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故宫博物馆研究馆员周乾博

士出版了一部解读故宫中形制、 规模、

等级最高的建筑———太和殿的著作。 作

为明清官式建筑的集大成之作，太和殿

本身可视为我国古代建筑技艺最高水

准的物质载体。 纵览《太和殿》全书，从

概述华章至附录工艺，从地基基础至屋

顶整体，从细部彩画至室内陈设 ，该书

不仅以详尽的内容细致阐述了太和殿

筑基历程与构造细节，而且真实丰富的

插图与引经据典的注解也使得该书图

文并茂、形象有趣，使得读者能够深入

浅出地理解太和殿这座经典明清官式

建筑。 在有限的篇幅中，该书回顾了太

和殿 600 年的辉煌历史与多舛命途，总

结了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底

蕴，呈现了我国古代工匠卓越的聪明才

智和精湛的营造技艺。 该书不仅有助于

从事遗产保护的工作者从细节处了解

太和殿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而且能让

广大非建筑从业者更加形象生动地理

解太和殿，热爱中国古建筑 ，增强大家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

在“屋顶”这章，作者详细解读了太

和殿屋顶的建筑智慧、建筑科学和建筑

艺术。 太和殿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优秀

典范，其屋顶曲线更能体现建筑本身的

雄伟与壮丽。 太和殿屋顶平整、顺滑，从

上而下形成流畅、平和的曲线 ，给人以

愉悦之感。 书中介绍到屋面曲线的获得

是由古代工匠在屋顶铺瓦时，在最下方

（屋檐）和最上方（屋脊）各钉一颗钉子，

两端分别用绳子拴住，绳子因自重在空

中形成自然下垂的顺滑曲线，该曲线即

为瓦顶高度的控制线。 通过调整绳子的

长短， 可获得不同的屋顶曲线形状，这

些曲线类似物理学上的最速降线，非常

便于排水。 此外，太和殿古建筑屋顶的

挑檐做法亦有利于建筑的保温隔热，太

和殿屋顶檐部向外挑出长度约为柱高

的 1/3，并略带上翘的弧度，形成优美的

曲线。 在夏天，挑檐有利于避免阳光在

正午时间照入室内，而在冬天正午时分

阳光则恰能照入建筑最深处。

在“色彩”这章，作者用文字绘出了

太和殿的色彩之美，剖析了其中蕴含的

礼制文化。 太和殿主要的色彩呈现于黄

色的瓦顶、青绿色的屋檐和斗拱 、红色

的门窗和立柱、白色的台基 、灰色的地

面。 书中提到，太和殿在室外采用红、黄

为主的暖色，而在室内采取以青 、绿为

主的冷色。 冷暖色调的协调，不仅有利

于突出建筑的功能，而且有利于增强整

体外部空间的立体感，以及建筑室内的

视觉舒适感。 从建筑群体色彩可以看

出，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的瓦面颜色为

黄色， 这体现了紫禁城建筑整体的形

象，即古代皇权的象征。 而红色大面积

铺色于柱子和墙体，是强大生命、捍卫权

力的象征， 寓意古代帝王的江山永固和

生命无限。 红、黄这两种颜色在紫禁城古

建筑群中的大规模应用， 形成了紫禁城

华丽、庄严与雄壮之美。 太和殿在一些部

位还巧妙地使用了色彩互补方法。 如隔

扇和槛窗的棱线上采用了金线， 实现了

红色与黄色的协调与过渡， 并且使得整

个建筑产生流光溢彩的效果。

在“装修”这章，作者概括了太和殿

的门窗之美、 宝座的奢华与藻井的精

巧。 太和殿隔扇的隔心有精美的三交六

椀菱花纹，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门窗纹

饰的最高等级。 书中详细分析了这种纹

饰的艺术特征：三交六椀棂花纹即中间

的直棂、两边斜棂交于一点 ，将立面分

成六等分，而每个等分的边界做成菱花

纹，总体来看就像六个碗，又称六椀。 三

交六椀构造采用棂条上下扣槽，相互套

接，用直棂与斜棂相交后组成无数的等

边三角形， 每组三角形内有六瓣菱花，

使三角形相交的部分成为一朵六瓣菱

花状，三角形中间成圆形。 太和殿的宝

座为髹金漆云龙纹宝座，也是故宫现存

做工最讲究、装饰最华贵、等级最高、雕

镂最精美的宝座。 书中细致解读了这个

楠木宝座的做法 ： 上部采用圈椅式椅

背 ，下部承托以宽阔的 “须弥座 ”式椅

座， 太和殿皇帝宝座上的漆金和脚踏，

均采用古代最尊贵的形式。13 条金龙分

布盘绕于椅背上，其中最大的一条正龙

昂首立于椅背的中央， 后背盘金龙，中

格浮雕云纹和火珠， 下格透雕卷草纹。

高束腰处四面开光透雕双龙戏珠图案。

透孔处以蓝色彩地衬托、高束腰上下刻

莲瓣纹托腮。 中间束腰饰以珠花，四面

牙板及拱肩均有浮雕卷草及龙头。 宝座

通体罩金箔并镶红蓝宝石作装饰，极显

尊贵。 太和殿内宝座上方有藻井，全称

为龙凤角蝉云龙随瓣枋套方八角浑金

蟠龙藻井。 太和殿藻井的装饰性与象征

性融于一体，一方面，它展示出精美的

装饰空间和造型艺术，另一方面 ，它象

征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寓意避火

驱邪，是我国古代造型装饰文化的精美

体现。

以太和殿为代表的故宫古建筑是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它的许多方

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希望我们每

一位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众，都

能够通过《太和殿》这本书，来学习 、弘

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以细节解构金銮之美
■ 淳 庆

神话不仅是人类童年的珍贵记忆 ，

而且也是启迪后人好奇心和想象力的重

要渊薮。这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起源，往往

是在人们的童年时代对于神话的渴望和

迷恋。 当儿童时期的鲁迅听到一位长辈

说起有一本叫作《山海经》的书，里面“画

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

翅膀的人， 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

怪物”之后，便对这本神奇的书充满了渴

望。 直到他的保姆阿长妈妈帮他买到这

本书后， 他才如饥似渴般大快朵颐了这

本他神往已久的神奇之书———这为他成

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注入了重要的

营养活力。

除了普通人出于好奇心和想象力对

神话的神往， 还有许多学者出于研究对

于神话的关注。当然，学者们专业背景不

同，对神话关注的角度也不一样，诸如历

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等。

他们的研究对于后人了解那个已经一去

不复返的远古历史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这些研究尽管角度不同，但

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利用早期的零

星神话材料， 努力复原那些已经过去的

远古历史，即所谓“溯源”。

“溯源”工作所依据使用的文献材料

主要是先秦两汉时期对民间流传的神话

故事进行文字记载的文本。 这是历史上

最早中国神话的文献， 所以可以称之为

“原生态”文献。 正是因为这些“原生态”

神话文献是早先学者们翻来覆去使用的

文献， 所以无形中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

觉，好像中国神话的文献只有这些“原生

态”文献了。 西方“原型批评”的学者认

为，虽然孕育神话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

但远古神话好似一颗颗种子， 在历代文

学百花园中再生出一代代繁花似锦的文

学果实。神话“移位”为文学的繁荣景象，

不但被西方文学的历史所证实， 也同样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再次搬演。 在

中国历代文学百花园中， 产生了不可胜

数的大量包含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等

多种文学体裁的“再生性”神话文献。

遗憾的是，由“再生性”神话文献所

构成的如此繁荣壮观的文学盛况， 基本

上没有进入以往神话研究学者的研究视

野。鉴于这种情况，和以往这些研究成果

相比，这本《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

文学移位》 的工作重心力求从以往学者

的“溯源”扭转到“探流”方面去。

这个所谓“探流”和“移位”的演变走

向和发展轨迹， 大致受到两种历史要素

制约：一是社会要素，二是文学要素。 社

会要素是指作家对神话母题的演绎再创

作要受到所在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制约； 文学要素指各种文学体裁和表现

形式对于神话文学发展演变形态的影响

作用。二者的交互作用，为神话文学的再

生和繁荣，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使神

话文学题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组成

部分和杰出成绩代表。

现以女娲补天神话为例， 展示一下

远古神话的种子在中国文学土壤上开花

结果的奇观：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
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于是女
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虫死，颛民生。 背方州，抱圆天。 和春阳
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
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

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
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
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
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 当此之时，禽兽
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
噬之心。

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
声被后世，光晖重万物。 乘雷车，服驾应
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
白螭 ，后奔蛇 ，浮游消摇 ，道鬼神 ，登九
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 然
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
从天地之固然。 何则？ 道德上通，而智故
消灭也。 （《淮南子·览冥训》）

《淮南子》 的作者是西汉淮南王刘

安。从时间上看，《淮南子》对于女娲补天

神话的记录， 已经不是距离神话产生时

间最近的“原生态”文献。 但因为此前的

材料难以觅及，这份材料又相对完整，所

以历代被视为女娲补天神话的经典文

本。尽管距离“往古之时”已经相当久远，

但它毕竟给后人大致勾勒出女娲补天神

话的主要部分， 其中包括女娲补天的起

因、补天的方法和过程、补天后的效果及

功绩等。正是这些内容，才构成了女娲补

天神话的主体内涵， 并成为民族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为后来女娲补天

神话的文学再生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国神话走向文学化的起步大约从

魏晋南北朝开始。 中国文学的生成演变

过程， 其中就包括神话母题不断得到历

代文学家的提炼再造， 形成一道道灿烂

文学风景线的过程。 女娲补天神话的文

学化就是其中一例。

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化大约始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 小说和骚赋从不同角度

尝试演绎了神话从古老传说向文学的移

位和过渡。作为小说故事，张华《博物志》

中保留了女娲补天故事的精粹部分，为

后来的女娲补天传说向文学的移位起到

了重要的情节内容的过滤传承作用。 诗

文中最早描写女娲补天题材的则是南朝

梁代江淹的骚赋《遂古篇》：

闻之遂古大火然兮， 水亦溟涬无涯
边兮，女娲炼石补苍天兮，共工所触不周
山兮。

《遂古篇》的文字失去了神话记载中

远古人们对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焦虑，

淡化了补天成功后远古人们的那份由衷

喜悦之情， 也摈弃了汉代记录者所赋予

的道家出世色彩。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繁荣鼎盛时

期。 唐代女娲补天题材完全被文学家打

造成为远离神话原型的文学天地。 最为

引人瞩目的， 就是补天神话中的各个母

题单元， 都被文学家的生花妙笔加以渲

染，成为琳琅满目的文学形象。 然而最为

精彩，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影响巨大和深

远的， 还是炼石补天神话在后代文学天

地中的再植和繁荣。

首先，和《淮南子》等神话记载相比，

后代女娲补天题材的文学作品淡化了神

话中先民因惧怕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而

表现出来的焦虑恐惧之情，代之以有距

离的超然感受和审美旨趣， 并且充分发

挥文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不断完善、补

充和再造补天题材的精神蕴涵和艺术价

值。 补天神话已经由先民抗洪抗震的历

史记录， 变成了中华民族战天斗地 、英

勇不屈精神的真实写照和优美表现，进

而逐渐积淀形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

唐代大诗人张九龄的《九度仙楼》诗

在原有女娲补天神话素材的基础上，增

加了几个新的母题意象。 先民质朴浑厚

的宇宙洪荒神话， 增添了许多富有艺术

形象感和生命活力的母题意象， 并且与

其他神话故事交相辉映，令人目不暇接，

成为神话题材移位为文学作品的鲜明例

证。比张九龄走得更远、把女娲神话文学

化工作做得更为彻底的是卢仝，他的《与

马异结交》 诗堪称是女娲故事文学化的

另起炉灶和翻版再造。

梁启超认为， 中国诗歌在走向浪漫

化的过程当中， 诗人对于神话题材的借

鉴使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类以

女娲作为敢于战天斗地并且鬼斧神工的

文学形象的作品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可谓

栉比鳞次（粗略统计不下百篇）。

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 不仅表

现在诗文领域， 而且也在小说戏曲等叙

事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由于

文体的特性所在， 叙事文学作品在表现

女娲补天题材时承袭了诗文作品中女娲

题材的传统意象和使用角度， 增加作品

的文学意味， 展现出补天题材的无穷文

学潜力。 其中比较多的是以女娲补天作

为既定的符号喻体， 指喻与补天意义相

近的涵义。

比如《玉梨魂》《湘烟小录》把女娲补

天喻为超人之力的象征；《英雄成败》《平

山冷燕》以女娲补天指代丰功伟绩；《西

游记》《后西游记》《豆棚闲话》用女娲补

天的典故来诠释小说故事中的某件器

物或道具， 以增强其说服力和神秘感，

等等。

小说中以女娲补天故事作为构思框

架的作品有两部， 一是不朽巨著 《红楼

梦》，一是晚清署名“海天独啸子”的《女

娲石》。

《女娲石》系借用女娲补天故事宣扬

女子爱国救亡，为女性救国张目。 小说第

一回写天降女娲石，言男子无能，只有女

真人出世方能力挽狂澜。 该石实为书中

反清救国女主人公金瑶瑟的前身。 这一

构思是受到《红楼梦》的启发。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

重要因素，就是其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

作为该书艺术结构的核心线索， 僧人所

携顽石下凡为通灵宝玉是引领全书的主

线所在。而这一顽石则是女娲补天所遗：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
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
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
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
在此山青埂峰下。 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
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
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
愧。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

在结构的设计上， 作者作了非常对

称的首尾呼应和对照： 在楔子中以顽石

听到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所化一僧一道

所说红尘中荣华富贵之事而动凡心而随

之下凡， 继之以几世几劫后空空道人看

到无稽崖青埂峰上见到大块石上所记顽

石下凡之经历。

结尾处则交代出大士真人将宝玉带

回青埂峰，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各自

云游而去。继而空空道人再次经过此地，

将石上奇文重新抄录， 并得到草庵睡者

的点拨，将此文授予作者。

不仅如此， 作者还把顽石下凡的母

题和神瑛侍者浇灌绛珠仙草的故事嫁接

合成。 于是，顽石不仅变成了贾宝玉，也

变成了神瑛侍者和通灵宝玉。这样，小说

主人公贾宝玉的身世来历和最终去向就

在这充满神秘和浪漫色彩的神话故事背

景中得到了充分的渲染和强化， 也为女

娲补天的神话题材的文学移位推向了最

高境界。

如同女娲补天神话一样， 在漫长的

中国文学史发展长河中， 由诸多神话种

子生发并结出的丰硕文学果实， 成为中

国文学史上一道道亮丽风景和繁荣场

面，是中国文学的丰富宝藏。如此灿烂的

宝藏，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冷落它们？

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挖掘和欣赏， 并且把

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而为之

骄傲和幸福呢！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 宁稼雨

———关于 《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

《太和殿》

周 乾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和殿室外的色彩以红、 黄为主

《诸神的复活———中国

神话的文学移位》

宁稼雨等著

中华书局出版

荩奚阿兴绘 《女娲补天》

开发神话文学的无穷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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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发展长河中， 由诸多神话种

子生发并结出的丰硕文学果实，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

道道亮丽风景和繁荣场面，是中国文学的丰富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