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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季羡林进入21世纪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已经与世界逐渐融为一体，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
更需要把自己优秀的文化介绍给世界。
上世纪90年代初由我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影响不错。
但由下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丛书的整体出版质量显得有些粗糙简单；所以近年在有关人士的大力
倡导和协助下，我们决定再次出版这套丛书。
这次出版无论从外观设计上还是内容编排上都作了较大改变，以彩色图义本和《神州文化图典集成》
的形式重新出现，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十几年前有关人士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最近义再次在神州大地回
响，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也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
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
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东方影视集团总经理李生泉等同志，爱围不甘
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
》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
存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
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
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
谁也没有“特权”。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
这一点，我们町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文化之发展，是在各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前进的，中华民族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就曾
融汇进多种游牧民族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异质文化，又汲取了佛教等印度文化凝炼而成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人中国，此“三十年河西”也，其文化交流以“西学东
渐”为主。
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历经摧残和磨难后衰而复起，此“三十年河东”也，中外文化交
流将兴起“东学西渐”的潮流。
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受到大自然的报复，盛极而衰，必须从东方文化汲取活
力。
东方文化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代表，其思想内容千条万绪，但都集中在一个“道”字上，中国文
化的大道西传，必将带来世界和平，必将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必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得以完成。
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和平崛起”，必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要素，是我中华民族在神州生生不息的生命线，这就是我们重新
发起出版《神州文化图典集成》的基本理念。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
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
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干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
精神。
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山这番模样。
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
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卜也做了几次发言。
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
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
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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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
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
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彼、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
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
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
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
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
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
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
见树木，又见森林。
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先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先了解中国文化。
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
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
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
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
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
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
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
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
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
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
，它的含义才能判定。
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
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
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
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儿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
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
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哆不清不楚”
，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
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干人。
百家争鸣，我只是一家。
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
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
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
是认识不清楚的。
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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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彩色图文丛书修订出版，得益于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老创始人孙长江先生和现在执掌人王守常先
生的重视与支持，也离不开北京梵天文化传播中心冯林先生的积极倡导与组织策划，同时，也感谢中
央编译出版社的慧眼与气魄，尤其是时隔十几年重新联络原作者，工作的难度与辛勤自不言喻，我在
此代表全体编委会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希望他们再接再厉，编出更多更好的书。
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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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甲骨文中“巫”与“舞”为同一个字，可见巫、舞相通。
在中国古代、巫者都善舞，是最早的舞蹈家。
现代学者认为舞蹈为艺术之母，也是基于它悠久的起源和古老祭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言。
随着历史的发展，八卦的融入，巫文化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也更为神秘。
本书从巫舞、八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入手，做了一些颇有趣味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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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冰（1932-1999），先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
属的舞蹈文化人类学研究小组的成员。
1997年荣获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的“二十世纪成就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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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巫祀中的舞祭第一节 巫教的源流与沿革古代各民族在史前时期，经历过图腾阶段。
在人格化神出现以前，曾以动物、植物和天体作为神祗。
这是一种巫术观念。
这种巫术观念代表着宗教进化的一个阶段。
巫术，崇拜图腾，崇拜祖先，相信万物有灵论和天人感应论，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也可以说是一
种“自然宗教”。
原始社会早期，先民们对宇宙和与自己生死攸关的自然现象，不能做出科学解释，感到神秘莫测。
有如屈原在《天问》中所云：“日：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好？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
孰初作之。
”意即：“谁问，远古的起头，是谁说的？
那时上天下地还没形成，是从哪里查考得的？
黑夜白昼一样混混沌沌，有谁能够弄清？
大气弥漫无形，凭什么认识它的？
白昼明明，黑夜暗暗，这又怎么造成？
阴阳三合而有生命，哪一个是根本的，哪一个是派生的？
穹隆的天是圆体，共有九层，是谁经营度量的？
这么伟大的工程，是谁开始造作的？
”《天问》中还问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等种种问题。
所有这许多问题，先人们寻求不到答案，从而产生对自然的恐惧和忧虑。
冥冥中，好像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支配，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庞然大物主宰着。
于是，神的观念产生了。
先民们甚至不能将人本身与自然区分开来，似乎自身与某种动物或植物有着血缘关系，从而把它们看
做自己的祖先崇拜。
因此，便将狩猎、捕鱼、采集野果时见到的某些野兽、飞禽、鱼类乃至植物的形象作为自己部落的图
腾，顶礼膜拜。
先民们又由于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花开花落，生老病死，甚至梦境的出现等自然规律和生理
现象不了解，于是，又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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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冯林1991年由国学大师季羡林主编的大型国学从书《神州文化集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
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论是书籍书装帧还是图文搭配都比较简单。
我们以此丛书为底本，精选50本并分门别类，重新修订并配以精美的彩色图片，出版了这套一《神州
文化图典集成》。
《神州文化图典集成》的出版是国内近年来少有的弘扬神州文化的一件出版盛事。
丛书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人的饮食、服饰、民俗、宗教、建筑、艺术、中医药、科技、经济、官制等数
十个领域，系统地介绍了各领域的内容与特色，以及这些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扎根、发展与繁茂的过
程。
本书均由各学术领域颇具实力的学者亲笔撰稿，并由该领域的著名专家亲自审定，同时灵动地和解释
性地配有大量图片，使该丛书成为既是一本面向大众的中国文化普及类读本，也是近年来各学术领域
研究成果在更高程度、更大范围的一项精美展示。
该书语言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观之赏心悦目，读之文字浅易，高品位与可读性兼而有之，雅俗共赏
。
可以说，本书是一流学者专家撰写的中国文史类的“十万个为什么”再加上新的图片互解互读互动，
校正了以往文史类图书板起面孔说教的不足之处，显得更活泼、更丰富、更有读者缘。
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要赢得世界。
实际上东方文化与西洋文明不但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在这种国际大环境推动下，随着国内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出版业的繁荣，对中华文化类的图书形成
了越来越高的需求，特别是高品质、精包装、配图片的彩色大开本图文书的市场越该丛书我们仍然邀
请季羡林先生担任总主编，由汤一介、孙长江、李生泉任主编，刘守仁、魏常海、王守常等人担任副
主编。
我作为这套丛书的总策划和副主编得到了以上老师的无私帮助和指导，在此为诸位老师付出的辛勤汗
水表示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各方人士均伸出援助之手，尤其得到原作老的大力支持，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图文资料
，保证了本丛书的顺利出版。
在此也表示真诚的谢意。
相信本丛书对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藉起到良好的普及推广作用。
在此我愿与各位同仁以及广大读者共飨这道精神大餐，是为后记。
2007年3月于北京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巫·舞·八卦>>

编辑推荐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巫·舞·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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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