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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考古发掘资料、古代器物和古文献资料为基础，综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民族学和
天文学研究，系统探讨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文考古学问题，揭示了古代先民在天文学领域所
取得的突出成就，阐释了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天文学起源与文明起源的相互
关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开辟了新途径，
对古代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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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时，1958年10月生于北京市。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
学院特殊学科“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考古学报》副主编。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常务理事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和天文考古学，旁涉商周考古学、商周史、前秦思想史、科技中及历史文献
学。
出版学术著作8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金文文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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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都表明传说中一日乃由一乌所负载。
事实上，从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到汉代石刻画像的同类图像中，我们看到古人所描绘的金乌负日图中
的负日者也均为一乌，与文献所记密合。
其实，即使从常理考虑，搬运太阳似也无需二鸟。
　　上述分析表明，河姆渡文化双鸟日纹图像恐怕并不能简单地与金乌负日神话加以比附，它的含义
理应重作斟酌。
　　尽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资料已经公布了二十馀年，但是在研究中，雕绘于豆盘上的四鸟日纹图像
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刻有这一图像的陶豆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1文化层，也即属于河姆渡文化年代最晚的一期，因而它的
图像比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3、4文化层的两组日鸟图像已大为简约。
尽管如此，我们通过对这三组图像构图的分析，仍可以看出图像中围绕太阳的鸟均只绘有鸟头，未绘
双翼，这意味着三组图像不仅具有某种共性，而且这种共性应该反映了它们具有相同的含义。
显然，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阐释四鸟日纹图像的含义，那么这对正确理解双鸟日纹图像无疑大有帮助
。
　　豆盘所绘图像的特点是，图像中四鸟盘环，每鸟各守一方，中央的圆形似为太阳，这使我们想起
了四时与四方。
古人认为，太阳之所以能在天空中运行，那是因为有金乌的载负，因此，乌运行到什么地方，也就意
味着太阳运行到了什么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太阳在天空中每一位置的变化，都需要靠乌的搬运来完成。
假如先民们对太阳的周年运动确实有着认真的观测，那么，金乌运载着太阳东升西落，南行北进，不
正是四时日行四方的写真！
同样，牙骨雕板上的图像如果有与此相同的含义，那么它无疑体现了二分日时太阳分主东、西两方的
古老观念。
　　虽然金乌负日及四时主四方的传统为中国文化所特有，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在东北亚乃至美
洲印第安民族的早期文化中居然也找到了这种传统的痕迹。
这些与河姆渡文化日鸟合璧图相似的图像，为探索河姆渡文化同类图像的含义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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