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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是从时间符号角度对中国古代神话文明的全新探索尝试，是研究中国古
代节日体系的神话源头、先秦《九歌》仪典真相的学术专著。
上篇从时间序列的符号共相入手，还原上古节庆的符号源头易学象数的神话思维本质，证明时间符号
同源同构、时间主题互补统一的节日真相，揭示了由于历法变迁导致的两种时间变形即移植与匿名。
下篇根据对神话原型、仪式结构的分析，证明肇端于夏初的仪典作品、先秦《九歌》是“天中节”娱
神表演的产物，在时间主题统摄的暂时性恋禁忌下，渲染了四场欲扬先抑的情感喜剧。
《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既是对华夏节庆重日体系的首次系统学术考察，也是对上古经典仪式《九歌
》真相的首次神话易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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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江，云南昭通人，1965年1月生，1986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观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
要研究文化学视阈下的古典大学／对易学、神话学／楚辞学、明清文学等非边缘学术话题均有独到研
究，努力贯通交叉学科与中外学术，不盲从轻信，不生吞活剥，不趋时应景，尽可能弥合学科鸿沟、
时间断层与思想裂谷，钩沉文明碎片，构建文化学的文学研究平台。
如从时间符号角度对以重日、《九歌》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神话文明的全新探索，从人文启蒙高度对以
《西游记》、《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所具文化底蕴的揭示等，是在相关学术领域补阙拓荒、揭
秘辨真的成功尝试。
曾获云南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
地方电视台曾以“揭示古代文化真相的学者”为题作专题个人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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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创见、想象与文笔（代序）绪论：时间符号与中国文化上篇 时间符号第一章 神话思维与易图整体思
维、类比思维与汉语言文字从二进制到十进制：先天图与河洛如何看待易图传承的可靠性第二章 释“
五”：和谐的滥觞道家之“道”：精神性和谐儒学之“中”：秩序性和谐五行之“五”：生态性和谐
第三章 天地之祀：重日及其节阈春节：游子的回归上巳：日神的新生天中：和谐的祈祷七夕：月神的
女儿重阳：天堂的向往第四章 原始易图与重日作证“其鸣自呼”与龙吟虎啸残存的偶数重日原始洛书
·易有太极第五章 时间的移植与匿名龙虎文化“淮橘为枳”原因探析古今历法变异的重日结果下篇 
神话仪式第六章 千古之谜话《九歌》有关《九歌》诸多旧说从“五方十神”到“帝俊八子”第七章 
文本与神话原型天南地北的神话爱情云从龙风从虎失乐园与复乐园上天有路人地有门第八章 重五的仪
式仪式结构及其功能夏文明与山失踪的节点时空第九章 爱神的节点先声注册的高唐其他竞争者与洛神
的胜出爱神的《九歌》第十章 戏剧与《九歌》古代仪式的文化命运《九歌》戏剧性质《九歌》戏剧文
本解读后记附：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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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终于考证出中国文化的真正爱神、原始《九歌》的真正主角——洛神，她是否真的就是原始
重日中最重要的重五仪式的主角？
首先，让我们确认一个问题：原始节日不可能没有具体的时间主角、意义主体，而且这个对象不可能
是一种抽象、哲理、精英化的概括，必然要以生动可感的神话形象、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存在，然后
通过仪式参与者的视听感受，借助巫觋（最早的演员）活灵活现的表演得到证明。
其次，在对《九歌》诸神的仪式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现象：与充当自己所属时间符号的主角不同
，这八位神灵都没有了在自己时间国度里的威风，都只是充当仪式的“配角”；不仅如此，古人还通
过表现他们之间的情感生活，与其进行着善意的、亲热的、不分彼此的、“有失分寸”的交流，甚至
让他们表现出与人类一样的孤独、失恋、吃醋、负荆、爽约、哀怨、恼羞等情绪。
这绝不是对待君临天下者、至高无上者、不可一世者的官场心态、宗教心理，甚至就连那位掌握着生
死大权的王母，在《九歌》里尽管曾经试图施展自己蔑视一切的傲慢，却在其夫公开的冷落面前完全
丧失了王者的自信与体面，成为被仪式表演揶揄的对象。
至于日神对老婆的负荆讨好、河神的风流多变、山神的寂寞无助等，都有失作为祭祀对象时的神国威
仪。
尤其是他们在公开自己的“私生活”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欲冲动，更非道貌岸然者所为。
显然，《九歌》并不是将他们视为节日仪式的祭祀对象来看待的，而且由于时间的错位，其中没有任
何一位在重五这个特殊的时间符号里有资格接受众生的祭祀。
他们不仅不再高高在上，而且更要努力通过展示自己“普通群众”的一面，实现取悦观众、取悦上帝
、取悦时间的目的。
因为在这个非天非地、亦阴亦阳的日子，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职能、能力可以独自成就自己的辉煌，
都必须通过与“另一半”的结合，得到身心的全面平衡和谐、享受精神的高度快乐愉悦。
于是他们只能从平时高高的祭坛上走下来，承认自己的过失荒谬，显示自己的并非万能，体现自己的
七情六欲，导致一种比滑稽更加高级的幽默喜剧风格的形成。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节日精神，一种没存上帝、没有全能、没有等级、没有封闭的气氛。
而这种节日气氛的出现，并非某位神灵或者角色的自我觉悟，完全因为还有一位比他们更加重要、生
动、伟大，虽然暂未出场，甚至可能只会惊鸿一现的神灵存在的缘故。
把仪式的祭坛让给抽象的在天之灵，是后世单一神教的思维方式，不是处于多神教阶段的氏族民社会
的做法。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中涌动的充分想象力，实际上在其诸多有所创见的观点的论述中就已经让我们不断感受到
。
　　与突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相互映衬，申江《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文笔优美，有文采，有激情
，有些地方很有诗意，神采飞扬，富有吸引力。
　　——段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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