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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门

中 华 民 族 的 根

— 释
“

帝
”

字的形义来源

复 泳

中国人说
“

黄帝子孙
” , “

龙的传人
” ,

表示大家都是一个祖先的骨肉同胞
。

司马迁《史记 》

的首篇《五帝本纪 》就说
: “

自黄帝至舜
、

禹皆同姓而 异其国号
,

以章明德
。

故黄帝为有熊
,

帝

颇项为高阳
,

帝游为高辛
,

帝尧为陶唐
,

帝舜为有度
。

帝禹为夏后而别氏
,

姓姐氏
。

契为商
,

姓子氏
。

弃为周
,

姓姬氏
。 ”

华夏族从历史上寻根
,

都会寻到高祖黄帝
,

黄帝在传说中既是创

世神
,

又是宗祖神
。

巫师
、

巫术 以玉为灵物
,

皇
、

黄相通
,

所以又 有
“

玉皇大帝
”

的名 目
。

总

而言之
,

黄帝是中国土特产的
_

L帝
。

《史记 》放在中国历史篇章首位的人物
,

是一位半人半神的大人物
,

又是
“

逐鹿 中原
”

战败

蛋尤的胜利者
,

又是各项文化的保护人
,

例如文字
,

就说是他的史官仓颇创造的
,

这样显赫

的一位老祖宗为什么要叫
“

黄帝
”

呢 ? 《史记》 说他
“

时播百谷草木
,

淳化鸟兽虫蛾
,

旁罗 日月

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

劳勤心力耳 目
,

节用水火材物
。

有土德之瑞
,

故号黄帝
。 ”

索隐案
:

有土

德之瑞
,

土色黄
,

故称黄帝
。

黄帝
“

黄
,

的来源
,

说得分明 , “

帝
”

的来源
,

比较隐晦
, “

帝
”

字

的形义来源
,

自古以来就没有很好加以解释
。

例如《说文解字》 :

帝
,

谛也
,

王天下之 号 也
。

从上束声
。

把它当一个形声字看待
,

已经错了
。

也没有说出
“

王天下之号
”

为什么要叫
“

帝
”

的

道理
。

问题的提出

郭沫若同志《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提出了
“

帝
”

的问题说
: “

帝字是蒂的初文
。

那么以

至上神而兼宗祖神的尊贵者为什么用了花蒂的帝来命名呢 ?
· ·

…与其拿蒂来象征神
,

何不就

假借果实或根元一类文字呢 ? 这儿的确是一个问题
。 ”

郭老在试图解答这个问答时
,

可惜受到

了外国学者波尔
“

主张帝字是 由巴比伦的帝字 (附图 ( 2 ” 而来
”

的影响
,

经过一番修正
,

得出

了
: “

帝的观念来自巴比伦是很有可能的
。

我现在对于波尔氏说要提出一番修正
,

便是巴比伦

的帝的观念在殷商时代输入了中国
,

殷人故意用了字形和字音相近的帝字来翻译了它
,

因而

帝字便以花蒂一跃而兼有天神和人王的称号
”

的结论
。

(P
.

14 一 1 5)

郭老的看法是
“

帝
”

是花蒂
,

作为上帝的
“

帝
”

仅仅是一个外国 ( 巴比伦 )名词译音
,

不存在

字形结构的形义来源问题
。

郭老的设想
,

局限于
“

帝
”

为
“

花蒂
”

一义
,

忽略了
“

帝
”

更有
“

瓜当

果蒂
”

和
“

根蒂
”

的其他含义
。

殷商和 巴比伦的文化交流即使存在
,

为什么不是中国的帝字传

播到 西方去了呢 ? 何况巴比伦表星象的帝字
,

也不能解释中国帝字的形义来源
。

中国的帝字
,

是中国历史的产物
。

大学时代曾教过我文字学的启蒙老师高鸿绪先生在其《中国字例》一书中指出
: “

帝乃蒂之

初文
,

郑樵早 已言之
,

兹审其构造
,

依不 (曹柑 ) 画日为蒂形
。 · · “ 一故为瓜蒂之蒂名词

。

不从



上
,

亦非束声
,

后借为天帝之帝
,

又借为人王之称
。

… …余谓殷人帝祭之意
,

虽不可确知
,

然每行于远祖
,

当由根蒂之意引申
。 ”

((( 字例》二篇
,

P
.

2 15 一 2 1 6) 是很有启发性的
。

的确
, “

帝
”

除花蒂
、

瓜
、

果蒂外
,

还有根蒂的
“

蒂
”

的含义
。
《老子》 : “

是谓深根固抵
。 ”

《释文 》 : “

抵亦作蒂
。 ”

我们根据金文较早形体的
“

帝
”

字
,

确为根抵形象的事实
,

联系 甲骨文
、

金文提供的新史料
,

对
“

帝
”

的形义来源
,

作一番新的探讨
。

卜辞的
“

下上
”

和
“

上下
’

王征邓方
,

下上若
,

授我枯 ? (铁 2 44
·

2)

辛未 卜谷贞
: 王勿逆伐邓方

,

下上弗若
,

不我其授枯 ? 八月
。

(续 1
0

3 6
.

5)

己卯 卜谷贞
:

邓方出
,

王 自征
,

下上若
,

授我 ~ “
二 (柏2 5)

己卯 卜谷贞
:

有奏恼
,

下上若?

己卯 卜〔谷〕贞
:

有奏愉
,

下上弗若 ? ( 乙4 0 5 5)

贞
:

王伐… …不若左于下上 ? (乙 2 5 9 4)

不唯下上肇王病 ? (乙 8 0 6 9)

以上一类 卜间征伐
“

下上
”

同不同意
,

保佑不保枯的 卜辞很多
,

我们略举数例
。

对 比
“

伐
邓方

,

帝受我钻 ?
”

(林 l
·

1 1
·

2 3 )
、 “

帝若王 ? 帝弗若王 ?
,
( 乙 5 7 5 6 + 58’9 6 )

,

可以看出
a

下上
”

所代表的是极有权威的神灵
。

联系文献
, 《周礼

·

小宗伯》 : “

祷祠于上下神示
”

和 《论语
·

述

而》 : “

祷尔于上下神袄
。 ”

不难看出
“

上
”

是指的
“

上天
” “

天神
” , “

下
”

是指的
“
下地

” “

地抵
” 。

值

得注意的是
“

下
”

在
“

上
”

的上面
,

本来
“

下帝
”

比
“

上天
”

还要尊崇
,

以后才起了变化
,

在 卜辞中

也有反映
。

乙未贞
:

唯上下蛋酿? 不唯上下蛋酿 ? (甲 5 6 2 )
“

祈战 卜辞
”

中有不少
“

亡左自上下得示
,

余受有钻
”

(甲2 4 1 6) 的文例
。

陈梦家《 卜辞综述》

认为
: “

卜辞
`

下上
,

到武 乙以后
,

改为
`

上下
’ 。 ”

这种顺序的变换
,

反映了人们心目中
“

地
”

尊于
“
天

” ,

变成了
“

天
”

尊于
“

地
” ,

即
“

上帝
”

取代了
“

下帝
”

的地位
。

“

下帝
”

一词
,

未见于 卜辞
,

但
“

下上
”

和
“

上下
”

的
“

下
” ,

可以推论出
“

大地之神
”

的存在
,

她的名称是
“

帝
”

(即下帝 )
。

在青铜铭文中却可能有
“

下帝
”

一词的存在
。

《井侯篮》 : “

克奔走上

下帝亡 (无 )终命于有周
。 ” “

上下帝
”

是三字合文
,

也有可能读为
: “

克奔走上下
,

帝亡终命于有

周
。 ”

但根据甲骨文
、

金文往往名词性词组构成一个合文的习惯
,

读
“

上下帝
”

不为无据
。

“

下帝
”

先于
“

上帝
” , “

下帝
”

尊于
“

上帝
” ,

反映了原始母系 氏族社会的思想意识
。

农业是

妇女首先发明和最早从事的
,

以妇女为领袖的从事农业的氏族成员
,

对大地母亲生育万物的

恩情
,

显然超过高高在上的老天爷
。

后来到了男性为中心的阶级社会
,

财产按男性世系继承
,

男子的社会地位超过了妇女
,

父权取代了母权
,

特别是有了阶级
、

有了国家
、

人间有了独一

无二的君主
,

他既是大祭师
,

又是军事指挥者
,

集生杀予夺的权威于一身
,

才复制了宗教领

域的
“

至上神
”

的
“

天帝
” 、 “

上帝
” ,

从此
,

才天尊于地
,

上尊于下
。

帝的象形文字

附图 ( 1 ) 篆文帝
、

( 2 ) 巴比伦文帝
、

( 3 )金文《帝乙机》帝
、

( 4 )(( 帝丁 卤》 帝
、

( 5 )(( 父

癸解 》
、

( 6 )盆父鼎》
、

( 7 ) 《盛卤》
、

( 8 )(( 帝卤》
、

( 9 ) 甲骨文帝
。

附图 ( 3 )金文
,

旧不识
, “

帝乙
”

连文
,

知为根蒂的帝的象形文字
,

字形和文例俱合
,

当

4 3



承
。 , )

带
. 2 ,

羊
` , ,

苹
(4 )

`
(。 )

!
(一 ’ (? ,

下
(·

带 米 荣 朵 荣 荣 呆

学 宋荣 帝 荣 帝矛 采 称
为般封 王祭

“

文武帝乙
”

的祭器
。

( 4 )原称作《丁封 户))I
, “

丁封
”

二字疑为
“

帝丁
”

之倒误
,

卜辞

亦有
“

帝丁
” ,

应正名为《帝丁 111 》
。

( 5 )(( 父癸娜》 “

帝父癸
”

三宇
,

当读沛
。

( 6 )(( 盛父点》
: “

帝

己祖庚父癸
”

连文
,

吴大橄释帝
。

( 7 )(( 盛自》同上
。

( 8 )(( 帝自》 一字
,

当亦帝字
,

旧释
“

丁
”

不确
。

以上象形文字金文
“

帝
”

字
,

或象植物根蒂之形
、

或象花帝
、

瓜当果蒂之形
。

附图 ( 9 ) 甲骨文帝字
,

采象植物胚株
,

或粤柑
, 口指示部位

,

省变作曰
。

方形或指胚株

植根的所在
,

代表地
。

帝为蒂初文
,

本有花蒂
、

瓜果蒂和植物根蒂的含义
,

连人的下部也叫
“

男根
”

或
“

根蒂
” ,

《哪斋志异
·

巧娘》一则云
: “

遂导生入东厢
,

探手于裤而验之
。

笑 日
: `

无怪巧娘零涕
。

然幸有

根蒂
,

犹可为力
。

”

汉字地
、

底
、

低
、

蹄
、

抵
、

摘
、

滴
、

弟
、

氏
、

跌以及帝等以 id 发声的字
,

都有低下
、

向

下的语义
,

它们可能原是同一语源的词
。

帝和地字关系的密切
,

在训话方面也有反映
,

它们

很可能原是由一字分化而来的
。

我们先着帝字
:

《广雅
,

释话》
: “

帝
,

提也
。 ”

(他书或作谛 )

《左值九年传》
: “

顺帝之则
,

注
: “

帝
,

后也
。 ”

后
,

甲骨文或作抹
,

象生育之形
。

上古多

有
“
后帝

”

之名
。

《易
·

益》 : “

王用享于帝
”

注
:

’

“

帝者
,

生物之主
,

兴益之宗
,

出展而齐翼者也
。 ”

《周书
.

本典》 : “

物备咸至日帝
。 ”

《周书
,

谧法》 : “

德象天地日帝
。 ”

《荀子
·

强国》
: “

百姓贵之如帝
,

高之如天
。 ”

《礼记
·

郊特牲》 : “

祭帝勿用也
”

琉
: “

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
,

帝为德称也
。 ”

这个
“

帝
”

实际

指的
“

地
” 。

我们再看看地字
:

《广雅
·

释沽》 : “

地
,

提也
。 ”

(他书亦作谛)

《尔雅
·

释地》 : “

地
,

底也
,

著也
,

阴体下著
。 ”

《释名
.

释地》 : “

地
,

底也
,

其体底下
,

载万物也
。 ’

《管子
·

水地》 : “

地者
,

万物之本原
,

诸生之根莞也
。 ”

《 白虎通
·

天地》 : “

地者元气之所生
,

万物之祖也
。 ”

《庄子
·

达生》 : “

天地者
,

万物之父母也
。 ”

人们称
“

母亲的大地
” ,

我们发祥于黄河冲积平原的祖先
,

远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
,

就在

那里定居下来
,

从事农牧业生产
,

对给他们 以生养休息的
“

息壤
” “

后土
”

是富于感情的
,

把她

视为生命源泉的母亲
,

是很自然的
。

原始农牧民对自然的崇拜
,

对大地的崇拜
,

对氏族图腾



和祖先的崇拜交织在一起
,

产生了
“

象征生命根源的黄土大地
”

的
`

帝
”

即
“

黄帝
” ,

她是氏族和

种族的
“

根本
” ,

既是中国人的创世神
,

又是宗祖神
。

在原始氏族成员 (人们曾经
“

只知有母
,

不知其父
”
) 心里

,

她是
“

下帝
” ,

比高高在上的
“

皇天
”

更亲切
,

更尊崇
。

但她当时还是众神中

的一位大神
,

而不是什么至上神
。

帝的若千属性

中国的
“

帝
”

是黄土原的
“

大地之神
” ,

所以她叫
“

黄帝
” ,

黄土是她的本色
,

就让我们从
`
黄

”

谈起
。

《说文解字》 : “

黄
,

地之色也
。 ”

《易
·

说卦》释文引九家集解
: “

坤为黄
。 ”

《诗
·

绿兮》 : “

绿衣黄裹
”

传
: “

黄
,

正色
。 ”

《考工记
·

画绘之事》
: “

地谓之黄
。 ”

《论衡
·

符验》 : “

黄为土色
,

位在中央
。 ”

《汉书
.

律历志》 : “

黄
,

中之色也
。 ”

《淮南
·

天文》 : “

黄者
,

土德之色
。 ”

中国古代把黄色视作最尊贵的颜色
,

所谓
“

黄袍加身
”

就是被部属拥戴为王
,

黄是君王的

服色
。

黄钟
、

黄花
、

黄海 (中央之海 )
、

黄发
,

甚至黄泉
,

都是美称
,

黄神
、

黄灵是黄帝的异

称
,

自然尊贵无比
。

对黄的珍视
,

无不反映了黄土原上的农牧民对大地母亲的亲切感情
。

“

帝
”

的性别也是先是母性
,

女性
,

以后才转变为男性的
。 “

帝
”

释为
“

后也
” ,

古籍中多称
` 后帝

” 、 “

先后
” ,

都是以其母性有生育的德性得名的
。 “

后
” ,

甲骨文多写作
“

毓
” ,

即
“

生育
”

的象形文字
。

古文献虽经男性中心的社会加以图改
,

还是遗留下不少证据
。

《史记
·

天官书》
: “

中央上
,

季夏
,

填星
,

.

黄帝主德
,

女主象也
。 ”

《月令》 和《 吕览:}}
“

中央土
,

帝黄帝
,

神后土
。 ”

《淮南
·

天文》 : “

中央土
,

帝黄帝
,

佐后土
,

神填星
,

兽黄龙
。 ”

“

黄帝
”

和
“

后土
”

从一变为二
,

从
“

其神
”

变为
“

其佐
” ,

是很明显的
。

《史记》说
: “

黄帝主

德
,

女主象也
。 ”

尤其明白
。 “

德
”

本义是
“

种植
” “

生殖
” 。

《汉书
·

郊祀歌》
: “

后土富姐
,

昭明三光
。 ”

张晏注日
: “

姐
,

老母称也
。

坤为母
,

故称姐
。 ”

又歌日
: “

惟泰元尊
,

姐神蕃厘
。 ”

李奇注日
: “

姐神
,

地也
。 ”

“

黄帝
”

具有
“

地
”

的属性
,

也反映在古代传说中
、 《尸子》有

“

黄帝四面
”

之说
,

不是说有四

张面孔
,

是指有东
、

南
、

西
、

北四面八方
。

卜辞
“

方帝
”

习见
,

方为祭名
。

“

黄帝
”

是母性的大神
,

也反映在神话传说 中
, 《淮南

·

说林》 : “

黄帝生 阴阳
。 ”

也就是说这

位大神是太阳和月亮的母亲
。
《国语》展禽说

: “

黄帝能成命百物
” 。

男性中心的社会把母性的
“

黄帝
”

改造为男性的
“

东岳大帝
”

或
“

玉皇大帝
” ,

从一般自然崇

拜的多神教的众神之一
,

转变成至上神
,

是和人间出现了生杀予夺
,

至高无上的人君分不开

的
。

泰山上的男性
“

大帝
”

不能保仿妇女生育平安和六畜蕃庶
,

生殖一类的事
,

就用
“

玉女
”

或
“

碧霞元君
”

的女神来担当
。

泰山上陈文述《泰山碧霞元君祠诗》 : “

恭读纯皇 记
,

典 重 迈 鼎

彝
。

其义同富温
,

其尊并皇艇
,

其功栩乾聋
,

其职秉坤维
。

其神即后土
,

其实则地袄
,

其札

即方望
,

其位即坛橄
。

延洪阐经训
,

一破千祀疑
。 ”



《稗成元君宝浩》有
“

. 时现 服 女身
.

根本即帝宾之相
。 ”

郁说明 了女神被夺权的直扣
。

民

间的 卜地 搏萨
.

原来 也是女性的
,

变成 , 1性的
“

卜地公公
”
以后

,

不得不配一个
“

.l 地婆婆
”

在

旁边
. `

!凡起 “ f,. 坐
。

顾 领刚《泉州的 ! :地树l)) 一 义 ,卜说 : “

厘门的 卜地寸日 l毛题 为
`

保
’

l几大帝
’ 、 `

协

天大帝
’ 、 `

金府 l :爷
’ 、 `

黄大帝
’

……
”

也反映 了平l:神
、

后 卜和谊大帝的 关系
。

杜和勾龙

社
, 《说文解字》释

: “

地 卜也
,

从示 ..f
,

《舟秋传 》 日
: `

共工之 .r 句龙为让神
。 ”

地 卜的
“ : L

” ,

是
“

冲 卜
”

的意思
。

实际甲骨文
“

示
”

作
: : ,

容 易误认为
“

主
” , 《史记 》 : “

商主大火
” .

实为
“

商示

(祀 )大火
” , “

示
”

是
“

袄
”

的初文
, 《说文 》 袱

,

地抵捉出万物者也
。

从示 氏声
。

抵延示的后起

形声字
。

祭祀的
“

祀
”

从示已声
,

己是蛇的象形字
,

实际是义符兼声符
,

已是龙蛇
,

是地神的

一种形态
,

即
“

J七停黄龙
”

的意思
。
《 说文》从示的字有六十多个

,

足 以说明中 l月古代的神灵观

念
,

首先是从地袄开始
,

以后扩大到天神的
。

罗马古代以龟为社神的形态
。

中国以 龙蛇
、

水族为社神的形态
,

甲骨文
“

地
”

或作 :
虽

,

从上从三它 (蛇 )
。

金文《陈侯 因肯篮》称
“

高祖黄帝
” ,

郭沫若同志释金文 图形文字
“

天奄
”

即
“

轩辕
” ,

引《周语下》 : “

我姬氏出自天砚
”

犹 言出自黄帝
。

帝禹
,

也称
“

后禹
” ,

是及王朝的建立者
, “

禹
”

字由
“

它
” 《蛇 ) 和

“

九
”

两个部件组成
, “

九
” 、

“

勾
” 、 “

料
” 、 “

夔
”

古音同
,

中国地名
、

山名
、

水名
、

寺名以
“

九龙
”

命名的很多
,

也是和原始

的龙蛇图腾崇拜分不开的
,

也和社神
、

土地的崇拜有关
。

金文
“

禹
”

或加
“

土
”

旁于下
,

强调
“

禹
”

和
“

后土
”

的关系
。

传说禹母名修 已
,

恐怕也就是
“

长蛇
”

的意思
。

禹父练
,

传说因他使用了帝

的息城埋洪水
,

被帝殖死于羽山
,

入羽渊化为黄熊 (也作黄龙 )
。

黄帝和大禹都有铸鼎的传说
。

从台湾高山族 旧有祀蛇的风俗
,

四川的坛神
,

实际也是蛇
,

广东佛山的
“

祖庙
”

供的
“

玄

武
” ,

旧俗有冤曲和嫌疑不能决
,

即前往
“

祖庙
”

去
“

探青龙
” ,

由蛇咬不咬来判定有罪无罪
。

黄

帝子孙对龙蛇崇拜的遗风旧俗史不绝书
,

天南地北所在皆有
。

人们因而自称为
“

龙的传人
” 。

帝变为至上神

卜辞中的
“

帝
”
又称

“

上帝
” ,

实际上已完成了
“

下帝
”

到
“

上帝
”

的转变
,

即由
“

大地之神
分

变成了代表
“

天
”

的
“

至上神
” 。

这种宗教领域的转变
,

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至高无上的君

主的反映
。

奴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君王以自己的面貌复制了
“

上帝
”

或
“

玉皇大帝
” 。

卜辞 中的
“

帝
” ,

大致有三种用法
:

(一 ) 至上神的称谓
,

如
: “

帝唯早我
” ? (林 l

·

25
·

13 )
、

“

帝若王 ? 帝弗若王 ?
”

(乙 5 7 8 6 + 5 8 9 6 )
、 “

上帝若王
,

有枯 ?
”
(甲 1 1 6 4 ) 等

。
(二 ) 用作 祭 名

,

同蹄
,

如
: “

帝于北二犬
”

(剑 4 4)
、 “

帝于东
”

(珠 6 12 )
、 “

帝于王亥
”
(后 1

·
1 9

·

1) 等
。

(三 ) 作

为殷王
“

卒葬
”

后的称谓
,

如
: “

帝丁
”

(粹 3 7 6 )
、 “

帝甲
”
(粹 2 5 9 )

、 “

文武帝
”

(前 1
·

2 2
·

2) 等
。

金文也有
“

上帝
”

的名称
,

显然也作
“

至上神
”

用
。

也有
“

帝考
” 、 “

文武帝祖乙
”

的称谓
。

、

$(( L记
·

曲礼下》 : “

措之庙
,

立之主日帝
。 ” 《大戴记》

: “

卒葬日帝
”

郑注
: “

同之天神
”

疏
: “
天神

日帝
,

今号此主同于天神
,

故题 日帝云
。 ”

杨荣国所著 《中国哲学简史》及《 中国思想史》等书
尸

中
,

言殷王称
“

下帝
”

以区别
“
上帝

” ,

是完全错误的
,

殷王的生称
,

只称王
,

不称
“

帝
”

或
“

下

帝
” 。

人王生称帝
,

是秦始皇才正式开始的
,

秦汉以后才有人王称帝的现象
。

齐
、

秦诸侯有

过暂短的
“

称帝
”

插曲
,

旋即取消
,

是史有明文的
。

总之这也是战国晚期的事情
,

不能更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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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目录是目录的一种类型
。

当然
,

它具有一般目录的性质和作用
,

这就是揭示 图书
,

描述图书的基本特征
,

借以作为检索图书文献的工具
。

如是
,

有人便称为书目是二次文献检

索工具
。

专题 目录除了具有目录的这些
“

共性
”

特点与作用之外
,

同时它也具有自己特有的性

质与作用
,

从上面所列的各种类型 目录一些特点的比较表
,

我们可 以看出
,

在编制的 目的与

社会职能方面
,

在编制方法上的侧重方面
,

专题目录与综合性目录
,

选读书目
,

登记目录等

都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

正因为如此
,

专题目录在整个目录学领域中起着自己的独特的功用
,

它的性能和作用不能由其它类型 目录所代替
。

而且
,

由于社会的需要
,

专题目录发展得很快
,

在数量上比其它所有种类目录的总和还多
。

在目录学领域里
,

专题 目录已
“

蔚为大国
” ,

它在

目录学 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

注释
:

①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上海鸿宝斋石印
,

1 8 96 年 )卷二中说
: “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 》一书

,

为后世佼仇

之祖
。 ”

容肇祖《中国 目录学引论》 (载《 图书馆周报》 5 卷 4 期
,

1 9 2 8年 9 月 )说
: “

中国 目录学… …始于刘向对

散父子的 《七略》 ”

等等
。

② 魏征 《隋书
·

经籍志》序
,

见《隋书》 ,

中华书局
,

1 9 7 3年 5 月
。

③ 姚名达《 中国 目录学史 》 “
溯源篇

”
说

: “
一般叙次中国 目录源流者

,

多断始于西汉末年之 《别录》与《 七

略》 … 此犹直认黄河出于积石
,

长江导于峨
、

沱
,

而不知其上流尚有更幽远之渊源也
。 ”

④ 见班 固《 汉书
·

艺文志 o)}

⑤ 分别见张尔田 《汉 书艺文志举例序》
,

载《亚洲学术杂志 》第 2 期
,

191 年 11 月多 张舜徽《 中国校仇学

分论 〔下〕一目录》
,

载《华中师院学报 》 1 9 8 0 年第 2 期
。

⑥ 见孙德谦《刘向校仇学阐微 》 ,

四益宦刊本
,

1 9 2 3 年
。

⑦ 姚名达《 目录学》
,

商务印书馆
,

1 9 3 3年
。

⑧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 》
,

中华书局
,

1 9 6 3 年
。

⑨ 刘纪泽《 目录学概论》
,

上海中华书局
,

1 9 3 4 年 ; 周贞亮《 目录学 》
,

载 《安雅》 1 卷第 4
、

6
、

8
、

10
、

n 期
,

1 93 5年 5一 12 月
, 倪宝坤《 图书馆编 目学》

,

台湾中华书局
,

1 9 7 7 年
。

L 刘咸折《 目录学》
,

成都茹古书局刊本
,

1 9 3 4 年
。

0 汪辟夏《 目录学研究》
,

商务印书馆
,

1 9 3 4年
。

@ 见《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 “
目录类

”

叙 ; 张遵俭《中西 目录学要论 》
,

载《东方杂志 》 40 卷 10 号
,
1 9 4 4 年

5 月 ; 张树三《 目录学概论》 ,

台湾中华书局
,

1 9 7 9 年
。

L 福开森《 目录学论略》 ,

耿靖民译
,

载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 6 卷 1 期
,

1 9 3 4 年 3 月
。

0 《苏联 目录学的方法与种类 》 ,

唯学译
,

载《图书馆学通讯 》 1 9 6 0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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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黄河冲积平原
,

是世界上最广大
、

最成熟的黄土积存
,

广阔达三十二万三千七百

五十徐方公里
,

厚度三十至一百公尺
,

最厚的在一千公尺以上
。

我们的祖先很早在这里定居

下来
,

从事农牧业
,

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

原始农牧民在生活实践中观察了植物种子发芽

生根的全过程
,

理解到植物的生命在于根蒂
,

植根的大地是生命的泉源
。

人和地的关系如同

鱼和水的关系一样
。

活着靠大地哺养
,

死了以大地为归宿
, 《礼

·

祭仪》所谓
: “

众生必死
,

死

必归土
。 ”

对母亲大地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
。

黄土原上的居民很早就把氏族图腾崇拜
、

祖先祟

拜和大地崇拜结合了起来
,

创造了自己的创世神和宗祖神黄帝的风貌
。

她是黄泥 巴腿干 自己

创造的上帝
,

所以才叫黄帝
。

黄帝的子孙
,

龙的传人
,

我们本是一条根
,

我们可不能
“

数典

忘祖
”

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