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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

大家都知道泰山很有名，
但大都不理解它为什么那么有
名。衡量一个人，一个事物，一
本书，一个名胜，我们衡量它的
名气大小，依据是什么？按照西
方的说法，可以用惯用语的数
量精确衡量。中国的惯用语是
成语。有关泰山的成语之多，在
中国无第二个地名可以与之相
比，仅直接出现泰山的成语就
有：安如泰山，稳如泰山，重于
泰山，泰山北斗，泰山压卵，泰
山鸿毛，泰山压顶，泰山梁木，
泰山其颓，蚂蚁搬泰山，有眼不
识泰山，人心齐泰山移，登泰山
而小天下，一叶蔽目、不见泰
山……不胜枚举的泰山成语体
现了泰山是无可取代的华夏民
族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

成语说“有眼不识泰山”。
为什么这样说呢？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泰山所负载的文化博大
精深。有人说“泰山是中国文化
史的一个局部的缩影”。有人说
“泰山文化是中国天人合一思
想形象的代表”。有人说“泰山
是个大文物”。有人说“泰山是
地球演进的见证”……我想说，
泰山是个大天坛。

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故宫很
大，但很少有人知道天坛比故
宫大得多。故宫那么大，面积不
到天坛的1/3。皇帝在故宫里是
颐指气使，但到了天坛，与故宫
里面的皇帝简直判若两人。为
什么？天坛是祭天的地方。皇帝
凭什么获得这个至高无上的地
位，因为他是天子。但天坛的存
在才500多年。而千年以前、或
许是万年以前，帝王举行国家
级祭天的仪式，几乎都是在泰
山举行。泰山就像是一个大天
坛。为什么古人选择在泰山祭
天呢？

神山、家山

作祭坛。

1 .先从“昆仑”说起
翻开《山海经》、《淮南子》

等古老的书籍，总是能看到一
座神奇而神圣的大山。它是神
灵之宅、吉祥之地、紫气之源、
万物发育之所在。它叫“昆仑
山”。这个“昆仑山”在哪里？是
今天中国西部的昆仑山吗？抑
或是别的什么山呢？对此，学术
界有不同的看法。二十多年前，
著名学者何新在他的《诸神的
起源》一书中提出：“昆仑山”就
是泰山。目前多数中国大陆学
者都赞同何新的这一观点。

我不赞成何新说泰山就
是“昆仑山”。因为中国上古
典籍对“昆仑山”的描述来自
古代神话，任何神话都包含
大量虚幻的杜撰。就像我们
不能说玉皇大帝就是某某人
一样，很难说“昆仑山”就是
哪座山。当然，任何神话都不
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依
据现实的虚构和想象。何新
和众多专家的研究，可以帮
助我们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昆仑山”是蒙昧时代的中国
先民依据泰山引发的神话想
象。

泰山不光是中国最著名的
神山，还是中国最著名的“家
山”。什么叫“家山”？山东省图
书馆的老馆长王献唐先生是研
究上古文化的大家。他的研究
告诉我们：泰山地区实为“中华
原始民族之祖国”。黄帝、共工、
祝融、颛顼等18个部落都曾生
活在泰山周边地区。泰山是他
们的家。经考古发现，泰山一带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几百
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泰山周

边的这些文化遗址形成了完整
谱系的五个发展阶段：后李文
化——— 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
化——— 龙山文化——— 岳石文
化。在中国现有的全部考古发
现中，一个狭小的区域能形成
中国史前文化完整序列者，只
有泰沂山区。这足以证明：泰山
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发
源地。它是这个古老文明从未
断裂的见证。

2.神山崇拜与家山崇拜
不能说泰山就是“昆仑

山”，但可以说泰山是中国最著
名的神山。神山就会出现神山
崇拜。远古先民在大自然面前
是十分渺小的。他们崇拜自然
界的神灵是要与自然沟通，要
获得神灵的力量。最初的泰山
崇拜源于自然山川崇拜和敬天
仪式。后来，各部落首领的泰山
会盟，特别是封禅祭祀活动，强
化了官方和民间的泰山崇拜。
在我们祖先看来，泰山既是一
座天堂之山，又是一座地狱之
山。泰山既主生又主死。泰山有
一座辅山叫梁父，也就是中国
人常说的“魂归梁父”之所。传
说，上古的有虞、陶唐、夏、商、
周之祖均葬于泰山。虽然学界
对上古传说中的地点多有分
歧，但黄帝族及其一脉具有泰
山故乡情结，似乎没有太大的
争议。轩辕黄帝及其子孙始终
把泰山视为本族祖先世世代代
居住的故园家山。所以，他们无
论走到哪里，客死他乡，都希望
自己的遗体葬在泰山。随着后
世子孙越走越远，将灵榇运回
故土越来越不现实，但是由文
化习俗形成的“木高千尺，叶落
归根”的观念，对他们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使他们仍希望自己
的灵魂与祖先的灵魂相伴，归
泰山神管辖，于是才有了“魂归
梁父”的理念。

3 .泰山始终吸引着中国历
代帝王的目光
《管子》中说：“古者封泰

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包
括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
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帝
尧、帝舜、大禹、成汤、周成王
等，这些人几乎囊括了传说
中所有史前最杰出的政治领
袖。自有正史以来，中国有影
响的政治家大都来到泰山。
仅皇帝就有秦始皇、秦二世、
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
汉安帝、北魏太武帝、北魏孝
文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
宗、宋真宗、清圣祖、清高宗
等十多位帝王先后到泰山封
禅祭祀。还有一些帝王虽然
没有到泰山拜祭，但表现出
极大的恭敬，或对泰山神称
号的加封、诏封或改称；或一
而再、再而三准备到泰山封
禅，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原因未能成行。因为在古代
中国帝王眼里，泰山是关乎
生死、关乎尊卑、关乎交替、
关乎天道、关乎风调雨顺、关
乎国泰民安、关乎至高无上、
关乎江山永固的神山，岂敢
不对它顶礼膜拜？地球上只
有这一座山，始终吸引着一
个古老大国最高当权者的目
光。

泰山封禅与封建中

国的皇权文化

1 .封禅的特权
什么叫“封禅”呢？在泰

山上筑一个土坛进行祭天仪
式，报上天之功，称为“封”。
在泰山下的小山上除地，报
大地之功，就叫“禅”。凡是所
谓“受命于天”的帝王，为答
谢天帝的“受命”之恩，便到

接近天神的泰山，积土为坛
意味着增泰山之高以祭祀天
神，报答上苍的功绩；到泰山
附近的小山丘上堆积泥土，
来增加地的广厚以祭祀地
神，报答厚土的功绩。这就是
封禅，中国历代帝王狂热追
求的最高国家祭祀大典。其
实，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和迷
信造就的特异现象。

我们的先民在大自然面
前非常渺小，他们渴望得到
神的力量。于是，他们在选择
最接近上天的地方举行祭祀
仪式，表达他们的心愿。谁来
主持这个表达呢？当然是他
们的领袖。这个在泰山上主
持祭祀的人获得了一种特
权，只有他能联系世俗世界
和神圣世界。封禅使政治领
袖成为唯一能够沟通人与天
的人，他作为“受命于天”的
身份和世俗世界臣民领袖的
身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类
似这种有特权的人，世界很
多民族也有，可是他们的权
利有其他力量约束，至少神
权可以限制王权，当然后来
还出现了“法”等其他的力量
来约束和监督皇权，中国却
没有。泰山封禅非但没有限
制反而强化了这种最高权
力。

2.以秦始皇封禅为例
秦始皇统一天下不久就

到泰山封禅了。封禅前他先
找来齐鲁两地的博士、儒生
开了一个“专家咨询会”。封
禅对于秦始皇来说有两个问
题，一是合理性，二是合法
性。合理性是他封禅的资格。
秦始皇深知被征服的六国不
服，他统治的资本还不够。他
需要向世人打出奉天承运的
旗号，强化他统治天下的合
理性。封禅的规范是合法性
问题。所以秦始皇向当地博
士儒生虚心求教。此刻，秦始
皇多么希望这些博学之人为
他提供一个高规格的封禅礼
仪方案，热热闹闹、排排场场
地让上面的天父和下面的子
民都接受他这个千古一帝。
可是，这些话他自己不能说。
偏偏这帮书生又不识趣。秦
始皇只好按照自己的想法封
泰山，又担心礼数不符被人
怀疑封禅的合法性，因此封
禅仪式过程秘而不宣。

表面来看，秦始皇的封
禅，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
权制帝国的诞生与泰山成为
江山一统的象征联系了起
来。其背后是：皇权求助于神
权——— 神权使皇权得以强
化。为什么说秦始皇就是要
通过神权来巩固他的绝对权
力？他是以统一后天下共主
的身份来到泰山，来到天神
面前他获得了受命于天的资
格。也就是说，统一六国后他
只是扩大了的秦帝国的王。
随着泰山封禅仪式的完成，
他实现了一个华美的转身，
摇身一变，成了上天赋予权
力的合法统治者。

3 .皇权借助于神权，神权
强化了皇权

泰山是帝王的舞台，封
禅在封建中国的政治系统中
既是正统地位的标志，还是
昌平盛世的标志，是四海宾
服的标志，是丰功伟业的标
志。泰山给历代帝王增添了
神秘的权威；封禅告祭又把
泰山抬到了无比神圣的高
度。后来，封禅成了一种中国
皇权的象征。在封建中国借
祭祀天地完成对皇帝的崇
拜，也就是借机实现对皇帝
至高无上权力的崇拜。慢慢

地，泰山封禅就不断强化这
种皇权意识形态。所以，研究
封禅很大程度上是研究中国
封建文化意识形态里面一些
深层的东西。泰山封禅生产
这种权力关系，更能再现这
种权力关系。

泰山独尊：

政统和道统的结合

1 .汉武帝的创造
封禅在古代中国是一个

不断完善的礼仪形式。在这
个完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
人物就是汉武帝。汉武帝不
满足于自己御驾亲征、开疆
拓土的旷世武功，他还要塑
造自己制礼作乐的形象。在
泰山封禅问题上，他要有自
己的文化创造。战国百家争
鸣以来，中国有很多不同的
学说，后来他和董仲舒最后
选择了儒家文化，即著名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
帝的封禅同样借助于儒学。

对于封禅资格问题，汉
武帝重新明确了封禅泰山的
三个条件。更重要的是他用
儒家学说对以往的封禅仪式
进行了装饰性的发挥。他封
禅用的什么巡狩、明堂、社稷
等都来自儒家文献。汉武帝
用了这些东西装饰了他的封
禅。这不仅在形式上，更在心
理上逐渐征服了中国的儒家
知识分子。这次封禅是儒家
意识形态对政治的渗透，更
是政治对儒家学说的利用。
汉武帝以既符合正统，又符
合道统的自制礼仪开创了汉
家封禅。或者说，汉武帝封禅
是封禅礼仪儒家化的开始。

2 .封禅：古代中国主流意
识形态的象征

过去封禅是人家皇帝的
事，和别人没关系。汉代以后
因为它儒家化了，就是大多
数读书人的事了，甚至是大
多数臣子的事了，大家都关
心了。过去它只不过是一个
祭天的宗教仪式，后来它是
一个肯定权力的政治仪式，
再后来呢它又是一个文化仪
式，因为儒家的参与。神圣的
山，神圣的权力，神圣的思想
文化，结合在一起了。泰山由
于封禅名气更大了，更加神
秘了；封禅由于泰山，也更加
神圣了。如果说秦始皇的封
禅是政权借助于神权，那么
汉代封禅则是权力政统借助
于思想道统。汉代封禅礼仪
儒家化的过程，是政统与道
统逐渐融合的过程。政统是
统治权力的至高无上，道统
是思想文化的至高无上。泰
山封禅把这两个至高无上的
东西紧密结合在一起，最终
使得泰山在封建中国的礼教
文化系统中占居最高的位
置，形成了千古独步的一个
历史文化现象。同时，政统与
道统的结合还形成了一套与
之相关的封建中国主流意识
形态信仰体系。具体说来：封
禅的资格是对封建中国最高
权力地位的肯定；封禅的内
容体现了封建中国主流意识
形态信仰体系；封禅的过程
是古代帝王象征性的意识形
态话语实践。再加上精英文
化强化了泰山的道统地位，
使得泰山取得了无与伦比的
独尊地位。可以说，一部泰山
封禅、祭祀的历史，既是一部
浓缩的封建中国政治史，又
是一部浓缩的主流意识形态
发展史。

(本文根据作者在大众讲
坛讲座文稿整理)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史上的
著名诗人、学者和勇猛的民主
斗士，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传
统爱国思想的熏陶，良好的教
育又给他增添了现代意识，使
他在新诗创作、学术研究中体

现了中西融合的特征，为中国
文化的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
闻一多晚年投身民主运动，直
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使其成为
中国知识分子走上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的一面旗帜。

5月 15日，由本报和山东
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
坛”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
孙闻黎明先生做题为《诗人·学
者·民主斗士：闻一多》的专题

讲座，主讲人将围绕闻一多青
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闻一多
对新诗的贡献、闻一多的治学
方法以及闻一多的牺牲等几个
方面，展开演讲。

时间：5月15日（周六）上午

9: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报告

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 ，无需领票 ，欢迎

参与

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讲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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