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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法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先生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　　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印痕，在上帝老人那慧目如电的注视下，不经意间竟造就了多如恒河之沙
的人类及其“思考”作品。
　　据研究，人类已经存于斯几数百万年的时光，而在此之前呢？
当上帝在静观万象、俯视众生时，偶然间瞥见，而今有这么一帮子民竟汲汲于思索具有悠久历史的“
符号文化”时，当作何想？
发笑么？
也许，未必！
　　应该说，自从有了上帝老人的眷顾而“创造”出人类，这世上便有了文化和思绪，涂染上了形形
色色的情感意味，如同空气一般弥散在世间各个角落，从而显得韵味十足、力透纸背。
显在的外观不再显得单薄以至于“芜没于空山”，且日益丰富起来⋯⋯　　既如此，浅疏的体表油然
承载并传达起某种“弦外之音”，诸如“象征性”、“主体性”、“超越性”等便次第出现；久之，
我们就观其形而会其义，略其形而会其神；随之，“人文性”、“历史感”、“宇宙观”等人类话语
便在岁月年轮的碾压下愈加迷人⋯⋯　　渐渐的，华夏“女娲”的子孙们在面对祖先遗漏的多种花絮
时，往往产生出一种神奇的美感距离，更为醇厚的“文化”味道也就被无意识接受与敞开：接受的是
生活，敞开的是神性。
神性增加了厚度，生活融入了文明，文明推动了历史，历史整合了意义，意义拓展了体量，体量积淀
了文明，文明化入了生活，生活充满了神奇，神奇归之于神祗，神祗创制了符号，符号遮蔽了本意，
衍义得到了敞开⋯⋯不断的遮蔽与敞开，便构成了符号的双重功能。
人类文化正是在这辆双驾马车的裹挟下，荡生出历史烟云。
　　何谓符号？
符号即人化的第二皮肤。
　　什么是人？
人是拥有生命意识，并将其形式化从而唤起情感共通的生物。
　　人化即文化，文化即交流；交流是手段，情感为主旨。
　　从文化的起源看，“人”是文化的第一要义，“符号”则是其形态与浓缩。
因此，“人—文化—符号”构成了某种同一性命题。
人们正是在“文化符号”和“符号文化”中强化其生命意义，生命的节奏由是成为人类文化的最早华
章。
　　可以说，符号一经浓缩了生命情调，便起到一种鬼斧神工的作用，无形中构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
积极动因。
这或许就是我们每每在面对自然或文化杰作而叹许为“上帝的杰作”之深层因由？
　　作者们无意在此建立一门“中国符号文化学”，因为大文化观念本身即是一门体大思精的学问；
也无意于条分缕析地去做考据和索引工作，因为历史的人文误读即是符号的内在因子；同样无意于比
较中西符号文化之问的异同，人类本一家，允许有个性。
共性与个性共存不仅自然而然，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多元性正是符号的本质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其符号文化亦丰富深邃，自成系统。
为生动表现中华文化，编者从传统音乐中撷取了几首古琴曲名，如“古神化引”、“板桥道情”等，
旨在利用第一符号(语言)去言说第二符号(图像)而揭示第三符号(题旨)，试图寻拾曾经的“左图右史”
传统，以雅俗共赏的方式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符号揭示与敞开，使大家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启悟！
　　出于上述“思考”，我们精心策划并精选了二百余经典符号，其内容尽可能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
面面，虽然不尽完善，亦可一窥全豹。
鉴于符号文化的自身规定性，尤其是当下审美文化的道成肉身性趣味所使然，力图用鲜活的笔调糅历
史、文化、艺术、审美、民俗、感悟于一体，宣叙出一部和谐的多声部协奏曲。
　　这里的“符号”与国际上风头正劲的“符号学研究”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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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符号学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对这一问题也逐渐关注。
人们有理由相信，李幼蒸先生的话并非空穴来风，他说：　　符号学研究将成为下世纪(21世纪——笔
者按)初的中国显学，中国符号学将成为国际符号学新的中心。
同时，符号学亦将成为使中华传统人文理想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效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丛书从前期策划到最终付梓经过了相当长的快乐等待。
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张道一先生等前辈学者们的热情鼓励与大力
支持。
季老年逾九秩，仍为本书挥毫题签；张老亦题词予以勉励；业师道一先生表示做一位“实实在在的顾
问”⋯⋯大师们的鼓励与前辈学者的关怀始终是我等奋力前行的不衰动力。
　　文责自负，各尽其职；世事繁冗，未可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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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神话故事是一片令人神往的天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先民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们用这样的想象解释眼前的自然，歌颂带领他们
从自然界获得生存条件的英雄；我们可以看到宗教信徒的虔诚信仰，他们从自己的信仰出发想象着彼
岸世界，通过对众神的信任和歌颂表达自己对此岸的宽容理解和美好寄托；我们还可以看到老百姓用
自己的生活经验直接塑造出来的神灵人物，这些民间俗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好朋友，他们在许多方
面可以提供专门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分享快乐和分担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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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盘古　　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
　　以往，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他在《物种起源》中认为，生命的起源是一个漫长
而渐进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动物是最先起源的初级系统，然后才有人类的高级系统。
几个世纪以来，达尔文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受到人们的怀疑。
　　但是，随着近年来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家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又对生命的起源提出了新的
见解，中国科学家陈均远在《动物界的黎明》里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他根据澄江动物群“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研究成果，认为动物界的起源不是“自下而上”的，相反
是高级系统的框架里最先被勾勒描绘。
简单地说，就是地球上是先有高级动物然后才有低级动物。
在这一过程中，渐变过程在时间表里并不发生主导作用，突变才是动物进化过程的主体。
根据这个新观点，人类的出现与突变因素有关，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样重大事件的发生似乎纯属偶
然。
这可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观点。
突发的偶然性事件能够改变人类的进化，难怪现在有那么多的科学家要在改变动植物的基因上投下巨
大的热情，他们都在寻找具有革命性的“突蛮”。
　　关于人类的诞生，我们的祖先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早在先秦时期，伟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天地怎样开辟、宇宙如何构
成的种种问题。
他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这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晰的追问。
这样的追问，充分显示了我们的祖先对宇宙创始问题的浓厚兴趣，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可以见到许
多类似的问题被提出。
当然，在当时他们也只是这样发问，并没有能做出详尽的解释和找到这方面的答案。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缘故，限制了屈原及先秦诸子们的进一步探讨。
　　那么，我们祖先认为谁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人呢？
　　我国民间有个流传很广的俗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老百姓认为是盘古开始了人类的历史，似乎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老百姓的认识，来自于盘古的神话故事。
　　据学者研究，盘古氏的神话故事，大致反映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末（约距今1.8万年前）至新石器时
代早期母系氏族社会（约距今7～8千年前）的状况。
一般认为，盘古氏最早是黄河流域的神话人物，后来渐渐向南方传播，进而成为长江、珠江流域的神
话人物。
但也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盘古与南方的盘瓠氏实际上是同一个神话人物，是由于汉武帝统一西南夷
后将南方民族崇拜的祖先神带回到北方，这个神话是由南往北传播说，持此说者尤以近代学者为多。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上说：“今案盘古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
或盘古、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祖，此为南蛮自说其天地开辟之文，吾人误以为已有也，故南海独
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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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异记》也有记载：“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
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
”又说：“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则盘古自有种落。
”这个“南海”泛指南方各民族的聚居地，最远可以达到南海一带。
　　盘古神话的故事是从南方传到北方还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呢？
　　在盘古的众多传说中，南方的盘古传说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其中，盘瓠传说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开天辟地传说。
盘瓠神话传说一直流传在五岭南北的瑶、苗、侗、黎等少数民族地区。
传说是这样描述的：在远古高辛王时代，有一条神异的龙狗名叫槃（盘）瓠，与公主成婚，他们生下
四个子女，后来就分别发展成蓝、雷、盘、钟四姓，他们互相婚配、繁衍子孙，奉盘瓠为共同的祖先
。
　　关于盘瓠氏最早的文字记载，原先人们认为是出自《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后来唐代章怀太
子李贤在其所注的《后汉书》里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最早的记载是东汉晚期的《风俗通》（古本）
。
诸家编辑《风俗通》“佚文”这样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
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
日盘瓠。
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
群臣怪而珍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
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
女闻之，以为帝王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
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
盘瓠得女，负而走。
人南山，止石室中。
所以险绝，人迹不止。
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
帝悲思之，遣使寻求。
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
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
织绩木皮，染以草实。
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
其母后归，以状白帝。
于是使迎致诸子。
衣裳班阑，言语朱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
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
其后滋蔓，号日蛮夷。
外痴内黠，安土重旧。
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妇，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
其渠帅日精夫，相呼为口徒。
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稍后的循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传说与此相同，只是文字比较简单，但此书有一些补充：“今
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
其狗皮毛，适孙世实录之。
”宋代罗泌《路史》记载：“《玄中记》云：商辛氏犬戎为乱，帝日：‘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
百户。
’帝之狗日盘瓠，去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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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以女妻之。
不可教训。
浮之会稽东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
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犬封氏。
”其他还有一些文献记载盘瓠的故事，皆大同小异。
　　在另外一些神话中，增加了一些情节，盘瓠被描述得更加离奇。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魏略》说：“高辛氏有老妇，居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
。
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这可是离奇得不能再离奇了，盘瓠不仅是五色犬，而且还是由高辛氏老妇的耳疾之茧变来的。
　　盘瓠为犬的传说，古人多信以为真，现在人则视之为神话。
不过如果从文献去考证，还是可以看出这一传说中所包含的真实历史因素。
我国学者徐中舒就认为，盘瓠神话并非“瑶族凭空臆造出来的”，他认为“犬”只是盘瓠的职官之名
，并非说盘瓠是一只狗，比如《三国志?魏书?鸟丸鲜卑东夷传》中就有称夫余国“皆以六畜名官，有
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等等”的记载，由此他认为“瑶族出于夫余的狗加，所以瑶族以狗头人身的
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
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似乎也能够解释这些神话传说中所包含的一些历史因素。
　　这个盘瓠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盘古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虽然自近代以来就有许多学者多方论证盘古是从南方蛮夷苗、瑶、畲、壮等民族的始祖盘瓠演变而来
，但这种说法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学术界一致的认可，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不过，盘古和盘瓠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这是大家都接受的观点。
至于二者之间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是纵向前后关系还是横向互相影响的关系？
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关于盘古的传说内容，现在还有许多保留在我国南方的民间风俗中。
广东西部岩峒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不少盘古庙。
按照当地的民俗，旧历六月二日为盘古生日，附近老百姓都会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祭祀，态度极为虔
诚。
广西境内很多地区也有盘古庙和冠以盘古的地名，比如来宾市就有盘古庙5处，其中兴宾区良塘乡甘
东村后面盘古山山腰上，有一盘古洞，洞中存有盘古庙。
当地将农历六月十七盘古庙会作为盘古的祭祀活动日，柳州、来宾、合山等地老百姓都会远道而来，
积极参与。
另外，八月十八日诵经，除夕及大年初一这样的日子，老百姓也会自携祭品祭拜盘古。
如某年遇到大旱这样特殊的时候，他们还要抬着盘古像游行于田问，以求盘古神灵降雨。
其他地区盘古庙的祭祀日期、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大多也有庙会这样的形式。
　　在两广一带，民间还有大量的盘古山歌、唱本、戏剧和盘古神话在继续流传着。
如广西来宾市的壮族口述传说：“雷王不下雨，布伯上天抓住雷王逼他下雨。
雷王答应后又反悔，要劈布伯。
布伯用计擒住雷王。
雷王骗布伯的儿女盘古兄妹，得水生力逃回天上，留下牙齿叫兄妹俩种下，结出大葫芦。
雷王降大雨，水泡天门，把天下人都淹死，只有盘古兄妹躲在葫芦里得以存活，后来兄妹结婚，生下
了像磨刀石一样的怪胎，把它砍成碎片四处抛撒，就复成了千千万万的人。
”毛南族有洪水遗民神话，说的是盘兄古妹育人的故事，情节也与此相差不多。
黔南布依族的神话，说盘古王挥鞭劈宇宙为两半，上浮者为天，下沉者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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