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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人神遇合”，实际上是以“交流”、“沟通”、“逢遇”等为关系形态或典型特征的人类
与神性集体之间的纠葛。
研究先唐文学“人神遇合”的主题，亦即以唐前典籍所反映出来的人与神性集体之间的交流、沟通、
逢遇等为核心，通过综合分析神话传说、诗文辞赋、史传杂记、志怪小说等不同文学体裁中出现的，
间接或直接与人神遇合主题相关的意象、情节、故事、叙事类型等，考察唐前这一历史和文学发展阶
段人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由此而昭示的人文内涵和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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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清，男，汉族，中共党员。
湖南常宁人，1979年7月出生。
2002年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获文学学士；200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2008年毕业于
四川大学，获文学博士；随后就职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为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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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研究》《社会科学评论》《敦煌学辑刊》《湖北社会科学》《黑龙江民族丛刊》《北方论丛
》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现主持云南省教育厅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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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传说与古史记载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
毕竟，“战国以前的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古史的性质是宗教性质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
迹说。
”②早期史书以及其他典籍所载以人神遇合为主题的情节或故事，我们可以看作神话或“次神话”③
、“变质的神话”④，它们是社会历史的缩影，亦是人类梦想的呈现。
与古史和神话传说稍有不同，对于早期智者和文人来说，他们能够在理性的观照下假托人神遇合的主
题。
无论是哲学象征，抑或是文学形态的象喻，体现人神遇合文化的文献或作品，共同展示着人类的生命
体验和理论热情。
譬如道家哲学，它一方面讨论并确信鬼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毫无宗教迷信的特质。
究其缘由，这一学派的诞生虽曾与楚国的巫鬼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道”的理念观照下道
学者通过“陈道”与“寓言”两种哲学表述，较为理性地超越了楚人原生态的鬼神信仰。
在《庄子》《列子》的哲学文本之中，我们虽然常见以人神遇合为主题内容的精彩寓言，却绝非纯粹
的鬼神信仰故事可比。
道家对世界高屋建瓴式的把握，不仅充分展示出哲学家独特的认识角度和学术视野，而且凝聚着动乱
时代背景下新兴士人探索社会发展出路、追求自由幸福境地的心血。
　　文学家通过以诗赋为形态的文学创造，或巧妙幻构神秘瑰奇的神灵意象，或直接叙写以人神遇合
为主题的神异传说，在充满象喻色彩的叙事背后，表达出个人对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的思索。
日人吉川幸次郎指出：“《诗经》中的诗，屡屡陷于怀疑与绝望。
《楚辞》中的诗，比起《诗经》来，怀疑与绝望更为深沉。
”⑤正因为如此，《诗经》所展示人神之间的隐性交流，屈、宋辞赋演绎“人神同游”、“人神之恋
”等叙事模式，往往暗示出创作者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先唐文学人神遇合的主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