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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 福聚寿康 

实现健康长寿是世人永恒的追求，也是 21 世纪人类最为关注的话题。它具有 

全球意义，超越了政治、种族障碍，而使世人认同。它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把 

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意愿凝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梦想”之中。人类追求健康长寿的实践活动，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发 

展，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强大动力和重要财富。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人们很难实现健康长寿。于是便 

把这种美好的愿望转换成祝福语，并逐渐成为社会习惯用语。如：“五福寿当先” 、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松鹤延年” 、“长命百岁”等。还有不少民间传说、神 

话故事也集中反映人们长寿愿望。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到炼丹求药的典故；从年逾 

八百的彭祖，到持桃献寿的麻姑。长寿不仅成为民间广为应用的祝愿语，还转而为 

政治服务。封建社会臣下为迎合皇帝想长寿的心理，祝皇帝“万岁” 、“万寿无 

疆” 。甚至万岁不够满足，还要喊“万岁，万万岁！ ”然而，翻开中外史籍看看，没 

有一个是万岁皇帝。炼丹、求药术已成千古笑柄。 

长寿养生之道在我国形成观点进而上升为理论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居世界之 

首。当今许多长寿养生方法仍由古代渊源而来。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真正运用 

科学手段，从精神心理、遗传基因、生存环境、饮食起居、运动保健等方面揭示健 

康长寿奥秘，引导人们健康生活。科学界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人类正常的自然寿命 

都应该在 100～170 岁，但健康长寿却常常与人们失之交臂。因此，一股深刻的人 

类生命历史反省的潮流正席卷我们的时代—— —寻求白白丢失的 1/2 的生命时间，寻 

求整体人口的健康长寿之路。这便成为我们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 

《华夏寿乡探秘丛书》，全面展示了“中国长寿之乡”的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 

群众坚持以人为本，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所 

带来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安康。同时，丛书较为系统地向读者 

推介各长寿之乡的长寿成因、风土人情、地域地貌、山川绿野、人文历史、物产资 

源，从中彰显中华民族五千年长寿文化和现代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的自身和谐 

发展的靓丽时尚。它，既可供人们茶余饭后浏览寿乡的风光轶趣，寻觅百岁老人的 

长寿足迹，以资己用；又能够为有志于研究长寿现象者提供佐证。 

总 序



《华夏寿乡探秘丛书》 的出版，获得了各寿乡党委、政府以及长寿研究机构的鼎 

力帮助，得到了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友好协作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 

社的大力支持。经过 《长寿研究》 杂志编辑部同仁的辛勤耕耘， 《华夏寿乡探秘丛书》 

历时 3 年，终于与读者见面。在此，特向上述单位深表诚挚的谢意。 

本丛书系采用分“乡”撰稿，集中编校，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望读者不 

吝赐教。 

中国老年学学会长寿研究委员会主任 

2010 年 9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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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祖籍 长寿夏邑 

河南夏邑，是我国中原地区的一个普通县城，但却因是孔子祖籍而荣载史册， 

今日又以长寿之乡名闻遐迩。 

孔子是我国两千五百多年前著名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在我国文化史上有开创之功。他自诩“祖述尧舜，宪章 

文武” ，崇敬周朝文化，但他又说自己是“殷人” ，也直接继承殷商文化。自西周初 

年微子启被封于商丘，建宋国，续殷祀，不久传给其弟微仲衍，周初依父死子继的 

方式传至五代后，鲋祀弑炀公自立为国君，其长兄弗父何让位，远离宋都，以栗为 

采邑。栗即古商都商丘东南 25 公里的夏邑，弗父何即被尊为孔氏始祖的孔子以上十 

代祖。

让位隐居，被后世称作“圣人”的弗父何之后，几代均为宋卿。其中有以文章 

道德著称的正考父，有以武功卫国、屡建功勋的孔父嘉。其后人离宋至鲁后，又五 

代后生孔子。 

孔子说自己“少居鲁，长居宋” ，早年外出学礼时，先到杞、宋两国。《礼记· 

礼运》 记孔子说“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也。吾欲观殷 

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我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 

孔子在故国宋地得到 《坤乾》 这样一种阴阳卜筮之书，认真学习后，加以注释，对 

我国这部早期伟大的哲学著作 《易》 作了 《十翼》，这部书的学习与注释对孔子的人 

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子成年后，和宋国女子亓官氏结婚， 

说明他与祖籍关系的密切。孔子周游列国五十七岁时离卫经曹适宋，曾在宋国郊 

外带领弟子们习礼，虽遭当时宋国执政大夫司马桓 刁难离去，仍对故国一往情 

深。他直到临终前几天“梦奠两楹”时，也还梦见自己和商朝的祖先在一起。可 

见他对祖先、祖籍的深厚感情。 

为纪念孔子这位殷人之后在祖籍的活动，宋元时期，在夏邑县城北 7 公里的王 

公楼村附近建孔子还乡祠。这一纪念孔子及其后人，占地五十多亩的系列建筑，虽 

因多年战乱曾经损毁，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出于对孔子的尊崇及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成立了“孔子祖籍文化学会” ，重建了“孔子还乡祠” 。并在正殿内塑起孔子 

以上十代祖的彩色塑像，院内为孔子几位仁德处世、建功立业的先祖矗立了丰碑。 

北宋初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良辅、孔彦辅还居夏邑“还乡里” 。日后，孔良辅 

序 言



的九世孙孔思忠的后人又多次到这里还居，孔氏子孙认定夏邑是孔氏祖籍。夏邑也 

以作为德高望重的孔子的祖籍自豪。孔氏家族不但诗礼传家，多年来更传承尊老敬 

贤的古风。这些优秀品德对夏邑都发生过积极影响。 

《尚书·洪范》 中记“五福” （五项美事） 之首为“一曰寿” ，“六极” （六项坏事） 之 

首是“凶短折”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古以来重视长寿、歌颂长寿、希望长 

寿。依现代科学解释，长寿者大约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仁德胸怀；二是家庭和 

睦；三是环境优美；四是生活规律。在夏邑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四项俱备。 

在孔子的思想与实践中，有大量“仁”的内容，一部 《论语》，“仁”字出现过 

105 次。仁者“爱人” 、“推己及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仁”是一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仁”是正确处理人际关 

系、协调人际矛盾的最好方式。“仁以为己任”的人为天下人办好事，“任重而道 

远” 。到关键时期，可“杀身成仁” ，无“舍生害仁” ，即舍弃自己的一些利益，做 

出对广大人民有利的事。“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及其后人一贯主张和谐、 

和睦、和平。“仁”及“和”的思想深入到夏邑人心中，便能做到家人与家人之 

间，家人与邻里之间，家人与社会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古往今来， 

人们之间相互帮助者、相互支持者、舍己为人者、一心为公者、济困扶危者，比比 

皆是。孔子的始祖弗父何就是一位。依照殷商兄终弟及的惯例，缗公共死后，其弟 

熙 （炀公） 应该继位，但鲋祀弑炀公自立为君 （厉公），显然是不义之举。作为鲋祀长 

兄的弗父何，对其弟夺位之举无力干涉，也不去争王位，而是赴栗失位、甘愿为 

卿，体现出一种不争名利的大义之举。迁到栗的弗父何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当地 

人多以他的仁德之举为榜样，形成一种谦逊礼让、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仁和之 

风。与社会上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之风相反。多年来当地崇尚正气，人人心怀坦 

荡，这一良好的思想基础，自然有利于人们健康，得以长寿。 

生长在仁德环境中的夏邑人，许多人心态平和，“仁者不忧” ，多年来社会上 

形成一种尊老敬贤之风。古代每年春天举行乡饮酒礼，依照年龄，请老人居上位， 

被敬奉；活动毕，请老人先行。现代则提倡社会道德教育，开展“尊老敬老” 、 

“老人迁新居”活动。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夏邑人，自然能做到“仁者寿” 。 

家庭和谐的主要表现是儿女孝敬，这又是当地一大特点。在全县百十万人中， 

多年来流行着“儿女孝顺，父母长寿”的俗语。历史上孔氏家族遗留下尊宗敬祖的 

好传统，孔子后裔热恋故土，一次次由远处迁来的事实，都说明人们对前人的尊 

敬。近年来，当地多次评选“十大孝子” 、“好媳妇” ，在群众中树起榜样，孝亲敬 

老蔚然成风。儿女们对父母不但在衣食奉养上尽心尽力，在尊敬、体贴上也无微不 

至。好多家婆媳关系不亚于母女关系，男子对父母及岳父母同样尽孝。在家庭中孝 

与悌相辅相成，兄弟姐妹在孝敬父母上想的一致，做法一致，他们之间自然能相互 

帮助，互相理解，家和万事兴。老人面对着孝顺的子、女、媳、婿，又时时见到他 

们和睦团结，共同进步，无后顾之忧，自然能益寿延年。 

夏

邑

2



环境优美，这一良好的居住条件，夏邑也早已具备。这里是温带气候，冷暖适 

中，四季分明。虬龙河、巴清河、沱河、东沙河等自西向东流贯全境。全县既有田 

园之美，又有灌溉之利。这里水质优良，生活饮用水达到国家 GB/T 5750-2006 标 

准。这里空气清新，没有污染，远离喧嚣，林木覆盖率达到 26.9%。大气质量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这里盛产各种主要农作物，多年来一直是全省的产粮核心区，近五 

年来连续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除粮食作物外，各种蔬菜、水果、家畜、家 

禽，应有尽有。县境内路成网、林成荫、田成方，大地如织，粮丰果美，这里曾荣 

获“河南省适宜人居环境奖” ，人们居此，一望无垠，心旷神怡，自然可以长寿。 

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大量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主。中国农民有着勤劳朴素的 

好作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产劳动是他们生活 

中的重要内容，一天不劳动，打不起精神来，下雪下雨天气，也时时盘算、策划 

着雨雪停后再怎样干得更好。男子以大田劳动为主，女子在家也闲不住，她们不 

只做饭洗衣，还要养猪养鸡，在院内墙下种植菜蔬，乃至编织器皿、晾晒谷物、 

从事副业等等。天天不闲，人人不闲，以劳动为光荣，以懒惰为耻辱，筋骨锻炼 

硬朗又可使人情绪安详，生活规律。人们常说：经年不停地劳动，才能练出好身 

体，才能多活几年。 

孔子说：“政之善者，使民富且寿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夏邑人民当家作主， 

有了自己的土地，激发起无限的生产热情。改革开放以来，党推行了一系列的富 

民政策。夏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县委、县 

政府多年来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重视老龄工作。在夏邑县老龄工作委员会 

的领导下，各乡镇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村里成立了老年人协会，在老龄工作的 

开展上，一直居于全省先进行列，多次荣获河南省及商丘市老龄工作先进单位。 

为使老龄工作开展得更好，县里又专门成立了“长寿养生文化研究会” ，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长寿养生文化研究活动。2008 年被中国老年学学会评为“中国长寿之 

乡” 。喜讯传来，孔子祖籍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我作为学习、研究孔学六十 

年的一名老教师也不禁吟出： 

孔子祖籍久闻名 

仁德和谐满栗城 

百万人民富且寿 

长寿之乡传心声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夏邑长寿养生文化研究会顾问 骆承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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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邑县情 

夏邑 县地 处 豫 、 鲁 、 苏 、皖 四 省 结 合 部， 位 于 东 经 115° ～116° 、 北纬 

33°～34°。全县总面积 1 481 平方公里。辖 8 镇 16 乡，731 个行政村，14 个居 

委会， 114 万 人。至 2008 年 4 月， 60 岁 以 上 人 口 为 148 601 人 ， 占 总 人 口 的 

13%；80 岁以上老年人 28 350 人，占总人口比例的 2.5%；100 岁以上老人 120 

人。同年 10 月，夏邑县被中国老年学学会命名为“中国长寿之乡” 。 

夏邑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 5 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生活，是 

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夏代属虞地，商代为栗邑，西周属宋国，秦置栗县，汉置栗 

侯国，北魏时称“下邑” ，金末取“华夏之邑”之意，改称“夏邑” ，相沿至今。夏邑 

是孔子祖籍，城北有孔子还乡祠，孔祖文化影响深远。夏邑是革命老区，在近、现代 

各个革命历史时期，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乐章。夏邑是著名军事家彭雪枫将 

军殉难地，建有“彭雪枫将军纪 

念馆” ，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 

莅临缅怀将军英雄业绩。著名科 

学家、美籍华人丁玉澄，曾多次 

回故乡夏邑讲学；正骨专家罗有 

名，德艺双馨，誉满神州；留美 

博士后、科技副县长刘佑全，为 

振兴夏邑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夏 邑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独 特 。 

县城内有战国时修筑、拥有水 

面 3 000 亩的古城湖。境内有孔 

子还 乡 祠、 商祖 成 汤 祷 雨 处 、 

寿乡概览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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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光寺、青凉山文化遗址、古运河遗址等景观 10 多处，已列为省、市级重点景点和 

文物保护单位。夏邑县文化底蕴丰厚，古今名人、民间艺术、历史传说、奇闻轶事 

等数不胜数。 

夏邑交通四通八达，北依陇海铁路，南临江淮，东襟连云港，西连京九铁路， 

连霍高速公路、310 国道穿境而过。夏邑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基地县、优 

质苹果基地县、全国平原绿化达标县和山羊板皮出口基地县，是全国丝织地毯、抽 

纱刺绣、打火机生产出口基地。夏邑先后被命名为“中国魅力中小城市” 、“全国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县城” 、“全国文明县城” 、“国家卫生县城” 、“国家园林县 

城” 、“中国食用菌之乡” 、“河南省最佳投资城市” ，荣获“河南省适宜人居环境 

奖”等。 

夏邑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冷暖适中，四季分明；年均气温 14.1℃，年均降水 

量 762 毫米。虬龙沟、巴清河、沱河、东沙河等河流自西向东横穿全境。土壤属黄 

淮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宜稼宜穑。农作物以小麦、玉米、大豆、红薯 

等为主，其次是棉花、油料、烟叶、花生、蔬菜、水果、食用菌、药材、花卉等经 

济作物。家畜家禽以牛、羊、猪、鸡、兔、狗为主。矿产资源已发现有煤、菱铁、 

铅、石灰石等。地处永城与夏邑两县 （市） 境内的永夏煤田面积 2 056 平方公里，地 

质储量 100 亿吨。其中夏邑境内的骆集煤田经勘探，储煤面积约 17 平方公里，煤炭 

资源量为 3 150 万吨，全部为优质无烟煤，具有较高的开采价值。 

二、夏邑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夏邑县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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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09 年全年生产总值 1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 

工业增加值 33 亿元，增长 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9 亿元，增长 43%；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 亿元，增长 20%；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2 亿元，增长 

10%，支出完成 15 亿元，增长 2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 762 元，增长 

11%；农民人均纯收入 4 010 元，增长 12%。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各项事业蓬 

勃发展。 

（一 ） 农业基础稳固增强 

县委、县政府坚持以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大力改善生产条件，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广先进实用技术，逐步建立和 

完善了农业生产和服务体系，实现了农业生产机械化，林业生产规模化，水利建设网 

络化，畜牧生产市场化，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大突破和大跨越。夏邑县先后被 

国家和省政府授予“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平原绿 

化先进县” 、“林业生态县” 、“‘红旗渠精神杯’竞赛先进县” 、“畜牧产业化经营先 

进县” 、“全国农民技术教育先进集体”等 20 余项荣誉称号。夏邑县盛产小麦、玉 

米、大豆、红薯等，素有“中原粮仓”的美誉，是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常年粮食 

作物种植面积达 230 万亩，常年粮食总产量 10 亿公斤，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 ，是国家重要的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 

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高。全县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 家，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17 家。以刘店集乡、车站镇、曹集乡、骆集乡等为主建成无公害蔬菜 

基地 16 个，种植小区 26 个，全县瓜菜面积 50 万亩。芹菜、西红柿、黄瓜、辣椒、 

大白菜等 6 个产品被认证为无公害产品，并注册为“栗源”蔬菜品牌，是河南省标 

准化蔬菜生产基地县和蔬菜出口创汇基地县。车站镇、王集乡、李集镇等乡镇大力 

发展食用菌生产，从业 3 万人、年产值近 8 亿元。夏邑县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食用 

菌种植、加工和销售基地。2007 年，被中国食用菌协会命名为“中国食用菌之乡” 。 

规模养殖稳步发展，以骆集乡、杨集镇、北镇乡等为主的规模养殖畜禽量占全县畜 

禽总量的 45%以上。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已建成新农村示范村 48 个，夏邑县连 

续两年被市评为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 

（二） 工业经济势头强劲 

夏邑工业集聚区建设面积 11.44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5.8 亿元，完善 

了供电、供水、排水、绿化、亮化等配套设施，具有完备的电视、电话、宽带等通 

讯网络。目前已引进内、外资企业 63 家，完成投资 32.6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企业 

9 家，千万元以上企业 52 家。2009 年完成投资 22.6 亿元，实现主营业收入 31.9 亿 

元，实现利税 2.3 亿元。林星板业、圣源线缆、雪枫粉业、祥熙织造、琪瑞食品等 

一批高附加值企业相继落户集聚区，形成了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和农副产品精深加 

工三大主导产业。2009 年，淮海铸造、中峰棉业、华鹏棉业、金展木业等一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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