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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易·系辞》蕴含阐释行为的生成暗码。阐释行为植根于感性直观活动，想象以神话形式表达上古

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以观看行为为起点，形成选取、合并、分类、确证等思想，进入到符号化、抽象化、范
畴化、理论化阶段，反映圆形思维模式。由言语、语言到文字，最后出现专门的阐释行为主体，标识着阐释学的

正式诞生。历史研究与观念结构分析相结合，是揭示上古文明奥秘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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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行为何时以何种方式生成，是阐释学研

究的基础问题。笔者认为，阐释行为的生成暗码

蕴含在《周易·系辞》一段著名论述当中: “古者

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将

这段论述的深层蕴含揭示出来，阐释行为生成的

真相或会显影。

“王天下”的观念意义

涂尔干说，要理解概念的起源和功能，必须与

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相联系。②《系辞》指称的

“王天下”年代，具有揭示概念起源的指向。“王”
的最初意义，即《说文》所谓“天下所归往”者。这

应是《系辞》作者在发生学意义上对“王”的理解。
许慎引《春秋繁露》所谓天地人三画而连其中、参
通之者谓之王，③则表明《系辞》作者对“王”的价

值与意义认取，已添加阐释意涵。在这段具有历

史感的文字中，伏羲与“王天下”对应，在历史性

的标明中隐藏着古人的观念秩序。《史记·五帝

本纪》之“五帝”均属于“王”。“王”字表明人类

已经进入王权与文明阶段，但在《系辞》中，它虽

是历史性的，却主要是观念性的。“王”字的观念

意义，反映着历史的质变。一方面，“参通”透露

出原始文化的大整合、大总结、大结算，标识着观

念的巨大变化; 另一方面，它暗示着上古文化向整

体性、一体化亦即天人相应方向的转型。
关于文明起源，观察者普遍有一种惊异与差

异感。因为考古与传世文献显示，大约在五六千

年前，人类仿佛“一夜之间”便“毫无根据”地“跳

跃”到了文明时代。如同语言的发生一样，几乎

察觉不到征兆。施特劳斯说，在“没有语言”与

“出现语言”之间，“寻找中介的过渡形式完全徒

劳无功”。④ 在《种族与历史》中，斯特劳斯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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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引起波米安和利科的特别关注，意思即为远古

文明进步会跳跃、跃进或突变，且不断变换方向，

有点像国际象棋中的马，永不在同一方向。① 此

话令人想起，时间的结构是无数光锥体颗粒的连

接，可以按“日”字的对角跳跃。② 这就启发我们，

寻找甲骨文的母体，或许可以换一种非线性演进

的思维方式。
总之，对于文明的“突然”发生，至今尚无法

在全要素意义上建立起因果联系。因此只能推测

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是在旧石器时代 300 多万

年漫长的量变过程中将文明种子孕育成熟了。这

个缓慢进程，即《春秋纬》所标示的“十纪”。为表

达久远而划出清晰具体的时间段落，是世界各地

神话普遍存在的观念宣示，其特点在于显示出距

离今人的年代愈近，时间段落愈短，从而呈现出演

化过程加速行进的意涵。加速行进即意味着从量

变到质变。这种暗示集中在一个人格神身上，就

是伏羲; 伏羲由此而被赋予文明创始者的象征性

与符号性地位及意义，其更具体的文化内涵，则应

到神话中去探寻。
马克思说:“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

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③因此，对观念史来

说，破解上古想象性运思及神话的深层暗码，具有

考古资料不可代替的价值。实则，离开神话传说

或文献资料，考古遗存并不能自行言说。当然，如

涂尔干所说，神话构成的问题极深，只有采取适合

于神 话 的 特 殊 方 式 才 能 处 理。④ 所 谓“特 殊 方

式”，在维柯那里体现为建构神谱与世系，从而将

观念结构转化为时间序列。维柯说，自然的神谱、
诸天神的世系、位阶与序列在时间轴上展开，即形

成神话故事产生的先后时期。因此，自然的神谱

就转 化 成 为“一 种 关 于 诗 性 历 史 的 理 性 的 时

历”。⑤ 阐释学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将“自然的神

谱”转化为“理性的时历”。我们知道，中国远古

神话中同样存在着这种神谱与时历。
物质遗存是人类意识成长进度、高度与广度

的标 尺。工 具 即“意 味 着 人 对 自 然 界 的 反 作

用”。⑥ 因此，从打制到磨制石器以及磨制石器方

法与种类的增多，必然反映先民的技术水平，尤其

是分类与功能思想。⑦ 涂尔干说，分类“是一种各

个部分都依据等级进行安排的体系”。即使最粗

糙的分类，也是大脑对事物相似性与相反性的回

应。以相似性与差异性引发的直觉为基础，才能

确立从属与并列关系，进而达到分类目的。当然，

直觉还不能直接构成类别观念，还需要在直觉基

础上构想，但直觉毕竟奠基了起点，为思维向逻辑

符号迈进启动了开关。一旦形成类别观念，形式

相似、内容相近的事物便具有了外在框架，亦即具

有了限定的形式和固定的轮廓。接下去，便可借

助类别去思考相似与可类比的事物了。所以，类

别反映不同事物的内在联系。⑧ 它不仅与最初的

科学分类一脉相通，而且具备科学分类的所有本

质特征，“还具有纯粹的思辨目的”。⑨

弓箭标识的意识与观念变化同样是革命性

的。因此，在中国上古神话谱系中，与弓箭相关的

故事极为突出。恩格斯说: “弓、弦、箭已经是很

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

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

发明。”�10《风俗通义·泰山篇》说: “柘桑之林，枝

叶畅茂，鸟登其上，下垂着地。鸟适飞去，后拨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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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取以为弓，因为鸟号。”①表明弓的发明与对

“鸟兽”的观察、领会、应用相关，是“观”导致思想

连接与确证的结果。依照主体观照将不同事物连

类推求，反求诸己，进而发明创造，这同样落入

“参通”之义。
“火”的运用标识着“人类历史的开端”。北

京人用火的发现，“至少可以把人类用火的历史

提早到四五十万年以前”。② “火”的观念意义在

于，“人们只是在学会了摩擦取火以后，才第一次

迫使某种无生命的自然力量替自己服务”。③“五

行”学说将“火”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之一，

表明它在认知活动中具有质点意义。《韩非子·
五蠹》所载燧人氏的传说，则隐喻了从“圣人”到

“王”的身份转化，标识着文明的进化过程。因

此，有巢氏、燧人氏与伏羲一样，均是时代巨变的

人格化呈现，其中暗含着文明跳跃性质变的意蕴。
到审美、宗教、宗法意识出现的时候，形而上

学的时代就到来了。总之，“大多数重要的技术

和经济发展在原始文字时期之前( 约前 3000 ) 就

已经确立了”。④ 这是考察阐释行为生成首先需

要的基本认知。

从感性活动到认识活动的完整化

阐释行为直接与人类知觉及意识的生成、生

长和发展挂钩。马克思恩格斯说: “意识起初只

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

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

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

一种意识。”⑤这种依赖于自然和环境的最初意

识，维柯认为会导致原始人误以为天神的意旨在

照顾着全人类的福利。⑥ 由此出发，维柯将“意

识”推进到“感觉”，进而与马恩一样引出宗教观

念的缘起。在论述中，维柯谈到“乌云”“闪电”
“暴风雨”，因而落入中国哲学的“象”范畴。显

然，马恩所说“可感知的环境”与“自然界”，维柯

所说“人类感觉”，都植根于《系辞》所说的“观”。
人天然地具有其感性世界。培根认为，知识

和观念即起源于感性世界。“霍布斯根据培根的

观点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那么观

点、思想、概念等等，就无非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

式的物体世界的幻影。”⑦维柯一针见血地揭示

说:“人心在从它感觉到的某种事物中见出某种

不属于感官的事物，这就是拉丁文动词 intelligere
( 理解) 的意义。”⑧

在康德哲学中，感性对应直观。直观永远是

感性的，谓之感性直观。而知性则是对感性直观

对象所进行的思维。“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

思维。只有从它们的互相结合中才能产生出知识

来。”⑨将康德的观点置于文化人类学视域，与感

性世界结合的必然是神话。神话是想象的产物，

但不限于想象，更不限于感性直观，而是含有鲜明

的知性。正如卡西尔所说，神话不是不健全、不正

常大脑的产物，也不是梦幻、幻想、荒谬与怪诞观

念的聚 合 体，而 是“对 宇 宙 之 谜 作 出 的 最 初 解

答”。神话企图找出万物的起始和原因，因此是

人类最初求知欲的产物，“包含着宇宙论和一般

人类学”。�10 “随着神话思想的发展，集体的和非

人格的图腾日渐隐退，随后特定的神话人物进拔

头筹，本身变成了图腾。”�11所以，神话是上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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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虽与今人不同，却是

今人理解世界的前理解。因此，上古神话不但暗

含人类最初的直观、感觉、感性、意识、知性、观念

及概念的生成密码，而且蕴藏着人类阐释行为的

最初情形，显示着僧侣、意识形态家起源的奥秘。
但是，神话建构毕竟以想象力为基础。“想

象力是把一个对象甚至当它不在场时也在直观中

表现出来的能力。”①因此，想象力指向康德所谓

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想象是理性的预演，具

有生产性的认识能力。不消说，《易经》完全具备

这一特征。
理解植根于直观。“没有直观，我们的一切

知识就缺乏客体，那么它就还是完全空洞的。”②

《系辞》重要价值之一，即在于揭示了人类最初观

看行为的认知意义。卡西尔说: “对于心智来说，

只有具备确定形式的东西才是可见的; 而每一种

存在形式又都以某种独特的‘看’的方式，都以某

种独特的表述意义和直观意义的智识形式为其源

头活水。”③所谓“具备确定形式的东西”，即所谓

“象”。《系辞》通过凸显观看行为，对人类最初认

知活动与知识形成过程作了完整描述。其始点是

感性直观的“外观”，进而是内观，最后是抽象化、
概念化进而范畴化。这个完整认识过程，既生成

认识，又建构新的认识; 既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又

由抽象去统摄具体，呈现出螺旋推进的线路，最后

到达形式化的理论建构。皮亚杰说: “形式化很

可以被认为是思维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反身抽象过

程的一种扩展。但是由于形式化可具有的日益增

加的专门化和一般化，它显示出形成各种组合的

可能性是不受拘束的，丰富多彩的，这就大大地超

越了自然思维的范围; 形式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

点，是依靠一种跟通过可能性借以预测现实性的

过程相类似的过程。”同时，“结构的系统不能正

确地比喻为建立在其台基上的静止的金字塔，而

只能比作其高度在不断地增加的螺旋体”。④ 这

段话既适合《周易》全书，更极为贴合《系辞》表露

的认知特点。
在中 西 思 想 中，“观”一 向 具 有 范 畴 意 义。

《创世记》开篇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

了”，将“看”视为创世起点。“对于原始初民而

言，人首先是视觉的‘动物’，同时才是听觉以及

味觉、嗅觉与触觉的‘动物’”。⑤ 亚里士多德将

“看”与人类求知本性联系起来，认为“看”是人类

喜爱的一种感觉，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和其

他相比，我们也更愿意观看。这是由于，在一切感

觉中它最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揭示各种各样的

区别。”⑥“观看”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性”，与经

验相互作用，生发出对事物的“识知”与分类。维

柯揭示观看的意义，直接将其指向阐释学。他说，

人类思想( 或观念) “开始是从用肉眼观照天象所

产生的关于天神的思想。因此，罗马人在他们的

占卜学里用 contemplari( 观察) 这个动词来指观察

天体中的预兆或神谕所来自或可取得的那些部

位”。⑦《系辞》对“观”的突出，恰好与此比类。
因此，三星堆考古发现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纵目”( 大眼睛) ，其奇特造型所隐含的深层暗

码，必然是三星堆先民的创世学说。“大眼睛”所

表现的已经是一种很发达的宗教形态，其隐含与

深层指向则更为原始、更具有原点和质点意义，是

破解三星堆文化初始状态的钥匙所在。从新石器

时期陶器的纹饰布局看，“可视性”同样是其制作

的核心指导思想，亦即“对人视觉感受的极力迎

合”，从而使纹饰图案“形成了对欣赏、评价意见

的召唤”。⑧ 总之，眼睛、视力、观看是揭示远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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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密码隐含的一条重要通道。正是“观看”将对

象固定化、认知化，从而成为知识的始源。①

《系辞》凸显观看行为的程序，首先是向上观

天，其次是向下观地，再次是平观周围鸟兽事物，

从而形成外观的普遍化与样态化。观天的意义在

于接受天意启示，是为“象”的意义所在。观地的

意义在于遵守自然法则，是为“法”的意义所在。
观鸟兽之文的意义在于生活实用，是为“宜”的意

义所在。接 下 去 则 进 入 内 观。“近 取 诸 身”的

“取”，揭示了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具体说，

就是联系、选择、比附、合并、分类。由此出发，继

续进入“远取诸物”的环节，亦即将经验范围扩

大，以扩展的对象来认取和确证。至此，便进入了

“作八卦”的符号化、抽象化、范畴化、理论化阶

段。“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则相当于马

克思所说“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

再现”，亦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思维用来掌

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

方式”。② 或如恩格斯所说，“把个别的东西从个

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

性”，“从有限中找出和确定无限，从暂时中找出

和确定永久。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

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 它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

合为一个无限的东西”。③ 换言之，通过八卦符号

将范畴应用于对象，揭示并把握认知对象的属性

及效用，亦即《系辞》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维柯说:“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

来表达自己，后来才用这些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

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最后

才用归纳，归纳要有更多的类似点。”④《系辞》凸

显的观看行为，显影了人类认识结构的共通性与

一致性。

这里要特别注意向内的自我观察，亦即在自

然与身体的关联行为中完成主客之间的交融，是

由向外观察到向内省思的过渡。所谓“近取诸

身”，一方面说明，“人类本性，就其和动物本性相

似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 各种感官是他认识事

物的唯一渠道”。⑤ 另一方面说明，这种思维具有

原初性，正如“婴儿把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

体关联起来，好像自己的身体就是宇宙的中心一

样”。⑥ 内观与外观结合，构成认知活动的启动、
知识的来源、判断的前提及行为的先导。

因此，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才一致认为:

“只有回到直观的最初来源并从直观中推导出对

本质的洞察，我们才能在我们的概念和问题中充

分利用伟大的哲学传统。我们深信，只有以这种

方法，才能直观地澄清概念，并在直观的基础上重

新提出问题，从而在原则上解决问题。”⑦借海德

格尔的话说，便是以存在为线索，展示古代存在论

的“出生证”，将累积造成的观念“解构成一些源

始经验”。⑧ 海德格尔涉及“源始阐释”的言说，在

形式上颇似顾颉刚提出的“层类造成”古史说。
需指出，“观”天地鸟兽及“地之宜”等，已经

包含选取、合并、综合、命名、确证等精神要素。马

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

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

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

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

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

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

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⑨《系辞》明显含有这两条思

维道路。第一条体现为在“近取”“远取”中形成

“类”，第二条体现为以“类”去“类万物之情”。
乔姆斯基说:“一旦拥有合并，就能获得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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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具有层级结构的表达式，还有思想。”①《系

辞》的“合并”，在“取”中完成; “具有层级结构的

表达式”即体现为“类”的展开。“类”的最粗浅形

式以相似性为基础，发达形式则表现为对众多对

象的内在规定性与统一性的抽取，从而成为“分

类”“类别”。卡西尔说，最初的分类没有任何严

格的理论目的，它们具有一种目的论的功能，“慢

慢地 发 展 成 为 一 种 更 为 客 观 的、‘表 现 的’功

能”。② 涂尔干提出，“中国分类在本质上是占卜

的工具。而希腊的占卜方法酷似中国，这种相似

预示着他们是用性质相同的程序来划分基本观念

的”。③ 有学者提出，“五行”就是“类”思维与观

念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而《尔雅》“是对早期中国

人分类思维与方法保存的最为丰富和完善的著

作”。④ 这些看法是正确的，足以相互支持。
从“观”到“取”再到“类”，映现了往而复返、

不断演进的认知过程，蕴含着追求圆满的“圆”思

维形式。“圆”是 从“循 环”到“螺 旋”的 基 础。
《周易》所谓“原始反终”“往来不穷”，《老子》所

谓“反者，道之动”，《孟子·离娄》所谓“博学而详

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均反映圆形思维。我国古

人对圆形思维的演绎发挥，以阴阳家为代表。列

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

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

证途径。”⑤毛泽东说: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

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

度。”⑥追其思想源头，均为圆形思维。

在西方，柏拉图、波利比乌斯、马基雅弗利、康
帕内拉均具有“严格的圆运动观念”，而维柯关于

历史周期性的见解，得到柯林武德关注。柯林武

德特别强调，维柯所说的历史周期不是圆，而是螺

旋，因而不同于柏拉图等人的“圆运动”观念。⑦

黑格尔则用圆圈形容哲学体系整体与部分的关

系，认为每个部分都是一个圆圈，哲学体系则“有

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从而形成小圆圈

与大圆圈相互呈现与表现的关系。⑧

从语言到阐释主体的出现

至此，要说到语言了。语言的起源或最初发

生时间、情形，世无定论。恩格斯说: “语言是从

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

一正确的。”⑨语言怎样从劳动中产生? 一种解释

认为是由于喊叫，当喊叫声使人劳动，它就成了言

语。�10 在马恩看来，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

历史;“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

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1 和他人交

往的主要形式，即非个人劳动。
马克思主义之外，针对语言起源出现过拟声

论( 汪汪论) 与感叹论( 呸呸论) 两种著名观点。�12

卡西尔说，语言起源问题，“总是趋于成为一株名

副其实的‘猴谜树’。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的全副

精力似乎只会引着我们绕圈子，最后又把我们甩

在我们由此出发的那个点上”。�13 索绪尔干脆认

为，这个问题“不值一提”，因为“语言学的唯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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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对象可能是一个现存语言的正常规律用法”。①

所以，国际语言学界基本不讨论语言源起。“巴

黎语言学学会曾经表示，因为缺乏与语言起源相

关的生物学理论，因此拒绝所有关于此议题的讨

论。”②

一般认为，人类口头语言至少已存在几十万

年。有意义的声音不断增多和繁复，语言即不断

丰富。“语言是人统一他的感知世界的最初尝

试。”③有了语言，才有思维。“从一有语言开始，

语言在其自身内部就负载着另一种力量: 逻辑力

量”，“语言首先把我们带进了概念世界”。④ 但

是，语言同样给人类带来烦恼，因为同样的语词存

在不同的含义理解。⑤ 这便是阐释学必然存在的

根本原因。
涂尔干说: “人类的智识只能通过概念才能

进行沟通”，“只有当人们在感官经验所形成的即

兴的概念之上，成功地形成了作为所有智识之共

同基础的、整个稳定的观念世界时，逻辑思维才成

为可能”。⑥ 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范畴。范畴

“是关于一个一般对象的概念，通过这些概念，对

象的直观就在判断的逻辑机能的某个方面被看作

确定了的”。⑦ 所以，涂尔干说范畴是最高概念，

可以支配和包容其他所有概念，“是精神生活的

永恒模式”。⑧

但是，概念思维受人性制约，故不可从纯逻辑

视角看概念。上古时期在事物命名中所达致的概

念化，并非来自逻辑，而是来自人性。人性将名字

或名称视为神圣之事，从而导致产生神圣化概念。

氏族由于拥有共同的名字而成为非血亲的家族。
只有共用一个名字，才成为氏族成员。图腾即首

先是一个名字，然后才是标识。只有采用图腾的

名字，氏族成员才具备性质的同一性。⑨ 裘锡圭

说，在上古，人名往往就是族名，所以陶器上的记

号大概多数是族的标记。�10 由于命名为神圣之

事，故只有生而能知万物的贤王( 大禹、黄帝) 才

能为之。�11《老子》所言“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

物之母”实为概念的生成过程及其“类万物之情”
的功能。

前文已言文明起源的跳跃问题。此种跳跃，

乔姆斯基称之为“大跃进”，并上溯至五至十万年

前的某个时期。他说这个时期的考古记录与以往

相比突然有了根本不同，因为在此期间，开始出现

创造性想象、计划制订、工具的复杂使用、艺术、符
号性表征、对外部事件如日月之类事情所做的认

真记录，等等。他推测，这很可能表明语言在此期

间受到了整合。总之，这些复杂认知行为必然反

映语言的发达程度。�12 他的这一推测，印证了马

恩的看法，即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与

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3 简单生活不

会产生复杂语言，简单语言也不会产生复杂认知。
在某些印第安部族，“舞蹈”和“农作”就用同一个

词来指称。�14

由语言到文字，又是一个漫长过程。目前所

知最早文字，约有六千年。此时先民的语言能力

应已非常发达。在中国观念史领域，伏羲划时代

的伟大创造即“造书契”，从而代替“结绳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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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文字起源于符号的讲法，伏羲是汉字的发明

人。① 有古人( 例如段玉裁) 即认为，伏羲先于仓

颉造了汉字，②《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总叙》说

“由是文籍生焉”。可见，至少在观念领域，伏羲

不仅意味着书契的发明，还意味着文本的肇始。③

最早的汉字文本，即所谓言大道的“三坟”和言常

道的“五典”。
有了文本，才有对文本的阐释。由此开始，阐

释行为从单纯阐释自然与天( 神) 意，复生发出文

本阐释。贯穿于这二者之中的阐释主体，始终是

巫师。巫师的出现标识着阐释学的正式诞生。因

此，上古或前轴心时代的星象巫术占卜等是最原

始的阐释学。
卡西尔曾说，在科学思想史上，炼金术先于科

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④ 施特劳斯则说，物理学

家描述的世界，其实与远古祖先构想的世界几乎

对等。⑤ 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扩张理论，即具有

神话特性。⑥ 所以，神话并未被科学打败。涂尔

干说，科学与宗教只有程度上的差别。⑦ 就缘起

而言，思想乃至科学的基本范畴都起源于宗教，而

“巫术以及发端于巫术的各种进程也都有着相同

的起源”。⑧

所以，上古时期的科学、宗教、神话、占卜等

等，均集于巫师之身。巫师制订了炼金术或占星

术等的规则，因而使之具有了专门之学的属性。

因此，如同诗是文学的精华，巫师则是上古文明的

总代表。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总体上，上古分工虽有发展，但文明领域是一

个界限模糊的混杂综合体。科学与巫术、诗歌与

卜辞、智慧与神思等统统结合在一起。因此，全部

社会生活都具有巫术性质。⑨ 这种社会生活的整

体性，不仅是总括性( general) 的，更是整全性( to-
tal) 的，亦即统统归于“对整个宇宙的总括性理

解”。�10 在此社会中，正如维柯所说，智慧是一种

诗性智慧，而诗性智慧据荷马说，集中于占卜之

中。占卜作为神学诗人们精通的一门学问，通过

猜测来演绎神的本质。�11 所以，神学诗人实则是

在进行阐释。他所做的其实是巫师的工作。在这

项工作中，必然会使用“全部人类行为和文明的

基本单位”，即符号。“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

的使用。正是符号才使得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

为人，并使他们成为人类。仅仅是由于符号的使

用，人类的全部文化才得以产生并流传下来。正

是符号，才使得人类从一个幼儿转变为人。”�12维

柯说，最初的人类都用符号说话。电光和雷声是

天神向人所作的姿势或记号。人则用更崇高和更

有价值的意向符号来表达天神的意义。记号是天

帝的“象”显现，可以“形”化为实物文字，自然界

就是天帝的语言。阐释这种语言意义的学问就是

占卜，希腊人把它称为神学，意思就是神的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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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为文字造端而已”，“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箸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即认为文字始于符

号。参见《章太炎全集》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95 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 10 页，释“祝”。按章太炎说:“造字之始于仓颉，一见于《世本》，再见于《荀子》，三见于《韩非子》，而《说

文·序》推至伏羲画卦者，盖初文之作，不无与卦画有关。”《章太炎全集》第 15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49 页。
关于伏羲造字的讨论，参见裘锡圭:《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裘锡圭学术文集》第 4 卷，第 104—106 页。裘氏认为，文字之形出自八卦

的说法非常荒谬。该见解与章太炎并不矛盾。将汉字缘起坐实于八卦固然荒唐，但与符号挂钩亦有其道理。从伏羲到仓颉，表明汉

字定形经历了长久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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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① 这是阐释学最切近的缘起。
索绪尔说:“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

所有的研究都从这一重要事实中获得价值。”②中

国古文字学之所以发达，即在于表意文字构成中

华民族最伟大的符号系统，其中蕴含的文化暗码

是文字现象学即阐释学的无尽资源。《易经》的

奥秘同样在此。《易经》是由符号、数字、语言编

织而成的具有元属性的阐释学系统，它的占卜属

性不仅蕴含着上古文明的解码钥匙，而且蕴含着

阐释生成的全部秘密。
夏曾佑说: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鬼神、五行

之说，而用各种巫、史、卜、祝之法，以推测之，此为

其学问宗教之根本。”③他所谓“宗教”，接近涂尔

干的定义，即“神话、教义、仪式和仪典所组成的

或多或少有些复杂的体系”。④ 但又较涂尔干宽

泛，因为“教”偏于“教化”“文明”之意。在这个复

杂体系中，包含泛灵论的鬼神信仰与自然崇拜的

五行学说，同样以巫师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需

要特别注意的是，夏曾佑所言“推测”，正是 Her-
mes 的居间说话行为。换言之，巫、史、卜、祝所行

之法，“适用于纯粹的世俗关系”。⑤ 这与前面所

言古希腊的情形完全一致。
作为中国的神学诗人，巫、史、卜、祝在人神或

人鬼之间居间说话，履行阐释主体职责。所谓

“神”，《说文》释为“引出万物者”。⑥ “引出”二字

耐人寻味。谁“引出”? 巫、史、卜、祝; 从何处“引

出”? 从“神”那里。所以，“神”实为“万物”的原

产地、批发地和供给商，是一个最初的规定。天神

曰神，人神曰鬼; 今文经学家认为古人祭天神，古

文经学家认为古人祭人鬼; 神居天，鬼入地; 故鬼

也是神。“鬼”之发生，“本即山都、野干之属，异

物诡见，睹之惊噩，于是幽灵亦假此名，此言鬼者

之缘起也”。⑦ 盖鬼神二字，既并指天神与人神，

亦专指人神。涂尔干说，在最低级社会，死者灵魂

即已成为神圣事物与宗教仪式对象，同时也在巫

术中发挥重要作用。⑧ 可见尊祖敬先是世界通

则。《说文》释“祝”为“祭主赞词者”，段玉裁认为

是“以口交神”之人。换言之，“祝”非但口才好，

而且嗓音好，精通朗诵艺术，还很可能已经掌握一

套固定的修辞格。与靠嘴忽悠的“祝”不同，刘师

培说 以 舞 降 神 者 谓 之“巫”，心 率 旧 典 者 谓 之

“宗”，司历数而兼司祭祀者谓之“史”。四官之

外，医出于巫，卜出于史。⑨ 有学者甚至提出，巫

是百工的祖师爷。�10 可见，“巫”不仅是最早的舞

蹈艺术家，�11而且是社会整全性的典型代表，而

“宗”是最早的文字秘书，“史”则是最早的天文学

家、历法学家和祭祀仪典的司礼官。它们还是医

生和卜筮的教师爷。汪中说，记载天道、鬼神、灾

祥、卜筮、梦，均为史官之职。�12 据此，金毓黻提

出:“古人尝以巫史、祝史并言，巫祝之事，尝以瞽

者为之，又称瞽史。盖古人所重为鬼神灾祥之事，

考记其事者，亦名为史。”�13不仅突出了史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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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把盲人扯了进来。这具有重大的文化暗

码涵义。在古人观念中，越是看不见的盲人，越具

有与鬼神沟通的能力。换言之，器官“纵目”代表

心灵相通。心灵的窗户比眼睛的窗户更透亮，故

混沌凿七窍而混沌亡。瞽史是否实存，难以确认，

但瞽史可“观”，意蕴极富，颇待抉发。
恰好，《荷马史诗》的作者是一位盲人; 恰好，

伽达默尔将阐释学的早期形式追溯并定位到《荷

马史诗》中的故事年代，即公元前 12 世纪初的中

国殷商时期; 恰好，诗人与占卜、巫师与艺术、诗性

与想象、降神与阐释等统统焊接在一起。《荷马

史诗》是不是荷马写的，卢梭曾表示怀疑。在他

看来，生活在公元前 8 世纪即中国西周时期的荷

马，很可能不会写字。① 但是，他忘了，因为不会

写字，才会讲故事。荷马时古老的线形文字已遭

遗忘，新兴字母文字尚未传入，故“那是一个没有

文字、文明传承青黄不接的时代”。② 不识字的盲

人荷马擅长讲故事，这是人类共有的现象。维柯

说，神学诗人与占卜者原本一体，他能看懂在预兆

中所表达的天神语言，待原始信仰成为真正宗教，

占卜即会遭到禁止。③ 伽达默尔说，在柏拉图那

里，阐释学与占卜术同属一类。④ 所以，最初的阐

释学以“瞎子摸象”为特征。“象”就是预兆; 占卜

预测是阐释形式。巫师作为在人神之间居间说话

的法人代表，承担了阐释主体的角色。
上述种种，复集中蕴于《吕刑》所谓“绝地天

通”当中。此言实为破解上古文化与观念转型的

另一把钥匙。春秋时的楚昭王已不明其义，《国

语·楚语》所载楚大夫观射父的解释并不确当。
据涂尔干所言，宗教起源并非源于人类的恐

惧; 相反，原始人把神看作亲近的朋友、亲戚。⑤

所以，在宗教的最初期，“民神杂糅”; 随着宗教向

规训形态转变，逐渐变得“民神不杂”。《楚语》中

观射父的解释，恰好把上述顺序弄颠倒了，他认

为，“古者民神不杂”，“不相乱”，所以民神异业，

各得其乐; 其后，变成了“民神杂糅”“家为巫史”
“民神同位”“神狎民贼”，所以皇帝才采取“绝地

天通”的断然措施，“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如

此，老百姓再想与神来往，就只能经由巫师这个中

介了。观射父代表的正是巫师的职业立场。
章太炎认为，“绝地天通”乃“古来大事”，实

质在于“分裂政教”。⑥ 这种解释与涂尔干一致。
从“民神杂糅”演化至“民神不杂”，才有祭祀发

生。祭祀的产生，更新了人神之间的亲属关系。⑦

只有“绝地天通”，才有阐释需求，也才会有巫师

的职业。

结 语

近年来，阐释学研究重新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与之同时，上古史研究允称显学。在思想史领域，

前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原生形态得到深入解读。
笔者认为，上古史研究须沿着考古发掘、传世文献

与观念阐释相互释证的进路展开。因此，应以阐

释学为中心，引入社会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哲
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重学科，中外对照，综合抉

发。就阐释学而言，应走保罗·利科与史学理论

结合的路子，而非伽达默尔与艺术理论结合的路

子。如此试行，上古史、中华思想史乃至阐释学研

究，或可柳暗花明，对当代敞开。

作者简介: 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

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 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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