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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文明》

内容概要

《远去的文明》所讲的人类文明只涉及局部的区域，但毫无疑问，它是人类文明历程中最重要的，也
是最有代表性的。《远去的文明》——这是一部弥漫着科学精神的历史文化散文，探讨的是人类文明
进程中一些特殊地域的生活故事、文化表现和科学成就。作者以真实淳朴和具有自己风格的文字引领
读者走向时空的深处，共同游历那一段落满尘埃的文明。告诉读者：人类是如何加工最早的工具的；
早期的城市是如何在平庸的日子里展现它的姿色的；古代的人类在细碎和艰辛的生活中是怎样抒发他
们的思想和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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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林，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2年1月，毕业于宁夏大学化学系并获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在宁夏盐池一中任教。1992年，毕业于
山东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2008年在日本岛
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在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任教。 
    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有20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SCI期刊上，有8篇论文分别获得自洽区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一、二等奖。出版专著《配位化学导论》《化学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发表文学作品约100
万字，有多篇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被多家报刊转载、选录和翻译介绍到了英国、美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主持并参加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自治区科
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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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明史的序幕  一、宇宙的起源与演化  二、地球的演化  三、生命的起源  四、人类的起源和进
化  五、序幕正在拉开  六、文化的积累和文明的起源第二章  古代埃及文明  一、地理环境和气候  二、
成就文明的诱因  三、历史分期  四、语言文字  五、古埃及宗教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六、其他文明成就
概观第三章  两河流域的文明  一、引言  二、寻找湮没的旧迹  三、文明成就面面观  四、影响所及第四
章  古代伊朗文明  一、自然地理环境  二、历史分期  三、语言文字  四、文学  五、宗教  六、建筑  七、
造型艺术  八、历法  九、科学技术  十、文化第五章  古代希腊文明  一、一般概况  二、星空灿烂  三、
历史渊源  四、科学思想的孕育  五、科学成长的社会环境  六、影响所及  七、感受大家风范  八、感受
希腊化时代  九、建筑艺术  十、雕塑艺术第六章  古代印度文明  一、概况  二、历史分期  三、文化的
积累  四、文学  五、宗教  六、宗教建筑及艺术  七、哲学  八、科学第七章  古代中国文明  一、商周以
前的社会  二、春秋至秦汉时期的社会  三、先秦两汉时期的实用科学技术  四、春秋百家及其影响第八
章  中美洲文明  一、奥尔梅克文明  二、萨波特克文明  三、迪奥狄华肯文明  四、托尔特克文明  五、
阿兹台克文明  六、玛雅文明第九章  南美洲文明  一、安第斯世界：童话从这里开始  二、印加文明：
梦幻的辉煌文明的思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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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明史的序幕　　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文明的历程从使用工具的那一天起就开始
了。文化的积淀就伴随着这一过程。在那之前，自然界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演化历程。在我们的内
心，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在这个信念的支配下，科学和技术不遗余力地描述和刻画这个演化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也丰富和充实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使之能够持之以恒。科学是技术的支撑，反过来
，技术又为科学的提升准备了充分的资料、感觉和经验。　　在这一章，我们追溯的不仅仅是人类的
过去和生命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必须追溯到宇宙的过去。那是一个十分渺茫又能充分发挥
个人想象力的空间。我们将宇宙、太阳系、地球、生命和人类相继演化的历史称为自然史。自然史的
概念是人类的思维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文明的历史中浮现出来的，是所有历史中最悠久的历
史，也是在可见的将来最漫无边际的历史。　　在大的时空范围内，它是我们的想象力所能到达的最
遥远的地方。文明史的发展受此制约，人类文明的历程也随之而丰富多彩。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或感
觉到，人类文明的历史仅仅是自然演化序列中一个七彩的音符。　　从根本上说，在浩瀚的宇宙中，
人类是孤独而无助的。也难怪中国唐朝的诗人陈子昂那么悲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你听他那天下午站在古幽州台上，凝视着东逝的河水而发出的慨叹有多么
深刻。　　自然的演化不过是时间序列的一种表达形式而已。时光的背影从来就没有真正眷顾过谁，
今后也不会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相对平静和淡然的心来面对过去，也可以用同样的心情迎
接未来。　　假如时间能够倒流，让我们看看在我们之前都发生了些什么。今天，即使是一个只受过
初等教育的人都知道，在人类存在之前，有知觉的生命已经存在了几亿年，在它们出现之前，地球已
经存在了几十亿年，在地球形成之前，宇宙已经存在了几百亿年。因此，自然演化的时间顺序就是：
宇宙→地球→生命→人类，我们的故事也就按照这个顺序展开。　　一、宇宙的起源与演化　　望远
镜拓宽了人类的视野，将我们引领到了宇宙的纵深，将我们想象的空间变成了可以把握的几何形体。
我们知道，地球是一个略微有些扁的球体，那是因为地球在绕轴自转时将其表面甩出去了一些。地球
南北两极方向的半径比赤道半径（6378公里）约短21公里。　　地球自转的周期就是我们的1天。除自
转之外，地球还同太阳系其他行星一起绕太阳公转。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其轨道半径约有1.5
亿公里，公转的平均速度为每秒约30公里。以我们有限的眼光看，地球完全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质
量约有6×10“公斤，即60万亿亿吨。这已经非常非常巨大了。即使是在今天，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只是
去过它的很少的地方，而在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在它的非常有限的地方生活。　　地球仅
仅是太阳系家族中的一名成员。太阳系以太阳为核心，九大行星绕太阳转动，按轨道半径从小到大分
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除水星和金星外，其他行
星都有卫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此外，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还有许多小行星。　　几乎
所有行星都在大致同一平面上绕太阳公转，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是1年，水星的公转周期是88天，金星
是225天，火星则要687天。除了行星、小行星和各行星的卫星之外，太阳系中还有大量的彗星和流星
体。如果以九大行星为主体，太阳系的半径则不到地球与太阳之间距离（所谓的天文单位）的50倍，
如果把非常遥远的彗星云也算作太阳系的领域，则可以一下子扩展到十几万个天文单位。　　我们的
世界好像已经很大了，但相对于整个宇宙，太阳系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像太阳这样本身发光的天体就
叫做恒星，以区分那些自身不发光而靠反射恒星发光的行星。在地球的周边，晴朗的夜晚，我们能看
到天空中有一条银色的河，那就是我们的银河系。它们是大量恒星的聚集体，由此构成了我们最熟悉
的星系。　　在空间大小和形状方面，银河系就像一个透镜，中间厚、两边簿，其直径约为8万光年
。在天文学中，光年是长度距离的单位。据我们所知，光是运动速度最快的物质，光速大约为每秒30
万公里，它1年所走过的距离是9.46万亿公里（所谓的1光年）。可见，1光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而银
河系的直径居然有8万光年。太阳离银河系的中心银核很近，但并不处在中心。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银河系里差不多有2000亿颗。这就是天文学所涉及到的空间跨度。　　银河系还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
，在银河系之外，还有许多像银河系这样规模的星系。天文学家发现，若以银河系为中心，方圆300万
光年之内，大约有40个与银河系一样的星系，这些星系就构成了所谓的“本星系群”。　　本星系群
松散地联系着。不像银河系那样，形成一个核心，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而构造着。不过，在
本星系群这样的尺度上，的确存在一些向中心聚集的星系群，叫做星系团。而且，星系团和星系群又
在更高的一层上构成了本超星系团，它之所以叫做本超星系团，因为它包括了本星系群，而本星系群
包括了我们的银河系。本超星系团的尺度大约在3亿光年。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宇宙大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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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此为界。事实上，天文学家在本超星系团之外还发现了其他星系，他们推测，我们宇宙的空间尺
度大约在200亿光年的量级。　　也许有人会问，200亿光年之外又是什么？作为空间和时间的一种表
达方式，宇宙是有限的吗？对于我们有限的知识来说，能够做出回答的可能就是数学模型了。我不知
道这是人类认识的有限性还是聪明才智的绝妙表达。　　生命是一个过程，演化是必然的结果。宇宙
亦不例外。下面让我们根据天文学的最近理论，来考察一下宇宙的起源、结构和演化的一般情况。　
　根据当今比较认可的大爆炸宇宙学理论，我们的宇宙是在大约20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中诞生的。这
个理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星系都以很高的速度相互逃离。这意味着整个宇宙都在膨胀着
，这种膨胀是没有中心的，从任何一点看，都可以发现四周的天体正远离我们而去，这就像一个正在
充气的气球，表面上任何一点都会发现别的点正离它而去。而且，有意思的是，距离越远，退行速度
越大。　　对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探究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逆着时间的方向往回追溯，那么，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越往前走，宇宙会越小，到时间之初，宇宙就只剩下一个点了，那个点
之前是什么？宇宙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壮观的膨胀呢？　　天文学家设想，我们的宇宙是从一个温度无
限高、体积无限小、质量无限大的奇点发生大爆炸而开始膨胀的。时间和空间正是在大爆炸中才产生
的，在那个点之前，似乎毋须考虑得太多。因为在没有时间的前提下，一切都无从谈起。虽然这是一
个有趣的回答。但这一回答肯定不会令人满意，甚至还有些武断。这样的答案也隐约从一个侧面折射
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有限性。　　还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模型，即有无限多个星系向无限的距离膨胀，
如果真是这样，就不存在什么起点问题了。但是，天文望远镜对遥远星系运动情况的观测发现，星系
距离我们越远，退行速度越大，这样看来，无限遥远的天体将有无限大的退行速度，而这是不可思议
的。　　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物体运动的极限速度是光速。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没错，
宇宙的范围事实上已经被限定了。也就是说，可见宇宙的边缘就在其退行速度为光速的地方，大概
是200亿光年。　　所有的天文学理论都依赖于天文观测，而所有的天文观测都只是观测到光信号或以
光速传播的其他电磁波。在天文学中，空间的大小同时意味着时间的大小。我们每看到一样东西，都
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的样子，而是它当初的样子。这个东西离我们越远，则我们看到的就是它越早的样
子。如果200亿光年那样遥远的地方也能被我们追踪，那我们看到的就是200亿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大爆炸宇宙理论表明，在最初的3分钟内，宇宙在大爆炸中诞生，温度由无穷高温降到了10亿度，基
本粒子已经形成，并开始形成原子核。此后再经过40万年，温度降到4000度，宇宙由辐射状态变为物
质状态，与物质脱离后的辐射慢慢形成了宇宙背景辐射，这种背景辐射已被天文学家观测到了。　　
再经过约2亿年，星系开始形成。也许再经过几亿年，星际物质在引力作用下逐渐收缩为球状星云，
在收缩的过程中，温度逐步升高，内部压力增大与引力对抗，于是星云内部发生核反应成为恒星。　
　天文学家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到，几乎所有恒星都要先后经过主序星阶段、红巨星阶段、晚期阶段
和临终阶段。在主序星阶段，核反应产生的巨大能量顶住了引力收缩，使恒星的表面温度升高并向外
发射可见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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