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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专注于神话研究，广受赞誉。全书分“天地开辟”、“神祗”、
“英雄传说”三个部分，在尽可能搜罗齐备中国神话断片资料的基础上，以西方神话尤其是希腊神话
为标杆，力图构拟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其成果得到顾颉刚等学者推荐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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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憬（1903—1950），字仰之，安徽绩溪人。1920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以第三名之优被清华
国学研究院录取为首批学员，1926年又以甲等第三名的佳绩毕业。曾任教于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中
国公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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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顾颉刚序
自序
第一部 天地开辟及神统
第一篇 创世纪——天地开辟
甲开辟之前
乙开辟
一天地剖判说
二经天营地说
三大洪水
第二篇 神统纪
甲混沌
乙天帝
丙“争帝”之战
一炎黄之争
二黄帝与蚩尤之争
三尧舜禅让
第二部 神祇
第一篇 天地及昆仑
甲上天
乙下地
丙昆仑
第二篇 天神
甲日的神话
乙月的神话
丙星的神话
丁蚩尤之族——战神的故事
戊司命
己云、雷、雨、风、霜、雪、虹、蜺
第三篇 地祇
甲山神
一大岳
二山君
乙水神
一玄冥
二海神
三天吴
四河伯
五洛神
六汾神
七湘君湘夫人
八江神
第四篇 物鬽
甲物
乙山精
丙水怪
丁土怪
戊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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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鬼怪
庚动植物神怪
第五篇 鬼与幽都
甲巨人索魂
乙人死为鬼
丙幽都
丁后土
第三部 英雄传说
第一篇 后羿
甲羿为火神祝融之后
乙七大功绩
丙羿与洛嫔
丁羿求不死之药
戊羿的佚游与死
第二篇 后稷、巧倕、夔及后启等的传说
甲农神、后稷
乙工艺之神——巧倕
丙音乐歌舞之神——夔和后启
第三篇海内外纪——古人对异方的幻想
甲巫歌所见
乙《山海经》所记
附录
第一篇 西王母传说的演变
第二篇 《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
第三篇 《山海经》考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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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
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
，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绎史》卷一引）　　所说，比《述异记》所采录的任何一说都详细，可
证《述异记》之纂集旧闻，虽不改作，然亦非全录。《五运历年纪》的著者徐整虽为三国时吴人，但
他所记的故事当然在他以前早已存在。这种“古说”，这种“秦汉俗说”，大约因为他太“不雅驯，
荐绅先生难言之”，所以很少人记录，征引（仅谶纬及《山海经》一类的记怪之书提到他们。但这类
的书非早佚失，便多窜缺，故不能详知了）。不过这个传说，有一点须待解释的，便是“盘古”之名
。考“盘古”为“藥瓠”的别写；“粲瓠”乃西南民族传说中的始祖“狗王”之名，相传西南蛮夷均
为这“狗王”的后裔。当晚起的盘古创世的故事形成之时，“架瓠”狗王始生人类的传说与吾先民的
巨灵创世的神话合而为一：于是巨灵称为“盘古”，而狗王遂不是一条“其毛五采”的雄狗（粲瓠之
说，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传中言粲瓠为一“其毛五采”的雄狗，与帝女配合，而产生六男
六女；因自为夫妻，其后滋漫，号曰蛮夷），变成为一个“日长一丈”的巨人（据《绎史》卷一引《
三五历记》所记。不过西南民族仍传说其始祖系狗头形，为一雄狗，而非什么“日长一丈”的巨人）
。藥瓠已不仅为人类的始祖，天地也是他创造的了。（不过西南民族讲这故事时，很少提到“创造天
地”这一层的。）知巨灵之称为“盘古”乃晚起的（但仍说盘古“日长一丈”，巨人之意存而未弃）
，则不碍视这故事为吾先民之一遗说了。这个“巨人躯体化为天地万物”的开辟神话，和上引《山海
经》等书所说很多相像之处。这种故事能充分表现出神话的本有意味，比那天父天母之说，那二神经
天营地之说，更粗野，更原始，更合于初民的想象。这一类开辟神话也是各民族所常见的。　　如北
欧的神话，说天地万物都是由冰巨人ymir的尸体的某部分造成的，最和我们的古说相似。　　三 大洪
水　　古传天地开辟以后还曾经一度的破坏和再造。女娲补天和神禹敷土（地）便是这个——天地的
破坏与重整——故事中的两个重要的节目。这个故事为创世神话中的一部分，在古代是很流传，为人
所熟知的。　　女娲的补天和神禹的治水，在古代是各自独立的流传着（从现存的材料推测）。不过
传说虽有异，但从故事的本质上看，这两传说可能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分衍。第一，这两传说
讲到引起这场浩劫的原因时，彼此相同，都说是由于共工之争帝（看下文）。第二，这个故事的主角
女娲和神禹在古传说中，是有夫妻的关系。据《帝系》记：　　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史
记·夏本纪》正义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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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理有余，研究不足。
2、太棒！如此详尽而相对客观的神话原形比较研究与文献梳理！虽然我是看袁珂先生的书长大的，
但是觉得袁珂先生略带戏说的庞大神话谱系相比，这一本的平实陈述同样令人动容。但是阅读本书最
好建立在对《山海经》等古籍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如果作为上古神话入门还是袁珂先生的书要通俗
易懂的多。
3、这种书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把中国神话塞进希腊罗马神话的外套中，其核心实为“中国文化西来
说”，在那个时代是主流，现在这种论调不吃香了。
纯学术上看，作者花了不少功夫，颇为用心，但史料取舍不算很客观。
4、考证详实，值得一读
5、研究中国神话不可不读之书，其观点至今仍有较大启发，与袁珂的著作比较，袁氏之书更偏重普
及，程氏之书更具有文人气质。
6、经朋友介绍买的，很好的一本书～
7、承继疑古学派辨伪考释传统，同时又借用了西方人类学和以古证今的方法，力图构拟出全景式的
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将华夏古典文献从原初语境剥离，纳入西方中心的分类框架和话语体系，局限性
亦难避免
8、古文简直要让我看疯了 不出意外不会读第二遍
9、不是讲神话内容的,专业人士应该看看。
10、内容归纳的很整齐，令我这种门外汉容易看懂，很好
11、可惜，程憬先生英年早逝，否则还会有更多杰作留世。
12、也不能说不好，不过时代限制还是挺明显的。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没有更好的书出现。
13、读讫，首先震惊于很多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轻易就能想到的东西，自己居然从来没有去想。一直
以来只是人云亦云地以为中国神话七零八碎，欲将其体系化的想法终是空中楼阁。却不料早在上世纪
前叶，这项工作便已经取得了如此多富有启发性的成果。虽囿于成书之年代，其凿凿之言可破立者良
多；然若能取其阶段性成果，并以数十年来之新材料弥其时代之局限，中国神话未尝不得为显学之一
门。惜乎今者继承之心阙如，又使后人复以华夏乃神话学不生之土。
14、一般
15、就各种类型的神话及其人物的古籍资料整理，将各种资料连成一片，整理出了神话故事的原型跟
逻辑。
16、正在读，说实话，书很扎实，属于考证有理有据的。缺憾就是神话有很多重叠和演变的部分，我
看了半天觉得理出个头绪好难，勉强自己以为对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作者要是能给个谱系表
就好了。
17、贵圈真乱=。=
18、如果对中国神话感兴趣可以看看
19、神话啊
20、本人很喜欢，对里面的故事很感兴趣。
21、不是本好读的书，而且感觉只是整理而已。
22、后记和序跋意外得好看。尤其是跋，虽然也不失点溜须拍马的感觉，但是用情真挚，有点感动
23、内容详实
参考了大量古文书籍
可以说是一本合集
24、之前活动的时候买的
25、只有大略的框架，不够细致，但考据很精心很全面。神话什么的最美好了。读到“羲和，浴日甘
渊而生十日，帝俊之妻”突然很感慨。其实中国的动漫什么的本可以发展得很好，毕竟我们有那么深
得底蕴，可惜全让日本抄去用了，然后回头赚全世界的钱。
26、自序言可以看出，本书的意图在于比照希腊神话，建立中国神话的完整体系，这体系包括创世、
诸神谱系等等，可中国神话之混杂、信息杂讯之多，使得此书的努力变得有些牵强⋯⋯但是本书各种
考据、文献引用、以及整理很是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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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此书终于出了。说起来我跟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些瓜葛。此书出版的动议在好几年前，我曾经推荐
给商务印书馆，商务也同意出版，但数度拖延未出，后将书稿讨回还给陈泳超兄，由他整理交北大社
出。这本书在历经劫波之后得以幸存，得感谢顾颉刚先生、顾潮女士、刘锡诚先生，至于书的刊行，
则泳超兄厥功甚伟。
28、有空的时候要看看
29、不是研究这个的看了没啥用
30、《马昌仪：程憬及其中国神话研究》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204225/ “长期被埋没的
神话学家”。资料整理很有价值，附录部分挺有用。
31、有意思的一点是作者将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对比，得出很多共同性，尤其是羿和赫利克斯的对比
。
32、很不错
33、附录第一篇可以理解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下的“西王母”......233333
34、学术用书吧。。。。
35、地祇之前，天神看完。
36、封面设计真是丑
37、古文多，中间有些还用省略号代替，没翻译，看不懂。全文字，无图。总之不推荐专业人士以外
的人看。
38、虽是开创之作，比起如今卖弄新词汇好立异说的著作强过许多。
39、本来以为可以一观，不过读完之后，觉得只是穿越回60年前去翻了一本旧书。。。
40、封皮是羊皮纸纸质，怕折
41、闲着没事刷中国神话副本。这是副本中的一个大BOSS。关于中国古代神话，问题太多谜题太多，
多少学者前赴后继以身填坑（喂！）程憬即其中之一。
42、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43、这本书超好，力荐。唯一可惜的是覆盖面不是很全
44、想再读读袁珂先生的著作。
45、有意思！随着人对世界的认识加深，不得不承认人的想象力已经几乎完全丧失⋯⋯创作难有激情
。
46、这书有点深奥
47、这本书的内容更偏重学术考据与研究，是一本学术著作，如果抱着想看较为系统的和连贯的中国
古代神话故事的话，这本书就不适合了。但这本书仍是开卷有益的，它从另外一面，让读者了解了中
国人印象里的那些零碎和断续的神话传说故事的起源，至少知道了很多传说的本来面目。
48、摒除政治的干扰，文化源头当到烂漫瑰奇的神话中寻。作者屡屡提到许多故事背后“本都有所附
丽”却辗转佚失，实是遗憾。必须给五星，只因一本像这样的系统研究多么难找，相比之下研究西欧
北欧印度神话的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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