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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法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先生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　　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印痕，在上帝老人那慧目如电的注视下，不经意间竟造就了多如恒河之沙
的人类及其“思考”作品。
　　据研究，人类已经存于斯几数百万年的时光，而在此之前呢？
当上帝在静观万象、俯视众生时，偶然间瞥见，而今有这么一帮子民竟汲汲于思索具有悠久历史的“
符号文化”时，当作何想？
发笑么？
也许，未必！
　　应该说，自从有了上帝老人的眷顾而“创造”出人类，这世上便有了文化和思绪，涂染上了形形
色色的情感意味，如同空气一般弥散在世间各个角落，从而显得韵味十足、力透纸背。
显在的外观不再显得单薄以至于“芜没于空山”，且日益丰富起来⋯⋯　　既如此，浅疏的体表油然
承载并传达起某种“弦外之音”，诸如“象征性”、“主体性”、“超越性”等便次第出现；久之，
我们就观其形而会其义，略其形而会其神；随之，“人文性”、“历史感”、“宇宙观”等人类话语
便在岁月年轮的碾压下愈加迷人⋯⋯　　渐渐的，华夏“女娲”的子孙们在面对祖先遗漏的多种花絮
时，往往产生出一种神奇的美感距离，更为醇厚的“文化”味道也就被无意识接受与敞开：接受的是
生活，敞开的是神性。
神性增加了厚度，生活融入了文明，文明推动了历史，历史整合了意义，意义拓展了体量，体量积淀
了文明，文明化入了生活，生活充满了神奇，神奇归之于神祗，神祗创制了符号，符号遮蔽了本意，
衍义得到了敞开⋯⋯不断的遮蔽与敞开，便构成了符号的双重功能。
人类文化正是在这辆双驾马车的裹挟下，荡生出历史烟云。
　　何谓符号？
符号即人化的第二皮肤。
　　什么是人？
人是拥有生命意识，并将其形式化从而唤起情感共通的生物。
　　人化即文化，文化即交流；交流是手段，情感为主旨。
　　从文化的起源看，“人”是文化的第一要义，“符号”则是其形态与浓缩。
因此，“人—文化—符号”构成了某种同一性命题。
人们正是在“文化符号”和“符号文化”中强化其生命意义，生命的节奏由是成为人类文化的最早华
章。
　　可以说，符号一经浓缩了生命情调，便起到一种鬼斧神工的作用，无形中构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
积极动因。
这或许就是我们每每在面对自然或文化杰作而叹许为“上帝的杰作”之深层因由？
　　作者们无意在此建立一门“中国符号文化学”，因为大文化观念本身即是一门体大思精的学问；
也无意于条分缕析地去做考据和索引工作，因为历史的人文误读即是符号的内在因子；同样无意于比
较中西符号文化之问的异同，人类本一家，允许有个性。
共性与个性共存不仅自然而然，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多元性正是符号的本质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其符号文化亦丰富深邃，自成系统。
为生动表现中华文化，编者从传统音乐中撷取了几首古琴曲名，如“古神化引”、“板桥道情”等，
旨在利用第一符号(语言)去言说第二符号(图像)而揭示第三符号(题旨)，试图寻拾曾经的“左图右史”
传统，以雅俗共赏的方式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符号揭示与敞开，使大家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启悟！
　　出于上述“思考”，我们精心策划并精选了二百余经典符号，其内容尽可能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
面面，虽然不尽完善，亦可一窥全豹。
鉴于符号文化的自身规定性，尤其是当下审美文化的道成肉身性趣味所使然，力图用鲜活的笔调糅历
史、文化、艺术、审美、民俗、感悟于一体，宣叙出一部和谐的多声部协奏曲。
　　这里的“符号”与国际上风头正劲的“符号学研究”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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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符号学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对这一问题也逐渐关注。
人们有理由相信，李幼蒸先生的话并非空穴来风，他说：　　符号学研究将成为下世纪(21世纪——笔
者按)初的中国显学，中国符号学将成为国际符号学新的中心。
同时，符号学亦将成为使中华传统人文理想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效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丛书从前期策划到最终付梓经过了相当长的快乐等待。
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张道一先生等前辈学者们的热情鼓励与大力
支持。
季老年逾九秩，仍为本书挥毫题签；张老亦题词予以勉励；业师道一先生表示做一位“实实在在的顾
问”⋯⋯大师们的鼓励与前辈学者的关怀始终是我等奋力前行的不衰动力。
　　文责自负，各尽其职；世事繁冗，未可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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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蕴含着深邃的思想，高度的民族理性精神，培育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高尚情
操。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仅靠一两本书是不可能挖掘得完的。
本书只是撷取了中华文明大树上的几片树叶，中国文化大海中的几朵浪花，虽不能对传统文化进行全
方位的解读与诠释，但我们解说这些文化符号，特别注重知识性、科学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力图在中
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交融的大背景下，对各种文化现象作纵向和横向的综合考察，由点及面，贯通古
今，评价公允平和，注意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真实地描述中华文明的优秀遗产，寓思想
性与知识介绍于一炉，力求简洁流畅、生动形象，使读者阅后能够油然而生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笔墨纸砚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古琴的悠悠琴音中所透射的中国哲理，中国瓷器对世
界所作的贡献，玉器、青铜器所体现的民族特色，以及具有独特韵味的印章、皮影等等，您在书中均
能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进而感受那扑面而来的中华文明的特殊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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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纸　　一　　与许多历史时期一样，中国传统中的宣纸文化在今天仍然由历史上宣纸名家的后
裔们顽强地保护着。
中国文化的传承在许多历史时期都是由这些文化的坚守者来完成。
　　传统文化之火就是如此绵延不息，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勤劳和智慧换来的造纸术让全世界真正踏入
文明之旅，使世界的文化交流展现了新的篇章。
同时，造纸术对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的推进更是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回首往昔，东汉时期湖南籍宦官蔡伦“用树肤、麻头及蔽布、渔网为纸”的情形宛然在眼。
汉和帝元兴元年，他将成纸敬献皇帝，备受嘉奖，“自是莫不从用焉，固天下咸称蔡侯纸”。
《史记》的记载让人们有了蔡伦开创造纸法一说。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西汉，人们就有了以麻纤维为原料的造纸之举，后称“麻纸”。
最早发现的西汉麻纸是1933年在新疆发现的“罗布淖尔纸”。
1970年代在甘肃发现的“金关纸”、“马圈弯纸”和在陕西发现的“中颜村纸”，也都是西汉时期的
麻纸。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放马滩纸”，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地图，也是西汉麻纸。
因此，蔡伦是在西汉造纸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逐步完善了造纸技术。
随后出现以造纸名家的左伯更进一步，他所造的“左伯纸”与韦诞所造的墨并称，被称赞为“妍妙辉
光”。
　　虽说造纸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但不低的造价和有限的产量依然让常人望而却步。
直至三国，简、牍仍是人们的书写材料。
到了晋代，以桑枝茎皮为原料，所造成的纸拉力强，纸纹断如棉丝，故又有“棉纸”之称。
同时，出现了用横帘、竖帘捞纸的方法，纸质薄而均匀，已经能够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的纸张
；施胶技术更让纸的强度和抗水性得到加强。
随着工艺的发展，晋代还有了染色技术，称为“潢”。
以黄檗为染剂，染出的纸呈黄色。
这种黄纸普遍应用，上至官方文书，下至黎民书作，尤其道教经卷，范围很广。
隋唐五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带动了造纸术进一步提高，取材也更为多样化。
对造纸原料的处理又多了一道工序，先沤泡，然后用碱水蒸煮，能比较好地清除胶质。
除了常用的麻纸、皮纸外，唐代还用竹料造纸。
唐代名纸中，成都地区有名的薛涛纸就是因唐代名诗人薛涛使用而名世。
当时纸幅较大，不便使用，她指导匠人改制，亲自实践制出彩色小幅诗笺。
至今成都文物古玩市场还常常看到一些民国年间仿制的薛涛笺。
硬黄纸是唐代一种艺术加工纸。
以黄檗染色和蜡染砑光而成，质地坚韧，光亮透明，适于写经和响拓法帖、墨迹，可久藏，光泽莹滑
。
白蜡纸也是唐代一种工艺纸。
在本色纸两面涂上白蜡，经砑光制成，纤维细匀，纸质较厚。
白色称“白蜡纸”，黄色则称“黄蜡纸”。
除此之外，还有鱼子笺、粉蜡笺、云蓝纸名世。
晋唐时期的书法、绘画作品绝大多数用的就是麻纸。
著名书法家王羲之、陆机等人都以麻纸挥毫，陆机的书法真迹《平复帖》就是在白麻纸上书写的，并
流传至今。
五代时已能生产出长二丈、宽一丈的澄心堂纸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澄心堂纸与李廷珪墨、龙尾砚、诸葛氏笔，合称为“南唐文房四宝”。
澄心堂为南唐后主李煜读书、批阅奏章的处所，澄心堂纸就是宫廷专用纸的别名。
此纸“滑如春冰密如茧”，坚洁如玉，细薄光润，质量极高，工艺很少外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琴书乐道>>

宋、清二朝都有仿澄心堂纸问世。
水纹纸是唐代以来一种加工较为考究的纸品，造纸时需要在有字画的文版上进行碾磨，方可隐现各种
花纹图案。
五代李建中《同年帖》用的就是最早的水纹纸。
　　宋、元时造纸术更加走向成熟。
造纸原料进一步扩大，出现了麦茎纸和稻秆纸，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发明了纸药（常用的有黄蜀葵
、杨桃藤等植物汁），放入纸浆中作为飘浮剂。
宋代谢公笺是因创制人谢景而命名。
此纸产于四川成都，又名“十色笺”，是中国古代染色加工纸中的上品。
玉版纸洁白坚厚，故又名“玉版宣”。
连四纸则是以嫩竹为原料，经石灰水处理，漂白打浆，纸质精致，洁白匀细，经久不变，适于印刷碑
帖、书籍等。
元代值得一提的是明仁殿纸。
这是一种专供宫廷内府使用的加工纸，明仁殿是皇帝看书的地方，这种纸供皇帝御用，所以又叫“明
仁殿纸”。
清有仿品。
　　明宣德年问生产的宣德贡笺前面已经提及，与“宣德炉”、“宣德瓷”齐名，有本色纸、五色粉
笺、五色大帘纸和瓷青纸等品种。
宣德年间始造的羊脑笺是一种很特别的纸，用羊脑和顶烟墨，窑藏之后取出涂于瓷青纸上，砑光成笺
。
此纸黑如漆，明如镜，用泥金写经，可历久不坏，虫不蛀，而且外观富丽堂皇。
砑花笺是明清时期的一种著名的加工纸，制作考究，是把上好的上等皮纸，逐幅在刻有花纹图案的文
版上砑之，其上隐现出暗纹，有山水、花鸟、鱼虫、龙凤、云纹等纹饰。
梅花玉版宣是康熙年问制造的一种高级笺纸，以皮纸为原料，在其上施粉加蜡、砑光，再以泥金绘制
冰梅花图案制成的笺纸，纸右下角印有“梅花玉版笺”小长方形朱记。
乾隆时成为宫廷专用纸，为文房四宝中的精品。
洒金银五色宣装饰性已得到极大加强，为清代名纸。
这种纸是在各色粉笺纸上加涂金银粉或金银细片而成，富丽堂皇，光彩照人。
多用于宫内诗词书帖、室内装潢、室内屏风、书画手卷的引首。
花色品种繁多，有分单、双面洒金、银的，也有用金、银绘制各种花卉、云龙纹饰的。
　　明、清创造了描金、洒金银和加矾胶等技术，这又给造纸产业添色不少。
　　从整个中国古代纸业而言，古纸品类繁多，名纸荟萃。
如果按照原料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五类：麻纸；皮纸（青檀皮、桑皮、楮皮等）；竹纸；麻、竹、
皮各种原料混合制浆纸；还魂纸（旧纸与新料为浆）。
　　古纸的精美让人折服，只可惜人们已很少展掌赏玩了！
回首过去，不禁思绪万千，试想，如果没有纸张的问世，那世界文明会是什么样子呢？
　　二　　我们依然回归。
话题谈宣纸之乡——泾县。
人们往往误以为宣纸是以宣城而得名，实际上“宣纸”之名虽可上溯至唐代，但那时的“宣纸”仅为
古宣州地区所产的高级纸张，而真正专供书画之用的宣纸始于元、明之际。
明代宣德年间“陈清款”宣纸的诞生成为宣纸由发展到成熟的标志，宣纸也因此而得名，故又有“宣
德纸”之称。
与古宣城之宣只是惊人的巧合。
　　古宣城是作为宣纸集散地而名世，真正生产宣纸的则是为以宣城为中心的宣城、太平、宁国等县
。
如果狭义地说，宣纸则特指泾县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特种纸。
青檀树，也叫檀皮树，主要产于安徽皖南和大别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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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泾县的许多地方，青檀成片，溪畔、沟旁、房前屋后到处都是。
这也是泾县宣纸取材方便，能有“宣纸之乡”之名得天独厚的条件。
　　青檀树根系发达，树叶茂盛，高大者树冠庞大，有的有四五层楼高，树干粗者几个人都合围不拢
；从形态看似楮树又似桑树，树叶成卵型，边缘有锐锯。
并非青檀树所有的枝叶都可以利用，长期的经验告诉人们，两年生嫩枝的韧皮为造宣纸的佳料。
　　以青檀树制成的宣纸具有薄、轻、软、韧、细、白六大特点，而且吸附性强、不易变、抗老化、
防虫蛀、寿命长。
因为这样，书画家在创作时就能很好地表现墨色墨韵，浓淡多变。
宣纸又有“纸寿千年”之说，自明以来的名人字画、历史文献等保存完好的，多是用宣纸来书写、印
刷或者摹拓。
　　稻草是宣纸生产的主要配料，它在宣纸中起到增强绵软性的作用。
青檀皮是宣纸的“骨干”，稻草是宣纸的“肌肉”。
皮多则纸韧，称净皮宣；草多则纸柔，称棉料宣。
而皮草的搭配比例是需要长期实践才可以运用自如的。
稻草的加入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扩大了生产的原料，又提高了纸的吸墨效果。
稻草以旌德三溪的沙田稻草为佳。
宣纸生产中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只要三溪草，不要南陵皮。
”　　生产宣纸除青檀皮和稻草外，还要掺入药料。
药料中最主要的有杨桃藤。
（杨桃，俗称猕猴桃，藤本植物，幼枝和叶柄长了很多棕色绒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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