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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宋孟寅

被誉为“河北的骄傲”、全国民族文化界“一面旗帜”的郑一民先生

的论文集，终于在业界人士翘首祈盼中付梓了。

其实，了解郑一民先生的人都知道，走上民族文化之路并非他的初

衷。他在大学读书时的抱负、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走上工作岗位之后，

发表了许多小说、报告文学。经过十余年的厚积薄发，1991年他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萌动的大地》问世，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然而，一个历史

的重任，使他迈进了民族文化的门槛，那就是1984年国家启动了编纂《中

国十大集成志书》的浩大文化工程，组织上调他到河北省文联负责《中国

民间文学集成·河北卷》（故事、歌谣、谚语三套）的编纂工作。原本以

为完成这项使命后再行文学创作，岂料一经投入这项发动全省千军万马的

文化工程，却令他与民族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论者认为“时势造英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这一历史使命成

就了郑一民先生的民族文化事业。大家熟知，他是一位“不做则已，做必

一流”的实干家。为使河北的“集成”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他忍痛割爱，

放下文学创作，全力投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河北卷》的普查、采录、

编纂、出版一系列繁重工作中，二十余载的奋发蹈厉，排除种种艰难险阻，

使河北的“集成”工作成为全国先进典型。“吹尽黄沙始到金”，2000年末

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钟敬文先生在终审了河北“三套集成”的

最后一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北卷》后曾欣慰地赞誉：“河北的编纂

工作‘高山仰止’！”二十余年的勤奋搏击，郑一民先生由一名民间文艺

编辑到“河北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负责人、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主席，最后荣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成为河

北民族文化事业一位深受拥戴的领军人物。

知识的升华在于积累，业务的进取在于勤奋。为了促进和繁荣燕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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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培育新一代民族文化人才，郑一民依靠大量的工作实践经验和对

文化事象研究的心得体会，撰写了几十篇民族文化论文。通观其理论，见

地独到，文笔犀利，说服力强，学术价值甚高。他的论文若从对河北民族

文化事业的贡献角度来评价，其学术价值更在于振兴民族文化、启迪心

智、鼓励奋进、争创一流的引导作用。

郑一民先生的论文不单是纯学术研究，多数论文是结合开拓河北的民

族文化而写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大多是应时产品”。所谓“应时产品”，

并非“应付任务”之作，而是所有论文都是从理论上提出新的理念，而且

文以致用。其论文的特点概括起来是：“大”、“新”、“导”、“行”四个字。

“大”者，论文多体现民族文化之大课题。比如，寻觅炎黄蚩传说与龙图

腾之根、追溯燕赵故事之源、拨开徐福东渡历史迷雾、抢救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新”者，其论点见解独到，敢于标新立异，而且言之成理，持之

有故。如，燕赵故事内涵阳刚说、耿村风水故事思想内涵、徐福东渡由“大

河”文明向“大海”文明跨越的推论、千童“信子节”之“招魂”说、赵

三多乃义和团首创说、蔚县剪纸是农耕社会的精神画卷等论断，都是前人

未能及或涉足未深的新观点。“导”者，理论站在时代的前沿，高瞻远瞩，

在河北民族文化自80年代以来数次发展高潮中，都起到了导向作用。“行”

者，即“言以致行”，郑一民的多数论文都凸现了一个“行”字。“文若其

人”，他的论文也和他的工作作风相一致：言必行，行必果，果必强。也

就是说到做到，决不停留在口头上。

我与郑一民先生合作共事二十载，深知他的为人，他做事“敢为天下

先”，他的论文也同样若此。从 1984 年他负责《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河北

卷》起，他集中研究的是河北民间故事，先后发表有《燕赵民间故事的主

要特点及影响》等十几篇论文。每篇都适时地结合“集成”工作的培训骨

干、普查、采录、编纂的进程而发表。当河北的“集成”工作在全国有了

初步影响时，又及时关注了河北民族文化与国际和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使河北的工作走出国门。通过1991年“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海峡

两岸民间文学研讨会”等学术交流形式，他写出了《兰陵王的传说及其研

究》、《河北民间故事的研究与发展》等论文多次参与国内外、海峡两岸的

学术交流。

1998年，当河北的“集成”工作即将全面编竣、出版之际，郑一民先

生又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转向河北民间艺术及民俗文化开拓和组织各种

工艺美术展览等活动。他一手抓民间文学，一手抓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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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据工作实践写出了《太行山麓的傩文化奇观》、《民俗是文学作品产生

个性和力度的源泉》、《创新——时代对工艺美术的要求》和有关春节、清

明、端午考述的十几篇推动燕赵民俗、民间艺术发展的论文。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郑一民先生数次赴日考察和学术交流，他独

具慧眼，发现了徐福东渡的重大国际意义，决心正本清源，拨开中日历代

统治者抹杀徐福东渡的迷雾，还中华航海史及中国移民史以庐山真面目。

写出了《秦代大移民的辉煌》、《徐福东渡对东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等

具有国际价值的学术论文。进入 21 世纪，郑一民先生经过多年缜密考证，

集中日典籍及考古、民俗中有关史料，写成四十余万字的《东瀛圣迹考——

徐福千童百工集团在日本》，向世人公布了有关徐福东渡最新的学术研究

成果，在国内外学界引起轰动，被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称为“中日关系史上

里程碑式的学术专著”，进一步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

进入新世纪，中国文联、文化部在全国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

救保护工程”，郑一民先生又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国内率先制定了河北

的抢救工程方案，首先启动了“蔚县剪纸”和“武强木版年画”两项抢

救工程，并适时写出了《关于创建文化大省的几点思考》、《不容忽视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的探讨》、《保护古村镇中的

历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使命》、《保护传承人是“非

遗”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论文，从而揭开了河北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程的序幕。

这篇“序言”之所以侧重郑一民先生论文的“言以致行”的一面，并

非忽视了论文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其实，文中概括其论文内涵所体现

的“大、新、导、行”四个字，前二字已从论文主题之大、论点之新作了

总的分析。重点阐述“导”与“行”，只是为了进一步论证河北的民族文

化工作二十余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指导下，在全省民族文化工作者的齐心协

力下取得的累累硕果，与郑一民先生对河北民族文化工程的理论研究导向

作用、开拓精神密不可分。

浅陋之见，拿出来与专家、同仁共同探讨。不当之处，诚祈教正！

　　

　　　　　　　　　　　　　　　　　　　　　　　　　　　　　　

　　　　　　　　　　　　　　　　　　　　　　2008 年仲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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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三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个叫炎帝，一个叫黄帝，一个叫蚩尤。人们将他

们称为中华三始祖，在距今5000年前先后开创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牧业，创造了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为神州大地的统一基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现行的《中国历代纪元表》中，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仅始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

元年，此前的五帝和夏商周三代，只有帝名和排序，因此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公元前841年

前的历史一直困扰着历代专家学者们。2000多年来，史学家们一直在探索这一谜团，一直在试图

注释这一谜团。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经过一百七十余位专家四年的联合攻关，一份最新

的夏商周年表将正式公布。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等根据各学科专家的研究成果和考古采集的含碳

样品数据，最终确认夏王朝的起始年在公元前2069年前后。这样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将有四千

二百多年的史料依据，而距五千年文明史尚差八百年①。这八百年，恰是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仰

韶文化中的庙底沟类型时期。在河南灵宝市发现的黄帝铸鼎遗址一带的古文化层大多就是庙底沟

类型。对这一遗址的进一步挖掘和考证，将揭开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之谜。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产生于这一时代、流传于这一地区的民间传说进行

河北涿鹿黄帝城侧中华三祖堂

①据《夏始于前2069 年前后  中国史纪年前推 1228 年》丁肇文，原载《北京晚报》2000

年 2 月 17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历
史
与
文
化
的
沉
思

采录和研究。民间传说虽不是史料，却是人民群众世代相传的口碑文学，对史料有着重要的佐证

和探索信息价值。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尤其是远古史，有不少最初就是根据古代的传说记录下

来的。在《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礼记》的《帝系》，《史记》的《五帝本纪》

等篇中，传说和古史基本上是合二而一的。所以有的学者干脆就把那个历史阶段称为“古史的传

说时代”。而庙底沟文化时期，正是炎黄蚩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样缺乏文字记载，因

此从民间传说角度对炎黄蚩文化进行挖掘和研究，也应说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多方位的补充与

佐证。

常言道：“礼失而求诸野。”足迹遍及大河上下、大江南北的炎黄二帝和蚩尤，在艰难创业中

不仅留下了众多文化遗迹，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与故事，形象生动、

神奇万端，大多通过神话幻想反映原始生活与生产的状况。故事往往用超自然的手段阐释现实，

炎帝、黄帝、蚩尤等历史人物在故事中既是神，又是人，形成神圣性与真实性的矛盾与统一现象，

是几千年发展流变的沉淀之果。虽然在传说中有后世思想、观念的渗入，如一些官职称谓显然不

是原始社会的，而带有封建社会的烙印，但其本性特征与文化内涵却没有失去和变化。其中原始

的文化形态与因素保存还相当丰富，而且在民间世代口头传承中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刚好填补

了传说时代历史的空白，为仰韶文化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力的佐证和史料。

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者的视野往往停留在古代典籍与文献中零星、支离破碎的片段资料里，

对于民间活形态的神话传说却很少问津。这种局面被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开展的民间文学三套

集成工作所打破，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县、乡、镇的民间故事普查与搜集使神话传说空前丰富。

河北、河南、湖南、陕西还专门组织了关于炎黄蚩传说的专题普查与搜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各地搜集到的有关炎黄二帝和蚩尤的传说故事，多达800余篇，其中虽然大多流传在汉族地区，

也有不少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勾画出中华民族的

古老文明，是一组极其丰富动人的文化英雄群像，闪烁出东方中华文明的曙光，使人感到中国无

愧于世界文明古国的称号。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复杂的融合过程。炎黄蚩文化

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先民

在数千年间逐步创造发展而来的。由于对英雄崇拜的民族文化心理，古人习惯于将这些成就汇集

在彪炳日月的传说英雄人物炎帝、黄帝和蚩尤身上，世代进行崇奉和缅怀。这种崇奉与缅怀，实

际上就是对我们民族的祖先们长时期集体创业业绩的崇奉与缅怀。因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古代文

明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炎帝——中华古代文明的开创者

炎帝，又称神农氏，对古代先民施行教化，是创造众多文化业绩的文化英雄，是由采猎时代



3

历
史
与
文
化
的
沉
思

向农耕时代过渡时期的先贤代表人物。炎帝出生地，一说陕

西宝鸡蒙峪，一说河南新郑华阳，一说湖北随县烈山。几种

不同说法都有传说，都有自己的根据，都有遗迹佐证，或大

同小异，或迥然不同，各有特色。笔者以为，对这些没有文

字记载，只有口传历史的遥远的上古原始社会史实，进行科

学考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是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的奋斗使

命。作为民间文化工作者，我们应着力于从炎、黄二帝和蚩

尤的诸种传说中，感悟先贤们创业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思想，

获取对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达到文明水平的理性认识。

炎帝教民稼穑，发展远古农耕经济。神农炼斧砍恶龙，向

太阳公公寻谷种，种上后又是其妻用奶水喂大（《神农找谷

子》②）；炎帝得到朱鸟的九穗头灵苗传播天下（《南岳衡山和

五谷、草药的来历》③）；神农变天犬盗谷种，过银河时，只留下尾巴上的谷种带回人间（《神农

盗谷》④）；神农的狗在洪水中用尾巴保留下谷种，每年六月，农民家里尝新的时候，饭甑打开，

先装碗新米饭赏狗吃（《赏狗与抬狗》⑤）；神农抽掉麦颗上的毒小脉，成为人们的主食，起名小

麦（《麦颗上的渠渠是怎么来的》⑥）；神农到天台山采药带回高粱、荞麦的种子（《神农捋穗》⑦）；

种上庄稼以后，神农又叫人不要忘记收割，误了农时（《边黄边割》⑧）；告诉人们提防偷庄稼的

黑熊精（《神农与“娜婆”》⑨）；告诉人们怎么留黄瓜籽。

神农还从野猪拱地得到启发，发明了犁，又将野牛驯为黄牛，让它犁地（《降牛耕田》⑩）；

为了农耕的需要，必须掌握天体运行、气候变化，他照四季节气制定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神农皇帝制四季节令》）；出于农事的需要，他又在地上栽一根木桩，把木桩影子划成十二段，

炎帝画像

②　载于《四川神话选》，四川民族出版社。

③　载于湖南省衡阳市《民间故事集成》。

④　载于湖南省茶陵县《民间故事集成》。

⑤　载于湖南省酃县《民间故事集成》。

⑥　载于陕西《宝鸡县民间故事集成》。

⑦、⑧、⑨、⑩，载于《炎帝的传说》，三秦出版社，198 7 年。

  载于四川省大竹县《民间故事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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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十二时辰（《木桩定时辰》）；自然灾害来了，神农用土

炮治冰雹（《神农为民治冰雹》）；《金剑劈石》中，神农开

山劈石疏导河水，从而引洪入海；《天火》记述了神农在一

场雷电之后发现烧死的野兽好吃，从而知道了熟食，他取

天火作火种，并用“火绳”将火保存下来。火的发现与运

用，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进步的一场伟大的革命。

神农又开远古医药学之先河。神农看到黎民百姓生病无

法治，搭“上天梯”，搭了一年，爬上山顶尝百草，一天毒

死好几次，醒来要臣民在竹片上记下药性，尝出了三百六十

五种草药，由后人写成《神农本草经》、《神农五谷经》等书

（《神农架的由来》）;传说神农生下来就是一个浑身通亮的伢

儿，心肝脾肺都看得见，他尝百草时，能看到药在肚子里的

反应（《神农尝百草》）；神农尝百草到了神农架，修了宫殿，

请两个石匠雕一对狮子。石匠倾注了全部心血雕成石狮子后

累死了，两个石狮子却全身发亮，人们说石匠的血流到石狮

子的血管里去了。神农采药不用自己尝了，熬成汤灌给石狮子，就流到石狮子的一百零八根筋管

里，神农把石狮子喝药的情况记下来就成了“药方”。黑虎精要害石狮子，把断肠草放入神农的药

篮，石狮子喝下去全身变黑，筋管看不见了。人们把石狮子丢在山下。一天神农路过，见一头石

狮子活过来，原来是它旁边一棵树树叶上的露水一滴一滴滴入它嘴里起的奇效。神农赶忙用这树

叶熬水灌另一只石狮，也活了过来。神农把树叶带回，泡水一尝，精神爽眼睛亮。于是采树种，让

老百姓种，这就是今天的“茶叶”《神农尝茶》；也有传说，神农肚胀睡树下，天上下雨，落在树

上，滴到神农脸上，流入嘴中，他吃了那水，肚子不胀了，以后就用这树叶消胀解毒，这就是“茶”

（《神农吃茶》）。

神农尝百草经历了许多神幻、富有传奇色彩的艰辛，留下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天麻为啥

　　　　　　载于《炎帝的传说》，三秦出版社，198 7 年。

　　载于陕西省岐山县《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湖北省《房县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湖北省临澧县《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湖北省江陵县《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四川省灌县《民间故事集成》。

神农采药图(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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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赤箭》，说神农尝了九十九种草药，待要尝第一百种时，天麻不肯屈服，他一来天麻就溜掉。

天麻是个既无茎杆，又无须根的光秃秃块块，油滑贼快在土下跑，很难抓住。神农满山遍野追赶，

一天，天麻刚一露头就被神农的木箭射中了。神农太累睡着了，等他醒来木箭与天麻长在一起了，

成了它的茎杆，所以天麻也叫“赤箭”。《九龙盘》是神农架的一种药草，起死还阳有奇效，传说

有九条蛇守护。神农采这药时，九条蛇一齐向他扑来，每条蛇又断成九节，每节都长出新头，像

乱棍齐打，将神农咬得遍体鳞伤，好在他尝百草能消蛇毒，才躲过灾难。神农的徒弟出主意，用

花椒水麻昏了毒蛇，才采到九龙盘。神农还根据毒蛇吃草药化石和黄鼠狼自己治毒蛇咬伤的办

法，寻找到消肿化石和治蛇咬的草药（《草药化石》、《神农学蛇药》）。神农根据药的功能、形

状以及发现药的地方为草药起了不同的名字，柴胡是在

柴堆旁发现的，又在陶壶中煎熬，便起名“柴壶”，后

称“柴胡”（《“柴胡”的由来》）。神农尝百草，一天中

七十次毒，醒来又尝草，最后尝“断肠草”，肠子断成

一截截，再也救不活了（《神农尝百草》）；另一则故事

《神农氏死难百草地》却说，神农尝了一种长满小腿的

“百步虫”，繁殖力极强，一下子爬满五脏六腑，吃光了

他的内脏，就此死于百草地。神农死后幻化成龙，仍然

尝百草，只尝了九十九种而不瞑目。昏迷中他跃起前爪，

将自己颌下的胡须拔下后腾云而去，胡须落地变成“龙

须草”（《龙须草》）。神农作为中国医药学的开山鼻祖拯

救人民于疾病困扰之中，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足迹踏

遍宝鸡的天台山、湖北的神农架、河南温县、湖南、河

北等广大地区。至今，这一带的人民仍然在世代传颂他

尝百草的业绩。

在人类生产、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需求

　　　　　　载于《炎帝的传说》，三秦出版社，198 7 年。

　　载于《故事报》1991 年 6 月 17 日三版。

　　载于湖南省茶陵县《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陕西宝鸡《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湖北省澧县《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河北涿鹿《民间故事集成》。

石雕拓片·神农执耒 　

教稼图（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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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于是有了物质交换。神农提出“日中为市”，又创办了最早的市场（《太阳市》）；生活

好了，人们庆丰收开展“乐呵”活动，后来演变为民间“社火”（《乐呵与社火》）；神农还发明

了“填方”的游戏，后来发展成“围棋”（《围棋的来历》）。

在人们心目中，炎帝是半神半人的英雄和氏族领袖。传说他是玉帝派下凡拯救百姓的。炎帝

的母亲女登因踩男人脚印而受孕，生下一个火球，火球落地，九龙同时落地成九眼泉水。女登刨

出孩子，牛头人身，便扔到山沟。狼虫虎豹见了赶来为他取暖；孔雀、白鹤用翅膀为他遮荫；梅

花鹿喂奶。人们抱回孩子交给女登，起名叫“弃”，就是后来的炎帝（《女登》）。炎帝长大有了超

自然的力量，五谷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不能生长时，他骑五色鸟飞到东海蓬莱岛抱回一个太阳。他

将太阳挂上城头，从此五谷发芽开花结果（《神农抱太阳》）。苗族有一个《神农请太阳》，说张

果老射落六对太阳和月亮，剩下一对太阳月亮夫妻躲进岩洞不出来。神农让太阳的朋友白胡子老

头去请，人间才有了光明。说炎帝是神，今天的人不会相信，但炎帝身上有着原始人驾驭自然、

征服自然的大胆幻想和不懈的努力。这些传说虽充满神话色彩，却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部落领袖

形象。他带领人们开基创业，在农耕文化和远古医药科学方面建立了伟大功勋。

黄帝——中华古代文明的缔造

　　与国家的奠基者

黄帝和炎帝都是少典部族派生的两大部族集团，黄帝略晚于炎帝。二帝联合，经过阪泉之战

和涿鹿之战战败蚩尤，又通过釜山会盟黄帝才在中原建立了统一的部落联盟，成为最具权威的领

袖。黄帝以及其后以夏、商、周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就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氏族融合，包括融合了

众多少数民族文化，才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导的中华民族文化系统。如果说炎帝是中华古代文明的

开创者，那么黄帝就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汇聚者和国家奠基者。

在黄帝的传说中，反映其诞生、身世、族系，尤其是部落联盟形成的作品较多。在《有熊氏

的来历》一文中说，少典氏杀了一头巨兽，救了熊群，成了熊的救命恩人。少典部落被狼部落打

　　            载于《炎帝的传说》，三秦出版社，1987 年。

　　载于《宝鸡县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湘西花垣县《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民间文学》杂志 1989 年 7 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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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少典学熊吼叫三声，几千只熊从深山密林中奔来，赶

走了狼部落的人，夺回土地。他们感到有熊的相助很安全，

常说 “我们有熊”，于是就成了“有熊国”。《黄帝出世》则

有三种不同的传说：一说神鸟奉女娲娘娘之命，将三千年

红果抛向一个年轻妇女，妇女生下俊娃娃 ;二说轩辕为拯

救百姓请示玉帝和王母，投胎到少典、附宝的家中 ;三说

一勇士变巨龙，巨龙被猎人射中，从龙的肚皮中抱出一个

婴儿，就是黄帝，称龙的传人 。《八大酋长比武》中说八

个部落的酋长轩辕氏、有鸢氏、武豸氏、太乙氏、蜀山氏、

白龙氏、空桑氏、太隗氏都吃过孤立无援的苦，于是他们

想联合起来，谁当头呢，比武，于百步之外，射下一百个

活人头上的红缨子，谁胜谁就做部落盟长。六位都没有成

功；轮到太乙氏，他一身虎皮武服，颈上一根皮条穿着八

个老虎的门牙，这意味着八只虎死在他手中。他一支、二

支……射到九十二支时箭不听使唤了，纷纷落空。轩辕氏

穿一件牛皮武服上场，颈下皮条上，虎、狮的门牙一个挨一个共是十六枚，背后还有多少看不见

了，腰间和胸前缠了两圈熊、罴、豹、狼的尾巴。

他摆开架势，一支一支射击，红缨子“扑扑”落地，

一百个全部被射落。轩辕氏提出，八个部落的图腾

融合，以蛇为主，鱼的鳞，马的头，鹿的角，鹰的

爪等组成了新图腾“龙”，因比赛地点地处正中心

遂称部落联盟为“中国”。传说以神话的形式阐明

了中国华夏族系的形成过程。黄帝为发展农牧业生

产，兴起集市贸易，富国安民，到建都、修城、选

贤、治国、执法，赫赫政绩清晰可见，一个古代国

家的雏形就这样出现了。

　　载于《轩辕黄帝的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 8 年。

　　载于《轩辕故里的传说》，中原农民出版社，199 0 年。

　　载于浙江省湖州市《民间故事集成》。

　　载于《黄帝传说故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 7 年。

石雕拓片·黄帝像（汉）

河北涿鹿黄帝城残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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