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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戋谈 的关系
文／栾黎荔

在距今几千年的楚国，她神秘的文化 国人崇拜凤，把它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尊!．章。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

魅力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今天，人们越来‘爱有加便是必然的事了。 l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

越明显地感觉到文化的深远意义和重要地：i 楚国人信仰凤，不仅因为它是神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i

位。小到吃穿用行，大到城市国家，处处‘!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所以在．，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

都流淌着各式各样的文化。中国历来是不t楚国，凤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每一个角-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

缺文化的民族，因为她有着深厚的和多元：：落中，影响着各个领域。这种尊凤的遗风：：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的历史背景，而文化就蕴涵在这些久远的：在楚国的文物中不胜枚举，就连楚国人衣：然而在精深的文学里处处渗透着凤文化的：

历史中，所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永远吸：+服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题。此外，还{+影子。如<(Ltl海经·南山经3》中说丹穴之：

引着全球人的目光。历史造就了我国不朽：：有玉器艺术“凤鸟双连环”、漆器艺术“虎；{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日‘

的文明，在众多文化宝库中，楚文化是其。：座鸟架鼓”，刺绣艺术“凤龙虎绣罗禅衣”i‘凤凰⋯⋯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尔

中之一，而楚文化中的凤文化更是最耀眼：i等，凤纹彩绘在楚国可谓千姿百态，无奇：；雅·释鸟》郭璞注：“凤，瑞应鸟。”《说文》．|

的一颗明珠。 i；不有。由此可见，“楚是尊凤的民族”，凤；!“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凤凰!

图腾，是原始社会的一种最早的宗教!是楚国人的图腾，凤文化的来源在楚国。l：是楚国吉祥之鸟，对它的崇拜从文字上已!

习俗信仰。人们把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古’：一．巧夺天工的漆器与凤文化 l；经得到论证。不仅如此，还有春秋时期最-

老、最奇特的文化现象称为图腾文化。对：{ 楚国人生活在一个漆的王国中，生离i!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博学多才的他是楚．

楚国的图腾来说，那就是“凤”。在很多人；+不开漆，死也离不开漆。他们使用的日常 国人的骄傲，楚血统的屈原在《离骚》中；

的印象中，古时的龙是天子的象征，是男‘生活的实用器具和娱乐用品都是漆品，死·。写到神游天国部分时，第一句就是：“吾令l

性的代表；而凤则是皇后的象征，代表女：：后丧葬用品也多用漆品。凤是楚国人的图一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

性。而在楚国时期，“凤”没有性别象征，l：腾，是民族的象征，它代表吉祥幸福的美．：兮，帅云霓而来御。”据肖兵同志考证，全．

而是神灵的代言，心灵寄托的吉祥物，所：．好含义，所以，许多的楚漆器的造型和纹i．世界都十分流行的凤凰涅檗的故事，最早’

以，就不难理解楚国的凤造型为何都体型：：饰是以凤鸟为主题。比如“虎座鸟架鼓”，i；就出自屈原的《天问》。先秦典籍中，多有

健硕。楚国时期，凤被视为神鸟，是鸟中l{这件精美绝伦的漆器艺术品长130cm，高!：楚人将凤比作杰出人物的记载，如(《论语·l

之王。雄的叫“凤”，雌的称“凰”。《说文》：1 50cm，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乐器种 微子》中，楚狂人接舆就对孔子作歌云：}

记载：“凤，神鸟也，天老日：凤之象也，{类。这件艺术品的造型是楚国凤文化最典j!“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

鸿前，鳞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型的代表作之一，整件作品的下端是两只；；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

文、鱼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战国t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而踞的卧虎为}}而!”《庄子·人间世》中，也有类似的记；

时楚人歇冠子的《歇冠子》也说：“凤，鹑：：底座，而虎背上各站立着一只长腿昂首引‘}录。这些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想都印证了凤!

火之禽，太阳之精也。”描绘出了“凤”的；吭高歌的鸣凤，在背向而立的鸣凤中间，l}文化早已融入楚国的精神境界里。

基本特征：鸟类。高大，五彩金，能歌善i{一面大鼓用红绳带悬于凤冠之上。漆器通：；三．恢诡谲怪的美术与凤文化

舞，吉祥安宁被奉为氏族图腾。从这里的；{体髹黑漆为地，以红、黄、金、蓝等色绘{j 楚人崇凤心理也得到考古资料的证；

记载，我们发现，“凤”也是“火”的一种；i出虎斑纹和凤的羽毛。全器造型逼真，彩{!明。如1949年2月在长沙陈家大山发掘到t

隐射，而“火”是由太阳崇拜而来，我们i：绘绚丽辉煌，既是鼓乐，也是艺术佳作。i l的龙凤帛画，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非衣帛画：

可以推测，楚国人崇拜“凤”，对“凤”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是凤与虎的组合，i；等，都是著名的发现。尤其是马王堆帛画，j

尊崇，来自干先民们对“太阳”、对。火”；j但是在各自形象中，凤高大挺拔，气字轩{i在天堂正中人面蛇身主神周围，就有几只；

的敬仰和崇拜。 ；：昂，傲视苍穹，而卧虎却矮小瑟缩，趴伏i i大鸟环绕。而画面中部天堂入I：l处，也有；

楚国人尊凤是由远祖拜日、尊凤的原；}于地。这也印证了楚国人崇拜凤的文化特；；一只鹰嘴人面怪鸟和两只长尾凤鸟。这与l

始信仰衍化而来的。据考古记载，迄今已‘：征，他们向往安详的意识和征服猛兽、不；：屈原诗中描写凤的意境十分相似。至今，i

有七千多年的历史。祝融是楚国传说中的}!畏强暴的精神境界。这件雄劲的精品不仅：：崇凤心理在民间审美情趣中还占有重要地：

祖先，也是神仙中的火神兼雷神。汉代《白；}向世人展示了楚国漆器工艺技术的高超，}i位。这里介绍一幅著名的《人物龙凤帛；

虎通》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Ⅸ卞l{而且也让人们看到楚国人的聪明才智，以；：画》，它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帛画。{

鸦·绛鸟》注日：“凤凰属也”。可见，祝；j及极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作品的精美绝．《人物龙凤帛画》长31cm，宽22．5cm。画i

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i：伦让我们惊叹它的历史价值无可估量。 ；{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i

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二．义理精深的文学与凤文化 i{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

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 在中国先秦文学史上，楚国文学占居{i画有一凤，作飞翔状l凤对面画有一龙，；

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i半壁江山。((诗经》中的((周南》、Ⅸ召南》；i作腾升状。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上的凤非l

“龙凤呈祥”文化渊源的滥觞。从图腾崇拜}{二风，诸子散文中的老、庄二子以及屈、l i常巨大，而龙与凤比起来显得较为瘦弱，i

中我们不难发现，凤是楚国人的祖先，楚l l宋二家辞赋共同构成楚国文学辉煌的篇i l明显体现了当时的崇凤心态。这幅帛画，i

孥～理～心～与一化一文～凤糕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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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

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

例准确、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

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这种个性化奇

特的风格形式对后世的绘画研究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四．心理分析与楚国凤文化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来看，楚国的

凤文化对楚国人精神层面的影响是深远

的。心理分析理论就是运用心理分析来研

究艺术的起源、本质、动机、情绪以及艺

术形象的一种心理学艺术理论。从心理分

析的理论观点来看，艺术也是人的本能欲

望的升华，快乐原则仍然是支配艺术的力

量和机制。这就是心理分析塑造的人的形

象和艺术形象。从心理分析上讲，凤文化

影响楚国人的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代

表华夏符号的图腾是龙，而代表楚国文化

的是凤文化。楚国人表达自我意识方面是

非常强烈的，在凤文化里可以得到很好的

论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霸气十足的凤形象。漆器艺术品

“虎座鸟架鼓”的形态特征很好地表达了

楚国人潜意识强烈的思想情感。“虎座鸟

架鼓”的凤，气宇轩昂，傲视苍穹，这正

是心理分析里宣泄和升华的象征，表达楚

国人傲视一切的本我主义风格色彩。但是

这种霸气从何而起，为何凤的造型都是头

高高昂起，身型巨大，而猛兽则被踩在脚

下。原来楚国当时是春秋之霸，其国土之

强盛不容忽视。因此楚民族的自豪感和民

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那么在凤崇拜的图腾

形象上就会有一种霸气十足的感觉让人震

慑，这也正是楚国人心理分析潜意识存在

的最好证明。

2．极色对比的凤色彩。楚国的民族风

俗独树一帜。有一点就是楚国人非常喜欢

赤色，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常用的代

表富贵的色彩永远都是赤色的。当然凤的

色彩也都是以赤色装饰。各地楚墓出士的

大多是黑底朱彩漆器，这就是最好的例

证。从运用色彩的技巧上可以推断出，楚

国人内心的优越性让他们在表达情感的时

候喜欢强烈的色彩搭配，红色与黑色，在

装饰性上是强对比色彩，浓重而热烈，正

代表楚国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和追求高度，

进一步证明楚国人的灵魂里永远有着不屈

强势的性格特点，在心理学的分析中，这

种色彩也重复强调着民族激情的前意识与

自我意识。所以在凤鸟崇拜的同时，色彩

红与黑的对比更加强了这种霸权意识，突

出了个性鲜明的性格特点，表达楚国人重

3．抽象怪诞的凤造型。对于楚国凤的

造型，是不同于后期的缥缈婀娜的艺术造

型，全部都是以高昂的头，鹿角的翅膀，短

尾，立于老虎之上。这种造型其实也是为

了迎合当时楚国人的一种潜意识，在他们

的内心世界里，凤是神的象征，可以帮助

人起死回生，是除魔驱邪的化身。所以，这

种造型特点是符合当时民风非常注重巫术

的时代。抽象怪诞的凤造型也突显出楚国

人独树一帜的性格特点，个人意识强的心

理需求。

五．人本主义心理学与楚国凤文化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

美国兴起的一个心理学理论。该理论主张

心理学应关心人的潜能、价值与尊严，应

研究对人类进步富有意义的问题，反对弗

洛伊德心理学的生物还原论和行为主义心

理学的机械决定论，因此被称为心理学的

第三种力量或第三思潮。

楚文化的文学艺术是人本主义心理学

中提到的有关思想感情方面的一种表现形

式，通过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可以表达出楚

国人内心的思想情绪，而在这些情感里，

同样隐藏着凤文化的博大思想内涵。比如

前面所提到的《山海经·南山经》、《说文》、

《离骚》、((论语·微子》等名作中都提到过

凤文化。从文字里可以透射出人们的一种

崇凤的情怀，它代表当时楚国的民风和传

统，也体现出那时的一种审美和艺术修

养，这些文化对后世思考与研究起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凡是有机体都

有一种内在倾向，以有助于增强和维持机

体的方式发展自身的潜能。人与一般有机

体的不同在于，人的机体除一般生物潜能

外，还有人所特有的心理潜能。心理潜能

也是人体的遗传构成，也有求得发展的内

在倾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是自

我实现论，这就是指人有一种尽其所能的

内在倾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凤文化的背

后，不仅只是图腾符号这么简单，最重要

的是精神层面对人的影响。比如爱国诗人

屈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逸世奇才庄

周等。就拿屈原的例子来说明人本心理

学，屈原是一个典型的个人意识比较强的

楚国人，在凤文化情结的影响之下，抛弃

自己的生命来证明宁死不屈的灵魂。而后

人把他恭为神的化身、民族魂的象征来供

奉和敬仰，他的精神文化价值已经大大超

出他个人的形象。由此看来，屈原的精神

化身为另一种更高的艺术形象，我们把人

本主义塑造的人的新形象称为第三种人的

艺术理论|}2008·03II美术大观

的追求，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这

些思想的根源来自于凤文化的影响。因为

在古人看来，高大不屈的精神象征物是

：“凤”，所以凤辉煌的形象已经和楚国精神

；一脉相承，透过凤文化的底蕴，“惟楚有

；才”才能显得更加有文化内涵。

楚国人信仰神灵，他们是相信天地万

物皆有神存在泛神论者，因而神灵也成为

他们造型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为了具体

地表达楚国人内心世界的强音，楚国的先

民们选择了凤，这个动物长着翅膀，灵动

’而高亢，在先民们来看，它代表自然生命

的一个强烈的符号，所以凤神的形象其实

是楚国人对自然生灵的另一种方式的表

现。而这种神的形象是来自于自然界真实

生命构成部分的重新组合。凤是楚艺术的

母体，“凤”的精神深植于楚文化的各种领

域当中，是楚国文化来源的根本。

精神是心灵或灵魂的升华，是意识和

自我意识的产物，是超越和超我的结晶和

‘内容。楚国凤的精神高亢华美，而这种精

．神内涵会影响到楚国人的科学、文化，艺

!术，政治、教育和宗教等社会活动，从而

．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创造、智慧、悟性、

情操、意志、人格、信念和理想。这种霸

!气十足、气宇轩昂的精神内容全部深埋在

≯凤”的形象中，而这种精神也会影响到我

们整个民族。

楚国凤文化传达的是积极进取、革新

鼎故和至死不屈的精神境界。今天的我们

更加应该了解这段辉煌的历史，将这些不

‘朽的文化宣传与继承下去。因为如果没有

i文化精神作支撑，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好的传统，，我们也很难成为高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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