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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琮台寻根　　在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们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
沿着灵峰山下的花径，我们欣然步人浙江大学玉泉校园，一座特殊的建筑——琮台，迎面屹立，引动
了我们悠长的思绪和如同长江般滚滚而来的胸潮。
琮台坐北朝南，其正面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与玉泉校区内的主道一求是路遥相垂直。
其他三面矗一立着现代化的教学大楼。
人们从玉泉校区的中心大道北转，远远就可以望见簇拥于现代化的楼群之中的琮台古朴的轮廓和鼎立
于琮台基座之上的三座多节琮高耸的群影。
走近后又会发现，在多节琮的中心，静静地坐落着良渚文化的典型象征——方琮。
方琮内圆外方，其四个平面和转角都雕刻着被称为“神徽”的饕餮纹——上下双脸，四日圆瞪。
琮台高不过5米，广不过13平方米。
它的基座，由普通的岩石砌就，基座上所有的雕刻，也由普通的岩石雕成。
整座琮台，璞玉浑金，散放着远古文明的朴野气息，与整个教学区宏伟、壮观的现代风格相映成趣，
又相得益彰。
　　这座琮台，建于浙江大学百年诞辰之际，其主体——琮，也被选中作为纪念浙江大学百年诞辰的
徽章上的纪念图案。
　　琮本身代表什么？
琮上的“神徽”又代表着什么？
浙江大学为什么要于百年校庆之际建立这样一座琮台？
让我们走近这坐落于现代名校现代化建筑林立的校园中心，散发着远古文明的、朴素的建筑，侧耳倾
听，听听它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质礼器，最早流行于距今
约5000—4000年左右的中国东南地区——史前的长江下游文化区。
　　琮的构造特点是内圆外方。
“方属地，圜属天，天圜地方”，所以，华裔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琮是中国上古时代的“
神巫”们“通天地”的工具。
在中国古文字中，“巫”作1*形，像两个“工”以直角重叠。
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工”字条曰：“上，巧饰也。
象人有规矩也。
与巫’同意。
”“巨”（矩）字条曰：“巨，规巨（矩）也，从‘工’，象手持之。
”金文中巨（矩）确作手持工形。
这说明工与巨都是根据一种原始的工具（矩）而造的象形字。
《周髀算经》曰：“数之法出于圜方，圜出于方，方出于矩⋯⋯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
深，卧矩以知远。
环矩以为圜，合矩以为方。
”这段话说明了矩在古人数理观念中的地位。
而由两个“工”以直角重叠而成的“巫”，指的就是执掌“巨（矩）”这种工具的人。
和“巫”字结构最相近的，有“癸”字其形作2，只和“巫”字方向略有不同。
“癸’可读为“揆”，有度量之义，能作为“巫”字构形的分证。
可以想像，在那个时代，矩这种多功能的工具的创造，应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大事，而能掌握这种工具
的人，也必然被认为是具有了不起能力的人。
在神灵观念盛行的上古时代，巫的这种能力自然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中国古代流行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与这种工具所具有的兼画方圆功能自然契合，使巫的身份从具
有“画方圆”之类能力的能工巧匠，转化为“通天人之际”的准神职人员，而矩也从一种具有实用性
的工具，演化为象征性的礼器一一内圆外方的琮。
　　今天的考古成果已证实，巫在中国上古时代非常活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其范围包括了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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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理科和文科。
例如，根据中国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的研究，中国的“八卦”是用算筹来布爻进行推算，这种方法就是
由巫发明的。
古文“学”字，像孩子两手布爻的形状。
而“教”字的构形——“学”字旁加上一只执着带杈的竹枝（类似后来的教鞭）的手——也出于同一
原理。
所以，巫也是中国原始数学和教育学的开创者⋯⋯可以这样说，巫是中国原始时期一切“学科”开创
和研究的先驱群体，他们的工作，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当然，在那笃信万物有灵的原始时代，这
一切都披上了神话和神灵的外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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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文化学》从语言文化类型学的原理出发，在人类文化总系统壮阔的背景下，以中华文化为
主体，并把汉语汉字汉文化凝合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
力求做到既能反映20世纪后期以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又能达到知识性和趣味性并存的效果
。
　　中华古文明的诞生，至今已五千年。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沿着向心凝聚式的轨道发展的历史。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演进的同时，中华民族也铸就了自身团结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形成
了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心理。
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团结奋斗，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与西
方“破裂型”文化截然不同的“连续型”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的奇葩。
　　《汉语文化学》选材以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前半段为主，基本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扼要介绍汉语汉字汉文化的“连续型”特征及其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类型地位。
其次，根据中国古代文化的“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的思想体系，依次介绍“龙”“风”“虎”
“龟”四个分支文化系列，并在“四象”的介绍中突出论述汉语文字的发生发展的主线。
然后，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突破与语言一文字学的飞跃同步的事实的介绍，纲要性地论证语言科学与自
然科学学科--尤其是其中的生命科学、数学、物理学、和人工智能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后，通过对中国诗歌节律同汉语自然音步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连续型”的汉语文化对现代中国
社会各个文化层面的深层渗透和密切关系。
　　本书两位作者的具体分工如下：绪论和前三个单元由何丹撰写，第四单元由方柯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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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人传说“龙为天地之长子”，“鳞虫之长者”。
蛟鳄四肢较短，体节具有明显的头、颈、躯干、尾四部分。
体色背部常见为橄揽色或棕褐色，腹部为黄白色。
这种体色有利于它在沼泽、水滨、沙石地域隐蔽。
它的尾部比较长，能活动自如。
　　蛟鳄与其他鳄类最明显的区别，是它的第四枚下颌齿对着上颌的缺刻处，口闭合时，此齿显露在
外。
它的吻部比较长，吻长可超过吻基宽部的1.2/3-2.1/6。
这样长的吻必然口裂大，加以蛟鳄的牙齿尖锐强固，全身被覆坚甲，故使它一向被列入极为凶猛、残
暴的动物之列。
它的咽与口腔间有鳄帆对着舌后端的横裂褶，当呼出的空气触动鳄帆时，会发出轰隆的吼声，有如远
方传来的闷雷之声。
　　蛟鳄为食肉类动物。
据前人记述，它不仅能吃虎、豹、鹿等野生动物和牛、马、羊、猪等家畜，也能吞食人类。
与这种食性相适应，蛟鳄的胃的消化能力也极强。
但在绝食情况下，它的耐饥能力也很强，半年以上不吃东西，据说也不会饿死。
　　蛟鳄为热带动物，也能适于海洋生活。
它虽用肺呼吸，但它的肺活量很大，肺脏能容纳大量的气体，便于在海面上长期漂浮。
同时，通过吻端上的鼻孔，能吸收氧气。
它的四肢代替了游水的鳍，又有细长的尾部左右摇摆，可以在海水中迅速游动。
它的皮肤很厚，可以阻止海水盐分的渗透。
它的眼睛附近及肾脏有排除盐分的功能，足以适应海水。
蛟鳄为变温动物，它的体温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改变。
鳄类的寿命极长，据说可达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
　　有趣的是，据记载，鳄类动物具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即可以敏锐地感受气压变化从而预知晴雨。
每当下雨前，鳄类常作怒吼，“其声如雷，闻之可占雨。
”这是鳄类动物成为古人心目中的雷神、雨神、鼓神（乐神）的原因。
在远古人类所面对的各种猛兽中，巨型蛟鳄毫无疑问是最神秘而且最具有威胁性的。
所以远古人类既恐惧之，又崇拜之，把鳄看做地神（即社神勾龙）、水神（玄冥）和战神（玄武）。
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代玉龙的图纹，是商周文物中较为典型的龙形象。
不难看出，其形象与甲骨文“龙”字极为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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