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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籍。
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较为圆满地破解了汉字或甲骨文的大致起源，从而也为彻底解开华夏文明的起源
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从小处学术而言，本书通过中国各地区古陶文对中国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史前遗址进行了“陶文断代”
，其结果令人震撼——暴露出的诸多严重问题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早期文明史应该全面反思乃至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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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三，女，现居北京；2004年起连续出版了数本“破译飓风系列”，其中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
《向东向东再向东》、《历史也疯狂》、《锁定红海》、《难以置信》、《罗马有多远》等。
本书为该系列之第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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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方早有专家提出，“汉藏语系”实际上与“印欧语系”是一体的，并且有一个概括性名词就叫
“亚欧语系”，估计中国体制内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学术思想体系，所以也很少有中国人知道。
　　“亚欧语系”一体的支持者不在少数，中国也大有其人，但是考虑到“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固
定模式带来的前提性压力，很少体制内人做这类研究。
对于有些人而言，这肯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大家在等待一个学术环境更为成熟的时机。
目前明确提出印欧语系与汉语关系密切的研究者，都有海外生活或教育背景，说明他们思想开放，思
维活跃，不受传统约束。
　　周先生的书我还没看完，只是出于某个需要我将其作为语言词典使用，最先查看了其中的第五部
分《汉语和印欧语对应关系词》。
我以前粗浅地觉察到中国古汉语的欧化风格，大概在拙著《罗马有多远》中有所提及，没有想到有人
做过如此系统的工作，一时“相见恨晚”。
这一次集中看了这些上古词汇的构拟音与印欧语的对应关系，有醍醐灌顶之慨。
　　我统计了一下，“对应关系词”这部分书中取词共260个，“基本词汇”占有量可能在50％左右，
也就是说“核心词”比例大约达到这个程度。
而今天现代北方汉语和南方闽方言的同源或相似率不过才56％，北京话与吴方言的比例才73％，所以
对应关系率的比例假如是50％，当然就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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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全球知识界，对于包括中国历史 在内的远古世界的了解，是非常有限
的，比如100年前我们还不知识甲骨文的存在，比如30年前我们还不知道有三星堆这样一支显著的文化
，世界瞩目的敦煌学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科学地了解，可能才刚刚开始。
假如之前有一点所谓历史知识的话，那么在今天也到了急待更新与重新审视的时代。
中国文字起源的神秘面纱，很可能就要在21世纪真正揭开。
　　——苏三　　中国文字的原始应该从殷商再上推前一步，不应局限于青铜时代。
关于古陶器上的符号资料，应该仔细去加以分析，展开作为“史前文字学”看待；在古代文化研究的
领域内，除了器物形态之外，还可增添入这一个崭新的项目。
“史前文字学”，在古文学当中，应该算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其研究方法及着眼点，不尽与古文字学
的一般研究方法相同。
　　——《符号·初文与字母》 饶宗颐　　目前尚难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给出适当系统的表
述。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方面的研究会构成古文字学的又一分支。
可以预见，21世纪中国古文字学将有重大发展。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古文字学一定会有令人惊异进展，大家且试目以待。
　　——《清华历史讲坛续编》之《古文字学的现状与展望》 李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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