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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阳殷墟发现之后，商朝晚期都城所在地随之尘埃落定。
但是，商族之根何在？
甲骨文在哪里起源？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争讼最多的问题。
本书开篇，罗列了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诸多考古探秘照片。
抚仙湖位于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东南60公里之处。
抚仙湖水下有一个上古遗址，它和数千公里之外的殷墟有联系吗？
据初步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划代的上下限距商朝约分别有1.4万年和0.5万年。
在这么遥远的时空距离里，甲骨文没有与中国本土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挂钩，而独与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说明商族约有5000年的时间一直游离于中国本
土其他文化遗址的时空距离之外。
商族从天而降似的一夜之问突然出现在古代安阳，为后世学者研究其起源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推理和猜
测。
根据本书列举证据研究得出的结论，殷墟商都所具有的文明起源四要素：大型祭祀中心、文字、青铜
器和5000人以上的聚居点，一一可以在抚仙湖水下遗址2.4平方千米的石质建筑群中找到可联系之处。
这些有关联的每一痕迹连接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吻合无痕。
而且，这些文字符号和图案还可以澄清传世文献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是文字学方面。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以帝王一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其后发展为帝王一贵族
、官僚集团，牢牢地控制着社会。
这个集团的最高统治者是王，这个“王”字怎么写？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都是上下结构。
甲骨文“王”字上为“上”，下为“△”；金文“王”字上为“工”字，下为“△”或月形，写法上
显然与董仲舒讲的“王”字结构是两回事。
往上追溯，董仲舒讲的“王”字结构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字吻合；再往上追溯，从西周的金文
上溯至殷墟甲骨文，“王”字结构和表现方法就与董仲舒解释的不一致了。
但是，西周金文与殷墟甲骨文却可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
在二者之间的研究中，我可以知道甲骨文“王”字上面的“上”，下面的“△”来自石质建筑出现的
文字符号和图案；金文的“王”字下面的“△”或月形为表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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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族源流史》内容简介:抚仙湖水下遗址时代的上下限距离朝约分别有1.4万年和0.5万年，在这么遥
远的时空距离里，与中国本土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挂钩，而独与抚仙湖水沔遗址石质
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
说明商族约有5000年的时间一直游离于中国本土其他文化遗址的时空距离之外。
商从天而降似的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古代安阳，为后世学者研究其起源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推理和猜测
。
殷虚商都所有的文明起源四要素：大型祭祀中心、文字、青铜器和5000人以上的聚居点，一一可以在
抚仙湖水下遗址2.4平方千米的石质建筑群中找到可联系之处。
这些有关联的每一痕迹连接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吻合无痕。
而且，这些文字符号和图案还可以澄清传世文献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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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既往的砌究史，我们注重的是文献，但文献对最早历史的记载都是神话。
后世方家对历史神话的解释，都仅仅限于自己的理解，表达的都是他们对古代社会认识的观点，是他
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就这点而言，他们和当代学者相比，听到神话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
不同点在于:他们听到的是同代人口耳相传下来的神话，然后他们把神话故事记录下来，并表达了自己
对待神话故事的理解和看法。
这个时候．神话故事传授的时间和空间便静止了。
当代学者看到文献上的神话故事时，大多接受的是古代记录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其记述奉为经典
而顶礼膜拜。
其实，我们都犯了一个道听途说的错误。
这些神话传说，都不是历史本原的同代记录，而是历史开始之后社会群体记忆丧失的一种朦胧性解释
。
由于社会集团聚居地的不同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神话故事流传的内容便大同小异，经过代代文人
的不同理解载之文献辗转流传到了今天。
于是，我们在此基础上展开人类文明抑或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其依据的产物并不是来自历史的本原
，而是建立在前人对远古社会口耳相传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
换言之，我们只是在流的基础上来研究历史，而非站在历史之源头来研究历史。
采取这样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历史，得出的只能算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果。
考古学引进中国之后，出土文物不少，学术界在文献指导下结合考古文物开展研究，其结果也不甚令
人满意。
原医在于遗址发掘出来，大量文物出土之后，文物的内涵并未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认定，基本是就事论
事，在不清楚文物本义的基础上，学界便匆匆忙忙将文献和文物结合起来展开对远古历史社会的研究
，其结果势必与文献一样似是而非。
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文物表达的内涵我们不清楚，只凭表面现象或一个大概的意思就展开对文物的
研究，结论能够准确么？
考古学兴起百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展开过有组织、有系统的文物内涵甄别工作，基本上是各吹各打
，对同一文物的理解，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甚至是在诸多存疑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得出的结论，
根本不能服人。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对固有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产生警觉，重新梳理出一条新的方法论和认
识论的路子。
我们还在文明或文字起沥错误的认识流程巾沾沾自喜而不能自拔。
对于文明或文字源头的认识，我们尚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认为中原才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当在一些偏远地区发现文明的火种时，便又认为中国文明满天星、
遍地开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族源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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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