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摇 图书在版编目（悦 陨 孕）数据

摇 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 辕 宝鸡炎帝研究会霍彦儒
主编援 —西安：三秦出版社，圆园园苑郾 愿
摇 陨杂月晕 怨苑愿 原 苑 原 愿园苑猿远 原 圆源缘 原 远

摇 Ⅰ郾 炎⋯ Ⅱ郾 霍⋯ Ⅲ郾 ①炎帝原人物研究原国际学术会
议原文集②远古文化原国际学术会议原文集 Ⅳ郾 运愿圆苑 越 员
运圆员园郾 猿 原 缘猿

摇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孕 数据核字（圆园园苑）第 园怨猿源苑源


号

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主摇 摇 编摇
宝鸡炎帝研究会

霍彦儒

出版发行摇 三 秦 出 版 社

摇 摇 摇 摇 摇 新华书店经销

社摇 摇 址摇 西安市北大街 员源苑 号

电摇 摇 话摇 （园圆怨） 愿苑圆园缘员园远
邮政编码摇 苑员园园园猿
印摇 摇 刷摇 陕西省岐山彩色印刷厂

开摇 摇 本摇 苑愿苑 伊 员园怨圆摇 员 辕 员远
印摇 摇 张摇 圆猿
插摇 摇 页摇 圆
字摇 摇 数摇 缘缘园 千字

版摇 摇 次摇 圆园园苑 年 愿 月第 员 版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苑 年 愿 月第 员 次印刷

印摇 摇 数摇 员 原 员园园园
标准书号摇 陨杂月晕 怨苑愿 原 苑 原 愿园苑猿远 原 圆源缘 原 远
定摇 摇 价摇 远缘郾 园园 元



书书书

炎帝部落早期图腾初探

曹定云

炎帝是华夏民族的第一位始祖。“炎黄子孙”，炎帝排在黄帝前面即为其证。《帝王世纪》

云：“炎帝神农氏，母有虫乔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因以氏

焉。”炎帝实则是部落之名。从第一位炎帝部落首领魁隗，到最后一位炎帝部落首领榆罔，

中间经过了哪些炎帝，现很难一一考究。《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

而崩……凡八代，及轩辕氏也。”谯周 《古吏考》云：“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

代之。”而 《吕氏春秋·慎势》则云：“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一则云 “八代”；一则云 “十七

世”。两者相距甚远。古人平均寿命，相差不会太大。夏朝从禹至桀共十四世十七王，约

５００余年，平均一代在位３５年；商朝从大乙至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近６００来年，平均一

代在位也是３５年。这足以说明问题。而神农氏八代达５００余年，平均每代在位６５年，这基

本上不可能；尤其是神农氏 “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更是无法置信。若取谯周 《古史考》

５００余年，再取 《吕氏春秋·慎势》“十七世”，则平均每代 （世）在位３０年，与夏、商各

代在位年数接近，合乎情理。因此，笔者认为：神农氏从第一位首领魁隗，到最后一位首领

榆罔，可能是 “十七世而达５００余年”，这是综合谯周 《古史考》和 《吕氏春 秋·慎势》之

合理成分的结果。不管如何推断，炎帝部落的发展肯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

炎帝部落发祥于今陕西宝鸡地区，此文献记载甚多。《国语·晋语》云： “炎帝以姜水

成。”郦道元 《水经·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四

《凤翔府·宝鸡县》：“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因此，宝鸡地区是炎帝部落的

发祥地，学界均无异议。

炎帝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在考古文化上应该有自己的

表现。但截至目前为止，究竟哪一种考古文化是炎帝部落创造的，仍处在研究和探索之中。

根据炎帝部落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炎帝部落所创造的文化，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发展

阶段。目前学术界一般将仰韶文化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半坡类型；二是庙底沟类型。已发掘

的半坡类型遗址有：半坡早期遗存、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等；已发掘的庙底

沟类型遗址有：半坡中期遗存、陕县庙底沟、华县泉护村等。这两种类型同属于仰韶文化，

但其文化内涵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庙底沟类型彩陶以花叶纹为主；而半坡类型彩陶以鱼纹为

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正是这一区别，为我们寻找炎帝部落创造了条件。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的仰韶文化遗址。它位于宝鸡市的东北部，南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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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约２公里。根据文献记载，宝鸡一带是炎帝部落的发祥地。因此，北首岭遗址的发掘引

起史学界的特别关注。北首岭仰韶文化属于典型的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

早期遗存基本一致，只不过在时间上，北首岭早于西安半坡。由此可以推断：宝鸡北首岭一

带，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发源地。北首岭仰韶文化材料公布以后，有学者根据时间和地域

推断：北首岭仰韶文化可能是炎帝部落创造的文化。这种推断尽管很有道理，但仍缺乏坚实

的证据。

古代部落和氏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图腾或族徽，以此作为部落与部落、氏族与氏族之间

区别的标志。炎帝部落自然亦不例外。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鱼纹：人面鱼纹、单体

鱼纹、复体鱼纹和图案化象征性鱼纹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首岭遗址中，出土一件完

炎帝部落 “人面鱼纹”图腾

整的 “人面鱼纹”陶片 （标本Ｔ１２９：２）（见图１）。原报告云：“人面之顶上有两条长而直

的短线，其上附有许多间隔的短线条，两条长线条交叉成三角形，当表示头发。口部两边亦

有近似头发样的装饰，当是表示胡须。人面的耳部有两条写实的小鱼，当是表示耳朵。”①

有意思的是，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一件彩陶盆上也绘有同样的 “人面鱼纹”② （见图２）。它

有力地证明：这两个地方的仰韶文化属于同一体系，是同一部落居民所创造。原报告关于

“人面鱼纹”图之解说，似有商榷的余地。该图中心圆形部分表示人面自无问题，但人面顶

上之三角形应是表示鱼之背鳍，而非人之头发；人面口部两边之三角形应是表示鱼之胸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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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９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而非人之胡须。只有这样，该图才是地地道道的 “人面鱼纹”图。如果将相关部位解释为头

发和胡须，那就是纯粹的 “人面纹”，而非 “人面鱼纹”了。至于人面耳部两边的两条写实

的小鱼也非耳朵，当另有含义，下文将要论及。

这种 “人面鱼纹”在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被 “人格化”，决

非一般的艺术品，而是一种 “崇拜”和 “神圣”之物，应是部落或部落内某一大的氏族之图

腾。西安半坡仰韶遗址，共出有７件５种略有差异的 “人面鱼纹”图 （见图３）。有学者指

出，此与古代观察 “月相”有关①。在史前时代，天文知识的发展往往与信仰和崇拜结合在

一起，这使 “人面鱼纹”更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人们更为崇拜。因此，这种 “人格化”的

“人面鱼纹”应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居民之图腾崇拜，是该部落或部落内某一大的氏族之图

腾标志。“人面鱼纹”耳部两边两条小鱼，则是象征小的 “鱼”氏族依附于大的 “人面鱼纹”

氏族，从而更加突出了 “人面鱼纹”之 “神圣”与 “宗主”的地位，与图腾之义甚合。

半坡类型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图，究竟是哪一个部落之图腾，是本文讨论的关键。
《古本山海经图说·海内南经》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而同

书 《大荒西经》云： “有互人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②

（图４）对此 “互人”，清代学者王念孙、孙星衍均校 “互”为 “氐”；同时代学者郝懿行

《注》云：“互人国即 《海内南经》之氐人国”。 “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字作互字

也。”③ 由此可知，《海内南经》之 “氐人国”与 《大荒西经》之 “互人国”实际是一回事，

都是说的 “氐人国”。氐人是炎帝后裔，而氐人乃 “人面鱼身”。此 “人面鱼身”当是氐人之

崇拜物，是氐人之图腾。杨东晨先生曾在 《半坡氏族考源》中指出：半坡类型仰韶文化 “人
面鱼纹”图案与 《山海经》中氐部落的图腾相吻合。此见解十分正确④。由此，我们找到了

“人面鱼纹”图腾崇拜这一居民的根基。 《古本山海经图说》所绘之图，并非 《山海经》原

图，原图早已佚失。今 《古山本海经图说》所绘之图为明清时期补绘。尽管如此，仍保留不

少古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从 《山海经》中的 “人面鱼身”图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图的对比中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半坡类型仰韶文化 “人面

鱼纹”图，“人”是用人面表示的，“鱼”是用背鳍和胸鳍表示的；而 《山海经》中之 “人面

鱼身”图，“人”是用人头部表示的，“鱼”是用鱼身表示的。二者之间承袭关系一目了然。

由此可以判断：《古本山海经图说》中之 “人面鱼身”图，实根源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 “人
面鱼纹”图，只不过时隔数千年，后者又打上了新的时代烙印，但其古意未失，这是最可宝

贵的。

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发源地在宝鸡，而炎帝部落之发祥地也在宝鸡，二者地域相同；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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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３页。本文 “人面鱼纹月相图”采自吴汝祚

《炎黄汇典》（考古卷），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８５页。
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９８、５９９页。
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９８、５９９页；曹敬庄：《炎帝与炎帝

陵》，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７页。
杨东晨：《半坡氏族考源》，载 《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西安博物馆编，１９８８年。又载于 《追梦圆

集》，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帝部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在仰韶文化之发展时间内，二者时代相含。如今本文揭示：

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 “人面鱼纹”图与 《山海经》中氐人之 “人面鱼身”图有着早晚相承的

渊源关系，而氐人又恰恰是炎帝之后裔。由此可证：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居民就是炎帝部落

之居民，二者地域、时间、文化内涵均完全吻合。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 “人面鱼纹”图，应

是炎帝部落或炎帝部落内某一大氏族所使用之图腾。这一图腾在炎帝后裔氐人中继续使用，

并保留在 《山海经》的记录中，而且披上了神话、传说的色彩。而今日之考古发掘，则揭开

了这层神秘的面纱，还神话、传说之本来面目。

古代部落一般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氏族。而每一个氏族，尤其是大的氏族，都会有自己的

图腾标志。现今发现的半坡类型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图腾，在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中，占有

最主要和最突出的位置。因此，该图腾应是炎帝部落首领所在氏族之图腾。但在稍晚的西安

半坡仰韶文化中，出现了 “羊角图腾柱”。这是炎帝部落内部氏族间出现的新变化，以 “羊”

为图腾的氏族兴望起来，并可能逐渐取代了 “鱼”氏族的首领地位。

炎帝部落内以 “鱼”为图腾的氏族仍继续繁衍发展，并在后世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文献

中的彤鱼氏族、氐人氏族等均是其后代；殷代甲骨文中有 “鱼羌”（合集１９７５９）①、“鱼人”
（合集２１６９３）、“鱼亡祸”（屯南１０５４）之记载②；商周金文中有 《鱼羌鼎》（集成１４６４）③、
《戍嗣子鼎》之 “犬鱼”（集成２７０８）、《鱼乙尊》（集成５５９８）、《鱼父癸觯》（集成６３４３）、
《鱼爵》（集成７５３８）、《亚鱼鼎》（近出８９１）④、《寝鱼簋》（近出４５４）等等。以上均是 “鱼
图腾”氏族继续存在发展的历史见证。

长久以来，人们谈论着炎帝和炎帝文化，但究竟哪一种考古文化是炎帝文化，人们又感

到茫然。如今，我们找到了炎帝部落或部落内某氏族曾使用 “人面鱼纹”图腾，并由此证明

了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是炎帝部落居民创造的。炎帝部落和炎帝文化均找到了实实在在的载体

和内涵，为研究炎帝文化开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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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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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２００１年版。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



渭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

与中华文化的地域原点

张新斌

黄河最大的支流是渭河。渭河主要横亘在古老的关中地区，滋润着八百里秦川。渭河下

游地区为周秦汉唐国都之所在，而在渭河上游地区，尤其是今甘陕交界的天水与宝鸡地区，

不但是周族的发祥地，也是文献记载的人文始祖伏羲、炎帝、黄帝的部族的起源地。因此在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新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原生性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关于伏羲族早期居地的分析

伏羲是传说时代最为古老的部族。中国古代有 “三皇五帝”，其中 “三皇”有诸多说法。
《风俗通义》、《拾遗记》，以及 《礼稽命征》、《春秋元命包》、《春秋运斗枢》、《孝经授神契》

等均将伏羲位列 “三皇之首”，《汉书·古今人表》则将伏羲列在古代最具圣人级的 “上上圣

人”之首，因此伏羲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中的原点性勿庸置疑。

关于伏羲的早期事迹，文献有多种记载。《史记·补三皇本纪》： “太暤庖牺氏，风姓，

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太平御览》卷七八引

《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飞路史·后纪一》罗萍注引 《宝椟记》：
“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三年生庖牺。”《帝王世纪》：“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

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 《遁甲开山图》： “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

这里涉及两个关键地名：雷泽与成纪。雷泽，为伏羲之母族的活动地，最少有一种说法，其

地在今濮阳，即今河南与山东交汇处。如 《水经注·瓠子河》：“瓠河又左经雷泽北，其泽薮

在大成阳县故城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其陂东西二十八里，南北一十五里。” 《括地

志》：“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 （北）郭外西北。”因此，濮阳雷泽说得到了有些专家的认可①。

但是，有关濮阳雷泽说有二个问题并没有明确，一是文献中没有明确这里为华胥氏居住地，

或者没有说为华胥怀孕之处；二是伏羲生地在成纪，没有文献明确记载濮阳雷泽有成纪。而

且在当地的方志中，并没有明确将濮阳雷泽与伏羲联系在一块，也就是说，在当地并没有与

伏羲有关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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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甘肃天水有关 “成纪”之地，较早见于相关文献。如 《后汉书·郡国志》： “成

纪，古帝庖牺氏所生之地。”《水经注·渭水》：“瓦亭又南，……左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

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城东，帝太暤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

属天水郡，王莽之阿阳郡治也。”《元和郡县图志》：“成纪县，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曰

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成纪在天水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天水附近

有 “葫芦河”，为渭水上游的－条支流，发源于宁夏西吉县，向南流经秦安安伏、叶堡和兴

国，即由宁夏西吉县、隆德县，经甘肃静宁县、庄浪县、秦安县，在天水市北道区三阳川汇

入渭河。葫芦河即古代瓦亭水，之所以称为葫芦河，“这和这条河两岸自古种植葫芦崇拜伏

羲的风俗习惯有关。”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许多地名都与伏羲有关，如伏家湾、伏

家河、伏家峡、伏家梁等，不仅有伏氏居住，而且也自认为是伏羲氏的后裔。这里早在汉代

以前便有成纪之名，汉代已正式设立 “成纪县”，“清道光 《秦安县志》称汉置成纪在静宁县

的治平川，称为 ‘治平成纪’。在今秦安县魏店乡的魏店河。大体而言，治平成纪在今秦安

县陇城镇与魏店乡一带。南北朝时期，北周沿用汉置 ‘成纪’之名，将县治移至今秦安县北

面１５公里郭嘉河谷的显亲川，称 ‘显亲成纪’。唐大中年间，成纪县移治秦州，称为 ‘秦州

成纪’，治址在今天水市秦州区。如以古城纪为伏羲生地，大体上在今秦安县陇城镇一

带。”② 天水还有伏羲庙、伏羲画卦台等遗存，可以说这里应该为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也即

“羲皇故里”。据研究，“今蓝田县是伏羲、女娲之母亲华胥氏的故里，有华胥镇、华胥渚等

地名，还有三皇祠。陕西秦岭南面称华阳，东支余脉处有华山 （又名太华山）。”③ 如果这里

确为华胥氏的故乡，伏羲生于成纪在天水之说，当有更为充分的道理了。

二、关于炎帝族早期居地的分析

炎帝亦为 “三皇”之一，在诸多文献记载中，其地位仅次于伏羲，而且也是 《汉书·古

今人表》中所标列的第二个 “上上圣人”。但是，炎帝与黄帝的结盟，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

了基础，因此便有 “炎黄二帝”均为中华人文始祖之说，中华儿女又称 “炎黄子孙”。从这

个角度看，炎帝对当代人群的影响力，甚或超过了伏羲。关于炎帝神农氏的起源地。《国语

·晋语》： “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新

书·制不定》：“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些反映炎、黄二帝有着十分

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他们最早的居地，即发祥地亦应相去不远。《竹书纪年》：炎帝 “育于

姜水，故以姜为姓”。《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虫乔氏之妇，名女

登，为少典正妃。游于华山之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

因以氏焉。”《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 “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值得注意的是，炎帝诞生

的传说中，也有 “华山之阳”之说，也就是说其母族，也与伏羲母族华胥氏的居地十分接

近。《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 《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因此，姜水为炎帝神农

氏的早期居地，在古籍中得到较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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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志宏、高世华：《伏羲的传说与考古学观察》，《伏羲文化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马世之：《浅议羲皇故里：兼析女娲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文化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杨东晨：《陕西地区的伏羲和女娲氏遗迹》，《伏羲文化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有关姜水的地望，亦见于有关文献。如 《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

姜水。”在这里，姜水明显为渭水的一个支流，而且在这里以姜为水名，为城名。明清时期

的 《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志》、《宝鸡县志》均确指姜水为今宝鸡市区渭河南的清姜河，而

姜氏城则为今之姜城堡。徐旭生先生在他的经典著作中，专门谈到姜水及相关遗存的情况，

他说：“现在宝鸡县城南门外就临着渭水，过渭水南一二里，在黄土原边上有一村，叫作姜

城堡。堡西有一小水，从秦岭中流出，叫作清姜河。堡的东面约一里地的光景有一个很大的

神农庙，庙前有一个泉，叫作九圣泉，俗传为神农皇帝洗三的地方。这一个姜城堡，《宝鸡

县志》说它就是 《水经注》所说的姜氏城，实则宝鸡与岐山，虽属邻县，而宝鸡在西，岐山

在东，相距将近百里。并且，姜氏城在渭水北，《水经注》中说得很清楚，姜城堡在渭水南，

而渭水在这百里内全在原中间走，没有改道的可能。然则姜城堡与姜氏城虽有二个字的相

同，一定不能是一个地方。虽然如此，姜城堡附近都有很好的彩陶遗址，在我国历史的黎明

时期就有人居住。毫无疑问，姜城堡与清姜河的名字，以及特别的神农庙，全像是渊源有

自，并非后人的臆造。”① 徐旭生在这里对相关的地名与遗存进行了非常慎重的分析，应该

说这种分析是十分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民间，还保留有 “燔柴祭天”、“祭炎”、
“崇火”、“尚红”等等民间习俗。传说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一是炎帝诞生日，七月初七为炎帝

的忌日，当地都要举行规模浩大的祭炎活动。这里所保存的 “崇火”、“尚红”等习俗与炎帝

都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②。因此，宝鸡地区作为炎帝故里，有着重要的学术支撑与民间积

淀。

三、关于黄帝族早期居地的分析

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而且是五帝之首，这在司马迁写 《史记·五帝本纪》时，从题目

上已告知的十分明白。黄帝自然也是 《汉书·古今人表》所书的 “上上圣人”，依时间顺序，

排列在伏羲与炎帝之后。

关于黄帝的早期居地。除前引 《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外，《汉书人表考》卷

一：黄帝 “姬姓，少典之子。少典娶有虫乔氏，名附宝，感大电绕枢，孕二十五月，以戊巳

日生黄帝于天水”。这里将黄帝与天水直接联在一块。在 《史记·五帝本纪》中专载：“黄帝

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索隐：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

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关于轩辕之丘，文献多以为在河南新郑。

如 《史记》索隐：“有熊，河南新郑是也。”《元和郡县志》：“新郑县，……本有熊之域，又

为祝融之墟，于周为郑武公之国都。”《舆地广纪》：“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所都也。”而

有熊国都之轩辕丘在当地文献中，不但有较多的记载，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可。因此，新郑为

黄帝发迹，成就大业之地，也即黄帝鼎盛时期的政治中心。但是轩辕丘，在文献中并不止一

处，如 《山海经·西次山经》： “玉山，西王母所居也，……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
《淮南子》注引云：“轩辕丘在西方。”而 《山海经·海外西经》还有 “轩辕之国”，该书 《大
荒西经》也提到 “轩辕之台”。而引 《水经注》则云：“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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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宝鸡炎帝研究会：《宝鸡：炎帝故里姜炎文化发祥地》，《光明日报》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１日第６版。



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毕沅认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许顺湛先生在肯定新郑的轩辕

丘，为黄帝都于有熊而居的轩辕丘的同时，对天水的轩辕丘也有了一个合理的分析，他认

为：“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黄帝早期建立轩辕国，居轩辕丘，后来迁到有熊把轩辕丘

的地名也过来了，并在此建国立都创业。还有一种可能，即黄帝先在东方建国创业，后来有

一支迁到天水并且建立了轩辕国，把轩辕丘的地名带去，因为没有较大的事迹，在后代的史

书上泯灭了。因此，两个轩辕丘在我们认识上可以暂时并存。究竟那个轩辕丘谁早谁晚，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①。新郑与黄帝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关于在渭

水上游的姜、姬之水，以及相关的二帝的亲缘关系的文献记载，也是较有有价值的。关于姬

水的地望，一般认为在今宝鸡境内的由麟游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何光岳先生认为：
“黄帝轩辕氏所居地为姬水，以姬为姓。姬与岐同音，即今陕西岐山县南横水河。而神农氏

所居的姜水则在今宝鸡市南七里姜水城，今名姜城堡。城南有姜水，相传神农氏妃有乔氏曾

居住于此。则姬水、姜水相邻，正合炎黄双胞族之说。”② 他认为清代的秦州有寿山，有轩

辕谷、轩辕溪，这里应是黄帝轩辕氏的早期居地，其东不远有岐山、姬水，北邻清水县有羌

水，出羌谷，也即神农氏的最早居地。因此就目前的文献资料分析，渭水上游的天宝地区在

中华人文的早期历史与源头上，的确有着原点的意义。

四、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对接的讨论与价值

渭水上游的天水—宝鸡地区，属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与秦岭山地的接壤部，实际上

也处于内陆农耕地区与西北牧猎地区的接合部。这里既有黄土高原的深厚，又有平原地区的

富庶，既有着牧猎地区习风，又有着农耕文化的传统。从地理与环境的角度而言，有着许多

地方所不具备的优势。

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这里有着早期人类居住的连续文化。如属于天水的渭河葫芦河流域

基本上形成了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 （早、中、晚）—常山下层文化 （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即在当地有着四千余年连绵发展的历史脉落。当地的史前遗存中，大地湾一期遗

址有１处，仰韶早期遗址２１处，仰韶中期遗址４７处，仰韶晚期遗址１０６处，常山下层遗址

８１处，齐家文化遗址达３７４处③。可以说，这里的农业文明，有着逐渐发达的趋势，形成了

大地湾仰韶晚期与齐家文化二个高峰。尤其是大地湾仰韶中晚期遗存，在已揭露的１０５０平

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房址２５座，在后来的发掘中陆续清理出Ｆ９０１、Ｆ４０５这类具有特殊意义

的大房子。这类房子的特点为：建筑规模大、保存较好、结构复杂而合理，居住面坚硬光

滑、工艺特殊而精良，布局规整有序、平衡对称，建造方法进步而讲究④。其不仅是建筑史

上的奇迹，从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有关文献的记载，不能不赋予人们更

多的思考与预测。宝鸡地区渭水流域有７００余处史前文化遗存，仅在市区２０多平方公里的

区域内，发现有距今８０００－４０００的史前遗址８０余处，从已发掘的关桃园、北首岭、福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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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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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钟：《大地湾考古研究述论》，《大地湾考古与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和石嘴头等遗址看，其系列完整、全面地反映了当地早期文化积淀丰厚的历史真实性①。

从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相关的文化系列中确实找到有可能属于伏羲

族、炎帝族及黄帝族的相关遗存。董立章先生根据 《通鉴外纪》所载 《春秋命历序》所记三

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列了一个表，其中涉及伏羲、炎帝、黄帝的积年与年代②，分别

为：

伏羲朝　数十世　积年１２６０年　自前５３４７—前４０８８年

炎帝朝　１７世　　积年３８０年　自前４０８７—前３７０７年

黄帝朝　１８世　　积年４００年　自前３７０６—前３３０６年

许顺湛先生在进行综合研究后，将黄帝的相关数据确定为：黄帝共１０世，积年１５２０
年，起始年代为前４４２０一前２９００年③。实际上有关人文始祖的年代学框架，始终是学术界

的关注对象，这种针对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物的年代学的研究，简单地将历史与考古资料进行

类比与论证，在目前的研究中己成为一种时尚。在早期文化的研究中，历史与考古学的整合

已得到学术界的更多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河南博物院等单位，专门

就此召开专题研讨会④，从讨论的情况看，大家并没有就此问题形成共识，或者说，还会就

此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我认为在对历史与考古资料进行整合时，必须着重关注以下二

个问题：其一，伏羲、炎帝、黄帝是具指还是时代问题，如就时代而言，则应搞清相关的世

系，这个世系的排列对相关时代的积年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如果从文献中所显示的中华人

文三始祖的原点以及相关的迁徙来看，中原地区的作用勿庸置疑。但是这就要认真考虑从原

点到中原相关地域同一族群文化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如伏羲由成纪到陈 （今河南淮阳）、炎

帝由姜水到陈以及黄帝由天水水到新郑，在迁徙的过程中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二地的重要遗

存的比较，只有将这二个关键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这种比较才会更有意义。

要达到上述要求，就日前的条件与手段看，还有不少的困难；但历史与考古的整合，或

者说从考古的角度去论证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从现在开始必须

认真进行探索与尝试的。

五、渭河上游的天—宝地区是中华民族与文化的地域原点

在对伏羲与炎黄文化讨论时，我们提出了要将伏羲与炎黄共尊为中华人文始祖的观

点⑤，因为从早期文明中族群的贡献而言，伏羲、炎帝与黄帝是当之无愧的。既然有三大人

文始祖，那么他们的活动地是否可以找到？从文献的角度看，三大族群活动最为集中在二个

地区：一个是在渭河上游的天—宝地区，一个是在河淮之间的新郑与淮阳。二个地区的分工

也是十分明确：中原地区相关的遗存表明这里是三大族群在发扬光大时期的定都与活动之

地；而渭河上游天—宝地区则是其诞生与起始之地，可以说这里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地

９渭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地域原点

①

②

③

④

⑤

宝鸡炎帝研究会：《宝鸡：炎帝故里姜炎文化发祥地》，《光明日报》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１日第６版。
董立章：《三皇五帝断代史》，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张德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原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张新斌、孔远华：《论伏羲与炎黄共尊为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文化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域原点。

渭河上游天—宝地区除了有文献记载的伏羲、炎帝、黄帝三大族群的起源之外，还有周

族与周文化的原点以及秦国秦朝秦文化的原点。周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

的。上述五大族群在上古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五大族群，文献

将其溯源在一个地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因此从中原民族与中华文化原点的角度

去探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将显得异常重要了。

第一，考古发现的文明因子的满天星斗并不能代替古代文明的主干与核心。黄河流域应

该而且从各个方面看都是古代文明的主干，中原地区 （河淮之间）、关中地区 （渭河上游

天—宝地区等），应该是早期文明的核心，必须加强对这二个核心地区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

究，从学术层面上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原点与核心地区的确立，对于民族与文化的寻根探源具有

重要意义。历史时期的这种认同，一方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也是人们思想中根源意

识的反映。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祖根地和圣地，文化的归一性与文化生成过程中的

多源汇集，正是历史复杂性的真实写照。

０１ 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



由世系探索炎、黄两族起源发展的时与地

江林昌

在 《左传》、《国语》、《山海经》、古本 《竹书纪年》、《世本》、《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

以及 《大戴礼记》、《淮南子》、《史记》等秦汉文献里，有较多的关于黄帝、炎帝两族起源、

发展、壮大的世系记载。如果将这些世系资料再加分析，不难发现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

个系统偏重于历史方面，一个系统偏重于神话方面。偏重于历史方面的黄炎世系，地理范围

较小，两族都在黄河流域由西往东发展。偏重于神话方面的黄炎世系，地理范围较大，除了

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为中心之外，又开始与长江流域有联系。这两个系统都有一定的历史素

地，应当作综合考虑。

一、历史记载中的炎黄世系及其活动范围

我们先讨论比较接近历史方面的黄炎世系。《国语·晋语》中有一段较早较完整地叙述

炎黄两族起源的文字：

　　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

帝为姬，炎帝为姜。

远古时代，部落首领的名字就是该部落的名称。说少典氏娶于有虫乔氏，说明这两个氏族相

互通婚。而少典氏生黄帝、炎帝，则是说黄炎两族由少典氏族分化而来。至于其具体地望，

应由姜水和姬水推知。关于姜水的具体地望有两说。其一是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 “渭水”

条：“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岐水在岐山南面，属周原范围内。今天的陕西岐山

县东面，就有一条西出岐山、东过武功、南入渭水的小河，应该就是古姜水。其二是明清时

期的 《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志》《宝鸡县志》等史书所记，认为姜水即宝鸡市南面由南往北

流入渭水的清姜河，沿清姜河两岸有益门堡与姜氏城。此姜氏城今名姜城堡，当与炎帝姜氏

族有关。邹衡先生认为：“以上两说，孰是孰非，不必过于拘泥。但总是在凤翔府地，即今

宝鸡市区之内。”

关于姬水的具体地望，历代史书无记载。现代学者认为其地当与岐山周原一带有关。如

何光岳先生认为，姬与岐同音，而在岐山县南有一条小河流经扶风、武功而入漆水河。漆水

源出岐山之北的麟游，在武功境内入渭河。霍彦儒等认为，这漆水之 “漆”与 “姬”字亦同

音。可见，姬水确与岐山、漆水有关，而它们都在宝鸡地区范围内。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

以，宝鸡地区很早就有祭炎帝、黄帝的习俗。《史记·封禅书》：“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

帝；作下畤，祭炎帝。”吴阳乃宝鸡市区北的吴山之南面 （今陈仓区内），即今凤翔的 “三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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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总之，炎帝与黄帝的起源都在渭水上游的宝鸡地区。具体而言，炎帝在宝鸡境内的渭

水之南，黄帝在宝鸡境内的渭水之北。

黄炎两族在陕西的西北部起源后，便往东发展，大约到了五帝时代的中后期，便已到了

河南一带。其中黄帝族偏于黄河之北，炎帝族偏于黄河之南。《国语·周语下》有一段有关

黄、炎二族后裔的世系传说：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

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

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

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

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惟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
……皆黄炎之后也。

《国语》韦昭注：“鲧，黄帝之后也。共工，炎帝之后也。”这样，我们可得黄炎两族的后期

世系如下：

少典氏＋有虫乔氏
黄帝 （姬）—鲧—禹—杞、鄫

炎帝 （姜）—共工—四岳—申、吕、齐、烅
烄
烆 许

这里，黄帝、鲧、禹的后代杞、鄫两国，在河南的中东部。其中的杞即今天的杞县一带。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 “大禹之后于杞”，《史记正义》引 《括地志》：“汴州雍丘县，古

杞国。”鄫在杞县东向的睢县。《春秋经》“襄公元年”：“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杜预

注：“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总之，杞国与鄫国都在今开封市与商丘市之间。在五帝时

代的中后期，直到大禹治水成功，也就是距今４６００年至４０００年之间，黄河曾由洛阳、郑州

地区向东南方向流，经颖水、淮河由苏北入海。也就是说，杞、鄫两国的地望曾经是在黄河

的北面。而事实上，两周以来，凡一些可以考见的姬姓诸侯国，大多在黄河之北的晋南、豫

中北、冀中南一带。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

皆姬姓也。”这些姬姓部族都在晋南。例如，霍在山西霍县，杨在山西洪洞，虞在山西永济，

魏在山西芮城，韩在山西河津，等等。传说河南的新郑曾经是黄帝的活动中心所在。《史记

·五帝本纪》集解引徐广曰：黄帝 “号有熊”，又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而炎帝、共工的后代如四岳、申、吕、许等，则偏向在河南的南面，也就是当时黄河的南面。

四岳即太岳，也就是今天的嵩山。申国在今河南唐河县境内，吕在南阳县境内，许在许昌县境

内，他们都在河南的西南或正南。正因为如此，所以传说河南东南部的淮阳曾经是炎帝族的中

心。《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炎帝，初都陈。”陈即今淮阳境内。

二、神话传说中的炎黄世系及其活动范围

炎黄两帝起源后，氏族分支很多，因此世系比较复杂，我们先讨论神话传说中的黄帝部

落世系。
《国语·晋语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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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

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

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

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

这段话涉及较多的有关氏族社会婚姻制度、继承制度、氏族命名制度等问题。限于篇幅，此

不展开。我们只就黄帝之子二十五人成为二十五宗，后来又分为十二姓来考察即可明了。当

时黄帝族的发展是分支多线条的。这些多线条的分支发展，又当各有世系。但时代久远，已

不可全部考索。下面一些偏重于神话色彩的资料尚可提供一些线索。
《山海经·海内经》：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

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山海经·大荒西经》：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风。
《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
《山海经·大荒西经》：

　　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大戴礼记·帝系》：

　　黄帝产玄嚣。玄嚣产极。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勳，是为帝尧。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

句芒产虫乔牛，虫乔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

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氏，滕

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

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

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

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

芈姓。

　　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郐人者，郑氏也。曹姓

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

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

氏女，曰昌仆，生高阳。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虫乔极，虫乔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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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嚣与虫乔极皆不得在帝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

（崩），而弟放勳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

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

舜，皆微为庶人。
《史记·殷本纪》：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

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封于商，赐姓子氏。契

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史记·周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

现据以上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将黄帝族的各分支世系发展流变状况列表于下：

　　黄帝

玄嚣－极－帝喾 （高辛）－

＋娶陈锋氏女 （庆都）－放勳帝尧

＋娶娵訾氏女 （常仪）－挚

＋娶有娀氏女 （简狄）－契

＋娶有邰氏女 （姜嫄）－弃 （后稷

烅

烄

烆 ）

昌意－颛顼 （高阳）－

鲧－禹

穷蝉－敬康－句芒－桥牛－瞽叟－舜 （重华）

老童－祝融－长琴 （始作乐风）

老童－
重黎

吴回－陆终
烅
烄
烆 －

樊，昆吾

惠连，参胡

籛，彭祖

莱言，云郐人

安，曹姓

季连，

烅

烄

烆
芈姓

老童－
重 （上天）

黎 （下地）－噎 （行日月星辰之次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

苗龙－融吾－弄明－白犬－牝牡犬戎

□－始均－

烅

烄

烆 北狄

以上世系，虽然是东周以后的人根据传闻而构拟的，不可尽信；但中国古代各远古民族

都有重世系、辨源流、讲历史的传统，因此，即使是传闻的世系，也当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在黄帝世系中，玄嚣与昌意是重要的两支。从地理方位看，玄嚣一系偏北。《史记·五

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大戴

礼记·帝系》篇：“青阳降居泜水。”泜水，古代有两处，一处为河北的槐河，一处在河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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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李学勤先生认为，青阳所降的 “泜水”应指河南的沙河①。《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杨伯竣注：“泜水即滍水，今名沙河。源

出河南省鲁山县西 （南的）吴大岭，东流经县南，又东经宝丰、叶县、舞阳，合于北沙

河”②。前文曾讨论，黄帝族由陕西往东发展到河南后，曾在新郑留下有熊氏之墟。新郑与

鲁山泜水相近，这之间不是偶然的巧合，暗示了某些历史的真实。因为黄帝、玄嚣都在河南

中部，所以其后代亦大都在中原一带。帝尧唐都在山西南部的翼城县、曲沃县一带，帝挚在

河北定州、唐县一带，周族后稷起源地在晋南。

现在再来讨论一下黄帝的另一支族昌意一系的活动范围。《山海经·海内经》说 “黄帝

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大戴礼记

·帝系》也说 “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史记

·五帝本纪》也说 “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阳”。这里的 “若水”，

顾颉刚、姜亮夫、李学勤等先生已考证，均认为指的是四川西部的雅砻江至金沙江流域③。

《五帝本纪》索引 “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 《水经》 “水出旄牛缴外，东南至故关为若

水，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庐江水”。因为昌意降居若水，所以取蜀山女为妻。

如前所述，黄帝本族的发展主要是在中原，但黄帝族的一支昌意、韩流、颛顼则降处川

西之若水，并与蜀山氏女缔结婚姻。这说明中原地区的黄帝文化很早就影响到西南地区，蜀

文化与中原文化很早就有交往。而中原的虞舜、夏禹又都是昌意、颛顼的后代。这又说明从

五帝时代早期直到五帝之末的舜，乃至夏朝，中原文化与西蜀文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络。李

学勤先生指出：“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封闭，长期不通中原，甚至怀疑随武王伐纣的

蜀的地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足纠正这种误解。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商代及其以前，

蜀地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广汉三星堆的发掘，更以大量材料印证了这一点。”“蜀国的

陶盉、牙璋等确与二里头文化有明显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④。

我们再来讨论神话传说中的炎帝后裔分支世系。

前引 《国语·周语》说，炎帝的后裔有共工、四岳以及申、吕、齐、许等等。那么，炎

帝到共工之间的世系又是如何的呢？长沙子弹库楚帛书 《宇宙》篇提供了资料：

　　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

　　共攻 （工）□步十日，四时。

说明炎帝与共攻 （工）之间有祝融；而且共攻 （工）与日月星辰等天象有关。以下 《山海

经》提供的资料进一步提供了共工之前与之后更多的世系情况：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

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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