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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文明的开端，通行的观点是始于黄帝到尧舜的五帝时期。
相对而言，尧舜之前还存有强烈的神话意味，而尧舜时代，则被描画成一个人伦和顺、政治清明的黄
金时代，因而也被认为是以制度完备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社会的起点。
崔述《唐虞考信录》就说：“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
”这种描画集中体现于《尚书·尧典》与《史记·五帝本纪》之中。
但这未必是上古文明的真相，它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由晚周秦汉间文人努力拼凑、编造的成果，这一点
经过以《古史辨》派为首的学者们的倾力探索，至今已为人共知。
不过，这并无损于尧舜传说的研究价值，因为学术研究并不认为研究对象必须具有现实的真实性，就
尧舜传说而言，也显然不必将还原上古史作为唯一目的，甚至能否还原，本身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
设。
简单地说，尧舜传说之所以、又如何被推上如此崇高的地位，就足以构成一个饶有意趣的学术问题，
更何况在尧舜传说的总体之中，有意趣的话题还远不止这一个呢? 　　尧舜传说由于发展并成熟于先
秦两汉时期，所以其演变过程中充满着异说与诘难，它的几乎每一项传说单元都或明或晦地闪烁着某
种学说背景，理念色彩是它长期拂拭不去的特征。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尧舜传说的研究，是与其传说本身共生并进的。
但这主要落实于辨伪层面，况且多数的传说辨伪者同时又是传说造伪者或造伪者的信徒，因而这种研
究很少具有学术品格。
唐宋以后，像苏辙《古史》、李锴《尚史》之类上古史著作甚多，它们通常在传说各单元的诸家异说
种选取一二作定本，对其余诸说再加驳斥，只是很少再另添新说，他们更多是以传说的仲裁者而非传
播的姿态出现，为尧舜传说做了许多疏浚工作，但也仅此而已。
便是晚清辨别古史的卓尔大家崔述，虽力斥古来儒者多蔽于成见，但其辨伪名著《唐虞考信录》的考
信标准仍是“六经”，所谓“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这一态度与太史公所谓“考信于六艺
”正同，这又何尝不是横亘于胸的一宗绝大成见呢? 　　尧舜传说真正进入现代学术视界，还得从20
世纪初期前后的疑古思潮开始，而壮观于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大批古史论著之中。
它们大多以现代文化思潮为背景，对古史传说进行了刨根问底的探讨，其最大贡献在于冲破了包括神
圣经学在内的一切传统藩篱，将尧舜传说从上古史实中解脱出来，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它的神话传说面
目。
其中，顾颉刚功绩尤著，他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等著作以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等
论点，在攘臂打破二千多年来因循自闭的古史观念的同时，也为上古史及神话传说的研究，开辟了一
片新的学术原野。
不过因破旧开新时期头绪繁多，他常常在意识到某个学术课题的广阔前景之后，很快又奋身于另外的
更新更大的题目上去了。
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后，再着手考舜的故事。
这一件故事是战国时的最大的故事(战国以前以禹的故事为最大，可惜材料太少，无从详考)，许多古
史上的故事都以它为中心而联结起来了。
”并认为：“这件故事如果能研究明白，一方面必可对于故事的性质更得许多了解，一方面也可以对
于伪古史作一个大体的整理。
”但他终于只作了一篇《虞初小说回目考释》，对尧舜传说各单元的材料稍作罗列，就再无暇深究了
。
 　　后来学者对尧舜传说也时有涉足，大多仍从上古史角度切入，但目的与方法有所变化。
最主要的是参照现代流行的古代社会分期法，将尧舜传说作为新石器晚期的代表，辅以相应的考古发
现，从而研究中国上古史，比如将尧舜禅让对比于军事部落联盟制度等等。
另外，一批神话传说研究者对尧舜传说也有相当的关注，除了神话资料搜集专家们对尧舜资料的搜集
不遗余力外，更多的研究是以解释、破译为主，比如将舜象故事比附于东夷服象之史实，历试诸难乃
成年礼之展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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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文这样将上古史与神话传说分类述之，仅仅是一种叙述便利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这两种研究
时有渗透。
 　　应该说，对于尧舜传说已有的各项研究，都各有价值。
但迄今未有将尧舜传说总体作为单独研究对象的。
顾颉刚在《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中说：“舜的故事，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从东周、秦、汉直
到晋、唐，不知有多少万人在讲说和传播，也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发展和变化，才成为一个广大的体系
；其中时地的参差，毁誉的杂异，人情的变化，区域的广远，都令人目眩心乱，捉摸不定。
”去掉其中一些略带夸张的感情化语辞，再增入与舜密不可分的尧的事迹，尧舜传说的研究价值，当
是不言自明的了。
 　　胡适在1924年2月《读书杂志》1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的文章，文中对顾
颉刚的古史研究方法有如下总结：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
，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一般地说，这样的方法是比较合理的，本书的研究思路也大致循此。
不过，对于这一方法，有些情况必须交代清楚。
首先，上述(1)、(2)点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倾向即是对材料时间性的严重依赖。
客观地说，本书对于有关尧舜材料的钩沉剔隐，虽工程浩繁，倒并无太大障碍，但判断材料的先后关
系则颇费斟酌。
要想将先秦两汉典籍之先后关系---弄明白，目前显然只是良好的空想，所以本书对材料的时间判断，
除个别地方有所考辨外，大多采通行之说，特别像《左传》、《国语》等，仍相信它们是大致可信的
春秋史料，与疑古派将古文经多归于刘歆伪托不同。
类似的情况书中随文出现，此不一一。
其次，按上述第(3)点，若笼统地说“研究这件事的渐渐演进”，原无问题，但胡适接下来列举了一些
演进的具体过程：“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
，由神话变为史实，由寓言变为事实”云云，若把这些过程只当作随意列举看，也可成立，但胡适这
里的表述恐怕不是随意列举，看其全用“由⋯⋯变为⋯⋯”的句式，而且都是单向的，这分明是在为
传说演变总结规律。
事实上，这样的规律是难以成立的，传说演变只有这样一个走向，不能逆向运作?不能双向互动?比如
“由神变成人”、“由神话变为史实”，难道就不可能“由人变成神”、“由史实变为神话”?试看谶
纬中的尧舜乃至孔子，不是比先秦记载中的尧舜、孔子更具神异性吗?在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作了以上
总结之后，胡适当时很自豪地说：“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
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
“evolutionary”的词意含有进化的意思，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即“the Theory of Evolution”，“演进”只
是客观发展，“进化”则为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胡适、顾颉刚所处的时代，进化论正当风靡，且已远远超过了生物界，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
律的一种有力武器。
胡适这里虽用的是“演进”，但其总结的规律，却难以脱去“进化论”的色彩，这正是其理论隐藏的
背景与缺陷所在。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其成功与缺陷，也与此有关。
有鉴于此，本书将对此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对于所谓规律的总结，也始终持有一种“如履薄冰
”式的心态。
 　　从研究视域上看，本研究也有纯历史的研究，如第一章，也有破译神话传说的尝试，如第五章，
但是根本上无意于重塑上古史，同时认为破译神话传说只能是某项材料积聚至一定时机后的自然流露
，大多数话题是无须或无可破译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尧舜传说研究>>

因此，本研究乃从文献记载开始，对更古的“真相”，没有特别的兴趣，而研究的下限延伸至今，这
显然不当归入上古史或神话研究的行列，所以本书以“传说”为一以贯之的主导概念指称尧舜事迹。
行文中有时也用“故事”一词，按照现今通行的民间文学理论术语，“传说”与“故事”理应有别，
前者多指有一个核心人事的相关叙述，而这一核心又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后者则泛指一切虚构叙述。
但是这两个概念其实有很宽广的交叉地带，因此本文使用的“故事”概念，是取其更宽泛的意义，或
按其字意释为“过去的事”，也无不可。
总之，笔者对概念术语一向持有随文设立的灵活态度，不愿因为迁就而左右支绌，只要不过于违背公
认规范，大概也是可行的吧。
同时，正是由于本书始终以传说来看待尧舜事迹，因此，尽管本研究从选题开始一直比较多地受到《
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并从个人学术感情上说对顾颉刚等先辈也深表敬意，但笔者并无意于私淑前贤
、入其门墙、承其余绪。
顾颉刚先生在1925年《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说，他个人研究古史愿意担任两项工作：“(一)用故事
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
”虽然顾颉刚先生在第(二)点上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比如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但他将毕生精力
更多地是倾注在第(一)点上了。
而本书的重心恰与之相反。
正基于此，在当前比较热烈的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讨论面前，本研究在传说层面上基本不受太大
影响，笔者只是出于学术发展的兴趣，在争取吸收其相关成果的同时，可以相对超然地保持密切关注
的姿态。
 　　总体研究的必有之意当然是对传说生成与流变的考察。
鉴于尧舜传说本身的多变与复杂，本研究以《五帝本纪》为第一时期的集成之作，对此前诸子百家所
宣扬的各种尧舜传说加以介绍，以展示尧舜传说的生成过程与流播背景，是为第二章；又对传说进行
情节单元的分割与排比，以完成对总体面貌的显现，是为第三章。
而且，这种情节单元的分割排比，将贯穿于本书的许多章节，这也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性决定的。
本书慎用母题(motif)、类比之类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带有强烈的共生性，是大面积传说研究的有力工
具，而本书则主要侧重于尧舜传说的个案研究。
从历时性上看，虽说尧舜传说贯穿古今时有变动，但这种变动大多只是个别单元的局部行为，而总体
上的变化，在古代文献中只存在于谶纬这一时期，故有第四章。
第二、三章与第四章合观，便可领略整个古代社会主流文化中传播的尧舜传说的总体风貌和主流品格
。
此外，第五、六、七、八章则是对其中最丰满的几项传说单元所作的个例研究。
因为如上所言，个别单元的变动不居远远超出传说之总体，只有通过个例的研究，我们对尧舜传说总
体上宽广的涉面、变幻的个性、多样的艺术风貌以及独特的结构功能，才能有更真切的领会。
 　　从以上对于研究思路的总结中不难看出，本书的研究取向偏于纵向历时性，所依凭的材料主要是
传统文献，这固然是笔者始终倾力之所在，但在当初的总体构想中，还有横向研究以及口承文本与书
面文本对读的节目，具体的策略是：先将清代统一编修的各省通志中有关尧舜的传说、遗迹等记录钩
沉出来，再将当代国家主持的各地故事集成中的尧舜传说也搜罗备至，两相对照，便可画出一幅相对
翔实的尧舜传说地理分布图，并对两者间的异同尽量加以解释；然后，将当代口头传承的尧舜传说也
按情节单元分类，将其与文献记载的相应情节单元作对比，从而具体分析其间异同，并可望对尧舜传
说的多样面貌加以探究。
这两项节目的共同前提是对当今尧舜故事的口头传承有全面的掌握，可惜我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已历
十数年，各省、市、县、地也出了不少资料本，但至今尚未出齐，而且没有一家机构有完备收藏。
笔者尽管勉力搜罗了百余则当今口头传承的尧舜故事，但于横向分布的全面性上还差得很远，所以终
究只能以清修通志为依据，画出一张往日的分布图，聊备一格，是为第九章，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况且，便是笔者掌握的主要来自各地集成本的百余则尧舜传说，认真翻检一下，由于搜集态度与方法
的差异，其质量参差不齐，可信度颇可质疑，所以笔者终于又放弃了口承与书面全面对读的企图，只
在个别地方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第七章舜孝传说中，就单辟一节论述当今口头传承形态，因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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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向来特别活跃，而笔者又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口头传承，它们具有很强的共生性和承继性。
又比如第九章附录中的《永州之野觅舜迹》，笔者企图通过自身的实地考察，将文献、口承诸形态在
地方山川人情的具体感知中对比发明。
无论怎么说，对于口承形态与书面形态的对读，笔者倾注着特别而持久的关怀，并且深信这是应当引
起学界关注的课题。
     鉴于资质与勤勉两不足称，本书或许只能算是对于尧舜传说总体研究的初步总结。
诚愿学界硕彦不吝批判，笔者当恭处下风谨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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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演变  第三节  逃王高士群体形象的发展模式与角色定定第七章  尧舜传说的论理观照——舜孝故事
 第一节  以《五帝本纪》为文本代表的早期形态  第二节  以刘向《列女传》为文本代表的中期开态  第
三节  以《舜子变》为文本代表的中期另一形态⋯⋯第八章  尧舜传说的凄美篇章——二妃传说第九章  
尧舜传说的地理分布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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