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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还在动物时代的时候，除了本能的遗传，不会有文化的记忆。
而自从语言产生，文字发明以后，人类的创造就不再是清风流云，消失得无踪无影，文明随着口头传
述和文字记载累积起来，并以一种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使人类奔驰在发展的康庄大道上。
因此，人类的求知欲望日益强烈，求知的能力不断提升，知识的积累不断地改变人类自身。
　　人类的知识积累，是从对于自然和人生的神秘属性的探寻开始的，自生物体的生存之道到生存的
意义价值，人们对于自我与世界神秘的探索一步一步把人类带人文明之境。
　　人的生存，需要吃喝与穿住，但人类自身不能提供这些，要仰赖自然赏赐。
自然尽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却要通过人类的劳动才能获得。
土地怎么能够长出养育人类的果实来呢？
这样的神奇催生了人类思维的发展。
简单的形体劳动只能造成动物世界的简单的世代循环，而创造性的思维及其劳动，则成为人类进步的
彩色双翼。
渔猎采集方式的生存，尚是动物化的生存，农业则是人类高尚的创造性活动，人工栽培、养护、收获
，哪一样不是在对于自然的神奇的观察探讨中获得的灵感而用于人自身生存的劳动呢？
农业的栽培，需要对于自然气候的掌握，在看似凌乱日复一日的时间中，找出其运行规律，于是就有
了历法，自然的盛衰荣枯之理，生产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就被发现出来了。
农业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于是大大提高。
　　人类迈进文明的门槛，更源于对人自身的神秘的思考。
如果人仅仅是通过创造性生产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没有人文精神的增进，这样一群没有理性的生物体
，不仅不是世界的福音，还可能是世界的灾难。
如果不能控制调节本能，不能建立规则，人类将是悲剧性的存在，将会陷入相互残杀的灾难境地。
一位伟人的词这样描述丧失人性的苦难：“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　　如果没有人文，世界将是多么的悲惨！
于是，我们发现，关于人与人性的思考才是人成为“人”的前提。
关于季节的观察发现，会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自然的荣枯与社会的兴衰可以关联起来，与人的
生命可以关联起来，这样就是天人合一。
人类也从动物世界选择学习了一些良性的规则，如猛虎不食子、乌有反哺之义，从中人们体悟出慈爱
与孝敬的道理，形成了社会的伦理。
中国古代的哲人把天文与人文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天理与人欲于是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带来人世间
的和谐与宁静，人文让世界变得美好起来。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是谁？
这些在今天的哲学家看来都还需要不断解说的论题，人类在诞生之初就开始思考了，并留下了丰富的
充满幻想的关于人类由来的解释，也留下了充满理性的关于人性的思辨，我们不仅知道有女娲造人的
故事，我们更知道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认为天道也是至善的，天人合一，人性就自然是至善的了。
人性如何展开是自己描绘的，无论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自私的表述，还是大公无私普度众生的
崇高理念，让精神左右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凭着欲望的驱使，这就是人！
　　当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世界上唯一不曾间断的文明历程，我们发现，人们对于“我是谁”的问
题已经不仅仅是对天发问，而更多的是从前人走过的足迹中寻找依据，也就是说，历史是现实之师。
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智慧资源，只有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岁月里才会留下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献和
口头传说。
而当我们在享受这份巨大的文化资源的时候，却时时会陷入迷茫，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不解的谜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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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丰富的历史资源会留下清晰的过去岁月的图像，但事实恰恰相反，文化资源越是丰富，其
谜题就会越多。
就像浅浅的水流平淡无奇，而浩瀚的大海宝藏无限一样，中国文化中的无尽奥秘正是其博大精深的体
现。
或者因为文献有缺，事件不能连贯；或者叙述多样，表述不一，让人无所适从；或者时过境迁，往日
的平常之举今日已不可思议；更有珍贵遗产的无奈失落，令人满眼迷茫⋯⋯文化的迷宫让人流连忘返
！
　　文化神秘如今已成为一种娱乐资源。
但是，本丛书却不仅仅是提供给大家开心一笑的。
丛书的文字是通俗优美的，内容也是新奇迷人的，但我们不是为了猎奇。
我们是通过对历史谜题的解读，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社会的功能，思考人与自然应该处于何种关系
状态。
古人其实很早就在这样做，如屈原就是一个文化探秘者，他在《天问》里这样说：“遂古之初，谁传
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这就是两个最大的谜，关于最初的宇宙形态是谁传下来的？
宇宙是一片混沌的话，怎么能够考察得到呢？
这是关于宇宙奥秘的问题。
还有关于人生由来的困惑的问题，如：“女娲有体，孰匠制之？
”中国的神话说，人是女娲造出来的，那女娲的身体又是谁造出来的呢？
屈原的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回答不完善。
探秘不就是探究宇宙人生的重大问题吗？
岂会仅仅是猎奇？
对文化的神秘性的探寻是一条漫漫长路，永远地不停息地行走在这条充满艰辛而又喻快的道路上，这
就是人类的本性，也就是人类崇高而又伟大的精神！
　　我们寻找失落的玄珠，我们想揭开千古的谜底，其实是想和读者朋友一起反思人生的价值，话题
是严肃的，但我们的表述是轻松的，因为我们想和大家一起享受人生的趣味。
苦思冥想不会产生思想的巨人，也不会理解人生的意义，相反会背上沉重的负担，丧失生存的乐趣。
当我们感到文化的历史是深邃和奇妙的时候，就会产生探索的欲望，我们的境界就会产生新的飞跃。
　　我们绝不愿意大家在历史的迷宫里不能自拔，而是希望把神奇的历史事件当做一个个突然落下的
苹果，触动人们的灵感，开出新的精神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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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探秘”系列丛书的文字是通俗优美的，内容也是新奇迷人的，但它不是为了猎奇。
它是通过对历史谜题的解读，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社会的功能，思考人与自然应该处于何种关系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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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君主百相盘古开天辟地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宋襄公的“千古笑柄”贵公子游泳江
湖五张羊皮换贤才楚庄王“一鸣惊人”齐景公“二桃杀三士”贤士请来“黄金台”赵武灵王“胡服骑
射”千智竞辉老子的“柔弱无为”庄子的“快乐哲学”孔子的“以礼服人”孟子说“授受不亲”墨子
与鲁班的“模拟战争”《韩非子》寓言中的大智慧传奇人物小块头晏婴的“外交智慧”商鞅变法与“
取信于民”孙膑与庞涓的“生殆对决”孟尝君与“鸡鸣狗盗之徒”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苏秦其实
“大有气节”荆轲“图穷而匕首见”扁鹊“起死回生”的医术荒唐的河伯娶妇考古发现“北京人”的
头盖骨去了哪里美轮美奂的彩陶：仰韶文化薄如蛋壳的黑陶：龙山文化东北的古文明：红山文化精美
的玉器王国：良渚文化辉煌而神秘的三星堆文化贵族之家的精美青铜器两千年不锈的神奇宝剑“龙骨
”藏有惊天大秘密尚未破解的秘密：巴蜀图语生活图景火的发现与使用中国姓氏的起源原始社会的舞
蹈原始社会的音乐追寻中国文字的起源图画展示的奇妙世界走向大众的宝剑传世经典周穆王的“西游
记”瑰丽卓绝的《楚辞》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吕氏春秋》“一字千金”《战国策》与“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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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尚未破解的秘密：巴蜀图语　　上古时期的巴蜀先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巴蜀古文明，在农业生
产、青铜制造、城市建筑、商业贸易等众多领域都取得过重大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辉煌而神秘的三
星堆遗址就是极好的证明。
世人在欣赏赞叹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巴蜀先民既然创造了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
是否也产生、创制了自己的古文字呢？
如果创造了文字，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
　　早在汉、晋之时，人们就对于巴蜀是否有其文字发生过重大的争论。
但直到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巴蜀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和巴蜀
考古的逐渐深入，出土的实物资料日益丰富，才使问题的讨论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
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这些所发现的实物资料，它们究竟是符号，是图案，还是文字？
如果是文字，又如何破译？
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
因此，我们在这里还是采用一个笼统的称谓——“巴蜀图语”。
　　所谓“巴蜀图语”，有的学者认为，其单符的象形直接提供了“看图识字”或“望文生义”的直
觉感；因此，所谓“图语”即是“图像的语言”。
　　已经发现的“巴蜀图语”资料，主要是在湖南、四川等地出土的青铜戈上的铭文。
这些青铜戈都具有巴蜀戈的独有特征，它们毫无疑问是属于巴蜀先民的物品。
而青铜戈上的五十余个铭文，其字形结构相同，可以断定是属于同一个古文字系统的。
换句话说，青铜戈上与巴蜀纹饰和符号一同出现的铭文，它们就是巴蜀古文字。
　　通过对巴蜀青铜戈上铭文的字形和基本结构研究分析，发现巴蜀古文字与汉语古文字有着明显区
别。
从其方块字形来看，这种文字“似汉字而又非汉字”，其“基本偏旁结构和汉字有别”。
上述巴蜀古文字都不能运用汉语古文字的方法予以解读，这也反过来说明它是不同于汉字的另外一个
古文字系统。
　　据分析，这些有铭巴蜀青铜戈的年代，其上限早到春秋晚期，下限则在。
战国末叶秦统一巴蜀以后。
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年代，因为青铜戈的制作年代并非就是巴蜀文字的发明年代。
从字形的发展演变规律考察，巴蜀方块字发展到如此程度，它的起源必定还会早得多。
有的学者认为，至少在商代晚期，巴蜀方块字不但已经产生，而且趋于成熟。
　　除上述有铭巴蜀青铜戈外，在四川的其他地方，比如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也发现
了“巴蜀图语”资料。
如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符号。
有的是X形符号，有的是一形符号；有的单独出现，有的三枚成组，有的两组对称。
显然，这些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并不是偶然的人工刻划痕迹。
同一种符号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这一现象说明这些符号及其含义已经固定化了，已经约定俗成了。
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代表着较早期的古文字。
　　在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了一件陶纺轮，其腰部刻有两字。
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字与三星堆2号坑牙璋上的文字一样，也是抽象化、线条化了的方块表意文字
。
　　研究者认为，巴蜀文字可以按其特点分为两系，～为方块表意文字，一为符号象形文字。
巴蜀方块字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晚期，而其滥觞还应予以提前。
巴蜀符号的起源晚于方块字，目前只能将滥觞期追溯到商代晚期。
两系巴蜀文字均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大量使用，成为巴蜀境内并行不悖的两大系列文字。
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字仍继续使用、流传。
秦始皇推行文字统一制度，但直到汉初，巴蜀文字仍屡有所见，直到汉中叶后，作为一个文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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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日渐消失。
　　2007年，凉山州语委古籍科科长、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提出了另外一种新颖的说法。
他认为，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巴蜀图语”是古彝文。
据他所说，他于2006年10月到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考察，当他看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巴蜀图语”时，
顿时震惊了：在他看来，这些“巴蜀图语”是那么的亲切，冥冥之中他觉得那就是古彝文。
回到凉山后，他又搜寻了更多的资料进行对照。
于是，“巴蜀图语”是古彝文的想法便产生了。
　　“巴蜀图语”究竟是不是文字，究竟是不是古彝文？
如果是文字，又该如何破译？
凡此种种，依然需要进一步考证与研究。
我们相信，“巴蜀图语”在被完全成功解读之后，关于巴蜀古文明的许多谜团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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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探秘·先秦篇：“北京人”的头盖骨去了哪里？
》是该系列丛书之“北京人的头盖骨去了哪里”一册。
内容包括：上古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百相、传奇人物、传世经典、考古发现、生活图景等。
　　丛书故事耐人寻味，真相扑朔迷离；拨开历史迷雾，秘密层层揭开⋯⋯　　阅读之前没有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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