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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苏三”这个名字，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京

剧里那个含冤入狱．身世凄苦的弱女子。而2004年，

一个同样名叫苏三的女子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探索中国

文明起源的丛书．就此进入公众视野，在史学界、考

古学界掀起了一波巨浪⋯⋯

令苏三声名大震的这套书名字叫做“破译飓风”

系列．里面收录了多本苏三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

著述。很多人看了这套书之后都以为苏三是一位想象

力天马行空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很新奇也很有

建设性。而事实上苏三是一位半路出家的研究者．要

问到她为什么要从专业学者都捉摸不透的三星堆遗址

着手研究．苏三给出的答案是，好奇心使然。

从小．在书香氤氲的环境中长大的苏三就对于读

书表现出巨大的热情。由于体弱多病，苏三无法和玩

伴们一起追逐嬉戏，常常只能一个人待着．就这样．

读书成了她排遣寂寞时光的好方法。1 978年，同许多

怀着大学梦的年轻人一样，苏三考上了一所本省的大

学，攻读英美文学专业。在外文系的学习期间，她不

仅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日语两门外语．还尽可能多地

参与当时学校为外文系专门安排的外教课程。听那些

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老师讲述各自

国家的风土人情就如同享受一场场精神盛宴，这给苏

三的精神世界带来极大冲击。那时的她梦想有一天能

走出国门，亲自到这些地方看一看。事实上，这个梦

想并不遥远．她很快就实现了。

大学毕业后，苏三先是回到家乡，在一个中学教

了四年书．又先后在中南财大、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

任教。1 995年．辞掉每月500元薪水的大学教师工

作后，苏三跳槽到了一家外企做中层．没过几年．她

又炒了这份每月5000元薪水的工作．重新回到校园

里继续深造，先后取得了宏观经济学和色彩学两个硕

士学位。用苏三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不愿过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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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

做回了自由职业者的苏-止t-．时十分迷茫。读过很

多书．做过很多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然而拥有完美简
历的她依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点到底在哪。直到

2002年的某一天．她在王府井的三联书店里偶然看到

一本研究三星堆的书，书上说三星堆文明是从国内某

个地方迁徙过去的。苏三被书上一幅幅神秘．怪异的

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照片所吸引．猛然间觉得里面的铜

人头像有很多很像印欧人，他们会不会是从西方过来

的呢7这个念头使她自己也感到震惊又疑惑。

探秘三星堆

1 929年春，成都平原上一个叫燕青保的农民正在

和他的父亲一道翻耕自家土地，开始新一年的耕种。

而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一锄头下去，竟挖出了一个尘

封已久的璀璨时代。

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西南地区探明范围最广、

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迹。三星堆的发现证实了

古代文献中对于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也使长江流域

与黄河流域一并被纳入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三星堆蜚声中外．而关于三星堆这个奇特文明的

诞生，学界历来也存在着种种争议：这里的文化何以

产生，又何以消亡7它是独立发展的，还是外来文明

的产物：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7这些问题直到

现在依然困扰着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也给三星

堆这个人类文明史上这一重大发现留下了许多未解的

谜团。

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此刻还是个历史学“门外汉“

的苏三，但她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内心升腾起

的求知欲使她“异想天开”地想凭借自己一己之力去

揭开这个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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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

苏三买了一大堆研究资料回家。她拼命看书．没

日没夜地思考。最疯狂时，她关起门来一个多星期．

不洗澡不刷牙不见人．把自己深度地沉浸到远古的社

会中．相当于情景再造。白天也关着窗，尽量屏蔽现

代化的东西。就这么一门心思地研究．持续了五六年。

这期间，苏三深受病痛折磨．肠痉挛、颈椎病、干眼

症她都得过。有一次，一个人在家里肠痉挛犯了．痛

得只能躺在地上，后来她回’忆当时这段经历， ”那时

看着天花板在想．就这么死了也没什么，只不过研究

没法继续．书也不知道能给谁接着写。”

终于，经过多方搜集、采证，苏三于2004年出

版了《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和《向东向东．再向东》

两部作品。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

世的时候打发他们往东去。”《向东向东，再向东》

的扉页上引用了《圣经-旧约》中的这句原典。这句

话暗含两层隐喻，一方面，苏三确实直接使用了大量

《圣经7旧约》原典作为史料来考证犹太人与中国原

始文明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这句话也概括了苏三对

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推测，那就是中华文明很有可能并

非起源于本土．而是来源于”西方“． “由亚伯拉罕

众子送来”。

这个观点确实惊世骇俗，因为它完全与当时学术

主流观点相背。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内学界虽众

说纷纭．诸如”满天星斗说”、“两大集团说”、”辽

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等等观点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

他们的共同前提还是“中国文明本土起源”。

而苏三的观点完全推翻了学界的这一论断。她的

第一本书《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提出这样一个假设：

当时一些国际商人经由中国西南与西北汇合于长江上

游．而且这些商人可能为西亚的犹太人与腓尼基人，

但所传文化却来自古埃及帝国，中间可能辗转经过印

度洋与红海乃至希腊等地。

苏三找来大量证据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三

星堆出土过一尊上有九个分枝的青铜神树．这种造型

的神树是中东一带相当普遍的装饰物．用来祈祷风调

雨顺，巴比伦的乌尔王陵就曾出土过此类东西；而三

星堆人对于数字“r的崇拜，也同世界各地不同宗族

的数字崇拜一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苏三大胆推论，

“r很可能是当时三星堆文明的宗族数目，标志着中

华五帝的发源地。她利用自己所涉猎和掌握历史学、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知识来论证所谓“人

类东移理论”的合理性．这与一百多年前，北欧地质

学家安特生在研究了仰韶文化的彩陶器具后，发现这

里的彩陶与他在中亚见过的彩陶．无论是从花纹还是

造型上都十分相似．提出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不谋

而合。

都说写作如同分娩，就在苏-rE难“产下”这两

本心血之作不久，她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声讨之中。

民科新锐

随着苏三这两本书的接连出版，她的许多观点也

逐渐被大众所关注。一些读者在读了她的“飓风”系

列丛书后认为苏三的猜想太离谱了。

翻阅网上的书评．仍然可以查阅到许多读者留下

的评价． “写的很科幻”、 “想象力丰富但是缺乏逻

辑及学术严谨”⋯⋯当然，也有一些读者对于她”大

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研究思路表示肯定。这其中不

乏包括一些史学界的专业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就曾撰文

表示．苏三的研究价值在于“文化呼吁”特性， “作

为一位学术界以外的学者，苏三女士注定是提供思想

的．通过证据来肯定或否定其推断和假说，那应是专

业学者的事。”

而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他的文章《文化口

吃与历史真相》中也谈到． ”苏三的观点新奇胆大．

占尽风流。尽管那些见解遭到了正统学术界的鄙夷，

但却获得了普通读者的支持，从而引发出新的疑古风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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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质疑的声音也从未减少过。尤其是在2004年．

这一年，苏三被新浪评为“年度文化人物”之一．同时．

有网站做了一个调查，关于是否支持苏三书中所阐述

的”中华文明西来论”的观点．调查的结果是持反对

观点的网友超过百分之八十。

一些文化名人也从专业角度对苏三进行反驳。在

网上声名赫赫．有着”打假斗士”头衔的方舟子就曾

指出．苏三书中许多用来证明中国文化和古巴比伦文

化同源的例子犯了常识性错误．如她书中提到巴比伦

的象形文字”泪”，是一个“眼睛”加上“水”．这

与汉字的”泪”字造字逻辑完全相同。但是稍有文字

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泪”字是简体字．这样的比较显

然是错误的。

对这些攻击．苏三坦陈， ”我的书里确实有一些

漏洞．硬伤也很多，但是这些不影响我整个思想的主

要框架”，她认为只要研究的方向和框架没有错，“其

他的错误并不是那么重要。”

近几年来．诸如苏三这样非学院派的研究者常常

被冠以“民科”的称号，这个称呼最初只是”民间科

学家”的简称．而现在却是一个意味不明，甚至多少

掺杂些贬义的词汇。

大部分“民科”通常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半路

出家。而跨界研究者身上虽然可能具备多学科背景的

优势，但缺乏专业性是”民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弊端。

就如苏三所研究的历史学领域．历史虽然人人可读可

解．但做起研究来并非没有门槛，需要具备一定的学

科知识和必要的学术训练。

苏三并不介意外界给与自己的定位．她曾对采访

自己的记者这样说． “民科是这个时代的新生事物。

它意味着现在这个时代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

会不一样了．过去没有多余资源去做理想中的事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家的职业观念发生改变．

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到本世纪．越来越多’民科’

出现．表示一方面社会资源开始充沛．另一方面人们

对职业、思想自由的要求越来越高，是个好现象，应

该鼓励。”

答案永远在路上

苏三说自己像山里人． ”人很猛．不是很精细的

那种人。”正因为如此，才会无论对待生活还是学术．

都能一往无前地执着追求。 “我有着像诗人那样的半

疯子的精神”． 在2006年出版的《罗马有多远》一

书的封皮上．苏三就说自己是一个”不会写诗的诗人”。

虽然做不了诗人．苏三确是一个十足的“驴友”。

或许是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使得苏三感到过于封闭，

成年后的她对于世界充满了期待与向往。在一款测试

你到过多少地方的软件里，苏三本人去过的地方数量

超过了99％的好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旅游市场还远没有如今

这样火爆，那时人们还没有当下年轻人潇洒的想法．来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那时的苏三却早早地背上行

囊，去寻找自己梦想中的诗与远方了。

从那时起．苏三就开始疯狂地全球旅游。那时她

在外企工作，薪资比其他上班族高．即便这样．旅行

也常常使她捉襟见肘．有时甚至得借钱才能勉强维持

自己这个月的花销．等下个月发了工资再把钱还给别

人。不过，苏三依然对旅行乐此不疲．她乐于在旅途

中一边欣赏名山大川．一边做一些乡野调查，观察反思。

因为苏三本人姓“徐”，久而久之．她在朋友圈中就

有了一个外号一”徐霞客”。
苏三在之前的一次深度游中对新西兰当地的土著

毛利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她撇下同来的朋友．

一个人大量走访新西兰当地的博物馆，调查得知新西

兰土著毛利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

人。而1 9世纪初西方殖民者第一次接触新西兰土著

之后发生的故事，也并非欧洲殖民者之于印第安人那

样屠戮、奴役——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友好的合作关

系。苏三感叹欧洲殖民者非常专业地规划了新西兰，

并带去了良好的新文化与新文明。

201 6年夏天，苏三又陪同朋友一起到日本旅行了

半月．期间几乎将日本走了个遍。北到宁静美丽的秋

田，南到大坂．有时独自穿行在名古屋的大街小巷，

也别有趣味。旅途之余，她也将自己的这一路来的观

察结果一一记录．作为继续研究的资料备案。
这些年苏三一直走在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路上，

虽几经波折但不改初心。如今的她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活力与心态。就在不久之前．国

足再次无缘201 8年世界杯．苏三在微信公众号里贴

出一篇自己以前讨论中国足球的旧帖，文章的视角很

有趣．是从人类学角度谈中国足球的宿命。

苏三说她只是想保持着一种积极的思考状态，学

术的路很长．人生的路更长。她并不准备做一位中规

中矩的学者， ”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教授的职业

⋯⋯他们做的是学术．我玩的是思想哲学⋯⋯从某种

意义上，我是个寻找生命意义的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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