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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古與中國的開闢神話

一、中國有開闢神話嗎？

 開 闢 神 話 也 稱 創 世 神 話。 茅 盾 於 1929 年 關

於開闢神話的定義是：

解 釋 天 地 何 自 而 成， 人 類 及 萬 物 何

自而生的神話。不論是已經進於文明的

民族或尚在野蠻時代的民族，都一樣有

他們的開闢神話。他們的根本出發點是

相 同 的 —— 同 為 原 始 信 仰， 但 是 他 們 所

創造的故事卻不能盡同。 1

 “ 神 話 是 想 象 的 產 物， 是 智 力 尚 未 發 達 的 原

人， 對 於 宇 宙 的 森 羅 萬 象， 如 日 月 的 進 行， 星 辰

的出沒，山川河海、風雲雷雨，以及生活的技術，

人 群 的 禮 制， 乃 至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看 似 神 奇 的 事 物

開闢神話就是人類幼年時期對自然、宇宙的想象及由此生發出來的解釋，反映原始
人類對天地起源、人類和萬物由來的原始觀念。大部份宗教或文化傳統中，都有開闢
神話。中國各民族保存的開闢神話中，盤古神話無疑仍最具影響力且廣為流傳。盤
古開天闢地、身化萬物，是中國神話譜系中的創世主神，但在三國之前的上古文獻中
卻找不到任何有關他的蹤跡，因而引發對盤古神話源頭的各種假說。例如盤古是南
方少數民族始祖神盤瓠的音轉，或殷商土地神亳的音轉，或源自印度文化中的創世傳
說。無論盤古神話的源頭來自何處，三國以後盤古開天闢地的形象已深入人心。道教
以盤古為仙人領袖之一。宋以來的私家上古史書寫將盤古神話歷史化，視盤古為中
國歷史上第一位帝王。嶺南、江西、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江蘇等地區，都有
盤古廟祀和崇拜遺蹟。只不過，在後世的民間信仰中，盤古的形象更加親民，與民眾
崇拜的諸路神仙一樣，充當各地區信眾的守護神。

盤古；盤瓠；開闢神話；神話歷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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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解 釋 ”。 2 而 開 闢 神 話 就 是 人 類 幼 年 時 期 對 自

然、 宇 宙 的 想 象 及 由 此 生 發 出 來 的 解 釋， 反 映 出

原 始 人 類 對 天 地 起 源、 人 類 和 萬 物 由 來 的 原 始 觀

念。 大 部 份 宗 教 或 文 化 傳 統 中， 都 有 開 闢 神 話。

廣 為 人 知 的， 如《 聖 經· 舊 約· 創 世 紀 》 稱， 宇

宙 原 本 是 空 虛 混 沌 的， 上 帝 憑 藉 語 言， 在 六 天 中

創造了天地萬物。

 如 古 埃 及 早 王 朝 時 代 赫 利 奧 坡 里 斯 神 學 的

“ 創 世 論 ”， 以 原 初 之 水 為 萬 物 之 始， 此 水 充 塞

天 地， 混 沌 一 片。 在 這 一 片 混 沌 中， 首 先 出 現

的 是 一 塊 原 初 凸 地， 這 就 是 大 神 阿 圖 姆， 萬 物 的

創 造 者。 阿 圖 姆 以 無 性 生 殖 的 方 式 生 出 大 氣 之 神

舒、 濕 氣 女 神 泰 富 努 特 和 其 他 神 祇。 當 天 空 女 神

努 特 的 腳 站 在 東 部 地 平 面 上， 她 的 身 體 彎 曲 在 大

地 之 上 造 成 了 天 宮 的 彎 隆， 而 她 的 雙 臂 下 垂 到 沒

落 的 太 陽 地 平 線 上。 這 也 就 是 人 們 想 像 中 的， 最

初的天和地的創造與分離。 3

* 呂宗力：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講

座教授。研究方向為秦漢魏晉南北朝政治、文化史，中國政治

制度史，中國民間信仰，古典文獻，讖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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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最 古 老 的 詩 集、 後 來 成 為 婆 羅 門 教 經 典

的《 梨 俱 吠 陀 》， 有《 原 人 頌 》， 描 寫 眾 天 神 舉

行祭祀，以“原人（puru a）”（原始巨人）為

祭 品。 這 位 原 人 有 千 頭、 千 眼、 千 足， 覆 蓋 整 個

大 地。 被 宰 割 後， 他 的“ 嘴 成 為 婆 羅 門， 雙 臂 成

為 剎 帝 利， 雙 腿 成 為 吠 舍， 雙 腳 成 為 首 陀 羅。 從

他 的 心 中 產 生 月 亮， 眼 中 產 生 太 陽， 嘴 中 產 生 因

陀羅和火，呼吸中產生風。從他的肚臍中產生空，

頭 中 產 生 天， 腳 中 產 生 地， 耳 中 產 生 方 位， 組 成

世 界 ”， 成 為 創 世 之 神。 吠 陀 時 代 後 期 出 現 的 梵

書 和 奧 義 書 中， 則 以“ 梵 ”（ 梵 天，Brahmā）

為 創 世 神。 據 說 梵 天 是 從 漂 浮 在 混 沌 汪 洋 中 的

宇 宙 金 卵 中 裡 孵 化 出 來 的。 梵 天 經 過 飄 流 後，

以 意 念 力 把 卵 殼 破 為 兩 半， 成 為 天 地。 梵 天 於

是想：

“現在讓我創造世界。”他創造這些

世界：水、光、死亡和水。水在天國之上，

天國是支撐者。光是天空。死亡是大地。

地下是水。他思忖道：“這些是世界，現

在讓我創造世界保護者。”於是，他從水

中取出原人，賦予形狀。他給原人加熱。

原人受熱後，嘴張開，似卵。從嘴中產生

語言，從語言中產生火。鼻孔張開，從鼻

孔中產生氣息，從氣息中產生風。眼睛張

開，從眼睛中產生目光，從目光中產生太

陽。耳朵張開，從耳朵中產生聽覺，從聽

覺中產生方位。皮膚張開，從皮膚中產生

汗毛，從汗毛中產生草木。心張開，從心

中產生思維，從思維中產生月亮。肚臍張

開，從肚臍中產生下氣，從下氣中產生死

亡。生殖器張開，從生殖器產生精液，從

精液中產生水。”（《愛多雷耶奧義書》）

眾 神、 星 辰、 時 間、 高 山、 平 原、 河 流、 一 切 生

物 和 妖 魔， 人 類 及 其 語 言、 情 欲、 憤 怒、 歡 樂、

懺 悔、 孤 獨， 都 由 此 而 生。 最 後 梵 天 自 身 也 一 分

為二，一半為男，一半為女。 4

 希 臘 的 開 闢 神 話 是 生 殖 型 的， 通 過 兩 性 的

結 合 來“ 生 出 ” 天 地 萬 物。 在 赫 西 俄 德 的《 神

譜 》 中， 最 初 誕 生 的 大 神 是 卡 俄 斯（ 混 沌，

Chaos）。 卡 俄 斯 生 下 了 大 地 和 黑 夜。 大 地 女 神

該 婭 又 從 自 己 體 內 分 娩 了 天、 山 脈 和 海 洋， 又 與

所 生 之 子 天 神 烏 拉 諾 斯 結 合， 孕 育 了 獨 眼 巨 人 和

百 手 巨 人。 這 些 巨 人 就 是 提 坦 神， 而 提 坦 神 間 彼

此結合生成了太陽、月亮、星辰等。 5

中 國 上 古 時 期 有 沒 有 開 闢 或 創 世 神 話？ 在 西

方 漢 學 界，“ 中 國 沒 有 創 世 神 話 ” 是 一 種 相 當 流

行 的 看 法， 並 視 此 為 中 西 文 化 傳 統 最 根 本 的 區 別

之一。著名漢學家如卜德（Derk Bodde）認為，

除 了 盤 古 開 天 闢 地 的 故 事， 中 國 沒 有 真 正 意 義 上

的創世神話；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說，

中 國 人 認 為 宇 宙 和 人 類 是 非 創 造 的， 這 構 成 了 沒

有 創 世 主（creator）、 沒 有 神（god）、 沒 有 第

一 動 因（ultimate cause） 或 者 獨 立 意 志（wil l  

external  to i tsel f） 的 宇 宙 的 核 心 特 徵； 葛 瑞 漢

（A. C.  Graham） 認 為， 在 漢 代 以 前 的 文 獻 中 沒

有 關 於 宇 宙 起 源 的 神 話， 留 下 的 僅 僅 只 是 第 一 代

君 王 之 前 的 歷 史 空 白。 近 如 郝 大 維（L. Hal l） 和

安 樂 哲（Roger T.  Ames）， 通 過 比 較 古 代 中 國

和 古 希 臘， 堅 稱“ 這 種 在 西 方 傳 統 中 處 於 核 心 的

關於宇宙起源的猜想，對中國人而言無足輕重。 6

 美 國 賓 夕 法 尼 亞 大 學 金 鵬 程（Paul  R.  

Goldin） 教 授 最 近 發 表 了 一 篇 很 有 意 思 的 論 文，

說“ 中 國 沒 有 創 世 神 話 ” 其 實 就 是 一 種 神 話（ 迷

思 ）。 他 指 出， 中 國 古 代 的 經 典 文 本 中 從 來 都 不

缺 少 關 於 宇 宙 生 成 的 討 論， 例 如《 老 子 》 和《 淮

南 子 》 等。 至 於 故 事 形 式 的 創 世 神 話， 則 可 以 舉

出盤古開天闢地和女媧摶土造人。 7

 我 們 的 先 人 當 然 會 關 注 宇 宙 的 起 源、 天 地 萬

物 的 生 成。 屈 原“ 見 楚 有 先 王 之 廟 及 公 卿 祠 堂，

圖 畫 天 地 山 川 神 靈 ”， 不 禁“ 書 其 壁 ” 而 發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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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天問》）：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誰能極之？

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8

意思是：

太古肇始之前的狀態，有誰能向後人

描述？

天地未分前的渾沌，如何能考定其形

態？

明暗不分清濁難明之時，誰能說得清

究竟？

天地既分而迷濛無物時，憑甚麼辨識

其形像？

明暗日夜，由誰安排？ 

《天問》對宇宙起源的關注，並非偶然。1942 年

在 湖 南 長 沙 子 彈 庫 所 發 現 的《 楚 帛 書 》， 以“ 夢

夢 墨 墨， 亡 章 弼 弼 ” 形 容 天 地 未 分 之 前 的 一 派 渾

沌， 始 祖 神 伏 羲、 女 媧 生 出 四 神， 開 闢 天 地， 創

設時令，規整大地，佈局山陵海川。 9 同為楚人，

莊子所描述的渾沌則頗具擬人化的喜劇色彩：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

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

渾 沌 待 之 甚 善。 儵 與 忽 謀 報 渾 沌 之 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10

渾沌既死，天地遂開。

 新 中 國 的 神 話 學 者 們， 通 過 大 規 模 文 化 和 社

會 調 查， 發 掘 出 包 括 漢 族 在 內 的 中 國 各 民 族 民 間

近 現 代 還 存 在 的 大 量 創 世 神 話。 具 代 表 性 的 如 陶

陽 和 牟 鍾 秀 先 生 的《 中 國 創 世 神 話 》 大 體 包 括 了

“ 天 地 開 闢、 人 類 起 源、 民 族 誕 生、 文 化 發 端 及

宇 宙 萬 物 肇 始 的 神 話 ”， 即 以 天 地 宇 宙、 諸 神 世

系、 日 月 星 辰、 人 類（ 含 民 族 ） 及 動 植 物 由 來、

誕生為核心的神話。袁珂先生在《中國古代神話》

一 書 中， 將 古 代 文 獻 中 搜 集 的 零 散 資 料 概 括 為 六

種人類由來和七種宇宙開闢的神話。（張開焱《中

國 創 世 神 話 類 型 研 究 述 評 》） 11 在 這 麼 多 不 同 類

型、 不 同 形 態、 不 同 來 源 的 創 世 神 話 中， 傳 統 的

盤古開天闢地神話無疑仍最具影響力且廣為流傳。

圖 1· 盤古與伏羲、女媧畫像，漢，河南南陽。《中國美術全集·
繪 畫 篇 》18 冊《 畫 像 石 畫 像 磚 》， 北 京：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2015 年，圖 142，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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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世文獻中的盤古開天闢地神話

 開 天 闢 地 大 神 盤 古 之 起 源， 學 界 聚 訟 紛 紜。

目 前 可 以 確 認 者， 文 獻 中 的“ 盤 古 ” 最 早 見 於 三

國。 12 或 說 在 西 漢 末 至 東 漢 流 行 的 緯 書“ 古 史 ”

敘 述 中， 盤 古 已 被 列 為 最 古 老 的 大 神。 緯 書 散 佚

已 久， 遺 存 的 殘 章 斷 簡 中， 仍 保 留 不 少 上 古 神

話 及 其 在 戰 國 至 漢 的 流 變， 包 括 伏 羲、 女 媧、 神

農、 軒 轅 等 大 神 的 故 事。 但《 春 秋 元 命 包 》 有

關 天 地 開 闢 的 論 述， 始 述 伏 羲， 並 未 見 盤 古 之

蹤影：

天 地 開 闢 至 春 秋 獲 麟 之 歲， 凡

二百七十六萬歲。

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

閏月，六直其日。

天地開闢，自人皇以來也。

人始伏犧，帝位生。

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

交錯同端。 13

 河 南、 山 東 等 地 出 土 的 東 漢 畫 像 石 中 常 見 懷

抱 人 首 蛇 軀 的 伏 羲、 女 媧 的 巨 人 形 象， 或 說 即 盤

古（ 圖 1）。 14 李 陳 廣 撰 寫 的 圖 像 說 明 稱：“ 下

部 刻 一 赤 裸 身 軀 的 巨 人， 當 為 盤 古。” 15 周 到、

呂 品 也 認 為 河 南 唐 河 縣 針 織 廠 漢 墓 北 壁 畫 像 中 擁

抱伏羲、女媧的力士，就是盤古。 16

圖 2· 畫 面 上 部 刻 一 力 士， 以 強 壯 的 雙 臂 擁 抱 人 身 蛇 軀 的
伏 羲 和 女 媧。《 中 國 畫 像 石 全 集 》1 冊《 山 東 漢 畫 像 石 》。
鄭 州： 河 南 美 術 出 版 社， 濟 南： 山 東 美 術 出 版 社，2000 年，
圖 182，第 134 頁；圖像說明，第 59 頁。

圖 3· 中間刻高禖，頭戴“山”字形冠，三角眼，闊嘴露齒，
一手抱伏羲，一手抱女媧。《中國畫像石全集》2 冊《山東漢
畫像石》。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
2000 年，圖 115，第 107 頁；圖像說明，第 41 頁。



盤古與中國的開闢神話      呂宗力

神仙記載

�� RC 文化雜誌·第���期·����年

 但《 中 國 畫 像 石 全 集 》1 冊 所 收 山 東 沂 南 漢

墓 墓 門 東 立 柱 畫 像（ 圖 2）， 圖 像 說 明：“ 畫 面

上 部 刻 一 力 士， 以 強 壯 的 雙 臂 擁 抱 人 身 蛇 軀 的 伏

羲和女媧。”17 王建中釋此力士為高禖神。18 又，

《 中 國 畫 像 石 全 集 》2 冊 所 收 山 東 嘉 祥 畫 像（ 圖

3），圖像說明：“中間刻高禖，頭戴‘山’字形冠，

三角眼，闊嘴露齒，一手抱伏羲，一手抱女媧。”19

 所 以， 東 漢 民 間 信 仰 中 的 這 位 巨 人 或 力 士，

是 否 即 開 闢 大 神 盤 古， 仍 有 很 大 爭 議。 近 來 也 有

不 少 藝 術 史 學 者 認 為 此 即 漢 武 帝 推 崇 為 最 高 神 的

太 一。 20 近 年 有 饒 宗 頤 等 先 生 據 唐 永 徽 元 年

（650 年 ） 所 立《 益 州 學 館 廟 堂 記 》， 以 為 漢 獻 帝

興 平 元 年（194 年 ）， 益 州 太 守 高 聯 在 成 都 所 修

周 公 禮 殿， 其 壁 上 繪 有 盤 古、 李 老 等 圖 像， 所 以

盤古之名漢末已有，盤古神話最遲亦產生於東漢。

此說種種疑點，已經劉屹梳理考辯，不贅。 21

 《魏大嚮記碑》記魏文帝黃初三年（222 年）

大 饗 六 軍， 立 碑 於 譙， 據 說 出 自 鍾 繇 手 筆， 見 錄

於洪適《隸續》。如果遵從劉屹標點：

千秋萬代，（缺二字）主重居外，天

地 始（缺 ）， 至 里（ 缺 ） 文， 王 大 饗 之。

（ 缺 ） 皇（ 缺 ） 高（ 缺 ），

徒 集 有（ 缺 ） 之 魁， 萬 名

（ 缺 ）。 一 據 東 西 南（ 缺 ）， 術

（缺）復歌。歎麗（缺）建。起尚盤古，

羅天（缺）焉。

則“ 不 知‘ 起 尚 盤 古。 羅 天 口 焉 ’ 是 否 意 味 着 時

人 已 將 盤 古 作 為 天 地 開 闢 之 神 來 看？ 既 然 曹 魏 官

方 嚮 祀 儀 式 中 出 現 了‘ 盤 古 ’， 則 盤 古 傳 說 不 應

該 是 當 時 才 剛 出 現 的。 因 此， 在 東 漢 末 確 有 可 能

已 經 出 現 了 盤 古 傳 說。” 22 然 而 該 碑 殘 泐 已 甚，

不可卒讀，此說只可存疑。

 傳 世 文 獻 中 最 早 記 敘 盤 古 創 世 神 跡 的 是 三 國

時期韋昭（約 204-273 年）的《洞紀》。

 韋 昭， 別 名 韋 曜， 字 弘 嗣， 吳 郡 雲 陽（ 今

江 蘇 丹 陽 ） 人。 少 好 學 能 文， 以 史 才 著 稱。

孫 權 時 歷 任 西 安 令、 尚 書 郎、 太 子 中 庶 子、

黃 門 侍 郎。 孫 亮 時 任 太 史 令， 撰《 吳 書 》。

孫 休 時 為 中 書 郎、 博 士 祭 酒， 掌 國 子 學， 校

定 皇 家 藏 書。 孫 皓 時， 封 高 陵 亭 侯， 任 中 書

僕 射、 侍 中， 領 左 國 史。 因 堅 持 國 史 編 纂

原 則， 得 罪 孫 皓， 被 害。 撰 有《 毛 詩 答 雜 問 》

《國語註》《孝經解讚》《辯釋名》《漢書音義》

《吳書》《洞紀》《官儀職訓》《韋昭集》《吳興

錄》《三吳郡國志》等。 23

 據《 三 國 志 》 本 傳， 韋 昭 晚 年 在 獄 中 上 書 孫

皓：“囚昔見世閒有古曆註，其所紀載既多虛無，

在 書 籍 者 亦 復 錯 謬。 囚 尋 按 傳 記， 考 合 異 同， 採

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

漢， 凡 為 三 卷， 當 起 黃 武 以 來， 別 作 一 卷， 事 尚

未 成 ”。 24 由 此 觀 之，《洞 紀 》 第 四 卷 並 未 完 卷。

但《 隋 書· 經 籍 志 》 著 錄《洞 紀 》 為 四 卷， 25《 舊

唐 書· 經 籍 志 上 》 著 錄《 洞 紀 》 為 九 卷， 26《 新

唐書·藝文志》著錄為四卷。 27 唐以後，《洞紀》

散 佚， 難 睹 全 貌。 唐 燮 軍 研 究《 洞 紀 》， 發 現 唐

《 開 元 占 經 》 和 宋《 太 平 御 覽 》 徵 引 或 轉 引 的 25

條佚文。28 此外，唐代高僧釋澄觀（737-838 年）

所 撰《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隨 疏 演 義 鈔 》 卷 四 二 也 引

了 一 條《 洞 紀 》 佚 文， 這 是 傳 世 文 獻 中 涉 及 盤 古

開闢神話最早的記錄：“韋昭《同記（洞紀）》曰，

世 俗 相 傳 為 盤 古 一 日 七 十 化， 覆 為 天， 偃 為 地，

八 萬 歲 乃 死。 然 盤 古 事 蹟 近 為 虛 妄， 既 無 史 籍，

難可依憑，但是古來相傳虛妄耳。”29 片言隻語，

傳 達 的 信 息 卻 頗 豐 富： 盤 古 俯 面 朝 下 則 為 天， 仰

面 向 上 則 為 地， 其 身 軀 巨 大 無 比。 所 謂 七 十 化，

應指由其身化生出天地萬物。30 既是“世俗相傳”

的 故 事， 其 流 傳 必 然 早 於 韋 昭 所 記。 但“ 既 無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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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難可依憑”，從史學編纂的角度看，自然“近

為虛妄”了。

 傳世文獻中對盤古開闢神話更詳細的描述，出自

與韋昭同時代而稍晚的徐整。徐整，史籍無傳，字文

操，豫章人，吳太常卿。31 其撰述包括經學、地方史志

和星曆，如《毛詩譜》《孝經默註》《豫章烈士傳》，32

《諸國先賢傳》《豫章舊志》，33 《長曆》34 《三五曆紀》

《通曆》《雜曆》等。35 著述多佚，唐宋類書中仍保留

若干佚文，其中就包括《三五曆紀》中關於盤古開闢

神話的著名描述：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萬

八 千 歲， 天 地 開 闢， 清 陽 為 天， 濁 陰 為

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

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

長一丈。如此一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

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

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

故天去地九萬里。 36

天 地 渾 沌 如 鷄 子 的 畫 面， 與 東 漢 三 國 時 期 流 行 的

“渾天說”宇宙觀頗契合：“天如鷄子，地如鷄中

黃， 孤 居 於 天 內， 天 大 而 地 小。 天 表 裡 有 水， 天

地 各 乘 氣 而 立， 載 水 而 行。” 37 緯 書《 春 秋 元 命

包》也說“天如鷄子，天大地小，表裡有水”。38

 盤 古 生 長 渾 沌 之 中， 變 化 萬 物。 隨 着 陽 氣 清

而上升，陰氣濁而下降，天地逐漸分離，天日高，

地 日 厚， 盤 古 身 軀 也 隨 之 日 益 高 大。 一 萬 八 千 歲

之 後， 天 地 開 闢， 天、 地、 人 三 皇 相 繼 出 世， 人

間界的精彩活力從此蓬勃展現。 39

 人 們 熟 知 的 盤 古 開 闢 神 話 包 含 兩 個 主 題 ：

開 天 闢 地 和 身 化 萬 物 。 《 洞 紀 》 中 的 “ 一 日 七 十

化 ” 和 “ 覆 為 天 ， 偃 為 地 ” 反 映 的 就 是 這 兩 個 主

題 。 《 三 五 曆 紀 》 “ 天 日 高 一 丈 ， 地 日 厚 一 丈 ，

盤 古 日 長 一 丈 ” 細 化 了 天 地 剖 分 的 想 象 ， 南 朝 梁

任 昉 《 述 異 記 》 則 詳 述 盤 古 的 肢 體 如 何 分 解 並 化

生 萬 物 ：

昔 盤 古 氏 之 死 也， 頭 為 四 嶽， 目 為

日 月， 脂 膏 為 江 海， 毛 髮 為 草 木。 秦

漢 間 俗 說： 盤 古 氏 頭 為 東 嶽， 腹 為 中

嶽， 左 臂 為 南 嶽， 右 臂 為 北 嶽， 足 為 西

嶽。 先 儒 說： 盤 古 氏 泣 為 江 河， 氣 為

風， 聲 為 雷， 目 瞳 為 電。 古 說： 盤 古 氏

喜 為 晴， 怒 為 陰。 吳 楚 間 說： 盤 古 氏

夫妻，陰陽之始也。 40

唐 釋 澄 觀《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隨 疏 演 義 鈔 》 卷 四 二

引《三王曆》：

天地渾沌，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

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

地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

年。然後天地開闢。

盤 古 龍 身 人 首。 首 極 東 西， 足 極 東

西，左手極南，右手極北；開目成晝，合

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頭為甲，喉為乙，

肩為丙，心為丁，膽為戊，脾為已，脅為

庚，肺為辛，腎為壬，足為癸；目為日月，

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為九州；乳為

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鼈，

手為飛鳥，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

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水，

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

面輪為洞庭。 41

《三王曆》疑即《三五曆紀》之訛，但其描述遠比

《述異記》細緻，是否真的出自徐整之手，尚待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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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宋 初 年 編 纂 的 道 教 類 書《 雲 笈 七 籤 》， 收

集了北宋以前道教的珍貴文獻。其《諸家氣法部·

元氣論》云：

洎 乎 元 氣 蒙 鴻， 萌 芽 茲 始， 遂 分 天

地， 肇 立 乾 坤， 啟 陰 感 陽， 分 佈 元 氣，

乃 孕 中 和， 是 為 人 矣。 首 生 盤 古， 垂

死 化 身， 氣 成 風 雲， 聲 為 雷 霆， 左 眼 為

日， 右 眼 為 月， 四 肢 五 體 為 四 極 五 嶽，

血 液 為 江 河， 筋 脈 為 地 里， 肌 肉 為 田

土， 髮 髭 為 星 辰， 皮 毛 為 草 木， 齒 骨 為

金 石， 精 髓 為 珠 玉， 汗 流 為 雨 澤。 身 之

諸 蟲， 因 風 所 感， 化 為 黎 甿。 以 天 之

生， 稱 曰 蒼 生； 以 其 首 黑， 謂 之 黔 首，

亦 曰 黔 黎。 其 下 品 者， 名 為 蒼 頭。 42

還 有 一 部 叫 做《 五 運 歷 年 記 》 的 傳 世 文 獻， 所 記

盤古垂死化生萬物，與《元氣論》所記略同：

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為風雨，吹

為雷電，開目為晝，閉目為夜。死後骨節

為山林，腸為江海，血為淮瀆，毛髮為草

木。 43

元 氣 蒙 鴻， 萌 芽 茲 始， 遂 分 天 地，

肇 立 乾 坤； 啟 陰 感 陽， 分 佈 元 氣， 乃

孕 中 和， 是 為 人 也。 首 生 盤 古， 垂 死

化 身， 氣 成 風 雲， 聲 為 雷 霆， 左 眼 為

日， 右 眼 為 月， 四 肢 五 體 為 四 極 五 嶽，

血 液 為 江 河， 筋 脈 為 地 理， 肌 肉 為 田

土， 髮 髭 為 星 辰， 皮 毛 為 草 木， 齒 骨

為 金 石， 精 髓 為 珠 玉， 汗 流 為 雨 澤，

身 之 諸 蟲， 因 風 所 感， 化 為 黎 甿。 44

有些學者認為《五運歷年記》與《三五曆紀》同出

徐整之手，所以往往作為三國時期的史料來引用。

但 劉 屹 指 出，《 五 運 歷 年 記 》 應 是 宋 明 間 人 從 道

教 的《 元 氣 論 》 中 摘 錄 而 成， 並 非 徐 整 的 另 一 部

著 作， 而 其 反 映 的 已 是 中 晚 唐 至 宋 初 人 觀 念 中 的

盤古神話。 45

 三國以來進入文士、史家視域的這則“太古神

話 ”， 與 其 說 保 留 了 智 力 尚 未 發 達 的 原 人 對 宇 宙

之 想 象， 倒 不 如 說 是 一 種 後 神 話 的 寓 言， 融 合 了

先 秦 兩 漢 道 家 的 宇 宙 論 話 語。 在 六 朝 的 道 教 論 述

中，盤古已被神仙化，號“盤古真人”，也稱“元

始天王”，即道家三清之一的元始天尊：

《 真 書 》 曰： 昔 二 儀 未 分， 溟 涬 鴻

蒙， 未 有 成 形， 天 地 日 月 未 具， 狀 如 雞

子， 混 沌 玄 黃， 已 有 盤 古 真 人， 天 地 之

精，自號元始天王，游乎其中。溟涬經四

劫，天形如巨蓋，上無所繫，下無所依，

天地之外，遼屬無端，玄玄太空，無響無

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

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結，天地浮其

中，輾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

者 如 龍， 旋 回 雲 中。 復 經 四 劫， 二 儀 始

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

生元蟲，元蟲生濱牽，濱牽生剛須，剛須

生 龍。 元 始 天 王 在 天 中 心 之 上， 名 曰 玉

京 山。 山 中 宮 殿 並 金 玉 飾 之， 常 仰 吸 天

氣， 俯 飲 地 泉。 復 經 二 劫， 忽 生 太 元 玉

女， 在 石 澗 積 血 之 中， 出 而 能 言， 人 形

具 足， 天 姿 絕 妙， 常 遊 厚 地 之 間， 仰 吸

天元，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游見之，

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

氣絪縕，覆載氣息，陰陽調和，無熱無寒，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葛洪枕中

書》） 46

 南 宋 謝 守 灝《 混 元 聖 紀 》 引 徐 整《 三 五 曆

紀》：“元炁肇始，有神人號天皇，時老君降世，

號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與天皇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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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皇 時，“ 老 君 下 降 為 師， 號 有 古 大 先 生 ” 47；

人 皇 時，“ 老 君 下 降 為 師， 號 盤 古 先 生。 然 而 其

說 與 今 存《 三 五 曆 紀 》 其 餘 佚 文 頗 不 相 符， 當 是

唐 宋 道 士 們 託 徐 整 之 名 神 化 老 子 的 過 程 中， 對 盤

古身份的新演繹⸺� 太上老君的化身之一。

三、盤古神話的源頭

 盤 古 開 天 闢 地、 身 化 萬 物， 是 中 國 神 話 譜 系

中 的 創 世 主 神， 但 在 三 國 之 前 的 上 古 文 獻 中 卻 找

不 到 任 何 他 的 蹤 跡。 也 就 是 說， 位 列 三 皇 五 帝 之

前 的 首 位 大 神， 在 文 獻 中 卻 最 晚 現 身。 這 種 尷 尬

難 免 引 起 中 國 神 話 學 者 們 的 困 惑、 質 疑 和 對 盤 古

神話源頭的各種假說。

 對 這 種 種 假 說， 王 暉、 劉 屹 和 張 開 焱 三 位 先

生 作 過 很 好 的 梳 理。 48 筆 者 參 考 他 們 的 概 括 和 其

他相關論述，試舉數種如下：

（一）“燭龍或燭陰”說

 《山海經·海外北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

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

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大荒北經》：“西

北 海 之 外， 赤 水 之 北， 有 章 尾 山。 有 神， 人 面 蛇

身 而 赤， 直 目 正 乘， 其 瞑 乃 晦， 其 視 乃 明， 不 食

不 寢 不 息， 風 雨 是 謁。 是 燭 九 陰， 是 謂 燭 龍。”

劉起釪先生認為，從“燭龍或燭陰成為化成日月、

生 出 四 時 晝 夜 的 造 物 主 式 的 神 來 看， 已 知 和 後 來

所 傳 的 盤 古 神 話 非 常 相 像， 可 認 定 這 是 我 國 盤 古

神 話 的 原 型。” 49 然 而 從 引 述 的 表 述 看， 燭 龍 或

燭 陰 只 是 地 域 性 的 小 神， 與 開 天 闢 地、 身 化 萬 物

的造物主神差距頗大。

（二）“盤古即盤瓠”說

 這 是 學 界 討 論 盤 古 神 話 源 頭 最 流 行 的 一 種 假

說。

 《後漢書·南蠻傳》：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

而 征 伐 不 剋， 乃 訪 募 天 下 有 能 得 犬 戎 之

將 吳 將 軍 頭 者， 購 黃 金 千 鎰， 邑 萬 家，

又 妻 以 少 女。 時 帝 有 畜 狗， 其 毛 五 采，

名 曰 盤 瓠。 下 令 之 後， 盤 瓠 遂 銜 人 頭 造

闕 下， 群 臣 怪 而 診 之， 乃 吳 將 軍 首 也。

帝 大 喜， 而 計 盤 瓠 不 可 妻 之 以 女， 又 無

封 爵 之 道， 議 欲 有 報， 而 未 知 所 宜。 女

聞 之， 以 為 帝 皇 下 令， 不 可 違 信， 因

請 行。 帝 不 得 已， 乃 以 女 配 盤 瓠。 盤

瓠 得 女， 負 而 走， 入 南 山， 止 石 室 中。

所 處 險 絕， 人 跡 不 至。 於 是 女 解 去 衣

裳， 為 僕 鑒 之 結， 着 獨 力 之 衣。 帝 悲 思

之， 遣 使 尋 求， 輒 遇 風 雨 震 晦， 使 者 不

得 進。 經 三 年， 生 子 一 十 二 人， 六 男

六 女， 盤 瓠 死 後， 因 自 相 夫 妻， 織 績

木 皮， 染 以 草 實， 好 五 色 衣 服， 製 裁 皆

有 尾 形。 其 母 后 歸， 以 狀 白 帝， 於 是 使

迎 諸 子， 衣 裳 班 蘭， 語 言 侏 離， 好 入

山 壑， 不 樂 平 曠。 帝 順 其 意， 賜 以 名 山

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

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

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

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

呼為姎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50

這 裡 說 的 武 陵 蠻， 即 漢 代 分 佈 在 武 陵 郡（ 包 括 今

湘 西 沅 江 和 澧 水 流 域 及 黔、 川、 鄂 的 部 分 地 區 ）

的 少 數 民 族， 傳 說 他 們 以 神 犬 盤 瓠 為 始 祖。《 後

漢 書 》 的 編 撰 者 是 南 朝 宋 的 范 曄。 但 據 唐 章 懷 太

子 李 賢 的 註， 這 則 文 字 引 自 東 漢 末 期 著 名 學 者 應

劭 的《 風 俗 通 義 》。 從 東 漢 至 南 北 朝， 類 似 的 記

載 還 見 於 曹 魏 鱼 豢 編 撰 的《 魏 略 》、 東 晉 干 寶 編

撰 的《 搜 神 記 》 和 北 魏 酈 道 元 的《 水 經 註 》， 51

可知當時流傳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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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寶《搜神記》所記稍詳：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

歷時。醫為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

去後，置以瓠蘺，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

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時戎吳強

盛，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

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贈金千斤，

封 邑 萬 戶， 又 賜 以 少 女。 後 盤 瓠 銜 得 一

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即是戎吳。為

之奈何？群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

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

聞之，啟王曰：“大王既以我許天下矣。

盤瓠銜首而來，為國除害，此天命使然，

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

可 以 女 子 微 軀， 而 負 明 約 於 天 下， 國 之

禍 也。” 王 懼 而 從 之。 令 少 女 從 盤

瓠。 盤 瓠 將 女 上 南 山， 草 木 茂 盛，

無 人 行 跡。 於 是 女 解 去 衣 裳， 為 僕

豎 之 結， 着 獨 力 之 衣， 隨 盤 瓠 升 山

入 谷， 止 於 石 室 之 中。 王 悲 思 之，

遣 往 視 覓， 天 輒 風 雨， 嶺 震 雲 晦，

往 者 莫 至。 蓋 經 三 年， 產 六 男 六

女。 盤 瓠 死 後， 自 相 配 偶， 因 為

夫 婦。 織 績 木 皮， 染 以 草 實， 好 五 色 衣

服， 裁 制 皆 有 尾 形。 後 母 歸， 以 語 王，

王 遣 使 迎 諸 男 女， 天 不 復 雨。 衣 服 褊

褳， 言 語 侏 離， 飲 食 蹲 踞， 好 山 惡 都。

王 順 其 意， 賜 以 名 山 廣 澤， 號 曰 蠻 夷。

蠻 夷 者， 外 癡 內 黠， 安 土 重 舊， 以 其 受

異 氣 於 天 命， 故 待 以 不 常 之 律。 田 作

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

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游食於水。今

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

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

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

子孫。” 52

明 人 陳 耀 文 編 類 書《 天 中 記 》 卷 五 十 四“ 犬 ” 類

亦收錄：

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

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

以盤，俄項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

（《魏略》）

武溪山高可萬仞，半有盤瓠石窟，可

容數萬人。窟中有石似狗形，蠻俗相傳即

盤瓠也。（《武陵記》）

每 歲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種 類 四 集

於 廟， 扶 老 攜 幼， 環 宿 其 旁， 凡 五

日， 祠 以 牛 彘 酒 鮓， 椎 歌 歡 飲，

即 還， 惟 不 用 犬 云。（《 辰 陽 風

土記》） 53

楊 寬 認 為 故 事 中 的 犬 戎 和 神 犬 的 形 象 源 出《 山 海

經·海內北經》《大荒北經》中的犬封國、犬戎國，

後 來 文 化 程 度 較 高 的 中 原 不 容 神 怪 傳 說 的 存 在 而

消 失， 但 文 化 較 低 的 南 方 反 而 保 存 了 中 土 固 有 的

傳 說， 由 犬 戎 而 生 犬 封 之 說， 演 變 為 犬 為 犬 戎 之

祖，再傳而為盤瓠，成為南方蠻族先祖。54

 盤 古 神 話 的 源 頭 縹 緲 難 覓。 一 些 前 輩 學 者，

如 蘇 時 學、 夏 曾 佑、 楊 寬、 徐 中 舒、 常 任 俠、 袁

珂等，不由得將觀察的目光投向盤瓠，認為盤古、

盤瓠，一音之轉，盤古源自盤瓠。55 但開天闢地、

身 化 萬 物 的 中 華 創 世 大 神 盤 古， 與 南 方 少 數 族 群

的動物始祖神盤瓠，從神性到神蹟，都大不相同。

呂 思 勉 曾 指 出，“ 凡 神 話 傳 說， 雖 今 古 不 同， 必

有 沿 襲 轉 移 之 跡， 未 有 如 盤 古 盤 瓠 之 說， 絕 不 相

蒙 者。” 而 且 盤 瓠 神 話 在 武 陵 一 帶 長 期 流 傳， 卻

有 其 地 域、 族 群 的 局 限，與 後 世 南 方 各 地 的 盤 古

廟祀不可混為一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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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盤古即伏羲”說

 聞一多認為伏羲與盤瓠亦一音之轉，伏（風）、

盤（ 槃 ） 一 姓， 羲、 瓠 同 義（ 葫 蘆 瓢 ）。57 如 果 認

可 盤 古 即 盤 瓠， 則“ 盤 古 即 伏 羲 ”。 胡 小 石 也

認 為：“‘ 庖 羲 ’ 即‘ 盤 古 ’ 的 變 稱 ”。58 音 轉

或 聲 轉 的 訓 詁 方 法， 清 代 至 二 十 世 紀 前 半 期 學

界 採 用 較 多， 因 聲 求 義， 對 先 秦 文 獻 作 出 許 多

具 新 意 的 解 讀。 但 過 度 仗 恃“ 雙 聲 疊 韻 ” 的 方

法， 或 失 之 於 濫，“ 無 所 不 通， 無 所 不 轉 ”， 難

免 劉 備 即 呂 布、 莊 周 即 楊 朱 之 譏。 在 運 用 音 轉

理 論 打 通 不 同 文 本 脈 絡 中“ 音 近 ” 字 詞 的 意 義

時， 也 必 須 兼 顧 時 間 和 地 域 差 異 下 語 音 語 義 的

變 遷 和 複 雜 性， 以 及 音 訓 之 外， 有 無 文 獻、 考

古、 歷 史 和 文 化 語 境 等 證 據 的 支 持。“ 盤 古 即

伏羲”說就目前所掌握各種證據而言，難以成立。

（四）“盤古即亳（土地神）”說

近 年 來 王 暉 在《 盤 古 探 源 》 一 文 中， 認 為，

關 於 盤 古 的“ 秦 漢 間 俗 說 ”“ 古 說 ” 應 是 有 根 據

的， 盤 古 神 話 雖 見 錄 於 東 漢 末 年， 但 其 傳 說 由 來

已 久。 王 文 綜 合 運 用 出 土 文 獻、 歷 史 地 理 學 和 傳

世 文 獻， 較 清 晰、 系 統 地 考 察 了 商 周 時 期 土 地 神

亳 社 的 崇 拜， 認 為 殷 商 及 東 夷 方 國 部 族 在 所 封 國

都 建 立“ 亳 土 ” 或“ 亳 社 ”， 戰 國 秦 漢 時 亳 字 音

轉 為 番 吾、 鄱 吾、 潘 吾、 蕃 吾 等 語 詞， 再 轉 而 為

薄 姑、 蒲 姑、 尃 古、 蕃 吾 等， 再 轉 而 為 盤 古、 盤

瓠， 所 以 開 天 闢 地 的 盤 古 大 神， 其 本 源 應 是 土 地

之神。

 王 說 雖 具 啟 發 性 和 參 考 價 值， 恐 怕 只 能 作 為

一種假說，有待更進一步的論證。

（五）盤古神話外來說

 日 本 學 者 高 木 敏 雄 1904 年 在《 比 較 神

話 學 》 一 書 中 比 較 盤 古 神 話 和 印 度《 摩 奴 法 論 》

中 的 梵 天 金 蛋 創 世 神 話、《 梨 俱 吠 陀 》 中 原 人

（puruṣa） 屍 化 宇 宙 萬 物 的 創 世 神 話， 認 為 盤 古

創 世 神 話 實 來 源 於 印 度 文 化， 隨 着 印 度 佛 經 傳 入

中國而產生。

 呂 思 勉 先 生 在《 盤 古 考 》 中 引 漢 譯 佛

教 典 籍《 厄 泰 梨 雅 優 婆 尼 沙 曇 》（Aitareya 

Upanishab）：

太 古 有 阿 德 摩（Atman）， 先 造 世

界。世界既成，後造人。此人有口，始有

言；有言，乃有火。此人有鼻，始有息；

有息，始有風。此人有目，始有視；有視，

乃有日。此人有耳，始有聽；有聽，乃有

空。此人有膚，始有毛髮，有毛髮，乃有

植物。此人有心，始有念；有念，乃有月。

此人有臍，始有氣；有氣，乃有死。此人

有陰陽，始有精；有精，乃有水。

 又 引《 外 道 小 乘 涅 盤 論 》《 摩 登 伽 經 》 中 的

屍 體 化 生 神 話 為 證， 認 為 盤 古 神 話 並 非 傳 自 中 國

的 遠古，而是在佛教東傳之後，引起“雜彼外道之說

而成”。59

 饒 宗 頤、 何 新 和 葉 舒 憲 也 都 持 類 似 看 法。 何

新 更 將 盤 古 神 話 的 原 型 追 蹤 到 古 代 巴 比 倫 關 於 天

地 開 闢 的 一 部 創 世 史 詩， 該 史 詩 描 述 最 原 始 混 沌

之 神 產 生 了 大 地 和 天 空 諸 神， 它 死 後 屍 體 被 分 屍

化作天穹和陸地。 60

 但正如楊寬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質疑的：“然

此 等‘ 巨 人 屍 體 化 生 說 ’， 在 世 界 大 陸 國 民 天 地

開 闢 神 話 幾 無 不 有 之， 不 特 印 度 為 然 也。”“ 此

開 天 闢 地 之 神 話， 疑 非 出 於 傳 播， 乃 由 各 民 族 社

會 意 識 之 相 類。” 61 三 國 時 期 文 獻 所 記 載 的 盤 古

開 天 闢 地、 身 化 萬 物 神 話， 當 然 有 可 能 或 多 或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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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受 到 當 時 在 中 原 開 始 流 行 的 印 度 文 化 和 佛 教 論

述 的 影 響。 但 據 此 認 定 盤 古 開 闢 神 話 完 全 屬 於 外

來，未免武斷、簡單化了。 

四、後世道教神譜和上古史書寫中的盤

古神話歷史化

 無 論 盤 古 神 話 的 源 頭 純 屬 本 土， 還 是 純 屬 外

來， 或 是 源 自 本 土 而 羼 雜 外 來 文 化 的 影 響， 也 無

論 盤 古 神 話 的 發 生 年 代 究 竟 有 多 早 或 多 晚， 三 國

以 後 雖 然 未 獲 國 家 祀 典 吸 收， 但 盤 古 開 天 闢 地 的

形象卻已深入人心。

 道 教 奉 老 子 為 教 祖， 並 不 認 可 盤 古 是 開 天 闢

地 的 中 華 第 一 神 祇。 如 六 朝 道 教 典 籍《 枕 中 書 》

引《真記》：

玄 都 玉 京 七 寶 山， 週 迴 九 萬 里，

在 大 羅 之 上， 城 上 七 寶 宮， 宮 內 七 寶

台， 有 上、 中、 下 三 宮， 如 一 宮。 城

一 面 二 百 四 十 門， 方 生 八 行 寶 林，

綠 葉 朱 實， 五 色 芝 英， 上 有 萬 二 千

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真

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

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皇、三

天真王所治。 62

 前 引《 枕 中 書 》， 說 元 始 天 王 就 是 盤 古

真 人， 但 此 處 以 盤 古 真 人 為 仙 人 領 袖 之 一，

與 元 始 天 王、 太 元 聖 母 共 領 為 玄 都 玉 京 上 宮

諸 仙。 北 宋 初 的《 雲 笈 七 籤 》 引《 天 尊 老 君

名 號 歷 劫 經 略 》， 說 盤 古 真 人 從 元 始 道 君 受

《 靈 寶 內 經 》， 又 從 太 上 道 君 受《 三 皇 內

經 》， 於 是 成 天 立 地， 化 造 萬 物。 然 後 有 三

皇 氏、 五 帝、 三 皇 君、 五 龍 氏 之 疊 相 興 起。 63

之後有神人氏興：

其 狀 神 異， 若 盤 古 真 人， 而 亦 號 盤

古，即是無劫蒼生萬物之所承也。以已形

狀類象，分別天地、日月、星辰、陰陽、

四時、五行、九宮、八卦、六甲、山川河

海，不能決定，故以天中元景元年七月一

日，上登太極天王，上啟元始太上天尊，

更授《神寶三皇內經》並《靈寶五符經》。

老君下降，授神人氏，得斯經下世，則按

經 圖 分 畫 天 地， 名 前 劫。 高 上 真 人 更 新

開乎造化時事，故昧前皇聖人功用，所以

於此而為更始。但世人相聚，只知有此盤

古，豈明今天前始之初復有盤古者哉？所

以自斯盤古，以道治世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載，白日升仙，上崑崙，登太清天中，授

號曰元始天王。則王母學道，降人鳥之山

人。而盤古真人氏仙後，伏羲氏興。 64

此 說 雜 糅 開 闢 天 地 之 盤 古 與 號 元 始 天 王 的 真 人

盤 古， 故 有 前、 後 兩 盤 古， 都 是 太 上 老 君、 元 始

天 尊 的 弟 子。 又 有 以 盤 古 為 太 上 老 君 化 身 之 一 的

說法。（謝守灝《混元聖紀》）

 中 國 歷 史 編 纂“ 正 史 ” 傳 統 中 的 上 古 史 書

寫， 始 於《 史 記 》 的《 五 帝 本 紀 》。 但 這 不 等

於 古 代 的 史 學 家 們 認 為 中 華 歷 史 就 始 於 黃 帝、

顓 頊、 帝 嚳、 堯、 舜。 只 是 司 馬 遷 因“《 尚

書 》 獨 載 堯 以 來； 而 百 家 言 黃 帝， 其 文 不 雅

馴， 薦 紳 先 生 難 言 之 ”， 65 所 以 選 擇 排 除 更 古 老

卻 無 可 靠 文 獻 依 據 的 傳 說。 至 蜀 漢 西 晉， 有 譙

周 撰《 古 史 考 》。 該 書 已 佚， 據 知 也 不 過 提 到

三 皇（ 伏 羲、 神 農、 黃 帝， 一 說 燧 人、 伏 羲、

神 農 ）。 西 晉 皇 甫 謐 撰《 帝 王 世 紀 》， 敘 上 古 史

用 緯 書 說， 歷 敘 天 皇、 地 皇、 人 皇， 之 後 是 有 巢

氏、 燧 人 氏、 太 昊 庖 犧 氏、 帝 女 媧 氏、 黃 帝 有 熊

氏等。唐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補《三皇本紀》，

始 敘 伏 羲、 女 媧， 及 天 皇、 地 皇、 人 皇， 皆 不 及

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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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恕，字道原，北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

《 宋 史 》 本 傳 稱 其“ 篤 好 史 學， 自 太 史 公 所 記，

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

上 下 數 千 載 間， 鉅 微 之 事， 如 指 諸 掌。” 宋 英 宗

令 司 馬 光 專 修《 資 治 通 鑑 》， 許 其 自 擇 館 閣 英 才

為 助 手， 司 馬 光 說：“ 館 閣 文 學 之 士 誠 多， 至 於

專 精 史 學， 臣 得 而 知 者， 唯 劉 恕 耳。” 66《 資 治

通 鑑 》 所 記 史 事， 自 周 威 烈 王 二 十 三 年 三 家 分 晉

至 五 代 後 周 世 宗 顯 德 六 年。 劉 恕 曾 問 司 馬 光“ 曷

不 起 上 古 或 堯、 舜？” 司 馬 光 稱 戰 國 以 前 史 事，

已 見 孔 子 所 作《 春 秋 》 經，“ 經 不 可 續， 不 敢 始

於獲麟”。67 而劉恕“意謂缺漏”，於是自撰《通

鑑外紀》一書，起三皇五帝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載其世次。其書取材廣博，稽考精審。劉恕撰史，

雖 然 起 自 三 皇 五 帝， 卻 對 這 一 傳 說 上 古 史 體 系 頗

表 懷 疑， 認 為 是 後 起 之 偽 說， 只 是 作 為 一 種 上 古

史 傳 說 予 以 保 存。 68 其 體 例 是： 認 為 基 本 可 信 的

史 料， 以 大 字 書 寫， 作 為 正 文； 對 於 疑 事 異 端，

則“ 備 列 於 註， 以 示 傳 聞 異 辭 ”。 其 卷 一《 包 犧

以來紀》以“包犧氏”即伏羲為中華帝王之首位，

盤古開闢神話則備列於註：

天地渾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

千歲，天地開闢，清陽為天，濁陰為地。

盤 古 在 其 中， 一 日 九 變， 神 於 天， 聖 於

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

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

深，盤古極長。然則生物始於盤古，萬物

之祖也。

其死也，頭為五岳，目為日月，脂膏

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先儒說，盤古泣為

江河，氣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喜為

晴，怒為陰。秦漢間俗說，盤古頭為東岳，

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北岳，足

為西岳。吳楚間說，盤古，夫妻陰陽之始

也。後乃有三皇。 69

以 上 文 字， 劉 恕 未 註 出 處， 但 顯 然 本 自《 三 五 曆

紀 》 和《 述 異 記 》。 於 是 盤 古 開 闢 神 話 第 一 次 被

納入中華上古史書寫，雖然只是作為補註存疑。

 胡 宏， 字 仁 仲， 號 五 峰， 人 稱 五 峰 先 生， 南

宋 崇 安（ 今 福 建 崇 安 ） 人。 南 宋 著 名 理 學 家， 湖

湘 學 派 創 立 者 和 奠 基 者。 其 父 胡 安 國 是 北 宋 末 期

的 著 名 經 學 家， 所 撰《 春 秋 傳 》 受 到 宋 高 宗 的

讚 譽 和 朱 熹 的 推 崇。 70 應 該 是 受 到 家 學 的 影 響，

胡 宏 有 意 識 地 通 過“ 史 經 並 敘 ” 的 義 理 史 學， 闡

述 發 揮 他 的 哲 學 思 想。 他 晚 年 著 述 編 年 體《 皇 王

大 紀 》， 以 易 理 來 探 究 社 會 歷 史 的 變 遷。 上 啟 盤

古， 下 至 周 赧 王， 博 引 經 史 子 傳。 出 於 其 理 學

理 念， 他 的 歷 史 敘 事 策 略 嚴 格 遵 循“ 理 ” 的 原

則。 例 如 他 認 同 劉 恕《 通 鑑 外 紀 》“ 以 為 古 無

三 皇 五 帝 ” 的 辨 析， 但“ 愚 以 為 如 是 稱 逆 理 害

義， 雖 人 謂 之 聖 賢 之 經， 猶 當 改 也。 苟 於 理 義 無

傷 害， 雖 庸 愚 之 說， 猶 可 從 也。” 71 胡 宏 的 意 思

是， 只 要 不 傷 理 學 的“ 義 理 ”， 即 使 缺 乏 史 實

依 據 的 神 話 俗 說， 也 不 妨 礙 納 入 上 古 史 書 寫。

例 如“ 世 傳 天 地 之 初 如 雞 子， 盤 古 氏 以 身 變 化 天

地 日 月 山 川 草 木 於 其 中， 所 謂 訛 矣， 失 其 真。”

但“ 盤 姓 為 萬 姓 之 先， 則 不 可 沒 者 也。” 72 所 以

《 皇 王 大 紀 》 卷 一 敘 天 地 開 闢、 萬 物 生 成， 以 儒

家 的 話 語 體 系， 描 述 盤 古 開 闢 宇 宙：“ 盤 古 氏 生

於 大 荒， 莫 知 其 始， 仰 觀 天 倪， 俯 察 地 軸， 明 天

地 之 道， 達 陰 陽 之 變， 為 三 才 首 君。 於 是 宇 宙 光

輝， 而 混 茫 開 矣。” 73 意 即 盤 古 雖 然 未 必 以 身 變

化萬物，卻曾剖判混沌，開創天地人之格局。

 羅 泌《 路 史 》 是 宋 代 又 一 部 上 古 史 著 述。

羅泌，字長源，號歸愚，南宋廬陵（今江西吉安）

人。“學博才宏，侈遊墳典，乃搜集百家，成《路

史 》 四 十 七 卷， 西 蜀 費 輝 為 之 序。” 74 其 子 羅 蘋

則 承 父 命 作 註。 羅 泌 融 會 先 秦 經、 傳、 諸 子 及 讖

緯 家 言、 搜神志異之書，走訪許多傳說中遠古帝王的

遺蹟。75《 路 史 》 還 有 意 識 地 採 納 大 量 神 話 傳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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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而成史。其《後紀》始於太昊、炎帝，而《前紀》

所 記 始 於“ 初 天 皇、 初 地 皇、 初 人 皇 ”， 中 間 史

皇 氏、 栢 皇 氏、 中 皇 氏、 大 庭 氏、 栗 陸 氏、 昆 連

氏、軒轅氏、赫蘇氏、葛天氏、尊盧氏、祝誦氏、

昊 英 氏、 有 巢 氏、 朱 襄 氏、 無 懷 氏， 與《 莊 子·

胠篋》所記古十二君“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 央 氏、 栗 陸 氏、 驪 畜 氏、 軒 轅 氏、 赫 胥 氏、 尊

廬 氏、 祝 融 氏、 伏 羲 氏、 神 農 氏 ” 最 為 接 近， 亦

符 管 仲 所 說“ 古 者 封 泰 山 禪 梁 父 者 七 十 二 家 ” 之

數，可謂上古神話集大成之作。而其徵引之浩博，

體系之周密，學者多稱引之。76 較之《通鑑外紀》

《皇王大紀》，《路史》更受後世上古史、文化史、

神 話 學 研 究 者 的 重 視。《 路 史· 前 紀 》 卷 一《 初

三 皇 紀 》 卷 首， 論 天 地 生 成、 萬 物 化 生 之 源 頭，

稱“ 事 有 不 可 盡 究， 物 有 不 可 臆 言。 眾 人 疑 之，

聖人之所以稽也。”於引述道家宇宙生成理論外，

又“ 謂 天 地 之 初， 有 渾 敦 氏 者 出 為 之 治， 繼 之 以

天 皇 氏、 地 皇 氏、 人 皇 氏。” 羅 蘋 註 文 釋“ 渾 敦

（沌）氏”：“即代所謂盤古氏者，神靈一日九變，

蓋 元 混 之 初、 陶 融 造 化 之 主 也。” 並 引《 六 韜·

大明》《三五曆紀》《丹壺記》《真源賦》《述異記》

等文獻以明之。77

 《路史·前紀》 卷 三《循 蜚 紀· 鉅靈 氏 》中，

羅 泌 根 據 蒐 集 到 的《 丹 壺 》《 名 山 》 等 前 代 佚 書

和《呂梁碑》，梳理出上古帝王八十八世之次序，

再 次 表 述 三 皇 之 前“ 乃 有 盤 古 氏， 基 之 渾 沌 之

說”。78 發展至此，盤古開闢故事似已超越記異、

存疑的備註地位，成為上古史書寫的開卷標配。

 例 如 元 代 梅 屋 禪 師 念 常，“ 得 臨 濟 之 旨 於 晦

機 之 室， 禪 悅 之 外 博 及 群 書。 乃 取 佛 祖 住 世 之 本

末、說法之因緣、譯經弘教之師、衣法嫡傳之裔、

正 流 旁 出 散 聖 異 僧、 時 君 世 主 之 所 尊 尚、 王 臣 將

相 之 所 護 持， 論 駁 異 同， 參 考 訛 正， 二 十 餘 年 始

克成編”，79 撰成編年體佛教通史《佛祖歷代通載》

“ 從 中 國 歷 史 傳 說 時 代 的 盤 古、 三 皇 五 帝 敘 起，

漢至五代的內容主要因襲《隆興佛教編年通論》，

詳 略 大 致 相 同， 最 後 五 卷 記 載 宋、 元 二 代 甚 詳，

一 直 為 後 世 所 重。” 80 比 丘 覺 岸 作 序， 稱“ 其 文

博、 其 理 明， 敘 事 且 實， 出 入 經 典， 考 正 宗 傳，

殊 有 補 於 名 教。” 第 一 卷 敘“ 吾 佛 世 尊 未 生 以 前

時 代。 本 不 與 書， 欲 便 初 學， 卷 自 太 古 始。” 第

二 卷 敘 中 華 太 古 諸 君， 依 次 為 盤 古 王、 天 皇、 地

皇、 人 皇、 五 紀（ 五 龍 紀）、有 巢 氏、 燧 人 氏、 伏

羲 氏、 社 神、 神 農氏、黃 帝、少昊、 顓 頊、 帝 嚳、

唐堯、虞舜、夏后氏等。81 關於盤古的描述見下：

盤古首君，治一萬八千歲（註：《列

子》曰“運（渾）”，即盤古也。82《北山》

曰： 83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

長一丈。頭極東，足極西，左手極南，右

手極北，開目為曙，閉目為夜，呼為暑，

吸為寒，吹氣成風雲，吐氣成雷霆。四時

行焉，萬物生焉。 84 八紘九圍之大，其孰

與多？三皇五紀之尊，其孰與先？古今記

盤古死後形分物象也）。 85

 陳桱，字子經，元末明初奉化人，流寓長洲，

出 身 浙 東 四 明 望 族， 祖、 父 皆 以 史 學 名 家。 桱 內

承 家 學， 外 私 淑 黃 震， 故“ 學 問 早 成， 流 輩 莫 敢

與並者”。86 有史著多種，包括《通鑑續編》《續

編 宋 史 辨 》《 通 鑑 前 編 舉 要 新 書 》《 治 平 類 要 》

《 資 治 通 鑑 綱 目 前 編 外 記 》 等。《 通 鑑 續 編 》 是

一 部 綱 目 體 中 國 通 史， 87 其 卷 一 開 宗 明 義， 首 列

盤古氏。註文云：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

而 庶 類 繁 矣。 相 傳 首 出 御 世 者， 曰 盤 古

氏，又曰渾敦氏。盤古，猶磐固也；渾敦，

未昭晰之謂也。《皇王大紀》曰：盤古生

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

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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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茂 偉 說， 盤 古 以 迄 高 辛 這 段 古 史， 一 般 人 覺 得

不 可 信， 所 以“ 述 作 之 家 ” 是 不 敢 寫 的。 陳 桱 認

為， 百 家 所 紀 雖 有 荒 唐 不 可 信 的 一 面， 但 在 總 體

上 是 可 信 的，“ 盤 古 至 高 辛， 傳 疑 之 言、 近 理 有

徵 者， 不 可 不 知 也。” 所 以 他 必 須 補 寫 盤 古 至 高

辛這段歷史。89 其實，在宋元的義理史學書寫中，

追 溯 三 皇 之 前， 視 盤 古 為 天 地 萬 物 之 祖， 已 成 常

情常態。

 至 清 初， 上 古 史 的 重 要 著 述 有 馬 驌 的《 繹

史 》。 馬 驌， 字 宛 斯， 號 聰 禦， 山 東 鄒 平 人。 精

於 上 古 史， 時 人 號 曰“ 馬 三 代 ”， 頗 受 顧 炎 武 推

重， 也 與 閻 若 璩 交 往 甚 密。 所 撰《 繹 史 》 卷 帙 浩

繁， 材 料 豐 富， 在 編 撰 思 想 上 和 史 書 體 制 上 有 創

新， 融 合 了 多 種 史 書 體 裁， 創 造 了 新 的 綜 合 的 史

書體制。90 當時人們將它與李清《南北史合註》、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並稱三大奇書。

 《繹史》所記歷史上起太古，下至秦末。卷一

《 開 闢 原 始 》 闡 述 洪 荒 剖 判 之 由， 首 先 引 述《 列

子· 天 瑞 》 和《 淮 南 子· 天 文 訓 》 中 道 家 的 宇 宙

生 成 論， 稱 宇 宙 肇 始， 一 片 渾 淪（ 混 沌 ）， 然 後

“ 清 輕 者 上 為 天， 濁 重 者 下 為 地 ”， 天 地 分 離，

陰陽四時、日月星辰等萬物化生。 91

 《繹史》接着在正文和小字附錄中引述《五運

歴 年 紀 》《 述 異 記 》 和《 三 五 曆 紀 》 中 有 關 盤 古

開 天 闢 地、 身 化 萬 物 的 描 述（ 均 見 前 引 ）。 馬 氏

評 論 說：“ 盤 古 氏 名 起 自 雜 書， 恍 惚 之 論， 荒 唐

之說耳！作史者目為三才首君，何異說夢！” 92

 馬 氏 治 史， 將 古 代 的 經、 史、 子 書 皆 視 作 史

料， 重 史 實 的 考 證 辨 析， 所 以 並 不 認 同“ 起 自 雜

書”的盤古開闢就是洪荒剖判的源頭。儘管如此，

當 他 書 寫《 開 闢 原 始 》 篇 時， 卻 不 能 無 視 盤 古。

可 知 宋 元 以 來， 盤 古 在 一 些 具 影 響 力 的 私 家 上 古

史 書 寫 中， 已 確 立 其 開 天 闢 地 第 一 君 的 地 位。 影

響 所 及， 周 邊 鄰 國 國 史 如《 朝 鮮 王 朝 實 錄· 宣 祖

實錄》：

[ 二 十 一 年（1588 年 ） 卷 二 十 二，

五月七日 ] 傳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

其有倫紀也。子而不得父其父，臣而不得

君其君，自開闢以來盤古帝王，以至九夷

八蠻，未知有此變乎？”

[ 三十一年（1598 年）九十八，三月

二十二日 ] 傳曰：“自古豈有射殺之軍功

乎？中國自盤古以來，曾無此例，東國自

檀君以來，亦無此例，唯今此賊變時，有

司做出此例。射殺之時，誰人證見，誰人

計數乎？不過循私市恩。我國之事如此而

已，參酌施行。” 93

明確以盤古為中華歷史的開端。明清

時代的歐洲傳教士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古

代歷史和帝王世系，也往往始自盤古，如

1658 年衛匡國（Mart in Mart ini）的《中

國 上 古 史 》（Sinicae histor iae decas 

pr ima）。 94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的 中 國 通 史 和 上 古 史， 一 般 不

再 將 盤 古 開 闢 神 話 納 入 書 寫 序 列， 除 非 是 如 楊 寬

和 呂 思 勉 般 對 盤 古 神 話 歷 史 化 的 質 疑 和 辨 偽。95 有

趣 的 是， 日 本 講 談 社《 中 國 的 歷 史 》 第 一 卷， 宮

本一夫著《從神話到歷史⸺� 神話時代夏王朝》第

一章第二節《三皇神話與盤古傳說》，指出：“在

中 國， 最 有 名 的 開 天 闢 地 者 當 屬 盤 古， 即 所 謂 的

盤古神話……盤古神話從內容上看，要早於伏羲、

女 媧 神 話， 但 是 這 些 內 容 的 記 述 整 理 是 在《 三 五

曆 紀 》 寫 成 的 三 國 時 代。 就 算 是 自 古 流 傳 下 來 的

神 話， 也 必 須 考 慮 到 它 的 成 書 出 於 較 晚 的

年 代。”“ 可 以 想 見 這 些 神 話 是 在 漢 代 以 後 人 們

開 始 關 注 宇 宙 及 世 界 誕 生 的 問 題， 或 者 說 是 出 於

對 漢 族 祖 先 賦 予 正 統 性 的 必 要 而 產 生 的。” 96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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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說 法 並 非 對 盤 古 神 話 歷 史 化 的 認 同， 卻 是 對 盤

古神話之產生原因及形態的一種歷史性的解釋。

同 樣 有 趣 的 是，“ 自 從 盤 古 開 天 地， 三 皇 五

帝 到 如 今 ”， 已 成 為 中 國 文 學 作 品 和 通 俗 歷 史 的

標 配 表 述。 例 如 元 雜 劇《 楚 昭 王 疏 者 下 船 雜 劇 》

第 三 折：“是 你 送 了 正 直 臣， 是 你 昏 俺 明 聖 主。 自

從 盤 古 到 如 今， 數， 數。 不 曾 見 篡 君 王 江 山， 弒

君王性命，揭君王墳墓。” 97

 明 代 中 期 小 說《 西 遊 記 》 第 一 回《 靈 根 育 孕

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圖 4· 馮遠《盤古開天》。《文匯》電子報，2018 年 5 月 5 日。

混沌未分天地亂，茫茫渺渺無人見。

自從盤古破鴻蒙，開闢從茲清濁辨。

覆載群生仰至仁，發明萬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

感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 

世界之間，遂分為四大部洲。 98

同時代的《封神演義》第一回《紂王女媧宮進香》

卷首詩：

混沌初分盤古先，太極兩儀四象懸，

子天丑地人寅出，避除獸患有巢賢。

燧人取火免鮮食，伏羲畫卦陰陽前，

神農治世嚐百草，軒轅禮樂婚姻聯。

少昊五帝民物阜，禹王治水洪波蠲。 99

第 六 十 一 回《 太 極 圖 殷 洪 絕 命 》：“ 混 沌 初 開 盤

古 世， 太 極 傳 下 兩 儀 來； 四 象 無 窮 變 化 異， 殷 洪

此 際 喪 飛 灰。” 100 第 八 十 四 回《 子 牙 兵 取 臨 潼

關 》：（ 鴻 鈞 道 人 ） 作 偈 曰：“ 高 臥 九 重 雲， 蒲

團 了 道 真； 天 地 玄 黃 外， 吾 當 掌 教 尊。 盤 古 生 太

極， 兩 儀 四 象 循； 一 道 傳 三 友， 二 教 闡 截 分。 玄

門都領袖，一氣化鴻鈞。” 101

 清人李汝珍的小說《鏡花緣》第五十三回《論

前朝數語分南北　書舊史揮毫貫古今》：

話說唐閨臣知亭亭學問非凡，若談經

書，未免徒費唇舌，因他遠居外邦，或於

中原史鑑未必留神，意欲以此同他談談，

看他怎樣，因說道：“請教姊姊，貴邦歷

朝史鑑，自然也與敝處相仿。可惜尊處簡

策流傳不廣，我們竟難一見。姊姊博覽廣

讀，敝鄉歷朝史書，該都看過；即如盤古

至今，年歲多少，前人議論不一，想高明

自有卓見了。”亭亭道：“妹子記得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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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之初，自盤古氏以及天皇，地皇，人

皇，至伏羲氏，其中年歲，前人雖有二百

餘萬年之說，但無可考。” 102

 本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上 海 市 委 宣 傳 部 和 文 化 影

視 廣 博 管 理 局 啟 動 和 推 進“ 開 天 闢 地 ⸺� 中 華 創

世 神 話 文 藝 創 作 與 文 化 傳 播 工 程 ”。 作 為 史 詩 版

《中華創世神話》的一部分，詩人徐芳創作了《混

沌開闢》，其中描寫到：

那 一 股 浩 浩 蕩 蕩 的 元 氣 啊 ／ 名 曰 盤

古——曾無聲無息／那元氣只是微微一個

躍動／混沌似乎來自本能的知覺／突然吃

了一驚卻悄然、緩慢裂開一條縫／你們知

道嗎？盤古那樣的腿／也有尺度和動作的

遲鈍感／……

也許，開始在不知甚麼時候／但當一

絲 絲 微 顫 傳 來 ／ 開 裂 時， 所 謂 誕 生 ／ 漸

漸，由輕轉為重／接下來是幾個轉眼之間

呢／混沌已一分為二／輕而清的部分冉冉

上升為天／重而濁的部分緩緩下降為地

胡中行《混沌開闢》（節選）：

宇宙洪荒本無明，混沌不見日月星。

懸空不動如雞子，唯有真氣內中行。

真氣蒸騰年復年，化作甘露聚作精。

蓬鬆毛髮嶙峋骨，萬古修得一人形。

目光如炬望四壁，不見光明見漆黑。

怒伸雙臂如開弓，霎時英雄破壁出。

清者為天濁者地，英雄雙手高舉起。

爾來一萬八千歲，天地相去九萬里。

一柱擎天意氣豪，欲與天公試比高。

融匯三才第一神，亙古雲霄一羽毛。

英雄名諱曰盤古，中華兒女為始祖。

開天闢地創世紀，龍首人身最英武。

待到陰陽有序時，轟然倒地烈士死。

毛髮骨血化萬物，鞠躬盡瘁死不已。

聲為雷霆氣成風，雙眼日月掛蒼穹。

鬚髮為星汗為雨，血液為河流西東。

肢體四極連五嶽，筋脈肌肉沃土中。

毛為青草皮為木，齒骨錚錚化金石。

脂為長江膏為海，精為珍珠髓為玉。

身上諸蟲因風感，化為黎民遍中國。

伏羲女媧隨其後，三皇五帝承衣缽。

立廟南方為共祖，苗瑤壯侗多民族。

盤古神蹟何處尋？千百年來說紛紜。

這 樣 的 史 詩， 也 可 以 算 是 盤 古 神 話 的 另 類 歷 史 化

吧？ 其 中 的 意 象， 顯 然 受 到 傳 世 文 獻 所 記 載 的 盤

古形象和神蹟的啟發。（圖 4）

五、後世民間信仰中的盤古

 創 世 神 祇， 在 各 種 神 話 體 系 中， 都 應 該 是 最

古 老 的 祖 神、 主 神 級 大 神。 但 中 國 的 盤 古 大 神，

見 諸 文 獻 的 時 代 較 晚， 歷 朝 國 家 祀 典 也 沒 有 將 他

納 入 主 流 的 祭 祀 序 列。 道 教 自 有 一 套 宇 宙 生 成、

天 地 剖 分 的 想 象 和 一 群 執 掌 宇 宙 秩 序 的 主 神， 所

以 盤 古 在 道 教 神 譜 中 也 沒 能 獲 得 相 應 的 認 可。 在

一 些 上 古 史 書 寫 中， 盤 古 被 歷 史 化， 尊 為 中 華 君

王 之 首， 但 這 些 書 寫 都 出 自 私 家 著 述， 尚 未 獲 得

官 方 的、 主 流 的 歷 史 編 纂 學 的 認 可。 那 麼， 盤 古

在民間信仰中，又擁有甚麼樣的影響呢？

 盤 古 神 話 始 見 於 三 國 時 期 的 文 字 記 載， 但 關

於 盤 古 的 傳 說 和 信 仰 很 可 能 在 漢 代 甚 至 更 早 已 在

某 些 地 域 的 民 間 流 傳， 只 是 缺 乏 歷 史 文 獻 和 考 古

資 料 的 證 據。 毋 庸 置 疑 的 是， 三 國 之 後， 關 於 盤

古 的 文 獻 記 載 明 顯 增 多， 從 中 透 露 出 一 些 當 時 流

行於民間的盤古崇拜的信息。

10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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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異記》卷上：

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亙三百餘里，俗

云 後 人 追 葬 盤 古 之 魂 也。 桂 林 有 盤 古 氏

廟，今人祝祀。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

盤古為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

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105

《 述 異 記 》 的 成 書 年 代 尚 無 定 論， 不 晚 於 唐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所 記 內 容， 很 可 能 涵 蓋 唐 及 唐 以 前 的

歷 史 文 化 現 象。 南 海 當 指 西 漢 滅 南 越 國 後 復 置 的

南 海 郡， 轄 境 相 當 今 廣 東 南 部。 桂 林 當 指 三 國 吳

開 始 設 置 的 桂 林 郡， 轄 境 相 當 於 今 廣 西 東 部。 按

照《述異記》的記載，這一帶有盤古墓、盤古廟，

還 有 盤 古 國。 盤 古 國 究 竟 在 哪 兒， 學 界 仍 有 頗 多

爭議，106 但嶺南盤古信仰流行，卻是可以肯定的，

且其俗至今猶盛。107 民國學者劉錫蕃《嶺表記蠻》

第八章：

盤 古 為 一 般 瑤 族 所 虔 祀， 稱 之 為

盤 王。 瑤 人 以 為 人 之 生 死 壽 夭 貧 賤，

皆 盤 王 主 之， 故 家 家 供 其 木 主。 片

肉 卮 酒， 必 享 王 而 後 食。 天 旱， 禱

盤 王， 舁 王 遊 田 間 視 禾 稼， 雖 烈 日

如火，不敢禦傘蓋，冀王之憐而降雨也。

曾 祥 委 更 在 田 野 考 察 中 發 現，“ 嶺 南 存 在 着 龐 大

的盤古崇拜群。嶺南畬族、瑤族都存在盤古崇拜。

在 嶺 南 的 漢 族 中 也 普 遍 存 在 盤 古 崇 拜。 調 查 的 結

果 表 明： 粵 北 和 粵 東 地 區 至 今 仍 有 大 量 的 盤 古

廟。” 瑤 族 崇 拜 的 盤 古， 常 將 創 世 神 盤 古 與 犬 首

始 祖 盤 瓠 合 二 為 一， 畬 族 則 將 盤 古 和 盤 瓠 分 得 很

清楚，漢族 ( 客家 ) 崇拜的是創世神盤古。但即使

在 瑤 族、 畬 族 信 仰 中， 盤 古 和 盤 瓠 亦 分 屬 不 同 系

統的祖源神話，只是後人常將之混為一談。 109

 盤 古 崇 拜 盛 行 於 嶺 南， 卻 非 嶺 南 地 區 的 獨 特

文化現象。羅泌《路史》卷一《前紀一》註：

今 贑 之 會 昌 有 盤 古 山， 本 盤 固

名。 其 湘 鄉 有 盤 古 保， 而 雩 都 有 盤

古 祠， 盤 固 之 謂 也。 按《 地 理 坤

鑒 》 云： 龍 首 人 身。 而 今 成 都、

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事具徐整《三五曆

紀》及《丹壺記》……荊湖南北今以十月

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晴云。

其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豐九域志》

廣陵有盤古塚廟，殆亦神假者。 110

 《 元 史· 世 祖 本 紀 七 》： 至 元 十 五 年 四 月

乙 卯，“ 修 會 川 縣 盤 古 王 祠， 祀 之。” 111《 明

史· 外 國 七 》： 錫 蘭 山，“ 王 所 居 側 有 大 山， 高

出 雲 漢。 其 顛 有 巨 人 足 跡， 入 石 深 二 尺， 長 八

尺 餘， 云 是 盤 古 遺 蹟。” 112 從 歷 史 文 獻 的 記 載

看， 唐 宋 以 來， 江 西、 四 川、 湖 南、 湖 北、 河

南、 河 北、 江 蘇 等 地 區， 甚 至 域 外， 都 有 盤 古

廟 祀 和 崇 拜 遺 蹟。 近 年 來， 不 少 學 者 在 嶺 南、

河 南 等 地 進 行 廣 泛 的 田 野 考 察， 收 集 大 量 民 族

學、 民 俗 學 材 料， 研 究 盤 古 開 闢 神 話 的 起 源 和

傳 播。 113 一 些 學 者 主 張 盤 古 神 話 起 源 於 中 原 地

區。 這 些 素 材 和 研 究 對 我 們 理 解 盤 古 這 一 文 化 現

象在不同區域、不同時期的流變和傳播極有價值。

但 僅 憑 現 當 代 田 野 調 查 獲 取 的 民 族 學、 人 類 學 素

材， 推 斷 上 古 神 話 的 起 源 及 其 在 古 代 社 會 中 的 形

態，存在着很大的不確定性。

 例 如， 據 曾 祥 委 的 調 查， 粵 北 過 山 瑤 家 中 懸

掛 神 像 八 幅， 自 左 至 右 為 中 堂、 地 府、 獄 王、 老

君、 元 始 天 尊、 通 天 教 主、 盤 王、 地 府； 禱 請 神

靈 時 要 念 神 名 福 江 大 廟、 盤 王 聖 帝、 盤 古 聖 人、

左 邊 金 童、 右 邊 玉 女、 擎 涼 把 傘、 王 氏 夫 娘、 烏

鴉 姐 妹、 五 穀 龍 神。 在 客 家 地 區，《 盤 古 經 》 與

《 龍 王 經 》《 蟲 蝗 經 》 配 合 使 用， 在 乾 旱 年 份，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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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間 打 醮 時， 用 來 祈 豐 保 苗。 惠 陽 約 場 龍 坪 咀 盤

古 宮， 主 殿 正 中 為 盤 古 王 神 像， 戴 金 箍， 肩 腰 披

木 葉， 赤 身 端 坐， 右 手 舉 日， 左 手 托 月。 盤 古 左

首 為 藥 師， 右 首 為 太 白 仙 師。 左 首 偏 殿 神 壇 順 次

為 車 公 爺、 觀 音、 天 后。 右 首 偏 殿 依 次 為 盤 古 仙

婆、馮仙姊（兩邊分列何仙姑，張仙姑）。 114

 在北方，豫南盤古山盤古廟，1949 年前所祀

主 神 為 盤 古， 附 祀 祖 師（ 真 武 大 帝 ）、 龍 王， 偏

殿 雜 神 有 周 文 王、 大 奶 奶、 二 奶 奶、 三 奶 奶、 瞌

睡 奶 奶、 火 神、 青 苗、 馬 王、 天 師、 王 靈 官、 趙

公明等。1997 年新建後，主神盤古，附祀三皇五

帝（ 伏 羲、 女 媧、 神 農、 黃 帝、 炎 帝、 堯、 舜、

禹），祖師退為偏殿雜神。雜神於原來的大奶奶、

二 奶 奶、 三 奶 奶、 火 神、 天 師、 財 神 等 外， 新 加

民 間 更 廣 泛 流 行 的 送 子 觀 音、 關 羽、 四 大 天 王、

佛 祖。 115 盤 古 廟 供 奉 諸 神 如 此 與 時 俱 進， 與 盤 古

的“ 創 世 神 格 ” 恐 怕 不 盡 相 符。 但 在 中 國 民 間 信

仰中，這樣的演變是屢見不鮮的。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錄異記》卷四：

廣 都 縣（ 今 四 川 雙 流 ） 有 盤 古 三 郎

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多為

毆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

正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逮

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

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

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

家，二十餘里，雖狹橋褊路，無蹉跌，火

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116

“三 郎 ” 者， 多 神 界 紈 絝 惡 少， 如 泰 山 三 郎、 華 岳

三 郎 之 類。 盤 古 有 三 郎，“ 民 之 過 門 稍 不 致 敬，

多 為 毆 擊， 或 道 途 顛 蹶 ”， 亦 頗 惡 作 劇。 但 正 一

道 弟 子 醉 酒 求 助， 大 聲 喝 呼， 三 郎 神 卻 好 說 話 地

伸 出 援 手。 這 則 故 事 或 許 是 宗 奉 道 教 人 士 的 自 娛

想 象， 但 也 從 一 個 側 面 反 映 出 盤 古 三 郎 在 神 性、

神 階 和 德 性 上 與 泰 山 三 郎、 華 岳 三 郎 處 於 同 一 個

層 面。 換 句 話 說， 在 當 時 的 民 間 信 仰 中， 盤 古 大

神 和 東 岳、 西 岳 的 山 神 以 及 其 他 諸 路 神 仙 一 樣，

是 否 也 處 在 相 同 的 層 面， 充 當 各 地 區 信 眾 的 守 護

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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