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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少也不擅长给新书作序，这次被绍兴市台办的热情和诚恳所感动，答应写这篇序言。　　中
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点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中国在世界上堪称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而且在数度呈现历史性辉煌和经历无数次劫难之后，今天仍然是一个生气勃勃、拥有13亿人口
和5000万华侨华人、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它告诉我们，
复兴中华不是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也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在悠悠五千年中华历史长河中
，在这块古老的东方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个又一个千古传颂的历史风云人物，他们堪称中华民族的
英雄豪杰。他们前赴后继地努力开拓，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和物质文明。而在这
无数历史风流人物中，大禹就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一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家喻户晓。我上小学时，
就从历史课本中看到大禹治水的动人故事，且多年不忘。　　大禹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
当时的生产力还十分落后，他作为一个部落首领，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不
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带领大家兴修水利，战胜自然灾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民族英雄和杰出领导
者，成为古往今来中华儿女敬仰的历史伟人，成为中国民间崇拜的偶像。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
传说，成为几千年来炎黄子孙的美谈，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大禹文化。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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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峡两岸大禹文化研究》内容简介：2008年海峡大禹文化研讨会文集共收来自海峡两岸学者论文35
篇。这35篇文章涉及大禹治水神话、大禹与越文化、大禹与台湾之关系、大禹精神与现代社会建设等
诸多领域，论文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富有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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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禹与防风氏传说的发生与分化东瓯大禹信仰考  ——兼与“越非禹后论”者商榷略论大禹为中心的
会稽神话系统禹迹遍天下华夏共祖先海峡两岸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以金门为例关于绍兴大禹祭典
历史传承的考察与思考于越与山夷关系述略再论越族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关系明末清初越文化在台湾的
传播与生根  ——文化拓荒者沈光文公祭大禹  学习大禹  弘扬大禹精神大禹出生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读
先秦诸子谈大禹祭祀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  ——越文化实勘研究与台湾关系简述大禹陵考论大禹
治水的传说与台湾高山族的洪水神话东越先民对台湾的文化拓展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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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宗教的产生不是凭空的，它产生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表现为对自然力量的崇拜。虽然洪水传说
是世界性民族起源的传说背景，然而越族和台湾原住民族都拥有洪水神话传说，恰恰说明了两个民族
在起源时间上具有相同性，而蛇生始祖的民族起源说和鸟神崇拜则进一步说明两个民族产生于山会平
原之中，拥有共同的地域环境，这种环境正是古越民族生活的地域环境，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
驿教授考证的“古时大越所在地是山会平原，是一片沼泽平原，自然环境和钱塘江河口的沼泽滩地基
本相同，候鸟大批来到这里，是理所当然的”。这与现在台湾原住民族居住的海洋生活环境有着本质
的区别，因此台湾原住民族在其根源上有着与越族相同的生活环境。台湾原住民族鸟神崇拜中的鸟原
型sellq是一种小鸟，属于山会平原类鸟种，与海洋环境中的鸟类有很大区别，而与古越大地的雀类有
很多相似性，这也可作为例证。根据文化的相似性理论，文化相似度越高，其民族的相似性就越强，
而作为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宗教认同，其相似程度就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恰如台湾著名学者王孝廉
在考察中国各民族创世神话和信仰后得出的结论，台湾原住民族的主要成分是由古时越人迁徙而形成
的。“台湾高山族，是来自中国大陆东海的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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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喜欢中国古代历史，但是针对大禹的书籍太少了，这本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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