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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字斋”是重庆大学校园内一座古老而颇具特色的建筑，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就设在这座建筑
里。
我喜欢这座建筑，尤其喜欢它的名字——“文字斋”。
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重庆大学就有了这座古色古香、庄重典雅的建筑。
它默默地见证了学校发展的历程和进步。
因此，我的同事们和我将所要出版的丛书取名为“文字斋书库·文化与新闻传播研究丛书”。
　　重庆大学为了实现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目标，于2007年组建了“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我在这里用了“组建”两个字，是因为重庆大学建校之初，就已经有了文学院，并先后有向宗鲁、杨
明照、王利器、商承祚、张默生、艾芜等先生在此学习或任教。
1952年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文科停办，成了一所纯工科学校。
2002年，中文专业恢复。
同时，重庆大学设立新闻学科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除本科专业外，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教学和科研是学院发展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学术研究，使教学
和研究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同时，作为新组建的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既要向一些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院校学习，借鉴
它们的丰富经验，同时又不能全面铺开，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好重点，在自己有优势的领域加强研究
的力度，这样才能比较快地促进自己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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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话是关于神祇和英雄的故事、传说。
本文从神话与文化、传播说起，介绍了神名溯源、神话的源流和传播、太阳循环神话、《山海经》与
神话、巴蜀神话等内容。
本书从横向的维度是指神话在某一时间段内所具有的主要文化内涵和其横向传播的情况，包括神话在
族群内部的传播情况、神话向族群外的传播情况等等。
纵向的维度是指神话在漫长的时空架构下，其文化内涵发生哪些主要变化，其纵向传播的主要情况是
什么，这侧重于对神话进行流变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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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雯鹤，1972年生，四川仪陇人。
现为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古代神话、巴蜀文化和文化传播等研究，出版《上古神话》(合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
)《袁珂学述》(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和《夔州诗全集·宋代卷》(主编，重庆出版社，2009年)，在《文艺研究》《四川大学学报》《思想
战线》《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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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的问题是，神话在古人心目中是绝对真实的，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信史，不容置疑。
然而作为现代人来看，还是应作区分，虽然这种区分已经是难乎其难。
　　我在前文已经探讨了太阳神往往死在西方或北方，称之为神话之死，尧死狄山便是典型例证之一
。
无独有偶，王亥兄弟作为太阳神，在这个系统中恰好位居寓示太阳死去的北方，照神话看来，两人之
死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文献记载中，王亥也是此系统中唯一的被明确表示是死去了的人，而他死的地方恰好正是有狄。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他的死是历史之死和神话之死都兼而有之。
　　所以，将王亥兄弟的事迹当做神话化的信史或历史化的神话来看，大概是较符合实际的。
　　上甲微卜辞只作甲或上甲，甲义已详前述，即分界、中分之义。
微有不明之义，又有光明之义，《广雅·释诂四》：“微，明也。
”即所谓“晨光熹微”也。
可见上甲微这个名号正好反映了夜昼交混的现象。
由此看来，上甲微又回到了东方太阳的起点，与契叠合，正好构成了一个圆周循环。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所谓的上甲微为其父亲王亥、叔父王亘复仇的故事，又可视作在黑夜中死去
的太阳在东方、在早晨重新复活了。
　　为了直观理解，我将上面的解说图示如图1.2 所示。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处于东南西北四极点上的人物（除曹圉外）事迹最为丰富，这也与太阳循环以四极
点为分界有关。
上甲微作为神话系统的终结者，又回到了起点，开始新的循环，这循环却进入了历史时代。
　　这个自足的殷商神话系统，虽然见载于《史记》，然而司马迁是采用了旧有的资料和传闻，这个
系统肯定是本之于殷人固有的信仰，而非后人或司马迁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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