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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书的出版很有首创性和开拓性，在写作方法上，将考古与历史紧密结合，为目前我们探讨中
国古代文明，开启了一条新的途径或拓展了新的领域。
以《山海经》所记炎黄时代的史事，与仰韶文化整合，有“史”有“物”，“物”、“史”相印证，
正反映了炎黄时代的文化。
它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同类著述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比较可信的素有原始史料丰富之称的《山
海经》作铺垫，从而使我们对炎黄文化的看法并不感到那么空泛，不像在雾里看花。

　　此外，对炎黄文化面貌的解读，《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奇思妙想、迷幻诡异的，诸如人面鱼身
、人鱼合首、人面兽身、人面鸟嘴、三面人和·增减肢体的鸟、兽、鱼等动物形象，无枝的“建木”
、树干“长无寻、大五围”的“木禾”以及“黄华赤实、其味如饴”的丹木等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动植
物，本书均在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两大类型的彩陶中找到了相应的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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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克林，1935年生于四川省邛崃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历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山西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共山西
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华夏文明研究中心”顾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顾问、《文物世界》杂志顾问。
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夏文化、晋文化考古学研究。
专著有《华夏文明论集》、《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华夏文明与“中国”之名探源》、《北齐库
狄遛洛墓》。
曾在国内外发表《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骑马民族文化渊源初探——兼论与日本古坟
时代文化的关系》、《煤的发现、利用与人类文明进程——山西是我国最早发现煤的地区》等论文60
余篇，其中多篇论文为《新华文摘》等杂志转载，并获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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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记录形式的议论
　第二节 历史学和历史民族学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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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收到信，十分激动，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最大关际和支持，是对新中
国考古成果的重视，也是我们扩大影响、争取领导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便和队里的同志商量决定题目、内容和写法，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题目是《我们祖
先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生活情景》。
报导用写实文学的笔调，生灵活现地将重要发现做了综合报导，约5000字左右。
寄走后不久，即在1955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学术版全文刊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
没有多久，我就接到解放军一位服役战士的来信，他说他读了之后，觉得很有意义，才知道数千年前
我们祖先的社会生活情景，对群众了解古代历史很有好处，并建议能否编成剧本，制成电影向广大群
众放映，以起到对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作用。
《新华月报》也作了全文转载，我也将这些意见向文化部门及领导作了反映。
1956年春，我们在侯马开会，谢元璐同志（时任社会文化管理局的秘书，王冶秋同志的学生）对我说
， “老石，你那篇文章冶秋同志很赞赏，他说这是文博考古界近年来最好的文章，既通俗易懂，又富
有知识性。
”从这个话题，我们谈起文物考古工作如何将取得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精神财富，进而为广大人民所利
用的问题。
他谈到了许多设想和见解，觉得半坡这种模式是可取的有效途径之一。
 由于邓拓同志的指示，我也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的确，《山海经》中的各种记述与古代先民的生活实际是密切相连的，我也曾想过对这一历史文献进
行整合研究，但因为工作忙而无暇顾及就放下了。
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人，今天克林同志这一部研究著作，便是代我们向邓拓同志交了一份
答卷，圆了大家的理想，其功甚大、影响颇巨。
 一是家蚕何时被饲养。
《山海经》多处记载有桑树，而在《海经》中桑树又被神化，这就为家蚕的饲养是在史前传说时代提
供了文献上的线索，并且还佐证了历史记载中家蚕的饲养首先由女性所发明这一事实。
这一点也得到了考古文化的支持。
 考古资料表明，20世纪6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芮城西王村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掘出
土了一件蚕蛹形陶器模型。
说明蚕为人类所饲养始于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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