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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彼及此：关于早期“神”的图文研究》是作者在硕士毕业论文 基础上完善出版的。

　　通过对“神”这一概念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研究或倾向于文字符号，或倾向于图像
符号，少有将两种符号进行比较并加以综合进行的。
笔者借鉴艺术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尝试以图像学为主要研究
方法，在交叉学科中展开严谨且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本文将“神”的相关图像和文字分为上、下两篇予以阐述。
至于言语符号，因其无论是能指系统还是所指系统都处于变化之中——同时，鉴于本文的考察重点是
图像和文字，所以，择其基本的、得到公认的、且落实于文字的部分归入文字符号，作为辅助性的论
证材料。

　　本文以时间为序，通过对图像与文字两个方面的梳理，揭示了“神”由“彼（神巫）”到“此（
人世）”的演化。
从岩画、陶纹到画像砖（石），“神”的图像刻画呈现出渐次脱去动物或植物的元素，最终成为人的
形象的转变；图像符号中的这一转变也可印证神在文字符号中的演化——秦汉之际，“神”这一概念
的所指由超凡的崇拜偶像向杰出的人工技能延伸和拓展。

　　在佛教思想中，与现实世界相隔的世界往往被称为“彼岸”，本文题目借用了这一概念：与人的
距离远近，成为本文界定“神”究竟在“彼”还是在“此”的标准。
这一标准既可用以检验图像，也可用以检验文字。
而“及”则强调了一个由“彼”到“此”逐步变化的过程，亦即神由鬼巫的“彼“渐次落实到人世的
“此”的过程。
通过厘清人们对早期“神”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运用与“神”相关的一系列
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艺术中喜欢用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富有神韵、巧夺天工等一系列词语形
容登峰造极的人工事物；还可以理解中国画家喜欢将画面形象落实在似与不似之间——为了达意，对
视觉上的“形”的还原施以适当手段进行阻隔，以保障“意”的传达；也为回答为何二十一世纪的我
们越来越青睐于简单抽象的符号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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