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屈原《天问》疑团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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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屈原的《天问》是一首异常奇特的古诗，诗中有许多疑团至今未能解开。在分析古今

学者研究《天问》的历史和现状之基础上，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来研究《天问》，通过辨析《天

问》特异性，弄清屈原作《天问》的真实意图，重新诠释《天问》题义和主题思想，破解《天问》中

的一些千古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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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新思路和新方法研究《天问》

《天问》是《楚辞》中的一篇代表作，也是屈原

最奇特的一首长诗，其构思瑰丽雄奇，意境广博深

邃，气势磅礴恢弘。然而，《楚辞》素称难治，《天

问》向来难解。汉代王逸言道：“《天问》以其文义

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

逮；至于刘向、杨雄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

所阙者。众曰，无闻焉。既有解词，乃复多连蹇其

文，鸿其说。故厥意不昭，微指不哲，自游览者靡

不苦之而不能照也。”［(］由于时代的间阻，历史的

冥昧，观念的殊异，语言的变化，文字的讹误和竹

简的错乱等，《天问》中的疑团迭出。诸如，《天问》

的内容和写作形式为什么与《楚辞》中其它诗篇迥

异？屈原作《天问》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如何

正确诠释《天问》题义和主题思想？如何准确注译

《天问》诗句中令人费解的传说和字词？如何科学

解答《天问》诗句中所问的 (-# 多个问题？等等。

《天问》主要是述问古代传说的，汉代以来的

传统《楚辞》注家研究屈原和《天问》时，大多致力

于考证《天问》中各种传说出自哪些古代文献，致

力于注释《天问》诗句中的疑难字词，而较少研究

屈原为什么要质疑这些传说，较少发掘这些传说

所反映或体现的古人思想与理念。对于《天问》诗

句中所问的 (-# 多个问题，有些注家通常按照某

些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来解释问题之意，又往往凭

借个人的主观臆想来解答问题。因此，一些旧注

对《天问》诗句中问题之意的解释似是而非，很难

与屈原当初设问的真实意图相符；一些旧解对《天

问》诗句中问题的解答则答非所问，与先民神话传

说本原、古人思想理念和古代人文历史状况也不

能相符。

近几十年来，不少《楚辞》学者应用考古发掘

和夏商周断代史考证的新成果，深化了对屈原和

《天问》的研究，破解了《天问》诗句中的一些难题

和死结。但是，在当前屈原和《天问》的研究中仍

存在一些误区和偏向。例如，有些学者在重视《楚

辞》共性特征研究之时，轻视了对《天问》特异性的

探究，忽视了对屈原作《天问》意图和《天问》题义

的研讨；屈原在《天问》中对古代天象、地物及其神

话传说发出了许多疑问，由于当今《楚辞》学者大

多是研究汉语言文学的，较少涉足深奥的宇宙和

地球科学领域，故而对《天问》中天象、地物方面的

难题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近年来，一些出版

社出版了多种《楚辞》注译本，有些注译本只注译

词句而不究其所以然，且对其中《天问》篇的注译

尤其错误百出，等等。面对上述历史和现状，我觉

得要想彻底破解《天问》疑团，就要更改陈规、消除

误区、扭转偏向、打破学科领域界限，采用新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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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方法来研究屈原和《天问》。

（一）新思路

以辨析《天问》特异性为出发点，认真比较屈

原的《天问》与他的《离骚》、《九歌》及《楚辞》其它

诗篇在内容和写作形式上的差异；将中原文化和

楚文化看作两种文化类型，从两种文化的冲突中

弄清屈原作《天问》的真实意图；按屈原作《天问》

意图来剖析《天问》诗句，在归纳诗句之意和演绎

作者理念的过程中重新诠释《天问》题义和主题思

想；按《天问》主题思想来评述诗句和解答问题。

（二）新方法

一是以探索宇宙、地球和人类社会三者关系

为研究方向，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结合

起来，融宇宙、地球和人类科学知识于《天问》研究

之中，寻求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二是

以探索古人的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道德观和

历史观为研究重点，努力发掘《天问》诗句中所反

映或体现的古人思想和作者理念。三是在兼收并

蓄、择善而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既要广泛汲取古

今《楚辞》学者的真知灼见，更要大力突破屈原和

《天问》研究中的清规戒律。这包括，重新校正古

版《楚辞·天问篇》中的字、词、句，在合理调整错简

的基础上划分《天问》诗句、段落及标点、标序，采

用最新科技发现和考古成果评述《天问》诗句，运

用科学方法分析和解答诗句中的疑难问题等。

二、辨析《天问》特异性

《天问》的篇幅仅次于《离骚》，全文 !"## 多

字，可分为 $%& 句、!%’ 问（此系本人的一种划分

法）。总的来说，《天问》与《楚辞》其它作品的特点

不一。梁刘勰的评价是“《骚经》（指《离骚》）朗丽

以哀志，《九歌》绮靡以伤情，《天问》环诡而惠巧，

《大招》耀艳而升华，《卜居》标放言之志，《渔父》寄

独任之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等。具体而

言，《天问》独具特异性，其内容和写作形式与《离

骚》、《九歌》及《楚辞》其它作品均有许多不同之

处。现就《天问》的特异性作如下辨析：《天问》的

内容十分广博，除最后一小段落是讲述楚国情况

和屈原自身处境外，其主体部分大多是对古代中

原自然现象和人文历史传说的质疑。《天问》中所

述问的古代中原传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较

为完整的体系。在门类上可分为天象传说、地物

传说和人文历史传说三大类；时间上是从远古之

初开始，历经五帝、夏、商、周，直到春秋为止；观念

上则反映出“中原人与楚人”在宇宙观、自然观、人

生观、道德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

在内容上以批判中原文化、质疑中原传说为主的

《天问》，与专门宣扬楚文化、描述楚地祭神“巫风”

的《九歌》是根本不同的，与倾诉个人情感、叙说自

我生平的《离骚》也是大不相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外学者一直认为，世界

上凡是经过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民族都有他们自

己的史诗，唯独中国的汉民族似乎没有叙述本民

族古代文明的长篇史诗问世。我觉得这种见解未

免有些偏颇。当我们科学解读《天问》全部诗句的

内容后就可发现，屈原的《天问》实际上可算作是

一部体裁特异的反映汉民族古代文明的史诗。

《天问》的写作形式与众不同，是《楚辞》中十

分特异的一篇。在词语上，由于《天问》主要描述

的是古代中原情况，故与《离骚》、《九歌》及其它

《楚辞》诗篇“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的典型特征不

尽相同。在句型上，《天问》的基本句型以四言为

主，这与《楚辞》中《离骚》等篇以六言为主且隔句

句尾加语气助词“兮”字的特点不相一致，却与《诗

经》的句型类似。在表现手法上，《天问》采用了设

问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观念，其通篇都在发问且有

问无答，这与《离骚》记叙与抒情相结合和《九歌》

以缠绵抒情见长的表现手法截然不同，这种设问

的手法也是极其少见的。

三、弄清屈原作《天问》真实意图

屈原为什么作《天问》？《天问》为什么采用设

问形式而提出 !%# 多个问题呢？学者解释如下：

汉司马迁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

《哀郢》，悲其志。”［’］（)(’*+’）汉王逸言：“屈原放逐，

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曰
文 ，仰天

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

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

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

泄愤懑，舒泻愁思。”［!］鲁迅先生则认为，屈子作

《天问》，乃是出于一种怀疑精神，“怀疑自遂古之

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

言。”今学者过常宝又认为，“屈原的《天问》之所以

选择问句形式，乃是因为此种语言形式有助于巫

师的记诵，亦便于引起后学者的兴趣和为师者的

讲释。”［$］（,($"）当代学者启良觉得，古今学者的各

种解释“都没能切中问题的实质，均不能解答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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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要用设难式的问句形式。”［!］（"#!$%）启良认为，

可“将楚文化同当时的中原文化看作两种文化类

型，并从二者之关系中去把握屈原的思想意向，这

两个疑问并不难得到解答。”［!］（"#!$%）为什么中原文

化与楚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它们究竟有什么不

同之处呢？现对这个问题作如下解答：

由于中原人与楚人的文化理念、形态和特色

不同，楚文化与中原文化难免要发生冲突，这种冲

突在屈原的《天问》和《九歌》中就有明显体现。只

要我们认真比较一下屈原在这两篇作品中态度的

差异，就可发现两种文化冲突之所在，并从中弄清

屈原作《天问》的真实意图。

（一）总体而言

屈原一方面在《九歌》中描述了许多楚人所信

仰的自然神怪，对于这些楚国神话传说他是深信

不疑的；另一方面又在《天问》中述问了大量中原

人文历史传说，对这他是十分怀疑的。

（二）分篇而论

&、屈原在《九歌》中把东皇太一、云中君、湘

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和山鬼等

楚人所信仰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之神描述得有

血有肉、可亲可爱，如同人世间的男男女女。

由此可见，屈原是带着楚人的思想感情来作

《九歌》的，其用意是表述楚人的信仰世界和文化

精神，以图达到宣扬楚文化的目的。

’、屈原在《天问》中对待中原重大人物传说的

态度与他对《九歌》中神怪的态度根本不同。例

如，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齐桓等人是中原

文化所标榜的“有德”君主，而屈原在《天问》中却

发出疑问，质难他们的一些“非德”行为；羿、浞、

浇、夏桀、商纣、周昭、周穆、周幽等人是中原文化

所批评的“无德”君主，而屈原在《天问》中对他们

的态度却有所区别，除严厉批评商纣外，对羿、浞、

浇、夏桀、周昭、周穆、周幽等人则无明显的批评，

甚至还将羿、浇看作尚力不尚德的“英雄”；关于古

代洪水及鲧禹治水的传说，中原文化一直抑鲧扬

禹，认定鲧恶禹善，而屈原在《天问》中却对鲧禹一

视同仁，并竭力为鲧鸣不平；关于商代伊尹的传

说，中原文化对伊尹的评价大多是赞扬的，而屈原

在《天问》中却表示了对伊尹的怀疑等等。

由此可见，极端热爱楚国的屈原是带着楚人

的“民族主义”情结，站在楚国的“国家主义”立场

上来作《天问》的。屈原在《天问》中针对中原传说

的疑点和漏洞，采用设问句式和通篇追问的手法

进行质疑或诘难，其用意是告诫楚人不要盲目相

信中原文化观念，而要坚持本民族的传统信仰和

意识形态，以图达到拒中原文化于楚人观念之外

的目的。因此，屈原是为了批判中原文化和告诫

楚国民众而作《天问》的，《天问》实际上是一篇向

中原文化观念挑战的战斗檄文，其宣传的主要对

象乃是楚人。

四、重新诠释《天问》题义和主题思想

古今《楚辞》学者对《天问》题义有各种诠释，

现简介如下：汉王逸：“《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

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清

王夫之：“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

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不畏明之庸主具

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清戴震：“问，难也。

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郭沫

若：“应该是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批判，

采取了问难的方式提出。”［(］（)#*$）游国恩：“盖《天

问》之义，与《素问》略同。‘天问’者，举凡天地间

一切显象事理以为问，犹今人曰自然界一切之问

题云尔。屈子以《天问》题篇，意若曰，宇宙间一切

事 物 之 繁 之 不 可 推 者，欲 从 而 究 其 理

耳。”［*］（)#&$’ + &$,）《辞海·天问词目》：“是对天的质

问，或说系‘援天命以发问’。”［-］（)#&’’!）就上所述，

《天问》题义按王逸之释是“问天”，按王夫之之释

“不是问天”，按戴震之释是“设难疑天”，按郭沫若

之释是“通过问难来批判自然和历史”，按游国恩

之释是“究问天事与天道”，按《辞海》之释是“对天

质问”或“援天命以发问”等。由此可见，各家对

《天问》题义的诠释大相径庭。我觉得，古今《楚

辞》注家学者诠释《天问》题义的思路不太恰当，众

说纷纭却均未到位。由于《天问》题义至今未明，

因此要重新诠释。

思路是把屈原看作楚文化的代表人。方法是

紧扣屈原作《天问》的意图来剖析诗句，分类归纳

各句所反映的中原人认知和观念，集中演绎全诗

所体现的作者理念和立题本意。因此，我将“天

问”中的“天”字演绎为“‘天’概念和‘天崇拜’观

念”，将“问”字释为“疑问”，重新诠释《天问》题义

为“对中原人‘天’概念和‘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一）弄清“天”概念和“天崇拜”观念

&、先说“崇拜”观念。

人类之初，先民普遍认为万物有灵，并由此而

产生了两类崇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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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对自然物的崇拜体系，即把某些动物、

植物和天体看作为神。如中国先民最初崇拜熊、

虎、豹、蛇、犬、猪、羊等动物神，后来又崇拜树木、

五谷等植物神和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天体神。

另一类是对生殖的崇拜体系，即对男女性事

的崇拜。如中国先民最初崇拜女阴和男根生殖

器，后来发展为崇拜象征女阴的蛙口、虎、葫芦（指

瓜）、空桑（即桑树洞）、昆仑虚（指穴处）、土、地、帝

和象征男根的龙、三足乌、五色石等，继而又发展

为信奉“阴阳”观念、信仰生命“不死”和祭祀社神

（即土地神）、祖庙、祖先等。

起源于对女阴或女祖的“帝崇拜”观念，到商

代时已失去其原意，转化为崇拜“上帝”。殷人（即

商代中原人）观念中的“帝”或“上帝”是神界之主，

可呼风唤雨，能主宰自然界，并决定人间的兴衰，

故殷人的“上帝崇拜”越超了“自然神崇拜”的具象

性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

!、继说“天”概念。

今人对于“天”的理解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狭义指地球上空区域，广义为整个宇宙时空区域。

由于当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性，人类尚未能搞

清全部宇宙时空的奥秘，故广义的“天”仍是一个

虚概念，今人对“天”仍存有许多疑问，“天”仍很神

秘，虚幻的“天堂”仍为宗教信仰者所向往，等等。

古人是如何认识“天”的呢？按郭沫若之说，“天”

字在初本没有什么神秘的意思，只是“大”字的同

义语。当先民崇拜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具体的

“天体神”时，尚未将“天”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总括

一切的概念，后来“天”的概念被高大化和超越化，

便把日月星辰所运行着的最高处称为“天”。

"、再说“天崇拜”观念。

随着古人对“天”概念认识的日益抽象化和神

秘化，到周代时就产生了“天崇拜”观念。据西周

至春秋时的《诗经》、《尚书》、《周礼》、《周易》、《论

语》等文献记载，周人（即周代中原人）的“天崇拜”

有如下特点：

（#）天至高无上，惟天为大。因为“天”最高最

大，故“天”是可以统率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天体

诸神的“至上神”。（!）天统理万物，为万物之父

母。因为万物统属于“天”，故古代中原人对各种

“自然物”和“生殖”的崇拜，包括殷人对“上帝”的

崇拜等，到周代时统一归结到对“天”和“昊天上

帝”的崇拜中去了。（"）天惟德是辅，王朝受命于

天。因为“天”是王朝政治的决定力量，故王朝盛

衰乃是“天命”所致，夏亡商兴、商亡周兴的改朝换

代也就成了“天命”的体现。

（二）剖析《天问》诗句

系统检索《天问》诗句［#］，并作全面剖析。剖

析各句是否反映了古代中原人的“天”概念和“天

崇拜”观念，剖析全文是否体现了屈原对中原人

“天”概念和“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天问》诗句“上下未行”中的“上”（指天），

“圜则九重”中的“圜”（指圆穹形天盖），“天极焉

架”中的“天极”（指天的顶端），“九天之际”中的

“天际”（指天的边界），“天何所沓”中的“天”，“皇

天集命”中的“皇天”（指上天）等，都反映了古代中

原人对“天”的认知。诗句中所问的各种远古天象

问题，则体现了屈原对中原人“天”概念的疑问。

!、《天问》诗句对“日、曜灵（指太阳）、羲和（指

日驭）、乌（即载日之三足乌）、阳离（指太阳神鸟黄

鹂），月、夜光（指月亮）、於菟（指月腹之虎），列星、

女歧（指九子星）、角宿（即角二星）、维（即维星），

伯强（指风神）、（指云神）”等天体、天象及神话传

说的述问，可归纳为中原先民对“天体神”的崇拜，

亦可演绎为屈原对中原人“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天问》诗句对“熊、黄熊（指鲧、羿化身的

熊），鸱龟（指头上长角的神龟）、鳌（指浇化身的大

海龟），鲮鱼（指陆上的穿山甲），雉（即野鸡），鹿、

撰体鹿（指鸟头鹿身的神物），鸟、大鸟（指太阳神

鸟）、玄鸟（指燕子）、繁鸟（指猫头鹰）、苍鸟（即苍

鹰）、 堆（指亦鸟亦兽的神物），封豕希（指大野猪），

蛇（指灵蛇）、雄虺（指九头怪蛇）”等动物及其神话

传说的述问，可归纳为中原先民对“动物神”及各

自部族“动物图腾”的崇拜，亦可演绎为屈原对中

原人“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天问》诗句对“靡 艹氵并（指建木神树）、若华

（指若木神树的花）、禾巨黍（指昆仑神话中神奇的

木禾）、薇（指神奇的野豌豆）”等植物及其神话传

说的述问，可归纳为中原先民对“植物神”的崇拜，

亦可演绎为屈原对中原人“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天问》诗句对“应龙（指有翼的龙）、虬龙

（指无角的龙）、烛龙（指能以目照明的神龙）”等神

话传说的述问，反映了中原先民“龙崇拜”的特色，

也可演绎为屈原对中原人“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天问》诗句对“昆仑（指古代中原神话中无

奇不有的仙山）、河伯（指黄河之神）、雒嫔（指洛水

女神）”等神话传说的述问，可归纳为中原先民对

“山川神”的崇拜，也可演绎为屈原对中原人“天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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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观念的疑问。

!、《天问》诗句“尊食宗绪”中的“宗”（指祭祀

祖宗的宗庙、祖庙），“何令彻彼岐社”、“何环闾穿

社”中的“闾”和“社”（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等都

是古人祭祀场所，这反映了中原先民对“土地神”

和宗庙、祖先的崇拜与崇敬。诗句“缘鹄饰玉，后

帝是飨”和“彭铿斟雉，帝何飨”等，则反映了中原

王朝和中原人祭祀天帝的情况。《天问》诗句对中

原祭天、祭神、祭祖的各种质疑，均可演绎为屈原

对中原人“天”概念和“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天问》诗句对“帝、后帝、上帝”和“命、天

命”的各种述问，反映了殷人的“帝崇拜”和周人的

“天崇拜”观念，体现出屈原对中原王朝与帝王“受

命于天”之说的怀疑，这些怀疑也都可演绎为屈原

对中原人“天”概念和“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屈原在《天问》# 条中，还对太阳昼夜循环

和月亮“死则又育”的现象表示不解，对“阴阳参

合”化生万物的说法表示怀疑，对人能获得不死

“良药”从而“延年不死”、“受寿永多”的传说提出

质问等。《天问》诗句中的这些述问，可归纳为中

原先民对天体循环、阴阳变化的认知和对生命不

死的信仰，也可演绎为屈原对中原人“天”概念和

“天崇拜”观念的疑问。

（三）结论

从上述诗句剖析中可知，屈原的理念和为《天

问》立题的本意就是“对中原人‘天’概念和‘天崇

拜’观念的疑问”。因此，“对中原人‘天’概念和

‘天崇拜’观念的疑问”当为《天问》题义。鉴于这

一题义是贯彻于《天问》全篇的，故《天问》题义也

是《天问》的主题思想。《天问》主题思想的明确，

将对我们继续深入破解《天问》诗句中的千古难题

和死结带来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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