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专题频道 → 口头传统研究 → 本土案例 

我们是如何成为“龙的传人”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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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华夏儿女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在海、内外的华人中早就成为毋庸置疑、不言而喻的常识了。前些日

子，有学者鉴于“龙”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形象不佳，因此建议中国放弃“龙”的象征，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废龙，还是存龙？争论

的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好不热闹。然而，尽管争论双方在“龙”之存或废上各执己见，势若水火不能相容，但双方却有着共同的

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双方都承认，“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的问题就是：“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果真就那么毋庸置疑吗？“龙”这个形象是从什么时候起、由于何种历史动因而成为

所谓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又是由于何种历史机缘而产生及流行于海内外华人之中的？ 

一、古代的龙：行云布雨的龙和高高在上的真龙天子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龙”是一种古老的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一个自古以固存的事实。 

    本文试图证明：“龙”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标志和象征，是一系列历史运动的产物。龙要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以“中华

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先有“中华民族”，然后才有“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作为人种的中华民族当然源于邃古，但“中华

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作为一个被意识和言说的“所指”，却是一个非常晚近的概念。

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因此也打开了天朝子民的视野，中国人才认识到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才开始低下身

段心甘情愿地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平等的一分子，也只有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国家”，才需要有藉以标志自己并与

世界上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志或者“图腾”，也就是说，“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随着中国在清朝末年的近代化进程而成立的，

“龙”并非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民族也并非自古以来就是“龙的传人”，“龙—中国”之

间的能指—所指关系纯粹是一个现代的“文化发明”。 

    “龙”，在中国文化中，当然早就作为一种地位崇高、内涵丰富的象征物而存在了，文献记载、出土文物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但

是，古代文献和文物中的龙，却从来没有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道理很简单，那时候根本还没有所谓“中华民族”）。我在其他文

章中证明，中国文化中“龙”的原形，是上古先民据以观象授时的“苍龙”星象，由角、亢、氐、房、心、尾等星宿组成的东方苍龙星

象，在上古时期的出没运行方位恰好和一年四时的循环周期相吻合，春升于东，夏翔于南，秋降于西，冬隐于北，龙行四方，恰好对应

一年四时，因此，龙星就成为上古先民据以观时令、记农时的最直观的标志，引起古代民众的巨大关注，并被华夏先民赋予了丰富的象

征意味。 

    在古代，龙的象征意义，根据其文化地位的高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民间，龙主要是作为行云布雨、给人间带来丰

收和福祉的吉祥物，从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土龙致雨”到秦汉以降遍布乡野的龙王庙和龙潭、龙泉、龙泽等等祀龙祈雨的场所和仪式，

乃至民间年节尤其是端午的舞龙灯、道教的投龙仪式等等，就是祀龙祈雨的明证，在这一方面，龙根本不具有族群象征的意义，与华夏

民族的认同和民族性的建构毫无关系。其二，由于在古代，观象授时、颁朔授历的权力是帝王的特权，因此，龙作为天时、天道和天的

神性的象征，因此也就成为天子神圣权力的标志，并因此成为帝王本身的象征，天子是“真龙天子”，天子穿龙袍、乘龙辇、踞龙庭、

坐龙椅、擎龙旗，生的孩子也是龙子龙孙，天子就是龙的化身，“龙”因此成为专制时代中国统治者的神圣徽志。正是这一点，为龙后

来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埋下了伏笔。但是，作为天子象征的“龙”，无论如何还和后来作为中华民族的“龙”是两码事，那个时代，谁

要胆敢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或者胆敢用龙纹作为自家的装饰和旗号，那无异于犯上作乱，是要诛灭九族的。龙，高高在上，与生

活在华夏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无关。 

    从先秦开始，直到清代，龙作为象征物，一直就是统治者的特权，为皇朝家族所独享，中国专制王朝最后一个朝代清朝，随着专制

权力的登峰造极，也将这种对龙的专制和独享，彰显到了极致。清朝的典章制度中，对于龙纹的使用，有着繁复细致的记载。但是，也

正是随着清朝专制权力的崩溃，龙也从荣耀的高峰跌落下来，从皇家的象征转变为华夏民族的象征，这倒应了《周易》中的辩证“逻

辑”，“飞龙在天”之后，随之就是“亢龙有悔”，最后呈现出来的是”群龙无首”的末日景象。 

    



二、晚清的龙：清朝的龙旗和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 

     “龙”从真龙天子的标志，转变为华夏民族的象征，这一“世俗化”的转变发生于晚清，其背景自然是清朝专制权力的瓦解和中

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具体追溯起来，清朝的国旗在“龙”的这一地位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是清朝的龙旗，国旗是民族国家的象征，清朝在国旗上绘制龙的形象，国旗并非是皇帝一家一族的象征，

而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象征，清朝把龙绘制在国旗上，再生动不过地表明了龙的地位的转变，龙已经从皇家的徽章变成了全民的图腾。 

    有意思的是，龙旗作为清朝国旗的诞生，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出自西方人的手笔，因此和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分不开。 

    有资料记载，清朝龙旗的雏形，出自清朝海军的军旗，而清朝的海军军旗则是英国人的设计，当年清朝向英国造船厂订购第一批军

舰，军舰要交付清朝，必须经过公海航行，而舰船在国际海域航行必须悬挂国旗，当时清朝还没有国旗，因此，清朝官员于是委托英国

商人代为设计旗帜，这就是最早的龙旗，后来清朝使节出使西方，就以海军的军旗为原型经过修改，于是有了清朝的国旗。从此之后，

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打着龙旗，走出国门，进入西方，进入西方人的认知和想象，从此之后，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中国人、中

国国族、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一切，都和龙的形象结下了难分难解的关联，在西方人的观念中，龙，因此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

征。 

    由此可见，“龙”作为华夏民族的象征，从一开始就源于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龙”的图腾，

其实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这条巨龙盘踞东方，孕育它的母胎却是西方，与后人的想象相比，历史往往完全是另一幅意想不到

的模样。 

三、当代的龙：《龙的传人》唱遍神州 

    但故事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清朝打起了龙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面国旗，但这面国旗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一面国旗，随着

清朝的崩溃，清朝的龙旗也颓然委地，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清朝的龙旗打了没有

几天，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龙的形象还没有被华夏儿女所认同，还没来得及在民众的心中落地生根，就被历史的沧桑风吹雨打

去，除了精英阶层和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所了解的龙，仍然只是龙王庙里供者的、龙潭和龙泉里面潜伏着的那条出没无常、云

遮雾罩的雨水之龙，可以说，从清朝灭亡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叶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只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龙”才是作为中

华民族的象征，龙作为族群象征物，并没有获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和认同。 

    龙的形象要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普天之下的华夏儿女要自认为“龙的传人”，还需要另外的历史机缘的催发。华夏民族尽管有很

古老的崇拜龙的习俗，在民众的观念中，龙之为物，一直是与农耕和雨水有关，而与民族性无关，老百姓从来没有自称为“龙的传

人”，也没有把龙视为自己的图腾，民众们舞龙是为了庆祝节日，祭龙是为了祈求雨水，即使现在，你倒民间问问老百姓“龙的传人”

是什么东西，他们大概会是茫然不知所问的。检索一下大陆的主流出版物，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完全不见“龙的传人”这种

说法的踪影，“龙的传人”观念的形成，大陆民众对龙的民族性认同，与台湾歌曲《龙的传人》的传唱密不可分，而这首台湾校园歌曲

的诞生又跟台湾国民党政府退出联合国（1971年）、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981年）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谁知造化弄

人，风水轮流转，这首在台湾原本被用来确认其文化身份、自承中华文化正统地位的歌曲，在八十年代初传入大陆，并在1984年的春节

文艺晚会上唱响，在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下，被重新演绎为普天下华夏儿女超越阶级、党派、地区而相互认同、

同舟共济的内涵，与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借助于广播、电视、磁带等现代传媒手段，这首歌曲以及它所反映的民

族认同观念不胫而走，“龙的传人”的观念因此迅速深入人心，而“龙”作为中华儿女象征的意义也逐渐变成了不言而喻的“常识”。 

   从此以往，与龙有关的文化景观如雨后春笋，在中华大地上层出不穷，而与龙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意象也不断地被制造和复制出来，

我们真地成了“龙的传人”了。 

四、华夏龙文化：学术与考古中古代龙文化的发现 

    神话一旦建立，就需要为神话提供证据和论证，从而把神话变成有案可稽的可靠历史和知识，自古以来，人文学术所从事的大致是

这种跟在历史潮流后面为神话提供注释和证明的工作，总是慢半拍的学术史，往往是追随在思想史、观念史后面亦步亦趋。从“龙的传

人”的神话的确立，到历史学、神话学、文化史、民俗学尤其是考古学中关于“中国古代龙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

一个神话从想象到现实不断落实的知识史进程。 

    随着“龙的传人”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龙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来龙去脉、“龙”的原型、实质、造型、演变、

分布、谱系、神话、习俗等等一系列与龙有关的问题因此成为学术研究的话题，“龙”的家谱和档案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变得日益充

实和丰富。证明神话、将神话坐实为历史的最便捷途径，莫过于发现与之有关的古代实物，于是乎，考古学界关于龙的发掘和发现从此

就层出不穷了，“龙”型器物和纹样日益引起考古学者的重视，而龙的考古年代也不断被刷新，不断被前推，所有这一切，在为“龙的

传人”观念提供有力证明的同时，也越来越让人们相信，“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远远在有史记载之前，在人类记忆所能

追溯的邃古之初，“龙”的旗帜就高高飘扬在华夏大地上了，我们自古就是“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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