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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黄帝战蚩尤 ”徐旭生先生特别指出此处 “黄帝 ”乃指黄帝氏族而言 ,非指 “黄帝 ”本人 , 因为古代氏族的名字同个人的名字常相混合 ,

故而易生误解。见徐氏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第 50页。　

试论儒道学说的文化渊源

代　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颛顼 “绝地天通”后 ,超部落的共同信仰出现 ,并形成了超越部族界限的中原文化。 这一文化的重要特点是重神权

与巫权。商周鼎革 ,周人在反思此一巨大成功 、论述其政权来源正当性的过程中 , 形成了不同于 “旧中原文化 ”的 “新中原文化 ”。

其特点是人文理性的觉醒 ,但它包含在对 “道德之天 ”的信仰中。儒家学说的文化渊源是周人创造的 “新中原文化 ”;道家学说则

渊源于 “旧中原文化 ”在春秋时期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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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先秦时期新旧中原文化的形成与对峙

1.“绝地天通”与 “旧中原文化”的形成

根据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的研究 , 上古时代中国最重要

的部族有三个, 即华夏 、东夷与苗蛮。华夏部族起初居于陕

西 、甘肃的黄土高原上 , 后来逐渐顺黄河两岸向今山西、河北

及河南境内迁移 [ 1] 44-46;东夷部族的活动范围北自山东北部 ,

西至河南东部 , 西南至河南极南部 , 南至安徽中部 , 东至

海 [ 1] 56;苗蛮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区是湖南、湖北 ,东及江西大

部 ,以大别山脉为界 ,东邻东夷部族 ,西部及于河南南阳一带 ,

北邻华夏部族 [ 1] 66。据记载 ,华夏族中的炎帝氏族在向东迁移

过程中与东夷族中的蚩尤氏族发生冲突 , 炎帝氏族不能敌 ,于

是向同一部族的黄帝氏族求援 , 此即古史中 “黄帝战蚩尤”①

的来源。其事在《逸周书·尝麦》中有记载:

　　昔天之初, ◆作二后 ,乃设建典命 ,赤帝分正二卿 ,命

蚩尤于宇 ,少昊以临四方 ,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

逐帝 ,争于涿鹿之河 , 九隅无遗。赤帝大慑 , 乃说于黄帝 ,

执蚩尤 ,杀之于中冀 , 以甲兵释怒 ,用大正顺天思序 ,纪于

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 、鸟师 ,以

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质。天用大成 ,至于今不乱。

据此可知 ,两氏族之冲突 ,基本原因在于争地。因东夷部

族的大本营在今山东 ,而华夏部族自西向东迁徙至河南北部 ,

即逼近东夷的居住地区 , 冲突就势在难免。黄帝氏族在战胜

蚩尤氏族后, 与东夷的少皞氏族讲和, 由少皞清统治蚩尤的土

地 ,并为少皞清易名为 “质”, 两族至此达成和解 , 这成为它们

文化融合的前提。其融合的最早实例, 即颛顼的宗教改革。

关于颛顼 , 《国语·鲁语》上中展禽曾谓有虞氏及夏后氏

皆 “帝黄帝而祖颛顼” ,据此则颛顼乃黄帝之后 ,属华夏部族 ,

但《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之外大壑, 少昊之国。少

昊孺颛顼于此。”《说文·子部》 “孺 ,乳子也”, 作动词用为 “养

育”之意 ,此谓颛顼为少昊所养育 ,据此则颛顼又应属东夷部

族。针对史料的不同记载, 劳思光先生推测 , 颛顼个人及其氏

族 ,在血统上应属华夏部族, 但其发展则在东夷地区 , 其事迹

在于改革原始宗教 [ 2] 26 , 即先秦文献中的“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 首见于 《尚书· 吕刑》, 详见于《国语 · 楚

语》下: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 , 而又能齐肃衷

正 , 其智能上下比义 , 其圣能光远宣朗 , 其明能光照之 , 其

聪能月彻之 , 如是则明神降之, 在男曰觋 , 在女曰巫。

……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 , 是谓五官 ,各司其序 ,

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 , 神是以能有明德 , 民神异

业 , 敬而不渎 ,故神降之嘉生, 民以物享 , 祸灾不至, 求用

不匮。

及少昊之衰也 , 九黎乱德, 民神杂糅 , 不可方物。夫

人作享 , 家为巫史 , 无有要质。民匮于祀 , 而不知其福。

蒸享无度 ,民神同位。民渎齐盟 , 无有严威。神狎民则 ,

不蠲其为。嘉生不降 , 无物以享。祸灾荐臻 , 莫尽其气。

颛顼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 ,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

民 , 使复旧常 ,无相侵渎, 是谓绝地天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古者民神不杂”乃是托古立说的需

要。实际上, “民神杂糅”在先 ,是宗教改革前的情况;“民神不

杂”在后 ,乃是宗教改革后的结果。

据此史料 ,颛顼改革的动因在于“民神杂糅”的弊端很大:

其一是人人以为能知神意 ,则神权的约束力即丧失 , “民渎齐

盟 ,无有严威”;其二是人人日夜求神 ,则不事生产 ,终致 “民匮

于祀而不知其福”。颛顼的改革主要在于将事神的工作划归

专人 ,又另令人负责管理人间巫觋及人事。此即 “重”与 “黎”

分别 “司天”与 “司地”之说 , 实即是将宗教事务收归一中心

(即颛顼所居之“玄宫”),建立宗教领导。具体而言, “绝地天

通”的前提是此前 “地”、“天”可通 , 即巫师可登高山以通神。

颛顼 “绝地天通”则是禁止群巫擅自登山见神 ,而以所居之 “玄

宫”为唯一通神之圣地。而 “重 ”之 “司天”, 即专负与天神相

通之责;“黎”之 “司地”, 即与人间群巫交往 , 宗教中心得以建



立。其文化意义在于标志着原始部落“图腾崇拜”阶段之结束

及超部落的共同信仰的开始出现 [ 2] 28。

由于参与颛顼宗教改革的 “重”属东夷中的少皞族 , “黎”

即祝融氏①,为颛顼族人 ,故可知这一改革乃华夏 、东夷两族合

力完成;其结果则是加剧了在中原地区的两集团的融合 ,并形

成了超越部族界限的中原文化。

南方的苗蛮部族北邻华夏部族 ,其中的 “三苗”氏族在向

河南境内扩展时 ,即与华夏 、东夷部族中居于中原的氏族发生

冲突 ,故尧 、舜 、禹皆曾与之作战 ,至禹大破三苗乃终使之一蹶

不振 ,其事详见于《墨子·非攻下》:

　　昔者三苗大乱 ,天命殛之:日妖宵出 , 雨血三朝 ,龙生

于庙 ,犬哭乎市 , 夏冰, 地坼及泉 , 五谷变化, 民乃大振。

高阳乃命 [禹于]玄宫 , 禹亲把天之瑞令, 以征有苗。雷电

悖振 ,有神人面鸟身 , 若瑾以侍 ,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

乱 ,后乃遂几。

但需注意的是 , 禹征 “三苗”乃受命于 “高阳”。此因禹之

时 , “玄宫”仍属宗教中心 ,颛顼之族高阳氏世代为宗教首领 ,

故可代表天而授命于禹。 “人面鸟身”之 “神”当是少皞血统

之巫师 ,而战争的动因为 《吕刑》记载的 “苗民弗用灵”。据

《说文·玉部》:“灵 ,巫也。”故而 “弗用灵”即不信当时中原之

宗教 ,证明此为宗教战争。经此一战 , “三苗 ”衰落 , 此后中原

祝融氏之后裔芈姓一支在南方地区建立荆国(即楚), 遂以南

方蛮族自居。其实 , 他们本是来自中原的华夏族而非南方土

著 ,但这一迁徙却也将中原文化带到了南方地区 [ 2] 64。至夏朝

末年 ,来自东夷的商氏族取代夏入主中原后, 即承袭此中原文

化 ,为与后来周人所创造的中原文化相区别 , 可称之为 “旧中

原文化”。它的重要特点是重神权与巫权 [ 2] 53。

2.商周鼎革与 “新中原文化”的形成

周人的男性始祖名弃 ,年代当在夏末商初。弃 ,曾在夏末

任 “稷”(即农官),商以后祀之②。夏亡后 ,弃之子不窋入于戎

狄 ,直至武王代纣之前 , 周人始终居于西北 , 未曾参与中原地

区民族与文化融合。周人自古公亶父起 , 经过三代人的艰苦

经营 ,至武王翦商成功 , 入主中原。周人在反思此一巨大成

功 、论述其政权来源正当性的过程中 ,形成了不同于 “旧中原

文化”的 “新中原文化”。

周人创造的 “新中原文化”的重要特质就是人文理性的觉

醒。它首先发生在政治领域 ,是周人对商周鼎革这个巨大的

政治变迁进行反思的结果。周人反思的主题是历史变革中天

与人的作用, 反思的结果是肯定人 、改造天。

所谓 “肯定人”,即肯定人(指统治者)的行为对政治权力

更替的决定作用。相比此前商人的神权政治观念 , 这个肯定

在中国思想史上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以道德解释权力的

获得与转移, 从而将政治与道德紧密关联起来。这在周初的

文献中有清楚的表露。

　　惟乃丕显考文王 ,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 庸庸 , 祗

祗 , 威威 ,显民 ,用肇造我区夏, 越我一 、二邦以修我西土。

惟时怙冒 ,闻于上帝 , 帝休 , 天乃大命文王。(《康诰》)

这是说明文王受命在于有德。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 酣 , 身厥命 , 罔显于民祗 ,

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 , 淫泆于非彝 ,用燕丧威仪, 民罔

不伤心。惟荒腆于酒 ,不惟自息乃逸 ,厥心疾很 , 不克畏

死。辜在商邑 , 越殷国灭 , 无罹。弗惟德馨香祀 , 登闻于

天;诞惟民怨 ,庶群自酒, 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 ,罔爱

于殷 ,惟逸。 (《酒诰》)

这是从反面说明纣王失去天命 ,是由于失德。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

曰 , 有夏服天命 ,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

厥德 ,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 ,有殷受天命, 惟有历年;

我不敢知曰 ,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 乃早坠厥命。 (《召

诰》)

由于肯定了统治者的道德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 因而也就要

求统治者应当居安思危 、以史为鉴 , 敬德以保天命。

所谓 “改造天”,是指将商人的功能型的 “神灵之天”改造

为周人价值型的 “道德之天”。这是周人将自己的道德准则对

象化的结果 ,是对人的肯定这一古代思想中的重大变革在当

时普遍观念与政治需要之下所采取的一种方式。这使人文理

性的觉醒包含在对 “道德之天”的信仰中。这种矛盾的表现 ,

是由于它发生在政治领域, 服务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具有浓厚

的实用性而非一种纯粹的、自觉的理论建构。

周文的理性精神落实在制度 、文化建设上 ,表现为以 “德”

改造 “礼”和 “乐”,形成 “德治”秩序并赋予礼乐以教化功能 ,

并由此形成 “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化 ,即我们所谓的“新中原

文化”。

3.周初政治形势与新旧中原文化对峙局面的形成

武王克商之初, 曾封纣之子武庚于殷地。然而武王次年

病逝后 ,武庚即联合殷之盟友叛周, 周人遂面临严重的政治危

局。从周初文献《大诰》中可以看到 , 周公东征平叛受到了来

自各方的压力, 然东征成功后 ,反周势力并未完全消灭, 而是

退却江汉地区 ,居于此地的楚人遂成为此一反周势力的领导

者 [ 2] 50。后来 ,昭王南征 ,但未竟事功 ,且兵败身亡③。

因此 ,可以认为 ,周公东征使周人兼有东夷之故地;昭王

南征不复 ,则使周人势力不能进入南方地区。这种事实上的

政治对立局面, 就造成了新旧中原文化对峙局面的形成。

二 、儒家学说的文化渊源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生当春秋末年周室衰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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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 ,曰重 、曰该、曰修 、曰熙……颛顼氏有子曰犁 ,为祝融。

《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周弃亦为稷 ,自商以来祀之。

《左传 》僖公四年:四年春 ,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五侯九伯 ,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 ,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 ,无以缩酒 ,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给。昭王之

不复 ,君其问诸水滨。”



时 ,其立说以重建西周文制(以下简称 “周文”)为目的 ,思想演

变则由礼学至于仁学 ,方向为深究礼制之根源。

在春秋时代 , “礼”有广狭二义:狭义指仪文 ,广义指秩序。

在孔子之前, 已有士大夫区分 “礼”与 “仪”①。而当以秩序或

制度释 “礼”时 ,则此作为秩序的 “礼”的依据何在 ,就成为一大

问题。孔子之前有士大夫以 “天道”为 “礼”的依据②。

孔子的贡献, 就在于不从人之外的因素寻找“礼”的依据 ,

而是通过 “摄礼归义”进而 “摄礼归仁”, 将秩序奠定在人的道

德自觉之上, 从理论上继承周文的理性精神, 并脱掉宗教外衣

而独立呈现出来。

所谓 “摄礼归义”, 即以 “义”为 “礼”之质。关于 “礼 ”与

“义”的关系 , 《论语》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 , 礼以行之 , 孙以出之 ,信以成

之。君子哉! (《卫灵公》)

此处 “义以为质 , 礼以行之”, 即是孔子 “摄礼归义”观念的表

述。其意为:“礼”依 “义 ”成立 , “义”是 “礼”的实质 , “礼”是

“义”的外部表现 [ 2] 85-86。在此 , “义”作 “正当”、“道理”讲 ,故

而不论是仪文之 “礼”还是秩序之“礼”, 人们之所以遵守它, 是

因为它是人们 “正当”要求的体现 , 是人的要求价值实现的自

觉意识 ,而不是外在于此的别的东西;成为 “礼”的根源 ,这样

就把秩序的合理性建立在人的价值自觉的基础之上 ,切断其

与 “天”的联系 ,而只从人本身寻找依据。因此说 , “摄礼归义”

乃是对人的一大肯定。

“摄礼归义”展现出孔子在 “礼”的根源问题上较前人的

进展。但是, 孔子并未停留于此 , 而是更进一步 “摄礼归仁”。

“仁”观念是孔子学说的中心 , 兹先依《论语》中的资料分

析孔子 “仁”观念的意义: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

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

此处 “仁”之表现 ,显现出的是视人如己 、尽除私念的境界;而

要达到这种境界 ,则人不可追求特殊利益, 而是任由无功利目

的的公心主宰自己的意念与行动 ,自我的主宰性于此显现。

　　子曰:仁 ,远乎哉? 我欲仁 ,斯仁至矣。 (《述而》)

由于 “仁”乃是摒除任何私利 、私念的具超越意义的大公

境界 ,故一旦立此公心 , 人的意念 、行动即可如理 ,故而说 “我

欲仁 ,斯仁至矣” [ 2] 88。

至此可以分析“仁”与 “义”的关系:“义”指正当性 , “仁”

指公心。人之所以能以正当性指导实践 , 在于人有公心作主

宰 ,无此公心 ,则人必陷于私利之追求。故 ,立公心是 “仁”;循

理是 “义”;“仁”为体 , “义”为用;“仁”是 “义”的基础 , “义”是

“仁”的显现。就理论层面而言 , “义”之依于 “仁” ,犹如 “礼”

之依于 “义” [ 2] 89。

关于 “仁”与 “礼”的关系 , 《论语》有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 天

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 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 , 非礼勿听 ,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颜

渊》)

此段专言 “仁”与 “礼”的关系:“克己” ,即去私立公;“复

礼”, 即循理而行。不言 “义”, 是因为 “礼”与 “义”在理论上可

分为外与内两个层面。但在实践中 ,二者不可分别实践, “义”

要通过 “礼”的实践呈现;理论上 , “礼”以 “义”为实质, “义”又

以 “仁”为基础;实践中则可由 “仁 ”直说至 “礼” ,即 “摄礼归

仁” [ 2]Ｐ89。

通过 “摄礼归义”,进而 “摄礼归仁”, 孔子将作为秩序的

“礼”安置在人的价值自觉之上 , 将周文中的理性精神解放了

出来。因此,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 , 其文化渊源乃是周人所创造

的 “新中原文化” 。

三 、道家学说的文化渊源

据前所述 , “旧中原文化”随着殷人及其盟友的政治军事

失败而退于南方, 遂形成以楚人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传统。先

秦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与庄子皆与楚文化有深厚渊源 ,故通

常认为是楚文化孕育了道家学说。但其中却有一关键问题未

获解答:道家高度理性的形上学是如何由巫风弥漫的 “旧中原

文化”孕育而生的? 这里以春秋时代 “天”观念的变化尝试作

一解答。

西周的 “道德之天”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 ,会对人的行为

作出反应 ,具有拟人化特征 ,这实际上是周人将自己的道德准

则对象化的结果。由于“天”用以判罚的根据是 “德”,是人可

以理解 、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存在, 这使 “天”有了 “有常”的 、客

观的一面。在春秋时代 ,当它的 “有常”的 、客观的一面被注入

新的内容 、进行新的解释之后, “道德之天”就被可以认识和把

握的脱魅的 “自然之天”所置换 ,新的天道观由此形成。

为西周 “道德之天”的“有常”、客观的一面注入新内容的

是在春秋时代大行其道的星占学。星占学是以星辰日月的位

置变动和异常变化预言地上人事福祸的学说 , 在春秋时代 , 它

被广泛用来解释和预测人事③。

当时的星占学的理论预设包括了天人感应说 、星辰分野

说 、星辰吉凶说 、阴阳平衡说 ,因此它要求从事预占的人必须

具备丰富的天学 、数术 、历史和地理知识。 “星占学包含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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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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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昭公五年:公如晋 ,自郊劳至于赠贿 ,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 ?”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 ?自郊劳

至于赠贿 ,礼无违者 ,何故不知 ?”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 ,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不能取也。有子家羁 ,弗能用

也。奸大国之盟 ,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 ,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 ,难将及身 ,不恤其所。礼这本末, 将于此

乎在 ,而屑屑焉习仪 以亟。言善于礼 ,不亦远乎 ?”

《左传 》文公十五年:齐侯侵我西鄙 ,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 入其郛,讨其来朝也。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 ,而讨于有礼

者 ,曰 :̀女何故行礼 !'礼以顺天 ,天之道也 ,己则反天 ,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

《国语·晋语》四 “秦伯纳重耳于晋 ”中记载:董因迎公于河 ,公问焉 ,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 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

也。实沈之墟 ,晋人是居 ,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 ,岁在大火。大火 ,阏伯之星也 ,是谓大辰。辰以成善 ,后稷是相 ,唐叔以封。

瞽史记曰:嗣续其祖 ,如穀之滋 ,必有晋国。臣筮之 ,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 ,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 ? 且以辰出而以参入 ,皆晋祥

也 ,而天之大纪也。济且秉成 ,必霸诸侯。子孙赖之 ,君无惧矣。”



想大体上可归为两方面:(1)一定的天象必有人事祸福随于其

后;(2)某些人事变动可有天象之兆为预示。” [ 3] 57但值得注意

的是 ,这里的 “天”没有意志 ,它只是按某些确定的规则向人间

“颁布”人事结果 ,这个结果人们可以认识却不可改变 , 具有

“定数”的特征。因此 ,与西周的 “道德之天”相比 ,沟通天人的

中介不再是具有人文内涵的 “德”, 而是具有 “自然法则”特征

的 “数”,即当天人沟通中介由 “德”变为 “数”时 ,西周的 “道德

之天”就一变而为春秋时代的脱魅的 “自然之天”。 “新的自

然主义天道观的出现 ,使人们对天的信仰发生了新的变化 ,天

的道德意义减退, 自然特点增强。” [ 4] 120而这必然会引出一个

逻辑推论:人们若要避祸求福 ,则既不必通过祭祀 , 也不必通

过修德 ,只要 “顺天地之常”、则天而行就可以了。 “人当法天”

的观念由此而生。

《国语·越语下》 “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中记载范蠡之

言: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 , 赢缩以为常 ,四时以为纪, 无过

天极 ,究数而止。天道皇皇 ,日月以为常 , 明者以为法 ,微

者则是行。阳至而阴 , 阴至而阳;日困而还, 月盈而匡。

古之善用兵者, 因天地之常 ,与之俱行。

这里明确地将 “物极则反 ”作为自然和社会的普遍法则 ,一方

面表现出 “天道自然”的意识 ,另一方面明确表达了 “人法天”

的观念 ,即人应当效法自然的天道。范蠡之“天道”,乃自然无

为的宇宙法则 , 是人应当因顺仿效的行动模式。同时 ,天道的

观念也未限于星辰天行之路 , 而是结合人事社会的历史经验 ,

日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宇宙法则。这种宇宙法则 , 本质上是

哲学的世界观, 而不仅仅是宇宙自然观。这一切, 都与太史之

官和星占之官所负责的天学的发展有关 [ 3] 66。

范蠡本是楚人, 后以客卿身份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称霸 , 其

思想可视为 “旧中原文化”在春秋时代的发展。与 “旧中原文

化”相比 ,在他的思想中 ,已在对 “天”的认识中注入理性 、排除

巫性;同时 ,其理论内部也排除了周文道德观念存在的空间 ,

使得从理论上颠覆周文成为可能 ,故而也许可视其为道家思

想的前驱。以之为中介 , 则可在道家学说与南方楚文化 , 即

“旧中原文化”之间建立联系。因此我们才可以说:道家学说

渊源于 “旧中原文化”在春秋时代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

[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 , 1985.

[ 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 [Ｍ]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 2005.

[ 3]陈　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 、伦理与社会

思想 [Ｍ]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2.

[ 4]陶　磊.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 [Ｍ] .济南:山东

人民出版社 , 2008:120.

ＴｒｉａｌＲｅｍａｒｋｏ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ａｎｄＴａｏｉｓｔ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ＤＡＩＹｕ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ｅｎ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450002,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Ｅｍｐｅｒｏｒ

Ｚｈｕａｎｘｕ,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ｆａｉｔｈ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ｉｂｅｓ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ｒｉｂ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ｓｔａｋｉｎｇｓｅｒｉｏｕｓｇｏ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ｗｉｚａｒ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

Ｓｈ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ｏｗ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ｌ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ｔ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ｔｈｅ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ａｓｏｎ,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ａｉｔｈｔｏ 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ｏｆ

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ｗａ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ｌｅｔｈａｔｏｆ

ｔｈｅＴａｏｉｓｔｓｃｈｏｏｌｗａ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ｌ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ｏｌ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ｔｈｅＴａｏｉｓ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责任编辑　陶　谦 ]

54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