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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汉水文化研究是以特定的汉水流域古往今来的文化事象为对象的地域文化研

究。汉水流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积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其历

史进程大体与中华文化同步，可视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经典缩影，值得深入发掘和认

真研究。汉水文化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 深入研究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了解这一

流域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与治乱兴衰的关系，把握这一流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的规律和特点，可以为实现我国的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

经验;深入发掘和整理这一流域的民间文化，总结和彰显隐匿于民间的具有悠久传

统或特殊意义的民俗文化，可以提振民众的文化自信心，促进本流域的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推动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关注现实，对当今汉水流域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以资各级

政府决策部门参考，促使本流域社会经济文化健康发展。

陕西理工学院作为地处汉水上游的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高等学校，自应发挥

其学科优势，服务于社会，为所在地域的文化研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为此，陕西( 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理工学院

汉水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在这一领域做了不少较为扎实而具体的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大批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社会的广泛认可。除

了已出版的专著，此前还将已发表的与汉水文化研究相关的文章结集出版了三集
《汉水文化研究集刊》，本集为第四集。本集所收录的 52 篇文章，主要是近一两年

本院教职员工及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人员已公开发表的涉及汉水文化的部

分研究成果。依据文章主旨，这些成果大体可分为“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和“区

域经济”三类，其中有不少文章值得一读。在此，拟就各类文章中的一些值得关注

的见解予以简要阐述，以窥其一斑。

一、钩沉稽隐，解析历史文化之云烟
“历史文化”类收录了多位作者的 17 篇文章。《区域文化多维视野下的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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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初探———兼论文化生产力》一文，解析了区域文化的多维特质和汉中文化的历

史底蕴及精神实质，对于提升和发展汉中文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炎帝与汉水流

域文化》一文，论析了汉水流域不仅孕育了中华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而且推动了

华夏族( 汉族) 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地域文化的互动———陆游与汉中》一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越文化和

汉中文化对陆游诗歌创作及思想情感的不同影响，正是这种不同地域文化的互动，

成就了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汉水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一文，钩沉史

籍，梳理了汉水流域古往今来生态环境演变的脉络。史实表明，随着生态环境的日

渐恶化，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发，甚至引发了明清王朝的更替。历史的经验应当认

真记取。《汉魏傥骆道的交通及影响》一文，论析了两汉三国时期傥骆道在沟通南

北、繁荣区域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这条道路不仅是天下大乱到天下

三分的战略通道，而且是鼎足三分到天下归一的战略通道。《陕南乡土建筑的类型

研究》《浅析青木川古镇聚落形态特征》《汉水上游羌族民居建筑之浅谈》等几篇文

章，对陕南建筑形态的类型、民居建筑文化特征等，做了较为深入的论析，并探讨了

不同类型的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二、探幽发微，探讨文学艺术之底蕴
“文学艺术”类收录了多位作者的 19 篇文章。《王蓬短篇小说中的陕南农村

风情》一文，较为全面地论析了王蓬小说中“淳朴善良的民风”“丰富多姿的民俗”

和“优美明净的风景”，认为陕南富有特色的民俗风光，激发了作者的写作热情，促

使其用笔将这些描绘出来，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这块土地。《王雄〈阴阳碑〉

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一文，对王雄以汉水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三部曲《金匮银

楼》《传世古》《阴阳碑》中的《阴阳碑》所展现的民俗文化———码头文化、阴阳文化

和丐帮文化等，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认为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散发着浓浓的襄阳味

道，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汉水文化百科全书。《论张虹散文对“美”

的构造》一文，从美学研究的层面论析了张虹散文对“美”的审美心理建构，对“美”

的审美对象的观照和对“美”的审美创作活动，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陆游南郑

军旅生活论略》一文，以陆游的诗作为依据，探讨了陆游在汉中的八个月军旅生活

的行踪，认为正是这段时间不长的军旅生活，造就了这位名冠中国古典诗坛的伟大

爱国主义诗人。《汉水上游孝歌的文化价值探析》一文，探析了孝歌的起源和汉水

上游孝歌的流变，汉水上游孝歌的表演形式、内容和功能，以及汉水上游孝歌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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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域文化的复杂关系，对于认识和了解汉水上游的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文学艺术”类中，还有几篇有关汉水流域音乐、美术研究的文章值得关注，

因此前这类研究成果较少。《浅谈汉水流域地区的道教音乐文化》一文，论析了汉

水流域道教音乐文化的起源、特征和功能。《陕南地方音乐的杰出代表———镇巴民

歌》一文，探讨了镇巴民歌的形成渊源、四大特征、演唱技巧，及学习研究镇巴民歌

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镇巴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和《陕南高校音乐教育与地方民歌

传承》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民歌传承的必要性。《陕南挑花的分类和文化意涵》一

文，对陕南挑花的分类和文化意涵做了较为具体的论析。《从汉水源木版年画反观

当代油画艺术发展》一文，介绍了汉中年画的主题内容和制作方法。《浅谈城固泥

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文，介绍了几近消失的城固泥塑。这几篇文章都提出了发

掘、保护与发展、繁荣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意义和当代价值。

三、关注现实，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汉水文化研究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将目光和视野仅仅局限于过去，更要

关注现实。“区域经济”类所收录的多位作者的 16 篇文章，大都与现实的区域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有几篇文章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生

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再探———生态效应的外部性视角》一文，探讨了生态补偿的理论

基础，提出“通过制度强制约束或激励企业的生态外部性行为，通过效应享受者对

生态资源提供者的补偿，实现共享生态资源效应的平衡”。《汉江流域生态补偿效

益的评价研究》一文，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的效益评价体

系。《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现状与指标体系设计———以汉江流域为例》一文，

对生态补偿研究的进展情况作了梳理，指出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存在的主

要问题，提出了作者建构的汉江水源地生态补偿指标体系。《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生态与经济系统动态分析———以汉中市为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南地区生态

经济化研究》和《“南水北调”陕西水源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等三篇文

章，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陕南地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做了分析，提出了水源地生态

经济化的对策与建议及实现路径。这几篇文章中的不少观点，对于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顺利推进，和实现共享生态资源效应的平衡，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

参考价值。《大秦岭生态示范区的构建》一文，设计了大秦岭生态示范区的总体框

架和基本内涵。《陕南特色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及制度创新研究》《汉中茶文化旅

游开发策略》《区域度假旅游发展对策研究———以汉中度假旅游发展为例》《试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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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中草药的发展前景》《论陕南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整合》等几篇文章，针对

陕南地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提出了发展地域经济的

诸多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陕南大规模移民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一

文，对陕南移民搬迁的意义、特点、主要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于陕南的移民

搬迁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亦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本集中所收录的 50 余篇文章，涉及面较广，难以一一胪列评述。不过仅从上

述简介，可以发现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和有价值的建议，能够给读者一定的启示和

各级决策者某些有益的参考。汉水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相关汉水文化的研究，可

以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还有许多课题尚未涉及亦或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还有

待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层次。为此，我们殷切期望与海内外尤其是汉

水流域各地有意于此的学界同人携手共进、奋发努力，通过我们艰苦而深入的研究

工作，尽力全面而具体地展示汉水文化的丰姿神韵，为汉水文化绘影存照，为汉水

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鼓吹助力，为实现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伟大战略建

言献策，以使地处我国内陆腹地的汉水流域重新焕发出昂扬奋进的蓬勃生机，使神

州大地上汉水这条具有“天汉”美誉的文化长河可以与天上的银河相互辉映，光耀

千秋。

张义明
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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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多维视野下的汉中文化初探①

———兼论文化生产力
王永刚

文化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在 21 世纪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尤其对于中国

这样的后起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在 19 世纪就关注文化生产力问题，并

将文化生产纳入国民生产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极大

地提升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汉中作为西部小城市，具有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

文化积淀浓厚。汉中如何借助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的东风提升区域文化

生产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地区构建小康社会至关重要。

一、区域文化的多维特质

区域文化就是某个局部地区所具有的文化及其特征，具体而言，是指在特殊自

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某地区所具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

果的总和。区域文化的形成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一经形成则具有明显的多维特质。

1．区域文化有着很强的地域特征和相对独立性

区域文化的形成总是和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关系密切，同时，还有历史

的承袭和取舍、人们的思维方式、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等的影响。正

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在不同区域可以表现得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黄

河文化、江淮文化、黑土地文化、草原文化、雪域高原文化、沙漠文化、水乡文化等，

都是在特殊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独特区域文化。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

家，历史的积淀对于区域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至今还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一

切，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任何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文化的形

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取舍逐渐累积的结果。土生土长的道文

化对于今天巴蜀文化、汉水文化、江西文化等道文化区有着很深的烙印，不仅在建

筑风格和历史遗迹上，还表现在对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他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是

① 陕西理工学院 2012 年校级科研项目( SLGKY12 － 39 ) 阶段性成果; 陕西理工学院哲学
重点学科( 4220102) 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该文原载《学理论》，2012 年 9 月第 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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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诞生于不同地域的的区域文化，因为文化形成所具有的背景因素不尽一致，

所以，区域文化形态各有千秋，表现出较强的的独立性。
2．区域文化具有共生性

区域文化的共生性，不仅表现在不同区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长期共
存，生生不息，还体现为，区域文化中有着中国文化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点伴
随着区域文化而存在。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化属于辩证的统一体，各区域文化都是
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延续作出了贡献。自春秋战国区域文化
形成至今，其间尽管某些区域文化可能会暂时占据上风，然而，这种不同文化的共
生局面始终生生不息。在区域文化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深
深影响着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这种影响具有广泛的共同性。中国国土文化中
的大一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义”思想、孔子提倡的“学而优则仕”思
想，以及其他思想，都对区域文化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正是这种文化共生和中
国文化的广泛影响，使得不同区域文化具有着某些共同点。勤劳朴实、超常忍耐
力、观念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学而优则仕等，都是各区域文化具有的共性。

3．区域文化具有关联性或交叉性

区域文化的形成不是完全独立发展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往往与周遭文化进行
着某些交换，使得局部文化呈现出与周边文化的某些共性，具有较明显的交叉性。

区域文化之间进行能量交换的元素颇多，既有宗教、政治治理的因素，也有人员往
来等其他因素。人员往来，造成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基
于人员往来和政治军事冲突而导致的地域文化交流就非常明显。孔子为弘扬个人
的理想抱负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主、布道讲学，从而使原来仅局限于鲁国的儒家文
化得以广大，其他国家地区文化受孔子影响而发生碰撞重生。春秋战国时期的政
治军事冲突加剧了区域文化的碰撞，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但是秦文化下的区域
性文化共生局面依然不改。因宗教原因，区域文化又呈现与宗教明显的关联性。

宗教的传播使得宗教地域文化突破地区界限，也使得其他无宗教色彩的区域文化
从此具有了宗教的内涵，随着这种局面的进一步发展和交融，最终形成中国今天的
五大宗教和宗教文化。在中国古代出于戍边的需要，政治性移民使得边疆文化因
文化冲突而形成具有移民特色的新文化。总之，区域文化不是完全孤立的自我封
闭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种冲突借鉴和文化新生。

4．区域文化具有多层次性

区域文化具有多层次性。明确文化的多层次性，对于正确理解区域文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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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整合、文化建构至关重要。区域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文化、行为习惯文化、物质

实践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四个层次，其中，思想观念文化居于文化不同层次的核心

地位，文化作为人实践化的产物，是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思想观念文化的地位无

法取代。思想观念文化是人对客观世界、人类自身及人类实践本身的总体看法和

基本观点;行为习惯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养成的处事方式，包括区域人口的

生活习惯、民风民俗以及其他;物质实践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形态文化的

总和，包括各种人化的物质实体;社会制度文化是人类社会一切社会制度的集合，

用以规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通常

基于某种意识而产生欲望并付诸行动，最后产生结果，为了使人类社会实践顺利开

展，人们约定俗成地制定了各种规范用以指导人类本身。正是这样的实践本身，使

得区域文化有着相对清晰的层次性。今天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把关

注点放在物质实践文化的发掘上，而忽视或弱化对其他文化层面的研究，这一倾向

值得重新深思。如何提升区域思想文化观念并以此推动其他层面的文化大发展，

今后理应受到重视。

二、汉中文化的多维考察及精神所在

汉中文化作为陕南局部文化具有区域文化的具体特质，在研究汉中文化的时

候，必须以区域文化所具有的多维性来进行探索。从而明确汉中文化的基本内涵

和精神实质，进一步提升汉中文化，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1．汉中文化的形成具有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

汉江发源于汉中，流经汉中、安康以及湖北部分地区，汉江是汉中的母亲河和

文化发源地。便捷的水路运输和四通八达的古栈道成就了汉中文化，使汉中文化

与水结缘，透着灵气。汉中地处陕西南端秦岭以南，巴山北部，毗邻四川，被秦巴山

地所包围，形成了汉中封闭狭小的生存空间。在汉中 2. 7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浅山丘陵约占 94%，盆地面积仅为 6%，气候湿润，降雨量丰富。独特的地理地形

造就了汉中生物资源多样化，森林覆盖率 51. 2%，植被覆盖率 56%，林地面积居西

部第二位。秦巴山区药用植物一千三百多种，居全国地级市第二。此外，还有种类

繁多的野生动物。所以山水文化、绿色文化成了汉中文化主色调之一。

2．汉中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汉中文化源远流长，南郑县龙岗遗址、西乡县何家湾遗址、南郑县梁山遗址出

土的大量陶器、大石片砍砸器，充分证明了汉中悠久的史前文明成就。汉中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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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的发源地，是西汉王朝的基业所在，刘邦从汉中起家成就了帝业。三国

时期的汉中王刘备在汉中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更是把汉中作为北伐曹魏的根据

地，最终魂归汉中，葬于今天勉县定军山下。所以，今天提到两汉三国文化必涉及

汉中，提到汉中就会和两汉三国相联系。汉中被美誉为“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

盆”，“维天有汉，其鉴有光”，更是《诗经》对汉中的描写。同时，汉中也是中国早期

道教的发源地之一，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汉中文化受周边文化影响深远

汉中文化的形成，既有其自身的区位特色，同时，又身受周边文化的影响，使得

汉中文化具有多元色彩。历史上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说，指的是四川对

外往来交通不便，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样的局面依然没有很大改观。汉中作为四川

与北方交往的咽喉所在，由于其便捷的水陆运输和四通八达的古栈道，就成了四川

人外出的必经之地，也因此，巴蜀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汉中，体现在生活的休闲性和

饮食偏重麻辣。近年来，两湖地区、江浙地区来汉中经商人数渐多，从而给汉中本

地文化打上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烙印。汉中人不再把农耕作为唯一，经商观念

渐浓。随着交通设施步伐加快，以及行政管辖的客观原因，三秦文化对汉中本地文

化的影响也比较明显，秦腔和关中一带的生活习惯，正在改变一部分汉中人的传统

习惯。

除此之外，汉中文化同样具有多层次性，需要进一步探究。总之，汉中文化与

汉水结缘、受周边文化影响，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汉中文化绝不等同于汉

水文化、巴蜀文化、汉文化及其他文化。

三、汉中文化及其精神实质

什么是“汉中文化”? 作为区域文化的汉中文化有哪些精神实质? 汉中文化

既有自生性，又受区域以外文化的深刻影响。汉中农耕土地不多，但由于雨水充

沛、土地肥沃，历史上的汉中即使遇到大型天灾也基本不会发生粮荒，正因如此，汉

中人不会为生计受困，消费观念超前，消费水平和收入相比处于高位。加之汉中又

是道文化的发源地，以及相对封闭，道家的修身养性深深地影响着汉中人的观念，

生活安逸，休闲舒适成了汉中文化的主元素，养生之道的绿茶文化给汉中增添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茂密的植被和丰富的水资源，使汉中形成了极具绿色的山水文

化。文化的交融让汉中文化渗透了其他元素，饮食偏重麻辣、和巴蜀相近的休闲方

式，等等。同时由于汉中独特的地理风貌使得汉中与道文化、两汉三国文化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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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些都是汉中文化及其精神的关键所在。

这样的文化在农耕时代具有其绝对优越性，而在工业文明发展的今天，全球经

济一体化趋势愈加明显，汉中文化在某些方面和时代发展有些难以跟上，这也正是

今天汉中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所在，所以，必须提升汉中文化，既保留特色，又要适

应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文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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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与汉水流域文化①

梁中效

汉水流域是中国粟作农业文化和稻作农业文化的交错地带，是远古华夏、苗

蛮、东夷三大族团交流融合的核心，是炎帝及其部族成长壮大的摇篮，在中华文明

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一

以秦岭为中心的黄河与长江之间，是中华文明起源、发祥的核心区域，而能够

兼备江、河之利的战略高地，恰好是江、河两条最大的支流汉水、渭水的发源地西秦

岭至陇山一带。“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夫作事者必

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

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在那大禹之前的三皇五帝时代，“三皇”就是由陇右

高地沿汉水、渭水走向长江与黄河流域的。《水经注·渭水》:“略阳川水又西北流

入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羲之后，

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而在长河与大江之间，能够将西北与东南直接联系

起来的大河只有汉水，这恰好为炎帝及其部族在汉水流域成长壮大奠定了基础。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已发现“天道多在西北”，在那远古洪荒时代，“鸿水滔天，

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地势高亢的西北就成为神明的栖居地和文明的庇护所。

首先，是众帝和诸神云集的地方，“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

祠皆聚云。盖黄帝是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次，是炎黄的起源和文明的萌发，

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 作下畤，祭炎帝”。所以，“陇山东西、泾渭流域是

炎黄两大部落集团起源之区。”

远古时期，江汉平原地区的人们，认为汉水的流向与天上的银河走向基本一

致，因此称为“河汉”，“天汉”，甚至有人认为，浩荡的汉水就是长江的正源，称为
“汉广”“江汉”，这在《诗经》中很容易找到例证。《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

① 该文原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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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思。”《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

纪。”江汉并称，证明在古人的心目中，汉水是浩荡宽广的河流。更神奇的是地上的

汉水与天上的银河相应，《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大雅·棫

朴》:“棹彼云汉，为章为天。”《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这种奇特的天

人感应，更增添了山水文化的魅力和魔力，正如常璩在《华阳国志·汉中志》所云:

“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化为梁州。”因此，汉水上游和汉水下

游的人们都崇敬祭祀汉水。盛大而神奇的汉水为炎帝神农氏的诞生和发展，提供

了优越而厚重的文化沃土。

先秦时期，炎帝和神农氏是既有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部族领袖，但无论是炎帝

还是神农，都生长在汉水流域。战国以前的记载只言炎帝不及神农。《国语·晋

语》:“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皇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

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炎帝成长的“姜水”

是渭水的支流，在今宝鸡市的东面。《水经注·渭水》: “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

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

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这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炎帝成长在渭水支流姜

水之上，故为姜姓;二是炎帝的母亲南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华阳泛指秦岭以南，

这里主要指与渭水一岭之隔的汉中盆地，证明炎帝出生在汉水上游。神农氏的记

载，最早的资料出自《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

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东汉郑玄

在给《礼记·祭法》作注时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而文献记

载，烈山氏最早活动在汉水中游的随枣走廊，即今湖北随州市境内。《水径注·漻

水》:“漻水北出大义山，南至厉乡西，赐水入焉。”“一水西径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

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神农氏

起源于汉水中游，与汉水上游声息相通，山水相连，炎帝与神农合一，也就成为历史

的必然。汉水流域为炎帝神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优越的自然

环境，促进了华夏族在以汉水———淮河为轴心的江河之间快速崛起。

二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为炎帝及其部族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辽阔壮美的西部土地上，从北到南有五条文化走廊:分别是燕山山脉的

长城沿线隘口通道( 如居庸关等) ，沟通蒙古大草原和华北平原，在这里出现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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