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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年 易 逝

大 西 国 辉 煌 永 存

谨    以

本书献给：

北纬30°与东、西方文明的开创者

第四、第五太阳时代的三十一位创世者

以及所有开天辟地以来的大西国

伟大母亲与光荣的祖先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致  谢

在本书的第一部即将出版之际，作者谨对就本书的写作出版给予了极大

支持与帮助的所有前贤与亲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可以说，没有这一切帮助

与支持，本书的写作与出版都将是不可想象的。

但若是要将为本书的写作与出版作出贡献的人名都一一罗列出来，那将

是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不过，无论如何，以下几个名字是应该与本书一起为

大家所牢记的。其中，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极大帮助的铁流先生，没有他对本

书的赏识与对作者的鼎力相助，本书得以面世的日期，恐怕还将大大延后。

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对本书的“慧眼”相识，所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

以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亦是本书能够面世的重要因素。

当然，尤其不能不提的是，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帮助与支持，并使

作者引以为荣的上海昊坤律师事务所的全体同事以及作者所挚爱的朋友——

董复祥先生、黄伯忠先生等等的名字，是作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

此外，最需要表示作者真挚谢意的，还有自本书写作一开始就默默地

奉献着并与作者共同承受着写作的欢乐与痛苦，尽心尽力支持、关心、帮助

作者得以顺利而又是极为艰难地完成本书写作的亲友们，其中首推张雪芬女

士、叶尔茨及成炜先生。为本书的写作作出了最大贡献的（这一贡献中包含

了所承受的巨大牺牲），则是作者最心爱的女儿叶海燕，正是由于她的积极

与直接的参与，本书作者才能多次从考证的困惑中得到感悟，从而摆脱传统

思维的束缚。她的聪慧与杰出才华，是作者得以最终完成本书完整理论证明

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作者当然更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从考古、历史、地理、文献、民

族、民俗、语言、宗教学等等领域对史前文明研究有过独特见解，进行了不

懈探索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所有中外学者与古代先贤。他们那不朽的努力、

勤奋的工作留给后来考证者的神圣遗产，以及对作者所引发的灵感与启示，

是本书写作得以进行的必要基础与前提。在作者心目中，所有这些泰斗级贤

哲中，柏拉图与司马迁两个不朽的名字，无疑是值得人们永远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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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从某种意义说是识破“天机”的实践，“大西国沉没”这一古

老传说已在全世界流传几千年，它的神秘并对其探秘，为历代贤士折腰。长

期以来，无数探秘者都把寻觅的眼光放在大西洋及其洲岛上；其解读方式方

法多拘泥于古迹考证和形式逻辑的推断，故至今尚无自圆其说的立论。

即将出版的《天机》第一部一书的作者叶远先生独具慧眼，倚饱学之

见，首开先河，提出“大西国没有沉没，它就是中国的江淮平原”的立论。

叶先生运用纯熟的辩证逻辑、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方法，合理地引经据典，

别开生面地构建了这一立论的概念体系。

说实话，“叶说”的主要鉴赏人铁流先生令我为该著作序时，我很茫

然，因为我实在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外行。当我拜读论稿几页几节后，立即为

破识天机的优美文字所吸引。整个立论深入浅出，大胆严谨，把两千多年

来，人们以为大西国存在并沉没于西半球的视线，令人信服地引向东半球的

中国江淮平原，其国都沉没在巢湖，其疆域仍然存在。

我认为，《天机》第一部之所以成功证明大西国自上古存在于中国的

江淮平原，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全凭藉作者识破天机的思辨才华和令

人佩服的勤勉献身精神。自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两篇“对话录”发表，

大西国是否存在又何以沉没，引起世人关注了两千多年，在柏拉图以前这一

神话也可能流传很久了。人们关注这一悬疑传说的存在，无疑是在追溯人类

文明史的上限时间、地域和状况。迄今以考古和史料为据所发掘认知的古代

文明，远比“大西国”传说的时间晚几千年。为此，近二十多个世纪中，人

们不甘心“大西国”只是一个传说或神话，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都希望循着

柏拉图“对话录”的启示，能在地球的某一处找到佐证，但终归莫衷一是。

而叶远先生有凭有据地根据古今人们对“西方”“很远很远”“湖”“海”

“洲”“岛”等等概念上的古称、变迁、同义反复、概化与固化等等事实，终

于把“大西国”的千载之秘理出了令人信服的头绪，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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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了一系列的和若干例外的证据，终于揭开了严盖大西国的神秘面纱，渐

渐露出了上古文明历史的本来面目。序者认为，这一“神话证明”的意义，

不亚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给世人带来的惊奇。三星堆文物假不了在于

有碳元素鉴定的真实性，而“叶说”所立论的概念体系几乎具有公理性（即

无需什么鉴定人们也公认）。当然，《天机》第一部的全部目的也仅于此。

只要有了这个前提，在一定时机，谁能说将来不会去巢湖发掘，谁又会怀疑

在大西国沉没之处发掘不出证明呢？

                                                                                  喻锫丹            

2006年春节于北京泽丰苑



前  言

在有兴趣阅读本书之前，我要告诉你的是:

一、本书主题:

   探索、解读并揭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亚特兰蒂斯(大西国)文明的

历史真相。

二、本书结构:

  全书共分四部:总名:《天机：大西国揭秘》

               第一部:《蓝色太阳》

               第二部:《“上帝”来自西方》

               第三部:《崛起的文明》

               第四部:《燃烧的星空》

三、本书主要内容:

   伟大的太阳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起源于一万多年前的远古中国长

江流域，崛起于荒蛮中。以“女娲”（“有巢”“燧人”）为代表的女始祖们

通过“造人”与“补天”开创了“礼之初”时代。从最初的母系社会到父系

社会，文明之路充满曲折与抗争的印迹，期间历经四次辉煌、两大劫难、

两次重建、三次文明大传播，终于使得文明由初兴阶段到达傲视天下的大成

时期。

   这个文明曾以领先整个世界的科技知识在史前的历史舞台辉煌演

出——开鸿沟运河，创井田成方，造万城之城，作山雕地画，又以“脉海

道、涉流沙”定大地四至，立海外三洲，建日、月不落之国而永载文明史

册。但又因废除“人祭”祖制的宗教改革之争，引发旷世大悲剧，造成兄

弟反目、血战昆仑，终至民族大分裂、大迁涉、文明的再一次大重建……

  但亚特兰蒂斯的不落太阳，将永远光照华夏大地与整个东、西方的文明

世界。

001



天机：大西国
 揭秘

蓝色太阳

002

第  一  部

四、本书特点：

1.比较另类，书中的许多观点与传统学说并不完全同轨；

2.时以逆向思维的逻辑推理，来作难以破译的不灭记忆与信息密码之

解读；

3.放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与文化框架中，寻找与思考的三项结合：

（1）将世界上的知名古文明与中华文明，视作是曾同属亚特兰蒂斯太阳

文明的承继与派生的文明。

（2）将中国汉族与许多兄弟民族，视作曾是同一血脉的亚特兰蒂斯太阳

子孙，与古“三苗九黎”共同祖先的传人。

（3）将体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中原文化”（包括古史记

载与神话传说）与“蛮夷文化”（包括其史诗习俗与神话传说），视作是同

一亚特兰蒂斯原始文化的组成及演化进程中的不同产物。

4.将天文与地理相结合，以先进的现代科技成果——卫星与航测地图，

运用于作地空对应的理论考古证明。

五、本书起因

不能不说是命运的使然：

1.少时喜欢听故事，常与小弟一起围坐在煤油灯下，边啃当作晚饭的冷

烧饼，边津津有味地听着年迈的父亲讲历史与神话故事。这也许是当年贫困

中最开心的精神享受，亦是令人始终无法忘怀的最初文化启蒙，使作者终生

受益匪浅。尤其使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年的那些神话故事中的许多内容，如

女娲的“造人”与“补天”，西王母的瑶池与昆仑神宫，嫦娥的奔月，尧、

舜、禹的禅让，黄帝与蚩尤的炎黄之战等等神话情景，居然会在作者成年

后，对亚特兰蒂斯文明所作的探索中再现与复活，并成为了寻找与复原那些

失落记忆真相时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

2.听故事的“升级版”，是喜欢看书的一生爱好，无论是诸子百家经书

讳书，总之是“拿来主义”、“多多益善”。多看，就多想，天上地下，海

阔天空，因而各种疑问亦就更多，于是就想解读，就想写作……

3.本书的写作与作者的个人经历与职业亦不无关系，虽然作者并非科班



前 言

003

出身，亦无扎实的历史学与考古学专业知识，但可稍作弥补的是，农、工、

商、学，作者均有生活历练，而作为律师，逻辑推理之运用，无疑亦会强于

一般常人。故对历史疑案的破案分析以及证据的有效选择与真假判断，自然

也更理性些。

4.当然还另有一些其他难以言喻以及留待在“后记”中还会提到的重要

因素之影响，亦是促使作者终于动笔写作此书的原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章

柏拉图在《对话》中给我们讲了一个遥远的大西国的故事。他在《对

话·蒂迈欧》中写道：

我们的史册上记载着，有一次，有一群强大的人马从大西洋上某处遥远

的地方悍然前来侵袭，攻略整个欧罗巴，也攻略到亚细亚，你们的国家把他

们挡住了。那时候大西洋是可以航行的；在你们希腊人称为“海拉克勒斯的

柱子”那个海峡前面，原来有一座岛屿，比利比亚和亚细亚两块土地合在一

起还要大；当时在海上旅行的人，可以通过这座岛屿到达其他许多岛屿，再

从其他岛屿转到对岸套着那个真正的海洋的整个大陆。我们这里位于刚才所

说那个海峡以内的这个海，显然只是一个具有狭窄入口的港湾；海峡外面的

才是真正的海洋，环绕在那海洋四周的陆地才可以按照最完整最真实的含义

完全正确地称之为大陆。且说在这座大西岛上，当时有个势力强大而惊人的

联盟王国，统辖着全岛和其他许多岛屿，还有大陆的若干部分；此外，在海

峡以内，他们还统辖了利比亚远至埃及，统辖了欧罗巴远至塔斯康尼。可是

后来发生了几次可怕的地震和洪水，在一个不幸的昼夜里，你们所有的战士全

部被大地吞没了，那个大西岛同样地没入海里不见了；如今海洋中那一片水

域，既不能航行也无法探测，因为那座岛屿下沉后变成了阻塞交通的石碛了。

在《对话·克里蒂亚》中，柏拉图讲述了大西国的情况：

我们先前说过众神划区分派的故事，他们拿整个地球分成许多大小不

同的区域，给自己修起了神庙，规定了献祭的制度，其中波塞冬分派到大西

岛，同一个民间女子生了许多孩子，让他们居住在下文所说的岛上某一地

区。从岛中心直到海边，有一片平原，据说是世上所有平原中最美丽的，土

质也非常肥沃；接近平原、距中心大约50斯泰迪姆的地方，矗起一座四面陡

峻的高山。山上住着一个原属“地生人”的土著，名叫厄芬诺，还有他的妻

子娄基伯。他们有个独生女儿名叫克莱托，这姑娘长大到了结婚年龄，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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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死了；波塞冬热爱着她，就和她做了夫妇。为了使她所居的这座山不受

外人侵袭，他切断了山下四周的土地；他用大小不同的海和陆地一圈圈围绕

着那座山，共有两圈是陆地，三圈是海，这些海都是他从岛上挖出来的；每

一圈全部阔度一致，使人无法渡水入内。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船舶，所以也没

有航行。波塞冬是个天神，他轻而易举地在中心岛上给自己作了安排，从地

下引出两股泉水，一股是热的，一股是冷的，又使土地生产各类食物。他生

了五对孪生儿子，把他们抚养长大；他将整个大西岛分为十个区域，给第一

对孪生儿子中第一个出世的分配了他母亲的住所和周围地区，这是十个区域

中最大最好的，又指定他做国王，统治其余的人；其余几个儿子则为亲王，

每人管辖许多人民和大片国土。他给他们起了名字，当国王的大儿子叫做阿

特拉斯，因此就将那岛屿称为大西岛，那海洋称为大西洋。他的孪生弟弟分

配到了岛的一端接近“海拉克勒斯的柱子”而与隔岸那个如今称为加台拉的

地方遥遥相对的地区，这弟弟的名字在希腊文叫做欧默鲁士，按当地的语言

则叫加台律士，他的国家也叫做这个名字。第二对孪生子，一个叫昂菲律

士，一个叫厄维蒙；第三对大的叫莫奈修士，小的叫奥多克东；第四对孪生

子，大的叫厄拉西普士，小的叫默斯托尔；第五对大的起名为阿齐士，小的

起名为狭亚布律柏士。这一批兄弟和他们的后裔，在岛上居住了好多世代，

统辖着大海上的其他许多岛屿。此外，还像我们先前所说过的那样，他们的

统治力量远及地中海沿岸埃及和塔斯康尼的人民。

阿特拉斯生了许多后来都很杰出的儿子。国王的王位都由长子承袭，如

此传了许多世代。他们拥有非常巨大的财产，是过去任何王室所不曾有的，

以后大概也不易再见；凡是在城市或者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所需要的物资，他

们应有尽有。因为这个王国威名远播，所以有很多物品从国外输入，而这个

岛屿本身则供应大部分日常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首先是从地下开掘出来

的各类金属，坚硬的和可熔的；有一种如今只留下个名称而在当时则实有其

物的金属，这岛上有很多地方开发了出来——我说的是“山黄铜”，这是当时

所知道的金属之中除了黄金以外最贵重的一种。有一片森林盛产营造上需用

的各种木材；家畜和野牲的产量也很丰富。还有许多大象产在这岛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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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仅对于一切生息在沼泽、湖泊、河港以及在山野和平原中的其他动物

供给了大量的食物，对于动物中天生形体最大又最贪食的大象也是如此。除

此之外，还生产现今世界上所产的各种香料，无论用的是草的根部或茎叶，

或者树木、花果的汁液，都炼制得很精美。还有那人工栽培的果实，给我们

充食料的干货以及其他我们用作饭菜的各种植物——总名叫做“蔬菜”的许

多种类；还有生长于树上可以用来制成流质和固体食品以及各种油膏的果

子，产于庭园果树用于欣赏娱乐而不易保藏的果子，以及作为餐后食品用来

舒解饮食过量的果子——这一切，出产在当时存在于世间的那个神圣的岛屿

上，品质异常优美，产量又无限丰富。他们从土地上获得了这一切物产，于

是就建造许多神庙和宫殿，兴筑许多港埠和码头。他们按照下列方式在全国

作了布置。

首先，他们在围绕那古老国都的三道海的圆环上架设了桥梁，修建了一

条出入王宫的大路。在他们的神和祖先定居的地方，他们一开始就兴建了宫

殿；以后历代国王继位，无不增添装饰，尽其所能以超越前人，结果使这宫

殿以其规模之宏大和构造之富丽而成为十分惊人的建筑。他们从内圈的一道

海开挖了一条运河通到外圈，宽3普勒特戎，深100英尺，长50斯泰迪姆；

这就是开了一条通道从大海直达这个地方，仿佛直达一个港埠，其宽广足以

行驶最大的船舶。此外，他们又在三道海中间的两个陆地圆环上，就两桥之

间开挖一条水道，宽深足以通过一艘三层桨座的战舰；水道上面加有覆盖，

所以成了地下航路。进入大海的运河所通过的最大一个圆环，宽为3斯泰迪

姆，由此向内的一圈陆地是同样的宽度；再向里去的水陆两个圆环的宽度都

是2斯泰迪姆；环绕中心岛的一环则宽1斯泰迪姆。这中心岛即是王宫所在，

其直径为5斯泰迪姆。中心岛以及前面的水陆圆环和那宽1普勒特戎的桥

梁，每一圈都用石块垒成的城墙围了起来；通海水道上的几条桥梁，每一头

都修建了塔楼和门。他们从整个中心岛和内外几圈圆环的地底下掘取石块，

有些石头是白色的，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红色的；在掘取石块的同时，他

们建筑了两个凹入岩层的船埠，用天然的岩石作为顶棚。房屋建筑有些只用

单纯的一种颜色，有些则用各色石块组合起来，垒成色彩繁复的花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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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使建筑物具有一种自然的美趣。他们将最外边一环周围的城墙像抹上

灰泥那样全部涂饰了一层黄铜；第二道城墙涂上了一层锡；最后一道即围绕

卫城的城墙则用了山黄铜，像火一般闪闪发亮。

卫城以内的王宫，布局如下：

中心点建有一座奉祀克莱托和波塞冬的神庙，是不许人们任意进入的圣

地，四周有一道黄金筑成的围墙；这里原是具有十个支派的王室的发祥地。

十大区域的人民每年按着季节将时鲜果品送到这里，作为奉献与各位王爷的

祭品。另有单独奉祀波塞冬的神庙，纵深1斯泰迪姆，宽广3普勒特戎，高

度与此相称；外观上带有一点蛮夷风格。神庙的外部，除了几处尖顶之外，

整个用白银涂饰，尖顶则是用黄金涂饰的。至于神庙的内部，他们用象牙做

屋顶，又用黄金、白银和山黄铜镶成光怪陆离的色彩，其余为墙壁、柱子、

地板等，则都涂上了山黄铜。他们在庙内安放了许多金像，其中一个就是波

塞冬的，他站立在一辆战车上，驾驭着6匹长有翅膀的骏马，形体十分高

峻，头顶竟碰着了屋梁，他的周围是100个骑着海豚的海的神女（当时人们相

信海的神女是这个数目）；还有其他许多雕塑的像，是民间所奉献的。庙外

四周罗列着十个王爷以下历代许多国王、亲王和王妃的金像，还有其他许多

从本邦以及一切属国的国王们和民间所奉献的东西。还有一个祭坛，其体积

之大与制作之精，是和周围事物相适应的；王宫的建筑，也和这王国的强盛

巨大相称，同样和这些神庙的富丽堂皇相称。

他们所用的两股泉水，一股是冷的，另一股是热的，水量非常大，又由

于水质优良，水味美好，所以非常合用。他们在泉水四周盖了房屋，种了许

多与水质相合的树木。另外他们还在泉水旁边建造了好些蓄水池，有几个是

露天的，有几个则在屋内，以便冬天作为暖水浴塘。他们分别设置了国王所

用的浴池和老百姓所用的浴池，另有专供妇女用的，还有专供马匹和其他负

重牲口用的，各处都配有适当的设备。他们将滔滔不尽的泉水引导到波塞冬

的圣林，这里植有各种各样的树木，由于土质肥沃，所以都长得异常高大而

且美丽；他们又用一些渠道将水通过那几个桥孔引到外圈去。他们在两个陆

地的圆环上建造了许多奉祀众神的庙宇，还有许多花园和运动场，有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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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是供人们使用的，有些则单独供马匹使用。此外，他们在较大一个圆环中

间开辟了一个跑马场，宽度1斯泰迪姆，长度则为绕岛一周，以此作为赛马

之用。这一圈陆地各处设有营房，警卫人员多数住在这里；有一部分亲信的

警卫驻扎在接近卫城较小的一圈陆地上；另有最亲信的一些警卫则驻在卫城

中贴近国王的地方。

码头上停泊着大批三层桨座的战船，堆贮着各种各样的船具，船上都有

充分的装备。

以上乃是王宫四周的情况。从圆环上的三个通海港口一直外出，你可以

见到一道城墙，筑于海边，环成圆圈，距离最大的水环和海港统为50斯泰迪

姆，两端衔接在通入大海那条运河的出口上。靠近城墙的地区，居民住宅鳞

次栉比；运河入海之处和那最大的一个港口则船舶拥挤，世界各地商贾云

集；由于人口繁众，所以喧嚣扰攘，什么声音都有，而且昼夜不绝。

关于这个城市和那古老的宫殿附近的景象，我已经大致按照梭伦当时

所讲的讲完了。现在我应当再尽我的力之所及，将这个国家其他部分的自然

特点和治理方式照着原话告诉你们。首先，据说那国家整个国土突出海面很

高，海岸十分陡峻，可是城市附近一带却是一片地势坦荡的平原，平原以

外，周围都是高山，山脉迤逦入海；这平原地面平坦，呈长方形，两边各长

3000斯泰迪姆，其宽度在中心部分从海滨算起为2000斯泰迪姆。这个地带位

于岛的南端，后面有山的屏障，吹刮不到北风。围绕这个地区的山峦，从当

时人们赞美的话来看，其宏伟、丛叠与美丽，都胜过现存的一切高山；那些

山区中有乡民所居的许多富庶的村庄，又有许多河流、湖泊和供应大量饲料

给各种野牲和家畜的草原，还有大小不同的许多种类的木材，足以富裕地供

应所有一切工艺上的需要。

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再加上历代许多国王的经营，结果这平原就形成

了下述的情况。这块土地原来是长方形的，边沿上大都是直线；他们在这块

土地的四周挖了一条水道，使得原来不够整齐的地方都变整齐了。水道的深

度、宽度和长度，听起来教人难以相信，人们会觉得如此巨大的工程，还有

其他许多大规模的建筑，决不是人工所能完成的。可是不管怎样，我们应当



天机：大西国
 揭秘

蓝色太阳

006

第  一  部

按照我们所听到的来讲：这条水道深有1普勒特戎，宽则统为1斯泰迪姆，因

为是沿着整个平原的四边挖的，所以全长为一万斯泰迪姆。这条水道容纳了

从各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环流平原四周，经过城市两侧，然后由此宣泄入

海。城市背后的内陆上，开了好些笔直的运河，宽约100英尺，横过平原，流

入出海的水道；各条运河之间的距离为100斯泰迪姆。他们又挖了一些渠道横

切运河，并且沟通城市；他们就利用了这些河道从山上将木材输送入城，又

将四季蔬果装船运送。他们每年从土地上收获两次，冬天利用天上落下的雨

水。夏天则从各处水道引取地面上的水来进行灌溉。

关于人力方面，规定平原上每一地区应当选出一人领导全体宜于服兵

役的男子。每一地区的面积约为100平方斯泰迪姆，地区的总数为6万个。

山区和国内其他各地，据说人口也十分繁多，他们都是按照自然区域和村落

划归这些地区，由各地区领导人进行领导。其次又规定每一地区的领导人应

当筹办一辆战车的六分之一的装备，以备战时需用，如此合计可以装备一万

辆战车。同时各区还应当出两匹马和两名骑兵；另外还要供应一对马匹，不

带车辆，但应配有一名持小盾的战斗兵和一名驾御战车能在马上纵跳来去的

骑兵。此外还要输送甲兵两名；射手和投手各两名；轻装的掷石手和标枪手

各三名；又应为配置1200艘战船的人员输送水兵四名。以上是王城的军力部

署。至于其他九大地区，则部署情况互不相同，如果要谈，那就得费很多时

间了。

关于官职和权力，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作了规定。十个王爷在他们自己

所辖地区和城市里，对于老百姓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决定大部分的法律，可

以随心所欲地处罚和处死任何人。可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力上下以及相互关

系，则是波塞冬的命令所规定的，载于法律，并且由第一代的王爷们刻写在

岛中心波塞冬神庙的一条山黄铜柱子上，传至后世。王爷们在这神庙里按照

先五年后六年的时序聚会各一次——表示对单数和双数同样尊重——在聚会

时讨论共同关心的事情，研究有谁在什么问题上违犯规定，并且作出判决。

在未判决之前，他们按照下列方式相互宣誓：

在波塞冬神庙里，有许多散放着的公牛；那十个王爷单独留在庙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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