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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の方向表現に内包されている文化的意味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Location　Words

　　　　　　　　　　　　　　　　　　　　　　　　　　　円富茉（Feng　Furong）

　　　　　　　　　　　　　　　　　　　　　　　　　　　杜英起（Du　Yingqi）

　中国語では、方向や位置を表す詞を「方位詞」と言う。本論は、中国語の「方位詞」に

内包されている文化的な意味を検討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る。焦点は主として「東・西・

南・北・中」という5つの詞にあり、目的はこの5つの「方位詞」に付加している中国人

の伝統的な人生観、価値観および中国の伝統的な文化を理解することにある。

　　　　　　　　　　　　　　　　　　　前言

　　根据考古学和古文献資料，早在新石器吋代，中隼民族的祖先就升始現測天象、定方位、定

吋同了。甲骨文中有美“四方夙名”妃載的友現，碗征了中国在商代就已有了明碗的四方規念．

后来，人伯又把天地、上下、左右等概念納人視野，八而碗立了全方位的立体空同丸念e

　　古人対干“方”是非常重祝的，甲骨卜辞中有多赴向“方”求年、求禾、求雨或宇雨、宇夙

的妃載。根据段城遺趾的友掘，段人的官殿、墓室的修建都要求逃拝和測定方向，甚至卜骨的存

放也要求按照規定的方向堆枳在一起。古人方什久遠去重祝“方”呪？因力在古人的覗念中，“方”

－5“秩序”存在着某秒美朕。当人伯意玖到“方”的存在吋，也就在混沌中友現了秩序，在一介劫

蕩不安的世界里我到了穏定感。方位意沢的戸生，或許可以用太阻見黒暗中升起相比捌，官在人

美心理上造成的巨大沖缶或杵不亜干第一道光銭帯給人伯的椋喜与顕栗。也杵正因力遠介原因，

毎当国家初建的日寸候，第一件大事便是“惟王建国，耕方定位”。而在家庭対幼JL的眉蒙教育中，

“教之数与方名”成力首要的内容。方位規念逐漸枳淀成カー介元法超越的“情結”，官不仮是

一秒物理空同秩序，而且成了社会秩序的象征。方位正因力与秩序有美，因而オ姶人伯以穏定感。

古人在心理上対穏定和秩序的渇望，使得方位被附加上杵杵多多神秘的象征意又。

　　在中国人的佳銃規念中，“末”、　“南”、　“西”、　“北”、　“中”、　“上”、　“下”、　“左”、

“右”除了表示定四方或方位空同外，迩与尊卑、阻阻、男女、生死、氷衰等有美。井且，他佃

以奈方（日出）力尊、西方（日落）力卑，南方（郁日）力尊、北方（明面）力卑。迭与早期人伯対太阻的崇

拝和敬畏有美。四方因力常常与太β日相躾系，因此也被賦予了不同的象征意又e下面，我伯主要

杁“京”、　“南”、　“西”、　“北”、　“中”遠五介方位洞来看一看中国方位伺中的文化内油。

一、　“京”

　　汲民族佳銃以“京・南・西・北・中”五方与“青・赤・白・黒・黄”五色相配，其中与“京”相対座

的是“青”色。据《史妃・封禅A》妃載：“秦宣公作密時干滑南，祭青帝。”迭里所悦的“青帝”

就是奈帝。男《白虎通・社榎》里也説，皇帝分封京方渚侯吋，用白茅包了青土賞賜姶渚侯。



164　　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　第6号

而“青土”其実就是京方土地的象征。弘星宿方面洪，“青尤”指京方指京方的星宿。古吋行軍

以画有“青尤”的旗枳表示京方之位。“青宮”則指京宮；“春夙”又称“京夙”。　“青”色又指

録色，是植物的生命色，因而“青”象征着生命，与京方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古人常常把“京”、

“青”、　“青”三者朕系在一起。

　　京方主“生”，人伯因向往“生”而崇拝“京”。据《礼妃・王制》妃載：“夏后氏弄国老干

京序，弄庶老干西序………周人弄国老干奈郊，券庶老干虞痒，虞痒在国之西郊。”国老位尊，所以

在京序、京郊；庶老位卑，所以在西序、西郊。因此京方“尊”、西方“卑”以及京方主“生”、

西方主“死”的侍銃規念不仮在中国古代人中根深帯固，而且対生者的睡覚方向和対死者的共朝

向也有根大的影呵。据《伐礼・既夕礼》妃載：“士赴遥寝，寝京首干北塘下。”迭是悦睡覚吋座

核併究共向京，因力奈方有生『，主“生”。与此相反，及我国原始社会的墓葬中可以看到，死者

的共大多都是朝向西方的。迭和中国的西方主“死”迭一侍銃規念是不元朕系的。

　　由此可見，在中国古代方位規念中，“京”是与尊貴意玖密切相達的e古人把“京”遠一方位

延伸到人隊美系及社会生活中，就声生了所滑“京第”、“京内”、“京床”、“京儲”、“京箭”、

“奈作”等一系列概念。

　　所帽“奈第”，是指王侯貴族的住宅。在封建社会，貴族要住“京第”，位在五侯之上的皇帝

及皇太子的居室更洪究要在“京位”。而“京内”，是指唐朝的大明宮，主要是因方位干皇家宮

院京側而得名，唐高宗后的渚位皇帝都居干“京内”。不仮皇帝居干“京内”，皇JL、皇弥伯也大

多居干京宮，因而又有所清“京儲”的名扮。弘“京第”、　“京内”到“京儲”，都充分湿示了

京位的尊貴。

　　中国古人不伎在居室上看重“京位”，在婚配上也洪究“京位”，如“京床”。据《晋弔・王義

之侍》中妃載：太尉郡整派一位口客到丞相王＃家去逸女婿。「］客回来説：“王家的年軽人都根好，

但是所説有人要去逸女婿，就都拘違起来，只有一位在京辺床上的人却若元其事地祖腹而臣卜。”所

到「］客的叙述，都茎弓上悦：“就遠一位好。”干是，就把女几嫁tA了那介人（此人就是后来的大弔

法家王義之）。我佃今天所悦的“京床快婿”遠介成培其実就是来自迭介典故。朕系到古人的方

位規念，都墓当吋逸中王義之力女婿，表面看是費賞其人的帖事鎮静，但実麻上我伯可以考慮“

京床”恐柏也起了一定作用。因方“京床”是尊貴之位。

　　古人重“京位”迭一特点，在坪f介人的徳オ品行上也有所反映。如“京箭”，原本是指一秤末

方出声的竹箭，古人祝之方珍品，后来人fr］常常用此来比愉可貴的人品和仇秀的人オ。例如，唐人

夢隠《秋夜寄遊士顕茉》涛云：“空羨良朋尽高f介，可祁京箭比南金。”在遠里，涛人通迂“京箭”

表述了自己対高尚品徳和仇秀人オ的渇望之情。

　　那久“京位”力什ゑ尊貴呪？迭是因方，最初古人対四方的定位来自干対自然現象的杁枳。

在古人的心目中，万物各有其神e因此，与“夙・雨・冷暖”、　“春・夏・秋・冬”有美系的四方自然

也有各自的神来主宰。又因力太阻是八京辺升起来的，一年四季的信息也是見京辺侍迂来的，而

“春”又是四季之首，所以古人将司“春”之神称方“京后”、“京君”、“京皇”、“奈帝”等。

在古吋，毎当春天来崎的吋候，都要在京郊挙行隆重的迎春典礼。据《昌氏春秋・孟春妃》妃載：

“立春之日，天子来率三公九卿渚侯大夫，迎春干京郊。”男据《尚弔・莞典》妃載：“平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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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孔安国侍：“歩起干京，而始就耕，滑之末作。”把春耕称力“京作”，反映了古人対“起

始”或者“首次”迭科次序規念的荻玖。見而引伸友展到等級規念上。因此，“京位”　体現着

“第一”或者“首要”的意玖，所以也就成力尊貴的象征了．

　　由尊貴ig　一意叉出友，“京”又引申出主要、主人的意思。如《礼妃・曲礼上》中妃載：“主

人就京防，客就西険。”后来“京”就成力了主人的代称，例如“京道”、　“京主”都是主人的

意思，“京家”或“房京”都是指房主，“京家”或“京人”是指雇主，等等。

二、西

　　方位河“西”在中国的文化中有丙秤不同的文化内涌。下面我fr］分別淡一淡遠丙秒不同的文

化内油。

　（1）“西”与“奈”相対，象征着黒暗、死亡、恐怖和不祥。区主要是由干太阻升起干奈方，況

落干西方的壕故。

　　据《姶衡・四悌》妃載：“俗有大沸四，一日沸西益宅。西益宅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

此，故世莫敢西益宅。”古人常常将西方与不祥、死亡朕系在一起，今天我伯把死亡称力“上西

天”，就是遠秤中国任統規念的反映。二十八宿中的西方七宿（奎委胃昴単猪参）被看作是西方“白

虎”，而“白虎”是主掌死亡事宜之神。因此“白虎”七宿的命名都与“刺奈牧致”之又有美。

据《史妃・律弔》中妃載：“奎者主毒整万物也，奎而藏之”。就是悦正因力主持毒刺万物之事，

所以得名力“奎”。男外，据《史妃・天官弔》中i己載：“胃力天合”。速里的“胃宿”是上天的

牧藏之所，就和人的胃是炊食儲藏之所是一祥的。古代文献中的“委”、“昴”、“半”、“参”遠几

ノト星宿都兼有“奈伐、留藏”之叉。民同也畝方遇上“白虎”神是不吉利的，迭在清代的《金瓶

梅》、茅盾的《春蚕》中都有妃載。遠是由干人伯将西方看作死亡之所的佳統規念所引起的恐倶。

　　剛オ我伯説迂，“京”与四季中的“春”相配，而与“西”相配的則是“秋”。秋季植物枯黄

凋零，西夙戸霜，粛奈斎索，是介推殻生命、充満奈意的季市。　《春秋繁露・阻阻又》中説：“秋，

怒『也，故兼”。五行中的“金”力黍伐器具，所以与“秋”相配。　《汲弔・五A志》中妃載：“

金，西方，万物既成，奈『之始也。”正因力如此，所以古人在対外友劫哉争吋，或対内赴決罪犯吋，

都常常逸在秋季遊行。

　　“西方”主“死”，因而常常眼“衰老、悲伍”朕系在一起。如梁朝沈釣《和謝宣城》涛

云：“牽拙謬京氾，浮情及西昆。”而遠里的“京泪”和“西昆”代表什久呪？据唐李周翰注：“京

氾，日初出赴，比少壮也。西昆，日人赴，比衰老也。”所以，人イr］称暮年力“西夕年”，可ynd，“西”

表示衰老的含又非常明量。息之，中国的古人常常借西方或秋天的意象，表迭内心悲彷的情感。

例如《易林》中的“独登西垣，莫与笑言，秋夙多哀，使我心悲。”，迩有《秋洞》中的“自古逢

秋悲寂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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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在古代也多与教育相美，比如“西席”、“西宴”、“西序”、“西学”、“西畠”

等洞。

　　所凋“西席”，是指西面的席位。古代実主相見，以“西”方“尊”，主人位干“京”而其客

位干“西”。如《大戴礼・武王践昨》中就有武王和他的老姉尚父行辻位礼的妃載，武王乃周天

子，本座面南而立，可是他的老師尚父却説：侍授先王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能面北而立。意思是要

武王尽主宴之宜。武王不得不放下君王的架子，特身“末面而立”，辻自己的老師立干“西面”。

后来，遠介故事的意叉得以引伸，私塾老姉或官府幕僚亦被称力“西席”。与“西席”意思相同

的迩有“西真”，“西真”就是古日寸対私塾先生或幕友的尊称。而官亦学校則叫倣“西序”、　“西

学”或“西琶”。

　　古人力什ゑ会把“西”遠一方位洞与教育朕系起来卿迭也是与古人対自然的荻玖有朕系的。比

如“西成”，指的是秋季的牧成。据《尚弔莞典》妃載：“寅残納日，平秩西成”e　《侍》日：“

秋，西方，万物成。”意思是一年到了秋天，万物核成熟了。以此，由万物的成熟引伸到人的成長

上去，而人的成熟往往是与年齢有美的，因此，当老姉的也往往是年長、博学、思想成熟的人。我

伯都知道要想使一介人在各方面都成熟，又是商不升教育的。干是，古人便没学校干象征成熟的

西郊。遠便是古人力什久把学校教育眼“西”遠一方位伺相朕系的原因。

　　男外，由干“奈”属“阻”、　“西”属“阻”，干是，“京”、　“西”的方位概念就分別与男子

和女性有了朕系。因力，在古代的中国，一般把男子看作是“阻”，把女子看作是“阻”e如《古

系府・日出京南隅行》中妃載：“京方千徐騎，夫騎居上美。”在遠首涛里，女子夢敷自述其丈夫

官位高貴，遠里的“京方千騎”形容的是夫婿的湿赫，后来，人伯就以“京方騎”来代表女子的貴

婿。　“京床”，也指女婿。　“京官”是太子所居之室，也用来代指太子。与此相対，在中国的古代

作品中，女子所在的方位常常是西辺。如梁武帝《拡明月照高楼》中妃載：“君如奈扶景，妾似西

柳姻。”萢成大《旧州竹枝歌》之一：“末郭男JL得湘累，西舎女JL生汲妃。”因此，中文的“西

廟”、　“西楼”都指的是女子的住所。古吋称“西夙”カ“少女夙”，称“京夙”カ“少男夙”，

迭也是“西明・京阻”文化内油的反映。

三、　“南”

　　古人以“南方”（向阻）カ“尊”，“北方”（明面）カ“卑”。如《素同・昇法方宜ぬ》中妃栽：

“南方，天地所長葬，阻之所盛赴也。”再如《剖府》中也有元名氏涛方：“南枝向暖北枝寒，一

秒春夙有丙般。”古人常用“南枝”来比愉温暖静遣的地方，因方梅花的南枝升得早、升得旺，

所以又用“南枝”来指代梅花e一般人荻力人的茉隼富貴与草木的繁茉茂盛相似，所以“南”又

有“富貴”的象征意又．古詩文中的“京南”常与“富貴”相伴而出現，而“西北”則忌是与“

貧寒”相随，速体現了汲民族侍銃的四方覗念。

　　在中国古代，“南”不仮是一介根尊貴的方位，而且往往是枚力的象征。比如“南面”，本方

坐“北”朝“南”之意，古人便以此方尊位，帝王召見群臣、上司会見下属，都是“面南”而坐。

如《易・説卦》云：“茎人南面而nJf天下，向明而治。”意思是：茎明的君王面南而坐，名正言順，

天下就可以大治了。也杵正是出干人伯対遠秒“茎盲”的信奉，“南面”后来被用来澄指帝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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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的銃治，見而又引伸出了“南面称孤”、“南面王系”、“南面百城”等含有枚力意又的概念。

所i胃“南面称孤”，就是南面称王，“孤”是君王対自己的称呼。　“南面王朱”就是南面称王，享

王侯之朱。　“南面百城”意力銃治数百介城池，不但尊貴茉隼，而且非常富有。

　在双悟中，“南”遠一方位洞迩具有吉祥永久的象征意又。如《待・小雅・天保》日：“如月之

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塞不崩，如松柏之茂。”迭里的“塞”是抜捧的意思，“崩”即是崩

場的意思。迭句涛的意思是：像南山那祥長寿，永近不会被抜悼和崩場。宜到今天，中国人迩常用

“福如京海長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対朕力長者祝寿。那久力什久逸用南山作力長寿的象征

呪？因方“南”象征着生命，象征着永存。

四、　“北”

　　与“南”主“生”相対，“北”主“死”。所以“北方”是幽暗之地、死亡之所，是牧欽幽藏

万物的地方．《愴衡・悦日》：“北方，明也e”《素同・昇法方宜佗》：“北方者，天地閉藏之域也。”

古代埋葬死人吋大都埋在居住区的北面，而且有的迩洪究要朝“北”。如《礼兄・檀弓下》日：

“葬干北方，北首，三代之迭礼也，之幽之故也。”古代的帝王生前“南面称孤”，死后却要葬干

“北山”。遠里的“北山”也叫“北邨”，就是現在河南省洛阻市京北的北邨山。如唐沈栓期《邨

山》日：“北邨山上列攻圭，万古千秋対洛城。”据史AM載，汲、魏以来的王侯公卿貴族多葬干

此地，所以后来“北邨”或“北山”就成了墓地的代名同了。

　　古人荻力死人幽N都生活在北方，人剛剛死去的吋候，活人要爬上屋頂，面向北方召喚死者的

艮魂回到死者身上。人死之后就リヨ属阻同鬼神了，所以停　也須停放在北堂。古代称能使活人与

死者相見的法木力“北海木”。如《文逸》播岳的《悼亡》涛：“我噺北海木，ホ元帝女叉。”古

人把北方之神、死亡之神、悪神称力“北君”，人人畏忌，速与“京君”作力京方之神、生芥之

神因而受到人伯的崇敬而形成了鮮明的対照。

　　在中国古人的方位規念中，“北”往往是和敗亡、不祥等相朕系的。比如古文字“北”字里

就含有失敗、敗逃之意。如《左佳》中有“一哉而北”的妃載，《荷子・汲兵》篇中也有“遇敢

姓哉則必北”的句子。丙句中的“北”都是指敗逃e由“北”字的“敗逃”迭展意思引伸出去，

就出現了“北面”之悦。如《韓非子・有度》篇云：“賢者力人臣，北面委后，元有二心。”君王

是面南称孤的，北向人家，且忠心元二，便是甘悪倣人家的臣子，因而“北面”也叫倣“北面

称臣”。后来把拝人方姉也称“北面”。

　　“北”迭一方位的文化油又迩可以杁“北里”、“北夙”、“北夙行”等古舞曲、古斥歌中来

探尋。　“北里”是一秒古舞曲名。《史妃・股汁》中有“姉泪作新淫声，北里之舞，摩靡之牙i”

的句子，可見“北里”是一秒淫摩的舞曲。再看“北夙”，是《涛経・那夙》的篇名。《持序》

云：“《北夙》，刺虐也。］1国井力威虐，百姓不来，莫不相携持而去焉。”二E君暴虐，余叛来寓，

百姓都不原接受其銃治，而紛紛逃冑而去e速丙句涛以“北夙”名之，乃是借自然『象的凄寒愁

惨，来比喩玉国国君暴虐的銃治以及在其暴虐銃治下的悲惨的社会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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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

　　中隼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尚中心的佳銃。迭不仮体現在城市的建没，也体現在普通民居建筑。

据古籍妃載，先秦的城市最夕卜的一周叫郭，’郭的中同力城，城的中心建王宮，王宮也叫中城，杁而

形成了居尾圃炉的格局。遠秒格局実豚上是反映了中国古代人崇尚中心的思想e与此相対座，一

般的民居住宅也是前堂正中方中堂，后室正中有正室，正室的芳辺力京房和西房。正室是嫡妻的住

赴，所以人伯常常用“正室”来指代嫡妻，而把妾称作“偏房”或“偏室”．男外，中国古代人常

常用“中国”、　“中夏”、　“中州”、　“中原”、　“中隼”、　“中邦”、　“中土”等等来指代中

隼民族活劫的区域，也元不反映了中国古代人尊崇中心的特点。

　　在中国古人的方位規念中，“中”往往是皇枚的象征。“中”指的是四方（京、南、西、北）之中，

及中心位置的含又。既然如此，“中”就成了王者的寺用名河。如《葡子・大略》云：“故王者必

居天下之中，礼也。”大概是因力荷子的迭句活，后来人伯便把掌握国家最高枚力的机杓叫倣“中

央”。如《韓非子・栃枚》篇云：“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里的“四方”指的是臣民，“中央”

指的就是君主。迭秒解経夙“中天”一伺中也可得到iiE明。如《三国志・蜀先生侍》有“数有『

如旗見西寛京，中天而行”的妃載，杜甫《宿府》涛中有“永夜角声悲自悟，中天月色好荻看”的

佳句。遠丙赴的“中天”，都指天空之中，誹的是方位。可是古人却借此来力帝王歌功頒徳，古史

中就称莞舜吋力“中天之世”，貌言盛世。

　　我伯知道祭杷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古代帝王元一例外地将祭神的場所没在居住区

的中部，而且造得又高又大，由此，我伯也可以看出古人対中心位置的重祝。就一介国家而言，都

城被荻力是全国的中心，称力“中京”或“中都”；朝廷是都城的中心，皇帝又是朝廷的中心，所

以“中”一般可以特指朝廷或皇帝。如《史妃・秦始皇本記》日：“超高用事干中。”遠里的“中”

指的就是朝廷。又如《文逸〈甘泉賦〉》日：“敦万騎干中菅，方玉牟之千乗。”　“中菅”指的是

天子菅。再有南朝宋顔延的《猪白弓賦》日：“乃沼陪侍，奉述中旨。”区里的“中旨”悦的是皇

帝的沼愉。宮廷禁玉軍被称力“中工”，宮中的牟弓棚被称力“中厩”。就達在朝廷中任取或倣

事的人員，也与“中”字結下了壕分。比如像“中泪”、　“中使”、　“中貴人”等等，都是不同

朝代ヌ寸皇帝身辺的侍臣、宣官的称呼。井且，与皇帝有美的赴所、弔籍等也要配上“中”字而名

之。如“中禁”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又如“中壷”，古吋以此来借指皇后之位。皇宮中的経籍藏弔，

則叫“中経”或“中秘＃”，把放置銭財的府庫叫倣“中藏府”。以上迭些都悦明了“中”字和

皇家有着非常密切的美系。

　　《ホ雅・粋地》：“中有岱岳。”遠是将泰山視方天下中心之意，所以泰山又被称力“中岱”。

地上有中心，天空也有中心。古人以“紫微垣”方天空的中心，荻力那是天帝的居所，所以紫就和

皇帝有了朕系。現在北京著名的古迩紫禁宮就是皇宮的意思。因力“紫微垣”被荻力是天帝的居

所，所以“紫微垣”也被称方“中宮”。“紫微垣”以北扱星力核心，干是北扱星又被称力“中扱”，

而受到人伯的尊崇。所以古人常用北扱星来比喩帝王。

　　古代把軍臥分力“左”、　“中”、　“右”或“上”、　“中”、　“下”三等，其中，“中軍”是

三軍的中堅力量，由主将銃率。在古代礼市中，卑賎者不得居中。如《礼伎・曲礼上》中日：“力

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r］。”由此可見，“中席”、　“中道”、　“中1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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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尊姓。

　　男外，“中”、　“土”、　“黄”被五行家伯配在一起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崇尚中心的呪念。

因力土地是人伯得以生存的基咄，是食物的来源。中隼民族配土干“中”反映了“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的思想。又因方中隼民族主要生活在黄土高原，所以“黄”与“中”又被朕系到了一起e

如《宋史・隠逸任下・郭雍》日：“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因此，人伯有吋用“中”来代

表“黄色”。后来，人伯迩用“黄道”来表示吉日，也是因力“黄色”カ“中色”，力尊崇之色，能

帯来安宇与和平的縁故。因力“黄色”力色之中心，而帝王力人之中心，所以“黄色”也就成了

帝王之色。因此，在中国古代，一般平民是不允杵使用黄色的。

　　中国古代人尊崇“中心”的侍銃迩体現在人伯常常把“中”和“甘”与“香”朕系在一起。

如《白虎通・五行》日：“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貌五味以甘力主也。”又日：“中

央，土地，主弄，故其臭香也。”遠里把人伯喜愛的味覚和嗅覚的“甘”、　“香”与“中”相配，

説明了中国古代人在“中”字上寄托了根多美好的原望。也更加突出了中国古代人対“中”的褒

揚之又。当然，“中”字里所含有的褒揚之叉至今伍被部分地延珪了下来e比如，在照相吋或升会

吋，人伯常常安排最重要、最尊貴的人物坐在中何。

　　　　　　　　　　　　　　　　　　　息錯

　　中国人以力方位洞与尊卑、盛衰、生死有美，遠秒文化規念的声生和形成是有原因的。最初

的人伯是根据太阻来碗定四方的。日出之向力“京”，日落之向力“西”，阻光正射之向力“南”，

背阻之向力“北”。其中，“京方”和“南方”是拾人佃帯来光明和温暖的方位，因而在人伯的心

目中就具有光明、温暖、新生的特点，人伯也対官伯杯有敬意；“西方”和“北方”是給人伯帯来

黒暗和寒冷的地方，在人伯眼中就与阻暗、寒冷、死亡有美，人伯干是就ヌ寸官伯心存忌坤。遠就

是中国人侍銃方位規念的文化酒叉的思想基拙。而“中心”位置則在各介方面起到了絶対重要的

作用。如樹木的中心方村干，人体的中心力心腔，牟給的中心力牟毅。樹干断了将意味着樹木的死

亡，心腔杯了則預示着生命的終結。而牟穀的位置不対将早致卒給不特。中国古代人崇尚“中

心”的思想正是由遠些事物的普遍規律而声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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