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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介绍了一个将会受到持久注意的研究课题。
本书先是于2006年在加拿大和美国出版，如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了面向中国大陆读者的简
体中文版。
至于这一研究将如何改变人们的历史观念，我们目前很难具体设想。
发现的规律就是如此，思想进步的历程就是如此，逻辑推演的结果就是如此。
发现的规律、历程和逻辑存在于我们之中，但又高于我们。
它们乃是全人类共同求知愿望的精华。
本书展示了一个跋涉者，沿着一条遍布荆棘的未知道路艰难跋涉的经历。
他奋力前行的目的，是希望做出些有意义的发现。
他所走过的这条发现之路，始于加拿大东部沿海地区一片山麓上的一处年代久远的遗迹：它的覆盖范
围既有中国大明王朝，又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涉及北美的原住民。
这一发现其规模和范围都是惊人的——无法解释的遗迹，湮没无闻的史实，纠结歧解的文化，无法确
认的国度。
然而，分析所有这些谜团的结果，看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在久远的过去，加拿大的东海岸边曾
存在过一个中国人营造起来的城镇。
这一发现行将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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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2年盛夏，保罗·夏亚松在加拿大的布雷顿角岛发现了一条既宽阔又平整的古道。
于是，他花费了整整两年时光，遍查历史档案和典籍，力图找到有关这条古道的记载。
他以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考证相结合，推理出惊人的结论，即远在欧洲探险家卡伯特到达该岛之前，
中国人已在那里建立了颇具规模的移民区。
作者在这部别开生面的书中，解释了此移民区湮没无闻的原因，并以令人信服的考证，指出了北美原
住民米克茂人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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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夏亚松（Paul Chiasson）是耶鲁大学建筑学家，对宗教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有相当的造诣。
他出生于加拿大的布雷顿角岛，是从欧洲前来北美之最早移民的直系后裔。
他曾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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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荒野中的人工凿痕2005年5月6日，我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芒福德讲演厅的
前排坐椅上，四下打量着来到这里，即将给我的讲演做出评判的与会者。
这里正在举行一届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探讨中国古代的海事。
研究的重点是在欧洲尚未进入发现的时代时，中国所绘制的世界地图。
这一议题曾在学术界中引起过激烈争议。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上午，一个接一个的讲演者，通过对纬度测量、原始资料、古旧地图的分析研究，
提出了足以能够重新打造北美洲历史的种种观点。
大厅里洋溢着振奋人心的气氛，人们似乎看到一扇朝向往昔的窗子已经打开，远处现出了一个轮廓，
令人惊奇，也令人兴奋。
我和其他讲演人身份不同，既不是考古专家，也不是历史学者。
我来自加拿大的多伦多，是搞建筑出身的，充其量只能算个偶然的“下海”者，压根儿不曾设想过自
己有朝一日会厕身于这两类学者之列。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大西洋北端有一座岛屿，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
两年前，我无意中进入了该岛一处从未被人研究过的、也早已被人们忘却的地段——山顶一带的几处
废墟。
我多少有些焦急地一面等待着主持人向与会者介绍我的简历并让，我发言，一面回想着那些躺在沉寂
中无人理会的废墟。
不难料想，一旦我发表这番讲演后，大家必然会对这块不小的地域当年的种种情况、对这片建筑群的
缘起和后来圮毁的因由，以及对它为什么竟会湮没无闻提出种种的质疑。
在我站到讲台之前，脑海里闪过的最后一个鲜明影像，就是我在那片荒芜的废墟上所发现的带着凿痕
的石块。
直到我在这里开口之前，这片废墟的巨大与神秘，还是只由我一个人单独领略的感觉。
当年，在我第一次登上这座山丘，来到这片废墟上时，曾在离开前独坐了一阵，俯瞰那一望无际的大
西洋。
我脚下的这片废墟，沿着一面不很陡峭的山坡向海洋的方向伸延，呈现出它在久远的过去曾受到人工
设计与改造的痕迹。
它的整体形状，是在坡地上开出的一个相当规则的长方形，只是由于岁月的侵袭，边缘处已经被不少
云杉占领。
沿着山坡走向鳞次排开的水平地块和石块铺砌的平台，虽然都已经大大地走了样，但仍然能够看出其
符合某种全局安排的匠心。
上百年的人迹罕至，使石块上长了一层层苔藓，上面还挂着朝露。
若有若无的雾气，浮荡在这片荒凉的地表上，真是一处极美的所在。
要到这里来，得走过长长的一段艰难道路，这使我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当年营造这处地域的人，会
不会是一群远离家园的惊弓之鸟呢？
即使在最初刚看到这片废墟时，我就知道它在当初绝不会是一个马马虎虎形成的渔乡、农村或者山寨
。
我相信它是一处远早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萌生扬帆远航的想法之前便已供成百上千的人生息了多少
代的固定居所。
通过两年的历史考证，我做出结论认为，当年这是一处中国人的定居点。
今天，我就是到这个讲演厅来公布这一发现并介绍有关情况的第一人。
如果在座的学术界相贫我所言不虚，也就是说，如果我能证实，本人花费若干年的辛苦研究所得的结
论是站得住脚的，这一天大家能在远处隐约看到的那个轮廓，就会蓦地清晰起来。
大会主持人宣布了我的名字。
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年长夫妇凑过身来，预祝我取得成功。
我紧紧握住讲稿，向讲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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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段攀登之旅始于1993年。
那一年，我被查出HIV阳性，也就是说，我体内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罹患了艾滋病。
当时我是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这一疾病的。
在全家人聚在一起时我说明了自己的这一情况，又给自己打气说，我来自民风顽强的阿卡迪亚地区，
本人又是苏格兰这一支强悍民族的后裔。
我的血管内，流淌着先祖当年在布雷顿角岛不畏艰险建起家园的同一血液。
两年前，也就是1991年，我辞去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职，回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市。
后来，在确诊本人HIV检查呈阳性的过程中，我认识了艾滋病专家安妮·菲利普斯医生。
这位女医学博士有三个女儿，丈夫也是位医生。
她以自己的仁爱和学识，得到了我的信托。
在90年代中期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刚投入临床使用，我也在分析它们的种种效果和副作用。
菲利普斯医生告诉我说，如果我不立即接受药物治疗，就活不过六个月。
我便接受了。
接受一段治疗后，我居然又在多伦多恢复了自己的建筑师的行当——至少我的病容已经消失。
我相信，我的身体迟早会好起来，病痛的折磨迟早会离我而去。
然而，到了世纪末时，这种胜利感已所剩无几。
我体内的病毒以变异的对策来对抗药物的进攻，我的健康状况又有所恶化。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病痛的影响——要知道，我本并不是那种对死亡怀有种种慨想的人，我对于古旧建
筑的情感日渐加深。
营造建筑是我的老本行，但如今，我却在废墟中发现的建筑物佐证中找到了慰藉——就连最宏伟的人
类设计，到头来不也都会被大自然夷毁吗！
所剩时间不多了。
然而，有些我喜欢的地方和建筑物还不曾亲自去过。
对于建筑遗址，我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我是了解西方建筑的，曾在大学里给一年级学生们开过几门有关的课程，还曾为研究它们而在法国和
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
但是，对于中东的建筑，如埃及的金字塔和大马士革的室内市场和清真寺，我还都所知不多。
2000年初春时分，我说动了我的朋友贝丝，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在中东兜了好一气。
我们带着满满一书包导游手册，从叙利亚北端的骠骑城堡，一直跑到约旦南部的佩特拉古城；接下来
，我们又到埃及，漫游了西奈沙漠，参观了尼罗河谷的古迹和卡纳克的神庙。
我觉得，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大规模游历了。
那一年年底，我的心又将我召唤回自己的出生地布雷顿角岛。
当年，为了了解这里的历史，我坐在外祖父的汽车后座上，驱车走过乡间的粗糙道路，也徘徊在寂静
的墓地里，度过了童年的多少个午后时光。
当时，外祖父已经退休，外孙则好奇心十足，一老一少又都有难得的闲暇。
我们一起在岛上攀登，在1763年——当时此岛叫王室岛——被英国人毁坏的法式建筑的废墟间流连，
浏览墓碑上的铭文，在深草里逡巡。
天黑后，我们才一边享用着冰淇淋，一边驱车回家。
置身于浓雾的笼罩下，在嶙峋荒凉海边上，徜徉在遗址的残石间——这些便构成了我的童年之梦。
一身戎装的士兵们列队前进，被纷飞炮火的浓烟裹住的海盗船，都曾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
如今，我又需要感受它们了。
2001年夏，我去悉尼看望双亲。
悉尼是布雷顿角岛上的最大城市。
借此机会，我又去看了布拉德瑞岛上的一座古老的灯塔。
该岛得名于当年阿卡迪亚时代在那里务农的一户人家的姓氏。
这里的东面就是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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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灯塔，我又向北面一路望去。
如果说，整个布雷顿角岛的形状正如同人伸开的左手的话，我就是站在这个“大拇指”与“食指”之
间的“虎口”处，隔着布拉多尔湖，向湖对岸的多芬海岬眺望的。
那里是一片耸立的山岩，完全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我在孩提时代从不曾去那里游历过。
我在当天返回了双亲的住处，随即便从他们的藏书中寻找有关布雷顿角岛历史的信息。
随后，我又去了悉尼市的图书馆——小时候，我几乎每个周六上午都泡在那里——查阅布雷顿角岛的
史料，从索引中寻找各种可能涉及多芬海岬岩壁的条目。
当年从法国来到这个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就是后来的阿卡迪亚人——留下的记叙，都是在讲述与我
的家族有关的故事。
17和18世纪时期我的先祖们的业兴业衰，都呼应着美洲这里的潮起潮落。
在我的心目中，历史绝不单单只是学者们的清谈，而是与我息息相关的真实生活。
1524年这一年，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指挥着一艘法国船，扬帆来到北美大西洋海岸大
约今日的北卡罗来纳州一带。
他将古希腊传说中的世外桃源阿卡迪亚这个名称给了这块地方。
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笔下，这处世外桃源是个充满田园诗情的美丽所在，到处是清冽的泉水和柔密
的细草，群居着一些过着返璞归真生活的高尚君子。
16世纪的一首题为“阿卡迪亚”的抒情散文，更使这个洋溢着牧歌气氛的所在广为人知。
不少身处连年战乱的欧洲人觉得，或许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和平的浪漫梦想会成为现实，古
老的欧洲会在这样的新土地上重生。
1604年，年轻的法国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试图在这个新发现的阿卡迪亚开拓一个永久性的移
民点。
他先在如今的美国缅因州一带尝试，继之又将地点移到今天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西海岸。
在此开拓过程中，这位法国人同当地原住民中的米克茂人打上了交道，交换后者猎得的毛皮。
就这样，有个名叫阿卡迪亚的好地方，可以让移民过上好日子的消息就传了开来。
接下来，便从法国移来了年富力强的男子和女人，其中多数从法国西部港口拉罗谢尔前来。
他们在早春时节搭上小船，指望着能在7月前后到达新大陆。
船员们也是这样希望的。
17世纪50年代，我的老祖宗居永·夏亚松就这样来到了北美的拉瓦雷，因此被人称为拉瓦雷的夏亚松
。
他当时只有20岁，是个单身农夫。
1666年，他第二次结婚，娶了让娜·贝尔纳为妻（后来又再续弦一次）。
他们养育了一大群子女，其中一个叫塞巴斯蒂安·夏亚松的男孩，就是我的直系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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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朋友推荐，我读了Island 0f Seven Cities：where the Chinesesett／ed When They Discovered North Ametica
（直译成中文应是《七镇岛：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一书，为其独特的内容和绝对的写实精
神所吸引，一气读完，并产生了将它翻译成中文的强烈意愿。
现在，在三联书店的支持下，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终于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了，这使我十分畅意。
此书是加拿大人保罗·夏亚松（Paul Chiasson）讲述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穷数年心血的考古发现。
我喜欢读它，是因为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那些被现代商业化社会紧紧裹挟的人提出了一种发挥
主动精神，过一种对社会更有意义、对自己也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我希望译它，是因为书中的内容，
将加拿大与中国更亲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我还属意于通过此书，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一下如何对待学术界中的“弱势群体”。
发明和发现是社会发展的前沿动力，对此大概是无人怀疑的。
与此同时也给从事这两种活动的人——无论事业是否有成，带来了充盈的满足感——阿基米德的“尤
理卡”狂呼，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名言，都有力地证实着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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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述: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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