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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领刚先生的遗作
。

顾先生生前一再叮嘱助手从他的未刊文稿

中选出一篇送交本刊
,

现检出 《 <山海经 》 中的昆仑区》一文在本期发表
。

《 山海经》是一部幸免于西汉儒者改窜的古书
,

也是 目前所能见到的一部最早的地理

书
。

书中保存着神话传说和古代地理两个方面的记载
,

反映了 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意

识
,

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

该书最早记载的关于昆仑的传说
,

是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一

个大问题
,

通过它可以寻出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
。

作者在本文中按照
“
以 《山海

经》还《 山海经 2’’ 的原则
,

根据该书所记载的材料
,

经过翔实的考证
,

论述了昆仑区的地

理和人物是从西北传入
,

其人物是西北民族的想象力所构成
,

其地理含有西北的实际背

景
,

但不能实定其确切的所在
。

作者顾领刚 (一八九三一一九八 O ) ,

一九二 O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
。

曾 任 厦

门
、

中山
、

燕京
、

云南
、

齐鲁
、

中央
、

复旦
、

兰州
、

震旦等大学教授
,

中央研 究院 院

士
,

北平研究院研究员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
。

主要著作汇编

于《 古史辨》中
。

本文头绪较繁
,

特作提纲
,

以醒眉目
:

(甲 ) 昆仑区东部

1
.

崇吾之山 (夸父逐 日故事 )

2
.

长沙之山

3
.

不周之山 (共工触不周山及振滔洪水故事
、

禹杀相柳及布土故事 )

4
.

全 山 (黄帝食玉投玉故事
、

援与叔均作耕故事
、

魅除童尤故事 )

5
.

锤 山 (鼓与钦鸥杀葆江故事
、

烛龙烛九阴故事
、

流沙外诸国 )

6
.

泰器之山

7
.

槐江之山 (建木若木故事
、

恒山与有穷鬼
、

瑶水)

(乙 ) 昆仑区本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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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西次三经》之昆仑之丘 ( 四水 )

2
.

《海内西经 》 之昆仑之虚 ( 翼杀凿齿
、

爽窥等故事
、

六水与东渊
、

巫彭

等活契魔故事 )

3
.

《大荒西经》之昆仑之丘 (弱水之渊
、

炎火之山 )

4
.

《淮南
·

地形》 之昆仑虚 (洪水渊数
、

增城
、

统圃
、

昆仑三级
、

太帝之

居
、

四水 )

(丙 )昆仑区西部

1
。

乐游之 山

2
.

流沙及赢母之山

3
.

玉山 (西王母与三青 鸟故事
、

姐峨窃药故事 )

4
.

轩辕之丘 (黄帝娶螺祖故事
、

轩辕国 )

5
.

积石之山 ( 禹积石故事
、

夸父弃杖为邓林故事 )

6
.

长留之山

7
.

章我之山

8
.

阴山

9
.

符惕之山

0 1
.

三危之山 (窜下苗于兰危故事 )

1 1
.

魏山 ( 老童
、

祝融
、

垂黎的故事
)

1 2
.

天山 ( 汤谷帝江
、

帝鸿与浑沌故事 )

3 1
.

拗山

4 1
.

翼望之山

中国的古书在西汉时作过一回大整理
。

自从汉武帝提倡儒术以后
,

儒家和阴阳家

的思想成了正统派
。

他们要统一思想
,

所以就改窜古书
,

即使不改窜本文
,

也用他们

的思想注释
,

以使后来的读者受他们的启示而走到正统的路上
。

因此
,

我们今天要用

客观的方法整理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思想时非常困难
,

处处是荆棘和葛藤
,

想一一清

除不知要历多少年代
。

然而
,

有一部很重要的古书却幸免于改窜
,

或改窜得很少
,

使

我们得以认识古代正统派以外的真面目
,

这就是《山海经 》
,

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地理

书中最早的一部
。

所谓地理
,

只是说它记载的是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看作地理的现象而

已
,

或真或不真都未可知
。

不过我得郑重地声明一句
:

就是不真的事实也必定是真的

想象和传说
。

只要是真的想象和传说
,

就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
,

在研

究上有极大的价值
。

但是
,

还须指出
,

这部书虽是没有 (或少有 ) 经过正统派的改窜和

曲解
,

要读通它还是够 困难的
。

我以为
,

读这部书时应注意如下三点
:



《山海经》 中的昆仑区 ( 1 ) 3

第一
,

这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
。

在神权时代
,

智识界的权威者是巫
,

他们能和

天神交通
,

能决定人类社会的行动
,

能医治人们的疾病
,

能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
。

他

们上天下地无所不通
,

口 含天宪无所不言
,

所以会有离开真实很远的假想
。

但因他们

在那时究竟是智识最丰富的人物
,

所以他们对于历史
、

地理
、

生物
、

矿物确也有些真

实的认识
。

在他们的头脑里
,

真中有幻
,

幻中有真
,

所以由他们写出的《山海经 》也是

扑朔迷离
,

真幻莫辨
; 要做分析真幻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

。

我们现在读它
,

必须随顺

着它的巫术性
,

而不要处处用事实的眼光去看
,

才可显出它的真价值来
。

第二
,

这部书本来是图画和文字并载的
,

而图画更早于文字
。

在《海经》里最可看

出这种情形
。

例如
:

“

长臂国
, … …捕鱼水中

,

两手各操一鱼
。 ” ①捕鱼所得或多或少

,

决不会次次
“
两

手各操一鱼
” ,

这显得图上如此
,

文字就依照图画写了
。

又如
:

“

契廊
,

龙首
,

居弱水中
,

在胜胜知人名之西
” 。

②

这一定是图上画了个猩猩
,

旁写
“

牲独知人名
”

五字
,

在它右面有一个龙首的契窥
,

所

以作经的人记了这条
。

又如
:

“

犬戎国
,

状如犬
。

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
。 ” ③

这当然是图中有些犬形的人据了上坐
,

下面跪着一个进食的女子
,

标题为
“
犬戎国

” ,

因为他们正在吃饭
,

所以写了一个
“
方

”

字
。

我想
, 《山海图》正像过去流行的《推背图》

一样
,

或多或少
,

或先或后
,

随了画手和装手而有不 同
,

作经的人又喜欢加入些主观

想象的成分
,

以致弄得愈来愈混乱
。

如果旧图还在
,

我们 自可集合起来对勘整理
; 今

则图已无存
,

只好从文字中摸索
,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多倚赖郭璞《注》 ,

因为郭氏著书

时是参考《山海图 》的
,

他可以给我们一点引导
。

第三
,

这部书的作者虽然不是一人
,

但其内容却是连贯的
。

当时必是《山经》有一

总图
,

而作经者割为南
、

西
、

北
、

东
、

中五部
,

又各以分量的多少划分为数篇
,

总计

得二十六篇
; 每篇有始有终

,

合起来成一整体
。

《海经 》也有一个总图
,

另一个作经者

就其远近
,

割为《海外》
、

《海内》两部
,

再各分为南
、

西
、

北
、

东四篇
; 可是作者没有

用心
,

多钞图画
,

毫无贯串
,

成了一部低手的著作
。

还有一人也为《海图》作经
,

割为

《大荒》
、

《海内》两部
, 《海内》没有再分

, 《大荒》则再分为东
、

南
、

西
、

北四篇
; 这位

作者比上面一个高出一筹
,

叙述较详
。

所以
, 《海经》实在是两部同一对象的书的合编

;

其中再有
“
一曰

”
的附录

,

则是刘秀 (即刘欲 ) 的校记
,

证明他在编集的时候曾见很多本

子
,

而他收入的则是异 同特甚的两本
。

山与海既是两图
,

又是两经
, 《海 经》 又 分 为

《海外》和《海内》两部
,

猛一看来
,

好像当时就远近次第画作三圈
: 《 山经》讲的是本 国

① 《海外南经 》
。

② 《海内南经》
。

⑧ 《海内北经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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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海内经》是本洲地理

, 《海外经》是世界地理
。

细细比较
,

方知并无这等严格的

区别
。

不但《海外》和 《海内》 没有清楚的界线
,

即 《山经 》 与 《海经》 也像犬牙一般的交

错
。

即如我们现今讨论昆仑问题
,

这座大山在《 山经》里有
,

在《海 内经》 里有
,

在 《海

外》和《大荒》经里也有
。

许多人不了解《山海经》有整体性
,

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
,

以为在图和经里
,

这儿个昆仑山不在一处
,

便说
“
海内昆仑

”
怎样

, “

海外昆仑
”
怎样

,

这是大误
。

再进一步说
,

不但远近的分界要打通
,

连东南西北的方向也要打通
,

因为

作经的人所据的图本不同
,

各种图本的画手不同
,

经中的方向是 很 容 易 错 误 的
。

因

此
,

我们现在读它
,

应当时时注意它的整体性
,

把各篇打通了研究
。

明白了这三点之后
,

我们对于 《山海经》在保存神话传说和认识实际地理两方面的

功绩可以接受
,

它的混乱错误之处也可以谅解
。

用清代学者的术语来说
,

这就是
“

以

《 山海经》 还 《 山海经》 ” ,

而不是要在它里边找取科学性的地理知识
,

也不是想用我们

今天的科学知识来对它作评判
。

昆仑
,

在中国许多古书里
,

《 山海经》是最先的记载
。

它在《山海经》中是一个有特

殊地位的神话中心
,

也是一个民族的宗教的中心
,

在宗教史上有它的永恒的价值
。

昆

仑的地点是偏西的
,

所以在《 山经》里列在《西次三经》 ,

在《海经》里列在《海内西经》和

《大荒西经》
。

它的方位既在西
,

我们就不难猜测它是哪一族的神话和宗教之所萃了
。

《海经》所记的昆仑杂乱得很
, 《山经》则叙述甚有次序

,

可以看出它和附近诸山川

的关系
。

我们现在从这书中整理昆仑材料
,

就以《西次三经》为主
,

—
因为这一经是

以昆仑为中心的
,

可以称为
“
昆仑区

” ;

— 并略加解释
,

而把本书别篇及他书的材料

补充在各条之下
,

使得读者容易看出它的整体性来
。

因为材料较多
,

我们划分三部分

来讲
:

(甲 ) 昆仑区东部

“ 《西次三经》 之首日崇吾之山
,

在河之南
,

北望家遂
,

南望霉之泽
,

西望帝

之搏兽之丘
,

东望嫣渊
。

… …有兽焉
,

其状如禺而文臂
,

豹虎 ?( ) 而善投
,

名日

举父
。

… …
”

这一《经》是从东往西的
,

可是不知道它的东头在何处
。

这条所引的地名
,

除河以外都

不可知
。

既说
“

在河之南
” ,

想来当在皋兰以上
,

因为如在河套之南即当列入《北山经》

了
。

《山海经》里的帝都是上帝
,

丘名
“

帝之搏兽
” ,

即为上帝狩猎之山
。 “
举父

” ,

郭璞

《注 》 : “
或作

`

夸父
, 。 ”

夸父一名
,

经中常见
。

《大荒北经》说
:

“

夸父不量力
,

欲追日景
,

逮之于禺谷
,

将饮河而不足也
; 将走大泽

,

未至
,

死于此
。 ”
禺谷

,

郭 《注》 : “

禺渊
,

日所入也
。

今作
`

虞
, 。 ”

是夸父逐 日已快到 日落

之处
,

又道揭饮河
,

可能与崇吾山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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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三百里日长沙之 山

。

批水出焉
,

北流注于拗水
。

无草木
,

多青雄黄
。 ”

按此山见《穆天子传》
。

穆王 自重港氏东行
,

经过这里
; 自此以后

,

到文山取采石
,

恐

即所谓
“

青雄黄
” 。

毕《注》以为青是一物
,

雄黄又是一物① ,

或然
。

“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日不周之山
。

北望诸毗之山
,

临彼岳崇之山
。

东望拗泽
,

河水所潜也
,

其原浑浑泡泡
。

爱有嘉果
,

其实如桃
,

其叶如枣
,

黄华而赤衬
,

食

之不劳
。 ”

《大荒西经》也说
:

“
西北海之外

,

大荒之隅
,

有山而不合
,

名日不周负子
。

有两黄兽守之
。 ”

为什么这座山合不拢呢 ? 这有一个大故事在里头
。

相传古代有一回大洪水
,

把大地都

淹了
。

洪水的起因
,

就为共工在这不周山上闯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祸
。

《淮南
.

原道 》

说
:

“

昔共工之力
,

触不周之山
,

使地东南倾
,

与高辛争为帝
,

遂潜 于 渊
,

宗 族

残灭
,

继嗣绝祀
。 ”

《淮南
.

天文》又说
:

“
天受 日月星辰

; 地受水潦尘埃
。

昔者共工与撷项争为帝
,

怒而触不周之山
,

天柱折
,

地维绝
。

天倾西北
,

故 日月星辰移焉
。

地不满东南
,

故水潦尘埃归焉
。 ”

天和地本来是很平正的
,

不幸共工为了和撷项 (或高辛 ) 争做上帝
,

他生气了
,

碰了一

下不周山
,

那知他力气太大
,

顿使天地失掉了平衡
,

于是天崩了西北角
,

地塌了东南

角
,

洪水就大发了
。

《淮南
·

本经》又说
:

“

舜之时
,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

龙门未开
,

吕梁未发
,

江淮 通 流
,

四 海

溟滓
; 民皆上丘陵

,

赴树木
。

舜乃使禹… …平通沟陆
,

流注东海
。

鸿水漏
,

九州

乾
,

万民皆宁其性
。 ”

共工这个罪魁祸首
,

他闯的祸真不小
,

所以禹受命平水
,

第一件事就是打掉共工
。

《大

荒西经》云
: “

有禹攻共工国山
。 ”

这一座山以
“
禹攻共工国

”
为名

,

显见他们必有一场恶

战
,

可惜《山海经》的作者没有记下这次战争
。

不过共工虽失记
,

而他的臣子被禹所杀

的却有两段记载
。

《海外北经》道
:

“
共工之臣日相柳氏

,

九首
,

以食于九山
。

相柳之所抵
,

厥为泽黔
。

禹杀相柳
,

其血腥
,

不可以树五谷种
。

禹厥之
,

三初三沮
,

乃以为众帝之台
,

在昆仑之北
,

柔利之东
。

相柳者
,

九首
,

人面
,

蛇身而青
; 不敢北射

,

畏共工之台
,

台在其东
。

台四方
,

隅有一蛇
,

虎色
,

首冲南方
。 ”

《大荒北经》同样记这件事而稍异其文
:

“
共工臣名 日相舔

,

九首
,

蛇身
,

自环
,

食于九土
。

其所软所尼即为原泽
,

不

① 见 《中次四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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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乃苦
,

百兽莫能处
。

禹湮洪水
,

杀相琳
,

其血腥臭
,

不可生谷
。

其地多水
,

不

可居
。

禹湮之
,

三初三沮
,

乃以为池
。

群帝是因以为台
,

在昆仑之北
。

… … 有共

工之台
,

射者不敢北乡
。 ”

共工的力气大得可使天崩地塌
,

他的臣子虽然不及他
,

但也能在地下一碰马上成一个

泽务
。

可是这泽貉里的水
,

因为他是蛇身
,

所以是腥臭的
,

五谷也不能种
,

百兽也不

能居
。

无可奈何
,

只得堆起土米
,

替许多上帝筑台
,

如《海内北经》说
:

“

帝尧台
、

帝髻台
、

帝丹朱台
、

帝舜台
,

各二台
,

台四方
。

在昆仑东北
。 ”

上述几位
,

在《山海经》里都是上帝
,

但在中国的古史里则都成了人王
。

这些台在柔利

东
,

柔利是《海外北经》里的一个国
。

凡相柳所碰触的地方都成了泽豁
,

其地在昆仑之

北
,

如果昆仑在青海境
,

那些泽籍似乎即是柴达木沮枷地了
。

禹打倒共工之后
,

第二件大事就是平治洪水
,

他的平治方法是在水上铺起土来
。

《海内经 》说
:

“
洪水滔天

。

鲸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

不待帝命
。

帝令祝融杀鲸 于 羽郊
。

鲸

复生禹
。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 ”

什么 叫
“
息壤

”
呢 ? 郭《注 》说

: “
息壤者

,

言土 自长息无限
,

故可以塞洪水也
。 ”
息是

生长的意思
。

息壤是一点土苗
,

丢在洪水里
,

它就能自生长
,

无限的扩大
,

所以会把

洪水区域完全填平了
。

这就是所谓
“

布土
” 。

《诗
·

商颂
·

长发》说
: “
洪水芒芒

,

禹敷下

土方 ;
· ` ·

… 帝立子生商
。 ” “

敷
” ,

就是布
。

这是说在洪水茫茫的时候
,

禹从天上降下来

布好了土地
,

上帝就命 自己的儿子到地上建了商国
。

禹的布 土
,

不但 用 息壤
,

还 有

“
息石

” 。

《开难 》 (即 《归藏启盆》 ) 说
: “
滔滔洪水

,

无所止极
,

伯鲸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

水
。 ” ① 想来息壤是生长泥土

,

息石是生长石块的
,

这是平地与山陵的区别
。

在滔天的

洪水里
,

将 自生自长的息石息壤投下
,

把灾区填高
,

这个方式本没有错
,

只是稣太性

急
,

等不到上帝发命令
,

就自己去偷窃行使
,

虽是救灾心切
,

毕竟手续不合
,

所以上

帝杀了他
,

叫他的儿子禹再去布土
,

洪水就完全平息了
。

《淮南
·

地形》记昆仑上
, “
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

” ,

可见不周山在昆仑的北面
。

在

不周山上可以望见河水所潜的拗泽
,

从张赛的话看来很像是盐泽 (新疆的罗布淖尔 )
。

不过我很疑心
,

这是不是汉人因为张赛的话而加进去的呢 ? 如果不是
,

那么
,

这拗泽

会不会是星宿海呢 ? 这里所出的桃类的果子特别好
, 《汉武故事》里所说的

“
王母种桃

,

三千岁一著子
”

的故事
,

是不是缘此而生的呢 ? 这都是可以 研究的问题
。

“

又西北四 百二十里 曰全山
,

… …丹水出焉
,

西流注于樱泽
。

其中多白玉
,

是

有玉膏
,

其源沸沸汤汤
,

黄帝是食是飨
。

是生玄玉
,

玉膏所出以灌丹木
,

丹木五

岁
,

五色乃清
,

五味乃馨
。

黄帝乃取奎山之玉荣而投之锤山之阳
。

瑾瑜之玉为良
,

① 截海内经 》郭《注》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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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粟〕 (栗 )精密
,

浊泽而有光
,

五色发作以和柔刚
,

天地鬼神是食是飨
,

君子服

之以御不祥
。 ”

这一段是绝好的韵文
,

把玉的品性和它的效用都描写了出来
。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
,

玉是可以种的 (黄帝投之锤山 )
,

可以开花的 (玉荣 )
,

它的德性可和柔刚
,

颜色能发五

彩
,

在源头时热气蒸腾
,

涌出来就成为膏而可食
,

挂在身上也可御不祥
,

浇到树上又

成了最好的肥料 (灌丹木 )
,

正像人参汤一般
,

成为万应的灵药
。

玉是昆仑区的特产 ;
」

所以在全山一条里说得这般详尽
。

垒
,

音密
,

所以《穆天子传》郭璞《注》和 《文选
·

南

都赋 》李善《注》均引作
“
密山

” 。

《尔雅
·

释地 》 : “
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珍琳琅开焉

” ,

郝

郎行的《义疏 》道
:

“

姚元之日
: `

和闻之西南日 密尔岱者
,

其山绵亘不知其终
。

其山产玉
,

凿之

不竭
,

是日玉山
。

山恒云
,

回民挟大钉巨绳 以上
,

凿得玉
,

系以巨绳锤下
。

其玉

色青
。

今密尔岱即古昆仑虚矣
。 ’ ”

余按此玉青色
,

即珍琳也
。

按密尔岱山在今新

疆莎车县南
,

离汉武帝所定的昆仑不远
,

这和全山非常巧合
,

但是不是呢 ?

樱泽
,

郭《注》道
: “
后樱神所凭

,

因名云
。 ”

按《海内西经》说
:

“

后翟之葬
,

山水环之
,

在 氏国西
。 ”

又
, 《海内经》也说

:

“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

,

后樱葬焉
。 ”

·

…爱有膏寂
、

膏稻
、

膏黍
、

膏樱
,

百谷 自生
; … …灵寿实华

,

草木所聚
。 ”

这可见后径葬地偏在西睡
,

为当时人所注重
; 而且美谷 自生

,

草木 自聚
,

成为昆仑 区

中的圣地
。

这因后樱本是种植谷类的神
,

有了他才可使人民有正常的饭食
,

自当特为

敬重
, 《大荒西经 》说

:

“

有西周之国
,

姬姓
,

食谷
。

有人方耕
,

名曰叔均
。

帝俊生后樱
,

樱 降 以 百

谷
。

傻之弟曰台玺
,

生叔均
; 叔均是代其父

。

及樱播百谷
,

始作耕
。 ”

又《海内经》云
:

“

后樱是播 百谷
。

樱之孙日叔均
,

是始作牛耕
。 ”

叔均是后樱的好帮手
,

他又有始作牛耕的大功
,

无论他的辈分怎样
,

他总是后樱的一

族
。

可是为了樱葬在昆仑区
,

弄得西周国也移到了西荒中
。

提到叔均
, 《山海经》里还有一个他的重要的故事

。

《大荒北经》说
:

“

有人衣青衣
,

名日
`

黄帝女魅
,

蛋尤作兵伐黄帝
,

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

之野
。

应龙蓄水
,

蛋尤请风伯
、

雨师
,

纵大风雨
。

黄帝乃下天女日魅
,

雨止
,

遂

杀童尤
。

魅不得复上
,

所居不雨
。

叔均言之帝
,

后置之赤水 之 北
。

叔 均 乃 为 田

祖
。

魅时亡之
。

所欲逐之者令日
`

神北行
一 ’

先除水道
,

决通沟读
。 ”

又同经
:

“

有锤山者
,

有女子衣青衣
,

名日
`

赤水女子〔献〕 (魅 )
’ 。 ”

-

幼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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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童尤作乱
,

黄帝和他斗法
。

先派应龙去打
,

可是蛋尤有风伯
、

雨师相助
,

把应

龙所蓄的水一齐散为大雨
,

应龙失了他的武器
,

抵抗不住
。

黄帝又派天女魅去
,

她是

旱神
,

雨停了
,

蛋尤被杀 了
。

可是黄帝虽然胜利
,

而魅不能再上 天
,

地 下 就 经 常 大

早
。

这位始作牛耕的叔均着急得很
,

请于黄帝
,

把她远远安置在赤水之北
,

中原才有

收成
,

叔均做了田祖
。

赤水之北是哪里呢 ? 我猜想
,

不是河西
,

便是新疆
,

那边的雨

量是很少的
,

一年不过一百公厘左右
,

所以该是这位早神的住处了
。

旱了必求雨
,

一

下

雨的事仍是应龙管的
。

《大荒东经》道
:

“
大荒东北隅中

,

有山名日凶犁土丘
。

应龙处南极
,

杀蛋尤与夸 父
,

不 得 复
_

L
,

故下数旱
。

旱而为应龙之状
,

乃得大雨
。 ”

又《大荒北经 》道
:

“

应龙已杀蛋尤
,

又杀夸父
,

乃去南方处之
,

故南方多雨
。 ”

奇怪得很
,

杀了童尤之后
,

早神不得上天
,

雨神也不得上天
,

弄得西北常旱
,

南方常

雨
,

气候这样的不平均 ! 这次战事虽在冀州之野
,

但发动则在昆仑区
,

后来魅所常住

的地方 (赤水和锤山) 也在昆仑区
,

所以仍是昆仑区中的故事
。

又《大荒南经》道
:

“

有宋山者
,

… … 有木生山上
,

名日枫木
。

枫木
,

蛋尤所弃其栓桔
。 ”

郭《注》 : “

蛋尤为黄帝所得
,

械而杀之 ; 已摘弃其械
,

化而为树也
。 ”
在这一条上

,

我们

可以知道
,

蛋尤没有死在战场
,

他是为黄帝所生得而处死的
。

“

自全山至于锤山
,

四 百六十里
,

其间尽泽也
。

是多奇鸟
、

怪兽
、

奇鱼
,

皆异

物焉
。 “

这句话很可注意
,

在这 昆仑区的东部尽是湖泊 (泽 )
,

这引诱我们联想到青海省的东部

的特征
,

有青海
、

盐池及都兰
、

柴达木
、

哈拉
、

托索诸湖
,

情况恰好相合
。

这是不是

呢 ? 从全山到锤山
,

这里写
“
四 百六十里

” ,

下文写
“
四百二十里

”
必有一误

。

“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 日锤山
。

其子日鼓
,

其状如人面而龙身
,

是与钦 鸥 杀 葆

江于昆仑之阳
,

帝乃戮之钝山之东日瑶崖
。

钦鸥化为大鹦
,

其状如璐而黑文
、

白

首
、

赤咏而虎爪
,

其音如晨鹊
,

见则有大兵
。

鼓亦化为鸽鸟
,

其状如鸥
,

赤足而

直咏
,

黄文而 白首
,

其音如鹊
,

见即其邑大旱
。 ”

锤山的神鼓和另一神钦鸥不知为了什么冤仇
,

在昆仑附近杀了葆江 (或作
“
祖江 ,’)

,

上

帝罚这两神
,

把他们杀了
,

他们的灵魂变作两头大鸟
,

谁看见了它们
,

就要犯兵灾和

早灾
。

这个故事可惜书上不曾有详细的记载
,

别的书里也没有提到
,

竟使昆仑神话无

法恢复
,

怪可惜的
。

《庄子
·

大宗师》说
: “

堪坏得之以袭昆仑
” 。

经清人考证
,

即是钦

鹅
,

可见钦鹅在昆仑区的地位的重要①
。

① 顾领刚
:

《 <庄子>和 <楚辞 》中昆仑和蓬莱的两个神话系统 的融合》
, 《 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

九年第二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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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山这个名字
, 《海外北经》也说及

:

“

锤山之神名日烛阴
,

视为昼
,

嗅为夜
,

吹为冬
,

呼为 夏 ; 不 饮
,

不 食
,

不

息
,

息为风
。

身长千里
。 ,.

一其为物
:

人面
,

蛇身
,

赤色
,

居锤 山下
。 ”

《大荒北经》中也有类似的一条
,

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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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嗅乃晦
,

其视乃明
; 不食

,

不寝
,

不息
,

风雨是渴
,

是烛九阴
,

是为烛龙
。 ”

这两事极相像
, “

锤
”
和

“

章
”
又是双声

,

当然是一座山 ;
烛阴和烛龙也当然是一个神

。

这个神开眼即天亮
,

闭眼即天阴
,

一透气即起风
,

简直就是造物主
。

《海内西经》又说
:

“
流沙出锤 山

,

西南又南行昆仑之虚
,

西南入海黑水之 山
。 ”

这虽没有述说故事
,

而地点相合
,

又使我们知道流沙的起点在这里
。

锤山所在
,

毕
、

郝两家注都据《淮南子
·

地形》所说
:

“
烛龙在雁 门北

,

蔽于委羽之山
,

不见 日
。

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
。 ”

推定为五原北面的阴山
,

亦名大青山
。

可是阴山之东有什么产玉的全山 呢 ? “
头 齐 脚

不齐
” ,

这部《 山海经》真没法摆布 ! 《海内东经》道
:

“

国在流沙中者
,

埠端玺唤
,

在昆仑虚东南
。

(一日
“

海内之郡不为郡县
,

在

流沙中
。

”

这
“

淳端玺唤
” 四字

,

向来注家都解作两国名
。

日本小川琢治作《山海经考》 ,

以为
“
玺

”

乃
“
皇

”
字传讹

,

这四字原来当作
“
埠 (端 ) 皇 (唤 )

” , “

埠皇
”

为地名
,

即敦煌
, “
端

、

映
”

为注音
。

刘秀所校一本作
“
不为郡县

” ,

则 《海内四经》 当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以前

所记①
。

其说甚是
。

《海内东经 》又说
:

“
国在流沙外者

,

大夏
、

竖沙
、

居砾
、

月支之国
。 ”

“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
,

苍梧在白玉山西南
,

皆在流沙西
,

昆仑虚 东南
。

昆

仑山在西胡西
,

皆在西北
。 ”

王国维作《西胡考》
,

以为《海内经》这一篇中多汉郡县名
,

是汉人所附益
,

这个昆仑山

即今喀喇昆仑
,

正是西汉人称葱岭以东之国为西胡的方式
。

他又说
,

靓货逻即大夏的

对音
,

大夏本居中国的正北
,

后乃移至妨水流域
。

希腊地理学家斯德拉 仆 〔S t ar b o)

所著书
,

记公元前百五十年时
,

靓货逻等四蛮族侵入希腊人所建的拔底延王国
,

这样

看来
,

大夏的西移仅比大月氏早二十年
。

所以这里所说
“

昆仑山在西胡西
” , “

西胡白

玉山在大夏东
” ,

以及
“

敦煌在 昆仑虚东南
” ,

一定是汉通西域以后所增加
,

我们可以

不管
。

现在继续把《西次三经》读下去
。

“

又西百八十里日泰器之山
。

观水出焉
,

西流注于流沙
。

是多文踢鱼
,

状 如

① 见《支那历史地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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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
,

鱼身而鸟翼
,

… …常行西海
,

游于东海
,

… … 见则天下大攘
。 ”

《吕氏春秋
·

本味》云
:

“

鱼之美者
, · ·

一瞿水之鱼
,

名日幅
,

其状若鲤而有翼
,

常从西 海夜 飞
,

游

于东海
。 ”

这位作者该是从这里钞过去的
。

“

又西三百二十里日槐江之山
,

丘时之水出焉
,

而北流注于拗水
。

其 中多 赢

母
。

其上多青雄黄
,

多藏琅开
、

黄金
、

玉
。

其阳多丹粟
。

其阴多采黄金
、

银
。

实

惟帝之平圃
,

神英招司之
,

其状马身而人面
,

虎文而鸟翼
,

询 于 四 海
,

其 音 如

榴 南望昆仑
,

其光熊熊
,

其气魂魂
。

西望大泽
,

后翟所潜也
,

其中多玉
。

其阴

多摇
,

木之有若
。

北望诸毗
,

槐鬼离仑居之
,

鹰鸥之所宅也
。

东望恒山四成
,

有

穷鬼居之
,

各在一搏
。

爱有谣水
,

其清洛洛
。

有天神焉
,

其 状 如 牛 而 八 足
,

二

首
,

马尾
,

其音如勃皇
,

见则其邑有兵
。 ”

这也是一篇韵文
。

槐江山是上帝 (黄帝 ) 的园囿
,

唤作平圃 (平 圃
,

陶潜 所 见本 作

“
玄 圃

” ,

故其诗云
: “
迢递槐江岭

,

是谓玄圃丘
” 。

) 山上山下
,

山阴山阳
,

产物极多
。

因为它是上帝的天下
,

所以派一个专神管理
。

在山上
,

东面可望恒山
,

南面可望昆仑
,

西面望樱泽
,

北面望诸毗
。

这诸毗还是不周山上望见的
,

一路绵延不断
,

可见其大
。

昆仑是上帝的下都
,

所以熊熊的神光照耀达四百里外
。

樱泽之中有若木
。

郭《注》云
: “

大木之奇灵者为若
,

见 《尸子》
。 ”

按 《海内经》云
:

“

南海之内黑水
、

青水之间
,

有木
,

名日若木
。 ”

《淮南
·

地形》也说
:

“

建木在都广
,

众帝所 自上下
。

… …若木在建木西
,

末有十 日
,

其华照下地
。 ”

可见建木
、

若木都是最高大的树木
,

所以许多上帝升天降地时要从建木上下
,

而每个

运行到西极的太阳都要挂在若木的上面
一

《海内经》既说
“

都广之野
,

后樱葬焉
” ,

那么
,

樱泽的 大树应当是建木而不是 若木
,

恐两处中必有一处错误
。

恒山
,

不是现在河北曲阳县的恒山
。

按《淮南
·

时则》 :

“
中央之极

,

自昆仑东绝两恒山
,

… …龙门河
、

济相贯以息壤埋洪水之州
,

……

黄帝
、

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 ”

可见昆仑之东有两个恒山
,

远的在太行
,

近的在槐江
。

《 吕氏春秋
·

本味》云
:

“

果之美者
,

沙棠之实
。

常山之北
,

投渊之上
,

有百果焉
,

群帝所食
。 ”

《本味》 所举的食物多出《 山海经》 , “
沙棠之实

”
见昆仑丘条

。

这常山的百果为
“

群帝所

食
” ,

正与《大荒南经》所谓
“
云雨之山

,

有木名日架
, … …黄本

、

赤枝
、

青叶
,

群帝焉

取药
”
相同

,

亦当出 《山海经》 ,

今本缺
。 “

常山
”
字当作

“
恒山

” ,

后人因避汉文帝讳而

改为
“

常
” ,

地点即在这里
。

诸毗山为槐鬼离仑所居
,

恒山为有穷鬼所居
,

可见在神的

阶级之下还有鬼的阶级
。

我们记得《左传》襄公四年说到
“
有穷后井

” ,

知道界为有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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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

那么这些有穷鬼必是弈的部下了
。

“
谣水

” ,

毕《注》云
:

“
当为

`

瑶水
’ 。

……《史记》云
: `《禹本纪》言昆仑有酸泉

、

瑶池
’ ,

《穆夭子传》

云
: `

西王母筋天子于瑶池
, , 《吕氏春秋

·

本味篇》云
:

伊尹 日 ;
`

水之美者
,

昆仑

之井
,

沮江之丘
,

名日摇水
, ,

皆此也
。 ”

又从陶潜《读山海经诗 y’’ 落落清瑶流 ” 看来
,

知道本条文字
“
谣

”
当作

“
瑶

” ,

而
“
洛

”
当作

“

落
” 。

以上昆仑区的东部
,

计有崇吾
、

长沙
、

不周
、

全
、

锤
、

泰器
、

槐江七山
,

途长二

千零一十里
。

方向是先朝西北
,

后向正西
。

(乙 ) 昆仑区本部

《西次三经》里叙了上面七个山之后
,

讲到昆仑丘的本身
。

这是我们这篇文字的中

心
,

该得细细地推敲
。

“

西南四百里 日昆仑之丘
。

是实惟帝之下都
,

神陆吾司之
,

其神状虎 身 而 九

尾
,

人面而虎爪
。

是神也
,

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
。

有兽焉
,

其状如羊而四角
,

名日土蟠
,

是食人
。

有鸟焉
,

其状如溢
,

大如鸳鸯
,

名日钦原
,

蠢鸟兽 则死
,

蠢

木则枯
。

有鸟焉
,

其名日鹑鸟
,

是司帝之百服
。

有木焉
,

其状如棠
,

黄华赤实
,

其味如李而无核
,

名日沙棠
,

可以御水
,

食之使人不溺
。

有草焉
,

名日菠草
,

其

状如葵
,

其味如葱
,

食之 已劳
。

河水出焉
,

而南流东注于无达
。

赤水出焉
,

而东

南流注于犯天之水
。

洋水出焉
,

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
。

黑水出焉
,

而西流于大

杆
。

是多怪鸟兽
。 ”

这是上帝设在地上的都城
,

所以名为
“

帝之下都
” 。

可借作者疏忽
,

仅仅提到
·

了一 个

神
、

五种奇怪的草木鸟兽和四条大水
,

而没有叙及下都的排场
,

似乎不 够 味 儿
。

《尔

雅
·

释丘》云
:

“

丘一成为
`

敦丘
, , 再成为

`

陶丘
, ;
再成锐上为

`

融丘
, , 三成为

`

昆仑丘
, 。 ”

郭璞《注》 : “

成
,

犹重也
。

《周礼 》日 : `

为坛三成
, 。 ”

现在说的
“ 层

” ,

也就是
“

成
” 的音

转
。

西北高原的居民往往因其层数分为头道原
、

二道原
、

三道原
,

也即是昆仑三成之

意
。

《海经》里又说
“
昆仑之虚

” , “

虚
”

为
“
丘

”
的繁文

,

正如
“

昊
”

字也可写作
“

虞
” 。

天有

九野
,

见 《 吕氏春秋
·

有始览》 ,

所以说陆吾
“

司天之九部
” 。 “

时
” ,

郝 《疏》 疑当读为
“
峙

” 。

《史记
·

封禅书》 : “

自古以雍州积高
,

神明之澳
,

故立峙郊上帝
” ,

可见峙是上

帝的神宫
。

上帝的都城虽好
,

但也有食人的土缕
,

鳌死动植物的大蜂
。

《楚辞
·

招魂》

石
:

“

魂兮归来
,

君无上天些 ! 虎豹九关
,

啄害下人 些
。 “

一豺狼从 (纵 )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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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价恍些
。

悬人以埃
,

投之深渊些
。 ”

这是说
,

上帝所在
,

不可随便让人闯进
,

所以守卫的凶猛动物特多
。

《 吕氏春 秋
·

本

味》又说
: “

菜之美者
,

昆仑之苹
” , “

孩
”
即

“
苹

” 。

河水东注的
“
无达

”
即《左传 》嘻公四

年的
“ 无棣

”
(
“

达
” “

棣
”
双声 )

,

是齐的北境
。

赤水注于祀天之水
, 《大荒南经》云

:

“
南海之中有沼天之山

,

赤水穷焉
。

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
,

舜与叔均 之 所 葬

焉
。 "

犯天之山虽不可知
,

而苍梧之野则可知
,

在今湖南宁远县
,

然则汇天之水当在今广西

境
,

赤水很有为今长江的可能
。

洋水即 《禹贡》的漾
,

漾为汉水的上游
,

出今陕西宁羌

县北的蟠家山
,

和昆仑是联不起来的
。

《大荒南经》云
:

“
大荒之中

,

有山名药涂之山
,

青水穷焉
。 ”

“

夯涂
”
当即

“
丑涂

” ,

那么
“
青水

”
似即

“
洋水

” 。

至于黑水
,

则是一个谜
。

为了《 山经》的昆仑不够热闹
,

所以《海经》起来补足这缺陷
。

《海内西经 》说
:

“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
,

帝之下都
。

昆仑之虚方八百里
,

高万初
。

上有木禾
,

长五寻
,

大五围
。

面有九井
,

以玉为槛
。

面有九门
,

门有开明兽守之
。

百神之所

在
,

在八隅之廉
,

赤水之际
; 非仁界莫能上冈之履

。 ”

在这段里
,

把昆仑的面积和高度都确定了
。

初
,

有的说四尺
,

有的说七尺
,

有的说八

尺
。

即以八尺计
,

万初是八千丈
。

一百八十丈为一里
,

计得四十四里半
。

《西山经》说

太华之山五千初
,

昆仑比它高出了一倍
。

寻
,

是八尺
。

木禾五寻
,

即是四丈
。

这都城

每面有九 口井
,

井水最美 (见 《吕氏春秋》 ) ; 因为产玉多
,

所以井阑也是玉制的
。

城

的每一面是九座门
,

每一门有人面九头的开明兽守着
。

百神都在里边
,

所以别人不能

去
,

只有仁翼才容许上冈
。 “
仁界

” ,

孙治让《札违 》卷三云
:

“ `

仁
, ,

当作
`

尼
, ,

其读当为
`

夷
, 。

《说文
·

人部》 :

仁
,

古文作尼
,

从尸
。

邱光庭《兼明书》引 《 尚书》 古文
, “

山禺夷
” “

岛夷
”
字皆作

“
尼

” ,

今文皆作
`

夷
’ ,

是
`

仁
, `

夷
’

两字古文正同
,

故传写易误
。 ”

照这说法
,

是本为
“

夷界
”
而后来转变作

“
仁界

”
的

。

但此说未必然
,

详下文
。

提到弈
,

我们在昆仑区中必得讲讲他的故事
。

按《海外南经 》说
:

“

歧舌国
,

… …昆仑虚在其东
,

虚四方
。

界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
,

弈射杀之
,

在昆仑虚东
。

弈持弓矢
,

凿齿持盾
。 ”

可见这事是发生在昆仑区的
。

《吕氏春秋
·

本味》 云
: “

菜之美者
,

… … 寿木之华
。 ”

高

《注》 : “

寿木
,

昆仑山上木也
。

华
,

实也
。

食其实者不死
,

故 日寿木
。 ”
恐

“
寿华之野

”

一名即由此而来
。

《海内经》说翟葬
“
灵寿实华

” ,

亦即此义
。

《大荒南经 》也把这个故事

简略地提及
:

“

有人日凿齿
。

释杀之
。 ”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 《淮南
·

本经 》中说的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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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至尧之时
,

十 日并 出
,

焦禾稼
,

杀草木
,

而民无所食
。

楔瑜
、

凿齿
、

九婴
、

大风
、

封稀
、

惰蛇皆为民害
。

尧乃使翌诛凿齿于畴华之野
,

杀九婴于凶水之上
,

缴大风于青丘之泽
,

上射十 日而下杀楔输
,

断惰蛇于洞庭
,

禽封稀于桑林
。

万民

皆喜
,

置尧以为天子
。

于是天下广狭
、

险易
、

远近始有道里
。 ”

可见古代是一个最可怕的时代
,

那时不知有多少鹜禽猛兽毒害人民
。

高《注》道
:

“

楔输
,

兽名也
,

状若龙首
。

或日
:

似狸
,

善走而食人
,

在 西 方
。

凿 齿
,

兽

名
,

齿长三尺
,

其长如凿
,

下彻额下
,

而持戈盾
。

九婴
,

水火之怪
,

为人害
。

大

风
,

风伯也
,

能坏人屋舍
。

封稀
,

大琢
,

楚人谓家为稀也
。

惰蛇
,

大蛇
,

吞象三

年而出其骨
。 ”

高诱此文当是据了 《山海图》 作解
,

使我们知道凿齿是齿长三尺的怪物
。

锲输
,

即 《山

海经 》的契窟
。

《海 内经》云
:

“

契窥龙首
,

是食人
。 ”

又《海内南经 》云
:

“
巴蛇食象

,

三岁而出其骨
。 ”

这都是高《注 》所本
。

他说大风为风伯
,

恐未必然
。

古
“
风

” “ 凤
”
同字

,

大风当为大凤
,

正如大鹏之类
,

飞得低时就会撞坏人家的屋舍
。

界把它们都射杀了
。

因为他有这样的

大功
,

所以《淮南
·

沮论》说
:

“
弈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

。 ”

这
“
宗布

”
之神的专职当是替人民除害

。

我想
: “

仁界
”
一名恐即由此而来

, “

仁
”
原是形

容词
,

正如称禹为
“

神禹
” 。

后来则因相同的字体而改为
“
夷异

” ,

就读作
“
夷

”
了

。

《海内西经 》又说
:

“

赤水 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
,

西南注南海
,

厌火东
。

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
,

西南又入勃海
,

又出海外
,

即西而北
,

入禹所导积石
。

洋水
、

黑 水 出西 北 隅 以

东
,

东行
,

又东北
,

南入海
,

羽民南
。

弱水
、

青水出西 南 隅 以东
,

又 北
,

又 西

南
,

过毕方鸟东
。

昆仑东渊深三百初
。 ”

这是讲昆仑四隅的水道
。

《 山经》里只说河
、

赤
、

洋
、

黑四水
,

这里除增加弱
、

青二水

外
,

又多出一个东渊
。

按《海内北经》云
:

“
从极之渊深三百初

,

维冰夷恒都焉
。

… … (一 日
“

中极之渊
”
)
。 ”

这个渊和东渊一样深
,

又是河伯冰夷所都
,

东渊在东
,

也正是河水流出的方 向
,

所以

我们可以断说东渊的正名应为从极之渊
。

又这里所叙诸川的流向也和《山经 》不同
。 《山

经 》 里
,

河水南流东注
,

赤水东南流
,

洋水西南流
,

黑水西流
。

到了这经
,

却是河水

北行又西南流
,

赤水东北流又西南流
,

洋水和黑水都是东行又东北流而南
:

方向恰恰

相反
。

是不是作者把这幅图画颠倒看了呢 ? 这是一个该注意的问题
。

又《海外西经》这

条
,

说赤水
“

注南海
,

厌火东
” ,

洋水
、

黑水
“
南入海

,

羽民南
” ,

弱水
、

青水
“

过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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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东
” ,

那是因为《海外南经》 里有羽民国
、

厌火国
、

毕方鸟
,

为了表示这五条水都流

向南海
,

所以这样说
。

《海内西经》续道
:

“

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
,

皆人面
,

东向立昆仑上
。

开明西有凤皇
、

弯鸟
,

皆

戴蛇
,

践蛇
,

膺有赤蛇
。

开明北有视肉
、

珠树
、

文玉树
、

牙琪树
、

不死树
; 凤皇

、

鸯鸟皆戴破
;

又有离朱
、

木禾
、

柏树
、

甘水
、

圣木
、

曼兑
。

开明东有巫彭
、

巫抵
、

巫 阳
、

巫履
、

巫凡
、

巫相
.

夹奕窥之尸
,

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

— 寨窥者
,

蛇

身
,

人面
,

贰负臣所杀也 ;
服常树

,

其上有三头人
,

司琅歼树
。

开明南有树鸟
、

六首蛟
、

蝮蛇
、

帷豹
、

鸟秩树
、

于表池树木
、

诵鸟
、

鹤
、

视肉
。 ”

这昆仑城门外的东西怎么多呀 ! 珠
、

文玉
、

环琪
、

琅歼都是树上 生 出来 的
。

有 不 死

树
,

只要吃到这果子就可以不死
。

视肉
,

郭 《注 》 : “

聚肉形如牛肝
,

有两 目也 ; 食之

无尽
,

子复更生如故
。 ”

离朱
,

郭《注 》误与下文的
“

木
”
字连读

,

然云
“
今图作赤鸟

” ,

可

知是鸟名
。

木禾
,

是高大的禾
,

见《淮南
·

地形 》
。

帷豹
,

郭《注》 : “

称猴类
” 。

鹤
,

郭

《注 》
: ’ `

鹏也
” 。

甘水
,

郭《注》 : “

即醛泉也
” 。

按《史记
·

大宛列传》 :

“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
,

… …其上有醛泉
、

瑶池
。 ”

《禹本纪 》是和《 山海经》性质相同的读物
,

今已亡佚
。

它所说的瑶池已见《山海经》的槐

江山
,

醛泉又见于此
,

可见这两书的密合
。

至于巫的集团
,

此处提了六人
,

《大荒西经》又提十人
:

“

大荒之中
,

有山名丰沮玉门
,

日月所入
。

有灵山
,

巫 咸
、

巫 即
、

巫盼
、

巫

彭
、

巫姑
、

巫真
、

巫礼
、

巫抵
、

巫谢
、

巫罗
,

十巫从此升降
。 ”

拿来比较
,

巫彭
、

巫抵两经俱有
,

巫礼疑即巫履
,

不同名的有十三人
。

这里面最重要

的是咸
、

彭
、

阳三巫
。

《淮南
·

地形》云
:

“

轩辕丘在西方
。

巫咸在其北方
,

立登保之山
。 ”

《海外西经》云
:

“

巫咸国
,

… … 右手操青蛇
,

左手操赤蛇
,

在登葆山
,

群巫所从上下也
。 ”

可见巫咸是巫中的领袖
,

所以能 自成为一国
。

《 吕氏春秋
·

勿躬》云
:

“

巫彭作医
。

巫咸作盆
。 ”

医和笼是巫的基本工作而为这两人所创作
,

这便是他们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的缘故
。

秦惠文王《诅楚文》云
:

“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煊璧… …告于不显大神巫咸

,

以匠楚王熊相 之 多罪
。

昔

我君穆公及楚成王实戮力同心
,

… … 诊以齐盟
,

… …亲即不显大神巫咸而质焉
。

今楚王熊相庸回无道
,

… … 不
一

畏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
,

而兼倍十

八世之诅盟
,

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
。

… … ”

为了楚王伐秦
,

秦王在大神面前祷告
,

而所举的大神只有两个
,

一个是皇天上帝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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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巫咸
,

这更可见那时巫咸地位的崇高
。

又《楚辞
,

招魂》云
:

“

帝告巫阳日
: `

有人在下
,

我欲辅之
。

魂魄离散
,

汝盆予之 !
’

巫阳… …乃下

招
。 "

这又可见巫阳本领的伟大
,

可以
“
生死人而肉白骨

” 。

这些材料使我们知 道
,

凡 是 病

人要医
,

死人要招魂
,

作事要 卜旅
,

国家要保护
,

全是巫的职司
。

昆仑 上 既 有 不 死

树
,

可以制造不死药
,

所以他们施行复活的手术是不难的了
,

像契窥正是一例
。

契窥

在《淮南》里是弈所杀的恶兽
,

但在这里则是给贰负臣所杀
。

《海内西经》又有一条
:

“

贰负之臣日危危
,

与贰负杀契窥
。

帝乃桔之疏属之山
,

侄其右足
,

反 缚 两

手与发
,

系之山上木
,

在开题西北
。 ”

这和钦鸥等杀葆江的故事一般
,

全是报私仇
,

所以同样受到上帝的责罚
。

上帝的国里

也常常起内乱呢 !

《海内西经》的昆仑部分已疏释完毕
,

我们再看《大荒西经》的昆仑
:

“
西海之南

,

流沙之滨
,

赤水之后
,

黑水之前
,

有大山名日昆仑之 丘
。

有 神

人面
,

虎身
,

有文
,

有尾皆白
,

处之
。

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
。

其外有炎火之山
,

投物辄然
。

有人戴胜
,

虎齿
,

有豹尾
,

穴处
,

名曰西王母
。

此山万物尽有
。 ”

这文中所说的人面虎身的神
,

即是《山经》里的陆吾
。

弱水在《海内西经》里本是昆仑西

南的大川
,

到这里变为环绕昆仑的渊了
。

这个渊同《海内西经》里的
“
昆仑东渊

”

有没有

关系呢 ? 炎火之山
,

以前未见
。

槐江山上
“
南望昆仑

,

其光熊熊
,

其气魂魂
” ,

是不是

因此而说昆仑外有炎火山呢 ? 昆仑之西
,

长留山上的神魂氏是主反景的
,

坳山的神红

光是司 日入的
,

夕阳的颜色火一般红
,

又是不是因此而说昆仑外有炎火 山呢 ? 在 《 山

经》 里
,

西王母在昆仑丘西一千一百余里
,

到了这经
,

似乎西王母就住在昆仑丘了
。

对于这个问题
,

郭璞《注》道
: “
王母亦自有离宫别馆

,

不专住一山也
。 ”
陶潜诗云

: “
灵化

无穷已
,

馆宇非一山
” ,

即因郭说
。

《 山海经》中的昆仑材料尽在于此
,

然而还嫌不够
,

因为我们读《楚辞》
,

增城呢
,

间风呢
,

白水呢
,

这些 昆仑上的地名全未看见
,

可见还有应当补足之处
。

恰好 《淮南

子》里有一篇《地形》
,

也是依据了 《山海图》 而写的
,

正好弥补这个缺漏
。

淮南王刘安

即位于汉文帝十六年 (公元前一六四年 )
,

死于武帝元狩元年 (公元前一二二年 )
, ’

在位

四十三年
。

他的时代上距战国不远
,

汉代的学术正统尚未造成
,

所以他的书里会保存

许多正统学术以外的材料
。

《地形》里说
:

“

凡鸿水渊数
,

自三 〔百〕初以上
,

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 〔里〕有九 〔渊〕
。

禹

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
,

掘昆仑虚以下 〔地〕 (池 )
。 ”

这段文字本极难解
。

王念孙《读书杂志》依据《广雅》
,

删去
“
百

” 、 “

里
” 、 “

渊
”
三字

,

然

后可通
。

那时的传说
,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

大地上积水的渊毅
,

浅的不算
,

自三初 以上

的共有二亿三万余处之多
。

禹用息土去填塞
,

结果
,

不但平 了洪水
,

而且日益加高
,

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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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很多名山
。

末了一个
“

地
”
字

,

高《注》 : “ `

地
’

一作
`

池
’ ” ,

分明即是相柳的故事
。

《地形》接着说
:

“
中有增城九重

,

其高万一千里
,

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

上有木 禾
,

其修五

寻
。

珠树
、

玉树
、

旋树
、

不死树在其西
。

沙棠
、

琅环在其东
。

绛树在其南
。

碧树
、

瑶树在其北
。

旁有四百四十门
,

门间四里
。

〔里间〕 (门 ) 九纯
,

纯丈五尺
。

旁有九

井
。

玉横 (受不死药 )
,

维其西北之隅
。

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
。 ”

这一段所讲的昆仑城阅
,

和《海内西经》大致相似
,

但亦很有不同之点
。

第一
,

那书说

“

高万初
” ,

这里说
“
高万一千里

” ,

相差至二百四十七倍
。

第二
,

那书说
“
面有九 门

” ,

四面为三十六门
,

这里说
“
有四百四十门

” ,

又放大了十二倍
。

似乎《淮南》后出
,

更为

夸大
。

但这夸大的责任也不该 由《淮南》独负
。

例如《禹本纪》上说
“
昆仑

,

其高二千五

百余里
” ,

比《海内西经》 已扩展到五十六倍
。 “

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 ,

俞抛 《诸子平

议》以为是城 的厚度
。 “

里间九纯
”
一语

,

俞越也指出其误
,

云
:

“ `

门间四里
, ,

言每门相距之数也
。 `

里间九纯
, ,

义不可通
。

疑本 作
`

门 九

纯
’ ,

言门之广也
。 `

门
’

误为
`

间
’ ,

后人遂妄加
`

里
’

字耳
。 ”

据《淮南》 ,

一纯为一丈五尺
,

每门广九纯即十三丈五尺
。

门与门间相距四里
,

共有四

百四十门
,

即是这个城的周围有一千七百六十里
,

面积为十九万三千六百方里
,

真是

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大城
。 “

玉横
”

下
,

刘文典《集解》云
:

气御览》七五六引作
`

旁有九井
,

玉横受不死药
’ ,

又引《注》日 : `

横
,

或作彭
,

器名也
, 。

今高《注》亦云
: `

彭
,

受不死药器也
, 。

疑
`

玉横
,

下旧有
`

受不死药
,

四

字
,

而今本脱之
。 ”

昆仑中的不死意味真浓重
,

恐怕在他们的意想中
,

黄帝和众帝众神所以能长生久视
,

还是全靠这不死药哩 !

《地形》又说
:

“

倾宫
、

旋室
、

县圃
、

凉风
、

樊桐在昆仑间阖之 中
,

是其疏圃
。

疏圃之池
,

浸

之黄水
。

黄水三周复其原
,

是为〔丹〕 ( 白) 水
,

饮之不死
。

… …昆仑之丘
,

或上倍

之
,

是为凉风之山
,

登之而不死
。

或上倍之
,

是谓悬圃
,

登之乃灵
,

能使风雨
。

或上倍之
,

乃维上天
,

登之乃神
,

是谓太帝之居
。 ”

这些都是昆仑城中的大建筑
。

《淮南
·

原道》云
:

“

昔者冯夷
、

大丙之御也
,

乘〔云〕 (雷 ) 车
,

入云蜿
,

… …蹈腾昆仑
.

排间阖
,

沦天门
。 ”

高夸注》 : “

阎阖
,

始升天之门也
。 ”

进了天门就见疏圃
,

疏圃里有一个池塘浸着黄水
,

黄

水转了三次
,

变了颜色
,

喝着就可不死
。 “
丹水

” ,

王念孙《读书杂志》九之四说
;

“ `

丹水
, ,

本作
`

白水
, ,

此后人妄改也
。 · ·

… 《 离骚 》 : `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
, ,

王《注》日 : `《淮南 》言白水出昆仑之原
,

饮之不死
。 ’

《御览
·

地部》 二十四亦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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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出昆仑之原
,

饮之不死
。 ’

则旧本皆作
`

白水
’

明矣
。 ”

白水
,

即黄河①
。

昆仑中树有不死
,

药有不死
,

水亦有不死
,

不死的方法真太多 了 !

县圃和凉风
,

前虽平列
,

后面便分了高低
。

《水经注》卷一引《昆仑说》云
:

“
昆仑之山三级

:

下日樊桐
,

一名板桐
:

二日玄圃
,

一名闻风
:

上日层城
,

一

名天庭
,

是为太帝之居
。 ”

“
玄圃

” 即
“

悬圃
” , “

闻风
”
即

“

凉风
” , “

层城
”
即

“

增城
” 。

《地形》的凉风在悬圃上
,

这里

却归在一级
。 “
或上倍之

” ,

高《注》云
: “

假令高万里
,

倍之二万里
” 。

孙治让以为不然
,

他说
:

“ `

倍
,

之为言乘也
,

登也
。 `

或
,

者
,

又也
。 `

或上倍之
, ,

谓又登其上也
。

《庄

子
·

逍遥游》云
: `

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
,

而后乃今培风
’ 。

此
`

倍
,

与《庄子》之
`

培
’

义正 同
。

②

昆仑凡三层
,

走上第一层的可以不死
,

.

走上第二层的便有呼风唤雨的神通
,

等到走上

第三层时马上就成神了
,

这多么痛快 ! 昆仑的山分为三级
,

往来昆仑的人也分为三级
,

又是多么有秩序 ! 只要一个人不怕艰苦
,

不给守卫的猛兽吃掉
,

尽力向上层攀跻
,

他

就能直接由人变神
,

和太帝住在一块
。

太帝是谁
,

我以为就是黄帝
。

《史记
·

封禅书》

记汉武帝令公卿们议郊祀乐
,

他们答道
:

“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
,

悲
。

帝禁不止
,

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
。 ”

这件事在《世本》上则为
:

“
厄羲氏作五十弦

; 黄帝使素女鼓瑟
,

悲不自胜
,

乃损为二十五弦
。 ” ③

王嘉《拾遗记 》也说
:

“
黄帝使素女鼓厄羲之瑟

,

满席悲不能已
; 后破为七尺二寸

,

二十五弦
。 ”

因为黄帝在许多上帝 中处于领袖的地位
,

所以称为泰帝
。 “
泰

”
与

“

太
”
是一字

。

《庄子》

和《穆天子传 》都说昆仑上有
“
黄帝之宫

” ,

所以增城的最高处为
“

太帝之居
” 。

《地形》又说
:

“

河水出昆仑东北随
,

贯渤海
,

入禹所导积石山
。

赤水出其东南瞰
,

西南注南

海丹泽之东
。

〔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
,

至于合黎
,

余波入于流沙〕 (其西南脓 )
,

绝流沙南至南海
。

洋水出其西北随
,

入于南海羽民之南
。

凡四水者
,

帝之神泉
,

以和百药
,

以润万物
。 ”

《山经》说的昆仑四水是河
、

赤
、

洋
、

黑
:

这里也是四水
,

但去了黑水而加进弱水
。

可

是弱水数句有误文
。

《读书杂志 》九之四录王引之说云
:

“

昆仑四隅为四水所 出
,

说本《海内西经》
。

上文言
`

东北瞰
, 、 `

东南阪
, ,

下

① 顾领刚
:

《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
,
长中国古代史论丛 》一九八一年第一辑

。

② 《札违》卷七
。

③ 《尔雅
·

释乐 》疏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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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又言
`

西北随
, ,

无独缺
`

西南瞰
’

之理
。

此处原文当作
`

弱水出其西南瞰
,

绝流

沙南至南海
, 。

其
`

弱水出穷石
,

入于流沙
,

当在下文
`

江出眠山
’

诸条间
。

… …盖

弱水本出穷石
,

而《海内西经》言出昆仑西南随
,

故两存其说
。

(此文言
`

河出昆仑

东北瞰
’ ,

下文又言
`

河 出积石
’ ,

亦是两存其说
。

) 后人病其不合
,

则从而合并之
,

于是取下文之
`

弱水出穷石
,

入于流沙
,

· , ·

…移置于此处
,

而删去
`

弱水出其西南

阻
’

七字
,

又妄加
`

赤水之东
’

四字
, `

至于合黎
,

余波
’

六字
,

而 《淮南》 原文遂错

乱不可复识矣
。 ”

自从有了这个考订而后
,

知《地形》的作者原把这四条 川严格地分配在昆仑四隅
,

与《海

内西经》大致相同
。

这四条川的水都是可以和药的
,

昆仑的全部事物笼罩在
“
不死

”

观

念的下面
。

《地形 》是昆仑记载中最有组织的一篇 它先说昆仑与洪水的关系
,

继说 四条大川

四周的景物
,

次说增城里面的宫廷和苑囿
,

又次说四条大川的方 向及其作用
。

这样的

条理远在《 山海经 》之上
,

淮南王的一班宾客毕竟有高才 !

《山海经 》和 《淮南子》里有关昆仑的记载叙述完了
,

我们试来综合一下
:

在中国的西面
,

有一座极高极大的神山
,

叫做昆仑
,

这是上帝的地面上的都城
,

匹远望去有耀眼的光焰
。

走到跟前
,

有四条至六条大川涤泅盘绕
,

浩瀚奔腾
,

向四方

流去
。

山上有好多位上帝和神
,

其中最尊贵的是黄帝
,

他住在昆仑的最高层
。

这个城

叫做增城
,

城里有倾宫
、

旋室等最精美的建筑
,

城墙上开着很多 门
,

城外又浚了很多

井 每一个城门都有人面九头的开明兽守着
,

还有猛鹜的鸟兽虫劣
,

因此能上去的人是

不多的
,

指得出来的只有井和群巫
。

山上万物尽有
,

尤其多的是玉
,

处处的树上结着
,

许多器物都是用玉制的
。

又有好多奇怪的动植物
:

动物像三个头的琅环树神
,

六个头

的蛟
,

九个头的开明 ; 植物像四丈高的木禾
,

吃了不溺死的沙棠
,

以及结珠玉
、

结绛

碧
、

结不死果的树木
。

不死
,

是昆仑上最大的要求
,

他们采集神奇的草木
,

用了疏圃

的池水和四大川的神泉
,

制成不死的药剂
。

凡是有不当死而死的人
,

就令群巫用药把

他救活 这真是一个雄伟的
、

美丽的
、

生活上最能满足的所在
,

哪能 不 使人 心 向往

之 !

(丙 ) 昆仑区西部

由昆仑往西
, 《西次三经》续说

:

“

又西三百七十里 日乐游之山
。

桃水出焉
,

西流注于樱泽 是多白玉
。

… …
”

“

西水行四百里 曰流沙
。

二百里
,

至于赢母之 山
。

神长乘司之
,

是天之 九 德

也
,

其神状如人而豹尾
。

其上多玉 ; 其下多青石而无水
。 ”

这里说到流沙
, 《海内西经》有一段材料可以比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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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沙出钟山

,

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
,

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 ”

可见 自钟山起
,

经过昆仑
,

西至赢母山
,

都是沙漠区域
。

西北的沙漠太多了
,

该是哪

里呢 ? 自此到了西王母所在
:

“
又西三百五十里日玉山

,

是西王母所居也
。

西王母其状如人
,

豹尾虎齿而善

啸
,

蓬发
,

戴胜
,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

… …
”

取此文和《大荒西经》所说西王母的形状和生活一比较
,

这里多了
“
司天之厉及五残

” ,

那边多了
“
穴居

” 。

郭《注》
: “
主知灾厉及五刑残杀之气

” ,

可见这是一个凶神
。

郝《疏》

说
:

“
厉及五残皆星名也

。

… … 《月令》云
: `

季春之月… …命国摊
, ,

郑 《注》 云
:

`

此月之中
,

日行历晶
,

晶有大陵积尸之气
,

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
。 ’

是大陵主厉

鬼
,

晶为西方宿
,

故西王母司之也
。

五残者
,

《史记
·

天官书》 云
: `

五残星出正

东
,

东方之野
,

其星状类辰星
,

去地可六七丈
。 ’ 《正义 》云

: `

五残一名五锋
,

… …

见则五谷毁败之征
,

大臣诛亡之象
。 ’

西王母主刑杀
,

故又司此也
。 ”

趋吉避凶是巫的专职
,

西王母的深入人心无疑是 出于巫的宣传
。

《海内北经》又说
:

“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
,

杖
。

其南有三青鸟
,

为西王母取食
。

在昆仑虚北
。 ”

郭《注》 : “
梯

,

谓冯也
。 ”
西王母凭了几

,

拄了杖
,

该是年老了
。

三青鸟
,

照 《海内北

经》说
,

是为西王母取食的
,

但到了 《山经》 里
,

则西王母所在的玉山和三青鸟所在的

三危山相去一千七百八十里
,

要它们给使供食真不便哩 ! 陶潜《读 山海经诗》云
:

“
翩翩三青鸟

,

毛色奇可怜
,

朝为王母使
,

暮归三危山
。 ”

似已见到了这一点
。

又《大荒西经》道
:

“
西有王母之山

。

有沃之国
,

沃民是处沃之野
。

… …有三青鸟
,

赤首黑 目
,

一

名日 大鹜
,

,

一名日少鹜
,

一名日青鸟
。 ”

这是把三头鸟的个别名称都写出了
,

而三鸟所处则在沃国之野
。

这是又一种说法
。

关于西王母的故事还有一个
。

《淮南
·

览冥》云
:

· “
譬若界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

恒娥窃 以奔月
,

怅然有丧
,

无以续之
。

何则 ?

不失阵不死之药所由生也
。 ”

高 《注》 : “

姐娥
,

弈妻
。

弈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

未及服之
; 姐峨盗食之

,

奔入月中

为月精也
。 ”
想不到这位特许上昆仑的仁弈想请些不死之药

,

乃不向黄帝而向西王母
;

待到他的太太偷服之后
,

他就再也得不到这种药了 !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
,

在传说中
,

这不死之药不单昆仑有
,

西王母处也有
。

从玉山再向西去
,

又到了黄帝所在
。

《西次三经》说
:

“
又西四百八十里日轩辕之丘

。

询水出焉
,

南流注于黑水
。

其中多丹栗
,

多青

雄黄
。 ”

这轩辕丘是黄帝居家所在
。

《大戴礼记
·

帝系》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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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居轩辕之丘
,

娶于西陵氏之子
,

谓之螺祖氏
。 ”

由是他传子生孙了
。

《帝系》道
:

“

黄帝产昌意
。

昌意产高阳
,

是为帝撷项
。 ”

可是 《海内经》中多出一代
,

它道
:

“

黄帝娶雷祖
,

生昌意
。

昌意降处若水
,

生韩流
。

韩流耀首
.

谨耳
,

人面
,

家

咏
,

麟角
,

渠股
,

豚止 ; 取淖子日阿女
,

生帝撷项
。 ”

“
雷祖 ,’R p

“

螺祖
” , “

淖
”
即

“
蜀

” ,

俱同音通假
。

若水今名鸦龙江
,

在蜀
,

故 《帝系 》 又

道
: “

昌意娶于蜀山氏
。 ”

又《淮南
·

天文》道
: “

轩辕者
,

帝妃之舍也
。 ”

这虽讲的轩辕

星
,

然而说是
“

帝妃之舍
” ,

意义也正与轩辕丘合
。

因为黄帝家居轩辕丘
,

所以后人就

称他为轩辕
。

《大戴
·

五帝德》道
:

“

黄帝
,

少典氏之子也
,

日轩辕
。 ”

昆仑东首的全山是黄帝取玉荣的地方
,

昆仑上是黄帝的宫
,

这西边的轩辕丘又是他的

帝妃之舍
,

黄帝和昆仑区的关系多么密切呀 ! 为有这种情形
,

所以我敢说
:

黄帝是这

一区的主神
。

关于轩辕丘
, 《海外西经》又有两条

:

“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
,

其不寿者八百岁
; … … 人面蛇身

,

尾交首上
。 ”

“

穷山在其北
,

不敢西射
,

畏轩辕之丘
。

在轩辕国北
、

其丘方
,

四蛇相绕
。 ”

所谓穷山
,

即是槐江山上望见的有穷鬼所居的恒山
。

又《大荒西经》也有类似的两条
:

“
有轩辕之台

。

射呆不敢西 向射
,

畏轩辕之台
。 ”

“
有轩辕之国

,

江山之南栖为吉
,

不寿者乃八百岁
。 ”

轩辕国的人所以这般的长寿
,

想来是为取到不死药的方便吧 ?

“
又西三百里日积石之山

。

其下有石门
,

河水冒以西流
。

是山也
,

万物无不有

焉
。 ”

积石山
,

看这字面就知道是用石块堆起来的
。

谁堆的 ? 是禹
。

所 以《海外北经》有一条
:

“
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

,

河水所入
。 ”

《大荒北经》也有一条
:

“

大荒之中
,

有山名日先槛大逢之山
,

河
、

济所入
,

海北注焉
。

其西有山
,

名

日禹所积石
。 ”

这两条都称山名为
“
禹所积石

” ,

可见这是禹治水时的大工程之一
。

河水发源昆仑而流

经积石
,

在《 山海经》里该是无疑的事
。

郭《注 》 (毕玩以为后人所附 ) 云
:

“ 《水经》引《山海经》云
:

积石山在邓林山东
,

河水所入也
。 ” ①

① 《西次三经》
。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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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来得突兀
,

现在 《山海经》既无此文
,

即 《水经》亦无此文
,

可见注文的错误
。

但邢子才说
: “
误书思之

,

亦是一适
” ,

我凭了这一句话竟想通了一件事
。

《海外北经》

云
:

“

夸父与 日逐
,

走入 日
,

渴欲得饮
,

饮于河
、

渭 ;
河

、

渭不足
,

北 饮 大 泽
。

未至
,

道渴而死
; 弃其杖

,

化为邓林
。 ”

这邓林一名很怪
。

《淮南
·

兵略》 : “

昔者楚人… …垣之以邓林
” ,

高诱《注》 : “
邓林

,

污水

上 险
。 ”

因为今河南西南部原有邓国
,

后灭于楚
,

所以邓林应当是楚地
。

毕《注》 : “
邓林

,

即桃林也
, `

邓
’ `

桃
,

音相近
。 ”

这说也很合理
,

桃林在函谷关一带
,

离河
、

渭均近
。

《中

次六经》说
:

“

夸父之山
,

… …其北有林焉
,

名日桃林
,

是广员三百里
,

其中多马
。

湖水出

焉
,

而北流注于河
。 ”

这更说明了夸父与桃林的关系
。

据《水经注》 ,

其地在今河南灵宝县
,

原可无疑
。

但既

得 了这条郭《注》
,

想起《海内北经》里有一条
,

说
:

“

昆仑虚南所有犯林
,

方三百里
。 ” ①

《海外北经》里也有一条
,

说
:

“

范林方三百里
,

在三桑东
,

州环其下
。 ”

恐怕
“
沱林

”

在先
, “

桃林
”
和

“
邓林

”
在后

,

是昆仑故事东向发展的结果
。

积石在昆仑

西
,

沮林在昆仑南
,

他渴得把黄河水喝干
,

当然走到昆仑的河源了
; 还不够

,

想北饮

大泽
。

大泽在哪里 ? 《海内西经》云
:

“

大泽方百里
,

群鸟所生及所解
,

在雁门北
。 ”

这里虽放在雁门北
,

可是 《穆夭子传》 把
“
群鸟解羽

”
的大旷原放在最西北

,

比西王母

还远
。

夸父没有跑到大泽就死 了
,

所以把沱林安置在昆仑
一

酶西面实在最对
。

有了这一

发见
,

才知道夸父的故事也是出于昆仑区的
。

“

又西二百里日长留之山
。

其神白帝
,

少昊居之
。

其兽皆文尾
,

其鸟皆文首
,

是多文玉石
。

实惟员神魂氏之宫
。

是神也
,

主司反景
。 ”

这是快到西方尽头处了
,

所以有神司反景
。

郭《注》 : `

旧 西入则景反东照
,

主司察之
。 ”

所以称他为员神
,

正为太阳是圆的
。

至于
“
白帝

、

少昊
”

及下文的
“
募收

” ,

恐是汉人根

据了那时五行说的正统排列法插进去的
;
如为固有

,

想总要描写几句
,

不该如此的寂

寞
。

“
又西二百八十里日章我之山

。

无草木
,

多瑶碧
。

… …

又西三百里 曰阴山
。

浊浴之水出焉
,

而南流注于蕃泽
。

其中多文贝
。

… …

又西二百里 曰符惕之山
。

其上多樱榕
,

下多金玉
。

神江疑居之
。

是山也
,

多

① 《海内南经 》同
,

惟无
“
昆仑虚南所有

”
六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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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之所出也
。

又西二百二十里日三危之山
。

三青鸟居之
。

是山也
,

广员百里
。 ”

三危 山至此才见
,

已远在昆仑的西边
,

而郑玄注《 尚书》乃说
:

“ 《河图》及《地说》云
:

三危山在鸟鼠西
,

南与 〔岐〕 (眠 ) 山相连
。 ” ①

这一移移到了甘肃渭源县
,

又觉得太近了
。

为什么这 样 ? 我 猜 想
:

当 时所 谓西方边

境
,

有中国的西边
,

有塞外的西边
。

中国的西边应以秦长城为 界 限
。

秦 城 起 自临挑

(今崛县 )
,

经鸟鼠山
,

所以鸟鼠也可以看作极边
。

试看《西次四经》 :

气
· ·

…鸟鼠同穴之山… …渭水出焉
,

而东流注于河
。

… …西 南 三 百六十里日

崎峨之山
。

… …
”

吨峨在传说中是太阳没落的地方
,

然而只离鸟鼠三百六十里
,

岂非把鸟鼠看得太远
,

推到了极西头 ! 这当然是用内地人的眼光去看的
。

画图作经的人
,

他们的地理知识本

极有限
,

中国西边和塞外西边杂在一起
,

分辨不清
,

所以原来在鸟鼠西的三危山会忽

地远移到昆仑西了
。

三危山上有一个大故事
,

而不曾见于《 山海经》的
,

是窜放三苗 在 那 里
。

《尚书
·

尧典》说
:

“

流共工于幽州
,

放罐兜 于 崇 山
,

窜三苗于三危
,

延鲸于羽山
:

四罪而天下

咸服
。 ”

味禹贡》的《雍州章》也说
:

“

三危既宅
,

三苗玉叙
。 ”

足见三苗本不住在三危
,

因为犯了罪
,

强迫迁过去的
。

他们犯罪 的 原 因
,

《尚书
·

吕

刑》里说的详细
:

“

若古有训
:

蛋尤惟始作乱
,

延及于平民
,

周不寇贼
,

鸥义奸究
,

夺攘矫虔
。

苗民弗用灵
,

制以刑
,

惟作 五 虐 之 刑 曰 法
,

杀戮无辜
,

爱始淫为剿
、

耳d
、

标
、

愁
。

… … 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
,

上帝监民阁有馨香德
,

刑发闻惟腥
。

皇帝哀矜

庶戮之不辜
,

报虐以威
,

遏绝苗民
,

无世在下
。 ”

这一段故事是讲自从蛋尤创造兵器作乱之后
,

苗民也感染了他的乱杀乱研的作风
,

造

出刑法
,

称为
“

五虐之刑
” ,

最重的是死刑 (杀戮 )
,

其次是割鼻子 ( $JJ )
、

割耳朵 ( fffJ )
、

判生殖器 (林 )
、

刺字 (黯 ) 四种肉刑
。

人民受害而死的都到上帝那边去告状
,

上帝 (皇

帝 ) 看苗民这般血腥气
,

又哀怜死的人无罪
,

于是就消灭苗民的生命
,

使他们不能再

统治这世界
。

所谓
“
遏绝苗民

” ,

恐即指苗民里的执政者而言
;

其余的帮凶分子便如《尧

典》
、

《禹贡》所说
,

充发到三危山去了
。

《山海经 》里说 三苗的有《海外南经乡一条
:

“
三苗国在赤水东

,

其为人相随 (一 日三毛国 )
。 ”

① 《史记
·

夏本纪》 《集解》引
。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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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苗民的有《大荒北经》一条
:

“
西北海外

,

黑水之北
,

有人有翼
,

名日苗民
。

撷项生罐头
;
罐头生苗民

。

苗

民
,

厘姓
,

食肉
。 ”

这一在
“

海外南
” ,

一在
“
大荒北

” ,

隔得太远了
,

不知道是不是在南的为其故居
,

在北

的乃其新迁的地方 ? 不过这所谓南北并不太一定
, 《海外南经》是 由西而东的

,

三苗国

的东面却是昆仑虚
,

可见三苗在昆仑西
,

正与三危一样
。

《大荒经 》说苗民是撷项的孙

子
,

罐头的儿子
。

这罐头恐即《尧典》里放于崇山的罐兜
。

《 山海经》中说到罐头的很有

几条
。

《海外南经》说
:

“

罐头国
· ·

…
`

其为人人面
,

有翼
,

鸟咏
,

方捕鱼 (或日
“

罐朱国 ,’)
。 ”

“

朱
”
与

“

头
”
同属舌头音

,

故可通假
。

罐头有翼
,

故其子苗民亦有翼
。

郭 《注》云
:

“

罐兜
,

尧臣
,

有罪
,

自投南海而死
。

帝怜之
,

使其子 居 南海而祠之
。

画亦

似仙人也
。 ”

这话不知他根据的什么书
。

所谓
“
画

” ,

即指《 山海图》
。

又《 大荒南经》道
:

“

大荒之中
,

有人名日灌头
。

练妻士敬
,

士敬子日炎融
,

生罐头
。

灌头人面
,

鸟嚎
,

有翼
,

食海中鱼
,

杖翼而行
,

惟宜芭
、

芭
、

谬
、

杨是食
。

有罐头之国
。 ”

他虽有翅膀而不能飞
,

只帮助他爬行
。

芭
、

芭
、

谬都是黍类
。

他吃的是鱼和黍
,

不像

苗民专吃肉
。

同是 《大荒经》 , 《北经》 说罐头为撷项子
, 《南经》说罐头为炎融子

,

令

人摸不清他们的世系
。

如果他们真是撷项的子孙
,

那么
,

黄帝是撷项之祖
,

我们据了

《北经》说
,

则他遏绝苗民是 自杀其四世孙了
; 如据 《南经》 说

,

罐头为稣孙
,

而鲸据

《帝系》为撷顶子
,

是黄帝 自杀其六世孙了
。

(《 吕刑》 的
“
皇帝

” ,

即黄帝
。

杨宽 《中国上

古史导论》云
: “ `

黄
’ `

皇
’

古本通用
,

如《晋语 》 `

苗葬黄
’ , 《左传》作

`

苗贵皇
’ ; 《王会》 `

吉

黄之乘
, , 《说文》作

`

吉皇之乘
’ ,

是其证
。

” 这可见《尧典》的
“
四 罪

”
和 《吕刑》的

“
遏绝

”
即

是从昆仑区的神话转过去的
,

惟其在那边已有这很活跃的神话人物
,

所以一眨眼就成

了中国的古史人物
。

其实在那边
,

这种故事也不过同钦鸥杀葆江一样
; 只因中国的古

史学家或取或舍
,

遂判别了热闹与寂寞而已
。

“

又西一百九十里日魏山
。

其上多玉而无石
。

神着童居之
,

其音 常 如钟磐
。 ”

郭《注》 :

“

省童
,

老童
,

撷项之子
。 ”

按《说文》老部
: “

睿
,

老也
,

从老省
,

旨声
。 ”

这字老义而 旨声
,

故去掉声符即是老字
。

郭璞以为即老童
,

按 《大荒西经》云
:

“
有摇山

,

其上有人
,

号日太子长琴
。

撷项生老童
; 老童 生祝 融

; 祝融生太

子长琴
,

是处摇 山
,

始作乐风
。 ”

老童的孙太子长琴是
“

始作乐风
”
的

,

这里魏 山的神脊童也是
“

其音常如钟馨
” ,

可见这

一家是音乐世家
。

晋裕康《琴赋》用了这个故事入文
,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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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舒放而远览
,

接轩辕之遗音
。

慕老童于魏隅
,

钦泰容之高吟
。 ” ①

他就直称魏山之神为老童了
。

提到老童和祝融还有更重大的事
。

《大荒西经 》道
:

“

大荒之中
,

有山名日 日月山
,

天枢也
。

… …撷顶生老童 ; 老童生重及黎
。

帝

令重献上天
,

令黎印下地
。

下地是生噎
,

处于西极
,

以行 日月星辰之行次
。 ”

撷项为黄帝孙
,

则照这里所说
,

重和黎为黄帝四世孙
,

噎为五世孙
。

自从共工与撷顶

争为帝
,

碰折了天柱
,

日月星辰都移到西北
,

经重
、

黎上夭下地
,

把宇宙重新整理了

一下
:

黎子噎又住在西极
,

使 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次舍上 了轨道
:

这岂非天上人间最

伟大的工作
。

但《海内经》里有一段
,

与此颇有异同
,

文云
:

“

炎帝之妻—
赤水之子听认—

生炎居
。

炎 居 生 节拉
。

节兹生戏器
。

戏器

生祝融
。

祝融降处于江水
,

生共工
。

共工生术器
,

术器首方颠
,

是复土壤
,

以处

江水
,

生共工
。

共工生后土
。

后土生噎鸣
。

噎鸣生岁十有二
。 ”

这位噎鸣无疑即是噎
,

不但 名噎相同
,

而且 日月星辰的运行为的是成岁
,

这里也说他

生了十二个岁
。

岁星 (即木星 ) 十二年一周天
,

《尔雅
·

释天 》记出它所在十二次的名

字
:

“

太岁在寅日摄提格
,

在卯日卑阔
,

在辰 日执徐
,

在巳日大荒 落
,

在午 日敦

徉
,

在未 日协治
,

在申日诺滩
,

在酉日作噩
,

在戍日阉茂
,

在亥日 大渊献
,

在子

日困敦
,

在丑曰 赤奋若
。 ”

《淮南
·

天文》及《史记
·

天官书 》说的也都同
。

可见噎鸣生十二岁
,

与羲和生十 日
、

常

仪生十二月一样
,

都是定出一个 自然界的秩序来
。

不过在《大荒西经 》里
,

祝融和噎均

归入黄帝一系
,

而到了《海内经》 ,

祝融竟变成炎帝的四世孙
、

噎鸣也成了炎帝的七世

孙
。

这家谱的改变
,

恐怕含有不同种族的抢夺祖先的要求吧 ? 又《大荒西经》云
:

“

有互人之国
,

人面
,

鱼身
。

炎帝之孙名 日 灵忽
。

灵忽生互人
,

是能上下于

天
。 ” ②

这事和重上天黎下地有些相像
,

又伺为炎帝子孙
,

不知道是不是一件事
。

祝融和重
、

黎
,

经典的材料很多
,

早成为经学里的一个重大问题
。

这文中不便细

说
,

只粗略地介绍一下 先谈他们的世系
。

《大戴
·

帝系》云
:

“

撷项娶于滕陛氏
,

滕隆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
,

产老童
。

老童娶于竭水氏
,

竭

水氏之子谓之高纲氏
,

产重 黎及吴回
。

吴回氏产陆终
。

陆终氏娶于鬼方氏
,

鬼

方氏之妹谓之女除氏
,

产六 子
,

孕而不粥
,

三年启其左胁
,

六人出焉
。 ”

这六子即是彭
、

郊
、

邻
.

楚等国的祖先
。

《史记
·

楚世家》说
:

“

楚之先祖出自帝颧项高阳
。

~
·

…高阳生称
。

称生卷章
。

卷章 生 重 黎
。

重黎

① 《文选》卷十八
。

②
“

互
”
即

“
氏

” ,

说见顾领刚
二《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

羌族》洲社会科学战线》一九

八 O 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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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帝髻高辛居火正
,

甚有功
,

能光融天下
,

帝答命日
`

祝融
, 。

共工氏作乱
,

帝髻

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

帝乃以庚寅 日诛重黎
,

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
,

复居火正为

祝融
。

吴回生陆终
。

陆终有子六人
,

诉剖而产焉
。 ”

拿这段文字比较《帝系》及《山海经》 ,

就可以看出不同的几点
:

( 1 )卷章这人
,

据 《集

解》引憔周说
,

即是老童的形讹
,

这说很对
。

《帝系》说撷项生老童
,

和 《大荒西经》一

样
,

而 《楚世家》则撷项老童之间别有称的一代
,

不知其何 自来
。

( 2 ) 《大荒西经》和《海

内经》都以祝融为人名
, 《楚世家》则以

“
祝融

”

为火正一官的徽号
。

( 3 ) 《大荒西经》以

重
、

黎为两人
, 《帝系》 中是一是二不可知

, 《楚世家》则定为一人
。

又《帝系》 和《楚世

家》都说重黎之弟为吴回
,

昊回这人亦见于《大荒西经》 ,

云
:

“

有人名日昊回
,

奇左〔是无右臂〕①
。

再谈他们 的事业
。

《 尚书
·

吕刑 》道
:

“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

报虐以威
,

遏绝苗民
,

无世在下
。

乃命 重
、

黎
飞

绝地

天通
,

周有降格
。 ”

关于这个故事
, 《国语

·

楚语》下解释云
:

“

九黎乱德
,

民神杂揉
,

不可方物 ; 夫人作享
,

家为巫史
。

… …辱享无度
,

民

神同位
。

… …撷硕受之
,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
,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

使复旧

常
,

无相侵读
,

是谓
`

绝地天通
, 。 ”

本来神有神职
,

民有人事
,

各应守其本分
; 后来下界人民受了过度求福心理的支配

,

家家设祭请神
,

刻刻作非分的要求
,

弄得神和人押成一体
,

不可分别
,

所以上帝作一

次断然的处置
,

命重
、

黎遏绝地和天的交通
,

回复原来的法度
。

南正
、

火正两名
,

王

先谦《汉书补注》引郭育熹说
,

讲得最好
:

“

太阳者南方
, ”

·

…南正者主明之义也
。

… …天用莫如日
:

人用莫如火
。

司天

属神者主日
; 司地属民者主火

。

南正向明以测 日
;
火正顺时以改火

。 ” ②

重
、

黎惯于上天下地
,

所以能绝地天通
; 《楚语 》 所说已是把神话变做历史以 后 的解

释
,

但这解释还是比较早的
。

《郑语》也说
:

“
夫黎为高辛氏火正

,

以淳耀敦大
,

天明地德
,

光照四海
,

故命之日
“
祝融

” ,

其功大矣! … …惟荆实有昭德
,

若周衰其必兴矣 ! ”

楚祖祝融
,

祝融有绝地天通和昭显天地光明的大功
,

所以子孙发达
。

作这个预言的人

还在秦未强盛的当儿
,

那时楚国最强
,

所以他断说楚必代周
,

想不到结果竟落了空
。

我们在这一节里
,

可以知道
,

楚国的祖先都是《山海经》里的西部人物
,

他们都具有其

神话的背景
。

“

又西三百五十里日夭山
。

多金玉
,

有青雄黄
。

英水出焉
,

而西南流 注 于 汤

① 毕校
,

此 四字为
“
奇左

”
的解释

,

非本文
。

② 《司马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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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

有神鸟
,

其状如黄囊
,

赤如丹火
,

六足四翼
,

浑敦无面 目
,

是识歌舞
,

实惟

帝江也
。 ”

天山之名见于《汉书
·

武帝纪》 ,

云
:

,’ ( 天汉二年 )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
,

与右贤王战于夭山
。 ”

颜师古注
:

“

即祁连山也
。

匈奴谓天为祁连
。 ”

可见祁连山是译音
,

天山是译义
,

都是一地
。

汤谷本是传说中太阳出来的地方
,

古籍

中常见
。

如《海外东经》云
:

“

黑齿国
,

· , ·

…下有汤谷
。

汤谷上有扶桑
,

十日所浴
。 ”

谈大荒东经 》也说
:

“

大荒之中
,

… …有谷 日温源谷
。

汤谷上有扶木
,
一 日方至

,

一日方出
,

皆戴

于乌
。 ”

楚辞
·

天问 》说
:

“

出自汤谷
,

次于蒙沤
,

白明及晦
,

所行几里?’’

又《大招》说
:

“

魂乎无东
,

汤谷寂寥只 ! ”

淮南
.

天文》也道
:

“

日出于汤谷
,

浴于咸池
,

拂于扶桑
,

是谓
`

晨明”
, 。

①

因为太阳是最热的
,

所以它所出的谷
,

取
“

沸沸汤汤
”

之义称为汤谷
。

它落入的谷
,

《尧

典 》称为
“

昧谷 ,’( 一本作
“

柳谷
” ,

柳从卯声
,

卯与昧同纽通假 )
,

《淮南
·

天文》称为
“
蒙

谷
” ,

这是因光线的昏暗而名的
。

其实落下的太阳本身还是滚烫
,

所以仍不妨称 为 汤

谷
。

这里说
“
英水… …西南流注于汤谷

” ,

即是表明这条河已接近 日落处了
。

亏得这里

一见
,

使我们知道 日出及日入之处都可以叫作汤谷的
。

天 山上有一个重要的故事
,

即是帝江
。

他称为帝
,

当然是上帝之一
。

他的样子是

六足 四翼的鸟
,

可见昆仑区中的上帝不必具备人形的
。

毕《注》云
:

“

江
,

读如鸿
。 ”

这就看出《左传》文公十八年一段话的由来
:

“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

.

掩义隐贼
,

好行凶德
,

丑类恶物
,

顽嚣不 友
,

是 与 比

周
,

天下之民谓之浑敦
。

这个
“

浑敦无面 目
”
而

“
识歌舞

”
的帝江

,

分明即是
“

天下之民谓之浑敦
”

的帝鸿氏之不才

子
。

这是很清楚的从神话变成的历史
。

贾遴
、

杜预都说
;

’

帝鸿
,

黄帝
” 。

实在
,

这位

帝江既住在黄帝的区域里
,

尽有可能是黄帝的一族
。

又《庄子
·

应帝王》云
:

①
_

见《史记
·

五帝本纪只索隐 》 。

今本作
“
肠谷

” ,

乃庸以后人依《尚书
·

尧典》 文改
,

实则《尧

典》文本亦作
“
汤谷、

.

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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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之帝为倏
,

北海之帝为忽
,

中央之帝为浑沌
。

倏与忽时相遇于 浑 沌之

地
,

浑沌待之甚善
。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
,

日
: `

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
,

此独无

有
,

尝试凿之 ! ’

日凿一窍
。

七 日而浑沌死
。 ”

“
浑沌

” ,

即
“
浑敦

” 。

黄帝在五行学说上
,

因为土德黄
,

土居中央
,

所以为中央之帝
。

①

浑沌与黄帝一族
,

所以庄子也说他是
“
中央之帝

” 。

《山经 》只说他
“
无面目

”
而已

,

庄子

则进一步说他没有
“
七窍

” 。

可是
“

鹜颈虽短
,

续之则忧
” ,

他就牺牲在倏与忽的凿子下

面了 !

“
又西二百九十里日拗 山

。

神薄收居之
。

其上多婴短之玉
,

其阳多瑾瑜之玉
,

其阴多青雄黄
。

是 山也
,

西望 日之所入
,

其气员
,

神红光之所司也
。

西水行百里
,

至于翼望之山
,

无草木
,

多金玉
。

… …
”

以上昆仑区的西部
,

计有乐游
、

赢母
、

玉
、

轩辕
、

积石
、

长留
、

章获
、

阴
、

符惕
、

三

危
、

魏
、

天
、

坳
、

翼望十四山
,

途长四千二百三十里
,

比昆仑东部伸展了一倍多
。

方

向一直是正西
。

故事较东部为少
。

“
凡《西次三经 》 之首

,

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 山
,

凡二十三山
,

六千七百四十

四里
。

其神状皆羊身人面
。

其祠之礼
,

用一吉玉痊
,

精用樱米
。 ”

“

首
”
即篇

。

作者说这一篇里有
“
二十三山

” ,

实际只有二十二 山
,

大概他把乐游
、

赢母

间的流沙也误算进去了
。

他说
“
六千七百四十四里

” ,

实际只有六千六百四十里
,

如果

不是他算错
,

也许多出的一百零四里是穿过昆仑山座的行程
。

《海内西经》说
: “
昆仑之

虚方八百里
” ,

即是说它一面长二百里
。

《 山经》作者也许想得没有这么大
,

所以多算进

百余里也就够了 a
“

其神状皆羊身人面
” ,

或者即是牧羊的氏
、

羌的象征
。

篇中的神不

作这样
,

乃是举出几个特殊的
。

古时祭山或曰
“

旅
” ,

或日
“
望

” ,

或日
“
封

” ,

每一国都

有固定的祀典
。 “

吉玉
” ,

郭《注》 : “

玉加采色者也
” :

那时祭祀用璧
,

或沉于水
,

或埋

于地
。 “

精
” ,

毕《注》 : “

当为
`

婿
, 。

《说文 》云
: `

婿
,

祭具也
, 。 ”

这也可见《山海经》本是

一部巫师的书
,

所以它对于祭祀这般注重
。

《 山海经 》中的昆仑区业已叙述完毕
,

其中的故事确实恢奇可喜
,

宫网园囿更是极

其伟大
,

但昆仑究竟在什么地方
,

那可不容易断说
。

《西次三经》 中所见地名 已 有 五

十
,

加上他文所连及的便要近百
,

我们从这些地名里可以得出什么结果呢 ? 女魅居于赤

水的北面
,

使得那边雨量稀少
,

所以说昆仑在西北是不错的
。

但它究竟坐落在西北哪

里
,

甘肃呢
,

青海呢
,

新疆呢 ? 说甘肃也象
,

因为东北有伊克昭盟的沙漠
,

正北有阿

拉善旗的沙漠
,

这正是《山海经 》里的流沙
。

而且河水所经
,

也好作河伯冰夷的都城
。

张掖有弱水
,

玉门有黑水
,

岂不使祁连稳做了昆仑
。

说青海也象
,

因为黄河
、

长江现

① 见《礼记
·

月令 》及《史记
·

封禅书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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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证明发源在那边
,

而长江可能就是赤水
。

柴达木的一大片沮枷地区正可作
“
自全

山至于锤山
,

其间尽泽
”
的解释

。

至于积石一山
,

从来又都说在甘
、

青交界间的
。

说

新疆也象
,

没有地方比新疆出玉再多的了
,

而昆仑区中二十二 山
,

写明出玉的已有坐

山等十二山
,

尚有未写明的
,

例如锤山
, 《穆传》和《淮南》都说它是有名的出玉之地

,

甚至根泽里也出
,

昆仑的树上也生
。

沙漠又不少
,

白龙堆咧
,

塔里木大戈壁咧
,

都可

以指作流沙
。

所以拿现在的地理记载来看这昆仑区
,

甘肃
、

青海
、

新疆 三 省 都有 些

象
,

但都不能完全象
。

这真是古人传给我们的难题
,

教我们怎样去解答 ? 在这无可答

复中我们勉强作的答复
,

便是
:

昆仑区的地理和人物都是从西北传进来的
,

这些人物

是西北民族的想象力所构成
,

其地理则确实含有西北的实际背景
。

神话传说永远在变

化和发展中
,

从远西北传到近西北时已起了很多变化
,

从近西北传到内地时
,

近西北

的材料又加了进去了
。

《山海经》的作者只是把传到面前的神话传说作一次写定而已
,

至于材料的来源及其变化的次序他是不问的
。

〔本文责任编辑
:

田居俭〕

作 者 来 函 更 工E

拙著《试论基诺族农村公社的特点》 (见一九八一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三期 )一文中

有关基诺山区面积推算有误
。

现据一九八一年八月景洪县农办用求面积的仪器在 1 : 10

万地图上测量
,

基诺山区东西最长直径为 33 公里
,

南北为 28 公里
,

面积为 5 97 平方

公里
。

特予更正 !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王 军

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登载的《科学社会主义
,

还是农业社会主义》
,

其中的
“
总库容四

亿立方米
”

(第三四页 )
,

经查《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

应为
“
总库容四千亿立方米

” ,

这

是由于我的粗心造成的
。

建议更正
,

并向指出这一差错的范益民同志致谢全

辞 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