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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2年末至2003年初，一场“非典”灾难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迎面扑来，我对这场来势
凶猛的瘟疫毫无认识，照常过着我的“离而不休”的紧张生活。
4月23日，从郑州机场登上返京的班机，刚刚坐下不久，便收到一份“健康登记表”，这时才感到形势
严峻了。
回京之后，形势果然不容乐观，北京已成为“非典”重灾区，北京人亦被视为传染源，成为“不受欢
迎的人”，已不能到各地随意旅游，当然也不能像平时那样到四处去出差、考察了。
我只好自觉地将自己封闭在家中，足不出户，但终究无法适应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
人闲下来了，头脑却闲不住，二十余年在研究玉器和玉文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个个谜团，像一链条
似地萦绕于脑际。
我随即将这些谜团逐一记录下来，诸如“玉亦神物也”、“巫以玉事神”、“黄帝食玉膏”、“播‘
玉荣’于锺山结出‘瑾瑜，，山川鬼神为食为飨”、“玉石分化”、“玉石之路”、“神徽”、“神
徽——太阳神”、“工艺痕迹”、 “玉美学”、“玉神学”，还有“玉璧是否为货币”、“玉璧乃‘
大片肉也，”等等，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此起彼伏，使我不得安宁。
    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是浮在科研层面上的老问题，是些硬骨头，不太好啃，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
决。
此中确有主观认识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没有找到一团乱丝的头绪，无
头绪便无从入手解开谜团之结。
另一方面，诸多客观因素也影响到问题的及早解决。
当今，宝玉石行业、收藏界和传媒部门都需要像我们这种“离而不休”的人为其服务，因要求过多，
频率过高，确实令人难以应对，从而占用了我们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得专题研究工作时断时续，难
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思绪混乱，心境不宁。
这种让人“苦不堪言”的状况到了去年抗“非典”期间却大为改观，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境况下，外界
的干扰大为减少，诚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我便因祸得福，获得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宁静宽
松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得以潜心思考我的研究方法。
    我一向主张文物工作者必须坚定地走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主观、客观
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便始终没有将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
归根结底还是对文献没有吃透，更没有消化，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无所适从。
我认为在研究、破译出土史前文化玉器这一点上，其最佳文献应是《山海经》，而不是《周礼》。
鲁迅先生考订《山海经》为“巫书”，这一判断非常正确也非常重要，确实从其记载中可以找到巫觋
以玉事神的影子。
至于山水的叙说，有不少带有巫觋信仰也就是原始宗教色彩的语言。
我认为至少《山海经》中关于黄帝食飨“玉膏”、鬼神食飨瑾瑜的记载，确是史前巫觋的玉神学观的
重要反映，虽不可信，但对破译史前古玉之谜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或借鉴价值的。
如果在破译出土的史前古玉时不去利用《山海经》记载中的有用成分，则不可避免地会误入主观揣测
的歧途。
或许根据出土位置进行分析，能够得出一种或几种看法，但是永远不能抓住史前玉器的内涵和要害。
此外，其他先秦古籍的有关文字以及甲骨、金文的研究成果，对破译史前古玉也是十分有用的。
其实，我国早已有不少学者利用古文献相关记载和古文字学资料及其考证见解去诠释史前古玉并取得
一定成果，我不过是沿着先行者的脚印一步一步地前进，采用行之有效的以“巫书”释史前古玉的科
研路子及其成功经验而已。
    在这抗“非典”的二三个月内，我率先写成了《玉神物解》，接着撰写《玉巫像辨》、《“一目国
”玉人面考》、《玉神器说》、《中国五大玉资源的探讨》、《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玉石
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中国古代玉器探源》、《中国玉的文化内涵及其定义》、《玉之美探微
》、《关于玉琮王“凹孤痕”的思考——探讨早已泯灭的玉卜兆与玉契刻》、《鬼玉考》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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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9月25日下午举办的奥运论坛的玉文化论坛，又撰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玉文化》一文。
2004年上半年，又撰写了《巫 ·玉·神泛论》、《玉傩面考》、《史前玉璧名实辨》、《史前和田玉
神灵论》、《巫·玉·神简论》、《巫-玉-神整合模式论》等6篇。
上述论文中的一部分先后于《中国文物报》和《故宫博物院院刊》、《考古与文物》、《东南文化》
、《中原文物》、《考古》以及《南都学坛》等报刊上发表。
这19篇有关史前玉文化论考性的文稿，都是按照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力争以古文献提供的可靠
史料和信息为依据，以破译二十余年来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疑团。
    其实，运用先秦古籍的记载以破译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研究工作已兴于20 世纪80年代，譬如，由风胡
子所说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而引申出“玉器时代”；从《说文解字》释“灵”为“巫以玉事神”，
并结合大量古籍记载以释出土的玉琮的历史意义(详见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
》)；还有玉璧“神鬼食品说”(臧振、潘守永：《中国古玉文化·三· 璧功能研究》)等等。
这条道路是当代杰出的历史、考古学家在20世纪80～9 0年代开辟的，为文物、考古界运用古籍资料来
考证出土史前玉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遗憾的是我们古玉研究界对上述治学原则和科学方法没有很好理解，也没有落实在行动上，这就是我
国古玉研究不能深入也不能提高的症结所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正如上述，20世纪以文献记载诠释出土史前玉器方面有了进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
对古文献的某些记载研究不够的欠缺，其理解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
譬如风胡子为楚王解说玉兵时，特别提到“夫玉，亦神物也”，这句话正像楔子似地硬嵌于“以玉为
兵”的话句中间，所以往往不被人们理解而忽略，对其内在意义视而不见。
我认为从玉文化、玉学角度来看，“玉神物也”这句话比“以玉为兵”还重要。
何以见之?因为这种说法是古文献中所见的指出玉是神物、有着神学基因的唯一记载，指出了玉的独特
功能。
玉是否是神物?有无神学基因?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风胡子说黄帝时以玉为兵，那个时代玉的实用功能空前地提高，但玉仍是神物，玉在史前文化上崇高
的神灵地位是不应忽视的，同时，将一般的石头远远地抛在后面，促使玉石分化上了一个新台阶，玉
成为神物，而石仍是一般的可用作工具的材料而已。
在抗“非典”期间，我首先将粗浅认识整理成《玉神物解》一文，对玉神物这一要领作出三点解释
：1．玉是神灵寄托之物体或外壳；2 ．玉是神之享物；3．玉是通神之神物，玉本身即是神(“物神”)
。
那么，用神物玉制成的玉器应是玉神器，这与文明时代的以“瑞”、“器”为主体的礼器是不同的。
    另一重要内涵是“巫以玉事神”，这一论断由来已久，本是《说文》对 “灵”字的解释，并不为人
们所重视，但它提出巫、玉、神三者的垂直互动关系，巫事神必以玉，玉为巫、神间的中介，没有玉
，巫则不能通神，神亦不能得到巫的供享，可知对于巫以及整个部落来说，玉是太重要了。
此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字就是“事”字，事有奉、侍奉、服侍之意，如“不事王侯"( 《易》)、“年长一
倍，则父事之”(《礼·曲礼》)，有下事上、子事父、臣事君、生事死之意。
巫事神也有侍奉、服侍之意，其中亦有供奉、供享之意思在内。
所以“事”不同于祭祀之“祀”。
也就是说巫以玉事神是以玉享神，即供神食飨是其主要目的。
这就是巫用世间的人要吃饭饮水才能活命的道理，也就是人的生存基本规律来解释神灵也要吃“玉”
才能长生不老的原始的、朴素的神学观。
《山海经·西山经》“锺山”的文字可证实这种对巫事神的朴素理解。
    我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地把握“玉神物”和“巫以玉事神”这两点，并以之破解史前出土玉器，就
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假如一时还找不到文字证据，只要以返璞归真的愿望努力恢复史前玉文化本来
面貌为己任，相信史前玉器的破解工作便可迎刃而解。
我坚信以“巫书”诠“巫玉”是破解出土史前玉器的最有效的药方和良策。
亦可将过去一段时间内学者研究巫往往多限于文明时代的目光指引到史前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
以利于恢复其史前原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巫玉之光>>

    本文集所收2003～2004年所撰论文，都是遵循上述返璞归真、以巫书破解巫玉的准则和愿望，对已
发现的问题重新思考、探讨、分析、研究，并提出个人的新看法和新见解，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
参考。
    此外，在近年我还研究了有关地方玉材及其玉文化的资料，分别撰写《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
丁沙地遗址出土“玉角”考》、《论和田玉在中国玉文化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和田玉玉
文化叙要》等5篇有关地域性的玉器和玉文化论文，也编入本文集中一并发表，以便促进地域玉器专
题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不断深化。
    玉文化学是一门尚不为人所知的崭新的学术领域，同时，又是一个庞大科研课题，涉及地质、矿物
、工艺、史学、文献、考古、宗教、美学等多种学科，需要各学科专家、学者们积极参与并共同合作
，走向高层次的整合互动，方可取得成果。
我个人仅仅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研究玉文化及破解一些谜团，得出粗浅的结论。
因学识浅薄，专攻此重大课题确实力不从心，失实不确之处亦在所难免，望各位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
    史前社会玉器往往由巫觋设计、雕琢并以器事神，从而推动了玉文化的第一个高潮的出现和形成，
巫玉光辉普照大地，又为王玉之源泉、瑞器之根本，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故本集
名为《巫玉之光》。
书签由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惠题，不胜荣幸，特向饶老前辈致以深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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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达，1927年生于旅顺市，1948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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