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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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一是以道为本，又兼具法家色彩，从老庄的“虚
无”转向了黄老的“务实”；二是集国家权力于一身，表现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君主化特征；三是神性彻底消失，由此前

的人神合一变成了纯粹的世俗之人。 该书中的黄帝形象，是战国秦汉间“百家言黄帝”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在

黄帝人文初祖形象发生发展的链条上，该书的贡献虽不及《史记》，但也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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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
乙本卷前“古佚书” （以下简称“古佚书”）即是《汉
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四篇”，但也有人

明确反对这一观点①。 无论如何，“古佚书” 的问

世，无疑为今人认识“黄帝书”打开了一扇新窗口，
也为当代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

料。 系统考察“古佚书”所载黄帝言行，深入探究该

书中黄帝形象的特点及成因，可以帮助人们对中华

民族人文初祖黄帝有更全面的认知与认同。

一、援法入道：黄帝形象的
“道法家”色彩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是被人

合抄在一幅整帛上面的，所使用的文字是汉代通行

的隶书。 该书出土于马王堆三号墓，其墓主为西汉

初年长沙王丞相“轪侯利苍”之子，下葬时间是在汉

文帝时。 因此，“古佚书”的抄写时间肯定不会晚于

汉文帝时期，而“古佚书”的成书时间显然还会更早

一些。 “古佚书”所载黄帝言行，相对集中于《十大

经》。 《十大经》共十五篇，大部分都与黄帝君臣密

切相关，具体内容则主要包括黄帝本人的传说故事

以及黄帝与其大臣力黑、阉冉等人的对话。 《淮南

子·修务训》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

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１］ 尽管战国

秦汉间“为道者”托名黄帝风靡一时，但在流传至今

的当时人们的各种著述中，有关黄帝的记载，不仅数

量稀少且十分零散。 在“古佚书”出土之前，当代学

者还从未见到过这一时期较为系统地载录黄帝言行

的诸子文献。
由于“古佚书”被附于《老子》乙本卷前，所以人

们很容易将其与道家学派联系在一起。 庄子是继老

子之后先秦道家学派又一个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
《庄子》一书中也记录了不少关于黄帝的传说故事。
但是，无论是黄帝在书中出现的频次，还是书中黄帝

言行的丰富性、系统性及完整性等，《庄子》显然都

无法与“古佚书”相比。 尽管如此，《庄子》所载黄帝

言行， 对于我们准确认识与把握“古佚书”中的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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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庄子》主要是借助寓言故事来说理，因而该书

所载黄帝言行自然不能视之为可靠的历史事实。 巧

合的是，《十大经》所载黄帝事迹，其故事情节有的

竟然与《庄子》寓言颇为相似。 如《庄子·在宥》载
录有黄帝隐居避世、暂时抛开国家事务、潜心修行以

求“道”的传说故事：“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

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曰：‘我闻吾

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 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

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

者，物之残也。 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

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

者，又奚足以语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
白茅，间居三月，复往邀之。” ［２］３７９－３８０同样，在《十
大经·五正》中，也出现了黄帝隐居深山、专心修

“道”的类似记载：“黄帝问阉冉曰：‘吾欲布施五正，
焉止焉始？’对曰：‘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
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黄帝曰：‘吾身未

自知，若何？’对曰：‘后身未自知，乃深伏于渊，以求

内刑。 内刑已得，后乃自知屈其身。’黄帝曰：‘吾欲

屈吾身，屈吾身若何？’对曰：‘道同者，其事同；道异

者，其事异。 今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勿争乎？’
……黄帝于是辞其国大夫，上于博望之山，谈卧三年

以自求也。” ［３］２３３－２３６但是，在隐居修“道”之后，黄
帝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在宥》与《五正》的记载却大

相径庭。 在《在宥》中，黄帝隐居修行三月之后，再
次前往拜见，最终得以聆听广成子的所谓“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 无视

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
摇女精，乃可以长生。 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

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 ［２］３８１而在《五正》中，
黄帝“谈卧三年以自求”之后，紧接着就发动了讨伐

蚩尤的战争：“阉冉乃上起黄帝曰：‘可矣。 夫作争

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 何不可矣？’黄帝于是出其

锵钺，奋其戎兵，身提鼓鞄（枹），以禺（遇）之（蚩）
尤，因而禽（擒）之。 帝箸之明（盟），明（盟）曰：‘反
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 反义伓（倍）宗，其法死

亡以穷。’” ［３］２３６－２３９可见，同样是隐居修“道”，却引

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无论是《在宥》还是《五正》，它们都本源于老子

道论，也都是假借黄帝言行来鼓吹自己的思想观念。
黄帝作为一国之君，其求“道”的动机与目的，就是

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在宥》与《五正》所载黄帝

传说故事的逻辑起点皆在于此。 如果说《在宥》假

托黄帝故事旨在宣扬作者清静自然、无为而治的理

论主张，尽管庄子在某种程度上对老子道论亦有所

引申与发展，但基本上还是承袭了老子的思想学说。
那么，《五正》中黄帝故事的最后结局，却表现出明

显违背老子道论的思想倾向。 如《老子·三十一

章》云：“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

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
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

矣。” ［４］１９１显然，黄帝的做法，已经背离了老子的这

种思想主张。 尤其是在《十大经·正乱》中，黄帝

“出其锵钺，奋其戎兵”，在打败蚩尤之后，不仅杀死

了蚩尤，而且又“充其胃以为鞫（鞠），使人执之，多
中者 赏 ”， 甚 至 于 还 “ 腐 其 骨 肉， 投 之 苦 酭

（醢）” ［３］２５８。 由此看来，《十大经》中的黄帝形象，
已经被人赋予了一些法家思想元素。

“古佚书”中的黄帝君臣，在推崇道家学说的同

时，又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法家思想倾向。 之所以

会如此，从大的方面讲，这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背景

下诸子之间相互驳难而又相互借鉴这一独特的社会

现象密切相关。 具体来说，其最直接的原因则在于

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的理论主张，已经不能适

应诸侯争霸这一新的时代需求，于是道家后学开始

假托黄帝之名，根据现实需要，有意识地通过借鉴、
吸收法家学派的法、术、势等思想观念，对原初的道

家学说进行改造，从而形成了以道为本、道法结合这

一新道家学派。
兴起于战国时代的新道家学派，在老子道论基

础上，通过引“法”入“道”，对道家学说进行改造，其
学理依据就是“法生于道”。 《经法·道法》云：“道
生法。” ［３］２这实际上还是源自于原始道家“道生万

物”的思想观念。 老子当年崇尚“自然”，提倡“无
为”，其主要目的是消解统治者对百姓的过度控制

与过分干预，希望当政者能够给底层民众留下更多

相对自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然而，完全任其自然、
丝毫不加干涉的绝对“无为”，并不能保障国家机器

良性有序地运转，更不可能带来理想的社会治理效

果。 其实，老子本人也并不是一味地强调“无为”而
排斥任何条件下的“有为”。 《老子·三十七章》云：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

化。” ［４］２０９这在客观上就为道家后学对老子的“无
为而治”进行引申、发挥留下了余地，也预设了其进

一步发展的方向。 于是，新道家学派通过援“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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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对老子的“无为” 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管子·任法》云：“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

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故黄帝之治也，
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５］ 显然，这里的黄

帝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新道家学派的代言人。
“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以道为本，同时又兼

具一定的法家色彩，就是这种新道家理论的反映，
“古佚书”与《老子》 《庄子》最主要的区别即在于

此。 也正因为如此，“古佚书”出土后，在其学派归

属问题上，既可以将其归为“黄老道家”，也可以将

其归为“道法家”。 通过比较“古佚书”与《庄子》中
黄帝形象的差异，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君临天下：黄帝形象的封建君主化

黄帝乃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先秦早期

文献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都很有限。 早期史书有的

根本 就 没 有 涉 及 黄 帝， 如 “《 尚 书 》 独 载 尧 以

来” ［６］４６；有的虽然提到了黄帝，但也都是偶尔提

及，寥寥数语而已，如《国语》和《左传》。 尽管如此，
如果将早期史书关于黄帝的一些零星记载抽取出

来，连缀、整合在一起，依然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完整

的黄帝形象。
在早期史书中，既载有黄帝事迹而又具有较高

可信度者，当首推《国语》与《左传》。 司马迁据《五
帝德》《帝系姓》而作《史记·五帝本纪》，在此之前

他专门将二者与《左传》《国语》进行对照，用以验证

其所选史料的可靠性。 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还

特意交代了这一点。 他说：“予观《春秋》《国语》，其
发明《五帝德》 《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

见皆不虚。” ［６］４６司马迁所说的《春秋》，指的就是

《春秋左氏传》。 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国语》 《左
传》等早期史书关于五帝的记载是最为可信的。

《国语》与《左传》对黄帝的记载可信度虽高，但
相关文字却极为有限。 《国语》有三处提到黄帝，而
《左传》仅有一处提及黄帝。 将这四处关于黄帝的

记载归纳、整合在一起，可以明确以下几点：首先，黄
帝华夏远古祖先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 《国语·周

语下》在谈到那些“亡其氏姓”者时，曾称：“夫亡者

岂繄无宠？ 皆黄、炎之后也。” ［７］９８《国语·鲁语上》
又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 夏后

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商人禘喾而祖契，
郊冥而宗汤。 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 ［７］１５９－１６０《说文解字》云：“禘，祭也。” ［８］ 《礼

记·王制》又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

禘，秋曰尝，冬曰烝。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

祭五祀。” ［９］ 可见，“禘”属于天子诸侯宗庙之祭。
《左传·僖公十年》 云：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

族。” ［１０］３３４显然，黄帝此时已初具华夏远古祖先之

身份。 其次，炎黄二帝为兄弟，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

炎帝。 《国语·晋语四》称：“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
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成而异

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
德之故也。” ［７］３３６－３３７ 韦昭注云： “济，当为 ‘挤’。
挤，灭也。 《传》曰‘黄帝战于阪泉’是也。” ［７］３３７韦

昭所说的《传》，指的是《左传》。 《左传·僖公二十

五年》记载：“（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 遇黄

帝战于阪泉之兆。’” ［１０］４３１最后，就是《国语·鲁语

上》所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 ［７］１５６，意
思是说，黄帝不仅给百物命名，还将人分成不同等

级，并教会人们获取百物之利。 总体来看，早期史书

中的黄帝，事迹稀少，身份单一，基本上还是一个兼

具华夏始祖性质的远古部落联盟首领的形象。
“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相对于《国语》 《左

传》而言，最显著的发展变化就是被打上了新的时

代印记，政治色彩变得愈加浓厚，此时的黄帝已经成

为了中国上古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君临天下的帝王。
在《十大经·立命》中，黄帝称：“吾受命于天，定立

（位）于地，成名于人。 唯余一人［德］乃肥（配）天，
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 数日、磿（历）月、计
岁，以当日月之行。 允地广裕，吾类天大明。” ［３］１９６

首先，黄帝称自己“受命于天”，又称“唯余一人［德］
乃肥（配）天”，说明黄帝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此时

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此类话语亦出现于《十大

经》之《果童》 《成法》等篇。 《果童》云：“黄帝［问
四］辅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 今余欲畜而正之，
均而平之，为之若何？’” ［３］２４１《成法》又云：“黄帝问

力黑：‘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民将生，年（佞）
辨用知（智），不可法组。 吾恐或用之以乱天下。 请

问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 ［３］２８６从其一再突出、
强调“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来看，“古佚书”中的黄

帝，俨然就是一位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王权的封建

君主形象。 其次，黄帝称自己“立王、三公，立国置

君、三卿”，说明黄帝在一统天下之后，设立公卿、封
建诸侯，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系。
对此，陈鼓应解释说：“‘立王’，谓置立天子。 ‘立
国’，指封国，封建诸侯国。 ‘置君’，设置诸侯、设置

国君。 《周礼·天官》：‘惟王建国’，《释文》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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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王，天子之号，三代所称也’。 ‘立王’、‘置君’
是两个等次，主语皆是黄帝。 ‘三公’、‘三卿’指辅

佐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三个最高级官员，也是两个

不同的等次。 《老子》：‘立天子，置三公’ （六十二

章）即此‘立王、三公’的意思。” ［３］１９８－１９９ 可见，在
《立命》中，黄帝作为一国之君，在国家治理方面，已
经拥有了一套相当完善的权力运行机制。 在“古佚

书”中，黄帝身边有名的谋臣、策士数量颇多。 而

《十大经》所载黄帝故事，绝大多数都是采用黄帝君

臣对话这一相对固定的叙述模式。 在《十大经》中，
与黄帝对话的大臣，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五正》中
的阉冉和《成法》中的力黑之外，还有《果童》中的果

童和《正乱》中的“大（太）山之稽”等。 而力黑更是

在《观》《正乱》《姓争》《成法》和《顺道》等篇中多次

出现。 《十大经》通过黄帝与其臣下的对话，有意识

地将黄帝塑造成了一个中国古代心系天下、勤政爱

民、从善如流的圣明君主的典型形象。 可见，《十大

经》中的黄帝，相对于早期史书《国语》 《左传》的记

载，其形象沿着封建君主化方向已经有了长足的发

展。 所以说，“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已经被人赋

予了新的时代特质。
古代帝王开始封邦建国的具体时间，今天恐怕

已经很难确考了。 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其时已有

“侯”“伯”等称谓，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无疑是从

西周开始的。 三代之前应该还没有出现“分封制”，
而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就更不可能“立国置君”。
历史上的黄帝，其真实身份或许就是远古时期一个

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不管是“唯余一人，兼有天

下”，还是“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这样的情

形显然都不可能出现于黄帝时期。
“古佚书”中的黄帝，通过设置公卿、封邦建国

等举措，从而得以君临天下，集国家权力于一身。 黄

帝形象的封建君主化特征，既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

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也反映了诸侯争霸、社会动

荡时期人们对于“大一统”的美好憧憬与热切期盼。
“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起源甚早，自五帝时期尧舜禹

之间的禅让，到夏商周三代王权国家的建立，“大一

统”逐渐成为一种正统观念，并日益深入人心。 《诗
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 ［１１］ 又《论语·季氏》载：“孔子

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１２］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恃强

凌弱，战乱频仍，人们饱尝列国纷争之苦，更加渴望

统一。 “古佚书”中黄帝形象的封建君主化，其所反

映的正是时人对于“大一统”的向往与追求。

三、神性消失：黄帝形象的世俗人格化

传说时代的中国古史，口耳相传，史实与神话经

常杂糅在一起，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有历史，先秦

文献中关于黄帝的记载同样亦是如此，黄帝也因此

而具有了颇为复杂的多重身份———集神性与人性于

一身。
黄帝打败炎帝、擒杀蚩尤之后，受到万民拥戴，

成为天下共主。 不管是黄帝还是蚩尤，先秦文献皆

有与之相关的超现实描写。 《山海经》关于“黄帝擒

蚩尤”的记载，就有不少超现实描写掺杂其中，《大
荒北经》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 蚩尤作

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应龙畜水，
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黄帝乃下天女曰魃，
雨止，遂杀蚩尤。 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１３］４３０这

段文字带有明显的神怪色彩。 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

争，由于应龙、风伯、雨师和女魃等参与其中，史实与

神话相融合，古史传说也因此而变成了神话故事。
其实，在先秦文献中，黄帝与蚩尤之间并非单一的敌

对关系。 如《韩非子·十过》记载：“昔者黄帝合鬼

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

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
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１４］ 在这

里，蚩尤竟然与蛟龙、毕方、风伯、雨师、腾蛇、凤凰等

一起加入了黄帝出行时的随从、护卫队伍，变成了被

黄帝役使、为黄帝服务的对象，黄帝与蚩尤也都因此

而具有了神性。
相对于《山海经》 《韩非子》这种超现实描写而

言，“古佚书”中黄帝与蚩尤二人的形象，已经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 前面已经提到，《十大经》中的《五
正》与 《正乱》，皆有关于 “黄帝擒蚩尤” 的记载。
《五正》着重强调的是黄帝发动讨伐蚩尤之战的“前
奏”与“铺垫”，即黄帝听从阉冉的建议，“上于博望

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的过程，而《正乱》则重点突

出的是 “黄帝擒蚩尤” 这场战争的 “后续” 与 “尾

声”，即黄帝擒杀蚩尤后，“充其胃以为鞫（鞠）” “腐
其骨肉，投之苦酭（醢）”等。 《五正》与《正乱》关于

黄帝与蚩尤的这些描述，已不包含任何神话元素。
特别是《正乱》中的黄帝，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在杀

死蚩尤之后，为了警示天下，其做法确实让人感觉有

点儿残酷，但并没有表现出丝毫超现实的神怪色彩。
“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已经不再兼具神话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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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从该书中寻觅到黄帝

由神到人转变过程中其神性逐渐减弱直至完全消失

的痕迹。 如《立命》云：“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

象（像），方四面，傅一心。 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
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 ［３］１９６此

处的“黄宗”，指的就是黄帝。 黄帝以道为本、讲求

诚信，因其“能为天下宗”，故又被人称之为“黄宗”。
至于文中的“作自为象（像），方四面，傅一心”等，就
有些令人费解了。 “方四面”一语，应该与传说中的

“黄帝四面”有关。 《尸子》中有关于“黄帝四面”的
记载，《太平御览》引《尸子》云：“子贡曰：‘古者黄

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

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 ［１５］ 显

然，子贡是因为听到了黄帝竟然“长着四张脸”这一

怪异传说后，感到不可思议，才向孔子发问请教的。
中国古代颇多“圣人异相”方面的传说，如《论衡·
骨相篇》所载“传言黄帝龙颜，颛顼戴干，帝喾骈齿，
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

乳” ［１６］ 。 所谓的“黄帝四面”，应该就属于此类传

说。 孔子当然不会相信黄帝“长着四张脸”这样的

虚妄之说。 孔子认为“黄帝四面”其实是指“黄帝取

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意思是说，黄帝选派自己

最信任的四位贤能之人，让他们代替黄帝去分头治

理四方之地，并不是说黄帝本人“长着四张脸”。 孔

子此番言论虽然让人感觉有点儿牵强，但也完全符

合其“不语怪力乱神”的惯常做法，后世学者将“黄
帝四面”解释为“黄帝四辅”多本源于此。 在马王堆

汉墓中，与“古佚书”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篇附于帛

书《周易》卷后的佚文《二三子问》。 在《二三子问》
中，就出现了所谓的“黄帝四辅”。 《二三子问》云：
“黄帝四辅，尧立三卿，帝王者之处盛也长，故曰‘宜
日中’。” ［１７］ 《十大经·果童》中有“黄帝［问四］辅”
一语，但“古佚书”出土时“问四”二字原缺，是马王

堆帛书整理小组补上的，他们这样做的依据就是

《二三子问》中出现的“黄帝四辅”。 马王堆帛书只

是提到了“黄帝四辅”，至于“四辅”究竟是哪四个

人，并没有明确指出。 到了司马迁为黄帝立传时，
“四辅”就有了确定的答案。 《史记·五帝本纪》云：
“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６］６ “力牧”作

为“黄帝四辅”之一，亦被人称之为“力墨”，也就是

“古佚书”中多次出现的“力黑”。
从“古佚书”所载黄帝言行来看，该书中的黄帝

形象，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历史人物，是一个被理想

化了的中国古代帝王的楷模，其身上已经见不到明

显的神怪色彩。 由先前的人神合一到后来的神性消

失，黄帝形象的这种发展变化与中国上古神话的历

史化现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

的人物，与黄帝一样具有神性的，还有同为五帝之一

的高阳帝颛顼。 《国语·楚语下》云：“古者民神不

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

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７］５１２－５１５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

山，天枢也。 吴姖天门，日月所入。 有神，人面无臂，
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

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

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１３］４０２ 到了《史记》 之

中，与黄帝一样，颛顼也被纳入古史系统，其神性亦

随之而消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历史人物。
神话历史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 始祖

神话是中国上古神话的主要类型之一，而神话历史

化亦相对集中在这一类别中。 “古佚书”中黄帝世

俗人格化的形象特点，亦是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

必然结果。

四、树立典范：对黄帝人文初祖
形象建构的贡献

　 　 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在中华儿

女心目中，炎黄二帝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庄子·盗跖》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 ［２］９９７，而
《史记·五帝本纪》又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

归轩辕” ［６］３。 可见，在战国秦汉时期，黄帝要比炎

帝更受世人崇敬和爱戴，也更具有影响力。 在黄帝

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形象建构方面，“古佚书”也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
战国之际黄帝崇拜兴起，诸子百家为了更好地

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纷纷假托黄帝之名著书立说，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黄帝书”。 至司马迁为黄帝立

传时，面对门类庞杂、众说纷纭的“黄帝书”，司马迁

曾经颇为感慨地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
绅先生难言之。” ［６］４６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

“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正是战国秦汉间“百家言

黄帝”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纵观先秦两汉黄帝形象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史记》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司马迁编撰

《史记》，特意将《五帝本纪》作为开篇第一本纪，又
把黄帝置于五帝之首，黄帝由此成为华夏第一古帝，

９２１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及其生成语境探析



成为中国历史的光辉起点，从而正式确立了黄帝在

中国古史系统中无可替代的龙头地位。 黄帝能成为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司马迁可以说是厥功至伟。
“古佚书”的出土，不仅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亲眼目

睹“黄帝书”，并由此得以管窥司马迁所说的“百家

言黄帝”的“百家言”，而且为我们考察《史记》问世

前黄帝形象在战国秦汉间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势及阶

段性特征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支撑。
“古佚书”中的黄帝，无论是其在学派归属上完

成了从老庄的“虚无”向黄老的“务实”的转变；还是

其一统天下，集国家权力于一身，表现出明显的封建

君主化特征；抑或是其神性彻底消失，由此前的人神

合一，变成了纯粹的世俗之人，皆表明了黄帝形象多

样性的变化。 黄帝形象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发展演

变，有着共同的目标指向———旨在塑造一个战国秦

汉间世人眼中完美的古代帝王的理想形象。 此后，
司马迁为黄帝立传时，也有着与之相同的目标指向。
如《五帝本纪》中黄帝一统天下的过程：从“诸侯咸

来宾从”，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再到“万国

和” ［６］３－６。 司马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黄帝

塑造成时人心目中古代帝王的典范。 可见，在建构

理想化的黄帝形象方面，《史记》与“古佚书”一脉相

承。 “古佚书”的问世，让先秦两汉黄帝形象的发展

脉络变得更加明晰。 从“古佚书”到《史记》，黄帝形

象前后相承、不断发展。 在黄帝人文初祖形象发生

发展的链条上，“古佚书”的贡献虽不及《史记》，但

也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就是《汉书·艺

文志》所录《黄帝四经》，如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

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考古学报》１９７５ 年

第 １ 期；亦有学者持相反意见，如裘锡圭《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

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 （第 ３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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