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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女娲，是中国民族信仰中一位显赫的古老女神，有关她的研究，一直是相关学术史上长兴不衰的
课题。
其中，女娲信爷的志源地问题，即&ldquo;有关女娲的神话与信爷行为最初是从哪里发生和起源的？
&rdquo;又是女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这个谜一样的问题，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兴趣，吸引着他们在这条布满荆棘的小径上倾
注着热情、胆力和智慧，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推断。
　　&ldquo;女娲信仰&rdquo;，主要是指人们对于女娲及其所具有的非凡灵力的景仰、信奉。
这里的&ldquo;信仰&rdquo;一词，含义是较宽泛的，它不仅包括对于女娲超自然性存在、其神话事迹
以及神圣能力的相信（观念内容），还包括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礼祀、祈祝、巫术等活动（崇拜行为）
。
文中所用&ldquo;信仰&rdquo;，有时又是较狭义的，它不包括女娲神话在内。
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女娲神话在后世传播过程中，其神圣性、虔敬性的程度逐渐有所减弱，以
至今天大部分女娲神话已日渐脱离其原初的浓厚信仰色彩了。
所以，对文中&ldquo;信仰&rdquo;一词的理解，需结合上下文的叙述背景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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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　　二、 对于&ldquo;南方说&rdquo;的再检讨　　（一）　女娲与
兄妹始祖型神话的&ldquo;一元论&rdquo;　　兄妹始祖型神话，是世界神话宝库中的一批珍贵珠玉，
其流传相当广泛，在东亚、东南亚一带蕴藏量尤其丰富。
它在这一地区的分布，大抵西起印度中部，经过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泰国、菲律
宾、中国台湾岛以及中国大陆，向东一直延伸到朝鲜和日本。
有学者认为，这一类型神话甚至构成了东南亚文化区（culture area）文化复质（culture complex）的一
种&ldquo;文化特质&rdquo;（culture trait）。
　　中国的兄妹始祖型神话，过去一向被学者们（包括持南方说的学者）注意和谈论的，大多是在南
方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传承的这类神话。
这种情形的产生，自然与南方诸民族中大量地流传着这类神话有关，另一方面，上文提到的抗战时期
学者们对边疆民族的注意与考察，以及1949年后有关政府机构组织学者对少数民族族属及其文化状况
进行的普查，也为这些资料的获得提供了契机。
而汉民族中所蕴含的这类神话，由于以前缺乏类似的契机，因而长期被认为是&ldquo;蕴藏量相对贫
弱&rdquo;的。
在学者们的文章中，即使被提到，也仅处于陪衬的位置。
近年来，由于各项民间文化搜集与考察工作的普及和深入，尤其是自198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的民间文学&ldquo;三套集成&rdquo;（民间故事、歌谣、谚语集成）工作的开展，汉民族中所蕴含的
这类神话才显出极其令人惊喜的状况。
仅就笔者目前所搜集的418则兄妹始祖型神话来说，其中汉民族的就有237则，它们的分布几乎遍及全
国，在一些地区（例如河南省），这一类型神话的流传尤为普遍，分布特别密集。
另据近年来着力研究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及其分布的学者陈建宪的统计，在他所搜集的433篇洪水神话
（主要指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汉民族的数量仍高居第一位，共98篇；苗族第二，66篇；彝族第
三，45篇；高山族第四，26篇；瑶族第五，24篇&hellip;&hellip;。
而据他相告，在他搜集汉民族的兄妹始祖型神话时，由于无法得到内部印行的《中原神话专题资料》
，因而对中原地区已经采录到的同类神话有所缺漏。
事实表明：以往长期被学者们认为的这一类型神话流传于&ldquo;非汉族原始居民（苗、彝、瑶族）和
中国南方受非汉族影响的地区&rdquo;，以及&ldquo;南方少数民族的例证丰富，而汉民族的记录早，
各有优势&rdquo;的结论已经大大被突破（参见附图一，《兄妹始祖型神话分布示意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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