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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初次与《周易》邂逅，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其时，我初中毕业，适逢文化革命正酣，辍学在家，染发疔疮，虽中西合璧药石兼治，然终不见效。
一日，父亲说要带我去邻村看看谢先生。
谢家世代为医，子女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京城当了大官，先生于解放初随子女去了京城。
文化革命后，先生回到老家，但因其女儿、女婿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且有父老乡亲护着，当地的红卫
兵也就不敢为难他。
于是，先生在家重操旧业，为父老乡亲看病开处方而不取分文。
父亲一再嘱咐，先生德高望重，医道精深，要我懂礼貌知敬重。
我唯唯诺诺，随父来到先生家。
只见先生一袭布衫，鹤发童颜，颇有古典小说中得道高人的风范。
父亲将我长疔疮的情况说了一通，先生点点头，拉过我的手，用三个温软的手指轻轻搭在我的脉门。
片刻，对我父亲说，孩子是因为血热郁结而致疔疮，只要吃点清热解毒的药就会好的，说着给我开了
一个药方。
我接过一看，上面只有这么几个字：甘草、金银花各五钱。
我正在疑惑，先生吩咐，每天一剂，开水泡了当茶喝。
先生与父亲小时候大概比较熟悉，两人聊起儿时的趣事。
我则环视起先生家的摆设，这是一座砖砌瓦房，除了比一般人家高大些外，也没有其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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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易》虽为占筮之书，然其经、传却孕育着中国文学的胚芽，于占筮之树绽放出文学之花，对中国
文学的形成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肇始发端之功。
本书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周易》，为本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传
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参照体系，具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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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模仿说这是文学艺术起源诸说中一种最古老的理论，由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首先提
出。
他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模仿：“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我们学会了造房子
，从天鹅和黄莺的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
”①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模仿，模仿是
人的天性和本能。
只是由于模仿的对象不同、所用的媒介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艺术种类。
有一些人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模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模仿。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提出音乐“模仿善的或恶的灵魂。
”古罗马的卢克莱修、贺拉斯亦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似。
此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不同程度
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学说。
文学艺术起源于“模仿”的说法影响极大，直到十八世纪末期，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超出过模
仿说。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类似于文学艺术起源于模仿的说法。
《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兽之文与地之
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说的是伏羲通过仰观俯观、远取近取的方法，模仿自然人类事物创设了八卦。
《小畜·象》亦云：“风行天上，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是说风在天上吹行，卷动云彩变幻出多姿多彩的景象，这是天地文章，君子可用以模仿效法它，写
出美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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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中国文学的形成》：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院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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