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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书籍目录

目 录
引言 关于“龙棚”的传说
最能引起我兴趣并使我沉浸其中的，乃是一个
很少被人想到的古怪问题：“这个故事在生物学上有
什么依据吗？”
第一章 云遮雾障 龙归何处
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使龙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庞
大，也越来越模糊了 然而，即使我们将讹传、误认
冒用等各种因素充分估计在内，仍无法彻底排除龙
作为一种动物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章 被遗忘的历史记载
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而依然保存下来的这些
记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目标――一种在自然
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却被现代学术界所忽视的珍
稀动物
第三章 来 自松嫩平原的 目击报告
令人惊讶的是，直至1944年，在我国东北地区
的某处江滩，还有数百名群众亲眼目睹了这一罕见
的巨型动物，并且依照古来流传的方式，重演了一幕
救助“黑龙”的动人场景
第四章 在神话与现实之间
古代文化以龙为喻，并非凿空乱道，而是言有所
据。不论民间艺术家们给龙添上了多么奇异的色彩，
它的基本形象及生态特征，依然没有脱离隐藏在背
后的那个生物原型
第五章 千古悠悠说“豢龙”
在远古的某一时期，龙曾经是可以豢养的，并且
还出现过以豢龙为专业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
些古代豢龙师的经验，难道真的就灰飞烟灭、不存片
鳞了吗？
第六章 龙、蛇 、蛟 、鳄异同辨
龙、蛇、蛟、鳄，分别是四种动物，不可混为一谈
蛇、鳄是现存的动物，实物俱在一目了然；龙、蛟是
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动物，后来渐趋绝迹，今已名存实
亡
第七章 鱼性未泯的古老动物
龙之形象“与鳄鱼为近”，但并不等于就是鳄鱼
我们搜索的目光，曾经长时间停留在现代爬行类的
身上，却没有意识到龙很可能是一种跟原始鱼类有
着最直接联系的古代两栖动物
第八章 龙无尺水 无以升天
古代人民要求控制降水量的强烈愿望，为什么
不寄托于其它动物，偏偏要投注到这种被称之为
“龙”的动物身上呢？会不会是跟这种动物本身的特
殊习性有关呢？
第九章 今人不见古时月
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古代居民实际接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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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珍禽异兽，其种类之繁多，历史之古老，可能远远超
出于我们的估计。“有其名而无其物者”，未必都是出
于古人的假想
第十章 从环境到政治的“指示生物”
古人对于“四灵”的崇拜和宣传，最初跟生态保
护的意识有密切关联。这种朴素的动物崇拜，后来被
纳入了政治伦理化的歧途，生物界的珍品被改造成
了政治界的“神物”
结 语 一个半醒半睡的梦
某些动物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将这些动物赋
予何种人造的意义则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古代社会
有关龙的种种传言带有梦幻色彩，那也只是“一个半
醒半睡的梦”
附录一
我写作《黑龙》一文的缘起
附录二
为了寻访“黑龙”的目击者
附录三
走访在肇源的土地上
附录四
风去风来走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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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精彩短评

1、评价很高，不过这本书最终没有研究出龙到底是什么东西，书中有很多历史文献的引用，这一点
很难能可贵。
2、有意思。
3、奇书。绝对值得一看。
4、本来怪奇志小组提供下载地址的。。然后→_→新浪共享被禁了
5、书已绝版，勉强找到一本PDF版本。作者逻辑清晰思维缜密观点太他妈有道理了！！！
6、#2017年读过的书# 一本很有趣的书，也是一篇长篇调查报告。追古溯今，研究龙到底是虚构出来
的文化图腾，还是早已绝迹的远古生物。作者翻阅了很逗古籍资料和各种地方志，相关记录多多。最
近的一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东北大地，曾经掉下一条黑龙，众人敲锣打鼓浇水几天后，在一个大雨
天，又腾空飞起。不过，到底有没有龙这种生物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盲信盲从，怀疑精神
不能丢。
7、作者是一个有真正科学精神的人。
8、肯定存在
9、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提出的假说可以让人审视以前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至于龙这种生物是否真
的存在，除了对史料的分析和当事人走访之外，还缺乏最直接的物证，所以就只能是假说。看完这本
书，觉得龙是一种很萌的生物。
10、尽管极端希望中国龙真实存在，但实在“不太合逻辑”，始终对这类读物无甚好感。直到喀纳斯
湖巨型哲罗鲑一事发生⋯⋯想想，看看也无妨。
11、眼见未必为实，眼不见未必为虚，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谁知道呢
12、感觉挺严谨的，然而我最想说的是民风彪悍啊，居然有把龙打死和敢揭龙鳞的！！！
13、大海怪，还有点诡异萌
14、越看越不对劲，作者没有任何物证又缺乏系统的生物学知识，预设一个观点，以文书史料为主再
加上乡村老人的记忆来推演龙的存在，说好听些是轮椅侦探，说难听点就是民科
15、诚恳真实 头壳开洞
16、那个年代书不浮躁，大多质量很高。
另外，我个人很喜欢龙。但书的最终也没有给出结论
17、很有趣的角度
18、对loong这种生物充满好奇。。。
19、尽管最后没有得出非常确凿的结论，推理的过程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20、给作者点100个赞，勇气可嘉，资料翔实，去伪存真，态度谦和，没有固步自封，圆了我从小的幻
想。
21、引人入胜，令人佩服。
22、犹如一缕清风
23、洋洋洒洒20几万字，只为说明一个问题，”一切皆有可能，但并非你们想象“。前面引述的古籍
非常棒。
24、本书最大的长处在于没有神话龙这种动物，而是根据古人的记载和近代的访谈猜测了龙的生活习
性，并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读了此书我不再觉得龙很神秘，或许它的确很稀有难得一见，抑或由
于环境改变已灭绝。
25、认真，耗时，严谨。
26、旁征博引的长篇论文，之前已被颠覆了认知，所以本书的观点接受起来倒很容易，世界之大无奇
不有，也许龙就在我们生活的时空之外
27、虽然有些主观臆想的成分，但作者能自圆其说，结合一些史料的论证。读来也颇有趣味。龙在作
者看来，是一种保有鱼类特征的早期两栖类动物。在地底深处生存因而没有进化成陆地动物。
28、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
29、龙，匿于深井，借助雷雨，翻腾九天。龙，在幻想民科领域，一说看不见的大气生物【见知乎贴
】，一说四次元生物，一说无法进化两栖的上古生物。当然最科学的解释，一部落图腾集合，二蛇蜥
蜴鳄鱼的代称。见《龙，一种未知的生物》一书。咳咳上述只是东方的龙，西方的龙好像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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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30、冷静、客观、有理有据，作为论文来说，相当正经有趣。不是被洗脑，而是我之前从来没考虑过
这个问题，但读了这本书，只能说，信了，服了，信服了！
31、神秘的生物 龙的身体结构是不符合飞行原理的 不过结合书中的理论再加上以前看到过的一些文章
总觉得龙飞行的原理和氢气球的原理差不多 快速奔跑时龙鳞和空气摩擦产生热量 磷和氧气产生氢气 
龙吐火 排出体内气体使体重减轻 这样就可以飞起来了
32、毫无逻辑的笑话
33、虽然推理并不完善，也算得上有理有据了。鳞、脚、口须、腥味、黏液，远古类蜥蜴的巨型生物
，鱼类向爬行生物转化过程的中间产物，生活在幽暗的水中，肺呼吸功能弱，坠地虚而遇水跃。唯有
飞行功能还是个谜。想想如果山海经里头各种神兽其实是早已灭绝的各种生物，顿时很没劲啊
34、佐证得有点弱。我也愿意相信世界上有这种生物。
35、虽然荒诞不经，但很有想象力。
36、靠⋯⋯几乎就要被洗脑了呢
37、坚信龙的存在，至少存在过
38、第一次和群里一群小伙伴协力完成扫描版书的orc转制校对工作，作者的脑洞大开，猜想上古神兽
都是和大熊猫一样的珍稀动物，从古籍中寻找论据，最后落脚点是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不得不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这样的正的三观，作者确实有远见
39、有意思
40、资料翔实，设想大胆⋯
41、以文献、出土墓葬壁画和近代目击口供为依据，认为龙乃真实存在。然而，可能已近绝灭。
并基于这些资料，杂以诸多古生物活化石生存至今的现实，推断龙为古两栖爬行类动物。生存于深谿
九泉之中。多春秋腾空，而秋冬潜伏。
1936-1944年，几次堕龙于松嫩平原肇源、扶余江南江北沿岸。最后目击于1944年阴历八月，该地区江
南沿陈家围子附近。而三家子屯的陈庆一生中可能曾至少两次组织乡亲们给堕龙搭凉棚、浇水。
42、作者一直都是从古籍记载角度推测的，没有生物学的证据是硬伤。还有一些老人的描述，我觉得
并不能完全当成证据。时间越长，人的记忆会越模糊，只要曾经看过龙的图片或画像，记忆就会不自
觉地与之靠拢。
43、作者虽然不是生物学领域专家但是理论详实引用大量历史文献，至情至理，读完非常感动。今人
不见古时月，人类的进化在某种程度已经脱离物种和环境制约，古人的敬畏之心，对自然休养生息共
生法则的遵守今已不复见，想想难过。愿神灵在。不过本人观点，虽然旧时认知水平局限，不过长辈
中有位奇人确实也见过龙，我是信的。
44、太棒了
45、材料和论证都不够严谨，但我想龙应该是真好存在的。
46、神書一本！作者覺得龍不像一般的藝術形象，但也不是蛇、蜥蜴或鱷魚。而是一種身長十到三十
多米，頭上長獨角或雙角，身上長滿鱗，利用皮膚呼吸，身體中段粗大尾巴漸細，可以利用器官噴水
的反作用力在陸地上彈跳（每次2公里左右）的遠古大型珍稀動物。選題觀點帶著一股邪氣，幾乎搜
集了所有有關的文獻，態度嚴肅，文筆自然，支持研究的價值觀值得尊敬。中間黑大熊貓也是挺有趣
的。
47、应该有龙吧。
48、好书。
49、论点新颖、材料翔实
50、突然觉得龙也萌哒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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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精彩书评

1、我们必须带着对于大自然的无边法力的更大虔敬和对于我们的愚昧和弱点的更深切的自惭去评判
。多少可能性极小的事物，为一些忠厚可靠的人所证实，即使我们仍不信服，至少也得把它们暂且当
作结论。因为，断定它们不可能，便等于带着卤莽的臆断去自命知道一切可能。————M.E.蒙田这
是一种可贵的态度
2、龙的体型如何飞行一直是一大争论点。说不能飞的人无非说，没有翅膀咋可能腾空。但是，现在
客服重力的方式早已经被科学证实不仅仅是空气动力才能做到。比如：磁悬浮、声悬浮。其中的声悬
浮目前的研究成果是可以通过设备让小型生物悬浮的。我并不是说龙的腾空是利用了以上的技术，而
是说沿着这个思路，未被发现的客服重力方式肯定还有很多。凭什么龙的飞行就必须是利用空气动力
必须有翅膀呢，所以这种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类的探索。对未知的盲目否定是最不科学的态
度。
3、黑龙江：“黑龙”江的起源是什么？是不是因为古时候江里有黑龙频繁出没，才因此而得名？（
但还有条白龙江可怎么办？）鲤鱼跳龙门：是一种进化还是一种异变？为什么是鲤鱼而不是其他鱼类
？飞龙在天中国龙与西方神话中的龙不同，无翼而能飞，根据书中的记述，堕龙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共
通点，身上是可张可合的鳞甲，被困在陆地上时不能随意飞遁，而必须在大雨的情况下才能飞走传说
中龙行雨，但会不会是倒果为因？实际上龙是需要借助雨水（还必须雨量较大的情况下）中得以在天
空飞行，因此被误以为是在行雨而飞行的动力，则是吸取足够雨水后，由鳞甲处喷射而出，产生强大
的推力，将龙的身体推飞但因为毕竟不像翅膀那样可控，所以限制也较大一旦不能获得足够的水份，
就堕落于地难以飞起
4、关于“龙”存在的可能性的讨论对于未知的事物，人总是不断做出假设然后不断推翻，直到找到
真象。跟随着社会的普遍观念，我也曾认为“龙”只是神坛上想象出的东西，还曾质疑它作为中华民
族图腾的意义。图腾是能代表一个民族性格和观念的东西，它们往往拥有一个民族向往得到的的能力
。比如蒙古族的图腾是鹰，熊和狼，鹰翱翔苍穹代表自由，熊力大无穷代表勇敢，狼则拥有最优秀的
团体合作精神。这些蒙古人身边的动物拥有在草原生活所需要的能力，人类崇拜它们，所以将它们作
为民族图腾以鞭策自己。而所谓“龙”代表勇敢聪慧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是因为它有蛇脖，鹿角，
龟眼，鱼鳞，虎掌，鹰爪吗？还是传说它能兴风作浪呢？但是几千年来，一个庞大而智慧的民族却把
它作为图腾供奉，不可能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好奇，我查找了近代关于目击龙的报告，逐渐整理对它
存在的想法。虽然我没有养一条在我家客厅，也没有任何照片或化石为证，但既然社会普遍认识能在
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下证明龙不存在，那么我也能在同样情况下证明龙存在！证明龙不存在的理由无非
以下几点：1.找不到龙化石和任何能体现它活动痕迹的化石2.没看到一只活着的龙公然出现在动物园，
甚至没有人拍到它的照片3.认为龙是古人通过想象将很多动物肢体拼凑在一起产生的4.对古物的研究看
，龙形象是从大鲵逐渐演变而来的5.认为龙的身体构造，特别是它能“喷云化雨”的习性是不可能在
现实环境中生存和实现的现在我对上述论据逐个阐述它的错误：1.�根据古代和近代对龙目击的描述看
，龙应该是一种无脊椎两栖爬行动物，和蛇或大鲵等类似，不同的是它是多器官的。它体型没有传说
中那样庞大，或者说在进化中仅保留了较小的种类。根据留存的文献记载来看，一般几十厘米不等，
最大被发现的也只是一两米长。而且龙的体型比蛇还要细而轻，在地面行走时一般是拱起身子跳跃，
但大多数时间都潜在深潭大河之中。试想一种数量稀少的无脊椎小动物活动在大河中，它的化石应是
很少留存并被发现的！2.�每一种动物都有它自己的习性，有些动物可能习性独特。这世界上一共有多
少种动物，没有人能考察清楚，只知道每天都有种类灭绝。那么在人迹罕至的深山潭涧，大河深处，
为什么没可能存在一种只在它独特范围内活动的小动物呢？如果龙和其它两栖爬虫一样，只在夜晚出
动捕食飞虫小鱼，说不定喜欢出现在暴雨大风的时候，那么谁会在这时深入深山老林，长期观察它诡
秘的行踪，并能在它急速跳跃潜水甚至滑行的瞬间拍下清晰照片并公布于众，或者活捉一个放在动物
园里？况且随着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它能生存的空间变得很小，最近的目击记录在解放初期，而那个
时候连一台尼康相机都没有！3.�古人说龙是骆头，蛇脖，鹿角，龟眼，鱼鳞，虎掌，鹰爪，牛耳，现
代人就理解成龙的额头是骆驼的，脖子是蛇的，角是鹿的——所以认为它是人们把身边动物的一部分
肢体拿来拼成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当古人看到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的时候，用身边动物的特
征描述它：它的额头挺高，就像骆驼那样；脖子很长，就好像蛇——惯常使用比喻的古人很可能用这
种方法形容龙。而且古人完全没有必要虚构出一种动物来崇拜。古人崇拜太阳，因为它带给人间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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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古人想象有神控制潮汐，出现洪灾就乞讨神来制止，因为古类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制止。但是为什么
要虚构出一种外貌如此复杂奇怪的动物呢？是帝王们为了给自己做一个能吓唬住别人的“祖先”吗
？4.�最早出现在出土文物中的图腾确实是大鲵，后来逐渐演变成龙，但这不能说龙是大鲵形象的演变
。因为在远古时候，物种比现代不知多多少，两栖爬行动物种类也会非常多，而且当时物种并未停止
进化。很可能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两栖爬行动物做图腾，或者大鲵近亲的一支可能进化成龙种类中的
一种。5.�应该说古人对龙的能力做了夸张的描述，也像对其它特别的动物一样，将之神化和拟人。古
人说龙能兴风作浪，能翻云覆雨，能飞翔都有一定夸张成分。我们知道有飞鱼和飞蛇，我们也知道那
不是鸟类扇动翅膀的飞行，那是滑行——龙也是一样。一种极轻并细长的小动物是可以在风中滑行的
，如果空气由于暴风而形成漩涡，那么在气流中盘旋上升也很可能。龙没有汗腺，如果它不是恒温动
物的话，在热天它就会吐出热气，看起来像是在吐雾。如果在古代，龙的某些种类能长得很大的话，
在河中游动时就会产生大浪，就像一条鲸鱼做的那样。而关于龙的长相，有角有耳朵还有胡须和牙齿
，强壮的四肢和爪子，这看起来是有点奇怪，但其实长相奇怪的动物有很多。就拿人这种进化的终极
产物来说，有一支部落被称作“鸵鸟人”，因为他们只有两个硕大的脚趾，像鸵鸟。他们的照片上网
就找得到，也可以到他们村子里去拜访，绝对真实，不是迷信。在生物多样的进化中基因畸形是很常
见的事情，而且一些丧失功能但并未退化消失的器官则普遍存在。我们不需要盲肠，阑尾和小脚趾但
我们身上还长着它们。龙头上的器官一些保留功用，比如眼耳触须，有些可能是基因变异或退化的器
官，比如角之类。这个世界很大，人类活动的范围很小，人类认识的东西还很有限，而没见过的东西
不等于不存在。这个世界在变化，在这几万年中，它可能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曾看过一本书，
上面根据上古时壁画，推论龙在当时用来拉车，相当于马，是一种平常的动物。如果是那样，远古时
必定有种有一定智商并有几米长的大龙与人亲近，那种画面可没人能相像出来啊！这篇文章没有提纲
草稿，想到哪写到哪，出入肯定是有的，还请读者多多指出。不知道这篇文章能不能给人一些启发，
只希望别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就好。我也不知道如果龙被发现被认知是不是好事，说不定只会加
速它的灭亡；或者它已经绝种了！但是希望更多人把它看成一种未知生物，而不是一种假想的东西！
5、马小星的这本《龙：一种未明的动物》 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早有为它写点什么的打算。屈指算来
已经六七年光景，仍然未能下笔。 原因有二。一则以为如此佳作无需再多罗嗦；二则数年以前该书就
已经很难寻的得，竟无机会再读。单凭印象难免误导读者。谁知新世纪六个年头下来，该书也未有再
版的意思，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一本书出版之后寂寞到如此地步，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想来可能是一
那位作者一则并非学术体制中人，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学者吧，自然没有师长同僚乃至于门徒为之鼓噪
；二则出版时间稍早，书界包装之风尚未成型，缺乏媒体造作也就难有眼球效应。加之本书观点以及
路数和学界主流格格不入，自然也就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多年下来本书的内容一直留在我脑海中，
甚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凸显处其写作思路的可贵。尤其是耳濡目染着周遭太多不着边际貌似公
允的议论。“龙”这个话题，越来越成为信口开河，哗众取宠的大杂烩，虽学界泰斗往往亦不能免。
由于原书不在手上，只能凭记忆说说大致的内容。通过多年前一桩东北黑龙目击事件的调查，马氏提
出了自己的问题——龙是否可能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作出这种猜测的理由是：1. 作为古来文献中
经常出现的生物形象，龙有着相对一致习性的描写，如深藏，涉水、飞腾；2. 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
以前的文献几乎一直将其作为真实的生物描述，并非神仙鬼怪之类；3. 十二生肖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常
见的动物形象，龙似乎也没有理由例外。马氏并没有停留于发挥敷衍假说，而是根据这些猜想，开始
其考证。他查证了大量古今资料，特别是大批的方志，笔记等等。列出古今大量关于龙的目击描述，
从而一个关于龙的描述结构浮现了。1. 多雨之日，空中坠龙；2. 龙困于陆地，大众搭棚浇水活之；3. 
雨水但兴，龙腾而去。由这个故事叙述模式，作者考察了其生物原型。论证了这种生物不可能是已知
的某些生物，如蛇、鳄鱼等。就此，作者的结论是：龙应该是一种古老的生物，由于其特殊的生活习
性，随着自然环境变迁越来越希见，成为了一种未明的动物。民国以来，以“古史辩”为代表的史学
观点一般认为，龙是多种动物形象想象组合的图腾符号。其理论基础的为现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
民族学）。几乎已经成为学界通说。近年所谓新观点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取舍而已。（映象中最近的
一个似乎是何新80年代的著作。）作为学术研究，组合说的优势在于，解释力强，弱点在于几乎没有
任何实证手段和本来意义上的文献支撑。几乎成为一种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戏论。马氏此书的思路
是从具体到一般，从田野调查到文献考证，其方法可证实、可复制、其结论可证伪。无论其结论正确
与否，都是一种良好的研究范式的例子。在如是框架下，进一步进行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将不难获
得更加圆满的解释。可惜，数年下来，该书犹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书本身也成绝版，一册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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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就此成为了一本被遗忘的力作
。http://www.klaaswang.com/?p=163
6、这是一本寂寞的书，诞生之初的印量就很寂寞——区区五千册，平均每一个县也就摊到两册而已
，之后至今十多年毫无再版迹象；这又是一本妙趣横生的书，妙到我久已有为之写点东西的念想，却
又每每废书作叹，叹息其中多佳义，却欲辨已忘言。闲话少说，这就絮叨：首先是该书的特色，与其
它同类书籍，比如久负盛名的丹尼肯的作品相比，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其它书籍多侧重于将搜罗所
得的资料予以铺陈式的堆积罗列，说得好听些是“用证据说话”，实质上是对材料的驾驭分析能力偏
于不足，无法提出自己有力度的见解，从而让自己的观点淹没于铺天盖地的材料之中，读者则每每迷
失其间，导致最终“买椟还珠”；反观本书，自始至终都是主次分明，材料始终服务于论点，用句标
准的官方文艺用语就是“观点来源于材料，又高出于材料”，这一特色在本书中比比皆是，比如本书
的主旨在于证明龙的原型，作者从数十年前发生在东北的一起“黑龙坠地”事件入手，提出了自己的
疑问：所谓龙，是否属于一种真实存在的物种；随即在篇首引用了该事件现场目击者的口述材料，这
既是本书的引子，也是对本书论点的一个有力证明，而后由具体到一般展开阐述，在此后的行文中，
作者又引用了大量历代古籍记录，尤其是文人笔记及方志中的时人目击记录，形成古今材料的相互呼
应，在田野调查与古籍史料方面形成了较为完美的统一，由此层层递进、丝丝入扣地论证出了所谓中
华神龙的原型实际上是一种远古孑遗，一种苟延残喘至今的巨型两栖动物，姑且不论其结论正确与否
、是否契合大人先生们设定的“伪科学”标准，但至少其调研方式还是着实令人信服的。由于龙是个
太过耳熟能详的话题，从古至今对其有着层出不穷的考证，因此作者也着重就此进行了归谬，对其中
影响较大的“鳄鱼说”、“蟒蛇说”、“组合图腾说”等一一进行了辨析，从明显的特征处入手，令
人信服地归总了上述假说的谬误，从而更进一步地验证了“原始两栖动物说”的合理性。而龙之所以
成为传说，主要还在于其种种神奇表现，比如总是伴雨水来去、无翅而飞行等，作者通过旁征博引现
实动物们种种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特异功能，得出非其神奇，而是不为人知之故的结论，并提出
了自己的功能假想，虽无从验证，却也能自圆其说，由此从形到神全面地论证了龙的具体种种，也为
本书画出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以不嫌夸张地说，这是我所看到过的寻幽探秘类书籍中最为引人入胜
的——没有之一，只有之最。可惜此调虽自爱，时人多不弹，对于传统文化，这个浮躁时代的人们大
多喜好的是戏谈说书般的平铺直叙，而少有耐心参与循序渐进的探究了——尽管那是段何其瑰丽炫目
且俯仰皆景的快乐旅程啊。
7、记得中学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指着幻灯片上的地图上问大家：“这几个国家除了语言外，还有
什么相同之处？”等待良久，没人作答。座下的我，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几个国家，都是同一种
颜色的。”全班都为之错谔，然后一刹那，哄堂大笑。同学笑，老师也在笑。依稀记得，老师说了句
“想像力不错以后适合写作什么的工作”类似的话打个圆场。我只是翘着嘴角微笑，不置可否地看着
大家。你们可以笑我浅薄单纯，但我自信这一切没错。人嘛，为什么就不能保持简单直接的单纯，胸
襟开阔地面对所有看似不可能的事物？时至今日，我依然像年少时一样始终对那些精灵古怪的事物保
持着浓烈的兴趣。像什么UFO外星人、灵魂鬼神、奇幻生物、神秘事件之类的东东，只要有机会接触
，不会轻易放过。当然，书店那些什么谜什么解秘之类骗人圈钱的书我已经绝无兴趣了，信息只限于
网络上偶尔碰到的信息，然后用理性和逻辑去思考。无所谓幼稚，无所谓单纯，我只是对这些大家都
不相信的事物始终保证开放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迷信是因为经验主义过度，绝大部分的
破除迷信是因为崇尚科学主义，但要知道，所谓的科学主义其实也只不过是实证主义的延伸，当我们
没有条件去实证事物的对错的时候科学就会存在空白；既然科学尚有空白，我们决无可能断然去推翻
古人的经验，更无可能把无法证实的经验断为封建迷信。就这么简单。同时，往往人的从众心理会把
少数几种，甚至一种理念通过流言、媒体，像喇叭一样推及到大多数人一样。就像在《2012》这部电
影出来之前，世界末日只是一个少数派的话题，而电影播出后就成为大庭广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更甚
者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看，这就是众口铄金的效果。关于龙在存在与否，这个话题亦然。在
绝大部们的教科书里，会很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未明的物种以“封建迷信艺术加工”八个字就概括出来
，一笔带过。如果单凭“未被可见”这种经验主义就可以一杆子打死这个话题，这便是对“科教兴国
”的无情嘲讽。而我之所以力荐这种已经几近“绝种”的书，很大程度是因循这种科学主义精神，给
那些空口说大话的人来一记漂亮的耳光，同时，也对作者的身残志坚、严谨的学术精神致敬。引用书
中最后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推荐：“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是像梦一样平
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

Page 8



《龙》

8、作者：图雅趁着秋夜，我点了一支烟，我思索中国的传说。中国传说中有两种神物，麒麟和龙。
在现实世界里它们并不存在，可它们的原身是什么却也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大费周折，想弄明白麒
麟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什么。考证的结果很出人意料：麒麟的原身是非洲的长颈鹿。这简直有点让人
哭笑不得。不错，古代交通不便，但是想象与讹传也有限度。那就是它们只应当影响局部形象，而不
损失神韵，否则就不是想象或是讹传，而是扯谎了。从长颈鹿到麒麟，中间的差距要多么长的舌头才
能填补？长颈鹿的长处就是一根脖子。可以抹煞它身上的黑斑，可以把它掐头去尾，但是这根脖子却
是神韵所在，万万不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可我们见到的麒麟，却丝毫不以脖子见“长”。看看狮子吧
，狮子是对“长颈鹿”学说的一个有力反驳。它同样传自非洲，有威武雄壮的头部。但传过来并没有
走样。民间甚至有以“红烧狮子头”命名的菜，凡是见过这道菜的人，大概都不能不承认厨师的动物
学造诣。如果说麒麟的前身还算有个捕风捉影的说法，龙的原身可就没有一点痕迹了。这也许是因为
龙的问题过于严肃。从某种意义上说来，龙是政治动物。过去说皇帝是“真龙天子”，后来维新了，
大家一齐做“龙的传人”。可这么一来，龙就成了众人的老祖宗。老祖宗是什么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未免有些太荒唐了。幼年时我曾相信龙的原身是大蟒。大蟒身子长，会游水，身上有鳞，嘴里的
信子带叉，这些都跟龙相似。但是年齿日增，阅历渐广，发现蟒有许多疑点。比如它捕食的时候，是
鬼鬼祟祟地盘在大树上，突然倒垂下来，卷走小鹿一类的猎物。吃东西的时候数它困难，明明吃不下
去的东西，还是贪心地吞咽。如果谈政治，它的作派倒很能让人想起伊拉克的侯赛因，或者二战时的
德意日来。这就跟龙的形象产生矛盾。俗话说：生龙活虎，从神韵上，龙的原身应当是潇洒自如而且
进退有度。如果战，须是堂堂之师。如果吃，须是大方磊落，这才是龙的派头。蟒出没于西南一带的
亚热带雨林中，而我们中华民族的活动地点，大多集中在长江黄河流域，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地域矛
盾。我们读《庄子·逍遥游》一类的瑰丽文字，看出祖先很有诗的气质。他们欣赏的是鲲鹏一类搏击
九天、遨游四海，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的神物。象蟒这样盘踞一隅，心理阴暗的动物，大
约不能被提名。我也曾想到鳄鱼，鳄鱼的作风够泼辣，因为嘴大，吃东西亦相当利索。跟大蟒一样，
它有鳞，会水，它长长的嘴巴也类似龙。可是我从心理上老觉得接受不了它。我听过禹的故事，明白
祖宗也下水。可我坚信他不会象鳄鱼那样把泡脏水当成快乐。鳄鱼的另一大缺点是皮厚，给它一个泥
潭，它就会在那里赖下去，以致唐代的韩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驱赶它。如果祖先把鳄鱼当做神物，身
为大学问家的韩愈如何会加以痛诋呢？大蟒和鳄鱼的毛病，就在于它们都是形似，而不是神似。齐白
石说“太似则媚俗”，龙也是艺术创作，太相似反而损失有效的艺术成分。我想，如果一个动物想当
龙，那它必须有龙的神韵，比如龙可以呼风唤雨，作起法来，想什么就什么。所以龙的原身应当动作
矫健，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而多半不会是动作迟缓的爬行动物。至于居所，则应当是大江大海
那样的开阔去处。最后，为齐白石和中国的广大艺术家着想，它的特征不能跟龙符合得太多，有个百
分之三四十就好。而且这百分之三四十还得难得一见，即使偶然见到，也不许看清楚了，这样才能给
人留下数千年的想象余地。当然，这是一个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任务。中国那么大，到那里去找
这个要命的动物呢？任务遥遥无期，日历却已经翻到了下乡插队。好在那年月在城里也干不出什么好
事，我便随大流到了乡下。乡下也没太多的好事，但起码有秧鸡，有鳝鱼，还有说土话的农民和一位
叫老张的牛鬼蛇神。老张见多识广，干活时他挑水，我浇菜，休息时他给我上博物课。有一天我问他
龙的问题：都说你们是牛鬼蛇神，可牛鬼蛇神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有人说祖先是龙，又有人说蛇
是龙的子孙。要这么一说，你们牛鬼蛇神岂不是赚了便宜吗？他哈哈一笑，说：龙的事我不知道，但
我相信龙绝不是蛇。接着他就讲了一件二三十年前的事。说的是那年他参加了长江战役，事情的缘起
是一方要渡江，另一方不让，谁也不依谁，最后只好用大炮说话。这一来可苦了老张，他属渡江的这
一方，从一下水开始，炮弹就前后左右这么一发一发地落，如果中间这一发早点落下来也好，可它偏
不。总之，老张他们说不尽的一惊一乍，好不容易才到了江心。这时不远处突然翻出一个大得吓人的
脊背。当时风狂浪大，炮弹仍然在爆炸，可周围几条船上的人都呆住了。那东西比盆粗，长度跟一条
船差不多，它脊背上有节，两侧有巴掌大的鳞片，一条长长的大尾巴跟传说中龙的尾巴一模一样。有
一个船夫当场就吓瘫了，船被冲到下游好几里他才恢复说话能力，诅咒发誓说那东西就是龙王，有着
尺把长的白须，而且向他传达了天机：不要打了。说完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个有白须，会叹气的
动物大大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它到底是什么呢？老张他们为什么马上把它和龙联系到一起？为什么天
下那么多别的动物，老张他们全都想不起来呢？我稍微发挥了点想象，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幅景象：
在远古的某一天，我们的祖宗正在宽阔的江上打鱼。突然天阴了，响起了炸雷。接着狂风大作，铜钱
大的雨点砸了下来，祖宗见大事不妙，赶紧收篷。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江面突然骚动起来，接着就

Page 9



《龙》

是一条巨大的动物浮了出来。在那风起云涌、大雨如注的背景中，它若隐若现，不可一世地游着。我
们被震惊的、但是有许多艺术细胞的祖宗回到部落之后，不免根据见到的局部形象，添加一些想象，
把这个动物勾勒出来，这个创作出来的形象，就是龙。如果用Ｘ表示这个未知动物，我的推测就是：
想象＋Ｘ＝龙。祖先是先看到Ｘ，然后创造龙。老张他们是先看到龙，后联系到Ｘ。几千年的功夫，
大家都只在这方程中打转。多么完美的学问哪，完美得令人舍不得放弃。从那以後，每当我听到大江
大河中怪物的消息，总是兼程赶去，跟别人打听每一个细节，直至别人生气。我曾经见到过老态龙钟
的鲤鱼，几百斤重的江猪，我甚至听说过一种叫做“席子”的，可以把来江边喝水的动物包起来拖下
水去的怪物。可十分失望，对我来说，它们都是Ｙ，是错误的字母。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我实在忍不
住了，专程去当了一个星期的筑堤工，一边往麻袋里装土，一边大逆不道地想：如果大水把堤坝冲开
会怎么样？天下滔滔，祖宗也许会把自己的真面目昭示给我们吧。可世上事不如意者常八九，时间的
流水解不开这个方程，出国潮却把我卷到了美国，干起了捕鱼捉蟹的勾当。有一天，我在一个路边的
鱼场停了下来。这一带到处都是这种鱼场。它们的任务，是把从太平洋回游到江河来产卵的鲑鱼抓起
来剖腹取卵。取出来的卵在池子里孵化成小鱼，再放到河里去长大。我访问这些鱼场，一半是为了消
磨时间，另一半是为了观察鱼的觅食习惯，以便改进我的系列谋杀技术。我观察了一会，正准备离去
，忽然从旁边过来一个美国人，强行拉我看水底一根大木头。我勉强看了一眼，并不见什么出奇，只
是上头仿佛有些疙瘩。正纳闷间，忽然那木头动了一动，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条大鱼。再仔细
一看，它嘴上有白色的长须，尾巴象鲨，背上有节，两侧各有数十个巴掌大的鳞片。总之，越看越象
老张所描述的动物！那美国人把我的激动都归功于他自己，向我发布了一大堆数字。根据他的说法，
这个东西叫 Sturgeon ，一般要长到六尺多长才成熟产卵，最大可以长到三四米长，重达一千五百磅。
我呆呆地坐下来。从认出来这是一条鱼开始，在我的眼中一个大大的字母Ｘ就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大
，越来越清晰。难道， Sturgeon 就是我寻找已久的龙的原身吗？不，这当然不可能。如果是，它为什
么好象患了痴呆症，在水底一动不动？再说，无论它跟传说中的龙多么相似，总是一种美国的鱼类。
我来到美国，难道是为了给广大的国人引进一个祖宗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得算是出公差了，只是外事
部门大概不会给我报销差旅费。无论如何， Sturgeon 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动物中最接近龙的一种。
总得把它代入我那好几千年的方程里看看吧？我翻开字典，看看 Sturgeon 到底是什么。想不到不翻则
已，一翻立刻有了重大的发现。原来 Sturgeon 就是鲟鱼，鲟鱼中国也有！不久前发生的三峡论战，反
对派的理由之一，不就是如果建坝，中华鲟的产卵通道就会被堵塞吗？爱国的事岂能耽误，我当即拿
起电话，拨通了本地的钓鱼协会。回答倒也简单：想看鲟鱼？到邦尼威尔大坝去吧。第二天清晨，我
登上了哥伦比亚河上的邦尼威尔大坝。从坝上放眼望去，果然好个藏龙卧虎的形胜去处！那峡谷大开
大合，两岸峭壁相对而出，从远到近层次分明地排列着。美国西部最大的河——哥伦比亚河就从谷底
流过。它的咽喉被大坝一把攥住，于是它拼命挣扎，好容易才挣脱，只得做出驯服的模样，向下游静
静流去，只有河心藏的一股急流，还在时隐时现地暴露它的野心。天还没亮，可钓鲟鱼的人已经在甩
竿了。他们用四五米长，小孩胳膊粗细的鱼竿，鱼线则有四十磅强度。甩竿的声势相当吓人。那是由
虎背熊腰的汉子持竿站在带弹簧的小台子上，背对水，全神贯注，肌肉绷紧，眼睛瞪到极限，然后将
半磅多重，带着线的铅坠猛然甩出去。那铅坠流星似地划破空气，发出嗡嗡的声音，好一会才落到河
心。我敬甩竿的是条汉子，不免上去跟他聊几句。原来他叫格林，有印第安人的血统。根据他的说法
，鲟鱼是在大河与太平洋之间进出。在河里它只在中流觅食，所以越能把鱼饵甩到江心，钓到的可能
性越大。正说间，忽听得江心泼喇喇一声，格林用手一指： Sturgeon ！我回头一看，已经晚了——只
见到一个褐色的尾巴尖从水面消失。正后悔时，突然又是泼喇喇一声，这次瞧得实在，虽然隔得很远
，可清清楚楚，那是一条长长的、有节的脊背！接下来并没有喘气的功夫，许多条鲟鱼从江心此起彼
伏地窜出了来。虽然是在波涛汹涌的江心，它们的翻腾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展和自在。最令人称奇的
是：它们出水的时候，总是只露头尾、侧面、或者脊背，但从来不把全身露出来。说齐白石，说艺术
，这不正应了“神龙见首不见尾”那句话吗？我服了，真服了。如果挑选字眼形容鲟鱼的动态，什么
“矫健”、“优雅”、“潇洒”，全都用不上。要用只能用“神”字，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劲头，只要
你看它跳过一次就忘不了。如果说它们类似什么动物，我只能选择“龙”，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没法跟
它比。什么白色的胡须，有节的脊背，巨大的鳞片，长长的身驱，这些都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它们
跳跃的姿态，只有传说中的龙才能有那样的气度和神韵。广东人说：“不是猛龙不过江”。猛龙过江
究竟是怎样的，今天算是见到了。在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疑问，解了几千年的龙的方程，就着落
在鲟鱼身上。我沉浸在美妙的遐想中，格林的鱼竿却突然动了起来，那鱼竿的尖梢本来已经被鱼线绷

Page 10



《龙》

紧，弯成弓形，但是突然更为沉重地弯了几下。格林马上抢竿在手，用竿上的大转轮往回收线。上钩
的鲟鱼显然被激怒了，它先是在江面上翻了一次，接着就拖着四十磅强度的鱼线直向江对面冲去。格
林手中的转轮被它拉得不住地放线，数百米长的线放完了，那鱼就扯着格林在岸上跑。格林狼狈不堪
，用两腿夹住鱼竿，艰难地收线。每次快收到一半，那鱼又开始冲刺。如此反复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
，搏斗的双方才算第一次相见。那条鲟鱼跟格林差不多大，它躺在乱石嶙峋的江滩上，仿佛是一个失
败的英雄。气喘嘘嘘的格林则把鱼线的一节拿给我看。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可怜的鱼线，它被江底的岩
石磨得伤痕累累，有几处就要断了。驾车离开大坝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公路沿着大江宛延，我的
思路有些混乱。想不到龙的方程那么大，非得在太平洋的彼岸，在别人的土地才能解开。为什么古老
的中华鲟总是跟我缘吝一面呢？难道就没个机会，在雄奇的三峡之上，看到它那褐色有节的脊梁，泼
喇喇地腾出水面，一展它雍荣华贵的气度吗？也许，这一切都是庸人自扰。而所谓龙的原形，不过是
一种固执。龙既然是想象的结果，那么无论是在中国，在外国，无论一个人走到哪里，归根到底，真
正的龙也只能在心中找到吧？车继续行进，江上正是晚凉时分。我点起一支烟，两侧城镇的灯火纷纷
亮了起来。〔10/94，寄自Tuya@ccmail.uoregon.edu 〕
9、我们从古至今没有真的去研究过这种生物,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就认定它是虚构的图腾,其实本身就是
一种错误!熊猫也不过是外国人在上世纪初才证实存在的,之前也只有民间传说!讨厌没事就说龙是鳄鱼,
书里也说了,古代中国人不是不知道鳄鱼,而为啥12生肖里只有龙是不存在的?我们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
龙存在,但同样也无法证明它不存在过!我相信龙曾经存在,或者目前也依然存在.
10、在電腦上，除了精簡的段落，我是很少看更多的文字了。沒有想到我居然莫名其妙的就這麼在電
腦上把一本書給看完了．．．．．．而且還是掃描的版本，文字也不太清晰。＿＿＿＿＿以前找過這
書，沒有找到．好像是國家圖書館可以印，要８０多？覺得不值，就放棄了．近來偶然的發現了電子
版．整個說法，我其實還滿中意的．不過也免不了時常冒出兩句馬教慣用語有點煞風景．
11、還行, 只是很久沒見過這種排版得密密麻麻的書了, 一個小時只能看幾頁, 我現在大概只看了不到一
百頁。改天有空再看!
12、开始只是当消遣的闲书，作为读物种起源的小菜，结果到了后来，物种起源都不看了，只看这个
了。首先，这书写的生动有趣，作为一本十分认真地论证而不是科普书，这书写的十分有趣，思维逻
辑很清晰，完全不会觉得读着很累。其次，观点有意思，看书看得就是你不知道的，这书看了很有启
发，虽然我的观点还是和他不同，我觉得引用的那些记载可能并不是一种生物，而是几种不同的，都
把它归为龙了，不过作者言之有理，逻辑自洽，看的角度独特，这是这书我觉得最不错的地方了。最
后的几篇调查报告可以看出作者的认真态度，完全不是现在这种随便出书的人能做到的。总之，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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