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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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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才是历史
2、对于那些惊人的相似，作者的结论是：“工具、陶器、建筑等日常用品相似的原因，表明两地基
本生存方式和某些自然环境条件比较接近，并不说明两地这类物品有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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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历史，在中国这样一个需要依靠民族自尊心才能生活下去的国家里，更像是文学，而不是科学。
于是，很长时间以来便靠蒙元和满清的征服四夷来自诩自己也曾阔气过；近来民族主义抬头，便开始
幻想盛唐和秦汉的远征；再往后，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居然敢来吹殷商的跨洋远征了。以后是不是
更要幻想一下三皇五帝的远征了呢？这样也好，再不相干的异族，也可以算是华夏的苗裔了嘛。在诸
多对中华上古史的胡编乱造中，这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论文显得尤为曲高合寡。作者本人
不仅是历史博士，在张光直的指导下写成了这篇论文，而后居然到英特尔系统设计部担任高级工程师
，这么大跨度的转变，也算是奇人了。而其本人兼任斯坦福大学亚洲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曾
对国内主持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诸多批评，这大概也是其在国内学术界难以立足，著作
多年没有重印的原因。能看到不同文明间的相似之处，这不足为奇，许多历史爱好者亦有此能。而透
过这些相似之处能看到背后不同的深层次原因，这才更为难得，更需要作者具有历史素养和严谨的科
学态度，而不是一看到相似处便欣欣然，自以为得计。从这一点而言，虽为历史学界大师的李学勤，
其于古代文明的眼力，恐怕亦不如本书之作者。李先生往往只停留在相似的罗列比较上，却不能深入
一层点破其因。本书使用的考古资料丰富，在分别介绍玛雅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分析了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异同，认为它们是彼此独立地完成了从农业产生到文明繁盛的整个发展过程
，其发展过程不同。作者在书中应用考古年代学和器物演变序列分析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玛雅文化区和华夏文化区的形态相近的陶器和其它遗物在时代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并各有自己的发
展序列。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两区相似依存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可能”。作者该书对长期以来的殷
商文明向拉美传播的学说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其体现的历史素养和科学态度，不愧为张光直先生之
传人，也体现出了80年代学界的水准。而再看看国内所谓的一些历史研究，其学识、学德且不必论，
就是无知自大恐怕也不在韩国之下呢。

Page 4



《玛雅与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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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