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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識  

讀《狼圖騰》有感(前言) 

方謙光 

最近我讀完了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由姜戌先生所著《狼圖騰》，這

確實是一本有著豐富文化內涵的書。姜戌作為一個北京的知識青年，通過

他在內蒙古邊境的額侖草原插隊長達 11 年的經歷，使他與蒙古族牧人，

內蒙古大草原以及草原上的狼都結下了不解之緣，這是那些沒有親身經歷

過的人根本無法想像的。雖然這本書裏講的都是有關狼的故事，通過作者

巧妙地把狼性、羊性、人性進行了深刻的剖析，進而引申到草原遊牧文明

和中原農耕文明的碰撞與衝突，由此又進一步延伸綽到中華民族的起源，

以及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給讀者留下無盡思考和想像的空間。啟發我

按照作者的思路，把自己頭腦中那些模糊不清的概念和心中的疑問進行了

梳理，似乎從中得到了一些答案，借此把我從讀書中得到的一些心得和體

會寫出來與大家一起分享。  

讀《狼圖騰》有感 (之一 )--我從哪兒來？  

「我從哪兒來？」這是每一個小孩子都會向父母提出的問題，這是一

個看似簡單，卻又非常難回答的問題。只好說：「你是從垃圾箱裏檢來的」。

從垃圾箱裏檢來的這句話似乎就成了大人回答孩子這一類問題的統一標

準答案。當孩子慢慢地長大，漸漸地懂事了，知道了爸爸的爸爸是爺爺，

爺爺的爸爸是太爺爺，太爺爺的爸爸是祖爺爺，那麼祖爺爺的爸爸又是誰

呢？恐怕就誰也數不上來了。  

為了解決這個尷尬的問題，於是人們就想到了修家譜，各個家族按照

輩份來續家譜，一代一代地向下傳承，有了家譜有助於人們瞭解自己家族

的傳承關係。記錄最完整的莫過於皇帝的家譜。在《三國演義》裏就有漢

獻帝從家譜裏查到劉備是中山靖王之後，是漢景帝的第九世玄孫，論輩份

漢獻帝還要尊劉備為皇叔。當然  一個朝代亡了，皇族的家譜也就斷了。

在歷史上只有孔夫子的家譜記錄的最為長久，孔子生於西元前 551 年春秋

末期，先世是宋國貴族，曾祖時遷居魯國，其父做過魯國大夫。如果問孔

子：「你曾祖的曾祖是誰呢？」這個問題恐怕就是孔聖人，也無法回答了。 

編修家譜的必要條件是依靠文字來記錄，中國文字起源於殷墟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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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殷墟考古發掘出的甲骨殘片中發現甲骨文字有四五千個，目前能辨認的

文字大約有一千多個。在甲骨文中出現最多的人名是武丁和婦好，沒有完

整的殷商時代的家族記錄，按時間推算殷商時代大約在西元前的十七世

紀。那也就是說真正有文字記載的歷史大約有三千多年，有文字以前的歷

史只能依靠世代相傳的口耳相傳的傳說。在古老的傳說中就有盤古氏用大

斧子開天闢地，燧人氏鑽木取火，有巢氏搭建房屋，神農氏教化先民栽種

五穀。神農氏就是傳說中的炎帝，與神農氏、炎帝同時期的重要人物就是

傳說中的黃帝和蚩尢。黃帝為姬姓，號軒轅氏又叫有熊氏。原先居於西北

姬水附近，後遷于河北涿鹿。黃帝部落與部落在阪泉 (今河北涿鹿東南 )相

遇，大戰三次，部落被擊敗退居南方湖廣一帶。黃帝擊敗炎帝後又率各部

落在涿鹿擊殺蚩尢，後被各部落首領推舉為盟主。相傳從黃帝開始設立宮

室，制定禮儀，造舟車，製作兵器，其妻嫘祖開始教人養蠶織絲。因此後

來的人們把炎帝和黃帝共同尊為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視為中原各族共

同的先祖。  

傳說發畢竟是傳說，真實的歷史必須要以考古發掘的實物證據來證

明。根據近年來的考古發掘證明中華民族文明發源地都是起源於黃土高原

的黃河流域和地處長江中下游的長江流域，早在 1954 年考古發現的半坡

遺址，位於今陝西省西安市東郊滻河東岸的半坡村。出土大量的石器、骨

器、陶器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中心區為居住區，有房屋、窯穴和圈欄

等。每一部分都有一處供公共活動的大屋，用圍窯布著供氏族成員居住的

小屋。東邊為專門製造陶器的窯場，北部為公共墓地。半坡遺址是中國新

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重要遺址，完整地反映了距今天七千年前母系時代氏

族公社的面貌，人們已經逐漸從游獵到農耕開始過上比較穩定的定居的生

活。考古發現中國另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是河姆渡遺址，位於

浙江省餘姚河姆渡村，其最大特點是所有的房屋都是採用木結構的「杆欄

式」建築，房屋的樑柱間均用榫卯接合，地板則用企口板密拼，使人們不

得不驚歎古代先民的聰明才智和高超的技藝。從出土的生產工具中除了有

石斧、鑿等工具外，發現了大量使用的骨耜 (音：四，犁上的鏵 )從中可以

得知，當時的人們已經懂得使用畜力，以牛來代替人力拉犁。同時發現儲

存糧食的糧倉，從糧倉中發現人工栽培水稻的種籽。根據碳 14 法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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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工栽培水稻的種籽距今已經有六、七千年的歷史。以上這兩個考古

的實例足以證明我們的祖先不僅在黃河流域同時也在長江流域創造了燦

爛的原始文化和古代文明。  

由於農耕文明的發展，男性是種田的主要生產力，由經濟地位決定了

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社會轉型，以父系家族逐漸成為社會的主體，若干

氏族部落的聯合，共推盟主，形成原始國家的雛形，自黃帝和炎帝之後由

堯、舜、禹、夏、商、周，逐漸形成了國家體系。由於農耕文明的發展，

生產力不斷提高，人們生存狀況有所改善，人口逐步增加，農耕民族的勢

力也不斷擴大，幾乎佔據了黃河流域及長江流域，這些適於發展農業地

區，這裏地勢平坦，雨量充沛，氣候溫和，土地肥沃，人口眾多。形成以

農耕為主體的華夏文明，成為央央大國 --中國。  

中原大國形成之後則把四周非農耕民族分別稱為東夷、西戎、南蠻、

北狄。在以後幾千年裏中華民族的歷史就是一部中原農耕民族與周邊遊牧

民族相互衝突、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的歷史。據歷史記載早在西元前

1066~西元前 771 年西周時期，中原民族為了防止西部遊牧民族的襲擾，

為了報警就有了烽燧的設置。各地築烽火臺，凡遇外敵來襲夜間舉火，白

晝點狼煙，以此傳遞軍情，相互營救。西周末年昏君周幽王為了博得寵妃

褒姒的美人一笑，競上演了一出「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鬧劇。當犬戎兵

來襲，兵困國都鎬京時，幽王再三舉烽火，點狼煙，眾諸侯以為又是騙局，

無人來救。導致京都被攻陷，幽王被殺，褒姒被俘，西周滅亡的慘劇。到

了東周群雄並起，諸侯爭霸的時期，各諸侯國為了防禦外敵，除了設烽燧

並開始修築防禦工事 --長城，最早的長城應有燕長城、趙長城。當秦始皇

統一六國之後為了抵禦匈奴的侵犯，把六國的長城重新規劃，連接起來，

耗費了巨大的人力物力，建成了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綿延 5000 多公

里，號稱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中國萬里長城。  

然而，歷史證明耗費了巨大的人力物力建起的萬里長城並沒有辦法從

根本上阻止遊牧民族對中原的侵擾，僅僅是一種防禦工事和地理標誌。真

正能抵禦外敵入侵，只能依靠穩固的政權和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力。西漢

初年，西漢朝廷無力對付匈奴的進攻和侵擾，所採取的措施只有不斷地納

貢、和親來委曲求全。一直到西元前 133 年，雄才大略的漢武帝派遣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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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青，霍去病對匈奴發動三次反擊，深入漢北，大破匈奴主力。終於解除

了匈奴對中原的威脅。而匈奴在漢朝軍事力量的打擊之下，一蹶不振。同

時由於內部發生分裂，一部分由呼韓邪單于率部歸附西漢稱為南匈奴，逐

漸與漢民族融合，而另一部分被迫西遷，稱為北匈奴，流落到鄂爾渾河流

域，後為鮮卑族所併，大漢帝國創立了一個輝煌的時代，從此華夏從事農

耕的民族才真正地成為大漢民族。  

隨著漢朝的滅亡、朝代的更替，到了晉末，衰敗的國力已經無法抵禦

周圍遊牧民族的輪番侵擾，先後由匈奴、羯、氐、羌和鮮卑五個草原民族

進入中原，歷史上稱之為「五胡亂華」，並先後建立了十六個國家，也就

是歷史所稱的「五胡十六國」。以鮮卑拓跋氏建立的北魏政權，在統一了

的北方之後，主動放棄遊牧民族遊獵的習慣，全盤接受了漢文化，不但提

倡鮮卑與漢人通婚，並完全使用漢語，穿漢服和採用漢朝的制度。鮮卑在

華夏大地上主動地融於大漢民族之中。在隋唐時期鮮卑民族和漢民族進一

步融合，鮮卑大貴族、柱國大將軍獨孤信的三個女兒分別是北周、大隋和

大唐的皇后和太后。隋煬帝楊廣的生母和唐高祖李淵的生母是鮮卑獨孤氐

姐妹。唐太宗李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也都是鮮卑人。中國歷史上唯一

的女皇武則天的老公 --唐高宗李治，是李世民之子，在他的身上最多也只

有四分之一的漢族血統。  

由唐太宗李世民開創的貞觀之治，造就的大唐盛世是中國歷史又輝煌

的頂峰。國力強盛，經濟繁榮，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據歷史

的考證，當時唐朝的首都長安城的面積是今天西安市的十倍，四海歸一、

萬邦來朝，當時的長安不僅是大唐的首都，而且成為了世界的首都。其繁

華的程度，恐怕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像的。在長安的街市上隨處可見來到

西域的胡人，波斯帝國的商人，羅馬帝國的商隊，還有來求學的日本遣唐

使和高麗人⋯⋯。大唐帝國以其開放的胸襟，吸收和接納了世界上各種民

族的人們，他們不僅可以自由往來從事經商貿易，而且能入朝為官，只要

真有能力，能委以重任。因此有很多外國人也就定居下來，他們的後代子

孫也就融入大唐社會，成為大漢民族的一員。  

自安史之亂以後，大唐帝國走向衰弱，到了唐末，唐僖宗為了平息黃

巢農民起義，向西突厥沙陀國李克用借兵，黃巢起義雖然被平息了卻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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狼入室。中原陷入又一次混亂，也就是中國歷史上的五代十國。在梁、唐、

晉、漢、周這五代中大部分都是由西突厥沙陀族和鮮卑後裔 --契丹族建立

的遊牧民族國家。  

宋朝則是由宋太祖趙匡胤利用「陳橋兵變」，自己「黃袍加身」，用陰

謀手段篡奪了周世宗留下的孤兒寡母的後周天下，建立由漢人統治的北宋

政權。宋代雖有中華民族史上燦爛的文化，但也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朝

代。大宋北方是強大的契丹遼國，西面是驃悍的黨項西夏，西南面是白族

大理。地處中原的大宋就處在強大的遊牧民族的包圍之中，變成眾狼口中

的一隻羔羊。正當北宋被西夏和遼國撕咬得精疲力竭的時候，又一隻更加

兇悍的狼就是從松花江流域來的女真族，女真族建立的大金滅掉了大遼，

揮師南下直取大宋的首都開封。徽、欽二帝被俘。被囚在五國城「坐井觀

天」（五國城即現在的黑龍江省依蘭縣松花江南岸）。自此北宋滅亡。汴京

(今開封 )失陷之後，康王趙構逃至江南在臨安 (今杭州 )建立了南宋，求得

一時的偏安。此後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蒙古鐵蹄橫掃歐亞，南宋滅亡，蒙

古人在中原大地上建立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元朝。幸虧成吉思汗和他的兒子

窩闊台接受了國師耶律楚材的建議，才沒有把中原漢人全部殺光，把耕地

變成蒙古人自由放牧的牧場。而是把漢人變成奴隸，讓他們繼續務農，從

他們身上課以重賦。殘酷的壓迫，引發了漢人的起義和反抗，最終是朱元

璋為首的農民起義軍，十八路反王共同推翻了殘暴的蒙古人的統治，建立

了漢人政權大明帝國。大明王朝漢人政權，經歷短暫的輝煌，經歷了 276

年以後被滿清所取代，在中原大地上建立了以女真族統治的大清帝國，直

到位 1911 年滿清滅亡為止。  
通過對上下五千年中華歷史簡單的梳理，我們可以體會到這樣幾個令

人深思的問題。首先是中華民族為何會從這塊土地上崛起？這是因為中原

大地佔據了最優越的地理位置，中華大地地處溫帶和亞熱帶地區，氣候溫

和，土地肥沃，又有長江、黃河兩大母親河養育中華兒女，孕育了光輝燦

爛的中華文明。正是由於這塊土地最適合人類的居住繁衍和生活，為了爭

取生存空間，才會引發各民族之間反復的爭奪。所以華夏大地又是一個巨

大博擊場和競技場，為了生存而進行無情的博鬥，和血腥的殘酷博擊。從

而造就無數的英雄人物和講述不完的盪氣迴腸的歷史故事。中華民族也就

是在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長期互相衝突、互相碰撞又相互融合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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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單一的民族。在中國現在的十三億人口當中，漢族人口佔據 93.4％，

而其他五十五個少數民族人口的總和只占 6.6％。在現有的少數民族中曾

經不可一世的民族如匈奴、契丹、突厥、鮮卑、黨項、女真卻都不見了蹤

影。除了西夏政權被蒙古攻滅之後，所有的黨項族人被統統殺光，從此西

夏從歷史上消失之外，其餘的族群都到什麼地方去了呢？不必苦心地尋找

了，原來他們都融會到了漢族之中，成為了大漢民族中的一員。因此可以

說華夏大地就是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大熔爐，經過血與火的熔煉，形成了偉

大的中華民族。 

以滿清為例，女真族滿人自 1644 年入主中原，建立了大清帝國，也

曾有過「康乾盛世」的輝煌時期，當時也可以稱為一個強大的帝國。可是

自西元 1911 年滿清滅亡到現在也不過百年時間，真正的滿族人還剩下多

少呢？據權威的統計，目前能讀懂滿文，能說滿語的，除去專業的學術研

究人員之外，在全國已不足百人，就連過去吃俸祿的八旗後代也早就忘記

了老祖宗的規矩。除了在影視劇和民俗表演的舞臺上還能見到頭上梳著辮

子和衣穿樸褂朝珠，頭上有頂戴花翎的打扮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和大馬路

上恐怕再也見不到了。就連滿人的姓氏都改了，清朝皇室家族中最尊貴的

愛新覺羅氏也變成漢族姓氏金。大清王朝滅亡不足百年，滿人到現在有的

連自己原來姓什麼都找不著了。從上述的例子中可以看出一個問題，無論

原來是一個多麼強大，多麼兇悍，多麼殘暴的外來民族，只要進入了華夏

大地就會被中華文明所征服，在中華文明的大熔爐中消失的無影無蹤。 

 孔夫子是中華儒家文化的象徵和代表，然而家族也不是純正的漢民

族血統，滿清的乾隆皇帝曾把自己的女兒下嫁給孔夫子的後裔衍聖公，也

就是說孔子的後代中也有著滿族人的血統。 

正是因為中華民族是各個民族相互融合的結晶，在長時間融合的過程

中，形成了自己的文化，風俗，習慣和傳統，為大家都自願地接受和認同。

共同的語言，文字，共同的文化和信仰把十三億人凝結到一起。無論是在

海內海外的華人都保留了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每當春節來臨的時候，無

論離家多遠，都要千里迢迢趕回家去，和家人聚在一起吃上一頓年夜飯。

不必深究我是從哪兒來的了，也許東夷、西戎、南蠻、北狄的血就熔化在

你和我的血液當中。 

2010 年春節于溪翁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