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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俗遗存与中国古传说
He’nan folkways’remains and ancient Chinese legends

□ 范明三
( 上海博物馆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馆，上海 200000)

［摘 要］大量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资料的相互印证，说明包括淮阳泥玩

具在内的河南民俗遗存反映了我国早期各民族古民俗文化的生成、流变及

融合，也体现了西部黄土高原炎黄系统部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淮阳

“泥泥狗”中的“人祖猴”应是东方部族始祖神的肖像原型所化，其诸多造

型反映了原始民俗中交合、怀孕、生育的过程; 而河南民俗中的“桑园古

风”不仅是远古生殖崇拜遗风的表现，更与关涉部落繁衍和桑间濮上之音

的高禖之祭有关; 从对人祖伏羲的民俗溯源中可知，“龙凤呈祥”一词反映

了中国远古西羌部族( 龙图腾) 向东发展而东夷部族( 凤图腾) 向西扩张，

两大部族斗争、融合、统一而成为华夏民族的过程; 河南民俗美术中常见的

“三足蟾”因其祈寿、祈子、祈福而备受欢迎，追溯其源，实乃由川西北古羌

族高禖神和水神信仰演化而来，它既是原始生殖崇拜的遗物，又是后世月

中蟾蜍观念的演义。通过对淮阳乃至河南各地民俗遗存的研究，可从中发

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几乎全部典型事物的遗影，它们是古史研究中民俗

美术的精彩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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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俗遗存甚多，从中可获得对中国古史

不少问题的物证与启示。以淮阳泥玩具“泥狗

狗”为例，它虽有各种形象，最典型的莫过于“人

祖猴”( 见图 1) : 躯体长、两腿短，浑身有毛、面目

黑瘦，既像人，又像猴。据泥塑老艺人讲:“人祖

猴”同奇鸟怪兽一样，都是人祖爷( 伏羲氏) 和人

祖姑娘( 女娲氏) 造的。此说虽道出了“人祖猴”
民间美术传说的历史渊源，却未能说明何以要将

其捏成半人半猴之形象。与河南民俗美术相关

的“桑园古风”、人祖伏羲及河南民俗中的“三足

蟾”传说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就研究现状来

看，学界已有的关于河南民俗美术的研究多集中

于民俗传说、宗教神话、文化审美、风格造型等方

面［1 －7］，而对于河南民俗美术的物象分析及其物

证的历史溯源却较少涉及。本文将主要通过对

河南民俗美术发展过程的梳理来探寻其历史渊

源，进而考察中国民俗传统中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与融合，从物证分析中窥寻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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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祖猴

典型事物的遗影。

一、“人祖猴”造型溯源

王国维撰《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

先公先王考》一文曰:“夒、羞、柔三字，古音同部，

故互相通借。此称‘高祖夒’……则夒必为殷先

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求之，盖即帝喾也。帝喾

之名……诸书作喾或俈者，与夒字声相近。其或

作夋者，则又夒字之讹也。”［8］郭沫若《先秦天道

观之进展》云:“夒字本来是动物的名称，《说文》
说:‘夒，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母猴一称猕

猴，又一称沐猴，大约就是猩猩( Orang-utan)。殷

人称这种动物为他们的‘高祖’，可见得这种动物

在初一定是殷人的图腾。”［9］

喾其实是后人捧出来的尊神。据《古代公

谱》载，起初喾是黄帝曾孙，“名夋，年十五，佐颛

顼，受封于辛”，后代颛顼王天下，“号高辛氏，都

亳”( 指“西亳”，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境内)。喾实

是替代北方大神颛顼而起的地方神祇。但是，我

国历史初期种族是复杂的。春秋末期至战国时

学术氛围相当自由，各学派互相驳斥，在他们各

自称引古史以申述自己政治理想时，也往往给后

人保留了不同体系的部落始祖神话传说，反映出

当时在较大王国旁边还有很多古代氏族的事实。
至战国后期酝酿大统一时代，许多学者搜集各方

传说拼缀已消亡的古代“一统”理想谱系，此事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才告完成。《汉

书律历志》所载《世经》已按刘歆诸人观念重编

古史谱系。例如古代俊、喾、高辛、舜四个氏族被

揉和为一，而东方太暤( 太昊) 亦与西南方传来的

伏羲合并成了一个神。原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姜

嫄氏( 周族始祖)、有娀氏( 商祖简狄之母)、陈锋

氏( 帝尧之母)、娵訾氏( 月神常羲之母) 都被编

成帝喾的四位夫人，帝喾则被尊崇为至高的皇天

上帝。按《华阳国志》卷三所说:“……黄帝为其

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但

《史记·五帝本纪》说: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

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皇览》曰:“帝喾

冢在东郡濮阳顿邱城南台阴野中者，又北径白祀

山、东历广阳里，径颛顼冢西。”《帝王世纪》曰:

“颛顼冢葬东郡顿邱城南广阳里大冢者是也。”
《左传·昭公十七年》曰:“卫，颛顼之虚也。”“颛

顼之虚”为帝丘，在今濮阳县，史无疑义。同段又

说:“陈，太暤之虚。”不论太暤、颛顼、高辛等古神

如何混淆不清，他们大体是源自西方向东迁到河

南并发展起来的古氏族首领，其发达之地就在淮

阳与濮阳之间的黄淮地带。［10］淮阳的“人祖猴”
可断为帝喾( 太暤、太昊) 的原始图腾形象。舜、
俊、喾、太暤( 昊) 本为同一天神之分化，早已为学

术界悉知，今天淮阳的“人祖猴”应当就是东方部

族始祖神的肖像原型所化
。

关于商人祖先神话，《吕氏春秋·音初篇》
曰:“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

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博

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遗二卵北飞，遂不

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北

音。”此事即《诗经·玄鸟》所载“天命玄鸟，降而

生商”的故事。《礼记·月令》曰:“是月也，玄鸟

至，以太 牢 祠 于 高禖。”《疏》曰: “娀简 狄 吞 凤

子。”凤子即凤卵，可知后世的凤就是玄鸟燕子所

化。商民族的始祖神简狄与图腾玄鸟生下契。
可见今日淮阳泥玩具中的“猴头燕”( 见图 2) 就

是东夷殷商始祖图腾遗形，其鸟身背负猴头形塑

像正是夒( 喾) 与燕的合形。《太平御览》卷九二

二引《古今注》: “燕，一名天女，一名鸷鸟。”而

《世本·帝系篇》曰:“少昊名契。”《宋衷注》曰:

“少昊名挚。”古鸷、挚通用。可知少昊与契就是

同一神，又是玄鸟化身。《论衡·怪奇》曰:“禹，

禼( 契) 逆生闿母背而出。”由《春秋繁露·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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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猴头燕

改制》“契生发于背”可知，
今日淮阳大鸟背负小

鸟之玩具应为契( 少昊) 闿母背生之遗意
。

简狄事实上为殷商族从东夷继承来的地母

神和婚姻神———高禖。《吕氏春秋·古乐篇》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

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

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

极。”先歌“载民”，次歌“玄鸟”，即以玄鸟为生之

始也。这玄鸟图腾是什么神呢? 《山海经·海外

东经》载: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句

芒”即东方大神，其形象是“鸟身、素服、玄纯”，

当然就是黑身白肚子的玄燕。《礼记·月令》载，

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
这“高禖”应当就是“句芒”的语源。商人的传

统，每年仲春燕子飞来之时，人们就到始祖母庙

去致献，庆贺春天降临，祝祷万物繁茂。《尧典》
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周礼·地官》有《媒氏》云:“中春，令会男女，于

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

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男女之阴讼，诉

于胜国之社。”也就是说，简狄是商族的春神、爱

神———春风回暖、草木复苏、万物孳繁生长之际，

每逢高禖祭祀节日，青年人受到鼓励自由恋爱、
交合，如果有了恋爱的越规纠纷，可由社神或高

禖神按古代习惯法调处。今日淮阳泥偶赤裸裸

地表现交合之形，正是原始时代质朴恋情的遗

风。如图 3、图 4 所示的“双头人”、“两头猴”等

泥偶形象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在大量“人祖猴”
造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民俗中交合、怀孕、生
育的过程。至于“猫拉猴”( 见图 5)、“狮驮猫”
等，则表现了氏族联姻的祈祝之愿。

甲骨文中常见“东母”一词:“贞，燎于东母，

三牛。”(《后上·二十三·七》) “贞，燎于东母，

三豕。”(《燕大·十二》) 学者考定“东母”为相对

于“西王母”的“东王母”。《仪礼·觐礼》载，“春

朝，天子拜日于东门之外”，“祭日于东”。故称

日神为“东皇”、“东君”。《山海经·大荒南经》
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

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

生十日。”可知东母即太阳之母羲和，她受到商民

的敬仰。《山海经·大荒东经》又曰:“汤谷上有

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事实上，

日中之乌就是燕子( 玄鸟) ，东方始祖简狄吞燕卵

生契，契与帝俊皆鸟首猴身之像，都是古代玄鸟

图腾的意思。东夷商族崇拜太阳，太阳中的黑子

早被商族先民附上始祖燕子的含意，因此日中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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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即商祖玄鸟图腾。淮阳泥玩具“大燕背小燕
”

( 当地亦称“负子斑鸠”) ( 见图 6)
正是十日神话

之具象，实即“日中十乌”之遗意。此物最多为一

大鸟背负九小鸟，全身绘黑彩，就是“射落九日而

剩一日”或“十乌轮值升天”之义。顺便指出: 商

族大神俊、舜、“帝喾名夋”字皆从夊，按《玉篇》
释夊为“行迟貌”，《说文》释夋为“行夋夋也，一

曰倨也”。微直为倨，甚曲为句( 勾) ，如前分析:

句芒即玄鸟，其鸟足必然伸不直。看来帝俊必定

腿形如鸟足呈微曲状，所谓“日中踆乌”即作此蹲

踞式。今日淮阳“人祖猴”两条短足常作不等式

样，应为“夒足踆”之遗意
。

图 6 大燕背小燕

二、桑园古风

《尚书大传》曰:“东方之极……榑桑之野，

帝大暤，神句芒司之。”榑桑又作扶桑，为十日上

下居息之神树。《山海经·海内经》曰:“……有

木，名曰若木。”《大荒北经》曰:“……上有赤树，

青叶赤华，名曰若木。”若木即扶桑。“若”字按

《说文》原写做“叒”:“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等榑
木，叒，木也，象形。”“木”字古有“桑”音，故桑后

封于宋，宋从木，即商。跟“桑”字有关的事物在

中国古代常有特殊的含意。
1． 空桑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若水”应为

“空桑水”。《山海经·北山经》曰:“空桑之山无

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池。”
又《东次二山》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东望沮

吴，南望沙陵，西望湣泽。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虎

文，其音如钦，其名曰軨軨，其鸣自叫，见则天下

大水。”颛顼为北方水神，其形貌奇特，后变成主

分天下的上帝( 此“上帝”取至高无上之意，非基

督教等西方宗教中之耶稣)。
“伊尹生空桑”。“伊尹”是商汤的贤相，亦

名“挚”，权力大得可以放逐幼王，从“寿至百岁

而卒，葬以王礼”可知，伊尹是具有神性的人。
《括地志》曰:“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亦名

空窦，在曲阜县南女陵山。”看来“空桑”是伟大

人物诞生之地或东方部族发达之地。
《淮南子·本经训》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

水，以薄空桑。”似乎“空桑”又是西方水神与北

方水神争夺大权之处。
《天文训》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可

见“空桑”还可能是天帝行使职权之所在。
2． 台桑

夏启( 即夏后开) 出生之地。《天问》曰:“焉

得彼涂山女而通于台桑?”禹跟九尾狐女在“台

桑”私通并生下启，后来启成了夏朝开国国君，

“台桑”应为夏周族的神圣祀祖祈子处。
3． 扶桑

10 个太阳上下之处，亦即日夜晦明、时序阴

阳分剖之地。虽然史书未明言，我以为扶桑树下

应为日母羲和跟帝俊谈情说爱并生育 10 个小太

阳的地方。
4． 桑林

《淮南子·本经篇》曰:“……羿……禽封豨

于桑林。”《注》曰:“桑林，汤所祷旱桑山之林。”
“封豨出于桑林”疑与颛顼有关( 详后) ，而“桑

林”应该是传统祈雨的圣地。《周礼·地官》“胜

国之社”原注“胜国”为“亡国之社”。《谷梁传》
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以

为庙。”亳本成汤故都。《礼记·郊特牲》曰:“天

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是故丧国

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鲁国的亳社按《公羊

传》作“蒲社”，应为树阴覆盖之处。商周时代社

神的祭祀，有时带有图腾崇拜的意味，所谓周社、
亳社，我推测其应变自民族图腾祭。［11］

5． 桑树

桑主、桑 虞 之 意。《山 海 经·中 山 经》曰:

“桑封者，桑主也。”桑木所作之神主。《穆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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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天子命桑虞。”按古礼，人死既葬，还祭于

殡宫曰虞，虞主用桑制作，期年练祭乃改用栗，埋

桑主。桑主不文，练主则刻而谥之，藏于庙所，常

奉祀，此即后世的“祖宗牌位”原型。“祖”字原

写做“且”，源出男性生殖器象征。［12］有人以为此

乃“厚诬古人，哗众取宠”之说［13］，这是不妥当

的。生殖器崇拜确实存在于许多古代民族中，包

括存在于商族之古代信仰中，今天淮阳人祖庙

( 太昊陵) 中的“子孙窰”、云南剑川石窟的“阿姎
白”、泸沽湖畔的阴洞中“男阳石”、苗族祭祖用

糯米粑做男阳行礼如仪等无数民俗学材料，都证

明生殖崇拜至今仍流传于民间。桑主用桑木制

作应同在桑林中高禖祠祈祝子孙繁荣的古老观

念相关联。
6． 桑扈

鸟名，又名窃脂、桑雇、九鳸、九扈，又是东方

大神少暤氏的官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载:

“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注》曰:“扈有

九种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这“扈民无

淫者”一语颇值得玩味: 农官却分管婚姻诉讼之

事! 古来“窃脂”皆释“好盗脂膏”实在是望文生

义，其实应解为“善偷女人”。按，“扈”有美好、
广大之义:“桑间美好的鸟”又善“窃脂”，当然跟

商族高禖祠前简狄搏燕、吞卵受孕的古老观念一

脉相承。《山海经·中次九经》载:“崌山……有

鸟焉，状如鸮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窃脂，可以御

火。”此“窃脂”似乎又是另一种鸟。类似名称的

还有一种“桑鸠”，俗称“布谷鸟”，至今民间以其

鸣声谐音“快快布谷”而称之，其谐音当即贾逵所

谓“趣民收麦”古意。民间又以布谷鸟鸣声谐音

为“光棍好苦”以为笑谈，却正是“扈民无淫者

也”的最好注脚。因此我疑古时“桑扈”、“桑鸠”
常混淆，其真相应是以布谷鸟为高禖神之使者。
此义来源甚古。《尧典》载:“日中，星鸟，以殷仲

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
天子所御，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郑玄注曰:“高

辛氏之时，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

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这段文字之本意应诠释

为: 仲春之日，王率领嫔妃祀高禖( 简狄) 的节日

里，按照古仪摹仿古鸟兽交尾一样，在神禖祠前

与嫔妃交合，凡此时给君王伴寝之嫔妃，就授以

弓矢以示祈子之意。唯有如此解释才能说明白

《礼记·内则》所说“国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的古俗真相。《注》:“桑弧蓬

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疏》:

“以桑与蓬皆质素之物，故知本太古也。蓬是御

乱之草，桑，众木之本。”这里只有“本太古也”、
“桑，众木之本”两句有些道理。

正因为桑林中的高禖神祀是古来祈子圣地，

所以凡是与“桑”字有关的事物也常常带有某种

两性交欢与繁殖的色彩，故“扶桑树下”应即帝俊

与羲和恋爱并生育十日的圣地。
7． 桑间

《毛诗序》说:“《桑中》，刺奔也。刺卫之公

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侯在位，亦相窃妻妾，

期于幽远也。”很可能此处“刺”的就是前文“天

子帅嫔妃在高禖祠前交合”之类的风俗。君臣男

女混交当为后世不容。《左传·襄公十年》载:

“宋公 享 晋 侯 于 楚 丘，请 以‘桑 木’，荀罃辞。”
《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按表面理解，有可

能“殷天子之乐”是亡国之音。宋国保存的殷代

古乐是 因 其“淫 放”内 容 而 不 被 人 接 受。《诗

经·小雅》有《桑扈》篇《序》谓:“刺幽王也，君臣

上下无礼文焉。”可知殷商宫廷中表演黄色歌舞

是古老传统，靡靡之乐由来已久。
看来，战国时代所传“卫，颛顼之墟，陈太暤

之墟”历来继承着亳社、高禖神祠的传统，在高禖
神祠旁遍植桑林，每逢仲春祀神日，君民同游狂

欢、自由野合，祈祝民阜物丰、部族昌盛，并非只

为宣淫放荡。
豫东原系郑卫之地。河南浚县( 也多“泥狗

狗”) 傍卫河，即孔夫子批判“郑卫淫风”旧地。
孔子是封建礼教倡导人，“删诗三千”最忌“靡靡

之音”。如今，健康朴实的民俗民情依旧存在于

中原一角，不能不说是历史奇迹，也证明了民俗

文艺的持久生命力。“桑间”实际是渊源甚古的

恋爱生育隐喻———流传在淮阳鲁台集的“秋胡戏

妻”即发生在桑园之中。事实上，这反映了古风

被新仪取代的交替时期社会观念的变化。如著

名的汉代乐府诗《陌上桑》也是写美女秦罗敷在

桑园受到调戏:“使君”在桑园中爱慕罗敷美貌遂

“相约”而遭到拒绝。值得注意的是，罗敷并非对

使君“严辞痛斥”，如秋胡妻，而是巧妙地用盛夸

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大约罗敷拒绝“使君”的

追求并非如后人理解是出于厌恶，而是古代在高

禖祠前桑林中对前来追逐狂欢者婉转辞谢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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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更理想的郎君出现。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

到桑园本来就不是去劳动，惹得路人艳羡竞争，

她也根本就没有什么丈夫! 秦罗敷与“使君”的

桑园调笑并未超越古风，却不合新仪，故后人以

汉儒观念误解了。
流传在河北一带的著名评剧《刘巧团圆》也

是在桑林中展现刘巧自由恋爱情节，虽是新编戏

剧，却是传统观念的延续。最著名的当然是“桑

间濮上”故事。《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

亡国之音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

国之音于此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

巳而自沉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

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 桑间在濮阳南。”古濮阳

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汉书·地理志》:“卫地有

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

郑卫之音。后言淫风，辄假称之。”封建卫道士虽

贬斥民间情歌数千年，但是世事沧桑，濮水地区

至今仍然可闻旷男怨女的缠绵情歌。
综上各例，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言: “中原旧

俗，有高禖之祭与桑间、濮上之音……惜自秦、汉
以来，已为洁诚之德与贞淫之辨汰除净尽，不可

知矣。”［14］今日淮阳民俗遗物之珍贵不应再受封

建陋见压制，而应给予科学评价。今日流传的淮

阳泥偶正是古昔“仲春三月奔不禁”的遗存
。古

人在三月祭祀高禖神时，不仅塑造泥偶献神祈

子，而且青年男女在高禖祠周围的桑林中尽情恋

爱野合，这不只是爱情问题，更是必须担负的部

落繁衍的社会责任!

这类神禖节日放纵欢娱的古老风俗在世界

上许多地区的民族中都存在，如希腊神话中的狂

欢节、西亚细亚的爱神伊娜娜等。又如我国湖南

湘西僻远苗族山寨至今仍保留着“春社”的习俗，

届时，“全寨男女老少围着透亮篝火，吹起芦笙，

打着木鼓，欢欣起舞。中间三位主舞人，一男性

长者裸身，手握盛满糯米甜酒的葫芦瓜，另一中

年女子、一青年女子亦裸身，舞至酣处，甜酒淋在

女子之身，于是这个被视为庆贺全寨人丁兴旺的

盛会达到了高峰”(《在神秘的湘西土地上》，载

1986 年4 月29 日《新民晚报》)。我曾在贵州台

江县调查过同类的苗族风俗，据当地耆老告知:

葫芦是人的祖先，甜酒撒身象征男女交合之后会

丰收和多生娃娃，热烈的性爱虽被封建礼教所贬

斥，却是原始时代社会思想的集中体现，因为它

是人们尚未受到后世病态礼仪桎梏约束的真情

表露，更是氏族部落为求群体繁衍昌盛的必需行

为。淮阳泥偶最初并非为玩赏或出售，它们是祀

神的礼器或祈子的供物。淮阳泥偶虽然家家都

会做，但平日绝没人制作，只是在人祖庙会前突

击生产，庙会上无处不见的各种泥偶，一过节庆

就被抛开了。

三、人祖伏羲之民俗源头

今日淮阳太昊陵所祀“人祖伏羲氏”应是后

世附会而致误。太昊原本跟伏羲无关，到汉代刘

歆以《易系传》之炮羲( 庖羲、伏戏) 和神农比附

《左传》之太昊、炎帝( 见《汉书·律历志》引《世

经》) ，其本意原为借《易传》以张《左传》之声势。
当然，伏羲传说在更早的时期已传入中原，但直

至汉代才被普遍接受。据近数十年来史学界的

研究，伏羲女娲实际源出于西南少数民族，由西

向东传入中原。自从刘歆把伏羲和太昊附合为

一，就被奉为定论，以致一谈到伏羲画卦，大家就

会联想到河南淮阳的太昊陵。淮阳民间亦受文

人影响以讹传讹，居然酝酿出不少传闻，言之凿

凿，但是在真正的“人祖猴”形象中找不到伏羲之

“蛇身而人首”的特征，可知淮阳太昊陵所奉伏羲

已是文明时代被加工改造后的伏羲氏了。在淮

阳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却又有许多跟文人古籍和

苗瑶民间传说同型异化的说法，这是颇耐人寻味

且必定有其民俗历史源头的问题。
学术界有“楚苗同源”一说，例如中国历史博

物馆原馆长俞伟超就写过《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

古学推测》等著名论文，认为楚文化与苗族古文

化同源。在我看来，学术界似乎对楚文化的北方

来源研究较多，而对楚文化中的苗族古文化血缘

尚少阐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统大体

可分为伏羲系与槃瓠系两大系统。伏羲神话源

出川青古羌族，槃瓠神话则为古代苗族所创造。
这两系统的神话在今日苗族中都有广泛流传，对

中国古代文化史及民俗史有深远影响。
最早提到伏羲的似为庄子，战国以后伏羲靠

着《周易·系传》等鼓吹成了神圣，可是在春秋之

前竟找不见一点伏羲痕迹。关于女娲，较早见于

《楚辞·天问》《山海经》及《礼记》等古籍。后人

撰集《淮南子·览冥训》时，伏羲、女娲就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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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创造人类的大神出现了。但是，古籍记载

伏羲、女娲原本是分别存在，把他们配合为夫妻

已是较晚之事。有许多关于伏羲出生于雷泽的

神话。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海内东经》:“雷

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这应

是雷泽在甘青川阿坝草原沼泽区域的真实记录。
但关于雷泽的许多记述则与此大相径庭。有陕

晋说，有山东说，有湘鄂说，甚至有人把伏羲说成

是江苏无锡人! 女娲则可能是南方之神，但史籍

有互相抵牾的说法。有人把她说成涂山氏，她跟

大禹交合生下了启，这是没有道理的。总之，古

籍中关于伏羲、女娲的材料特别纷乱。
数十年来，学术界已基本认同《楚辞》《山海

经》《淮南子》等南方文化都受过苗族古文化的

影响。伏羲与女娲躲避洪水、兄妹结婚传下人种

等故事，不仅在今日西南少数民族中普遍流传，

就是 在 河 南 淮 阳 也 可 采 集 到 几 乎 相 同 的 故

事。［15 －16］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论: 许多古文化真貌

因部落斗争被消灭了。当秦汉方士与儒生编撰

古史以建立正统时，就把西南民族传来的故事采

集利用，进而流播四方。淮阳的太昊陵供奉伏羲

人皇神像，本地民间传说把陵内埋葬的头骨( 是

否真有此物仍是个谜，并未经考古验证) 归于孔

子所鉴定，正说明这“水上漂来的”不明头骨只有

借助“孔子是圣人，当然不会错”的迷信才得以确

立流传。旧称淮阳附近另有女娲庙( 人祖奶奶

庙，在今河南省西华县境内) ，且每年有妇女绕村

庄撒灶灰以象征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旧仪，可

知此说流传已很古老。直接写到此事的古籍如

五代后蜀杜光庭《录异记》卷八载:“陈州为太昊

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东关外有伏羲

墓，以铁锢之，触犯不得。时人为之翁婆墓。”可

见当日太昊陵不是今日模样，而是伏羲女娲并

祀。我疑 虽 然 战 国 已 有“陈 太暤之 墟”及《世

本·帝系篇》“太昊伏羲氏”的说法，但淮阳的太

昊陵专门供奉伏羲可能是后世追建的，至少五代

以前尚未见记载。《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

二十六:“据《山水图经》绎山之西南为凫山，太

暤之祠在焉，太暤即太昊。今土人皆呼人祖庙，

又以女皇合为夫妇，言天下后世之人皆所自出，

真野人语也。”又，由金明昌七年( 1196) 田肇《凫

山人祖庙碑记》知“野人语”也流传很久了。绎

山、凫山均在今山东邹县境内，因此，最初的人祖

庙可能在山东邹县，而并不在淮阳。至少两地可

能都有一座人祖庙。至今与淮阳邻近的西华县

还有“女娲城”遗址，女娲大概是后来“嫁”到淮

阳来的吧? 最早的太昊陵也不一定是人祖庙，那

只是汉代人把伏羲跟帝喾合二为一以后的事。
惟其如此，才能解释淮阳“人祖猴”泥偶为何丝毫

不像伏羲“人头蛇身”之形象。今日淮阳县文化

馆另有收藏的“人首蛇身泥俑”应为伏羲像，但观

其风格并不古朴，很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捏造

的，缺乏民俗依据，所以始终流传不广。《庄子》
中涉及女娲之事应是源自苗族南迁前所留影响。
《楚辞·天问》也对女娲发表过议论，看来楚文化

仍主要是由荆山以北的中原古族文化发展而来

的。如果“楚苗同源”是事实，为何公元前 6 世纪

的屈原对同一族源的女娲传说不甚了然呢? 我

认为，楚地曾受过苗族古文化很深的影响，但楚

苗未必是同族、同源。
西南民族中传来的伏羲、女娲故事，在汉儒

杜撰古史的背景下被编入了中原神话谱系，又因

其“始祖神蕃育人种”这一主题跟“宛丘高禖”同

义而合流，受到淮阳古代民众承认和欢迎，伏羲

就跨进了太昊陵庙堂。
淮阳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的伏羲是雷神儿子

之说，应出自《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含神

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并受《山

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

鼓其腹”等记载之影响。
伏羲的神性表现之一，就是能攀援天梯以登

天。古籍载，若木、三桑、槃木、寻木、建木等都是

登天之梯。结合苗族伏羲、女娲出生于葫芦并攀

援葫芦藤上天的故事，我疑“扶桑”本该有“葫芦

盘绕巨桑”之义。总之，
今日淮阳太昊陵所塑伏

羲像应改为人首蛇身与女娲交尾以象征“人祖
”

本义，更应做成攀援桑树上葫芦藤之状，
背景则

应是旸谷大海十日升降，如此才合典故
。

西南少数民族创造的伏羲神话在传入中原的

同时，也把盘古神话传来了。学术界多已承认“盘

古氏”源出古苗族系的“槃瓠”与炎黄族系的“烛

龙”相融合。槃瓠事迹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及

《三才图会》。李贤注引《魏畧》:“高辛氏有老妇，

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

中，覆之以槃，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今日苗族地区流传故事与此相同，惟耳中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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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非茧，而是“金虫”，应为蚕。《南蛮传》有关于

黄狗战胜强敌而娶公主、公主覆以大缸让狗变成

狗头人的故事，这类故事在浙江福建的畲族中亦

广泛传播( 畲族与苗族同源) ，并有《盘王图》( 祖

图) 传世。类似的故事情节在河南淮阳也已收集

到，足证淮阳人祖庙反映了从古苗族传来的伏羲

与槃瓠两系统交互影响的古老神话观念。神话中

的“吴将军”之说，可能是古苗族观念通过楚族间

接传到淮阳( 楚与吴是世仇，而淮阳曾是楚都城)。
其传入时间不会晚于汉代，也不会早于战国。今

天流传于苗族绣品中的槃瓠之像就是龙狗互化之

形。所谓“麒麟”之形和“狮子舞绣球”之形，实际

上都是从苗族槃瓠那长毛龙狗原型蜕变而来。
“狮子舞绣球”与“龙戏珠”一样，原本就是部族图

腾抚育和保护所生之卵的意思。从苗族关于尨和

槃瓠的传说与传承形象中，都可见到尨或槃瓠生

蛋、护蛋以及从蛋中化育出幼仔的过程。今日舞

狮及各地石狮一律作雄狮玩球、雌狮戏仔之形，其

实两者都是槃瓠育子这一远古图腾形象遗影。流

传于北方的民间布老虎、虎枕、虎帽、虎鞋等，虽或

另有来历、另有寓意，但至少今日习见的狮虎玩具

在群众心目中都成了祈福求子的吉祥物象。苗族

独有的槃瓠按苗语其意为“虎狗”，正是汉代许慎

《说文解字》“尨，犬之多毛者”［17］的狗之原形。今

日苗族儿童戴狗冠、穿马褂，上绣古风纹样亦有狗

形，且必是“多毛”之槃瓠形。奇妙的是: 河南有些

儿童马褂的款式和绣纹竟与贵州苗族物品一模一

样! 只能判定这是历史姻缘文化播迁的结果。我

们研究某些古老纹样的意匠不应局限于表面审美

印象，而应深究其内在含义。例如中国人以“龙凤

呈祥”喻男女婚姻就是以讹传讹的典型，其实“龙
凤呈祥”根本不是男女婚恋之词，
而是中国远古西

羌部族( 龙图腾) 向东部发展，而东夷部族(
凤图

腾) 向西扩张，
两大部族在中原展开数千年酷烈斗

争，终于融合成统一的“华夏民族”，这“分则两伤
，

合则共荣”的惨痛历史教训在人们心中刻镂下的

印象，凝聚成“龙凤呈祥”一词，岂是“儿女情长
”

之谓
! 今日苗族绣品中的“龙生子”意匠则是楚帛

画“御龙图”的真正来源。在淮阳已发现苗族乐器

芦笙的模型，又有不少跟苗族故事相同的民间传

说。这些现象都启示我们，就楚苗关系、远古苗族

由中原向西南山区迁徙对数千年来的文化遗存及

古文化远距离播迁之影响等作深入研究，其学术

价值极为重大。

四、“三足蟾”溯源

以上谈了淮阳泥玩具反映的中原与南方民

族古文化的交流问题，但河南民俗更多的是受来

自川西北和黄土高原炎黄系统部族文化的影响。
例如在《河南古代图案集》中常见到一种“三足

蟾”造型，此物似乎从未引起学者注意。在大半

个中国的民俗传统中都可见到“三足蟾”: 苏州博

物馆藏有玉雕“三足蟾”原是“专诸巷”内镇库之

宝，苏州万寿宫牌楼上有“三足蟾”象征长寿，镇

江、无锡、南京博物院都有不少“三足蟾”古文物，

宜兴更多“三足蟾”紫砂陶壶，四川成都附近青城

山的“三足蟾”俨然大神造型，西藏有“三足蟾”
形酒壶，河南淮阳博物馆藏有“三足蟾”大型熏

炉。最著名的是“刘海戏金蟾”神话。此传说虽

有多种说法，其源实出川西北古羌族观念。今天

在四川峨眉山，“胡子蛙及其子女的故事”尚广为

流传，现实中也确有生态奇特的“峨眉髭蟾”和

“琴蛙”。1938 年，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在四川

彭县发掘 出 一 尊 陶 塑 明 器 坐 蟾 ( 陶 蛙 座) ( 见

图 7) ，形 貌 巨 大，俨 然 王 者 姿 态，现 藏 南 京 博

物院。

图 7 陶蛙座

据《金川琐记》记载，在邛崃山、夹金山及贡

嘎山一带的雪峰上，盛传有“三足雪蛙”，羌、彝族

敬之若神，据说稍有亵慢雪蛙就会怒发雪崩。贡

嘎山是当地羌藏民族信仰的神山，“三足雪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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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羌的始祖尊神，源自远古图腾崇拜，演化为

后世的“刘海戏金蟾”，所以标准的“金蟾”是“玉

色三足蟾”，亦即“雪蛙”。华夏集群的黄帝族跟

古羌族是姻亲部落:“黄帝娶于西陵之子谓之嫘

祖。”在川西北岷山脚下，随着黄帝族沿岷山、秦

岭向陕豫迁徙，古羌族始祖神话也扩散到东方。
《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

马，白马是为鲧。”白马羌是《汉书·西南夷传》
中明确提到的西羌部族之一。治水的鲧实为古

羌族图腾人物。此一支羌族其始祖神话中最奇

特的一点就是祖祖辈辈都是由父亲“破腹产子”!

“破腹”即坼背或破肋。例如禹的出生有三种说

法: 其一，《归藏·启筮》曰:“鲧殛死，三岁不腐，

剖之以吴刀，是用出禹。”这就是说，鲧死后用吴

刀剖尸而生出儿子禹。后世吴人也有“吴王剑”、
“鱼肠剑”等故事。其二，《吴越春秋》曰:“鲧娶

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得薏苡而吞之……
剖胁而产高密。”高密，即禹。另，《说郛》五引

《遁甲开山图·荣氏解》及《蜀王本纪》亦有鲧妻

吞珠( 或月精) 而感生禹之说。其三，《淮南子·
修务训·人 间 训》有 禹 生 于 石 ( 石 纽) 之 说。
《注》云:“禹母修巳感而生禹，坼胸而出。”《帝王

世纪》曰:“修巳背坼而生禹。”
图腾主义认为，生育是由于图腾入居妇女体

内，死亡是人返回于自己的氏族图腾。［18］禹出生

神话亦即图腾转化观念，否则禹不可能在鲧死后

三年从父尸中生出。而禹子启更是在母亲化成

石后坼裂而生。据《竹书纪年》载: “颛顼产伯

鲧，是维若阳。”颛顼是北方水神，上升为上帝。
但又有记载称鲧与颛顼争帝，失败而被殛死。看

来这个部族有儿子弑父篡位或父殛子的古老传

统。所谓父生子神话应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

过渡时期，男人为确立父系权威而制造的否定母

权观念的反映。在民俗学中多见“产翁制”之说，

都是父系为夺取亲子继承权而编造父生子以欺

瞒神人的伎俩。鲧、禹部落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部落，所谓“父生子”正是古

史中这一变革的投影。
或谓鲧与共工就是同一神( 音读缓急而分化

成两名) ，他本是古羌族水神，所以有治水而水势

益盛或“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之说。水神的

形象后来发展成“玄武”即蛇绕龟之形，源出《左

传·昭公二十年》载:“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该，曰修，曰熙。……修及熙为玄冥。”鲧名熙，娶

妻修巳( 长蛇)。由《淮南子·墬形篇》“雷泽有

神，龙身人头，鼓其腹为熙”可知，鲧亦即雷泽中

的水神。《史记·夏本纪》载:“鲧治水九年，功

用不成，舜视鲧治水无状，殛之于羽山以死”，“鲧

死化为黄熊，入于羽渊”。此处熊( 或作能) 应是

“似鳖三足”的形象，而非今人意象中“熊”的形

象。《拾遗记》载:“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

扬振须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搜

神记》卷十四由此演化出三则老妇沐浴化鼋( 或

鳖) 入深渊的故事也是讹变。如果把“熊”理解

为“三足鳖”，其妻修巳( 女嬉) 是长蛇，两者结婚

正是龟蛇交尾的“玄武”原型，可知玄武之“龟”
本是“熊”，即“三足鳖”，汉朝人误会为“龟”了。
《吴越春秋》载:“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

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

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

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扬雄《蜀王本纪》
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

儿坪( 原作畔)。”另有“坼副而生”应为坼裂母体

而降生之意。但是鲧亦称“崇伯鲧”，或曰“殛于

崇山”。夏禹所居曰嵩山，崇、嵩原本一字，鲧禹

部落已从川西北迁到河南嵩山了，所以鲧能跟颛

顼争帝( 颛顼根据地在黄河北岸的卫地)。《山

海经·中次七山》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

水，其中多三足龟。”狂水所出之大苦山在少室山

西 60 公里，可能嵩山西部古代确实存在某种奇

异动物。《山海经》后文载，泰室之山有瑶草，

“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

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且

“上有美石”，此段小结谓“苦山、少室、太室皆冢

也，其祠之: 太牢之具，婴以吉玉。其神状皆人面

而三首。其余属皆豕身人面也”。这段记载很重

要，至少说明在《山海经》成书时，嵩山的泰室、少
室已有“古冢”传闻了，这“冢”当然是更加古老

的神人葬地，而聚土为社祭之处则称“冢土”。故

而嵩山应是鲧禹部族东迁河南后的神社所在。
今日少室山上确实多美石，纹理变幻如璞玉，沿

途俯拾可得。其中最著名的一块就是“启母石”，

汉人建造的“启母阙”上刻有一只“三足熊”的形

象，果然其形在鳖蟾之间，可知汉代此地传说鲧

禹为“熊”。《汉书·武帝纪》载:“元丰元年登礼

中岳，见夏后启母石。”另据《名胜志》载:“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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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古涂山有禹会村，石坂下巨石危立，俨然妪立，

人呼启母石，后人每刲血以祭，至以粉黛妆饰石

首。则有两启母，更诧异也。”可知启母石不止一

处。启母石的来历，《绎史》卷十二引《隨巢子》

曰:“禹娶涂氏，治洪水，通 辕山，化为熊。涂

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

‘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此启之所以为启

( 开) 者。禹在嵩山治水碰到困难，化出原形凿石

引水，其原形当然只能是水族熊而决不会是山中

之熊。《淮南子·修务篇》曰:“禹之治水，以身

解于阳盱之河。”阳盱是河伯住处。可见鲧、禹、
启都应是水生的“三足熊”。

禹实际上是羌族的社神和高禖神。古者，社

用石，高禖亦用石。《说文》曰:“祏，宗庙主也。”
《周礼》有郊宗石室。所以，鲧、禹、启是父子相传

的羌族高禖神。河南的民俗传说中有关鲧禹部

落的内容是由古羌部族从四川东迁而带来的。
四川西北从岷山到邛崃、贡嘎山一线都是古羌族

发祥之地，真正的“熊”应为雪山中的“三足雪

蛙”。而“刘海戏金蟾”所戏者即“三足雪蛙”，按

世界民俗学规律，刘海本身就是“三足熊”的化

形，实际就是古羌族的图腾始祖神熊的化形。禹

妻涂山氏在恋爱时是很主动的。《吕氏春秋·音

初》曰:“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

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看来她

是用南方民族唱情歌的方式引诱禹来欢会。《吴

越春秋》载:“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

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涂山之歌

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
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

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据《楚辞·天

问》，则是禹与涂山氏先在台桑私通而成夫妇。
但以九尾狐作为涂山氏形貌大约是因她自歌“九

尾庞庞”而误会了。羌族之王服饰用九狐尾，这

里涂山女用“我家嘉夷”的同族王者出身博得禹

的好感，并非涂山女是“九尾狐狸”相貌。按《说

文》释“蜮”曰“短狐也，似鳖三足”，于是后人就

把“似鳖三足”的“短狐”附会成狐狸。实际上

“蜮”( 或作“馘”之音) 本意是蝦蟆( 即癞蛤蟆) ，

亦即古羌“雪蛙”神形! 《诗·夏小正》“四月鸣

蜮”，《月令》“孟夏蝼蜮鸣”都是指蛤蟆鸣声。可

知禹作为“三足熊”娶了一位“三足蛤蟆”，正是

“门当户对，同类相亲”! “三足熊”是羌族祖神

和图腾原型，正像东夷商族祀太阳而把图腾燕子

附会成“日中踆乌”一样，古羌族崇拜月亮而把部

族图腾附会成月中蟾影———千年传说中的月中

蟾就是“三足熊”! 正因如此，女嬉吞薏苡孕禹及

《潜夫论》中“修巳见流星，意感生白帝，父命戎

禹……舜乃禅位，世号夏后”之说，就是把流星看

做月神之子( 月精) ，这是古羌族的原始图腾观

念。例如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是氐羌民族后裔，他

母亲就有梦见太白金星入怀而生下孩子的迷信，

所以取名李白、字太白。据《帝王世纪》载:“世

传禹病偏枯，步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荀

子·非相》曰:“禹跳汤偏。”高亨释曰:“跳，偏皆

是跛也。”似乎夏商之祖皆为跛足! 其实，禹汤并

非足病，他们一个是“月中三足熊”后代，一个是

“日中踆乌”后代，当然都因形貌奇特而被讹传为

跛足了!

嵩山启母石附近原有一座“猪儿奶奶庙”。
塑有女神像，座旁塑着若干小猪。凡祈求生育的

妇女都到此庙烧香许愿，并献小泥娃娃。泥偶多

做捧桃式，凡求男者画红桃，求女者则画绿桃( 心

形) ，并在泥偶颈部拴红头绳。拜过女神奶奶后，

返回时沿途用手作吆猪动作，怀揣泥偶，嘴发“噜

噜”声，意为吆着小猪崽回家。如果真生了小孩，

就必须到庙中还愿，并呈上小泥偶。“文革”中此

庙被砸，但至今仍有妇女到原庙址空地烧香祈

子。近年又有人用红砖造了一座简陋小庙，但许

多妇女已把泥娃娃转而奉献到中岳庙的寝殿里

去了，因为寝殿里有中岳神的夫人神位。每年在

中岳庙寝殿都能收集到大堆小泥偶! 查阅景日

昣《谈嵩》卷二十载:“少姨庙，在少室山东，相传

为启母涂山氏之妹，有汉安帝时石阙，当与启母

庙同时并造者，唐高宗敕令重修。”《谈嵩》卷六

又云:“垒石为双垛，孤岿于荒屴丛篁之中者，少

姨庙石阙也，今庙废而阙存矣。”少姨庙有唐杨炯

碑，略云:“少姨庙者，《汉书·地理志》嵩高少室

之庙也，其神为妇人像者，则故老相传，云启母涂

山之妹也，则其传说由来已久。”我认为，这“少姨

庙”之来历有三种可能。
其一，《吕氏春秋·音初》:“涂山之女乃令

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古诸侯嫁女，以侄娣

随嫁，谓之妾媵。上引文涂山之女夸饰自己出身

嘉夷贵族身份，则此“妾”应该就是其侄娣。又按

《左传·昭公十一年》疏“副室为妾”，则涂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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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向禹求爱是先用妾媵通款曲。否则，涂山女尚

未嫁，何来妾呢? 显然是原始的姊妹同夫。
其二，《旧唐书·礼仪志三》:“( 唐) 则天号

嵩山为神岳，尊嵩山神为天中王，夫人为灵妃。
嵩山旧有夏启及启母、少室阿姨神庙，咸令预祈

祭……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

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看来武则天有点胡

乱封神的癖好: 把来历不明的嵩山君神封为“天

中王”，后又改为“神圣天中皇帝”。而把古代名

王夏启及其母、姨作为配祭陪臣，完全本末倒置。
但是这“猪儿奶奶”似乎又不光是涂山女之妹妾，

按《山海经·中山经》: “苦山、少室、太室皆冢

也，其神皆人面而三首，其余属皆豕身人面也。”
很显然，“猪儿奶奶”应当就是嵩山少室冢土生土

长的“豕身人面”属神之母，她才是当地原始时期

留下的 半 人 半 兽 神 灵 的 唯 一 遗 形，是 真 正 的

古神!

其三，“冢”的另一含义是指高山之巅。嵩山

又称崇山，都是就其崇高而得名。《重修纬书集

成》卷六引《龙鱼河图》云:“中央嵩山君神姓寿

名逸群。中岳嵩高山将军姓石名玄。一云嵩山

君角普生。”虽然没有更多的材料解释这三个怪

名字，那“石玄”显然是原始山石崇拜的遗意。所

谓“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说明嵩山之地自古

就有山石崇拜的自然神灵观念。“少室阿姨”既

是嵩山土神，很可能就是河南中部的原始地母

神。杜佑《通典》:“汾阴后土祠为妇人塑像。武

太后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祀焉。开元十

一年，有司始迁梁山神像于( 祠外之) 别室。夫以

山川之神而人为之配合，其渎乱不经尤甚矣。”武

则天乱点鸳鸯虽是一场笑话，但由此原始地母神

和后世土地女神传说的存在事实又一次获得证

明。扩大些看，夏禹部族迁徙从西向东来到河南

嵩山地区能够站稳脚跟的原因之一，就是古羌自

然崇拜在嵩山找到了同类原始崇拜观念的共鸣。
禹是母亲吞流星而感孕石生的，启也是母亲化石

而生的，只不过川西北的石神崇拜搬到了豫中山

区寄附于圣石之上，那嵩山将军名“石玄”就毫不

奇怪了。涂山女应当就是原始女山神，少室、少

姨都是嵩山的山神具象，又何足为怪呢? 只不过

鲧禹所代表的“三足熊”在跟“豕首人身”神结合

后生出的启应当是新一代“混血”神灵了。这种

原始信 仰 能 流 传 在 嵩 山 地 区 而 不 绝 祀，意 味

深远。
总之，今日广泛流传各地的“三足蟾”，

因其

祈寿、祈子、祈福而备受群众欢迎。但追溯其源
，

则是川西北古羌族高禖神和水神、雷神的演化遗

形，它是原始的生殖崇拜遗影，
又是后世月中蟾

蜍的演义。这“三足熊”随夏周文化由西向东传

至河南，至今流传民间。此外，
黄土高原夏周民

族代表性礼器是鼎，
而鼎的原初造型意匠就是

“三足熊”那三足哆口的拟形。细看“三足熊”龟
形龙首、怒目贲张，正是后世龙的雏型

。从仰韶

文化所绘纹样看，龙的原型并非蛇( 极少蛇形) 而

应是熊。考古学家所定的“蛙纹”、“人形纹”多

半是熊纹、蟾纹。同样道理，商族继承东夷“玄鸟

生商”图腾观念，今日所见龙山黑陶文化典型礼

器“鬲”的原初造型意匠就是燕图腾的“日中三

足踆乌”，后世发展成为“爵”、“斝”而被视为职

官身分权威的象征。由熊发展成的龙成了夏周

族标志，由玄鸟发展成的凤则是东夷商族的标

志，龙凤两大部族经数千年的斗争而趋向融合。
在“龙凤呈祥”的联合斗争中失败的古苗部族被

逐出中原，被迫迁向西南。古苗族既受到龙凤两

族斗争、融合的深刻影响，又留下了自己创造的

槃瓠形象———流传至今的“狮子舞绣球”即由槃
瓠和麒麟形象演化而来。

通过对今日淮阳乃至对河南各地民俗美术

遗存的研究，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神话传

说中几乎全部典型事物的遗影，它们是古史研究

领域中的珍贵物证。在这些民俗遗物中可以寻

获打开中国古史紊乱缠结的钥匙，更可给艺术设

计工作者借鉴民俗艺术以丰富启迪，我们亦可以

从中悟出艺术创造的真谛———只有植根于民族

传统土壤的艺术才会有永恒生命力! 把河南民

间美术比做“真图腾、活化石”绝非过誉，祝愿它

生机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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