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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朱守信

郑贵祥是我到浙江理工大学任教后招收的第一批美术学研究生。 当时我校美术学

研究生的培养尚在起步阶段，郑贵祥由报考西安美术学院美术理论调剂而来。 他来自中

国西部甘肃天水地区，是已经有着十余年教龄的乡村中学教师。当时他已有了妻室孩子，

可谓重任在肩，其年龄也是同学中最大者了。又因工作地处偏远乡间，就其所拥有的考研

条件与资源而言，能考上研究生，实属不易。 除非他凭借对理想之超常意志力，凭借对艺

术之无限热爱，怕是很难数年坚持考研的。 研究生复试，对郑贵祥的最初印象只是有些

“倔强”。 按其复试成绩，是完全有可能公费的，也许他太担心不被录取，最后竟选择了自

费。 在当年录取的学生中，郑贵祥的经济条件可能是最不好的，而恰恰只有他自费读研，

至今想来我心里都有些酸楚，也为其坚定的意志所感动。在他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来自

西北汉子骨子里面所隐含的质朴、坚韧和倔强。后来经过不到三年的朝夕相处，他的勤奋

与刻苦，我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他的始终未能让我完全听懂、带有浓重西北地方口音的

“普通话”，他对老师的感恩与虔敬，他对艺术、对人生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给我

印象最为深刻。 在我印象里，郑贵祥为人直接爽快，少有矫饰，不会圆通。 与人相处，其言

语风格常被误解为口气生硬，态度不好。在这点上，颇有我自己的影子。 许多时候在对一

些问题的认识上，郑贵祥常有自己的看法和坚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是决然不可能的，

常让人觉得太固执。尽管他有些观点有点儿偏激，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讨论，但其表现出的

以自己眼光、自己思想去独立思考的探索精神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可贵的。 常听同学谈及

关于艺术问题与郑贵祥之间有过许多争论，同学们有时因其一些观点而不服，也为其敢

于坚持独立的认识而赞叹。当然，独立与深刻的认识依赖于知识拥有的深度和广度，它不

仅需要专业知识全面系统深入的理解与研究，也需要专业知识之外相关学科或相关专

业知识广度深度的认知与把握。亦常听同学谈及郑贵祥除了研究艺术，读书涉猎也非

常广泛，尤钟爱哲学等。这大概也是其能善辩的基础所在。 研究生毕业，郑贵祥到甘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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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市博物馆工作以来，时常或打电话或发信息给我，联系不断，亦有几次专程到杭州或北

京看我，可谓有情有义。

不久前接到郑贵祥的电话，告诉我最近他将出版自己的学术专著，已将书稿发于我

的信箱，并嘱我为其书稿写序。 是关于历史神话传说人物伏羲和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等

史前社会文化现象方面研究的专著，名曰《伏羲与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洋洋洒洒 40万

言。 可见这几年郑贵祥是如何自甘寂寞，是付出了相当心血的。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之一，中华儿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北地区，是中国远古文

明重要地区之一，在这里曾经发掘出大量远古文明的文化遗址遗存。 如著名的大地湾遗

址、马家窑遗址，它们应该是这一地区代表性的重大考古文化发现，被考古界称之为大地

湾文化和马家窑文化。

西北甘肃，地处黄河上游，广袤的土地以她无私的奉献，养育了无数中华先民，培育

出万千儿女英雄。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伏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神话人物之一。尽管伏羲

仅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历史上未必就一定有其真人存在，但可以肯定地说，一些被后人

神化了的远古时代部族首领是存在的，伏羲或许就是集他们智慧于一身的化身而已。 郑

贵祥以其对人类祖先无限崇敬和对中国文化艺术无限热爱之情，不惜费时费力查阅大量

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传说人物伏羲及史前社会，从社会艺术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中

华远古文明的文化现象。 尽管文中可能会有许多不足或有待商榷的问题，但就学术的角

度，特别是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史前社会文化现象的专著，可能目前尚不太多。从

这个角度出发，本著所做的探索也就显得难能可贵。

郑贵祥曾对我坦言，《伏羲与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是其从艺术心理学角度研究探讨

中国人类社会发展这一课题的起点，是其系列性研究计划之一。但愿郑贵祥能再接再厉，

不断进取，取得骄人成果。

因我对历史文化研究不多，社会艺术心理学知识更少，专业知识有限，也就不敢贸然

对书稿内容从专业角度做何评论，写序也就感觉为难。 然受郑贵祥再三嘱托，匆忙中，以

此短文，权作为序。

于杭州下沙清雅苑

2013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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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曹丕《典论·论文》所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人生苦短，一晃已过

四十个春秋。

我出生于甘肃秦安那桃花盛开的小村庄———郑川， 村庄旁边有葫芦河逶迤流

过。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史前文化遗迹或遗物等文化遗

存，诸如仰韶文化类型、庙底沟文化类型、齐家文化类型。 记得孩提时随父母到田地，

耕作时不时会挖出一些石器诸如石刀、石斧或瓦罐残片之类的，觉得好奇，拿回家时

常把玩，甚至自己仿制一些，作为玩具。 但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那是文物，而且它们还

有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上学之后，学过一些历史知识，才知道那是原始社

会人们制造的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被称之为石器或陶器，而把那时人们使用这些

生产生活器具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或陶器时代。 但由于儿时没有文物意识，时间久

了，就把它们丢掉了，像瓦罐残片之类在当时挖出时就踩碎了，觉得好玩，有时也觉

得解气和显得自己有力量之感。但自从那时起，我对陶器器壁上那些花纹、图画很感

兴趣，平时就照着描画。 在描画的过程中，我很想弄明白史前社会的人们当时是怎么

想的，更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画以及画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这样，自然而然就

培养起了美术学习的兴趣，并立志将来成为一位艺术家。

我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着奋斗着。 终于在 1993年实现了这个最初的梦想，考

入天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原天水师专美术系）学习。 在三年的学习期间，才真正清

楚了什么是美术，也具体弄明白了什么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设计等，也懂得了

要成为一位艺术家必须具备很多艺术素质，诸如观察力、认知力、感知力、意志力、创

造力、思维力、情感和技术表现力、审美能力、世界观、艺术观、知识面、牺牲精神与艰

苦奋斗精神等等，也知道了儿时那些东西的专业术语，尤其是花纹和图画在学术上

称作纹样或图案或图式。 但我还是对文物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是绘画，尤其是油

画，并立志成为一位油画家，而且将其界定为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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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于天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天水市麦积区

甘泉中学任教，成了一名普通的美术教师，开始了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转折。这与

我对于艺术家的定位和实现这一理想还相差很远，每天在课余，踱步于学校旁边的

山路上，我时刻在思考这些问题。 时光流逝，转眼十年有余。

通过努力学习，2006年我考入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攻读硕士， 师从全

国著名油画家、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生导师朱守信教授。 朱守信先生

主攻仕女人物画，这是先生以中国传统人物画题材（仕女）和西方肖像画题材有力结

合的集中体现。 很明显，他不但传承了中国画的意境（人物画重在神的表现）表现，并

且将西方绘画语言（重在形体美的表现）也同样传承并发扬，将二者有机融合在一

起，并且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绘画语言和艺术风格。 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艺

术相结合为主要研究方向，其油画风格以娴静典雅为主。 我也以此为我一生艺术之

追求，但我主要以风景画为主要题材表现，追求“淡雅空灵，宁静致远”之意境。

三年来，我不但学习了油画技法和油画理论，而且还系统学习了美术理论知识，

并且从恩师那里学到了油画“淡雅而宁静”的艺术表现风格与技法。 更重要的是，我

懂得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情操和高深的思想修养———正己。 关

于这一点先生告诉我：“‘正己’必须做到平和，即对人做到和和气气，不愠不火；对事

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不骄不躁。这样在做人上可以高尚而成君子，在做事上可以宁静

而致远。”这里先生所谈做事即指我所从事的油画工作及所要追求的艺术风格。这样

的教诲将使我终身受益！ 2009 年我毕业于美术学专业，油画艺术研究方向，获文

学硕士。

2010年我被重新分配到天水市博物馆工作，由一名教育工作者成为一名文博工

作者。这样，又与儿时那些玩意不期而遇。于是，我在工作之余，除学习历史学、文学、

哲学、心理学、地史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田野考古、艺术考古、美术考古、环境考古、

宗教考古等）、博物馆学（一般博物馆学、美术博物馆学）等与业务相关学科基础知识

之外，潜心研究伏羲及其文化和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发生发展以及其对史前社会

艺术发展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 并以 20 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发现遗迹或遗物为物

证，以苏秉琦先生考古文化区型系理论为理论依据，研读了大量古今中外文献，主要

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诸多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徐慕云、钱穆、张荫麟、刘师

培、柳诒徵、童书业等学者相关著作进行了仔细研读，并结合哲学、心理学和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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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进而分析和论证了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发生发展与建构。

关于伏羲及其文化研究和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研究，自古以来历代学者都不

同程度地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论证并研究。通过对古今中国历史时期古文献和诸多学

者的研究成果分析，我也想写一写对伏羲及其文化以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看法:

伏羲及其文化以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传统视觉和传统文化（有益于社会发展和

人的发展的视觉和文化以及史前社会群团或部族或聚落在艺术心理学所指导下建

构的视知觉认知和文化文明成果除外）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伏羲及其文化以及史

前社会艺术心理学所体现和反映的传统认识观、世界观（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

展的认识观以及史前社会群团或部族或聚落的艺术心理学所指导下正确科学合理

的认识观、世界观除外）也已陈旧；关于伏羲艺术形象认知以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

各历史发展阶段群团或部族或聚落之间的传统艺术观、关于伏羲艺术形象以及史前

社会艺术心理学的艺术心理定势和艺术创作动机物外化表现、关于伏羲艺术形象以

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艺术语言等（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艺术观、艺术

心理定势和艺术创作动机、艺术语言，尤其是符合群团或部族或聚落发生发展且符

合艺术心理学特征艺术观、艺术心理定势和艺术创作动机、艺术语言等除外）已不是

时代艺术家的骄傲和理论指导或表现； 伏羲民族化本位论以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

学，尤其是各群团或各部族或各聚落的艺术心理学（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

民族本位论以及史前社会群团或部族或聚落正确的艺术心理学除外）已不是世界各

国民族整体体系的个性化； 伏羲传统人本位论以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理论价

值、科学价值以及社会价值（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人本位论以及史前社会

艺术心理学的正确理论价值、科学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除外）不再只从世界和世界事

物现象学、人的现象学，而是通过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哲学、文

学、心理学、美学以及人体学的发展来研究人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把自己定位为

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整合体，不但着眼于人本身的生物性研究和社会性、阶级性发

展研究，而且还着眼于人的思想（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美

学思想、艺术思想等等）关于人的思维领域研究以及在人思维的发展与其物质性的

创造及展示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应更进一步解析伏羲时代以及整体史前社会人的内

心世界，解析伏羲时代以及整体史前社会人的心理行为，阐释伏羲时代以及整体史

前社会人的情感行为，并去研究伏羲时代以及整体史前社会人精神状态的应变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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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进而建构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

最后它还告诉我们：伏羲文化以及整体史前社会艺术心理物外化活动只有去不

断地否定伏羲时代以前传统时代文化以及整体史前社会艺术心理物外化活动，去不

断地创造伏羲时代新时代文化以及科学分析论证整体史前社会艺术心理物外化活

动，或者说，伏羲文化以及整体史前社会艺术心理物外化活动所体现和反映的艺术

心理学的生命力或永恒性是对伏羲时代以前传统时代文化和伏羲时代新时代文化

整合的不断否定之否定，也是对史前社会整体艺术心理学发生发展的不断否定之否

定。 相关伏羲及其文化的文献研究、相关伏羲艺术形象的图像研究和伏羲及其文化

的考古文化研究、相关伏羲及其文化的现代科技研究以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研

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局限性，尤其具有时代特征(社会政治体制性质以及社会生

产力水平)。

在伏羲及其文化研究以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主要应用马克

思关于人的哲学定义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并根据心理学理论把伏羲

及其文化以及史前社会整体群团或部族或聚落艺术心理物外化活动，尤其是伏羲基

本符号创造（卦象）和史前社会整体群团或部族或聚落的艺术心理物外化活动放在

哲学和心理学层面上进行论证和分析，并结合现代各种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加以

佐证，然后分析总结出史前社会伏羲时代人的发展规律以及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的

发生发展规律和物外化创造成果，即人在物质领域创造和精神领域创造，尤其是伏

羲时代人的发展规律以及伏羲时代社会发展规律及其特征，并就史前社会艺术心理

学的发生发展规律、物外化文化文明成果进行实证和分析。

在物质领域内我们不仅把主要研究方向放在伏羲时代以及史前社会整体艺术

心理学物外化的物质生产资料及文化文明成果的研究上，而且还注重了伏羲时代以

及史前社会整体群团或部族或聚落关于人的自身物质生产的研究，包括史前社会整

体群团或部族或聚落的人的生物性研究。 在精神方面的研究，我们也不仅把主要精

力放在伏羲时代以及史前社会类整体艺术心理发生发展的精神物外化的物质性研

究上，而且也注意到伏羲时代以及史前社会整体类整体的意识本身或类整体的社会

心理行为研究以及艺术心理学研究。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使论证结论符合或接近于

史前社会以及伏羲时代以整体群团或部族或聚落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而

符合艺术心理学的发生发展。 全书正文共分三编，第一编伏羲及其文化考论共 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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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节；第二编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共 7 章，32 小节；第三编大地湾文化艺术心理

学实证分析共 6章，17小节。

由于本人知识储备不足和认知力有限等， 在论证过程中未免有疏漏或武断之

词，还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以待今后改正完善。

壬辰深秋

皓白于伏羲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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