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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瑶族盘瓠神话田野调查引发的思考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以广西瑶族盘瓠神话田野调查为基础，对瑶族支系广泛流传的“盘瓠”“盘王”“盘古”神
话传承情况及其文化生态做出相应的梳理与思考，认为盘瓠作为特定的文化祖先名称在众多神话叙事中具
有符号性功能，盘瓠身份的消解与变化体现出文献与民间口头叙事多样化共存的特征，瑶族地区神灵崇拜
从单一到多元的现实则反映出多民族杂居地区民间信仰中的民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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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瓠神话是瑶族、苗族、畲族、黎族等南方少
数民族中广泛流传的一种神话类型。2017 年 3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中国神话学重点学科课
题组对广西瑶族神话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田野调查。
此次田野调查以考察瑶族盘瓠神话为切入点，进而
全面了解族源类神话在当今语境下的传承。课题组
由吴晓东、王宪昭、毛巧晖、周翔和李斯颖一行五
人构成，调研地点涉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金秀
瑶族自治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桂林市恭城
瑶族自治县、灌阳县和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
县、江永县和道县。

一、从“盘瓠”“盘王”“盘古”名称
之辨看神话始祖的符号特征

大量记史性神话中关于始祖名称表述不统一的
现象，一直是学术界容易发生争议的问题。所谓“记
史性神话”又可称为“历史性神话”，“这类神话
与开天辟地、万物创生、人类起源等带有宏大叙事
的神话不同，是以特定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原
型，带有明显的历史史观的神话。”[1] 从三皇五帝
的名分之辨，到关于神话人物的历史化与历史人物
的神话化，以及神话探源研究中的疑古派与信史派
之争，其中引发争论的关键之一就是观察这些神话
人物的角度的不同。

盘瓠神话是以人犬婚为叙事主体的若干神话的
统称，属于族源神话或姓氏起源神话。不仅在瑶族、
苗族、畲族、黎族等民族中尤为多见，而且与汉文

古代文献《山海经》《后汉书》 以及魏晋时期的志
怪作品《搜神记》等也有关联。据文献以及 20 世
纪采集的盘瓠神话记载，其主要内容与情节可以归
纳如下：某帝王饲养了一只犬，这只犬一般取名为
盘瓠。在外敌犯境时揭下招贤榜，犬潜入敌方后取
下敌方首领的头颅。按皇榜中的许诺，犬与帝王的
三公主结婚并变为人形，犬被封王后与妻子外迁，
婚后生育一定数量的子女，这些子女形成不同姓氏
或发展为瑶族。从目前见到的大量文本来看，不同
民族或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地区的盘瓠神话关于“盘
瓠”的称谓并不统一，“槃瓠”“盘护”“般瓠”“盘
古”“盘皇”“盘王”等汉字名称混用的情况非常多见。

调研中发现，不同瑶族地区的神话讲述人以及
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受众对神话中“盘瓠”“盘王”
“盘古”的解读存在明显差异。有的认为三者是相
同的，有的认为三者存在关系但并不相同，有的则
认为三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其中较为普遍的说法是
“盘瓠”与“盘古”在神话叙事的主体方面有一定区
别，如“盘瓠”是瑶族的祖先，常被尊称为盘王；“盘
古”则称盘古大帝、盘古皇、盘古郎，甚至还有盘
古王公与盘古王婆合为夫妻神的情况，盘古被尊为
开天辟地神，有时也被称为人类始祖神。因为“盘
瓠”与“盘古”都有祖神的性质，所以在民间经常
发生通用的现象。据多数当地瑶族学者介绍，“盘
王”一般指盘瓠，有时也可以指盘古。在广西许多
瑶族村寨有的叫作“盘瓠庙”，有的称“盘古庙”，
还有的称“盘王庙”，具体供奉的神灵也大同小异，
当地居民对所供奉神灵的解释也一般源于师公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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