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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背后的秘密
三过家门而不入另有隐情

做古史研究和神话研究，有一个话题是绕不过的，那就是
鲧禹问题。他们是父子关系吗？是人还是神？大禹治水三过
家门而不入，真就像有些人说的，背后另有隐情？这些问题，值
得好好讨论。 ▋田兆元

上世纪前期，顾颉刚有几封关于夏禹问题的通信，大体上
否定禹是一个人，而认为其是一条虫，或者一个神。由此，揭
开了古史辨伪的序幕，后来更一发不可收，不仅否定尧舜禹的
真实性，而且对于夏商的历史也开始神话化解读，并对于汉代
的造假进行了深度批判。在这个基础上，顾颉刚提出了古史
的“层累的构成”观点，即时间越晚，古史的历史越长。换句话
说，古史是后代建构起来。这些讨论非常有意义，一方面可以
让人看到观点的部分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结论太过
武断，并不都是正确的。

说禹是一条虫，并不是顾颉刚的发明。早在东汉时期，许
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说“禹：虫也。从厹，象形”。拿一个动物
的名字来给自己命名，在古代其实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就像
现在还有很多人取名叫什么龙、凤、骏、虎一样，是以物自况，
是某种文化追求。清代段玉裁在为《说文解字》做注释时也曾
直言：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大意是指，夏朝国王用了
一个本来是虫的禹字为自己命名，并不是说禹就是一条虫。

那么，禹这个字本意所指的虫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知
道，虫是古代对于走兽爬虫的统称。比如，老虎也可以叫做
虫。段玉裁根据禹的古文，认定这个虫是四足，与龙四足相吻
合。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在中华民族中具有优势地
位，而夏族就是龙族。为此，他还列出七条证据来论述。夏族
禹族为龙，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于是，我们可以说古文禹是
一条虫，而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禹是一条龙。

如同禹的本义是指虫，鲧的本义则是鱼。《说文解字》解
释：鲧，鱼也。那么，为何鲧禹要拿动物来命名呢？我们一般
解释为古代社会的图腾崇拜问题。

严复把西方人类学的图腾概念引入中国后，图腾观念也
随之进入中国的学术话语之中。图腾，大体上是说，古代氏
族认为自己的来源与某种动物、植物和其他自然物、神物有
关。那个带来氏族生命的对象一般会成为氏族的崇拜对象，
这个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被称为图腾。我们古代将其称
为什么呢？可以对应的是“姓名”或者“姓氏”。只是我们姓
名的内涵更加丰富。可以看到，既有鲧禹这样的姓名，也有
姜（羊-炎帝）、舜（草）这样的姓名，到现在我们的姓名中还
有龙、马的存在。

中国的姓氏与图腾关系很密切。有研究指出，鲧禹并不
是一两个人的姓名，而应该是一个氏族的姓名，可以称为鲧
族、禹族。一个人是做不了那么大的事业的。比如，禹定九
州、治理河道，严格来说仅靠一个人甚至一代人都是没有办法
全部完成的。

仅以治理冀州为例，《史记》这样记载：从壶口开始，一路
到大海，沿途山河治理，岂是十三年可以完成的？这仅仅是冀
州，还有其他八州呢？所以，定九州是禹族世世代代治理山水
的功业。

鲧禹什么关系，似乎后人都知道：他们是
父子关系。《史记》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
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
顼之孙也。”这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事情，本应
该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但前面说过了，鲧
是一条鱼，禹是一条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难道不是一家子吗？

鲧禹故事，其实很好地诠释了古代的婚姻
形态：外婚制。按照图腾内婚禁忌原则，龙族
是不能与龙族婚配的，否则会造成氏族的退化
乃至衰败。从这一点看，人类社会的看法基本
上是共同的，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例外。

我们看鲧族与禹族的婚姻，就知道这是
两个部落的联姻。鲧族的孩子，其父亲是来
自禹族的。这样，禹也可以说是鲧的父亲。
一般而言，两两比邻而居，即所谓两合氏族，
为了婚姻的需要，必须有这样的婚盟。当然，
由于鲧族、禹族是大族，也会有与其他氏族联
姻的情况。但总的来看，鲧禹联姻是长期的
婚姻联盟。

鲧是一条什么鱼呢？研究相关的文献可
以得知，鲧是甲鱼族，即龟鳖族，且是一个三
足鳖。龟鳖本是神圣之物，被人玩坏，此是后
话这里不讨论。鲧的婚配是谁？有观点说，
禹的父亲鲧，娶了修巳为妻。这个材料很有
意思。修巳就是长蛇，不就是龙吗？所以，禹
继承的是母亲的龙图腾姓氏，而不是父亲的
龟鳖图腾。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四灵，即青龙、白虎、
朱雀和玄武。其中，那个玄武是龟和蛇缠绕
在一起的。有学者指出，这是鲧禹族联姻的
一个图腾，我是支持这个观点的。《楚辞》中的

“虬龙负熊”，其实也是鲧禹联姻图腾的描
绘。据说，鲧治水不力被杀，化为黄熊。根据
古人的解释，这个熊下面应该是三点，或者就
是“能”，就是三足鳖。能字本身是头顶一只
脚，右边两只脚，是不是三足鳖的象形字？所
以，虬龙负熊就是虬龙负能，即长蛇与龟鳖缠
绕，即玄武图像。

所以，鲧禹关系，有父子关系的个案，但
整体上是姻亲关系、两个氏族的关系。鲧被
杀，也是整个氏族遭受惩罚，由此逐渐衰弱。
所以，禹族有与他族联姻的迹象，如“禹生于
石”说的就是禹族的一支与山石族建立了婚
姻联系。大禹与涂山氏的婚姻，就是后来这
个新的婚姻联盟的延续。

神话蕴含的历史信息厚重。鲧禹的关系，古
往今来更是迷惑了不少人。但从现代民俗学的
角度入手，这团乱麻还是可以解开的。

涂山氏与禹的情感故事，感动了世世代代的
人。史书上说，大禹治水，兢兢业业，三过家门而
不入。最初是《孟子》在讲述这个故事，后来《史
记》进一步阐述，所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便成为大公无私的经典故事。

一般认为，大禹道德崇高，为疏浚河流、治理
水患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才有这样的叙事。
但前些年，有一位老师对此的解释是，大禹在外
另有女人了，所以不回家。相关论调，引起了争
议乃至强烈不满。不过，这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
讲述，可能真不完全是为了治水。大禹时代处于
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其
中最为重要的婚姻形式改变就是“从女居”变为

“从夫居”。大禹是父系观的主张者，而涂山氏坚
持母系传统，夫妻二人有矛盾。所以，三过家门
而不入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转型期的一
出凄婉悲剧。

继续看他们的交往，就是那个著名的送饭故
事。最终，可能涂山氏有所妥协，跟大禹去了，变

“从妻居”为“从夫居”。《山海经》里还有这样一段
描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
日，复往治水。禹治洪水……化为熊。谓涂山氏
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
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
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这段故事把治水与娶妻两件事合在一起叙
述，其中有很多信息值得关注。

第一是涂山氏去为大禹做饭了，体现出涂山
氏对于婚姻居住模式的妥协。

第二是禹化为熊，其实也是那个“能”，三足
鳖。禹为什么要化为三足鳖呢？他是不是在怀
念鲧族，不一味追从母族的长蛇图腾呢？这里的

“化”字，是改变的意思。涂山氏感觉大禹不尊重
他们新的婚盟关系，所以觉得难以接受，最终还
是走了。

第三是涂山氏化为石，标识了她的母系山石
图腾。而大禹的“归我子”三个字，突出地表现了
子女属于父系的时代变迁。

基于此，我们会理解，禹事实上把王位传给
启，意味着改变了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形式，是
父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鲧禹的家事，是当时天下变迁大事的缩影。
一方面，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

转型的时期，社会冲突加剧，就连男女爱情也不
得不被迫卷入洪流之中。

另一方面，大禹治水的大公无私故事、大禹
传启“家天下”的有私故事，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以至于后代的“家天下”也带有天下为公的理
想。这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将天下视
为自己的家，又把天下治理视为统治合法性的一
种传统。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鲧禹故事视为鲧禹联
盟两代人治理洪水的英雄传奇。鲧在治理过程
中出现问题被杀，更是令很多人感到惋惜并为之
打抱不平。这种朴素的感情，是中华文明的内在
宝贵之处。而治水的故事与家庭的变故联系在
一起，又让神圣的叙事本身成了一段历史的传
奇。今天，大禹成为中华儿女认同的圣贤之一，
国内不少地方有景观在讲述、纪念这位伟大的人
物，恰恰说明了神话的强大活力。

无论是神话变为历史，还是历史成了神话，
鲧禹故事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最具影响
力的神圣叙事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甚至人类历史
上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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