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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话历史丛书：儒家神话》选编了近年来的前沿性研究成果，各种论述从内容主题关注而言，
可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儒家神话：关键词探源”共八章，围绕儒家神话命题和儒家自身话语系统中
的关键词展开论析。
下篇共有九章，内容包括各历史时期儒家神话与仪式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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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999年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2001年英国学术院、剑桥大学访问教授。
2003年荷兰皇家学院客座研究员。
2006年新西兰奥塔吉大学讲席教授。
兼任四川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兰州大学翠英讲席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出版专著26部，并被翻译成为英、法、日、韩等文字。
代表著有：《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
《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的文化解析》、《文学与人类学》、《千面女神》、《两种旅行的足迹》
、《耶鲁笔记》、《(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等。
主编“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文学人类学论丛”等。
唐启翠，生于1975年4月，文学博士。
现任职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从事文学与人类学、海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在《民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海南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2
部。
曾独立主持完成海南省级课题2项，出版专著《明清(实录)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此生如痕
：丘溶传》(南方／海南出版社2008)，论著合计50余万字。
现正参与的省级与国家课题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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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灾异观与弭旱祷雨  第二节  《競建内之》：齐地灾异观与日食禳敛  第三节  《柬大王泊旱》：楚地
灾异观与禳灾祈雨  结语第十章  尧舜禹汤“让王”叙事研究  第一节  让与倡：尧舜禹“让王”传说推
原  第二节  汤武“让王”与“替罪羊”机制  第三节  伊尹还政与神王禁忌  第四节  逃位：  “让王”叙
事神话的解释  结语第十一章  儒门内的庄子  第一节  孔子在《庄子·内篇》  第二节  庄子和孔子：同
乡与同族  第三节  《易》风《庸》魂  第四节  庄子的“物”与“庸”  结语第十二章  王学“异人”经
验与智慧老人原型  第一节  铁柱宫道士及其他  第二节  罗近溪恍见一翁  第三节  荣格的梦中奇遇  第四
节  危机与智慧  结语第十三章  《月令》仲春物候的比较神话学解读  第一节  “鹰化为鸠”的考辨  第
二节  句芒司命神的原型底蕴  第三节  伏羲蛇身熊号之谜  结语第十四章  儒学兴起与汉代谶纬的神话思
维  第一节  神话思维与儒学的开展  第二节  孔子之学的基础  第三节  谶纬思想本源与神话思维的延展  
第四节  儒家经典与孔子地位的神化  结语第十五章  汉儒“五行”说与神话宇宙  第一节  儒学政治观念
中的“五行”  第二节  作为神圣范式的“五”  第三节  五帝与殷人神话宇宙  第四节  五帝、  “五”崇
拜与汉儒五行  结语第十六章  黄帝轩辕氏名义补说  第一节  黄帝与轩辕  第二节  轩辕与昆仑  第三节  黄
帝四面与轩辕擅四方  结语第十七章  《中庸》“执中”正义观与政治神话  第一节  《中庸》的思想背
景  第二节  允执厥中  第三节  《中庸》的自然正义观  第四节  圣人之治的政治理想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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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样的一种符号在道家创始人老子那里作了和圣人相对应的比喻，在儒家这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诸如“君子温润如玉”、“君子比德于玉”，或“古之君子必佩玉”一类说法，儒家典籍中比比皆
是。
对照凌家滩M23墓主人佩玉的实况，就明白儒家的说法绝非什么创新，是对最深远的国教即玉教传统
的捍卫和延续而已。
M23墓主人左右手各佩玉镯10件，合计20件！
当然那是史前的圣人标记，一般认为是象征财富地位。
若着眼于国教信仰，可理解为是墓主人通神能量的一种表征。
后代则只有帝王才能享受金缕玉衣的超级特殊待遇，一般人根本无法企及。
　　综上所述，老子把玉作为圣人的标记，儒家把它比作君子理想和圣人理想。
后来的道教又从昆仑玉神话的西王母原型，变性派生出天上最大的男神玉皇大帝。
至于玉教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不胜枚举。
看贾宝玉含玉而生的细节，可视为依托8000年玉文化叙事原型建构的小叙事。
石头里生出人来，夏代神话中的夏启是第一个，清代《石头记》中的宝玉是第n个。
可见中国文学史自始至终都在诉说着一个原型故事，这就是典型的采玉叙事。
玉璞即籽料在河床里面经过水流上千万年的冲刷，外面形成了一层皮，表面看上去和石头没什么两样
。
凌家滩文化的先民能把河床中几十公斤的璞玉拿来给他们的王者打造神圣法器来陪葬。
这样的现象全世界独一无二。
西方人最推崇的是黄金、钻石、珠宝，唯有玉在华夏受到国教的最高礼遇，而且传承至今不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为什么要把中国的玉融合到西方人的金银铜中，也就不难体会了。
切莫小看这些镶嵌青海玉（替代和田玉）的金牌银牌，这是西方人的淘金传统与东方华夏族的拜玉传
统在21世纪的大汇合！
　　追溯和氏璧神话之起源，考古学者有惊人的发现：南方的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北方的红山文
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全都出土了大量的玉璧，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说明华夏史前时代，绝不像后人想象的只有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成都的三星堆博物馆藏有最大直径约一米的石璧。
成都新开的金沙博物馆，藏有精美绝伦的良渚文化类型的大玉琮，外方内圆，象征天地贯通的祥瑞圣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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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神话》选编了近年来的前沿性研究成果，各种论述从内容主题关注而言，可分为上下两篇：上
篇“儒家神话：关键词探源”共八章，围绕儒家神话命题和儒家自身话语系统中的关键词展开论析。
下篇共有九章，内容包括各历史时期儒家神话与仪式的个案研究。
本书由叶舒宪，唐启翠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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