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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神话记录着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记录着人类原始状态下改造自然的真实状态。因为不同民族的种族类

型不同，其民族思维方式、心理方式以及受到的影响也会不同，因此这也就造成了不同民族之间价值观念

和文化观念的有所不同。因此,神话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区域性，本文通过古希腊与北方三少民族神话的比
较，折射出两种文明对现代生态文明的影响，倡导人类在思想上提高保护濒危文化物种的认识，实现人与

自然的真正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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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作为希腊文化发展中最伟大的成就，不仅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甚至对全球人类都有

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希腊神话所阐释出来的一个个故事，

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人性道理，从而给人的思想和价值方面

进行了有效的引导，也为西方社会的理论和道德建立奠定

了有效的基础。在中国北方三少民族的神话故事中，从自

然到现象，再到力量，都将一切事物赋予了人格、神格，

甚至最后趋向于理论化，成为了所信仰的神。他们相信万

物有灵，灵魂不死的萨满教思想随之而形成。于是在面临

困难与挑战时，他们把命运交给了萨满，希望通过祈求可

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两种神话的历史渊源不同，所反映

的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现世中的环保观念，

倡导人类和自然界和谐相处。 

1  人类源于自然，敬畏自然 

虽然说，古希腊神话和中国北方三少民族神话产生的

时间是不同的，但是都起源于远古时期，而且都是从根本

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幻想，从而创造出来的神话故事，也

表明了当时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尊重之心。关于人类

的起源，古希腊神话和中国北方三少民族都认为：人是用

泥和土做成的，不同的是希腊神话里的人是由神捏制后，

女神雅典娜吹了一口气，人便活动起来了；而北方三少民

族神话中是这样记录的，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神仙从天

上下凡后便开始创造人类，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捏

人”。当人一旦出汗之后，若是摩擦自己的身体，便会产

生一些泥垢，这是因为神仙是用泥造人的原因；当神仙捏

好人之后，便将泥人摆放在地面上，女性是盘腿的坐姿，

男性是屈膝的动作，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当今男性的膝盖骨

容易发凉，而女性的下腿部位则容易受寒的原因了。继续

北方三少民族神话故事的讲述，当有一天，天上突显了很

多乌云后，神仙便知道在不久之后便会有大雨来临，于是

便急忙收拾地上所摆放的泥人，结果却导致了还有些泥人

断手或断交，有的出现了耳朵损伤和眼睛损伤等情况，因

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人类会有五官残疾的原因了。古希

腊神话和北方三少民族神话对于人的由来都有相同的说

法，即都来源于自然，并将社会、人类和自然相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进行全面的认知。古希腊神话是西

方文化的主导，也是远古文化发展的源头，而北方三少民

族神话则代表了生态文化，两者神话虽然有相同性，但是

仍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本质上都强调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

紧密关系。 
在古希腊和北方三少民族神话中，亵渎自然将会受到

大自然的惩罚。在古希腊神话中，将最为强大的神灵——

盖娅比作了地球，从根本上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的一种敬畏

之心和感恩之心。中国北方三少民族的神话里也体现了对

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三少民族自古崇尚“长生天”，称它

为“腾格日”，这是因为古代的三少民族对天和天象产生

的神秘感、恐惧感、敬畏感，从而相信有超自然的能力存

在。在达斡尔神话《天为什么下雨降雪》中，“腾格日”

为了改变人类懒惰的坏习惯，就不再从天上给人类下油和

白面，只下雨和雪，这就是下雨和下雪的原因。 
达斡尔民族的山神名称为“白那查”或者“白那恰”，

刻在参天古树的树干上，是一位慈祥的男性长者。山神被

认为是“狩猎神”，是游猎民族信仰中地位最显著的一位

神灵，这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关。茫茫森林，有各种凶恶

的猛兽出现，使得人们出猎没有保障，于是想象山神可以

维护山林中的道德规范和秩序，冥冥中保佑人类，并赐给

勤劳勇敢的好人以平安和猎物。“每当人们遇到艰难险阻，

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山神白那查虔诚的祈祷，进山劳作的人

们在每次进餐前，都会向山神白那查行敬食献酒之礼，以

求平安和狩猎有利。”而且，在深林中出于对山神的尊敬，

不可大声喧哗，这样，被形象化为人形的庇护神成了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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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神灵。达斡尔神话《白那查》中的白那查，被猎人

作为山神来敬仰。“从前，七个达斡尔人上山狩猎，天快

黑了走到了河边，他们准备在那过夜。这时，来了一位白

胡须老头警告七人不可在那过夜。猎人们忙碌了一天又累

又困，没在意老人的话，钻进阿讷格（临时搭的帐篷）里

就睡了。临睡前，一个叫土瓦钦的小伙子想起了白须老人

的话，就离开了阿讷格，观察周围的动静。快到半夜时，

树林里窜出一个长胳膊，小脑袋，大眼睛，圆身子的老太

太，看到猎人们都睡着了，就用银丝网围着阿讷格，土瓦

钦看到这里就对准老太太开了一枪，老太太仓皇逃窜。当

土瓦钦来到阿讷格前看到阿讷格被罩在一层密密麻麻的

银丝网里，他用猎刀怎么也砍不断，就在这时，白须老人

又出现了，嘴里喷出一团火，烧断了银丝网，救出了猎人。

在这个时候得救的猎人提出要感谢老人，却突然发现老人

凭空不见了，根据传言知晓这可能就是白那查。从此，进

山狩猎的达斡尔人都敬仰白那查。在达斡尔人的心中，白

那查就是隐居深山密林助人为乐的山神。 

2  回归自然，重返与自然的和谐 

古希腊神话中，有讲述到绪任克斯等变形的故事，这实

际上就是植物回归大自然的一种表现。当代著名的鄂温克族

小说家乌热尔图在他的作品《呼伦贝尔笔记》中沉痛的写道：

“时值今日，森林民族没有哪个人不去怀念上个世纪 60年
代之前那挺拔的落叶松，秀美的白桦林。”如今的现代人置

身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大都市里，面对精神上和物质

上的压力，是否像神话中的神灵一样向往与大自然结合成为

一个整体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遭受到了极大

的破坏，对于我们来说，保护自然环境已经不容忽视，因此

人类应当重视自然环境，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决心和信心，

这样一来，在保护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寻求自然的自由，才能

够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下找回丢失的文明。 

3  古希腊神话和北方三少民族神话蕴藏的生态意
识对生活的意义 

通过对两种神话的比较分析，阐释了一个深刻的现实

道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

先，把经济活动与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

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古希腊神话中，对于造人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是用

河水、泥土来造人，其二是用石头来造人。这两种其实都

传达了一定的信号，那就是人类是与自然之间有严密的联

系，只有依赖于自然，人类才能够长存下去，也才能够具

备一定的力量。随着如今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现代人们的

心中，逐渐弱化了神灵的地位，而是将自然和人类完完全

全相对起来，通过侵略自然来实现人类的价值，因此必须

要重新建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摆正人类的地位显得

更加的重要。我们不得不再次为希腊神话所蕴含的历史穿

透力所叹服。三少民族中的达斡尔人相信，树是神灵所居

的圣所，因而也具有神性。《毛都雅德根和莫日根》中的

老榆树、杨树都有神性。神话中讲到小杨树的妈妈得了很

严重的病，小杨树非常着急，就急忙去请老榆树给它妈妈

治病。可是老榆树正在保护一位猎人，让他免受山中妖魔

鬼怪的迫害，所以不能去给大杨树看病。老榆树守护了猎

人一整夜，大杨树却病死了。不惜牺牲自己同类的性命，

而去保护人类的安全，这种神圣职责和崇高精神境界是达

斡尔神话传说赋予树神的。也就是说，达斡尔人不仅给自

然物种树赋予了神性色彩，而且还赋予了浓重的人性、伦

理性色彩。树神形象由此变得愈加高大、神奇。“鄂伦春

民族认为每一生物都有其自己的灵魂，对于鄂伦春人来

说，树木的灵魂更具有神圣性，因此更应该给予尊重和崇

敬，这种观念至今在鄂伦春人生活中还是很明显的。如在

特定的日子是禁止砍伐树木的，而且无论在何种时间更是

不能砍伐树木的幼苗，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在冒犯神

灵，所以当鄂伦春人一旦见到树木后，都会进行诚心的祈

祷，并在树木上挂上布条进行祈福。 
对于在北方的狩猎民族来说，水是人类生命的来源，

在神话故事当中，自然就出现了很多关于防止水污染的禁

忌和观念。如鄂温克民族很少见到有人向水中便溺或者向

水中吐唾沫、乱扔杂物等对水不敬的行为。古代的达斡尔

人禁止春夏两季在河中洗手，达斡尔人认为水是极为纯洁

的，严禁以任何方式污染它。在北方三少民族神话观念中，

火是一种神圣的物质，它代表着能给人类带来灾难，虽然

如此，也能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因此为了防止给人们

造成影响，在三少民族神话中描述了一套严格保存并管理

火苗的方法，以此避免火灾的发生。如鄂伦春族忌讳用木

棍乱捣火舌，人们认为这样做会捅瞎火神奶奶的眼睛。围

着火堆喝酒时，也得向火堆扔块肉和撒点酒，先敬火神。

实际上在受教育水平不是很高的三少民族，类似这种神话

所起的环境意识教育功能远远超过都市社会中《环境白皮

书》之类的书刊对城市人的环境意识所起的作用！它是用

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进行环境教育的民俗

手段。鄂伦春人搬家时，要将灰土轻轻埋在火堆上再慢慢

倒水，并祈祷火神，我们要搬家了，不要惊动您。这些看

似弄神弄鬼的做法，客观上起到防止因没有灭好火或者因

火苗乱飞而引起火灾的防灾功能。由于北方民族的生活是

以狩猎为主，因此这些民族大多数都生活在草原、森林的

地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大灾难就是

火灾了。因为一场大火足以使他们的生存环境恶化，所以

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鄂温克族的火神称为

“埃湿坎托戈”，是一位极老的驼背女神，两肩各有一个

装有木炭的小口袋，栖身在炉灶里，她是宇宙女主人的重

要助手。每逢萨满祭神，他们总要先拜这位女神，将她视

为一家之主，氏族之目，每个人灵魂的保护者。鄂温克人

还认为，火神具有去除邪恶的超自然力，因此以火清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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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凶神，以火清除猎具上的晦气。用火来净化自然环境，

以防止传染性疾病的大肆传播，也是有效维护自然环境的

有效措施和方法。 
北方三少民族神话故事中，体现出了超前的环保意识

和卫生观念，并且在客观上起到了防止环境污染、保护自

然物种的作用，如果我们在传统文化中重点去保护自然环

境和生态环境，就必须要找到合理的因素，从而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还应该看到，三少民

族神话中将自然生态环境过于理想化，不加区别地反对人

对自然的任何改造，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发展要

求，有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

取智慧，为我所用。 
通过古希腊神话和北方三少民族神话的比较，我们倡

导人类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在物质层

面上，我们要摒弃那种掠夺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创

造新的能源和技术形式，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精

神层面中，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建设一种尊

重自然、维护自然的有效文化，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类和

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两种神话的比较，呼吁人们能够发

扬古希腊精神，注重人的自身价值，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思想上保护濒危的文化物种，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

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领会我国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生态

文明的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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