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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雍际春 

 

《陇右文化论丛》第四辑经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即将付梓出版了。在本丛书出版之际，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校陇右文化研究中心近几年来的建设情况。 

天水师范学院立足地域优势从事陇右文化研究始于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多年

积淀的基础上，2001 年 12 月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次年，陇右文化学

科被甘肃省教育厅确定为 2002—2005 年度甘肃高校省级重点学科，研究工作进入有组织、

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展阶段。2006 年 9 月，我校陇右文化学科一期建设顺利通过评审，得

到专家一致好评。同时，又被列为 2006—2010 年度甘肃高校省级重点学科。在十余年的陇

右文化学科建设中，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初步确立了陇右文化学科体系；

二是组建了富有特色、颇具实力的研究队伍；三是形成了稳定长效的学术交流阵地；四是在

科学研究、项目申报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天水方言音系》、《伏羲文化概论》

等专著，发表了《地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等高质量的论文多篇；五是先后开设了陇右历

史文化、杜甫陇右诗等 13 门校本课程。2007 年教育部本科评估，陇右文化学科作为天水师

范学院办学工作的一大特色得到评估专家的一致认可，这是对我校陇右文化学科建设的高度

肯定。 

2010 年，我校陇右文化学科二期建设成果又顺利通过甘肃省教育厅专家组的检查验收，

同年，陇右文化研究中心被列为甘肃省高等学校省级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这是我院

第一个省级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纵观近年来的陇右文化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点： 

（一）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基地”建设计划。计划分中心概况、主要研究方向、具体目

标、组织管理、基地启动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七部分，系统地规划了“基地”的建设步骤

和建设目标，力争通过五年建设，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

咨询服务、科研体制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学科体系完整、课程体

系合理、学术研究领先的省级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二）制定“基地”章程及各项管理文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配备科研、管理人员。

先后制订了《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章

程》及各项管理文件，使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2011 年 4 月，学校

党政联席会议专门成立了直属学校、与二级学院同级的科研实体机构——甘肃省高校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陇右文化研究中心，为正处级单位，并按正处级单位配备科研、管理人员，

为陇右中心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机构保障。 

（三）“基地”图书资料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利用省教育厅拨款及中央财政支持甘肃地

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陇右文化研究中心购买了续修四库全书（1800 册）；四库全书存目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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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1200 册）；四库禁毁丛刊（300 册）；四库禁毁丛刊补编（90 册）；四库未收书辑刊（301

册）等丛书，投入资金达 70 余万元。彻底改变了我校大型图书不足的局面，为广大教师从

事科研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四）确定“基地”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按照《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在研究中心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方面，我们确定了陇右生态

环境史、陇右历史文化、陇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陇右文学艺术等四个重点研究方向，明

确了每个方向的研究重点、研究领域及目标。 

（五）学科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以省级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建设为平台，陇右文化学科建

设取得又一次重大的突破。2012 年，“中心”在甘肃省第三、四轮省级重点学科陇右文化学

科和财政部专项资金支持的基础上，陇右文化研究中心对现有研究方向重新整合凝练，形成

优势特色学科——专门史学科，被甘肃省教育厅列为新一轮甘肃高校省级重点学科，对推动

我院学科建设的发展、科研成果的提升有着重大意义。 

（六）产出了一批标志性学术成果。为了集中展示陇右文化研究中心几年来学科建设的

成果，更好地推动陇右文化基地建设，2011 年，陇右文化研究中心决定全额资助出版《陇

右文化丛书》，《丛书》第一批决定出版《伏羲文化研究》、《见母来母或通纽——大徐本<说

文解字>与甘谷方言》、《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论集》、《武山水帘洞石窟壁画艺术研究》、

《盛唐士人求士活动与文学——以关陇地区为中心》、《杜甫陇右诗叙论》、《陇右石窟艺术》、

《陇右历史地理论稿》、《陇右文化旅游概览》、《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地关系与生态文明研究》

等十本专著。并发表了《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毕族”新考》、《近百年

来秦人族源问题研究综述》、《陶器制作与古代文论关系初探》等高质量论文。 

（七）启动了一批研究项目。陇右文化研究中心鼓励广大研究人员积极申报项目，经过

评委会集中答辩，决定陇右传统武术研究》、《明清陇右地区蒙学教育研究》、《天水古城建设

与演变研究》、《陇右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陇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

民间美术为重点》、《清代渭河上游及其毗邻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研究》、《陇右地区出土

齐家文化陶器造型、装饰艺术研究》等 15 个项目予以立项。要求项目主持人认真工作，确

保项目质量并按时结项。 

（八）在原来基础上开设了新的陇右文化校本课程。在原来 13 门陇右文化校本课程的

基础上，三年来又开设了“陇右文学概论”、“陇右历史地理”、“陇右民间文学”、“陇右民间

艺术”等校本课程，学校依托陇右文化学科办学的特点更进一步彰显。 

（九）汇聚了相当数量的学科建设资金。2010 年，陇右文化研究中心还获得中央财政

支持甘肃地方高校专项资金资助，金额达 300 万元。三年来陇右文化研究中心通过省教育厅

和学院重点建设费，国家、省、市、学院各类科研项目资助等途径，共获资助金额达 500

余万元。这些资金用于购置办公设备、采购图书资料、资助科研项目、出版学术专著等方面，

保障了“基地”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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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成果，标志着我院陇右文化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下面再谈一谈本辑《陇右

文化论丛》的内容。 

地方高校长期浸润在区域文化之中，具有明显的区域文化印痕，本身具有研究和推动区

域文化发展的优势。这种地域文化优势，决定了地方师范院校在科学研究中应承担起引领区

域文化发展、促进区域文化创新的重任。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工程实施以来，“基

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先后举办了甘肃远古文化与华夏文明高层论坛、中华始祖文化研讨

会等学术会议。组织人员赴陇南市、平凉市、庆阳市考察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与

当地文化单位在养生文化资源开发、始祖文化研究、红色文化研究、周秦农耕文化研究等各

方面开展深度合作。2012 年甘肃省公祭伏羲祭祀大典，我院雍际春教授作为嘉宾现场访谈。

我们还组织人员编写《伏羲文化研究》、《大地湾文化研究》、《秦早期文化研究》、《陇东南地

区石窟文化研究》、《天水三国文化研究》等“天水五大历史文化丛书”。同时，“基地”研究

人员积极从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我省“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建设任务，为了展

示我院研究人员关于华夏文明研究的成果，我们组织编辑了《陇右文化论丛》第四辑。本辑

“论丛”以始祖文化论文为重点，共收入 28 篇文章，分始祖文化研究、始祖文化开发研究、

始祖文化与民俗研究、《周易》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等六个部分。本书除收录了汪受宽、

杨东晨等老前辈和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成员的文章外，还推出陆兆源、汪小红等地方学者的研

究文章。我们期望省内外学者共同努力，助推我省华夏文明创新区建设。俗话说，众人拾柴

火焰高，本辑“丛书”的出版，离不开各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在此，我们以虔诚之心，感恩

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专家学者、编辑人员以及社会上所有关心、关注它的人们！

并殷切期望陇右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专兼职研究人员及所有爱好陇右文化研究的各位同

仁一如既往地支持、帮助我们，继续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陇右文化论丛经营好、管理

好。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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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考释 

 

李子伟 

(天水市民俗学会   甘肃天水  741001) 

 

【摘要】 梳理伏羲女娲研究的现状,对伏羲女娲神话诞生折射出的上古历史考察,就华胥履

大人迹、雷泽等问题作考释。本文还从历史和民俗的角度分析了伏羲龙图腾和伏羲时代的文

化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关系，就伏羲诞生、迁徙的地域问题提出看法。 

【关键词】 伏羲  女娲  神话传说  大地湾  雷泽   

 

一、 伏羲、女娲的研究概况 

 

根据文献记载，中华文明史开始于三皇五帝，伏羲位列三皇之首，是人文始祖；在一些

排列中，女娲也是三皇之一。对伏羲的记载和研究，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周易》，后来散

见于各个时期的一些文献。主要有《左传》、《尸子》、《荀子》、《列子》、《山海经》、

《世本》、《战国策》、《礼记》、《淮南子》、《风俗通义》、《论衡》、《汉书》、《白

虎通义》、《潜夫论》、《三五历记》、《古史考》、《广雅》、《抱朴子》、《玄中记》、

《帝王世纪》、《拾遗记》、《述异记》、《昭明文选》、《水经注》、《北堂书钞》、《艺

文类聚》、《史记索隐》、《经典释文》、《独异记》、《录异记》，以及宋代以后的《太

平御览》、《通鉴外记》、《路史》、《通志》、《天中记》、《古微记》、《绎史》、《汉

书人表考》、《黄氏逸书考》、《古今图书集成》等。在这些历史典籍中，唐代史学家司马

贞在《史记索隐》中，补作了《三皇本纪》，较完整地记述了伏羲的生平活动情况。 

以上文献对伏羲和女娲的记述研究，一是过于简单，都没有记载伏羲出生的具体时、地

和具体的活动情况；二是缺乏详细科学的考证；三是神话传奇色彩较浓。在以上记载伏羲和

女娲的书中，大多把伏羲当成神来描述，而没有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后人看了这些记载后，

会产生许多疑问。 

近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的研究，在研究分析古典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向系统化发展。一些学者撰写了一批探讨上古历史的专著，其中有顾颉

刚的《三皇考》、吕思勉的《三皇五帝考》、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等。其中闻一多先

生的《伏羲考》最为著名，是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系统研究伏羲、女娲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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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在使用双重论证方法的同时，又引入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

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做了深入而独到的研究。闻一多的《伏羲考》主要说明三个问题：1.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是上古时代的图腾遗迹。他认为伏羲氏族是蛇部落或龙部落。他说：

对伏羲、女娲人首蛇身（或龙身）外表形象的神话传说，“不但是褒之二龙以及散见于古籍

中的交龙、腾蛇、两头蛇等传说的共同来源，同时它也是那人首蛇身的二皇——伏羲女娲，

和他们的化身——延维或委蛇的来源。神话本身又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确信，它是荒古时代

的图腾主义的遗迹”。
①
 2.伏羲、女娲是葫芦化身。闻一多先生在引用了伏羲、女娲与葫芦

关系的各种传说之后指出：“总观以上各例，使我们想到伏羲女娲莫不就是葫芦的化身，或

仿民间故事的术语说，一对葫芦精。于是我注意到伏羲女娲二名字的意义。我试探的结果，

‘伏羲’、‘女娲’果然就是葫芦。”
②
闻一多先生主要用民间传说与民俗实例证明他的论

点，并加以概括说：“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

的最妙象征，故取以相比拟，”
③
 3.伏羲、女娲是兄妹关系，在特殊的情况下结为夫妻，使

人类不断滋生繁衍。闻一多先生不仅引用了一些民间传说来说明这一点，还引用《通志》、

《三皇考》、《春秋世谱》、《广韵》、《中华古今注》等书中的有关记载说明这一点。我

国著名学者吕振羽、袁珂、常任侠在他们撰著的《中国社会史纲》、《古神话选释》、《沙

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等书中也都肯定了这一点。 

这一时期还出了一些关于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的书，其中以著名学者钟毓龙写的《上古

神话演义》最为突出。该书在第一卷第三回中写了伏羲、女娲的许多动人的故事。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在我国盛行的疑古思潮，几乎将黄帝以上的历史全部否定了。在

此思潮的影响下，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看到有关伏羲、女娲研究的专著。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开放思潮的促动下，学术界显得空前的思想解放，对中国远古历史的研究又开

始活跃起来。 

1980 年，神话学家袁珂出版了他的《中国神话传说》一书，书中专章专节论述了伏羲、

女娲的神话传说。1985 年，又出版了他编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关于伏羲、女娲的故

事有六条之多。同年，又出版了孙良工编的《中国文艺辞典》，亦列入伏羲文化的内容。在

1988 年至 1992 年的《辞源》、《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民间文艺辞典》、

《中华文化辞典》、《中国风俗辞典》、《历代赋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等众多的权

威性的辞书中，都介绍了伏羲及女娲的生平事迹。 

                                                        
①《闻一多全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版，第一册，第 25 页。 
②
《闻一多全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版，第一册，第 59 页。 

③《闻一多全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版，第一册，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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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伏羲、女娲及伏羲文化的研究，在国内不断升温。学者们的研究不断系统化、

深入化、具体化与多样化，从而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特别是甘肃天水、河南淮阳、

河北新乐三地的研究者，运用大量的古典文献资料、考古新成果，以及民族学、民俗学的资

料，结合古今地理因素，对伏羲、女娲的诞生时地、活动范围、文化价值等许多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探讨，形成了共识。2003 年 8 月，首届伏羲文化研讨会在天水召开，来自海内外的

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就伏羲、女娲的生平活动、创世功勋、文化价值等问题各抒已见，发

表了一批优秀的论著。 

二、伏羲、女娲诞生神话解疑 

 

（一）、传背后折射出的古史影子 

伏羲在古史系统中位列三皇之首，女娲在一些典籍的排列中，也被列为三皇之一，他们

二人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有关伏羲、女娲的记述在先秦典籍及以后的古籍中屡见不

鲜。唐代文学家司马贞总结各种古籍补写了《史记》之《三皇本纪》，比较全面的勾画了伏

羲的事迹、功绩。书中写道：“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

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

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

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

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记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这是一段很人性化的记述，

记述的主体伏羲已脱离神性而成为一位实实在在的人，但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神通广大的

超人。对此，不禁让人怀疑，这样一段文字中叙述的史迹，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何以不作

或不愿作？其含“金”量如何？可信度又如何呢？为释疑起见，兹引帛书资料为证。 

曰：故又（有）能（熊/龙） 霸 （雹）  （虚/戏），止（之/出）自[雷]   ，（居）于   

[\]。尺（氏）[曰]    （有虞）。 

[梦][木（莫）][明]毋（晦）。梦（蒙）梦（蒙）墨（昧）墨（昧），亡（无）章（光）

弼弼。惟每（海）水[漉]（流），风雨是（时）作。 

乃取（有）  （祖）犁（黎），[\]  （天？）子之子，曰女皇是（氏），生子四[\]（神）。

是襄（相）天（地），是各（格）  （参/星）  （华/辰）。 

这些晦涩如天书的文字，出自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帛书
①
。帛书有图有文，既记

录了天地开辟的神话又记录了楚国的月历及民俗，极为珍贵。为被疑古论者怀疑的中国上古

                                                        
①学术界一般称为楚帛书，民国 31 年（1942 年）由盗墓者掘得，几经易手，民国 35 年由美国人考克斯携

至美国，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从 20 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有关研究楚帛书的中外论著、专文总计在

70 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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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难得的证据。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由于简帛的大量出土，“我

国的古代学术史是必须重写了。”那么，我们所引的这三段帛书中的文字，又能说明什么呢？

何新先生解释说： 

传说：在古初人有大能（龙）名（雹戏/伏羲）生于雷泽，居于（淮）水。其族号是又

（有虞氏）。那时天地间日夜不分，到处昏昏暗暗，一切都不见光明，唯有海水乱流，风雨

大作。于是请求生化，……生出女子曰女皇氏。女皇氏生子四人，让这四人治理天地，管理

众星辰。
①
 

经过诸多学者研究，确定楚帛书中提到的“    ”正是“雹戏”，也就是“伏羲”。原来

帛书中是在讲伏羲的创世故事。帛书将最原始的也是较完整的伏羲故事记录下来，使有幸能

见到帛书的现代学者有了重新审视中华文明起源的机会。依何新先生的解译，我们可以得到

这样的印象：太古之初，阴阳互动，雷鸣电闪，龙的化身伏羲诞生于雷泽，居住在淮水（即

伏羲定都之淮阳，古陈地），这时，天地混沌，于是伏羲制造出女娲，女娲再生四子，管理

日月星辰，开创了整个世界。尽管对女娲的记述与其它典籍不合，但最基本的东西，“龙身”、

“生雷泽”等末节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贞《三皇本纪》关于伏羲的记述是严肃的。在此基础上，

我们再参考其它古籍，传说中的伏羲大致可以描述成这样情形：伏羲是我们的第一代祖宗，

开创文明的新时代人物。风姓，人首蛇身。生于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境），因德而王，建陈

都（今河南淮阳）。始画八卦，发明渔猎工具，规范嫁娶礼仪，驯养野兽，制作乐器，多有

发明创造，被誉为“人文初祖”或“人文始祖”。 

伏羲、女娲的传说看似神乎其神，互相抵牾，难以圆通，但绝不是凭空编造。伏羲、女

娲的真实被传说掩盖，而传说的背后折射着古史的影子，包含着历史的真相。 

（二）、“华胥履迹生伏羲”发微 

关于伏羲氏的诞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

生宓牺。” 

宓牺即伏羲。伏羲的父亲是雷泽岸畔的大脚印，母亲华胥氏。这是一则感生神话，知母

而不知其父，母亲华胥氏，也作赫胥氏，华、赫同意，义为“赫赫光华”，形容光华而艳丽

的花朵。开花结果，果囊中包裹着籽核，是未来的新生命，就如晨曦初见，包裹着即将新生

的太阳，故伏羲也直言“包羲”。据此，华胥氏即花胥氏，华、花一字，本源于花图腾的鲜

艳花朵，如日之晔。《说文》：“胥，蟹醢也。”陆思贤先生说：“华胥也即‘花醢’，今言‘花

                                                        
①
原文和解释均引自何新《宇宙的起源：长沙楚帛书新解》，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22 页、

第 224 页。其中难以辨认的文字，可推知者以“[  ]”标示，不可推知者以[/]表示，通假字用“（ ）”

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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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华胥义为光华而又甜蜜的花朵，伏羲氏的母族是一枝花。伏羲一作宓牺，宓一音蜜，

概有袭母之意。”
①
宫玉海先生说：“历史上说伏羲氏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少昊金天氏也生

于‘华胥之渚’，就是莲花之洲。中国是莲花的故乡，古代人把莲花看得崇高、圣洁，认为

是生命与智慧之源。”
②
何新行先生虽然认为“华”为日光，但实质性的意思与陆思贤、宫玉

海两位先生相同，即“华胥”为日光之华，可能就是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
③
 

中华民族是爱花的民族。从华胥履迹生伏羲的历史神话考虑，华、花一字，华胥应是远

古民族或花部落的女酋长。花族即是华族。在北京天安门前的两侧有一对华表，是明代遗物，

用汉白玉精雕而成，柱体浮雕盘龙，又名盘龙柱，柱顶上雕蹲龙一躯，也名望天吼，意为对

天咆号，形象地表示了华表就是通天的神柱。关于华表的源流，1983 年出版的《辞源》解

释说：“古代用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柱。“晋崔豹《古今注·问答解义》：“程雅问曰：‘尧

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

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

西京谓之交午木。’”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华表是极其古老并对后代有深远影响

的装饰物，是“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的图腾柱遗物，是贯通天意民情的通天柱，是确定

太阳时或太阳方位的“圭表”，故曰“交午木”。“华”，这是华表得名的根本原因。研究中华

远古文化，可以在华表上得到启发，或者可以说，这是打开中华传统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

中华民族的得名，反映遥远的古代有以花为图腾的华族。花、华一字，花图腾曾是氏族制繁

荣时代部落联盟共同体的徽帜。苏秉琦先生《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是

一把打开华人由来的钥匙：华人即花人。“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爱花的民族，植根于遥远过

去氏族标记的族花，原始部落国家成立后的国花，在花的原野上，有众多的花神，在信仰与

崇拜的高度去认识她们，就是象征了中华民族的起源。”
④
 

明确了远古华族与花图腾的存在，再回头看伏羲诞生的神话，其内在涵义深默契合。

《易·说卦》：“帝出于震。”这位“帝”就是三皇之首的伏羲氏，以后成为天帝人祖的最高

称呼，一直延用到 20 世纪初清皇朝的覆灭。老一辈历史学家对“帝”字已有深刻研究，郭

沫若《释祖妣》引王国维、吴大澂等说，谓帝像“花蒂”之形，为“生殖崇拜之一例”。郭

沫若说：“古人固不知有所谓雄雌蕊，然观花落蒂存，蒂熟而为果，果多硕大无朋，人畜多

赖以为生。果复含子，子之一粒复可化而为亿万无穷之子孙。所谓韡韡鄂不，所谓绵绵瓜瓞，

天下之神奇更无过于此者矣。此必至神者之所寄，故宇宙之真宰即以帝为尊号。人王乃天帝

                                                        
①陆思贤：《神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1 页。 
②宫玉海：《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59 页。 
③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年。第 62 页。 
④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载《中国建设》1987 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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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替代，因而帝号遂通摄天人矣。”
①
 

花，一朵小小的花，被捧上了至尊的位置，这是星星之火的火花，如同花蒂怀胎生出了

果实，子孙绵绵不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是华族繁衍，氏族壮大，这也是“华胥履迹

生伏羲”的寓意，曦光是燎原大火的先兆。 

史载伏羲风姓，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记》说：“太皞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

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三皇之首的伏

羲氏姓风，非常有意思。韩永贤先生说：“母亲叫风华胥（花絮）”
②
，那么，伏羲如同花絮

中的种子一样，是从风里刮来的。花开结籽，花絮随风飘扬，落在泥窝里，即“华胥履大人

迹”。花籽被泥土包裹了起来，进入冬天，大地封冻，泥土保护着花籽越冬，这便是伏羲神

号冠以“伏”或“包”的寓意。《楚帛书》作“雹戏”
③
，雹字从雨从包，是说过了冬至之后，

便是立春，大地解冻，微风细雨，孕育着籽种的发育成长。《易·震》：“彖曰：震遂泥，未

光也。即是说籽种刚在地里发芽，还未露出地面，未能见到光明，这是神号“伏羲”的本义。

花絮落在雷泽岸畔的脚窝内，华胥因而怀妊生伏羲，华胥应是华族先祖的花神名。“华胥履

迹生伏羲”，伏羲是天地间的第一个儿子。华胥是种子，伏羲则是种子的嫩芽。从一粒种子

的变化去观察宇宙世界，伏羲则为宇宙之主。随着伏羲氏的诞生，各种物类也纷纷出笼生长，

华夏文明由此而发生，华夏子孙由此而绵绵不绝，发展壮大，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人类文

明产生了积极而长远的影响。 

（三）、雷泽究竟在何处 

《嘉庆一统志》一八一曹州府下雷泽即雷夏，在今山东菏泽东北。所以研究者多认为伏

羲所生之地应为山东菏泽一带。荷泽也即古雷泽。《水经注·瓠子河》：“瓠海又左迳雷泽北，

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之处也。”但《水经注·渭水》卷十七又

云：“右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当亭山，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城东，

帝太昊庖牺所生之处也。”同一书中，两种说法，这显然是矛盾的。但在众多的古籍中，有

一点是相同的，不论是《水经注》、《帝王世纪》，还是《通纬·河图稽命征》、《史记补·三

皇本记》，亦或是《元和郡县图志》、《史纲评要》诸典籍，皆载“生伏羲于成纪”。成纪即今

以天水地区为主及周边地区，治所在今天天水市秦安县东北。这是不成问题的，也是无异议

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作对雷泽的认识上。 

除一些人认为雷泽在今山东菏泽外，还有人认为在今江苏太湖，也有人认为在今陕西蓝

田。本地的研究者有认为即今西和仇池，有认为即今庄浪朝那湫，也有认为在今甘谷一带。

                                                        
①郭沫若：《释祖妣》，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篇 1》。 
②韩永贤：《周易探源》，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69 页。 
③连劭名：《长沙楚帛书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论》，载《文物》1991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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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地、科学地看待这些说法，虽不完全错误，但皆失之偏颇。我们不能以今天人类居住、

栖息、生活的具体模式去认知古人的居栖生活情况。其实，古人的生活范围是十分广阔的。

由于古代物质文明的不发达，造成了古人“逐水草而生”的实际情况。在伏羲所处的时代，

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时代，而“以花为族徽或图腾形象，明显地反映了采集经济或原始农业

萌芽时期的特征。”
①
古人一段时间可能在甘青高原，一段时间可能在渭河谷地，一段时间可

能在关中盆地。他们不停地迁徙、转移，为的就是求得丰富的自然资源，求得氏族的生存发

展。这种情况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但从”生伏羲于成纪”的史实来分析，雷泽不应在几

千里之外的山东、江苏地域，而应当与成纪地域是统一的。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的《山海经》研究专家宫玉海先生说的精辟入理。他说：“有史可

考的是伏羲氏，距离现在约六千年，史书上说他母亲住在陕西蓝田，他生在甘肃秦安，以畜

牧为主。这一片地带当然是黄土高原了。伏羲氏崇拜太阳，观天察地，制定历法，这是以日

之运转为依据的。在西北高原，东望华山，西至胭脂（燕支）山，这正是日出日落的极地，

也正符合日出东方偏南，日落西方偏北的自然走向。”
②
他又说：“华，指西北地域，大体指

甘陕一带。”但从远古时代看，华夏民族的先祖都与“华”有关系。《纲鉴易知录》云：“伏

羲氏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诸，而生帝。‘华胥’就是扶蕖，是莲花的古称。这个地方现在甘

肃成纪，它的北面至今还有个莲花城。”宫先生所说的莲花城就是今之秦安县莲花乡。我曾

当面问过宫玉海先生，他明确地告诉我就是今天人们称作莲花城的地方。莲花城与大地湾东

西相距十公里左右，处同一河谷。这其中蕴藏的伏羲时代的文化信息是十分丰富而明白的。

显然，雷泽与“华胥之渚”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大地湾所在的清水河流域，以

至葫芦河流域，甚至更广更大的区域范围称为雷泽地区。《古史辩》说：“现在河南省的嵩山

以西有一种戎核居住着，他们叫‘九州之戎’。这个九州并不是遍布全中国的‘九州’，乃是

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大地名。它的区域大抵从陕甘二省交界处起，北由陇山，南抵秦岭；出潼

关，北暨殽函，南及熊耳之东；东到今河南中部的嵩山为止。这个区域地势险要，自古为戎

族和诸夏的杂居地。”
③
杨和森先生说：“居住在陕、甘、青高原的古羌戎，以炎帝、黄帝为

首的部落，东进中原融合东夷等民族，成为汉族的前身——华夏族。”
④
有考古学者说：“说

笼统些，我国西北地区的各种主要文化，都是古代氐、羌及其先民的部落、部族创造的。”
⑤

伏羲氏族部落生活在今陕甘高原的“古西戎地”，其族别属于古羌戎。这是学术界共识的。 

《荀子·疆国篇》说：“秦西有巴戎。”著名的彝族学者杨和森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西

                                                        
①陆思贤：《神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7 页。 
②宫玉海：《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第 59 页。 
③《古史辩》：第 7册（下），第 173 页。  
④杨和森：《图腾层次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页。 
⑤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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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少数民族中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土家族、傈僳族、羌族、普米族以及古代巴人等民族

皆是伏羲的后裔。他说：“可知鄂西、川东一带古代巴国的巴人原为甘南天水地区的西戎（巴

戎）。天水东连陕西，南接古代巴国（今川东）。伏羲氏族的后代有一支‘降处于巴，是生巴

人’，表明他们已从西北迁到今川东、鄂西一带。”
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地了解到，雷泽即“华胥之渚”，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其中

心点便在成纪，也就是今天的天水。许多人为伏羲的生地争来吵去，缺乏大文化的人类学眼

光去分析历史现象，显然是不足为凭的。《红楼梦》中贾宝玉说自己的先人在“华胥之国”，

实际道出了个中的因由。据考证，贾姓郡望在甘肃武威，曹雪芹深切了解这一点，所以才有

贾宝玉言及先人在“华胥之国”之笔。本人认为，“华胥之渚”的范围大到西至“咸池”（今

青海湖）。华胥氏履迹之雷泽，在人口稀少的伏羲时代，则不应是一个很具体的地名，其地

域范围荡荡乎无际，这才符合当时的现实。只有这样认识，才是对古籍中记述雷泽抵牾相悖

与今人南辕北辙的说法的一种最好的解释。当然，其中心区域当在今天水一带，这是毫无疑

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的发掘证明，早在 5000 至 7800 年前，人类就生息繁衍在天水一带，

而伏羲氏族是其中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由此可知，天水作为“羲皇故里”是当之无愧的。中

华文明最早从这里折射出曙光，形成了灿灿光明的华族，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三  伏羲时代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关系 

 

伏羲、女娲既是个体，也代表着一个或多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群体，同时还代表着被其

文化涉及的其他氏族群体，所以伏羲、女娲应是一个历史时代的象征。在伏羲、女娲时代，

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并最终完成转化，原始农业逐渐兴起，和畜牲业并

驾齐驱。同时，伏羲部族逐步东迁进入黄河中下游，与中原部族融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

势力，构成“诸夏”的基础。由于伏羲部族在武力上和文化上的优势，许多部族都沿用伏羲

的名号，并以伏羲后代自居。北宋《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遁甲开山图》说：“女娲氏没，

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

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牺之号。”这个相

沿使用伏羲名号的时代正是伏羲时代（当然包括伏羲、女娲部族本身的发展历程），伏羲、

女娲所代表的氏族系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伏羲作为男性的伟人，作为被崇拜的偶像，

只在在父系氏族社会确立之后方能树立。因此，伏羲时代是和父系氏族社会相对应的，即父

系氏族社会起始年代就是伏羲时代的开端。 

                                                        
①杨和森：《图腾层次论》，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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