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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悠久的历史为曲阜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物古迹：从气势恢宏的地上宫殿，到规模庞大的地下城池；从
远古时代的石器、陶器、青铜器，到明清时期工艺精美的服饰、餐具和家具；从浩繁的历代碑刻、古
籍、书法、绘画，到完整的孔府档案⋯⋯在曲阜8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300多处文物古迹。
然而，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前人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符号”，似乎只剩下了“美观”和“装饰”，至
于围绕着它们究竟发生过什么？
它们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或是象征着什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齐鲁文化地理·曲阜卷系列丛书以现存古迹空间的展开为叙述结构的模式，穿透孔庙、孔林、孔府
这些文化古迹的表层存在，重新解读这些符号的深层内涵，讲述这些古迹背后的故事，重现它们由内
容到形式的原始积淀过程，从而激活在人们心中远去的历史场景，带领读者和游客进行一次历史与文
化的时空穿梭。
　　本书以现存古迹空间的展开为叙述结构的模式，穿透孔林这一文化古迹的表层存在，重新解读这
一符号的深层内涵，讲述这一古迹背后的故事，重现它由内容到形式的原始积淀过程，从而激活在人
们心中远去的历史场景，带领读者和游客进行一次历史与文化的时空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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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壹 死是一个问题　　1 人都是要死的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　　——《韩非子》　　无论是古代文献资料，考古发现，还是借助我们的智慧和想象，似乎都不
能确切地知道人类在初始阶段的生存状况、思想观念和心理情感活动。
　　《尚书》说，当洪水暴发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原始人恶劣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死亡是频频发生的。
当原始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在疾病到来之时，为了生存和猛兽进行搏斗时，身边的同伴倒下去再也不
能醒来，他们感到神秘、恐怖、惊慌。
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理解、解释死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之间停止了一切活动，那么，他的生命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死亡了的生命是否变成了另外的一种东西，以一种别的形式继续存在呢？
是谁把这个生命接走了呢？
⋯⋯　　这些疑问和困惑，随着死亡的频繁发生来到我们远古祖先面前。
死是一个问题，神秘而恐怖，同时又不容回避。
　　当这个问题萦绕于远古祖先脑际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死”这个残酷的事实，总有一天会发
生在自己身上。
　　当“人都是会死的”这个观念，被远古祖先普遍接受的时候，怎样处理死者的尸体就成为一件大
事。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了
。
　　生从何来，死往何方？
这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它既是神秘的，又令人敬畏和好奇。
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
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
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数以百计的墓坑排列有序。
西安半坡遗址的尸骨上有用朱砂涂染的痕迹，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的陶器、骨珠等，似乎都说明远
古祖先已经有了“死后世界”和“灵魂不死”的思想。
这也说明，他们在如何处置死亡了的同伴时，所抱持的敬畏和谨慎的态度。
　　他们在小心翼翼地摸索一种对待死亡的规则。
　　李泽厚先生说：“丧礼极为重要，是远古先民诸氏族的共同特征。
征之于世界人类文献，俱然。
现代人类学家说，当人们知道埋葬死者，或给死者以某种丧葬形式（如山顶洞人撒红粉于死者身旁或
身上），即人的族类自觉的开始，亦即人的文化心理的开始。
动物一般就没有。
这即是说，丧葬礼仪给予混沌难分的原动物性的理知、情感诸心理因素以特定的社会族类的方向和意
义，以确认自己属于此族类的存在，此即人的最早的‘类’的‘自我意识’。
追怀死者的丧葬仪式，都具有此种情感兼理智的重要功能。
”　　当远古祖先开始自觉地埋葬死者，并举行简单而庄重的仪式时，他们已经把自己同走兽飞鸟区
别开来了。
他们对死去的长辈和同伴有了情感上的认同和追悼。
　　2 墓葬制度的形成　　丧葬礼仪是远古祖先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究竟应该怎样处置死者才妥当，
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祖先，延续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引起思想
精英们激烈的争论。
这种争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延续下来，只不过不再成为一个热点。
即使在今天，墓葬制度的改革也还是与传统的风俗和观念发生着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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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看似应该怎样对待死的问题背后，其实是人应该怎样对待生的问题，是人的信仰、生命的
价值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并不仅仅是怎样埋葬死者那样简单。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在一种单纯的亲情之中，那时的氏族社会充满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
温馨，死者都埋葬在公共的墓地里。
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采取“二次葬”，所谓“二次葬”就是把原先没有埋葬在氏族墓地的尸骨，再
迁移到氏族的公共墓地里来。
人们不能让一个人单独埋葬在氏族墓地之外的地方，表现了母系社会紧密的血缘关系。
这时，人是平等的，只要是一个氏族的人，死后即可埋在一起，即使埋在别处，后人也会把他的尸骨
迁到公共墓地里去。
仅距曲阜三十华里的充州市，属于大汶口文化的王因遗址的出土情况，证明了上述特点。
同性合葬及多人二次合葬是王因墓地的突出特点，墓中随葬品的数量不多，这说明当时还没有出现明
显的贫富分化。
　　到了青铜器时代，墓葬中出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了宏大的规模。
河南安阳的商王墓，有“亚字形墓”和“中形墓”。
侯家庄的一座最大的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三百三十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一千八百平方米，
深度在十五米以上。
大贵族的墓，面积可达二十余平方米，在安阳小屯发现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即是如此。
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十平方米。
而平民的墓面积更小，有的甚至不足二平方米。
　　商王和各级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
等。
妇好墓随葬各种青铜器四百六十余件，玉石器七百五十多件，骨角器五百五十余件，另有其他随葬品
。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
西周和春秋时期，棺椁制度有了更加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对随葬品的等级、多少，车马坑的大小、数
量都有等级分明的限制，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而定。
虢太子墓的车马坑埋车十辆，马二十匹，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埋车五辆，马十匹。
　　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人们是相信有一个“死后世界”存在着。
他们相信人到了那个“死后世界”，仍然需要他生前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和与其身份、地位相符合的排
场。
在商代的随葬品的生活用具中食器较多，而到了周代生活用具中酒器较多，这似乎说明两个时代的经
济生活的质量有了变化。
　　在随葬品中也透露出古人“灵魂不死”的信仰和观念。
1976年，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了十几件玉琮。
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宽、饰以动物纹样（有兽面纹或鸟纹）的玉器。
《周礼·大宗伯》中说，“以黄琮礼地”。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推测：“玉琮是玉所制，本身十分圣洁，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
目中的天空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的相通，所以可以在祭祀时供奉天地，拥有沟
通天地、接引鬼神的神秘力量。
”　　到了周代我国的墓葬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并且把墓葬的过程仪式化。
后来经由孔子的整理，阐释上升为一种理论。
孔子最重要的贡献，是把这些冷冰冰的条条框框，进行了人性化的阐释，使之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和价
值观念。
　　棺与椁　　著名学者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中说：“人将死时叫做‘属纩’（《
礼记·大丧记》）。
属是放置的意思，纩是新累。
新絮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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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古人把新絮故在临终的人的口鼻上，试看是否断气。
这不一定成为风俗，至多也只是个别地方的风俗罢了，叵是‘属纩’却成为临终的代称。
”　　古人刚死的时候，人要爬上屋顶面向北方为死者招魂，这叫敝“复”，意思是召唤死者的灵魂
回复到身体。
复而不醒，然后办理丧事。
　　考古学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
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称为“墓”。
二者合称为“墓葬”。
　　新石器时代的墓坑一般都小而浅，仅能容纳尸体。
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方已用木棺作葬具。
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墓坑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坑，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
所谓椁，即是套在棺材之外的外棺，既是对盛敛尸体的棺的保护，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
在周代时棺椁和随葬品都形成了等级严格的制度，这说明到周代墓葬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了。
周代规定：“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随葬品则规定为，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墓的规模也依次减小
。
　　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墓，尤其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到了椁的作用，又
称“砖椁”和“石椁”。
　　孔子的弟子颜回死时，孔子与颜回的父亲颜路有过一次关于棺椁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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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越来越喜欢孔林，它的幽静，它的根深叶中，那累累的坟冢、林立的碑碣已不透露出肃杀之气
，它们使人沉静、冥想，使我处终点上，回首眺望漫漫红尘路，似乎能听到文明的脚步。
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渐次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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