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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物致知”：美学再出发

美学是感觉学。感觉的主体是特定文化中的

人，感觉的对象则是特定文化筛选出的物或人。

本土儒家认识论的话语“格物致知”说，彰显出人

与物之间的互动实践经验对认知的重要意义。这

应该是一种基于我国先民特有的感知经验的体认

过程，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纯抽象的理念思维传

统。然而，西方美学作为哲学的附属学科，也伴随

西学东渐的大趋势而强势输入中国。经过100多
年的学院派经营，却基本上走向感觉学的反面，变

成空降而来的形而上观念无休止大争辩的跑马

场。诸如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统

一的一类理论命题，此起彼伏，不绝如缕，构成过

眼云烟一般的虚假学术繁荣。在当今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呼声下，或许能有条件让研究

者们重新回到中国古人的感觉世界，以“现象还

原”的体认方式为基础，去重新讨论华夏美学的发

生问题。在这方面，尤其是需要努力聚焦到古人

是用怎样的一种本土话语来表达和言说审美意识

相关问题的，并从理论上阐释为什么是这样。

恢复格物致知传统，首先需要聚焦本土传统

核心价值所在，从而确认：是何种特殊的“物”被华

夏先民从万事万物中筛选出来，推崇为首屈一指

的神圣对象，并由此驱动社会统治者的观念和行

为的。按照改革开放以来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

学的文化大传统理论和万年中国观，要恢复华夏

本土美学史建构之起点，需要当今的研究者能够

与时俱进，先熟悉中华上五千年的感知聚焦，通过

“物证优先”的四重证据法操作原则之引领，重新

筛选出足以开启先民审美感知的对象物群体，然

后方可进入对审美主体感知特色经验及其在下五

千年的文字叙说和传承的梳理工作。

温润如玉：中国美学原点与“润”的观念起源

叶舒宪

【摘 要】对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而言，玉文化研究相较其他物质文化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

优势，这也是当下新文科拓展知识创新点之所在。中国美学学术重建应回归本土视角和本土话语，根据

考古新资料重建万年中国观的深度历史大视野和知识更新格局，锁定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原型物质

——美玉，通过上五千年的鉴玉经验积淀过程分析，诠释下五千年“君子温润如玉”人格理想及其审美实

践底蕴。万年玉文化传承在审美聚焦方面的两个本土核心问题是：温润如玉的价值判断究竟从何而来？

为什么后代儒家的人格理想表达，要借助于玉的温润之美作为元隐喻？前一问的答案，将是解说后一问

的认识前提。这样的连锁解答思路需要诉诸上五千年的先民审美感知世界。通过聚焦古人鉴玉的核心

审美标准——华夏独有的美学关键词“润”的观念起源问题，可以发现，“温润”是古人通过佩玉和盘玉的

把玩实践检验后提炼出来的美学理想和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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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不从华夏先民万年延续下来的感

觉对象出发的思想史和美学史建构，如今已经大

量问世，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也堪称如雨后春

笋，层出不穷。脱离本土的话语实际，一味套用或

挪用西式的抽象概念来书写中国美学传统，曾经

成为学界的一时风气，这就难免陷入张冠李戴和

缘木求鱼的尴尬境地。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强势

文化助推西学东渐之风迅猛席卷我们的教育，从

而压倒和淹没了本土文化的审美感知方式，万年

延续的传统审美方式眼下正遭遇危机。像“玉为

石之美者”的判断、“君子温润如玉”的华夏人格理

想、“千种玛瑙万种玉”的说法及相关的辨识和体

认知识，在我们的从小学至大学的全套16年制教

育课程中，不见踪影。倒是本土话语传统中并没

有的西化的各种抽象概念，充斥着我们的文科教

科书。面对“最有教养的皇帝”清乾隆帝亲笔写下

的 800首题玉诗，当今的大部分知识人几乎没有

什么认知，更不用说如何去理解《玉篇》《玉台新

咏》《玉烛宝典》等古代典籍以玉为名的流行文化

现象了。显然，对本土话语的遗忘和出发点的误

认，带偏了整个思想史和美学史的研究路径。基

于对中国美学和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反思，可提炼

出文化自觉时代的学术重建方略：回归本土视角

和本土话语，根据考古新资料重建万年中国观的

深度历史大视野和知识更新格局，锁定华夏文明

核心价值观的原型物质——美玉，通过上五千年

的鉴玉经验积淀过程分析，诠释下五千年“君子温

润如玉”人格理想及其审美实践底蕴。

二、“格物”启发深度认知：万年中国观

哲学思考是形而上的，本土思想家早在先秦

时代就已经成功提炼出一个形而上概念，称之为

“道”，并且明确告诉后人道是不可道的，即无法说

清楚的。那又该怎么办呢？在思想史上后来者的

应对方略是：既然形而上的道看不见摸不着也说

不清，那就干脆转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对象，

即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做这个认知转向时

还要特别提示：在我国的思维传统中，形而下的器

不仅可以载道，还可以专门体现道的全部奥妙。

放眼一部物质文化史，从史前期的陶器、木器、骨

器、丝织品，到文明国家的铜器、金器、瓷器等，皆

为器；唯有一种器在华夏传统中能够独超众器，脱

颖而出，成为汉字第一部字典书《说文解字》中最

重要的部首字，即第六部首“玉(王)”。玉，和同样

重要的第三部首“示”字，恰好构成某种神圣性的

对应格局，二者共同代表祭祀礼仪中通神通天的

神圣中介物。这样，我国先民就有效地实现了通

过形而下的玉器来体现形而上玄思的特有感知方

式的建构，让绝大多数读书人不用朝向形而上的

思辨方向发展自己的认知，而是因袭史前先民格

物致知和格物通神的悠远心智传统。惟其如此，

华夏文明在建构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都习惯于

诉诸美玉这样的中介性圣物。比如说，要形容宇

宙之奇幻瑰丽，会说“玉宇琼楼”；形容宇宙开辟后

的壮阔天地，会说“天地玄黄”；讲到人格的理想则

会说“君子如玉”；表达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则有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达不同族群不同民族间

友好相处之道，则要说“化干戈为玉帛”；诸如此

类，不一而足。在中国人看来，宇宙万物中没有任

何一种其他的物质能够像美玉这样至高无上和完

美无缺。“白璧无瑕”这样的比喻，就是彰显中国式

审美最高境界的常用成语。

从中西文明的对照视角看，西方崇拜黄金和

中国崇拜玉石，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特色。马克

思用“拜金主义”来概括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观，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可惜的是，马克思

的话语并没有启发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回

归到本土传统所熟悉的古汉语措辞中去，并由此

概括和提炼出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一直要等

到 90岁高龄的人类学大师费孝通先生出面倡导

“玉魂国魄”，才终于给我们的学界带来文化自觉

的刺激和灵感。①即便如此，我们的美学界对费孝

通先生的重要提示还是不够敏感和积极，能在学

··49



美 学 2024.1
AESTHETICS

术上做出回应者更是寥寥。文学人类学派自1996
年创建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发展到21世纪的最初

十年，曾努力动员一批学人转向“风景这边独好”

的中国玉学玉文化研究领域，并且组织学科交叉

互补的科研团队，先后完成三大国家项目，简称为

“玉成中国三部曲”，即以《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

研究》(2015)、《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2019)和
《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2020)三部专著

为代表的多套丛书。围绕此三大项目，研究团队

先后出版的相关著作和译著的数量，已超过百

部。②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中国文化理论体系，以

三联书店 2019年推出的学术专刊《神话中国》和

商务印书馆、中信出版集团在2021和2023年分别

推出的理论专刊《文化文本》第 1辑和第 2辑为标

志。如今再回过头来重新耕耘思想史和美学史的

课题，当然会产生别开生面的学术拓展意识和具

体的可操作方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先回到本土

传统的认识论原则：格物致知。即先从各种各样

的审美对象中锁定中国文化所独享的至高无上的

核心价值对象物：玉。然后再坚持“从本土的观点

看”之立场，弄清古代国人是如何崇拜、鉴赏、评判

和体验国宝——玉石和玉器的。即便是陶瓷史专

家也非常清楚，古人烧造瓷器的一大终极审美标

准，延续至今都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追求“温润如

玉”的境界效果。③

根据最近的考古新发现，玉文化在中国境内

的发端已经超过万年。在距今 9000至 8000年间

率先形成一个北方玉文化传播和兴盛的高峰期，

以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和内蒙古赤峰地区兴

隆洼遗址出土的规模性玉礼器生产为标志。④随

后的玉文化拓展空间自北南下，遍布我国东部和

南部地区，然后西进中原地区，并西进陇山抵达甘

肃青海，一直拓展到河西走廊。⑤这个玉文化传播

的多米诺过程的展开，大致经历了 6000年之久，

即从10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时间段。这都是在

文明和文字起源以前的史前期就已经完成的，也

是在后世的文献记载中不存在的，从孔子、孟子到

司马迁、班固这些华夏早期知识界领袖人物对此

过程并不了解。

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最后几年的考古报告，

为我们呈现出这样一种波澜壮阔的万年文化观。

在 10000年前，国家和文明还没有诞生，但一个

5000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的基本文化基因已经

萌生了，那就是农业文明赖以存续的农作物：北方

的小米和南方的大米都是在万年前驯化的，而精

神方面的玉石神话信仰也同时发轫启航。由此，

中国思想的深度研究视角已然出现：为什么是上

五千年先奠基搭台，到下五千年再登场表演。这

样的发问方式，过去的知识人根本无从问起，如今

已经有足够的新资料等待学者去发掘和认知。本

文在此权且当作某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尝试解答

万年玉文化传承在审美聚焦方面的两个本土核心

问题：温润如玉的价值判断究竟从何而来？为什

么后代儒家的人格理想表达，要借助于玉的温润

之美作为元隐喻？前一问的答案，将是解说后一

问的认识前提。这样的连锁解答思路自然需要诉

诸上五千年的先民审美感知世界。

对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而言，玉文化研

究相较其他物质文化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也是当下新文科拓展知识创新点之所在。考古

发现的新材料层出不穷的局面，足以让研究者应

接不暇。几乎每一年，甚至每个月都会有新的考

古实物出现，不断刷新着已有的认知和格局，确确

实实是在与时俱进。例如，在2017年以前的学界

认定，中国玉文化以兴隆洼文化为首，距今 8000
年。2014年新问世的皇皇巨著12卷本《中国玉器

通史》，即以兴隆洼文化玉器作为中国玉文化开

端。⑥而在仅仅三年后的 2017年，有关黑龙江饶

河县小南山遗址玉器群发掘情况的披露，一下就

将 8000年玉文化提前到了距今 9000年之际⑦；又

在仅仅时隔一年后，吉林白城双塔遗址玉环的发

现，再度将这个中国玉文化初始的记录打破，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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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距今 10000年。不仅如此，这两个史前遗址的

玉器发现，终于将贝加尔湖地区 20000年以上的

玉文化传承，与我国东北三省加内蒙古东部的早

期玉文化繁荣地区，联结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传

播带⑧，大大拓宽了我们认识史前中国形成过程的

时空大背景，如此的长时段俯瞰效果，堪称“登泰

山而小鲁”。

俗话说饮水思源，源远流长。玉文化从东北

亚洲的 20000年传承，到我国境内的 10000年传

承，一旦恢复其原初的传播路径与相互联系，那就

是几乎覆盖我国新石器时代全程的、一直没有中

断的万年文化脉络，其始终如一并且一线贯穿，最

终延伸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与王权建构，总算真

正理清其源流。一幅描绘中华礼制文明起源的万

年全景图，正在日益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出来。

由于先民的感知认定玉为石之美者，所以玉

文化的发生就在理论上可归属于审美活动的研究

范畴。玉石之美首先是诉诸视觉感官的颜色美，

我们从早期用玉的色彩特征中，便得以窥测本土

传统之审美风尚的形成轨迹，其年代之早，大大超

出读书人的书本知识范围。⑨上五千年的玉文化

发展，在距今8000年之际的内蒙古赤峰地区兴隆

洼文化达到一个繁荣高峰。之所以推荐阅读彩

图版《玉器起源探索》，就因为其精美逼真的玉器

照片，泾渭分明地呈现出当时用玉的二元色调特

征——墨绿与青黄。对照之下，就会明白这种玄

黄二元色的用玉传统一直延续到随后的红山文化

玉器时代，成为华夏神话宇宙观“天地玄黄”编码

的史前原型。直到商周之际大量新疆和田优质白

玉输入中原以后，才终于导致玄黄为主的用玉传

统向白玉独尊的新传统转变。笔者将玉文化史上

的这次转折称为玉石神话信仰的一场“新教革

命”⑩。在此之后的白玉崇拜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并奠定了今日收藏品市场上最高价值物的文化

基础。

青铜器之美、瓷器之美、木器之美、紫砂之美、

书画之美、建筑之美，等等，所有这些都只能算作

“孙辈”或“重孙辈”的后代审美对象，唯有玉之美，

足足有 10000年之久的时间呈现，并且其间并未

曾有过中断，属于自始至终还延续在我们身边的

活着的传统，并且涉及当代的珠宝玉器产业和庞

大的市场销售行业，也涉及方兴未艾的文博界和

收藏界，影响无数爱玉赏玉之人。如此看，玉文化

有理由成为中国美学未来最具有世界推广意义的

一大特色专项。近年来的海外拍卖古玉屡创成交

纪录，在此影响下，经历“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

后的国人似乎一夜醒来，重新珍视自己国家的万

年国宝传承，一个重新领教和全面梳理玉文化的

学习浪潮正在来临。伴随这样的国史知识更新

过程而来的，是学术研究的一次重大机遇：创建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认知新模式——全面揭

示“上五千年的玉礼器故事”，如何能够成为下五

千年中国故事的总原型以及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

之原型的道理。为此，刚完成的上海市社会科学

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提供出某

种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让每一种玉礼器(或特色玉

料)的源流演变过程呈现为自我独立讲述的故事，

汇合起来恰好构成一副超长焦距的“玉成中国”的

总体图景。该项目由七部专书构成：《玄玉时代：

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2020)、《方圆一体：玉琮的

故事五千年》(2020)、《盘古之斧：玉斧钺的故事九

千年》(2021)、《祖灵在天：玉人像与柄形器的故事

五千年》(2021)等四部书，为解决中国文明有五千

年而甲骨文汉字仅有三千多年的认知瓶颈，呈现

替代性的解决策略：让每一种玉礼器自己发声讲

述其“物的民族志”故事，组合起来构成前甲骨文

时代的深度历史文化叙事。而《禹赐玄圭：玉圭的

中国故事》(2020)、《玄鸟生商：商代玉器的神话考

古》(2022)、《周人尚赤：红玛瑙传播中国故事》

(2023)三部专著的初衷，是要分别呈现中国早期三

大王朝夏商周的玉礼器实物及特色，昭示玉礼器

和神话信仰的体系性和连贯性，让上五千年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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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国史和中国故事的连贯性，可以不依

赖书本文字而得以直观呈现给每一个读者。

复原原初的神话想象力，用以同时激活文物

和文本，为万年中国史的总脉络“招魂续魄”。费

孝通先生将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比喻为“玉魂国

魄”，“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的项目设计就是要

遵循文化人类学“本土视角”，让神话故事的激活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让中国文学所独享的

“通灵宝玉”的虚拟现实功能，借助于我国考古新

发现的万年玉礼器文物谱，成为最有深度和鲜活

生命力的传播载体，用来诠释中国传统叙事体系

中大家最熟悉的话语“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温

润如玉”“圣人被褐怀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白

璧无瑕”“瑕不掩瑜”“黄金有价玉无价”“玉养人，

人养玉”等，并将此类大众熟知的话语提升到文明

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加以体会和传承，让传统文化

中精神圣物的文化意义成为当今爱国主义教育的

生动场域，让被西学东渐以来西化的教育内容所

遮蔽的国粹重新焕发生机，让万年中国的大历史

观念走向普及，深入人心。

三、释“温润”：从生命力信仰到玉美学标准

既然玉器时代的起源几乎与我国新石器时代

是同步的，那么史前先民在长久的与石头打交道

的过程中，依据什么标准从万千种石料中选择出

玉质的原料呢？要解答这个疑问，当然离不开选

材出于审美标准的基本判断，那就是在玉学界人

尽皆知的玉之定义：“石之美者”。换言之，从审美

认同出发的玉材筛选，到神圣认同的崇拜和信仰

观念投射，“通灵宝玉”观念从发生，再转化到文化

价值的普遍认同，这是一个三段论的发展过程。

下文要聚焦到古人鉴玉的核心审美标准，也是华

夏独有的美学关键词“润”的观念起源问题，为万

年玉文化史找出神圣化信仰之外的另一种精神动

力要素。

从字面意义看，润、泽、温润，这几个最常用来

形容美玉的同义词，均从水，其本义皆和雨露滋润

干燥的土地的自然现象有关。但是，一旦国人将

这些从水旁的字用于形容玉之美方面，情况就会

发生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形容水的润泽作用，而

是形容油脂的润泽作用!凡是经验过玉器收藏把

玩实践的人，都熟悉专业人士判断一块玉(不论是

玉器，还是没有雕琢的玉料)之优劣的一个基本感

觉：有没有油性？所谓玉之油性，也就是指视觉直

观的一种类似油脂的光泽。唯有这样的感觉体验

才符合“温”的标准。

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此一种鉴玉美学观是怎

样形成的？开门见山的回答是：早期农耕社会的

营养学和饮食美学，必有对动物脂肪的渴求，并由

此而催生先民的脂肪(油脂)崇拜，有汉语成语“脂膏

莫润”为证。此处的“润”与水无关，却专用于形容

动物脂肪。从献祭天神的动物牺牲祭品特色——

越大越肥就越显示祭祀者的虔诚，到华夏国家君

子理想的隐喻，玉美学的润泽标准形成，就这样深

描出华夏美学和人文理想的史前信仰根源。

动物脂肪，古称“膏”或“脂膏”，乃是先民想象

的动物生命力之体现。增肥增膘，是所有饲养家

猪的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饲养效果。从瘦小到肥

大，也是人能直观感知到的生命力增长的外在标

志。将现实动物的脂肪视为可消耗的生命力，将

玉石幻想成为可持续的神话脂肪生命力，就有了

《国语》中“玉帛为二精”的著名信条和神圣话语，

以及《山海经》讲述的黄帝在鲞山大吃玉膏的玄幻

叙事。在《楚辞》等作品中，就看到屈原直言不讳

地表达自己“登昆仑兮食玉英”的人生理想；而三

礼典籍中享食美玉的制度，也由此而生。对应的

是中医药思想中的石脂玉膏联想泛化观念，将无

机物一类的玉石想象为和有机物生长一样承载着

神圣生命力之“精”。于是出现了药用物质的神话

性命名现象，如《神农本草》和《证类本草》之书中

所表现的。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玉屑”

条云：

味甘，平，无毒。主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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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轻身长年。生蓝田，采无

时。(恶鹿角。)
对照晋人张华《博物志》卷一的如下记载，玉

膏玉屑之类神秘药食的背景原理就很清晰了：“名

山大川，孔穴相向，和气所出，则生石脂玉膏，食之

不死，神龙灵龟行于穴中矣。”原来在时人的认知

中，此类玉膏石脂和昆仑仙山上灵芝玉树玉英同

类，属于西王母秘传的天下不死之药。玉膏的审

美理念，伴随本土的医药学思想而得以全面继承

下来，并被带入到儒家思想的教化传承中，“君子

温润如玉”的儒家理念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相处之

道给出非常有益的启示，将伴随中国文化的复兴

和国际传播，发挥出积极的和平引领作用。

回到脂肪或油脂崇拜，这和农业社会饲养家

猪的经验密切相关。家猪生长周期短而致肥效应

快，从饲养实践中催生“发”的系列联想，即以肥硕

外观体现生命力崇拜，从肉身的“发福”引申到家

庭的“发家致富”。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已经出

现用一雄一雌两只整猪随葬一位墓主人的现象；

到5300年前安徽含山凌家滩07M23墓葬中，居然

能随葬一件罕见的重达 80千克的大型玉雕猪(如
今在安徽省博物馆展出)，其对饲养家猪的动物

脂肪崇拜之意，显而易见。现实存在的脂膏，是

一次性消费的、不可再生的滋养。国人本草医药

学虚拟想象中的玉石脂膏，却是永远不会耗散和

衰减的“精”或“能量”，在万年佩玉实践中，带给先

民一种人与玉的生命交感体验，也使得人所佩戴

的玉器呈现越来越润泽的感应效果。温润，是古

人通过佩玉和盘玉的把玩实践检验后，提炼出来

的美学理想和人格理想。若是从来没有这种现实

审美体验的人，又如何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和解

释这类中国美学核心观念呢？

顺着格物、感物、类物的审美感知和联想实

践过程，某种源于神圣化幻想的玉美学境界，已

经呼之欲出。本土文化再自觉之后的中国美学

史读本，为何需要锁定其核心对象，即最接地气

的中国传统精神聚焦的至美物质——玉，而重新

构思布局？因为这样的美学教育与研究有助于

在当下时代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本土文化魂灵，

而不再纠缠于西方哲学形而上的架空高论。在

这方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的玉有五德

说，是最为典型的中国经验的精华式表述，充满

文明特色意蕴，其观念来源则是具体的人与玉互

动的实践经验，包括万年来的无数大国工匠(古
书中称为“玉人”)对玉料开采、筛选、设计、加工

的全套生产经验(切磋琢磨)，以及玉器使用者的

生活经验，包括佩玉感受、把玩玉器的体会、感悟

及联想方式。下面就具体解读东汉文字学大师

许慎对“玉”的定义，看看他是如何做出一种非常

经典的文化阐释的：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

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

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

(忮)，絜(潔)之方也。

从感觉学的视角看，许慎对“玉有五德”的诠

释话语，彰显出中国式美感的源头，那就是五官感

觉加比兴联想(引譬连类思维)：(1)润泽以温：视觉+
触觉+比兴联想；(2) 理自外：视觉+联想；(3)其声

舒扬：听觉+联想；(4)不桡而折：视觉+听觉+触觉+
联想；(5)锐廉而不技(忮)：触觉+联想。《说文》要表

达的意思很明确：玉这种特殊物质存在，首先会直

接诉诸人的感官判断和审美筛选，即石类之中的

美者。世间的石头种类成千上万，唯有外观给人

以美感才是其被筛选进入玉类的入门条件。人类

进化过程经历了数百万年的石器时代，从旧石器

时代后期到新石器时代，先民开启审美觉醒之旅，

将某些具有美丽外观的石材，采用精加工方式，先

切割下料成形，再切磋琢磨，最后表面抛光，炼成

一件光彩照人的精美艺术品。

从审美判断到人格伦理判断，许慎紧接着就

按照主观联想的逻辑去认定：美玉中蕴含着五种

人类独有的优秀品质(德)。以下辨析参照汤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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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解说：第一德，仁。玉给人一种视觉和触觉

上的润泽之感，此外还有温和温暖之感(石头并无

温暖之感，这一说法表明玉能够给人带来某种错

觉联想，为何如此，最值得深究)。有人解释此处

的“润泽”指玉给人带来恩泽，故比喻为仁爱之

心。要知道，仁是儒家思想之最重要的教育理

念。玉的润泽而温和的特征，如何就类比到君子

的人格理想呢？其间的过渡逻辑还是主观联想。

第二德，义。玉经过切磋琢磨后，呈现为半透明状

态，不像一般的石头那样藏着掖着无法看到内部

的节理结构，而是从外表看就能看到里面的质地，

是否有杂质和杂色、绺裂。这种品质乃是忠义之

士的譬喻。第三德，智。玉器彼此轻碰，会发出舒

扬动听的乐音，并且能传到较远处，这说明玉是智

士的譬喻。第四德，勇。玉刚直不挠，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代表着玉有超人的勇毅品格。第五德，

洁。玉断裂之后，断口边缘会有很锋利的茬，却不

会伤人，这乃是廉洁君子的譬喻。第五德，是出于

常年接触玉器的经验之谈，也是出自现实生活的

感知体会。试想，一个人若根本没有用自己的手

去触摸过玉料或玉器打碎之后的茬口，他怎会知

道玉碎裂后的坚硬茬口不会割伤人呢？即使其本

身非常坚硬，能够划动玻璃，但其断口不会伤害触

碰者的肉身，这样的美石材料当然会让华夏先民

联想到温润廉洁的君子品格，此乃玉石人见人爱

之所以然。

汉代的学者许慎能够根据人体五官感觉和联

想，对一个“玉”字做出如此丰富和耐人寻味的阐

发，这不仅仅是在编字典，更是在发挥和示范我国

思想史、美学史写作的核心要义。

本文结尾，兹引用清末民初学者刘大同《古玉

辨》有关“历代杂用之玉”的一段教诲，作为中国思

想史和美学史再出发的“警世恒言”：“古人征守及

恤凶荒，则用珍圭；和难聘女，则用谷璧；治德结

好，则用琬圭；易行除恶，则用琰圭；治兵守起军

旅，则用牙璋。故五瑞之辑，玉人之职，典瑞之文，

《郑风》《卫风》《小雅》之诗歌，《玉藻》《明堂位》之

记录，皆经史所备载，为人所共知者。自秦汉以来

名称尤多，印则曰玉玺，符则曰玉符，食则曰玉羹，

饮食则曰琼浆，楼则曰琼楼，池则曰瑶池，居则曰

玉屋，行则曰玉佩，册则曰玉册，函则曰玉函，辇则

曰玉辇，笙则曰玉笙，管则曰玉管，砚则曰玉砚，杯

则曰玉杯，钩则曰玉钩，瓶则曰玉瓶。各种杂用笔

不胜书，况人曰玉人，人颜曰玉颜，容曰玉容，骨曰

玉骨，脂曰玉脂，腕曰玉腕，趾曰玉趾，儿曰玉儿，女

曰玉女。古人以人比玉，抑何重耶。今人乃以金银

宝石，作器代玉，其俗彻骨，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

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言之令人浩叹!”

注释：

①费孝通先生根据中国史前玉器的大量出土情况，在21
世纪初建议国家文物局和考古工作者连续组织专家多次召开

玉文化专题研讨会，会议文集出版时皆题为“玉魂国魄”，参见

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

会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②包括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神话学文库”38种、“文学人类

学原创书系”40种、“神话历史丛书”13种、玉帛之路田野考察

丛书三套16种、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8种，等等。

③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导论。

④关于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研究报告，参考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玉

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香港：香港中

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年。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玉

器，目前仅有简报，还没有出版图册。请参看叶舒宪：《玉石里

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5-37页。

⑤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叶舒宪：《玉出三危：第十三次玉帛

之路(敦煌道)考察简报》，《丝绸之路》2018年第 1期；叶舒宪：

《关于齐家文化的起源——十次玉石之路考察的新认识》，《玉

石之路踏查三续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

85-89页。

⑥陆建芳、方向明、周晓晶：《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

北方卷》，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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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专业性的考古简报，比一般媒体报道要晚两年，参见李

有骞、杨永才：《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2015年Ⅲ区发掘简

报》，《考古》2019年第8期。

⑧吉平、邓聪主编：《哈民玉器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18年，第 142-145页；高云祥：《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

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叶舒宪：《从草原玉路到草原丝路——万年玉路踏查的理

论创新意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1期。

⑨陈寅恪先生主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取用

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算学术上的“预流”。本文谨在此推荐

2007年在香港出版的《玉器起源探索》和 2018年在北京出版

的《哈民玉器研究》，作为当今入门级的上五千年中国美学读

本：二书皆为全彩版，后者更以八开本精装铜版纸全彩图形式

问世，委托国内顶级印刷公司雅昌文化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和

印制，其厚重感和形式美的超级追求，就足以让读者先肃然起

敬，正襟危坐，然后再翻开巨大书册，去真切感知中华上五千

年的先民如何制玉和如何佩玉的具体情景，非常具有“美学即

感觉学”的再启蒙意义。

⑩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2019年，第305-360页。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北京：紫禁

城出版社，2005年；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为此，该文学人类学团队还策划“万年长三角文化特

展”，以为全面提升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底蕴认知水准、再造

文化品牌贡献专业智慧。

叶舒宪：《说“献”——犬文化的万年观》，叶舒宪、李继

凯主编：《文化文本》第 2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第

28-38页。

汉字“能”即“熊”之本字，充分体现生命力崇拜与动物

脂肪崇拜的统一性。熊冬眠之前拼命觅食以增加自身脂肪的

现象，正是北方民族“吃秋膘”礼俗增强自身“储能”以备度过

寒冬的仿生学榜样。而五禽戏之熊戏，也是华夏活态文化传

承至今的“储能”养生之万年实践。参见叶舒宪：《熊图腾——

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修订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
年，第 68页。古往今来，有没有人将黄帝食玉膏叙述当成某

种真实发生的事件呢？唯有信仰者才会如此吧。如今带人体

验式的中国美学寻根，让我们终于揭开此类事件的信仰文化

内涵，并由此厘清其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年，第55页。陶弘景注：“此云玉屑，亦是以玉为屑，非应别一

种物也。《仙经》服珏玉，有捣如米粒，乃以苦酒辈，消令如泥，

亦有合为浆者。凡服玉，皆不得用已成器物，及冢中玉璞也。

好玉出蓝田，及南阳徐善亭部界中，日南、卢容水中，外国于

阗、疏勒诸处皆善。《仙方》名玉为玄真，洁白如猪膏，叩之鸣

者，是真也。其比类甚多相似，宜精别之。所以燕石入笥，卞

氏长号也。”

张华、李石：《博物志·续博物志》，北京：中国书店，2019
年，第13页。

张敬国：《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

现》，《考古》2008年第3期。

这也足以让今人对“发”浮想联翩，至于民间习惯将家

中的储钱罐做成猪的形状，并美其名曰“猪宝宝”，其祝愿发家

致富的蕴意，更是一目了然。

这本应是见习中国美学的最佳课堂，可惜西学东渐后

的国人教育，割断了华夏独有的玉文化教育内容，任这一笔万

年传下来的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自生自灭。除了各种电视节

目中的鉴宝寻宝拍宝类节目之外，很少有学校开设玉学或玉

文化的课程。如今国家领导层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

堂，适时地推出玉学课程，并纳入中国美学和艺术学的基础教

育范畴，恰逢其时。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8年，第26页。

刘大同：《古玉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

108-109页。标点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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