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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眼前这本书，从初稿完成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来四易其稿，2002年出版时已是第三稿，现在则是第四次修订了。
修订完成的过程，也是自己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写初稿时，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注目的是中国人在世界性文化大竞争中的表现，真有点“怒其
不争，哀其不振”的意思，于是几乎看到的全是传统文化的负面表现。
因此在修改中，虽反复斟词酌句，追求含而不露，但表现出的还是有点像“丑陋的中国人”。
1995年作第二次定稿，把题目赫然改为《病床上的龙》。
到2000年作第三次改定时，我便感到了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任何文化都无法替代的精神，这就是和谐精
神。
而且看到了这种精神对于人类继续生存的意义。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原先全部的材料做了重新思考，在肯定主流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对传统
人生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有悖于时代的行为，做了应有的揭露，名为《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
前两年有朋友看了我的书，怀疑我在书中大讲和谐是赶时髦，可是一看出版年月，才发现在“构建和
谐社会”提出之前就出版了。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它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一个世纪来，中国人关注的是竞争，是民族在竞争中的生存与发展。
而现在，中华民族的崛起已使世界震惊，西方人以其自己的价值观衡量中国，制造出了“中国威胁论
”，以为中国强大之后，会像西方的强国一样，以强凌弱，介入大国的争霸、争利之中。
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与人争利、争霸的欲望，而高扬的是和平，是用和谐精神化
解世界冲突，化解相互间的仇恨。
人类若想获得幸福的生活，就必须消除民族间的对立、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
因此我们把中国文化中的这个关键词拈出来，目的不仅是要让世界认识我们，更主要的是要构建起人
类和平幸福的大厦，创造宇宙间的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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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民族自我批判与自我调整改造的世纪，也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沉积物进行
大手术的世纪。
经过一个世纪的批判、调整与改造，民族在人生行为表现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为了民族彻底的改造，还必须对中国文化进行根本的反思。
本书旨在通过对龙文化本源的探寻，寻找远古文化与中国传统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从而从根本上对
中国文化作出诠释，并着重从龙文化对中国人内在精神的影响及由此而外向化的行为表现层面进行深
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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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1986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
同年考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先秦文学博士学位。
1999年7月毕业，获博士学位，返回山西大学任教，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
2001年，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
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泽畔悲吟——屈原：历史峡谷的永恒回响》、《雅颂新考
》、《诗经图注》、《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诗经百家别解考》（第一作者）、《
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历代诗经著述考》、《诗义稽考》（第一作者）、《汉字通用声素研
究》（第二作者）等十余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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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龙头：牛图腾与黄牛精神　　（一）龙与牛图腾　　《淮安府志》里记有一个牛变成龙的故
事，类似的传说至今在民间流传，且不胜数计。
在这晚近而俚俗的传说里，蕴含着古老而深厚的原始文化意识。
牛无疑是龙的文化元素之一。
日本奈良时代的苍龙，朝鲜平安画壁上的飞龙，天安门广场高大的华表柱上的蟠龙，头部的轮廓都透
露着龙与牛的血缘联系。
清人诸编香《明斋小识》卷一亦云：　　外祖惟怀公，晚年馆湖西鲍氏。
饭后无聊，徏倚于庭。
见檐际悬一牛首，眉睫间泥　　苔皆满，厥状丑恶。
疑而问诸徒。
未启口，雷雨交作，方知所见者龙也。
　　显然龙头就是牛头的移植了！
《帝系谱》说神农氏“牛首”，而《诗含神雾》则说“神农龙首”。
《夷坚志》描述桃源坞中藏龙的形状也是“如牛”而身上有鳞甲。
　　不过龙、牛这种微妙的关系，我们还须回到图腾的世界去探寻。
在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社会里，牛图腾自然是一个显赫的家庭。
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夏后氏等都曾与牛有些瓜葛，《列子？
黄帝》篇就说他们都是“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传说的复杂性。
暗示着图腾融合的复杂性。
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我们只能就其要者而言之。
　　1．神农：象征炎火的牛头图腾　　牛图腾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支是神农氏。
神农传为三皇之一，后人又称他做炎帝。
文献中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一牛头怪。
如：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
有乔氏之女名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
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首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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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龙的文化解读：世俗文化支配下的中国传统人生》对于龙的研究，目的就是要从考察中国人
崇拜的图腾人手，追寻民族文化生命之根，探讨中国原始文化与传统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从根本上
认识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为龙文化的改造、中国龙的腾飞，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将会使中国人对全人类文化做出新的批判、选择与融合，形成自己
的文化优势。
中国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新的文化思想结合，必将会使中国在新世纪里走在世界的前列。
同时，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将会消除现代世界的种种纠纷，成为世界大团结的粘合剂，因而成为人类
的明智选择。
”　　　　“我们呼唤民族的腾飞：我们不忘过去以一个强大的集体而震撼东方的巨龙，我们更希望
由无数个体生命的闪光所创造的灿烂未来！
”　　　　——刘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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