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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屈原二千三百年后的读者。
我从年轻时起，大半生都在屈原出生的下里巴人发祥地读他的作品，每每用心去聆听心。
读到了古稀，我还想写出自己的读书笔记。
    ⋯⋯    屈原的人格是矛盾的，他愈到后来愈陷人人格的矛盾。
用精神分析通读屈原作品，读出了他在《橘颂》时期少年意气式的原始自恋；《九歌》时期则陷入婚
恋的狂热；在《天问》时遭到婚恋的挫折，转而对女人反感。
于是，到《离骚》时崇父情结达到高峰。
他自恋而又自卑。
怀抱美的理想而又与现实脱节。
他恃才傲物，仿佛刚强，却很脆弱。
他不齿于阴阳两面，却又不会审时度势。
他空怀“美”的理想，却与现实矛盾。
他坚持独立的人格，但又害怕孤独，非常计较君王和别人的理解。
他有时也很果敢，但面对“远逝”和“死直”，却又“犹豫而狐疑”。
综观屈原一生，早期陷人极端的自恋与美人之恋这两个中心的矛盾中，后期他又钻进自恋与忠君的两
个中心的矛盾里。
总之，屈原终生都处于两个心理中心的矛盾，它们不能调和、不能统一，在心里打架，以致一生痛苦
，不得安宁。
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闻一多说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毋宁是孤高与激烈”；我觉得这都很确切，
但却只看到了一半。
孙次舟说屈原“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及“忠款与热情”[4．252．]我觉得也很中肯，但也只
说了一半。
我认为，屈原的人格乃是“孤高与激烈”和“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兼而有之，并且矛盾着、
抵牾着、冲突着，以至拼命地压抑，在痛苦中煎熬、挣扎。
屈原活得太痛苦，他的痛苦只有向他的诗倾吐。
屈原终于精神崩溃，“怨怼沉江”，他成了政治迫害狂。
但从精神分析读他的自杀，未尝不是人格矛盾的必然。
屈原的死是人格的悲剧。
    我读屈原作品，除了用精神分析以外，还把屈原及其作品放到下里巴人的文化背景下考察。
我在巴人发祥地工作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我似乎见到了巴人的热血在屈原心中及其楚辞的字里行间
流淌，这是内在的精神血脉。
尤其是以《天问》为代表的不羁的越轨思维，和以《离骚》为代表的“酒神精神”，以及真诚地抒写
自我的勇气，仿佛都从巴人的血脉中来。
屈原的人格弱点似乎也与巴人的精神血脉不无关系，如他就耿耿于怀自己的“身之贱贫”。
于是，我的书里不惜花费很大的力气寻觅下里巴人的足迹，希望有助于对屈原的精神分析。
    对屈原进行精神分析，以屈原为镜子，可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定位。
中国知识分子有的是热情，有的是才华；但始终没有健全成熟的人格，以致常常出现自我错位，才华
横溢而昙花一现。
两千多年前的屈原，以他的文字和生命，提供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精神财富。
他不是神，不是圣；他是人，他有七情六欲，也有人格弱点，更有人格矛盾甚至冲突。
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我的《读屈十五小品》，就是以屈原为典型，慢慢说到知识分子的人格启示上去。
用精神分析读屈原的24篇作品，读出了一个人间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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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打破两千年“屈学”模式与局限的书!
　本书第一次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解读屈原、解读楚辞，第一次将两千年来被送上神坛的屈原还原为
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人；一个自恋与恋君永不协调，灵魂永不安宁的人。
第一次提出“美”是屈原争鸣于诸子百家的一家。
他的美虽然失败了，但他写成了诗，他成功了，他成了中国和世界的第一个以美为最高理想的抒情诗
人。
第一次从屈原故乡的大量民歌中、从巴人的图腾崇拜、婚丧习俗的研究思考中，找到了屈原与巴人的
心灵感应，读出了楚辞与巴文化的水乳交融，从而认定楚辞应为“巴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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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道行(1937-)，武汉市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写作心理学研究，同时也写随笔。
出版的专著有：《中学作文技法》(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写作心理探索》(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1)，《写作心理探微》(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作文心理素质教育》(文心出版社，2002)，
《文心探珠——文学写作心理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人人写作》(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发表论文、随笔200余篇，其中《论下里巴人》、《论艺术思维》、《文学创作的心理冲突》等被中国
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本书部分章节在网上发表引起热议，并被评为“最值得阅读”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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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出一个人间屈原(代序)
　一屈原是精神分析的极好典型
　二屈原全集与屈原全人
　三屈原的人格分析
　四屈原的人格悲剧
A卷：屈原全集意译
　屈原自传(屈原作品摘录与意译)
　第1篇青春颂(《橘颂》意译)
　第2篇迎神曲(《九歌·东皇太一》意译)
　第3篇太阳神曲(《九歌·东君》意译)
　第4篇云神之恋(《九歌·云中君》意译)
　第5篇湘君恋(《九歌·湘君》意译)
　第6篇湘妃恋(《九歌·湘夫人》意译)
　第7篇神女恋(《九歌·山鬼》意译)
　第8篇命运之神(《九歌·大司命》意译)
　第9篇爱之神(《九歌·少司命》意译)
　第10篇洛神恋(《九歌·河伯》意译)
　第11篇送神曲(《九歌·礼魂》意译)
　第12篇英雄颂(《国殇》意译)
　第13篇楚魂归来(《大招》意译)
　第14篇怀疑赋(《天问》意译)
　第15篇牢骚赋(《离骚》意译)
　第l6篇忠的辩白(《惜诵》意译)
　第17篇美人怨歌(《抽思》意译)
　第18篇美人之恋(《思美人》意译)
　第19篇流浪江湖(《涉江》意译)
　⋯⋯
B卷：我看香草美人
C卷：我听下里巴人
D卷：读屈十五小品
E卷：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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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本来是想把心中的忠诚和郁结写成一首《离骚》，呈送到君王面前，坦言我的心志。
然而，岂料被上官大夫当场把诗夺去，并断章取义，抓住其中大发牢骚、冒犯君王的话不放。
君王因此气急败坏，似乎我犯了弥天大罪。
从此我又断了路，想退而不语。
可是，我的心愈加没有人知。
提起这场“《离骚》诗祸”，我就忧伤愁苦。
因此不惜再写一首《惜诵》，抒发我的冤情，为我的忠心辩白。
如果我的诗不是忠心耿耿，可以向苍天赌咒！
我被放逐出了宫廷，像一只小鸟从南方飞来，栖息在汉水北边的荒野。
这一只鸟儿美丽而可爱，可惜独自离群到异乡流浪。
想起郢都的路程多么遥远，在梦中我的灵魂一夜飞回去了九趟。
这是我被第一次放逐，《抽思》就是这时的作品。
我思念心中的美人啊，你是我的理想！
江湖流浪，我为你擦干眼泪，望穿秋水。
媒人绝了，道路断了，满腹的相思我真担忧化成泡影。
忧愁和冤屈在我的心中壅塞，压抑积郁我无法宣泄。
通宵达旦，冤情难申。
于是我又写了《思美人》。
后来（楚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年）我又第二次放逐南方的蛮荒，一大早就悲哀地渡过长江而去湘江
。
当登上武昌的高岸时，回望远去的故土，秋冬的寒风令我喘息。
早晨从枉渚启程，晚上才到辰阳歇息。
到了溆水之滨.我徘徊而犹疑起来，心里迷惑要往哪儿去啊？
哀叹我的人生太多忧患，竞来到这深山里幽居。
在这里我写下了《涉江》。
回想来江南的那年仲春，我离开故乡郢都，沿着长江夏水流亡。
甲日那天早晨，我走出郢都的国门时，不住地长叹。
回望故都高高的梓树，我的泪水如雨雪纷纷飞流。
船过了夏首向西转弯，我想最后看一眼国门，然而已经看不见了⋯⋯谁知这一去匆匆就是9年，我再
也没能回到故都，长江夏水也不能回头。
我为庙堂哀思，于是抒写了《哀郢》。
新年来了，春气萌萌，我独自流放在南蛮异乡，极目千里，怎不触发我伤心至极！
又到了招魂的时候，于是我便为自己写下《招魂》，呼唤“我魂啊！
回来吧！
”我已经彻底失望，决心一死，让我的灵魂跟我一起为流落江南而哀伤！
我作出沉江的决定是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悲回风》就是这时写的。
秋夜的旋风摇落了蕙草，使我的冤结的心也被摇得痛苦不堪。
岁月将尽，我也要老死。
我宁可死去，让身体消亡，也不愿受这无穷无尽的愁苦。
我打算在秋风怒号中纵身波涛，到彭咸沉没的所在去殉美的理想。
赴死江流，由江人海，去追随伍子胥，在大海中去展开美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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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写作的梦，好梦、坏梦、噩梦，更多是黄粱梦，现在基本上都做完了。
我最后梦见了香草美人，这是一个美梦。
    回想十几岁喜爱文学之初，正值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入“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我是多么自豪
。
进入大学中文系后，读屈原的作品成了我的专业，我还读了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浦江清等先生
的屈原研究。
我激情洋溢地朗诵郭沫若的话剧《屈原》里的《雷电颂》，愁肠寸断地唱着他写的《湘累歌》：“泪
珠儿快要流尽了，爱人呀，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爱人呀，回不回来呀？
”后来观看由吴楚帆主演的香港电影《屈原》，我更敬佩得五体投地。
然而，奇怪的是，屈原愈“伟大”，我的印象愈模糊；我的印象愈活灵活现，屈原愈不“伟大”。
这样，屈原对我成了一个谜。
    1963年，我告别了武汉，发配到宜昌山区教书。
我知道这里是屈原故土，年轻的心也曾浪漫地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可是十多年来我连屈原的
一丝文物也没有看到。
1979年春天来了，我还呆在长阳土家山寨的一个中学，等待“改正”历史的冤假错案。
我穷得要靠借下月工资生活，又患着肝炎，不能如闻一多先生那样“痛饮酒”，但却有了“熟读《离
骚》”的心情。
于是轻轻地掏出浩劫时藏在床下的《楚辞选注》，白天在温暖的阳光下读，晚上伏在油灯下摇头晃脑
地背。
这应该是我认真读屈的开始，不禁心如奔马。
想到屈原是中国最痛苦的知识分子，而他最痛苦的莫过于生前没有一个人理解；想到屈原死后两千年
未必就得到了人的理解；想到我从屈原作品读到的为什么与前人不一样？
⋯⋯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的研究方向选择了写作心理学，却常常不由自主地用屈原做例子。
如分析写作的潜动机举了屈原的性意识为例；论述读者意识时谈到屈原在作品里怎样把楚王当做倾诉
的对象；我在阐释文学的审美与非审美的心理冲突，以及“苦闷的象征”时，更多举证了屈原投水自
杀的“死谶”。
世纪末我退休了，我的写作心理“三探”也探完了。
随着三峡大学把“三峡文化研究”定位为办学的特色之一，我开始整理和思考数十年所熟悉和陶醉的
三峡——长阳民歌。
很快我写出了《论下里巴人》，论述下里巴人的源头是三峡——长阳民歌。
学报主编邓新华先生给我发表出来，接着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这给我极大的鼓舞。
    我在研究写作心理学的时候，认为写作是复杂的精神活动，所以特别用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当我读着屈原作品的时候，感受屈原的精神活动更加丰富。
我甚至发现屈原是精神分析的最好典型，比弗洛伊德与荣格分析的达．芬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哈姆
雷特有过之而不及。
于是，决心以晚年的心血，投人对屈原进行精神分析的研究。
其间，我几度去过北京，还常去北大借书买书，博雅、野草、风人松、国林风等纯学术书店使我大开
眼界。
书店还给我打印楚辞和精神分析的书目，我觉得与屈原的精神靠近了。
我恍然觉得屈原不仅在《天问》里提出了172个问题，而且他的每一篇每一句都在疑问，诘问，反问，
质问。
毋宁说，全部屈原作品就是他的惊世骇俗的“天问”！
由此，屈原仿佛从他的“天问”里破谜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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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读出了他的人性，他的血，他的泪，听到了他的灵魂的呐喊⋯⋯    读屈原和分析屈原，我紧
紧地置于43年身处的三峡背景之下。
这使我在《九歌》、《国殇》、《天问》和《招魂》里读出了下里巴人的声息和气质，从而发现屈原
的精神血脉里流淌着巴文化的激流。
于是我大胆以下里巴人梳理楚辞的渊源，看出楚辞实际是“巴楚辞”。
这时我怎能不喜出望外：我曾经半个世纪踏着的文化土壤，原来正是屈原的原始遗迹！
    精神分析和下里巴人就这样给我打开了通往屈原的精神世界和人性真实的思路。
我自知本书打破了传统屈学的宁静，是一本另类的研究。
但我只是把本书当做“阅读史”的“这一个”。
我没有专业的束缚，也没有功利的所求。
故我的翻译、论文和小品，怎么想就怎么写。
纵是错读，也不亦步亦趋。
我希望得到指正，以求真知和认识一个历史的真人。
本书虽是晚年的心血，却动用了我一生的积累，包括经历的苦难。
所以我才能与屈原心灵相通，而不再是对神的敬仰。
学术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看香草美人》不期然成了我的精神寻根，也成了我最快乐的学术。
    本书于2009年完成。
三峡在线热忱帮我在网上发表了部分章节，并为我提供屈原故里的精美图片。
我的学兄和第一部中华民族史诗《龙凤神州》的作者刘泽僖最早看了我的初稿，给我写下近3000字的
长信，他对屈原的“美”的生成背景作了历史的考察，使我受益良深。
学兄彭泽福是在楚国郢中的故土执教一生的特级教师，他为我拍摄了兰台书院的照片，照片情谊弥足
珍贵。
在本书付梓前，长阳文化人林汇泉与戴曾群无保留地寄来哭嫁、跳丧的照片，原生态里跃动着《九歌
》的神韵。
八秩学长胡浩然寄来他亲手拍摄的沅江照片，为此手机电话传真信件快递电子邮件六管齐发，其急公
好义，不减当年。
三峡大学热心资助本书出版，已经是两年之中连续第三本了。
老干部处组织老年科技协会专家对本书评审，表现了科学严谨的精神。
其间石亚非、黄悦华、田强、唐暄富、吴卫华先生和晋久平女士对本书出版最为给力。
承蒙长江文艺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秦文仲先生厚爱，给我连续出版了三本书，而且本书早在一年前就签
署了出版合同。
多得他们不计繁琐，使本书文质增辉。
在此，我并表示衷心感谢！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
”但我仍然不无知音的爱护。
我感念符号先生电子邮件里“天涯若比邻”的文人相亲，感念张道葵先生临别送我工艺品时说“看到
它你会想起还有个朋友”的无价真情，感念吴柏森先生从座上站起来吟诵赠诗“几度思君寻白鹿”的
书生本色，感念杨兰鑫学兄千里迢迢寄我中草药方的心之良苦，感念王德金先生帮我于危难时说“不
是亲戚而胜似亲戚”的真诚善良。
我感念我的休戚与共的家人。
我感念绿叶与根的深情。
    我痛惜青春的丧失，但从44岁到74岁，我用30年“赶快做”赶回了我应有的青春。
写作心理学的“三探”耗尽了我的盛年精力，《我看香草美人》滴尽了我的最后心血。
我终于可以说：我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懊悔。
    然而，我的学问的快乐是以身体的透支为代价。
每日伏案笔耕，吃饭午睡散步做家务仿佛都是围绕着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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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以为身体还过得去，可是为写作心理学我却大病一场，为本书我又病了三次。
有一次在北京还送去急救，这次我看校样和写这篇后记也是在连续37度以上的酷暑。
现在，我最感对不起的是我的身体：多亏这瘦骨嶙峋，残年余热，熬出了300余万字⋯⋯我把屈原还原
为人，我自己也一样是人。
因此，当本书问世之后，我要由写作转移到以健康为中心。
我确实老了。
我需要慢一点，懒一点。
人生的美味我还没有尝过，我多么想与知我者一起在夕阳下玩一会儿。
    2011年8月20日于武昌归去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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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看香草美人:对屈原的精神分析》编辑推荐：一本在网上热议，并被评为“最值得阅读”的书，一
本解读屈原上下而求美的书，一本把屈原从神还原为人的书，一本首次对屈原做出精神分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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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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