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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脉寻踪·中华远古文明疑辨录》主要探讨我国远古社会及远古文明中的种种文化现象，着重
辨析了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母系氏族制度成因，中华民族的最早远祖，中国古文字产生的
历史时期及其创造者，我国远古部族间的斗争与帝位继承制度等社会史文明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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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仓林忠，1950年生，江苏盐都县人。
1975年12月毕业于江苏师院，现为盐城工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先后在中学、高校长期任教社会史、中国革命史、哲学等多门马列主义公共课和思想品德课课程，创
行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学科五步式教学法。
近年来，发表各类论文及散文、诗歌、小说数十万言，获江苏电大学报1996-1998年度论文一等奖，南
京市关工委、文教工青妇等数十家单位组织的国际母亲节宝庆杯海內外征文大赛二等奖，第三次全国
优秀职教文章评选活动一等奖，第二届中国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征文评选活动一等奖，盐城市第三至第
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两项，江苏省教育工委及省纪检监察研究会论文
评选二等奖五项，盐城工学院教育科研论文一、二、三等奖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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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龙脉寻踪：中华远古文明疑辨录一第一章　文字不能涵盖文化内容 陶器才是文明时代标志——关于人
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的辨析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文明与文明社会的起始
。
笔者认为科学的出现才是文明的起源，远古人类最早最显著的科学成果是⋯⋯第二章　人口生育重于
物质生产 血亲关系导入母系社会——关于人类社会首先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根本原因的辨析周一良、吴
于廑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形成的原因是妇女在采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在那个时代，妇女从未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要地位，原始群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因是⋯⋯
第三章　龙非神灵与蛇而是水物 鳄聚各族图腾象征中华——关于中华民族象征“龙”原型的辨析方酉
生等认为，龙不存于生物界，是古人想象出来的虚拟的神灵。
闻一多等认为龙的原型是蛇。
笔者认为龙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着的水生动物，它是⋯⋯第四章　凤凰非神鸟鸵鸟抽象符 赤鸾乃东天红
鸡长尾雉——关于中国历史传说中凤凰原型的辨析何新认为凤凰的原型可能是风神、太阳鸟、鸵鸟，
是一种宗教哲学中的抽象崇拜物和艺术美感所表现的造型符号。
笔者认为凤凰既非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也不是鸵鸟，而是自然界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极为美丽的鸟，它
是古日本⋯⋯第五章　男从妇居中国文字滋繁 纪时卜祀表意符号发源——关于中国古文字产生历史时
期的辨析⋯⋯《龙脉寻踪：中华远古文明疑辨录二》《龙脉寻踪：中华远古文明疑辨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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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出这样的论断，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认识。
　　其一，同近代科学一脉相承的古代科学出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革命性改造和突破，体
现了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和认识上的极大飞跃。
故而它同文字一样，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革命性大事件，也是标明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
易于识别的坐标。
　　其二，同文字不同的是，科学的因素融贯于整个人类物质财富创造的全过程，其概念涵盖了作为
精神财富的教育、艺术和文字等全部学科的知识体系。
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都是由若干个步骤或举措构成的，这些步骤或举措相对于’科学的坐标，或
符合，或接近，或背离。
符合或接近科学坐标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就顺利，收获就大；反之，其创造过程就曲折反复，收
获小甚至一无所获。
人类愈是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就愈要使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和举措，都尽可能地接近或符合
科学的精神和原理。
所以，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伴随着人类科学知识的增长同步前进的。
鉴于这一同步，科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很早的历史时期。
与此同时，作为文化内涵的教育、艺术和文字等精神财富的出现及其各自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
无不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无不各自经历一个科学的发展过程，最终它们本身无不成为整
个科学体系中一个或大或小的分支。
任何一门古老的独立学科的产生，同时也标志着某一科学体系的产生。
而这些学科产生的潜在动力，就是人类主观能动地认识世界、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精神、科学
思想和科学实践。
一正是在科学的推动下，艺术的形式才得以发展提高，教育的内容才得以深化更新，文字的符号才得
以出现演变。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借助于科学的轮翼，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却不必非得依赖于文字的舟车。
科学是伴随着原始人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践，伴随着教育和艺术向前推进的历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先于文字的东西。
所以，科学是它自身以及一切文字、艺术、教育活动的本质内容及其产生、发展的必要温床和基石，
所谓文化、文明或开化的本质与核心，是科学而不是科学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
有鉴于此，虽然科学与文字对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进展变化，都具有巨大的革命性突破性推动作用，
但由于科学的产生远早于文字，它在文字出现之前就使人类社会从蒙昧无知状态，转入到了具有科学
精神、科学思想、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文明状态，故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不是文字，而是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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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探索中华民族远古时代若干文明文化现象的书。
　　这是一部旨在引发读者对于中华远古文明的兴趣及相关讨论的书。
　　这是一部诱导和启发青少年运用思辨方法阅读和研究社会文明史著作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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