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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争议，是“保持高度一致”的反义词。
有人害怕争议，甚至制止争议；有人喜欢争议，甚至制造争议。
我呢？
既不怕争议，也不爱争议。
我不笼统判断事物是有争议好，还是无争议好。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当今有些话题，就效益而言，不争议则已。
一争议则引人注目，比不争议更有奇异收获。
　　东方伊甸园，就是这么一张由于引起争议而收到奇效的“城市名片”！
　　那就从近年兴起“城市名片”之风说起吧。
　　香港始作俑，打出别号“动感之都”；内地都市为了提高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纷纷效法香港
模式，打造“城市名片”。
例如大连自称“浪漫之都”，杭州自称“爱情之都”，南京自称“博爱之都”⋯⋯成都历来勇于跟风
，这次岂能落伍。
当时，锦江儿女正陶醉在“中国第四城”的自豪气氛里。
但是，抽样调查成都市在全国的知名度，结果并不理想。
有的直言成都的名气不及重庆、西安、昆明。
我们别怪外省人无知，成都应该反躬自省，必须加速推销自己。
举措之一，就是进入时尚的游戏规则，赶快设计一张响亮的新名片。
我参与过几次为成都征求“城市名片”的活动。
市民踊跃献计，专家热心取名：“西部口岸”、“人居天府”、“三国胜地”、“商贸锦城”、“美
食之都”、“休闲之都”、“会展之都”、“文彩之都”、“成功之都”，以及“上帝最宠爱的地方
”、“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走了还想再来的地方”，乃至戏说为“无法言说的地方”⋯⋯花样
虽百出，效果都一般。
有的太空洞，有的太具体；或失于片面，或过于老实。
只强调名称的准确性，忽略了名片的吸引力。
国人一听不新奇，“老外”一听更隔膜，很难起到海报作用，没有收到广告效益。
　　后来居上，形成气势，引起强烈反响的，是子德先生推荐的妙名——东方伊甸园！
　　这个美誉，原是外国人约瑟夫?比奇早在20世纪初期旅行考察川西之后对成都平原的形象比喻。
该史料白纸黑字，见于1920年美国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
类似的比喻，还有更早的例证。
1911年，美国旅行家罗林?夏柏林发表游记《登临中国西部的阿尔卑斯山》，他用西欧的山脉来比喻中
国蜀山。
如此东西嫁接的形容词，还可以列举西安是古代东方罗马，苏州是现代东方威尼斯。
更典型的中外嫁接比喻，是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外交逸事。
当时，中国代表团带去国产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供各国朋友欣赏。
周恩来将片名巧妙地译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突破地域障碍，通行五洲四海。
或许子德先生受了上述智慧比喻的启发，他借用约瑟夫?比奇对成都的美誉“东方伊甸园”，在《科幻
世界》网站上发表长达两万字的论文。
他广征博引，以人类文明发祥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灿烂的历史文明这三项优势为标准，详细论证成
都被称作“东方伊甸园”的合理性。
消息传开，三次荣获艾美奖的美国制片人比尔?爱恩瑞夫闻风而至，亲赴蓉城拍摄宣传片，向媒体宣传
他梦想中的“东方伊甸园”就是成都。
　　于是，成都的“城市名片”飞速转移到“东方伊甸园”！
　　于是，海内外报刊网络在争相传播中爆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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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彩与质疑交响，首肯与摇头碰撞。
在持续的争议中促使“东方伊甸园”成为网络年度点击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于是，一年一度的
都江堰放水节更名为“东方伊甸园放水盛典”。
比尔的宣传片《成都——东方伊甸园》通过美国WESTGLEN公司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
亚特兰大等地的1500余家电视台播出，受众约940万人⋯⋯　　于是，国内几十家报社记者云集成都，
专题聚焦“东方伊甸园”。
众多专家学者分别在成都国际高尔夫山庄与上海住交会上讨论“东方伊甸园”⋯⋯　　于是，成都策
划“东方伊甸园之旅”，联络全国80家旅行社，组织100架旅游包机，载运两万乘客到成都观光⋯⋯　
　于是，旅游推动招商。
“东方伊甸园”名片打出一月后，英特尔公司决定在成都注资3.75亿美元；半年后，全国500强企业中
已有80余家落户成都，总数位居西部第一；到了年底，成都登上CCTV“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
”的金榜，成为中西部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于是，事实说明成都2004年度的旅游、招商
、引资等等成果，与年初大胆打出“东方伊甸园”名片有着一定程度的内在因果关系，这一张城市新
名片，确实提高了成都的国际知名度，确实直接促进了成都经济长足发展。
　　自从争议开始，我早就谈笑解颐。
“东方伊甸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化活动，而是旨在拉动旅游、招商，尤其是吸引外资的经济
营销策略。
如果以学究式的眼光去作烦琐的考古论证，岂不是过于迂阔了呢？
！
在两个古老称号“锦城”、“蓉城”之外，多添一个现在绰号“东方伊甸园”，与成都文化无损，对
成都经济有益。
　　当记载这次争议的书稿《碰撞：东方伊甸园》付梓之前，我提笔作序而联想到著名的“猫论”，
那警句众所周知，不妨活用于此，就无须我照办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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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伊甸园作为成都新名片提出来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赞成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借用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来张扬天府之国的人文自然资源，来
诠释成都，来“推销”成都，不失为妙笔。
反对者认为：这是没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天府之国”和“锦绣成都”就够了，没有必要借一个带
洋味的文化符号来装潢自己，弄不好还引来西方文化侵略或宗教纷争。
是非曲直，编者不妄加评说，仅将各种观点的文章和盘托出，供读者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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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希伯来人所撰写的《圣经》问世以来，人们不断地在寻找伊甸园。
这实际上是追寻人类文明的足迹，寻找人类文明的摇篮。
古人类学家和宗教界人士认为，作为人类伊甸园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二是温润
的气候环境，三是远古的人类文明。
　　一、伊甸园在哪里呢？
　　虽然伊甸园是《圣经》中虚构的故事，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仍然围绕伊甸园追寻人类古老的
文明。
埃及的金字塔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化，都吸引着数以千计的学者们去
发掘、去验证，试图从古老的源头中找到人类文明的“母国”，找到人间的“伊甸园”。
　　许多年来，学者们都把探寻伊甸园的目光投向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的
两河流域。
他们的主要线索便是《创世记》所载的伊甸园中流出的四条河名。
　　两河流域虽然肥沃宽广，然而和《圣经》中所描述的伊甸园的温润气候不尽相同。
亚述地处底格里斯河上游，河谷狭窄，大部分是山地，由于气候干燥，降雨之神被奉为亚述的主神。
为了祈雨，亚述经常举行特殊的巫术仪式。
伊甸园就位于亚述之上，要找出这样一块四季如春的气候温润、花果繁盛、溪河横溢的乐园，很不容
易。
　　尽管如此，一部分学者仍顽强地继续在两河流域寻找伊甸园，他们把搜寻的范围扩展到西起地中
海，东至两河流域，北面止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南至红海岸边的埃及南部。
在对两河流域搜寻伊匐园迟迟没有结果时，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别开蹊径，或从故纸堆中，或从各式
各样的民间传说中，试图找到伊甸园曾经存在的线索。
这些学者称：伊甸园曾经存在，但已经沉人海底，故无法发现。
　　在林林总总的伊甸园沉没海底的传说中，有几种最具代表性：　　一是伊甸园即地中海说。
1920年，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首先提出了关于“地中海盆地”的猜想，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根据这一假说，学者维克托?希斯首先提出了地中海盆地即伊甸园的推论。
　　二是伊甸园即亚特兰提斯说。
亚特兰提斯即在美洲、非洲和欧洲民间相传数千年前沉没了的大西洲。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便在他的两篇对话录（《泰密阿斯》和《克利斯
提阿》）中，对亚特兰提斯的传说有过详细的记载。
　　自柏拉图这篇著作问世以来，两干多年间对亚特兰提斯的探寻和研究便一直没有中断。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亚特兰提斯便是伊甸园，致使沉没的是上帝。
　　三是伊句园即姆大陆说。
1926年在英国出版的《遗失的大陆》一书中，详细描绘了一个与亚特兰提斯相似的古老大陆，在浩瀚
的太平洋上繁华兴盛及其毁灭的经过。
　　所有“陆沉文明”的假说，都反映了人们对产生于“伊甸园”的古老的大陆文明的追寻。
　　一、伊甸园就在中国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而且是唯一保持数千年文化历史不致中断的古国
。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们把“寻找伊甸园”——寻找人类文明母国的目光，倾注于中国。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至少始于伏羲，至今八千五百年有余。
中华远古文明，更是远播世界各大洲。
“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民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
直到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在七千年前，中国人已有在海上捕鱼的能力了”、“中国人四千五百年前横渡台湾海峡已有物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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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二百年前，连山八卦图就传到了古希腊，在那里出土的一件古希腊陶盆上也有河图，并有古
篆文铭“连山八卦图，中国的历数，在遥远的东方”。
根据玛雅历推算，“玛雅历纪元的年代为公元前3113年，阿斯特克历等殷（印）第安人历法，其图像
是中国的八卦太阳历”。
科学家们在对其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后，确认距今五千年前中国的八卦太阳历即东传美洲，使这种
图式一直保存在印（殷）第安人的历法中。
南太平洋的毛利人和北太平洋的海达人，他们的图腾柱皆与良渚文化和台湾的山地木雕的凤纹及人像
完全相同，证明皆是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居民南北分流的结果，证明他们是航海而去的。
至今在环太平洋地区和台湾有一种极古老的可以航海的两头翘的小船，它即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这
种船只图案在濮越人的铜鼓上比比皆是，而这种铜鼓却广泛分布于东南亚。
这就说明，中国先民在距今七千至四千年闻有今人不可想象的航海能力。
因此，《竹书纪年》说“夏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
又说“相士烈烈，海外有载”。
中国的海岸线和内陆大河大湖造就了中国的海洋文明。
中华祖先所发明的璇玑玉衡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天象仪和航海导航仪。
西方学者安东尼奥莫雷诺?维亚弗兰卡也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中国人便把丰富的天文知识
、数学知识、农业知识、农业灌溉技术和制造青铜器技术，还有神权观念等高度文明带到了美洲。
中国学者认为，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就是东渡美洲的殷人重建的殷文明。
在五千多年前，炎帝就发明了耒、耜、耨等农具，继而有垅亩井田、封树划界、阡陌交通、沟渠灌溉
，有薅草锄禾、间苗、点播、收割等制度。
炎帝还设稷官专司粟稷种植技艺。
　　在中国的古籍中，也有与伊甸园相似的描述！
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是谁叫安登做了统领大帝，女娲的身体是怎么造出来的。
犹太人移居的河南开封，有一个“一赐乐业”即以色列教碑，上面也刻着阿耽和女娲的名字，说阿耽
就是盘古，是阿无罗汉及亚伯拉罕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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