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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
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
化、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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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民俗像空气一样是
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
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骒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团
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赛龙舟>>

作者简介

刘魁立，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哲学博上（俄罗斯），研究员、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
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张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群众文化》、《文化月刊》主编，现为文化部社会文化图
书馆司（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

秦伟，东华大学体育部副教授，硕上生导师，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和作品二十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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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龙”存在的两种认知龙舟是做成龙形或刻有龙纹的船只。
从古至今，龙，一直是表达威慑力量和神性功能作为基本精神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熟悉的龙是否在
自然界存在过？
目前社会上存在两种说法。
一、龙是远古自然界曾经存在的物种一种说法是：龙是远古自然界曾经存在的物种。
有自然科学学者认为，龙是远古海洋生物——巨蟒，也称海蟒，是一种以赤道暖流为中心的海域为栖
境的变温动物，应属爬行纲蛇亚目蟒科，也有人认为龙是史前巨型鳄；另一种说法也是大多数人的共
识：龙是生物界根本不存在的实体，但又是人们心目中活灵活现的动物，仅存在于人们的精神和文化
世界里，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是许多动物图腾组成的综合体。
有自然科学家认为：通过地质史分析，在第四纪冰期结束后，大约距今七千至一万二千年间，由于地
球的运行轨道逐渐规律化，地球上出现了一个高温期，高温期顶峰全球性的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
升，形成了几千年的海水侵蚀陆地现象。
我国的四大河流中下游，在海拔较低的平原、丘陵地带，都成了浩渺的水乡泽国。
高温的前后，又各连接着持续四千年左右的温暖期。
当高温期和温暖期，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北移，直达塞北，我国的广大水域便为水生物种提供了极为有
利的生态环境。
随着海侵而来的龙，也就在当时获得了一个长达四千多年的繁殖鼎盛时代，并以其巨魁的躯体和较少
的天敌称霸水域环境。
在四大河流中下游的先民，只能生存在被水域包围的丘陵、山区以及与水域毗连的陆地。
这种情景在古今书籍中都有所描述，《淮南子·本经训》曰：“江淮流通，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
”——长江、淮河流域之水已经相互贯通，内陆湖泊所聚集的水都溢满了，没有边际，老百姓只能在
丘陵上生活。
《山海经》说：“有九丘，以水络之。
”——有丘陵的地方被水所环绕。
《左传·昭公九年》云：“龙，水物也。
”——龙为水生物，与雨水有关。
何新在《龙：神话与真相》中指出：“古中国大陆和海洋上，确曾存在过一种令人恐怖的巨型爬行动
物。
这种巨型爬行动物，以及与其形状相近的其他几种爬行动物，其实就是上古传说中所谓‘龙’的生物
学原型。
换句话说，‘龙’在古代是确实存在的，它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为CrocodilusPorosus的一种巨型
鳄——蛟鳄。
”当时，先民主要靠渔猎、采食为生，居所住地多靠近水域，受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的限制，经常和
龙发生接触和冲突，由于当时龙的种群繁盛，加之天敌较少，龙和人类的生存矛盾尤其激烈。
在缺乏科学认知的先民头脑里，生存的本能和幼稚思维在“相似联想”极为盛行的古代，对自然规律
的愚昧认知必然产生错误的联系，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对自然力的懵懂抗拒反映在精神领域——对
龙的威力产生畏惧和崇拜心理，巫术和迷信活动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龙图腾”、“图腾崇拜”应运而生，并以多渠道的自然传播形式，迅速地辐射中华大地。
先民们模仿龙实际就是以自己幼稚的行为方式，去影响自然而获得和解过程的遗存。
距今三千年时，温暖期结束，海水逐渐退落，冰川形成，昔日辽阔的水域逐渐涸化为陆地，龙的种群
失去了主要的生存环境而趋于衰落，并且由于先民为了生存大量捕杀，寒冷期接着来临，最终使其在
内陆水域逐渐绝迹。
龙，就此成为在自然环境中永远消失的物种。
我国古代典籍和文献里所反映的杀龙、食龙、养龙，以及将龙作为馈赠礼物的记载，正值地质史上最
后一次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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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龙物种虽然不复存在，作为意识形态存在于人们记忆里的“精神”龙，不但历
久不衰，而且还附上各种丰富的传奇色彩。
人们对龙的崇拜和占卜得到强化和深化，龙成为最受先民崇拜的生灵之一，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
方面，随处可见龙的痕迹，久而久之升华为人们精神和文化世界里带有灵性的神。
二、龙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另一种是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多数人的认识：“龙起源于原始社
会的图腾崇拜，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它是许多动物图腾糅合
成的综合体，现实世界并没有存在过龙这种生物体。
”龙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种“神灵”或者“龙神”，它的起源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龙的“
形体”和老百姓赋予龙的“神性”。
据历史资料考证：在原始社会末期，吴越先民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生活主要依靠从自然界猎取天然
食物。
先民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通过成立原始部落集团的方式，来共同抵御各种猛兽的威胁和攻击。
由于生产力低下，先民们必须做最大的努力，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而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总
是严格地遵守：个人行为与集体的功利动机相联系。
在原始部落中，先民们用图腾作为部落集团的标志和共同信仰，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视为一个完整
的群体，人们在身体、衣物、日常用具、住所、舟车上刻画本部落的图腾记号，祈求受到图腾的保护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
各部落为了生存和繁衍而不断扩大领地，部落和部落之间相互侵略，强大部落吞并了弱小部落，部分
部落出于防御共同敌人、获得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联合起来，结成部落联盟。
这些不断强大起来的部落群体，为了加强部落联盟的凝聚力，迎合部落群体早已形成的图腾崇拜的心
理习惯，一种集合各部落图腾特征的新标记便应运而生，而龙图腾便是其中的一种。
闻一多认为：“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
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
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单体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
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体的结果。
”吴越人当时生活在被水域包围的丘陵山区和与水域毗连的陆地，先民们在这个川泽遍布、河流众多
的荒蛮之地生生息息，与无情的自然抗争。
他们以渔猎维持生计，为了生存繁衍，不仅要与蛇、鳄、蟒争夺猎物，还常常受到其他水生物种的伤
害。
在渔猎中他们发现：蛇能够在水域中恣意沉浮、畅游无阻、神出鬼没、飞扬跋扈。
出于对生存本能的愿望，内心自然对蛇产生崇拜，期望能够模仿蛇的形态，或者进行仿生性的模拟创
造，先民们进而开始模仿自然界优势动物的保护色、形态特征。
他们将蛇的斑纹涂画在自己的身体上，模仿蛇的生活习性，“蛇崇拜”、“蛇图腾”就此而产生。
吴越人通过占卜、巫术、崇拜仪式，企图用幼稚、混沌、模糊的精神能量来模仿、控制、征服它们；
采取剪发文身、打扮成“龙”的样子，企图迷惑蛇、鳄、蟒的视觉和意识，避免受到它们的伤害。
当这种行为偶尔发挥功效时，吴越人就似乎找到了验证的途径，图腾信仰和图腾崇拜就被逐渐强化和
放大，巫术信仰世代沿袭就成为习俗，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而产生了“保护效应”、“平安效应”，
所以历久不衰、代代相传。
早期龙图腾的形态特征，是随着部落联盟的不断兼并而发生变化，是先民们不断总结自然界食物链顶
端动物的优势形态特征的结果，久而久之就形成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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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在长期的流传和国际交流中，它被中国周边的国家和
民族所吸纳和接受。
在东方国家尤其是韩国，已经有1000多年的传统了，长期沉淀于韩国的文化土壤之中，已经完成了“
本土化”过程，融入了当地历史和文化血脉，成为其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就像佛教在中国发展为禅宗
一样，已经融入了那里的山川气息和人文追求，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情感，形成本民族独特
的节日习俗。
作为和中国共享的一种文化现象，韩国江陵将端午祭申请了世界无形遗产，并有意识地对这个文化现
象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发挥，融入了不少现代因素，作为无形的文化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广泛
吸弓1年轻人的参与和继承，尤其是1997年端午祭已经被选定为韩国的十大地方庆典之一。
作为起源国的中国来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任何东西只有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珍贵，虽然在感情上我们一时难以接受，但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
并借鉴他山之石，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
否则，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之根将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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