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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之維與天命道境

郭吉軍 著

──西王母、女媧─伏羲神話與「天道」「天命」的形成



提    要

作品立足於華夏文明的思想探源。以崑崙母題分衍而出的兩脈神話──西王母神話與女媧

─伏羲神話為視點，通過追溯西王母神話與女媧─伏羲神話原敘事文本樣圖和其多圖樣流傳的

事蹟圖像，結構出神話敘事的意義母題，以期從神語景象中尋視華夏思想原初發生的可能性。

該研究從作為文本自顯的神話敘事開始，通過神話結構性母題的尋探，最終繪製出能夠作為意

義呈現的思想畫面。具體來說，作品以西王母神話與女媧─伏羲神話為維度進行探究，分別尋

視出傳統道家所回應的終極觀念──「天道」和傳統儒家秉持的根本觀念──「天命」。前者溯

源於西王母神話，後者溯源於女媧─伏羲神話。這兩種觀念作為華夏思想的基本儀態，分流並

澄清著華夏思想從源到流的存在方式。

從神話語境中溯探華夏思想的起源是這一研究的立足點。傳統研究多以先秦諸子文本作為澄

晰華夏思想的源淵模式，而對神話所告示的意義圖像疏於尋視。本研究從源到流系統清理了神話

傳說路跡，從源頭上澄清了由神話意向所拋示的「天道」與「天命」兩個維度，進而從「天道」

與「天命」的蘊含意向中探索作為華夏思想主幹的道家與儒道的思想源淵。因研究視域的獨特

性，故而在研究上嘗試了與傳統述釋有別的現象學方法，以現象學意向構造及意義呈現的方案，

對神話「現象」進行了追蹤與闡釋。

作者簡介

郭吉軍，甘肅高臺人，哲學碩士，古典文學博士，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

甘肅省哲學學會常務理事，甘肅省傳統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甘肅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會員。

長期從事中西古典思想研究，立足文藝美學，進行「詩」與「思」的探討。先後完成《理性與

自在》、《自然的信仰》、《生命原情與精神還鄉》等專著。發表《詩與史的交響》《海倫的出場》

《詩之道說與思之回聲》《解釋之道與視域融合》等思想論文。博士期間研讀莊子，著有《思與

忘──朝向〈莊子〉的「詩之途」與「美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