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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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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土地是地球陆地表面部分及其附属物，是人类和所有生灵生存的空间场所，

这神奇的物质却因其过于常见、外表平凡而常被人忽视。但是生命生生不息的精

神却源自于土。土地不仅是人类安身立命之锥，它所代表的生殖力是生命的象征，

在远古先民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其实，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已被抽象出来，其

生生不息的意蕴早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从远古先民对土的

狂热崇拜到儒家“仁”的思想的提出，从以“礼”为形制的对生命的崇敬到内化

于中国人生命之流的生生不息的思想底蕴，无不深刻反映了土生生不息的思想之

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比如，中国古代艺术反映了对生生不息的思想内流的返

朴归真，“气韵生动”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的 高境界与目标，更是中国古典美

学显著的审美尺标之一。艺术中暗含着节奏与律动的音乐感，这就是“韵”，也

即是生命的精神。然而土终究也还是平实之物，中国文化中的现世精神则源自土

的实在性。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所以，对土

的解读是理解中国文化之谜的又一通径。 

以往学术界对于土的研究，多把目光集中在先民对土地（神）的崇拜，并由

此衍生出恋土情结及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等方面，而少有专门探讨关于土与中国

思想文化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所以，本文试图说明文化是热爱生活、敬畏生命

的人们张扬人性精神而进行富有生命力的活动；土生生不息的精神给予我们深刻

且生动的启发，是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通径，中国人的心灵是钟情于土的。中国

丰富多彩的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强调本根性、生动性和实用性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土；生生不息；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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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is some of the earth’s surface part and appurtenance. It’s also the room for 

all beings to living. Because this supernatural is too common to see, people used to 
neglect it. In fact the spirit of living is derived from the soil. In the mind, men can 
not live without soil. Soil is the fecundity symbol and stands highly in the ancient 
people’s mind. Actually, Chinese people abstracted soil from material. Its spirit of 
living had deeply influenced Chinese thinking and the real life. From the worship of 
soil in ancient to the idea of benevdence, from reverence of life with ceremony to 
the spirit of living coming into Chinese thinking ,all shows that the circle of life is 
meaningful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ancient art’s 
spirit, which emphasize life likeness, is the loftiest status in art and is the aesthetic 
standard. The rhythm and musical feeling is life rhythm and spirit. 

Come to the ground, the soil is so common, but the spirit of real world practical 
rationalistic is on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s. In a word, reading 
the soil can comprehend better Chinese culture. 

The study on soil used to be the worship of soil and the externally commoners 
in social life.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about soil and vitality which have meaning to 
Chinese culture. I try to explain why the vitality of soil enlightens u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better. The soil of Chinese loves the soil. The characters of Chinese 
culture are primary、lively and practically. 

 

Key Words:  Soil；the circle of life；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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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前人已经著述颇多。在以往学者对土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

总的说来一般都是围绕着土的生殖功能而展开的民间对土的信仰和土地神的崇拜方面

的研究，而对于土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还局限在“安土重迁”的层面上。对于土的文

化意义及其背后深刻内涵的渊源虽有提及，但少有从土的生生不息来解读中国文化的专

门论述。 

关于土的文化意义的研究，学者们多把目光集中在先民对土地（神）的崇拜，对土

的理解也只是局限于土的化生万物功能，以及中国人自古就有的强烈的土地崇拜意识，

并由此衍生出恋土情结及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在学术界，对“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

方面的研究已是司空见惯，但几乎没有直接以土与中国文化为题的专门论述的著作，探

寻土与中国思想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只言片语散落于文化通论和汉字研究一

类的论著中，重点论述的也大多局限在神话传说中女娲抟土造人、土地原型解析及后世

人们对土地神地崇拜这类问题上。但也有另辟蹊径，从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土的文化意义

成因，如臧克和所作的《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
①
从汉字中“土”字、“地”字的字型和

原初义来分析土的生生不息之意蕴，而朱狄著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

差异》
②
则侧重于探究古人对土地的生殖崇拜的远古信仰等方面。杨利慧在《女娲的神

话与信仰》
③
一文中，从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的角度对土的生殖意义进行探讨和思

考，她将女娲置于中国民族信仰的大背景下，从考察其在信仰中历史的与现时的状况入

手，探讨了女娲及其神话与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 

    同样，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土的生殖意义上，如《土地

原型与恋土情结》
④
的作者肖四新认为神话中女娲用土创造了人，因而远古人对土是极

其崇拜的，而且因为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所以人们有着强烈恋土情结，深入到人的心

灵，则把土视为灵魂的归宿，表现在文学创作上，由此产生的恋土情结是文学作品永恒

的主题。在对土的生殖文化心理探讨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从汉字中体现出先民崇土的

                                                        
① 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版。 
③ 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④ 肖四新：《土地原型与恋土情结》，《咸宁师专学报》199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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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如韩伟所作的《汉字中所蕴涵的崇土文化心理管窥》
①
，该文作者认为先民

的崇土文化心理的成因有三：人类生存对土的依赖、部落首领居山岳而形成的丘岳文化

之遗迹对先民心理的影响、洪水之时先民登高地获救而发展之历史记忆之作用，并进而

说明崇土表现在一些汉字的构造中。但是，很显然，学者对土的抽象意义的挖掘都只停

留在土的生殖功能和通常所理解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而几乎没有对土的生生不息的精神

作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即对土中的生生不息精神之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及心灵上的意义

还是鲜有创见的。 

除了史学研究、民俗学研究外，对于土的研究，学者触角还延伸到了文学和音乐学

的领域。如《从唐人小说看传统文化中的土地崇拜情结》
②
作者赵维江认为，土地崇拜

是民族文化心理中 具活力的原型之一。它对于唐人小说的商贾题材创作，有着深刻的

影响，直接导致了作品对于商贾带有强烈贬抑色彩的描写。这一现象实质上反映了传统

的农本文化在商业大潮中所面临的价值信仰危机。农本文化的价值信仰在这类作品中，

往往借助非现实的志怪形式，来完成其神圣化、宗教化的过程。可见，土的抽象意义其

实也是有学者探讨的，但是论述的方向是土对于农业社会的文化意义，即在土的生殖意

义是农本文化的价值信仰产生的根源，由此，一些古代的小说以之为题材。这也是从一

个方面生动表现了土的生气与活力。《河北易县、涞水两地的后土崇拜与民间乐社》
③
则

是探究后土崇拜的民间信仰习俗与民间音乐事象的关系。他们认为，民间乐社每年定期

举行后土祭祀仪式和仪式音乐，构成了当地后土崇拜的礼乐典范。对这种信仰习俗和音

乐行为的研究，无疑开拓了我们对中国民间后土信仰的视野，同时也启发了我们更深入

地了解中国民间的信仰意识及其仪式音乐等行为的文化成因。所以，对于土、土地的思

想文化探寻其实是可以多角度的。此类的相关文章还有《<西游记>土地神形象的民俗考

察》
④
和《论中国墓葬封土之源流》

⑤
等等。 

其实，土虽是平常之物，但对于人类而言，其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类生

存之本就在于从泥土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物质，以维持生命所需并繁衍后代。所以，人对

于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极深的依赖和崇拜，并视为神物。然而，中国人对于土，却不

                                                        
① 韩伟：《汉字中所蕴涵的崇土文化心理管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期。  
② 赵维江：《从唐人小说看传统文化中的土地崇拜情结》，《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③ 曹本治、薛艺兵：《河北易县、涞水两地的后土崇拜与民间乐社》，《中国音乐学》2000 年第 1 期。 
④ 徐长菊：《<西游记>土地神形象的民俗考察》，《青海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期。 
⑤ 林留根：《论中国墓葬封土之源流》，《东南文化》1996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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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局限在对土的生殖崇拜上。土的本质是生动活泼——生命赖以生存并获得延续的根

本在于土的生殖潜力。人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人正是通过在土地上的劳作，利用其可

使万物生长的特质而生存，人类的繁衍生息也正是体现了生生不息，所以，土是活泼生

动的，它不仅是生命依存的物质必须，同时土的生生不息和人类的繁衍本质上是一致的。

而这生生不息的意蕴之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意义非凡的，对我们理解儒家“仁”的思想、

“礼”的内涵等等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是我们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一个重要通径。所

以，我认为，土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已被抽象出来，其文化内涵早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

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          

所以，本文拟从中国人心灵深处对土的钟情出发，探讨中国文化的本根性、生动性、

实用性特征，从而对中国文化之谜作新的探讨和诠释，力图揭示土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

及对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土与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之谜的新诠释 

4 

第一章  钟情于土的中国心灵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土崇拜 

 

尽管从总的方面说，世界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土地崇拜，但对于中国人而言，

土地似乎有着更加特殊的意味，因为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既深且久，中国人对土地的崇

拜伴随了中国文化的始终。 

泥土是黄色的。确切的说，“黄色”是因土而得其名为黄色。《白虎通义·号篇》云

“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色为五色中 高贵，代表中央，因此，

汉族古代皇帝均尊黄色为正色，皇帝穿的龙袍又称“黄袍”；祭祀时也要穿黄色的衣服

以示隆重、庄严；不仅道教敬黄色，服黄色，而且佛教也认为黄色素雅、绝俗，有超然

物外的情味，故其服装、建筑及其他装饰多用黄色，器皿多“鎏金”(即“涂金”)。汉

族民间贵黄 典型的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甚至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古书中有“三皇五帝”之说，其中“五帝”是指东

方太皋、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和中央黄帝。据说，黄帝在五个天帝中，是管

理四方的中央首领，又因专管土地，而中原的土地是黄色的，故名“黄帝”。这大概源

于人们对黄土地的崇拜。古史称“黄帝”为“以土德为王”。后世之人以此而崇尚黄色，

黄色逐渐变成一种权力和尊贵的象征。 

古人敬仰土地神，来自对土地的崇拜。因为土地生长五谷，滋长万物，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基础，便从崇拜土地到祭土地神，这是古人“亲地”的自然崇拜。为了酬劳那些

对农业生产作出贡献或有功于民的人物，便把他们奉为土地神，加以祀奉。《礼记·祭

法》载，传说在三皇五帝时，共工的儿子句龙长年累月辛勤开垦九洲荒地，种植五谷，

死后被奉为土地神。但早期崇拜的土地神，是抽象化的大地之神，既没有职司，也没建

立神庙。大约到汉代，才有朝廷设的后土祠，作为祭祀土地的场所。汉唐之际，土地神

才由自然之神衍化为人鬼之神。此后，土地神进一步人格化，是民间 为亲近的神，也

是无处不在的神。我国民间土地神的原型是古老的社与社神。社与社神源于原始自然崇

拜，是原始先民对“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土地的敬奉。在古代社会，社是氏族部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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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之地,也是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王权、皇权的象征。社神是氏族部落、奴隶制国家和

封建制国家奉祀的神灵，与稷神合称社稷。社与社神经历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皇权

象征的发展过程。中国很早就有土地崇拜活动。人们认为土地生长万物，是生命之源，

因此封土地为社神。民间传说中的社神管的是一条街，一方土，地位虽不高，却是“县

官不如现管”，人人敬畏。 

曾以“造人”、“补天”而被尊崇为女神的女娲是中国的远古神话里，也是中国历史

上一个重要的人物。《说文解字》中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化生万物者，

非大地莫属也。”《山海经》郭璞注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意为“大地女神”。《太

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

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中国的创世神话中关于人的诞生的记载与希伯

来民族的创世神话基本相似。埃及神话认为人是赫诺姆神塑土创造的，巴比伦神话也认

为人是主神马尔都克用地上的粘土和神血创造的。神话当然不是历史，但它也并非随意

创造的，而是古代人认识事物的特殊方式。正如维柯所说：“原始人没有推理能力，却

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
①
女娲抟土造人是人们想像力的必然汇合之处。

大洪水中鲧曾窃天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而这“息壤”乃一种能自己生长的土壤，一

种土地的神化形态。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确乎相信土地自身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且力

量惊人。而必须基于特定的原型，这些生动的想象力才能生发出来。“原型即人类种族

记忆显现形式的原始意向。”荣格心理分析学的重要学说之一就是他认为作为历史进程

中反复出现的形象的原始意向或原型都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中，它并不是通过个体有意识

的追忆而从其祖先那里获取，也不必经过先人的传授，而是通过人类心理经验的遗传先

天性地获取，它往往集中地显现在原始的神话、宗教、仪式或不可理喻的梦中。
②
土地，

就是这样一个原型，它渗入人们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之中，牢牢地扎下了它的根，成

为了一种归宿的象征。所以，我们发现远在远古时期的中国，土地作为一种原型常见于

远古的神话和仪式之中。可见在中国人心灵的深处，土是那么的神圣那么的高贵，带给

人生的希望，是生命存续的根基。 

从中国人对土地的崇拜中，可以看到，土地在钟情于它的中国人心目中，已经被神

                                                        
① [意大利]维柯(Vico,G.)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62 页。 
② [瑞士]荣格(Jung,C.G)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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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化、人格化了。我们可以看到，土已经作为中国人心灵深处不可或缺但又已经抽象化

了的心灵的依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土地不仅是生命的依存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不仅是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归宿也是感情的依托。没有了土地，人的精神就陷入了无家

可归的困境。中国悠远动人的历史传说也将黯然失色。 

 

第二节  内在于中国人生命中的土情结 

  

中国人对泥土的感情是超越时代的。从远古洪荒时代中走来的中国人，即便是到了

现代，依然还是对脚下这方泥土由衷的热爱。 

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土地”不仅是 近于人性的神
①
，也是中国人心中神奇

的物质。在费孝通著的《乡土中国》里记载这样的事情：“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

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

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②
秦

牧的《土地》一文足以证明这不是个别的现象。他在《土地》中写道：“离乡别井的人

们，都习惯在远行之前，从井里取出一撮泥土，珍重地包藏在身边。他们把这撮泥土叫

做‘乡井土’。”这真是神奇而富有人情味的泥土！ 

接近泥土就意味着接近自然，也就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康健，对此，林语堂的如

下表述可谓情真意切：“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

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

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③
”。

郑板桥曾给其胞弟的家书中也有这么一段，说的是他若有“五千钱”就买地盖房子。在

板桥的心目中这是个怎么样的房子呢？“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

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以土筑墙，看似古代技术条件下非此不可的选择，但是

确实是文人亲近自然的心理选择的结果。亲近泥土其实也是人们很现实的想法：曾国藩

                                                        
① 它的性别有男性也有女性，完全和人世一样。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

的泥土。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三联书店，1985 年 6 月版。 
③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自序》，华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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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他的儿子侄儿“种菜，养猪，给农田施肥。”在曾国藩看来，无论仕途如何，后代

都应保持不忘 原始的生存方式，即从土中靠劳作取食。这是对农业生产的不绝弃的具

体表现，也是在他看来家族得以持续生存、繁荣的保证。所以，人们心里对土的依赖或

者说依恋是不分阶级的。 

中国文人更是安于与土为朋的幸福生活。明人陈继儒在其所作的《清平乐·闲居书

付儿辈》一词中即云： 

 

有儿事足， 

一把茅遮屋。 

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 

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 

种竹，浇花，酿酒； 

世家闭户先生。 

 

多么悠然自得的农家乐式的理想生活。事事与生产相关，自给自足。在中国，生产

的东西一旦满足了生活的需要就不屑与外面的世界产生联系。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

是土地可以满足人的生存所需，中国人因此而自足常乐。 

土，除了给人以生命可依的安慰之外，还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园的深刻情感。艾青在

《我爱这土地》中这样深情的吟唱：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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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写这诗时，是一九三七年的深冬。这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北京、天津等

地旋即陷敌。中国的大地是悲哀的，诗人把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对国难的担忧都寄于土

里，此时的土，象征着九州大地，象征着诗人生长的家园，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能像

土这样能承载这么厚重的感情呢？ 

人们对于土地持有的神圣情结是集体性的，反过来，土地之于眷恋着它的人们也是

有多角色下的统一——土地既可以代表国家的根基，也可是每个人的心灵永久的归宿，

即故乡之土。当人们走出故乡，到外面的世界去求索去闯荡，总是对故土有深深的依恋。

回到生养他的故土之时，总有一种温馨的飞鸟入林、游鱼归渊的快乐。 

中国人对于土的这份情感到底会意味什么呢？它对中国文化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呢？下面将就此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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