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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系统的学术研究，大约是从司马迁开始的，距今已经2000多年了。然而

对学术史的研究和剖析，先有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太炎、刘

师培等撰，徐亮工编校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其后有钱穆先生撰写的影响

不亚于梁先生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门对明清以来的主要学术成

就进行总结、阐述和论证。

2002年，张国刚、乔治忠撰写的《中国学术史》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先

秦到清末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对三千年间先秦诸子、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传统学术及其风气的流变进行了适当

的论述。该书在充分论述各个时期主要学术思潮的历史特征的同时，综合介绍了其

他领域的学术成就。全书文字简洁流畅，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是一部具有极高学

术品位的概论学术专题史读物。到了2006年，步近智、张安奇出版《中国学术思想

史稿》，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社会从有意识时期开始至辛亥革命历史时期的学术思

想，历代思想家和学者在其学术著作中的理论思维的演变、发展及其学术意义和历

史贡献，昭示了中华优秀的思想传统和辉煌的人文精神。

对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学术史研究，所追溯到的学术凡是早到先秦的，其所依据

的基本材料都是传说，研究的材料几乎都来自文献和已有定论的学术思想的阐述，

少有依据考古材料的涉及和剖析。这就是我的这部书名由来的原因。

我的研究，在于给学术史的研究者提供新的依据和资料。这些依据和资料来自

于我对新出现和既往一些考古出土发掘出来的资料的误读或不全面的解读注入新的

诠释和剖析。在具有开拓性的课题研究当中，我发现了一些学者在研究工作中的狂

躁情绪，比如对山西陶寺遗址所谓“尧”字和“土”字的研究，其实只是一个数字

卦和太阳图像的组合，揭示的是当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故事或一段史实，并非其

他文字。我还发现了一些学者的偏执，比如对良渚文化的遗址所见符号的解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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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本是一个百越民族的历史文化区域，我们在解读这里的语言文字符号时，绝对不

能脱离这个历史上绝非汉族文化传统的实际，去考虑使用古代汉语的知识来识别这

里的历史文化。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对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的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像，考古发掘以来，学术界对它的解读至今有30多

个，为什么偏偏要使用一个武断的“发髻说”来“一定终身”，这本身就是一种不

明智的甚至脱离了基本科学研判的研究方法，更是考古学研究方法所不齿的大忌。

我使用了科学的易学数卦的研究方法，重新对其解读，发现这对阴阳图像其实是有

规律的数字卦组合，其组合的科学基础来自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人工使

用金属器雕琢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人图像，于是，我终于揭示出了一个千古之谜。

所谓仰韶文化，其实与远古云南的抚仙湖水下遗址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而《中华

民族遗传学多样性研究》就明确指出，仰韶文化的起源与五六万年前在东南亚一带

生活的现代智人集团的迁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项现代分子人类的研究，启动

于中国、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巴西、黎巴嫩、南非这10

个国家人类学家在2005年一次全球性伟大的研究行动。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我研究结

论和探索动力的科学支撑。

在这本书中，我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华抚仙学”学科的思想，认为只有开展

“中华抚仙学”的研究，才能寻找得到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结合上述现代分子人

类学的研究，五六万年前生活在东南亚的人类必须有一个落脚点，有一个集体生活

的精神家园，有一个集结行动统一思想的大本营。这个至善至美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其实就在四季如春美丽云南的滇中地区，具体地点就是现在的抚仙湖旅游名胜

风景区。目前，在抚仙湖东岸距离水边120米到480米的地方，沉陷着一个2.4平方

千米的石质建筑群落。在这个由30个石质建筑组合形成的大型聚落中，还夹杂着一

些干栏建筑，西方的建筑特征与东方建筑特征汇合在一起交相辉映，显然这里就是

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也是一个适合东西方人类生活的乐园。以上10个国家的

人类学家认为，五六万年前的现代人生活在东南亚，他们曾经两次大规模地进行群

体大迁徙，一次发生在3万年前，另一次发生在2万年到1.5万年前。最明显的是第二

次迁徙，人类学家们明确提出其迁徙路线是三条，其迁徙路径，最后的归宿就是从

远古云南境内向东亚、西伯利亚包括仰韶文化诞生地一带迁徙之后萌发出了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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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花。

我们研究发现，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在石质文化构件上

的文字符号、图像，竟然与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玛雅、欧洲考古遗址出现的文

字符号、图像一致；这里沉没的石质建筑乃至金字塔也与两河、埃及、玛雅的塔形

建筑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人工雕琢的文字符号、图案，同

时也与中国境内发现的文化遗址出现的文字符号、图案相同。考古证据的出现，印

证了人类学家关于现代人祖先迁徙的基本观点。最重要的是，这个建筑为什么沉陷

水下，为什么没有倒塌，为什么大于现代中国的一些县城？比如云南文山州的西畴

县，面积1.6平方千米；比如云南省2012年前尚未淹没时的昭通绥江县城，面积2.1

平方千米。抚仙湖水下遗址，甚至大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比如梵蒂冈，面积0.44

平方千米；比如摩洛希亚共和国，面积0.025平方千米；比如圣马力诺，面积1.96平

方千米。抚仙湖水下遗址于1999年被发现，2001、2006、2007年三次进行过科学

考察，已经在石质建筑上发现了一些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的文字符号和图案，因

为不能被释读，即使使用现代的传统研究方法也根本不能正确释读，因而被中国

学术界避而远之，甚至一些权威部门也不能容忍这个石质建筑遗址的实际存在，

千方百计去无视这个遗址的实际存在。在重重压力甚至遭到各种非议的前提下，

从2008年开始，我先后研究出版了《人类文明溯源——中国抚仙湖水下古迹与苏

美尔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从1.7万年到春秋战国的易学模式》《商族源流

史》《史前易学——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中华布洛陀神史》《中国岩画

史论》《中华民族起源》等著作，主编《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云南抚仙湖与世

界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藏彝走廊历史文化研究》《中国抚仙湖文明的影

响和传播——纪念抚仙湖水下考古研究12周年论文集》《中国盘古文化暨大王岩画

研究》等书，都是认真去解读已经发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倾尽心力对抚仙湖水

下遗址进行深层次研究和探索的科研成果。同时，也是我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

起源的探索做出的微薄的努力和贡献。我的一系列有根有据的学术著作，一个已

经形成体系的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的论证系统，一个以考古证据不断相互印证得出

一致结论的学术观点，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也不关注抚仙湖水

下遗址文字符号、图案的学者能够以一句简单的“不相信”的话语能够否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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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8日，黄晓峰、陆静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题名为《罗泰谈

中国考古的缺失》。介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评价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观点。其中，罗泰谈到研究方法时，认为“历

史学家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运用非文字材料，但是我发现往往考古学家用历史文献材

料的时候，在方法上存在缺陷。文献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研究科学，真的要对此做出

贡献的话，必须对文献学有很深的了解。但99%的考古学家其实对这个领域并不了

解，而且考古学家有时在运用这些文献的时候显得别扭，还不如不用，把这类的工

作交给真正以文献为本的历史学家。反言之，历史学家用考古材料也有类似的问

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按照作为一个喜欢考古学研究的我的观点，就是因为古

代社会与今天的情况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我们不能试图依赖今天的生活方式去理解

古代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我们今天多见现代人头上的发髻，而考古发现仰韶文化

时期当地人类头上出现的并不是发髻，而是数字组合形成的易卦。关于这一点，我

在书中有比较细致的解释。由于不清楚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史是从日月、男女、奇

偶数字、阴阳三角形的对应关系当中开始的，所以，美国学者罗泰认为，“如果将

古老作为标准，那么第一名就是两河流域，其次是古埃及，再下来是印度河流域，

之后是中国，接着可能是南美，最后是非洲。但毫无疑义的，各个文明还有其他内

在的东西，是否发生得最早不很重要。想象下，一个家族中并不一定是老大在历史

上最为杰出，也许老三更伟大。李学勤教授也很直接地指出，再怎么研究也无法将

中国的文明变得和埃及、两河流域一样早”。看来，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屈从了美

国学者的主张，不再具有探索精神了。一个以倡导“走出疑古时代”，并且能够利

用进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机会力图证明中国考古证据能够使神话进入历史的学

者，提出一个观点是要负责的。但是，先生却在自己研究工作的领域内打了退堂

鼓，在声势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求证无果的情况下，先生认同了中华文明的

晚出。他之所以无奈，乃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实际存在，以及不仔

细、认真地关注对这个遗址已经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的解读。我曾经在先生家里

向他介绍过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重要文字符号和图案，但先生却不让我过多地介

绍研究证据，认为他自己会去读我的书。作为一个领军中国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

会认真去读我的书吗？先生曾经炽热地探索过古体六字的起源，也下大功夫去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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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起源，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六字的祖宗和易经起源的考古证据，就由中国

人的祖先使用金属器镌刻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构件上。中国明星学者易中天也

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文明史不能再说“上下五千年，而是3750年”。并且，他在积

极践行“易中天中华文明史”的写作，以证明自己的学术主张。其实，他们根本不

明白也不可能深入触及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研究，因而尚未知道抚仙湖水下遗址蕴涵

着的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变学术界对中国历史基本看法的重大意义。他们还不明

白这个道理：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

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甚至互相矛盾。一件考古证据的

出现，一个新的考古遗址的研究，都是对文献记载新的挑战和权威性诠释，都是对

文献记载进行否定的致命证据。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在《考古学理论》当中，认为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达到高层次的成就，仍然立足于低层次理论的类型学和层位

学方面的诠释。实际上，从数的起源来研究中国现有发掘的文化遗址，关注抚仙湖

水下遗址的实际存在，积极参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探索和研究，就能够解决好这些

矛盾。而这些矛盾解决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原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当

中，中国处于第四的排位就会从目前的排位走到两河流域前面，以恢复历史上的本

来面目，乃至成为最早的世界文明古国。

倘若要解决这些矛盾，只要熟悉中国古体书写数字从一到十的基本写法，只要

去研究数字卦起源的基本占筮方法，特别要关注到云南各少数民族还在使用的鸡卦

占筮法，结合易学理论去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与世界文明遗址和中国各地文化遗址

彼此一致的内在关系，就会得出我一系列研究著作的基本结论；就可以得出抚仙湖

水下遗址的实际存在，就足以证明中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古国的观点。中国古老的文

明是伟大的，中国在世界文明史当中的地位不是“老三”和“老大”的关系，而是

始终就是处于老大的地位。所谓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及其欧洲、南美的文明，都

是从抚仙湖遗址陷落之后，从远古云南迁徙过去的文明星火之燎原。尽管文明星

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燎原得非常缓慢，但是其文字以数字传播的方式的考古证

据一直在中国本土上源源不断出现。任何学者也不会否认，数字就是文字，任何

字典无不把数字作为文字列入其中。研究文明史的学者，谁也不会否认文字就是

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之一。仅从文字的起源来看，中国文字在世界上的出现是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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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构建中华抚仙学 

的，而且从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一直使用到现在，这些考古证据的出现距今已经有2

万多年了。

为了阐明我的学术主张，同时向中国学术史研究者提供新的证据，于是，我写

出了这本书。书中最后一辑为新闻界对我学术观点的通俗解读，为了方便读者对于

本书基本观点的领会和理解，所以附录于后。

                                                                                                                                        黄懿陆

                                                                                                                 2014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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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境内出现一座古老的史前巨石建筑

正常情况下，学术界认为文明起源的四大要素为青铜器、文字、大型祭祀中

心和城市。这个标志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是非常头疼的。因为按照这个标准，只

有到了殷墟时期，中国才算是进入到了文明时期。而我们通常习惯说的是“中华文

明上下五千年”，但在殷墟之前，中国境内无论如何是寻找不到四大要素集中于一

个遗址的样板。所以，易中天才斗胆认为不能再说“中国上下五千年”，只能说是

“3750年”。其主要依据就是中国学术界认为二里头是夏代遗址，但是发掘下来，

这个遗址的断代怎么也到不了夏的积年。说实话，这个问题已经让中国学术界伤透

了脑筋，现在，一些无事生非的文明起源探索者又提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史前有

否巨石建筑，也应该是文明的标准之一，而在中国早期的环境里，则是从来看不到

巨石建筑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本叫作《文明大趋势——中华文明及其命运》和

《新文明简史》的书，在近日微信上面出笼的“全球文明同源论坛”，也提出了这

个尖锐的问题。

中华文明西来说者认为在谈及“中国历史悠久”时，让中国人每每感到尴尬的

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最为明显的建筑史上也寻找不到足以证明中国“悠久”于其

他古国的证据，因为中国缺乏与“西方媲美的石材建筑”。尽管中国在春秋时期出

现过一种“石棚文化”，但是这种石质建筑毕竟比西方晚了2000多年。所以，中国

古代欠缺巨石建筑，表明中国新石器文明不发达。“古代中国确实没有呈现一个完

整的文明发展序列，不仅没有出现巨石建筑时期，而且缺乏金属冶炼的研发时代，

随后的车轮与战车也都已证明是从西方引进，文字产生也比西亚地区晚了大约2000

年。所以，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依靠以地中海东岸地区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向中国

传播，而非独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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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中国地面上，保留相对完整的建筑莫过于山西省五台山上的南禅寺，年

代上可以推及唐代，这是中国建筑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在建筑史上，人们都没

有听说过和相信中国大地上尚还存在年代超过南禅寺这样的早期建筑。但是，南禅

寺的年代早虽及唐，却是土木结构，而非巨石建筑。早期巨石建筑是新石器文化时

期城市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欧洲史学家诺曼·戴维斯

说：“（欧洲）晚期新石器文化通常与宏大的巨石建筑联系在一起，从简单的石桌

状墓或糙石巨柱，再到巨型墓室、石板街道和巨石圈”。 英格兰西南部的史前“巨

石阵”就是一个巨大的建筑。根据2013年4月的最新发现，史前巨石阵附近1公里处

发现人类活动遗迹，开放大学考古学家大卫·雅克斯和同事研究认为，英国巨石阵

的历史可追溯至9500年前，这比之前预期的时代早了5000年。科学家认为，巨石阵

整个工程前后进行了数百年，才能成为同状况的建筑格局。但是，这里并不是巨石

阵石料的出产地，科学家们认为，巨石阵的石头来自威尔士。迄今为止，没有人知

道古代的威尔士人如何把这些几十吨重的巨石运到三百多公里之外的这个地方来。

英国巨石阵由几十块巨石围成一个大圆圈，就像一个小型的石林景区。构成巨

石阵当中的一些石块足有8米之高。没有人确切知道当初建造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同样也不知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建造了它们。一些研究者指出，巨石阵不仅在建

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天文学上也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它的主轴线、通往

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初升的太阳在同一条线上；另外，其中还有两块石头的连

线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人们猜测，这个巨石阵很可能是远古人类为观测天象而建

造的，可以算是天文台最早的雏形了。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圆形石林是早期英国部落

或宗教组织举行仪式的中心，人们很可能在季节变化之际在那里举办活动。

 巨石建筑大量使用石材，而石材的应用需要精细的技术，远古时期著名的巨

石建筑有古埃及结构复杂的金字塔，有地中海马耳他岛上5000多年前的石头神庙，

还有希腊克里特王宫，古罗马著名的斗兽场等等。于是，一些人眼中只看见西欧规

模宏伟的巨石建筑，便认为东方特别是古老的中国在建筑史上一文不值，没有令人

艳羡的史前建筑，也没有震撼世界的巨石建筑，更不可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就是面对抚仙湖水下遗址2.4平方千米石质建筑群落的出现，他们竟然也可以这样胡

说：这样巨大的石质建筑只有西方才可能出现，既然出现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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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现在云南，那么，抚仙湖水下遗址就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一块块巨石，小的宛如洗脸盆，大的上千斤重甚至数千斤，根据《抚仙湖水下

考古》"的介绍，这些石头都不是建筑所在地的特产，而是来自附近一个叫作“磨

刀山”的地方。这座山距离抚仙湖水下遗址600米，根据云南省地矿局实验室对一块

编号为G6样石的检测，抚仙湖水下遗址使用石头与“磨刀山”相同，均为红砂石，

可以肯定水中材料应该来自岸上的山体。水下建筑群落有30处，2001年、2006年，

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分别开展过两次水下考古探秘活动，主要集中于一座顶部距离水

面4米的石质建筑，这座建筑目前判断为祭祀塔，有五层，高19米，底部也就是第一

层长90米，宽63米；第二层宽63米，第三、第四因为局部坍塌无法测量，第五层也

就是顶部宽27米，呈斜坡状金字塔形，形成一座精心构建、支砌整齐的巨石建筑。

2007年，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云南省考古所等7家单位又对位于ⅡG

区的一座石质建筑进行调查，知道该建筑呈人字屋脊状，横截面为三角形。由于受

各种外来因素影响，遗迹部分已经坍塌且有变形现象，坍塌后遗迹面积长83米，宽

14～21米，高0～3.7米。显然，两座建筑都属于巨型石质建筑。专家对于出水的石

质文化构件进行鉴定，发现上面的文字符号、图案，完全依托金属器雕琢，这是一

个令人振奋人心的信息。根据建筑基本矗立于水中的实际，考古学家鉴定该建筑群

落“缺少地震后自然垮塌、崩裂等所应有的现象”。

 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建筑群落有30处，最深的地方距离水面的垂直高度为89

米，最高的地方距离水面垂直高度为4米。2013年以来，由于干旱少雨，最高建筑的

顶部垂直距离已经不足1米，人们只要卷起裤脚，就可以站在这座石质建筑的顶上，

观察抚仙湖周边的美丽风景。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一些石质建筑上，我们发现了一

些英文字母，发现了0、1符号，发现了甲骨文形体的“易”字，发现了日月为易的

图像。这个图像，根据《易·系辞》的原理，可以一一演示为数字卦当中的乾、

兑、离、震、巽、艮、坎、坤八卦。同时，古老的书写体数字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可以一一从图像当中分辨出来。

至于该遗址为何沉陷于水下，2014年1月10日《云南日报》刊发的一篇报道可

解此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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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十三辑“考古探索”栏目指

出，抚仙湖水下遗址系自然下沉所致。

距离昆明市东南约60公里的抚仙湖，有一片2.4平方千米的石质水下遗址。 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指出：“抚仙湖水下考古可以上

溯到1992年。”“考古探索”栏目刊出的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副会长黄懿陆撰写的

《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简介》，分别介绍了2001年、2006年、2007年3次水下考古探

秘的情况。该文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与海洋研究所出版的《抚仙湖》一书提供

的科学数据，通过计算分析认为：在12000年前，抚仙湖面曾高出现在的湖面30米至

40米，抚仙湖水下遗址目前沉陷在水中位置距离水面最高的石质塔形建筑，当时应

该建在垂直高度距离水面7米至17米的岸上。其后，这座高19米的五层石质塔形建筑

就随着盆地的下沉而下沉，以每千年下沉6米至7米的速度下沉到了今天的位置。目

前，我们知道抚仙湖水下遗址大约有30处建筑群落，最深的石质建筑距离水面有89

米，按照这个速度推断，4000年到6000年前，最高的这座塔形建筑才开始下沉。而

在20000年前，目前垂直高度距离水面最低的这座石质建筑群落尚未下沉，仍然矗立

在抚仙湖岸边。

抚仙湖水下遗址位于抚仙湖东岸，面对着西边的尖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水

下潜水员李忠宝经过连续三年的观察，发现只要有太阳出现，其中的第一束光泽就

一定非常准确地照射到尖山的峰巅上。从“磨刀山”到抚仙湖遗址相距至少有600

米，一座由30处集中构建的巨石建筑群落不少于数亿块甚至更多的石头，是什么

人，在什么年代，因为什么原因要在这个地方支砌石质建筑，在什么年代又是因为

什么原因，这批人又放弃了这块风水宝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呢？国际人类学界的基

本观点，可能可以为我们揭开这些不解之谜提供帮助。

二、易学揭示人类文明社会起源的真相

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探索的过程当中，提倡中国文明西来说者的主要证据

并不新鲜。

一般而言，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初始的观点，以殷墟为标准。殷

墟文明的主要标准有农业、家畜、蚕桑业、陶业、骨卜与龟卜、青铜业、车战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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