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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问题，笔者大约从十多年前就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也收集了不少资料，
但在这方面动手写的文章较少。
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资料很少，另一方面是这些资料的成文年代都普遍较晚。
加之近代以来的古书疑伪风潮和传说时代的古史被认为是层累而成的，要对传说时代的问题进行论证
就得进行古书年代的考察，并对传说时代古史资料进行认真的鉴别，工作是比较艰巨的。
虽然目前出土了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但是这些考古资料很难可以直接用来和古文献资料相印证，而
且会遇到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角度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说是难以回答
的难题。
这就是笔者尽管有不少想法但却动笔甚少的原因。
直到数年前自己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的资助，才下定决
心认真思考并研究这些问题的。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研究古史传说时代也有一些比前人有利的条件。
这就是我们今天不仅有大量出土的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秦汉时代简帛文字资料，还有许
多考古文物、考古遗址以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可供借鉴。
在思考古史传说时代的各种学术问题时，若能把古文献传说资料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考古文物
和遗址的考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文献传说考证其基本框架和事实，以古文字资料、考古文物资料和
文化遗址的考察研究相互验证，把古文献传说资料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密切结合起来进行
研究，也许能取得一些个案的突破和成绩。
本书也是本着这一想法和愿望做了一些具体的研究工作。
　　本书很重视把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这样一些古史
传说时代的问题就会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本书上编第五章通过考查考古发掘的相关资料，发现从龙山文化后期到二里头文化之间，有一场罕见
的大洪水在许许多多地方留下了痕迹，证明了尧舜时代的这场大洪水是确实是存在的。
同时，也正是尧舜时代的大洪水，引起了当时的部族大迁徙，这就比较好地解释了尧舜之后早期国家
及文明中心区何以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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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分三编，上编“五帝时期传说古史研究”，中编“三代及其始祖传说古史研究”，下编“古史
神话传说与原始思维研究”，收录了《古史传说时代新探》作者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论文20篇，编
为20章。
文章结合古文献、古文字资料以及出土的考古资料，对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及三代始祖时期历史、文
化、神话传说方面的疑难和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考证。
　　《古史传说时代新探》可供历史、古文化、文物考古工作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历史、古
文化和文物考古爱好者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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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晖，男，生于1955年。
陕西洋县人。
文学硕士、史学博士、教授。
1999年1月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博士学位。
1996年被评为副教授，1999年被破格评为教授。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及中国古代史专业学术带头人。
200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
理事及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先秦史、中国古代文明及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
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3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古文字与商周史新
证》（中华书局，2003年）及《先秦秦汉史史料学》（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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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甘青地区的古文明因素出现甚早，几乎与中原地区古文明因素的诞生是同步
的。
距今7800～4800年之间的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总面积达110万平方米
，现揭露面积约有13700平方米。
出土有房址238座，灰坑357个，墓葬79座，窑38座，灶台106座，各种骨、石、蚌、陶器、装饰器和生
活器物共计8034件。
特别是房屋建筑遗址规模宏伟，形制也很复杂。
如距今5000年前的F405大房子，其面积27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平地起建，木骨泥墙，其复
原图为四坡顶式房屋。
屋内地面硬度相当高，且有人与动物构成的地画及防火建筑等。
其中大地湾一期文化为渭河流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年代约为距今8000年～7000年，在大地湾一期灰
坑中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彩陶，而且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这是人工种植的
，14C测年距今约7000多年，是我国同类作物中时代最早的标本。
还有不少彩绘的刻划符号等。
大地湾文化的发现不仅确立了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而且为探索彩陶与农业的起源提供了一
批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特别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地湾四期F901房址，是我国目前为止时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最具中国式
建筑风格的礼仪性建筑。
F901房址代表了仰韶文化时期建筑的最高成就，规模巨大，工艺精良，布局规整，而且平衡对称。
它由主室、东西两侧室和后室、门前附属物构成，占地总面积达420平方米，是中国史前木质结构建筑
的代表。
这一宏伟建筑应是用于部落集会、祭祀或者举行其他仪式活动的公共活动中心。
而且F901房址并非孤立的一座，在该房址的南面还有两座大型建筑基址F405和F400，其面积仅次
于F901房址。
这种现象说明甘肃中部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古文明的标志和因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但是到了齐家文化的后期，甘青地区的社会生产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时农业生产仅仅存在于河流低谷一带，农业经济生产体系基本上解体了，畜牧经济产品在经济生活
中占有了主要地位。
由于频繁的迁徙，造成遗址个数多而面积较小、厚度较薄的情况；植被也由森林过渡到草原，明显可
见建筑方式与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考古发掘的遗址中，陪葬的猪骨逐渐被羊骨代替，而且陪葬品也越来越少了。
这说明社会财富逐渐减少了，猪骨渐渐被羊骨代替，也表明社会生产方式已经由农业经济渐渐过渡到
畜牧经济方式。
对猪骨逐渐被羊骨代替的现象，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从生态改变的角度讨论了青
海省河湟地区游牧化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史传说时代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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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