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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岭负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从童年到青年、壮年所有文化精神的重量与经历。
如果要归结出一种可以涵盖、容纳中国历史文化的文化载体的话，那么除了黄河、长江这两个象征性
喻体，也只能是秦岭了。
如果说黄河、长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话，秦岭则是一个民族历史情感、现实遭际堆积起来的山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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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若冰，诗人、作家、秦岭文化学者，甘肃天水人，生于六十年代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甘肃文学院特邀评论家、天水日报社副总编、天水市文联副主席。
出版有诗集《巨大的冬天》、文艺评论集《倾听与呈现》、地方历史文化散丈集《天籁水影》（与人
合著）、长篇文化大散文《走进大秦岭》、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寻找大秦帝国》等。
《走进大秦岭》初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2004年7-9月，作为中国首位关注秦岭的作家完成对横贯中国大陆腹地，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山脉全
程文化考察，被媒体称为“秦岭史化开掘者”“秦岭之子”“秦岭是中华民族父亲山”和“秦岭文化
”首倡者。
八集纪录片《大秦岭》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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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只有五千年。
 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秋天，一位农民在渭河支流清水河畔南面的坡地上犁地，就在闪亮的犁铧
深入到这片坡地某一个角落泥土深处的一瞬间，黄土下竟突然蹦出了一只五彩斑斓的彩陶！
这只饰满鱼纹、水波和简单记事符号的陶罐，犹如一轮倏然从沉积千年的黄土下跳跃而出的太阳，使
黄河中上游中华远古文明云破天开，呈现出令世人震惊的炫目光彩。
 在此后断断续续二十多年间，考古人员从那里先后发掘出一万多件陶器和石器，以及二百多座新石器
时期的房屋遗址，一大批墓葬、灰坑、灶址、壕沟。
 沉睡于地下整整七八千年的大地湾氏族社会遗址神秘面纱一经揭开，中国考古界欣喜若狂。
他们自豪地向世界宣告，大地湾考古发现证明，发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中国远古文明史，不是五千
年，而是八千六百多年。
 “而且这还不一定是最后的结论。
”曾经一直参与了大地湾考古挖掘工作始末的大地湾文管所所长对我说，“总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
米的大地湾文化面积，我们才挖掘了一点三八万平方米。
让世界震惊的发现，说不定还在后面。
” 脚步落在那座被考古界称为“原始人大会堂”的巨型房屋遗址上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就生出了茫茫
疑团，至今无法解开：从距今八千三百年到距今五千年期间，大地湾人到底是依靠什么力量，在清水
河之阳这片坡地上能够持续生存三千多年呢？
 三千年，对于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人类历史进程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从商汤灭夏到现在，中国社
会发展变迁的历史，也无非经历了三千多年历史岁月。
那么在大地湾文明从萌芽、发生、发展，到达最后辉煌的这三千年问，大地湾人是不是仅仅创造了这
些深埋在黄土下的村落屋舍、精美彩陶，我国最早的地画、最早的文字，以及世界上最早的高标号“
水泥”、中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呢？
除了眼前可以看到的这些遗迹、遗物，我们还能以何种方式复原或者想象大地湾那历经了三千多年而
长盛不衰的生活景象呢？
 带着理不清的疑问，我从六七千年以前大地湾人给我们留下的那一片残垣断壁中走出来的时候，馆长
告诉我，就在这座建筑面积四百二十平方米，三进三开门岩石人巨型建筑周围，还掩埋着发掘后又回
填的一百多座房屋遗址。
 西安半坡村原始人聚居区内，仅仅发现了四十座房屋遗址；比大地湾晚了一两千年的大汶口，也没有
发现更大的聚居建筑群落。
这或许就是郎树德先生将这里视为我国远古时期城市前身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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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进大秦岭:中华民族父亲山探行》由当代首位中国作家全程考察，全纪录中华民族父亲山情感，是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品。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大秦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