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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议“女 娲 补 天 ”
刘 全

在八公山淮南子文化园 ， 有出自
《淮南子》的四大神话故事雕塑，女娲补
天就在其中。 每次驻足，都深思寻其意，
但往往不得要领，所谓神话 ，就是人们
想象的改变世界或改造自然的故事 。
《矛盾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以征
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
形象化；因而，随着自然力实际上被支
配，神话就消失了。 ”神话的魅力就在
于，给予人们无限的想象力 、丰富的感
染力 、浓厚的神奇力，为人们改变主观
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然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

《淮南子·览冥训 》：“往古之时 ，四
级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火
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
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断足以立四极，
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意
为很古的时候， 四方撑天的柱子倒塌，
九州大地裂缝开 ， 天不能全部覆盖大
地，地也不能遍载万物，大火蔓延而不
能熄灭，洪水爆发而控制不住 ，猛兽吞
食善良的人民，凶鸟捕食老弱之人。 在
这种天崩地裂的情况下，女娲熔炼五彩
石补缀天穹， 斩断巨龟之足作撑天支

柱，杀死黑龙以解救中原人民 ，积聚芦
灰堵塞平地涌出的大水。 女娲补天既是
神话故事，也是常见成语 ，最早的出处
于《淮南子》一书，这是人们改造自然的
精神寄托，也是形容人们改造天地的英
雄伟气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补天》演
化了女娲补天的故事， 神化了人们求仙
的欲望，造化了后人借神追仙的目的，巨
鳌走散睡觉， 仙山也跟着沉下，“方士寻
不到仙山，秦皇岛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
教寻， 也一样地没有影。 ”“所以直到现
在，总没有人看见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
外乎发现了若干野蛮岛。 ”事与愿违是人
生的常态， 求仙或做仙是人类的一种奢
望，任何神话故事，都是人们对自然界的
想象，既赞扬美好的一面，也规避不好的
一面，这是一切神话传说的神奇之处，也
是一切神话传说的魅力所在。

全国各处有多种女娲的传说，在敦
煌有明确的文字题记，西魏大统四五年
（公元 538、539 年）。 凿建莫高窟中的女
娲神仙画像位于第 328 窟。 在这幅壁画
中， 伏羲与女娲的上半身表现为人形，
而下半身则具有兽形特征。 具体来说，
伏羲的形象被描绘在一侧，他手中持有
矩（一种带有折角的尺子）和墨斗，身体
周围有一个圆轮， 圆轮内部装有金乌，
这代表着太阳。 另一侧的女娲则手持规
（一种用于绘制圆圈的工具），她的身体
周围同样环绕着圆轮，但圆轮内含有蟾
蜍，象征着月亮。 这些工具包括矩、墨斗
和规，都是木工常用的，它们可以用来
画出圆形、方形以及直线。 古人认为“天
圆地方”， 因此在这里圆和方的形象代
表了天地。 伏羲和女娲作为创世神，被
赋予了开天辟地的伟大使命，也是中华
民族对英雄人物精神崇拜的一种信仰。

神话故事不是虚构，虽然它充满夸
张和幻想， 表面上与现实相差甚远，但
本质上仍然是人与社会的真实反映，任
何神话故事都具有客观性和实体性，是
意志顽强战胜自然困难的故事。 因为具
有客观性，所以才有生命力 ；因为具有
实在性，所以才能代代相传。 女娲补天
神话故事蕴含着中国人民的民族信仰，
女娲补天神话一方面表达了中华民族
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无畏精神 ，另一
方面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克
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该从这个
意义认识女娲补天神话，为当代中国社
会发展进步增添动力。

女娲补天神话既然是 《淮南子》首
次记录，就说明这一神话故事与淮南地
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淮南人民有
着密不可分的文化联结。 神话传说是文
化传承的一种方式，神话故事的永久魅

力就在于为社会发展带来永久的动力，
也就是说要为淮南发展助力。 八公山是
女娲补天神话的原产地，也是女娲补天
故事的传承地，我们应该传播好这一神
话，更应该利用好这一故事的内涵。

荆州市打造的室内主题游乐项目
《女娲补天》提供了一个优秀案例。 借上
古天地崩塌，女娲为拯救苍生 ，炼成五
彩石用于补天为底蕴。 演绎出各方神魔
蠢蠢欲动， 欲将五彩石的灵力据为己
有，引发了一场“五彩石争夺战”。 以争
夺五彩石为切入点，设计出争夺战的水
神共工、火神祝融、炼狱黑龙、东海巨龟
等环节。 通过动感轨道车与 3D 影像的
结合，把神魔的攻击、山洞的崩塌、“创
世方舟”的跌落等画面，与轨道车的颠
簸晃动结合起来，模拟出了不同场景下
真实的动作反馈，让游客全程 “入戏 ”，
获得十足的沉浸感。

淮南是女娲补天神话的诞生地，八
公山既然是神话产出之地，就应该讲出
它的故事，为八公山注入神灵 ；既然八
公山是神仙成长之地 ， 就应该描绘出
我们的设想 ， 八公山紫金石就是女娲
补天遗用的五彩石 ， 紫金石的色彩让
人喜爱，五彩石的价值让人敬佩 ；我们
可以想象， 八公山升仙台就是龟背的
残存， 是灵龟的化身 ， 具有升天的功
能 ；我们可以描绘，八公山的飞鸟就是
黑龙的转世 ， 八公山森林是芦灰的再
生……

成仙 ，是中国人古老的梦想 ，八仙
过海、 各显神通是朴素辩证法的实证，
也是中华哲学思想的真实写照。 八公山
是刘安炼丹成仙的地方，也是神仙诞生
的地方，我们向往八公山 ，向往它的美
景，向往它的传说，向往它的神话，向往
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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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成立始末

朱多良

经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失败，
柏文蔚、高语罕等人与陈独秀时常交流
思想，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救中国、建共
和，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
始”， 于是掀起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
动。

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
动时期的“总司令”，是与寿县人的大力
支持分不开的。 自 1902 年以后，陈独秀
陆续结识了柏文蔚、高语罕、常恒芳、孙
毓筠、范传甲、薛哲、薛子祥、袁家声等
许多寿县籍仁人志士，他们在辛亥革命
前后，携手战斗。 柏文蔚 1912 年任安徽
都督后， 三次聘请陈独秀任秘书长，后
来又将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的住宅送
给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编辑部。

寿县党团组织的成立，高语罕是避
不开的。 高语罕是新文化运动的名将、
中共早期著名人物、安徽革命运动的领
袖，与陈独秀志同道合、相交相知 30 多
年， 在安徽近现代史乃至中国革命史、
文化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915 年 9 月， 陈独秀发动新文化
运动时，高语罕在《新青年》发表文章，
指明青年一代的任务与前途，号召青年
奋起救亡图存；他揭露德、日帝国主义
在山东的罪行，在爱国青年中引起强烈
共鸣，成为后来五四运动中全国各地青
年争相阅读的宣传材料。

1916 年秋， 高语罕应邀到芜湖任
教，他将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分发给
进步师生传阅，并定期组织讨论，交流
心得体会。 1918 年秋，高语罕倡议、支
持下成立 “安社”， 编辑出版 《自由之
花》，蒋光慈、李克农、钱杏邨（阿英）、赵
宗汉、胡苏明等人都是“安社”的成员，
以后分别走上革命道路 。 1918 年至
1920 年间 ，高语罕编写的 《白话书信 》
是安徽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
本。 1921 年春，他先后创办《芜湖学生
会旬刊》《芜湖》半月刊，宣传新文化、新
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和军阀统治。

高语罕不仅是安徽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 也是安徽现代教育改革的先驱
者。他创办了各类学校，最重要的是，他
亲自授课，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尤其
是他在的省立五中被称为“执安徽学运
‘牛耳’的学校”，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如曹渊、孙一中、曹鼎、李坦、崔筱斋、凌
霄等均为寿县人，他也被尊称为“青年
导师”。

1920 年春夏间， 高语罕成为陈独
秀在安徽建立党、 团组织的联系人，为
寿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从 1919 年到 1923 年，寿县在芜湖
读书的薛卓汉、曹渊、王培吾、徐梦秋、
曹广化、方运炽等，在高语罕的指导下，
毕业后，有的回到家乡，以小学教员身

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有的转入上海
大学继续读书。

1922 年春， 在寿县小甸集任教的
曹蕴真， 以在外地加入团的学生为骨
干，在小甸集成立了 SY（英文“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的缩写）特支，书记曹蕴
真 ，团员先后有徐梦周 、鲁平阶 、胡宏
让、徐梦秋、徐德据等，隶属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的领导。寿县社会主义青年团
组织的成立，为建立寿县地方党的组织
准备了条件。

在成立小甸集 SY 特支后，临时形
成了中共小甸集小组，由曹蕴真、徐梦
周、鲁平阶三人组成。 中共小甸集小组
是安徽最早的中共组织，为小甸集特支
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当时寿县籍党团员在安徽省人数
最多。 1923 年冬，共产党员曹蕴真、薛
卓汉、徐梦秋等根据党的指示，接受了
在寿县发展组织的任务，从上海返回家
乡。他们很快介绍了方运炽、曹练白、陈
允常等人入党。随着家乡党员人数的增
多，革命队伍的壮大，在寿县地区建立
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根据党中
央的指示 ，1923 年冬于寿县小甸集召
开党员会议， 成立了寿县第一个党支
部———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特支书记
曹蕴真，组织委员鲁平阶，宣传委员徐
梦秋，特支直属中央领导，设有交通，负
责来往通讯。 这是安徽省第一个党支
部， 也是安徽省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
方，也是鄂豫皖边区最早的党支部。

特支成立后，先后以瓦埠、李山庙
小学、小甸集为阵地，党员多数以教书
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曹蕴真、徐梦秋
在瓦埠小学任教，薛卓汉、方运炽在小
甸小学任教。党中央不断地给小甸特支
指示，还经常邮寄《新青年》《中国青年》
等革命刊物和马列书籍。小甸集特支成
立后，便成为当时寿县革命活动乃至全
省革命活动的中心和领导力量。

1924 年初， 特支书记曹蕴真因患
肺病不能工作， 特支书记由曹练白担
任。 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特支又将所
有的党员按家庭不同住址进行分工，薛
卓汉、陈允常分工在窑口，并向堰口、保
义、石集、团城等地作宣传鼓动工作。特
支遵照党中央指示， 对内发展党员，对
外建立农会、妇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领
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大
半年时间的活动，党、团组织有了很大
发展。

1924 年夏， 小甸集特支成员曹蕴
真、鲁平阶根据组织安排到广州学习和
工作，9 月，薛卓汉、方运炽 、陈允常等
人到瓦埠小学教书并建立中共瓦埠小
学支部，或到外地活动，只有曹练白一
人留在小甸集小学。 至此，中共寿县小
甸集特支活动停止。

小甸集特支播下的火种在全县逐
渐燎原 ， 并传播到省内外许多地方 ，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 ，为
党的早期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睡醒的大鼎，回荡着青铜绝响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一种金属的发现， 如同石破天惊，
具有划时代意义。

青铜是红铜（纯铜 ）与锡或铅的合
金，颜色因氧化而呈现出青灰色，故名
青铜。

人类迎来青铜时代。

1
禹因为治水有功，深得舜帝的赏识

和信任。
禹接受舜帝的禅让， 成为禹帝，建

立夏朝。
如何有效治理国家，一直是禹帝深

刻思考的重大命题。
禹帝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州。
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 、扬

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依据山川河
流的位置将九州范围基本确定下来。

九州范围的划定，将帝舜的统治疆
域确定下来，完成了行政区域的划分。

这就是著名的“禹分九州”。
“禹分九州” 奠定了中华民族疆域

版图的初形，后世历朝历代都是在九州
的基础上开疆拓土。

九州至今仍然位于中国版图的核
心区域，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都没有丢
失过九州中的任何一块疆域。

冀州，位列九州之首 ，包括现在北
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
北部及辽宁省与内蒙古部分地区。冀州
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冀，今天河
北省的简称。

兖州，位列九州第二 ，现在的河南
省东北部、 河北省东南部和山东西部。
2013 年 10 月 18 日， 兖州市撤市设区，
改称济宁市兖州区，保留了兖州之名。

青州，起自渤海以南、泰山以北，涉
及河北、 山东半岛。1986 年设立青州市，
潍坊市所辖县级市，也是保留了青州之名。

梁州，包括现在的四川盆地 、陕西
汉中、云贵部分地区。

雍州，陕西、宁夏以及青海、甘肃 、
新疆部分地区。

徐州、扬州、荆州、豫州，这四个州，
大家都很熟悉。

2
铜的发现， 特别是青铜的发现，极

大改变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金属的光泽，闪耀在青铜时代蒙昧

的起初。
铜或者青铜，都是那个时代的极度

稀缺品，犹如后来和今天的黄金那样。
禹帝在想，天下分为九州 ，只是第

一步。如何增强向心力，以有形的形式
体现和固化共同体意识，更是禹帝深思
的关键事项。

于是，禹帝做了一件后来彪炳史册
的大事。

禹帝让九州把他们各自珍藏的铜
都拿出来，铸造了九个鼎，每一只鼎代
表着一个州。

九鼎分别是冀州鼎 、兖州鼎 、青州
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
州鼎、雍州鼎。

此为“禹铸九鼎”。
从分九州、铸九鼎开始 ，九这个数

字，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承载着特殊
的指代。

这也是“九五之尊”的起始。
《周易·乾》：“九五， 飞龙在天”。阳

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故“九五”象
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

九五之尊， 也是皇宫修建规制，例
如故宫，天安门城楼的正面横向开间是
九开间，纵深即前后是五开间，就是九五

之尊的标志，这种建筑规制是皇帝专用。
名震全国的淮南武王墩大墓， 楚王

（疑似楚考烈王）寝陵地下主墓室，平面
布局呈“亚”字形，楚王的棺椁居中，前后
左右各有 2 个墓室，拱卫着楚王的棺椁，
彰显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九五之尊”。

此前，出土铸客大鼎的楚幽王 （楚
考烈王的儿子）大墓，其地下墓室布局，
和淮南武王墩大墓的地下墓室布局形
同，同样显示着“九五之尊”的王权。

禹帝的九鼎铸造完成，此为“定鼎”。
此后，“定鼎”延伸为，新王朝的建

立和定都。

3
铜器取代石器。 人类文明的演进，

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青铜的广泛运用，最早是以食器为

发端的。
常见的青铜鼎，无论是圆形还是方

形，都是用来煮食物。
由食器，到生活、生产用器，进而发

展到兵器，再到礼器，青铜的广泛运用，
迎来了青铜时代的高光时刻。

陶器的出现和兴起，逐渐取代青铜
在食器中的主导地位。

这是后来的事情。
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代 ，青铜无

疑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无可取代。
诸侯国拥有铜的数量，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 青铜的经
济、军事价值，更是无出其二。

当初，禹帝所铸造的九鼎 ，其所承
载的象征意义，也在发生着深刻演变。

最初，九鼎放置于禹帝王宫外的广场
上，展示着九州的山川、河流和地貌、风物。

禹帝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启世袭王
位，从此开启了“父死子继”的王权世袭制。

从夏由商至周，进而进入春秋和战
国，九鼎都被深藏于王宫，不再示人。九
鼎成为夏朝的镇国之宝，也是王权象征。

商朝时，作出严格规定 ：士用一鼎
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诸侯用七鼎，天子
才能用九鼎。

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
九鼎成为国家政权的标志， 成为至

高无上王权的象征。进而成为传国宝器。
天下英雄、雄才大略的诸侯觊觎九

鼎宝器，图谋霸业和宏图，在春秋和战
国演绎出跌宕起伏的不衰传奇。

4
公元前 607 年，楚庄王熊旅担任楚

王的第六年，“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率领
楚国大军一直打到周都洛邑郊外。

天下诸侯心里都很清楚， 这是楚庄
王向周王室炫耀武力，意图再明显不过。

周定王十分惊恐，不知楚庄王意欲
何为。于是派出大臣王孙满前来打探和
交涉。

楚庄王陪同王孙满检阅了楚军。但
见排兵列阵，来回驰骋，旌旗招展，战马
嘶鸣，好不威风。

检阅完之后， 年轻好胜的楚庄王，
开口向王孙满问了一个问题。

这一问，从此被载入史册。
庄王问：寡人听说，九鼎大小不同、重

量不同、形态各异，你能告诉寡人这九鼎中
最大的鼎有多重吗？最小的鼎有多重吗？

这就是著名的“问鼎中原”。
楚庄王向王孙满问九鼎的大小、轻

重，显示出楚庄王想取周王而代之的野心。
王孙满面向庄王，讲了这样此后让

庄王铭记终生的一番话：
周王室现在虽然衰微，受到诸侯轻

视，但是周王室的气数还不当尽。作为
臣子，忠诚是第一位的。治理国家，最主
要的是看品德修养，最关键的是看是否
体恤和爱惜老百姓，最重要的是要能得
到百姓的拥戴和认同。 至于九鼎的大
小、形态、重量，与这些相比，实在是微
不足道啊！

楚庄王听了王孙满的一席话，深感
自己年轻浅薄、差距巨大，十分羞愧。于
是，从洛邑郊外撤军回到了楚国。

楚庄王此后更加务实勤勉，虚心听
取不同意见，重用贤能德才之人，体恤
民众疾苦，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著名水利工程安丰塘（芍陂），就是
楚庄王从国库中拨出专项经费并任命
令尹孙叔熬负责修筑。

励精图治，楚庄王乃成为 “春秋五
霸”之一。

5
公元前 329 年，秦惠文王嬴驷的惠

文后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当时正值嬴
驷在全力打通通往东方华夏之路的时
候， 因此嬴驷为这个儿子取名为嬴荡，
寓意荡平四方、称雄华夏的壮志雄心。

秦惠文王嬴驷一生共有 8 位儿子，
分别是公子荡 、公子稷 、公子通 、公子
恽 、公子悝 、公子芾 、公子雍以及公子
壮，天生神力、武艺超群的公子嬴荡备
受秦惠文王嬴驷的信任和宠爱。

嬴荡被立为太子。
公元前 325 年，也就是秦惠文王十

四年， 秦惠文王仿效东方六国的做法，
自称为王，成为首任秦王。

公元前 310 年，45 岁的秦惠文王去
世，太子嬴荡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
著名的秦武王。

秦武王名气那么大，并不是因为他
建立了多少功勋。

而是与鼎有关。
公元前 307 年， 当了 4 年秦王，且

有些成就，秦武王有些志得意满，野心
勃勃。

大力士秦武王提出，要到东周的都
城洛邑（今河南洛阳）去举九鼎。周天子

的“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岂能随便让人
来举？当时刚登基不久的周天子周郝王
拒绝了嬴荡的举鼎请求， 嬴荡大怒，把
周郝王赶出了王宫。

秦武王嬴荡终于见到了自己朝思
暮想的“九鼎”，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寡
人自当携鼎而归咸阳耳”。 翻译成今天
的白话文，就是：寡人要把九鼎带回咸
阳去！ 可垂手站立在一旁的礼官却说：
此鼎有万钧之重，尚无人能举之。

秦武王嬴荡对陪同他一起来举鼎
的大力士孟贲说，我们比试一下，看我
们谁能把鼎举起来！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
秦武王虽然把鼎举起来了，但力不

能支，在放下鼎的时候，失手，大鼎砸断
了自己的胫骨（小腿）。

当天夜里，秦武王死了。
很可惜，年仅 23 岁。
这就是“举鼎绝膑”的源出。
据说 ， 秦武王嬴荡举起的那只大

鼎，就是雍州鼎。
秦国，属于雍州范围。

6
周朝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

（今陕西西安），周朝分为西周（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771 年）和东周（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56 年）， 公元前 771 年
镐京陷落，西周灭亡。公元前 770 年，周
平王东迁，定都成周（今河南洛阳 ），称
为东周。其中，东周以“三家分晋”（公元
前 376 年）为节点，又分为春秋和战国
两个时期。

公元前 256 年， 秦昭襄王灭东周，
抢走了九鼎，运往咸阳。

秦末，豪杰纷起，天下大乱。
以下是据说———
项羽进入咸阳，取得九鼎。此后，项

羽分封诸王，他封自己为霸王，国号西
楚，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并把九鼎
带到彭城。

楚汉之争爆发……
此后，九鼎不知所踪 ，成为历史之

谜。

7
已知， 淮南武王墩大墓考古发掘，

发现的一只大鼎，粗测其口径远大于安
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楚幽王墓出土
的铸客大鼎。

武王墩大墓的这只大鼎，和不知所
踪的禹铸九鼎，有无关联呢？

最终， 严谨的考古和科学事实，会
给出我们想要的所有答案。

这些待解之谜，引发无尽的猜想。
沉睡在武王墩大墓土层之下的大

鼎，被唤醒了。
跨越 2000 多年。
这只睡醒的大鼎，回荡着青铜的绝响。 图为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纪念馆（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