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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郭静云教授2013年曾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甫一出版，引起学界极大的关
注和讨论。三年后她再推出《天神与天地之道》一书，在自己建构的学术理论和认知体
系上，对上古思想的缘起和真相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郭教授既利用了大量考古材料，
又结合历史文献，并在她丰富的人类学、艺术史和宗教学知识基础上，展开了宏大的研
究。用台湾史学家孙隆基先生的话：《天神与天地之道》是一部必须用开放心灵阅读的
书，具‘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效。” 

内容简介

《天神与天地之道》以上古信仰和传统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和
历史文献材料，对商代的天神信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内容涉及上古神龙形象的来源，
商代双嘴龙的信仰，“申”字的演变，商代神纹的来源，凤、虎、鸟神的神能及崇拜，
天帝的概念，商代礼器上的人面像，甲骨卜辞上下若的意义，先秦“神明”的概念，商
代“五色”概念的形成，商周“道”的本义及演化，等等。

作者简介

郭静云 史学博士。具有20余年的研究、教学、田野考古与博物馆工作经验。现任台湾中
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珠江学者讲座教授。其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获“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文史类”提名。

目 录

序/１
摘要/１
绪论 时空范围与认识古人精神文化的方法要点/１

上编 昊天充满神兽： 商文明祈天的信仰结构
导论：神兽崇拜及古代文明的精神———兼论研究方法的要点/ １７
第一章 上古文明神龙形象来源的异同/２２
第二章 商文明双嘴龙“天神”信仰索隐/４７



第三章 天上龙神的神能：甲骨卜辞考释/１４５
第四章 先秦从“申”诸字：“神”义扩展的脉络/１７９
第五章 商文明神纹来源之谜/ １９１
第六章 殷商帝国多元的宗教：非龙形的通天兽/ ２４６
第七章 老虎帝国/ ３０６
第八章 商文明信仰中天凤的神能/４１７
第九章 非兽形的“天帝”/４６９
第十章 先王的形象/ ５１１
第十一章 商代礼器人面寻钥/５２６
总论：神兽、祖先与上帝——商文明昊天的信仰结构/５７５

下编 从天神到天地之道： 易与道观念的先迹
导论：从形象到概念/ ５９７
第一章 甲骨文祈卜“下上若”的隐义与天地之交概念/ ５９９
第二章 从商周古文字思考“乾”、“坤”卦名索隐/６１２
第三章 天地之交与先秦“神明”之生机概念/６１９
第四章 从上下到五方：礼仪的色谱与“五色”概念之形成/ ６９９
第五章 “未知其名”：商周“道”观念本义与演化/７７４
总论：从信仰到哲学、从哲学到新的信仰/８１４
余言：多层面的信仰与思想
———兼谈上古观念的研究现况与前景/８２０
图录/ ８３０
参考书目/８４７
Ｓｕｍｍａｒｙ/８９９
后记/９１５
跋/９１７

前 言

序
这本书极大地满足了我对于上古世界的好奇心，也激发起我进一步探索的强烈愿望。
创造那些瑰丽神奇的青铜宝物的年代，已经离我们三四千年远了。这些宝物在自己的生
命历程中，虽曾有过灿烂与辉煌，然终被深埋于历史的尘土，以致淹没于世而不为人知
，其后又因着偶然的机会不断被挖掘出土，重见天光，吸引世人的注意，引发世人的好
奇心而令其急欲解读之。人们想要知道，它们为什么要这样造型，它们的构图方式为何
那么奇特？那些制作这些器物的古人，又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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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那些瑰丽神奇的青铜宝物的年代，已经离我们三四千年远了。这些宝物在自己的生
命历程中，虽曾有过灿烂与辉煌，然终被深埋于历史的尘土，以致淹没于世而不为人知
，其后又因着偶然的机会不断被挖掘出土，重见天光，吸引世人的注意，引发世人的好
奇心而令其急欲解读之。人们想要知道，它们为什么要这样造型，它们的构图方式为何
那么奇特？那些制作这些器物的古人，又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
自宋代金石学诞生至今，对它们进行解读的努力可谓千年不绝，一代又一代的睿智之士
，怀揣着极大的热情，前赴后继，殚精竭虑，苦求答案。现代考古学出现后，这种对于
历史本源和古人精神世界的求索更甚于前，且使用了各种科学方法和手段。千年求索的
成果不可谓不丰，奈何那些创造这些宝物的人们，已经渺远难稽；而与他们精神世界的
沟通，则更像是在浓密的暗夜中前行。是故，对于那些青铜器的分析，对于其主人们精
神世界的理解，虽然众说纷纭，著作充栋，亦不乏真知灼见，然而，总体来说，终不免
似雾里看花、盲人摸象，令人感到难中肯綮的失望。直到读了这本《天神与天地之道—
——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始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恰似阳光照进暗夜，
使三代精神世界的历史轮廓显明如晨。
诚如作者所言，这本书的主旨是透视中国青铜时代精神文化的源与流。不同于学界此前
将郑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视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标杆，本书以作者在其
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所论述的史实为背景，进一步细化其叙述和论证
，认为早期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主流实为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石
家河文化晚期（或称后石家河文化）可能为文献中所称的三苗和夏王国时代，盘龙城文
化则对应着汤商王国时期。后来殷人南下打败汤商，吸收融合汤商的谱系和文化，并自
称为商，是为殷商。书中以充分的事实说明，殷商是一个多元且整体化的上古帝国，具
有系统的祭礼结构和信仰体系。这一体系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
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加以整合；经周代传承，在西周后半叶开始变
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总体而言，商文明宗教体系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历史，
直至秦汉才失传。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是以两商信仰体系作为探索的主轴和文化承前启
后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将两商文明视为多元的上古信仰总体化的“终点”，另一方面
，又将其视为后期传统形成的“出发点”。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通过对礼器和文献的分析，探索上古的神祕形象及礼仪；下编
旨在探索商代信仰概念的哲理化过程及其如何成为易学、道家等传统文化的基础。全书
大量运用考古材料，包括甲骨金文，青铜器、玉器等精美礼器以及汉画等，也采用传世
文献资料。得益于作者在考古学、艺术学、思想史、文献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和文化
比较研究等方面的深厚积累和敏锐洞察力，使其能够娴熟运用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材
料，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让这些静止的实物自己说话和表达，讲述它们各自内在的精
神意义，将一个鲜活的古人精神世界立体、动态、清晰而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找到开启这条历史长廊的钥匙，始于作者在亲自观摩大量实物后，发现青铜器上似乎无
处不在而又千变万化的夔龙纹，其实都有着“双”嘴口的结构。有此发现以后，具有人
类学知识背景的人，就不难理解这一结构背后所关涉到的死与生的意义。作者继而透过
对甲骨文的考证发现，双嘴夔龙形象正好就是商人心目中的“神”，夔龙即为当时的天
神。透过进一步的疏理和考证，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商人心目中的天神形象：天神神能的
重点在于“神降”（吐泄甘露），以实现天地之交、上下关联、万物之生。但是负责上
下关联的神，不能只下降，亦须上升。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着盈生，而自下而上的神升
即意味着死亡而再生。神龙负责一切万物的死生循环，并赋予人以神格化的奥秘形象，



通过他可以衍生“神人”；商王一方面是自己祖先的后裔，同时也是由龙形神母所衍生
的“神子”，所以拥有超越性能力，能获得神龙的保祐。
随着这扇大门的开启，书中逐步向我们描述和展示虎、凤和其他各种神兽形象在商时代
的结构和内在意涵，以及它们与相关神祕符号的关系，并结合祈卜仪式、颜色等等非直
接叙述的形象语言的分析，为我们描绘了商文明系统而完整的宇宙图景：天中有帝，先
王等祖先在他左右，天空四方有四凤，在天上负责中与方的相合；天上另有龙负责降甘
露，在天上通过吞吐实现上下之交，而地面之下的水中有乌龟，能感受天意而参加上下
之交；作为神靈雨的甘露自天降于地，而太阳从地升于天，构成上下神明之交；此外，
地上中央有王，负责使中央与四方相合，并共同供明德祭天；同时，人王从地的中央通
达天中的帝。支撑这一宏大历史论述的证据材料包括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对材料的分
析和解释切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常识，同时作者又深具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宽阔视野，故
而立论下笔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有关商文明精神世界最具
系统性，也最令人信服的学说。
本书堪称鸿篇巨制，但却大而不乱，清晰有序，前呼后应，逻辑严密。全书贯穿一条上
古精神文化发展的主线，即从信仰到思想，再从思想到信仰的发展历程。作者擅长结构
分析，特别是在讨论两商精神文化时，紧扣各种表象背后在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直视
问题的本质、关键和核心，力求对商人的精神世界作全景图式的描写和整合式的观察与
分析。一般来说，结构分析倾向于忘记或忽略历史过程，本书却将二者进行完美的结合
。书中表达的上古精神世界远不是静止的和平面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流淌和演
进的。作者用很多篇幅讲述了两商精神文化如何逐渐在早期的土壤，特别是在长江中游
早期文化的土壤中形成，到了西周又如何变化，而后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又如何被哲
理化和迷信化。所以，这本书充分展示了在上古史领域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深度与魅
力。我们从书中所看到的，是一条流淌了二千余年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全景图式的历史长
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所在。鉴古方知今，了解根源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文
化。比如，读了这本书之后，就让我对众多文化传统恍然大悟，好奇心被满足的同时，
亦因求知得真解而深感痛快。
这还是一本精雕细刻之作。那些汇聚到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无数干支河流，沿途的沟壑
曲道、风浪暗流等等，无不需要作者作细致的观察和了解。这使作者既需要有宏大气魄
登高望远而俯览全局，又需要能平心静气做入微观察和细致描画。正是受益于这种全局
和细节的精确把握和掌控，使作者对于很多大家平时已经多见不怪的器物造型、思想概
念和文化现象，能够做出独到的观察和解释，读来不由令人击节称赞。如作者注意到三
星堆出土神树的底座上有一条神龙，树上有九只鸟，“在这扶桑树枝上有九只小鸟休息
，第十只好像飞走了，正翱翔而使天空明亮，剩下的九只将轮流代替它。这里的十鸟象
征十日，树上九鸟代表九日；另一只为当值之日，飞翔于天空，而不见于树⋯⋯神树下
有一条张开嘴的龙，把龙的形象也合为一体。笔者假设，这种构图意味着第十鸟晚上回
来时，先进入龙口，即黑夜死亡在龙的身体里，到了早晨另一只起飞时，神龙吐它再生
而坐在扶桑树枝上。这种构图形象完整地表达了甲骨文所记载的丧礼中神与日的关系。
”此类观察精准而有趣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不是一本容易写作的书。记得刚拿到二校样时，静云感叹道：“如果我不写《亲仁与
天命》，早晚会有别人这样分析而写出来；如果我不写《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过
一段时间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写得出来，因为这种史实隐藏不了很久。但是《天神与天
地之道》，除了我之外，恐怕很难会有人再写这样的书。”这么说不是作者不谦虚，太



过张扬，而是因为写作这本书实在太难，需要非常多元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而现实
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作者本人的阅历和学术功底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而她写作期间的坚忍执着和所承受的身心之痛，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这本书从酝酿到
写作，再到出版，历时十余年，基本上贯穿了作者在中文世界的全部学术生活经历。我
两年前接触到这本书的初稿，那时大约只有六十万字的篇幅，但全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
成。这两年中，我们生活与沉浸在这本书的世界里，其间的曲折与艰辛，难以尽道。比
如，书中用到的很多甲金文都需要用很大的电脑屏幕才方便处理，但由于各种原因，我
们这几年生活工作奔波不定，没办法拎着大屏幕到处走，这使她经常只能在小小的手提
电脑屏幕前看这些材料，一度导致视力严重受损。静云是一个责任心极强、对待工作极
为认真的人，她认为把自己的发现和认识写出来，是一种责任。但是，研究和写作又是
__一件极为耗费精力、折损身体的事，而且要写的东西太多太难，还要随时抽出身来应
对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杂事和干扰，以致她经常生出一种生有涯而事未竟的忧患与感叹
！
这本书并不容易读，但也并不难读。说不容易，是因为这是个讲求快读、轻读、读图、
读短文、浅尝辄止的时代；也因为书中涉及的知识背景和所运用的材料，远远超出任何
一个单一学科的范围，而当前我们的学术工作却仍以各种专业为局限，所以超出了很多
人的专业范围；还因为书中的论述框架远远超出了当前教科书中的话语体系。说并不难
，是因为，只要接受了书中的论述，书中清晰的条理就可以引导读者跟着作者的思路一
路往前走，如果你对其中某些论证材料不够熟悉或不感兴趣，尽可以跳过去；每个章节
在开头都会有导语，在后面有小结或结语，它们将问题和重点疏理出来，可以起到帮助
和引导的作用。作者曾经在中山大学和台湾中正大学开设相关课程，每次都引起学生们
的极大兴趣。所以，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只要是对先秦历史和考古，
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源与流，对三代礼器与上古信仰主题感兴趣，只要能够静下心来，慢
读此书，就应该能够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或感兴趣的话题，甚或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
上古世界。
此外，作者另一专书《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自出版以来，引起很大的关注和争论。
由于受书中的主题和论述框架限制，当时没有办法将所有的证据和材料都写进去。对此
，本书已有诸多补充和细化的论述，以后还将继续完善之。郭立新２０１６ 年３ 月６
日写于中山大学康乐园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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