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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文明流传到了今天，也有许多灿烂绚丽的古代文明在前进的道路上突然烟消
云散。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古代中华大地上也曾存在多个政权。
现代人几乎都对夏、商、周⋯⋯唐、宋、元、明、清等主流的中原王朝知之甚详，却不知道在大多数
中原王朝的周围，也曾存在着许多小国。
历史上的古国，曾经是如此的辉煌；古国人的足迹，纵横驰骋在广袤无边的土地上。
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古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滚滚风尘中。
在几千年的风雨后，当年强盛的古国已经很难找到踪迹，沙漠荒原之中，偶尔见到一些残存的遗址，
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关于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国，史料中的记载寥寥无几。
残缺不全并且相互矛盾的文字，不仅没能解开消失古国的种种迷惑，反而更平添了它的神秘感。
古老的王国，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将众多的秘密深锁其中：史籍中的巴人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民族，
他们以刚勇尚武而著称于世。
在过去的漫长时光中，巴人消亡之谜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悬疑。
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苦寻穷究，锲而不舍，但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巴人留下的是一个世界之谜，是一个旷古梦幻。
传说中的古蜀文明，让我们感到既神往又茫然。
古蜀王国是真实存在的吗？
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蚕丛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化鹃等传说是否就是真实的古蜀历史？
长期以来，人们将信将疑。
整个古蜀历史，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庸国，最古老的神秘王国，几千年来一直被历史的迷雾所遮盖。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曾经盛极一时。
然而，三千年前如此强大的国邦，却悄然隐没在了黄尘清水之间，犹如一个神奇瑰丽的梦境，令人神
往却又扑朔迷离，无可追寻⋯⋯在其他大陆，同样有玛雅、腓尼基等消逝了的古国，他们也都曾创造
出辉煌的历史。
这本来也属于人类历史中的一页，却很少有人去了解及探寻。
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葩，古代玛雅人的艺术、建筑和文化都非常成熟。
玛雅文明似乎是从天而降，在最为辉煌繁盛时，又戛然而止，给世界留下了巨大的困惑。
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名城庞贝，是一座背山面海的避暑小城，曾经是罗马富人寻欢作乐的胜地。
然而一夜之间，这一切全烟消云散了。
直到一千多年后，人们挖掘出被火山灰烬包裹着的人体遗骸，这才意识到，是公元79年的火山爆发掩
埋了整个这座城市！
本书讲述的正是那些曾经在历史的天空留下闪亮一瞬的古国历史与传奇。
这些古国都曾赫赫有名，虽然它们已被历史的风尘所湮没，但消逝并不等同于消亡。
在消逝之后，总会留下那么一点点痕迹，等待着你去发现，去聆听。
千百年后，当古老的文明重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为之惊叹，为之折服。
而湮没与重现间留下的那一段记忆的空白则为古老文明披上了更加神秘的面纱，后人只能从残存的史
料和一些古老的传说里推测当年的真相，凭借那些重新现世的、散发着泥土和青铜气息的器物去触摸
历史，寻求文化的灵魂与人生的秘谛。
辉煌易逝，文明易失。
无限灿烂神奇的古国文明已沉落在幽僻的岁月长河中，今天，当一段段消逝的历史在我们心底还原时
，成败兴衰之间的落差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它是一种聚合，更是一种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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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消逝在历史深处的古国，曾经那么辉煌；遥远文明的遗迹，在广袤无边的土地上风化成传奇。
古老的王国像一座巨大的迷宫，将众多的秘密深锁其中。
翻开残存的史料，聆听古老的传说，触摸青铜的气息，破解神秘的历史⋯⋯    本书讲述的正是那些曾
经在历史的天空留下闪亮一瞬的古国历史与传奇。
这些古国都曾赫赫有名，虽然它们已被历史的风尘所湮没，但消逝并不等同于消亡。
在消逝之后，总会留下那么一点点痕迹，等待着你去发现，去聆听。
    千百年后，当古老的文明重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为之惊叹，为之折服。
而湮没与重现闾留下的那一段记忆的空白则为古老文明披上了更加神秘的面纱，后人只能从残存的史
料和一些古老的传说里推测当年的真相，凭借那些重新现世的、散发着泥土和青铜气息的器物去触摸
历史，寻求文化的灵魂与人生的秘谛。
    辉煌易逝，文明易失。
无限灿烂神奇的古国文明已沉落在幽僻的岁月长河中，今天，当一段段消逝的历史在我们心底还原时
，成败兴衰之间的落差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它是一种聚合，更是一种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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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籍中的巴人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民族，他们以刚勇尚武而著称于世。
巴民族曾在现鄂西、川东建立过一个古老的巴国。
巴人没有文字，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巴人之谜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悬疑。
一夜之间巴国突然无声地消亡，在浩如烟海的史卷中没有记载，在惊世连连的考古中没有答案，千百
年来，无数人为之苦寻穷究，锲而不舍，试图找出谜底，但无一不是疲耗毕生，不得其解。
留下的是一个世界之谜，是一个旷古梦幻。
1. 以盐为命脉的古老民族传说一个叫“巴”的古代民族在长江边创造了一个人类的“极乐世界”，他
们曾一直不停地在战斗，他们永远为盐而战。
垄断了人类必需品食盐的巴人，把盐称作“盐巴”。
正是用盐巴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巴人才建立了一方农业资源贫瘠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东方
乐土。
历史上的巴人是一个与盐颇有渊源的民族，他们生于江边，善于行船，泛舟奔走，原以捕鱼为生，与
三峡两岸的农牧民族交易往来十分密切。
当巫咸国垄断了三峡一带的食盐资源后，巴人转而成为水上商人，乘着独木舟贩卖巫盐，成为巫咸国
的经销商，巴人由此也获得“水上流莺”的美誉。
巴人勤于奔波，善于摸索，他们后来发现，三峡一带并非只有巫溪才产食盐，湍急的江水之下也藏有
食盐。
食盐溶于水中，煎煮江水便可获取食盐，这种盐也称泉盐。
于是巴人制造大木桶隔断淡水，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食盐。
最初的盐场只有阳溪盐泉一处，后来云阳彭溪盐泉、朐忍彭溪盐泉也陆续为巴人所发现。
此后，巴人又陆续探得涂井（今忠县境内）等地的盐泉，遂一跃成为三峡一带仅次于巫咸国的盐业大
国。
过去那些为巫咸国卖命的巴人转而贩卖本族食盐，载着食盐的巴人小舟在长江中来往穿梭，从事交易
，极受百姓欢迎。
此时，楚国的势力虽已触及三峡，却未能掌握一处盐泉，只有通过贸易由巫咸国获得。
进入春秋时期后，巴人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他们首先与正在崛起的楚国一起进攻位于河南南阳的申国，灭掉申国后，巴人居然马上进攻楚国，在
楚国的国都（今湖北荆州市）附近一举将楚军击败。
几十年后，如狼似虎的巴人军队又与楚国、秦国一起，联合进攻庸国。
当时庸国地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与重庆东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几个月后，庸国灭亡即被瓜分，其中，巴人收益最大，他们分得了庸国出产食盐的主要区域——巫溪
、巫山和奉节。
这里曾经是巴人先祖居住过的地方。
巴国逐渐强盛，并意欲挑战巫咸国的地位。
此时的巫咸国自庸国亡国后，已无奈从楚国撤军，昔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
此时，巴人正在一步步蚕食巫咸国的国土，他们无疑已觊觎这片神奇的国土很久了。
无休止的蚕食最终消耗了巫咸国的实力和凝聚力，巫咸国的盐泉也一个一个落在巴人手中。
失去了可贵的盐泉，巫咸国于春秋末年终于国破。
随着巫咸国日薄西山，巴族成为新的食盐垄断者。
楚国带头向巴购盐，成都平原上的蜀国盐商也转而与巴人交易，这铸就了巴国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
为了保证巫溪出产的食盐大量、及时地销往外地，国力强盛的巴人就在两岸的悬崖上修造了长长的栈
道。
从巫溪到巫山的大宁河是一片典型的峡谷地形，它山势陡峭、风光旖旎。
在峡谷两岸的悬崖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方孔石洞。
留下的这处遗址就是西汉时期为了运盐而建的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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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巴人就曾经在此开凿栈道。
在他们重新夺取巫溪盐泉之前，巫溪出产的食盐只能靠两种方式运往外地：一个是在两岸的崇山峻岭
中沿着羊肠小道，靠人力背运。
这种方式既危险，效率也极低；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大宁河用小船运输。
但是，这里的航运条件非常不稳定。
夏季山洪暴发，河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小船根本不敢航行。
冬季降雨又稀少，河水水位下降，变成一条险滩，航行时困难重重。
所以，为了保证食盐大量、及时地外运，巴人就在两岸的悬崖上修造了长长的栈道。
水位正常时，巴人在栈道上可以像拉纤一样拉着运盐的木船逆流而上，抵达陕西南部的秦国和湖北西
北部的楚国。
洪水和枯水季节，巴人则可以在栈道上用骡马驮运食盐，既提高了效率，又安全、可靠。
从巫溪沿着大宁河顺流而下，可以到达长江边的巫山。
后来，巴人开凿了专门输送盐水的专用栈道，这在世界盐业史上可谓一大奇迹。
他们把本地出产的粗大楠竹去除里面的竹节，并一根根地串联起来，成为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管道，
巴人把它放置在专门开凿的栈道上，将巫溪的盐水输送到下游的巫山。
在这里盐水被熬制成盐巴，然后顺长江而下抵达楚国的腹地江汉平原。
巴人凭借着勇猛和智慧，几乎占据了三峡地区所有的盐资源。
众多的制盐基地和日益增长的食盐产量，使他们的势力更加强大，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张。
到了春秋后期，巴国已囊括了东到巫山山脉、西至四川宜宾、北接陕西汉中、南抵贵州北部和湖南西
北部的广大区域。
其疆域之辽阔在当时可谓泱泱大国。
全盛时期的巴国凭借丰富的盐资源对周边国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巴人的辉煌开始衰落。
战国晚期的巴国贵族骄奢淫逸、贪图享乐，食盐行销他国，换来大批珍珠、皮革等奢侈品。
他们只求生活安逸，并无意开辟新的盐泉，甚至不惜放弃一些地远人稀的小盐泉，长宁盐泉便如此落
人蜀人之手。
蜀守李冰率领蜀人开凿盐井，汲取地下盐水煎煮食盐，这就是四川地域独有的井盐。
如此一来，蜀盐基本上能自给。
而过去经常与巴人一起四处攻伐的秦国和楚国，在分别经历商鞅和吴起的变法之后，他们再也不愿做
巴人的“好邻居”，相反，他们开始对三峡众多的盐泉虎视眈眈。
公元前377年，强盛的楚国开始进攻巴国，他们用了将近16年的时间逐步占领了巴人所有的盐泉，并攻
下其国都重庆。
内忧外患之下，巴国逐渐衰落，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一处处宏伟的盐场相继落入蜀、秦、楚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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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消逝古国》：神秘文化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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