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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海经》是先秦重要古籍，内容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神

话中最古老的一本奇书。本文将从女神的角度切入，剖析其产生的成因、

特征和意义，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山海经》内涵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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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孱弱而无知，

对于种种自然现象，先民们无法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于是在
对自然的崇拜和好奇催使下出现了神话。由此可见，神话的最终
指向仍然是现实。神话的产生正是基于先民的原始信仰观念，女
神神话的出现也同样源于此。书中关于女性神的记载大约有十几
处，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根据身份地位，通常将她们分成母
性神和女儿神两大类，下面将分别陈述。 

一、“女神”的缘起 
《山海经》中的原始信仰通常分为三个阶段：自然信仰、图

腾信仰和祖先信仰。这三个阶段都与女性密切相关，但是自然神
的产生并不代表着女神的产生，其主要形态为“兽”型。先民将
自然界的动物神话为“兽”型神加以崇敬，是古代神话发展的最
初阶段。在这个阶段，女神形象还未真正出现。不过，自然神和
图腾神从被创造伊始，便带有繁衍生息的强烈期望，其本质与女
性生殖相契合，因此说这两个阶段也与女神密切相关，是先民生
殖崇拜的最初体现。 

从动植物的图腾崇拜，到半人半兽逐渐符号化的崇拜，再到
人型神的崇拜，古代神话发展到最高阶段，“神”以“人”的姿
态被创造出，代表着人类自我认知一步步觉醒，“女神”在这阶
段开始以人型人格神出现。 

二、“母性神”的特征及文化意蕴 
母性神是具有“母”的身份或名号，其司职与生命或是生殖

相关的女神。母性神是上古女神中数量最多、神格最高的神，总
体特点是都为母亲身份，都与生殖挂钩，且神格和能力都较高。
《山海经》中的母性神有很多，诸如女娲、羲和、嫘祖等。 

古人相信神力是可以通过生殖而发生转移的，而生殖的本质
就是图腾进入母体。这种图腾对女性感应造就成新生命的神话，
就被称为“感生神话”。钟宗宪说对此有描述：“感生神话意指着
有关于‘感应’而‘孕生’的神话，通常以处女生子的非常现象
来凸显所生子女的神圣性”。 

追溯中国古代感生神话，我们就会了解到一个重母不重父的
古代文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给予者，原始人起初认为女性生产
繁殖是独立完成的，因此男性生殖角色被有意弱化，生殖崇拜一
度流行。女性在部落中有着较高地位，进而出现拥有生殖能力的
女性神灵。 

三、“女儿神”的特征及文化意蕴 

上古女神中与“母性神”相对的是“女儿神”，女儿神与母
性神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是否与生殖挂钩，然而她们之间并没有严
格界限，“女儿”和“母亲”可以说都是女性生命中必经的两个
阶段。《山海经》中女儿神通常以“帝女”身份出现。 

她们身上也具有某些共同特点。都为天帝之女，但大多神格
不高，拥有某种神力，如女尸化葵草能“媚”人等。另一个共同
特点是都由神界下降至凡界，比较直观的是女娃“溺而不返”。
同时，女尸化葵草供人食用，与凡界之人产生关联，表现出与人
关系的亲近。女儿神的地位也可见一斑。 

人类认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的远古时
代逐渐步入男权社会，女性成为附属品，逐渐失去自主权，女儿
神神格的降低究其原因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导致的女
性地位的下降。 

四、女神的演变 
后世神女范围逐渐扩大，除了早期出现在《山海经》中的女

娲、帝之二女等，又先后有巫山神女、山鬼、褒姒……与女儿神
相对照，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继承关系，母性神的生殖功能则被
逐渐消解。女神的演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女神神力发生变化。后世女神不再局限于继承转移神
力，或天生神力，如织女、玄女；或为异物所化，如龙涎化成的
褒拟；或妖、人修炼成仙，如刘三姐。这些女神都具有某些共同
特征，大多年轻貌美，拥有追求自由的独立人格，且爱“媚”于
人。她们有善有恶，神力也有大有小。 

第二，女神活动范围扩大。随着神界“三分”说法的出现，
这些“女神”们从原来天上人间的活动范围转而扩大到天界、凡
界和冥界。于是女神不再只是拥有神力、在神界的女子，而开始
以女鬼、女妖的身份出现在后来的神话传说中。常见如《封神演
义》中一女祸国的狐狸精苏妲己。 

第三，母性神和女儿神趋于融合。民间兴起造神运动，所造
之神有古老的神，也有民间故事里的新神。新女神在成神之前，
常常伴随异象，充当天界及人界的沟通桥梁，即女巫。成神之后，
不管主要所司何种职责，都无一例外带有送子功能。如沿海一带
所尊崇的妈祖，传言她“生而神灵，能预言人祸福，矢心履救”
[5]。南宋以后，先后被封为夫人、天妃乃至天后，并兼有送子娘
娘的身份。女儿神和母性神在新神身上得到了统一，这是生殖崇
拜发展到后世的演变。 

《山海经》是我国古典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尽管我们
已经从原始社会的无知走进了现代文明，但剖开时代的外衣，其
内核仍然沾染着先民原始的信仰文化，这些古老的观念因素延绵
不绝地渗透进历史的长河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是
缔结现代与古代的精神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