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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溪沙  張青
八秩晉三興百嘉，梨城文苑宴金沙。深杯寄意慶豐華。
健筆如椽持正道，雅懷似玉彙名家。朋儔禱頌樂無涯。

日月恆常，雲天變幻。
生活在海外多年，未嘗一日忘記自己

來自中國，推而遠之，撫今思古，更常常
思考人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之千古天問。

縮小而言，中國人是從哪兒來的？中
國現在有所謂56個民族，它們是“自古以
來”還是在不斷變遷？

由於自己的愛好，這幾十年中讀遍了
先秦古籍，在閱讀中發現了很多歷史的殘
色，卻無法拼成一幅全圖；閱讀了很多考
古報告，看見了很多歷史的碎片，卻無法
完全復原。蛛絲絮團，抽緒無處；草蛇灰
線，伏脈難覓。

五年前，我試圖探究良渚文明的來
源，但只能看到眼前的東西卻無法看清它
背後的東西。我不得不把目光放得更遠，
把視野放得更廣，從長江下游擴大到整個
中國，從中國擴大到世界。探索忽隱忽現
的絲緒灰脈，尋找其中的邏輯點，不斷建
立模型推翻模型。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寫
作，經過五年的努力，幾易此稿，形成了
現在展現在大家面前的作品：《中國原始
族群的形成與遷徙》。

當我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是恐懼與驕
傲並存，恐懼是在於我不是一位專業的考
古學家，缺少專業背景；驕傲是在於我為
這本書積累了大量素材，並進行分析和聯
繫，如同試圖把滿天的繁星串聯在一起。
由此而得到的一些結論是全新的，建立的
模型前無古人。

由於我是以族群為考察對象，其涉及
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迫使我從大的背景大的
角度去考慮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研
究族群的源流與變遷問題，不同於研究某
個具體的文化，在這個時候從一個大的角
度去考慮問題可能是個更合理的做法，能
看到在一些分散的具體的文化現象中無法
觀察到的事情。如果我們無法從一個個具
體現象中把握出整體脈絡，如同擁有各色
麗彩卻無法成為一幅完整的藝術品。這是
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經常產生的某種觸
動。所謂雁過留聲，雖然聲音縹緲，但一
定有雁飛過。樹葉飄搖，一定有風吹過。我
在書堆裡，我在電腦上，尋找那隻雁，追蹤

那股風，並把它們寫在了我的這本書裡。
在我書中一些比較重要的觀點和假說是：
中國史前人群活動五個區域：華南、

華北、雲貴、青藏高原、黑龍江流域。
舊石器早期華南與東南亞大陸部分相

聯繫，而雲貴高原可能與南亞希瓦利克山
麓的索安人群相關聯。

青藏高原可能是現代人群最早到達中

國的地點，途徑是由希瓦利克山麓翻過喜
馬拉雅山到達藏南。

希瓦利克山麓、東南亞大陸和雲貴高
原可能是現代人擴散的集散地。

結合遺傳學、語言學的研究，分析了
漢藏語、苗瑤語、侗台語、南亞語的分離
年代和分佈狀態。

具體分析了突厥語和通古斯語不屬於
同一個語系的原因。

提出了新石器時期南方人群向北四次
遷徙的假說，分析了中原和海岱地區一些
典型文化的形成原因。

結合考古證據和文獻，闡述了新石器
晚期南北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經過，點明中
國文化格局的形成是在新石器晚期的“黃
帝時刻”。

分析了黃帝-蚩尤大戰的具體戰場所在。
列出了龍山文化時期山西陝西地區的

文化類型分佈區域圖。結合文獻認為當時
的陶寺是巫鹹族群的所在地。

提出了良渚文明是被北方人群消滅的假說。
分析了齊家文化可能是南方戰敗者在

流放過程中產生。
從文獻的角度，結合南方人群北遷的

大模型，分析了太昊、少昊的族群來源。
在我寫書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好幾位

專家的幫助，張居中先生是第一個對我提
出建議的考古學家，他在看了我的第一稿
後建議我把文獻、傳說材料和考古材料分
部寫作，使各方面的專業點更加突出。舊
石器考古專家蔡保全先生對我的舊石器部
分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見，促使我大幅度
修改了舊石器晚期部分，增添了新的重要
材料，也得到了他的“更具邏輯編排”的
贊語。董廣輝先生發來了對我書稿非常具
體的評述，修改了我書稿中的幾個錯誤。
另外也得到台灣國立大學陳有貝先生的持
續關注，並解答了我提出的問題。謝堯亭
先生也發來了熱情洋溢的鼓勵。我在這兒
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整整五年時間，我在寫作這本書，如
今總算告一段落，開始接受大家的評議。
我希望能繼續寫作下去，特別是從黃帝到
夏朝建立之間的這一段時間，裡面有很多

問題還需要探討。但時光倥傯，是否能實
現願望，未可知也。

望著靜靜躺在幾千年前遺址中的古
人，以我曾經的一首小詩表達感慨：

《二月二十四日晚望明月有感》
萬里清輝共一辰，水雲聚散又逢春。
百年之後人知否，今月曾經照我身。
（2024年7月24日）

恭賀何與懷博士八十三歲壽辰
▓何與懷博士壽宴部分嘉賓合照

五律  梁曉純
文章源妙手，巨擘潛南瀛。

伏案卅幾載，嘔心百數評。

墨濃神鬼泣，字重宇天驚。

喜遇壽辰日，歡歌笑語聲。

七絕  恆心馬
歡聲笑語聚金沙，共享先生福壽茶。
八十三秋松竹韻，逾千文苑眾人誇。

用視覺研磨山水，

慢慢地，

春風在你的筆下流成了河。

用光陰擦拭著過往，

慢慢地，

文字在你的硯中，

如同那漆黑的夜，

在沉默中慢慢蘇醒。

從昨天走來，

那長滿翅膀的天空，

是你書寫經年的背影。

那些沉睡在泥土下的滄桑，

一次又一次地

  在星光下翻耕。

凝固的思緒，

靜擱在一片孤獨的花叢。

你的字裡行間立著陽光，

濯洗著鏽蝕的文明。

你從昨天走來，

乘一葉知秋的扁舟，

眺望東方的蒼茫。

濕潤的情懷如那汩汩清泉，

流溢著澄澈的真情。

靈魂的源頭，

是一口長滿綠苔的古井。

舊跡斑駁，

只能聽見你落筆的回聲。

那些早已被遺忘的眼神，

在回聲中，

敲開未來的夢。

……

你從昨天走來，

誰的鄉愁讓你一夜白頭，

佇立星辰把百年守望。

半畝方田你播種自由，

裁你一分悲憫來充實那

  消失的善良。

千年的詩句還在

  你的眼角淋漓，

一座城牆限制了我的想像。

用你筆透紙背三千尺的情愫，

生出一縷銀河落九川的悵惘，

會有一天，

你的那片淨土，

便會結出春天的太陽，

（接上期）羊是那麼
膽小固執難以調教，特別是
與我們從小養到大的4頭善
解人意的牛們相比，小羊的
那種稍有風吹草動就撒腿奔
逃，根本不明白人好意的動
物本能根深。牠們擁有兩大
片帶圍欄和水槽的草地，
草料足夠牠們吃完這邊的草
再換到對面草地去，有理想
的從早吃到天黑的好日子，
但僅僅需要從這片草場換
到隔著條石子路的那邊草
場去，就花了好長時間才讓
牠們的榆木腦袋開了一點點
竅，即便是牠們能看到對面
草場有更綠更嫩的青草，牠
們不明白打開的柵欄門是什
麼意思，哪怕我們很溫和地
走在後面想指點牠們穿過兩
道柵欄門去，牠們還是雞飛
狗跳的無腦，3頭羊會集結
突圍，還會兵分三路各自逃
竄，兩人四臂也攔不住3羊
的12條腿，羊們毛皮厚重逃
跑敏捷跳，人卻累出滿身大
汗。這麼追趕幾次，終於認
輸將兩邊柵欄門洞開，用帶
電的臨時網線攔住空缺處留
出通道防止羊們出逃，之後
人離開。隨牠們在自覺安全

《中國原始族群的形成與變遷》自序 方  白

披著羊皮的羊
胡仄佳

狀態下慢到對面肥美青草地
上去，過後我們再回去關好
柵欄門。

就這樣，好容易才教會
了3頭羊對柵欄門開關的認

知。
轉眼羊們就快1歲大

了，剛來時的小羊不知覺間

變成了大羊，肚子大胃口
大，兩大片羊專屬地上草遇
到乾燥少雨時，生長速度趕
不上羊嘴啃過的速度。我家
牛們也有牧場青草短缺的時
候，那時我們會把牧場裡路
邊草用做應急，放牛出來上
路，只要關好路兩頭的柵
欄，牛們就開心把路邊青草
清理大致乾淨，幾天後再
把牛們轉移到休閑了幾天的
牧場上。可羊就不那麼好管
理了，牠們的個頭比牛小很
多，我們拉的臨時電網線還
沒通電時，牠們就可能越獄
跑去我的果園，把一些牠們
喜歡的果樹葉子統統啃光。
牧場周圍全是灌木樹林，出
逃的羊要找回來就費勁了。

而且，牛們如果犯了錯誤被
我們責罵，牛眼神裡會有某
種負疚感，像兩三歲小孩的
反應。類似情況下羊們則是
從頭到腳的倔強不服，像16

、7歲的野男孩般不聽不講
理，牠們不反抗就算很溫和
了。

養羊將近一年後，在我
眼裡的羊，是腦袋裡只有兩
根筋的動物。

吃是第一根筋，茂盛青
草在前牠們會把草啃到成一
截截小樁，休息的時候羊嘴
一扭一扭地繼續咀嚼，在安
全環境裡青草讓牠們的吃筋
十分放鬆。那根驚筋便是天
生的，尤其對稍微靠近牠們
的人萬分警惕。如果我們是
在羊欄附近做事，只要鬧出
一點動靜，遠遠的牠們會站
直了抬頭朝我們靜靜觀察。
一旦感覺危險，沒有三十六
計的牠們就只會拔腿跑。這
兩根筋賦予了羊們再簡單不
過的生存方式，我家的羊既
固執又膽小的特點永遠不會

變，別指望牠們會有聽懂人
話的一天啊。

其實羊眼睛更奇特，
牠們也長著像章魚那樣的
長方形瞳孔，只不過長著
類似眼睛的章魚是動物界
出類拔萃的智慧生物，羊
卻很傻，傻到智力完全不
能與章魚相比的地步，就
像世界的兩極。

說到底我還是很喜歡這
3頭傻頭傻腦的羊，重要緣
由不僅是牠們能給我提供肉
食，還因為這種羊無需請專
業者來為牠們剪羊毛。

季節轉換，冬天悄悄長
出漂亮保暖的羊毛大襖讓牠
們安全過冬，春來，毛衣漸
過時了，就從頸部開始很不
規則的脫落，厚羊毛東一處
西一塊隨風去，此時的羊竟
像披著件破舊大襖的乞丐，
狼狽又滑稽，我見到就想咧
嘴笑。

一個熟悉的形容詞突然
冒出來：披著羊皮的狼！

不對，在新西蘭這個遠
離世界的小國土地上沒有猛
獸䴭狼，披著羊皮而且是可
以自動脫毛的就只能還是這
些傻羊了。

塵  埃風  骨 僅以此詩獻給何與懷博士僅以此詩獻給何與懷博士

▓張青賀詞（陳世豪書法）

讓這光成就你一世的輝煌。

你用耕耘感悟生命，

慢慢地，

冰涼的文字在你的

  筆下有了溫度。

為了不讓一園果木結出蒼白，

你用筆尖挑土，

去挖掘被嚴冬深埋的風骨。

你直立成一道彩虹，

搏擊成一隻雄鷹。

忘卻年華老去，

忘卻了盛開的荒蕪。

漂流的文字與天涯為伴，

不問歸期，

不思歸途……

▓陳世豪賀聯

▓王明科賀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