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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前言

最早知道苏三，是因为她的《向东向东，再向东））o有些“正统”的学者批评她的学说，当时媒体
问我对此的看法，我就说了几句宽容的话。后来我们有机会见了面，对她的研究工作也有了更多的了
解。苏三研究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迄今已经在这个方向出版过六《谈天说地》⋯，依出版的时间顺
序是：《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历史也疯狂
》、《锁定红海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罗马有多
远：探寻海上丝绸之路》。这些书被一些“正统”的历史学家所拒绝，他们认为苏三的学说是不可能
成立的。不过在作出这种判断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读读苏三的书——他们对此嗤之以鼻。中华文明
的早期历史，是一块神奇的精神狩猎场。因为史料不足，给现今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供驰
骋想象，操练学术。正因为如此，这个精神狩猎场对研究者的诱惑力也是颇难抗拒的。当苏三策马来
到这个狩猎场时，场上早已经有许多中外骑士，在那里扬鞭奋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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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内容概要

苏三研究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迄今已经在这个方向出版过六本书⋯，依出版的时间顺序是：《三星
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历史也疯狂》、《锁定红
海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罗马有多远：探寻海上
丝绸之路》。这些书被一些"正统"的历史学家所拒绝，他们认为苏三的学说是不可能成立的。不过在
作出这种判断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读读苏三的书--他们对此嗤之以鼻。
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是一块神奇的精神狩猎场。因为史料不足，给现今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可供驰骋想象，操练学术。正因为如此，这个精神狩猎场对研究者的诱惑力也是颇难抗拒的。当苏
三策马来到这个狩猎场时，场上早已经有许多中外骑士，在那里扬鞭奋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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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作者简介

苏三，女，现居北京；2004年起连续出版了数本“破译飓风系列”，其中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
《向东向东再向东》、《历史也疯狂》、《锁定红海》、《难以置信》、《罗马有多远》等。本书为
该系列之第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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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书籍目录

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第一辑  远行再探三星堆与埃及文明一、 走马观花二、 背景三、 青铜中的
神话1.卜塔神（Ptah）与大立人2.喜神与小矮人3.扶桑树与太阳树4.其他青铜器四、 三星堆中的天与
地1.谈天2.说地五、 其他六、 金沙与三星崇拜七、 长江流域和埃及文明奔向东海——游走于浙、 沪、
苏、 皖一、 绍兴到余姚二、 到良渚去三、 在上海看青铜四、 在上海看玉器五、 在上海看陶瓷六、 
在上博看亚述展七、 在上海看海交博物馆八、 告别上海九、 在南京博物馆十、 在南博看青铜器十一
、 在南博看陶瓷十二、 书中自有黄金“乌”十三、 南博买书《考古与文化》十四、 在合肥在云南联
想“越人”、 “滇人”一、 新石器时期的死角二、 水上越人三、 青铜中的滇人四、 西南交通中的云
南横断山地质变化与云南通道福建印象山东游一、 曲阜与孔圣人二、 泰山与大汶口三、 济南与龙山
文化四、 博物馆里看汉画第二辑  趣闻第三辑  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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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章节摘录

第一辑　远行再探三星堆与埃及文明一、走马观花2006年6月份CCTVl0频道的一位导演找我，他说要
拍摄一个探索三星堆文明起源的电视片，具体为CCTVl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秘境追踪》，节目
将分上下集，其中准备反映正统、DNA研究以及我的三方观点。我告诉他，之前《百家讲坛》想上这
个话题就没上，怕也是浪费时间，导演说这次肯定没问题，只谈三星堆文明起源不谈别的。我就同意
了。我很快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重探三年前的这一老话题。原定9月底播出电视节目，报纸也作了
节目预告（2006年8月14日《中国电视报》），当日电视节目预告也播出了，在预定播出的当天电视里
还在说具体的晚上节目时间，但到了时间竟然突然改播了别的节目。这个结局从一开始我就有所预料
，据说是有权威学者给电视台打了招呼不让苏三在节目里出现，后来就让人删除了节目中所有我的个
人信息，最后将二集压缩为一集还是播出了，不过其中的某些观点与资料依然有我提供的。该片中播
放了一条信息是我这次合作的意外收获。奥地利科学家在2003年的一次埃及考古中发现，第21王朝（
公元前1080年前后）的一具木乃伊头上有块中国的蜀锦。它打破了“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在商朝不
可能与中东有远距离接触的定论。这一块蜀锦就是远距离交流的充分证据。另外，片中的中国DNA专
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金锋博士，展示了中国山东临淄地区的春秋古墓群DNA检测结
果：通过与国际基因库1300多个标本的线粒体特征对比，2500年前的山东临淄人与现在欧洲人的基因
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那些临淄人的DNA与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泰人接近，今天临淄人又与东亚
人基因非常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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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编辑推荐

《谈天说地》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为什么“西来说”突然在中国销声匿迹？殷墟发掘是什么理论的“
滑铁卢”？大约1.1万年前是地球的一个“春分点”。先是地球上存在的大约42%的生物“属”突然大
灭绝；然后人类文明突然“大爆发”人类新石器时代在中东开始，持续了百万年的所谓“旧石器时期
”悄然结束。生物种群之间的生生灭灭有什么规律，一年的四季与文明的春天来临是偶然的吗？假如
文明西来是事实的话，那么来华的路线是什么？假如原来的丝绸之路是重点的话，那么环渤海红山文
化与山东的文明是怎样形成的？中国西南成为文明“死角”导致这一境地质地理改变始于什么时期？
世界最古老的玉蝉文化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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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精彩短评

1、内容缺乏逻辑和连贯性，就像一本随便似的，有些文章看起来像生搬硬凑进来混稿费的。不过观
点很是很吸引人，要是再组织一下梳理一下就更好了。很喜欢作者提出来中华文明西来的理论。把世
界文明放在一起思考的角度很值得传统史学界重视和讨论。
2、很有趣的一本书，相比苏三前几本来说观点更加成熟。
3、喜欢这本书，但是这类书在本地的书店很难买到，所以喜欢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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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精彩书评

1、以前看科教频道里面介绍三星堆的时候觉得非常神奇---为什么在中国的西南会出现这样一种与中
原文化毫不相干的，甚至有些诡异的文化遗产。那些巨目大耳的头像，造型妖冶的神树，好像与遥远
的玛雅，埃及有些联系。。。节目里蜻蜓点水地道出这一点疑惑，但是也没有深究，态度仍倾向于那
些是“古老的巴蜀文化”。直到多年以后苏三一语道破。《谈天说地》是苏三最近的一本书，之前她
已经发行过六本关于文明西来的论著，但这一本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最成熟的一本。就三星堆的问题
，书中她说，‘文明从中东向欧洲和东亚同步发展，如两只犄角伸向旧大陆的两端’，如果从青铜器
入手，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文明传播的时间和路径。中国的青铜器在商朝开始大批量地出现，整个青铜
文明大概是在3500年前左右。让人不解的是，商朝从未出现过青铜冶炼过程的证据，突然之间就出现
极高的青铜文明，让人对其起源产生怀疑。从青铜器的分布来看，大多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由
此可以说明其善水特性。如果了解到中东的青铜时代比中国早1000多年，便可以大胆假设：这些青铜
器很有可能是从中东（包括现在的埃及）从印度半岛越过高山大海河流进入中国的西南地区。从器物
的造型来看，三星堆里面常常出现的六角形标记与古埃及的“卜塔标记”（很像现在以色列国旗上的
那个，也叫大卫之盾），非常相似；迷你小人儿可以追述到古埃及众神中的“喜神”；蜀国神话里著
名的千里眼，顺风耳也与古埃及的神像有着惊人的雷同；三星堆里的镇馆之物“太阳树”，上面有九
只鸟，这与埃及太阳神何露斯的动物代表“鹰”是一样的。。。除了三星堆外，书中还从气候，交通
，农业，基因学说方面证明了中国古文明的‘西来’。包括山顶洞人头骨呈现出的多种混合人种的特
征；仰韶彩陶，龙山黑陶与中亚之间的联系，以及从中可以推断的海陆交通联系等等。苏三还借着国
外学者《中国文明的起源》，《出非洲记》这两本书，对中国文明以及东亚人类的起源进行详细的探
讨。无论是农业植物的栽培，金属的冶炼，纺织技术，古代战车的发明还是动物的驯化，从时间上来
看，中国均晚于近东地区。从东亚人类起源来说，“为什么人类的文明最先在中东以及附近地区突起
，与那里是人类从非洲出来的出口有关，有地利人和只是促成了农业，适宜的气候、广阔的地域也都
给文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温床，这是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苏三的大胆猜想非常有趣，很多时候不
得不惊叹她的想象力。不过在她信手拈来的大量的历史记载，考古证据的对比下，你会将一开始的惊
奇，转化为严肃的思考。书中有很多对比的图片，也引用到很多国内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论著，
有空一定找来看看。苏三也是辛辣的。她对中国的自我优越感进行了批判：中国人文化上的自大部分
来自它幻想中的源远流长和以自我为中心，一旦戳穿这个幻想势必引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这对从
小被教育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尤其是拥有“独立的”文化起源的我们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
概念重组。不禁想到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小我们就以中国历史为中心，把它和世界历史分开来学，这
让我们自动将历史划分开来--中国的，亚洲的，世界的。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三个实体。苏三这本书虽
然很多都是推断，还缺乏最终拿得出手的证据，但是从大方向来看，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我们
换一个角度思考，换一个宏观的方向来看我们的世界，而不是你的，我的，他的世界---从根本上来说
这是同一个世界。中国人一直以来倾向于争夺XX第一，在近代更因为长期的受压而滋生出一些自
大---夸大自身历史在世界的重要性，夸大对日韩以及周边其他邻居们的文化影响。其实有这个必要吗
？长期专注于自我限制了放眼世界的眼光。其实文明&quot;西来”并不是让我们感到羞愧的事情。中
国人并不是生来就天才，就聪明，而是通过学习，融合，一步一步形成了今天的文明。连日本都能坦
诚地学习西方，明治维新，我们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身价，承认自己的历史并延续曾经
有的“学习”的历史呢？？好像扯远了些。不过苏三确实给我们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和新的思路。看
待历史本应如此开放，看待世界也是一样。把目光放开一点，或许会让我们变得更宽容，更明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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