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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中华创世神话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的深远意义

孙 颙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
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最初的学术

框架，是多年前出版的《中华创世纪》
一书，为赵昌平、骆玉明和汪涌豪三位

著名学者合作撰写。从去年开始，赵昌

平重新全面梳理中华典籍中的神话著

述，重视各民族的传说故事，深入进行

学术研究，并结合本工程的要求，拿出

了内容大大丰富的学术文本， 为各门

类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认真研读《中华创世纪》和新的学

术文本，思考其中主要的学术观念，收
获颇多。

一、中华创世神话的独特性：天、
地、人合作创世。

世界各民族， 多数有自己的创世

神话 。内容丰富的希腊神话与记载在

宗教典籍里的创世传说， 在西方读者

中传播甚广。与之相比，我们的创世神

话，虽然在《山海经》等古籍中有较多

记录，司马迁等著名史家也多有撰述，
但系统整理不够，传播更为零碎，一般

民众，知道的仅是“盘古开天”“后羿射

日”等若干故事，且知之不详。其实，中
华创世神话的丰富性、 完整性、 生动

性， 绝对是世界众多创世神话中无与

伦比的。 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约 30
本的连环画绘本和 100 幅大型美术创

作，以及此后众多的文艺创作成果，将把

主要内容呈现给广大读者。
这里强调的， 是中华创世神话鲜明

的个性：世界不是哪一个万能者创造出

来，而是天、地、人合作创造的结果。 这

里的“天”，可以理解为神，也可以理解为

古人所不知晓的力量，反正，在中华创世

神话中，主宰一切的神仙们，似乎存在，
又似乎缥缈。 “玉皇大帝”和“西天如来”
等， 是在后人编的故事中才演绎得分明

起来。
“盘古开天”，那位把天地分开的英

雄，让世界从混沌中诞生的英雄，是人还

是神？至少，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帝。“后羿

射日”的故事，也是表现人主动参与世界

的创建。至于后来的大禹治水，更是展示

中华祖先在全球性的大洪水中的独立姿

态。 大禹的父亲，从天上盗了“息壤”，并
不解决问题， 最后是大禹带领百姓治理

出欣欣向荣的世界。
中华神话中的“绝地天通”表明，不

能全靠天神了，得靠自己。如何办呢？“法
天象地”，依“天地”自然之法，建设美好

的人间，这就是古人的信念。
二、“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民

族精神。
在系统 梳 理 中 华 创 世 神 话 的 过 程

中 ，我们深深感到 ，中华祖先所张扬的

精神，体现于《易经》中记载的话：“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 ”
“天行健”一句，既是提倡奋斗精神，

又是强调科学精神。为了生存，需要顽强

地接受艰难困苦的挑战，但是，必须符合

“天行”的规律。这种态度，在诸多神话故

事里均有记录，而以“大禹治水”的故事

更为充分地展现。 “大禹”一往无前的牺

牲精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感人故事，为
历代传颂； 他的科学思想， 治水以导为

主，不是单纯地堵，更是以父亲的性命换

来的真理，他留下庞大的治水工程，至今

让人仰望。
“地势坤”一句，则在我们共同的祖

先———炎黄二帝身上一一印证。炎帝，民
间又公认即“神农”，把我们能有粮食填

饱肚子，归功于他；“神农尝百草”，才有

我们的中医传世。 这是何等的为天下苍

生的奉献！黄帝如何？他不但敢于打败燃

起战火的叛逆，而且能收拾战后的人心，宽
恕失败的部落，让他们也能安居乐业。这两

位先祖所缔造的基业，至今福泽中华大地。
三、 以中原为平台的中华民族的大融

合。
世界古代历史中， 记录了大量的部落

间的战争。但是，中华创世神话中的部落战

争，体现出特别的意义。
一样是血与火的故事。战争是残酷的，

难免出现血肉横飞的悲惨。 因此， 解决纷

争 ， 尽量不用战争手段 ， 是祖先提倡的

“德”。万一不可避免的战争发生了，如何让

它有尽量好一点的结局， 是对领导者的考

验。中华创世神话中，比较有名的大规模的

战争，属于炎帝、黄帝和蚩尤的大战。 当蚩

尤部落的反叛不可阻挡， 炎帝部落的生存

受到威胁， 黄帝的部落不得不挺身而

出接受挑战。起初，掌握了较高的金属

冶炼技术的蚩尤，几乎战无不胜；历经

无数牺牲和苦难， 黄帝才艰苦甚至侥

幸地赢得胜利。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
黄帝对失败的部落，尽可能地宽容，使
普通民众在战争失败后， 依然能正常

生活下去。
以今天的眼光看，黄帝的德政，不

仅让他个人获得传世的声誉， 更重要

的是，他们开创了民族大融合的范例。
此后，众多以中原为主要平台的部落、
民族间的纷争， 基本上保持了民族融

合的大趋势。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祖

先手里奠定了基础。
四、创世神话尾声：民族国家雏形

诞生。
由于大禹治水，使“九州”“四海”

这些地域概念清晰明朗； 以中原为平

台的多民族融合， 又在黄帝炎帝之后

势成燎原；同时，大禹治水，使得他个

人及其领导集团获得巨大威望， 能够

有效统治的疆域十分宽广； 一系列的

管理制度开始成熟， 甚至最早的税制

也已经实践起来———
这 就 是 中 华 创 世 神 话 漂 亮 的 尾

声：民族国家的雏形诞生了！
(作者系著名作家）

历史的情境和形象的塑造
———关于“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施大畏

回望 5000 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总让我们振奋。我们从哪里来，如何面
向未来，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
样传承发展， 是新的历史形势下摆在
每一个文化人面前， 值得重新思考的
新命题。

我们构想 “开天辟地———中华创
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的
主旨，正是想梳理中华文明的源头。神
话是各民族文化意识萌芽时期的创
造， 蕴藏着祖先对自然和世界的原始
认识及丰富的想象。 正如古希腊神话
之于欧洲文明， 上古神话之于中华民
族之魂， 先古人民为了生存试图与自
然抗争的愿景和美好生活的理想追
求，留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祖训。

上古神话如今普遍认为诞生于人
类蒙昧时代， 那是一个生产力十分低
下的时代。 尽管有涉及中华神话的大
量古籍存在， 也有不少研究神话的学
术成果，但是相比较西方文化，我们的
研究整理明显不够系统， 神话的普及
还远不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由于 1840
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
国的大门， 使我们的祖国经历了漫长
的屈辱和苦难，文明的断裂、文化的缺
失让我们深切感到重新塑魂铸魂的必
要性。 当我们的祖国在日益强大的时
候， 更需要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
想系列，建立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观，自
信地面向世界， 在国际语境中建立自
己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思维密码，蕴
含着中华民族最初哲学思想体系的雏
形。 盘古开天的创造性（区别于西方上
帝造人的学说），天人合一的科学性和以
中原为平台各民族融合的文化传统，是
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所在。

项目的初创阶段，我们意识到，最
大的难度在于神话人物的形象塑造。
我们不得不努力回到历史场景， 回眸
往昔的那些重要考据。 今人塑造远古
的神话人物，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但
这样的想象也要求我们基于更多经得
起推敲的历史合理性。 古希腊神话的
产生，是基于希腊人的生存需要。 不难
发现，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诸神自己过
着人类的生活， 因而证明人生的合理
性。与希腊神话的历史情景一样，人为
生存的抗争是如此坚强， 因此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英雄气概显得尤为珍
贵。这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和品格，是我
们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有哲人曾说， 神话有一个伟大的
优点，凡是意识永远抓不住的，在神话
中都可以通过感官和精神看到被保留
下来。就像灵魂永远包围着肉体一样，
灵魂正是由此通过肉体映入我们的眼
睛，对我们的耳朵说话，由此，神话故
事中的人物塑造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

大件。 古籍尽管浩瀚，但下工夫整理，
头绪可以一点点理清。 然而，神话人物
形象严重缺失， 让广大民众喜爱且达
到公认程度的神话人物更是凤毛麟
角。 大众相对熟悉的神话人物，大体集
中在《西游记》等文学读本里，与远古
创世神话的人物形象关系不太大。 诸
神的形象对当今创作者来说都很茫
然。 即使大家比较熟悉的后羿与嫦娥，
我们记得的仅是他们的动作， 一个是
弯弓的大力，一个是飞天的婀娜。 与西
方神话中具体生动的形象， 存在较大
的距离，对本项目构成巨大的挑战。

如何把神变成人， 是神话绘制的
观念转变，也考量艺术家的创造能力。
古籍的记载， 神话人物常有半人半兽
的形象出现， 塑造唯美可爱的人物形
象很不容易。 在不断研究探讨中，一位
学者表达了“远古祖先都有图腾崇拜，
图腾的应用在头饰和武器的装饰上”
的观点， 给绘画的作者们寻找到一个
避免半人半兽形象出现的合理性。 诚
然， 应该认识到这些神话人物最初其
实都是基于人类的形象产生的。 “女
娲”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而伏羲和夸父
则象征着一种男性的力量， 有了这些
理解， 这样的塑造便不再令人感觉难
以触及。 而上古神话中还蕴含那些阴
阳、八卦的隐喻，这些以往看来很晦涩、
难懂的内容也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
融入了故事情节， 变得更为贴近现代
审美，更便于现代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特定的历史情景下塑造特定的神
话人物是创作者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如何理解人物， 塑造出一个鲜活的人
物需要创作者的情感投入， 情怀的表
达， 才可能承载起这份沉重的英雄力
量。 西方神话人物通过几百年的反复
创造，已逐渐深入人心。我们不可能一
蹴而就， 凡是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
形象，均是漫长的普及、提高和互相作
用的结果。我们从连环画绘制着手，解
放自己的思想， 充分发挥画家们独特
的、个性化的想象力，让创作走到大众
的视野中去，获得滋养而进一步提高。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
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的创作是当今
对中华文明寻根问源的实践， 是立信
塑魂的需要。 艺术创作的样式是多元
的， 而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更是一致
永恒的主题，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历
史的表述。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不忘本
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这便是这项
工程构建的意义所在， 激发艺术家的
初心、忠心和童心。 我们将会与更多的
艺术家一起， 与民间智慧携手创造中
华创世神话人物形象。 经历过时间的
沉淀和洗礼， 这些上古神话形象自然
会丰满起来，生动起来，最后达到家喻
户晓的程度，为中华文明源头的梳理，
作出今人的奉献。

(作者系上海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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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浩瀚的文化源头，为中华民族塑魂铸魂

上海全方位推进“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绘就“中华文明源”壮丽图景

“如同孩提时期的朦胧意识是各

人后来种种观念建构的发生源一样，
一个民族创世神话中所含蕴的种种意

念与想象， 亦是这个民族后来形成的

民族精神的发生源。”古籍专家赵昌平

把这句话写在了 “开天辟地———中华

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的学术文本中。在他看来，创世神话是

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思维密码，蕴

含着民族最初的哲思。
因而，当学者以洋洋 40 万字为曾

经丰富却又零散的 中 华 创 世 神 话 梳

理出一条逐渐清晰的学术脉络，当凝

聚动漫界中国学派的 18 本连环画绘

本在今春出版， 当作家们以此为文本

进一步完善电影剧本而潜心扎根于中

国大地， 当新史诗、 舞台剧、 音乐、
雕塑等多项艺术创作计划均已排上日

程表———“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

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所绘就

的，分明是一幅“中华文明源”的壮阔

图景。
我们藉由学者、 艺术家们的智慧

返回浩瀚的文化源头， 从盘古开天到

大禹治水的创世神话里， 探寻的何尝

不是为中华民族塑魂铸魂的支撑点。

借创世母题，在人类文
化史上自信发声

自 2016 年 1 月整个工程启动，如
果说名画家们俯身连环画， 让外界见

识了他们的初心、 童心以及对艺术的

敬畏之心，那么一本 40 万字的文本付

梓时， 学界无不感佩古籍专家沉甸甸

的学术匠心。
事实上，赵昌平研究创世母题，研

究上古神话， 时间轴还得前移 10 年。
从当年与骆玉明、汪涌豪等人同著《中
华创世纪》， 到近两年深扎创世神话，
他和其他专家花十多年时间捧出学术

成果，“不敢奢谈厘清了中华神话的谱

系， 但确乎找到了许多能让中华民族

在人类文化史上自信发声的理据”。
比如在西方神话里，天地洪荒中，

他们用“诺亚方舟”，采取消极逃避；而
中华神话里，从伯鲧到大禹，父子俩都

是迎难而上，积极治水。 而且，伯鲧靠

盗取天上的息壤， 大禹则用疏导的办

法， 本身蕴含着中华初民追索天地人

三者关系的科学宇宙观。
还有专家从人类学研究中探到了

更大的秘密： 中华民族也许是天地间

最早被选中的人类。 传说天地还在混

沌之期，是“神州大地”“四海之内”最

先浮出水面， 而上天埋下120个人种，
第一个破壳而出的便是开天辟地的盘

古。为之佐证的还有仓颉造字的片段。
有典籍记载，仓颉曾对“中华”二字冥

思苦想不得要领， 得梦中老人指点后

来到陕西省境内的阳虚山。 只见一头

神龟向他爬来， 神龟及其周边闪耀的

光芒构成一个“中”字；随后，龟背上隐

约浮现12个方块，恰似12个“十”字，它
们凑起来就是繁体字的 “华”。 此处

12 个 “十” 字是有涵义的， 表示 120
个人种。 中华大地的形象根据这个神

话， 应该是乌龟驮月亮的形象。 这个

概念如果阐述清楚， 对于增强我们的

文化自信是非常有好处的。 实际上，
这是从人类起源的角度表达了 “中华

中心” 的理念， 这一理念对于增强民

族自信心 、 自 尊 心 、 自 豪 感 ， 坚 定

“四个自信” 非常有益。
青年画家罗玲显然捕捉到了关于

文化自信的重要内涵。 罗玲在签约工

程前， 已是儿童绘本界小有名气的画

家。 她交来的初稿是自己擅长的日韩

动漫画风，“但几次与前辈画家、 学者交

流，让我对中国学派有了新的认知”。 她

主动提出撤回原稿，回家重起炉灶。这一

回出版的《羿除四凶》，她笔下的天帝面

长耳阔，驾驭“凤头龙尾”车行驶云端，一
眼就瞧出浓郁的中国风。

以独特的精神价值，架构
中华儿女的心灵空间

作为工程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上海

市文联主席施大畏把投身创世神话视为

“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能在神话中发

掘与当代精神一以贯之的传统道德、人

文思想，感受它们的永恒魅力”。
根据神话里记载的“三皇”，天皇出

生在如今的新疆，地皇降生在河南，人皇

则出生于今天的西藏， 足见中国土地上

各地、 各民族都为缔造我们伟大的中华

民族做出过贡献。
除此之外， 神话里传承下来的许多

故事都能在今天找到当代的呼应。 如女

娲补天意在庇佑天下众生， 夸父追日说

的是牺牲小我保护百姓， 这些都洋溢着

浓厚的人民意识； 而神农尝百草、 仓颉

造字， 则体现着神话人物的服务意识，

都是他们脱离了对自身欲望的关注， 显

现出高尚的情操； 至于大禹治水， 除了

天下为公、 改天换地而九死未悔的气概

之外 ， 他带领着他的队伍走遍 神 州 大

地， 脚下丈量的， 恰是中国最早的疆域

雏形。
最重要的， 还有初民为了生存试图

与自然抗争的愿景和美好生活的理想追

求，留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祖训———这独特

的精神价值，放之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在施大畏看 来 ， 这 许 是 “开 天 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

传播工程尤为注重教育功能的 最 大 初

心。他曾赴山西省河曲县一所小学调研，
午间时分，孩子们的桌上只有课本，再无

其他读物，“那瞬间，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

连环画绘本能早日送到这些孩 子 们 手

中， 让他们从小就能在神话里汲取中华

传统文化的道德滋养、人文精神，在神话

里安置自己的灵魂”。

打造三个高地的“龙头工
程”，为海派文化壮骨强身

在潜心创作一年多后， 上海终于全

面揭开这幅 “中华文明源” 的图景。
有人不禁发问 ， 为 什 么 是 上 海 ？ 对

此 ， 施 大 畏 有 番 颇 为 感 性 的 阐 述 ：
“在 1840 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

古老中国的大门， 使我们的民族经历

漫长的屈辱与苦难后， 上海是那个年

代最先开放的城市。 直到今天， 她既

有江南文化的渊源， 也敏感于与世界

的交流对话， 更拥有相对全面的学科

建设。”
事实证明， 这已是一项发动了全

上海力量的文化 “龙头工程” ———文

学脚本倚赖上海市作协， 美术创作由

上海市文联牵头， 学术文本由上海市

社联负责， 而新史诗的创作则由上海

的作家们完成。 此外， 上影集团、 上

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旗下的多家

文艺院团都将出现在创作列表中。
还有更美好 的 畅 想 ： 未 来 ， 神

话读本将成为 家 长 们 亲 子 读 物 的 重

要 选 择 ； 上 海 各 高 校 历 史 、 人 类 、
考 古 等 学 科 的 专 家 学 者也将为工程

出谋划策 ； 更可能 有 一 座 博 大 精 深

的 “中华文 明 ” 创 意 乐 园 生 长 于这

片热土。

《鲧的故事》

作者 施大畏
施晓颉

四大类十余个项目已经启动
【文学】

■8 组学术文本全部完成， 包括

《开辟———两种传说，一个意识》《法天
象地———初创 》《龙与凤 》《炎黄与蚩
尤》《公天下———唐尧与虞舜》《夷羿射
日除凶与嫦娥窃药奔月》《鲧、 禹治水

（上 ） 伯鲧篇 》 《鲧 、 禹治水 （下 ）
大禹篇》 《九州攸同四海归一》， 共计

40 万字； 神话故事脚本基本完成，共
计 5 万余字；

■“新史诗”2017 年 4 月启动，计
划 2018 年 3 月定稿。

【美术】
■连环画绘本系列 （30 本），《盘

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嫦娥奔月》《伯
鲧献身》《神农尝百草》《羲娲创世》《师
法自然 》 《绝地天通 》 《伏羲创八
卦》 《 四时与八节》《伏羲织网》《女
娲补天》《神奇的种子》《炎帝的三个女

儿》《嫘祖教织》《仓颉造字》《伶伦制乐》
《涿鹿大战》《牛郎织女》《愚公移山》《尧
舜禅让》《夸父逐日》《羿除四凶》《后羿射
日 》《大禹出山 》《开山治水 》《大禹锁水
怪》《望夫石》《大禹省四方》《鼎定天下》。

首批 18 本连环画 2017 年 3 月底已
出版，每本作品 30 幅左右，为 20 开连环
画绘本形式。 18 本已出版的连环画绘画
拟于 2017 年 4 月进社区展览。

第二批 12 本连环画绘本将于 2017
年 5 月完成定稿，7 月底出版。

5 月《梦开始的地方》相关美术作品
展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举
行；

■大型主题绘画有 63 件已与全国
各地知名画家签约， 计划 2017 年 10 月
进行初步展示。 大型主题绘画预计将达
百余件主题，主要形式为中国画、油画、
版画和雕塑；

■一组表现神话人物的群雕正在研
究中。

【舞台艺术】（初步计划）
■多媒体史诗剧：2019年初首演；
■主题交响乐 《法天象地 》：

2018 年底完成作曲；
■舞剧：取材《山海经》中神话

人物，2018 年首演；
■越剧 《素女与魃女》：2018 年

首演；
■主题杂技剧：2019 年初首演；
■儿童剧：由课本、木偶、皮影

等组成，2018 年首演。

【影视】
■电影《禹神治水》：已完成剧

本初稿。

【其他】
■在四大类文艺创作的基础

上，将逐步进行网络文艺创作、文创
产品开发、大型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等。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系列》首批 18 本连环画 2017 年 3 月底已出版。 本报记者 刘栋摄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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