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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许顺湛

赵国鼎先生对新郑市的山山水水比较熟悉，尤其是对黄帝故

里文化的调查研究，更是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当他在职时，为了弘

扬黄帝文化，开拓旅游资源，振兴新郑经济。提高新郑的知名度，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退休后不甘寂寞，继续发挥余热，呕心沥血，四

处奔跑，筹集资金，开山辟路，营建始祖山景观，成绩显著，的确难

能可贵。同时，查阅文献，广泛收集散存在民间的神话和传说故

事，并将历年来各级领导的题词和海内外炎黄子孙朝祖纪实，汇集

成册，命名为<始祖山八千年文化史志>，在即将出版之际，国鼎先

生前来索序，我实在不能胜任，但对老朋友盛情难却，故作此序。

国鼎先生的大著，内容丰富，见解新奇，鲜为人知。我对新郑

市调查研究不够，对大著内容知之甚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有

几点基本看法，在这里应该说出来。第一，新郑是黄帝故里。文献

记载甚多。1993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

会和新郑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国际学术

讨论会”。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学者们一致认为“黄帝故里在新郑”，

并出版了论文集。第二，黄帝都有熊，居轩辕之丘，“有熊”的地望

在新郑，历代史地学家没有争议。新郑“有熊”独此一家，别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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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直到商末周初，新郑还存在一个有熊诸侯国。第三，与黄帝有

关的具茨山、大隗山、风后顶等，史书早有记载，这是任何人都得承

认的事实。现在政府把具茨山的主峰命名为始祖山，这样就更名

正言顺，有利于炎黄子孙朝圣谒祖。第四，关于“8000年文化”的

提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裴李岗文化的确是首先在新郑裴

李岗发现而得名，它确实是距今8000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在它

之后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与史书上的少典、黄帝、祝融可以相

对应理解。第五，在黄帝故里以始祖山为龙头来营建旅游景点是

有见地的。营建始祖山，宣传始祖山，对开展寻根旅游至关重要。

山上的始祖庙和中天轩辕阁，山腰的大宗祠都在营建中，我相信在

不太久的将来，黄帝故里的始祖山，定会成为亿万炎黄子孙朝祖的

圣地。

<始祖山八千年文化史志>已由作者和编辑审定出版，如有可

能再版时，我建议，应再补充一些考古发掘资料，使其内容更加丰

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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