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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帝 与 梵 天

郁 龙 余

不同文化具有不 同特质
,

其端倪往往见

诸神话
。

中国和印度地缘相近而文化风格迥

异
。

本文试从对黄帝与梵天的分析比较人手
,

来探讨中印神话的异与同
。

一
、

黄帝与梵天简介

黄帝是 中国古代的至上神
,

神话中的主

角
。

但他一直受到
“

仙话
” 、 “

人话"( 历史 )的改

造
。

从历代的典籍 中
,

我们看到黄帝主要有三

个形象
。

中央之帝

上古之时
,

五帝并起
,

然 黄帝 为中央之

帝
,

位在最尊
。

《惜诵 》王逸注
: “

五帝
,

谓五方

神也
。

东方为太峥
,

南方为炎帝
,

西方为少昊
,

北方为敞项
,

中央为黄帝
。 ”

黄帝之尊
,

并非天

赐
,

为其讨灭四帝而得
。 “

黄帝之初
,

养性爱

民
,

不好战伐
,

而 四帝各以方色称 号
,

交共谋

之
,

边城日惊
,

介宵不释
。

黄帝叹 曰
: ’

夫君危

乎上
,

民不安于下 ; 主失其国
,

其臣再嫁
:

厥病

之由
,

非养寇邪 ?今处民萌之上
,

而四盗亢衡
,

递震于师
。 ’

于是遂即营垒以灭 四帝
’, 。

¹

四帝之 中的炎蒂
,

与黄帝是同母异父兄

弟
,

各有天下之半
。 “

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
,

故

战于琢鹿之野
,

血流飘柞
。 ’,

º 在树立 自己五

帝独尊地位的过程中
,

黄帝遇到的最大对手
,

除炎帝外就是圭尤
。 “

蛋尤铜头峡石
,

飞空走

险
。

(黄帝 ) 以馗牛皮为鼓
,

九击而止之
,

尤不

30

能飞走
,

遂杀之
。 ”

»

华夏始祖

黄帝被尊为华夏始祖
,

《山海经》中多处

有记载
。

如
: “

黄帝生骆明
,

骆明生白马
,

白马

是 为稣
。

⋯⋯练复生禹
。 ”

¼
“

黄帝生 禺貌
,

禺

彼生禺京
,

禺京处北海
,

禺锐处东海
,

是为海

神
。 ”

½
“

黄帝娶雷祖
,

生 昌意
,

昌意降处若水
,

生韩流 ; 韩流取淖子 日 阿女
,

生帝撷项
。

咽
“

撷项生驻头
,

骥头生苗民
。

心
“

黄帝生苗龙
,

苗龙生融吾
,

融吾生弄 明
,

弄明生白犬
,

白犬

有 扎牡
,

是 为犬戎
。 ”À “

黄帝之孙日始均
,

始

均生白狄
。 ”

Á

以上这些简短的文字
,

实际上反 映的是

华夏原始氏族
、

部落系谱
,

构成了中华民族主

源之一
。

人文初祖

黄帝是许多物器和文化的发明者
。

按典

籍记载
,

他发明了车
、

船
、

锅
、

抓
、

弩等物器
,

还
“

服牛乘马
” ,

教人造房屋
,

令人造文字
、

制乐

律
、

定甲子
、

写医书
、

占日月
。

他的妻子螺祖发

明养蚕缥丝
。

而伦理纲常的创立与维护
,

则是

黄帝的更为重要的贡献
。 “

黄帝作为君臣上下

之义
,

父子兄弟之礼
,

夫妇配匹 之合
,

内行刀

锯
,

外用兵甲
。 ’,

 这种 以三纲 (君臣
、

父子
、

夫

妇 )为核心的等级制度
,

对 中国文化 的发展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在 中国 早期神话 中
,

黄帝亦称
“

黄宗
” 、



“

黄神
” 。

其形象是 比较原始的
, “

人首蛇身
,

尾

交 首上
。

黄龙体
。 ”

0 不但身子是蛇形
,

而且

“

人首
”

也长得怪
,

有四张脸
,

所谓
“

古者 黄帝

四面
。 ”

O 后来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们对天神

的祈望越来越多
,

黄帝的功能也变得多 了起

来
。

于是
“

作为太阳神的黄帝一分为三
,

分别

变成 了
:

太上神黄帝—
日神羲和—

月神

常仪
。

嗯其实不止一分为三
,

这个
“

三
”

应理

解为多
。

随着历史的进一步推演
,

神话愈来愈

历史化
。

作为原始的天神和太阳神的黄帝渐

渐演变成权力 (人王 )

—创造 (人祖 )

—济

民 (人文 )三位一体的祖宗神
。

印度梵天 (B ra h m 豆)
,

又称大梵 天
,

是创

造之神
。

在《吠陀》(V ed a) 中
,

梵天地位并不

高
。

在那 自然崇拜的时代
,

众神之王是雷神因

陀罗 (In d r a )
,

《梨俱吠陀》(R g
v e d a )中有四分

之一的诗歌都是歌颂他的
。

但是
,

随着吠陀教

的式微和婆罗门教的兴起
,

因陀罗等 自然神

渐渐黯然失色
,

逐步让位于一批新神
。

这批新

神的代表是称为宇宙三大主神的大梵天和遍

人天 (毗 湿 奴
,

vi sn u)
、

大 自在天 (湿婆
,

息

iv a )
。

梵天司创造
,

毗湿奴司保护
,

湿婆司毁

灭
。

梵天是三大神之首
。

晚于‘吠陀》的《摩奴

法 典 》(M a n us m r ti )
,

是这样描述梵天的
:

最

高无上的神托 生于一个
“

象万道光芒的太阳

一样翅眼
”

的“
鸡卵

” ,

而这鸡卵是由水中的一

粒
“种子

”

变成的
。

O 在解 释《吠陀》的梵 书

(Br 孙hm an
a )中

,

梵被开始赋于创造的意义
:

“

在太初
,

只有梵
。

它创造出众神
,

然后让他们

居住在这些世界
。 ”

 这个梵 ( Br ah m an ) 就是

后来的梵天
。 “
梵在梵书中获得宇宙创造主的

地位
,

在奥 义书中代表宇宙本体
。 ’,

 这种用

抽象来概括具体
,

用
“

一
”

来统率
“

众多
”

的努

力
,

形成了印度著名的哲学观点
: “宇宙即梵

,

梵即自我 (阿特曼
,

天A tm a n)
。 ”

吠陀时代后期开 始陆续 出现的往 世书

( P盯an a ) 中
,

梵天作为三大 主神之首的地位

与形象都定了下来
。

梵天通常是英俊男子
,

有

时化作白胡子老人
。

他有四个面孔和四只手
,

分别拿着弓箭
、

《吠陀》
、

念珠和钵等物
。

作为

创造之神
,

梵天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创造世界

与繁衍生灵
。

混沌之初
,

只有无边无际的大水
。

水中诞

生金蛋
。

金蛋中生出万物始祖—梵天
。

梵

天将蛋壳一分为二
,

上为天
,

下为地
,

中为空

间
,

又从水中辟出陆地
,

确定年月 日时和东南

西北
。

然后是创造人和三界一切生灵
,

天神
、

恶神
、

仙人
、

凡人
、

阿修罗
、

动植物等等
。

创造

是梵天的本能
,

他创造宇宙之后
,

感到寂寞
,

想到如何繁衍后代
,

马上就生出六个儿子
,

都

是伟大的造物主
。

他一共有十几个儿子
,

他们

的后代之间出现 了各种倾轧
。

最大的纷争出

现在天神与恶神阿修罗之间
。

二
、

黄帝与梵天识 同

同为创造之神

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
,

在中国颇为流行
。

但有学者认为
,

盘古不是中国 自己的神
,

可能

是印度梵天故事乃至 巴比伦创世神话的影响

的结果
。

O 本文无须对此说作出评论
。

但要指

出一点
,

盘古故事晚出
。

早于盘古的中国创造

神是混饨
.

这位混饨神状如球囊
,

红如丹火
,

六足四翼
,

七窍未开
。

南海之帝修与北海之帝

忽 为 了报答 混沌的厚待
,

帮他开 口
、

耳
、

目
、

鼻
, “ 日凿一窍

,

七 日而混沌死
” 这位混沌神

也是
“

中央之帝
” ,

 是黄帝的别名
. “

昆仑 山

亦作混沌山
,

又作轩辕丘
。

黄帝号轩辕
,

所以
·

混沌氏
,

乃是太阳神黄帝的别称
。 ” 

黄帝的创造性着重体现在物器与文明制

度的发明与建立之上
。

他的这方面的功绩在

上面已有简明介绍
。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伏羲

与黄帝在创造问题上 的关系
。

在中国神话中
,

伏羲也是物器与文明制度的创造者
。

而且
,

他

的创造往往都与黄帝重合
。

有学者在列举了

黄帝与伏羲在天文
、

数学
、

文字
、

医学
、

畜牧
、

音乐
、

火食的发明以及相貌上的重合之后
,

认

为 黄帝一神三身
, “

伏牺 (羲 ) 与黄帝是同一

神
。 ”

@ 所 以
,

同样由于将神话历史化的缘故
,

黄帝的
“

人文初祖
”

的形象
,

反而在 中国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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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变得十分鲜明而突出
。

梵天神话相对晚出
,

是吠陀教 向婆罗门

教转变过程 中的产物
。

在《吠陀》中
,

主角是神

王因陀罗
。

他是雷神
,

用金刚柞打出了宇宙
,

最大的功绩是征杀旱龙
,

解放 了水
,

所以又是

丰产之神
。

梵天没有接下因陀罗的全部功能
,

只是接下了他的创造性
,

但有了很大发展
。

在 两大史诗和众多《往世书》中
,

梵天的

印象 日益丰满
。

他是世界的创造者
,

生灵万物

的生主 (P ra j五p a ti )
,

有求必应
。

许多恶神就利

用这个弱点
,

向他提 出种种恩典的要求
,

使自

己成为天下无敌
,

然后危害三界
。

天神们走投

无路
,

只得 向梵天求救
,

于是梵天设法 出主

意
.

费尽周折才能将恶神制伏
。

有一个著名的神话
,

讲阿修罗首领摩耶

因苦修得到梵天恩典
,

准许建造金银铁三连

城
,

除了湿婆大神能一箭摧毁之外
,

谁也奈何

不得
。

后来阿修罗们离经叛道
,

不断袭击骚扰

天 国
。

天神们对坚不可摧的三连城毫无办法
,

只得哀告梵天
。

梵天要他们去求湿婆
。

湿婆

终于答应了
,

但无人能替他驾车
。

梵 天没办

法
,

只能亲 自当车夫
,

几经苦战
,

湿婆射出致

命的一箭
,

总算摧毁了三连城
。

印度神话中的梵天
,

实际是大 自然的化

身
。

大 自然孕育万物
,

既有羔羊
,

又有虎狼 ; 既

有风和 日丽
,

又有狂风雷电
; 既有真 善美

,

又

有假丑恶
。

所 以梵天富于自然属性
,

缺乏社会

属性
。

同为氏族首领

黄帝是至上神
,

是伟大帝王
,

但其最本质

的身份是氏族首领
。

黄帝之母有娇氏
,

见大电

光绕北斗枢星
,

感而受孕
,

生下黄帝
。

因在姬

水将他抚养长大
,

故姓姬
。

相传黄帝有四 妃
、

二 十五子
,

其中十四人得姓
。

其中姬
、

祁
、

任
、

姑
、

四姓最为著名
。

祁姓的著名人物有帝尧
,

姬是周朝的国姓
。

有的文献认为
,

传说中的许

多帝王以及夏
、

商
、

秦的王族也都出于黄帝一

脉
。

今人确认黄帝是华夏始祖
,

承认华人都是

黄帝子孙
,

并非子虚乌有
。

梵天尊为三大宇宙主神 之首
,

其最本质

3 2

的身份也是氏族首领
。

作为创造之神
,

他开天

辟地
,

创造世间万物和一切生灵
,

最重要的是

生 了十几个儿子
,

许多都是伟大的造物主
。

老

大摩里质生仙人逝叶波
,

逝叶波造出的天神
、

妖魔
、

凡人
、

禽兽追布天上
、

空中
、

地上三界
。

老二阿底利生 了正义之神达磨
。

老三安吉罗

的后人形成了一个著名的仙人家族
.

老七达

刹出 自右脚拇趾
,

与 出自左脚拇趾的女儿毗

里妮结为夫妇
,

共生五十个女儿
。

其中十三人

与迎叶波结婚
,

二十七人与月神结婚
,

另外十

人许配给正义之神达磨
。

除 了这五十个之外
,

毗里妮还生 了一些 女儿
,

也都嫁给了天神或

仙人
。

巨妖底提耶族
、

植那婆族是达刹大女儿

底提
、

二女儿植奴的后代
,

他们被称作阿修

罗
。

后来渐渐与天神们失和
,

进而成为世仇
。

达刹的三女儿阿底提生了十二个伟大的天

神
,

其中包括海神婆楼那
、

雷神因陀罗
、

日神

苏里耶
、

守护神毗湿奴
.

十分有趣
,

印度神话中的一大主题
,

天神

与阿修罗的争斗
,

实际上是氏族内部的争斗
。

而这个 氏族
,

不管天神还是阿修罗的老祖宗

都是梵天
。

同为四面之神

黄帝与梵 天 的形象有相同之处
,

都有 四

个面孔
。 “

黄帝四 面
”

的材料极简单
,

出自《尸

子 》
。

1 9 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十六经
·

立

命 》也提到这一内容
。

但是
,

由于从孔子开始
,

中国注重历史
,

轻视神话
,

蝎力将神话历史

化
,

所以对
“

黄帝四 面
”

之说进行了理性主义

的阐述
。 “

子贡曰
: ‘

昔者黄帝四面
,

信乎 ?
’

孔

子 日
: ’

黄帝取合己者四人
,

使治四方
,

不计而

祸
,

不约而成
, ·

此之谓四 面
。 ”@ 司马迁是独尊

儒术的重要主将
,

他在《史记》中给孔子说的

四 人都按上 了姓名
: “
黄帝举 风后

、

力牧
、

常

先
、

大鸿以治民
。 ” 一直到今天

,

还一直有人

力主此说
,

不承认黄帝有四 张面孔
。

但是承认

黄帝有 四张面孔的人还是 占多数
,

并有学者

对此作出专门研究
,

认为
“

理性主义不承认会

有四 张脸孔的生物存在
,

但人类早期的神话

思维却允许四 面神的存在
。 ”À



印度是一个 自古至今习惯于神话思维的

民族
, “

梵天四面
”

的故事十分富于浪漫色彩
。

他从 自己的大拇指上创造出第一个女子婆罗

室伐蒂 (文艺女神 )
,

美艳无比
。 “

梵天按捺不

住 自己的冲动
,

目光如剑地盯着她
,

她因害羞

四处 躲避
,

梵天就 在头 的左
、

右
、

后面又长出

三张面孔
。

婆罗室伐蒂只得躲到空中
,

但梵天

很快在头顶上又长出一张脸
。

文艺女神无奈
,

只得嫁给了他
。

梵天头顶上的面孔后来被湿

婆削去
,

所 以他常 以 四面神的形象出现
。 ”¾

“

这一形象一直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今天
,

没有

受到理性主义阐释的修改
。

著名大史诗《罗摩

衍那 》有
“

四面大梵天
”

的描写
.

 梵天四面的

形象
,

在印度妇孺皆知
,

无人不晓
,

而且没人

觉得怪异
。

三
、

黄帝与梵天辨异

黄帝和梵天的相异之处
,

主要有 以下 两

个方面
。

同为至上神
,

但功能有异
。

黄帝除了创造之外
,

还具有保护
、

维系世

界秩序的功能
。

这一 点与梵天只管创造不管

保护或保护不力大为不同
。

对世界上的丑恶

现象和扰乱秩序的势力
,

黄帝是不能容忍的
,

必欲除之而后快
。

作为中央之帝
,

黄帝对东南西北四帝
“

各

以方色称号
,

交共谋之
” ,

造成
“

边城 日惊
、

介

宵不释
”

的局面
,

无法姑息
,

于是起兵灭了 四

帝
。

黄帝与童尤的大战
,

也是为了维护世界 的

安定
。

因为这个蛋尤
“好兵而喜乱吻

“

诛杀无

道
.

不仁不慈
。 ”

 

治理国家
,

黄帝从不掉以轻心
。 “中央 土

也
,

其帝黄帝
,

是佐后土
,

执绳而制四方
。 ’.

 

这根
“

绳
” ,

既是武器
,

更是法度
。

谁违反法度
,

必然得到惩处
。

如钟 山神烛龙之子鼓与另一

个 天 神 钦 鸦
,

合谋 杀 死天 神 葆江 (祖江 )
,

“ (黄 )帝 乃戮 之钟 山之东 日瑶崖
” 。

 还有一

次
,

一个叫危 的臣子
,

与他的主人贰负将另外

一个天 神谋害了
。

黄帝将其捉拿归案
, “

桔之

疏属之山
,

栓其右足
,

反缚两手与发
,

系之 山

上木
。 ’,

À

除了治理天上人间
,

黄帝还 重视鬼国世

界
,

派著名的神茶和郁垒兄弟去管辖
,

对作恶

害人之鬼
, “

执 以苇索
,

而以食虎
” 。

@ 由于神

茶
、

郁垒治鬼有方
; 后来就成了 门神

,

在民间

世代相传至今
。

为了治好鬼怪
,

黄帝还利用会

讲话的神兽白泽
。 “

自古精气为物
,

游鬼为变

者
,

凡万一千五百二 十种
,

白泽言之
,

帝令以

图写之
。 ”

 

总之
,

黄帝为保境安 民
,

维护秩序
,

可谓

弹精竭虑
,

不遗余力
。

梵天的创造功能是在比较中显现的
。

毗

湿奴
、

湿婆也有创造之力
,

但与梵天比就不能

相提并论
。

一次他与湿婆商议如何创造世界
,

湿婆没有理会就潜入海底修行去 了
。

等他出

海一看
,

梵天 已把世界创造好了
,

气得将 自己

的阳具 ( Li ng a ,

林迪 )割下扔于人间
,

以不其

创造之力
。

这个故事表明
,

梵天的创造功能是

无可争议的
。

梵天的创造力除 了体现在开天辟地
、

创

造天神
、

阿修罗
、

人类
、

各种生灵 与万物
,

也包

括各项文化事业
。

例如
,

印度戏剧学家婆罗多

在《舞论 》中
,

就将戏剧的创造归在梵天的名

下
。

因陀罗等众天神向梵天请求道
: “
我们希

望有一种既能看又能听的娱乐
。

首陀罗种姓

不能听取吠陀经典
,

因此
,

请创造另一种适合

所有种姓的第五吠陀
。 ” 梵天答应了天神的

请求
,

分别从《梨俱吠陀 》
、

《婆摩吠陀》
、

《夜柔

吠 陀》和《阿阔婆吠陀》中撷取吟诵
,

歌唱
、

表

演和情味
,

创造成
“

戏剧吠陀
” 。

首场演出
,

内

容表演天神战胜敌人阿修罗
。

引起阿修罗不

满
。

梵天开导说
:
我创造的

“

戏剧吠陀
” ,

表现

的是三界全部情况
,

而不仅是你们或天神们

的一方面的情况
。 “

应当知道
,

戏剧就是显现

天神们的
,

阿修罗们的
,

王者们的
,

居家人们

的
,

梵仙们的事情
。 ” “

因此
,

你们不要对天神

们生气
。 ”

 

我们举这个例子
,

说明梵天实际上成 了

无名氏创造发明者的代名词
。

然而
,

由于他不象黄帝那样
,

既有创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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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又有治理和保护 的功能
,

于是
“

人 民 自己

就创造出了能降魔的毁灭之神和能赐福的保

护之神
。 ”

@

黄帝与梵天 的第二点相异之处
,

是他们

在人们心 目中的地位不 同
。

长期 以来
,

黄帝在中国人的心 目中
,

是一

位古代明君和民族始祖
,

作为创造之神开天

辟地
、

创造万物的一面相当淡薄
,

其形象一般

都是头带冕旎的天子
; 人首蛇身

,

四 张面孔等

描述始终在古籍 中沉睡
,

无缘与老百姓见面
。

即使偶尔见了
,

也不会在心目中扎下根来
。

这种情况的出现
,

与中国人 自孔子以后

不重视神话思维
,

重视历史
、

伦理道德密切相

关
。 “

子不语怪
、

力
、

乱
、

神
。 ”

@ 所 以
“

黄帝 四

面
”

这一神话形象经他一解释
,

完全变成政治

与理性的了
。

中国人重视哎史记》为首的二 十

四史
,

因为它们是衰断的正史
、

信史
。

神话在

中国当作闲书
、

野书
,

《山海经》
、

《淮南子》等

神话典籍的地位根本不能与二十四史相 比
。

作为古代明君
,

黄帝这一历史化了的形

象
,

所 以能经久常新
,

主要是王道政治的需

要
.

帝王们为维护自己的统治
,

使 自己的王朝

长治久安
,

需要
“

以古为鉴
” 。

黄帝就是历代帝

王的一块
“

古鉴
” 。

作为 民族始祖
,

黄帝一直是 中国人心 目

中的主要形象
。

中国人最重视祖宗崇拜
,

最讲

家族本位
,

中国人的族谱
、

家谱
、

姓氏的源流
,

都有可靠记载
。

黄帝作为华夏 民族的共同祖

先
,

对形成
“
天下一家

” 、 “
四海之内皆兄弟

”

的

民族团结意义重大
。

所以
,

民族始祖的形象不

但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

也深受百姓的爱戴
。

华夏民族相亲相爱
,

互不歧视
,

在世界上是少

有的
。

这与黄帝的始祖形象是分不开的
。

从

发展的趋势看
,

华夏始祖的形象还将得到不

断加强
。

梵天在印度人心 目中的地位
,

依 旧停留

在神话之 中
,

位居三大主神之首
,

而实际地位

在毗湿奴与湿婆之下
。

毗湿奴和湿婆都有大

量信徒
,

形成自己的教派
。

梵天没有 自己的教

派
。

而他的妻子文艺女神和毗湿奴之妻吉祥

3 4

天女
、

湿婆之妻难近母
,

则形成印度教三大派

中的第三派
—

“

性力派
” (台孔k ta )

,

香火兴

盛
。

而梵天在全印度 只有一座庙供奉
。

几千年过去了
,

梵天依然只管创造
,

不管

保护
。

梵 天作为神话形象
,

在印度知名度极

高
,

而美誉度不高
。

其地位远非中国黄帝可

比
。

黄帝具有神圣
、

令人敬仰的品格
,

梵天并

不神圣
,

也无法令人敬仰
,

有时还觉得他荒唐

可笑
。

他的地位不高
,

除了他善恶不分之外
,

喜欢女色也是重要原因
。

例如
,

一次他去赴

会
,

因妻子莎微德丽来晚了
,

就在半路又娶了

一个年轻姑娘
。

他妻子大怒
,

发了个重誓
:

从

现在起
,

人们不会再象以前那样崇拜你了
,

一

年中你将只有一次在庙堂里受到婆罗门的祭

奠
。

当然
,

梵天功能的局限及地位的不高
,

主

要还是宗教斗争的结果
。 “

宗教派别之间的差

异和斗争必然反映在往世书中
,

例如《湿婆往

世书 》抬高湿婆
,

贬低梵天和毗湿奴
。 ”

而《莲

花往世书》抬 高毗湿奴
,

贬低湿婆和梵天
。 ”

 

就是在十八部往世书中的第一部《梵天往世

书 》中
,

描写梵天的篇幅也并不多
。

削弱梵天地位 的因素还来 自佛教的冲

击
。

佛教作为对婆罗门教的反动和革命
,

为了

贬低婆门罗教
,

采取的措施之一
,

就是将婆罗

门教中的天神降级使用
。

梵天在佛教中被招

纳为护法神
,

手持 白拂
,

为释迎牟尼的右胁

侍
。

从三大主神之首的至上神
,

一下子降为右

胁侍
,

必然会影响其在百姓心 目中的地位
。

梵天虽然创造 了世界
,

创造 了人类和三

界生灵
,

但印度人心 目中的人类 的祖 先是摩

奴 ( m a n u )
,

而不是梵天
。

尽管传说摩奴是梵

天的儿子或孙子
,

但梵天不象黄帝那样享有

民族始祖的荣誉
。

另外
,

印度人还认为
,

印度

婆罗多族 (印度现国名为婆罗多 )是古代国王

豆扇陀和沙恭达罗之子—
转轮王婆罗多的

后裔
。

这个神话故事因迎梨陀婆的诗剧《沙恭

达罗分而流传千古
。

这无形中也消解了梵天的

民族始祖地位
。



通过上述介绍与比较
,

我们可 以做出以

下简短小结
。

在上古时代
,

中国和 印度都有过一个辉

煌的神话时代
,

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都有发

达的神话思维
,

都有过世界一流水准的神话

故事
,

神话语言和形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但

自孔子之后
,

特别是汉代中国走上独尊儒术

之后
,

中国重历史而轻神话
,

神话没有能在中

国充分发展
。

以牺牲神话换取发展历史
,

使中

国成为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
。

而印度神

话继续沿着 自己 的路向发展
,

终于使印度成

为世界神话最发达的国家
。

影响中国印度神话发展路向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
,

既有 内部的
,

也有外部的
。

就外部而

言
,

政治
、

经 济
、

宗教
、

人民审美取 向等等
,

都

是重要因素
。

中国神话的历史化
,

就是受到了

帝王政治
、

祖宗崇拜
、

务实意识等巨 大影响
。

几千年来
,

印度养育神话的总体外部环境变

化不大
,

但局 部环境 也有变化
,

如婆罗门教

(印度教)与佛教
、

香那教之争
,

印度教内部的

派别之争等
。

梵天地位的名不符实而且每况

愈下
,

正是这种局部环境变化的结果
。

神话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
,

都是不可缺

少的最早的文化遗产
。

中国神话的历程是独

特的
,

但并不因为独特而丢失这份遗产
。

西方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根本没有神话的观点
,

显

然是不正确的
。

黄帝经过历史化后
,

突出了民

族始祖的形象
,

他走出神话
,

为全体华人带来

团结与亲情
。

梵天在创造神的本质意义上
,

应

与黄帝是一致的
,

但他在神话中的地位 及对

后世的影响
,

则大不如黄帝
。

所以
,

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这么说
,

神话在印度是幸运的
,

在中

国则是不幸的 ;梵天在印度是不幸的
,

黄帝在

中国则是 幸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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