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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物考》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却包含着一个总的体系。
它对古代社会迄今的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习俗的许多方面都有涉及。
　　《风物考》包含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史、社会史、风俗史、考古学、民族学、地
理学以及典章制度、社会进化等许多方面，既侧重于物质文明史，又沟通着与社会文化的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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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早在汉字产生以前，中国就有了龙的形象。
此后，许多中国典籍都以纪实手法对龙作过绘色绘声的描述：“头似驼，角似鹿，眼似龟，耳似牛，
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
”龙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只知道中国人以“龙”为图腾，而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有人说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几千年来，大多数帝王或正在觊觎帝王宝座者，都力图证明他们与龙的血缘联系，有的皇帝还说
他们是龙的儿子而自命不凡、胡作非为。
他们把龙看成是无所不能的神灵，是神仙的坐骑，是腾飞的象征，是福泽皇家的瑞兽。
但最为讲究实际的中国老百姓所看重的，是龙所具有的兴云布雨的本事。
因为，只有这种灵赋，才使得龙与处在农耕文化氛围中的中华子民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也就是说，人们对龙崇拜的主要目的，在于对风调雨顺、万物有成的祈求；在于对水涝旱灾的恐惧和
力图摆脱的情结。
老百姓坚信，要想从龙那儿获得不降灾祸的承诺，除了有比龙法力更高的神灵之外，最为可靠的途径
，就是给予龙更多的祈祷拜求。
　　不然的话，人们为什么要建那么多的祭祀龙的场所和举办那么多的祭祀龙的活动呢!当然，老百姓
认为龙有变幻形象的神通，他们希图将龙人格化，使龙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彼此友善，保佑他们的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样，龙就成了与凤、麒麟和龟并列的“四灵”之一，龙的职责可不轻哩! 　　都说中华民族是龙的
民族。
那么，龙到底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在他的《中国龙的新发现一一中华神龙论》(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说，在龙的问题上，最流行的是搬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原始图腾说，而这种
说法并不科学。
王东认为，中国的“龙”源于图腾，又超越图腾，是文化的创造，也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反映民族文
化精神的吉祥符号和美好象征。
　　龙是我们民族传统和精神的体现，一般认为最早源于古人的图腾崇拜。
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有了“龙”为神灵和祥瑞吉祥的概念，并且创造出了许多经艺
术加工的龙形象。
如红山文化玉龙、大汶口文化的龙纹乃至濮阳的卵石龙等。
一些考古工作者在对历史文物进行发掘整理后发现，中国的龙文化很可能起源于甘肃。
甘肃考古学者在甘肃武山出土的一个距今六千多年的远古彩陶瓶上，发现绘有一个人面两足龙身的饰
图，这表明，中国对龙的崇拜要早于这个时期，而且早在六千多年前就已将这一崇拜运用于文化表现
形式。
我国许多龙文化的史料记载，也都同甘肃有关。
在山东嘉祥武氏寺中出土的距今二千多年的汉代石刻、四川新津宝子山汉墓中出土的刻画、长沙马王
堆出土的汉代大型锦画都有伏羲龙身的图案，由此可以推断，为古二皇之首的伏羲是中国创建龙文化
的第一人。
而许多古文献中都记载，伏羲氏是古成纪人，古代成纪正是今甘肃天水。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甘肃发掘出土的距今8000年至7000年的大地湾遗址，进一步证明这里是中国
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时至今日，甘肃民间仍然保留崇拜龙蛇的习俗。
据一些考古工作者介绍，目前还没有对龙文化产生的根源作研究，也不知是否有这样的龙，但是有一
点可初步断定，龙文化的发源地可能就在甘肃。
可是，也有人说龙文化始于山西，1978年，在襄汾县东北以陶寺村为中心，涉及东坡沟、中梁、李庄
等村庄的一场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临汾地区文化局主持的考古发掘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
经过调查试掘，最后将重点锁定在陶寺村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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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3年，发掘面积已达6000平方米，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果。
之后，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连年不断，延续至今，并且不断有新的惊人的发现。
理由是奠定龙文化的尧时代的真实存在。
尧都平阳，舜继尧就天子位的地方，古即称“中国”。
古时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地方都在晋南，晋南是当时“中国”之中无疑。
现在“中国”，如前所述，是一个集56个民族于一体的大家庭，与古代中国一词有不同含义，故也可
说古代“中国”一词是狭义的中国，而今之中国，则是意义明朗的广义的中国。
　　尽管龙是多种动物部件拼装起来的吉祥灵物，但它毕竟有一个完整美丽的形象。
这个形象，渊源久远，影响极大。
我们的民族信仰崇拜的这个“神物”，并且把自己看作是它的传人。
那么这个龙祖最初的形象又在哪里?这个问题如果出之有地，言之有据，对于解决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史的产生发展及其与龙文化的关系，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尧文化、龙文化、龙的传人、崇山精神，在山西尤其在晋南大地上结成了一条金纽带，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龙文化先祖的文化圈。
在这块宝地上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把崇山这座埋葬帝尧父子的神山，叫“卧龙山”
，并把它作为心灵的神圣靠山去顶礼膜拜，瞻仰祭祀，甚至死了以后，埋葬的方向也要“头枕塔儿山
，脚登汾河湾”。
　　龙文化是华夏5000年文明史的脊梁，是丰富发展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精神动力。
不论它在中华大地的哪一处，在原始社会，远古先民常以自己的敬畏、感激、惧怕的物象作为本部族
的标志，崇拜它，敬重它，祈求它的保护，这就是图腾。
随着民族的不断融合，多种图腾也集合成为了“龙”，它象征着神秘、恐怖和威力。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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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册展现中华风物的图书。
它对古代社会迄今的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习俗的许多方面都有涉及。
包含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史、社会史、风俗史、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以及典章制
度、社会进化等许多方面，既侧重于物质文明史，又沟通着与社会文化的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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