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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之所以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讓人感覺神秘莫測，不僅由於書
中記載了數量不菲的奇禽異獸，而且還因為它寫了許多殊方絕域的遠國異民。關
於遠國異民的內容，主要見於〈海外經〉、〈海內經〉以及〈大荒經〉諸篇，這
些內容對讖緯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讖緯對《山海經》遠國異民內容的直接吸收。例如，〈海
外西經〉說：「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相似的一條文字可以在〈河圖
括地象〉中看到：「白民白首，身被髮髮。」1 兩者所記「白民」顯然同為一類。
再如，〈大荒東經〉云：「有小人國，名靖人。」而〈詩含神霧〉有云：「東北
極有人，名竫人，長九寸。」2 郭璞注〈大荒東經〉「靖人」就曾引〈詩含神霧〉
這條文字，並云：「殆謂此小人也。或作『竫』，音同。」3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
案：「《說文》云『靖，細兒』，蓋細小之義，故小人名靖人也。《淮南子》作
『竫人』，《列子》作『諍人』，並古字通用。」4 可知〈大荒東經〉所謂「靖人」
亦即〈詩含神霧〉之「竫人」，惟前者失記其人身高，後者則記下了具體尺寸而已。
這兩組例證表明，《山海經》關於遠國異民的某些記載成為讖緯直接的資料來源。

其次，基於《山海經》的同類記載，讖緯對遠國異民的形象予以補充和豐富。
對此，為求明晰和便於比較，將有關內容列表如下：

遠國異民 《山海經》 讖  緯

羽民

羽 民 國 在 其 東 南， 其 為 人 長
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
南，其為人長頰。（〈海外南
經〉）
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
（〈大荒南經〉）

 羽民有羽，飛不遠，多鸞鳥，食其
卵，去九疑四萬二千里。（〈河圖括
地象〉）

《山海經》與讖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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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匈國
穿胸氏

貫 匈 國 在 其 東， 其 為 人 匈 有
竅。一曰在臷國東。（〈海外
南經〉）

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
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
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城外，既周而
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氏之二臣，
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雷
風雨，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
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
不死之草，是為穿胸氏。（〈河圖玉
版〉）

不死民
不死國

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
壽，不死。一曰在穿匈國東。
（〈海外南經〉）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
（〈大荒南經〉）

有不死之國。（〈河圖括地象〉）

焦僥

周饒 5 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
冠帶。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
（〈海外南經〉）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
嘉穀是食。（〈大荒南經〉）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
長一尺五寸。（〈詩含神霧〉）

三身國

三身國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
身。（〈海外西經〉）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
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
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
使四鳥。（〈大荒南經〉）

庸成氏實有季子，其性喜淫，晝淫於
市。帝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
產子，身人也，而尾蹄馬，是為三身
之國。（〈河圖括地象〉）

奇肱國
奇肱民

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
目，有陰有陽，乘文馬。有鳥
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
（〈海外西經〉）

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四
風吹奇肱民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
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乃復作車遣
賜之。去玉門四萬里。（〈河圖括地
象〉）

丈夫國
丈夫民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
帶劍。（〈海外西經〉）

殷帝大戊，使王孟採藥於西王母。至
此絕糧，食木食，衣木皮，終身無妻，
而生二子，從背間出，是為丈夫民，
去玉門二萬里。（〈河圖括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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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國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
削船。一曰在嗟丘北。（〈海
外東經〉）

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
兒長大，能乘雲，蓋龍類。去會稽四
萬六千里。（〈河圖括地象〉）

君子國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
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
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
一曰在肝榆之尸北。（〈海外
東經〉）

君子民帶劍，使兩文虎，衣野絲。土
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
子國。（〈河圖括地象〉）

匈奴
匈奴、開題之國、列人之國並
在西北。（〈海內南經〉）

桀放三年死，子獯鬻妻桀之眾妾，居
北野，謂之凶奴。（〈河圖括地象〉）

天毒國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
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偎
人愛之。（〈海內經〉）6

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
民善沒水，以避日入時暑，常入寒泉
之下。（〈河圖括地象〉）7

比較可見，除個別條目（如「不死國」）外 8，讖緯中遠國異民的內容總體上詳
於《山海經》的同類內容，敘述也要生動得多。以「貫匈國（穿胸氏）」為例。《山
海經》僅說該國人胸部有竅，但何以如此則未予說明。〈河圖玉版〉較為詳細地
敘述了其事之緣由，很有趣味，是對《山海經》內容的補充和豐富，從中也可見
讖緯「事豐奇偉，辭富膏腴」9 的特徵。

最後，還有一些遠國異民的內容，僅見於讖緯文獻。如以下各例：

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

鳳皇隨焉，止於此山。多竹，長千仞。鳳皇食竹實，孟虧食木食。去九疑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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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河圖括地象〉）

細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穴處衣皮。（〈河圖括地

象〉）

荿路之民，地寒穴居，冬則食草木之根，去朔方萬二千

里。（〈河圖括地象〉）

從昆侖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

歲而死。從昆侖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

里，得佻吐凋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中秦國，

人長一丈。（〈河圖玉版〉）

昆侖以西得焉波國，有人長一丈，大九尺。踐龜蛇，戴牛鳥，左憑青龍，

右按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通天下鳥獸言語，明百俗草木滋味甘

苦，名為無不達。（〈河圖玉版〉）

北極下有一腳人。（〈河圖玉版〉）

大秦人民，亦壽萬八千歲，不知田作，但食沙石。（〈河圖玉版〉）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

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河圖龍文〉）10

這些遠國異民的名目在《山海經》中並無相關記載，而且也不見於此後西漢劉安
《淮南子 ‧ 墬形訓》中的海外三十六國之說。〈墬形訓〉云：「自西北至西南
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
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
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
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
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11 因此，讖緯中的遠國
異民名目當為其作者所造。雖然如此，它們卻顯示了《山海經》式的思維與認知，
反映出《山海經》遠國異民內容對於讖緯的深刻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山海經》中遠國異民的內容並非影響了各種讖緯文獻，其
影響主要集中於「河圖」類緯書，其中又以〈河圖括地象〉最為顯著。12 何以如此？
這應該和大禹治水的古史傳說有一定關係。具體而言，本文認為這有兩個方面的
原因。

其一，在漢人看來，《山海經》之所以成書，與大禹治水乃至大禹本人有密
切關係。

劉秀（歆）〈上《山海經》表〉云：

《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禹乘四載，

隨山栞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

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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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

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

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

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

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

信。13

劉歆認為益是《山海經》的作者 14，並指出此書和大
禹治水直接有關。這一看法在漢代影響很大，到東
漢演變為禹、益共作《山海經》之說。王充《論衡 ‧
別通》云：「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
以所聞見，作《山海經》。」15 趙曄《吳越春秋 ‧ 越王無餘外傳》云：「禹……
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
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
《山海經》。」16 在王充、趙曄看來，《山海經》是禹、益合作治水的文件成果。
由於大禹統領治水工作，故魏晉以後有人徑將《山海經》著作權歸於大禹，《隋
志》云：「《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17

其二，漢人認為，〈河圖括地象〉是上天賜給大禹以指導其治水的文件。
請看讖緯文獻中的如下說法：

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尚書刑德放〉）

堯使禹治水，禹辭，天地重功，帝欽擇人。帝曰：「出爾命圖乃天。」

禹臨河觀，有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表曰：「文命治滛水，

臣〈河圖〉去入淵。」注曰：言天使汝治水，非我。表安也，言曰文治治滛

決之水。〈河圖〉，謂〈括地象〉。（〈尚書中候〉）

伯禹曰：「臣觀河，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

蹛入淵。」伯禹拜辭。注曰：觀河，觀於河水也。〈河圖〉，謂〈括地象〉。

蹛，去也，音帶，禹將行，故拜去。（〈尚書中候〉）

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

言訖，受（本文按：當為「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於淵。

於是以告曰：「臣見河伯，面長人首魚身，曰『吾河精』，授臣〈河圖〉。」

注：以告，告舜也。（〈尚書中候考河命〉）18

「河圖」是神話傳說中非常神秘的一種上古文獻，自古以來對它的意義解釋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關於漢人對它的認識，我們由上引〈尚書刑德放〉、〈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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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候〉、〈尚書中候考河命〉及其古注可以得知大概。儘管這些文字不乏晦澀
難懂之處，但它們的基本意思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將各條文字聯繫起來，大意是
說堯讓大禹負責治水，上天委派河精（河伯）授予大禹「河圖」；「河圖」又稱
為《括地象圖》、《括象圖》、《括地象》等，是一份來自上天的治水文獻。

那麼，這份「河圖」是否真的為大禹治水時的指導文獻呢？當然不是，
只是讖緯作者自神其書罷了，實為漢代的產物，其更完整的名稱是「河圖括地
象」19。不過，一個事實是，漢人藉此以大禹為中心，以治水為橋樑，連接起
了〈河圖括地象〉與《山海經》：〈河圖括地象〉是上天授予大禹以指導其治
水的文件，《山海經》則是大禹依據〈河圖括地象〉治水的成果記錄。進而可
知，在漢人的意識中，這兩部書是內容互通、性質相類、具有親緣關係的。因
此，漢人造作〈河圖括地象〉時，便自然而然地引用《山海經》內容，進而以

它為範本增益新的內容，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本文為 2011 年度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項
目編號 J11W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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