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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瀚海斯人逝，楼船终不还。
    疑窦两千载，纷纭一案悬。
    破解两千多年前徐福东渡玄机。
秦俑面孔，西风古道，虚无缥缈的神山仙药，神异方士的鬼踪魅影，下落不明的童男女，西伯利亚猛
犸象之旅，火山灰下的黑潮之民，迷失了的日本语，第一代天皇扑朔迷离的蹊跷身世⋯⋯建立在中日
两国文献文物上的缜密推考，亲赴日本考察，首度披露的极富学术价值的史料。
独立的见解，奇妙的想象，抽丝剥茧环环相扣的推理写法，通俗晓畅的文学表现力。
多层面了解中华文明在最久远的年代东传，感知最早的地理发现与探索，醒悟由神话向现实、由懵懂
向科学的过渡。
引领读者共同踏上早期以中华大地为圆心的东方文明的辐射流播程途。
启示人们对今天与未来邻邦关系的不一样思考。
    配以作者本人风格的钢笔线描图，更好地诠释弥补着想象的审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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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强，出版《会馆戏台与戏剧》（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遮蔽的文明》（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
公司）《六十种曲?红拂记评校》（吉林人民出版社）《随警作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开机即
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等各类文学、学术作品近200万字。
中学毕业任文工团演奏员。
1982年天津师范大学毕业，中学执教3年。
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硕士，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助理研究员。
1993年入北京有线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任主任记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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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请徐福带我们去探秘日本哪里有长生不老之药？
楔篇  樱花渐欲迷人眼第一章  千年陶俑，告知我你去向何方第二章  日出东方第三章  西风古道第四章  
问苍茫大地第五章  蓬莱仙岛第六章  孔子要去哪儿？
古老诗歌中透露了一个可疑信息第七章  神异方士进谒秦始皇第八章  身世不明的童男女、古老的独木
舟、迷失的港湾第九章  可怕的谶语、坑术士，误修的万里长城第十章  他们究竟去哪儿第十一章  两千
年的悬疑第十二章  济州岛上匪夷所思的坐标第十三章  理想彼岸第十四章  令人费解的海边350具古尸
第十五章  DNA窥出千万年的隐秘第十六章  遥远之旅——猛犸象猎人从西伯利亚出发第十七章  火山
爆发吞噬了黑潮之民第十八章  童男童女的下落第十九章  发现了杀人凶器第二十章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第二十一章  弥天大谎后祖龙死于沙丘之谋第二十二章  秘密冶炼兵器第二十三章  高龄143岁、子虚乌
有的423年，“福”“神”合一第二十四章  蹊跷东征秘史所揭示的⋯⋯第二十五章  河姆渡飘来的种子
第二十六章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谁开启了弥生时代之门第二十七章  古墓马影第
二十八章  古洞神秘符咒誓词解读第二十九章  在乌云密布、朔寒凛冽的北方一隅，辨听遥远时空传来
的马蹄声第三十章  迷失了的日本语之谜第三十一章  天下两“皇”，孰胜孰强？
尾声　他是谁？
难道仅是古老的谶语吗？
他从哪里来？
1945年，世界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声音。
千年古坟封存着一个千古之谜⋯⋯那么远  这么近八面来风话《东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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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继第一支族人分化北去后，第二支族人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与本族大队人马剥离，停止了东
进，与西藏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
当时这个东迁民族尚无文字，为了记录事实，便创制了火焰形符号(案：中国古史称神农用火德王，以
火命官，故日炎帝)，这便是神农氏的由来。
中国古史上不是说仓颉造字吗？
仓颉便是但克(dunkit、迦勒底语叫Dungi，)但克创制了像鸟兽爪形的文字，这便是仓颉所造的最古老
文字。
“昆仑”一词，即“花国”(Flowery land)的意思，为了表明土地丰饶，到达东方后，他们就用“花国
”自称，这就是所谓“中华”一词的由来。
拉克伯里所云是否穿凿附会胡拉硬扯满纸荒唐言，估且不论，当时此论一出，原以为从小熟读四书五
经，半生谈论三皇五帝的中国人怎么也难以接受自己的祖先竞被说成是西戎蕞尔蕃邦那些高鼻深目的
夷人之后！
但没想到国学大师，如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却都纷纷赞同并附和这种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论点
。
刘师培居然还把这种观点引入了《中学历史教科书》，说：汉族源于迦克底亚，古籍称“泰帝”、“
泰古”，即迦克底亚的转音。
刘师培据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论说》勾画出了两条汉族“逾越昆仑(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夏(今中亚
细亚)，自西徂东卜居于中土”的迁移线路：第一条：由中亚细亚经天山北路，沿塔里木河到陕西，甘
肃西部，沿黄河流域，进入河南、山东，在途径昆仑山下时，见一个雄大邦国叫“华国”，羡慕华国
的隆盛，便记下来传给后世子孙。
到了中土，后世子孙为了继承先祖遗愿，便自称为“华”。
第二条：由今中国西藏自治区入蜀，再陆续迁入内地或仍居于蜀。
刘师培说：中国和巴比伦同出一源，西方人称汉族为“巴枯族”，而中国古籍中的盘古就是“巴枯”
的转音，1908年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还列举了中国与古巴比伦“纪时相同”、“文字相同
”、“庶政相同”三个证据。
黄帝虽离西方独立，然仍与西方交往，登昆仑会西王母，昆仑附近有轩辕之国、轩辕之丘、轩辕之台
。
按照拉克伯里的这种推想，中国人最早就是从后来被称为西风古道的这条路上由西向东一步步走来的
。
在20世纪初叶，章、刘等人这一说法却具有积极进步的时代寓意，章、刘等人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
其主观意愿是为了证明汉民族与欧洲民族没什么区别，同种同姓，完全能在优胜劣汰的种族生存竞争
中获胜，成为世界上繁荣昌盛的民族之一。
当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另一种中国人种起源于本土的学说骤兴：近代考古学兴起，裴文中
等人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翦伯赞等人又提出这具像人又像猿的人头骨后裔就是现在的中国人，
用以驳斥西方学者提出的北京猿人是中国现代人类祖先食剩的猿猴遗骸的说法。
坚持着现代中国人起源于中国的学术观点。
但，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生物遗传学的飞速发展，人们探求知识的视野不仅触及微生物和太空
，也伸向了太古人种起源和文明流播的源头。
尽管，中国考古学界采用了比碳素-14测定更科学更先进更可靠的世界先进的地层年代测试方法，这种
测试法突破了同位素碳-14测定法只能测到三万年的局限，将检测化石的上限年代推至数十万年前。
考古工作者们用这种方法对柳江猿人进行推考，证明出柳江猿人在七万年至十三万年前或更早，就已
经在华南地区生活了，而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徙来。
显然，承认人类非洲起源说还是亚洲起源说成了争论的前提和焦点！
如一定坚持中华民族的源头在中国大地就会与人类非洲起源说发生必不可免的矛盾，这种矛盾表面上
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多元文明还是单一文明起源流播的讨论，实质上，它涉及民族尊严和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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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们能够抛开这种矛盾背后所涉及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情感的非学术敏感问题，那我们现在就会看
到这样一种关于远古早期人类文明包括人类流动传播的模式。
而这种模式，适用于今天所有人种和文明的流动，导致了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飞跃。
1871年，达尔文在他写的《物种起源》中，第一次石破天惊地向世人宣称：人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是
由古猿进化而来。
20世纪20年代非洲古猿化石的出土，将学者们的视野和想象吸引到了那片辽阔神奇的原始非洲。
随着利基家族“东非人”和“能人”的发现，非洲大地接连引爆惊人发现：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
现距今约330万年的“露西骨架”；20世纪末，发现距今约500万～600万年的“地猿”和“千僖人”
；2002年，在中非找到可上溯到距今700万年以前的“乍得人”。
据此，古人类学界公认：人类最早的雏形出现在非洲！
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起中国人种是否真的是从非洲从西方远涉而来？
认为：中国银川水洞沟遗址找到的新型石器似乎也令人猜测会不会真有带着新技术的其他人种来到了
中国？
而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先？
如果真的有一种更进步的生命，取代了各大洲的原住民，那么，今天世界上生存的人群应该都是同一
个祖先，他们长相原本相似，后来分散于各地独自进化相貌上产生了差异。
于是，今天的人们开始凭借科学的基因分析手段来证明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人种是否起源于同一个祖先
：首先，基因学家理查德·莱旺廷，他原本坚持现代四大人种起源不同。
为证明他人种起源不同的判断，他做了一个基因分析试验，结论呢却正好相反，证实：今天分散在世
界各地的现代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竟然是同一种人。
其次，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遗传学家康恩，20世纪80年代，找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线粒体。
线粒体DNA只能通过母亲传给女儿，发生突变。
每次突变都能留下微小的标记，标记越多，历史就越古老。
康恩和她的研究小组发现，拥有最原始标记——在骨骼形态上跟你我一样的现代人，最早竟然出现在
非洲。
康恩还发现线粒体突变有相对固定的周期。
通过测算能够获得第一位人类女性诞生的时间。
1987年，第一个关于人类线粒体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上。
在论文中，康恩和威尔逊宣称：“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DNA，共同起源于一个15万年前生活在非
洲的女人。
”也即是说：人类共同的母亲乃是——“非洲夏娃”。
最后，中国学者金力教授在中国进行的基因研究竟成为支持“非洲起源说”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
至此，基因领域的研究达成一致——非洲是全世界现代人的发源地。
现代四大人种源出非洲，有共同的非洲先祖。
既然如此，那早期人类什么时候离开非洲？
他们沿着怎样的路线扩散？
这是我们要描述一下的：15万年前的冰河时期，高等灵长类的非洲古猿们以家族为单位，一个个从树
上下来，走出茂密的原始热带丛林，翻山越谷，向着两河流域艰难地蹒跚走来。
气候饮食生存环境在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进程中嬗变着，类人猿族群外貌特征也在不知不觉中渐呈越
来越大的差异。
他们从非洲出发经过中东到达东南亚，再向北进入中国南部，最终遍及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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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本徐福碑铭有段话：“后之视古，其犹月夜望远耶？
视其有物，不能审其形，以为人则人矣，以为兽则兽矣，以为石则石矣，虽其形不可完，而其有物也
，信矣，徐福之于熊野，其信然耶？
”(仁井田好古《秦徐福碑文》)徐福细节究竟还是看不甚清晰，但，徐福出海必实有其事，中国大陆
来日本者必实有其人，中华文明辐射东瀛者必实有其光。
为把徐福看得更清晰，我曾从天津新港乘燕京号，沿着我猜测可能是徐福和后来遣唐使走过的航线直
航神户，想象徐福也曾如我般夜航濑户内海？
只是两千多年前的沿岸不似今天灯火通明。
从神户登陆，我去京都奈良一带试图寻找徐福的踪迹。
后又多次从北京飞抵东京，花时间在东京国会图书馆翻阅相关古籍，应友人之邀进皇居观看皇室歌舞
伎，在我居住的千叶北松户和柏，与日本熟人谈论徐福。
当然，他们的回应各式各样，总的感觉是：徐福曾是日本人熟悉的人物，但大多数年轻没受过更高等
教育的日本人，已经有意无意地对他不甚了解、不愿了解甚至无从了解了。
我知道，日本，正越来越远离那个古老的传说，专注于经济的脚步。
穿越遥远蒙胧神秘的徐福迷雾，显得有几分形只影单。
不过，还是有日本人对我说起鉴真、杨贵妃，特别是徐福，说起中日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往来，一些
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古代史真相被锁在了这岛国海市蜃楼般的迷雾中，那曾是两千年里漫长璀璨美好诱
人的共同话题。
通晓白居易诗歌的福满正博曾在上野跟我聊起古代日本如何向中国学习。
他说得没错，遣隋遣唐使以来，日本汉文化公开且发达，至迟公元5世纪，日本人把中国汉字用为日
语表记，阅读谙熟汉文献诗章并用汉语写作。
从7至19世纪末明治时代，日本人一直用中国文字吟汉诗。
直至清中前叶，还能见到日本人与清代文人汉诗唱和往来。
江户博物馆德川幕府写在绢上的精美书法、千叶柏书店里中学生教材的唐宋古文，上野纪念碑柱上的
汉字碑铭，这一切都让我感触着岛国文化的源脉曾与古代中国何等融汇交织！
但那伸入历史云雾的源头究竟在哪儿呢？
有人就提出怀疑说：“昔者始皇求仙丹，所谓神山即是日本⋯⋯舟楫以济当在汉魏之前，载籍有来，
岂以隋唐为始？
邦此唇齿，政如弟兄，既通文字，何籍舌人？
”(《海东唱酬集》)更有人提出日本之学始于徐福。
(所谓：“高丽之学始于箕子，日本之学始于徐福。
安南之学始于汉立郡县而置刺史。
”明·刘仲达《刘氏鸿书》)早期的日本史都是汉籍记载，有关徐福的议论自然也在汉籍之中，但至相
当于中国唐宋之世，日本的徐福文献、遗迹、传说便流播甚炽广为人知起来。
虽对徐福文献遗迹传说的真伪争议始终存在着，即便有的日本人说这种徐福现象是日本师从中国文化
的附会心理，但客观上也显示出了日本崇尚中国文化的心态。
这种崇尚中国文化的心态一直延续至明治时代。
自从日本提出“脱亚入欧”，特别是甲午战争学生打败老师后，有些日本人开始不愿提及甚至否定徐
福的存在和到达日本。
举个典型的例子：波田须神社奉祀的神曾是徐福，但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开始将波田须神社奉祀的徐
福忽然称为“不详一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了中国大好河山，大城市多已沦陷，日军气焰嚣张狂妄，
很多日本言论便断言徐福根本不可能到日本，更不承认徐福就是神武天皇，而却大肆宣传“天孙下凡
”、日本是神的后裔等神话，说日本各地的徐福遗迹传说是日本古代崇拜中国心理作祟，是好事者擅
自附会的产物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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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平洋海战神风敢死队和神佑日本神话的破灭，特别是昭和天皇通过电波宣读日本投降昭书，公
开承认他不是神而是人，使大批日本极端主义分子精神上彻底溃崩，他们在皇居前广场上剖腹自杀，
恐怕不单是因为日本战败，还因为神之后裔的神话幻灭使他们精神彻底崩溃。
战后，日本学者开始用科学的史观来看待解释历史。
1948年江上波夫发表了“大和朝廷骑马民族”说。
率先提出，天皇家族的起源决不是“天孙下凡”，而是源于大陆北方系骑马民族的一支，公元4世纪
前半叶，以天皇氏族为中心，大陆骑马民族诸氏族越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
这种说法，在二战后不久，社会上不少人仍迷信“神国日本万世一系”、“皇国史观”的氛围下，不
难想象会造成怎样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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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看过《东渡》，我不知道日本这个葫芦状的国度。
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也许有朝一日，我也会带着一颗探秘的心去旅行。
在历史的沧桑中寻找蛛丝马迹，把今天拴在我心里的扣一个个的解开。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徐滔 作者以记者的视角，行者的步履，学者的谨严，带领读者穿越历史
时空，破解千年玄机，我曾在济洲岛西归浦聆听徐福悠远古老的故事，而《东渡》带给我们更多更多
，和我们一起走得很远很远⋯⋯ 　　——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春妮 作者在尊重史
实的基础上，聪明地放大史学研究中一些学术趣味点，采用秦始皇和徐福两条人物线索，辅以亲赴日
本考察，搜寻异国古代文明的流播史料，以通俗化，故事化的叙述手法，把一个传说中如幻似真的海
市蜃楼，凝定为一幅真实浩瀚的图像，让你一口气读完后，深感回味无穷。
 　　——香港小说学会会长、推理小说作家 郑炳南 作者精心设置了中国与日本，古代与现代同行并
进的多条故事线索。
通过徐福与秦始皇斗智角逐，让读者触摸到了两千多年前那场有血有肉，有情有智的历史瞬间。
只要你跟随《东渡》的徐福走上一趟，才出迷雾又钻谜团，解开谜题又见谜面！
可谓破译破解破题，解谜解密解颐。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赵普 作者驱动灵性而又富有诗意的语言，推理推论，纤悉无遗又酣畅淋
漓地剖析徐福与始皇的命运归宿，解读中国同日本源远流长的复杂关系，掀开徐福东渡背后的神秘面
纱，终指匪夷所思而又入情入理的另一种真实。
 　　——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谈歌 如果我们把当下的视角，转换成大秦时的眼光。
徐福就是一个拥有战国思维(当时最先进文明传承力量)的人，3000童男童女是可以繁衍一个民族甚至
一个国家的基础人口。
仅凭这两点，徐福东渡就不可小觑。
他们在大秦之外，无论驻足何处，都会拥有“外星人”般的优势力量。
 　　——北京电视台文化评论栏目《五星夜话》制片人国 培源 徐福从中国携来五谷种子。
农耕技术。
徐氏子孙也在日本繁衍下来、其实，在我看来，美丽的大自然，和煦的气候、风土等，才是长生不老
的妙药吧。
 　　——日本广岛株式会社若竹私塾高中教师  河元 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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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渡:穿越千年徐福跨海迷雾》：穿越时空，辩迹寻踪，孜孜以求一个最古老的传说与传奇⋯⋯为把
徐福看得更清晰，我曾从天津新港乘燕京号，沿着我猜测的徐福（和后来遣唐使）走过的航线直航神
户，想象徐福也曾如我船夜航濑户内海，只是两千多年前的沿岸不似今天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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