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

以神人彳象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 言仰彳专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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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从 从
统分为两类 ：

一

类是社会上层 、 知识精英所
一

、 哼赛
、传等？赉？

■其 奉行的文化传统 ， 为
‘ ‘

大传统
”

；

一类是流

对考古子又化研究的启 示 行于社会下层 （ 特别是农村 、 为普通老百
“

大传统和小传统
”

的概念是 由 美国 姓所遵行的文化传统 ，
即

“

小传统
”

。 面

人类学家罗伯特 芮德菲尔德在 年出版 对丰富多彩的 中 国古代文化现象 ， 大小传统

的 《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
一

理论为我们全面 、 深人理解中 国古代文化面

种诠释 》
一

书中提出 的 。 大传统指代表着 貌及其发展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国家与权力 、 由 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 这种大小传统文化共存现象在中国古代

写文化传统 ， 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 、 由 乡 应该是
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

正如余英

民通过 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 。 后 时所说 ：

“

如果从中国史的考察人手 ， 我们

来 ， 不断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内涵作出 自 己 的 将不难发现 ， 这些人类学家所惊姥的
‘

新经

理解 ， 如 中 国学者王学泰认为人类学家 、 社 验
’

在 中国实在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 。 尤其

会学家在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传统时 ， 把传 重要的是中 国古人不但早已 自觉到大传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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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 ， 而且 自 始即致力于 理论问题之
一

。 下面我们以
一

个具体的文化

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 的联系
”

。 从古代物 现象来考察先秦时期区域文化小传统的存在

质文化遗存中 ，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反映国 状况 ， 并探讨中 国古代大小文化传统之间的

家权力与精英意识的遗物和反映普通民众生 关系 。

产 、 生活与思想 、 信仰的遗物之间的 区别 。 过去
，

“

通过对商周人像艺术 （ 作品 ）

同样
，
我们认为 ，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 的数量 、 尺寸 、 结构 、 性质 、 出土情况及人

念和基本理论对我们理解夏商周三代的考古 像人物的身份地位的分析 ， 我们认为 ： 商周

学文化 ， 多视角 、 多层次地去分析不同类别 时期的人物造像所代表的基本上不属于神圣

物质文化的性质 ， 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 并 的被祭拜对象 ， 而是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 ，

立体地认识三代社会也具有重要启发 。 具体 是作为主人的亲信近臣 、 姬妾仆从及被征服

到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上 ， 我们认为 ， 的和敌对的异族首领的代表来随葬的 ， 而不

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并扮演着独特政治工具 是作为崇拜的偶像来受到供奉的
”

， 中国古

角色的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礼乐文化 、
文字等 代无偶像崇拜的传统 近年来 ， 新的考古

大约可以代表文化大传统 ，
而基本担负 日用 发现

，
如陕西韩城芮国墓地 二层台上出

功能的陶器 、 民间信仰遗存等大致代表了文 土的木俑 、 山西翼城霸 国墓地 壁龛 内 出

化小传统 。 利用大小传统理论 ，
我们可以更 土的人偶造像 等新材料 ， 都证明以上结论

准确地理解三代时期礼乐文化与 日 常生活之 对于 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古代文化大传统来

间的关系 ，
即以青铜质和玉质礼器为表征的 说仍是基本站得住脚的 。

礼乐文化具有广泛的
一致性 ， 反映了 当时已 在过去的研究中 ，

我们也曾注意到一类

经形成具有广泛认同的文化大传统 ；
而以陶 似人又非人形的神人造像 ， 但由于数量少 ，

器为表征的不同区域 日 常生活方面的物质文 又处于非突出位置 ，
所 以未予以特别关注 。

化面貌则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
即各区域有 自 随着近年中 国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加 ，

造型

己 的文化小传统 。 两种传统的形成机制和文 独特的神人造像或装饰有以神人形象为主体

化含义各不相同 ，
前者具有国家权力 、 官方 纹饰的一类精美文物时有发现 ，

特别引人注

意识形态等上层文化色彩 ，
后者具有区域文 目 。 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对

一些与之相

化 、 民间传统和 日 常生活等下层大众文化色 似 的传世先秦文物的来源有 了更清楚 的了

彩 。 大小传统文化之间是互补共存关系 ， 解 ， 也促使我们必须对这类神人形象的文物

而不是对等排他关系 。 进行专门研究 ， 探讨其分布特征 、 背后所蕴

如果以上说法有道理的话 ，
那么我们现 含的宗教 、 文化含义

，
以及它们在中 国古代

在基于陶器器形及组合特征而建构的考古学 文化中的位置 。 其重要性也提示我们应该对

文化区系类型主要是反映当时各区域之间 日 过去提出 的中 国传统文化无偶像崇拜传统的

常生活和下层民众文化的差异 ， 并不能代表 观点予以修正 。 大小文化传统理论为我们理

国家政权和官方文化认同的不同 ，
考古学文 解这种不同 区域文化现象的异同提供了有益

化区系类型划分与政治体或国家认同并没有 的模式 。

必然的对应关系 。 直白地说 ， 基于陶器特征 关于这类以神人形象为表现对象和中心

的考古学文化不代表古代某个国家 ， 甚至也 的文物的时代与性质 ，
学术界虽分别各有讨

不等同于某个民族。 考古学文化与国家 、 民 论
， 但对它们进行系统收集和整体研究的成

族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仔细推敲和深人思考的 果 尚缺乏 。 本文试对这类文物做较系统的收

问题 ， 甚至可以说是中 国先秦考古学的核心 集和整体的研究 ， 观察它们的出土地点 ，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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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它们的性质 ，
看它们之间是否具有某些共

性
，
这些共 舰映 了 麵始宗浦仰 讓

和区域文化传统 。 碰 步 ， 看是否能够以
‘

此具体研究为例证 ， 结合大小传统的理论 ，

深人分析在中 国文化发展史 中 区域文化小传

统与文化大传统存在 种怎样的关系 。

二
、 神人像的 主要发现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人像 凌家滩墓

地出土了 件玉人 ， 其中 件为站姿 ， 另 件

为坐姿 ， 高 厘米 。 玉人长方脸 ， 头戴

圆冠
，
腰间饰有斜条纹的腰带 ， 两脚并拢 。

图二 良诸文化玉琮上的神人形象 （
反山

玉人的形象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
可能是凌

家滩人祈求保佑平安 、
五谷丰登的祖先神像 当的彩色头像 ， 高 厘米

，
出土时颜色呈

图
一

） 。 鲜红色 ，
眼眶 、 面颊突显 ，

唇部涂朱 。 眼眶

辽 宁凌 源 、 建平 牛 河 梁 出 土泥 塑人 内嵌人两个淡青色圆玉片 ， 使眼睛显得炯炯

像 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内主梁北山丘 有神 。 据研究 ，
整个头像应是依据蒙古人种

“

女神庙
”

内 出土了
一批泥塑人物群像 ，

女性而艺术夸张神化的女神形象 。

已发现的人像残块有头部 、 肩臂 、 乳房 、 手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出土陶塑人像

等 ， 分属 个个体 ，

一般与真人大小相近 ，
年 ， 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

一

尊红山文化整身

有的是真人的 倍 。 特别是 尊与真人大小相 陶塑人像 ， 整身通高 厘米 ， 造型为盘坐 、

口呼状
， 似以当时的巫者或王者为原型雕塑

而成 【

。

良渚文化的神人形象 良诸文化最重要

的文化现象之
一是在大型墓葬中随葬玉琮 、

■ 皇 玉钺和玉璧。 这些特殊玉器上往往饰有独特

隨酣 ， 其巾规錢力突 出 。 琼造型独

■ ‘ 特 ， 其突 出之处即是它 的纹饰 。 据观察 ，

“

对兽耐的表现 ， 应是琮最基本的成型意

图
”

。 这类纹饰基本上 由双眼 、 鼻 、 嘴 （分

有獠牙和无獠牙两种 ） 组成
，
造型抽象 。

年 ， 余杭反 山 出土赃 、 钺上出现

了完整而详细的图案形象 （ 图二 ） ， 揭开了

良渚玉器上纹饰结构之谜 。 据发掘者研究
，

“

其上端力 軽弓删 冠下缘的正中

有 倒梯形的脸框 ， 脸框内有酬幌 ， 眼

麵侧各刻隨赚示醜 ， 鼻作悬蒜状 ，

图 安徽含 山凌家滩出土玉义像
而则刻有鼻翼 ，

口部作扁圆形 ’ 内刻平細

： ： 牙齿 ，
显然是一个人的面部 。 脸框外缘为饰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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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细密云雷纹的风字形帽 ，
帽顶饰有放射形 部分都是这种人兽组合图案的翻版或简化形

的羽毛 ，
这种外缘似弓形 ，

顶端有
一

尖吻的 式 ，
它们的含义应是相同的 。

巨大羽冠
，
是极富特色的 。 羽冠之下为左右 湖北天 门石家河遗址出 土人鱼雕塑 、

延伸平举的两臂 ， 自肘部 向里弯折 ， 十指平 玉神人雕像 在石家河遗址内的邓家湾地点

伸 ， 拇指上翘 ， 指关节的横道及指 甲均得到 两个坑 中埋葬着成百个陶 俑 ， 几乎都是头

表现 ， 臂上饰以大小不一的云雷纹 ，
在上臂 戴平顶或微弧顶浅沿的帽子 ， 身穿细腰的长

的外缘有两处臂章状的突起 ， 当为纹身或服 袍 ， 双膝跪地 ，
手捧大鱼 。 造型都是左手托

饰 。 手指扶按处有
一对以椭圆形眼睑为特点 鱼尾

， 右手压鱼头 。 如此规范化的制作似乎

的兽 目
；
眼 睑 内再饰 以重圆表示眼球和 瞳 是反映某种宗教的祈祷仪式。 伴出的是数千

仁 ， 显出 虎虎生气 。 两眼之间为鼻梁 （ 额 ） 个陶塑动物 ， 如猪 、 狗 、 牛 、 羊 、 鸡 、 象 、

和鼻端 ， 平面略如工字形。 鼻端两侧刻有鼻 虎 、
猴等 。 石家河遗址内的罗家柏 、 肖家

翼 ， 鼻下为巨大 的嘴 ， 嘴 内露 出尖锐 的獠 屋脊等地点的瓮棺墓 内 出土了 余件玉雕神

牙 ， 内侧两枚向上 ，
外侧两枚向下 。 腿部于 人头像 ，

形态特点有正面的 、 侧面的 、 片状

鼻翼两侧左右分开 ， 膝部自 嘴角 处转向 里弯 的 、 圆柱形的 。 从人头像来看 ， 虽然面部形

曲 ，
双脚交接于嘴下缘的 中部 ，

趾如鸟 爪或 象与冠饰不尽相同 ， 但全部穿戴整肃 ，
表情

可认作蛙的蹼状趾。 在膝部及小腿的外缘 ， 庄严 ， 并都佩戴耳环 。 据研究 ， 其应该是代

也有如上臂 同样的装饰 。 若不曾认出手指 ， 表巫觋一类的神职人物 ，
或是共同尊奉的神

羽冠的外形则颇似宽广的前额 ， 两上臂可认 祇形象 。 石家河文化的其他遗址瓮棺葬中

作眉 ， 或将肘部视为颧骨 ，
小腿的部位恰似 也有相似的玉雕人头像出土 ，

如江陵马 山镇

下巴
，
趾爪就成为

一撮山羊胡子了 ，
整个画 枣林 岗遗址 图三 ） 。

面就成为以人的头部外形为基础 ，
再配一张 四 川 广汉三星堆 出 土青铜人像 三星

写实的狰狞兽面的 图案 。 我们不能将这两种 堆遗址 座大型祭祀坑中 出土了大量青铜神

读法当作偶然的巧合 ，
似应认作一种有深刻 人像及青铜神树等遗物 。 其 中 ， 青铜站立人

寓意的精心杰作 。 在同
一墓地中 ， 布局完全 像 ， 高达 米 ，

头戴冠
， 身着长袍 ， 站在

一样的这种图案多达二十个 ， 分布在四件器 一个台子上 。 其他 余件巨型青铜人头像 ，

物上 （ 反山 ： 号琼上八个 ，
号钺 有的两 目突 出

，
造型奇特 ； 有的还带有金面

上二个 ，
号柱形器上六个 ，

号和 号 具
，
极为神秘 。 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密切相

应是一件物体的两个端部 ， 每件各两个 ） 。 关 的还有 出 土于成都金沙遗址 的青铜立人

在这些 阁 形 屮 除⋯ 。的两图全用阴线

刻表示外 ， 其余十八个 图形中 ，
羽冠 、

兽 目 、 鼻和嘴诸部位均用浅浮雕表现 ，

人面 和上下肢则 以 阴线刻 出 。 我们将浮 ：

丨

雕部分和 阴 刻部分分别绘 张图
，
就可

以将其清晰地剖析为人形 和兽形两个 图

形
”

；
整个图案为 人兽组合图 ，

‘ ‘

将
‘

‘

形体不 大的 人 面处在 画面上方 中心部

位 ， 显示了神 的核心在于人
”

人物形

象头戴羽冠表示其地位 的高贵 。 良渚文
图三 石家河文化玉神人像

化玉器上的其他或简或繁的纹饰无疑大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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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 金面具
】

。 汉 中城固 、 洋县商代铜器群 湖北随州 叶家山 出 土青铜双面神像辕

中较多的人面形面具可能也是用于跳巫等宗教 饰 年出土于叶家山西周 曾 国墓地最大

活动 ，
应该是受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

。 的 中的
一

件青铜双面神像辕饰造型精美

江西新干大洋洲 出土铜 、
玉神人像 属 独特 ， 引人关注 。 该辕饰出土于棺室东侧 ，

于吴城文化的新干大洋洲大墓 出土了 件神 紧挨着墓主人 ， 位于棺和椁之 间 。 辕饰底

人形象的文物 。 其中 ， 青铜双面神人头像 ， 径 、 高 厘米 。 青铜像有两面 ， 面部轮

高 厘米 ，
人面形状 ，

口大张 ， 露出长长的 廓清晰 ， 大眼睛 ，
既有人的面容特征 ，

如眉

獠牙 ， 头上有角 （ 图四 ，
。 玉雕羽人像 ，

毛 、 圆眼 ，
也有像动物 的

一面
， 如有角 、 獠

高 厘米 ， 作侧身蹲坐状 ，

“

臣
”

字 目
，

牙
， 鼻子上有纹饰 ， 看上去像老虎的鼻子 ，

大耳 ， 钩喙 ， 头戴高冠 ， 并拢的小腿下部有 凸起的角从一边看是月 牙状 、 从另一边看是

一斜穿孔 ，
以供插嵌或佩系 。 兽面神人玉饰 螺旋状 。 青铜像下方有 四个孔 ，

为套接时设

件 ， 高 厘米 ， 有眼 、 鼻 、 耳 、 额等 ，
口 插销固定之用 图四 ， 。

中露出 上下两排六枚牙齿 ，

饰的正耐麵案是 个戴

着平顶卷角高羽冠的兽耐

人形象 。 我们曾推测其性

质是主杀伐 、
镇妖魔的神鬼

：
‘
‘

湖南 宁 乡 ！ 丨

鼎 方鼎 口 部組 、 宽

高 厘米 ，
四面各

饰一个人面像 ， 周边辅之

以角 、 爪 图四 ， 。

陕西 宝鸡渔 国墓地 出

土青铜人像 茹家庄 乙

握 隣 默義

于木座上 。 也出土 件小

狐 ， 十■之 间 ， §
女相

，
头饰三叉

形发饰 ，
站立状

，
双手 似

倒 默 于 木座

上 。 两件铜人手 中似乎 都

握有某种东西 ，
造型与三 图 四 神人像

泊

、江西新干大
、

洋洲 出土青铜神像 （
： 湖南宁 乡出土人面铜 鼎

里堆 的大钢人相似 ， 但 湖北随州 叶家山出土青铜双面神像辕饰 （
： 湖北随州羊子山

寸要小得多 出土人面铜卣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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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随州羊子山 出土人面铜器 羊子山 个神人和人面龙身形象 。 尤其是在棺的两侧

噩国墓地位于叶家山 曾 国墓地以西约 余公 板中心部位突出地画着多个执戈戟的神人形

里处 ， 近年发掘的 出土 了 件神面纹青铜 象 ， 均为人面兽身 ，
头上有角 ，

守卫着大门

器
，
包括尊 、 方罄 、 卣各 件 （ 图四

，
。 口 （ 图五 ） 。 关于这些执戈神像的性质 ，

有

其中 ， 神面纹饰风格与保利博物馆收藏 的 人认为是
“

土伯
”

， 有人认为是
“

方相氏
”

人面卣风格相似 。 张昌平先生认为这类风 或
“

羽人
”

】

。 信阳楚墓中也有类似的神人

格的青铜器是噩国 自 身独立生产的 。 此说 形象彩绘图像 。

甚是 。 除了 以上 出土文物外 ， 传世文物 中还

西周人面纹扁茎铜剑 在陕西扶风齐镇 有一些带神人形象纹饰的文物 ，
如著名 的商

村 、 江苏仪征破山 口 、 湖南长沙金井等地出 末周初带神人像纹饰的铜鼓 ， 神人头像饰于

土过人面纹青铜短剑 ， 湖南省博物馆 、 上海 铜鼓两侧中心位置 ， 非常突 出 。 除人面突出

博物馆 、 故宫博物院等也收藏有同类人面纹 外 ，
地纹中 的身体作蹲坐状 ， 有角爪 。 传

青铜短剑 。 剑身均为扁 茎柳叶形 ， 饰尖耳人 世 的商晚期人面龙纹益 ，
器盖作带角 人头

面形纹饰 。 学术界多认为带有这类纹饰的铜 状
，
爪在器腹部 ， 据说此益出土于安阳 。

剑属南方文化特色遗物 ，
如巴蜀文化或吴越 我们怀疑这两件以神人为主体纹饰的器物更

文化 。 可能出 自 长江流域 。

湖北罗 田李家楼出土人面纹铜铙 湖北 以上所列举 的 只是
一些典型标本 ， 同

省博物馆收藏
一

件出土于罗 田李家楼的西周 类神人形象文物远不止这些 。 分析这些神人

早期铜铙 ， 在铜铙鼓部浮雕
一人面纹。 形象文物 ， 从形态上看 ，

可 以分为两类 。

一

江苏丹徒王家山 出土人面纹铸于 类是真实的人类形象 ， 如凌家滩遗址 出土的

年 ， 在王家山春秋墓中 出土一套青铜键于 ，
玉人像 、 红山文化女神像 、 石家河遗址出土

三件大小相递 。 其正面饰浮雕人面纹和兽形 的抱鱼人像 、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

扉棱 ，
分列螺旋纹 、 云纹 、 鸟纹

】

。 像 、
宝鸡渔国墓地出土的 件青铜人像等 。

湖北随州 曾侯乙墓棺椁彩绘 图案 在内 关于它们的身份 ，
学术界

一

般认为是古代社

棺的棺挡部分有与龙 、 鸟等纹饰在
一起的多 会中进行宗教活动的巫或古人观念中神的形

图五 曾侯 乙墓棺侧板上的彩绘图案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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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另
一类是人面与兽类体征如角 、 爪等相 叶家山 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与 四川广汉三星堆

结合的神秘造像 。 关于它们的含 义 ， 我们在 出土的
“

人面青铜面具
”

在面部特征方面类

后面将进行讨论 。 似 。 从考古意义 上说 ， 这
一发现更接近于

考察这些神人像的 出 土 地点 ，
我 们可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商代

“

双

以发现 ，
以上这些神人形象文物除 了个别 出 面神人青铜头像

”

， 可能为某种崇拜物 ， 或

土于东北 的红 山 文化遗址外 基本都 出土 者是保护神 。 也有学者认为 ， 这可能和当

于长江流域不 同时期 的遗址中 ，
具有长期持 时的宗教 、 习俗有关 ， 显示 出墓主人身份的

续性
，

且相关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材料丰 高贵 。

富 ， 可 以进行综合研究 。 因 此 ， 我们 可 以 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 土 的
“

神衹 图
”

不

说 ，
它们反映 了长江流域的某种共同的宗教 仅绘有相关神祇的形象 ， 旁边还标注 了对应

信仰传统 。 虽然在 中原地区也有个别 出土 ， 的神 衹名 ， 使我们得 以
一

窥汉代南方人观

但这些文物数量很少 ， 并不突 出 ，
它们很可 念中 的相关神祇形象特征及其角 色性质 。

能是来 自长江流域或受其影响 的结果 。 虽然它反映的是汉代南方人的宗教信仰 ， 但

长江流域东西横跨数千公里 ， 宗教信仰 为我们 由 晚溯早 、 由 巳知推未知 ，
探讨更早

上是否具有存在某些共同性的可能性呢？ 我 时期长江流域 的宗教信仰还是提供了重要

们认为长江流域文化具有相似的宗教信仰是 的参考 。 马 王堆汉墓 出土的
“

神祇图
”

现

完全有可能的 。 首先 ， 长江流域地理环境 、 存长 、 宽 厘米
，
近正方形 。 上层即 帛

气候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可 以导致 画 的上端 ， 正中绘鹿角 状神人 ， 东侧绘雷

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创造出 来的文化具有相似 公 ， 西侧绘雨师 。 鹿角神人头部有鹿角状重

性 。 其次 ， 长江流域的河流系统为不 同 区域 角
，
巨 眼圆睁 ， 张 口作吐舌状 ， 赤足跨腿作

的人员 往来 、 物 品流通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 骑 马式 。 右侧腋下书
一

“

社
”

字
，
头侧书

利条件 ，
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之间在古代应

“

大 （ 太 ）

一将行⋯⋯神从之 以 ⋯ ⋯
”

等

该存在较为 密切 的联 系 。 新石器时代的彩 字 。 中层绘有四位神人 ，
头上或有 角 ，

或

陶 、 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 、 夏商周时期 的原 戴尖 刃冠 ， 身披 甲 胄或皮裘 ， 手执兵器 。

始瓷等在长江流域不 同区域古代遗址中广泛 图 的右侧边缘书写祝词禁语
一

行 。 关于此

存在 ， 且器形 、 纹饰风格相似 ， 都显示 出这 图的性质 ， 学者们或认为是
“

神衹图
”

，

种文化密切交流现象的存在 。 有学者通过对 或认为是
“

辟兵 阁
”

或认为是
“

社神护

安徽 、 江西 、 湖南 、 湖北 、 重庆 、
四川等地 魂图

”

， 但都不否认它具有避邪镇魔的作

出土尊 、 的研究 ， 指出它们之间在多方面 用
，
是当 时人宗教信仰 的反映 。 关于

“

鹿

具有很大的共性
，
甚至推测在殷墟时期南方 角神 人

”

的性质 ， 根据其旁所标注 的文 字

某
一地区很可能有一处 向外输 出 尊 、 疊类铜

“

社
”

、

“

太一
”

，
有学者认为它就是楚人

器的青铜铸造 中心 。 所崇拜的火神或太 阳神 ， 也有学者认为它

二
、

是社神 。 虽然对于这幅图 的性质和图 中神
二

、 神 人像 的 宗教 各 人具体属于何神有争议 ， 但对于这是有关古

过去
，
我 们 曾依据 《 山 海经 》 、 《左 人心 目 中 的神人形象和鬼神世界的描述 ， 以

传 》 等文献的相关记载 ， 推测这类神人形象可 及这些鬼神具有驱邪护佑能力 则是共识 ，
它

能是主杀伐 、 镇妖魔 、 辟兵邪的神鬼形象 。 反映了南方地区汉代人观念 中 的鬼神形象和

关于叶家山 西周墓地 出土青铜双 宗教信仰 。

面神像的性质 ， 有学者认 为 ， 从形制上看 ， 早于汉代 ，
据信 世纪三四十年代 出 土

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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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湖南长沙市子弹库战 国墓葬内 、 现藏于美 息
，
这一文化传统的存在就更为明显。

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楚帛 画也有这类人面 首先 ， 从随葬品看 ， 中原地区墓葬随葬

兽身带角的神人形象图案 ， 旁边也有大段文 的基本是宗庙祭祀用礼乐器和 日用品 ， 而南

字 虽然学术界对于文字内容和神像具体 方楚系墓葬随葬品中除了有与 中原地区相似

为何神存在争议 ， 但基本认为文字内容属于 的礼乐器 、 日用品之外 ，
往往随葬

一些特有

阴阳数术之类的书籍 ， 神像与南方楚人信仰 的物品 ， 如诡异神秘的镇墓兽 、 绘有巫鬼形

的炎帝 、 共工 、 祝融之类神衹有关 。 《楚 象表示辟邪 、 升天 、 通神等寓意的 帛画 、 彩

辞 九歌 》 也描述了楚人信仰中 的各种神鬼 绘图案 ， 如 曾侯乙墓棺板上的彩绘图案 、 信

形象特征 ， 如东皇太
一

、 云中君 、 湘君 、 湘 阳和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图案 、 帛画等 。 这

夫人 、 大司命 、 少司命 、 河伯 、 山鬼等篇 。 些葬俗反映出在南方楚系文化 中存在一种独

从马王堆汉墓
“

神衹图
”

到长沙战 国楚 特的鬼神信仰体系 。

帛画 ，
再到 曾侯乙墓棺侧板上的彩绘图案以 广泛存在于南方两湖 、 江西 、

安徽等地

及信阳楚墓帛画上的神鬼形象 ， 其形象都很 独特的非墓葬 出土青铜器现象 （ 三星堆祭祀

相似 ， 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 从文化传承角度 坑也应属于这类现象 ） ， 青铜器往往出土于

看 ， 由此上推 ，
长江流域商周甚至更早时期 山前水边 。

一

般认为这是
一种祭祀山川鬼神

文物上的神人形象应该就是古人观念中 的主 的遗存 。 这一现象也应与 当地独特而悠久

要神祇 ， 如太阳神或社神 。 古人希望借他们 的宗教信仰体系有关 ，
是长江流域独特的宗

来驱邪避害 ， 护佑平安 。 叶家山 的主人 教信仰的表现 。

以装饰着这类神人形象的车马器和车作为随 其次 ，
从传世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这种

葬品 ，
也应该是希望它们能护佑他在另

一

个 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差异 ， 如从以诗歌为代

世界的出行安全吧 。 表的文学作品来看 ， 中原文化以 《诗经 》 为

也有学者提出这类神人像是古代巫师的 代表 ， 长江流域楚文化以 《楚辞 》 为代表 ，

形象 我们认为其性质还是以鬼神为是 。 两者反映了不同的区域文化面貌 。

因为即使有部分神人像表现的是巫师 ，
也是 《 诗经 》 基本是黄河中下游地 区的人

巫师在进行宗教活动时扮演鬼神 ， 其本质还是 们在宗教 、 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活动的记

古人心 目 中的鬼神形象 。 正如 《周礼 夏官 》 载 。 其 中保存 了大量 的周人祭祀祖先的 材

所记 的方相 氏在丧葬仪式中 的驱邪活动 ， 料 。 例如 ， 《 诗经 大雅 》 中的 《生民 》 是
“

方相氏掌蒙熊皮 ， 黄金四 目
， 玄衣朱裳 ， 赞美周始祖后稷 ， 并以后稷配天 ； 《公刘 》

执戈扬盾 ， 归百隶而时难 ，
以索室殴疫

”

。 是赞美周先祖公刘迁豳 ；
《绵 》 是赞美太王

、
、

古公亶父 ） 迁岐
；

《文王 》 是赞美文王图
四 、 神

么 哲尽 繫
教信仰 商 ； 《 皇矣 》 是赞美文王伐密 、 伐崇 ； 《 思

和 区域又化传 齐 》 是赞美文王母大任 （ 王季妃 ） 兼及

为什么这类神人像持续地集中 出土于长 祖母太姜 太王妃 ） 、 妻大姒 ； 《大明 》 是

江流域古文化遗址中 ？ 它反映出怎样的一种 赞美武王伐封 ； 《下武 》 是赞美文王作丰 、

区域文化传统？ 我们认为神人像文物出土于 武王作镐 。 这些诗全是在宗庙之上祭祀各位

从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长江流域诸多遗址 祖先时所唱之歌 。 其他与祖先祭祀有关的诗

中 ， 并延续至汉代 ， 显示出长江流域文化中 还有 《生民 》 、 《既醉 》 、 《凫鹙 》 、 《假

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的神鬼信仰文化传 （ 嘉 ） 乐 》 、 《 械朴 》 、 《 旱麓 》 、 《 洄

统 。 如果我们结合其他方面资料所提供的信 酌 》 等 。

“

从 《诗经 》 看 ， 在许多典礼 中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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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祀祖的典礼最为重要
”

。 的存在 ， 并描述 了楚人巫鬼信仰中的东南西

除 了 以上周王室的祭祖歌外 ， 各诸侯 北四方和天上 、 地下的恐怖的鬼魅世界 。
如

国也有 自 己 的祭祖歌 。 如 《 鲁颂 闷宫 》 中 东方
“

长人千仞
，
惟魂是索些

”

； 南方
“

雕

追述 了姜原 、 后稷 、 大王 、
文王

、
武王

、
成 题黑齿 ，

得人肉以祀 ，
以其骨为醢些

”

；

上

王 、 周公 、 鲁公伯禽等鲁 国 的 直系祖先 ； 天
“

虎豹九关 ， 啄害下人些 。

一夫九首 ， 拔

《商颂 》 是宋襄公所作 ， 因宋是商末王子微 木九千些
”

； 地下幽都
“

土伯九约 ， 其角鬵

之后
， 故 《 商颂 》 中追述 了简狄 、 契 、 成 鬵些 。 敦胸血拇 ，

逐人 駐些 。 参 目 虎首 ，

汤 、 武丁等祖先 。 其身若牛些
”

等等 。 正是因为这些鬼魅的存

这些诗歌应该都是在宗庙之上祭祀祖先 在 ， 所以楚人在为逝者准备随葬品时 ，
需要

时吟唱 的 ， 体现了一种以祖先为对象的 、 理 准备神秘怪异的镇墓兽或神祇绘像 ，
以护佑

性的 、 礼仪化的祭祀活动与政治活动相结合 死者在地下的平安
，
不受邪魔恶鬼侵害 。

的宗教信仰与仪式 ，
与 以 《楚辞 》 为代表的 试将 《诗经 》 与 《楚辞 》

两相 比较 ， 中

无处不在的 、 浓重的鬼神观念和神秘的招魂 原地区与长江流域两地的宗教信仰差异非常

仪式之类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大为不同 。 明显 ， 故 《 汉书 地理志 》 记载 ：

“

楚有江

当然 ，
周代除了祖先崇拜以外 ，

也有
一

汉川泽山林之饶 ，

⋯ ⋯

信巫鬼 ，
重淫祀

”

。

些其他的原始崇拜 ，
包括 自然崇拜 ，

如 《 周 张岂之先生也说 ：

“

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

礼 春官 》 中所记对山川 、 河流 、
四方等的 为春秋战 国时期 齐鲁文化 （ 即儒家文化 ） 的

祭祀
；
生殖崇拜 ，

如 《诗经 》 、 《 礼记 》 中 物质基础 。 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

的祭祀
“

高媒
”

活动 ， 但这些宗教信仰均不 （ 即道家文化 ） 的物质基础 。 儒家的原创性

占主导地位 。 文化厚重 、 扎实 ，
提高了 人的道德价值 。 道

除 了 以上这些与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有 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 、 清俊 ， 提高 了人的审

关的诗歌外 ， 还有许多反映现实生活和男欢 美价值 。 两河 （ 黄河 、 长江 ） 是中 国 的两条

女爱的诗歌 ， 如
“

风
”

部分的诗歌 。 母亲河
，
由 她们哺育出 的两大体系 的原创性

中原地区的这种祖先崇拜及与之配套的 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
”

。

祭祀礼仪活动和宗庙 、 礼器等物质文化形式

往往具有明显 的世俗政治实用功能 ， 成为
五 、

七
征 、 强化政治等级 、 地位

，
加强群体凝聚力 的 与

和认同感的工具 ， 与孔子所宣扬的
“

敬鬼 如果说无偶像崇拜传统反映的是
一种

神而远之
”

、

“

祭神 如神在
”

、

“

子不语怪
“

青铜礼器文化圈
”

大传统内居主导地位的

力乱神
”

的精神相一致 。 中原地区礼乐文化的宗教信仰特征 ，
那么长

然而 ，
如果 我们考察长江流域的楚 文 江流域区域文化中 出现的作为原始宗教信仰

化
，
虽然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 明显可 以看 表现形式的人形化鬼神形象 ， 则展现了一种

到 与 中原文化
一致的礼乐 文化因素 ， 如青 历史悠久的区域鬼神文化信仰 ， 并对中原文

铜礼乐器 、 相似的墓葬制度 ， 以及基本相同 化产生了
一

些影响 。 但这种鬼神佶仰的内容

的文字系 统等 ， 其 自 身独特的 文化传统 因 和表现形式在中 国文化大传统中
一直未获得

素也相 当 明显 。 在 《 楚辞 》 中 ，
我们可 以看 主流地位 ， 而形成于黄河流域的以祖先崇拜

到另
一

种精神面貌的宗教信仰和神秘的宗教 为基础的礼乐文化一直占据着中 国历史文化

仪式 ，
如 《楚辞 大招 》 、 《楚辞 招魂 》 的主导地位

，
成为文化大传统的核心 内 容和

显示 了楚人相信人类魂魄和另
一个鬼神世界 基本特征 。

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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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虽然黄河流域的礼乐文化在 应如此 。

中 国古代文化中 占据着主导地位 ， 但形成于 在 中 国古代 ， 不 同 区域之 间的文化传

长江流域的 区域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文化大 统和发展道路存在差异的现象不是商周时期

传统中也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 尤其是两 才有 ，
也不仅仅局限 于宗教信仰方面 。 苏

汉时期 ， 长江流域区域信仰文化通过来 自于 秉琦先生将 中 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

长江流域的统治阶层将 自 身的诸多文化因素 个大区
°

，
张光直先生提 出 的 中 国新石器

带人中 国文化大传统中 ，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时代文化交互作用圈理论 严文明先生提

在两汉文化中 出现了
一

系列关于神仙世界 、 出的
“

中原以外五个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

天上地下 、 羽化升仙 、 东王公 、 西王母 、
巫 中原文化区 ，

很像
一个巨大的花朵 ，

五个文化

蛊之术等等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 ， 它们成 区是花瓣 ， 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
”

的观点

为墓室壁画 、 画像砖 、 铜镜纹饰等的主题 。 都指 出 中国大地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几

汉代文化中的这些因素与 中原地区传统的礼 个区系 、 几个小文化圈 ，
它们有 自 己 的文化

乐文化差别很大 ，
而与 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 传统 。 这些文化圈又相互作用 ， 每个文化都

江流域文化关系更为密切 ， 似一脉相承 。 以 在后来形成的华夏民族文化中贡献出 自 己 的

此来说 ， 所谓
“

楚虽三户 ， 亡秦必楚
”

， 在 一些文化因素 ，
起到一定作用 。 新石器时代

宗教信仰上也是有所体现的 。 各文化圈虽具有各 自 强烈的个性特征 ， 但随

在较早的三代时期 ， 我们透过相关的文 着不同区域文化的频繁接触 ， 各文化圈的相

物也能看到长江流域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的 互作用 、 相互影响也是明显的 。 从龙山时代

出现和影响 。 沣西西周早期墓葬曾 出土一件 开始 ， 这些小文化圈就构成了
一个大的

“

中

兽面神像玉饰
】

，
形制与天门石家河遗址出 国相互作用 圈

”

，

“

多元
”

渐渐走 向
“
一

土的玉质神像风格
一

致 ， 推测应是石家河文 体
”

，
至夏商周三代时期 ， 某种层面的文化

化玉器流传下来被西周 时期人们收藏的 。 宝 一

体化完成 ， 文化大传统初步形成 。 这个大

鸡渔国墓地煎家庄 、 出土的小铜人也显 传统的突出特点就是礼乐文化、 礼乐制度及

示出来 自南方巴蜀文化的影响 ， 该墓地出土 其物质化的表现——礼乐器 、 宗庙建筑等 ，

遗物包含多方面的南方文化因素 ，
有学者认 故我们可以称之为

“

礼乐文化圈
”

， 其背后

为 来自于汉中
一

带的早期巴文化％ 是祖先崇拜信仰 这种文化可以视为 中 国

周原出土的扁茎人面纹铜短剑也应来 自南方地 的
“

文化大传统
”

， 即
一

种官方的 、 主流的

区 。 同样 ， 妇好墓的某些玉器可能也来 自南 文化 。 但在这个大传统下仍然存在着因环

方文化区域 ， 如玉凤 、 神人形象玉饰等 。 境 、 语言 、 历史传统 、 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

六 、

， 从考古学的视角看 ， 以考古学文化最常见的

各 区域又化小传统 陶器风格和组合为标准 ， 在夏商周每个时期

在强调长江流域具有某种共同宗教信仰 都存在许多区域文化 。 这些陶器特征的差异

的同时 ，
我们也要强调因生态环境 、 资源条 正是我们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主要依据 。

件 、 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不同 ， 更小 这些陶器组合与风格的不同是否代表族群或

的区域也会形成 自 己的文化小传统 ， 邻近的 政权的不同 尚值得推敲 ， 但作为某一方面文

区域文化传统之间虽然有交流 、 互相影响 ， 化小传统的表现是可以肯定的 。

但彼此更有差异 。 对地域广大 ， 各地环境 、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所显示的 中 国古代

文化传统 、 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巨大的 中国更 不同区域文明演进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来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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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也存在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 。 近年来 ， 动
，
但是在民间的信仰里还是保留着 ， 只是

李伯谦先生通过 比较研究红山文化 、 良渚文 大人先生们不屑看或视而不见 。 这些我认为

化和仰韶文化墓葬的随葬品 ， 提出 中国古代 可以包括在地下的小传统里
”

如果我们

文明演进存在两种模式 。

“

在中 国古代文 将三代时期长江流域的鬼神文化信仰与早期

明演进历程中 ，
距今 年至 年这个阶 良渚文化 、

石家河文化的特征和文化演进模

段 ， 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 、 东南的 良诸文 式联系起来 ， 就能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域文

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 ， 都已发展到苏秉琦 化传统的传承和影响 。

先生所说的
‘

古国
’

阶段 ， 但它们所走的道

路、 表现形式并不相同 ，
如果说它们都是苏 七 、 充 与

、

小 重新

秉琦先生所说的
‘

古国
’

， 则红山文化古国 理解 中 国 又化发展史

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 ，
良诸文化古 国是 中 国在新石器时代存在多元文化 ， 中

神权 、 军权 、 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 国文化是多源的观点现在已经为学界普遍接

权国家 ， 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 、 王权相结合 受 。 但进入文明社会以后 ， 中国文化的面貌

的王权国家 。

” “

其中 ， 红山文化类型与良 如何？ 是融合成为一种文化
，
还是仍然是多

渚文化类型有某些接近之处 ， 仰韶文化类型 元文化并存的局面 ？ 华夏文化与周边文化是

则与之区别甚大 。

”

红山文化 、 良渚文化虽 何种关系 ？ 即使是在中原华夏文化区 内 ， 文

然盛极
一

时 ， 但最后都逐步消亡了 ， 只有仰 化是否就完全
一

致了 ？ 物质形态的考古学文

韶文化持续发展下去 ， 并衍生出 中原龙山文 化是否还应该因功能 、 意义的不同而做更细

化和夏商周文化
㈣

。 李先生明确提出 了 中国 致的划分与研究 ？ 我们认为理解中国三代以

古代存在不同区域文化传统 ， 非常有意义 。 后的 中 国文化 ， 仍然不能预设 只有一个单

这些区域文化传统影响到它们采用不同 的生 纯的文化传统 。 实际上 ，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

存 、 发展策略和文明演进模式 ， 甚至最后的 上
，
不同时期都存在过多个更小区域的文化

成败 。 而其中以 良渚文化 、
石家河文化为代 传统 。 仅从宗教信仰来说 ， 就有本文提到的

表的长江流域文化是以重视神权 、 具有浓厚 长江流域鬼神文化传统 、 岭南的铜鼓文化传

的神鬼宗教信仰为特色 。 长江流域浓厚的神 统 、 北方的萨满教文化传统 ， 等等 。 这些区

鬼信仰可谓源远流长 ， 与相关文物和文学作 域文化传统与以 中原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传统

品展现的深层次文化面貌一致。 是怎样的关系 ， 彼此又是如何互动的 ， 小传
一

个区域的文化传统
一

旦形成是很难被 统文化是如何不断丰富 、 促进中国大传统文

完全放弃和割裂的 ， 即使它在政治上不能占 化的更替 、 演进并保持创新活力 的 ， 这些问

据主导地位 ， 但它也会作为地方文化小传统 题都是很值得深人探讨的 。

以各种方式被传承 ， 并发挥着某些作用 。 费 因 此
，
研究夏商周三代 以后的中 国历

孝通先生曾把小传统细分为
“

地上
”

和
“

地 史 ， 我们在关注具有一致性的文化面貌并 占

下
”

两层 。

“

在 民间 的生活中有种种思想信 据上层主流地位的大文化传统时 ，
要承认不

仰和活动 ，
士大夫是看不入眼的 ， 认为不雅 同区域 、 居于社会下层非主流地位的各种小

驯 ，
而没有被采用 ， 未成为大传统 。 这部分 文化传统的存在 ， 并予 以重视

；
另一方面 ，

依旧在民间活动 ，
凡是到民间去观察的人还 我们在研究不同区域小文化传统特征和彼此

能看得到 ，
而且在民间是公开的 ，

不受限制 差异时 ， 要重视对它们之间 的共性及其背后

的 ， 这些就是我所说地上的小传统 。 但有
一 原因 ， 即文化大传统的研究 。 只有对大小文

部分是犯了 统治 阶级的禁例 ， 不能公开活 化传统进行综合考察 ， 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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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历史发展过程 。 在考古学研究 中 ，
尤其要 王学泰 ： 《传统与小传统 》 ， 《社会科学论坛 》

注意纠正那种
“

抓小放大
”

的倾向 。 试以夏 年第 期 。

商周
二

代考古为例 ，
我们不仅要关注 以 陶器 余英时 ：

、

《 文化传统与文化重 建》 第 页 ， 上

特征和组合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 的
￥ 。

划分和研究 ， 也要对以侧礼器为主要特征

的 好 苴昔户的计 少音
文化圈

”

研究 》 ’ 见 《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
的 礼器文化圈 及 后的社石 、 文化

会论文集 》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年 。

义予以 。 两者之间反映出 怎样不同的 徐 良高 ： 《从商周人像艺术看 中国古代无偶像
化意义

、
社会行为 和人际关系 ？ 彼此之间是

崇拜传统 》 ， 见 《考古求知集 》
，
中 国社会科学

一种怎样的关系 ？ 从大小传统理论来看 ，
陶 出版社 ， 年 。

器文化与铜器文化虽然有关联 ， 但彼此的社 陕西 省考古研究 院 ： 《 梁带村芮 国墓地
——

会作用和象征意义是有明显区别 的 ， 我们的 年度发掘报告》 ’ 文物出版社 ， 年 。

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

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 ：

此外
，
从 大小文化传统的 视角 来看 ’

《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 ， 《考古》

夏商周朝代政权的更替不是
一个文化代替另

胃

个文化 ， 而应该是不同区域文化在认同 、

敬 国 《凌家滩玉器 》 ’ 文物 出 版社 ，

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 自 己 ， 夺
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

取主导地位的 同时 ，
又以 自 己 的文化不断补

化
‘ ‘

女神庙
’

’

与积石冢群发掘筒报》 ， 《文物 》

充 、 修正 和发展着文化大传统 。 正如赵辉 年第 期 。

先生所总结的 ，

“

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 杨雪梅 ： 《红 山遗址出土最完整 陶塑人像》 ，

辨 出 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 系 、 却不相同 《 人民 日报 》 年 月 日
； 《祖先神秘力量的

的考古文化 ， 各有 自 己 的发祥地 ， 彼此都有 召唤
——兴隆沟红 山文化整身陶人发现的意

一定的并立共存期 。 三者的关系 ， 并非
‘

父 义 》 ， 《中国社会科学报 》 年 月 日
。

子
’

’ 却似
‘

兄弟
，

。 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
川 牟永抗 ： 《 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 ’ 见 《 庆

法
，
长期以来 ， 我们 的历史教育 中存在 种

子兄苏 琉考古 年论文 集 》 ’ 文物 出 版社 ’

年
大一统观

’ 将夏 、 商 、 周 、 秦 、 汉视为
严文明 ： 《石家河考古记 》 ， 见 《荆州重要考古

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 。 这种观念虽然不断遭 现 》 ， 。

到质疑 ， 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 ， 全赖考古 刘德银 ： 《 肖家屋脊遗址出 土的石家河文化玉

学的证据
”

。 器 》 ’ 见 《荆州重要考古发现 》 ， 文物出版社 ，

这种大小文化传统的互动现象在后来 年 。

的历代王朝更替和各种族群之间的互动 、 融 〖
！ 院 文清 ： 《枣林岗遗址出 土 的石家河文化玉

合过程中不断上演 ，
由此 ，

中 国文化在不断 器 》 ， 见 《荆州重要考古发现 》 ， 文物 出版社 ，

调整变化之中 广纳百川
，
融合创新 ， 保持活 ￥ 。

力 。 中 国历史上不存在 个延续的 、

一成不
四川咨文物考古研她 《

：星堆祭祀坑 》 ’ 文

变的 、 囊括全国細的所谓文化传统
—”

裝赃賊剛翻乂滞儿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成都金沙遗址 区

注 释
“

梅苑
”

地点发掘
一期 简报 》 ， 《 文物 》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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