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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 沉 厚 的 艺 术 形 象

—
江陵楚墓丝织品巫术神话 的文化破译

哀千正 哀 朝

江陵马 山一号楚墓刺绣品上的图案
,

神秘 莫测
,

精美绝伦
,

令人 惊叹之余而 又难

于文化破译
.

本 文试 图将其中充满魔幻意味的艺术形象纳入先秦神话系统
,

从对应与

整合 中找寻它们的原型及组合关系
,

发掘其深层文化 意蕴
,

认为
: “
三 头凤 ” 就是古籍

中
“

离朱
”
的艺术造型

,

与
“
三头凤

”
纠结在一起 的植物应是

“
琅开之树

” ,

绣纹⑧争奋是
日月星的象征符号

,

而亲密交合的龙凤虎则是楚人的尊崇对象
。

这些艺术形象展现了

楚人 的
“
光明崇拜 ” 、 “

生命一体化
”
巫术神话意识

、

强烈的生命情感和超 自然 的心 理经

验世界
,

构成 了楚人观念中生气盎然的关于宇宙生命运动的系统信息
。

1 9 8 1 年元月
,

考古工作者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丝织品
。

其品种

之繁多
,

工艺之精湛
,

保存之完整— 历经 2 0 0 0多年这些丝织品仍然色泽如新
,

光彩照人—
都是前所未见的

。

面对着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古代丝绸宝库
,

人们无不惊叹楚人丝织刺绣技术

的高度发达
。

尤其使人惊奇的是丝织品上绚丽斑斓
、

五光十色
、

巧夺天工的绣纹图案
。

楚国无

名艺术家独运匠心
,

将世间万物抽象变形
、

分解组合所构成的一幅幅奇异神妙
、

变化无穷
、

光怪

陆离的图案
,

其艺术形象使惯于标新立异的现代派艺术作品也相形见细
。

面对着这些鬼斧神工

式的艺禾绝品
,

我们不仅领略到楚人灵动飞扬
、

自由浪漫的艺术精神
,

同时还强烈地感受到先

秦楚地神秘莫测的巫术神话氛围
。

这些并非仅仅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作品
,

它们出现在楚人墓

葬中
,

必然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
,

即其主要功能价值与楚人的巫术神话意识紧密相关
。

因此
,

我

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绣纹图案的艺术表层语义
,

就无法真正进入楚人的心理经验世界
。

我们

只有把这些充满魔幻意味的艺术形象纳入先秦神话系统
,

从对应和 整合的角度去寻找它们的

原型
,

剖析它们的组合关系
,

才能确切地把握它们的真实含义
,

从而发掘其深层的文化意蕴
。

基于 以上考虑
,

笔者试图从这些绣纹图案中反复出现的主要艺术形象凤
、

虎
、

龙
、

日
、

月
、

星
、

植物等入手
,

结合古代典籍的相关记载
,

寻求其原型意义
,

剖析其组合关系
,

从而发掘其中

潜隐的巫术神话含义
。

一
、 “

三头凤
”

— 永生不死的神鸟

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绣纹图案中
,

凤纹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

已见刺绣纹样的十

八幅图案中
,

有凤纹的达 17 幅
,

而且形态各异
,

无一雷同
。

其中
,

最引人注 目的是
“

三头凤
”
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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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 )

图 1
. “

三头凤
”
纹

图 1 中凤首如泉
,

凤腹近圆
,

正面而曲腿
,

双翼齐举
,

两翼端部 内勾如凤首
。 “

三头凤
”

的形

象怪诞奇特
,

表现 出一种超 自然的巫术神话意 味和 神秘美感
,

学者们对此赞叹不已
,

但对其潜

隐的巫术神话含义却困惑难解
。

“
三头凤

” ,

在古代典籍中确实难以找到关于它的明确记载
,

然而并不难发现与之相关的文

字
:

诸如
“
三头人

” 、 “
三头神

” 、 “
三足乌

”
之类的记载在古籍中比比皆是

。

《山海经
·

海 内西经 》

曰
: “

服常树
,

其上有 三头人
,

伺琅开树
。

,’(( 艺文类聚 》卷 90
、

《太平御览 》卷 9 15 引 《庄子 》逸文

曰
: “

老子叹曰
: `

吾闻南方有鸟
,

其名为凤
,

其所居积石千里
。

天为生食
,

其树名琼枝
,

高百初
,

以

理琳琅开为实
,

天又为生离珠
,

一人三头
,

递卧递起
,

以伺琅开
。 ’

,,u 三头人
”
又名

“

离珠
” , “

守

候
”
或

“
守卫

”
着传说 中的神树

“
琅开

” 。

上述两段记载相互印证
,

表 明
“

三头人
”
(离珠 )在上古神

话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长沙子弹库出土的 《楚十二月神帛书 》中绘有三头神
,

据饶宗颐先生

考证
,

这三头神即三头的
“

离珠
’ ,
①

。

那么
, “

三头人
”

与
“

三头凤
”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袁坷先生写

道
: “

窃以为 (离珠 )即 日中跤鸟 (三足乌 )
。

《文选 》张衡《思玄赋 》 : `

前长离使 日兮
。 夕

注
: `

长离
,

朱

鸟也
。 ’ 《书

·

尧典 》 : `

日中星鸟
,

以殷仲春
。 ’

传
: `

鸟
,

南方朱鸟七宿
。 ’

离为火
,

为 日
,

故神话中此

原属于 日
,

后又象征化为南方星宿之朱鸟
,

或又称为离珠… …而世传古之明 目人
,

又或冒以离

朱之名
,

喻其如 日之明丽中天
、

无所不察也
。

日乌足三
,

足讹为头
,

故又或传有三头离珠 (朱 )
,

于

服常树上
,

递卧递起
,

以伺琅开也
’ ,② 。

袁坷先生的考证表明
“

三头人
”

的原型即
“

离珠
” ,

也就是

太阳鸟— 三足乌
,

同时也清楚地揭示了上古神话传说中人
、

凤
、

太阳
、

星宿之间的擅递互渗关

系
。

由此可见
,

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绣纹图案中的
“
三头凤

”
正是神话原型离珠的艺术造型

。

如果我们将古代典籍 中的相关记载汇集连缀起来
,

那么
“

三头凤
”

原型的演变轨迹就依稀

可辨了
。

《大荒南经 》曰 : “
大荒之中

,

有不庭之 山
,

荣水 穷焉
。

有人三身
,

帝俊妻娥皇
,

生此三身

之国
。 ”
说明在

“

三头凤
”
(三足乌 )擅变为

“
三头人

” ,

再衍变为
“
三身人

”
的过程中

,

又衍生出其父

母
“

帝俊
” 、 “
娥皇

” 。

这种现象显示 了上古神话传说 由原生态向历史化演变 的趋势
。

《大荒西

经 》日 : “

大荒之中
,

有山名日大荒之山
,

日月所入
。

有人焉三面
,

是撷项之子
,

三面一臂
,

三面之

人不死
,

是谓大荒之野
。 ” “

三头凤
”
(三足乌 )演变为

“
三面人

” ,

其细节更为丰富
,

交待 了其所在

的方位
“

大荒之 山
” ,

介绍了其身份
“

撷项之子
” ,

隐约透露了
“

三面人
”

与
“
日

” 、 “
月

”

的密切关系
,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
“

三面之 人不死
”

的神话深层语义
。

由此我们看到
,

从
“
三头风

”
到

“

三面人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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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演变过程中
,

原型的巫术深层意蕴 由隐而显
,

最终清楚地表露出其
“

不死永生
”

的意义指

向
。

正是由于
“

三头凤
”
(离珠 )及其变体具有不死永生的巫术功能

,

所以在古代典籍中
“
离珠

”
往

往与圣人的葬所联系在一起
。

《山海经
·

海外南经 》曰
: “

狄 山
,

帝尧葬于阳
,

帝瞥葬于阴
。

爱有

熊
、

黑
、

文虎
、

雄
、

豹
、

离朱
、

视肉
。

吁咽
、

文王皆葬其所
。

一 曰汤 山
。

一曰爱有熊
、

黑
、

文虎
、

雄
、

豹 、

离朱
、

鸥久
、

视肉
、

窟交
。 ” 《大荒南经 》曰

: “

赤水之东
,

有苍梧之野
,

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

爱有文

贝
、

离俞
、

鸥久
、

鹰
、

贾
、

委维
、

熊
、

黑
、

象
、

虎
、

豹
、

狼
、

视肉
。 ” “

帝尧
、

帝誉
、

帝舜葬于岳山
。

爱有文

贝
、

离俞
、

鹤久
、

鹰
、

延维
、

视肉
、

熊
、

黑
、

虎
、

豹
`

。 ’
,u离俞

” ,

郭璞以为
“

离朱
” 。

《山海经 》中提到帝尧

等圣人葬所时
,

一再提到
“

离朱
”

或
“

离俞
” ,

实际是暗示离朱与人的生命行为关系密切
,

其巫术

宗教功能十分明显
。

上古神话中
, “

凤鸟
”
( 包括三头凤 )是具有图腾意味的神圣之物

。

根据巫术宗教规则
,

具有

图腾意味的神圣之物往往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
,

人的生命内核或生命精华贮存
、

寄居在图腾物

中
。

由此可见
,

这种图腾崇拜是上古生命意识的集中表现
。

卡西尔写道
: “

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

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
,

但他在关于 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
,

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感

情湮没了
:

他深深地相信
,

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 s( iol d ar iyt of l ife )沟通了多种

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
。

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

位上
。

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
。

,,@ 上古神话中的
“

三头

风
”
与

“

三头人
” 、 “

三身人
” 、 “

三面人
”

之间的转化与沟通
,

无疑是原始思维
“
生命一体化

”

观念的

具体体现
。

楚人崇凤
,

奉
“

风
”
为具有图腾意味的神物

, “

三头凤 ,’( 离珠 )出现在楚人墓葬中 自然

就无足为怪了
。

在楚人的心 目中
,

当人的生命载体衰老不亡后
,

生命的内核或精华就转移 回归

到
“

三头凤
”

中
,

在巫术神话思维的同质互渗原则支配下
,

楚人认为生命的内核在不同的个别生

命形式之间转移运动
,

从而永生不灭
。 “

三头凤 (离珠 )特定的巫术功能正在于此
。

二
、

琅开树 (三珠树 )

— 不死之树

当我们明确了
“

三头凤
”

与
“

三头人
”

等类型的衍变关系后
,

就可以推究与
“

三头凤
”
纠结在

一起的植物纹的身份 了
。

(参见图 l ) 《山海经
·

海内经 》日 : “

服常树
,

其上有三头人
,

伺琅开

树
。 ”

笔者认为
, “
三头凤

”

纹绣样中的植物极有可能就是
“

琅开树
” 。

郭璞注
: “
琅开子似珠

,

《尔雅
·

释地 》曰 : `

西北之美者
,

有昆仑之琅开焉
。 ’ 《列子

·

汤间 》篇云
: `

珠开之树 皆丛生
,

华实 皆有

滋味
,

食之不老不死
。

”
,

这里的
: “

珠开之树
”

中的
“
开

”

即
“

琅开树
” ; “

珠
”

则是《海外南经 》中记载

的
“

三珠树
” .

其文曰
: “

三珠树在厌火北
,

生赤水北
,

其为树如柏
,

叶皆为珠
,

一曰 其为树若彗
。 ”

“
琅开

”

与
“

三珠
”
两树并举

,

花与果都相同
,

应 同属一类
,

在古代典籍的记载中
,

它们或明或暗都

与
“

三头人
”

或
“
三头凤

”
(离珠 )有关联

。

认真考察图 1 中的
“

三头凤
”

绣纹样
,

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植物纹形状与《海外南经 》中

描述的
“
三珠树

”
形状十分相似

,

其花
、

叶
、

茎上 皆有珠形物
,

可谓
“

叶 皆为珠
” ,

而且大都为大 圆

圈内套三个小圆圈
,

暗合
“
三珠

” 之名
;
其穗条状如夜空中拖曳而过的彗星之尾

,

与
“

一曰其为树

若 彗
”

的描述相吻合
。 “

琅开树
” 、 “

三珠树
”

的作用也完全一样
,

即
“

华实 皆有滋味
,

食之不老不

死
” 。

这两种神树的巫术神话深层语义实际上与
“

三头凤
”
(离珠 )完全一致

,

二者组 合在一起无

疑隐喻着生命的流转运动
。

肖兵先生写道
: “

窃尝疑所谓
`

三珠树
’ ,

所谓
`

琅开树
’
… … 可能都是

离珠之神生命的结晶
,

是他的所谓
`m an an

’ ,

也就是
`

太阳之精
’ 。 ’ ,④

这一推测颇有道理
。

笔者认

为所谓
“
夭又为生离珠

,

一人三头
,

递卧递起
,

以伺琅开
”

中的
“
以伺琅开

”

似应为
“
以饲琅开

” ,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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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着
“
生命结晶

”
或

“

太阳之精
”

的
“
琅开

”

之
“
华实

”

饲养离珠
,

使其永生不死
,

这里表现的是输

送生命之能的方式
。 “
递卧递起

”

隐喻
“
三头人气离珠 )的生死转换

。

巫术神话思维不承认真实

意义上 的死亡
,

为了合理解释现实中的生死现象
,

只能采用隐喻时方式把生死描述为
“

卧
”
(休

眠 )
、 “

起
”
(活动 ) 的交替转换

, “

卧
”

与
“

起
”

构成 了上古神话的生命运动节奏
。

自然 中植物春荣冬

枯的生长规律似乎又为神话的生命运动方式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

这就不难理解
,

上古神话

为什么总是把植物 当作维持永生不死的生命运动的唯一动力
。

图 1 “

三头凤
”

绣纹样图案正是

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上古神话巫术的功能
:

离珠 (
“
三头凤

”
)依赖不死树

“

珠开之树
”
输送的

“
生

命的结晶
”

或
“

太阳之精
”
(华实 )

,

一次又一次复活
,

在动静荣枯的交替循环中
,

生生不息
,

永无

止境
。

按照接触巫术规则
,

与这一图案相接触的墓主自然也被纳入这种生命运动系统
,

依靠这

种神秘的力量从死亡 中复活再生
。

三
、

日
、

月
、

星三光— 生命的本质与内核

上古神话中
,

太阳崇拜与由日
、

月
、

星三光构成的
“

光明崇拜
”

占据着十分引人注 目的地位
,

它们形成了原始神话
,

尤其是 自然神话的核心
。

英国学者麦克斯
·

缪勒写道
: “
日出是 自然的启

示
,

它在人类精 神中唤起依赖
、

互助
、

希望与欢

乐的情感
,

唤起对更高力量的信仰
。

这是一切智

慧的源泉
,

也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
’ ,⑤ 。

诚如斯

言
,

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在中国原始宗教神话

中确实占据着最为显著的地位
。

殷墟甲骨 卜辞

中就出现了大量
“

纳 日宾 日
”

的记载
,

反映了殷

商时期频繁而隆重的太阳崇拜宗教仪式
。

《礼记
·

郊特牲 》中也有关于祭 日的记载
: “

郊之祭也
,

迎长 日之至也
,

大报天而主 日
。 ”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
“
三头凤

”

即
“
太阳鸟

”

(三足乌 、
,

如果进一步考察马 山一号楚墓刺绣

品的绣纹图案
,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 中隐

含的
“

太阳崇拜
”

与
“

光 明崇拜
”

的 巫术神话意

蕴
。

(见图 2 )

图 2 的两 侧各有一组 日
、

月
、

星的象 征符

号
,

上面的@形符号代表太阳
,

圆圈中画有三足

乌
; 中间的令形符号代表星辰

;下面的食形符号

代表月亮
,

形状酷似女阴
,

老子说
: “

玄扎之 门
,

夭地之根
” ,

此之谓也
。

丝织品绣纹图案中的这

一组 日
、

月
、

星符号
,

绝非 自由随意的艺术表现
,

而是集中反映了楚人
“
光明崇拜

”

的神话巫术意

识
。

费尔巴哈写道
: “

一切只要有点生气的宗教
,

都把它们的神灵搬进云端
,

搬进太 阳
、

月亮
、

星

辰里去
。 ’ ,⑥对光 明的崇拜和迷恋正反映了上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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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有的心理经验
。

在楚人的
“

光明崇拜
”

中
,

太阳又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

图 2 中龙
、

凤躯

体上都绣有国形符号
,

这一符号实际上是太阳的又一变体符号
,

它几乎出现在马山一号楚墓刺

绣品的所有图案中
,

可谓无处不在
。

笔者认为
,

这一符号极可能就是 肖兵先生所说的
“

太阳之

精
” 、 “

生命结晶
” .

我们可以看到
,

图 2 中的两条蟠龙躯体上各有 9
尸

侣国形符号
,

与之相连的两

只凤冠上也各有 l 个⑥形符号
.

这种数量组合关系决非偶然
,

其中似隐含着
“

十日神话
”

原型
。

《山海经
.

海外东经 》日 : “

下有汤谷
,

汤谷上有扶桑
,

十有所浴
,

有大木
,

九 日居下枝
,

一 日居上

枝
。 ”
如果将

“
凤

”

看作
“

大木
” 上枝

,

将
“

龙
”

看作
“

大木
”

下枝
,

这一组合形象的神话含义就昭然若

揭了
。

实际上图 2 中的龙
、

凤与中间的
“
扶桑

”
状植物 (这一植物形状与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

“
扶

桑
”

完全相同 )纠结在一起
,

已经给我们以明确的提示
。

“

十日神话
”

在上古时期影响极大
,

楚人为崇 日民族
,

其随葬品纹饰 突出太 阳的地位
,

自是

情理之中的事
。

太阳是自然界发光体中最辉煌壮丽的物体
,

在上古人的心理世界中
,

太阳必然

成为自然万物的生命本原
,

美的极致
.

古罗马作家普林尼 (公元 23 年
-

一 79 年 )在他的《自然

史 》一书中写道
: “

我们应该相信
,

太阳是整个世界的生命和 (更坦率地说 )灵魂
,

不仅如此
,

它还

是整个自然界的主宰
。 ’ ,

原始思维认定太阳是一切生命的本原
,

遍及世界的太阳崇拜表现 了早

期人类这种共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感
。

卡纳尔写道
: “
生殖崇拜与太阳崇拜

,

到处都是 比肩而

立的
。

… …人类的崇拜
,

最原始的企求
,

不外乎是
`

繁息
’ ,

而繁息与太阳是分不开的
,

所以
,

生殖

崇拜与太阳崇拜永远勾连在一起
。

… …上古的人
,

早就认识其本身及 禽兽之所以繁生增殖的原

因
,

故此
,

无怪乎他们所崇拜的神 抵
,

有许多同时兼为太阳神与生殖神
。 ’ ,

⑦这些论述给人 以极

大启发
,

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上古人崇拜太阳的心理动机
:

上古人把太阳看成生命的本原
,

对

太阳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生命的迷恋和渴求
。

屈原《涉江 》中写道
: “

与天地兮齐寿
,

与 日月兮同

光
。 ”
同样把 日

、

月看作永生的象征
。

这些诗句与图 2 中的
“
太阳崇拜

” 、 “

光 明崇拜
’ ,

相互印证
,

鲜

明而强烈地表现了楚人渴求永生
、

迷恋生命的狂热情感
。

四
、

亲密交合的三位一体一

一龙飞凤舞虎生风

在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绣纹图案 中
,

龙与虎也是反复出现的艺术形象
,

它们往往伴随着凤

而出现
,

构成龙飞凤舞虎生风的宏大场面
,

表现 出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冲击力
。

我们可以看到
,

时而龙凤两两相傍
,

耳鬓斯磨
,

俯首挽颈
,

亲密无间 (
_

见图 3) ;时而凤龙虎三位一体
,

首尾相连
。

有人认为这些绣纹样中的龙
、

虎与凤处于对立的地位
,

因而是楚人贬抑的对象
。

全面考虑

古代记载和出土文物
,

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似乎不太准确
。

事实上
,

楚人不仅崇风
,

同时 也尊崇龙

虎
。

据历史记载
,

楚国国宝为
“

九龙之钟
” ,

代代相传
,

奉为神物
。

越人击败楚军
,

占据郧都
,

第一

件事就是毁坏
“

九龙之钟
” ,

从心理上打击楚人
。

这些反 面材料证明
“

九龙之钟
”

在楚人心 目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考古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楚人崇龙的实物证据
。

曾国为楚国附庸
,

其国宝

重器的铸造风格必然会受到楚人的影响
,

随州擂鼓墩 l 号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
,

其青铜鼓座上

即铸有八对大龙
。

楚人有
“

九龙之钟
” ,

曾人编钟上仅有八龙
,

也隐约透露了楚与曾的统属关系

和等级差别
.

随曾侯乙编钟出土的还有楚王去章缚
,

缚座上也镌有双龙
。

这些出土文物无疑为

楚人崇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见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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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以
“

凤
”

为中心
,

以凤身的
“
三珠树

”
为联接物

,

将凤
、

龙
、

虎给连为一体
,

形成 了一种

动态的生命运动形式
,

形象地表现了各种生命形式的亲族关系与生命内核在各种个别生命形

式之间的流转互渗
。

综上所述
,

江陵马 山一号楚墓刺绣品上的动植物
、

自然物及其组合关系都具有某种特定的

巫术宗教含义和功能
,

它们与古代典籍的有关记载在整体上对应相关
,

在 细节上密合一致
,

其

意义指向十分 明确
,

无不表现出楚人生命一体化的巫术宗教意识
、

强烈的生命情感和超 自然的

心理经验世界
,

从而构成了楚人观念中生气盎然的关于宇宙生命运动的系统信息
。

具体地说
,

以太阳为中心的
“
三光

”

是这一宇宙的生命本原
,

其光明之能就是 自然万物的生命内核或生命

结晶
。

在
“

三光
”
生命本原与万物生命形式之间有一层中介物

,

即以三珠
、

琅开
、

扶桑为代表的神

树
,

它们具有两种功能
,

一是保护装置
,

如
“
扶桑

” ,

它护卫着
“

十日
” ,

所谓
“

九 日居下枝
,

一 日居

上枝
” ,

就 暗示了这种保护作用
;
二是输送装置

, “

三珠
” 、 “

琅开
”

都是不死亡之树
,

它们的
“

华实

食之不老不死
” ,

奥秘在于其中蕴含着太阳之精一生命结晶
,

图 1
、

图 4 中植物上的卿衫太 阳
符号就清楚地透露了这一点

。 “

珠开之树
”
将来自太阳的光明— 生命之能源源不断地输送给

自然万物
,

为各种个别生命形式的流转再生提供了动力
。

至于龙
、

凤
、

虎则是万物生命形式的代

表
,

它们都具有同质的生命内核
。

在不断地吸取
“

珠开之树
”

输送的光 明— 生命之能的条件

下
,

这些个别生命形式不断地转换互渗
、

动静交替
,

从而达到永生不死
。

按照巫术规则
,

当墓主

被包裹在这些具有巫术功能的刺绣品中时
,

其生命内核就被纳入这一生命运动系统
,

而抛掉了

旧的生命载体
,

如蝉脱壳
,

进入新的生命载体
。

在楚人的超 自然心理经验世界中
,

宇宙万物就在

这一生命转换运动过程中生生不息
,

永不消亡
。

《易
·

系辞传 》曰 : “

天地之大德曰生
。 ”
对永生的顽强追求

,

对死亡的厌恶和恐惧
,

形成了上

古人对生命不可毁灭的坚定信念
。

上古的巫术宗教仪式中无一不贯注着这种坚定的生命信念
。

正是在这种生命信念的支配下
,

楚人创造出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图案中的神话宇宙生命运动

系统
。

依靠这一神话宇宙生命运动系统
,

楚人破除了对死亡的强烈恐惧
,

肯定了 自我的存在和

生命的永恒
,

正如卡西尔所说
: “

在某种意义上
,

整个神话可以理解为就是对死亡现象坚定而顽

强的否定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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