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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范昕） 记者近日获悉， 在今年上海书展上，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新近编辑完成的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连环画系列绘本 30 册将整体亮相。 这套绘本既可谓 “开天辟地———中
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的成果之一， 也是向党的十九大献礼的重量级艺术绘本原创出
版工程的成果之一。

该系列绘本首次以原创连环画形式， 梳理中华文明的源头， 对中华创世文明精粹进行集中呈现和
艺术表达。 30 册绘本分别讲述了 《盘古开天地》 《女娲造人》 《伏羲织网》 等 30 个中华创世神话，
透过大气恢弘的画面与精雕细琢的文字， 将看似零乱分散的中华创世神话汇编成有机的体系， 并进行
深度探源， 让人们清晰地知晓一个民族的源头， 看到中华神话的文化价值在闪光， 让读者在体悟祖先
开创世界的气韵和精神中， 与西方文明展开对话。

系列绘本的面世， 也是近年来全国规模最大、 艺术水平最高的一次连环故事绘本原创活动。 冯远、
施大畏、 罗中立等当代画坛的顶尖艺术家不仅自身积极参与， 也带动了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投身
创作。 与图画相配套的文字脚本创作， 则由作家孙颙、 古典文学学者赵昌平等学术文化界的一流专家
学者担纲。

完成了！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系列绘本 30 册于上海书展整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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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连环画系列绘本主创

对今天的文学而言，
神话所昭示的精神是起点也是终点

中 国 古 代 神 话 作 为 先 民 的 认 识

史， 以一种强大的统摄力量， 为中华

民族提供了原始的精神动力， 成为民

族习俗、 信念和制度的来源。

那些在神圣空间创
造出的人物与故事中 ，
有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与
文学创作最隐秘的印记

说 起 来 ， 中 国 原 无 神 话 学 的 研

究传统与范式， “神话” 一词也是从

日本舶来的， 第一部关于中国神话研

究的专著是由俄国人格奥尔吉耶夫斯

基于 1892 年完成的 。 在 《中国人的

神话观与神话》 一书中， 他最早提出

“中 国 神 话 ” 的 概 念 ， 并 对 其 产 生 、
演变和分类， 其与五行的渊源以及与

儒道两家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作了初步

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还提到了

神话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但自 1902 年梁启超 《论历史与人

种》 一文首用 “神话” 后， 从王国维、
夏曾佑一直到章太炎与周氏兄弟， 无

不对之倍加关注， 进而把它用为启迪

民智的工具 ， 引入历史与文学领域 ，
用来张扬中华民族的发源广远与创造

力、 想象力的博大。 所以其意义不仅

在增进了对上古文化遗产和先民集体

无意识的了解，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

神话一样， 那些在神圣空间创造出的

人物与故事， 因反映了人最深刻的诉

求， 暗示了人对自身命运及世界秩序

的根本认知， 当将历史认知与审美体

验结合在一起作重新审视， 是可以看

得到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与行为方式

的成因， 以及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与文

学创作最隐秘的印记的。 它所表现出

来的文化内涵与精神， 不仅制约着文学

创作的精神性品格与创作方式， 还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文学的未来方向，
对中国文学自身的再认识与再出发以

及融入与应答世界， 也有着极为深远

的影响。 唯此， 尽管其面上看去纷乱

无 统 ， 甚 至 如 康 有 为 所 称 “茫 昧 无

稽”， “古史辨” 派仍将其从古史圣王

体系中析出并还原， 更仍有人从其原

型与母题中不断汲取营养， 予以创造

性 重 写 。 而 究 其 实 际 影 响 而 言 ， 从

《诗经》 的 《商颂·玄鸟 》 《大雅·生

民》、 屈原的 《离骚》 《天问》 与 《九
歌》， 到 《庄子》 的 《逍遥游》、 曹植

的 《洛神赋》、 陶渊明的 《读山海经》
组诗， 一直到李白、 李商隐等人对神

话意象的运用， 无不受其沾溉。 唐以

下小说创作取用其故事就更多了， 明

清两代趋于鼎盛 。 鲁迅 《故事新编 》
中 《补天》 《奔月》 《铸剑》 和 《理

水》 四篇， 则代表了现代小说利用神

话故事进行再创作所达到的高峰。
今 天 ， 立 足 于 跨 文 化 交 流 的 语

境， 通过创生改写， 以期发见其当下

意义的 “重述神话” 工程在全球范围

都有展开 。 如 2005 年 ， 在 “新神话

主义” 文化思潮影响下， 英国坎农格

特 出 版 公 司 就 发 起 过 重 构 神 话 的 工

程。 作为这一工程的组成部分， 中国

作家苏童、 叶兆言、 李锐和阿来分别

以孟姜女寻夫哭长城、 后羿射日嫦娥

奔月、 白娘子报恩被收和格萨尔称王

四个经典神话为蓝本， 通过拟写、 颠

覆与重构 ， 创作了 《碧奴 》 《后羿 》
《人间》 和 《格萨尔王》 等四部小说。
其成功的实践固然基于作家过硬的写

作素养， 但神话作为创作之源， 其内

容 的 丰 富 、 主 题 的 神 圣 与 格 调 的 崇

高， 无疑为这种新的阐释空间的建立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想到， 在全

球化无远弗届的当下， 中国作家的神

话改写， 乃至中国文学对本民族神话

的汲取与发扬如何做得更好更到位 ，
实在是一个需认真对待的问题。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
传统神话提供的既是一
种 “家园感”， 更是神圣
而浪漫的精神体验

众所周知， 作为孕育欧美文学的

母体， 希腊罗马神话对西方文学产生

过 极 为 深 远 的 影 响 。 自 文 艺 复 兴 开

始， 莎士比亚、 弥尔顿、 雪莱一直到

肖伯纳、 厄普代克等， 都曾以此为素

材展开创作， 或借以比喻、 暗示人物

的 命 运 ， 大 量 神 话 用 语 、 典 故 ， 像

“阿基里斯之踵” “潘多拉的盒子” 和

“特洛伊木马”， 更成为彼人的日常用

语。 但基于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不

同， 中西方神话终究具有不同的特质。
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神人是否同形同

性与神系是否分明上， 乃至不仅体现

为一多创世神话一多英雄神话上， 上

述区别对人类学、 宗教学、 考古学乃

或民俗学研究非常重要， 但落实到文

学创作， 以下的区别似更值得重视。
譬如， 西方神话中众神大抵不以

道德的化身出现， 相反都有凡人的欲

望与情感———宙斯的风流， 赫拉的嫉

妒 ， 赫 尔 墨 斯 的 虚 荣 与 美 狄 亚 的 背

叛 ， 都 提 醒 人 神 实 具 有 很 强 的 世 俗

性， 这使得那里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

更像 “人话 ”。 但中国古代神话中诸

神具有与生俱来的恒定神性， 是人所

敬 畏 的 高 媒 与 初 祖 ， 像 盘 古 开 天 辟

地， 死后眼睛变为日月， 手足身躯变

为 大 地 、 四 极 与 五 岳 ， 血 液 变 成 江

河， 头发变成星辰， 所带出的浓厚的

神秘色彩， 使其显得更像 “神话”。
与 此 相 联 系 ， 西 方 神 话 通 常 崇

力， 赞美 “力拔山兮” 的力者， 他们

血统高贵， 通过力战取得王位。 中国

神话不同 ， 神大多没有高贵的血统 ，
也不太在乎出身， 《山海经》 载 “后

土生信， 信生夸父”， 身世可谓显赫，
但神话对此不多夸饰， 而更崇德， 专

注于神的严以律己， 洁身自好， 有坚

忍不拔的毅力、 救世拯民的情怀和克

己奉公的自我牺牲精神。 他们通常不

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 而多是美德与

贤能的化身。 当然， 像盘古、 夸父等

都具神力 ， 但就神话的关注点而言 ，
大多在大禹新婚四天离家治水， 三过

家门而不入， 然后通过禅让继位的德

性上 。 以至即使共工 、 蚩尤等凶神 ，
也少有西方诸神那样严重的道德瑕疵。

还有， 受地域特质与海洋文明的

规定， 古希腊神话多写自然对人的惩

罚和人对神的抗争， 神三番五次想毁

掉人类， 而人偏能为大自然的伟力反

激出不屈的斗志， 在此过程中， 一种

“人神对立” 的观念得以逐渐形成。 相

比之下， 封闭的生存环境与农耕文明

使得顺天而行、 与天合一与天道循环、
和谐有序成为华夏初民的思想主宰 。
大自然幻化的诸神在其眼里， 首先不

体现为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而更多成为可以给人带来福祉并能促

进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道德力量。 因

此， 在这里人神并非截然对立。
再有， 古希腊神话截然以男性为

主角， 虽说有代表智慧的雅典娜， 但

女性更多与自私与欲望联系在一起 。
不过在妖魔化的另一面， 依然可见女

神对自身特质与权力的张扬。 前及喀

尔科斯国王之女美狄亚， 还有美神阿

弗洛狄忒， 或敢爱敢恨， 或善用自身

的美， 那个代表贞洁的处女神阿尔忒

弥斯， 以终身不嫁昭示自身尊严不可

干犯。 至于美杜莎更启示了女性的命

运悲剧， 引发了后世女性自我意识的

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但中国古

代 神 话 ， 虽 有 女 娲 补 天 ， 成 为 救 世

主 ， 又抟土造人 ， 功绩不亚于盘古 。
女魃也可称是女战神， 追随黄帝杀蚩

尤有功。 但更多的是遵行仁孝， 服从

集体， 并不能决断或独担大事， 甚至

还 受 到 压 抑 。 如 湘 水 女 神 娥 皇 、 女

英， 《列女传》 《博物志》 就记录了

她们美好的德行。 至于常羲纯粹是一

个妻子。 以后演化出的嫦娥则犯错失

意， 清寂终身。 更重要的是， 女娲经

历了独立母神向配偶神的形象演变 ，
西王母则从人兽合体到仙女形象的演

变， 在这种演变过程中， 女神的独立

性也逐次降低了。
凡此中西对比之于今人汲取神话

资源创生重构无疑深具意义。 以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汉王公司合作完成

的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 ”
为例， 近九亿字的内容， 至少三亿与

神话有关。 故全球化时代， 要实现民

族复兴和文化崛起的 “中国梦 ”， 当

然可以从传统神话中获得 “家园感”，
从诸如创世神话、 始祖神话、 洪水神

话、 战争神话， 到精卫填海、 后羿射

日这样的灵迹神话中， 获得一种超越

世俗平凡的重要助力。 但基于前文所

述， 在汲取与重构过程中， 如何处理

“天神 ” 降为 “人祖 ” 以及人祖形象

的扁平化问题， 如何处理 “神话历史

化” 过程中神性的丢失， 以及 “崇德

尚群” 的道德加冕后神的精神发扬之

与今人的实际接受问题， 如何处理人

与神、 人与自然实际存在的紧张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与人和社会发展的利弊

得失问题， 还有神话中两性对待所体

现出的偏差与互歧问题， 都是文学创

作需细加琢磨、 认真体会的地方。 显

然， 这种探索有难度， 但也因此提供

了一条路径一个机会， 让今人得以真

正 在 当 代 语 境 中 ， 为 完 成 当 下 的 任

务， 疏浚和拓殖中华文明的源流和主

脉； 在符合当今世界普遍真理的前提

下， 既高扬了日渐被遮蔽的人性， 又

蕴蓄了刻刻在流失的浪漫， 从而在一

个特殊的时刻， 让自己经历一种真正

称得上是神圣而浪漫的精神体验。 要

之， 对今天的文学而言， 神话所昭示

的精神既是它创作的起点， 某种意义

上又是它的终点。 这或许正是传统神

话之于今天文学创作的魅力之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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