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中国人的潜意识》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5年10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0862444



编辑推荐

通过阅读此书，您将对中国人特有的一些行为方式和生活语言从何而来有更加深入的思
考和认知。 

读完此书，您将更加了解自己，了解中国人⋯⋯ 

 

内容简介

为什么一到春节，中国人不管在哪，不管多难，都要回家过年？为什么中国人见面爱问
“吃了吗”？为什么一到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为什么中国人提倡“家和万事
兴”？为什么中国人常把“忠义”挂在嘴边？中国人有着怎样的性爱观、家庭观和生死
观？中国人受到了哪些外来思想的影响？ 

这些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实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本书以探索中国人行为的潜意
识为切入点，按照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中国人的求实神、中国人的求新精神、中国人的
求变思想、中国人的和谐观、中国人的忠义观、中国人的性爱观、中国人的家庭观、中
国人的生死观及外来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这十个角度，用儒、释、道等思想来解析这些
现象后面最本质的原因。这些解读对一些常见的现象进行了全新角度的剖析，让人读完
以后有一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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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

第一节 两股人潮说明了什么？
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人民的潜意识，应该研究他们的风俗和集体无意识行为。
在这里先讲两股人潮。
2008年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风雪冰冻灾害，而这时正临近中国传统
节日——春节，成千上万回家过年的人群滞留在各大车站。是年2月5日的《参考消息》
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风雪挡不住回家过年的路》，其中这样描述：
“在中国大地上，每年农历腊月底的短短十几天时间里，读书的、打工的、从政的、经
商的人们，不顾交通运输涨价带来的成本提高，不顾人多可能造成的人身财产风险，不
顾旅途的劳累和麻烦，都为一个目的而涌动——回家过年。”文中这样评论：“似乎很
奇怪，绝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就是要回家过年，就像宗教信徒一样执着。”
同日的《参考消息》还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春运”何时成记忆？》，其
中说道：“2008年，接近地球上人口总量三分之一的人次将在火车、汽车、飞机、轮船
上，参加每年一次的地球上最大的人口徙移。根据中国交通部公路司副司长徐亚华透露
的数字，今年春运期间，客运总运输量将达到215亿人次⋯⋯”
这种“执着”，与拉萨街头磕长头的信徒有什么两样？与那些在教堂里诵经、唱诗、顶
礼膜拜的信众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同，也有不同。后面将进行深入探讨。
至于“春运”何时成记忆？我认为，也许将来交通发达了，经济发展布局合理了，“春
运”的压力会减轻一些，但中国人回家过年的情结永远不会成为记忆。因为从我刚记事
的时候起，父辈就说，年三十晚上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外干什么，都要赶回家吃一顿“
团圆饺子”。我的童年时代就享受过许多这种团圆的快乐。然而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
年轻人依旧像宗教信徒一样执着地回家过年。
这股人潮难道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吗？
中国还有另一种自发的人潮令人深思，那就是每年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潮。据2008年4月
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报道，清明节当日全国有500万人扫墓。
两股人潮：一股朝向家，一股朝向墓地，也可以说一股向生，一股向死。这两者之间有
什么联系吗？

  

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人民的潜意识，应该研究他们的风俗和集体无意识行为。 

年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风雪冰冻灾害，而这时正临近中国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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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成千上万回家过
年的人群滞留在各大车站。是年月
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风雪挡不住回家过年的路》
，其中这样描述：“在中国大地上，每年农历腊月底的短短十几天时间里，读书的、打
工的、从政的、经商的人们，不顾交通运输涨价带来的成本提高，不顾人多可能造成的
人身财产风险，不顾旅途的劳累和麻烦，都为一个目的而涌动——回家过年。”文中这
样评论：“似乎很奇怪，绝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就是要回家过年，就像宗教信
徒一样执着。” 

这种“执着”，与拉萨街头磕长头的信徒有什么两样？与那些在教堂里诵经、唱诗、顶
礼膜拜的信众有什么不同？ 

至于“春运”何时成记忆？我认为，也许将来交通发达了，经济发展布局合理了，“春
运”的压力会减轻一些，但中国人回家过年的情结永远不会成为记忆。因为从我刚记事
的时候起，父辈就说，年三十晚上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外干什么，都要赶回家吃一顿“
团圆饺子”。我的童年时代就享受过许多这种团圆的快乐。然而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
年轻人依旧像宗教信徒一样执着地回家过年。 

中国还有
另一种自发的人潮
令人深思，那就是每年清明节前后扫
墓的人潮。据年月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报道，清明节当日全国有万人扫墓。 

可以说，两股人潮都源于一种心理动因：祖先崇拜。 

现在，也许没有这些仪式了，多数回家过年者是为了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然而
，祖先崇拜正是在家族观念和家庭观念这一“温床”上扎根和成长的。 

现在讲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基于这样三个前提：一是就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里当然
不排除某些个案；二是就历史传统而言，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过去从皇族贵戚到平
民百姓，都有厚葬（在封建社会）和以多种形式祭祖等传统，此事至少可追溯到周朝；
三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人们的信仰相比较而言，以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为主
的国家，人们心中都有一个“神”，而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却只有自己的祖先，有的可以
追溯到上百代（比如孔孟的后代），而且中华民族每年还要祭祀、怀念距今五千年的共
同祖先“黄帝”。 

 

 



先说社会化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祭祀祖先有很复杂的形式，这些形式最初是在西周正
式建立的。周以前的夏、商都是信奉鬼神的，这恐怕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现存商代
的甲骨文就多是占卜的记录。周人改信奉鬼神为崇拜祖先，建立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
这套制度，是以人为根本，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制度。孙筱在
《两汉经学与社会》中说：“宗法制是一种祭祀制度。”“同祖共祭是宗族的重要特征
。祭祀必须有一套规则，这就是宗法。”（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年月，第
页）易中天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详细地论述了“五服”的含义与规则。“五服”
是一种“丧服制度”，“就是家里死了人，怎么穿衣服”。按照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分为
五等：第一等（斩衰）——生麻布，最粗，刀砍，不缝边；第二等（齐衰）——熟麻布
，次粗，剪裁，缝边；第三等（大功）——熟麻布，较粗，剪裁，缝边；第四等（小功
）——熟麻布，较细，剪裁，缝边；第五等（缌麻）——熟麻布，最细，裁剪，缝边。
等级越高，穿得越差，与死者越亲近，服丧的时间越长。（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
鸣》，上海文艺出版社，年月，第
页）出了“五服”，血缘关系就相对较远了。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其中含
有一种怀念、感恩之情。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说：“⋯⋯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
恩爱，为之礼以次其
先后⋯⋯”（《古文观止》下册，中华书局，年月，第页） 

一是祭祀。这是祖先崇拜的主要表现形式。过去，一般人家都建祠堂，专供祭祀祖先用
。即使穷人家不建祠堂，一般也在房间里辟出一块地方，逢年过节供家人祭祀。就以笔
者家族为例，过去每逢清明节，同姓同祖各家轮流办清明会，上百口人，有的还是外村
的，都聚在一起吃顿饭，祭祀共同的祖先。记得小时候，我还参加过在一个长辈家举办
的清明会。那是我们家族最后一次举办清明会。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族谱（其实就是家
谱，不过它不是书，而像一个画轴，有先人的名字，并无他们的生平事迹）有一面墙那
么大，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已
经逝去的祖先的名字。
年以后，移风易俗，我们家族就再也没办过清明会了。不过，每逢春节，在我们小家族
里也要挂出我们这一分支的族谱来祭祀。后来，换成了其他形式的祭祀方式，比如在村
里建骨灰堂，一方面存放死者的骨灰，另一方面供村民祭祀。现在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公
墓，给村民提供祭祖和怀念亲人的场所。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在人们又发明了网上祭
祀的新方式。 

三是行事。各种宗教崇拜，都在行事上有所体现。总的来说，宗教体系可分为虚实两部
分：虚的部分属于某一宗教的世界观，也就是理论基础。那些比较成熟的宗教体系一般
都有它的经典著作，比如，基督教的《圣经》、佛教的《大藏经》、伊斯兰教的《古兰
经》等。可以这样说，一切宗教的世界观都是唯神的，他们的终极指向就是超越物质世
界的“神”，换句话说，创造并正在指导宇宙世界的是全能的“神”，不管这个“神”
是叫“主”叫“佛”，还是叫“安拉”。实的部分是某一宗教的礼仪、教规等，是规范
教徒及信众行为的。如果没有实的部分，虚的部分就得不到巩固，同时也失去了社会意



义。比如，产生于南亚次大陆的耆那教就有五戒：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奸淫、
戒私财。而且这一宗教要求教徒及信众苦行，苦行方式有几十种，比如一天或几天吃一
顿饭，裸体躺在牛粪上等。它甚至“对教徒的食、宿、衣、行都有苛刻的规定，他们认
为只有实行苦行才能灭罪，才能涤除细微的物质（业）对灵魂的沾染。”（黄心川，《
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月，第
页）可以说，对于一般教徒来说，领会他所信奉的宗教教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他
的行事。 

再说心理的表现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 

其二，从现实来看，祖先崇拜是一种心理慰藉。台湾著名演员林青霞在台湾佛教高僧圣

天的修行（念
经、打坐、行经等），她的
心情变好了。她说：“我觉得这天里学到的比年甚至
年还要多，最难得的是我
找到了内心最深层的宁静。”（参见年月
日《参考消息》，转载台湾《联合报》月
日文章《好美好美⋯⋯那袈裟飞起像浪花》）应该说，一般宗教都有心灵慰藉的作用，
祖先崇拜也有这种作用。比如，许多人在清明节祭祖时，向自己的祖先祈求保佑自己和
家人平安、发财、好运等。祈祷人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个愿望而已，能不能实现还有
许多主客观条件，
但他们却能从中得到某种精神上或心
理上的慰藉。年
月，宁夏电视台“第一财经”节目举办了“股市天天向上”选拔赛。参赛者都是以几万
元入市炒到几百万元
、几千万元的高手。有个选手叫陈升，是
个“
后”小伙子。他是操盘手出身，后来退出机构做了散户，挣了上千万元。他在谈炒股经
验时，没有谈什么
线、波浪之类，而是讲了两条：一是茶道；二是孝道。所谓茶道，是讲他喜欢喝茶和研
究茶道，从茶道中他体会到许多炒股的道理，比如选茶如选股等。讲到孝道，他只是给
观众亮出了他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照片是黑白的，看上去很旧了。他对主持人说，他
总是把与母亲的合影揣在怀里，关键时刻，比如情绪出现波动或需要下决心时，就想想
母亲，摸摸照片，这样就能情绪镇定并作出正确的决定。其实，这就是一种心理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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