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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亘古而来的、以北极为中心的天文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原型，通过传统政治的文化特
色、建筑中的文化模式、传统环境理论、天道与哲学、宇宙观与思维模式、天体崇拜与民风民俗、天
道与文学、哲理与养生等层面揭示出观念信仰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就直面传统、继往开来地创
建新文化进行了颇具价值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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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江风，1953年生，湖南宁乡人。
文学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民俗学硕士生导师，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已出版《中国文化概论》、《天文与人文》、《古俗遗风》、《汉画与民俗》等专著10多种，发表学
术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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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　蕴含哲理的物质世界：自然之天　　“道德之天”观念的形成，取决于原始先民对天体自然
蕴含道理的了悟。
了悟总结与发现，使之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强化人的心理。
此外，中国文人的心灵，常与自然共振，常在山水中流连，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诱发创作灵感，产
生社会人生的联想。
因此，当孔夫子临川视水，触景情生，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人生慨叹；当嵇叔夜遥想兄
弟嵇喜秣马华山、目送归鸿时，有“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吟咏；陶渊明采菊东篱，悠悠然望见“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景象，蓦然领悟人生真谛，产生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
物我两忘境界。
　　这些触及自然景物的联想，显现了中国人的天赋。
具体到天体观照，古人更是联想丰富。
群星与北极的关系，天与人的关系等，都成为观照、吟咏的对象，并由此升发出形形色色的文化、政
治、哲学理论。
　　浓烈的文化氛围，濡染文人学士，陶冶人的性灵。
执著的文化传统，悄悄然把人们引向大自然的怀抱。
在纵情山水，流连忘返的过程中，熟悉了自然的属性，于是，人们对天的性质有了客观认识的前提。
　　时至东汉，有这样一个故事。
孔季彦去拜见老朋友刘公，恰巧遇上一位客人送鱼来。
刘公很高兴，发感慨说：“天生五谷，给人当粮食，天育鸟兽鱼类，给人做菜肴。
上天仁德，于此可见。
”在座的客人大都随声附和，对皇天上帝感恩戴德。
听了众人的话，孔季彦说：“万物的产生，各禀其气，各有其因，自然而然，并不需要上天的仁德，
天也无意生出万物供养人。
伏羲尝百草时，上天并没有给人指示——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
为了获得这些知识，伏羲一天中毒七十二次，然后才知五谷可食。
于是，教民稼穑，人才开始试播百谷。
同样，蚊子叮人，蚯蚓吃土，是自然的。
是不是上天为显示他对蚊子的仁慈生了人让它叮，造了土让蚯蚓吃呢?懂得这个道理，五谷鸟兽并非神
明之天为了人的生存而创造，也就明白了。
”　　刘公和众宾客都相信天有意志，大仁大德，可见天人感应神学观念的普及深入。
孔季彦否认上天有意志、有目的，代表了一种正在发展的新思想。
　　所谓“新”思想，其实渊源甚远。
萌芽期不说，早在战国时期，硕儒荀子已有了明确的观点。
他在《天论》一文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荀子强调天体运行自有规律，既不受尧舜这样的圣君贤王所感动，也不受桀纣这样的暴君影响。
战国人有如此卓见，实属难能可贵!荀子笔下那个有常规的“天”，便是“自然之天”了。
　　汉代哲学家王充生活的时代“天人感应”说盛行，与此同时，天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对天
的自然属性也有了几种观点。
有人认为，天是气；有人认为，天是固体。
而博学的王充，便以天文学的成果为武器，与天人感应说开了一个诙谐的玩笑。
　　他在《论衡》中说，天是气体呢，还是固体呢?要是气体，必定像云烟一样，天神又怎能用云烟立
起擎天柱，使苍天不倒?洪水之神共工又怎能用头去碰折它呢?传说中，女娲以五色石补天。
这样看来，天应该是固体的了。
果真如此，天应该是玉石嵌起来的，但没有嘴它怎么能吃上贡品?可见，无论是气体还是固体，只要是
物质的，上天就根本不会享用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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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他的“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
天道自然”①的著名理论。
　　汉人桓谭也反对“天人感应”说，他的《新论》主张天没有意志。
他说，王莽迷信天地鬼神，重视祭祀，到处立坛庙，杀牛宰羊，献牺牲，以求上天保佑。
但是，由于王莽为政不善，天下反叛，到头来，义军包围皇城，火烧宫室，如风卷残云。
王莽虽静处渐台，抱符命、礼北斗，呼唤上天保佑，最终难逃身首异处，贻笑后人。
　　桓谭还说，物性的相宜与不相宜，不是天意。
比如，钩藤和人体不相适宜，巴豆和鱼不相适宜。
人吃了钩藤，鱼吃了巴豆，就会中毒死亡，并不是上天为了杀人、杀鱼，才生出它们来。
上天是没有意志的。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与前面孔季彦相同的理论——天道自然论。
它们大体上属于自然之天的范畴。
　　由此看来，自然之天的概念认为，天是自然而然形成，没有意志、没有精神、没有目的的。
天是物质的。
从这里引申开去，哲人们又把一切自然的现象也都叫做天。
例如，牛马牲畜都有四条腿，不是人有意创造的，耳朵能听，鼻子能闻，这些功能也是自然的。
所以叫做天职。
总之，不是人为、自然而然产生的，都叫天(天生的)，这种“天”与“人”相对应。
现在使用的天赋、天然、天性、天敌等词语中的“天”，仍是这自然层面的意义。
经过先秦两汉奠基，天道自然的理论逐渐发展。
至魏晋，三玄之书走俏，玄学大兴，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精研本末有无，清谈言意之辨，以自
然为最高境界。
于是，两汉以来的神学油彩风蚀剥落，中国哲学开始走向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探索之路。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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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凝聚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文化学的心得和文化建设的思考。
各章从不同的文化门类出发，以原型理论为核心方法，观照并揭示中国文化演变的诸种现象，为了可
读，写得有点散文化。
第十二章回顾中国文化选择的过程，探讨中国文化重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则使全书结束在凝重的
思考之中。
　　本书也是探索中国文化演进与建设的尝试，是文化建设道路上的一块铺路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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