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文化
I▲
_▲

j曲

黄帝陵基金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黄帝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特邀顾问：

顾 问：

名誉主任：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王

编

许嘉璐

袁纯清 周干峙

李学勤 张岂之

赵正永 李希

孙天义

祝作利 赵荣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光华 石兴邦

肖云儒 ．张廷皓

赵保华 郭兴文

韩养民 蔡肇发

张文彬 郑欣淼

赵德全 李晓东

强文祥 刘培仓

刘宝才

张锦秋

韩 伟

《黄帝文化志》编纂组

李颖科

宋祖华

韩 星

编：刘宝才 韩养民

纂：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光华 刘 亮 刘宝才 郝 娟

韩 星 韩养民



《黄帝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特邀顾问：

顾 问：

名誉主任：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王

编

许嘉璐

袁纯清 周干峙

李学勤 张岂之

赵正永 李希

孙天义

祝作利 赵荣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光华 石兴邦

肖云儒 ．张廷皓

赵保华 郭兴文

韩养民 蔡肇发

张文彬 郑欣淼

赵德全 李晓东

强文祥 刘培仓

刘宝才

张锦秋

韩 伟

《黄帝文化志》编纂组

李颖科

宋祖华

韩 星

编：刘宝才 韩养民

纂：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光华 刘 亮 刘宝才 郝 娟

韩 星 韩养民



凡 例

一、本志第一编至第四编和第五编第一节，各节之下辑录的文献资料，分为经

史类、子集类、方志类，在每一类资料前分别加“【经史】”、“【子集】”、“【方

志】”作为标识。经史类包括四部分类法中的经部书和史部书的资料，子集类包括

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书和集部书的资料，方志类包括古今地方志的资料。先列经史

类资料，次列子集类资料，后列方志类资料。经史类、子集类资料，按照文献形成

的时代先后排序，方志类资料按照方志编修的年代先后排序。纬书中有关黄帝文化

的资料，依照旧例附于经书类。

二、本志第五编黄帝的陵庙与祭祀，主要辑录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的资料，其

他省、市、区的资料选重要者列出。省、市、区的顺序排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的顺序为准。

三、本志第六编将近现代黄帝文化论著分为论文、图书。论文分论文选和论文

选目。图书只有图书选目，限于篇幅，未选录图书内容。

四、本志第七编黄帝文化诗文，按照文体分为诗歌、散文、楹联。

五、本志第八编黄帝文化图录，分为考古图录、文物图录、祭祀图录。考古图

录，指与文献资料记载的黄帝时代、黄帝活动区域相对应的考古发现的图录，即仰

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的图录。文物图录，指有关黄帝文化的古迹和文

物的图录。祭祀图录，为近现代祭祀黄帝的图录。

六、本志突出当代价值犹为明显的资料，黄帝与中华民族的资料，黄帝时代的

发明创造的资料，黄帝创建社会管理制度、礼仪制度的资料，均设立专门编节收录。

七、本志原则上不录类书中的资料。但收录类书中保存的今已不存的古籍中的

有关资料，收录类书中保存的与今存古籍中所载内容不同的有关资料。

八、本志选录近现代人著述的范围，限于正式出版物。

九、本志辑录的资料均注明出处。古籍注明书名、篇名或卷次。方志注明书名、

卷次、编修年代。近现代专著注明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论文注

明作者、篇名、刊物名、某年某期。论文集中的论文按照专著格式注明出处。资料

出处标注格式以原书为准，不强求统一。原文中的缺字以方框(口)标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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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黄帝陵基金会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纂、审定的《黄帝文化志》即将出版

问世，十分欣慰。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有关黄帝族姓里居、文治武功、发明创造和黄

帝与中华民族、黄帝与中华文化、黄帝陵庙祭祀及历史沿革、传说佚闻等方面较为

完整的文献汇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精当、条理清晰，对我们了解黄帝文

化、认识黄帝文化乃至深入研究黄帝文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可以称之为一部黄帝文化的“百科全书”。这部书的出版，无疑将会对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欢迎。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连绵不断。在

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黄帝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据古史传

说，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奠基者和开拓者，是中华文明杰出的代表和象征。在中

国先秦两汉古籍《春秋左传》、《国语》、《逸周书》、《大戴礼记》和诸子百家

中都有过黄帝事迹的记述，这绝不是偶然的。尤其是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不朽名作

《史记》，对上古传说加以系统化的归纳整理，并以《五帝本纪》为首卷作为中华

文明的开篇以来，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自有文字记述以来，历代典籍都

把传颂黄帝的丰功伟绩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

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然，传说时代还不能说就是信史，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传说也应该视为历史的

一部分去研究。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有过自己美好生动的历史传说，甚至其

中还夹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中国自不例外。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采取正确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来对待这种传说的价值和意义。著名的史学家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先

生都曾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作过深入研究。徐旭生先生认为“在研究中鉴别真实的

历史成分，由可靠的线索中理解史事的真相”，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实

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专著中，把传说时代的各族分别称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这种区划的

提出，对史前史和史前考古文化的研究有很大的启迪。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

学诞生以来，中国考古学者就开始尝试把历史传说同中国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试图

以田野考古发现的遗迹诠释远古历史和黄帝所处的时代文化面貌。新中国建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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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也随之得到迅猛的进步，近一万余处的史前文化

遗址大量地被发现和研究，使人们对上古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文化系统类型及

其谱系，开始有了观确的认识，这样就有可能对黄帝及其时代文化面貌勾画出一个

大致的轮廓，但要作出全面、系统、精确、科学的结论，仍存在很多难题。在这方

面，苏秉琦、夏鼐、安志敏、严文明、张忠培诸先生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般

说来，黄帝时代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时代和氏族社会重大转折时期。农业的发明为人

口的繁衍增长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和财富的增加，阶层

的分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传说黄帝时代“治五气、艺五种，

抚万民，度四方”，社会安定，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

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发

明服牛乘马，舟楫车舆，改进制陶工艺，教民养蚕缫丝，制礼作乐⋯⋯显示了这一

时期已从采集渔猎、漂泊流徙的生活跨人铜石并用的农业经济时期。从考古发现研

究来看，新石器时代正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时代。在华北地区，以河南新郑裴李岗、

河北武安磁山、陕西华县老官台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代表，已开始种植粟和黍；

以湖北宜都城背溪、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址为代表，也开始种植

水稻，它们的年代约相当于距今7000年至5000年。按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研

究，认为黄帝时代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之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参见严文明《炎

黄传说与炎黄文化》)。或者说，黄帝时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不过，仰韶文化

结构相当复杂，地方性特征比较明显，如仰韶文化晚期有属于庙底沟二期等一系列

类型。黄帝陵附近，近年也不断发现有仰韶文化遗迹，其类型和时代尚待进一步研

究。

民族始祖的认同，其根本基础是历史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力

量的旗帜。黄帝文化圈是开放的、不断延伸扩展的。自远古至夏商周以后，这个文

化圈越来越大，这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黄帝文化志》在重点记述黄帝

及其时代文化之外，也十分注意黄帝文化观念的形成和各族对黄帝及对黄帝文化的

认同过程，这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不仅活动在中原区域范围内的华夏

集团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和各方诸侯承认自己是黄帝之后，甚至匈奴、

闽越等蛮夷集团也认为自己是黄帝后裔。此后之北魏拓跋氏，也把自己的族裔融入

黄帝族的一部分，辽契丹族也自称为炎黄之后。从魏晋南北朝贵族墓志铭来看，追

溯其远祖为炎黄之后者不胜枚举。这种文化认同高于族属认同具有深远意义。建于

明嘉靖的北京历代帝王庙，在清顺治年间，很快恢复了历代帝王祭祀大典，不仅认

同和光大炎黄二帝的崇高祖先地位和以华夏族为主的历代王朝帝王体系，而且扩大

了祭祀范围，其文化认同意识，对巩固和完善统一多民族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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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说明，这种团结、和谐、统一的文化观念，是黄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

我们发扬光大；它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我们要特别珍惜。因此，有

关这方面的文物古迹，例如有关黄帝的陵寝、祠庙等古代建筑，不仅已成为黄帝文

化传承的文物历史佐证，而且应当得到完整的保护。文化认同是国家、民族认同的

核心，正是这种认同促进了民族的和谐、团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谱

写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开拓创新着中华民族大气磅礴、威武雄壮的历史华章。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

文化建设新高潮”、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充分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值此《黄帝文化志》的

出版，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继续认真挖掘中华文化的丰富宝藏和精心提

炼祖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和深刻内涵，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诚挚期望有志于研究黄帝文化的考古文物工作者，

继续参与到黄帝文化研究中来，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家一

道全面探讨黄帝时代及其文化，不断提高黄帝及其时代和黄帝文化研究水平，取得

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从而为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继承中华文明，促进文化认同，

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建设优秀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张文彬

(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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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陵基金会编辑的《黄帝文化志》即将问世，这是近年黄帝文化研究的重要

成果，值得称道。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文化是经历无数次的血与火的考验，经过千

锤百炼不断优化，形成了具有创造性、包容性、多元性特征的民族文化。

黄帝文化的首要特征是富有创造性。记载黄帝创造发明的文献很多，如《世

本·作篇》就用了较多的文字，具体形象地描述了黄帝的创造精神，诸如“黄帝

造火食”、“黄帝作旃”、“黄帝作冕”、“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

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比六术而著调历”等。

由于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使当时社会生产力与以往相比有了飞快的发展，迎来

了中华文明之光。

黄帝为五帝之首，他所处的时代大约距今5000年至6000年以前。那时神州万

邦林立，黄帝族是万邦中势力最大的族团。黄帝首倡和谐，首创社会制度文明。正

如《史记·五帝本纪》所云：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

封禅与为多焉。”这个“万国和”的“和”字，是和平，是和谐，反映了一个极为

重要的史实，即黄帝完成了各部族的融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原始的社会和谐。

这也就是黄帝时代统一中原，开启了中国统一的端绪。千百年来，—代又一代政治

家继承了大一统的思想，促进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纵观历史，以胡锦涛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历史经验

的总结。

我们今天研究黄帝文化，重在弘扬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谐精神，激励我们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齐心协力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是为序。

郑欣淼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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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文化志》一书即将付印出版，这部内容丰富博大的书，共有八编，包括

“黄帝与中华民族”、 “黄帝的武功文治”、 “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黄帝与

中国文化”、“黄帝的陵庙与祭祀”、“黄帝文化诗文”、“近现代黄帝文化论著”

和“黄帝文化图录”，覆盖了有关黄帝的各个方面。书的主编是我在西北大学的老

友刘宝才、韩养民两位教授。蒙他们要我写几句话，我想说的就是：《黄帝文化志》

这部书，对黄帝历史传说及其文化的探索，以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是

—项重要贡献。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二十四史称为“正史”，二十

四史的首部是司马迁《史记》，《史记》开卷是《五帝本纪》，而五帝始于黄帝。

黄帝历代尊为“人文初祖”，意味着中国文明的起源。人们常讲中国有五千年的文

明史，即是由黄帝的时期计算而得。因此，我们要追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奠立，

总是要推及黄帝时期的史迹，而考察中国文明的性质特点，也不能离开黄帝的记载

传说。由于这样的缘故，在国家走向振兴的今天，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

的时候，像《黄帝文化志》这样的为研究黄帝及相当黄帝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条件

的著作，当然会受到欢迎。

研究黄帝及其文化，有着学术的与现实的两重意义。就后者而言，黄帝是中华

民族，包括海外华人华裔，称为“炎黄子孙”者共同起源的象征，自古以来大家公

认，在《黄帝文化志》所收文献论作中也有大量论述。自然，这种爱国爱民族的思

想观点是好的，但是也不应该因为持这样的观点，影响对黄帝及其文化的学术认识。

对黄帝历史传说的研究，其结果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发展，而这种研究必须是

实事求是的，坚持学术真理的独立性。对于黄帝以及“五帝时代”研究的一些质疑，

每每即由此而生。

记载中黄帝所处的历史年代，对于人类文明的萌生来说，正是关键的际会。五

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从原始蒙昧的社会状态中挣脱出来，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从

我们看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经验告诉大家，历史上推越久，现在能获取的信

息就越少，而且越是模糊。我常主张，先秦的古史可以分成四个大段落。西周晚期

共和以下，有准确年代可知。春秋时期因有《左传》、《国语》等等，已经可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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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能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时期了。西周厉王以上，直到商朝后期盘庚迁殷之后，

有甲骨文、金文发现，还有若干文献传留，我们了解的较多。夏朝和商朝前期，有

相当详细的王室世系，丽事迹遗存更少，缺乏出土文字材料。至于“五帝时代”，

神话色彩浓重，更不同于夏商，学者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人类学等为主。远古历

史荒昧的现象，如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已指出的，是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国家所

共同的。远古传说固然不能不与神话结合，并且难免后人缘饰，然而不可视为杜撰

捏造，其间实会有宝贵的“素地”、“史影”，在王国维之后，徐炳昶、尹达等多

位先生已有详细论述。事实上，以历史学与考古学、人类学等式逻辑相结合，对远

古历史的探究亦已取得可观的成绩。

问题是，不能把对历史时期，以及有大量文字记载的时期研究的要求，移用到

远古未见古文字记载的时期来。比如商朝后期和西周，虽然有甲骨金文研究的卓出

成果，其系统性究竟不如春秋战国的载籍。商朝前期的王室世系虽有商朝后期甲骨

文证明，仍然不是当时的直接记录。至于夏朝，世系仅见传世文献，更谈不到直接

的证明了。必须说明，对夏朝作出像商朝后期那样的证明，或许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不过这只是说没有那样的证明，不等于说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给以一定的论证证明，

更不可以由此导出夏朝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对于黄帝及“五帝时代”很多学者通过

相当时期考古文化的分析，进行比较和研究，已经获有不少有价值的推论，请看《黄

帝文化志》中一些有关论文。

最近，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先生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上提出一个

很有意义的方法论问题。他引述颐颉圉Ij先生1946年读书笔记中的一段话：“今人恒

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

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

是事实。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张文还列举王国维先生关于禹，

徐中舒、丁山先生关于黄帝，王国维先生关于王亥，胡厚宣先生关于“四方风”，．

以及近年遂公盔的发现等事例，说明： “上吉实物特另≈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

‘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 ‘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

得疑古‘永远有理’，此可称之为‘顾颉刚难题’。”

实际上， “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的要求，不但对古代文献，即使对近现代

文献，也是难于实现的。不过，对于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来说，找出一个证

据证明其某点为真，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证明了一点为真，就使与那一点相关联

的其他的点也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例如胡厚宣先生证明了《尚书·尧典》的“四

方风”见于商代甲骨文，真实有据，便提高了《尧典》具有很古的渊源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尧典》里还可找到其他的点，如对出入日的祭祀，感叹词“俞”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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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见于甲骨文。如果断定已得证明的某点只是孤立的、偶然的，这种几率其实是微

乎其微。王国维从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世系推论《夏本纪》世系也有根据，

钱穆先生也论及这一点，正是依照这种常识的逻辑。

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和一切科学同样，是逐步深入的，对于黄帝时期及其文化，

也是如此。《黄帝文化志》展现了当前大家所能达到的水准，足以作为今后工作的

基础。更希望读者能从这部书中看到黄帝历史传说及其文化所体现的精神，这种精

神贯彻于中国五千年文明传统之中，与盈盈沮水，苍苍桥山，共历永存!

李学勤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



序

我们将这部《黄帝文化志》呈献给全体中华同胞。

轩辕黄帝是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

方”，开启中华文明先河。黄帝时代的开创精神和凝聚精神，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

上得到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开拓前进的永恒不竭的动力。

黄帝陵基金会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整修保护好黄帝陵为宗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和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

政府领导下，黄帝陵基金会自1992年成立至今十七年来，在海内外募集资金，支持了

黄帝陵整修工程，同时举办了多次黄帝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探讨和弘扬黄帝文化。

编纂这部《黄帝文化志》是黄帝陵基金会于2007年初决定的。最初规定的编纂

目的是，给陕西省规划中的黄帝文化建设项目选编资料，、作为设计黄帝文化建设项

目的准备，属于黄帝文化建设项目的基础工作。我们在工作进程中逐渐认识到，编

纂一部完整的关于黄帝文化的志书，不仅是设计黄帝文化建设项目的需要，而且是

研究黄帝文化的整体需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渊和主流，黄帝文化已经越来越

多地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显著的作

用。但是黄帝文化还没有—部比较完整系统的文献，鉴于此，我们便突破最初确定

的编纂目的，将分散在古今各种图书史料中的有关资料整合起来，力求编辑一部完

整的、系统的、具有当代水平的黄帝文化的文献。现在出版的《黄帝文化志》就是

这种尝试的结果。

本志编纂过程中，得到文化学术界和许多地方的热情支持。有全国二十多位著

名学者应邀参加过大纲和初稿评审会。张文彬先生、郑欣淼先生、李学勤先生分别

为本志作序。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灵宝、河北涿鹿、甘肃清水、浙江缙云的朋友

提供了当地黄帝文化的资料。在此，我们谨表诚挚的谢意!

本书作为一部《黄帝文化志》，难免存在缺陷和不足，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各

方面的斧正。

别、天义

(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黄帝陵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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