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族⼈進入中國
• ⼀萬五千年前
• 狄道（Ti Tao ）

• 沿著⿈河上游⽢肅
• 河南:最先進的定居點
• ⿈河沿岸 vs 長江沿岸
• 產⽣了⼀種更為多才多藝的⾎統

狄道 (Ti Tao)

塔里木河

土庫曼



數波安德族⼈帶來美索不達⽶亞的教化

• 極⼤地改善了中國北⽅的經濟和教育習俗
• 宗教教化、靈性覺醒
• 西元前⼀萬，中國⼈才開始建設城市和從事製造業
• 刺激了中國⼈原本優良⾎統的潛在傾向，使之進⼀步快速發展
• 河南到陝西，先進⽂明的潛⼒正在逐漸開花結果
• 中國⼈與美索不達⽶亞間的商業關係
• 計時⽅法、天⽂學和政府⾏政之間的相似性

• 西元前三千年，中亞商路的貿易量⼤⼤減少



後來的中國⽂明



中國⼈的國家發展因其對亞洲的
徹底征服⽽延遲?



• 中國⼈很早就轉向追求農業的發展
• 促進了他們愛好和平的傾向
• 總⼈⼜遠低於農耕⼟地與⼈⼜比率
• 進⼀步有助和平

• 祖先敬奉 （ ancestor veneration ）
• 對過去成就的意識
• 農業⼈民的保守性
• 發展良好的家族⽣活

農業的發展



⽂明停滯
對於星琅頓(Singlangton )所教導的「唯⼀真理」(One Truth )的信仰和崇拜從
未完全消失;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新的和更⾼真理的追求逐漸被對已經建⽴
的事物的崇拜所掩蓋。

⿈種⼈的天賦慢慢地從探索未知轉向保存已知。這就是為什麼曾經是世界上
發展最快的⽂明停滯不前的原因。



• 在西元前四千年到西元前五百年間，⿈
⾊種族的政治統⼀得以完成
• 並非沒有衝突，但社會對戰爭的主張仍
然很低
• 祖先崇拜，漸增的⽅⾔，以及幾千年來

不提倡軍事⾏動，使這個民族極為愛好
和平
• ⽂明技藝的實現⽅⾯不斷進步
• 特別是在農業和園藝領域
• 陝西和河南——⽔⼒問題需要集體
合作



• 知識的傳播
• ⽂字發展和學校的建⽴印刷術
• 表意⽂字

• 社會規範化和宗教哲學教條化的進程持續加速著
• 祖先敬奉的宗教發展因⼤量涉及⾃然崇拜之迷信⽽變得愈加複雜
• 對上帝(Shang-ti )的崇拜



祖先敬奉
• 79:8-8祖先敬奉的重⼤弱點在於它提倡⼀種向後看的哲學。儘管從過去汲取
智慧可能是明智的，但將過去視為真理的唯⼀來源是愚蠢的。真理是相對的
且不斷擴展的︔它始終活在當下，在每⼀代⼈中——甚至在每個⼈的⽣命中
——都能獲得新的表達。

• 79:8-9 祖先敬奉的巨⼤優勢在於這種態度對家庭賦予的價值。中國⽂化驚⼈
的穩定性和持久性是家庭被賦予至⾼無上地位的結果，因為⽂明直接依賴於
家庭的有效運作︔⽽在中國，家庭達到了社會重要性，甚至具有宗教意義，
這是其他民族很少能達到的程度。



孝道和忠於家庭

促進了以下這些維護⽂明的要素:
•保護財產和財富
•歷代經驗的累積
•有效地教育兒童學習過去的藝術和科學
•發展強烈的責任感，提升道德⽔準，增強倫理敏感度 



• 中國⽂明的形成期始於安德族⼈的到來，⼀直持續到西元前六世紀的偉⼤倫
理、道德和半宗教覺醒
• 從母系家庭到⽗系家庭的過渡、農業的建⽴、建築的發展、⼯業的起步
• 比任何其他類似的敘述都更準確地呈現，描繪了⼀個優秀民族由野蠻層次崛
起的壯麗景象
• 原始的農業社會過渡到⼀個更⾼級的社會組織



79:8-17 這個古老的⽂化為⼈類的幸福做
出了巨⼤貢獻；數百萬⼈在其成就的恩
澤下⽣活和死去。數個世紀以來，這個
偉⼤的⽂明⼀直安於過去的榮耀，但如
今它正在重新覺醒，重新展望凡⼈存在
的超凡目標，再次投⼊於永無⽌境進步
的不懈奮⾾中。



⿈種⼈
30+萬年前 ⿈⾊種族的主要群體從南⽅作為沿海移民進入了中國

10萬年前 星琅頓宣揚對“One Truth”的崇拜

8萬5千年前 最後⼀批純種的紅種⼈離開亞洲    

2萬5前年前 ⽟苒廈最⾼等的⼤眾⽂明在中國 (到西元前5千年)

2萬年前 強⼤的原始教化與學習中⼼(⿈河、長江)

1萬5千年前 ⼤量的安德族進入中國北部（⽢肅、河南）

1萬年前 中國⼈才開始建設城市和從事製造業

西元前六世紀 倫理、道德和半宗教覺醒



安德族⼈在西⽅的擴展 思想調整者

接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