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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话的尽头，历史的开始，沿着中华湮灭的文明，探究千古奇书的谜底；打开历史尘封的记忆，
找寻远古先民的智慧！
　　本书从生物学、地理学、民俗文化及历史考据等方位对《山海经》进行综合审视，其科学、犀利
的论断堪称一种新的、但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解读。
最精彩的是，作者基于“读图”或“读连环画”的原理，把《山海经》中支离破碎的图片连缀成完整
的故事，并以其严谨研究和私家侦探般的缜密推理，将其中隐藏的智慧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澄清了
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误解和迷信。
　　《山海经》是一部数千年来无人能破译的天书，历朝历代都当作怪力乱神之说，更被曲解成巫术
、神话之大全，更有甚者认为它是后人杜撰的伪作。
然而其朴素、真实的一面，却被人们彻底地遗忘。
　　本书作者独辟蹊径，从生物学、地理学、民俗文化及历史考据等多方位进行综合审视，其科学、
犀利的论断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最可称道的是，作者基于“读图”或“读连环画”的原理，把《山海经》中支离破第一线的图片
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并以其严谨研究和私家侦探般的缜密揄，将其中隐藏的智慧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澄清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误解和迷信。
　　《山海经》中的世界，充满了种种的不可思议，但它是那么的真实，仿佛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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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山海经》概论一 鸟兽荒诞吗？
二 山水荒诞吗？
三 故事荒诞吗？
四 概念荒诞吗？
第一章  《五藏山经》概论一 怪异的鸟兽二 残破的地图三 《山经》社会状况分析第二章  动物卷杂论
一 六足四翼的怪物二 宠物的由来三 毒鱼的风俗四 长毛犀牛的传说五 鸟、怪鸟与神鸟的区别六 龙的传
说七 辞条补遗八 《山经》动物卷综述第三章  地理卷杂论一 《南山经》二 《北山径》三 《西山经》
四 《东山经》五 劫后余生的世界六 大陆漂移说与地球膨胀论七 地理卷综述第四章  政教卷杂论一 祭
祀的原始含义二 关于铁的诘难第五章  《五藏山经》真伪之辨一 关于色彩的思考二 关于命名的思考三 
关于山名的思考第六章  《海荒经》神话体系综论一 死亡素描二 最古老的连环画三 传说的多重演变四 
最简单的神话五 浴日传说第七章  对《海荒经》的责问一 《竹书纪年》对《山海经》的责问二 钟磬对
《山海经》的责问附：山海经文白对照卷  一·南山经卷  二·西山经卷  三·北山经卷  四·中山经卷  
五·中山经卷  六·海外南经卷  七·海外西经卷  八·海外北经卷  九·海外东经卷  十·海内南经卷十
一·海内西经卷十二·海内北经卷十三·海内东经卷十四·大荒东经卷十五·大荒南经卷十六·大荒
西径卷十七·大荒北经卷十八·海内径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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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四  长毛犀牛的传说    在《南山首经》中，距离西海1350里的地方有一座柢山，“多水，无草木。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鱼去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日鲑，冬死而复生，食之无
肿疾”。
这是冬眠，绝对不是夏眠。
冬眠是一个常识，也就是气温必须很冷，在广州你是不会找到冬眠的鱼的，除非广州也是冰天雪地!在
黑龙江中下游有一种叫“鲈塘鳢”的淡水鱼能在冰洞中冬眠。
    《南次二经》也有这样的现象，在距离柜山向东。
790里的地方有座尧光山，“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蛰，其名日猾裹，其音如斫木，见则
县有大繇。
”这也是冬眠!也就是说《南次二经》也在寒冷的地带。
    《南次三经》我没有找到冬眠的现象，但似乎我没必要去找，因为《南次三经》离渤海非常近。
    《南次三经》中，距离天下虞山(东向)1000里有丹穴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又东
五百里，日发爽之山，凡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由此往东2300里有鸡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天下虞山往东500里是祷过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
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这句话很普通，却实在令人惊愕!先来说象!    现在的象分亚洲象、非洲象两个种。
亚洲象分布在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热带雨林、季雨林地区；而非洲象则在非洲东部和中南部的稀树草
原地区。
那么我们就会有疑问，渤海北面有“象”?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动物园里见到大象很平常，但是人们也
知道，这种象独自过不了冬，比如长春的动物园就得搭设暖棚、地炕，还得放上暖气片。
    那么有人也许会问，这个渤海是不是不是今天的渤海啊?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但是我却知道大象曾经遍布整个北半球，比如长江以南的剑齿象、甘肃合水的黄河古象、陕西榆社的
桑氏剑齿象，还有一种就是猛犸象。
    但这些都早已经灭绝了，在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都已经灭绝了。
在哈尔滨、大庆、长春都挖掘出过猛犸象的化石，它们存活于两万年前!但是《五藏山经》怎么会记载
在北方早已经灭绝的大象呢?    接着来看犀牛，1973年，在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首
次发掘了距今约6000多年的犀牛遗骸。
犀牛在《吴越春秋》、《竹书纪年》中都有记载，如“夷王六年，王猎于社林，获犀牛一以归。
(《御览》八百九十引《纪年》：‘夷王猎于桂林，得一犀牛。
’)”但长期没有找到犀牛的遗骸，所以学术界曾有过一个观点，犀牛在一方年前的中国就已经灭绝
了!虽然找到犀牛遗骸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证明了中国有过犀牛，古人没撒谎。
但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那是在浙江!而不是在东北，不是在渤海北面!    其实犀牛和大象一样，现存
的都是热带物种，曾经的犀牛和长毛象一样，都在北方生活过，俄罗斯有过一种长毛犀牛，不过它们
生活在五十万～十万年前。
    《与兽同行》是BBC的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远古动物的变迁，似乎跟《山海经》根本拉不上关系
。
不过第六集《长毛象之旅》讲述的情景，我觉得简直就是《山经》的电影版。
我不知道这部影片的科学顾问们有没有读过《山经》，但是我相信《山经》的作者必然看过《与兽同
行》的真实版。
      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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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神话的尽头，历史的开始，沿着中华湮灭的文明，探究千古奇书的谜底；打开历史尘封的记忆，
找寻远古先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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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海经》是一部数千年来无人能破译的天书，历朝历代都当作怪力乱神之说，更被曲解成巫术
、神话之大全，更有甚者认为它是后人杜撰的伪作。
然而其朴素、真实的一面，却被人们彻底地遗忘。
本书作者独辟蹊经，从生物学、地理学、民俗文化及历史考据等方位对《山海经》进行综合审视，其
科学、犀利的论断堪称一种新的、但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解读。
《山海经》中的世界，充满了种种的不可思议，但它是那么的真实，仿佛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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