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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岁月悠悠，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我们的先祖用辛勤的劳动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

文明，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作为华夏早期文明重要一

脉的伏羲文化，则是其中的瑰宝。据史书记载，伏羲是中华民族

文明的创始人，千年而下，他的功绩被炎黄子孙口耳相传，史不

乏载。伏羲画八卦、结网罟、取火种、兴嫁娶、造书契、创乐器，

用文明的灯火；引导人类走出了鸿蒙未启的混沌，从此，人类文

明薪火相传，源远流长。伏羲的开天明道之功，奠定了几千年中

华民族文明昌盛的根基，伏羲也因之在历史上位居三皇之首、百

王之先，成为中华民族敬仰的q人文初祖”。

天水是由大量的古文献资料和现代考古发掘成果确证的伏羲

诞生地，伏羲文化是天水人民的骄傲和荣光。1992年，江泽民总

书记视察天水时，曾亲笔题词“羲皇故里”。近年来，随着“易

学”热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其本源文化——伏羲文化已引起广

泛的关注，海内外华人纷至沓来，天水的伏羲庙、卦台山以及众

多的与伏羲事迹相映证的山川名胜、文物古迹、风俗礼仪，吸引

了广大学人和游客，来“羲皇故里”寻根祭祖、探幽揽胜，瞻拜

伏羲和研究伏羲文化渐成热潮。伏羲在人类追求文明与进步的历

程中，具有奠基和启蒙之功。人们对伏羲的尊崇，实质上是对文

明与进步的礼赞，是对劳动和创造的尊重，这与我们建设富强、



明、进步的祖国的时代精神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改革开放与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加强对伏羲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

究，不仅可以展示伏羲文化亘古不衰的魁力和。羲皇故里”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借助文化的优势推动天水的对外开放，更重要

的是，研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伏羲文化，弘扬以伏羲

为代表的中华先民的创造精神，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

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情怀，都有着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同时，

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是人的创造力的结晶和升华，它

植根于经济基础之上，又对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和智力

支持，在当前天水进一步加快改革与建设步伐的过程中，研究和

弘扬天水独有的伏羲文化，无论对加快开发天水丰富的旅游资源，

把文化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的优势，还是激发全市人民热爱天

水，建设天水的热情，促进天水经济的尽快发展，都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

。

改革开放以来，天水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对伏羲文化的挖

掘和研究，1988年，恢复了公祭伏羲典礼；从1990年开始，历年

隆重举办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伏羲文化节；1992年，国内外学

者名流云集天水，召开了首届伏羲文化研讨会；世界上第一个伏

羲文化研究组织——天水伏羲文化研究会即将成立，赵朴初先生

为之题写了“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中心”的牌匾，这标志着天水已

成为海内外伏羲文化研究的中心；一批伏羲文化研究专著和宣传

资料纷纷问世，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天水市地方志

办公室的刘雁翔同志，悉心研究伏羲文化，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

础上，潜心钻研，探幽发微，著成《伏羲庙志》，论辨了伏羲传说

与事迹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详尽地记述了伏羲庙的沧桑变迁，是

关于伏羲庙的第一部专志，代表着天水伏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是伏羲文化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伏羲文化研究从深度和

广度上的进一步拓展颇有助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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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经济唱戏”的方式予以开发利用，对天水地方经济的发展具

有现实意义；而开发利用，首当其冲的是要做好研究工作和宣传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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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志体排列，史体记述，史志结合，叙论结合。为

文字简练计，间或采用浅显的文言词句。

二、古籍中对伏羲的记述多不一致，而今人的研究结果也无

法统一起来，但写《伏羲庙志》，伏羲名号的含义、诞生地、对文

明的贡献等一些问题，都必须交待清楚，故于本志中特列上编

“关于伏羲氏”。

三、天水市有两处伏羲庙，一在天水市北道区三阳川卦台山，

志中以“卦台山伏羲庙”称；一在天水市城区西关，按不同情况

志中以“天水伏羲庙”、“天水市西关伏羲庙”，“秦州伏羲庙”称。

四、本志中地名古代用古名，现代用今名。如天水，清代以

前以“秦州”称，民国以后以“天水”称。志中的“天水市”、

“天水市辖区”指今天水市，包括秦城、北道区和秦安、清水、张

家Jll、甘谷、武山县；“天水市区”指天水市城区，而“秦州”，按

惯例指秦州州治所在地，不含辖县。

五、为方便读者，志中有诸多注释。对人名的字号、所引资

料的错误、不好理解的字词、记述互见、皇帝年号纪年和民国纪

年相对应的公元纪年等用夹注；对资料的出处及对某些段落必要

的解释、记述依据的资料用脚注；作者对某事发表见解或叙述与

某事相关的资料，于文中或页末加按语。

六、对使用频率高的引文书名等适当用简称。如康熙《秦州

志》简称康熙州志，乾隆《直隶秦州新志》简称乾隆州志，光绪

《秦州直隶州新志》简称光绪州志；而同时采用乾隆州志、光绪州

志资料则笼统简称州隶



七、引用资料以方志和碑文为主；对有疑问的资料，考证使

用；同时采用考察资料和采访资料以弥补方志、碑文的不足．

八、因碑刻破损无法识读的字，旧方志中因印刷质量而无法

辨认的字，一律用“口”代替，表示缺如。

九、对有错误的史料在引用和收录时不作校正，以保持原貌；

只是在记述的相关部分加注校正．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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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限推断⋯⋯⋯⋯⋯⋯⋯⋯⋯⋯⋯⋯⋯⋯⋯⋯⋯⋯⋯⋯⋯(16)

3．下限推断⋯⋯⋯⋯⋯⋯⋯⋯⋯⋯⋯⋯⋯⋯⋯⋯⋯⋯⋯⋯⋯(16)

四．人首蛇身和图腾崇拜⋯⋯⋯⋯⋯⋯⋯⋯⋯⋯⋯⋯⋯⋯⋯⋯(17)

1．伏羲人首蛇身释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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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形象推原⋯⋯⋯⋯⋯⋯⋯⋯⋯⋯⋯⋯⋯⋯⋯⋯⋯⋯⋯⋯(19)

4～龙的传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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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卦台山伏羲庙⋯⋯⋯⋯⋯⋯⋯⋯⋯⋯⋯⋯⋯⋯⋯⋯⋯。(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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