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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龙，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无论谁碰到这个话题，都要展开自己想

象的翅膀，发表一通自己的看法；有些人甚至根据龙的传说想象出很多东西来，

并且还要在有关社会活动中有所表示，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龙文化。

世界上的事情说有很容易，说没有却很难。凡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哪怕只

找到一丁点儿就可以说明它确实有。凡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就要找出大量

的材料来说明它确实没有。不但要说明这里没有，而且要说明别的地方也没有；

不但要说明现在没有，而且要说明古代也没有，甚至还要说明将来也不可能有。

龙，属于后者。我们不但要说明它不可能有，而且要说明它为什么不可能有。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还在上中学。春节过后，语文老师布置了一道作文

题目，要我们就寒假见闻中对自己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写一篇作文。我也就老

老实实地把春节期间乡里舞龙的热闹场面如实地记载下来，写了一篇文章交上

去。几天之后，语文老师在班上讲评作文的时候，把我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说

我净写些龙灯话（舞龙队的祝词）。他的批评使我沮丧了好几天。在我看来，

乡里春节期间舞龙确实是寒假期间对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改革开放以后，许

多民俗事象复活了，舞龙就是如此。整个寒假就那么十几天时间，在寒冷的冬

天里几乎每天都足不出户，哪里会有什么深刻的感触？一定要说感触，就只好

说大年初一下午就开始的舞龙了。那几天里，村里的主要活动就是舞龙。龙灯

每到一家都得热闹一番。老实说，乡里舞龙确实对我感触很深，一条用布做成



10

中国崇龙习俗

的龙居然能够调动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处于亢奋状态之中，为之陶醉，为之

迷狂，那种场面令人感到惊讶、震撼和迷惑不解。我不知道人们究竟为何如此

痴迷于龙灯、热衷于舞龙。不过，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只好将这

个对我极有感触、而我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记了那么一段，自然

惹得语文老师生气。其实，他也是好意。他的严格要求使我受益匪浅。

我对于崇龙习俗的关注和思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温州师范学院任教。有一天，一个学生到我的房

间来闲谈，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个朋友到外地跑业务，坐火车经过某

某大桥时，看见一条龙在江里游动。他认为龙真的有。

无独有偶。那年暑假我妹夫也给我讲到一件事：前些日子，他看到一条龙

在天空飞翔。他还说，不但他看见了，还有很多人看到了。他也认为龙真的有。

我深深地感到：龙在人们心目中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我们民族

心理的影响确实很大。难怪古代文献里有那么多关于看见龙的记载，难怪数千

年以来龙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人们说龙真的有，乃是对于内心中对龙的真实存在所持怀疑态度的一种否

定。不过不一定否定得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又对龙的真实存在持怀疑态度。

总之，人们的观念总是动摇于“龙是真实存在的动物”与“龙不是真实存在的

动物”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这是人们思想中始终没有解开的一个疙瘩，

是几千年以来崇龙习俗的必然结果。古往今来，这种情况一直存在。

不但普通百姓是这样，学术界也是这样。有的学者说龙不是真实存在的动

物，有的学者却说龙是真实存在的动物。认为龙是真实存在的动物的学者不辞

劳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里找出若干条史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且由此展开

了自己丰富的想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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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的存在与否的问题上，学术界是比较混乱的。在龙崇拜起源问题上，

就更加混乱了。20 世纪初以来，人们先后提出了数十种观点。其中“综合图腾说”

（或称“蛇图腾说”）影响最大，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著书立说纷纷采

用这一观点。其实，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1993 年 4 月，我从温州师范学院调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得以潜心从事科研工作。我趁机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向，首先是在选题上

下了一番工夫。多年以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那个疑难问题恰好在这个时候冒

出来了，我立即着手了解有关研究动态。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考虑，我决心将

这个学术界意见分歧最大、研究最为混乱的学术难题作为近期重点研究的课题。

当时有不少人表示担心，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这项研究。我一方面继续从事中国

古代盐业史研究，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崇龙习俗这个课题，并且写出了一篇将近

两万字的论文，题为《龙崇拜研究》（后来改为《龙崇拜初探》），主要研究

龙崇拜的起源和演变。1995 年 10 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在河南濮阳

召开了一次题为“龙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学术会议，所里派我去参加。我与一

些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那是个很粗糙、很不成熟的稿子。我虽然是学历史出身的，此前却一直都

在研究中国古代盐业史。刚刚接触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仍然采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考证，主要是根据文物考古资料去考证。开会回来以

后，由于跟外面有了一些接触和交流，又读了一些书、想了一些问题，我对于

我一直都在使用的考据法发生了动摇，认识到仅仅依靠历史学的方法去考证是

不可能把问题说清楚的，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要借助民俗

学的理论和方法，因为龙崇拜是一种民间信仰，属于民俗的范畴。我立即找来

民俗学方面的书刊，进行了几个月的突击充电，逐步接受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这时再来研究崇龙习俗，我感觉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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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俗，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我生长于农村，从小就受到各种

民俗事象的浸染和影响，对于民俗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感性认识。为了尽可能地

多一些实际感受，我先后到查海遗址、北京故宫、赵县范庄等地考察，深入调

查有关民俗事象，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我把民俗学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方

法结合起来，从民俗史的角度去探讨，将有关民俗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尽可能

全面地搜集起来，写出了几篇论文，陆续在有关学术刊物发表。

直到 1996 年，学术界发表有关龙崇拜起源方面的文章还是很多的，每年

都有好几篇。观点五花八门，基本上都是采取猜测的办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有些显然太离谱。1997 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这年，拙作《龙崇拜起源研

究述评》一文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对于此前的有关研究进行了评析，

指出了其中的得失，强调只有从民俗史的角度去研究才能把龙崇拜起源问题说

清楚。三四年以来，有关龙崇拜起源方面的文章很少看到了，说明人们从事这

项研究比以前要慎重了。

1998 年 6 月，我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调至湘潭大学历史系任教，结束了

多年的漂泊生涯。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之外，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崇龙习俗

的研究之中，将有关研究成果整理成专著，并对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继续发

表相关研究成果。

2000 年是龙年，而且是千禧龙年，人们对于龙的兴趣自然比往年更浓。4

月上旬，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国家体育总局和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在海

南省东方市举办国际舞龙邀请赛暨中国第一届龙文化艺术节，龙文化理论研讨

会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在全国范围内征文，并且

打来电话要我也参加他们的征文活动。我将已经正式发表的论文全部寄给了他

们，他们认定我是发表相关论文篇数最多的人，就选派我去出席龙文化理论研

讨会，并作重点发言。9 月 16 日，辽宁省阜新市文化局举办全国玉·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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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邀请我参加。我向与会人士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反映较好。a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我从 1996 年就开始撰写的民俗史著作。六年以来，

数易其稿。其实，我最初也没有打算写这样一本专著，以为只要写一篇论文就

行了。结果，写了一篇论文还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于是就想写几篇论文。写

了几篇以后，就觉得应该把有关成果系统化，对崇龙习俗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

探讨，等到写了十几篇以后，崇龙习俗的基本问题大致都弄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写作拙著并不是想限制人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而是想使人们掌握崇龙习俗的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因为龙崇拜是灵物崇拜，龙本来就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东西（当然

有所依据），人们的思想也确实需要一个想象的空间。但是，学术研究与文艺

创作各自所采取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主要依靠逻辑思

维，后者主要依靠形象思维。前者是要解决疑难问题，必须有足够的可靠依据，

不能凭空想象，要求做到逻辑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后者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

审美需求，可以任意想象，对于逻辑性和历史性要求不高。这些基本问题不解

决，对于人们科学认识崇龙习俗、合理开发和利用崇龙习俗的文化价值是非常

不利的。毕竟崇龙习俗已经有了八千多年的历史，确实需要进行一番认真的清

理。现在正面临一个崇龙习俗如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问题。掌握这些基本

问题以后，人们就可以赋予龙以更多、更好的文化涵义，只要这些文化涵义有

利于人类进步、有利于社会发展。

如果拙著对于人们认识崇龙习俗、开发和利用崇龙习俗的文化价值能有些

许帮助，则我愿足矣。

a 稍后，《阜新日报》对这次会议和笔者发言作了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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