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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不知道作者姓名的重要著作

各位親愛的讀者，你從語文課本中學到的〈夸父追日〉、〈精衛

填海〉、〈后羿射日〉等課文，老師說無法確定作者的姓名，當時您

或許有些遺憾。是的，這些神話成文時離現在太久遠了。我可以告

訴大家，這幾篇神話都在《山海經》這部書裏。《山海經》堪稱世界

經典著作，很可惜的是，我們不知道誰是作者。它是一部不知道作

者姓名的世界名著。

您或許又感到失望了吧？您可能要問，不知道作者姓名，總可

以說出那些無名英雄的身份吧？

《山海經》總體來說是「官書」，是當時政府有關部門人員寫的，

但不是在同一個時間完成的。它的早期底本應該是西周官方機構主

持的調查記錄，有文有圖，而且定期或不定期重新修訂，不斷增刪

潤色，一直延續到東周，所以說它是不同時代、不同作者的成果。

至於作者身份，就用現代詞語「技術官員」吧，而且主要是管理全

國土地、山川、物產的部門，和管理全國各地祭祀的部門的「技術

官員」，其中就有巫師等神職人員。那時的巫，是最早的知識分子

的一部分。

雖然說不出《山海經》的原始作者的真名實姓，但是可以估算

出它的成書年代。大體說來，《山海經》中的〈山經〉是周朝中央政

府和各地諸侯王官的檔案材料，秦始皇統一全國

後，這些檔案集中到了秦朝的都城咸陽。漢朝建立

後，又集中到了漢朝的都城長安。長安、咸陽離得

很近。《山海經》中的〈海經〉可能是官府圖冊，但

也有私家作者手筆。

《山海經》的作者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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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曾經收集全國各地圖書，凡是他認為對秦朝不利的書都

統統燒掉，還有那些書生，也都毫不留情地鎮壓，這就是歷史上說

的「焚書坑儒」，這期間燒毀了很多圖書。不過，那些被認為對秦朝

沒有害處的書則保存下來，《山海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西漢時，名臣東方朔和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都提到過《山海

經》。司馬遷說過這樣一句話：「《山海經》中的怪事怪物，我怎麼能

寫進《史記》這部正史中去呢？」如此看來，當時已經有《山海經》，

只不過沒有現在我們見到的這樣整齊有序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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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定也喜歡「揠苗助長」、「掩耳盜鈴」、「亡羊補

牢」、「守株待兔」、「買櫝還珠」、「南轅北轍」、「濫竽充數」

等成語故事，您也許都能說出典故來。那麼，現在您又

可以學到一個成語了。《山海經》的編者就是「抱殘守缺」

這個成語的「主人」。說「主人」，是因為這個成語是由發

生在他身上的一個真實故事而來的。

劉歆與《山海經》的故事

《山海經》的編者劉歆（？—23），小時候就非常好

學，長大以後成了著名學者。他編製的《三統曆譜》被

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曆的雛形，他還是中國研

究圓周率第一人，計算到 3.15471，比現今得出的精確

圓周率π值，只略為偏差了約 0.0131。

他曾因受到守舊派的排擠而寫了一封公文提出批

評和抗議，指出守舊派抱殘守缺，因循守舊，不肯探

求新的學問。根據這個故事，後人引申出了「抱殘守

缺」這個成語，原意為守着陳舊、殘破的東西不肯放

棄，現在多用來比喻思想保守，不肯接受新事物。

大家可能要問：劉歆為甚麼要編《山海經》呢？

這就要介紹一下他的父親劉向了。劉向（約公元前 77—前 6）

本名更生，字子政。他是漢高祖劉邦的弟弟楚元王劉交的四世孫，

是漢朝皇室宗親。他少年時愛學習，能寫一手好文章，十二歲就擔

任宮廷中引御輦的官。那時候皇帝在宮中行動也很有氣派，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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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有一大堆人陪護，帶隊的叫輦郎，選的都是親信大臣的少年公

子。劉更生二十歲後就當上大夫級的官。新皇帝漢成帝即位之初，

他便更名為劉向。河平三年（公元前 26年），成帝指派劉向負責審

校宮廷藏書，長達十九年，直到逝世。

劉歆是劉向的小兒子，也很有才華。父親在世時，劉歆一直是

助手，有機會接觸皇帝藏書館裏的圖書，父親死後又接班主管秘閣。

劉歆接觸《山海經》是由於父親劉向的引導。在劉向之前，已

經有朝廷大臣看到這部書的原始材料了。前面提到的東方朔、司馬

遷談《山海經》只是有文字記錄最早的兩位。

東方朔談《山海經》是在漢武帝時，當時有人進貢一種鳥，這

鳥很奇特，只有一條腿，長得像鶴。皇帝問這是甚麼鳥，朝堂上的

大臣沒人敢吭聲。沉默了一陣子，皇帝的目光轉到多才善辯的東方

朔身上。東方朔也真是隨機應變的高手，他馬上想到了最近讀過的

《山海經》，於是說這是畢方鳥，《山海經》中有記載。就這樣，化

解了一場尷尬事，朝堂上的

皇帝和大臣們都有了下台階

了。於是皇帝下令，大臣們

都要學習《山海經》。

同樣的故事後來又發生

過一次，這次輪到劉歆的父

親劉向當主角。這次是在漢

武帝的下一代漢宣帝的朝堂

上。有位地方官交上來一份

報告，說在一個建築工地下

面發現了一間石室，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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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方 ［明］胡文煥圖本

一具古屍。一具古屍有甚麼稀奇，竟然要驚動到皇上？原來這古屍

被捆綁着，而且還戴着刑具，一定是犯了甚麼大罪。皇帝感到很大

的興趣，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大臣們都不知道。

這時候，劉向在朝堂上介紹了自己的判斷：這就是貳負之臣。

並且把《山海經》的有關原文解釋一遍：貳負的臣子危和貳負殺了

人，天帝下令對危用刑，反捆雙手，戴上刑具，關在疏屬山的石洞

裏。從此以後，不用皇帝下令，人人都爭着學習《山海經》了。

劉向雖然參與了《山海經》的前期編輯工作，不過，我們還是

把《山海經》編訂的功勞記在劉向的兒子劉歆身上。

劉歆把《山海經》雜亂的原始資料整理成兩大部分，並且加上

不同層次的標題，〈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東山經〉、〈中

山經〉、〈南次二經〉、〈中次十二經〉、〈海外南經〉、〈海外西經〉、〈海

內南經〉、〈大荒東經〉、〈海內經〉等名字，都是他加上去的。

他還添加了部分正文，增加了〈大荒經〉到〈海內經〉。另外，

他還加了一個序言部分，放在〈海外南經〉的開頭。

劉歆編《山海經》時也出現過失誤，不過這個失誤後來又成了

一件好事。

他在編訂〈海內東經〉時，資料太少了。他翻來覆去，發現一

段文字寫的與東部地區有關，就編了進去。後來有學者發現那段文

字不像《山海經》，而是古人寫的《水經》中的一段。我們通常所說

的《水經》是專門記述河流湖泊的書，著者和成書年代不詳。後來，

北魏的酈道元為它作了注解，即著名的《水經注》。而《山海經》中

的這段文字比現在能見到的《水經注》所指的《水經》至少要早三百

多年，是研究《水經注》的珍貴資料。

【畢  方】

清代的《禽蟲典》中的

畢方為人面大鳥，立於山頭

之上，俯視眾生。受畢方主

壽說法的影響，明代的胡

文煥圖本中的畢方為獨足

鶴形。

人面畢方 ［清］《禽蟲典》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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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歆還寫了兩份編輯題記，內容完全一樣，記錄了完成任務的

時間和參加編訂的人員的名字。除了劉歆以外，還有丁望、王龔二

位學者。題記一份在〈山經〉中的〈海外東經〉之後，前面有九大篇

內容，一份在〈海內東經〉之後，兩份題記之間有四大篇內容。這

樣安排肯定有寓意：《山海經》前九大篇是第一部分，也是主體部

分；中間四大篇是第二部分；後五大篇是第三部分。

公元前 6年四月丙戌日，劉歆正式向皇帝呈上《山海經》，同時

附加一篇報告，介紹了他的編輯動機、《山海經》的學術價值，還有

東方朔識畢方鳥、劉向談貳負之臣的故事。那一年距今已經兩千多

年了。我們見到的這部世界古籍，就

出自劉歆這位大學者之手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