海经》记载的历史主要涉及从神农氏到夏启的时期，即距今七千多年到四千多年的历史。
而绝大部分上古帝皇与皇族的历史、传说则集中在从黄帝击败蚩尤，到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为止的
几百年之内。
（2）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演变从有巢氏到启建立夏朝为止，是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时期
。
这个时期部落中占据话语权的多为女性，在联姻产生的后代或衍生的新部落多随母系姓氏，或重新创
造具有母系部落特征的姓氏。
但母系社会的代言人可能是男性，这是为了战争和交际方便的需要。
一般来说，文明形态越原始的部落，母系的地位越高。
无论是周代以后的草原部落，还是现代存在的原始部族，依然可以见到这种文明形态。
（3）从部落长老制到国家制的过渡《山海经》中记载的各部落起初实行的是部落长老制。
各个有血缘关系的小部落组成大部落，大部落组成部族，比如华夏族等，各部落因实力不同而推出人
数不等的长老，组成长老协会，进而推举出部落首领。
中原和东方部族推举出的首领必须具有如下特征：为燧人氏“风”姓之后，所在部落实力强劲。
首领本身最好是与其它实力部落的混血后代，这样容易获得联姻带来的好处，实现强力部族的轮流执
政。
当然首领也是同时期有创造力和活力的优秀人物。
这种“禅让”制度并没有刻意回避父传子的情形，但这和夏启建立的“家天下”世袭制不同，部落长
老联盟拥有可以随时终止父传子的权利。
（4）文化中心从西北到东部、中部的转移有巢氏应该起源于西北的山川丛林之中，即先天条件十分
优越的昆仑圣地，燧人氏和弇兹氏联姻的嫡系后人一直居住在昆仑山，拥有名义上的天下，即《山海
经》最早的天帝。
具有次一级地位的是西王母，居住在昆仑山之旁。
天帝也是后来玉皇大帝传说的最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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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各部落以至大部族首领的往往来自实力强劲、拥有相对先进技术和文明的部落。
但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又崛起了在汤谷定居，擅长天文、农时的东方帝俊族，以及在中部以农耕为
主的炎帝族、黄帝族。
夏朝以后，形成了华夏族被草原上的戎狄，东夷和南蛮包围的局面。
西王母部落则保留了对西羌和部分草原部落的控制力。
昆仑山上的天帝在西王母族崛起之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
在史前大洪水过后，风之五部结盟推出新的共主伏羲氏，并被西王母族承认。
昆仑山天帝的称号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5）姓氏的演变姓氏作为一个部落最初的文明烙印，它的出现宣告该部落告别了最原始的状态，而
开始为这个文明世界所接受。
《百家姓》中的诸多姓氏，最远只能追溯到黄帝时期。
但《山海经》中记载的历史则可把姓氏的繁衍再向前推演一万年之久。
最早的姓氏为代表草原部落的“允”姓和山林部落的“风”姓，其后的姓氏则因繁衍的需要，由这两
个姓衍生出来。
那些原来在文明的黑暗中挣扎着前行的部落，通过与这两个部落或其后人的频繁联姻，获得了自己的
姓氏，从而得以在文明的演化中占据最基本的位置。
黄帝成为共主后，姓氏的繁衍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也代表着更多部族打上了文明的烙印。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记录了山川物产，《海经》部分记录了华夏族与其他部落之间极为复杂的
联姻关系。
而这种联姻关系以华夏族为主体，基本是从“风”姓演化来的。
（6）图腾的演变在获得一个伟大的姓氏之前，部落首领往往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强力的图腾。
该图腾和姓氏合在一起，不但反映了其母系和父系部落的特点，也显示了新部落的特征。
最早的图腾体系中，草原的游牧部落以犬、羊为主要图腾，山林部落以兽类、鸟、蛇类为主要图腾。
燧人氏与弇兹氏的后人中，夷族图腾以鸟为主，蛮族图腾以蛇为主，戎狄以犬为主，羌以羊为主。
但草原上的部落，因居住环境的关系，又衍生出牛、马、狼等图腾来。
华胥族在向中部迁徙的过程中，华族以山神和神木为图腾，胥族以兽类为图腾，这也包括了后来炎帝
和黄帝的共祖少典氏的熊图腾。
其后的炎帝因为农耕的需要，与羌族联姻而建立了牛图腾。
黄帝族则因为农耕的需要，选用水族中的龙作为图腾。
最初的龙图腾可能具有鳄鱼、蛇的多重形象，也可能指某一类已经灭绝的远古动物。
龙图腾的演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综合了多种动物形象的龙图腾终于出现，成为华夏族当之无愧的
终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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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海经真相(白话插图本)》编辑推荐：解读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探索司马迁都“不敢言”
的山海经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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