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学泰自选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王学泰自选集>>

13位ISBN编号：9787511319975

10位ISBN编号：7511319971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王学泰

页数：340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学泰自选集>>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
外，还有与游侠、游民和江湖相关的另类文化，突显了传统文化在广度上的丰富多彩。
王学泰在书中对国学，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辨析，正统文化以外的国粹，以及游侠等另类文化进行
了深层次的分析、解读，对于普及国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对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亦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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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现名“清徐”），1942年底生于北京。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曾任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
1988年转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
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著作包括《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游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lt;水
浒&gt;与江湖》《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而且还有
多种学术随笔集出版，其中包括《燕谈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发现另一个
中国》《平人闲话》《王学泰读史》《采菊东篱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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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鼎的文化演进　　鼎，如果探究其原始意义不过就是个有着三足支架的饭锅，它是炊器，可以用
来煮饭做菜，小的鼎也可以作食器使用，似乎平淡无奇。
然而就这个&ldquo;饭锅&rdquo;在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活史和社会生活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往
往与&ldquo;强大&rdquo;&ldquo;厚重&rdquo;&ldquo;重要&rdquo;等概念联系起来，作为具有放大效应
的形容词使用。
例如强劲有力称之为&ldquo;鼎力&rdquo;，昌盛繁荣称之为&ldquo;鼎盛&rdquo;，国家大业称之
为&ldquo;鼎业&rdquo;，豪门贵族称之为&ldquo;鼎族&rdquo;，赞美别人声名远播用&ldquo;鼎鼎大
名&rdquo;，赞誉总掌国政为&ldquo;调和鼎鼐&rdquo;&hellip;&hellip;总之与&ldquo;鼎&rdquo;相联系的
词汇多是正面的，这不仅表现出饮食、吃饭在我们民族意识认同中的重要，也反映了鼎在中国文化史
发展中地位是不断提升的。
　　1. 考古发掘中的原始鼎　　原始鼎也就是作为炊器或食器的鼎。
自从数十万年前，人类发明了用火以后，发明和制造炊器就提上了日程。
大约鼎是华夏先民最早发明的一批炊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陶土制造的，我们称之为陶鼎。
陶鼎是三脚支架与陶罐、陶釜的结合。
上面的容器用以放食物和水，在三脚支架之间用薪火加热。
陶鼎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这在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史上屡有发现。
距今8000年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8000年前安徽黄鳝嘴遗址6000多年前的长江下游的崧泽遗址等地
都发现了陶鼎。
虽然这些陶鼎都很粗糙、原始，但表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北起黄河两岸，南至长江流域，鼎是人们
常用的炊器。
大约在5000年前，也就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期间，鼎的使用已很普遍，而且出现了青铜鼎。
被假定为夏代文化的二里头遗址有三角足罐形鼎、乳状足罐形鼎出土，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　　一
些夏文化遗址中还有四足方鼎出现。
　　夏代也是开始使用青铜的时代，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出现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
遗址，其中就有鼎。
它多出自夏文化晚期的遗址中，而且往往与爵、斝、觚、角、盉等一并随葬，考古家认为此时的青铜
鼎是起着标明死者身份、等级的作用，已经接近后世所称的礼器。
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鼎就开始了从炊器到礼器的转化。
　　商代被后世称为&ldquo;青铜时代&rdquo;，商代的贵族大量使用青铜器具。
青铜鼎在出土的铜器中占很大比例。
鼎此时既作随葬礼器用，也作现实生活炊器或食器使用。
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中谈到殷墟出土陶鼎和铜鼎时说，有的鼎底部有烟炱痕，这是做炊器用
的；有的没有，这是做食器用的。
许多鼎中还残留有食物、调料，使我们能够切实感受到其主人据鼎而食的情景。
可见鼎在那时是兼具多种功能的。
　　2. 传说中的&ldquo;鼎&rdquo;　　上面说的是真实存在的鼎，它们久藏于地下，考古家让它们重
见天日。
考古存在之外，还有一个传说系统中的鼎，它有着更为久远的影响。
　　（1）黄帝铸鼎　　被视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轩辕黄帝也是许多事关人类文明的器物发明者，如文
字、养蚕制衣、指南车都产生在轩辕时代。
据说黄帝还铸造过一尊鼎，《史记&middot;封禅书》中借公孙卿的口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
下。
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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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这位文明的开创者在他升仙之前，开采首山（今山西永济南）之铜，铸造了第一尊铜鼎，作为留
给仍在世间老百姓的遗物。
这个故事意在告诉后人黄帝也是鼎的创始者。
鼎可以说是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分界点，有了它人们才能彻底告别茹毛饮血，走向文明时代。
说通俗点，中华始祖留给后人的是一口饭锅，让他的百姓过文明人的生活。
对于黄帝铸鼎的传说，信奉黄老之术者有不同的解读，他们把这尊鼎视为炼丹之鼎，是长生久视的象
征。
尽管理解不同，但都是与生命密切相关，都是有益于人类延长寿命的。
　　（2）大禹铸九鼎　　在国人看来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权力问题，也就是说由谁掌握
饭锅主导权。
这就有了大禹铸九鼎的传说。
大禹是带领人们治水的英雄，也是一统中国的建立者，因此铸造一统中国象征的九鼎的任务便落在他
的头上。
这个传说的最早记载出自《左传&middot;宣公三年》。
楚庄王带兵讨伐&ldquo;陆浑之戎&rdquo;，经过洛阳，在周天子城边炫耀武力。
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军。
楚庄王向王孙满发问：陈列在朝廷上的九鼎的轻重大小。
楚庄王为春秋&ldquo;五霸&rdquo;之一，楚国国势正旺，这一问，是咄咄逼人的。
因为周朝日益衰落，周天子风光不再，已经从掌控天下的共主，　　变成为一个&ldquo;小国之
君&rdquo;了。
不过王孙满不卑不亢回答他说，虽然，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但谁能掌握国家大权是&ldquo;在德不
在鼎&rdquo;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
魑魅魍魉，莫能逢之。
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
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王孙满告诉楚庄王：第一，大禹铸九鼎不是因为他势强力大，而是因为品质高尚，得到天下的拥
护，人们从九州远方自动贡献&ldquo;金&rdquo;（青铜）给他，并把当地所产的奇异物品画成图画，
让他了解（《尚书&middot;禹贡》中把大禹的统治地域划分为九州，并写明当地山川风貌和特产）。
　　第二，大禹铸九鼎不是为了炫耀国势，更非张扬自己的&ldquo;天下归心&rdquo;的威望，而是因
为他领导了治水工程、&ldquo;艰难险阻，备尝之矣&rdquo;，知道山川林薮中种种危害，为了让天下
人对这些危害有所了解，他把山妖水怪、魑魅魍魉的形象都铸在鼎上，广布天下（当时没有纸，鼎上
的记载被认为是可传之千万世的），让游猎渔樵的人们有所知晓，避免受害。
　　第三，因为鼎传播的是要全天下都要了解的知识（当时人的心目中九州就是整个世界了），因此
它自然要被天下共主掌握，从此它也成为掌握天下权力的象征。
大禹建立了夏朝，九鼎就传给他的子孙。
当夏德衰，最后夏王桀成为万民所指的独夫民贼，夏朝亡了，九鼎传至商朝，商亡又传于周。
第四，九鼎是&ldquo;德&rdquo;的象征，与它的轻重大小无关，君主品质高尚，鼎自然&ldquo;
重&rdquo;，反之则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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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满这段话反映了当时开明的统治者对鼎存在价值的认识。
其实王孙满的内心已经感觉到周王室东迁后周德正在日益衰落。
因此他说，周成王&ldquo;定鼎&rdquo;时占卜，言周朝可传三十代，七百年（儒家没有万世一系的观
念，&ldquo;传之千万世&rdquo;秦始皇思想，是曲学阿世的法家观念），现在还没有到。
其背后的台词是：周现在也只是挨日子罢了。
　　然而，九鼎毕竟是执掌国家大权的象征。
权力膨胀的大臣、羽翼丰满的地方势力、窥伺中原的边裔强藩有时都不免要问一问&ldquo;九
鼎&rdquo;的重量和形制，这是挑战中央权力的一种暗示。
然而&ldquo;天命无常，唯德是辅&rdquo;的儒家观念在汉武帝之后成为主流意识，因此，&ldquo;九
鼎&rdquo;就不是赤裸裸的权力，更非蔑视一切弱小的暴力。
九鼎所承载不仅有&ldquo;治统&rdquo;，还有&ldquo;道统&rdquo;，它的流转就带有道统传承的色彩。
鼎不能以暴力赢得，只能以修德争取。
即使据有了九鼎，如果德衰，也会弃之而去。
据传这组九鼎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前327）沉于泗水深渊，就是周朝将亡的预　　兆。
并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ldquo;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为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
，不得，所谓鼎伏也。
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rdquo;（《水经注&middot;泗水》）。
秦始皇自以为德迈三皇五帝，可是冥冥之中的造物不承认他，九鼎沉沦不出，即使派数千壮士下水系
取，也是一场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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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科学精神，凝结着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主要体现在注重和谐、
兼收并蓄、经世致用三个方面，在历经五千年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沉淀和传承后，绽放着绚烂的色
彩。
鼎的变迁及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缠足的来龙去脉，古人的幽默细胞，何谓游侠，为什么说&ldquo;有
人的地方就有江湖&rdquo;&hellip;&hellip;走进《王学泰自选集&middot;文化经纬》，可令你茅塞顿开，
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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