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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标语的创作需要注重创新和个性化，使人们能够产生共
鸣和认同。爱国标语应当体现艺术性和独创性，给人以美感
和思考的空间。下面是一些激发爱国热情的标语，一起来感
受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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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如何起源的，这是人类一直探索的奥妙。在很久以前，
就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

相传，天地本来是黑暗混沌的一团，好像一个大鸡蛋。盘下
就孕育在中间，过了一万八千年，突然山崩地裂一声巨响，
大鸡蛋裂开了。其中一些重而浊的东西渐渐下降变成为地，
轻而清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混沌不分的天地被盘古
分开了，他手托着天，脚踏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
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每天也增长一丈。这样又过了一万八
千年，盘古的身体长得有九万里高，像一根巨大无比的柱子，
立在天地当中，使天地无法重新合拢，不再变得黑暗混沌。
但盘古也十分疲劳了，终于倒下来死去了。

盘古临死之前，天地又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发出的声音变
成了隆隆的雷霆，他呼出的气变成了风云，他的左眼变成了
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他的身躯和四肢变成了大地的四极
和五岳，他的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
变成了田土，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皮肤和汗毛变
成了花草树木，他的牙齿、骨头变成闪光的金属、坚硬的石
头和圆亮的珍珠玉石，他流出的汗水变成了雨露。长在他身
上的各类寄生物，受到阳光雨露的滋养，变成了大地上的黎
民百姓。这样，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又用他整个身体孕育了
天地万物。



关于盘古的神力，还有传说。他哭泣时流的眼泪成了江河，
眼睛的闪光变成闪电。说他一欢喜，就是丽日晴天；一恼怒，
天空就乌云密布。还说他睁开眼睛就是白天，闭住眼睛就是
黑夜。

开天辟地的盘古，受到人们的崇敬。我国西南地区一些民族
中，还流传着崇拜盘古的各种仪式和神话。传说南海有绵亘
八百里的盘古墓，用来收葬他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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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把天地修补好后，世界上又相安无事很多年。可是后来，
这宁静和平的局面被www．一场可怕的恶战破坏了。交战的
双方一个是统治宇宙的黄帝后裔天帝颛顼，一个是统治地上
十分之七水域的水神共工。

共工是炎帝后裔火神祝融的儿子，生着人的脸，蛇的身子。
披着一头火样的红发，性情暴烈。共工不甘心屈居于颛顼之
下称臣，久想抢夺天帝的宝座。

共工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叫浮游，相柳。那相柳也是人面
蛇身，浑身青色，长着九个脑袋，同时要吃九座山上的东西。
共工还有一个儿子，本事不大，却也有和他父亲一样的野心。
共工和他的部下经过一番筹谋之后，就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
向颛项发动了突然的进攻。

颛顼对共工的野心早有警惕，即刻带兵相迎。这场争斗十分
激烈，双方都把自己的所有兵力和智谋使了出来。他们从天
上打到地下，又从地下打到西方的`不周脚下。

共工掀起狂波恶浪，用水去攻颛顼一方，颛项则放出熊熊的
神火去烧共工一方。终于，共工一方敌不过颛顼，九头相柳
被当场烧死。浮游被烧得焦头烂额，拼死冲出火围，忍痛逃
到淮水。一头扎进水里，终因伤势过重死了。他死后还不甘



心，化成了一头红熊，后来跑进晋平公的屋子，把晋平公吓
得生了一场大病。共工本来就没有多大本事的儿子在战争中
被乱刀砍死，后化为厉鬼，常在人间作崇。因为这鬼怕红豆，
又死在冬天，所以人们常在冬至这天煮红豆粥来驱邪。他一
见红豆粥就远远地跑开了。

共工的大部分人马，死的死，伤的伤。一向高傲成性不可一
世的共工，见大势已去，不由又怒又恼，猛地头向不周山撞
去。

只听得轰隆隆、哗啦啦一声响，不剧顿时被撞成两截，倒塌
下来。

不周山这一倒，使整个宇宙发生一场大的变动。原来这不周
乃是西方撑天的一根柱子，很可能就是女娲时代用来撑天的
鳌足变化而来。撑天柱一倒，西北方的天失去支撑，倾斜下
来，天空的太阳、月亮，星辰站不住脚，不由自主地向西移
动。这样就成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月星辰的运行。"

颛顼所统治的宇宙。经共工这么一折腾，虽然打破了女娲时
代的宁静和平，却也改变颛顼时代的死气沉沉。你看，日月
星辰每天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去而复来。天气分成春、
夏、秋、冬，依着顺宇循环不已。江、湖、河水急急忙忙地
奔向东方，大海则敞开胸怀，容纳百川汇集而来的水流。世
界变得又奇妙又生动。

至于那被撞倒的不周，原本"不剧"，只因被共工撞倒后、体
残缺不全，人们才它"不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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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星辰为什么会东升西落？江河为什么都向东流？传说是
水神共工撞断天柱的缘故，共工成了正义的象征。



女娲修补好天宇以后，好长时间日月星辰的运行都很正常。
可是后来一场战争打乱了这个局面。交战的双方是水神共工
和天帝颛顼。

共工是火神祝融的儿子。他长着人的脸，蛇的身子，红色的
头发。共工常掌管海洋、江湖、河泽、池沼等世界十分之七
的领域。在黄帝和炎帝的一次大战中，共工曾用水帮助他的
祖上炎帝作战，颛顼是黄帝的曾孙，黄帝一度让他代行神权。
但在他执掌神权期间，他并不顾念人间黎民百姓，还派人断
绝了人间和天界的通道，也压迫他所不满意的诸神。更为无
理的是他把太阳、月亮、星星都拴系在北方的天空上，固定
在那里不能移动。这样，大地上有的地方永远明亮，有的地
方永远黑暗，给人们带来了灾难，水神共工乘机率领部下发
难，起来推翻颛顼的统治，夺取天帝宝座。

这场战争十分激烈，他们从天上一直打到一座叫做“不周
山”的山脚下。不周山地处西北方向，山形奇崛突兀，是一
根极高极高的撑天柱。双方在这里鏖战不息，共工见一时不
能取胜，陡然怒气万丈，猛地一头向不周山撞去，只听得哗
喇喇巨响连天，刹那间把不周山拦腰撞断。

这时，整个宇宙又发生了一场大变动，西北面的天空因为没
有不周山的支撑，倾斜下来，日月星辰再也不能固定在原位，
于是白昼、黑夜每天交替一次。而东南面的大地受到山崩的
剧烈震动，陷了下去，形成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从此江河
的水也不同自主地朝东方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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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传说她与伏羲是兄妹，她与伏
羲结婚而产生人类，后来女娲禁止兄妹相婚，这反映了中国
原始时代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的情况。又传说女娲用黄土
仿照自己造成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还有传说女娲补天，
即自然界发生了一场特大灾害，天塌地陷，猛禽恶兽都出来



残害百姓，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又杀死恶兽猛禽。
另传说女娲制造了一种叫笙簧的乐器，于是人们又奉女娲是
音乐女神。《风俗通义》记载她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
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关于
女娲的传说很多，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甚为广泛深远。至今
中国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

又称女阴、女娲娘娘，凤姓，生于成纪，一说她的名字为风
里希（或为凤里牺）。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
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她慈祥地创造了我们，又勇敢地照
顾我们免受天灾。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
祖神。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

女娲氏族发源地，文献不见记载，但根据伏羲与女娲的关系，
女娲故里也应在古成纪范围内。郦道元《水经注》在讲到渭
河支流葫芦河时特别提到该地古老的女娲祠。在葫芦河畔，
与大地湾相距不远的秦安陇城镇，有女娲洞，又有女娲庙，
祭祀女娲，陇城又称“娲皇故里”。女娲也以风为姓，至今
其地有风台、风莹、凤尾村等地名，均与女娲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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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晚上，嫦娥趁羿不在家，从葫芦里倒出灵药，全吞下
肚子去。顿时她的身体轻飘飘的，不由自主地飘出窗户，直
向天上飞去。她边飞边想，如果到府，众神要耻笑她自私，
况且见了丈夫也不好办，不如到月宫里暂时躲藏一下为好。
谁知嫦娥一到月宫，脊梁骨不住地缩短，腰肚却拼命往外膨
胀，最后竟变成一只丑陋的蟾蜍(癞蛤蟆)。因此许多古诗里，
称月宫为“蟾宫”。

以后又有另外一种传说，说她并没有变成癞蛤蟆，依然是一
个超群绝世的美貌仙子。只是她在月宫里非常寂寞，常年陪
她的只有一只捣药的白兔和一株桂树。后来多了一个被天帝
罚作苦役的吴刚，他不停地确桂树，桂树却随砍随合，他就



永远不得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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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出自《山海经·海外西经》。《山海经。校注》
云：“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于常羊之野。乃以乳为
目，以脐为口，操干戚而舞。”刑天是山海经里提到的一位
无头巨人，原是炎帝的手下。自炎帝被黄帝在阪泉之战打败
之后，刑天便跟随在炎帝身边，定居在南方。当时，蚩尤起
兵复仇，却被黄帝铲平，因而身首异处，刑天一怒之下便手
拿着利斧，杀到天庭中央的南天门外，指名要与黄帝单挑独
斗。最后刑天不敌，被黄帝斩去头颅。而没了头的刑天并没
有因此死去，而是重新站了起来，并把胸前的两个乳头当作
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拿斧。因为没了头
颅，所以他只能永远的与看不见的敌人厮杀，永远的战斗。
而在陶渊明的《读山海经》中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
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类，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来赞颂刑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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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是古人颂扬善良愿望和锲而不舍精神的神话故
事。

相传，太阳神炎帝的小女儿去东海边游玩，不断掉进大海淹
死了，她死后，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叫做“精卫”，花头、
白嘴、红足，长得活泼可爱，她被悲恨无情的海涛毁灭了自
己，又想到别人也可能会被夺走年轻的生命，因此不断地从
西山衔来一条条小树枝、一颗颗小石头，丢进海里，想要把
大海填平。她无休止地往来飞翔于西山和东海之间。

精卫锲而不舍的精神，善良的愿望，宏伟的志向，受到人们
的尊敬。晋代诗人陶渊明在诗中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
填沧海”，热烈赞扬精卫小鸟敢于向大海抗争的悲壮战斗精



神。后世人们也常常以“精卫填海”比喻志士仁人所从事的
艰巨卓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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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女娲以泥土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并构建人类社会;又
替人类立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两性相互婚配，下面是本站
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国神话故事女娲造人，希望能帮到大家!

女娲是一个人身龙尾的女神。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也就在天
地间到处游历。

女娲滑行在大地上，羡慕盘古身体上那些优美结构，她热爱
树木花草，然而她更加陶醉于那些更活泼、更富有朝气的鸟
兽虫鱼。在把它们打量了番后，女娲认为盘古的创造还算不
上完整，鸟兽虫鱼的智力远远不能使她满足。她要创造出比
任何有生命之物都要卓越的生灵。这样，世上就会有了能主
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也就不会仅仅只是野草漫山、野兽成
群、飞禽成帮，世界也就不会寂寞和荒凉了。

于是，当女祸沿着黄河滑行，低头看见了自己美丽的影子时，
不禁高兴起来。她决定用河床上的泥按照自己的形貌来捏泥
人。女娲心灵手巧，不一会儿就捏好了好多的泥人。这些泥
人几乎和她一样，只不过她给他们做了与两手相配的双腿，
来代替龙尾巴。女娲朝着那些小泥人吹口气，那些小泥人便
被灌注了活力，“活”了起来，变成了一群能直立行走、能
言会语、聪明灵巧的小东西，女娲称他们为“人”。女娲在
其中一些人身上注入了阳气——自然界一种好斗的雄性要素，
于是他们就成了男人;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她又注入了阴
气——自然界一种柔顺的雌性素，于是她们便成了女人。这
些男男女女的人们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

女娲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但她累了，做得也太慢了。



于是，她想出一条捷径。她把一根绳子放进河底的淤泥里转
动着，直到绳的下端整个儿裹上一层土。接着，她提起绳子
向地面上一挥，凡是有泥点降落的地方，那些泥点就变成了
一个个小人。女娲就这样创造了布满大地的人们。

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
互相配合，生儿育女，使人类能繁衍连续至今。

女娲的儿女们在大地上幸福美满地生活着。可是，“天有不
测风去”。有一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仗，共工被祝融
打败了，他气得用头去撞西方的不周山，结果将这座撑天的
大柱撞塌了，半边天便塌了下来，天上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大地也被震荡得多处破裂。裂口中爆发出的火焰燃烧着人们
的房屋和农作物。洪水漫过两岸，地下的水流也从其他隙缝
中喷涌出来，淹没了大地，人们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片汪洋
大海。

女娲满怀恐惧地望着成千上万的你饿死和淹死。她决心要拯
救她的孩子们，解脱她的儿女们的灾难。女娲滑到黄河边，
挑选了许多五彩缤纷的石头，把它们放在熔炉里熔化，再用
这些熔化了的液体把天上的洞补起来。女娲不停地补呀补呀，
九天九夜过去了，天空终于被补好了，大地放晴了，天边出
现了五色云霞。现在雨过天晴后出现的彩霞，就是当年女娲
用五彩石炼成的呢。

天补好了，天空比以前更灿烂绚丽，女娲欣慰地笑了。可是，
她还是不放心，又从东海捉来一只万年的巨龟，斩下它的四
足，把它们用作擎天柱，分别竖在大地的四角，支撑住了天
地的四方。接着，这位仁慈伟大的母亲，又把大量的芦葭烧
成灰，填平了地上洪水泛流的沟壑。就这样，人们桑中以安
居乐业地生活了，人类终于摆脱了灾难，大地上又出现了祥
和欢乐的气氛，人们更加幸福地生活着。

女娲创造了人类，因而被人们称为人类始祖——“女娲娘



娘”;她为她创造的人们的幸福不懈地付出，努力着，因此，
她的名字被后人铭刻在心上。

女娲神话的第一批古书籍记载例如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和
《楚辞》(虽然《说文解字》记载西周末年的周宣王太史籀所
作著作中有娲字，但已亡佚，仅作传言)。尽管二书中的记载
还比较模糊朦胧，但今人多肯定其以造人为职能的始母神神
格意向。袁珂先生就将《楚辞·天问》中的“女娲有体，孰
能匠之”理解为“女娲作成了别人的身体，她的身体又是谁
作成的”。丁山先生则更为明确地认为这两句话说明：“(至
少)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固已盛传女娲造人的故事了。”

至于《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
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的记载，袁珂则以晋人郭
璞注为解：“或作女娲之腹。”又云：“女娲，古神女而帝
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并以汉人
许慎和刘安的话作为参证 。丁山也认为这“显然又是孕毓人
类的寓言” 。尽管如此，这些记载当中仍然没有明面提出女
娲造人的说法。

除了造人之外，先秦典籍中女娲为乐器始神(发明瑟、笙簧、
埙等)的记载也应该是女娲造物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似乎
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尤其是它在移位到文学中的浪
漫题材，更是缺少关注。《礼记》与《帝王世纪》、应劭
《世本·作篇》作“女娲作笙簧”，可见孔疏不误。这短短
五个字的记载却成为后代文学家驰骋才华的平台。

古籍中最早明面提出女娲造人故事的是《风俗通义》，这则
故事虽然正面描写了女娲造人的事迹，显示出女娲始祖母神
格的地位，但毫无疑问，其中已经烙上人类社会变迁的影子。
“抟黄土作人”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制陶技术的发明在神
话中的投影，而所造人类产生富贵贫贱之分则是人类进入等
级社会的反映。这说明，神话一旦离开了它自身的生长土壤，
它的形态就要随着新的生长土地而呈现出新的姿态。



同时，女娲还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婚姻之神。《风俗通》
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罗泌认
为：“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因典祠
焉。”这应该是人类进入婚姻制度之后所赋予女娲造婚神话
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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