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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
改革的大潮把一个崭新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文化事业也在迅猛发展。
不少有识之士在思考、在探索、在总结、在提高。
在学术研究上，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派异彩纷呈，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还是因为人有思想。
如果人们不善于总结经验，不善于完美自我，不善于改变环境，那么今天，可能人类仍在黑暗里爬行
，仍然生活在刀耕火种之中。
回顾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历代的先贤先哲都在用如椽之笔通过理论的探讨、学术的争鸣书写
着中国的学术思想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再次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不少人向西方学管理、学科学、学技术。
我们知道，当今社会是一个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不善于学习的人是不能成为人才的
，一个不善于学习的民族更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在党中央要求我们创建学习社会，其根本目的也就在于坚持科学发展观，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以
便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我们在这时，出版这套“新世纪学人文萃”，其首要目的，就是为创建学习社会做点贡献，让学习空
气更浓厚，让“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成为人们行动的规范，让学习成为每个人生活中须臾不可或
缺的重要内容。
    今天，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国加入WTO之后的今天，我国的国力更加强大，国家也
更加开放，各种学术研究也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我相信，学术成果的繁荣也是指日可待的。
这些年，我们出版社在推广学术研究成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还不够。
我们这次推出这套“新世纪学人文萃”的第二个目的，便是将部分学者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发表出来，
贡献给社会，以期更多的学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以人为本、乐于奉献，推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将学术之花从学者的书房中解放出来，使其在社会的大花园中结出硕果，从而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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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对神话思维表象的文字概括，“玄冥”这个词从直观上领悟就有落人地底下的太阳的意思，
所以引申出昏暗不明的抽象意义。
由于神话传说中的地底本是黄泉大水所在之处，所以玄冥在神话中又兼有了水神的神格。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水正日玄冥。
” 《后汉书·张衡传》：“委水衡乎玄冥。
”注：“玄冥，水神也。
”既然黄泉大水与围绕四方大地的“四海”相通，所以水神与海神在位格上可以彼此认同。
《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禺疆“字玄冥”。
这个禺疆便是海神。
又由于雨水自大海蒸发而成，所以水神和海神也可兼任雨神。
《艺文类聚》卷二引《风俗通》说：“玄冥，雨师也。
”从玄冥的多重身份来看，他与北方的夸父很可能是一个神(详见第四章)。
至于北方与黑暗的地下黄泉的联系，又可由玄冥身兼北方之神这一事实得到说明。
《汉书·礼乐志》注：“玄冥，北方之神也。
”《汉书·司马相如传》引司马相如《大人赋》云：“左玄冥而右黔雷。
”张揖注日：“玄冥，北方黑帝佐也。
”这样，冬天、黑色、水神、北方之神等风马牛不相及的表面现象，就都统一在太阳运行于地下这一
神话观念之中了。
西颢，作为秋天的太阳，与西方相通，这一点更容易理解，因为“西”字本身不言自明。
最后，还剩下青阳与东方、朱明与南方的象征关系，我们可以举出如下例证：《艺文类聚》卷三引《
尸子》：“南方为夏。
”同书引《易通卦验》：“离，南方也，主夏，日中赤气出⋯⋯”这里“赤气”同时说明了夏天的太
阳何以叫“朱明”。
又《尚书大传》日：“东方者，动方也，物之动也。
何以谓之春?春，出物也，物之出，故谓东方春也。
”《易纬通卦验》也说：“震，东方也，主春分。
日出青气⋯⋯”这样看来，由太阳的循环运行所派生出的就不只是四季的更替，而且也有四时辰、四
方位、四颜色、四神灵的循环变易。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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