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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王朝》

内容概要

本书讲到的几个王朝，有的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有的则活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对汉文明影响甚
巨。
楼兰、大宛、古格、龟兹、古蜀等一个个小国家，以各自的神采丰富着我们的文明。顺着蛛丝马迹，
慢慢地走近那段历史，在断层的真相中，感悟那些神秘消失古国的灿烂的文明。

Page 2



《失落的王朝》

作者简介

蔡冬萍
少无所长，唯文学以好之，自幼以来，酷读古今中外经典书籍不计其数。儒释道，基督之书已有所旨
。大学之时，尚习古诗文百余篇，古文数十篇。于今之所学，散文三百余篇有之。
夫莎翁之作，托翁之书，但丁之神曲且有所受，慨而叹之。往昔所作尚未发表，如其有时，公之于众
，吾之所愿，谨此。

Page 3



《失落的王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华夏第一王都的前世今生
时光退回到三千多年前的夏朝——一个文明奠基的奴隶制王朝：恢弘的王宫内，尊贵的王高坐于宝座
之上，俯瞰着虔诚地伏于他神威之下的臣民；成群的奴隶恭顺地穿梭于青铜冶铸的作坊里，奉献着智
慧、劳动、忠诚、尊严，制作出各式精美的青铜制品；神秘的祭台前，代表上天与人间沟通的祭司高
举法器，喃喃地说着一些“人”听不懂的语言，血淋淋的牺牲献祭着崇拜；一切繁华终了，地上的王
完成他在人间的使命、回归大地之时，依然不改对权势的恋栈，把他生前所享用的一切都复制到地宫
里，包括活生生的奴隶⋯⋯
只是，这兴盛的王朝，这繁华的都城为何竟衰败了呢？是败于敌手还是亡于内忧？时至今日，还是一
个有待破解的谜团。
华夏第一王朝的建立
夏桀失国
二里头的身世
二里头的待解之谜
第二章    庸中佼佼的古老庸国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字典里解释为平常，不高明，愚昧，没有志气，没有作为。
庸，似乎已成为一个贬义的字眼，庸人，被认为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然而，
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而且值得称道的是，庸国这个古国，
在历史上一点也不平庸，可谓是庸中佼佼。
或许，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庸国毫无印象，它曾经的辉煌还被历史的迷雾所湮灭。然而，透过厚厚
的历史云雾，翻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仍然不难追寻到庸国的蛛丝马迹、采撷到它偶尔遗漏的凤毛
麟角，原来它所孕育的远古文明依然光彩照人。
中华文明的新源头？
盛极一时的古国
大庸的隐逸传奇
独特的庸国文化
第三章    蚕丛故里的古蜀传奇
在遥远的历史上，成都平原究竟孕育了多少传奇？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蚕丛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
化鹃、开明复活等传说是否就是真实的古蜀历史？李白就曾因为国王先祖是谁、由何而来、如何建国
都没有确切的答案，而叹曰“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难解之
谜。
人们相信古蜀国的存在，并找寻着它存在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被找到吗？
又是一个谜一样的文明。
神的国度，现实的传奇
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相
探寻三星堆未解之谜
金沙遗址——金玉王朝之都
曲终人散尽
第四章    草原上崛起的匈奴帝国
他们是一个崇拜狼的草原游牧民族，曾经游荡在西北坦荡的土地上。他们是一个张扬着英勇无畏和冒
险精神的民族，像狼一样地野性、剽悍、骁勇善战。身上的血性和争斗天性决定了他们不是一个爱好
“和平”的民族，甚至连骄傲的始皇帝，也要倾国之力筑起长城防止其进犯。他们骑着神骏的宝马从
草原上走出，以铁骑杀伐征战，成就了霸业。
属于匈奴人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震慑四方的传奇、拥有超强作战力的骑兵，都成为了历史。曾
经的屠戮、争斗、血腥，在渐渐平静下来的历史面前，越来越显示出神秘的一面。一个说不清来历的
民族，创造了一个个金戈铁马的故事之后，慢慢走出历史的视线。虽然渐行渐远，但传奇仍在。
匈奴与汉的较量
冒顿的政治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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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之子的迁徙
上帝之鞭——阿提拉
匈奴人的最终归宿
第五章    宝马脚下的大宛古国
西方的特洛伊战争，因为美女海伦，而多了一些浮想联翩。一个美女和一场战争，残酷与美丽并存，
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感官上，总会产生强烈的反差。而在汉朝，汉武帝因为一匹传说的天马，而发动了
一场战争。虽然这其中不乏政治因素的存在，但英武的皇帝用一场盛大的战争，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迎接神骏无匹的天马，而因为这场战争，大宛更是在一夜之间站到了历史的风云榜上。
那么，大宛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位于现在的什么地方？让我们一起回到遥远的古代，来审视这段
历史⋯⋯
天马的故乡
天马的千年传奇
天马之战
覆灭的轨迹
第六章    灿烂文明深处的千年龟兹
这是一个生长在绿洲上的乐舞之国，优美的乐舞名动天下，连中原上邦的大唐也采用其乐舞元素。
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东汉在这里设立西域都护府，唐代在这里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它是西域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这里山川壮丽、物产丰富、文化昌盛，生活着一些有艺术家气质的人，他们的壁画美轮美奂。
这里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故乡，是佛教东传的阶梯和桥梁。敦煌以西规模最大的石窟群，
形成了独特的石窟艺术。
作为一个处于文明交汇点上的文明古国，它以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融各家所长，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龟兹文化，对中原地区和中亚地区的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龟兹王的政治婚姻
龟兹乐舞入中原
鸠摩罗什与佛教文化
坎坷国运与倾覆
第七章    胡风浓烈的乌桓王国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乌桓部落就曾出现于科尔沁草原上。他们在那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谜团。对于这段历史的真相，史学家有满腹的疑问：如此奇怪的称谓因何而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部落？他们与中原的汉族有往来吗？他们最终又怎样消失匿迹的⋯⋯
直到1956年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属于早、中期乌桓的墓葬被发掘，困扰史学界多年的疑团才解开，随
着数以万计的文物出土，这个古国的轮廓得以渐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乌桓与匈奴、汉魏之关系
威震中原的乌桓铁骑
曹操北征乌桓之战
蹋顿之死

第八章    政权林立的鲜卑王族
他们从山上来，髡头小辫，配饰满身，甚至连男人也戴耳环、项链、指环，他们从崇拜巫术到信仰佛
教，几经波折给世人留下云冈石窟等宝藏。在上演过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爆发出令世界为之震
颤的力量后随风远逝，历经了千年的岁月，种族主体被中原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同化演变殆尽。
人们不会忘记这个发源密林、艰难西进、遗失异域的民族。只是在震撼、赞叹、惋惜之余好奇于一些
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断地猜想着，思索着：一个茹毛饮血的部落，是如何在大鲜卑山的群峰密林之中
繁衍生息的？是如何在历经上千年的游猎生活之后走出丛林的？又是如何经历千难万险辗转中原建立
伟业的？撑起的半壁江山如何轰然倒塌⋯⋯
鲜卑山下走出的部落联盟
遍地开花的政权
北魏风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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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风俗与遗迹
李世民是鲜卑后裔吗？
第九章    沧桑迷离的楼兰古城
这里曾是丝路重镇，商贾云集，这里曾人声鼎沸，繁花似锦，这里也曾鸟语花香，人间仙境，而如今
，那断墙残壁在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变迁，漫漫黄沙遮盖了昔日绿洲上的城市，枯树涸井在演示着时空
变换的无奈，一切仿佛凝固在了梦里，是什么使繁华灰飞烟灭？是什么使水乡泽国成了荒漠废墟？多
少灿烂文化悄然逝去，只留下那代代相传的轶事奇闻。
借助高科技手段，怀揣着对楼兰的好奇和向往，探险家、研究学者一代接一代地做着复活楼兰的梦。
那荒漠中的古堡、那沉睡千年的惊世容颜，以无法看透的玄奇与神秘，带给世人超乎想象的赞叹。楼
兰，一个千古迷梦。
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古楼兰惊世再现
“楼兰姑娘”和稀世彩棺
楼兰消失的猜想

第十章    见首不见尾的契丹民族
他是孤独的游侠。骑着一匹瘦弱的白马，见惯枯藤、老树、昏鸦。自土河而来，边走边采摘着朝霞落
日的五彩光华。
她是草原的明珠。粲然一笑，百花盛开，草木葱茏。她骑着一头温顺的青牛自湟河而下。
相遇了。
两人一见钟情。自此，喜结连理、比翼双飞。生下8个儿子，衍生出契丹部落8个分支。
这是契丹起源的传说。即使是一个如此剽悍的民族，也有着如此温婉美丽的故事。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即坚固之意。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的民族，曾经挥斥长城内外，饮马黄
河，建立过强大的王朝。
然而在亡国之际，他却将他的族人、他的姓氏、他的文字转瞬之间全部带走，仿佛从未来过这片广袤
草原，或许他从未有意将大辽王朝留与后人评说⋯⋯
契丹往事
开国皇帝阿保机
难解的“天书”
契丹人的下落
第十一章    威震漠北的柔然汗国
中国古代，曾有许多游牧民族驰骋在漠北大草原，与南方农耕文明一争高下。他们游牧于蒙古高原，
辫发左衽，居穹庐毡帐，逐水草畜牧，无文字，以刻木记事。柔然就是其中一个留下过传奇历史的古
代北方民族。这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像匈奴那样的强大政权，存在的时间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关于
这个古老的民族，除了我国历史文献有一些简约的记载外，其他各种资料（包括文物考古、外国资料
）也是寥寥无几。截至目前，国内对它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柔然，这个温柔而诗意的字眼，总给这个王朝带来印象上的错觉，在历史洪流里有过大起大落的柔然
王朝，经历了强盛—衰败—复兴—灭亡之后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要讲给我们。
一个奴隶创造的神话
将西征进行到底
雄风难振国落长安
茹茹公主传奇
巫术盛行与草原习俗
第十二章    姗姗来迟的“自大”夜郎
一天，一位美丽女子在河边洗衣浣纱。突然，一根大竹子从水中漂到女子的脚边。女子推了几次竹子
仍旧漂回来，正要再推，忽然听到竹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很诧异，于是把竹子带回了家，用柴刀破
开，竟然在里边发现了一个男婴。善良的女子将男婴养育成人，若干年后，这个男婴出落得仪表堂堂
，文武双全，英勇善战，成为西南一个地区的首领，统一了若干个小支系民族，最终建立了夜郎国。
夜郎国的历史根源只能从这个美丽传说中搜寻，一直以来，人们从未发现过夜郎国的蛛丝马迹。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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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人摸不到头绪。有人甚至认为，夜郎国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空中楼阁。还好，贵州一带
的考古发现告诉世人，夜郎国是真实存在的⋯⋯
寻找“自大”的夜郎国
夜郎古国的四重面纱
活在彝族历史中的古夜郎
夜郎印玺与“活人坟”
第十三章    居在风花雪月里的大理国
总有这样的地方，数十亿年沧海桑田，成就其神奇和惊喜；总有这样的地方，生命数百万年的演化，
成就其自然的和谐与美丽；总有这样的地方，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积淀，成就其民众的包容与仁爱。大
理，就是其中之一。
大理，远处彩云之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山川秀丽，四季如春，曾经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
国”500年都邑所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佛教随着“南丝绸之路”的通道进入这里，兴盛的佛教曾
让十位坐拥江山美人的帝王遁迹空门、念经诵佛。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文献名邦”，去看看它的“风、花、雪、月”，去感受金庸笔下那个恩怨纠葛
的段氏家族，去了解隐遁的帝王，还有那独特的风俗⋯⋯
大理的风、花、雪、月
大理的历史变迁
历史与传说中的段氏家族
儒雅的佛国和出家的国王
割耳而葬与祀典文化
第十四章    雪域高原上的古格王朝
一千多年前，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盛极一时的王国。他巍立于雪域高
原之上，以富庶和独特的文明闻名于世。他叫古格。在吐蕃王朝以后雄踞西陲，有声有色地上演过一
幕幕历史悲喜剧。
然而，300年前这个偌大的王朝却陡然丧失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瞬间消失于茫茫的沙海中。史家
的笔从容挥洒，记下了金戈铁马、慷慨悲歌，记下了佛号慈悲、法相庄严，记下了神秘的“古格银眼
”，但唯有古格王朝只留给我们一个残缺的城堡遗址。
一个有过700年辉煌文明的古格王朝，如今静静地嵌在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之间，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任凭长风浮云从它的上空无情掠过。
历史上的古格王朝
古格遗址
古格银眼与黄金之都
古格王朝的消逝
第十五章    活跃在贺兰山下的西夏帝国
贺兰山下，曾经活跃着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民族。他们将贺兰山奉为神山，在那里建造了许多寺庙殿
宇，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是贺兰山流传的一曲长歌，是华夏史永不磨灭的一段记忆。
这个民族就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夏。
西夏独特的美酒酿造给历史留下一缕飘香的文化。而西夏剑，则述说着它先进的冶炼技术。
然而，太平盛世终究成为过眼云烟，西夏后期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就曾先后六
次讨伐，摧毁都是悲残的，一切屈辱都难以言说，不必怀疑的是结果，大漠、黄土，承载着那个王朝
的千秋家国梦。
贺兰山下，一个帝国在崛起
是非成败转头空
黑城遗址里看西夏背影
兵器冶炼与美酒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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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做得比较失败的一本书，一开始以为是低幼版历史书，引用史料少，而且都拿大白话翻译过来，
内容更像讲故事，不过情节有起伏，倒是阅读难度降低了。书没有结语，感觉跟没写完一样。本来以
为要讲述这些王朝为何覆灭，但是大半都没有准确的原因，全是推论和未解之谜。内容做的也不细致
，连一个插图都没有，该民族的疆域、服饰风格、建筑文物只能靠脑补。感觉很骗钱，唯一好处就是
对了解古代少数民族有帮助。
2、消遣过后，一阵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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