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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文化人类学关于巫学的理念、方法、论证中华原始审美意识起源与原始巫史文化传统的关系
，进而由文化哲学进入，研究自先秦到现代各个时期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轨迹，文化品格及其影响。
所论尤为注重文脉的历史联系，富有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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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龙凤”的原型，即为“鱼鸟”。
鸟者，凤也；鱼者，岂不是龙么？
龙的形象建构，与鱼有关。
鱼纹大约就是一种“原龙”之纹。
据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河南濮阳西水坡遗
址编号为M45的一座墓葬中，发现“龙虎蚌塑”图样。
据测定，该墓葬之年代距今六千四百六十年左右，该遗址发掘于1987年。
《龙与中国文化》一书对该纹样的描述颇为生动：“这幅原龙纹出现在濮阳西水坡遗址M45号大墓墓
主人骨架的东侧，由白色的蚌壳精心摆塑而成。
‘龙’长1.78米，高0.67米，头北尾南，背西爪东。
‘龙’头似兽，昂首瞠目；它的吻很长，半张的大嘴里长舌微吐；颈部长而弯曲，颈上有一撮小短鬣
；身躯细长而略呈弓形，前后各有一条短腿均向前伸，爪分五叉；尾部长而微曲，尾端具有掌状分叉
。
总体上看，这条‘龙’似乎在奋力向前爬行。
”而“墓主人骨架的西侧，是一幅与原龙纹相对称的虎形蚌塑。
虎头微垂，圜目圆睁，张口露齿，长尾后撑。
虎的四肢作交递行走状，真可谓下山猛虎。
”同时，“墓主人骨架的正北（足部）有一蚌塑三角图案，三角图案的东侧横置两根人的胫骨。
被蚌塑环绕的墓主人是一位身长1.84米的壮年男子，他头南足北，仰身直肢葬于墓室正中。
整个墓室布局严谨，充满了庄严、神秘的气氛”。
这一罕见的考古发现，学界称为“龙虎墓”，由此研究中华“四象的起源”。
四象者：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李学勤说：“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骼两旁，有用蚌壳排列成的图形。
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形态都颇生动，其头均向北，足均向外。
”并说，该“龙虎墓”的方位排列，“龙形在东，虎形在西，便和青龙、白虎的方位完全相合”。
②如果说陕西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鸟啄鱼”纹中的鱼还不太像龙的话，那么
，濮阳西水坡遗址M45大墓出土的这一龙样，已与后世的龙在造型上极为相似。
学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真正的中华“原龙”图样，而且它与虎图相对，称它为龙，殊
无疑问。
学界有人曾认为，中华四象观起源甚晚。
《中国天文学》一书甚至说“是秦、汉之后的产物”。
实际上，《礼记·曲礼上》已有关于四象的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
上。
”据考，《曲礼》乃孔门后学七十子所作，由此，以往学界多持“四象起于战国”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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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著所叙，似数十载问学之酸果而难得圆融乎？
灵犀孤寂之际，虽仅偶有拾取，仍未改于中国美学及易、佛求索之疾愚也。
王静安氏云：“‘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注：原词为“蓦然回首”），那人正（原词为“却”）在，灯火阑珊
处’，此第三境也。
”大凡人生兼为学之三境，有如但丁《神曲》之地狱、炼狱与天堂，诚未谙余之身心栖居于何耳。
诸般努力，纵付之东水、交乎冷月而犹未悔，惟愿敬畏于精进之当下。
吾治学，仅出于爱好而己。
《庄子》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大美”无言，确乎守望在春华秋实、灯火明灭之书城中。
而诗趣兼禅悦，无求之求也。
释道安《安般守意经注·序》云：“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
而须弥舞。
”愿问学之寄，由道“无”此“大美”而趋于佛之空寂矣。
是书所言，试以“我注六经”为本，图“六经注我”之新。
恐史料之难以搜尽，立说有欠妥；探文脉似未全，而问美而少悟，余之愧焉。
本著出版，尤为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张雅秋编、校之不吝心力，治学之严谨与敬业。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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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学史新著》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学史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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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