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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用西方学者的文化观念去讨论中国文化的根源。
作者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希望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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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来，1952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哈佛大学等海外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长。
现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多所大学的特聘讲座教授、兼职教
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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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我同意汪宁生的看法，从人类学掌握的材料看，简单的筮法在原始文化中已有存在，故筮法不
必大晚于卜法。
它们可能最初是不同地区的原始居民采取的不同占法，卜法可能最早是渔猎民族的占法，筮法是农业
民族及游牧民族的占法，以后文化交流，相互影响。
三代已是文明时代，并非原始时代，再考虑三易之说，则夏虽不一定有文字，但有一套筮法体系是可
能的，而且夏的筮法可能已经不是一种原生的初级筮占。
殷代筮法就更不可能是所谓简单的思维，这时占筮之辞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易占体系的文化内容，据《
史记·封禅书》索引，“东君、云中亦见于《归藏》易也”，则归藏之中已有神名，远非“打冤家”
之类可以相比的了。
在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中所看到的卜骨甲等，其自身并不可能直接显示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的性质与
程度。
这不仅指它们无法反映那些与它们可能共生的图腾、巫术、精灵信仰和多神信仰，而且指这种占卜本
身也可以出于不同的信仰。
因此，只有根据能揭示占卜信仰基础的卜辞，我们才有可能了解某一时代某一族群占卜活动之后的观
念信仰。
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卜和筮都可能像自然巫术一样，并不预设神灵的信仰，也可能是基于某一种神灵
的信仰。
另一方面，占问的对象不一定就是信仰对象，两者不一定一致，如龟卜占问的对象为灵龟，但信仰可
能是帝；占问对象可能是祖先，信仰的最高神为天等。
筮法无所谓占问对象，就是企图由易卦了解神或天或天命的安排。
“夏日连山，殷日归藏”，郑玄这一说法应当正确理解为夏商已各有一套筮法，而不是说夏商已有成
册的筮书。
孔子说三代的礼制之间是有所损益的因袭关联，三易之间的关联或许也有类似之处。
但是，由《礼记》对夏商文化的宗教特性所作的叙述来看，夏“事鬼敬神而远之”，殷“尊神率民以
事神”，宗教观念颇为不同，因此，即使夏商都有筮法，其筮法都有卦辞，各自的筮辞体系也应当与
各自的鬼神信仰相适应，而不可能一致。
《史记·封禅书》索引“东君、云中，亦见于归藏易也”，其所见《归藏》不知何本，东君日神，云
中云神，殷墟卜辞中已有日神东母及云神，传至后世。
因此，商代若有易筮之书，有可能反映殷人的宗教观念。
楚辞中有东君、云中，二神又为汉时巫祠，应即殷人信仰的影响。
六、《周易》的意义现在，我们来讨论《周易》在上古占筮传统发展中的意义和地位。
《礼记·表记》“三代皆以卜筮事神明”的说法，表示上古卜筮活动是事神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祭
享神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殷人的卜辞来看，无论从功能上还是性质上说，确实如此。
当然，《易经》及其实践，是在寻求原因，用卡西尔的话来说，它所寻求的原因既不是逻辑的原因，
也不是经验的原因，而是一种神秘的原因。
《周易》的整个体系制作预设了筮法及其结果与宇宙万事的神秘联系，这种联系的观念背景是卡西尔
所说的巫术和神话的一体性思维。
这种思维是前《周易》时代占卜文化所已经具有的，不是《易经》所特有的。
然而，在占辞的内容、性质上，《周易》显然较少“神明”之辞，筮辞记录也很少事神之事，主要是
人事的预测。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是筮书的《周易》，而不是卜书或其他的易书转化为后来哲学的人文主义与自然
主义？
正如余敦康曾指出的：“为什么惟独从周人的筮占中发展出了一套哲学思想体系，而其他的占卜都始
终停留在宗教巫术的阶段，这种现象究竟应该怎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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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这正是因为《周易》一书本身包含了这种可能转化的特质和根据，即“数”的特质。
简言之，《周易》是以数为基础的，这使得摆脱神鬼观念而向某种宇宙法则转化成为可能，这虽然不
见得是始作《周易》者的意愿，但却是人文化过程得以实现的一个内在根据。
与卜辞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周易》经文中直接反映周人对帝、天的宗教信仰的内容很少，仅两条，
即《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和《益》“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亨于
帝，吉”。
从随机的观点来看，表明周人的占卜中宗教性观念（如卜辞常出现的帝的观念）日趋淡薄，而且这里
的帝只是祭祀的对象，并未显示有令风令雨的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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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承三联书店的好意，把我目前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加以整合，编为“陈来学术论著集”共12种。
这12种中，学术专著多以旧印本为基础，改正若干已发现的错字；而学术论文集因编印的时代不同，
各书的篇章有个别重复，故在此次论著集编定时在内容上有所调整和增加。
现将这十二种书的调整情况向读者略作说明《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汇集了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
于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新的著作《古代宗教与伦理》和《古代思想文化的
世界》仍用三联旧本，而改正了若干错字。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用三联书店出版的增订本，未加改动。
《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传统与现代》皆用北京大学出版社本，改正了已经发现的若干错
字。
《朱子哲学研究》和《宋明理学》用华东师大出版社本，亦改正了若干错字。
至于《宋元明哲学史教程》，原名《中国宋元明哲学史》，是1998年应香港公开大学之邀所写的教材
，此次收入论著集，改定今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宗教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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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