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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龙文化研究》以日本农村龙文化为起点，但不限于农村，还将视点逐步从日本农村移向城市社
会。
这是由于龙文化在本质上不仅仅限于农村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也逐步进入城市社会，在更宏观的
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信仰支柱。
事实上，这也是针对中华文明传向世界后的“生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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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阴阳学理论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都分别归入阴类或阳类。
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山为阳，川为阴；火为阳，水为阴；上为阳，下为阴；高为阳
，低为阴，人为阳，兽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臣为阴，后妃、宦官也为阴，如此等等。
 利用阴阳学观点解释地震的记载还可找出很多，如：《汉书·杜钦传》（卷60）记载：“臣闻日蚀、
地震，阳微阴盛也。
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
”汉代的《星经》也有如下记载：“或则天裂，或则地动。
皆气有余，阳不足也。
地动阴有余，天裂阳不足，皆下盛强。
”“汉安帝永初元年，郡国十八地震。
地者，阴也。
法当安静。
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动。
”“伯喈对日：‘地动阴盛’。
”京氏日：“地动，阴高者为下，下者为阳。
”《地镜》日：“地动千里，是谓阴盛阳衰。
” 唐代李淳风在《观像玩点》一书中，对地震的发生，有更具体明确的解释：“地者积阴，以静为体
。
地动者，阴有馀也。
主弱臣强，外戚擅权，后妃专政。
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人，阴阳相播，故地震。
地震下谋上，君忧。
”并引用刘向的“地动，教令从臣下出，必有饥荒、血流”等观点。
 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古人认为地震一方面是由“阴阳失衡”所致，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社会紧密相关，
是社会治乱和政权交替的征兆。
然而，龙与地震是否有关？
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却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
 不过，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中镶着的八条龙·，似乎暗示着龙与地震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据《后汉书·张衡》记载，张衡发明的地动仪用青铜铸成，形状很像一个大酒樽，圆径有8尺。
仪器的顶上有凸起的盖子，仪器的表面刻有各种篆文、山、龟、鸟兽等花纹。
仪器的周围镶着8条龙，龙头是朝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方向排列的，每个龙
嘴里都衔着一枚铜球。
每个龙头的下方都蹲着一只铜铸的蟾蜍，蟾蜍对准龙嘴张开嘴巴，像等候吞食食物一样。
如果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传来地震的震波，哪个方向的龙嘴里的铜球就会滚出来，落到下面的蟾蜍
嘴里，发出激扬的响声。
然而，由于缺乏进一步的史料记载和佐证，地动仪上的龙雕还不足以说明龙与地震之间的联系。
 综观上述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在中国，龙与地震似乎没有直接关系。
而日本则不同，很早以来，日本人就认为“龙动”是引发地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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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龙文化研究》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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