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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28年3月26日，初舂的西湖，天空中飘荡着浅浅的温润的绿色，一辆黄包车从西冷桥后边烟树婆
娑的民舍中匆匆而来，停在孤山前山的湖畔罗苑门前，车上走卜来⋯位气度儒雅的瘦长老人，缓缓地
走进罗苑狭长的楼门中。
他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来参加刚刚建成的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
紧接着，他面对三十佘位教职员、七十佘位学生，语气深长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的重要讲话： “入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
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　　蔡元培先生一生数载旅欧研学，作为一代硕学通儒，曾经遍览欧陆各大博物馆，深研世界文明
史的演变，甚至还是美学研究的专家。
他深知艺术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完备的知识和认知体系的意义。
1912年4月，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
出了“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主张，井明确指出培养人才对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的要求。
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又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中不要忘记美术”，在《新青年》上发表《以
美育代宗教说》的论文，引起海内外的注意。
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的心目中，“美术”二字包含着相当宽的意义，泛指一切美的文学艺术
和道德言行。
]928年国立艺　　术院在西湖之畔创立，正是他锐意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举措，同时，作为
横跨中丙界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先驱，蔡先生坚信办学一是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
气度，力主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应该强调欧洲的人文教育思想，把
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
蔡先生在艺术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讲话，对一个艺术的专门化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的学校所寄予的精神思想，已经将一种庄重的学术使命作为立校之本、创业之基，托付给
了一代年轻的创业者们。
蔡元培先生以思想界、教育界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为新创的艺术学府，奠定了学术讲坛的高度。
　　艺术院建院之初的一代教授们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理想者的集群。
一方面，他们中大多数人旅欧的学历、中西两个学域的开阔视野形成了不凡的志向和学术积累；另一
方面，他们置身于中西文化冲撞和救国图强的精神理想之下的痛切思考，使他们具有激昂的改革的锐
意。
他们一腔热血、满怀热望，做学问，创杂志，办画展，创立“艺术运动社”，主持中国最早的高等艺
术教育，带着艺术和思想的锐气，带着反封建斗士的勇力，涉人一个艺术学府对一个民族存亡和文化
迁变所能起作用的方方面面。
尤其在积极投入艺术创作的同时，他们养成了讨论问题、著书立说的风气。
他们一方面从振兴东方艺术、唤醒民族意识的艺术社会学方面着眼，纵论艺术作为人类优秀精神载体
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意义，痛陈艺术衰微对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从美术发展和艺
术风格等具体问题人手，系统研究中西美术的殊异渊源和演进的形态，探索和思考现代意义上的中国
美术教育的诸多问题。
这个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史上被称为“理论热”，它作为艺术家涉人文化研究的一种集群现
象而备受大家的重视。
1999年，当郑朝先生编撰《西湖论艺——林风眠及其同事艺术文集》并嘱我写序的时候，我深深地感
受到了这个艺术学府在它初创期所曾经涌动的人文关怀的热力；感受到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一代拓荒者
所开掘的不凡的学术疆域；感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主掌着我院的学术宗旨并得
以代代相传的精神脉络。
正是这个优秀的教授集群，从一开始就以浓郁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在理想与现实、开放与固守、为
人生与为艺术等深刻的矛盾中，求取两端理想化的结合，坚持着追求一个学术的理想：以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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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吸收各派所长，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去表现东方的意境和情韵，创造东方新兴艺术。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而深情回望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教授们以毕生
的追求，以一世的心血所铸造的我院学术讲坛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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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角度为“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思想背景和空间，共收录
有16篇文章，即《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略谈老子道家的智慧》、《中国古代水文化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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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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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帝”——中心氏族的中心人物　　由上节，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上古时代就已面对的两大
问题：一是多灾的环境不断地向人们的挑战；二是天下万邦间的关系问题。
　　只要行人群的地方，就免不了有矛盾和斗争。
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荀子·礼论》）占代的中国人是怎样解决社会矛盾，从而决定占代中国文明走向的呢7从一个
大的时段来看，由上古的天下万邦，到春秋时代的数十诸侯国，再到战国七雄，最后由秦统一天下。
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
但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却一直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以德服入”的路线，——种是“以力服人”的
路线。
前者主要依靠涵化融合的方法；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方法。
大体上说，东周以前　　走的是“以德服人”的路线，东周以后走的是“以力服人”的路线。
而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的价值观，肯定“以德服人”的路线，而否定“以力服人”的路线。
　　丘古时代之所以实行“以德服人”的路线，一直被说成圣人在上位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悠久的
令后入神往的“德治”传统。
然而试观当时形势，这又是不得不然的社会选择。
因为上占时代的天下万邦反而形成一种矛盾的相对平衡，任何一个氏族或部落都不可能包打天下。
一个氏族或部落要去征服别一氏族或部落，那就要冒着自己同时被削弱的危险，而有可能被第三者所
征服。
况且，当氏族社会已经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害处而实行外婚制的时候，氏族和部落间的友好相处是非常
必要的。
以当时之形势而言，各氏族间的和平相处，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但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凶顽好战的氏族，《史记·五帝本纪》说舜“流四凶族，迁于四裔”，即是将
这些凶顽氏族赶出大社会共同体之外，流放至边远地区，以营造各氏族间和平、和谐的生存环境。
　　氏族和部落间的磨擦和冲突也是难免的，这就需要社会有调停者和仲裁者，正是基于这种社会需
要而有各级首领和酋长的产生。
唐代柳宗元在其著名的《封建论》中说：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
，而且无羽毛，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
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而听命焉。
其智而　　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 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
。
群之分，其争也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 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
之列。
则其争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 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
则其争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 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
　　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之前，原始的社会组织已具相当的规模，柳宗元对其形成过程的概括和分析
，可谓历史会心之作。
这是因为原始时代尚无阶级分化，君长刑政的性质基_奉上足凋节仲裁，而不是阶级压迫。
但柳宗元这里只强调了一个方面。
其实当时的君长刑政还有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管理职能，比如，禹会合诸侯人民共同治水，即体现君
长刑政的公共事务的组织　　管理职能。
　　如上所述，在解决天下万邦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上，在治理多灾的生存环境问题上，古代中国人表
现出一种特有的政治智慧：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地区内成功地创造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能行之有效地履
行其职能，一方面在诸侯万邦间起到其调节仲裁作用，一方面在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方面发挥其组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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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能。
　　那么，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中国上古时代，各氏族的文明发展并
不是齐头并进的。
文明初创的某项重要发明先在某一氏族诞生，这一氏族也就成了中心氏族，从而具有了“王天下”的
政治地位。
这也就是说，在原始时代的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中心氏族的地位的获得，不是凭武力，而是凭文化。
所以，与世界许多民族歌颂武力征服的英雄史诗不同，中国人所歌颂、所感戴的是文明的缔造者。
　　司马迁作《史记》从黄帝开始，黄帝代神农氏而兴。
黄帝又称轩辕氏，这可能表示车的发明与其氏族有关。
《史记。
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黄帝先后打败了“侵陵诸侯”的炎帝，擒杀了“暴虐百姓”的蚩尤，被诸侯尊为天子。
以我们今日的认识看，黄帝是那时部落联盟或酋邦的大酋长。
《史记》同篇又说黄帝一生曾东至海岱，西至空桐，南至江淮，北逐荤粥。
司马迁作《史记》，读万卷书，走千里路，他曾到黄帝所至之处考察，“所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
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这似乎说，曾有某位称为“黄帝”的人一生中到过这许多地方，但对此事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尸
子》载“子贡问孔子日：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日：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
”这样说来，并非黄帝本人亲至四方。
但不论怎么说，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心氏族所管理的地区幅员己相当广大。
并且，这个中心氏族逐渐变成了氏族显族，1以后的唐尧、虞舜、夏、商、周乃至春秋时代的许多诸
侯国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裔。
　　“黄帝”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从而是此一时代的象征和标志，而此一时代的一切进步和成
就都归结为“黄帝”一人。
经历一个神化的过程，黄帝也就成了一个半神半人、亦神亦人的人物。
2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帝”字的理解问题。
“帝”字在儒家经典《诗》、《书》之中，在商周甲、金文之中主要表示“上帝”这样一个宗教观念
。
这是“帝”字的最初意义呢，还是逐渐演变出来的意义呢?我们认为是后者。
　　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上帝”的宗教观念不过是人间最高统治权力的投影。
没有人间的下帝观念就不会产生天上的“上帝”观念。
许慎《说文解字》说“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
”这种解释比较接近原始的意义。
　　甲骨卜辞的“帝”字，大率写作呆、罘、米、罘、罘、*、*、呙诸形。
而金文中有V、丫者，3“帝”字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诂林》引吴大徵《字说》云：“象花蒂之
形⋯⋯蒂落成果。
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稀喾，稀其祖之所从
出，故柿字从帝也。
”又其《说文占籀补》：“古帝字作丫，如花之有蒂，果之所自出也，后人增益之，作焉象根枝形。
”王国维、郭沫若、侯外庐等均从此说。
　　刘翔又从仰韶文化遗址等史前陶文中找出一些认为是“帝”之初文的符号，提出“帝”字最主要
的部分象植物的子房，认为这“无疑是当时华夏民族对植物崇拜的原始的文化心理的反映。
⋯⋯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
化的信息。
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
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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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
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
身。
到了殷商时代，隐没了花蒂本义的帝字，已经成为表述人们意念里的自然界至尊神的尊称。
”。
刘翔的意见大体不错。
只是有一重要之点尚需探讨。
从黄帝时代到殷商时代，其间千有余年，“帝”字不仅隐没了“花蒂”之义，也还隐没了“人帝”之
义。
试想，对植物的原始崇拜如何便下跳到对有人格神意义的“天帝”的崇拜昵?这其中不是有一奥秘需要
破解吗?　　生殖一事，本自神妙，春种一粒，秋收万籽，籽又生籽，以至无穷。
上古之人生存艰难，怀孕率低，养育亦不易；处于蒙昧、野蛮之时代，人们本有生殖崇拜的观念，并
因植物种植的经验，知植物花蒂有包孕“种子”之德，因而对“蒂”亦发生崇拜，以为其中有生养的
魔力；久之，人们认为氏族部落的某些人物也有生养万物的魔力，并视此为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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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如人们业已充分认识到的那样，当代艺术在从内部日1走向外部之后，不仅与外部世界建立起
全面而紧密的联系，而且成为国际文化竞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当代艺术家，构筑起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积极的文化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这将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保证。
因此，我们在“知彼”的同时首先要“知己”，因为只有充分了解和认识了自己的文化资源和生存现
状，我们才能做出正确和有效的选择。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秉承着从国立艺术院到中国美术学院以来我院一贯重视艺术的学术研究和
学术积累的优良传统，在成功地组织了“现代思想与艺术”和“当代艺术问题”两个系列讲座，并分
别形成《人文视野》和《人文艺术》两本论文集之后，从2001年10月开始，我们又设计了以“现代性
与中国”和“中国思想论坛”为主题的两个系列讲座，分别邀请了十余位国内著名的专家就相关领域
内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介绍和探讨。
　　“现代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引起国内美术界的兴趣以来，已成为美术界的重要话题之一，并
推动了美术界在相关学术研究上的深刻性和广泛性。
然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却是由此而造成的分歧，即对20世纪中国美术作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判断。
在我们看来，分歧的产生主要在于对“现代性”本身认知以及价值标准的设定，因此，对“现代性”
以及20世纪 中国的认识就是一个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此，我们组织了现代性与中国”系列讲座，围绕现代性和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分别从政治、文
化、社会、军事、语言、人权、人口、艺术、文学、外交、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为美术
研究提供思路和支持。
与之相适应，“中国思想论坛”系列讲座则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角度为“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提供
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和空间。
在此，我们尽量考虑这个系列的多样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无所不包并非本讲座可以和应该做到的
——目的在于扩展和延伸人们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的纬度。
　　本论文集就是“中国思想论坛”系列讲座的结晶。
在本文结集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许江院长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感谢应邀参加讲座的学者、中国
美术学院出版社和所有给予我们各种关心和支持的朋友。
没有他们，本讲座的举办和本文集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室主任姜广辉研究员，他从各个方面对“
中国思想论坛”系列讲座的实施始终给予了关心、支持和指导。
　　高天民　　2003年6月9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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