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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神降格论在神话学界颇为流行" 西王母作为女神世界无法回避的主角!历代被认为是降格女神" 但
从降格论者所持五个论据入手!对西王母神格之升降的分析可知!西王母在中国神话史上基本上是一位升格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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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的失落%在学术界几成定论& 西王母作
为女神世界无法回避的主角也被认为是降格女神&

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中早将西王母的演化分为
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西王母由$豹尾虎齿%发展
为$人王%和$吉神%(第二个时期是从$不死之药%

演化出$桃%(第三个时期是把西王母完全铺张成群
仙的领袖)A*A"( UA@(

& 这三个分期实际上正是西王母
升格的三个阶段& 后来学者虽多沿用茅盾之说#却
仍将西王母归于降格女神& 本文拟从降格论者所持
五个论据入手#对西王母神格之升降再作一番探讨&

降格论者观点之一!仙话是神话的"不肖之
子#$西王母在神话领域难以立足

龚维英先生在,女神的失落-一书中说道/$神
话从本质上说是积极的+向上的+也是乐观的+浪漫
的00仙话则完全异于是&%

)(*AF"但以他为代表的古
神话论者在谈及西王母时又不得不肯定其在仙话中
的形象#表现出自相矛盾的一面& 他以,穆天子传-

为仙话界碑#严格区分神话和仙话#给西王母的地位
带来不小影响/既然仙话是神话的$不肖之子%#那
么真正的西王母神话就应剥离仙话成分#西王母神
话也就只能囿于比较原始的记载/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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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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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
王母取食"

,!-!)@

%西王母&状如人!狗尾!蓬头戴胜!善啸!

居海水之涯"

!

金牙铁齿!西王母子"

,E-

据上所述#西王母的相貌'''$状如人% !而不
是人"+$人面虎身%+$蓬发戴胜%+$虎齿%+$有文%+

$白处%+$豹尾%或$狗尾%+$善啸%#完全是一个半
人半兽!更偏重于兽"的怪神#而其子$金牙铁齿%更
证明了她为$兽%的身份& 她的生长环境更为恶
劣'''$流沙之滨00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
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 她的居住方式是$穴处%#

明显为一穴居动物& 至于其职掌#这里只提到$司
天之厉及五残%#可知她是凶神无疑#这和她的相貌
及居所倒是相吻合的& 很明显#这几则神话的图腾
性质还很浓厚#西王母最多也只能算作是怪兽#不是

(E



女神& 仅仅囿于这些记载#西王母神话将被排除在
女神!甚至人格化神+性别神"神话之外而流于动物
神话& 然而#后世广为传颂的西王母绝不是这个仅
仅$司天之厉及五残%的西王母& 因此#如果剥离西
王母的仙话成分#西王母的形象也就在,山海经-中
被冻结了& 除开仙话#西王母就是一只怪兽#换言
之#西王母作为女神#一开始就是一个女仙& 其原
因#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齐之所以前有不死观
念# 后有神仙说# 当于其种族来源中求解
答&%

)"*A"E UA""齐人本为西方之羌族#西王母渊源正可
溯至古羌族)@*

& 而$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
垒#而忧其死不焚也%

)F**E*册#!FF

& 由此#我们也许可
以理解#为什么西王母神话极早就开始仙化#并最终
在仙话中完成了其真正的女神神格的塑造&

到了战国时期仙话色彩浓厚的,穆天子传-中#

先前还是怪兽的西王母就成了一个雍容典雅的女神
了#西王母作为女神的生涯也就正式开始& 晚些资
料记载了西王母与众多帝王的深情交往#大概正是
继承了,穆传-& 其他文献对西王母仙话的记载也
颇多#其中关于她掌不死之药的神话最为著名#这在
,淮南子.览冥-+,后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
,灵宪-+,初学记-卷一+ ,古小说钩沉-辑,玄中
记-+,太平御览-引,括地志-等中均有记载& 西王
母后来又演变为掌蟠桃的寿仙+吉神#成为家喻户晓
的王母娘娘&

可见#严格区分神话和仙话#固守狭义神话理
论#就会将在仙话中地位得到提升的部分女神'''

包括西王母'''排斥在神话范围外#从而给予西王
母以$降格%的评价& 对于仙话应纳入神话研究范
围的理由#袁珂先生论说甚详"

#此不赘述&

降格论者观点之二!西王母"嫁#给东王公独立
性丧失

王晓丽,寻找原初的女神-认为/$在道教的典
籍中#她!西王母"与东王公相配00其独立的地位
丧失了#在男性的世界里#她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出
现&%

)**无可否认#$婚姻的缔结往往标志着古老女
性独立神地位的沉沦%

)K*AKE

#因为给女神施以配偶使
得不少女神神职向配偶转移#最后黯淡并丧失了自
己的神格& 但是#随着女神生殖唯一性崇拜的破除#

后人根据一夫一妻制为神话传说中的女神配上男神
也是理所当然& 况且#配上一个男神与否#和女神独
立与否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对应& 女神的独立与

否#主要是看她的神格是否具有独立性#而不是有没
有配偶& 研究表明#西王母的神格不仅是独立于配
偶的#甚至配偶本身正是西王母的一个拙劣复写#其
附庸地位十分明显&

!一"东王公出现时西王母业已完成神格塑造
西王母信仰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至汉代

达到鼎盛& ,庄子-+,山海经-+,淮南子-+,史记-

等早期文献只言西王母#不言东王公& 东汉时期#东
王公才出现$

#其时西王母在民众中的印象早已根
深蒂固&

就东汉中期以前的艺术作品来看#我们可以窥
见西王母的独霸局面& 李凇在,论汉代艺术的西王
母形象-中就提到#东汉中期以前的画像中几乎只
有西王母)A)*!F

&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詹姆斯也说#

西王母是中国宗教中出现最早+位置最高的神#东王
公只是后起的配角)AA*E)

& 也许$这位东王公的神仙#

或者竟是为了配合西王母的存在而塑造出来也未可
知& 总之#汉代承认有东王公#但事迹却少得多#故
而在汉画像石!砖"上出现的频率不大&%

)A(*

关于东王公的文字记载也很少#多见受道教影
响的书籍#比如,真诰.甄命授-+,洞冥记-+,十洲
记-!,太平御览-卷八六三引#今本无"等书#记载也
极为简略#无甚神格描述& 托名葛洪所撰的,元始
上真众仙记-!附题,枕中书-"+唐末五代道士杜光
庭的,墉城集仙录-等书#尽管在排座次时#把东王
公放在了西王母之前#但是就其具体描述而言#东王
公却是徒具虚名#其间反而更能显出西王母地位的
提升& 尤其是杜书#以往有关西王母的传说+纪闻无
不罗列#对西王母神性+地位和职掌的叙述更加明
确& 相形之下#东王公就很尴尬#其塑造也多仿照西
王母#附庸地位十分明显&

!二"东王公在形象塑造上没形成自己的特点
东王公的形象塑造完全是仿照西王母& 不仅外

貌#神职亦然&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说/$东王
公只是西王母的一个镜像&%

)A!*A)*此说甚是&

例如,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八引,神异经-曰/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之#长一丈#头发皓
白#身人形而虎尾#与一玉女更投壶&%

)AE**K@册#EAE这里
的$大石室%+$头发皓白%+$身人形而虎尾%均是西
王母神话的构成要素& 关于$大石室%#,山海经-中
就言西王母$穴处%& $石室%之说他书也多见#比如
,论衡-卷第十九言汉得西王母石室#,搜神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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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勤?西王母神格升降之再探讨



言赤松子入西王母石室之事(关于$头发皓白%#,史
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大人赋-云/$吾乃今目睹西
王母皬然白首%

)A"*!)"@

(关于$身人形而虎尾%#,山海
经.大荒西经-言西王母/$有神'''人面虎身#有
文有尾#皆白'''处之&%

)!*E)F对比这些细节#可以看
出#东王公形象完全就是对西王母形象的复制& 不
仅此一处#他处皆然& 例如,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
七引,洞冥记-曰/$东王公00朝发汤泉夕饮虞渊#

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

)AE*K)A册#F(这正类似于日御羲
和+月御常羲#而西王母其实和羲和+常羲为一而三+

三而一的关系)A@*AF* UA*!

#由此可见东王公的塑造也
仍没逃出西王母的原型&

其实#这从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塑像也可以看出&

山东西沂南北寨出土的汉画像石刻中有二者的画
像)AF*

/墓门西侧支柱上#画有三张相连的几#一虎在
其间#端坐中间一几上的是西王母& 她背后生有一
对翅膀#头上横插一笄#笄两端是所谓的$胜%& 后
有两捣药羽人(与西王母相对的墓门东侧支柱上#也
有三张相连的几#一龙在其间#端坐中间一几之上的
是东王公#也有一对翅膀#其后也有捣药羽人& 东王
公的形象与西王母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只是根据其
面部有无胡须以及东西方位来加以区分& 可见#在
形象塑造上#东王公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完全是对
西王母部分特征的复写&

!三"再看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结合
,神异经.中荒经-曰/$昆仑之山有铜柱焉

00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
翼覆西王母00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
也&%

)A**第十三编#!F U!*汉初郭宪,洞冥记-也有类似的记
载& 汉代画像+石刻+壁画中也有大量西王母与东王
公的造型& 可见#汉代人已经把他们作为一对夫妇&

但是#与西王母深情交往的男神颇多#而东王公
只是后起的西王母配偶神之一& 传说中的古帝王黄
帝+尧+舜+禹+后稷+穆王+武王等#都与西王母有过
友好往来#有的还与西王母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演绎
出了生动的爱情故事& 比如#穆王+武王& 不仅如
此#在先秦两汉文献中#西王母的$帝王%形象也正
是通过她与男性帝王们的交往来刻画和实现的&

在这众多男神中#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资历尙浅
的东王公作为西王母的配偶呢%

1 也许#二者完全
是东汉中期以后抽象观念'''阴阳观念的一种代表
而已& 当原始状态进入了君臣有道+夫妻有别+长幼

有序的阶级社会#,周易-阴阳学说遂大行其道& 在
这种阴阳学说的影响下#也就出现了$祭日于东#祭
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 日出于东#月生于西#

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AK*AKEA UAKE(的
$礼%& 汉景帝以来#董仲舒始以阴阳五行之说敷合
儒学#学风为之一变#故,吴越春秋-遂有了$!越王"

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 立西郊以
祭阴#名曰西王母%

)()*A(K

& 西王母遂成为$阴%的象
征& 西王母是女性#属阴#当得一位属阳的男性来配
她#于是出现了,神异经.中荒经-中的男性神仙
$东王公%& 其云/$昆仑之山有铜柱焉#00上有大
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

背上小处无羽毛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
王公也#其柱铭曰/3有鸟希有#碌赤煌煌#不鸣自
食#左覆东王公#右覆西王母#王母既东#登之自通#

阴阳相须#唯会益工2%

)A**第十三编#!F U!*

& 这里的东王
公与西王母俨然已是一对夫妻#他们$阴阳相须#唯
会益工%& 西王母神话的伉俪化正是阴阳学说理论
在神话传说中之表现&

随着玉皇大帝的兴起#东王公逐渐被冷落#所以
至今民众多知玉帝而鲜知东王公& 尽管有人说#东
王公就是穆王的演变)(A*(@A U(@(

#$玉皇%就是东王公
的一个号)((*

#但是#东王公毕竟是在典籍资料中作
为西王母的正式配偶而提出的#理应与其他男神加
以区分& 然而#不仅东王公相对于很多与西王母交
往的男神来说相当晚起#也无法在形象上构成一种
超越#所以尽管后来在道教中有所渲染#但这仍然不
能改变东王公的尴尬处境&

总而言之#降格论者所谓的西王母嫁给东王公
独立性丧失的论调是有偏颇的& 东王公的出场远没
有给西王母的独立构成威胁#他的出现尽管反映了
某些方面性质的改变#比如反映了汉朝的日月崇拜
观念#一系列二元范畴的构造等等#但就二者的关系
来讲完全是生硬的拼凑#况且东王公一直无甚神职
可言& 不是西王母嫁给东王公独立性丧失#反而是
东王公一直处于西王母的影响下很难升格&

降格论者观点之三!西王母"恶#的一面在后世
得到削弱$"大母神#地位丧失

!一"$大母神%不是$全能神%

近年来中国神话学界受西方神话学影响#爱使
用$大母神%+$大女神% !并认为就是$全能神%"等
字眼来描述中国女神#尤其爱引用德国神话学者诺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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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的观点& 但是诺伊曼所谓的$大母神%只是一
个抽象图式#不能简单套用于某一位具体的女神#包
括西王母& 因此#西王母不是$大母神%& 诺伊曼的
$大母神%也不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全能神%

&

& 远
古女神以生殖为神格中心& 人们由女性生子#推知
女神能生产出其他任何东西& 尽管他们动辄祷祀
神#比如采集+狩猎+丰收+婚庆等都要祷祀女神#但
是绝不会明确分辨出$采集女神%+$狩猎女神%+$丰
收女神%和$婚姻女神%#在他们看来#女神之所以能
够佑助采集+狩猎+丰收+婚姻#是因为她们与生殖相
关& 可见#在生殖崇拜盛行的女神崇拜阶段#不会产
生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全能神%& 因此#把西王母定
格为$大母神%#再把$大母神%等为$全能神%本身
就是不准确的&

诺伊曼又说/$!大母神"具有三种形式/善良
的+恐怖的+既善又恶的母神&%

)(!*((这给我们指出
了#远古时期的女神不像后世产生的女神那样要么
$善%#要么$恶%#而是常常集$善%+$恶%为一体的&

远古女神西王母身上自然也有诸多$恶%的成分!集
$善%+ $恶%方面的神格于一体并非就是$全能
神%"& 可贵的是#相对于其他神祗而言#西王母神
格中$恶%的一面保存得较多一些&

!二"西王母始终是$善%与$恶%的统一
西王母最初以兽形神出现#为凶神& 秦汉以来#

西王母成为吉神+古帝王+寿星+女仙& 其司职逐渐
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镜铭文中对西王母有
求长生的#有求平安的#有求保富贵的#有求多子的
00应有尽有& 但是另一方面#西王母最初$恶%的
一面在她的神格中不时显现&

AC西王母兽形原貌保存到比较晚的时候
众所周知#,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原始兽形十分

凶恶& 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中仙化以后的西王
母身上还有一些兽形遗迹& 按郭璞注,山海经.西
山经-引,穆天子传-#西王母再为天子吟曰/$徂彼
西土#爰居其所#虎豹为群#乌鹊与处#嘉命不迁#我
为帝女00%

)(E*这里西王母的原始形态还未蜕尽&

至汉#西王母的原始形态依然有所保留& 例如相如
,大人赋-云/$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 载胜
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 必长生若此而不
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A"*!)"@在更后的造型中#

仍能看出西王母的兽形遗留& 比如#在汉以来的西
王母画像中总会出现很多动物/蟾蜍+兔子+九尾狐+

青鸟!或三足乌"+老虎!常作为西王母坐骑"

'等&

除了这些常见的动物#西王母周围还有很多其他动
物/各种禽鸟!主要是凤凰"#走兽!有龙+虎+马+鹿+

龟+海螺等"#还有各种人首兽!鸟"身+兽!鸟"首人
身的形象)("*

& 这显然是$虎豹为群#乌鹊与处%的变
相表达& 也许后人在逐渐美化与原始兽形的西王母
中间做了一个折中处理/将西王母的兽性+野性分解
给她的部署和周围的环境#这种美女与野兽的有机
结合逐渐发展为一种影响深远的艺术主题&

(C西王母在神格上始终保留了$恶%的一面
哀帝时#京师曾掀起一次$传行西王母筹%及

$祠西王母%的活动#这在正史中有记载& ,汉书.

哀帝纪-曰/$!建平"四年!公元前三年"春#大旱&

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 民
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
恐&%

)(@*!E(

,汉书.五行志-亦记此事/$哀帝建平四
年正月#民惊走#持槁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
筹& 00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 其夏#京师郡国
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
母&%

)(@*AEF@西王母能使人$号呼相惊恐%且以$歌舞%

讨好#其凶神神格表露无疑& 西王母还惩罚盗取灵
药的嫦娥#使她永居广寒月宫#并变为蟾蜍(

& 在汉
代的民间传说中#最为流传的还是她用金簪划出银
河#阻隔牛郎织女之间爱情的神话以及拆散七仙女
和董永的神话传说& 到东汉时#,古诗十九首-中的
,迢迢牵牛星-极力描写了牛郎织女的相思之苦#而
对于阻隔牛郎织女之间爱情的西王母则是谴责的&

后来西王母的这个专制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
了进一步发展&

可见#西王母$恶%的一面相对与其他古老神祗
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和发挥& 这可能是缘
于她最初的神格$司天之厉及五残%#也可能和她居
住的昆仑山有关)

&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西王母
是一个集$善%与$恶%为一体的女神& 她既是$司天
之厉及五残%的凶神#又是掌不死之药的吉神(她既
是$虎齿%+$豹尾%+$虎豹为群#鸟鹊与处%的怪兽
又是一位$容颜绝世%的美女(她既是和穆王和唱言
欢#令其$乐之忘归%的红颜知己#又是授符作战的
巾帼英雄(她既是永隔牛郎织女的始作俑者#又是广
大人民祈求婚姻幸福的守护神& 她集兽性+神性+人
性于一体#汇天神+人王于一身#其形象的多变和神
格之全能与女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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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王母$恶%的一面丧失是只重古籍造成
的偏见#与我们将要谈到的西王母美女化神格得以
提升并不矛盾& 因为#这些$恶%的神格基本上不是
后世的附会#而是其原初神格的保留或异化& 我们
上面的讨论意在说明#即便是降格论者以西王母
$恶%的一面丧失来说明她降格也是没有充足依据
的#因为她的$恶%的一面相对于其他古老神祗来说
保留得更多& 自然#随着文明的演进#西王母的原始
性会逐渐减少& 当后世善+恶观念产生和明确之后#

人们总是会把美好的东西附会给受推崇的神#而他
们恶的一面往往被忽略& 只有那些受到贬抑的神灵
才被塑造成恶的或者丑的#而那些受到推崇的神灵
则往往被塑造成美的或者善的& 这不仅仅是女神领
域的特点#也是整个神话领域的特点& 可见#从某种
程度上说#西王母的美女化正表明了神格的提升&

于此#我们从以下的分析中似乎可以看出个大概&

降格论者观点之四!西王母美女化神格降低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西王母在发展演变过程中#

其外貌的变化尤为引人注意& 细查,山海经-中所
述之西王母形象#已有着微妙变化& 如前所列,海
内北经-的描述#其原始形象已被渐渐隐去& 这虽
然可能是西汉晚期人们的续貂之作#但也正反映了
人们的需要& 其后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成了一
个雍容典雅的女神& 而在,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
俨然一位绝世美女/$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
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F*A)E(册#(K)从动物神到
$容颜绝世%的女神的转变#拿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
看固然是由丑到美的转化#但在远古人未必如此&

兽形的西王母在神话的特定阶段'''倘若具有保护
性质'''必然是美的& 然而即便其兽形外貌的剥落
!美女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具有威慑力的一面减
少#我们仍不能武断地说西王母的神格降低了&

美是被人们在社会实践和现实事物中所发现和
认知的& 在人类产生以前#山川湖海#日月星辰虽然
早已存在#却无所谓美丑& 人类诞生之初#异己的自
然对原始人来说#更多的是神秘和恐怖#这时人同大
自然也不可能构成审美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人类从畏惧自然#逐渐开始适应自然+征服自然#并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劳动创造中#人们开始发现和
认识了自然界的$美%的事物#产生了美的观念& 当
$美%独立于实用产生之后#就被奉献给神& 远古的
$尸女%要$媚%于人#$媚%的手段不仅有性#还应该

有外表的美好& 我们从宋玉,神女赋-+,高唐赋-中
对巫山神女的描写可以看出巫山神女具有神圣+淫
欲+美丽三个特性& 在古代巴比伦和西亚地区#神庙
圣妓也总要貌美的少女充当&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这位女神始终是一个未婚的和色情的对象#有
无数的情人00能够激起所有男性的激情和本
能%

)(**!KA

& 既然如此#那么侍奉这位女神的圣妓们
也应具有这样的特点&

可见#$美%不仅是一种愉悦人的品质#也是愉
悦神的品质& 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认识去猜度神& 既
然$美%具备好的属性#受到推崇的女神也该拥有这
种属性#所以神也是美的& 因此#$美%是神圣的&

我们今天说的$天仙%本也就是$美%的意思& 所以#

美女化不一定是鉴赏化+愉悦化+玩弄化#也有神圣
不可亵渎的意思& 只有当不再信仰其为神的时候#

即只有当女神降格为女人的时候#她的被亵渎才会
成为可能& 我们从,封神演义-中商纣仅仅题了一
首爱慕女娲的诗词就惨遭灭国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
出美丽的女神是容不得丝毫亵渎的*

&

另外#在人民大众那里#把$善%的神基本上塑
造为$美%的#善就是美& 所以#当他们极力推崇对
他们有好处的女神时#就把她们塑造得比较美#反之
则塑造得比较丑& 比如#像嫦娥+洛神+巫山神女等
就被塑造得很美#而女魃等就被塑造得极丑& 所以#

从一个女神的被美化的程度#也可以看出她被推崇
的程度& 西王母被美化的历程#正是她升格的历程&

上面讲到的是$美%具有$保护性%的一面#除此
之外#$美%也具有$破坏性%的一面& 但是这种$破
坏性%的一面主要是针对凡间女性的美#而不是针
对女神的美而言的& 女神可以是美的#越美越高尚#

越美越是受到推崇的体现#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也得以提高& 女神世界#是
观念世界#可以寄托人们所有敢想的东西#但在现实
生活中就不一样& 这从高禖女神野合而子#房中女
神一度兴盛#巫山神女自荐枕席#女歧不夫而九子#

大禹淫荡#纯狐妻三男#山鬼思情人而人间却要男女
恪守伦理道德可见一斑& 这种$破坏性%的一面的
产生也是源于对$美%的神圣性认识& 基于这种神
圣性#$美%就具有了一种很大的破坏性力量#甚至
可以毁灭一个国家& 这或许正是三代妖姬神话故事
兴起的缘由& 妺嬉+妲己+褒姒本是现实中的女性#

随着父权社会对$女性干政%的极端排斥#舆论又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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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破坏性力量施诸其身#于是亡国就是她们的
$妖术%使然& $妖姬亡国%的神话故事产生得比较
晚近#被父权社会政治力量利用较多&

可见#西王母美女化#神格并没有降低#反而是
升高& 西王母形象的发展变化源于人们审美观念的
进步& 理想中的人物与美应该是高度统一的& 西王
母既然是人们心目中的全能神#在形象上自然也应
该是集各种美于一身的&

降格论者观点之五!西王母世俗化神格降低
我在,女娲降格辨-一文中已经对这个问题有

过比较详细的探讨& 其实#几乎所有古代神祗在后
来都会更多保留于民间#不单单是女神& 受到推崇
的神灵势必会影响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 有人提出
这已经走向了一种趣味化#$神圣性%已经降低以至
于消失& 诚然#神话逐渐融合在文学+艺术等诸多领
域#成为区别于远古信仰的一种精神食粮& 但是#由
于宇宙的神秘性对于渺小个人的无限永恒性#众多
有神论者+宗教信徒的存在#使得神话不可能完全趣
味化+故事化#以至于完全丧失神圣性& 新的神话还
在不断产生#神话的本质没有变'''对于未知的渴
求和解释& 受到官方和民间一致推崇的西王母#我
们自然不能回避部分神话已经鉴赏化+趣味化+神圣
性降低甚至消失#但是#更多的神话则仍然表现的是
人们对于这位女神的真切信仰和崇拜&

西王母神格众多#明确提出的大概有这些/创世
神+

#始祖神!或先妣)"*AA@

+$大母神%+生育神"#女
仙#女巫!或巫医+祭师"#古帝王#月神!丁山+丁谦+

凌纯生+杜而未+何新等均持这种看法"#寿神!或掌
长生不老的吉神"#凶神!或刑神+死神"#雨神#喜神
等等& 不仅如此#在民间西王母还得以全能化& 在

人民群众那里#西王母成为了消灾驱邪去病的庇佑
神#这从汉代铜镜文饰中可见一斑& 在这些地方#西
王母各种神格无不具备/吉神+福神+财神+送子神+

平安神等& 人们把她推到极高的位置#不少神灵遂
成了她的属神#包括女娲+伏羲,-.

+羲和,-/等& 由于她
是掌不死之药的吉神#很多表示吉祥+长寿的事物也
被囊括进她的神话体系#比如#昆仑山+不死树+不死
草+月+白兔+蟾蜍+三足乌+九尾狐+鹿等& 西王母的
神格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同时#神话作为一种
大众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我们从众多的西王
母神话中看到的无不是人类自古迄今一直追求的那
种生命永恒+子孙繁息+富贵千秋的人生主题&

以上我们从降格论者所持五个论据入手#对西
王母神格之升降再作了一番探讨& 我们的结论是/

西王母在中国神话史上基本上是一位升格女神#而
不是降格论者所谓的降格女神& 从,山海经-中$司
天之厉及五残%的西王母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的
推崇以及道教的宣导#地位达到极盛& 唐宋前后#许
多外来神泊来中国#西王母信仰稍有冷淡& 明清时
期#西王母信仰又有所兴盛& 目前国内遗留的大多
数西王母庙宇即是这一时期的残存& 今天#西王母
信仰主要存在于海外华人中间#在台湾据说有百万
之众& 在国内#据笔者了解#甘肃径川民间对西王母
至今保存着特别的崇拜心理#有许多关于西王母的
当地传说与重要遗存& 不仅如此#西王母神话逐渐
囊括进蟠桃会+后羿+七仙女+七夕节+乞巧节+昆仑
山+瑶池等神话要素以及前面提及的大量仙境动植
物和自然物#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群落%&

注释!

!

,庄子-卷三释文引,山海经-#文渊阁四库本#台湾/商务印书馆#AK*!年&

"参见袁珂/,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一文!,社会科学战线-AK*(年第E期+,民间文学论坛-AK*!年第(期"& 后又载
入,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序-!上海辞书出版社AK*"年@月版"#个别词句有改动& 又见袁珂/,再论广义神话-#,民间文学
论坛-#AK*E年第!期&

$东王公在文献中的最早出现是在汉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中#但玄珠说此书/$模仿,山海经-00是后起的文人!笔者
按/魏晋南北朝人"作品#在民间传说上没有根据#所以就不能和西王母一般有了许多的增饰&%!参见茅盾/,神话研究-#天
津/百花文艺出版社#AK*A年#第A"F页&"东王公在汉代画像中出现也是至少在东汉中期以后& 中国历史博物馆信立祥认
为东王公大概产生于东汉章帝+和帝之间!公元F@ UA)"年"!参信立祥,论汉代的目上祠堂及其画像-#收入南阳汉代画像
石学术讨论办公室编的,汉代画像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AK*F年#第AK*页"&

%这种玉皇配王母似是而非的对偶关系虽然不见于古籍资料遗存#但在民间却形成了俗定观念&

&

!德"诺伊曼著#李以红译/,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AK**年& 又见本人学位论文,女神降格辨-第一章第二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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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将原始$大母神%作为基点的观点-&

'四川汉画中的西王母大都乘坐在一种$龙虎坐%上& 参见高文编著,四川汉代画像石-!巴蜀书社#AK*F年版"及,四川汉代
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AK*F年版"两书&

(嫦娥变蟾蜍一事参见,艺文类聚-卷一引张衡,灵宪-&

)朱芳圃,西王母考-和萧兵,神话昆仑及其原型-及,昆仑神水考-中都以大量的资料论证了昆仑山上既有天堂也有地狱&

*

!明"许仲琳编,封神演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AKF!年#第一回#第"页& 此诗为/$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
样妆& 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 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骋媚妆& 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侍君王&%

+四川省羌族的神话传说讲#远古时期#王母娘娘!羌语$红满西%"跟天爷!羌语$阿补曲格%"商量造天地#王母娘娘打开黑鸡
蛋放出一个大鳖#用它的四条腿撑住了天& 接着#王母娘娘又用羊角花枝枝造了好多的人&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文化局/,羌族故事集-#AK*K年铅印本&"这位王母娘娘与女娲几乎一模一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创世神&

,-.微山西城小祠堂画像中#西王母左右侍者分别为一男一女& 专家考证为伏羲+女娲& 在陇东的民间传说中#也有西王母炼
丹#一万八千年后炼出伏羲和女娲的神话&

,-/郑州画像砖中就有羲和手捧具有不死神性的三足乌立于西王母身旁的形象& 参,郑州画像砖-图AE!#河南美术出版社#

AK**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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