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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贯穿着这样的一个观点：诗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精神文化传
统中形成的艺术形态。
作者试图运用现代美学理论、审美价值探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研究古代哲学思想与诗词歌赋的内在
联系。
《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有较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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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杰，文学博士。
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理事。
曾任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
深圳市优秀教师，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
著有《屈原新论》等书，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等书。
在《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历获第一届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三届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广东省第一届社科优秀成
果三等奖、深圳市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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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念及其文化形态　　一 天命观念：思想的核心　　夏商时代，是中华
文明传统的萌发时期。
．这表现在当时的语言文字、宗教观念、青铜艺术等许多具体层面，总起来看，就是被浓郁的天命神
学的观念所笼罩，人类因为主体意识的匮乏而只能匍匐于至尊无比、至高无上的神灵的面前，迷惘在
自己虚幻构想出来的种种神性启示之中，从而形成了以天命观念为核心的思想意识。
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人类文明本身的脆弱，而另一方面毕竟也显示出人类已经脱离了原始时代的蒙昧
和混沌，而萌发出一种虽然稚嫩、但却具有整体性的文明。
　　原始时代的人们，由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对于宇宙自然的认识也就是十分幼稚的。
具体说来，就是以为万万千千的自然物体和林林总总的自然现象，都是和人类本身一样，有着人格化
的情感、愿望、思想等等，这就是人类学上所谓的“万物有灵”的现象。
到了夏商时代，情况则有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具体的自然性的、社会性的神灵，被整合到一个庞大的
体系之中，进而归属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秘性的“天”的统辖．之下。
这种思想发展的轨迹，与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也是颇为契合的。
谈到早期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
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
形式。
⋯⋯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
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
　　恩格斯所谓“万能的神”，就非常类似于中国的夏商时代的“天”（或“帝”）。
这种至高无上、统辖万物的“万能的神”或“天”的观念，较之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的观念，无
疑是一个质的变化。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天”的观念一直受到高度的尊奉，居于思想意识的核心地位，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观念的内涵、外延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但人们对“天”的敬畏之情、归
属之感，却几乎从未动摇过。
直到今天，每当人们表示惊讶、慌乱、恐惧、敬佩、赞叹等诸多极度强烈的感情的时候，还是会不由
自主地发出“天（啊）”的呼喊，可见这种传统的观念浸润人心之深刻、影响文化之长远。
而“天”的观念得以确立其核心地位；恰是在夏商时代。
　　根据上古时代的传说，夏代之前曾经存在过尧舜禅让的历史。
据说，统治天下的尧到了晚年，选择德行高尚的舜来作为自。
己的接班人，继承其治理天下的职责；统治天下的舜到了晚年，又选择德行高尚的禹来作为自己的接
班人，继承其治理天下的职责。
这里，他们选择接班人、交付统治权的唯一标准，就是人的品德操行、本事能力，而不包含任人唯亲
的血缘因素和私相授受的感情色彩。
这种情况，被后人称为“大同”之世。
据《礼记·礼运》记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由此可见，所谓“大同”，实际上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纯朴无私的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人与
人之间是平等、友爱、互助、合作的密切关系，没有欺诈、权谋、贪婪和暴力，而尧舜禅让的传说，
只不过是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习俗，典型化地凝聚为政权传递的具体事件，从而凸显其纯朴无私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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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所以才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如此长久地流传下来。
　　但是，到了夏代，作为部族首领的禹，率先打破了传统的禅让制，而将天下的统治权传给了自己
的儿子启，从而开创了政权世袭的局面，同时建立军队、修筑城池，对外进行武力征伐，对内实施暴
力统治。
这一切，标志着以父权制为前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早期国家形态的正式建立；被后人称为“小康”
之世。
　　《礼记？
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
制度，⋯⋯是谓小康。
　　这里所谓“天下为家”的情形，正是肇始于夏代而延续下来的。
根据古史传说，作为部族首领的禹，也是一个治理洪水的英雄。
《史记？
夏本纪》记载，当时连续多年的洪水滔天，为害甚烈，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禹采用疏川导滞
的方法，排引洪水东流人海，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终于战胜了水患，恢复
了农业生产，给广大人民带来安定的生活。
所以，应该看到，禹并不是一个私欲膨胀的人，他之所以实行“天下为家”的制度，实际上是随着社
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剩余财富，进而导致私有制形成之后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
一种必然要求。
　　夏商时代的“天”的观念，正是当时“天下为家” 的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鲜明体现。
从字源学上看，关于“天”字，《说文解字》解释说：“天，颠也。
至高无上，从一大。
”在甲骨文、金-文中，“大”字都像人的形状，“一”在人上，即代表高远的太空，这正是“天”的
本义。
寥廓无际的天空，原本是令人崇拜的自然神灵，后来更被赋予至高无上、统辖万物的神性，成为主宰
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天神。
而作为人间统治者的君王，则秉承着上天之命而取得其合法的统治权利，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普遍
性的“君权神授”的观念。
《墨子？
兼爱下》引述了《禹誓》中的一段话，那是禹在出征三苗之前誓师大会上的誓词，其中就有“用天之
罚”一句，表明他是代表上天的意志前往征讨惩罚那犯上作乱的三苗部族，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
性和权威性。
夏代的天命观念，在商代得到直接而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商代著名的君王盘庚决心迁都到殷，却受到许多执政贵族的抵触和非难，于是他就用“恪谨天命”来
警告，终于使他们服从了自己的意志。
到了殷商末年，这个面临严重社会危机的王朝早已岌岌可危了，执迷不悟的纣王仍然迷狂地宣称：“
我生不有命在天！
”以为只要有天命保佑，不管怎样为非作歹，都可以常保天下。
由此可见，天命观念是一脉相承地贯穿于夏商两代的思想，并且居于当时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
　　总起来看，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念，是以至高无上、统辖万物的“天”（或“帝”）为精神支柱、
以“有命在天”的神学独断论为理论核心的思想意识，其实质在于论证人间社会中基于父权制、私有
制而形成的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现实生活中的君王提供神秘色彩的权杖，也就是恩格斯所
谓“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因而它兼有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双重性质，并作为
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对当时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着直接而巨大的辐射作用。
　　二巫史卜问：智慧的职业　　尽管夏商两代的思想文化都以天命观念为核心：都笼罩着神秘的宗
教色彩，从文化类型上看都可称之为“巫史文化”，但比较而言，商代的思想文化，毕竟比起夏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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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得多、成熟得多。
范文澜先生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　　商朝比夏朝有极显著的进步，庶民（下层百姓与万民）劳动，
培养出拥有较高知识的人物巫和史。
巫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
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
⋯⋯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文学、音乐、艺术、医药、文字、天文、历法、历史等学科，在商朝都奠定
了初基⋯⋯这个文化的代表入主要是巫和史。
　　殷商时代巫史文化的历史现实和直接记录，便是百年来才被发现的甲骨文字。
　　在天命神学的思想观念极其浓厚的殷商时代，君王和贵族们几乎逢事必卜，只有获得神灵的启示
才明晓得失，才可以行动。
举凡祭祀、狩猎、征战、出入、年成、风雨、生死等，都必须通过占卜判定吉凶，然后方能作出相应
的决定。
这种占卜活动，是用龟甲和兽骨来进行的。
其准备过程是，先将甲骨剔净，并锯削磨平，然后在其反面挖出犹如枣核状的窠槽。
当占卜之时，由卜者用火烧炙甲骨上挖出的窠槽，在甲骨的正面便出现大大小小的裂纹，卜者便根据
裂纹的粗细、走向等判定吉凶，并在甲骨上铭记下来。
历史几经变迁，这些记载历史文化的甲骨在地下埋藏了整整三千年，直到19世纪末，才在河南安阳小
屯村（这里是殷商王都的遗址）农民的耕作中重见天日。
起初，人们称之为“龙骨”，当做药材出卖。
后来，精通金石之学的王懿荣首先鉴定出这是颇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文物，从而吸引了一批造诣精深的
学者。
研究表明，这是殷商时代王室的占卜之物，终于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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