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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的第四本书。
　　这本书写成后，才发现有关结论完全出乎写作前的预想。
现在这本书好像是在对古史辨派的一些理论与观点作回应，相反对于当前出土文献研究中所关切的有
关古史传说的问题，却很少着墨，这是我原先未曾想到的。
我感觉自己做研究，不自觉地受顾颉刚先生“层累说”影响的地方很多。
所谓受影响，主要是指在解释一些历史现象时，不自觉地就会用层累说去解释。
现在视野拓宽了，看问题的角度也比以前多了，所以能够对层累说作一些反思。
这本书应该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产物。
　　从书名即可看出，本书是从巫统与血统的角度对古帝传说进行考察。
巫统与血统是萨满教中的概念，也就是说，本书是从古代宗教角度看古帝传说。
但仔细阅读本书的读者会发现，我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这个原本属于宗教领域的概念，扩大到
了一般的文化领域。
这样处理可不可以，是要向读者请教的。
事实上，在第一次运用这对概念进行古代研究时，这个现象即已存在，不过不像这本书里这么明显。
并且这种倾向还在延续，我试图证明，这对宗教文化中的概念，或者由它们所孕育出的两种精神，渗
透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
这使我得到这么一个认识，表面上看，古代文化经历了从宗教到世俗的发展，但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
，其实都是特定历史阶段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在这些形式的背后，还有更底层的东西。
以前，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明有萨满主义的基质，他所强调的是连续性的特征。
我想证明的是，中国文明除了连续性的一面，还有对抗性的一面。
　　这多少应该说是读了普鸣教授对于张光直教授驳难之著的结果。
尽管我最初并无调和两种理论的意思，并且萨满主义中也确实存在着两种统绪，但我的理论的提出，
确实与阅读普鸣的书有关。
所以，说我独立地提出这个解释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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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是从巫统与血统的角度对古帝传说进行考察。
巫统与血统是萨满教中的概念，也就是说，《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是从古代宗教角度看古帝传说
。
但仔细阅读《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的读者会发现，我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这个原本属于宗
教领域的概念，扩大到了一般的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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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用纬书不等于迷信纬书，《索隐》与《正义》都有引用纬书而不赞成其说的例子，这里举一条
《索隐》的例子。
《高祖本纪》讲高祖“母日刘媪”，《索隐》：“韦昭云：‘媪，妇人长老之称。
’皇甫谧云：‘媪盖姓王氏。
’又据《春秋握成图》以为执嘉妻含始，游洛池，生刘季。
《诗含神雾》亦云。
姓字皆非正史所出，盖无所取。
”这里司马贞虽引用了纬书的讲法，但认为其不足取。
从《索隐》与《天官书》大量引用纬书，而其它篇则引用很少的情况看，司马贞对纬书的材料性质，
应该说是了解的，所以他并不盲目地相信纬书的说法。
　　那么，他为什么要将纬书中具有特定寓意的对古帝王世系的理解，直接拿来充当《三皇本纪》的
内容呢？
笔者以为，这与唐玄宗时期为三皇以前帝王立庙之事有关。
为古代帝王立庙本是古代的常事，但为三皇以前帝王立庙，仅此一见。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此事发生在天宝七年，玄宗下诏为三皇以前帝王在京城置庙，以时致
祭。
据《文献通考·宗庙考》所载是诏，古帝包括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这些古帝共居一庙，与三皇五帝庙相近，而三皇五帝是指《世经》所讲的从伏羲到帝舜的八位古帝。
这里的天皇、地皇、人皇，不可能是《帝王世纪》所讲的耀魄宝、天一、太一，因为诏文讲得很清楚
，是古帝王。
因此他们应该就是纬书所指的开辟之初的天皇、地皇与人皇。
当然，他们也不会像前文讨论的是指三十二位古帝，当是各立一神像，代表开辟之初的三皇时代。
　　这个行为，实际上意味着唐朝政府承认了纬书对于古帝世系的理解，承认了这些古皇的真实性。
司马贞，新、旧《唐书》无传，据《新唐书·艺文志》、《史记索隐》条注，知他是开元年问的进士
，祭三皇以前古帝这件事他一定知道。
而据《旧唐书》刘子元（知畿）传记载，司马贞曾希上意，反驳刘知畿的学术主张，可见他是一个为
迎合上意甘于牺牲学术的人。
尽管他本人对于纬书并不迷信，但朝廷对纬书说法的认可，一定会对他产生影响。
所以，在《三皇本纪》中，他一方面接受皇甫谧等的观点，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另一方面则
引一说，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完全接受纬书的观点。
他的这种做法，实际是在与朝廷为三皇以前帝王立庙的行为相呼应。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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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