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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文化观"将文学还原
到原初文化环境中# 借助于物的
叙事$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展览的
材料"我们得以将文化脉络整理
出来# 虽然无文字"但这些考古
实物资料的出现"为考察中国文
化传统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这是
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式的革新# %

沿着上述思路"叶舒宪等学者意
识到"惟有反思和突破小传统文
字编码的束缚" 才能与时俱进#

人类在文字书写出现之前已开始
认识和表现世界"小传统文字编
码的内容都是植根于大传统的"

只要找到大传统的再现方法"进
入文字书写之前的世界"就可进
行新的拓展与解码研究#

顺理成章 "

9

级编码论应运
而生&&&运用历史性的动态视野
看待文化文本的生成"将文物与
图像构成的大传统编码视作一级
编码"将文字小传统的萌发视作
二级编码"而用文字书写而成的
早期文本经典则被视作三级编
码"古代经典时代之后至今"以及
未来无法穷尽的所有文本写作"

无非都是再编码 " 统称
9

级编
码#!

9

级编码论探讨的是文字时
代以后的文学书写中所蕴含的上
古密码"即元话语$原型问题# 在
大传统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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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编码中越古
老的编码"越接近文化基因和人
类文明演变的编码"其能级越大"

分蘖力越强# %

莫言的!蛙"###

!

级

编码论的样本分析

以莫言小说'蛙(为例# 蛙形
象最早出现在文明起源之前辽远
的石器时代"伴随着史前人类的
女神信仰传统# 也就是说"青蛙
类的水陆两栖动物曾充当主管生
育的母神之象征# '蛙(以计划生
育政策的实施为题材"莫言为何
要选择!蛙%为书名)

!人类生育的对象叫*娃+"这
个字在'蛙(中使用频次超过二百
次,*蛙+ 字的出现频次也超过二
百次#两个数据"足以彰显作者的
隐喻用意#不过"更重要的隐喻之
根藏匿在文字以外的世界里# %

叶舒宪认为" 有些作家对自
己的作品会有意识地做深层编码
处理"如'魔戒(和'达-芬奇密码(

的作者" 也有些作家是半自觉地
或无意识地写出了文化的原型内
涵# 但不管哪种情况"已有的文化
文本的编码程序一定会对新创作
的文学文本发挥作用 # 莫言写
'蛙("酝酿十年"笔耕四载"三易其
稿" 显然是自觉从事文化再编码
的写法# 读过'蛙(第四部第二节
关于牛蛙养殖场的描写.求偶配
对的情场兼繁育后代的生殖场/"

就会对作者的苦心有所体会#

如前所述
9

级编码理论"从
大传统到小传统"可按时代先后
顺序"排列出一二三级到

9

级的
符号编码#无文字时代的文物和图
像"发挥着文化意义的原型编码作
用"可称为一级编码"主宰着这一
编码的基本原则是神话思维#接下
来是汉字的形成"称为二级编码或
次级编码# 先民用!蛙%和!娃%分别
指代青蛙和婴儿"因为两者发出的
声音十分相似# !人类生育的对象

*娃+"降生到这个世界后所发出的
第一声"为什么偏偏和青蛙的叫声
如此类同) 这样的类比现象"正是
神话思维时代最关注的"因为神话
思维的基本逻辑就是类比联想#莫
言先生对此当然不会放过"他所描
写的牛蛙养殖技术就有给雌蛙饲
料添加催卵素一项"所用的拟声词
是六个0*蛙蛙蛙&&&哇哇哇+# %

汉字书写的古代经典" 如先
秦典籍等"则属于三级编码# '越
绝书(中记载着越王勾践!见怒蛙
而式之%的典故#蛙之怒代表神之
怒"这种想象来自信仰时代的!物
候%观念"即通过观测某些小动物
的变化" 来预报季节或气候的变
化"甚至预报地震等自然灾害#

中国文化中的蛙神主题 "从
五千年前马家窑彩陶上的蛙人形
象"到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
的'青蛙神("来自大传统的信念
通过民俗信仰的方式延续传承下
来# !今日作家的写作"无疑处于
这一历史编码程序的顶端# 谁最
善于调动程序中的前三级编码"

尤其是程序底端的深层编码"谁
就较容易获取深厚的文化意蕴"

给作品带来巨大的意义张力"而
不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描写上#%

这应该也算是神话研究对当代写
作的实用性意义吧#

!女娲补天%的神话"妇孺皆
知# 然而"叶舒宪说"女娲的形象
也来自于蛙# 中国史前的女神崇
拜达八千年之久" 那时蛙&娃&

娲的神话类比联想已然形成#!因
为神话的发生远远早于文字和文
明# %

#:;<

年出土于内蒙古林西
县的石雕蟾蜍" 属于八千年前的
兴隆洼文化, 而蛙人神形象大量
出现于西北的马家窑文化彩陶
上"距今五千年#

如果将视野投入更大范围 "

最早的蛙人形象出现于一万五千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法国骨
雕#!女神象征系统中有一个源远
流长的动物化身意象&&&青蛙或
蟾蜍# 人类的先民在很早的时候
就注意到蛙类生物的周期性变形
特征" 并且把它认同为生命力的
超常衍变和永恒的表征# 又由于
蛙类在生育繁殖方面的特强能
力"也就同鱼类一样"被类比为生
育神或母亲神的化身形式#于是"

我们在万年以前的简单造型表现
中" 就开始不断地发现蛙蟾动物
的反复呈现# 其表现特征往往是
蛙体与人体的结合" 尤其是女性
人体"女蛙$女娲形象由此产生#

了解到这一传承的古老性和普遍
性" 有助于我们洞观中国古人崇
奉的女娲大神的发生背景# %

再返观'蛙("莫言给小说中
的叙事者取名为!蝌蚪%"其第五
部内容则是蝌蚪写出的九幕话剧
'蛙(# 落幕之前让猫头鹰和蛙鬼
同时登场" 寓言式地表达主宰生
育的古老神灵被亵渎的荒诞离奇
场景#

莫言在写完'蛙(后"感到有
八个大字压在心头0!他人有罪"

我亦有罪# %了解了上述知识"对
照文本"不难看出"是现代人的生
活方式&&&因为忘本而导致渎
神"让原来的不死蛙神变成蛙鬼#

作家想通过文学来实现自我心灵
的忏悔" 也替失去信仰的现代人
忏悔#

西王母神话中潜含

的历史性因素

华夏上古神话中有三位重要
的女神0女娲$西王母和嫦娥"其
最主要的神话事迹分别是女娲补
天$西王母掌不死药和嫦娥奔月#

关于西王母的文献记载 "以
'山海经(中的文字最为古老和周
详" 如0!又西三百五十里" 曰玉
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
如人" 豹尾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
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

'山海经(" 因其内容怪诞而
被视作文学想象的产物" 乃至成
了中国神怪小说的鼻祖# 但对于
!把神话当作古老文明的历史信
息最早的源头" 充分利用考古发
现及田野考察的实物叙事和图像
叙事的巨大信息能量" 从中探寻
和解读重要的历史信息和思想史
信息%的叶舒宪来说"则是值得深
究的线索0'山海经( 对西王母的
描述看似离奇古怪" 却有两个重
要细节透露着真实信仰的历史信
息&&&西王母所居的地点!玉山%

和她头上的标志物!戴胜%#

先讲!玉山%#叶舒宪认为"文
学想象中的!玉山%"未必全然出
于虚构#现实中的产玉之山"才是
此类名山的原型# 在华夏文明初
始期" 先民在发明和使用金属器
物之前数千年"就开始用美玉打造
神圣偶像和通神法器" 即玉器时
代#约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公元
前三千年"玉器时代达到发展的巅
峰# 不过"那时新疆和田玉尚未出
现在这些史前玉文化中" 就地取
材的地方玉是玉器时代的主流玉
材# 在玉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
的夏商之际" 新疆昆仑山特产的
和田玉逐渐在中原王权建构中超
越所有其他地方的玉材"获得首屈
一指的统治象征意义# 关于昆仑
!玉山% 的想象就是在此中原王权
崛起的真实背景下形成并流传久
远的# !西王母神话首先确认女神
与西部$ 昆仑山$ 玉山的地点关
系"显然不是偶然的幻想# %

再谈!戴胜%#在'山海经(中"

这是当作无须解说的常识来讲
的# 但到了汉代以后"就不大明白
究竟#最早的解释是西晋博物学家
郭璞0!胜"玉胜也# %可理解为先秦
女神形象以头上的玉器为特殊标
志# 以后历代的解释"或者干脆以
!戴胜%隐喻西王母本人"或者解释
为具有春天物候作用的!戴任鸟%#

叶舒宪说" 根据已掌握的图像叙
事的证据" 距今约二千年的汉画
像石中所刻划的西王母" 常常就
是头上戴着玉冠饰的形象# 考古
发现所提供的玉雕头饰实物"从
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出土玉冠"到
四千多年前的山东龙山文化出土
玉簪"不一而足# 这些出土玉器实
物表明"史前的部落社会领袖以玉
冠之类的头饰为通神和统治地位
的标记"已非偶然现象"而且流行
于文明史以前#这足以给早期文献
记录的西王母戴胜特征提供更有
说服力的历史背景说明#

!玉山%与!戴胜%"给出了两个
要点0西王母所在之玉山$瑶池"以
及她头戴玉胜作为神圣标记"从而
透露出华夏先民心目中神圣观念
的两大原型&&&玉与女神#叶舒宪

说"这恰恰是在后代父权制文明中
日渐失落的华夏史前文化大传统
要素"因而有必要利用一切可能的
材料加以探讨#从神话符号的象征
意义去辨析"可以说这位处于宇宙
西极玉山的西王母女神"乃是新疆
昆仑山脉出产的特等玉矿即和田
玉的人格化和神话化之结果# 西
王母在 '淮南子 (中开始和 !瑶
池%相联系"!瑶%可泛指美玉"在
造字之初就是指代和田玉的# 瑶
池西王母被省称为!瑶母%或!玉
母%" 在后代的道教神谱传承中
变化出!瑶池金母%的名号#

从'山海经(提示的线索"寻
觅早已失落的华夏文明发生要
素"结合考古学新发现的大视野"

可辨识出两大文化基因" 即由玉
的信仰和女神信仰共同编织而成
的一整套神话观念#女神信仰是人
类经历石器时代和农业起源时期
的较普遍的信仰"玉的神话化和神
圣化则是华夏文明特有的文化基
因"其对文明史发展的深刻而持久
的作用"从秦始皇开国玉玺传奇"

到元代和清代的开国玉玺历史叙
事" 乃至在小说 '西游记('红楼
梦(中"都可看得格外分明#!这就
是透过西王母神话所能探查到的
上古文化流变的兴衰脉络# %

中国神话学的发展

与$神话中国%

早些年" 叶舒宪和他的研究
团队曾发起一场关于中国神话研
究转向的讨论"即从探寻!中国神
话%到认识!神话中国%#

学术界还曾专门讨论神话与
文学的关系" 即神话隶属于文学
还是文学隶属于神话) 经过这些
年的探索与实践" 如今答案已经
明确0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概念#

神话不仅是文学的源头" 而且是
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等各
个意识门类的共同源头#!有了对
*神话+ 观念的这一认识突破"作
为文化编码的原型研究" 神话学
的范围将异常广阔# %

!神话是人类生活的原初观
念基础和范型" 与神圣的信仰相
联系"具有*拯救的力量+的原动
力#神话代表着一种*时间深度+"

具有*想象共同体+的性质# 神话
不仅是初民的共同杰作" 并且是
制约社会运作和生活规范的根本
性原典#神话的价值"在于它描述
的具体模式具有永恒性" 它不仅
解释了过去和现在" 而且在某种
意义也预示着未来# 神话在文明
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
整合人心$组织社会$建构国家政
权的重要范型作用# %

在中国文化中" 无论发生了
什么变化"以!天人关系%为核心$

以!天人和谐%为最高追求的理念
始终没有动摇# 这就是中国文化
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之
一" 也是中国文化中神话特性的
内在肌理#

叶舒宪说" 神话研究的作用
和意义"在于针对历史叙事的起源
与解释文化现象的编码"将产生于
远古的传说尤其是古代经典文献"

视为受神话思维和编码影响的结
构性文本# 神话编码是一种文化
!元语言%"不仅是大众传媒诉诸表
达国家形象的根基"更是现代学术
动用本土资源来审视和反思中国
文化的潜在!磁场%#

谈到!中国神话%与!神话中
国%"叶舒宪解释"简而言之"!中国
神话%对应文学文本"因受制于汉
字书写的历史"目前充其量仅能上
溯到甲骨文时代"距今三千多年而
已# !神话中国%对应文化文本"突
破了文字局限"在活态文化传承的
民间叙事和仪式礼俗中"在禳灾和
治病的讲唱表演活动中"在考古发
现的图像叙事和实物叙事中"解读
神话思维"辨识神话叙事"发现神
话意象# 它的时间"可上溯到一万
年前乃至更古远#

具体而言"!神话中国% 指按
照!天人合一%的神话式感知方式
与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数千年的
文化传统#从初民的神话想象"到
先秦的文化典籍"从老子$孔子开
启的儒道思想"到屈原$曹雪芹的
再造神话与原型叙事" 一直到今
天人们还怀念的圣人$ 贤君$明
主"民间崇尚的巫$神$怪$傩等思
维潜意识"以及礼仪性行为密码"

都是!神话中国%的对象# 从每个
县市都少不了的孔庙" 到家家户
户的灶神$门神和祖灵牌位"皆体
现着!神话中国%的无处不在#

神话中国的新视野" 有助于
我们在纯文学以外的古代经典中
体认神话编码的逻辑# 叶舒宪举
例道"'春秋(始于!元年春王正月%

所隐含的创世神话观"终于!西狩
获麟% 的日落隐喻神话,'庄子(内
七篇始于第一篇'逍遥游(鲲化鹏
的神话,'周礼( 始于天官地官"终
于以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为完整周
期的体系"全书结构潜含宇宙四方
六合的时空运转大法#

!神话中国揭示的不是单个
作品的神话性" 而是一种内在价
值观和宇宙观所支配的文化编码
逻辑# 它将引领我们进入一部重
新敞开的中华文化史" 提示我们
认识华夏文化本土传统#%叶舒宪
对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的
发展"作出了深刻总结#

叶舒宪教授曾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
!

类#中华文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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