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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中国之美在远古的基本框架

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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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中国远古之美从古礼中典型地呈现出来!礼主要体现在仪式上" 仪式的四个方面(行礼地点)行礼之人)行

礼之器)行礼过程!前三者体现了远古之美的三个方面(建筑之美!人物之美!器物之美'行礼过程则体现了远古之美的整

体特点(一种美与真)善内在关联)不可分开的关联美学特点" 这些美学特点!为先秦之后的中国型美学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远古美学'建筑2人物2器物之美'礼与美的总特点

中图分类号%Z*"444文献标志码%7444文章编号%#01!

2

1*")!!$!$"$#

2

$#!#

2

$3

44

一4远古之礼的总体性质'演进三段'

美学特色

中国之礼#由对仪式提升面来% 人类美感#由

工具而萌生#因仪式而获质% 仪式的四要素#行礼

之人#行礼之地#行礼器物#行礼过程#具有普遍

性#但四要素成形为具体的形质#因文化不同而甚

为多样% 从人类性的仪式提升为中国型#是中国

型美感产生的基础% 礼在中国#从文字上看#有!

"铁二三八/四$ "粹五四$$ "乙八六九六$ "无想一六$ "襎尊$

"长
%

$ "说文$

)礼*虽在先秦篆字方定型#但其内容却关联

和涵盖整个中国远古"从人类起源到新石器开始

的上古#从新石器时代 6 $$$ 年前的中古#夏商周

的下古$的演进% 偏旁的)示*#是远古的中杆#在

甲骨文金文出现之时的商周#观天察地的空地和

坛台上的中杆已转为祖庙中的牌位"中杆的缩小

形态和室内形态!宗$所替代#因此#甲骨文和金

文的礼#把示去掉而成为丰或襎#先秦理性化#从

长时段重思礼的内容#定型为!礼% 礼字中之)示*

最古#从上古和中古的空地中杆和坛台中杆到下

古的祖庙中的神主牌位% )示*是整个远古之礼

的核心内容#礼中之襎或丰下部的)豆*内蕴两内

容#一为乐器之篩"鼓$#主要体现在襎字中#一为

食器之豆#主要体现在丰字中!

% 篩"鼓$作为礼

器#&礼记/礼运'讲中礼产生时就有)土鼓*% 鼓

在上古和中古都是乐的核心#从而鼓代表整个乐%

到了下古#钟超越鼓成为核心#钟成为整个乐的代

表#因此#殷商甲骨文的襎#下部突出的是篩

"鼓$#到西周#编钟走向成熟#进入高位#西周金

文中丰#突出的是食器的豆% 虽然豆显而篩"鼓$

隐#但仍在礼中存在% 总之#襎中之篩#彰显着乐

在远古之礼中一以贯之的重要性% )丰*中之

)豆*#作为食器的特有之形制#自其从浙江萧山

的跨湖桥文化"* !$$

2

1 3$$ 年前$产生以来#流

向东南西北#豆初为陶器#再为漆器+最后为青铜

器#贯穿在从中古到下古的整个时代#豆在中古产

生和普及#又是作为饮食的象征符号发挥的#虽然

上古无豆形之器#但&礼记/礼运'讲)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豆所代表的饮食观念却与礼俱生#下

古的殷商西周#虽然豆在食器中的核心作用被鼎

簋取代#但礼重饮食的观念其及在食器上的体现#

依然存在% 从整体看#豆所象征的观念流淌在整

个远古时代% 襎字上部 为豆中盛两玉% 中国

之玉#最早出现在东北#!

2

"万年前的辽宁海城仙

人洞旧石器晚期遗址#发现了用岫玉打成的石片#

到 * $$$ 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和查海文化#玉就

以一种体系性的方式出现#在中古的演进中#先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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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个东部#以红山文化"北$+凌家滩"中$+良渚

文化"南$这代表而大放光芒#后流行于整个早期

中国文化圈#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器物% )礼*字

中的示+篩+豆+玉四大内容#成为远古之礼是极具

代表性事项#但并非礼的全部内容% 比如#非常重

要的丝绸#就不在其中#虽然用古代汉语的虚实原

则#玉中可以隐含)玉帛*之帛"丝绸$#但更应从

中国语言运用的举一反三的特点去解释% 从而#

虽然以礼作为仪式来讲的四项为路径#可以曲径

通幽地进入到远古之礼的整体% 但更好的路径#

是从远古之礼的基本结构进入% 礼虽不完全但首

先体现为仪式% 仪式的四大要项"仪式地点#仪

式之人+仪式器物#仪式过程$在早期中国文化圈

的互动中#使上古之美得到了体系性的展开(东西

南北具有地方特点的仪式#在早期中国文化圈的

互动中#得到了融合与提升#并加强了统一性% 因

此#从礼的角度来看上古美学#主要包含两个方

面#一是远古仪式在从上古到中古到下古的历史

演进中整体的升级% 二是仪式的四大要项在历史

演进中的升级% 然而#寻找远古仪式演进的原貌#

在材料上有巨大缺环% 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及先

秦文献#产生在下古的殷周和春秋战国#乃至之后

的追记#虽然记录了很多古代观念#但加上了殷周

春秋战国乃至之后的观念#需要辨析% 考古材料

可补充和纠正后人文字和文献追述上的不足#但

考古的性质决定其本是在大量缺环中进行了#因

此#从文字+文献+考古中得出一种理论框架#再回

到文字+文献+考古的动态#去充实+纠正+完善理

论框架#方使中国远古之礼得到接近原貌的呈现%

中国东西南北之礼#在起源是多样性的#从理

性化之后的结果去回望#会忽略很多本来存在但

在演进消失了的东西#但还是会透出原点上的核

心东西% 严文明讲##! $$$ 年前全球气候改善的

最初 " $$$年#中国境内居民点进展缓慢#遗址数

量发现很少% * )$$ 年前以降#发展加快#以斐李

岗+磁山+老官台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以后李文化

为代表的海岱地区#以兴隆洼为代表的东方地区#

以彭头山为代表的南山地区#全面开花% 1 )$$年

前全球暖期最盛阶段到来#各地文化更是蓬勃发

展#于 0 $$$ 年前形成了全面互动的早期中国文

化圈!

% 早期中国#各有其礼#&礼记/礼器'说!

)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00经礼三百#曲礼三

千%*&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在文化圈

的互动中#使多样之礼#各有损益#由古邑之礼向

方国之礼再向王国之礼演进#从文字+文献+考古

的结合看#在各种礼的互动竞争中#中杆之)示*

进入核心#同时又展开为一个历史和理论体系#

&说文'的示部#漏出了这一体系的重要方面#比

如#与仪式的具体进行有关的字有!祭+祀+禅+祓+

祠+祈+祷#等等(与仪式对象有关的有!神+癨+社+

稷+祖#等等(与仪式结果相关的词有!福+祥+祉+

禄+祯#等等% 从文献上看#由北西进入中原的羌

姜族群#具有巨大的影响#羌姜族的仪式特点#进

入到统一性的仪式中#把地方性质的仪式#提升和

成为在中国文化圈内具有普遍性的内容% &说

文'中)羊*部的一些字词#透出这一由土方特性

到普遍共性的转变#如美+善+祥+义+仪+羹等% 东

方族群有崇鸟的习俗% 当其具有地方特征的仪式

进入到早期中国文化圈的互动中#同样也把将之

转义和提升为具有普遍共性的内容和形式之中#

&说文'中)隹*部中的一些词汇#透出了这一转变

的进程和提升后的结果#如雅+雍+隽+

&

+

'

+

(

等% 从仪式的整体变化看#远古仪式在上古中古

下古的演进#如表 #所示%

表 #4远古时代仪式四项表

时代
要项

仪式地点 仪式之人 仪式器物 仪式过程

上古 聚落 巫史"众氏$ 古食2古乐 乐重于礼

中古 邑城方国 史巫"五帝$ 彩陶2乐器2玉2帛 礼乐并重

下古
夏商 盟主王国 夏商之王 青铜钟鼎初型2玉2帛

西周 封建王国 西周之王 青铜钟鼎成型2玉2帛
礼重于乐

44表 #对远古之礼在三代的演进#只是大致呈 现#其具体内容#可以从仪式四项的具体演进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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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 远古之礼#集中体现在仪

式上% 反过来#仪式四项的演进#又呈现了礼的总

体性质的演进% 仪式四项中#前三项是局部的#后

一项则是整体的% 下面对仪式四项#分为两部分

讲述#一是局部性的仪式地点+人物+器物#二是包

含地点+人物+器物于其中的仪式过程% 远古之礼

在前三个要点上的演进过程#从点上透出远古之

礼演进的特点#后者从整体上#呈现远古之礼的特

点%

二4远古之礼的地点'人物'器物演进

及美学特点

先讲地点% 远古仪式地点的选择#总在居所

之域% 上古中国#东西南北各类居所#总归为三大

建筑形态!由南方各类巢居而提升为干栏型建筑(

由北方的各类穴居半穴居及地上房屋(由草原游

牧而来的各种庐居而来庐帐形建筑% 在建筑居所

之域#选一圣点#进行仪式% 仪式的圣化#推动着

着地点美与美的提升#当定居农业出现之后#仪式

地点率先在家业地区有了善美的提升#虽然东南

西北的建筑形式不一#居住地都有了提升和分级#

&史记/五帝本纪'分三级!聚+邑+都% &吕氏春

秋/贵因'的三级为!邑+都+国!

% 从聚发展起来

的邑+都+国+邦#在不同文本和语境中词义不同#

这里为统一起见#规定如下!聚与村落约同#为小

型人口与地域之所(邑为中型人口与地域之所(都

与国为大型人口和地域之所% 邑是聚落由简单型

居地向复杂性居地的第一次升级% 都+国是第二

级升级% 邦#是在中型之邑与大型之都和国之后#

讲其管理范围之)面*% 义与作为点的邑+都+国

互补%

上古之世#用韩非的话讲是)人民少而禽兽

众*"&韩非子/五蠹'$#地域为小#居所不大#可

曰)聚*#张守节注&史记'曰!)谓村落也%*

"但聚

又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村落% 文字学上对)聚*

的释义#第一是人口的会集增多"讲数量上的动

态$#第二是对财富分配上的敛取"讲人口中层

级$#第三其字与)圣*通假#众多人口在在观念体

系的指导下形成秩序性的结构#

% 因此#聚#特别

可以用来指上古末期中古初期#族群开始了进入

升级的动态之中% 这一仪式地点的特点#要求仪

式本身有一个提升% 聚向上提升成为邑% 邑#甲

骨文有!

"甲二九八七反$ "甲二三一一$ "邺三下/九三/五$ ""3#)$

"#$1$

罗振玉+商承祚+叶玉森+叶义光等#都把上面

之圆或方形释为土地#下面的释为人口#即土地加

人口而成邑% 吴大贗则把释为
)

"节$

$

#强调了

观念形态% &说文'释)

)

*曰!)瑞信也% 守国者

用玉
)

#守都鄙者用角
)

#使山邦者用虎
)

#土邦

者用人
)

#泽邦者用龙
)

#门关者用符
)

#货贿用

玺
)

#道路用旌
)

% 象相合之形% 凡
)

之属皆从

)

%*讲了不同级别"国+都+邦$+不同地理"山+

土+泽$的聚落和聚落中的不同地点#有不同的

)节*% 陈立柱说!作跽形#不是一般的人口#乃人

呈受命之状% 正如&墨子/明鬼下')古圣王之治

天下也#必先鬼神而后人*#&礼记/祭统' )凡治

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乃仪式

中之人%

% 就神圣性来讲#人与节可以互换% 节

起源于中杆仪式#方与圆#即与中杆仪式中的抽象

空间相关#又与聚落的实际空间相连#可以讲#邑#

不但标志聚的升级#而且内蕴着把东西南北各聚

落在早期中国文化互动圈中的规范化% &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无曰邑%*透出了自中古以来各地的众邑在居住

结构和观念体系上的差异#有的祖庙升级到了与

天神之坛和地之社相同的高位#有的则没有% 当

历史演进到下古周代#形成天子之都+诸侯之国+

大夫采邑的都2国2邑等级时#邑皆有宗庙% 因

此#&左传'反映的盖为在大型聚落的升级中#引

领时潮是有宗庙的都#原来之邑在新旧变革之中#

宗庙仍没有重要地位% 总之#仪式地点的演进#呈

现了中国居住地点#从原始之多样性的穴+巢+庐#

"!#

!

"

#

$

%

&史记/五帝本纪'!)舜00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吕不韦&吕氏春秋/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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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会也% 从
*

取声% 邑落云聚%*段注!)"聚$会也% 公羊传曰% 会犹
+

也00

+

+积也% 积以物言% 聚以人言% 其义通

也% 古亦
,

圣为聚%*&玉篇'!)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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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具有中国文化内容的聚+邑+都的演进% 从美学

来讲#中国的建筑之美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正是从

以仪式地点为核心的聚+邑+都的升级中呈现出

来% 无宗庙的聚和邑#重要仪式在聚落之中的空

地中杆和坛台中杆上举行#乃上古和中古的普遍

现象#有宗庙的邑和都#重要仪式在邑和都中的宗

庙里举行#乃中古晚期和下古的普遍现象% 因此#

从仪式地点的演进#如表 !所示%

仪式中心从聚到邑到都演进#一方面是仪式

中的一步步升级#另方面升级之后又把原来级别

包括在其中#形成三层级的仪式地点结构#升级的

同时#是地域的扩大% 扩大的仪式地点群#是以等

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统一大地域中相互关联的

仪式地点等级结构的形成#正是早期中国文化圈

的形成% 仪式地点的建筑形式#奠定了以后大一

统中国建筑美学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后来 &周

礼/考工记')营国制度*中%

表 !4远古时代仪式中心演进表

时代 居所 仪式中心

上古 聚落 空地之示

中
古

早期 聚落2邑2都 从空地之示到坛台之示

晚期 邑2都 天地之示为主2祖庙牌位为辅

下古 都2国2邑 祖庙体系为主2天地之示为辅

再讲仪式之人% 上古之时#与世界各原始文

化相同#仪式的主持者为巫#析言而论)在男曰

觋#在女曰巫* "&国语/楚语下'$#统言不别#男

女皆曰巫"如&周礼'巫即指男$% 巫的特点#是与

一种超越实证经验的神秘之)术*相关联#后来体

现为占卜祝筮等#中国之巫与世界各原始文化之

巫"V'M-F$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巫同时又是很重

视实证经验的)史*#史也有术#这术是与记录计

算的理性相关% 巫还是乐人#乐则把巫史功能关

联统一起来% 仪式之人#除了巫史乐#还有与两种

功能#工和祝#工讲究技术本身"包括医的技术$%

工偏于巫#走向神秘技术#如飞升+移情+迷狂等#

偏与史#走向实用理性#如祝赞+诗咒+记事等% 祝

要专门列出#因其为语言艺术之源% 刘师培有

&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巫祝*乃巫的祝类型#

)古代初置之官#惟祝与巫00盖古代文词#恒施

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

!

% 祝#甲骨文有!

"甲七四三$ "燕六$七$ "乙二二一四$ "前四/一八/七$

"掇一/二五三$ "福*$

罗振玉+王国维+商承祚+孙海波说#象鬼面之

巫跪跽示或神前% 强运开说#人以口与神互动#郭

沫若说!)祝以辞告%*杨树达支持郭说"

% 祝彰显

语言功能% 因此#中国之巫是巫工史祝乐的统一%

其中巫与史的两极最为重要% 如果说#最初的族

群以)家*为单位% 中国之巫的体现表述是)家为

巫史*"&国语/楚语下'#巫史工祝乐同时又是族

群的首领% 姑以理性化后对远古族群的追述用

语#上古为皇#中古为帝#下古为王% 仪式之人在

上古之世#是巫工史祝乐皇的统一% 在中古之世#

是巫史工祝乐帝的统一#在下古之世#是巫史工乐

祝王的统一% 从上古到中古初期一姓聚落的小型

族群#巫史工祝乐皇六个功能相对统一在首领一

人身上% 皇#金文典型的字形有!

"皇令簋$ "追簋$ "申簋$ "蔡侯残钟$

%

吴大贗+王国维+林义光+高田忠周等#释为日

出而光芒#引申为大+光+天+君+美等% 徐中舒+孙

海波+汪荣福等说#是王之冠冕#郭沫若说#皇字之

冠来自于最初的羽毛头饰#李定国讲#正如郑玄注

&周礼/春官/乐师'说的#皇最初是) * "正与

郭说相合$% 于省吾说#金文之)皇*#来自于甲骨

文 "即 字$#字形演进是!从 到 到 + 等再到

+ 等#

% 综合上述解释可得出!皇最初是 和 #

乃上古头饰羽毛之巫王#在空地中杆的观天仪

式#以日的运行为象征# "在中杆圣地上的合律

之步$是巫王有乐律的动态% 反映的上古和中古

初期的巫"皇$

2舞"乐$

2无"天道$的统一% 东西

南北各族应有各种各样的巫饰#羽饰之 为各类

动物之饰的总括% 对远古之巫在后来追述中#以

从 到皇来表达#体现从个别性到普遍性的观念

演进% 从而#用来之于 的皇来象征远古巫王#最

有典型% 总之#在上古之世#盖为巫史工乐合一之

)皇*% 巫代表通神的神秘性一面#工代表现实技

术方面+史代表理性思考的一面#皇代表管理决策

的一面#乐将四者统一起来% 六者一身而巫"神

秘一极$为主导% 在由中古早期到晚期的由聚到

邑演进中#族群成为多姓之氏#巫史工祝乐皇成为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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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管理团队#虽然首领有所突显出来#但团队乃

一整体#这一整体称为)氏*#如伏羲氏+女娲氏等

等% 中古晚期#形成大型地域族群#皇从巫史工祝

乐管理团队中突显出来#升级为帝% 帝在甲骨文

典型的字有!

"甲七七九$ "铁一五九/三$ "后一/二六/一五$

"后一/二六/五 倒书$ "乙六五三$

吴大贗+王国维+商承祚+高田忠周等#释为花

蒂#蒂为花主#引申为人主% 徐中舒+叶玉森+朱方

圃+明义士等#释为架柴燔火祭天% 杨树达+张桂芳

等#释为作为宇宙之源的上帝!

% 班大为说是天上

作为帝星的北斗的形状"

% 艾兰肯定班大为解释#

但作了一个天上地下互联的内容更为丰富的解

说#

% 考虑到中古晚期东南西北族群的多样和与

早期的历史关联#帝#在来源上#应与原始的花蒂型

的生殖女神相关#但在仪式的改进和思想的提升

中#天上中心的天帝出现了"帝字形的北斗$#与天

相对应的亚的祭祀空间出现了#仪式中巫帝模仿天

体运动后来被总结为)禹步*的 碯型方式出现#帝

正从多方面体现中古晚期五帝时代思想升级后的

巫帝% 以帝代替皇#正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成熟的标

志#天上只有一个天帝#地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时#

正如极星从日月众星中超越出来#成为天帝#地上

的帝也从巫史工祝乐一体中超越出来#成为地域族

群的最高领导% 各地域的新型管理团队中#巫与史

作为一体中的两极#总体来看#达到了一个平衡%

历史演进到下古#各方国中产生了中央王国的夏商

西周#帝演进为王% 王#甲骨文有!

"乙七六七三 反$ "甲二九$八 反$ "甲二四三$ "甲三九四$$

"0!)$

字形甚多#徐中舒列了七形#叶玉森列了九形#

诸家还有多形$

% 各种王字#透出东南西北众族百

国的巫饰多样% 但从历史演进结果讲#最后都统一

到徐中舒+叶玉森+孙海波等所说的最高首领的人

之本形#所谓君也#大也% 如果说#皇主要是动物装

饰出现"如 +美等$#方国之帝以人型为主的天帝

面貌出现"如黄帝四面$#王则是以人形为主的面

貌出现% 从夏到商到西周#完成了中央王朝的冕服

体系% 如果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

/系辞下'$#完成了巫帝衣冠从兽形转人形的基

本结构#那么#从)禹步*)汤偏*

%到西周冕服#完成

了远古以来从巫到王的演进% 远古以来的巫史工

祝乐王#而今变为三个层级#最高之王#辅王的巫史

祝乐#制器技术体系中的百工% 在管理团队的史巫

之中#理性之史为主#神秘之巫为辅% 这从殷商卜

辞中)史*的重要的地位和&周礼'中)史*扩展到各

种职位上可知&

% 综上所述#远古仪式之人的演

进#可列表呈现"见表 "$%

表 "4远古时代仪式之人演进表

时代 仪式之人 装饰 主要功能

上古2中古初期 巫工史乐一体之皇 动物之饰为主 巫史工祝乐一体巫主史辅

中古晚期 统领巫工史乐之帝 人物动物合一 巫史工祝乐一体巫史平衡

下古
夏商

西周

统领巫史王祝乐之王

"工的地位下降$

人物之饰为主

冕服体系

巫史祝乐一体史稍大于巫

巫史祝乐一体史主巫辅

44表 "中呈现了从巫史一体以巫为主以动装饰

为主之)皇*到巫史并重人物动物合一之)帝*到

以巫史一体以史为主的朝廷冕服之)王*#奠定中

国服饰美学的基本原则%

接着讲仪式之器% &礼记/礼运'讲礼的起

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其燔黍捭豚#污尊

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呈出了中国上古之礼的两大要项#饮食和舞乐%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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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大要项的基础上#从上古末期到中古初期#

定居农业出现的成熟#产生了以陶器为主的食器#

出现了以鼓为核心的打击乐#以龠为核心的管乐#

以瑟为核心的弦乐% 同时#在工巫史的观念演进#

产生了玉器#美食+美乐+美玉的互动+展开+升级#

加速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成型% 进入下古#出现

了青铜器#青铜器既是食器又是乐器#前者形成了

以鼎簋为核心的食器体系#后者形成了大型编钟

的乐器体系#玉器#既进入到食器之中#又进入乐

器之中#玉磐进入青铜乐的编列#形成金声玉振的

独特乐感% 以上#从质材上#形成以陶器+玉器+青

铜器+丝绸为主的体系#从类型上#形成了食器+乐

器+服饰+室饰为主的系列#从内容上形成了图案+

乐律+熏香+食味+身饰为主的系列% 这些体系交

织在一起#是以社会的身家国天下的等级结构及

层面展开为核心#而组织起来% 远古的礼器#只有

在这一框架中方露出面貌% 对在这一复杂结构中

的礼器#可见表 6所列%

表 64远古时代礼器结构演进表

时代
器类

食器 乐器 香器 观器 身饰

上古 土竹本 土竹本骨

中古 陶器

下古 青铜
漆器

陶器

青铜
玉磐

木
4

器

岩面 兽皮2羽毛2文缕

陶器 彩陶

青铜 青铜
玉器 漆器 丝绸 珠玉 皮革 葛麻

44在以上的礼器中#虽然很多要项在历史浪涛

翻滚中湮埋泯灭#但有了这一表格#可以看出中国

远古仪式中器物之美的整体风貌% 可以说彩陶以

美学方式#呈现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 如果

说早期中国文化圈以陶器的器形和图案凝结了饮

食的体系化和神圣化进程#那么#以玉器的器形和

图案把心性作了文化性的提升% 玉器初起于东北

的兴隆洼和查海#既而在整个东部辉煌闪亮#在东

北#从兴隆洼和查海到新乐文化+红山文化(在海

岱#到大汶口文化(在东南#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

化#江淮的青莲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长江中游从

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乃至珠江

的石峡文化和台湾的新石器遗址% 继而遍布整个

于早期中国文化圈#杨伯达分为三大版块和五亚

版块!

% 玉器在整个中古的演进#形成了包括坛

庙眆一体在内的各方国的大型祭坛为中心的礼制

体系#又在礼制的演进中形成玉器的器形体系#以

兴隆洼为起源和代表的+在凌家滩成为特色和

代表的璜与琥#以良渚文化为起源和代表的琮+以

山东龙山文化为起源和代表圭璋"

#后来成礼制

的核心结构% 制陶技术的进步出现实用功能更好

灰陶和黑陶#彩陶于是走向衰落#但青铜器于下古

出现#承结着彩陶的器形和图案#并作了与时俱进

的提升#由商到西周#在乐器上青铜编钟崛起#与

继续演进着的玉磐#形成金声玉振的新形乐器体

系(在食器上#青铜鼎簋出现#与漆器一道#形成鼎

簋笾豆的新形饮食礼器% 从美学上讲#仅从彩陶+

玉器+青铜器#大致可以总结出中国远古的审美观

念的基本内容%

三4远古仪式的行礼过程透漏出的远

古美学特点

在从上古到中古到下古的漫长历史中#东西

南北的各种仪式#在互动融合中一次次举行#通过

向着早期中国文化圈的一体化演进#小地之邑+地

域方国+中央王国的仪式#在反复进行+互动+调

适+校正#经由长时段验证#而定型为制度% 中国

之礼最讲究的实践#&说文'释礼曰!)履也*即强

调举行过程对礼的形成的意义% 从上古到中古到

下古#仪式向着三个方面演进#一是仪式过程的统

一#二是仪式层级的扩大#三是仪式目的多样% 在

仪式的分性和分级中#从性质的展开上#&周礼'

总结为五大类!吉+凶+军+宾+嘉#"从理论上看$

基本不错(从层级的展开上#西周定型为四大层#

王+诸侯+大夫+士#确为定型% 由之回缩到简朴的

上古#一个大致结构可以透漏出来% 上古之礼是

在土鼓石磐奏下以舞为主的简单程式#中古是在

0!#

!

"

杨伯达!&中国史前玉文化版块'#&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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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琥的内容#将之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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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瑟笙磐合奏下的乐礼兼重的中等程式#下古是

在大型青铜编钟伴奏下的复杂程式% 在后来定型

的复杂仪式#内蕴着最远古的内容精神% 西周之

礼如果按&周礼'分为上面讲的五类#那么吉礼含

孕了最多的远古整体内容#同时又呈现了远古历

史演进到西周时的分层的复杂性% 在礼的复杂展

开中#按&周礼/大宗伯'呈现了#就是祭祀天神

地示祖鬼的吉礼#也有不同性质#从而有不同的程

式#从其中不同的词汇选用可以见出"如表 )$%

表 )4天地祖祭祀类型名称表

祭祀对象 祭祀类名 祭祀次类名

天

昊天上帝

日月星辰

司中2司命2

魖师2雨师

祀

?祀

实柴

賧

地

社稷2五祀2五岳

山林川泽

四方百物

祭

血祭

?沈

-

辜

祖 先王 享

肆"解牲体$献

"荐血腥$衳"灌郁鬯$

馈食

"春$祠2

"夏$馤2

"秋$尝2

"冬$

表 )中从祭祀天地祖三个不同的祀名#祀+

祭+享#可知进行程式是不同的% 祀+祭+享#总言

不别#析言细分#如贾公彦疏&周礼'曰!)对天言

祀#地言祭#故宗庙言享%*

!进而#祀天祭地享祖#

又有具体类别#从名称就可以知道都有自己的行

进程式% 进入下古#特别是殷商西周#祖祭进行最

多也最重要% 而享的特征#如贾公彦疏&周礼'

曰!)享#献也#谓献馔具于鬼神也%*

"在以连续性

和关联性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在后来定型的最高

级的仪式中#不但内蕴了整个远古仪式的核心内

容#也含孕着当代最初级仪式的内容和精神% 因

此#这节以西周的最高级的宗庙仪式#来看远古之

礼的最后凝结和西周之礼的基本内容% 在春秋战

国秦的动乱之后#西周的宗庙之礼#西周金文简略

"如刘雨整理出西周金文 !$ 种$#&三礼'相关各

篇#甚有细节#但矛盾处有#空白尚多#从汉代郑玄

到清代孙诒让#各大注家#歧见频出% 当代学人#

各有所讲% 不过基本结构大致相同#

% 下面就以

基本结构为主#联系远古整体性质和周礼的基要

精神#作一呈现%

仪式准备% 前期工作有!占卜(整修宗庙(立

尸"扮先王之人#由先王的孙辈中选出#透出上古

传统$(祭器"鼎簋笾豆$+牺牲+粢盛+酒鬯+盛品+

玉帛+车旗+舞乐等礼器用品提前安排妥当(以王

为首的参祭者按时进入斋戒% 行礼当日#先王神

主"牌位$陈列排好(王+后+百官及全体人员着礼

服就位"&左传'昭公九年!)服以旆礼*$(礼器就

位"&左传'成公二年!)器以藏礼*$(礼品就位

"&诗经/楚茨')神嗜饮食*$%

行礼首段是入场!&王夏'乐起#王"及相关助

祭$着礼服经庙门入内#立东序"堂与室之间的

墙$% &齐夏'乐起#王后"及相关助祭$着礼服入

内#立西序% 金"青铜钟
.

#可溯到上古的土鼓$

奏&肆夏'"一阙$#祝迎引尸进庙堂中入座%

行礼二段是降神之献!&肆夏' "二阙$起#王

"在肆师协助下$用圭瓒"专用玉匙器#内蕴通灵

玉气$从尊器中酌取郁鬯 "具有通灵功能的香

酒$

$

#授尸#尸接过后#一分灌于地下"唤出地下

先王之魄$#自啐"小口尝$之"由现实身心转先王

身心$#留一分奠"敬放在$供案上#使灵之气弥漫

整个堂上% 此为一献% &肆夏' "三阙$起#王后

"在内宰协助下$用璋瓒"专用匙器$从尊器酌郁

鬯#授予尸#灌地#自奠酒如王#此为二献% 王与后

献郁鬯时#大师"音乐总管$引瞽视及整个舞

乐团队入庙#瞽堂上#视堂下% 二献毕% 乐转

黄钟宫调#堂上瞽"通灵乐师$在琴瑟伴奏下%

#

以唱周式升歌#继之歌 &九德' "远古的全部象

征$(王率群臣持干戚以周舞"&武宿夜'$为引#继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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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舞&九韶' "远古的全部象征$

!

(堂下视击

磐#笙师奏竽+笙+埙+硁+箫+篪+鋋+管等#按程序

配合歌舞#以诗乐舞召先王的魂灵% 歌舞九遍毕#

意味祖先之灵全部进入尸的肉体之中#神圣气氛

弥漫整个宗庙之中%

行礼三段是朝事腥献!&昭夏'乐响#王"率相

关助祭$去庙门迎牲% 祝把尸领到堂外#太祖尸

坐堂外西侧"西为阴为死为刑$#南向#余尸按昭

穆列左右"便于观赏庭中空地$% 王牵牛入庙#后

面是公卿大夫持玉帛#再后面的封人载舞载蹈"

%

王缚牛于庙庭中石柱#向尸先报告牲)博硕肥裌*

"优质祭品$% 新乐起#王从射人手中取弓射牛

"上古象征$#又按用鸾刀"上古象征$杀牛解牛%

杀死并解体牲牛% "回到狩猎时代$的表演"然后

助祭杀死并解体羊猪$% 解牛结果为二#一是将

血"象征的)肉里美善*$+毛"象征)外色完具*$+

牲首#荐于室内"与先王之魂气对接$#继之还以+

肝+肺#和以郁鬯#荐于室内"与先王之魄对接$%

紧接#王"及助祭$在庭中在把肠间脂和以萧艾燔

燎"契合于魂$#同时#把豚解为七块的腥肉陈于

俎上#与豆盛的凝血"契合于魄$#荐呈于尸(同

时#后"率相关助祭$用有玉装饰的笾器豆器"盛

着与腥脂配套的$野生动植物#荐呈于尸% 这是

一场室内庭中配合着的史诗性的表演#名之曰!荐

腥% 孔颖达疏&礼运'曰!)腥以法上古%*

#荐毕%

王用玉爵向尸献"泛齐$酒#随之#后用瑶爵向尸

献"醴齐$酒% 此为第三和第四献% 总个称为朝

献% 朝者#面堂之庭也%

行礼四段为堂事韚献$

% 朝事之献后#&肆

夏'乐起#祝引尸入堂中入座% 王的助祭将豚解

的七块腥肉进入庖厨烹饪半熟"韚$#盛入礼器由

王之助祭置于堂上供案#后的助祭将半熟的笾豆

"韚$供上#祝将牲体脂肪与调和香蒿黍稷?于香

炉#与韚肉韚豆一样使堂内韚香缭绕#此孔颖疏

&礼运'讲的)韚以法中古%*

%祝用商代流行的

器盛酒放于祭品之南% 新乐起#王以玉酌盎齐

酒献尸#随之#后以瑶酌缇齐酒献尸% 此为第五

献和第六献%

行礼五段为室事熟献% 乐起#王的助祭将 1

块半熟的牲肉进一步体解为 !#块#进入庖厨烹饪

至全熟成美食#放入鼎簋#置于室内供案#为熟荐

之主食#而且#如&礼运'讲宗庙之礼#说还有)犬

豕牛羊#实其簋笾豆
/

羹*% 王后的助祭盛上

与之相配套的全熟的笾豆#进入相配案位% 祝用

尊器盛酒放于祭品之南#构成熟荐整体% 再把配

套香料?于香炉#室内香气缭绕% 形成西周的时

代风气% 乐起#祝引尸入室正座% 祝取礼爵给尸

主#后者将酒大半浇在青茅"使浑酒变纯$上#称

为)缩酒*% 啐口剩酒#余酒奠至几筵% 王以沉齐

特酒#王后以沉齐亚洒#群臣以沉齐酒三类#按太

祖尸至先王尸的次序#先后献酒% 尸与前相同地

进行缩酒呷酒奠酒的流程% 此为第七+八+九献%

献毕% 祝替尸酌取清酒#把王和后等全体的)孝*

用美词告尸% 所谓)祝以孝告*% 尸将酒分别酬

报王+后+宾长#谓之)酢*#并代表神灵向王+后+

群臣赐予祝福#所谓)嘏以慈告*% 九献到此达到

高潮)是谓大祥%*乐起#尸开始享用熟食%

行礼六段为加爵% 尸进食的同时乐起#王率

群臣以周舞为引#奏六代之乐#舞六代之舞% 毕#

新乐起#太子+三公之长一人+六卿之长一人#依次

向尸献酒% 这三献是外增的#谓之)加爵*% 同时

彰显了现世之人以吃好喝好的方式表达出对以故

祖先的深厚情意% 尸又酬答具有代表性太子等三

人#随后酬答群臣众宾% 遍及所有人#谓之)旅

*!#

!

"

#

$

%

&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引周道也%*又)及入舞#王执干戚就舞位#

君为东上#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

郑玄注&周礼/封人'!)君牵牲入时#随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 "李学勤主编&周礼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333#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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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彦疏&周礼'曰!)灌讫#王始迎牲#次腥其俎#乃韚(韚讫#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顺也%*"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北京大

学出版社##333#第 60#页$把腥归于韚#有腥韚一体之意% 孔颖达疏&礼记/礼器'也讲)血与腥同时俱荐00凡荐韚之时#皆在荐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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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无韚荐之献*#一再说应当加上% 其实#注意到荐腥时尸虽在堂#但是堂外#是与)用牲于庭*相连的% 孔颖达疏&礼记/郊特牲'还说

)既奠#谓荐熟时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户内#更从此始也*"第 *!#页$% 这样#荐韚就可以作为一个环节突显出来了% 本文把根据九献中

的"堂下之$庭+堂"上或曰堂内$+室和腥+韚+熟的演进逻辑#把韚荐放在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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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张法!礼!中国之美在远古的基本框架

酬*% 酬毕#&肆夏'乐起#尸离席而出% 清理现

场% 宗庙之礼进入到最后一个也是转新的一个阶

段!王将剩下的祭肉酒食#赐予群臣及所有的人%

开始一种古今结合和宗教与现实的结合% 这就

是,,,行礼七段!食% 宗庙之祭#到成为尾

声#所谓 )夫祭有#祭之末也* "&礼记/祭

统'$% 前面血+腥+韚三荐#尸者不吃% 到熟荐#

尸开始欢乐进食% 尸吃不完"所备之食物量也吃

不完$的#赐与王与后吃% 这时#宗庙之礼的新阶

段开始#)善终者如始#其是矣* ""&礼记/祭

统'$% 王和后所剩的#给四位卿#卿剩的给六位

大夫#大夫剩的给八位士% 士剩下的#)陈于堂

上#百官进#彻之* ""&礼记/祭统'$% 宗庙之礼

变成美食品尝会#同时是等级定位会和秩序的彰

显会% 在观念上#又是一个整体#)尸鬼神之

余*#王君尸之余#臣君王之余#)下上之

余*#)贱贵之余* "&礼记/祭统'$% #承接

加爵而来#是宗庙之祭的结尾% 为了突出与祭不

同的现世主题#西周的宗庙之礼加一新招#在祭礼

完成之后的当日#一说是次日#在宗庙门外之西室

"?$大宴宾客#谓之)绎祭*% &尔雅/释诂'曰!

)绎#陈也*#把作为尾声的美食之转为堂堂正

正的展开%

西周最盛大的宗庙之礼% 从美学上看#透出

了什么样的特点呢1 与美相关的所有最高样式都

展示了出来!音乐#从始至终+而且有最高级的

&王夏'等乐曲% 还有全部乐器进行参与的大合

乐% 舞蹈#在最关键处出来#是最高级别的八佾之

舞#且由王领舞% 戏剧#整个宗庙之礼都像一场大

剧#特别是王的迎牲杀牲#美术#以鼎簋笾豆为首

的整套行礼之器是最精美的美术展示% 文学#迎

神时瞽的升歌#歌词为诗(熟荐七八九献时祝的

向尸和向人讲的美辞#堪称美文% 对于中国之美

来讲#更重要的是!饮食之美和香气之美% 不但有

最高级最全面的饮食之美"六谷之食#六牲之膳#

六清之饮#百有二十品之羞#八物之珍#百有二十

瓮之酱$#而且有最高级最典型的香气之美"有灌

地的圭玉郁鬯之气#有燔燎的踇謞萧艾之气$%

然而#这些美不是独立的#而是政治2宗教2观念

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不但不可与之相分

离#而且是由之所决定#要由之方能进行说明% 正

是有在礼主导下的美与真+善内在一体的由上古

到中古到下古的悠久的美学传统#当先秦诸子创

建理性时代的美学之时#建立是在本质上相同的

非学科型的关联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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