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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法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先生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　　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印痕，在上帝老人那慧目如电的注视下，不经意间竟造就了多如恒河之沙
的人类及其“思考”作品。
　　据研究，人类已经存于斯几数百万年的时光，而在此之前呢当上帝在静观万象、俯视众生时，偶
然间瞥见，而今有这么一帮子民竟汲汲于思索具有悠久历史的“符号文化”时，当作何想发笑么也许
，未必！
　　应该说，自从有了上帝老人的眷顾而“创造”出人类，这世上便有了文化和思绪，涂染上了形形
色色的情感意味，如同空气一般弥散在世间各个角落，从而显得韵味十足、力透纸背。
显在的外观不再显得单薄以至于“芜没于空山”，且日益丰富起来⋯⋯　　既如此，浅疏的体表油然
承载并传达起某种“弦外之音”，诸如“象征性”、“主体性”、“超越性”等便次第出现；久之，
我们就观其形而会其义，略其形而会其神；随之，“人文性”、“历史感”、“宇宙观”等人类话语
便在岁月年轮的碾压下愈加迷人⋯⋯　　渐渐的，华夏“女娲”的子孙们在面对祖先遗漏的多种花絮
时，往往产生出一种神奇的美感距离，更为醇厚的“文化”味道也就被无意识接受与敞开：接受的是
生活，敞开的是神性。
神性增加了厚度，生活融入了文明，文明推动了历史，历史整合了意义，意义拓展了体量，体量积淀
了文明，文明化入了生活，生活充满了神奇，神奇归之于神祗，神祗创制了符号，符号遮蔽了本意，
衍义得到了敞开⋯⋯不断的遮蔽与敞开，便构成了符号的双重功能。
人类文化正是在这辆双驾马车的裹挟下，荡生出历史烟云。
　　何谓符号符号即人化的第二皮肤。
　　什么是人人是拥有生命意识，并将其形式化从而唤起情感共通的生物。
　　人化即文化，文化即交流；交流是手段，情感为主旨。
　　从文化的起源看，“人”是文化的第一要义，“符号”则是其形态与浓缩。
因此，“人—文化—符号”构成了某种同一性命题。
人们正是在“文化符号”和“符号文化”中强化其生命意义，生命的节奏由是成为人类文化的最早华
章。
　　可以说，符号一经浓缩了生命情调，便起到一种鬼斧神工的作用，无形中构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
积极动因。
这或许就是我们每每在面对自然或文化杰作而叹许为“上帝的杰作”之深层因由　　作者们无意在此
建立一门“中国符号文化学”，因为大文化观念本身即是一门体大思精的学问；也无意于条分缕析地
去做考据和索引工作，因为历史的人文误读即是符号的内在因子；同样无意于比较中西符号文化之问
的异同，人类本一家，允许有个性。
共性与个性共存不仅自然而然，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多元性正是符号的本质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其符号文化亦丰富深邃，自成系统。
为生动表现中华文化，编者从传统音乐中撷取了几首古琴曲名，如“古神化引”、“板桥道情”等，
旨在利用第一符号（语言）去言说第二符号（图像）而揭示第三符号（题旨），试图寻拾曾经的“左
图右史”传统，以雅俗共赏的方式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符号揭示与敞开，使大家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启
悟！
　　出于上述“思考”，我们精心策划并精选了二百余经典符号，其内容尽可能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
面面，虽然不尽完善，亦可一窥全豹。
鉴于符号文化的自身规定性，尤其是当下审美文化的道成肉身性趣味所使然，力图用鲜活的笔调糅历
史、文化、艺术、审美、民俗、感悟于一体，宣叙出一部和谐的多声部协奏曲。
　　这里的“符号”与国际上风头正劲的“符号学研究”不尽相同。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符号学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对这一问题也逐渐关注。
人们有理由相信，李幼蒸先生的话并非空穴来风，他说：　　符号学研究将成为下世纪（21世纪——
笔者按）初的中国显学，中国符号学将成为国际符号学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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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符号学亦将成为使中华传统人文理想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效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丛书从前期策划到最终付梓经过了相当长的快乐等待。
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张道一先生等前辈学者们的热情鼓励与大力
支持。
季老年逾九秩，仍为本书挥毫题签；张老亦题词予以勉励；业师道一先生表示做一位“实实在在的顾
问”⋯⋯大师们的鼓励与前辈学者的关怀始终是我等奋力前行的不衰动力。
　　文责自负，各尽其职；世事繁冗，未可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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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万物各以不同的姿态和性格融合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是高高在上的威严，显示父君的权
势，“地”是厚德载物的博大，表明慈母的关爱；“日”展现现实主义的生与死的争斗，“月”凝聚
浪漫主义的情与爱的缠绵；“山”是温柔敦厚的仁人，“水”是轻灵多变的智者；“风雷”是大地愤
怒的容颜，“云霞”是苍天欢欣的笑脸。
    不理解自然万物的性情，就不理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不理解自然万物的心灵，就不能体会中国文
化的本性和精髓。
本书包括了天、地、日、月、星等十六个自然万物的姿态进行描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祗的脚印：中国符号文化 - �>>

书籍目录

总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言一 天二 地三 日四 月五 星六 山七 河八 湖九 海十 风十一 雨十二 雪十
三 雷十四 云十五 霞十六 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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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天　　在峰峦之高巅之上，在旷野之广袤之中，迎风而立，举目苍穹，我们得到一个无边无际
、苍茫浩淼的无尽苍天。
《说文解字》释天曰：“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
”所谓从一，就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意思，所谓从大，就是广大无边，这个大没有比较而言，意思
是说天之大，无可比。
　“天”字从本性上就显示出它的惟我独尊。
这个含义的‘天’，唯有大自然、大宇宙可当其称。
　　而且这个无穷广阔的家伙，真是充满神奇，它时而湛蓝而高远，引领着你的想象和精神，向无穷
高处升腾，时而又浓黑而低沉，翻卷着你的惊恐和畏惧，在屋檐上飞奔；它时而安静而平和，好像有
几万年了它不曾有过气愤，时而又奔腾而咆哮，好像在瞬间就要毁灭它的仇敌；它常常苍白而乏味，
漫漫的白光刺痛你沉闷的额头，它又时常灿烂而辉煌，绚丽的霞光激动了天地生灵。
　　我们人类就是在这些仰望、敬畏、迷惑和激动当中渐渐长大，开始渐渐地明白，天地孕育万物，
也孕育自身的神奇。
天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家园，它包容着世界一切进化的可能，它是宇宙苍生演绎生命的舞台，它注视
着生灵万物的生死悲欢。
然而，人类的进化，人类的伟大，人类的创举却改变了人类自己对天空的张望姿态，在现代都市生活
中，我们也许已经失去了那个叫古人梦牵、魂绕的“天空”。
　　现代的天空与古代的是多么的不同呀，现代是开化了的，发达了的，科学昌明了的时代，是一个
号称人类已经掌握，甚至是征服了自然的时代。
在科学的旗帜下，我们对待天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改造代替了敬仰，功用代替了崇拜，直白代替了
神秘，分析代替了感戴。
现代的天空也是蓝色的，但这蓝色没有了古代的深蔚、纯净和清湛。
古代的天空没有被高楼大厦分割，没有被水雾烟尘遮挡，也没有被射电望远镜穿透。
现代的天空是分析了的、肢解了的、被直白地说明过的，是干涩的没有水分和精神魅力的天空。
现代人的天空是大气层和被反射的太阳光线．，而古代人的天空是风婆婆雷公公的土炕，是八大金刚
的奥运赛场，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玉皇大帝的金銮宝殿，是一群白鹤飞腾而起，就能让诗情汹涌铺
展的地方。
　　所以，我想，当我们要感受传统文化里的蓝天，我们就先要回到纯挚的童年，我们就先要虔诚地
仰望苍穹，我们要和古人肩并肩，互相有真诚的对视，互相怀着同样的虔诚——仰望苍穹⋯⋯　　古
人在山川峰峦之上，在草原广阔之中，仰望苍天，目及四野，天似穹庐，浩淼无垠，这正像站在大平
原上的童年的我，因为古人似乎就是人类的童年。
我的童年极其贫乏。
土地是一望无际、毫无变化的平原，极目望去没有山，只有离离沉寂的村落；也没有河，只有浅浅弯
弯长久干涸的沟渠。
这种贫乏不给人秀丽和优雅，也不给人收成和富裕。
农民躬着身子把汗水淋漓进贫瘠的土壤，从里面挖出一年的粮食。
我的童年就在这贫穷和寂寞中生长。
　　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没有教室，房子是一户农民废弃的旧屋，没有门也没有窗。
窗户只是一个大洞，门是一个更大的洞。
我们没有桌椅，坐的是家里带来的小板凳，用农村盖房子用的土坯在腿两边搭起来，上面再横一块，
用泥巴严严地一糊就是课桌了。
我们的先生是个识字的农民，他在农忙的间隙来给我们上课，先给一年级上识字，再给二年级上算术
，然后给三年级讲解自然。
当然我们也没有黑板和粉笔，老师用白色的石灰块把知识写在黄色的土泥墙上。
我们有的只是自由，是疯狂的奔跑、玩耍和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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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无尽的蓝天、绚丽的晚霞和灿烂的星空！
在秋的午后和冬的寒夜我喜欢仰望天空。
　（这天的湛蓝和高远、这星空的神秘和喧哗，我在都市里都快要遗忘了）上天是公平的，它没有分
别，也没有休止，它把自己的身形覆盖了所用的生灵，从叱咤风云的帝王到沿街乞讨的乞丐，从寂寞
懵懂的孩子到忙碌奔波的蚂蚁。
于是在这些仰望中，我这个心灵稚嫩的孩子和曾经稚嫩的人类的童年一起，看到了苍天展示着它无尽
的神奇。
　　在这些仰望和惊讶当中，我们不禁要问，这广阔的天地是从哪一天发生的呢？
它是从何处而来呢？
这个不见边际的天空应当是一个什么形状？
这个不见边际的天空到底会有多大？
哎呀，这疑问竟然开启了人类几千年的科学和智慧。
成长中我们渐渐明白，这原来竟然是一个事关世界起源和人类创生之根本的文化问题。
　　和我们同问的还有一个先秦时代来自楚国的屈原，他在《天问》中奋然求索：　“曰：遂古之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朝前用力一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大鸡蛋”破裂开了。
于是，轻而清的东西飘浮上升，慢慢形成了天空，重而浑浊的东西逐渐下沉凝结，最后变成了大地。
起初，刚升上去的天，老往下沉，企图重新和地连在一起。
盘古为了保护他开辟的新天地，就站在中间，脚踩着大地，头顶着天空，这就是“顶天立地”的来源
。
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随着天地的变化而变化，一直撑在那里。
　　又是一万八千年过去了，天地的构造已经巩固，盘古终于倒下死去了。
临死前，盘古把他呼出的气体变作风和云彩，把声音变成雷电，把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头
发和胡子化作闪闪发亮的星星。
他的四肢五体变成大地的四极和五岳，血液化作江河，肌肉变成田土。
就连那身上的汗毛也都变成草木，使大地披上了绿装。
　　这个开天辟地的大神，把自己的生和死都献给了我们人类、我们的祖先，他当然受到了中国文化
的重视和敬仰。
我们在很多少数民族的起源传说中竟然也能找到盘古的名字，而且到处可见盘古的影子。
比如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土族，有一篇神话诗叫《混沌周末》，它被保存在婚礼的赞歌之中，在男婚
女嫁的喜庆节日，有负责说唱的艺人边饮酒边对唱。
诗分为起唱、混沌、创始、婚配、周末等几个部分。
　“混沌”部分唱到：“周天一气生混沌，无天无地并无人；混合无极生石卵，混沌初分一元生。
石卵它在石地圆，滚来滚去八百年；有朝一日石卵破，内中走出盘古仙。
”诗中说，盘古出世时，浑身长毛，顶天立地，“左手拿了开天钻，右手拿了辟地斧”。
于是，盘古开出了天地，“天无柱子地无梁，天崩地裂八百年”。
这里的咏唱诗篇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其中关于盘古的描写，则与汉文古籍中的盘古神话如出一辙。
　　在苗族的创世史诗中，也有盘古的故事，但情节不同，贵州西北地区的《盘古歌》说：盘古原来
住在天上，他看到地陷天崩，民众死去，就带领九十九个天神下凡，带来九十九把地巴掌，进行了九
十九万次的拍打，把天地拍打稳固了。
这个盘古扮演了汉族神话里炼石补天的女娲角色。
　　在我们的一般感觉中，这种极其遥远的神话传说，往往因为年代太早，而显得零碎、杂乱，不成
体系，或者往往因为年代太早而众说纷纭，演化出许多节外生枝的故事，或者这样的神话只是断章取
义地在口头上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停地被添油加醋。
然而，盘古开天的神话却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显现了比较稳定和成熟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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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许多的古籍中见到盘古的故事：　　比如《艺文类聚》记载：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
中。
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目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
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后乃有三皇。
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绎史》里面说：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
，是为人也。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
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述异记》则记载了盘古死后的诸多变化：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
，毛发为草木。
秦汉问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
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目瞳为电。
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
吴楚问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
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
桂林有盘古裥，今人祝祀。
南海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
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而生物始于盘古。
　　我们把这些记载照直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语句，这就是完整的现代版的盘古开天了。
这种传说稳定地绵延了几千年。
当然，咱们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关于天地创始的传说，决不会只有一个，
我们在很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之中，甚至在他们的民风民俗中都能找到关于天地创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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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的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风格独特。
在这个包容万象的体系里面，尤以“人和自然”的关系值得称道，这关系里面充满共融共通、和谐共
生的理念。
在自然这个大宇宙里，天地日月，阴阳变幻，五行相生，有许多的规律和程式，这些规律和程式可以
毫无障碍地应用于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解释和指导。
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等等都与自然变幻相通相融。
　　希望喜欢中华文化的读者，把阅读《神祇的脚印 中国符号文化：风云际会：（自然卷）》仅仅当
作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开始，我们坚信，中华文化一定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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