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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

近 些 年 考 古 火 出 了

圈，从高考状元立志进北

大考古系，到火遍天际的

《国家宝藏》和《如果国宝

会说话》，再到故宫文创的

崛起，文物一下子走入了

大众视野，走进了普通人

的生活。但我们真的了解

文物的重要性吗？我们真

的知道怎样通过一件文物

解读它背后的政治制度、

思想潮流和历史变化吗？

《文物里的早期中国》解答了这些疑惑。

作者林屋公子自谦称《文物里的早期中

国》为一本从先秦秦汉文物中读上古史的

“小册子”。实际上，这本书通过34件很有代

表性的文物，如郭店楚简、清华简、吴钩越

剑、马王堆帛书、三星堆铜人，重新解读汉代

之前我们自以为熟知的神话与“信史”。

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论断，对古史的研

究经常出现“古史层累”的现象，就像在考

古挖掘中后一个时代的遗迹一定覆盖于前

一个时代之上，导致时代越久远的遗迹越

被压得失真了。在早期中国史的研究中，出

土文物的地位尤为重要，究其原因，主要是

汉代之前史料的缺乏，兼之后世纷纭繁杂

的解读，此时文物能最直接地还原当时历

史的真实面貌，与史籍记载相印证，有助于

读者辨别记载的真伪。

林屋正是抓住了汉代之前，由于史料

缺乏加之“古史层累”造成的“信史不信”的

痛点写了这本书，选取了带有文字的文物，

这样的文物往往用于祭祀、祝祷等大型活

动，本身就传达了很多信息，诉说了一段完

整的故事，同时可以与史籍相印证，更容易

展开与之相关的时代、人物、事件的讲述。

比如其中有几段有趣的故事：黄帝存

在吗？尧舜的传位真的是禅让吗？

我们是炎黄子孙的记忆刻在骨血里，

以至于不再质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

作者林屋公子从陈侯因齐敦上的铭文

“绍緟高祖黄帝”入手，开始一步步梳理了

黄帝的字义与来源，从商代开始找寻黄帝

的痕迹，发现直到春秋时期，即使在《诗经·

商颂·玄鸟》和《大雅·民生》两段分别讲商

周人族源的史诗中都无黄帝的痕迹，作者

一路往后，在《史记·封禅书》和《五帝本纪》

中关于五帝源起的回溯才定位到，黄帝的

概念大概形成在战国时代，而上古诸帝王

在此时整合离不开当时秦帝国政治统一、

“华夏”自我认同明确化的社会情境，身处

其时的“陈侯因齐敦”记录的也正是这样一

个“攀附”的故事，“炎黄子孙”随着政治地

理边缘的扩大，渐渐成为共同文化心理认

同的一块基石。

书中同样讨论了古史上很有争议的禅

让话题，尧舜禹之间是禅

让还是篡夺？权力的和平

交接究竟是不是后人的美

化？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作

者选取了出土于湖北省荆

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家店

的楚简、上博简和清华简

中的篇章，开启了尧舜禅

让的探秘。这些成于战国

中期的竹简，无一例外记

录了禅让这段令人称颂的

佳话，反映的基本是当时

普遍流行的思潮，与正史

中的记录几乎可以一一印

证，唯与《竹书纪年》的记载大相径庭。再从

传世的《论语》《墨子》《吕氏春秋》《战国策》

《孟子》等文献中对禅让的讨论，大致能推

断出，禅让学说应该在前314年燕王哙禅让

失败开始才遭到质疑。

跟随作者的探索能发现，很多后世的

扭曲和重建，都源于当时的政治需求和思

想潮流。比如原本出身贵族的管仲，却被后

世塑造成出身低微命途多舛，细究当时的

背景，会发现当时恰恰出于贵族政治解体

的时代。再如《封神演义》中流传甚广的姜

太公古稀之年才拜相辅佐武王伐纣，从头

到尾不过是个励志故事，当从文物和文献

中出发仔细研究才得知，太公望伐纣时正

值壮年。而太公望从人变作神化的异士，与

道教的兴盛脱不开干系。

在论述之间，作者总会穿插自己对待

历史的看法。如在谈论“炎黄子孙”问题上，

对周边民族的“华化”与文化的自我认同

上，一言直指要害，“在华夏国家与民族产

生的过程中，他们的形象被按照共同文化

心理需要进行了塑造，华夏民族从形成之

时其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钱穆在

《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三章《古代观念与古

代生活》中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

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

‘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

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

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种观念给古代的

中国人一种弹性空间，不至于在外族侵入

的时候有迷失感，相反，甚至有了一种同化

它族或非夏文明的文化自信。为了达到政

治目的，当偏弱的文明向中原靠近时，也多

借口与华夏文明靠拢，比如越国等周边四

夷，借用华夏的始祖、神话、传说，将自己归

于中原文明的主流体系之下。由文物的叙

述上升到“何为中国”的文化溯源，在书中

并非孤例。如他所说，我们并不是要通过文

物推翻历史，而是要打破传世文献的记载，

多结合考古发现成果，重新思考很多历史

问题。

借由对上古神秘面纱的揭开，带给我

们深思的实际上是一场自我认知之旅。

（据《北京晚报》）

《就爱这人间烟火》

一间是客厅，一间书房，一张书桌，桌上老有

一两枝鲜花，插在小瓶里。一张床，横睡直睡都可

以，不论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好像陷在棉花

堆里，一点也不硬碰骨头。一个院子，昌茂多花，小

树上悬着小笼，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一妻和一

儿一女正合适。这是作家老舍笔下的理想家庭。

世间幸亏有过老舍，在文字之中，修建了一处

身心安顿之所。老舍的文字温暖、幽默、质朴、京味

儿十足，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在他的笔下，栽花

养猫，写字会友，平凡生活里一件事有一件事的趣

味。在他的眼中，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

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

里。《就爱这人间烟火》围绕生活和写作，讲述朴素

话题，是作家去过一些地方；是文艺与木匠的关

系；是天生的幽默家；是生活的细枝末节；精选的

61篇散文，几乎涵盖了老舍经典的散文作品，是了

解老舍生活态度、文艺创作理念的读本。重读老

舍，不只是在阅读经典，也是在阅读自己、阅读身

处的时代。在喧嚣纷繁的当下，从经典中获得心灵

的宁静，生活的力量。

《冰雪冬奥村》

《冰雪冬奥村超越自我拼音认读故事书》是由

国内首部原创冬奥主题动画片改编的动画故事

书，共6册——《期待冬奥会》《滑雪冠军》《冬奥特

援队》《速滑逆袭》《冰舞大会》《极速冰壶》，包含12

个精彩故事。

故事中，金钱豹斑妮、大象千钧、北京鸭脆皮、

藏羚羊号角爷爷组成的“特援队”展开一系列救援

与比赛，不断挑战，不断进取，团结合作，超越自

我。故事之后，还有精心设计的冬奥知识页，详细

介绍冬季奥运会以及越野滑雪、花样滑冰、冰球、

冰壶等冰雪运动。

以《冰雪冬奥村》里的人物和故事作为背景来

设计的《冰雪冬奥村益智游戏书》共有2册，小朋友

玩的虽然只是纸上的益智游戏，却能感受到比赛

的紧张和刺激。除了好玩的益智游戏，还专门增加

冬奥知识的板块，让孩子在趣味游戏的同时，增长

冬奥小知识。

从文物看早期中国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