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典思想文化解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经典思想文化解读>>

13位ISBN编号：9787550502437

10位ISBN编号：7550502439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大连出版社

作者：王运伟

页数：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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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典思想文化解读>>

前言

每当提起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诸如“古老悠久的国度”、“光辉灿烂的
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神奇瑰丽的自然”等等一系列赞美的语言。
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一，那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确实会自然而然地触
动每一个中国人的情怀，令人感到骄傲与自豪。
    与此同时，或许也正是由于文明古国的源远流长、遗产丰厚，当我们满怀喜悦试图深人了解那令人
神往的中华文明或文化传统时，个中滋味又常常会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和尴尬，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一
个总是萦绕在心头并挥之不去的心结。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确实还没有但又十分需要一本阐释精当、内涵准确、简明扼要、通俗清楚、提纲
挈领地叙述或介绍中国经典思想文化的简明读本。
让普通的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老文化和思想精华，都能够如数家珍、脱口而出、娓娓道来，而不是总
想回到“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经典读物之中去——这应该是一
部具有鲜明中国思想文化特色的综合性文化经典读物。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化经典，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想经典。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指引，凝聚了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文化经典，代表着一个
民族的灵魂，是其文化精神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标志，是一个文明国度的最通俗的
文化思想教材。
从古到今，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就是要向子孙后代明白、清晰地讲述民族文化传统，来指引他们去认
识自己民族或国度的文化精神和形象，而这些正是一部文化经典著作的价值和作用所在。
对于一个总是以自己具有古老悠久文明为荣耀的国度，早就应该有一部真正反映其神话史诗、民族源
流、思想信仰、风俗文化等等系统可读的、简明的文化经典读本，既有益于国家民族精神思想的凝聚
，也便于国际文化交流。
由此，如何在传统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而再现自己的文化精华，让中国人拥有一部自己的文化经典，
就成为至关重要并十分紧迫的事情了。
    中国既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国家，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并将之发扬光大，如何创造再现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形式，建立起能走向世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体系
，以显著的中国文化标志，从容面对世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趋势，这是创作现代中国文化经典必须考
虑的问题。
中国人需要的这部文化经典，当然应该是一部源于传统、达于现代、追本溯源、继往开来的“神圣经
典”，核心是要叙述并阐明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立国安邦、立社安民、立命安身等的看待生命价值与
终极意义的传统，也包括现代精神文化追求方向，即应该体现出一个民族文化的真正精髓和灵魂，能
成为人们与生俱来并永不磨灭的文化标志。
因此，不论何种文化水平读者，如若不是将本书仅视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简单串联，而是研读领悟了
其中所揭示的思想文化意义，那才是深得其天机与奥秘。
    总之，作为一部关于中国经典思想文化的简明读本，要能够简要地揭示和展示作为世界悠久古老文
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性及其普世价值和影响，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一部揭
示中国文化思想精髓并用以展示其东方之魂的经典蓝本，不但让所有中国人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文化形
象，而且让世界上的人们都能从中看到中国人的文化形象。
本书的目的就是，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形象，愿人们都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愿代表东方思维模式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2011年5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典思想文化解读>>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力图以个性风格系统分析解读中国经典思想文化的通俗读物，同时也是一部有益于人们了解
中国文化核心思想，并认识其普世价值的简明读本。

王运伟编著的《中国经典思想文化解读》着重揭示的主题思想是：中华民族早在文明形成时期，就创
造了人类文明的东方思维模式，构建了以天上信仰天下理想为突出特点的思想理论体系，形成了别具
一格的历史人文特色。
数千年来，以宗天精神为核心的中国经典思想文化，不但成就了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也
成为现代中国发展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中国经典思想文化解读》分为创世神话、英雄史诗、种族民族、思想文化和民族振兴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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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2.龙腾华夏——龙凤文化的起源神州大地的图腾时代，虽然经过了无比漫长的过程，但最后
却终于归结并形成了龙凤旗帜，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思想文化表现形式，特别是成为了中华民
族的传统旗帜和象征，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所在，也成了一个千百年来争论不断、众说纷纭的千
古之谜。
由于图腾本身的性质意义所决定，龙凤图腾的最终形成过程，已经十分清楚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起源、发展和定型的轨迹。
综合而言，龙凤形象，源于图腾，升华于图腾，是一个由动物之龙、图腾之龙，到天象之龙、物象之
龙以及天命之龙和文化之龙的演变转化过程。
即，虽然曾经在自然界中有某种图腾原型，但本质上是基于民族融合统一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创造，是
一个产生于图腾崇拜，因文化精神追求而统一的过程。
毫无疑问，龙凤形象都来源于部落图腾，但是，能够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统一旗帜的龙凤图腾，却既不
是某一种特别动物的独占鳌头，也不是各种动物图腾的简单拼凑组合，而只能是中华民族统一进程中
，通过各部落图腾形象的天象模拟和类比认同等方式，先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地演变形成的。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统一与文化精神融合，才是龙凤形象形成的历史主题。
追根溯源，中国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
龙凤形象最早都出自于图腾形象，原型动物都源于各个氏族部落图腾崇拜物，如鳄龙（鳄鱼图腾）、
蛇龙（蟒蛇图腾）、猪龙（豕图腾）、闪龙（闪电图腾），此外还有马龙、夔龙、火龙、蜥龙等说法
。
由于图腾的意义和作用（其中也曾发展为巫术占卜的作用），它总是要被神化，或预示精神力量，或
模拟自然天象，或展示万能神力，这样就使动物图腾与自然天象在意义上紧密联系起来，神秘的自然
天象也就同时成为神性物象表现和动物图腾的化身，龙图腾这个带有普遍性神圣崇拜意义的形象就诞
生了。
具体而言，所有部落图腾当初都是有神性的动植物图腾，而当这种神性与自然天象的神秘表现相联系
之时，动物图腾模拟天象神力，也就变成了天象图腾，神秘的天象也就以图腾为化身得到了崇拜认可
，龙图腾就是这种在众多部落图腾中被最终选择和普遍认可的物象图腾崇拜物。
例如，以蟒蛇鼋龟等动物为图腾的部落，本身是以动物图腾为崇拜物，而当其看到某种自然天象如雷
电等出现，并显示出惊人神力之时，氏族部落便会把这种神奇天象与自身图腾的神圣性联系起来，蟒
蛇鼋龟等就可以成为这种物象化身，就成了龙图腾形象。
凤图腾演化也大致如此。
实际上，发现动物能够预知自然天象和利用动物来预知自然天象，这是人类最早具有的能力，也是动
物图腾能够产生的原因之一。
动物图腾与天象气候联系起来，自然现象中的雷电风雨阴晴霓虹才能成为图腾形象；而当图腾与天象
相联系时，天象也就十分自然地被演化成了天地万象。
形成天象观念，才出现天象之龙——龙成为正式名词，是在天学（皇权垄断天象观察，实际上就是天
文学）经验总结之中。
这样，龙是动物，也是天象，既可以是日月星辰、雷电风雨、江河湖海，也可以是山林动植物等自然
万物，龙的化身真可谓无所不在。
因此说，龙图腾形象的最初产生过程，总体上是一个动物图腾模拟天象神力的过程。
与此同时，龙凤图腾的产生过程也有一个类比认同的历程。
中华民族在形成自己的统一体之前，并没有统一的图腾旗帜，神州大地上的众多图腾部落，都高高飘
扬着自己部落的图腾。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已经成为统一民族成员的各部落，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图腾，因为那是他们的祖
先神和保护神。
只是，由于统一民族内形成了各氏族部落争相拥戴以龙为图腾的酋长部落，成为受各氏族部落敬仰崇
拜的中心，这时，龙图腾就同时成为统一民族各氏族部落的天神和保护神，与之攀比的各部落动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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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不论其图腾原型是否是龙，也都会把之当做该部落的龙，或者对外以龙称命名自己的图腾——如
鸟龙、猪龙、鹿龙等，有的把鳄类、蜥蜴、蛇类，都当做是龙的家族，有的则称鸟、马、麒麟等为龙
，有的把风雨云雾等自然现象看做是龙的形象，有的甚至加入想象中的瑞兽和以示祥瑞的龙形，从而
形成龙图腾种类众多的现象。
各氏族部落都能从统一民族的龙凤图腾形象中找到自己的图腾依据——能在龙图腾旗帜上看到几乎所
有动物形象或各部落图腾的影子，各氏族部落也都可以声称龙图腾属于自己的图腾和旗帜形象。
这就是自然崇拜中的类比认同规律所发挥的作用。
于是，从龙图腾时代，中华民族就形成了既保持各自民族特性习俗，同时又是多民族统一共同体的传
统。
所以，中华民族统一的龙图腾旗帜形象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图像综合与描绘，而是与相应的精神崇
拜内涵仪式结合在一起的。
它既包含了自然崇拜、巫术崇拜，也包括了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最后进入到宗教神学和天命哲学的
较高层次，这使其精神信仰形式有了更深刻的逻辑理论基础。
龙图腾旗帜已经逐步实现了宗教与哲学、政治与文化的抽象和统一，而只有实现这种精神哲学的结合
，才能成为统一民族的永久的灵魂。
龙图腾从动物之龙、天象之龙到天命之龙的演化，则是图腾崇拜由形象到抽象的过程。
龙图腾形象在不断的发展中，也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只具有象征意义，成为纯粹的精神旗帜，这也
正是龙图腾形象能够成为统一民族精神的本质特性所在。
当一面神圣的龙图腾旗帜以云中腾飞之龙的形象出现时，他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统一民族的天命所在、
皇权所在和精神所在。
天命之龙已经被纳入宫廷皇家天道、天命正统思想体系之中，成为最高神、至尊神，是君权神授并神
圣不可侵犯的圣物。
龙凤后来成为皇权专有的标志，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皇帝称真龙天子，其床为龙床，其服
为龙衮，其船为龙船，其后裔为龙子龙孙。
传统中政治、文化、哲学、艺术甚至民间节日中无不以龙凤为突出特色。
龙凤图腾从远古部落的原始崇拜物，逐渐演变为民族的精神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信仰，根本上不仅是
图腾旗帜的定型，也是天命意识的最后形成——龙成天象，这就是龙的抽象意义。
龙图腾的产生和形成，是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
正是因为有了龙图腾，中华文化从最原始阶段便建立了自己的自然哲学的精神支柱，从此与西方宗教
哲学的精神支柱区别开来——西方之龙因为宗教思想的渲染，始终没有改变恶龙形象。
与此同时，龙图腾的意义和作用在官方和民间出现了文化上的分野。
与宫廷皇家天命之龙有所不同，民间文化之龙更多表现出的是风俗文化之龙，形象上是角似鹿、头似
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龙的神性是天地通灵、自由往
来、风雨云雾、飞舞隐现、阴阳幽暗、怪异善变、祥瑞祸福、威风八面，也就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是全能之神。
中国民间的龙，种类繁多，家族庞大，且美丑善恶应有尽有，演化繁衍出丰富多彩的家族系列。
它们既是扬威制胜的旗帜，也是避祸远害的思想信物；既是祈福纳祥的精神圣物，也是节庆娱乐文化
偶像，显然都离不开精神崇拜和价值追求等人文主题。
龙凤并称，是因为它们都是最早的图腾崇拜物，而且都是天象龙凤——太阳崇拜系列的神圣图腾标志
。
凤家族包括鸡凤（家鸡）、乌、凤鸟、鸾鸟（类似孔雀）、鸷鸟（号鹰）、玄鸟（燕子或乌鸦）、鹄
、凰、朱雀、孑L鸟、鹳、鹭、鸳鸯等祖型。
凤凰为鸟以示风，是风神的代称，与太阳（火）不可分，也为太阳鸟的象征，俗称丹凤朝阳，是日中
三足乌，那个载日飞翔的鸾鸟，因此也与太阳崇拜有直接联系。
凤本来是男性的象征，无论是雄鸡报晓、燕卵生人，还是乌鸦负日，都表现出雄性力量，但有龙之后
，凤便转变为女性象征。
开始凤凰自有雌雄，后来以凤配龙，凤凰则专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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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冠羽，雉翎状或孑L雀眼斑翎状图腾。
凤鸟图腾广泛分布在东西南北，各部落民族都有，形象也大致相同。
如，太吴风姓、炎帝三足乌、东夷风鸟、少吴凤鸟等，可号百鸟之国。
凤鸟由分到合，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雅，越来越艺术化，如，由有五彩花纹的凤凰鸟，演化为有鸿
头、鹿臀、蛇颈、鱼尾、龙纹、龟躯、燕颔、鸡喙的神瑞形象。
天象之凤为南方朱雀所表现的星象。
龙凤形象往往共同预示或表现祥瑞，如“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就是用来说明盛世预兆
的；同时，凤冠霞帔也成为命妇之礼服。
龙与凤的这些特点，使之较其他天地万物具有更多、更重要的成为神圣的条件。
于是，龙凤结缘，成为文化核心内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龙凤图腾因此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必然选择。
龙凤形象是农业文明的最高想象，是农耕文化思想的最高抽象。
在皇权宗教的强势地位下，皇权垄断天命信仰，使得天道高远、天命靡常、皇权威严、深不可测，不
可言喻，民众不能窥测。
与此同时，宗教体系的三位一体，使得皇权宗教代天言事的意志又必须表达于世俗民间，因而，必须
选择一种能够代表天命皇权的旗帜以统一精神信仰。
于是，同样变幻莫测的龙凤形象就成为代表着神圣天命的统一旗帜，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腾
，这也是龙凤崇拜能千百年来卓立于世的根本原因。
龙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比较集中地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
精神信仰。
只有认识到龙凤文化精神思想价值，才能算是认识了龙文化的本质。
龙凤精神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代表着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文化内涵，是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最
鲜明思想旗帜。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龙凤旗帜的深远意义，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天之骄子、龙的传人等美誉。
自从认识到宗天神学并以龙凤为自己的精神旗帜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就与西方宗教神学分道扬镳，走
上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一这也是中国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貌似不信仰宗教的国度
之一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明至今仍具有着与世界其他文明交集互补的特点，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影响所在。
在华夏中国创造了龙凤精神，从而升华了自己的宗天神学之后，太阳崇拜等传统精神信仰就降至次要
文化地位，只是在文化落后地区和周边属国保持着，甚至演化至今。
中国的龙文化在现代中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生机，并且不断地扬弃封建主义、神秘主义、专制主义的消
极因素，从而使得中国龙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中，仍然发挥着其强大感召力、凝聚
力、向心力。
同时，发掘中国龙文化的深层内涵，也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的文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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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心灵之旅    ——《东方之魂》的由来    无论是写作一部关于中国经典思想文化的通俗读本，还是创作
一部通用的普及本经典思想文化手册，其使命都太过神圣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出版一本书那样简单
。
    现在将这样的书写了出来，纯粹是一种执著追求后的意外收获。
原本由于要反思自己的心路历程，就要研磨自身的中国人文化形象，因而要找寻中国文化的渊源影响
，特别是要寻找民族精神的真正内涵，从而演变成了系统解读传统文化来从中探索东方文化真谛的书
。
正是在追寻自身文化精神和比较分析中外文化这一过程中，我最终感觉并认识到，中国人实际上因为
曾经缺乏关于国家和民族的神圣经典，因而现在才特别需要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典思想文化手册。
    太阳下的每一滴水珠都能闪耀着阳光，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也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特征；一个
人的灵魂探索，也能某种程度上展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实际上，正是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所接触到
的那诸多撞击心灵的感受与体会，才会促成我进行这样的思考与探索。
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与人生，试图从寻找个人灵魂的角度入手，用自己的眼光来追溯传统文化渊源
，解读渗透于我们骨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这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寻根
之旅，也就是所谓的心灵之旅、精神之旅或灵魂之旅。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使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成为必然，不同文化各自的特色也得以突显
，与世界上大多数西式宗教国家相比，东方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显得独具特色并独一无二——像是一
个还远远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巨大文化宝库。
然而，由于文化经典的缺乏，以及表面上不信仰宗教的传统，东方文化因此而曾经被边缘化，其中也
包括近代以来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所造成的文化精神迷失。
为此，我们已经历经失去文化经典的痛苦或缺乏文化经典的困惑。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已经是真真切切地摆
在面前了，无论是文化交流的紧迫还是中国文化继承发展的使命，都特别需要清楚地回答那些会触及
个人和民族心灵的诸多问题，不论是过去的文化史，还是现在与将来的文化发展，无论是从何种角度
，都需要研究此类的课题。
目前，已经有不少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由于传统文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简明扼要的纯粹普及通行性的经典系统读本，而“三百千”一
类再简单明白的经典蒙学读物也已经过时，这确实给了我们“再创造”文化经典的机会，而简单地复
古传统经典篇章，或者幻想以传统经典之微言大义来再传播等方式，已经被事实证明功效甚微并不合
时宜了——面向现代人的经典就得现代化，否则就是在复制已经被证明走不通的传统老路。
    以一个人的力量来编写这样一部主题突出又包罗万象的图书，虽然风格特色独具，但所遇到的困难
与挑战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不但要综合运用各学科古今中外专家学者的有关著述和研究成果，还要在
自己研究思考基础上进行提炼深化与融会贯通，更需要在全新体例上进行再思考与再创作，以具有开
创性、经典性、引导性、示范性。
所谓经典就是精华的综合，其目的必然是要经典古今，用于当代，通于后世，以利千秋。
本书之所以批阅十载，增删数次，最大的愿望，其实还是想提供一个具有创新性、典范性和通俗性的
经典范本，通过系统全面又简明扼要地真实展现中国人的经典文化思想，使中国文化精神及其思想发
展体系能得到更清晰地树立，使传统的经典思想文化成为民族文化思想真善美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完美
表达。
当人们读此书时，那种“神圣中华，天佑吾邦”的感悟会油然而生。
因此，如若能因自身真诚钻研精神和形式上的创新特点，而启发催生出更多更好的创造性版本或经典
之作，那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和收获。
    尽管如此，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个悠久灿烂、博大精深的领域，精神信仰问
题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极致，任何个人的眼界水平总是有限的，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才能
不断创作出精品，本书作为一个终于能够脱稿的初创版本固然值得欣喜，而必然存在的许多未尽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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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处也会令人遗憾，今后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并形成自身作品系列。
    总之，读了这本书之后，读者若能通过作者的解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传统文化
，那这本书的价值也就实现了，而如若有读者进而去研究开发出书里书外更多的哲理与意义，那就是
额外的收获了。
本人也期待着能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最后，特别感谢有关专家学者对本书的关注，由于他们较高视野层次的严谨审阅、中肯批评与精心
策划，才使得本书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最终得以出版。
    2011年5月修改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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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典思想文化解读》不是中国历史与文他的简单串联，而是以创新精神塑造再现了中国文化思
想之魂。
全书通过中国经典神话传承方式创新，中华民族精神的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剖析，东西方文化
两种模式理论的建立，以及面向现代世界的中国经典思想文化体系的形成，诠释了绵延数千年并渗透
于中国人骨髓的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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