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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指北方，尔等胡儿山精树怪；筑城为界，吾辈方为炎黄子民。

秦始皇瞪眼撒了个弥天大谎

张 松

“千古一帝”秦始皇修了一座至今令国人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自此

后，一道长墙分南北，华夏神州北纬40度上下的广袤山川被强行切割，切出

了农耕与游牧的人为分野，切出了中原礼仪与塞外胡狄的对立文明！

苦寒、荒凉、野蛮、落后……在此后漫长的千年岁月里，竟成了长城以

北辽河流域的代名词。

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

在权威考古学家的案头，摆放着勘误纠偏的另一类实物与考据。李济与

苏秉琦堪称中国考古界的泰山北斗，两位大师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两段挑战传

统、廓清迷雾的英明推论。

李济先生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之说。在其所著的《中国上古史

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等文章中，他一再呼吁大家要特别注意辽河流过的北

方地区。他说：“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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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2000年来的中国史学

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

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

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

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

家。”

苏秉琦先生则将北方地区列为全国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之首。当20世纪80

年代初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刚刚露头之时，他就亲临牛河梁等考

古发掘现场考察，提出了“中华5000年文明曙光”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的

指导性观点。在其《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他更鲜明地提出

了，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新思路。他的论述是：

“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都是最早，不都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从旧石器

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

游早。海城小孤山遗存，据铀系法测定距今4万年，有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

梭镖、带倒钩的渔叉、用两面对钻法穿孔的骨针，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时

间比山顶洞骨针进步。这一发现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辽河流域为中心

的一片，文化发展走到前列，从而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

定了基础。8000 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

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

按李济、苏秉琦两位大师的思路指引，整个中华文明史现在就应该重写

了！以前所有针对辽河文明的漠视、轻视、歧视等种种顽固观念亟待推倒

重来！

排除辽宁，中国难称5000年文明古国

面对不断探掘出土的考古铁证，面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的严谨求

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夏商周之前的中华上古文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三皇五帝”时代，缺失了至关重要的“辽河篇”，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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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起，到两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直到跟进的辽、金、

元、明、清，不调整传统的思维坐标，不纠正陈腐的华夷之辨，不关注在

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辽河时空”，我们就无法全面、客观、公正、冷静

地剖析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起源史、发展史与融合史，这绝非危言

耸听！

在国际考古界，权威机构认定人类早期文明的甄别标准不是传说神话，

而是有目共睹的实物，如文字、古城、神庙，而按这一严格标准，中国的文

明史只有4000年，根本无资格跻身世界5000年文明古国的显贵行列！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郑重表示，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

河流域，在今伊拉克境内）有乌尔神庙、埃及有金字塔、印度有莫亨觉达罗

古城、希腊有克里特文明。在地处辽宁的牛河梁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发现

之前，中华文明比印度文明晚了近千年，比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

牛河梁遗址将中华文明向前整整推进了 1000 年，我们可否这样说，没有辽

宁，中国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5000年文明古国？

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站在牛河梁遗址前，苏秉琦先生发出了这样一段

字重千钧的定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

应。”今天，中国人自豪地声称，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那么，黄帝

来自哪里？龙出自何处？苏秉琦等考古权威将寻根的目光投向了长城之外的

塞北，锁定了辽宁。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就不得不发出一系列穿越时空的疑问？牛河梁

女神庙中那个面带神秘微笑的女神像，是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始祖吗？牛河

梁积石大墓中，那个耳戴玉环、胸戴勾云形玉佩、手握玉龟的 5000 年遗

骨，为何他的所有特征都令我们产生“他就是黄帝”的下意识联想？距今

8000 年的阜新查海遗址的摆塑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龙造型，

这是否意味中华民族的“龙图腾”起源于辽宁？如果您能在鞍山的汪家

峪、小孤山、巴坟沟，海城析木镇等地的石山上，亲眼目睹由排列有序的

圈点、打凿痕迹鲜明的方块、十字架构成的神秘符号群，再对照有关河图

洛书的奇妙传说，遥想易经八卦的上古起源，博大精深的辽河文明在您心

头是否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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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穆桂英大破想象中的天门阵

然而，作为中华文明上源的辽河文明却被秦始皇修筑的这道万里长城粗

暴隔断了，隔断了同根血脉的传承，也隔断了先祖文明的记忆。长城之外的

人群，被降格为化外胡民；长城之外的土地，被定性为胡戎之地；连出自北

方的山羊、折叠凳也受到了株连，被冠之以“胡羊”、“胡床”的贬低称谓。

春秋时期，齐桓公帮助燕国击退北方的山戎，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

夷”。他尊的王，是称霸中原的周王朝天子；他攘的夷，是来自北方的游牧

民族。这个口号本来就禁不起推敲，但在当时，居然就产生了巨大的号

召力。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侵入中原，颠覆了

汉人缔造的西晋王朝。汉族出身的冉闵发出了血腥的“杀胡令”，建立后赵

政权的羯族几乎被汉人一夜杀光！当冉闵被前燕名将慕容恪俘获时，被迫跪

对自称为黄帝后裔的鲜卑国主，冉闵喝骂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

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耶！”

盛唐诗人王昌龄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边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

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后人考证，“龙城”就是今天

辽宁朝阳，“飞将”指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胡马自然指代的就是居住在长

城外的民族。

无论是舞刀弄枪的冉闵，还是舞文弄墨的王昌龄，面对辽远空旷的北

方，面对他们所不知悉的祖先栖息地，心中涌动的，不是萌发的怀念而是刻

骨的仇视。胡地与胡人竟令中原地中原人如此憎恨，憎恨到了咬牙切齿的

程度！

到了后来，这种仇视与隔阂升级到无以复加的可怖地步！家住辽宁朝阳

的安禄山被史书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建立金王朝的东北女真人，被

以正朔自居的中原宋人开口闭口骂成“金狗”；流传民间市井的 《说岳全

传》《杨家将》中，金兀术的军师哈迷蚩沦为作者笔下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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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十足笑料，被辽萧太后与耶律斜轸等名将击败生俘的宋将杨继业却威名

远扬；文治武功的萧太后被讥讽与早已契丹化的汉人韩德让通奸，佘太君、

穆桂英、杨门女将这些子虚乌有的杜撰人物倒大破从来没有的天门阵，被中

原人一厢情愿地吹捧为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

高山仰止，辽宁人至今不敢相信“辽宁骄傲”

尤为可悲的是，这种流传久远的中原正统论直到今天依旧左右着辽宁人

的思维取向。即便面对先人留下的如山铁证，即便已隐约猜到自己的先祖极

可能是华夏文明的上源，即便认定牛河梁出土的遗骨、玉件、器皿就是三皇

五帝时代中华先祖的物证告白，而今的辽宁人却依旧忐忑地仰视高高在上的

中原文明，心存忌惮，连在朝阳北票发现的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化石，都

要冠以“孔子鸟”的名头方才心安理得。岂不知，相比于很有可能生发于辽

河流域的远古《伏羲易图》《连山易》《归藏易》《坤乾易》以及中古的《周

易》，看《易经》着魔到“韦编三绝”的痴迷境地、慨叹“五十而知天命”

的孔子只能算是个小学生辈！

采访过程中，当我们把不断得到的收获讲给朋友、讲给邻居、讲给还算

是有知识有见地的同事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和质疑：“你们说的

都是真的？别扯了，谁不知道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我们苦笑，我们无言，这种被秦始皇诱骗被传统植根的思维、这种先天

的不自信简直是深入骨髓！

在辽宁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史前段落，究竟发

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在那些已解、待解乃至无解的神秘印记背后，到

底还有多少令后人震撼的“辽宁骄傲”？让我们走进这个神奇的探古世界，

也许我们的探查，会舒缓后人曾经寻根无果的内心焦虑，会解锁秦始皇用长

城圈起的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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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一，云蒙山女神是不是女娲？谜团二，山中的“人脸”、“鬼脸”是

人工的还是天然的？谜团三，擎天柱的模糊画面是不是远古岩画？谜团四，

云蒙山的中间是不是空的？传说中的巨蟒又是怎么回事？

云蒙山，谁设下这重重谜团？

张 松

朝阳境内有座云蒙山，是座石头山，既无庙宇，又不适合人居，但在著

于1930年的《朝阳县志》中却白纸黑字记载下这样一段话：相传此乃女神修

道之所。这“女神”究竟姓甚名谁？来自何地？相貌怎样？却无下文。

云蒙女神据传是“女娲”

云蒙山所在地隶属朝阳尚志乡，尚志乡以前叫王伦沟乡，因这里是抗联

名将赵尚志的出生地，后改名为尚志乡。尚志乡党委书记雷凤祥在这里已工

作了整整18年，研究云蒙山的历史文化几近痴迷，在他看来，这位云蒙女神

不是别人，正是人所共知的“女娲”！

这种定论未免惊世骇俗，但雷凤祥对云蒙山的惊人说法还远不止于此。

他咬定这里曾留下轩辕黄帝的足迹，大禹治水到过云蒙山，《山海经》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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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述也能在云蒙山中找到实物对证，甚至《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都在

云蒙山中化作惟妙惟肖的逼真石像……

雷凤祥简直把云蒙山说神了，听他讲云蒙山，不知道多少人刚听个开头

扭头就走，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还有人讥讽他“走火入魔”，但雷凤祥却

不为所动。

与雷凤祥交谈，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低调、很平实的人，但话题只要触

及云蒙山，他立刻就很兴奋。他对女娲、黄帝等华夏先祖与云蒙山内在联系

的判定，不是建立在传统的、严谨的考古调查基础上的，而是凭借他多年行

走于云蒙山中获得的直觉与灵感。

雷凤祥说：“任何人进了云蒙山，都会有感觉的。”

似乎是回应这位当地“父母官”的话，我们的越野车刚进山就遇到了小

麻烦。一头小毛驴在车前方晃晃悠悠，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车向左拐，这毛

驴就朝左偏；车向右拐，它也跟着往右转；车减速，它就慢吞吞地走；车加

速，它也加快脚步……总之，这毛驴总不离车头两米左右，似乎有意与我们

为难。最后同事下车，口中默念，向毛驴恭恭敬敬作个揖，这毛驴似通人

语，很快就闪在路旁让行。

谁留下这满山的石像、脸谱

云蒙山分擎天柱、南天门、百草沟、震旗关等几大景区，雷凤祥本想带

我们将景区走全，但受时间所限，我们只选择了擎天柱与百草沟两个景区。

进入擎天柱景区那天是下午，天气还算晴朗，进入山区后，稍微有点

阴。但见赭黄的山石层层堆积，随处可见怪异的脸谱。有的像人脸，有的像

兽脸，有的在凝视着你，有的似在窃窃私语……

经雷凤祥指点，我们看到当地人所称的“五指山”，传说这就是如来佛

当年镇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的五指山。听传说不过一笑而过，但这山的造

型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五块挺拔的石壁若手指般平地峭立，别说指肚、指

尖，连指根都有，而且远看近看都像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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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远一点的是唐僧与沙僧师徒的天然石像，看上去，还真有那么点意

思。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悟空与八戒。一进山，雷凤祥就遥指一座山顶上孤

零零矗立的大石块，说那就是“孙悟空”。这石块的确像个猫腰吃桃的猴

子。但奥妙不在这里，围这山转一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猴

形”，不像国内其他山区的一些天然石像，正面看尚可，换个角度就截然不

同了。我们顿生一种想法，大自然大概是造不出这样的“猴子”的。

猪八戒石像更有说道。这是一块凸出山壁的半截子石块，这石块不像那

块“孙悟空”石像，一眼便知，需有专人在旁为你指点，哪儿是眼睛、哪儿

是耳朵。按这样的描述再看这石块，一个耷拉着耳朵、嘴巴拱起的猪八戒形

象立刻活脱脱地呈现在眼前，而且比刚刚看到的唐僧、沙僧、孙悟空石像更

逼真！这石像的生成应该是纯天然的，但却总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哪

里被削了一刀、凿了一斧子？恰是这一“削”、一“凿”，这块平凡的石头瞬

间就充满了灵性。

拍下来的“黄帝”照片竟找不到了

再往下走，奇妙的事情就更多了。擎天柱景区的核心景点是一个从山

体中挺起、半空悬立的粗大石柱。这石柱一面临个小断崖，高出地面三四

十米，石柱下的土石混杂的山坡约有六七十度的倾斜角，滚落着一些叫人

说不好的奇形怪状的石头，就那么远远近近地散落于石柱的四周，若众星

捧月。

石柱高约十几米，似三条状若游蛇的条石黏合在一起的。石柱顶部有个

略呈黄黑色的石屏，几缕白纹在石面上若隐若现，这本来毫无奇处，但只要

让视线在这石面上停驻几秒钟，画面的形状就悄然发生了“改变”：一个古

代飞天造型的女子似做恍惚飘升状，腰肢、衣袂……如果这时偏一下头，调

整一下角度看这“飞天”，“飞天”忽然消失了，另一个状若男子的身形惊现

眼前！

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虽近黄昏，但山区内的能见度尚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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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记者无意间低头扫了一眼石柱根部，竟惊出一身冷汗，一个鼻眼俱全、

面目狰狞的石人脸突然蹦进记者的视野！我们小心翼翼地从这石头砬子山爬

下来，在返归途中遥看这片石山，怪事又出现了。远远的一座山峰，山顶居

然浮出了一张“人脸”，比在大石柱基座处闪现的人脸还清晰：鼻子、眼

睛、嘴，连眉毛都有！雷凤祥说，那就是“轩辕黄帝”。

摄影记者如获至宝，赶紧抓拍住这一镜头，可是，等我们回到沈阳整理

照片时，这张“轩辕黄帝脸”始终没有找到。我们说：“是不是你的相机或

你的技术出了问题？”摄影记者老潘急了：“胡说八道，我当了十几年摄影记

者，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又是一个难解之谜。

巨石堆起的“中国地图”

当晚，我们留宿尚志乡，山区夜晚的虫鸣都透着幽静，回想刚刚目睹的

惊奇一幕，睡得有些不踏实，做了几个怪异的梦。次日，天刚一放亮，我们

就随同雷凤祥前往百草沟景区，也就是县志记载的“女神修道之所”。

百草沟景区地处尚志乡冯杖子村，山里多药材，山里人说，神农氏在这

里尝过“百草”，故名“百草沟”。冯杖子村是个穷村，农民一年收入很少，

过去种点梨，现在种些枣，但都不怎么赚钱。

我们的越野车停在百草沟景区山脚下，一座仰卧的大山横陈在我们眼

前，山中部，一大片巨石在山中央居然堆出一幅现今的“中国地图”！

雷凤祥介绍说，这幅“中国地图”长 200多米，宽 160多米，石层堆积

厚度达几十米，暗合五行八卦。曾有人怀疑，这地图是人造的，是栽树

“栽”出的效果，但这种怀疑恐怕站不住脚。

记者曾在庄河步云山乡龙潭村见过这种地形，这种地形在地质学上叫

“大石峤 （qiáo：山尖而高）”，又称“古石河”，这一奇特地貌形成于距今 1

万至8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是难得一见的冰缘地貌。这说明，在距今1万至8

万年前的地球末次冰期，云蒙山区处于冰缘地带，经过冻融作用，岩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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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解，在重力作用下发生整体运动，最终形成了大石峤。

云蒙山的大石峤不仅比步云山的大石峤规模更宏大，形成的图案也极为

特殊。在这样的碎石山体上，无土壤、无空间、无肥料，水分直接渗走，长

点草都难，长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怀疑云蒙山“中国地图”为人力所

为一说，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当地老百姓说，这图其实更像只鸡，无论从哪个角度，只要能看到这幅

“中国地图”，附近就没有蝎子。

风洞后面传说有“帝陵”

云蒙山是座很漂亮的山。满山的暴马丁香、紫椴，从春到秋，花开不

断，满山清香。有清泉从山中汩汩流出，却不知泉眼藏于何处？云蒙山只

有一条乡里开出的土路蜿蜒至山顶，野草没膝。走累了找块石头一坐，开

黄花的胡枝子、开蓝花的沙参聚拢于四周，不知名的草虫悠闲地浅吟低

唱。有时进入幽暗的山中密林，长在树根部的怪状树菌，会被人误认为是

灵芝。云蒙山顶有梨树，因山势高峻形成独特的小气候，野梨的成熟期要

比山下的梨果晚一个月。令人称奇的是，山顶居然有古人凿井的遗迹，在

海拔高达 840 米的高山之顶凿井，难道山体中有水源？这高耸入云的云蒙

山，中间是空的？

在上山的途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用碎石围起的小石洞，当地人叫“风

洞”。我们到云蒙山时，天气炎热，山路崎岖走几步便热汗涔涔，但把手置

于风洞洞口，一股幽凉顺手臂不一会儿便融遍全身，感觉奇特。雷凤祥说，

这些石洞冬暖夏凉，夏天冒冷气、冬天冒热气。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记者在

桓仁沙尖子镇也见过，称之为“地温异常带”，一些沙尖子镇人借助地温异

常的石窝、石坑搞储藏、冷冻，甚至治病，但这“地温异常带”究竟是怎样

形成的？却很少有人说得清。

云蒙山的“风洞”比比皆是，这越发证明了我们此前的推测，这大山的

中央极可能是空的，有水，而且水源极为丰富。翻阅《朝阳县志》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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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有关云蒙山地貌的记载引发了我们的关注：峰之西面有石洞，洞口高丈

余，斜深无底，洞下有水泉，一碧澄清，日日蒸发水汽结为云帽，此山之名

所由来也。

当地人说，每当刮大风，这山就响，呜呜的，像是抖空竹的声音。曾有

人建议雷凤祥将这些“风洞”加以开发，哪怕稍作修整，都可能为云蒙山旅

游带来可观的收益，但雷凤祥对此迟疑不决：“我们这儿的老百姓说，云蒙

山有宝，但不能挖！还有人猜，这风洞后边有‘帝陵’。”

云蒙山半山腰有块龟石，据称与女神、黄帝有关。这块龟石的肢体由三

块长满地衣的巨石组成，一块是头，一块是前爪，另一块是龟背，简直是栩

栩如生。巨龟上方就是那幅由万年积石构成的天然“中国地图”。细看那三

块石，显然是人工垒就的，但有考古人员说：“当年没有起重设备，人不可

能抬动这么大的石块。”

这话听着耳熟，探究埃及金字塔时，专家们说过这样的话。

女神“灵蛇说”平添诡异

走访中，雷凤祥还透露这样一个信息，说在早年，有位道士来到云蒙

山，曾施展法术“拘”女神。这未免令人莫名其妙，女神何必要“拘”？女

神是人还是其他生物？

当地人讲，在云蒙山的深山幽谷中，有人见过几丈长的巨蟒。说当年有

个上山砍柴的，走累了，见地上有棵大树，便坐了上去，没想到，那树竟然

是条大蟒，把那人吓个半死。

尚志乡的邻乡有座双泉寺，双泉寺的创建就与两条成精巨蟒的传说有

关。在双泉寺一带的山区，几乎见不到小蛇，当地人的说法是，有大蟒出没

之所，小蛇不敢靠近。如果云蒙山女神是巨蟒，那“修道之所”又作何解

释？传说中的女娲、伏羲都是人面蛇身，这与云蒙山传说的女神究竟有何关

联？离开时，回首遥望云蒙山，山上的迷雾一开一合，我们心头的谜团不仅

未得澄清，反而摇曳得越发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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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下一站——牛河梁遗址的路上，我们查找了辽宁的考古地图。无

意中发现，云蒙山所在地居然被诸多如今已被探查出的远古人类遗址所包

围。但为何在周边地区发现大量的古人类遗址，而地处核心地带的云蒙山区

却迄今未见重大考古发现，只留下关于女神与女神道场的玄妙传说？

充满无限神秘感的女娲始祖、黄帝先祖，似与我们若即若离，但有一种

预感在不断提醒着我们：谜底的真相，也许就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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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苍凉的古道旁，在遒劲的古风中，面对顶天立地的熊首山，面对隐匿

在草丛中的陶石残片……

苏秉琦一指牛河梁，就在这里挖！

张 珺

20 世纪 80 年代，辽宁省朝阳市努鲁儿虎山谷。绵延的山梁上野草披

拂，远处一座熊首式的大山静默俯视着这一片土地，这里的地脉深处回

荡着亘古的声响，这里的空气中泛着几千年的清香。一位风尘仆仆的老

者在这山梁上停下脚步，举目四望，果断地用手一指，“就在这里挖！”

不久，一个拥有灿烂文明的遗址掀开其 5000 年尘封的面纱，展现在了世

人面前。

这位老者就是我国考古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当我们采访组一行

人踏上牛河梁的土地时，立刻感受到了让人肃然的静谧与神圣。虫鸣

声声、青山隐隐，谁又能想象，在很久以前，这里曾升起了文明的

曙光？

照看牛河梁遗址的小哥儿一边抽着烟，一边与我们聊着牛河梁的故事，

带着夸张的表情，也带着骄傲。

于是，我们的思绪便顺着这蜿蜒起伏的山梁蜿蜒起伏地一直飞向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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