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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演变》解答了四个问题：龙的真实情况，龙文化的结构与内容，龙、文化
走向迷乱的原委，龙文化的醒世意义。
《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演变》最大亮点是确证了龙是龙卷风的古名。
散见于大量占籍中的龙实况记录，是中国古人对龙卷风观察或体验的表述；奇异多样的龙图像是古人
以象形与会意结合的思路对龙卷风各种动态的精彩描绘。
龙是什么——这个几千年来众说纷纭、令人困惑的问题，终于有了个令人信服的科学答案。
《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演变》对文学、艺术、宗教、民俗、政治等领域的龙文化内容，分别作了解说
，行文精练、准确、生动，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其中，对甲骨文、古文都作了白话译解；对龙的神话、龙的造型、甲骨龙卜辞、《周易》龙爻辞、龙
的成语、《楚辞》及古诗文中龙的描写等都作出了新的科学解释，令人耳目一新。
对兜文化走入迷雾的原因与过程，《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演变》也作了系统考察，对流行的误解都举
出实例予以分析反驳。
　　中华龙文化史昭示：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巨大的潜力，但要将其充分发挥出来，持续
发展而不停滞，必须特别重视两个条件科学和民主。
这和五四运动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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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科学和毅力一、研究龙文化的动因二、研究龙文化的方法三、研究龙文化的过程四、龙文化的启示
第一章 追溯龙文化的起源一、两类引人瞩目的资料二、现代龙卷风理论简述第二章 龙气象实况记录
一、龙实况记录在哪里?二、龙实录是龙文化的中心内容第三章 甲骨文龙字与龙卜辞的本义一、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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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运动过程规律二、孔子关于龙的本质的谈话三、王充对龙的传说的分析批判第七章 龙在中国文
学中的角色一、《楚辞》中龙的丰富内涵二、彝族史诗《创世纪》中的龙三、两首极少见的涉龙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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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冠服的龙纹装饰五、皇帝册封龙王第十一章 龙文化走向迷乱之原委一、从误解龙（龙卷风）为神
异动物到寻找地下龙骨二、以鼍、鳄、守宫、蝾螈与某种龙图近似滑到将这些动物与龙混为一谈三、
从龙奔腾似马的比喻滑到龙即马的误断四、从龙长似蛇的形容滑到龙蛇相混五、以龙图与传说异于任
何动物而误认龙为幻想之产物六、龙即龙卷风的资料被世俗成见曲解七、龙为雷电、虹等天气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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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的礼器或作发兵符信；有特磬、鼍鼓和此绘龙陶盘，是祭祀和巫术活动的礼器。
可断定，墓主人为部落军事首领兼巫师①。
此龙原型是双龙卷，在这里，古人想象它一兽头二身，二身可分可合，这是合体形态。
体画卷曲，因迁就盘形。
龙能吸物的特点以利齿衔木枝喻示之。
双龙卷奇特，古人多有观察，后来特取名。
《说文》：“龙，飞龙也，从二龙，读若沓，徒合切。
”传抄中丢了一个双字，“就，双飞龙也，”即今所谓双龙卷。
有些学者说此龙原型为蛇，为鳄，或名之蟠龙，均不妥。
综上所述，原始社会龙造型，一开始即以动物作比喻。
对龙的某一特点可有多种想象，故造型多样。
造型材料先是天然的泥土、蚌壳、石、玉，后是在陶器上绘图，随生产进步而变化。
龙造型的内涵是拜龙为图腾，以龙通地天，向龙祈雨，用龙镇宅镇墓，乘龙飞行等，都与龙的特点相
关联，都与实际生活与心理的需要相关联，都不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
三、三代龙造型的主要类别及其演变夏商周三代龙造型是在原始社会龙造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夏之前期是社会转型期，周的后期是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的龙造型都有承先启后的变化。
（一）二里头龙纹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3800一-3500年，早于商代文化，晚于龙山文化，其
绝对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延续至商。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部，与夏主要活动区域是一致的。
偃师二里头先民在陶器上塑造了鱼、龟、蟾蜍、鸭、兔、绵羊、虎的生动形象，也有龙的形象（图5.9 
），一龙巨眼，利爪，周身有鳞，一龙一头二身，眼珠外凸。
两龙眼眶涂翠绿颜料，浅刻线条内均涂朱砂②。
　　二里头文物表明，刻画物形本相和会意比拟像，是两种长期并存的造型方法。
这两个陶片龙纹，图5.9 a是夔一足，b是双龙卷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里头人想象双龙卷为一个动物的头在云中，而二身伸下垂在空中。
画法含蓄，不把二身垂下的形状画出来，耐人寻味。
这种含蓄手法常见。
这种龙纹盛行于商与西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
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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