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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

拉山北麓，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

山西、河南、山东等 9 个省 ( 自治区) ，在山东省垦利县注

入渤海。

黄河流域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分为三级阶梯，逐级下

降。最高一级阶梯为青海高原，海拔在 4000 米以上; 第二

级阶梯为黄土高原，海拔 1000 ～ 2000 米; 第三级阶梯为华

北大平原，海拔在 100 米以下。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地形

复杂，各地气候差异较大，从南到北属湿润、半湿润、半

干旱和干旱气候。

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的黄河河段为黄河上游，

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至河南旧孟津的黄河河段为黄河中

游，河南旧孟津以下的黄河河段为黄河下游。97%的流域

面积集中在上中游地区。

《话说黄河》共分九个部分为您讲述黄河: 第一部分黄

河的形成历史与河源的探索，讲述古黄河形成前的古地质

环境、青藏高原的隆起、黄河的形成和历代对河源的探索。

第二部分黄河流域的文化萌芽和黄河文明，讲述了远古人

类文化的踪迹、早期农耕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

及黄河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兴盛。第三部分黄河流域的自

然环境，介绍了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及地形特征、植被和

土壤、黄河流域的水文、气候特征、干流峡谷、河流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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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土高原及其景观。第四部分发展变化，讲述了黄河断

流和河道的变迁。第五部分灵山秀水，介绍了黄河流域的

名山和河流湖泊。第六部分主要水利枢纽、桥梁建设和石

窟，介绍了位于黄河上的主要水利枢纽、桥梁建设和黄河

沿线的主要石窟。第七部分城市风情，带你走进黄河沿岸

的主要城市，领略他们的风采。第八部分生物资源和旅游

资源，讲述了黄河流域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第九部分

与黄河相关的史实和传说，讲述了与黄河相关的史实和传

说。九个部分一一详解，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了解黄河，并

感受她所蕴含的中华文明。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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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河的形成历史与河源的探索

(一) 古黄河形成前的古地质环境

早在中生代 ( 6500 万年前) 时，西部地区较大的山脉如祁连

山、巴颜喀山和其间的柴达木盆地和共和盆地、兰州盆地已经基本

形成; 中部地区的阴山和秦岭已经突起; 华北地区因受太行山前古

断裂的控制，已经形成一个典型的凹陷盆地，盆地基底还发育次级

北东向的断裂、隆起和凹陷。北面的燕山，西侧太行山及西南侧东

秦岭的余脉大别山分别从北、西、南三面将华北陆缘盆地合围。

第三纪时黄河流域的大陆地壳继承了中生代的运动规律和发展

趋势，表现为以相对稳定或缓慢抬升的振荡性运动。地表以遭受风

化剥蚀为主，大部分地区形成多期古剥蚀夷平面，使当时的古地形

表面变得十分平缓。只在断陷盆地中分布有河湖相沉积。晚第三纪

时在山前和低洼地段普遍堆积了厚度不等的坡、洪积层，岩性为棕

红色黏土，含砾石和粗砂夹层; 由于 1923 年杨仲健、安特生等首先

在山西保德考察时发现这层红土，被命名为 “保德红土”。保德红土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普遍分布，并且含有丰富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

故又称之为三趾马红土。在青藏高原发现第三纪地层及其三趾纪动

物群化石，具有极其重要的地质意义。因为三趾马动物群主要生活

在中国北方中、东部的第三纪晚期的古环境下。青藏高原地势高，

气候寒冷，不能生存三趾马动物。而今在青藏高原发现三趾马动物

群，说明青藏高原在第三纪晚期时的古环境和华北地区相近。也说

明了青藏高原在晚第三纪时地势高程比现在要低得多; 而今高原的

高程与当时相比有很大差别。因此，三趾马红土动物群的发现为探



2

讨青藏高原的古气候古环境及高原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和真实的证据。

青藏高原的三趾马动物群，与黄河中下游常见的三趾马动物群

性质一样，它们之间可以进行对比。三趾马动物群一般生活在湿热

的亚热带森林和草原环境中。从青藏高原化石层和其他地区晚第三

纪地层中孢粉化石分析的结果都表明，当时的植被都主要为亚热带

湿润气候的针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根据青藏高原东北部晚第三纪

地层岩性、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和孢粉测试结果综合分析，可以推测

青藏高原第三纪中、晚期处于亚热带气候区。我国已有的三趾马动

物群化石产地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区的宁夏、内蒙、山西、陕

西等省区，海拔高度均在几百米到 1000 米。我国其他地区，如新

疆、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发现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层位高度也大多都

在海拔 1000 米左右。国外南亚大陆 ( 印度、巴基斯坦) 产三趾马动

物群化石的地层的海拔也只有 500 ～ 1000 米，可见三趾马当时只适

宜在海拔 1000 米以下的丘陵和平原中生活。科学研究表明，三趾马

动物群几乎没有适应不同气候带和不同海拔高度的生存能力，它们

的分布地域很窄。如在中、高纬度地区三趾马动物群的绝灭以及生

存延续时限较短就是———个很好的证明。目前三趾马某些种属的后

裔，如长颈鹿、犀牛等动物，仅见于低纬度地区的稀树干草原环境，

基本保持了它们祖先的生活习性，它们分布的海拔高度也多在 1000

米左右。同时经过采用各种测试方法，如古植物孢粉化石测定，古

岩溶的分布等综合分析，说明青藏高原在上新世时的古高原面的高

度曾在海拔 1000 米左右。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藏高原自白垩纪晚期开始，经过长期的风

化剥蚀，到第三纪末形成了统一的夷平面，称之为原始高原面。原

始高原面的高度与当时黄河中游陕、甘、宁等省区的高度基本一致，

海拔约为 1000 米，在当时的整个黄河中、上游统一高程的古夷平面

上，地形比较平坦，略有起伏。丘陵已被剥蚀成浑圆状，与低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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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相对高差仅 300 ～ 500 米。而且此时的古气候环境亦大体相仿，

以湿热气候环境为主。以后青藏高原才发生了强烈隆升，使高原高

程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高程发生了巨大的差别。

(二) 青藏高原的隆起

青藏高原的隆起是近代亚洲地质历史上最重要的地质事件之一。

它对于中国大陆以至于整个亚洲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黄河的形成就是在这一重大地质事件背景下产生的。青藏高原大幅

度的强烈隆升开始于第三纪末期和第四纪初期，这从第三纪晚期的

上新统地层和第四纪初期下更新统地层的不整合接触可以充分说明

这种隆升强烈的变化。在青藏高原迄今发现的所有上新统地层，几

乎都遭受过一定程度的构造变动，主要表现在上、下地层倾斜角度

的不同。另外，在青藏高原边缘及其外围的山麓广泛发育了早更新

世巨厚的粗颗粒沉积物，说明当时高原曾经有过大幅度强烈隆升。

广泛分布在山麓、盆地边缘及河谷，沉积类型有冲积、洪积和冰水

沉积，局部地段还有冰碛层。岩性颗粒极粗，以块砾为主; 厚度小

的一般 200 ～ 300 米，最厚可达 2000 ～ 3000 米，如昆仑山北麓所见。

由于青藏高原地区经历较为强烈的构造变动，原始高原面，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和幅度强烈隆升，断裂褶皱活动大大加剧了地面表部的

变形、起伏，从而促使强烈的剥蚀、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十分活

跃。贡巴砾岩便是在这种地质背景下堆积形成的。

从早更新世地层中砾石的岩性成分看，主要以中生代的沉积岩

为主，多为砂质泥岩、石英砂岩和灰岩等，很少有花岗岩类和变质

岩类。说明当时由于高原面快速强烈上升，第四纪初期的河流还没

有深切到地下深处的变质岩中去。上新世末期的构造运动虽然开辟

了青藏高原隆升的新时代，但是青藏高原的最终形成并不仅是这一

次构造运动的作用。

青藏高原的隆升除了在时间上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外，在地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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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即在各地上升的幅度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在

高原面上，由于强烈隆升，地壳在较强地应力的作用下，产生大量

大规模的张性断裂。由于这些张性断裂都是在中生代构造活动的基

础上继承性地发展。因此断裂的深度和长度都是空前的。如柴达木

盆地南缘的断裂，它与昆仑山之间的断距约在 2000 米以上。由于受

这些深大断裂的影响和控制，藏北高原上的断陷盆地有的在中生代

的基础上发育，有的地段形成新的断陷盆地，总之盆地数量和规模

比第三纪末都有所增多和扩大。如前文所述黄河上游的河源盆地、

若尔盖盆地、共和盆地、湟水盆地及西宁民和盆地等，都是这一时

期形成和扩大的。它们的形成和扩大为黄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

的基础。地壳隆升在前，河流侵蚀切割在后。由于高原面的整体性

快速隆升，且隆升幅度又较大，河流还来不及大规模下切和溯源侵

蚀到高原的腹部，只在高原面的边缘向腹地缓慢推进。所以，如今

在高原腹地还保留有比较完整的第三纪形成的广阔平坦的古夷平面，

整个青藏高原并不像黄河中游区黄土高原地形那么破碎。

根据前述估计，青藏高原古夷平面的原始高度约为海拔 1000

米，根据现在高原面的高度与原始高原面的高差，可以计算出来，

青藏高原整体上升了 3000 ～ 4000 米。前文讲过，青藏高原从原始高

原面上升到如今的高度，并不是在一个较短的地质历史时期和一次

构造运动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和复杂的构造运动的

过程才完成的。青藏高原的隆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改变了中国大陆乃至亚洲大气环流的运动模式，使周边地区的古

气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②导致周边地区构造运动方式、速度和方

向发生极大的变化，造成强烈外营力地质作用如侵蚀、搬运和堆积

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为黄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 黄河的形成

黄河的形成与发育是内外地质营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新构



5

造运动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表现形式为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及其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它为黄河的形成奠定了地质基础。河床是流水

和泥沙的输送渠道，而流水在河床中的作用是侵蚀搬运和堆积。这

种作用，特别是侵蚀作用反过来又促进河床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河

流形成的因素很多，如地形坡度、河水流量的大小、水中携带泥沙

的性质以及河床的岩性结构等，其中地形坡度是决定流水侵蚀强度

的主要因素。在同样的流程中，如果坡度陡，流水的能量就大，侵

蚀河床的作用就强烈。受喜马拉雅构造运动的影响，黄河上、中游

流域不同程度抬升，形成由西向东依次降低的阶梯状地形。西部的

青藏高原地势最高，中部为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地势较西部为

低，地势最低的是东部的华北大平原。在黄河干流未全线贯通前，

如前文所述各个阶梯面上都分布着星罗棋布的内陆湖盆，湖盆周边

发育一系列放射状水系; 同一大地形阶面上的内陆湖盆间的高差较

小，而相邻两大地形阶面上的湖泊的高程相对高差较大。

黄河的形成，经过了古湖盆期、水系袭夺期、黄河干流贯通期

三个过程。三个过程经历的时限和发生的地域范围在黄河流域内各

地又有所不同:

( 1) 古湖盆期，这个时期，在中国大陆上还没有出现黄河。我

国自西向东，在地势上分可分为三个阶梯状高低不同的地形面。即

最西部一个是青藏高原，中间是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最

低的是华北大平原。第四纪以前，在这三个地区内都广泛的分布着

成因不同的古湖盆。如在青藏高原分布的较大的古湖盆有河源盆地、

贵德盆地、湟水盆地、共和盆地、循化盆地、青海湖盆等。

在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有银川盆地、河套盆地、汾渭盆地

以及山峡间的古侵蚀盆地等。这些盆地形成的古湖盆，也都有各自

的注入湖内的水系。

东部为一个广大的华北陆缘凹陷区，在华北大平原形成以前，

在第三纪末至第四纪时期，也广泛地分布着古湖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6

总之，在第四纪以前，我国北方，黄河流域内，也广泛地分布

着大小不等，历史不同的古湖泊洼地。这个时期是黄河形成前的古

地理面貌。

( 2) 水系袭夺期。由于青藏高原强烈隆升，以及黄土高原和鄂

尔多斯高原的缓慢抬升和华北大平原的长期沉降，形成了这三大地

形区的高程差别愈来愈大。其结果导致这些古湖盆逐渐萎缩，在这

三大地形区之间发生了古水系的溯源侵蚀，并相互袭夺。

( 3) 黄河干流的贯通期，是在青藏高原的不断加速隆升，黄土

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掀斜抬升和华北陆缘盆地的继续沉降延续过

程中，初期的局部河段的进一步溯源袭夺将上、中、下游的湖盆串

通后形成的。总之，今日黄河的干流河道实际上是由地质历史上不

同时期的古湖盆和古水系组成的。而在黄河从源区到入海，干流河

道贯通后，则就按一条完整的大河的自然规律发展演化了。

(四) 历代对河源的探索

千百年来关于黄河河源一直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为了探明

它的发源地，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经过了漫

长的历史时期。

关于黄河的源头，对于黄河河源的考察，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很

久远的年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古地理书 《禹贡》中，就已

经有了关于黄河河源的记载。《荆楚岁时》曾记载有一则神话故事:

相传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顺路寻找黄河源头。张骞奉命沿黄

河西行数月，在黄河源头附近见到了织女，织女十分热情地接待了

这位汉朝使者。张骞返回时织女赠其一机石。张骞持机石返回长安

向汉武帝复命，将机石献给汉武帝。同时将寻找黄河源头、到银河、

遇织女、赠机石的经过禀报汉武帝。自此也便有了 “黄河源头与天

上银河”相同的传说。虽是神话和传说，但寻找河源却真有其事。

晋朝张华的 《博物志》便有了黄河 “源出星宿”的说法。唐朝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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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宗、侯君集、刘元鼎等人于公元 635 年和 822 年曾先后到达黄

河源头附近的星宿海，观察过那里的山川和地形。当年文成公主入

藏时，松赞干布也曾亲自到河源处迎接。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组织考察队，去黄河上游对黄河源进行

考察的是在元朝。公元 1280 年，元世祖命都实为招讨使，带领考察

队去寻找黄河河源，当年他们从河州 ( 今甘肃临夏) 出发，沿着蜿

蜒曲折的黄河跋山涉水，一直追溯到黄河河源区。元朝翰学士潘昂

霄根据都实的弟弟阔阔叙述的情况，整理编写了 《河源记》一书，

书中对黄河河源区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认为河源区是一望

无际的草滩和沼泽，在这个长二三十千米，宽十几千米的草滩里，

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湖泊，阳光一照，好像绿色的天幕上镶嵌着

无数闪烁的群星，人们形象地称之为 “星宿海”。

星 宿 海

关于 “星宿海”，前

人曾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神

话和美丽的传说。在当地

藏族同胞中曾流传着这样

一段生动的神话故事: 从

前，居住在巴颜喀拉山下

的牧民中，有一位英俊的

青年猎手和一位美丽的姑

娘相爱。青年为了向姑娘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诚，决心上巴颜喀拉

大雪山摘取一支珍贵的孔雀翎献给姑娘。青年走时没有告诉姑娘，

姑娘误听谗言，以为青年变心，便沿去巴颜喀拉大雪山的路去追赶

青年。她边哭边跑边呼唤，还没有赶到大雪山，就因极度的悲痛和

劳累而死在半路。青年取回孔雀翎后，知道姑娘上当，又返身去追

姑娘。当青年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倒在路旁，他也气绝身亡。这一

对青年男女在相互追赶的路上流下的许多汗珠和伤心的泪水，都变

成了星宿海上的涌泉和湖泊，涌泉和湖泊又汇成一条河。姑娘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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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秀发变成了河流两侧散乱的支流。当地藏族同胞称这条河为 “玛

曲”，意思是指孔雀河。这件事感动了神仙，神仙便派来两个小神日

夜守护在这对情人身边。天长日久，这两位小神化作屹立在星宿海

南北的卡里恩卡着玛山和走琼山。

在 《河源记》一书中，还记载 “星宿海”西南有一条小河，从

盆地外流入沼泽，当时考察队曾沿此小河上行，向西南方向追溯了

百余千米，到达现在称为卡曲的地方，其实这才是黄河的正源。当

时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并未准确地确定下来。清朝年间，清政府曾

多次派人组织考察队去河源地区考察、测量、绘制地图，并综合前

人的考察资料和他们自己的调查结果，于 1761 年由齐召南写成 《水

道提纲》一书。在书中指出，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有两条

泉水汇合后向东南流，河流名叫阿尔坦河。

新中国成立后，也对黄河源头进行了多次考察。1952 年，由黄

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在项立志、董在华率领下，对黄河河源进行了

数月的勘察。河源勘察队认定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雅合拉达合

泽山是它的源头，鄂陵湖在上，扎陵湖在下。这一结论与前人考察

的结果不相吻合，但黄河发源于约古宗列曲的说法广为流传。

黄河真正的发源地在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中北麓著名的约古宗

列盆地。这个盆地四面环山，中间低洼平坦，水源丰富，牧草繁茂，

当地牧民亲切地把这个盆地称着 “约古宗列”，意思是炒青稞的锅。

约古宗列盆地在地质历史时期曾是一个大湖泊，由于气候的变迁和

地壳的上升，湖泊日益萎缩，湖区面积逐渐变小，目前盆地内仍残

留着 170 多个小湖泊。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边缘地带分布着大量泉

水，这些泉水像珍珠般时断时续地从众多泉眼涌出地表，这种泉地

质学上叫上升泉。它是盆地周边山区大气降水和冰雪融水渗入岩层

中形成地下水，地下水沿着岩层层面和裂隙及断层破碎带等通道顺

着地势由较高的山顶山坡往山下渗流，在山坡脚形成埋藏在地表下

不深的潜水，另部分地下水继续渗入岩层的更深部，形成具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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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头的承压水。当岩层受地壳应力作用发生破裂，形成能够勾通承

压水的构造断裂时，受静水压力的深部承压水便会沿裂隙向上涌出

地表形成上升泉。约古宗列盆地西南缘的泉水，是巴颜喀拉山中的

地下水在这里的天然露头。这些泉水在盆地中又汇成一股涓涓细流，

从而开始它遥远的万里之行的第一步。藏族同胞把黄河称为玛曲，

意即 “孔雀河”，孔雀被藏族同胞视为一种吉祥的鸟，把黄河叫做孔

雀河，是对黄河的极大尊敬和无限热爱。而 “玛曲曲果”就是黄河

源头的意思。

黄河河源不在星宿海而在约古宗列盆地是由其地形地貌和地质

条件所决定。从地形上看，河源区的西南为昆仑山东端，北面为东

西走向的布尔汗布达山和积石山，积石山和阿尼玛卿山相连，积石

山东端稍偏南，阿尼玛卿山基本上为北西—南东走向; 河源区南面

为巴颜喀拉山，它的首尾分别和西北的布尔汗布达山及东部的阿尼

玛卿山相连，将河源区合围成一个封闭的山间盆地。盆地周围为海

拔 5000 ～ 6000 米高，终年积雪的大山，中间为一东西长约 400 千

米，宽约 100 千米、地形相对平坦的洼地，盆地轴线西部和中部为

东西走向，至玛多以东稍往南倾，并逐渐变窄，最后与若尔盖盆地

以峡谷相连。河源盆地中分布着为数众多、规模不等的湖泊、沼泽

和草滩，并近东西向线型展布，一般长度大于宽度 10 倍到数十倍不

等。南北两侧为河源盆地的边缘，由终年积雪的大山组成; 东西方

向由低山丘陵相隔，在整个河源区形成棋盘格局。这些湖沼草滩地

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由西至东逐级降低。约古宗列盆地海拔约

4500 米，它比其以东的湖泊、沼泽和草滩地势都要高，它较星宿海

要高近 100 米。在河源盆地南北两侧的山麓发育一系列规模不等的

断层，盆地两侧的大山相对抬升，盆地中心相对沉降，形成以断层

为边界的河源区断陷盆地，这种地形极易汇集大气降水、冰雪融水，

山前不同规模的断裂也成为地下水往盆地渗流的通道，所以水流首

先汇集在约古宗列盆地。最初河源区的湖泊都是相互独立的内陆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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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后来受构造运动影响和内陆河流溯源侵蚀的作用，各湖泊被逐

渐勾通，高一级地势上湖泊的水便依次往低一级地势上的湖泊中流，

最后盆地中的湖泊都被贯通。形成今天河源盆地的现状。

1978 年青海省组织了考察队又进行过大规模考察，对黄河源又

有了新的认识。原 1952 年的河源考察队认为约古列宗的玛曲 ( 即约

古宗列曲) 是黄河的正源，在此以西的雅合拉达合泽山是黄河的源

头。据此次考察有人发现雅合拉达合泽山和约古宗列曲之间不仅有

一相对高差约 100 米的分水岭，还有两条由南往北流入格尔木河的

小河流。所以他们认为黄河的正源是卡日曲，而不是约古宗列曲。

卡日曲，过去称喀拉曲，早在 1300 多年前就有人认为是黄河的

源头。古时沿卡日曲逆流而上，一直是我国内地通往西藏的大道。

唐贞观九年唐代将军侯君集、李道宗奉命出征吐谷浑，贞观十五年

文成公主进藏，清乾隆四十七年阿弥达 “穷河源”，都是走的这条

路，他们都认为卡日曲是黄河的正源。这次考察还发现卡日曲比约

古宗列曲要长 30 千米，汇水面积多约 700 平方千米，流量也大 2 倍

以上。卡日曲源头泉水丰富，最干旱年份也不曾断过流。而约古宗

列曲的泉水在水量最大的 7 ～ 8 月份还有两处断流。

卡日曲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各恣各雅山，该山海拔 4800

米，起伏不大，分水岭平坦，高差约 20 米，距离长江水系只有约

200 米，山脚下几个泉眼溢出的清水，在绿草如茵的滩地上流淌，

蜿蜒曲折约 1 千米后，汇成干流往东北方向流入星宿海，再和约古

宗列曲汇合后继续向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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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黄河流域的文化萌芽和黄河文明

(一) 文化萌芽
1. 远古人类文化的踪迹

由于黄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从远古时代起，黄

河两岸就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所在地，黄河抚育着中华民族从一棵

幼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

据考证，大约在 4000 年前，黄河流域已经聚居着许多血缘氏族

和部落。相传最早的是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

黄帝族发祥于陕西北部的姬水。黄帝是有熊氏，又号轩辗氏。

随着这一部族势力的发展壮大，它逐渐地向南面和东西迁移，定居

在黄河中游我们今天泛称为 “中原”的地带，成为这里一支显赫的

势力。他们的活动影响深远，后世这一带的居民，都尊黄帝为自己

的直系始祖，尧、舜、禹都是黄帝氏族的子孙，因而黄帝成为中华

民族的 “第一人”，现在，陕西省黄陵县有 “黄帝陵”。分布在世界

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这里看做是自己的根。

与黄帝接邻的是炎帝部族，最初活动在今天中游渭水流域的姜

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以东。炎帝号神农氏，传说神农氏种五谷、

制陶器、尝百草，因而可以断定炎帝部族是一个农业部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各部落也不断扩大，部

落间为了土地和食物，不但相互交往、分化组合，而且不断进行战

争或联盟。

《淮南子》记载了发生在共工和颛顼之间的战争: “昔共工与颛

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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