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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前言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这首横吹曲古乐府《企喻歌》，据说是十六国
时前秦苻坚的弟弟苻融所作。那个时代男子的生命，慷慨地说，是激扬于军阵之间，璀璨于马背之上
；悲凉地说，是偷生于锋刃之际，喘息于马蹄之下。慷慨与悲凉，也只在一转念、一转瞬而已。比《
企喻歌》略早的《陇上歌》，吟唱西晋末年的秦陇壮士陈安的壮烈之生与倏然之死，就表达了这一呼
吸之问生命的愕然：陇上壮士有陈安，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西流之
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总是个体生命的沉浮吸引后人的目光，而在历史发生的时刻，个体又总
是被覆盖、被湮没的。最近与同事多人去了晋东南和晋南。印象最深的，是从芮城北返运城，翻越中
条山，在中条山上南望黄河时，所见到的浩大景观。站在中条山上，如同立于巨大的潮头，黄河北岸
宽阔平展的黄土塬，是如此安静、如此柔顺。夕阳如醉，晚风苍劲，大地微有绿色涟漪。深切的冲沟
旁，散漫地点缀着枣槐掩映下的村庄。远方那一垅高堤之外的白色丝带，就是刚刚容纳了渭河、扭转
了方向的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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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内容概要

《杀人石猜想》内容简介：深具学者人文情怀的散文书对我来说，这就是大景观。黄土高原瞬息之间
就沉没进了黄河的万古河床。这就像壮士陈安爆炸般雄浑的生命忽然结束，刀锋撕裂夜空的一闪，骏
马的长嘶汇入朔风，骤然间一切便了无踪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古老的问题一再地响起
。只有心灵清澈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充满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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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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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书籍目录

横吹曲之大景观(代序)
长忆轮台日落时
我的心，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大海道
刚毅坚卓·昆明的夏日
抬起头，看星星
档案袋与浸水河
雪中的游思
另一个敕勒川
香格里拉在哪里
陈留公主
闲说吕无党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
龙尾关印象
河曲旧县印象
从东巡碑说五回道
五回岭踏查追记
仇池行
话说飞狐道
杀人石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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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章节摘录

插图：这个冬天，当我还没有从伤痛中复原的时候，新华来电话，说与中央电视台接触，人家对咱们
的大海道计划很有兴趣，可以资助。过了几天，又电话说，已经确定了，搜狐公司出15万，中央台
出15万，定于春节期间开始行动，现在，他希望我能够参加，毕竟我是最早的计划人，长期有志于此
。我听得出他的犹豫，也听得出他的复杂心情。是的，他希望我像从前那样和他在一起，但是，他很
清楚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回答，不行，我去，只是你们的累赘，我不能去。我又补充说，至少三年
内，我不能再参加类似的考察了。在心里，我甚至还补充了一句，也许是永远。我怎么能像电话里那
样坚定和从容呢？在敦煌残卷《西州图经》（伯希和2009号）中列出的各条吐鲁番交通要道中，是这
样描述大海道的：“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洲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
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大海道，是从吐鲁番到河西重镇敦煌之间，最直接的
道路，比起绕道伊州（伊吾，今哈密），近了差不多一千里。而且，哈密地区非常容易受到巴里坤草
原上的游牧部落的侵袭和控制，历史上多次出现伊吾路完全阻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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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编辑推荐

《杀人石猜想》：第一次见到突厥石人，是十年前的夏天，在北疆的青河与阿勒泰，齐人高的青草丛
里掩映着持杯握剑的石人，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突厥石人就是突厥葬俗中，非常特殊的杀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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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精彩短评

1、语言简洁，非常好的一本考古性散文笔记，一气读完
2、全书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刚开始读，对这个饱含激情又带着些许怆痛的文艺青年有点
不习惯。到最后，终于看到了一个渊博、睿智，常常是深沉的，偶尔又遏抑不住人文情怀蓬勃而出的
学者。这是我熟悉的罗老师。空一颗星，留给老冷新作“蒙古考察记”，期待早日出版！
3、后半部比较值得一读，尤其是探寻五回道的两篇，有机会也要去走走。
4、史册浩漫，行者无疆。
5、文笔很好，涉及的史地知识也是我感兴趣的。
6、困守穷庐，哪里也去不了，只好看看这样带点历史趣味的书，解解眼馋。
7、开头的几篇文章挺好
8、在一个寒冷冬天的夜晚又读了一遍，和几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听他轻描淡写地讲起历史和
命运，非常羡慕。罗老师是个太精彩的人。我曾经很讨厌“情怀”这个词，但我的确触摸到了一个历
史学家真正的情怀所在。
9、罗新的治史小感想，一部分是对原有史料的研究随笔，一部分是实地考察的心路感想，不能说有
太多价值，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读完之后，倒是增添了我对北方的向往。
10、罗新教授9年前出版的散文集，写作时间大致15年前，所述主要是魏晋、宋末元初的历史细节。文
笔优美，查案般细致考据，硬汉侦探作风，许多艰险非热爱不能往。最感怀是《雪中的游思》讲古代
学者入藏修习，《另一个敕勒川》讲东魏大将高欢最后一次恸哭。有关五回岭的两篇，记录详细到可
以边读边画出徒步地图。
11、没有文采
12、罗教授的民族史文字见到就买。很羡慕治中国史的学者的文笔。
13、软文。
14、在地铁上读了三分之一，睡前读了剩下的，文字很好，也能读出些真情的散文。
15、老冷非但不冷，阮步兵云：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时下网上炫博洽者在在处处，因而乍接老
冷文字便觉寻常，数篇后则见味外之意。史料稔熟史识明敏，重踏勘重目验、而深掘而表曝，岂仰赖
网络检索之游谈家所能梦见！年来越发偏爱北地秋笳，自某观之，地陷东南，无非皮肤滥淫之蠹窠尔
，于此转更深恶赵柏田之流
16、虽然是随笔，却介绍了好多知识，并且是实地考察后得来的，很好。
17、读了此书，了解了罗新同志穿越大漠的旅程和学史的心路历程。感慨上学工作都在北大，能去那
么多地方考察、仿古、探险。作者文笔优美，确如有些朋友所说，属于精神荒芜时阅读的对象，希望
以后能看到续作。
18、除了那个美丽忧伤的序，和前半部分有点过多的情怀，主体部分还是很好看的
19、更像随笔游记
20、挺不错的
21、最喜欢《陈留公主》
22、买这本书的时候，以为这是本正经的学术专著。
结果发现是本非专业的散文杂记，记录作者长期考古、历史研究工作中的点滴感想。文字流畅隽永，
但是内容过于空洞，属于作者信马由缰的随想。
有点失望。
23、应推荐，购得于陕西南路季风总店
24、没有彩图！！！！！
25、南门口的新华书店里挑几篇看了
26、为了配合《公主之死》买来的，因其中有一篇写陈留公主的婚事。是学术散文的写法，主要涉及
交通史的考察，就专业性不敢置喙，但写作者的情怀和神思真美。能够看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话的诉
求。
27、自然和历史都是美丽的令人感伤
28、看得人血脉贲张，恨不能燕然勒石，裹尸不还。
29、书不错，是能很快看完的随笔集，即使插图做的再好，也更值得做成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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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30、往复上的老冷。好像是因为陈留那篇看的，态度可与云风参照，又意外提到武都地区。以及接地
气怎么就这么难呢~
31、文笔很不错的游记，《另一个敕勒川》、《陈留公主》、《耶律阿保机之死》、《杀人石猜想》
32、1、《档案袋与涢水河》中三份检查材料的叠影 2、《陈留公主》中陈留公主的婚姻，读史书时印
象就非常深刻，果然已经被写了~
33、读史能品出这么多味道，寻古能积累到这么不一般的经历，捧着这本小书差不多一口气就读完了
，又确实常有触人心怀处。同样在书桌前、在苍茫的古道上，都未必有同他一样的收获。这再深一层
的，就全看天赋了。或者还取决于投入的多少。突然觉得，很多路（弯路、歧路、荒路都好），还是
要亲自走上一遍才会知道个中甘苦，所得也才最深刻。不过并不全然喜欢他的笔调，至少读头两篇时
尚未找到感觉。
34、有点小失望。不像往复上面看到的文字那样沉稳。火气太重。
35、作者的游记和一些旅行中的考证文章，可以读一下，有点意思。
36、文笔很优美~~
37、个人很偏爱这类历史学者出的杂、散文类文集，处处是历史的沧桑和感慨。只是配图不甚清晰，
都是很小块的模糊黑白照。。
38、勾起了对西北史地的兴趣
39、今天状态真好，中午和晚上看完。学者历史散文，罗老师骨子里是浪漫的，靠近历史的路途，简
单一两句戳到人心底。最喜欢陈留公主，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两篇。粗线条的史书里简单几个字的背
后埋藏着多少实实在在坚硬的日子。
40、学者的随笔，尤其是亲身踏访，言之有物的随笔，很值得一读。以后要多关注西域史。
41、历史学者的学术功底和现实关怀+文学家的笔触，读了就停不下来，赞叹不已！
42、前面的纯粹软文，后面的长文比较好，虽然文笔⋯⋯让我仍然不时想起胡成⋯⋯还是看他的往复
文吧⋯⋯⋯⋯中国书店某门市十元三本桌子上挑到，不想留。
43、老冷的文笔
44、最喜欢的是高欢，陈留公主，吕无党的那几段，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古人的一句话可能就会为你
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当你踏破千山万水来到这里与先人隔空相望时，会心一笑吧。
45、很清新的随笔，一如罗新先生一贯的文风。
46、 罗新老师《杀人石猜想》，一年前在尚文书店买的，一直没有读，一半是因为大部分文章多年前
已在“往复”上拜读过，一半是因为想把它作为兴奋剂，心情荒芜，精神疲倦时用来提神。罗老师的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也有这种作用，但效果是间接的，不如这些
文章来得亲切有力。最近趁上下班坐地铁，将这本书重读了一遍，许多已忘记的细节再次变得清晰，
涌动于胸中的是久违的情怀。大海道、香格里拉、飞狐道、五会岭、杀人石，仿佛都在那个大大的、
圆圆的、红彤彤的落日下闪耀光芒，陈留公主、吕无当，连同那失落于历史洪流中的档案袋，重又跳
到故纸上走动、呼吸。往地铁外望望，转瞬即逝的灯光有如流星，它们一定是急着赶路，好到书中的
毛乌素沙漠去照耀沙子，点缀天空，空调总是开得很足，让人想起雪天里藏区寺庙中翻读经卷的僧
47、感慨太多，故事太少
48、开头两三篇文青了些，之后渐入佳境。尤其《陈留公主》、《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龙尾关
印象》、《从东巡碑说五回道》、《五回岭踏查追记》、《话说飞狐道》、《杀人石猜想》
49、还迷恋你挥舞战刀的样子，自西徂东，却不料你早已跪拜在沙漠的星空下。
50、适合汉学layman的文化随笔
51、曾在网上读过《另一个敕勒川》，惊叹于罗新老师的才情，买了随笔集来读，最喜欢的还是这篇
。他对历史深处个体生命的发现和了解，对这片河山的深情，都在寻觅的脚步和笔下的文字里了。
52、生病是读书的好机会~
53、隨便看看，一般。
54、文笔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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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精彩书评

1、是读了《黑毡上的北魏黄帝》意犹未尽才找到这本《杀人石猜想》的。和《黑毡》一样随笔里也
有不少独树一帜的观点，受益匪浅。常听说敕勒川的悲剧是蒙古族老一代人心中的痛，在作者历史故
事的渲染下它更叫人神伤了。如今黛色的群山下的农田已经整合成8条车道的呼包高速，崭新的柏油
路像是一道黑色的激流倒是把农田支离破碎的感觉冲走了。草原是再也回不来了，星星点点的牛羊被
汽车替代视觉上有点儿像是动漫。斯德本那篇由浅入深看进去了才发现是在推崇他的美术史研究方法
，自己没有动手体验过怎么去评论别人？难怪巫鸿的书篇篇都看不进去只打滑，原来都是空话啊。他
评论的绘画和雕塑有些自己都没当场看过原作，没有自己的的感觉第一手资料怎能有原创的观点？这
和评论赝品有什么区别？大部分画画的人都认为这样的美术史家是忽悠。
2、是杀人石吸引了我，还是学者散文书吸引了我，我不能确定。在学者散文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
是学者的学术功底，更深切感受他内心的人文关怀。
3、老冷的文章，读起来还是很有感觉的。既有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又不乏文学的点缀与琢磨。不过
，太过于文学化的历史随笔，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书中所收录的前几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样。等到
读了《另一个敕勒川》后，突然发觉隐藏在历史表相背后的人物，其感情的抒发与刻画，竟可以如此
神伤般的诗化，高欢这个印象中极为残暴的武人，却也有温存的一面。“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欢闻之，“自和之，哀感流涕”。不禁让人感慨
“总是个体生命的浮沉吸引了后人的目光，而在历史发生的时刻，个人又总是被覆盖、被湮没的。”
再以后的文章，如《陈留公主》，无疑是一篇考证相当精密的佳作，读之足见作者之史料解读功力。
书中的最后一组文章，是作者田野考察所见所感。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有时不仅需要时间的贯通，更
需要空间的体察。亲身置于历史现场，感受中的那种亲切与陌生，是每个历史人难以自免的。此外，
本书以《杀人石猜想》为名，虽然有归纳全书主旨之深意，但标新立异以图吸引读者之嫌疑恐怕更大
。另，书中《话说飞狐道》一文，在叙述飞狐道的组成时，写道“从涞源县城经金家井、留家庄、团
圆、石片几个村，到黑石岭北麓的伊家铺，凡五十里。”（p182）经查地图，伊家铺乃在黑石岭南麓
。此文后又说“伊家铺是黑石岭山南最重要的驿铺”（p183），可知上句“北麓”乃“南麓”之误也
。
4、本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请读者朋友们关注。本书特别设有专门的网站，载有本书的精彩片段
和图片，期待读者朋友们的参与哦~网址是：www.sharens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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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石猜想》

章节试读

1、《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99页

        吕氏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得自祁氏澹生堂。澹生堂散书之时，“菁华归于南雷，奇零归于石门”
（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黄宗羲与吕留良分获了祁氏珍藏。在《吕晚村家训真迹》中，有
吕留良手书《得山阴祁氏澹生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大火是吕无党的小名，吕留良与无党书信，率
皆称曰大火）二首。其一曰：“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
人。”其二曰：“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最后一
句自注云：“祁氏参临济宗。”指祁理孙晚年佞佛，不大爱惜祖传藏书，“视同土苴”（祁理孙外甥
赵昱《春草园小记》）。诗中吕留良的得意之情洋洋溢溢，对祁氏后人全无悲悯同情，和他诗文中的
一般情绪大大不同，也许是一时高兴过了头吧。

2、《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182页

        四十里峪，是从黑石岭北麓的岔道村算起，到北口村结束，长约四十里。从北口到蔚县城关，是
三十里。从涞源县经金家井、刘家庄、团圆、石片几个村，到黑石岭北麓的伊家铺，凡五十里。从伊
家铺上山，到黑石岭堡，是十里。黑石岭是桑干河与拒马河的分水岭。从山顶往北，沿着一条干涸的
古老河谷下山，经大宁村到岔道村，又是十里。这些相隔十里一个的村庄，基本上也是古代驿铺所在
，有些可能就是从驿铺发展而成较大聚落的。这样，从涞源到蔚县，全程一共一百四十里。“从涞源
县经金家井、刘家庄、团圆、石片几个村，到黑石岭北麓的伊家铺，凡五十里。”，应为“到黑石岭
南麓的伊家铺”，详见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813635/discussion/36069044/
从涞源到蔚县的全程：
涞源县→金家井→刘家庄→团圆→石片→伊家铺→黑石岭堡→大宁村→岔道村→北口村→蔚县
其中，涞源到伊家铺50里，伊家铺到黑石岭堡10里，黑石岭堡到岔道村10里，岔道村到北口40里（四
十里峪），北口到蔚县30里。加起来就是140里了。

3、《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210页

        被作者猜想为杀人石的突厥墓前石条长列也有可能是族人墓地的＂立石建标＂的墓碑群，或者是
随葬和殉葬者的墓碑标记（突厥也确有殉葬之俗）；
（伊朗近土库曼斯坦的东北部高原上的墓葬群，几无边际，有可能是古代突厥人迁徙中留下。值得更
多关注，颇可资参考来作突厥葬俗的猜测......

4、《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211页

        传统葬俗已经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源。虽然作者说的是中古时期的突厥，但是婚丧嫁娶等等的传统
习俗仍可成为一种政治资源。

5、《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123页

        罗新《陈留公主》一文中有段话：景明二年五月，就在王肃病死的前两个月，孝文帝的弟弟咸阳
王元禧因谋反罪名被赐死。《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上》记载，元禧与公主妹妹诀别，托以后
事，言及自己的一二爱妾，这位公主又是伤痛，又是愤怒，骂道：“坐多取（娶）此婢辈，贪逐财物
，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复嘱问此等！”我曾经想像这位性格鲜明的公主，就是陈留公主。如果
真是这样，我们还可以知道陈留公主应当与元禧同母（封昭仪），而且也知道了她为什么拒绝高肇的
求婚，因为高肇是元禧之死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受过学术训练的人都知道，要使你的研究经得起推
敲，千万不要做类似的假想。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有材料证明这位斥责兄长纳妾的公主，就是
陈留公主，我是不会太惊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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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愿意想象这位公主就是陈留公主的，当然史无明文，也只能想象一下而已。陈留公主真是个
有故事的人。

6、《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98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影印出版《吕晚村杂著·吕晚村文集》《吕晚村杂著》是手抄本⋯⋯目录
页钤有“志在青云”印，题“精一斋蔡容虚衷氏偶录”，下钤“蔡容”、“图书”两章。目录页的空
白处，浓墨劲书两行字：“悖逆之人作吠尧之词，终受天戮，存此以昭炯戒。”而在抄本的最后一页
，同样的浓墨劲书一行：“几十年读书养气，断难谐此等境界。”今天在旧书摊上，也常常遇到这类
旧书。我就买到过一本某名家的藏书《论语正义》，扉页上写道：“流毒无尽，警惕警惕！”下面就
是这位名家的签名。呵呵呵

7、《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43页

        村和区的意见，都是要求枪决李光华。可事实上，李光华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了劳动改造鲁迅
《随感录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http://www.luxunhome.com/a/refeng/20120615/366.html今天翻友邻广播的
时候恰好见到有人推荐大先生的文章，可谓无巧不巧。
PS：某年家庭聚餐，席间大伯谈起家族往事。我爷爷年轻时是一个属国民党的工人组织成员，据大伯
的说法，他加入这个组织简直是稀里糊涂，貌似这个组织的干部有共党的内线，为了稀释这个组织的
国民党影响，就把我爷爷忽悠进去了。49年后，一开始还很太平，但终于还是被秋后算账（哪一年我
大伯没讲），我爷爷被判刑，送到了新疆的某农场劳教。后来我大伯上山下乡，成了入党积极分子（
按我大伯的说法，他是当地男知青的入党头号种子，还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可是却一直没能被批
准。终于有人告诉我大伯，他不能入党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历史有问题的父亲，并说党还是很看重
他的，只要他写一份与我爷爷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就可以入党了。我大伯思量许久，决定见我爷爷一
面再说。于是他向团组织要了一份介绍信，从陕西一个人跑到了新疆，终于见到了我爷爷。大伯没说
他和爷爷见面的细节。但他说，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爸爸终究是爸爸。于是大伯他断了入党的念头
，在陕西一待三十多年，90年代末，才按政策一家人回了上海。
大伯说这段往事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多年，我后来也没有再问过，所以许多细节都不清楚。印象中
，爷爷沉默寡言，最常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坐着喝酒，也不说话，光是喝。记得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
曹阳路桥上骑儿童车，我晃晃悠悠的骑着，他就在后面跟着，到饭点了，就带我回去吃饭。记得有一
次，学校放假，我哥哥从陕西来上海，下午的时候爷爷一边吃酒，一边和我们说话，貌似是谈狗和猫
那个更好。爷爷开始谈了几句，后来就全是我哥哥在说了。这是我记忆中，爷爷唯一一次说话比较多
。后来爷爷突然瘫痪了，又突然死了。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保姆。我下班回家只看到我爸爸拎着
一个花圈往楼上走，我知道爷爷死了，那天真的很伤心。

8、《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94页

        吕无党，就是吕葆中，吕留良的长子，原名公忠。我最早知道这个人，是看《鹿鼎记》，小说一
开始与吕留良讨论“鹿”、“鼎”二字的那个小孩，就是他。不过金庸后来所引吕留良《拟如此江山
图》的诗句，大大简化了，原诗很长，且最后一句“收取残山与剩水”也极有意味，可惜没有用进去
。而且，小说中称《如此江山图》是查士标所画，也不符实，据吕留良的诗序，原画乃宋末陈仲美所
作。原来如此

9、《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1页

         罗新老师《杀人石猜想》，一年前在尚文书店买的，一直没有读，一半是因为大部分文章多年前
已在“往复”上拜读过，一半是因为想把它作为兴奋剂，心情荒芜，精神疲倦时用来提神。罗老师的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也有这种作用，但效果是间接的，不如这些
文章来得亲切有力。最近趁上下班坐地铁，将这本书重读了一遍，许多已忘记的细节再次变得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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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动于胸中的是久违的情怀。大海道、香格里拉、飞狐道、五会岭、杀人石，仿佛都在那个大大的、
圆圆的、红彤彤的落日下闪耀光芒，陈留公主、吕无当，连同那失落于历史洪流中的档案袋，重又跳
到故纸上走动、呼吸。往地铁外望望，转瞬即逝的灯光有如流星，它们一定是急着赶路，好到书中的
毛乌素沙漠去照耀沙子，点缀天空，空调总是开得很足，让人想起雪天里藏区寺庙中翻读经卷的僧人
。
合上书册，思绪仿佛很远，很游离，却又如此清晰、安稳，封底上罗老师这样写着：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向何处去？古老的问题一再地响起。只有心灵清澈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充满生命意义！

10、《杀人石猜想》的笔记-第100页

        然书籍留人，恋恋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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