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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坐 客 满 堂
,

视 钩 各 异 ”

《楚 辞
·

招 魂 》 在极力 铺写 “ 六 博 ” 赌戏 热 烈 紧张 之 时
,

为 什 么 突 然 插 进 这 么 一 句
:

“ 晋 制犀 比
,

费 白 日些 ” 。

这 引 起 了很 大 的争 论
。

〔汉 〕王 逸 《章 句》 ( 简 称 王 注 )

说
: “ 言 晋 国 工作 簿棋著

,

比集犀 角 以 为 雕饰
,

投 之 临 然如 日光也 ” 。

这个显 然是望 文

生 义 的 解释 甚 至 控 制和 影 响 了现 代 的 一 些 注 解
: “ 晋 国 所制 作之 博 著 之 器

,

以 犀 比 刻

之
,

喷 然有光如 白 日也 ” ①
。 “ 犀 比

,

可能是 犀 角 制成 的 另 一 种赌具
。

这 两 句是说
,

除

了 六 簿而 外
,

还有这 种 玩 意
,

大 家玩 起来
,

费 了整 天 的 时 光” ②
。

其实 “ 犀 比 ” 根 本 不 是 赌具
,

和 犀 角 也没 有什 么 必 然关系 ; 费 也不是 浪 费
,

而是 光

照 的 意 思
。

清代某 些 学 者 已 发现 了 王 注 的 错误
。

〔清 〕阮 元 曾指 出犀 比 是 带 钩 之 名
:

“ 犀 毗
、

鲜卑
、

犀 比 声相 近 而文 互 异
,

其实 一 也 ⋯ ⋯ 王 逸 以 为 博棋
,

误 矣 ” ③
。

〔清〕

孙治 让 《札 迩》 ( 卷 1 2) 说犀 比指 带 钩
,

原 出 于 赵
,

故 云晋 制
,

以黄金 铸 造
,

所 以 光罐
白 日

。

〔清 〕吴 汝 纶 《楚辞 注 疏 》 则 说
: “

益 犀 毗 为 瑞 兽
,

此殆 刻作 玩好 之 具耳 ” ( 吴 似
未 明 确 其为 带钩 )

。

其实 〔汉 〕班 固 《与窦 将军 笺》 已经 明说 犀 比 是 “ 金 头 带 ” 〔钩 〕:

“ 复赐 固犀 比金头 带
, 日 此将 军 所 自带也 ” 。

《史记
·

匈奴列 传 》 作肯 继
,

集 解引徐 广

日 “ 或 作 犀 毗 ” ,

索 隐引 张晏云 《汉 书 》 作 “ 犀 毗 ” ,

此并 “ 犀 比 ” 之 变
。

但 是狂赌 之

时 为 什么 提 到带钩 呢 ? 王 注等说 是 赌具
,

当 然不 对
。

有人 则很 巧 妙 地 把它 说成 是 赌注 :

“ 果棋 得胜 有报酬
,

荒费 白 日
,

赢得 金带钩 ” ④
。

( 案
: 《庄子

·

达 生篇 》 : “ 以 瓦 注

者巧
,

以 钩 注 者惮
,

以黄金 注 者婚 ” 。

成 玄英疏
: “

以钩 带 赌者
,

其物 稍 贵
,

恐 不 中的
,

敌 心 怖惧 而 不 著 也
。 ” ) 看 来用 带钩 来作赌具 并非 毫无 可 能

。

但是 这是 否符合 《招 魂 》

御 使 大夫
、

岭 南节度 使
, “ 先是 帅南海 者

,

京师权 要多托 买 南 人为 奴埠
,

敷不 受托
,

禁

绝 卖女 口 ” ( 《旧 唐书
·

列 传 第一 O 四
·

孔戮 》 )
。

“ 响 遗 ” 是赠送
,

即 买 奴婶 作为 礼物送 人
。

唐 宪宗 的 禁 令
,

当 然 是 一 纸 空 文
。

孔戮

特 别 禁 止 买 卖 “女 口 ” ,

可见妇 女 买卖 最多
。

唐代 脾
、

妓
、

妾都属 奴 隶 性 质
,

不容 混

淆
。

杜佑 “ 在 南海时
,

妻 梁 氏亡
,

后升 劈妾 氏 为正 室
,

封密 国夫 人
,

亲 族 子 弟 言 之 不

从
,

时 论 非之 ” ( 《旧 唐书
·

列 传第九 七
·

杜 佑 》 )
。

杜佑是 唐 中叶 有名 宰相
, 旧 史 说 他 下

切 都好
,

就 是上 述这 一 件 事
,

受 人反对
。

这 无疑 是孔丘 “ 正 名 ” , “ 勿 以妾 为 妻 ” 的 维

护奴隶 制的反 动 说教 作祟 的 结果
。



的实 际情 况
,

还要 求进 一 步 的证 据
。

有人 则 指出
: “ 赋 方 言 博

,

而 及此 者
,

以夸 分 曹 并

进 者容饰 之 盛 也 ” ⑥
。

这 比较 合理
。

这班 宫廷押 客在 豪 赌 之 时
,

酒 酣 耳热
,

擅拳 掳 袖
,

“ 成袅而 牟
,

呼 五 白 些 ” ,

大 呼 小 叫
,

举足 露 襟
,

那 光 可照 日的带 钩也就 在
“

兰 膏明 烛 ”

之 下 闪 闪发 光 了
。

但这 说 的还 不 透彻
。

这 里 跟 《招 魂 》 其 他 地 方一 样 都 是 着 力 夸耀 豪

富
、

奢 侈
。

男 人 的 服饰 一 般变 化不 大
,

值得 炫耀 的只 有 光 华夺 目的 带钩 之 类
。

这有 点像

西方社 交界 的绅 士 喜欢 炫耀钻 戒
、

袖 扣
、

别 针
。

《淮南子
·

说林 训 》 说
: “ 坐 满堂 ( 一

作 “ 满堂 之 座 ” )
,

视钩 各异
,

于 环 带一 也
。 “ 因 为 带钩 精巧 华美

,

价 值较 高
,

所 以 常
常被偷

, “ 窃 钩者诛 ,,’ 的成启就 从此 来
。

只 要 看 看 古今传 世
、

出 土
、

采 集 的战 国两 汉 无

虑千百 件带 钩
,

争奇 斗妍
,

巧 夺 天工
,

有如 群星 璀 灿
、

百 花争 艳
,

就 明 白 《招 魂 》 为 什

么 要 特 别提 到带钩 了
。

( 二 ) 犀 比
、

鲜 卑郭 洛 带和 瑞 兽

《楚 辞
·

大招 》 : “小 腰秀 颈
,

若鲜 卑只
” 。

这 一 回王 注 却 比较 正 确
: “

鲜 卑
,

衷 (组 )

带头 也
。

言 好女 之 状
,

腰 肢 细少
,

颈锐 秀 长
,

靖然而 特异
,

若 以鲜 卑 之 带 而 束 之 也
。 ”

《大招 》 多 写 少 数 族 奇 俗 异 饰
,

例如 “ 局耐 奇 ( 畸 ) 牙
,

宜 ( 敞 ) 笑 咕只 ” 写 “ 拔

牙 ” 之 俗
, “ 曾 ( 层 ) 颊奇 ( 制 ) 耳

,

曲眉 规 只 ” 传割 面 离耳之 风⑥
,

反 映 了 当 时 民 俗

和 审美趣 味 之 古 朴
、

奇特 而 又 多样
,

也 反 映
卜

了 当 时 中华各族文 化艺术 融 汇
、

交 流 的
`

{
!

了

况
。

《荀子
·

君 道篇》 说
: “ 楚 庄 王 好 细 腰

,

故朝 有 饿人
。 ” ( 《战 国策 》 作楚 灵土 )

语 云 : “楚 王好 细 腰
,

宫 中多饿 死
。 ” 《晚周凤 夔人物 帛画 》 也显 示 了 女 蜗 腰 肢 之 细

⑦
。

这些 都 可 以与 《大 招 》 盛 赞 “ 鲜 卑 ” 容 饰 之 美相 参照
。

( 《大 招 》 此 句 或谓 “ 小腰

秀颈 ” 者如 鲜卑 之好 女
,

但鲜 卑之 “ 小腰 ” 本 与束带 著钩有关 , 近 日或 有说 此 以带 钩 之

纤 细 以状 美女 之 小 腰 秀 颈
,

说新而 巧
,

惟 较牵强
。

)

《大招》 之 “ 鲜卑” 音近 《招 魂 》 之 “ 犀 比” ,

也就 是 《史 记 》
、

《汉 书》 里 的 “ 犀

毗
” 、 “青 纸

” 、

..9 币比 ” 。

带 钩之 称 “ 鲜 卑” ,

有如 《汉 书
·

匈奴 传》 颜 注 所 说
: “ 〔犀

毗 〕胡 带 之 钩 也
。

亦 曰 鲜 卑
,

亦称 师 比
。

总 一 物也
,

语有 轻 重 耳
。 ” 张 晏 注 称

: “ 鲜 卑

郭 洛带
,

瑞 兽也
。

东 胡 好 服 之
。 ” 《东 观 汉 纪 》 也 说

: “ 郑遵 破 匈 奴
,

上 赐 金 刚 鲜卑 组

带 一
。 ” 现 将 这 类 带 钩 的异名 表解如 下

:

鲜 卑 式 带 钩 异 名 裹

《楚 辞
·

招魂 》 〔汉 〕班 固 《与 窦 将 军 笺》

《史 记
·

匈 奴 传》 一作 《汉书
·

匈 奴 传 》

《史 记
·

匈 奴传 》

《战 国 策
·

赵策 》

《楚 辞
·

大 招》 《东 观 汉 记 》

《淮 南 子
·

主 术训 》 〔汉 〕高诱 注

《史 记 》 集 解 引 徐广 曰 : “ 或 作 犀 毗
” 。

参 见 《汉书
·

匈奴 传 》 颜 注

参见 《汉书
·

匈 奴 传 》 颜 注 及 所 引 张 晏说

川
l

耐
l

州叫引判一
?犀犀骨师鲜私



这 证 明犀 比
、

鲜 卑都 指鲜卑 式 带 钩
,

产 品 以产 地 名
。

但带 钩为 什 么 称做 “ 犀 比 ” ,

鲜 卑的 语 源 又是 什么 呢 ? 王 注 硬要 把 它 扯 到犀 牛 上 去
,

说是 “ 比 集犀 角 以为 雕饰 ” ( 近

代 注 释 如 上引 《楚 辞 选 》 注 亦 沿 袭 其误
,

以 其为 犀角所 制 之 赌 具 )
。

又有 人 以 为 犀 比 指

犀 牛 角
,

犀 牛 是 鲜卑瑞 兽或 图腾
: “ 犀角

,

可 以 解毒 辟 邪 ; 那 末
,

带 钩之 称
`

犀 比
,

古 代 的 带 钩
,

显 然 以犀 角为 质
,

所 以 辟 除 不 祥 的
。

近 世学 者 总 说
,

犀 比 是 鲜 卑 的对 音
,

我 认 为 鲜卑正 是 犀 比 的 音转 ; 盖 其民 族 以犀 牛为 图腾
,

犀 牛 自古 即视 为瑞 兽 ” ⑧
。

如果

认 为 “犀 比 ” 之 “犀 ” 因 借音而 与犀 牛 之 “ 犀 ” 偶 同
,

就说 犀 比式 带 钩为 犀 角所制 ( 这

在 考古 上 也 毫 无 证 明 )
,

那么
, “ 师 比 ” 也 可 以解 释 为 用狮子 肚脐 眼 装饰带 钩 了

。

“ 鲜 卑” 是我 国 东 北 古代 少 数族 的 名称
,

或 号 “ 山 戎” ( 鲜
、

山古 音 通 )
,

属 于 所

谓 “ 东 胡 ” 系统
,

而 与东方夷 人 集 群 有 密 切 关 系
。

其 语源
,

或说 与 s aT 一 bl 对 音
,

即满 族

语 的 sa 一 bI ,

义 为 “ 祥瑞 ” “ 神 奇 ” ⑨
。

《史记
·

匈 奴列 传》 索 隐 引 张 晏 曰 : “ 鲜 卑 郭

洛 带
,

瑞 兽名
。

东胡 好服 之
。 ” 郭 洛

,

通 古 斯 语 对 音 为 k w uk 一 lo k
,

义 为 兽
, “ 鲜卑 郭

洛 带 ” 就 是 “ 瑞 兽之 带 ” L
。

这 种 瑞 兽或 即 鲜 卑或 东 胡 之 图 腾
。

有人 说
: “《魏 书

·

帝

纪
·

序 纪 》 谓 献 帝邻 命洁 芬 南 徙
, `

有 神兽
,

其 形 似马
,

其声类 牛
,

失行 引 导
,

历 年 乃

出
。 ’

此 神 兽 似即 鲜 卑
。

东 胡人 以此 兽 状 竹 镂 带钩 之 上 ” @
。

有人 则认 为 “ 鲜 卑 ” ( 犀

比 ) 跟 满族 语 言 里 的 神 兽 吕a b l t u n (麒 ) 三a 匕i n 一 t u ( 麟 ) 有 关 系 ; “ 带钩 ” ( v t o k ) 则 与

}; 列 语 词 有关
:

通 古 斯 ( T u n g u s e ) 语
, “ 纽 ” 或 “ 扣 纽 ” 叫 做 t o p t l

、

t o p v e l ,

么与尘子红叫做

ot p馆 一 !。 m ; 蒙 古语
, “ 扣 钮 ” 叫做 t 叩 筑

、

t oP 犯 ; 又 《元 史集 》 有 “ 金 控 钮 ” ,

意 指
A l t 己n T o p若j

,

源 于 突厥 ( T u r k ) 语 t o p
·

t o p (原 义 为 a 球 ,, ,

引 申 为 集 合
、

堆积 ) ; 又

叶 尼 塞 河 流 域 的 奥 斯 佳克 ( y e n 一S e i一 o s t y a k) 语 称 " 钓 针 ” 为 d u p
、

d u p t a ,

噶 特 ( k o t t )

语 则 称为 t 叩 。n 、

t uP un : e ,

并 与 带钩 有 关
。

结论 为
: “ 似 属 匈 奴语 之 胃 毗

,

其 语 源 似 与

上 述 诸 语相 同 ” L
。

但 是 “ 犀 比 ” 或 “ 郭 洛 ” 并不 就 是带 钩或 钩 钮
,

本 身 与 t oP 。 等音 读

距 离 甚 大
,

它 们 指带 钩的产地 和 品种
。 “ 犀 比 ” 音近 满 语 Sab 汪un

, “ 郭洛 ” 音近 通 古斯

i压K w 吹一 !。 k ,

似无 可 疑
,

原 义 都 是
“

神兽 ” ,

最 初 以 之 作为 带 钩型 样和 装饰 母 题 ( 冈Ot l“e )

是很 可 能 的 (后 来 的 带钩 除部分 为几 何 形外
,

绝 大多 数 以动 物形 体造 型
,

尚保持 其 图 腾

袭 饰 之 传统 ) L
。

( 三 ) 鲜 卑
、

鲜 比 尔
、

西 伯 利 亚

鲜 卑是 我 国东 北方 一 个 历 史 古老 的少 数族
,

战 国 时 期 铸所 谓 “ 东胡 ” 系 统
,

与 东 夷

集群 关 系 也 很 大 ( “东 胡 ” 一 词 因 其主 要 活 动 于 匈 奴 之 东而 得
,

过 去 一 些 中西 学者 因 语

音偶 同
,

直 认 为 “ 通 古斯 ” 族
,

其 实鲜卑
、

匈奴关 系 密 切
,

主 要操 蒙 古 语
,

间 有 通 古

斯
、

突 厥成分
,

并属 蒙 古人种L
,

为我 国 境 内之 少 数族 )
。

《国 语
·

晋语 》 有 一 条极 其

重 要 的记 载
: “ 昔 〔周 〕成 王 盟 诸侯 于 岐 阳

,

楚 为荆蛮
,

置 茅 葩
,

设 望 表
,

与鲜卑 守燎
,

故不 与 盟 ” L
。

韦注
: “ 置

,

立也
。

葩
,

谓 束 茅而立 之
,

所 以 缩 酒
。

望 表
,

谓 望 祭 山

川
,

立 木 以 为 表
,

表 其位 也
。

鲜 卑
,

东 夷 国
。

燎
,

庭燎 也
。 ” 它 说 明

:

第 一
,

在传 说里

西周 初 期 已 有较 强大 的 荆楚 与鲜 卑族 一 起 活 动 ( 《逸周 书》 已有 “ 山戎 ” 和
“

东 胡 ” ) ;

第二
,

楚 人 的一支 最 初 也 可 能 活 动 于 东方
,

被分 配 与 鲜卑 一 起 “ 守燎 ” , “ 物 以 类聚
,



人 以 群 分 ” ,

两者 关系或 已 相 当 密 切 ( 《大招 》 提到 鲜卑
,

决非 偶 然 ) ; 第 三
,

鲜 卑 , 夕

楚 并为 周人 属国
, 、

其 一 部 当 时 或 已 进 至 周人 势 力之 中心 直 至岐 山 一 带
,

只 是 地 位 比 其他

诸侯 略逊
,

此 次 “不 与盟 ” 而 已 ; 第四
,

楚 立 束茅
,

设 木 表 (木 表犹 满 族祭 天 之
“

杆 子
” ,

近 于 所 谓 t ot en pol e)
,

与鲜 卑一 起 担任烧庭 燎 之 任务 ( 以 燎柴 祭天
,

寓 保存 火 种之 遗

意
,

后 乃 转 为烽火 )
,

职 司 近 似
,

或源 流 有 自
,

或 衍 为 风 俗
,

而 近 于 殷 商 和 匈 奴 之 旧 习
。

两 汉史料 一般 也都 认为 鲜卑 属 “ 东 胡 ” ,

起于 “ 鲜卑 山” ,

活 动 于 “ 饶 乐 水 ” ( 但是 这

两 处 的 确 切 地 理争 论很大 ) L
。

下 列 的说法 值 得加 以考 虑
:

鲜卑 最初 活 跃于 我 国辽 河 流 域
,

逐渐 向西 北 方 向发 展
,

其一 部 滞 留我 国 东 北
,

成 为今夭 的 锡 伯 族 ; 另一 部则 通 过 蒙古草 原 深 入 到 黑 海东岸
、

自

伯利亚 南部
,

和 那 里 的 土著 友好相 处
,

后 来 成为 鲜 比 尔族 ( So ib r : )
,

并且 用瑞 兽 “ 鲜

卑” 之 族名命 名那 个 地 区
,

这就 是 “西 伯 利亚 ” s( ib er la ) 一 词 的 由来L
。

其 关 系 可 示;

意 如 下 :

s a b i / 左 翻 、 !一 鲜 比 尔 ( s a b i r , )

—
鲜 卑 (小

’

们 )一 {
“

山 戎
/

}
Sa b i t u n

—
—

西 伯 $1j 亚 ( Sib e r ia )

锡 伯 族

( 四 ) 犀 比 与战 国 带钩

我 国中原地 区人 民 自古 以 来就 有超卓 的胆 识
,

坦 荡的 胸 怀
,

恢廓 的风 度
,

敢 于 也 善

于 向兄 弟 民 族和 外 国学 习 先 进 而 优 良并适 合于 我的科学 文化 艺 术
。

公 元 前 30 2 年
,

赵 武

灵王 的 “胡服 骑 射 ” 就是在 自力 更 生
、

发愤 图强 的基 础上 吸 取 兄 弟 族 文化 的 杰 出 事

例L
。

早在 赵 武 灵王 之 前 的春 秋
,

中原 或 已使用 带钩
。

管仲射齐 桓公 中钩 的故事 是很 有 名

的L
。

王 国维 《胡服 考 》 援 用 这 个 故事 以及 《荀子
·

礼论 篇》 “绍 绅而 无钩 带” 之 文
,

说
: “ 绅 为 大带

,

则 钩带或 指革 带
,

皆古带 用钩之 证 ” L
。

战 国前 期肯 定 已 用 带钩
。

金

文 “ 句 ” 作 氛 ((( 姑冯 句键》) 启 启 ((( 其 老 句 镶 })/
。

郭 沫若 同志 认 为
,

此字 即 “钩 带之

钩 之 象 形也 ” @
。

一 件 事物反 映并凝 固 于文 字形 体 是需 要 一 段 时 间的
。

河 南信 阳长 台关和 湖北 江 陵望 山 战 国墓 都 出土 有金银 错镂 或错金 嵌 玉 的带钩
,

其 精

美 程度决 非朝夕 所 可 臻 就
。

前 者一 号 墓 出土遣策 云
:

t’.
· · · ·

一组 带
,

一 革
,

皆有 钩
。 ”

“ 一 素革 带
,

有 团钩
,

黄金 与 白金之 嚎” @
。

后 者二 号墓 出 土 遣 策也说
:

t’.
· · ·

一 革 带
· · · ·

一 玉 钩
,

一 环 ” L
。

其时 代 都属 战 国前 期
,

江 陵二号 墓 稍晚
,

但 都早 于 《楚 辞》 时

代
,

可 以 作为 《二招 》 艳称 “ 犀 比 ” 的 佳 证
。

王 国 维 说
: “ 《大招 》 或 云 屈原所 作

,

或

云景 差
。

二说 不 同
,

要在 楚顷 襄王 放 原 江南 以 后
,

去赵武 灵王 之 初胡服
,

至 少 且 十 余 年
口

故 有鲜 卑 之 语 ” ⑧
。

十 余年弹 指之 间
,

如果 楚晋 在赵武 灵王 之 后 才 有带 钩
,

根本 就不 可

能把 土 产 的 “ 洋货 ” 夸耀 得 这样 眼 花缭 乱
、

光 照 白 日
,

这还不 说 从北 方到 南方所 需 要 的

传播 时 间
。

《赵 策 》 说武 灵王 以 “ 黄金 师比 ” 赏赐大 臣
,

其为 “ 土 产” 的 可 能 要
`

大一

些
。

《齐策 》 说 田 单 “ 黄 金横带
,

而 驰 乎 淄绳 之 间” ,

也 可 见 当 时 骑 术 之 精
、

胡 服 之

盛
、

带钩之 美
。



日本学 者长 广敏雄 写 过 《带 钩 之 研究》 一 书L
,

著 录 了几 百件 各家珍 藏 披 露 的 带

钩
,

可 惜 几乎 全是 收 购采集 的 传 世 品
,

无 一 直 接 科学 发 掘者
,

无 法 断 定哪 些 是 战 国 出

品
。

但 是 解放后 我 国 出 土 了大 量 战 国 带钩
,

可 资 比 较研 究
。

限 于 题 目和 篇 幅
,

这里 只 能

举 几 个与 《楚 辞 》 有 关者
。

山 西 长治分水 岭战 国墓 第二 次发掘 出 土 了铜 带钩十 四 件
、

铁

带 钩 四 件
,

有 的贴 金
,

有的镶 嵌绿 松 石
,

特 别 是 其中 I式 琵 琶 形 带 钩
,

面 饰 错金 云 纹 与

蛇 头 图 案
,

嵌绿 松石
,

Vl l 式 虎形钩
,

腰 间 铭有 “ 王 ” 字
,

并 饰花 斑纹 ( 图 一 ) ,

精美 绝

伦L
,

可 为 “ 晋制 犀 比
,

费 白 日些 ” 之 实 证
。

山西 侯马 战 国 中晚 期奴 隶殉 葬 墓 出 土 错金

银 的铜
、

铁 带钩
,

甚 至 被 害 的 奴 隶 身 下 也 发 现 一 个简 陋 的铁 带钩 ( 图二 ) ,

可 见 晋 地 服

用 “ 犀 比 ” 之 普 遍妙
。

楚 墓 出
一

{几带 钩 也相 当繁 富 精美 ( 图三 ) L
。

关 于 带钩 的 使 用方 法
,

传 为 洛 阳金村 战 国 出 土 的立 式 铜人
,

腰 束有钩革 带 ( 图 四 ) ,

十 分 珍 异
,

可 供参 照 L
。

正 是 因 为带钩 的 广 泛 使用 和 工 艺 的 精 进
,

从战 国 到 秦 汉 发 生 过

许 多关 于 带钩 的传 说
。

上 引 “ 管仲射钩 ” 就 是 一 个 例子
。

《帝王 世 纪 》 和 《论 衡
·

恢 国

因一 山西 卡治分水岭减国墓出土带钧

篇 》 还记 载着 商汤 得天 下 “ 白 狼衔钩 ” 来

献 的 故 事
,

只 不 知 道这 “ 钩 ” 指 什 么 钩
。

战 国 后 期
,

南 方金 属铸 造 雕镂 工 艺 有后 来

居 上 之 势
。

战 国 晋
、

赵
、

楚 自铸 的 “ 犀 比”

已 值炫 耀或 赠 遗
,

汉初 的 “青 纸 ” 还 能 用

以 赏赐 匈 奴
,

这不 仅 含 “ 宝 剑 送 英雄
,

红 粉

赠 佳 人 ” 之 意
,

而 且证 明 其工 艺 已 远 胜 于

原 产地
,

不 然 决 不 敢
“

鲁 班 门 前 卖大 斧
” 。

图二 山面 侯 马 奴羹殉葬墓出土铁带响

毕 粼 共
出土晰 易饰 铜 带钧

霆
淑宜昌前耽醛出切蹄殉

椰L琪构马山趁
基出土锢带钩

图三 廷她 战国基么土带钩

( 姻都)

革料带殉殊 用

图 四洛帕树

跳 椒 像

(战国后期

磷 .25 弧米)

( 五 ) 犀 比 和 斯 基 泰 艺 术

在 公 元前 8

—
4 世纪 活 跃于 黑 海北 岸 以 至 西 伯 利亚 草原 的斯 基 泰人 ( 三c 丫t 阳 。 n ,

伐 国 史称 “ 塞种 ” ) 是 “ 胡 服骑射 ” 的草 原 文化游 牧 民 族
,

使用 带钩 ( 古 希腊 灼 希罗 多

德说 他 们 “ 所有装 饰在 头 部
、

腰 带
、

胸 甲 上面 的 东 西 则都 是黄金 制作 的函 )
。

见 国 北 方

的少 数族 和 鲜卑
、

匈 奴等很 可 能 向他们 学 习 到 一 些 铸 造
、

雕 饰动 物文 样的 青 铜 器 物 ( 包

括带钩 ) 的 工艺 技 巧
。

有一 件传 世 的 斯 基泰 带 钩 和 我 国 内蒙地 区 出 土 的 一 件 “ 猛 虎衔

1 9



兽 ” 带 钩就 十 分 相 似 (图五 )
,

所 示 大都 是 接受 斯 基 泰 艺 术 影 响 的 以 “ 曾斗 ” 为母 题 的 么

钩 ) L
。

但 是外 因 只 能 通 过 内因 起作 用
,

有 生 命 的 文化 一 般都是 土 生 土 长
、

根 深 叶 茂而

富于 特 色 的
。

匈奴 式
、

鲜卑式 乃 至 战 国 式带 钩的 形 制可 能 来 自异 域
,

文 样 装饰也 接受 了

一 定外 来 影 响
,

但是 其母 题 和 基 本 构 思 却 主 要是 独 立 的
,

自成 体 系 和 别具 传 统 的
。

长 广

敏 雄 《带 钩的 研 究》 就相 当 细 致 地 分析 了各 种 各 样传 世 带 钩的文饰 ( 尤 其是 其 中动物 文

样 ) 的 中 国 特 色和 渊 源
。

目前 出 土 的 许 多 战 国 式 带 钩 如 果 摆 在一 起
,

简 直 就无 法 区 别 它

是 匈奴 式 或 鲜 卑 式 的
,

是 晋 制 的 还 是 楚 出 的
。

这 就 说 明 它 们 已 融 化 在 中华 民 族 统
一

而 义

丰富的 文 化 里 而 具 有 中 国 作风 和 中 国气 派 了
。

中 华 民 族 对 外 来 的先 进 文 化决 不 是 心 怀 恐

惧
、

顽 固拒 绝 或奴 性模仿
、

机械 照 搬
,

任 何 独 立 强 大而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也 都不 会 孤 芳 自

赏
、

妄 自尊大
。

鲁 迅 在 《愤
·

看 镜 有感 》 里 说 健 康而 强 盛 的汉 代 从 来就 不讳 言 “ 洋 ” 一
“ 海 马 葡 萄 ” 就 是 “ 洋 ” 的

。 “ 天 涯 何 处 无 芳草” 。

大 量 而 积 极 地 吸 收 外族
、

外 国文 化

对 于 中原 先 秦时 代 的 百 家争 鸣
、

科 学 进 步
、

艺 术 繁 荣
,

是 有 刺 激 和 推 动 作 川 的
。

任何健 康 的文化 交 流 总 是相 互 的
,

互 通 有 无
,

取 长 补 短
。

斯基 泰文 化 以及 所 谓
“

斯

基泰
·

西伯 利亚 ” 文 化 给 予 我 国 春秋战 国 秦 汉 艺 术一 些 有益 的 启 发
,

它 们也 可 能 接 受 过

我 国殷 商青铜 文化 的有 力 启示
。

斯 基泰 文 化 也 不 是 天 上 掉下 来
、

石 头 里 蹦 出 来 的
。

它 l
`

J

样也 接 受 外来 影 响
。

斯 基 泰艺 术 最 具 特 色 的 一 些母 题
,

例 如猛 兽 相 搏
、

猛 犬 猎 兽
、

rG iff jn 狮 鹰兽 噬 畜等 等
,

以 及 “ 后 部 扭 曲 ” 、 “ 四 肢蜷 缩 ” 、 “ 枝 角 缠 绕 ” 等等 表 现 手

法
,

就 鲜 明地 表 现 了 古代 巴 比 伦
—

亚 述 文 化
、

古代 尹 兰 文 化
、

古 代 希腊文 化 的 影 响
。

我 国 夏
、

商
、

周
、

春秋
、

战 国
、

秦
、

汉 文 化 和 欧 亚 草原 文 化 的关 系 也 值得深 入 研 究
。

但

如果有 人 抓 住 某 些 毫 不 足 奇 的 交流 文 化 的 事 实
,

又 因 为 斯 基 泰人 在 他 们 现 在 的 国 土 上 活

动过
,

就 夜郎 自大 似地 大吹 大 擂起 来
,

以 为 “ 我 们 从 前 比 你们 阔多 了 ” ,

那 实在 是 比阿

Q 还 可 笑 , 而 如果 只 见 树 木
、

不 见 森林
,

只 及 一 点
、

不 计其余
,

就 胡 说 什么 中 国 文 化 是

1
.

南酗利亚古墓中出场长袍全带钩

图五兽斗胭娜钩 崎蒯蒯亚维赴之长袍娜钩
20 8

.

中国内蒙古等蜡坤针
乙 中目 街铜带角

图五 斯基秦式带钩和中国 肉萦地区出上的带询



“ 外 来 估息 ” 的产 物
,

为 早 已 破产 的 “ 中 国文 化 西 来 说 ” 招 魂 续 魄
,

为 侵 略 中 国 制 遗舆

论
,

那 就 更 是 “ 可 怜无 补 费精神 ” 。

中 华 民族 从 来 独 立 自主
,

而 又 谦虚
、

坦 荡
。

我 们 祖 先 主 干 之 一 的楚 国 人 就 公 然 称 带

钩 为 “ 犀 比” ,

不 因 其 有 个 译 名 就 视 作异 端
、 一

介以 排 斥
,

更 不 因 其 为 “ 晋 制
”

就 斥 为外

来
、

拒 绝 接受
。

《楚 辞 》 里 提 到 不 少 “ 进 口 货 ” ,

却大 都抱 着 一 种 光明 磊 落 和 大 无 畏 的

态 度
,

仅 就 这 一 点说
, 《楚辞 》 也 可 以 光 照 白 日

。

另 一 方 面
,

由于 种 种历 史 和 现 实 的 原 因
,

我 国 考 古 学
、

历 史 学
、

文艺 学 界
,

好 些 年都 不

愿 意 接触 古代 史 上 东 西 方 文化 的 交 流
,

尤 其 是 不 喜 欢 谈 论 我 国人 民 敢于 向外 国 学 习 的 事

实 ; 对 于 有关 我 国古 代 史 上 与 奇姆 迈里 文 化
、

斯基 泰文 化
、

塞 伊 姆 文 化
、

卡 拉 索克 文 化

等等 的关 系 问 题
,

尤 其不 愿 多 所涉 足
,

以 致成 为 考 古 学 上 不 得 挖 掘 的禁地
、

历 史 学 里 不

能 窥探 的 禁 区
。

甚 至 连 我 国 人 民 首 先 给予 启 示
、

后 来 我 国 的 艺 术 才 接 受 了 它 的 某 些 “ 文

化 因 子 ” 的 “ 反 影 响
”

的 光 荣事 实
,

也 往 往 讳 莫如深
,

避 而 不 谈
。

以 “ 晋 制犀 比 ” “ 若

鲜 卑只 ” 的 考 释来说
,

本 来可 以追 本 溯 源
,

求出 我 国 商 代 文 化 首 先 通 过 北 狄 文 化 ( 包 括

蒙古 草 原 文化 ) 以及 卡拉 索克 ( K o r o s o k) 文 化 的 折 光 投 射 给 斯 基 泰
·

西 伯 利 亚 ( Sc y t h 旧 n

一 is be r i a) 文 化 以某 种光 辉 的 史 实 ; 也 可 以 证 出 “ 西 伯利 亚 (s ,b er , a) 这个 词 来 源 于 我

国 东 北 的 “ 鲜 卑 ” ( ` 。 bI ) 的 语 言 演 化迹 象
。

但是 许 久 都 无 人 接 触
。

我 国 的 商 周 文 化
、

北 狄 文 化 曾经 给西伯 利 亚 地 区 的 土 著 文 化 以 积 极 影 响
,

我 国 北 方
、

东 北 乃 至 中 原 的居 民

或 者说移 民
,

曾经 跟 敏奴辛 斯克 ( M l n 。引 n s k) 等 地 土 著友 好相 处
,

同 时 接 受 古代 东 西 方 文

化 的 启 示
,

创 造 出光 辉灿 烂
、

富有 特 色 的 卡 拉 索 克 青铜 文 化
,

并把 其光 荣 传统 和 某 些 因

素 溶汇 为 别具 一 格 的 “ 斯 基泰
·

西 伯 利 亚 ” 艺 术
,

在古 代 东 西 方文 化 交 流 史 上 建树 过 不

朽 的功 勋L
。

这 种 历 史 的殊 荣 甚至 被 当 成 病 变 而 被掩 饰 了
。

至
一

于我 国 从 北方 到 南 方的 人

民 有胆 量
、

有 能 力
、

有 气 度
,

能够创 造 性 地 学 习
、

仿 制外 族 或 外 国 的文 化 珍 品
,

在 某 些

方 面 还 有 所 突 破
、

有 所 改 进
、

有所提 高 ; 战 国 时 期晋 国 制造 的 “ 斯 基 泰
·

西 伯利 亚 ” 式

,’) 鬃比 ” ,

已值得 文化 先 进 的 楚 人 加 以赞 美 和 夸 耀
。

然 而 在 林彪
、

四 人 帮
、

康 生 “ 洋奴

析 学
” 、 “ 投 降主 义 ” 、 “ 崇 洋 媚外 ” 、 “ 西 方 中心 ” 等 等 大 帽 子 的 威 胁 下

,

有人 却把

它 当 作 “ 家 丑 ” 而 不 得 外 扬
。

真 是 可 笑 可 悲 之 至
。

我 们 的 某 些 研 究 论 著 不 谈 犀 比
、

鲜卑

的 语 源 和 对 音
,

不 谈 战 国 式带 钩 的原 型
、

流 变 和 发 展
,

更 不 谈 古代 东 西 方 文 化 的 交 流 ( 包

括 某 些 因 子 的 播 化 )
。

这种情 况 难 道 还 要 永 远 继 续下 去 吗 ?

注 :

⑥参 见 拙 作 《楚 辞
·

大 招 新 解
:

篇耐 奇 ( 田奇)

m 文 怀 沙 : 《屈 原 招 魂 注译 》
,

《文 史 》 第 牙 》 及 《 曾 ( 层 ) 颊 奇 (奇」) 耳 》 篇
。

《中 国 古

I 辑
,

中华 书 局
,

1 96 2 年
,

第 72 页
。

典 文 学 研 究论 丛 》 第 1 辑
,

吉林 人 民 出 版 社
,

② 马 茂 元 : 《楚 辞 选
·

招魂 》
,

人 民 文 学 出 19 8。年
。

版 社
,

1 95 9年
,

第 2 洲 页
。

勿参 见 拙作 《夔魅
·

祖 明
·

女 蜗
—

晚周 凤

③ 〔清 〕 阮 元 : 《积 古 斋 钟鼎 彝器 款识
·

汉 夔 尽吻帛 画新 解 》
。

丙 干 神 钩 》 10
·

9
。

原 误 《招 魂 》 为 《天 问 》
。

匆 ]’ 山 : 《商周 史 料 考 证 》
,

龙 门 联 合 书

江)郭 沫 若
: 《屈 原 赋 今 译 》

,

人 民 文学 出版 店
,

1 96 1 年
,

第 176 页

社
,

1 95 3 年
,

第 5 4 页
。

⑨L 参 见 〔日〕 藤 田 丰八 : 《犀 毗和 廓 落 带

⑤ 朱 季 海 : 《楚 辞 解 故拾 遗
·

招 魂》
,

《中 间题 》
,

《剑峰 遗草 》
,

第 51

—
64 页

。

华 文史 论 丛 》 第 四 辑
,

19 6 3 年
,

第 13 7页
。

〔日〕 江 上 波夫 : 《关 于 师 比 和 廓 落



带 》
,

《东 方 学报 》 第 2 期 , 东 京 , 19 31 年 ,

(( 经 路刀 与 师 比 》
,

原 书未 见
。

又 参 见 注 @
。

@马 长 寿 : 《乌 祖与鲜 卑 》
,

上 海 人 民出 版

社
,

19 6 2年
,

第 17 3页
。

L L 参见 〔日 〕白鸟库 吉 : 《匈奴民族考 》
,

原 载 巴 黎 《亚 洲杂 志 》 200 卷
,

19 2 3年 , 后 改题

《蒙 古 民 族起 源考 》
,

载 日本 《史学 杂 志 》 第 18

卷
,

第 2

—
5 期

。

此 据 何 健 民 译 文
。

L k w u k一 lu k 不 知何兽
。

与 鲜 卑
—

匈 奴式

带钩 关 系 极 密 切 之 斯 基 泰艺 术 中 常见 名 为 G r i

矛f i n 之 狮鹰 合 体 兽 扑 食 偶蹄类 动物 之母 题
,

其 形

象 亦 偶见 于 带钩
。

G r i

—
发 声近 于 “ 郭 洛” ,

我 国 鄂 伦 春 族 犹呼 鹰为 “ 阔 里 ” ,

其 间 对 音 关系

颇 值 注 意
。

L 《国语
.

晋 语 》
,

上 海 人 民 出版 社
,

19 77

年
,

下 册 , 第 4 66 页
。

《四 部 丛 刊 》 影 明 刻宋
“ 公 序

”

本
` 鲜卑

” 作 “

鲜牟 ” ,

或 据 以 否认 战

国 有 关 于 “ 鲜 卑 ” 之记 载 (见 注 ⑧ )
。

其 实 《招

魂 》 之 犀 比
,

《大 招 》 之鲜 卑
,

既指 带 钩 , 又 标

出产 地
,

且 明 楚 与 鲜卑 之特 殊关 系
,

毋 庸否 定
。

L 《史记
·

匈 奴列 传 》 索隐引服虔云 , “ 东

胡
,

乌 桓之先
, 后 为 鲜卑

。 ” 又 日 : “ 山戎
,

盖

今鲜卑
。 ” 徐广云 : “

鲜 卑
,

东 胡 别 种
。 ”

引

〔汉〕 应 奉 《上植 帝书 》 : “

秦 筑长城
,

徒 役 之

士 亡 出塞 外
,

依 鲜卑 山
,

因 以 为 号
。 “ 《翰苑

集 》 注 引 《汉 名 臣奏 》 : “ 鲜卑 者
,

秦 始皇 遗 茱

恬 筑 长 城
,

徒 亡 出 塞
。

鲜
,

少 也 ; 卑
,

陋 也
。 ”

(案 : 此 二条 无 据 ) 《后 汉书 ! 鲜 卑传 》 : “

鲜

卑者
,

亦东 胡 之支 也
,

别 依 鲜卑 山
,

故 因号 焉
。 ”

“ 以 季 春 月 大 会 于 饶 乐 水 上
。 ” 《三 国 志

·

魏志
·

鲜 卑 传 》 : “ 乌 植
、

鲜 卑
,

即 古 所谓东 胡也
。 ”

《翰苑 集 》 注 引 司 马彪 《后 汉书 》 : “ 鲜卑
,

亦

东 胡 之 支 也
。 ” 《北 史

·

魏 本纪 》 : “

魏 之先 出

自黄 帝
,

黄帝子 日 昌意
,

昌 意 之 少 子受 封 北 国
,

有 大 鲜 卑 山
,

因 以为 号
。 ” 《三 国 志

·

魏 志 》 注

引 〔晋 〕 王沈 《魏书 》 : “

鲜 卑
,

亦 东 胡 之余

也
。 ” 《文 选

·

西 京 赋 》 李 注 引 《魏书 》 作 :

“

鲜卑者
,

东 胡 之 余也
。

别 保鲜 卑山
,

因 号 焉
。 ”

“ 关于 鲜 卑 山 及饶 乐 水 之 地理
,

有 通 古 斯 河 南

( 丁 谦 )
、

喀 尔 喀 ( 《朔 方 备 乘 》 )
、

呼 伦 贝 尔

河草 原 ( 剪 伯 赞 : 《内蒙访 古 》 ) 等 说 , 安 志敏

先生 以辽 水即 今辽 河
,

鲜卑人 活动 范 围 在 今 西 拉

木 伦 河
,

见 《关 于 内 蒙古 札责 诺尔 古墓 群 的 族 属

问题 》 , 《文 物》 196 4年 第 5 期
,

第 45 页
。

L 《朔 方 备 乘 》 云 : “ 东 汉
、

魏
、

晋 之 鲜

卑
,

其 庭幕 在 喀尔 喀
,

而 封 珍 则远及 北 海今 今 俄

罗斯 东 偏 之 锡伯利 部 地
,

咸 为 所 兼 并
。 ” 或 据 以

补 充 道 : “ 鲜 卑 音转 为 锡 伯
,

今 黑 龙 江南
、

吉 林

西 北有 锡 伯部落
,

即 鲜卑 遗 名
。 ” 见 章 炳 麟 :

《馗 书
·

原 人 》
,

中 华书 局
,

19 58年
,

第 104 页
。

或 云 , “

今外 蒙古 以北 之地
,

西人 皆称为 悉

比 利 亚 ( s i b e r i a )
,

悉 比 即鲜卑转 音
,

以 其 地

皆鲜 卑人 种所 分 故 地
。 ”

见 丁谦 : 《后 汉书
·

鲜

卑传 地理 考释 》
。

或 云 : “ 盖 自里 海一 带至 西 伯 利 亚 及 辽 水流

城等 皆鲜卑族 居 处 (西 伯 利 亚 之 名 即 由 鲜卑 而

得 , 西 方 之 鲜 卑尔
,

亦 即 鲜 卑异 译 )
,

故 《后 汉

书 》 所 云非 是 , 盖 鲜 卑乃 其大 名
,

非 种 族 以 山

名
,

实以种族名 山也
。 ” 见 童 书 业

:

《中 国疆 域

沿革 考》
,

开 明书店
,

19 48年
,

第 n 4 页
。

某 些西 方 作 家 把 “ 西 伯利 亚 ” 之 得 名 推 得 更

晚
。

例如 〔美 〕 麦 高 文 说 . 公 元 五 世 纪
, “ 若 干

中 亚人 民为 求避 免柔 然 (阿 哇 尔 ) 之 控 制
,

遂

决定 向西方迁 移
。

其 中最 重 要 的一 支
, 称为 西 伯

人 ( s a b i r s )
,

后 世 西 伯利 亚 ( s i j b e r i a )一 名
,

也 许便是 因他 们而 产 生 的
。 ”

见 《中亚 古 国 史 》
,

中华 书 局
,

19 5 8年
,

第 19 9页
。

L 事 见 《史记
.

赵世 家 》 《六 国 表 》 及 《资

治 通 鉴 》 有关章 节
。

《淮 南 子
·

主 术 训 》 : “ 赵

武 灵 王 贝带
、

鸽鹑而 朝
。 ” 高 注

: “

鸡 鹤读 曰 私

锹头
,

二 字三音 也
。

日 郭 洛带
,

系 桃摘 也
。 ”

L 《左 传 》 信 24 年 : “ 齐桓 公置 射钩
,

而 使

管 仲相
。 ” 杜 注 : “

中 带钩
。 ” 《国 语

·

晋 语 》 :

“ 乾 时 之役
,

申孙 之 矢
,

集 于 桓 钩
。 ” 韦 注

:

“ 带 钩 也
。 ” 《史 记

·

齐 太 公世 家 》 : “ 管 仲 射

中小 白 带钩
。 ” 《吕氏 春 秋

·

贵 卒 篇 》 : “ 管 子

扦 弓
,

射 公子 小 白中 钩
。 ”

L L 王 国维 : 《观 堂 集林
·

胡 服考 》
,

中华

书 局
,

19 59年
,

第 1 07 3
、

107 7页
。

@ 郭沫 若
: 《金文 丛 考 》

,

人 民 出 版 社
,

19 5 4 年
,

第 17 6 页
。

@参见 《文 物参 考 资料 》 19 57年 第 9 期 的 报

导
。

(下 转 第 6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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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 良知 ” 便是 仁 义 礼 智信
。

按照 这 个程 序 修身养性
,

直 养得 “富润 屋
,

德 润 身
,

心 广

体胖 ” (同 上 ) ,

然后 方 可治 国平天 下
。

这实质上是 要求地 主 官僚都 蒙上一 层 “ 仁 义 道

德 ” 的面 纱
,

施 展 牧师 的 伎 俩
,

掩盖 其对人 民 的暴行
。

总 之
,

封建 礼教制 约 着人 们 的 行 为
,

钳 制着人 们的 思 想
,

使人 们俯首 听 命地 接受 统

治 者 和 族 长
、

家长的奴 役
、

摆 布
,

言 行不敢 越 雷 池 半步
,

成 为 封建 愚 民政 治 的 驯 服 工

具
。

违反 礼 教
,

就会被 认 为大 逆 不 道
,

不但 要受 到法 律
、

族规
、

家法 的制裁
,

而且还 要

遭 受 社会 道德力 量 的打 击
。

清 代 学 者戴震 深 刻地 指 出
: “ 人死 于 法

,

犹 有怜之 者 ; 死 于

理
,

其谁 怜之 ” ( 《孟 子 字义疏 证 》 ) ? 揭 露封建统 治者 “ 以理 杀人 ” 。

在封 建社 会
,

多

少 敢 于 反抗 封建 秩序
,

有进 取 精 神 和 追求 自由的人
,

都死 在 这杀 人不 见 血 的软 刀 子 下
,

无怪 乎 鲁 迅猛 烈 地抨击 封建 礼教 “ 吃 人 ” ! 值 得 注意的是
,

这 只 吃 人 的猛 兽
,

却是 锦 衣

文绣
,

冠 冕 堂 皇
,

还带 有 弥勒佛式 的笑 面 1

封建 礼教 对于 广大 人 民群 众的钳 制和 毒 害
,

很 大程 度地 起到 了 巩 固 封建 制 度 的 作

用
。

它在整个 封建社会 役 有遭受到 一 种新思 潮 或 异 端思 想 致命 的打击
,

地 位是 相 当牢 团

的
,

影 响 之 大
,

远 远超 出 西方 的宗教 神学
。

它 束缚 和 熏 陶 人 们 的 思 想 长 达 两 千 年之 久
,

对 中华 民 族 的毒 害
,

可 谓 深矣
。

综 上 所 述
,

中国 特 殊的地 理 环 境 造 成 了 古代 奴隶制 的若 干 特 点
,

由此 演变 为 封建 社

会 的小农 经 济
、

村社制 和宗法 制
,

及 与之 相适 应 的 专制 主 义 中央集 权制和 封建 礼教
。

小

生 产 的经 济特 点决定 了 中国封建 社会 自然经 济严 重的惰性
,

宗法 制
、

专制制度 和 封建 礼

教 的 作用
,

加大 了这一 惰性
,

造 成 中国 封建 社会 商品经 济长 期得不 到 飞跃 发展
,

资本 主

义 经 济关 系迟 迟 不得产 生
,

封建 制度延 缓 了两 千多 年
。

建 立 在落后 的 小农 经济 基础 上 的

中央 集权长 期 的存
’

在
,

伴 随 着它 的官僚政 治只 能旧 趋腐 败
,

封建特 权也 与 日俱增 ; 宗 法

制在 小 农 经 济和 封建 村社 的 环境 中
,

向着社会 的最 低 层 发展
,

变得 根深 蒂固 , 封 建 主 义

思 想 也 由 于 长 期 统 治着 意 识 形 态领 域而 深入 人 们 的 头 脑
,

封 建礼 教 的道 德观 念形 成 了

普遍 的社会 心 理
。

总 之
,

中 国 封建 社 会 小 生 产 的经 济基 础与 以 它为 基 础的 上 层建 筑相 互

作用
,

使 中 国 封 建 制度 成 为世界上 最 顽 固 的封 建制度
。

社 会 基本 上 处在锁 闭
、

保守
、

沉

闷 和 僵化 的 状 态 中
。

这一 切
,

使封 建主 义 形成强 大 的传 统力 量
,

影 响极 其 深 远
, 以 至 于

我 们 今 天 仍 受其害
。

沐效 未欢欢欢洲次欢谈浓粱沉次欢次旅欢欢欢欢欢笨滚旅滚欢欢 欢次欢决欢次旅欢浓浓旅欢欢欢欢欢浓欢欢欢谈欢欢液兼欢欢欢欢次浓汉欢次双欢斌次浓兼欢次欢欢簿咬硬欢沙

( 上接 第 2 2页 )

L 《湖 北 江陵 三 座 楚 墓 出 土 大 批 重 要 文

物 》
,

《文 物 》 19 66年第 5 期
,

图二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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