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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荣全灵 

 

2012 年的春天十分美好，这个美好的春天有两件值得记忆的事

情。一件是草根文化会馆成型了，即将开门迎客。草根文化会馆顾名

思义，就是云集民间文化人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久有的一个夙愿，长

期从事开发经营工作，置身于经济氛围，匆匆忙忙，熙熙攘攘，却掩

盖不住心灵深处的绿色空间。我喜欢绿色，早几年就动手在汾河滩上

保护湿地，栽植了 13 万棵树木。尽管栽植过程一波三折，但是总算

成活了，而且如今已长得生机勃勃，成为一片别开生面的生态园林。

一个虚幻的梦想如今落地生根，真实得已无法动摇。 

这个美好春天，草根文化会馆开门迎客，《草根文化丛书》启动

编纂。 

在这梦想成真的过程中，我又派生出另一个梦想，即文化情结。

这些年搏击经济大潮，我没有过多的时间领略文化，可也没有疏淡文

化，而且逐渐感到文化是一种能源，是一种动力，是一种无处不在的

发展活力。无处不在是我的真切感悟，文化就像遍布天涯海角的小草，

生命极其旺盛，极其坚强，正如诗人白居易所写的那样：“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我深切体会到，经济可以推进社会的发展，文化

能够引领时代的进步。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吃不饱饭的年

代，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谐。然而，经济发达不等于社会和谐，和谐离

不开精神层面的享受，而精神享受的前提就是文化。如果文化仅仅掌

握在精英手中，或者被供在教授的典籍中、书案上，也无法引导人们

奋发向上。为此，无论再珍贵、再典雅的文化，必须和广众结合，也

就是普及到社会的最底层。到了最底层不也是草根文化吗？是这样。

我便想建立一个平台，给忙碌在社会底层又有文化需求的人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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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交流、栖息身心的场所，这就是草根会馆。经过一段的筹划，

这个梦想如愿以偿，汾河畔的林荫乐园又增添了一朵春花。 

经济可以推进社会的发展，文化能够引领时代的进步。 

再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就是编辑出版这套《草根文化丛书》。我

的故乡在安徽，参加工作之后长期却生活在临汾。可以说，临汾是我

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住得越久感情就越深厚，尤其是对这里的文化充

满了敬畏。所以敬，是因为临汾是尧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弯腰

捡起一块陶片都是文物；所以畏，是因为你越是走进去学习，越是觉

得深奥无比，不是很快就能举重若轻的。即使非常普通的口语方言，

里面也有深厚的历史风情。我只能将学习历史文化作为终身使命，不

懈追求。当然，能为传播临汾文化做些贡献更是我的一份光荣。为此，

我策划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邀请乔忠延撰稿成文。乔忠延是

临汾成长起来的作家，出生在农村，刚刚读完初中就因“文化大革命”

辍学，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作家。草根作家写作草根图书顺理成章，

这套书也就应运而生。 

《草根文化丛书》共 5 本，《平阳胜迹》展示临汾的名胜古迹，

尤其是列为国宝的古代建筑；《平阳风光》介绍临汾的旅游景区，优

美风景；《平阳简史》钩沉史料，全面勾画临汾的历史亮点；《平阳成

语》将在临汾萌生的成语集中汇编，并讲述其生成的历史故事；《平

阳土话》则破译临汾方言，将经常挂在大家嘴边，却写不出的词语给

予破译，让人们认识草根口中的乡村俚语并不粗俗，而是最为古老的

汉语。总之，手持一套丛书，可以尽情领略临汾的历史文化风光。无

疑，这是一套系统了解临汾文化的图书，也是馈赠亲朋好友最好的礼

品，最好的精神食粮。 

春天过去了，夏日来临了，草木正在蓬勃荣盛，草根文化也会与

时俱进，蓬勃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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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链接 

 
荣全灵，男，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工程师职

称。 

1998 年初，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荣全灵同志自愿下岗创业。他

通过媒体全方位了解国家政策，结合临汾实际和本人特点，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植树造林、保护湿地的创业之路。他带领兄弟三人在尧庙乡

伊村汾河滩地，摆开了植树造林、综合治理的战场。面对污水横流，

垃圾遍地，水电路不通的恶劣环境，他搭起塑料棚，一住就是两年。

筑挡洪堤、修排水渠、清运垃圾、治理盐碱，先后从太谷农科院、西

安等地引进三倍体毛白杨、东北杨、北京六号杨、塔松、雪松、垂柳

等树种。拜当地老农为师传授经验，天南海北请专家亲临指导，经过

连续五年苦战奋斗，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和辛勤血汗后，终于在寸草不生的滩涂地上建成了茂密的万亩生态

园，彻底改变了伊村一带的自然环境，给居民提供了一处休闲的天然

氧吧及踏青郊游的好去处，城乡居民无不交口赞誉。 

《草根文化丛书》是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礼品，最好的精神食粮。 

2004 年暑夏，暴雨成灾，汾河涨水，因垃圾堵塞排水道，1.4 万

亩树林全部淹死，荣全灵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但是，从小养成了泰

山压顶不弯腰的他，毫不气馁，多方筹资，四处借钱，又利用两年时

间重新植树 13 万株。在他精心呵护照料下，原先的幼小弱苗如今已

长成碗口粗的人工森林，变成了临汾的生态家园。伊村滩涂开发 2009

年被省政府定为生态农业科技园基地，2012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常委李赣骝、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中央党史办副主

任王伟华、文化部书法研究会会长徐静、文化部中国书法研究会副会

长王希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长张铁林等领导也亲临该地现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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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并提词“荣全灵先生一定要把临汾湿地公园保护好”。随即被中

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拟定为

国家级湿地公园，为今后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开发保护汾河湿地的同时，荣全灵加入了山西荣盛家园房地产

有限公司，并荣任总经理，先后在太原、运城、海南、天津等地负责

项目建设管理工作。2007 年，承担了尧都区东城“三园一路”项目建

设，项目实行“先建后拆、边建边拆、拆建共赢、和谐发展”的人性

化滚动式开发模式，揭开了临汾城市开发的一个新纪元，在社会上引

起了良好反应，《晨光资讯》、《临汾晚报》《临汾日报》、《临汾经济决

策参考》、《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对项目开发建设模式进行了专题报

道。其主持制定的“文化公园”规划方案荣获“2009 中国城市园林公

益创意奖”。2010 年 12 月山西荣盛房地产荣获国家五部委“全国百佳

房地产优秀单位”，总经理荣全灵荣获“全国十大房地产新锐人物”。 

2010 年，荣全灵荣获“全国十大房地产新锐人物”称号。 

实业的发展，点燃了他心灵深处的文化火种。他创建了华夏草根

文化会馆，成为中华优秀草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并在会馆

和草棚四周镶贴了尧的典故传说、尧都土话摘录，寓教于乐，传承文

化，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好平台，实现了低碳生活，天人合

一的愿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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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魅力丁村 

 
丁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南 4公里的汾河畔。该村有两

个“国保”单位，一是丁村人遗址，二是丁村民宅。 

“丁村人”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4 年秋天，在长约 11 公

里、宽约 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从黄土下的古代河流沙

砾层中，发现了 3枚丁村人十二三岁儿童的牙齿化石，两千多件丁村

人打造的石器以及同丁村人同时生存的 28 种哺乳动物，5 种鱼类和

30 种软体动物化石。1976 年又在同一地点的沙砾层中发现了 1 块小

孩的头骨化石。因其发现于丁村，故名“丁村人”。 

丁村民宅是典型的明清建筑群。村内有明清民宅院落 33 座，房

舍 498 间，占村庄大部分面积。各院落建筑布列不同，造型雕刻亦异。

多数建筑上留有年款题记和匠师姓名，是研究中国北方村庄民宅布局

和建筑形式的最佳实例。 

丁村有两个“国保”，这在神州大地是少见的。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丁村人”。 

襄汾县有个丁村，丁村人就生活繁衍在这里。 

西方人曾有个怪论，说是中国大地的人们断了代，现在的人是从

西方来的，甚至还有个东方文化西来说。持这种怪论的人说，大约 10

万年前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没有发掘出人类遗址。50 年

代，也就是这种奇谈怪论纷纷扬扬的时候，远离北京的丁村，在施工

中取土挖沙，发现了文化土层。1954 年，考古工作者在沙砾中发掘出

3 枚儿童牙齿化石。这 3 枚牙齿化石，立即惊动了世界，喜欢奇谈怪

论的人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1976 年，发现又进了一步，一块儿

童头顶骨化石面世了。 

这一来丁村人崛然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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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村人的出现确实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所以，丁村这地方着实值得一看，看一看就会增强民族的自信心、

自豪感。不过，到了丁村千万不要忘了看丁村大院。丁村大院，虽然

现在不及乔家大院、常家庄园名气那么大，却是大院中文物品格最高

的，发展旅游最早的。这里的大院一套连一套，一进连一进，有明万

历年间建的，有清咸丰年间建的，将时代文化的面貌活活呈现在人们

面前。 

丁村大院还有自身的特点，就是在院中囊括了晋南的民间风俗。

走进第一院，喜气洋洋，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门上对联艳红，壁

上福字斗大，数十间房屋中把节庆习俗全都展示出来了。有喝腊八粥

的，有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有春节过大年的，有元宵节闹花灯的，还

有正月二十添仓的。接着看下去，清明、端午、中秋……一个个节日，

民间咋过，都历历在目。 

大院里还陈列着民间婚姻嫁娶的风俗。说媒的，定亲的，换帖的，

纳彩的，迎亲的，拜堂的，入洞房的，应有尽有，看得人开了眼界，

长了见识。不说别的，就说新郎官，咱经常挂在口头上，那新郎到底

算个几品官？咱中国的官，高的是一品，低的是九品，哪一品也找不

到新郎官呀！这里就能找到。新郎官比一品官还高还大，是个极品官！

这极品官比一品官大，比皇帝还大。据说，这极品官娶亲时若是和皇

帝的御队碰上了，皇帝也得让路。你看中国这婚姻大事大不大，大到

比任何事都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皇帝要不懂得这般道理咋当

皇帝？ 

丁村大院确实是一座博物馆，这里还有人们过生日、满月、寿辰

的习俗，一直陈列到入土为安。再看下去，还有诸多的生活用品、生

产农具，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看得人大开眼界，视野洞开，原来我

们的祖先，或说我们祖先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 

有机会一定去看看丁村人，当然，也别忘了走进丁村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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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千古尧庙 

 
尧庙，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秦蜀路南端，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临汾史称平阳，《尚书》载“尧都平阳”。司马迁《史记》云：“学

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足见华夏文明始于帝尧。

尧庙原建于汾河西岸，晋元康中徙汾东，唐显庆三年（685 年）迁至

今址，距今已 1300 余年。历代均为国家级祭祀之所，并进行过多次

修葺与扩建。清康熙帝和光绪帝以及慈禧太后曾御驾临此。尧庙现占

地 5.33 公顷，主要有山门、五凤楼、尧井亭、广运殿、寝宫等古建

筑群，以及距今已 1300 余年的奇树柏抱槐、柏抱楸、鸣鹿柏、夜笑

柏等景观。清代以前每年的 4 月 28 日在此举行祭尧仪式并逢庙会，

康熙帝巡幸尧庙时，定为皇会。 

尧庙气派好大！不用进庙，庙前那开阔平坦的广场，就让人惊叹

不已，猜想这庙绝不是普通的庙。 

的确如此，尧庙虽是庙，但不是普通的佛庙、道庙，也不是文庙、

武庙，更不是牛王庙、马王庙。而是我们中国的国祖庙。 

记得建国 50 周年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电视片《开国领袖

毛泽东》。电视片序幕出现的是一轮刚跃出地平线的红日，毛泽东和

周恩来两位伟人并肩走来。这时候，一群放羊的孩子放声高歌：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说：此歌不妥，你想想共产党才成立 28

年，而中国已有 5000 年历史了。 

周恩来说：主席，你是诗人，你给改一改。 

毛泽东说：加一字就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么，没有谁就没有中国？或者说国祖是谁？ 

回答是：没有帝尧就没有中国，国祖就是帝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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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姓伊祁，名放勋，13 岁被封到陶地（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县）

为侯，15 岁又被封到唐地（今河北唐县一带）为侯，人们又称他陶唐

氏。16 岁即接替了兄长帝挚的王位，统领天下，史称帝尧。后世子孙

把他尊为三皇五帝中五帝的一位。在历史上帝尧是以仁德爱民而名扬

天下的。 

走进尧庙，如同走进上古时期。观瞻殿堂，披阅史书，最令人怦

然心动的还是关于国祖的定论。我们知道，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但到底是如何演

进形成的，曾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苏秉琦先生，根据长期的考

古研究结论指出：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

水。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

一词的出现也就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

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还只是

承认万邦中有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

“共识的中国”。接着，苏先生又指出，由共识中国，到理想中国，

到现实中国，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三部曲”。 

看来，在这三部曲中，尧那时的共识中国处在最前面。尽管那时

的中国还不成熟，还不完善，无法和秦汉，也无法和夏商相比，但毕

竟已经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在他的主导下，人类迈进了国家的门槛。

这是多么值得自豪和骄傲的！ 

正当我们为这历史的辉煌而陶醉时，考古工作者又从陶寺文化遗

址发现了尧时期的城址。当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传送出这条消息

时，多少国人的目中闪烁出罕见的惊喜。因为，这个发现进一步证实

了国家的起源。而国家的起源，也是文明的起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

员，当然为先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业绩而骄傲。 

很明显，帝尧是国祖无疑了。那就让我们心悦诚服地拜祭帝尧吧！ 

帝尧圣像供奉在广运殿里。据说广运殿是帝尧召见群臣议事的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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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殿堂里塑有 4位大臣，殿堂中设有神龛，神龛中塑有 4位侍童，

帝尧就安坐其中。那圣像，仁善贤德，一双慈目，温和着天下万民。

与 4位大臣相比，帝尧高高在上，这自然将他神化了。尧那时候，固

然不称帝也不称王，还不至于君臣有序到这种程度。况且从史书看，

帝尧又是位平易近人的好帝王，是不会高人一等的。这显然是后人根

据皇宫中的情形想象出来的。这想象并不合理，不必说大臣了，就说

4 位侍童吧，尧那时身边有吗？很难说有。据我看到的史书，都记载

他老人家衣食俭朴，爱民如子。《史记》说他，住所是“茅茨不剪，

采椽不斫”；吃的是“粝粢之饭，藜藿之羹”；穿的是“布衣掩形，鹿

装御寒”。这样一位仁君，怎么还会要侍童服侍？怎么还会穿着绫罗

绸缎？何况，那时候想穿好的，也不一定有绫罗绸缎呀！无疑，后世

子孙太尊崇帝尧，也想让他享受一下皇帝的待遇，就这么安排了他。 

这么尊崇，老百姓还觉得不到位，创置道教的时候，还给尧尊拜

了个位置。尊他为天官，专管为人间赐福降财。这可是个最实惠的官

职，普天下的子民百姓，哪个不想发财？哪个不想享福？而咱们那缔

造国家的先祖——帝尧就是专管这事的。道教里据说还有位财神，是

赵公元帅。不假，可赵公元帅只管降财，不管赐福，所以，有人敬了

他，发了财，但是日子过得并不幸福。而要发了财，过得美满幸福，

那还是去敬咱的先祖帝尧吧！先祖帝尧既然掌握这么大的权利，谁还

敢怠慢他，所以，安排住房的时候，将他安排在上天的紫微宫里。当

然，我们这些子民抬头看见的就不是紫微宫了，如同看月亮，看银河

一样，我们看到的是紫微星。因此，谁家建新房立木上梁，都说：上

梁时紫微星照。日子久了，帝尧还被尊为紫微天官大帝。这紫微祥光，

普通民众想承沐，皇帝天子也想承沐。据说当年北京建皇城，城建好

了，还没名称，召来文武大臣商议。议来议去，先取了个紫微星的紫

字，因为皇城是出入禁地，又取一禁字，这才有了“紫禁城”的叫法。

看来，皇帝也想享受帝尧赐福降财的祥光瑞气。 



 
6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浪漫的想象。按历史说，尧应该在这里召

集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头领议事，或者说，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后来已

演进为各方国，而头领就代表各方国，也代表天下万民的利益。那时

候，邦国林立，平阳处在国中之国，因称中国。来中国议事的头领多

了，各说各的，意见就会不一致；邦国还会有纠纷和摩擦，这就需要

调解，需要协和，帝尧最大的功德就在这里。所以，《尚书·尧典》

记载他曾“协和万邦”。 

“协和万邦”，可不是个简单的名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

思想。协是措施，是工作，而和才是目的。达到这目的，需要费一定

心力，因此，和是我们祖先最向往的境界。走进紫禁城看皇帝议事办

公的主殿没有离开个和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一个和字贯穿

了三座大殿，足见这和字是理想的境界。 

前些时，学者姜广辉在《光明日报》撰文，“协和万邦”的整体

和谐观就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而且还引举了英国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人的主导，整

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他们都主张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构建人类的

和谐社会。 

“协和万邦”的思想，决不可等闲视之。怪不得有人说，帝尧议

事的广运殿，堪称协和殿，这里是整体和谐的文化源头。当然，昔年

这里不会是广运殿，因为其时根本不会有广运殿，连尧庙也没有。尧

庙也是后世子孙为祭祀帝尧而建造的。先建在汾河西岸的金殿，后迁

至河东，唐代建在了现址。历史上，尧庙的规模宏阔，曾经为地七百

亩，为房四百间，这在庙宇中是少见的。 

少见是应该的，还是那句话，尧庙不是普通的庙，是国祖庙嘛！

国祖要统领一个国家哩，庙自然应该大！庙大了，庙前广场也就大了，

整体和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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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晋谒尧陵 

 
尧陵，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大阳镇北郊村。依山傍水，建在

山脚下一个半岛形的岩石丘上，涝河环绕，岩崖下潺潺西流，陵丘高

50 米，周 300 米，古柏葱茂，世称神林。山门面河临岸，上建戏台，

下为砖碹门洞，呈楼阁式。进了山门，东西原为看戏楼台，北面为仪

门，系木构牌坊，斗拱层层叠架，飞檐左右排出，结构精妙，巧夺天

工。坊上前书“平章百姓”，背书“协和万邦”，过去此处为下马坊，

文武官员晋谒尧帝陵寝时，至此均须下马落轿。入仪门中院正中为献

殿，面阔三间，高大敞朗，东西为配殿。献殿后有石阶 13 级，踏阶

而上，原有正殿五间，现存搭建的碑廊，中竖“古帝尧陵”作为标志

的石碑，与殿宇同为明代万历年间修造，两旁排列着元、明、清时代

碑碣。近年重修后，恢复明代面貌，山门前树立了华表，修建了同宗

桥和赤龙壁。 

出临汾城向东，向北，就进了山里。在山里曲曲弯弯着绕行，绕

转，就临了涝河。远远看见松柏蓊郁，茂密成簇，那就是尧陵了。 

尧陵已在眼前，然而近前拜谒，尚有好远。须得沿曲径下来，下

至涝河谷地，顺河前行，到达陵前，再抬头登攀。此时，眼中的尧陵

已不是在垣上望见的那样了，而是高巍在蓝天的景观了。非瞻仰不能

入目，非攀爬不能近前。这种情景令人想起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帝

尧的评价：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是偶合，还是匠心独具，已无法考

证了，也不必考证了，因为尧留给世人的尊崇是永恒的。 

尧陵位于北郊村西，有北郊村也就有南郊村。村名以郊相称，就

是因为尧陵而始的。早先，尧陵规模宏大，形成了罕见的陵城。既有

城，就有郊，郊大了也就有了北郊、南郊。尧陵确实规模可观，与炎

帝陵相比，占地面积要大得多。位于湖南省炎陵县的炎帝陵总面积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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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 平方米，而尧陵仅陵丘就将近其一半，把周边神林算上，面积就

比之要大了，何况还有山门、牌坊、配殿、献殿等建筑。与黄帝陵相

比，墓丘要大得多。位于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墓高 3.6 米，周长

48 米。而尧陵墓丘高 50 米，周长达 300 余米。正如临汾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主任刘合心在尧陵修复后给山门的

撰联所说： 

三皇五帝陵居首 

千秋万代流泽长 

看来，这尧陵不可等闲视之。难怪《古代帝王陵寝实录》一书概

述：我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可以上溯到唐尧、虞舜时代。据《后汉书·李

固传》记载：“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

于羹。”这个舜居尧丧的故事，应当就是后来“三年居丧”制度的滥

觞。 

史书有这样的记载，民间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是帝尧去世，四方

百姓如丧父母，纷纷前来祭奠。下葬之日，人山人海，每人撮来一兜

黄土。黄土覆住棺木，就隆起了这么高的墓丘。而且，这说法还更详

细具体，北郊村东有个小土堆，那是大家回返时抖兜落下的。百姓对

尧这么敬赖，作为接班人的虞舜就可想而知了。虞舜守陵三载，恪行

孝道，侍尧如同父母。3 年后又让位给丹朱，四方诸侯百般推拥，舜

才继位主政。 

世事远去得太久了，孰真孰伪已成烟云，好在尧陵有建筑，有碑

石，倔然残存，在叙说沧桑岁月。从碑石看，尧陵始建久远，唐初改

建。金代泰和二年（1202 年）碑载，唐太宗李世民与突厥头领刘武周

交战，曾屯兵于此，晋谒尧陵。也许是天赐机缘，李世民之父李渊镇

守并州，以唐为王。起事反隋，夺得天下，即称唐朝。而这个唐字向

上追溯自然要追到尧时去。尧曾经封到唐地为侯，因称唐尧。唐尧继

位后定都平阳，统领天下，形成国中之国，始有中国，也称唐国。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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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地博大，兼及并州，后来也才有了唐国公李渊，继而李渊夺得天

下也才以唐朝相称。以至，现在遍及世界的华人都以唐人为荣，华人

街多被称为唐人街。话扯远了，不过，也许正是李世民祭拜帝尧继承

了帝尧的美德，才能将天下治理得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们道不拾

遗，夜不闭户，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这样，唐太宗修缮尧陵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后，元中统年间，明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八年，

清雍正、乾隆年间都曾经重修尧陵。因之，尧陵也才能传遗至今，正

如古诗云：接放勋于千载，拜陶唐于万世。 

如今，走进尧陵，仍可看到明万历年间的碑石。碑石上书：古帝

尧陵。此话直截了当，告诉人们陵丘所属。而那牌坊上的字却耐人寻

味了，字为：协和万邦。协和万邦，是说尧那时候，部落林立，头领

雄踞，天下难以归一。尧以科学洞明世人，以贤德教化万民，终使各

部落归顺，融合为一统天下。中国多民族的国家不知是否始之此时？

这也不必细论了，引人注意的是协和万邦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

思想。其中体现的协和思想对当时有利，对今世有利；对中国有利，

对世界也有利。英国学者汤比因指出，如果说西方文化对人类的贡献

是自由、民主的话，那东方文化对人类的贡献就是协和万邦了。如果

21 世纪不是东方文化主导世界，那将是人类的悲哀。 

忆往思今，令人感慨。感慨虽多，主要是理解了生命所以不朽的

关键。帝尧所以能够永生，尧陵所以能够永存，不仅因为他创造过其

时利国利民的物质财富，更由于他的思想其时、现在和将来都可以洞

明人类。 

尧陵巍然，因为那里有一颗不朽的灵魂。 



 
10

第四章 姑射山胜景 

 
姑射山风景区位于临汾城正西，又名仙洞沟风景区。山势陡峭，

树木蓊郁，风光迷人。仙，有儒、道、佛，三教合一，集纳着中国的

传统文化；洞，在岩崖间，无洞没有仙，或洞中藏庙，或庙中藏洞，

富有特色；沟，沟壁直立，陡峭千仞，是罕见的大嶂谷。美妙的自然

风景，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成为独到的旅游景区。 

姑射山是个上好的游览处，若不然为何会被山西省公布为首批风

景名胜区？ 

可是，在当地人口里，只知道有仙洞沟，不知道有姑射山。其实，

姑射山是总称，仙洞沟是内中最迷人的风景。 

仙洞沟迷人，迷在哪里？我们不妨就从仙、洞、沟说起。先说仙，

仙当然是神仙。中国的神仙很多，多到每有一个行业就有一个神仙。

有时候，一个行业就有几个神仙。比如，帝尧在道教中被尊为天官，

天官住在上天的紫微宫，因此也被叫做天官紫微大帝，也简称紫微大

帝。紫微大帝这位神仙的职能是什么？是为人间赐福降财。可是，财

神里还有赵公元帅之说。这样，财神就有两位了。也许是，帝尧又赐

福又降财，忙得不可开交，就给他派了个助手：赵公元帅，由赵公帅

代为降财。不过，我以为这两项职能还是不分开为好，毕竟财不等于

福，君不见，好多好多发了财的人，日子过得并不幸福。说神仙，说

到帝尧，帝尧在仙洞沟里也有合法席位。仙洞的诸仙中，还有声望不

小的，居然走进了庄子的笔下。庄子《逍遥游》中有：“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

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这

神仙是何许人也？有的说是帝尧，有的说是鹿仙女，众说多多，各执

一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谁在世时给老百姓办了好事，老百姓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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