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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编专题文化

第一章 炎帝根祖文化

第一节羊头创业

羊头山，亦称首阳山，是古泽州和潞州两郡的分界线，山的东北面是长治县，

西北面是长子县，正南面是高平市。谓之“岭限二郡，麓跨三邑”o在高平境内东

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面积约3平方公里，海拔1297．2米。清顺治十五

年(1658)《高平县志》载：“羊头山在县北四十里，上有石状如羊头。”自古以

来，羊头山一带气候温润，林草丰茂，适宜人类居住。羊头山下的李家庄旧石器时

代晚期遗址，说明至迟于旧石器晚期，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大约距今7000—5000年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位列三皇之一的炎帝跋山涉

水，历尽千辛万苦，在“天下之脊”、“与天为党”的高平羊头山一带创业建国。得

嘉谷，教稼穑，制末耜，开创了农耕文化，把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时代带进了一个文

明世界，是农业之祖；尝百草，辨药性，救死扶伤，疗疾治病，最后因尝毒物而殉

身，殁后葬于庄里村，是医药之祖；“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开启了中国最早的集市贸易；发明了以太阳影子计时之法，创

天下历法之第一。炎帝在羊头山栽培延续下来的稆黍，籽粒硕大，品质优良，古时

规定以羊头山所产的黍尺定黄钟。黄钟所定音律的尺度，成为历代尤其是明代以后

的标准尺度，先民们由黍尺的标准尺度，制定了丈量田地的标准，比亩大的尺度为

井，故井内进行市场交易又称“市井”。耕而作陶，建立聚落，作蜡祭，制琴乐，

重八卦，发明文字，织布帛，制衣裳，奠定了以农立国的基础。

传说炎帝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这段时期正是仰韶文化时期的发展阶段。新石

器晚期，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解体，父系氏族社会逐渐确立，炎帝神农氏成为华夏各

氏族部落的首领。炎帝时期大约经历了始祖炎帝建国称帝到轩辕氏黄帝兴，榆罔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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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共计5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上自伏羲氏下至黄帝这一人类发展的辉煌时期，

与新石器的人类社会相始终。在此时代，我国的黄河、长江两河流域都不同程度地

进入了原始的农耕时代，逐渐由渔猎转为农业生产。

炎帝身号，神农世号。炎帝族从龙凤集团中衍生而来，故龙是华夏民族最崇拜

的图腾。炎帝在河南的伊洛地区和山西的泽潞地区创建伊耆国，成为破天荒的创举。

始祖炎帝创业羊头，建国伊耆，中毒炎岭，殁葬庄里，为华夏子孙留下了厚重

的文化遗产，为人类社会文明开启了第一篇章。

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祖文化。数千年来，炎帝根祖文化在羊头山麓、丹河

两岸，薪火相传，源远流长。

第二节典籍记载

《国语》(春秋·左丘明)载：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柱，能殖百谷百蔬。

昔少典娶有蠕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

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管子·形势篇》(春秋)载：

神农教耕五谷，以致民利。

《管子·轻重戊》(春秋)载：

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周易》(战国)载：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

没，黄帝、尧、舜氏作o

《山海经·北次三经》(战国)载：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日：精卫。

其鸣自饺，是炎帝之少女，名日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

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竹书纪年》(魏．公元前299年)载：

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

《竹书纪年纂要》载：

炎帝“其初国伊，继国耆，合称又日伊耆氏”。

<世本·帝系编>(西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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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氏。宋衷注：“炎帝即神农，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

《说文》(东汉·许慎)载：

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从女羊声。

《搜神记》(东汉·干宝)载：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

下号神农也。

《汉书·志·律历》(东汉·班固)载：

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累。

《汉·律历志》载：

以上党羊头山黍度为尺，以定黄钟。

《上党记》(晋·程玑)载：

神农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所，一清二白，味甘美，呼为神农井o

《风土记》(北魏386—534)载：

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山有古城遗址，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

《隋·律历志》载：

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

省志云：“有黍二畔，其南阳地黍白，其北阴地黍红，因之以定黄钟。阳地黍

白乃高平界也。”

《书断》(唐·张怀璀)载：

上党羊头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书，用分时令。

《黑暗传》(唐)载：

圣人诞生自天工，首出称帝草昧中，制作文明开千古，补天溶日亘苍穹。神农

尝百草，瘟疫得太平。又往七十二名山，来把五谷来寻找。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

找，仔细看，找到粟籽有一颗，寄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八种才能成粟谷，后人

才有小米饭。

《墨薮》载：

炎帝神农氏，因上党羊头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书，用知行时令。

《穗书》载：

神农因上党生嘉禾八穗之祥故作此书。

《元丰九域志》(北宋·王存等)载：

潞州

长子城，丹朱所筑。黎侯亭，在黎侯岭上。黎侯城，《书》：西伯勘黎，是也。

古虎亭，《汉书·志》云：铜捉有上虎亭，下虎聚。长平关，即秦白起坑降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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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关。羊肠阪，见《汉书·志》。抱书山，出道书《福地记》。三峻山，有庙。浊漳

水，出长子西，见《水经》。潞水，冀州之侵，见《水经》。古余吾城，汉县也。神

农庙，有神农井，神农得嘉谷之所，见《地形志》。唐明皇旧宅。潞子庙，春秋时

潞子婴儿也。豫让庙。关龙逢庙。冯亭墓，有庙，即韩上党太守冯亭也，见《史

记》。冯奉世庙。

《太平寰宇记》(北宋)载：

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山东南相传为炎帝陵，石甓尚存。

百谷山与太行，王屋皆连，风洞泉谷，崖壑幽邃，最称嘉境，昔神农尝百谷于

此，因名山建庙，仲春上甲日致祭。

《姓考》(宋)载：

潞一地，黄帝封炎帝之裔参卢(榆罔)于潞，后因以地为氏。

《姓纂》(宋)载：

路一地，炎帝之后，黄帝封其子于潞，春秋时潞子婴儿，子孙以路为氏。

《拾遗记》载：

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适之，以播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皇王大记》(南宋·胡宏)载：

有献羊头山嘉禾八穗者，乃作《穗书》，以颁《时令》。

《路史》(南宋·罗泌)载：

炎帝神农氏，姓伊耆，名轨，一日石年，是为后帝皇君，炎精之君也。⋯⋯其

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

炎帝参卢，是日榆罔。⋯⋯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有熊，爰代炎辉，是为

黄帝。乃封参卢于潞。而崇炎帝之礼于陈。

帝榆罔立，诸侯携贰，胥代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小颢以临四方，司百

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

号炎帝。

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轩辕氏兴，受炎帝参卢禅，封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

奉神农之祀。⋯⋯今潞城东北四十里有古潞国，即其国也。其国至神农冢一百六十

里。

《柜黍说》(明·朱载墒)载：

依钞制成营造尺矣。⋯⋯(注：全文略，详见《文丛篇》)

<羊头山新记>(明·朱载墒)载：

羊头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泽潞二郡交⋯⋯(注：全文略，详见《文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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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口卷五文化

《三才图会·人物卷》(明)载：

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四十年，后代袭神农氏号三百八十年，季世之后，至榆罔

失政，诸侯相伐，⋯⋯其臣蚩尤作乱，帝逐居於涿鹿。有熊国君日公孙轩辕，实懋

圣德，诸侯归之。帝立五十五年，诸侯尊轩辕氏为天子，降封帝于潞(山西)，神

农氏遂绝。

《山西通志》(明)载：

炎帝神庙，高平市有二，一在“县北三十五里故关村羊头山，元初徙建山下故

侧”。

《竹书纪年义征》(清·雷学淇)载：

耆，姜姓国名。炎帝之先伊涉耆，故日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耆，即文王

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宗邑者也。国之所在，未详。

《潞安府志》载：

世传神农尝谷于此。百谷山北齐武平四年(573)创建，以祭祀神农。

《泽州府志》载：

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北四十里换马镇。帝尝五谷于此，后人思之，乃作陵，

陵后有庙，春秋供祀。

神农城：城北四十里羊头山田氏嘉谷，按《寰宇记》日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

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后魏风土记》云，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上有

古城遗址。

神农井：古城下六十步有二泉，左泉白，右泉清，泉侧有井，所谓神农井是也。

五谷畦：神农泉下地名井子坪，有田可耕，相传神农得嘉谷於此，始教播种，

谓之五谷畦焉。羊头山稻黍出此，明郑藩朱载埔上柜黍枉辨云：臣谨按柜黍律家，

特重羊头山者，神农播百谷以是为名区。

《泽州府志·物产》载：

谷之属：粟、黍，高平有红白青黑数种，黑柜黍可准钟律o

《潞安府志·谷属》载：

黍，柜黍出羊头山定黄钟之律，以生度量权衡今则无异凡黍矣。

《四州文献》(清·毕振姬)载：

神农之兴，五谷滋阜，羊头黍为律，上党禾为书。

《高平县志》清乾隆三十九年载：

神农因上党嘉禾八穗乃作穗书。

神农之兴百谷滋阜，羊头黍为律，上党禾为书，是以丹梁似盖，香露成池，因

有豢龙之圃，时丹雀唧九穗禾，其坠地者，帝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赤松

口GAOPINGSHIZHI I 1 505 1



I盛衄卜——————————————————————川
子其著也，稻梁麦菽粒我蒸民，遂为先代饮食之人。

仓颉作字，四目灵光，或以为黄帝之臣，路史以为史皇神农之后，今羊头山神

农始种五谷处西建仓颉庙，乃知仓颉君天下者，非臣也。

北周以羊头山黍，依汉律历志，累黍造尺，以定黄钟。

河南程氏日，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羊头山柏应则将数等验之，看如何大

小者方应其数，然后为正。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黍，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者

特未定也。

古人制尺以调律，累黍以定尺，隋代变易，讫无定准。《汉志》云：“律本于黄

钟之长，以羊头山和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盖一黍约一分，

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来有所传授，故历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

《泽州府志》载：

蔡氏《律吕转书》日：黄钟之龠，以子谷耜黍中者千有二百实为一龠，十龠为

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

于黄钟。

清同治六年《高平县志》载：

炎帝陵在换马村。

神农庙四，一羊头山为高庙，昔神农尝五谷处；一换马岭，为上庙；一下太村，

为中庙；一东关，为下庙，为最古。

郎公山，俗传郎公为仓颉云。

羊头山，《寰宇记》日，神农尝五谷地，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后魏《风

土记》亦云，神农井去古城六十步，泉二，左白右清；五谷畦在井字坪、神农泉

南，故志谓神农得嘉谷于此，始教播种，谓之五谷畦焉。旧志日，羊头山有黍二畔，

其南阴地黍白，其北阳地黍红，因之以定黄钟。其南阴地高平也。明郑藩朱载埔

《羊头山记》云，在冀州域者三，一在汾州西北十五里(见一统志)；一在古谷远

县，沁水所出(见汉书及水经注)，今沁源县绵山是也；一即高平。神农尝五谷之

所亦有三，一在潞安府东北十三里百谷山，一在隰州东西十五里合桑村，有古谷城、

谷台是也，其一则高平羊头山。

《山海经》日：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精卫，云，炎帝少女游海溺死，

化为鸟，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海，每夕常闻风雨声，明月不辍。

炎帝陵在换马镇东南，东西广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有石栏、石柱存焉，盖金

元物也。朱载墒日，按路史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轩辕氏兴，受炎帝参卢禅，封参

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

日中为市，神农所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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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载：

神农，上古帝。姜姓，始教民为耒耜，兴农业，故称神农氏。以火德王，亦以

火纪官，故又称炎帝。起于烈山，亦日烈山氏，亦日连山氏，亦日伊耆氏。尝百药

而知寒温之性，君臣佐使为义。后世传为《神农本草》，又作方书，以疗民疾。后

演八卦而为六十四卦，名日归藏。都陈，后迁曲阜。立市厘以通货财。始作五弦之

琴，以合神人之和。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崩。

《中国神话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载：

神农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五引

上，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

谷城：“《九域志》，谷城，神农尝五谷于此，

《后魏风土记》，神农城在羊头山

名谷城。”

第三节境内遗存

一、炎帝生产生活遗址

神农城在羊头山西峰，亦称羊头城、谷城。相传炎帝在此筑城居住，为神农

氏族聚居之地。

神农泉神农井在神农城下60步有二泉，左泉白，右泉清，二泉相距10余

米，泉水长流不断。二泉谓之神农泉。泉侧有井，谓之神农井。相传这是炎帝神农

氏族的生产生活用水。

五谷畦在神农井下有井子坪，有田可耕，谓之五谷畦。相传炎帝得嘉谷于此，

亦说炎帝播五谷于此。

祭天台在羊头峰巅和秦高岭之间的山凹处，有一名为“天台”的建筑遗址，

相传为炎帝及其族人祭天的场所。2002年，神农镇对“天台”遗址进行了修复，命

其名日“祭天台”。

炎帝岭位于野川镇。该山岭海拔1025米，孤峰突兀，沟壑纵横，长有许多中

草药。相传炎帝生产之余，经常在此采药，为族人治病，并因尝“百足虫”中毒，

在此献身。

艺谷圃在庄里村东南有一块平地，传说是炎帝树艺五谷的园圃。炎帝曾在此

辛勤耕耘。

二、炎帝陵寝遗址

高平炎帝陵，俗称“皇坟”。在今庄里村南的台地上。相传这块台地原是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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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艺五谷的园圃。《寰宇记》云：“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山

东南相传为炎帝陵，石瓮尚存”。这里的山即指高平羊头山。明人朱载墒在《羊头

山新记中》记载：“山之东南八里日故关村，村之东二里日换马镇，镇东南一里许

(即今庄里村)有古冢，垣址东西广六十步，南北百步，松柘茂密，相传为炎帝陵，

有石栏、石柱存焉”。据《路史》记载：“黄帝封炎帝后参卢于路，守其先茔，以奉

神农之祀。”这里的先茔，即指高平炎帝陵。

炎帝陵旁有庙，名日五谷庙，俗称陵庙。该庙创建年代不详。现存正殿5间，

东西厢房10余间。在东厢房的后墙上，有“炎帝陵”石碑一通。碑高95厘米，宽

66厘米，座高30厘米，宽90厘米，通高125厘米。碑的正中刻有“炎帝陵”三个

楷书大字，左侧刻有“万历三十九年(1611)孟夏吉旦”，碑的右下方刻有“生员

申道统立”的字样。迄今近400年。据明嘉靖年间《续修炎帝后妃像增制媛宫》碑

记载：“炎帝神农氏陵庙，历代相传，载在祀典，其形势嵯峨，林木深阻久矣，吾

邑封内之胜迹。”高平炎帝陵历来是炎黄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三、祭祀炎帝的祠庙

在炎帝故里高平，历来有祭祀炎帝始祖，传承炎帝文明的文化传统。据调查考

证，目前全市有祭祀炎帝的祠庙40余处，其中，建筑规模较大，保存比较完整，祭

祀拜谒活动常年不断的有：

羊头山神农庙原名六名寺，亦名中清化寺，莲花池。2002年，神农镇对六名

寺进行了全面维修，并将六名寺更名为神农庙。同时，在庙下新建了宽阔的羊头山

炎帝文化广场。庙与广场成为各界人士和游人祭祀和拜谒炎帝始祖、传承炎帝根祖

文化的重要场所。

炎帝中庙亦称古中庙。是全国保存最古老的一座祭祀始祖炎帝的殿宇。

炎帝行宫亦名黄花观。是炎黄子孙瞻仰和祭祀炎帝的必到之地。

五谷庙 与炎帝陵融为一体，是炎黄子孙谒陵扫墓的神圣之地。

境内遗存的祭祀炎帝庙宇的具体名称、时代、地址，详见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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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1—1

高平祭祀炎帝的庙宇分布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地址 说明

1 五谷庙 明 神农镇庄里村 炎帝陵、庙

2 古中庙 兀 神农镇中庙村

3 炎帝行宫 清 神农镇故关村

4 炎帝庙 清 南城办桥北村

5 炎帝庙 清 河西镇焦河村

6 炎帝庙 兀 三甲镇邢村

7 炎帝庙 清 三甲镇三甲北村

8 炎帝庙 清 三甲镇赤祥村

9 炎帝庙 明清 三甲镇徘北村

10 炎帝庙 清 永禄乡永禄村

1 l 炎帝庙 明清 寺庄镇箭头村

12 炎帝庙 明 寺庄镇掘山村

13 炎帝庙 明 野川镇常家沟村

14 炎帝庙 清 野川镇杜寨村

15 炎帝庙 清 寺庄镇高良村

16 炎帝庙 清 寺庄镇贾村

17 五谷庙 清 东城街南赵庄村

18 神农炎帝庙 明 河西镇双井村

19 神农庙 羊头山 不存

20 高庙 羊头山 不存

2l 炎帝庙(下庙) 旧县城东关 不存

22 炎帝庙 炎帝岭 不存

23 炎帝庙 神头岭 不存

24 炎帝庙 陈区镇陈区村 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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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地址 说明

25 炎帝庙 寺庄镇釜山村 不存

26 邀神庙 永禄乡永禄村 不存

27 炎帝庙 永禄乡扶市村 不存

28 机神、三官庙 清 寺庄镇伯方村 待考

29 炎显庙 清 米山镇南朱庄村 待考

30 药王庙 野川镇蒲沟村 待考

3l 神农氏之牌位 明 石末乡晁山村 供奉于双圣神宫

32 玉女祠 韩王山 不存。据传玉女为神农炎帝之女。

33 三皇庙 马村镇马村 不存

34 炎帝庙 清 陈区镇浩庄村

35 炎帝庙 清 神农镇中村

36 炎帝庙 东城办南李村 不存

37 炎帝庙 东城办店上村 不存

38 炎帝庙 清 河西镇乔里村

39 炎帝庙 东城办凤和村 不存

40 三皇圣窟 明 郎公山

41 羊头山神农庙 2002 羊头山

四、记载炎帝的碑碣

羊头山清口寺口口碑 现藏于羊头山神农庙内。北齐天保二年(551)立石。

2003年5月16日，在羊头山神农城下五谷畦旁的护林队里发现。碑虽残为三块，

但“齐天保二年岁次”，“神农圣灵所托，远瞩太行”，“山号羊头”等文字清晰完

整。是目前国内记载神农炎帝遗迹最早的石刻文字。

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原立于羊头山清化寺(俗称上清化寺)内。唐天

授二年(691)镌。寺庙年久倒塌，碑被埋人地下数百年。2001年8月28日清理清

化寺遗址时发掘出土。现存羊头山神农庙内。碑文有“此山炎帝之所居也”，“于是

创制耒耜，始兴稼穑；调药石之温毒，除瘵延龄；取黍稷之甘馨，充虚济众”等

1600余字。记叙了炎帝在羊头山尝五谷，种砸黍，始教民稼穑的伟业及清化寺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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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更迭。

乃赓后歌碑元延裙元年(1314)立石。此碑原在羊头山神农旧庙内(今祭天

台处)o现藏在长治县文博馆。碑刻正文为：“神农遗迹在羊山，祠宇重修构此间。

经始灵台花灿烂，仍妆塑像锦斓煸。东南高压仙人洞，西北相连圣水湾。缘事况今

功力了，一章诗律记乡关。”对炎帝颂以诗文。

据市文博馆资料和《高平金石志》记载，目前全市境内遗存的记载炎帝史迹和

修建祭祀炎帝庙宇的碑碣有70余处。碑碣的具体名称、立石年代、立存地点，详见

分布表。

表5—10—1—2

高平记载炎帝的碑碣分布表

序号 碑碣名称 立石年代 立存地点

羊头山清口寺口口碑(残 原立羊头山清化寺，现存
l 北齐天保二年(551)

为三块) 羊头山神农庙

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 原立羊头山清化寺，现存
2 唐天授二年(691)

碑 羊头山神农庙

3 神头岭炎帝庙金代残碑 金大定二十四年(1 184) 神头岭炎帝庙

原在羊头山祭天台处，现
4 乃庚后歌碑 元延裙元年(1314)

存长治县文博馆

5 金峰灵岩院记 元(后)至元六年(1340) 金峰寺院内

创建神农太子祠并子孙殿
6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 中庙村炎帝中庙无梁殿内

记

7 邢村炎帝庙碑记 明宣德二年(1426) 邢村炎帝庙

8 重修神农炎帝行宫碑记 明成化十一年(1475) 故关村炎帝行宫

原立羊头山清化寺，现存
9 羊头山清化寺塔院记 明正德三年(1508)

羊头山神农庙

10 迁修炎帝神农庙碑记 明嘉靖四年(1525) 焦河村炎帝庙

ll 炎帝庙增修碑记 明嘉靖五年(1526) 庄里村炎帝陵庙

12 神农炎帝庙碑记 明万历十二年(1584) 中庙村炎帝中庙

13 补修炎帝庙碑记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北庄村炎帝庙

14 重修炎帝庙碑记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 北庄村炎帝庙

15 霞修炎帝神农庙碑记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焦河村炎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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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袁

序号 碑碣名称 立石年代 立存地点

16 “炎帝陵”碑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庄里村炎帝陵庙

17 炎帝庙重修东廊记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徘徊北村炎帝庙

18 中村炎帝庙金妆碑记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中村村

19 重修炎帝中庙三间碑记 明天启二年(1622) 中庙村炎帝中庙

20 创修演奇楼碑记 明崇祯十六年(1643) 故关村炎帝行宫

21 重修炎帝行宫碑记 明崇祯十六年(1643) 故关村炎帝行宫

原立高良村炎帝庙内，现
22 高良村炎帝诸庙补修碑记 明代立石

存该村一民房山墙内

23 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 清康熙元年(1662) 中庙村炎帝中庙

24 中村重修舞楼碑记 清康熙元年(1662) 中村炎帝庙

25 重修高襟祠并太尉殿碑记 清康熙五年(1666) 中庙村炎帝中庙

26 重修炎帝庙并各祠殿碑 清康熙九年(1670) 中庙村炎帝中庙

27 重修神农庙碑记 清康熙十年(1671) 常家沟村炎帝庙

28 创炼大石坡碑记 清康熙十年(1671) 故关村炎帝行宫

29 重修东山商先王殿记 清康熙十五年(1676) 王家山村翠屏山

30 增修炎帝庙记 清康熙二十年(1681) 赤祥村炎帝庙

原在韩王山南直寺(碑今
3l 韩王山玉女池记 清康熙二十年以前立

不存)

32 住持朱守行诚一C。,d,rJ I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赤祥村炎帝庙

原在城东关帝庙(碑今不
33 重修东关炎帝庙碑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存)

34 新修东祠引言 清雍正九年(1731) 杜寨村炎帝庙

35 常家沟村重修炎帝庙碑记 清乾隆十三年(1748) 常家沟村炎帝庙

36 增修炎帝庙舞楼记 清乾隆十八年(1753) 徘徊北村炎帝庙

泽州与高平交界处的紫台
37 紫台山种松记 清乾隆四十年(1775)

山上

38 炎帝庙增修各殿宇碑记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中村炎帝庙

39 羊头山自龙潭碑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在羊头山神农城下

40 重修关帝庙碑记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中庙村炎帝中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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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碑碣名称 立石年代 立存地点

41 创修龙王庙金龙池碑记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 岭东村龙王庙内

42 重修炎帝庙记 清嘉庆五年(1800) 徘徊北村炎帝庙

43 增修炎帝庙前院碑记 清嘉庆七年(1802) 常家沟村炎帝庙

44 炎帝行宫祀事碑记 清嘉庆十八年(1813) 故关村炎帝行宫

45 挑挖水渠碑记 清道光三年(1823) 庄里村炎帝陵庙

46 重修炎帝庙碑记 清道光七年(1827) 桥北村炎帝庙

47 常家沟村炎帝庙补修记 清道光七年(1827) 常家沟村炎帝庙

48 重修炎帝庙记 清道光九年(1829) 焦河村炎帝庙

49 炎帝中庙增修碑记 清道光十年(1830) 中庙村炎帝中庙

50 杜寨村炎帝庙补修碑记 清道光十一年(1831) 杜寨村炎帝庙

5l 炎帝庙改修大殿碑记 清道光十六年(1836) 桥北村炎帝庙

52 贾村补修庙碑记 清道光二十年(1840) 贾村炎帝庙

53 补修神殿暨陪房碑记 清道光年立石 故关村炎帝行宫

54 补修炎帝庙 清道光年立石 庄里村炎帝陵庙

55 募化外域怖施功德碑 清道光年立石 中庙村炎帝中庙

56 募缘四村一社补修碑记 清光绪三年(1877) 后沟村西北炎帝庙

57 乔里村重修炎帝庙碑记 清光绪九年(1883) 乔里村炎帝庙

58 改修炎帝行官碑记 清光绪十年(1884) 故关村炎帝行宫

补修炎帝庙古佛庙观音堂
59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常家沟村炎帝庙

山神土地庙碑记

60 羊头山黑龙池碑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羊头山神农城下

61 重修演奇楼碑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故关村炎帝行官

62 箭头村炎帝庙增修碑记 清宣统元年(1909) 箭头村炎帝庙

重修炎帝庙暨村中诸神殿
63 清宣统三年(1911) 中庙村炎帝中庙

碑记

64 重修炎帝庙碑记 清代立石 杜寨村炎帝庙

65 “国瑞谨识”残碑 待考 庄里村陵庙内

66 “帝像”残碑 待考 庄里村陵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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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碑碣名称 立石年代 立存地点

67 重修炎帝庙暨诸庙碑记 1914年 贾村炎帝庙

中村炎帝大社整理观音坡
68 1919年 中村炎帝庙

地界及立权碑记

69 重修六名寺碑记 1923年 羊头山神农庙

70 高平市公祭炎帝文碑 2002钽 羊头山神农庙

7l 高平市公祭炎帝文碑 2004年 羊头山神农庙

唐故毕府君夫人赵氏墓志 原在魏庄村毕氏墓地，现
72 唐天祜七年(910)

铭并序 藏羊头山神农庙

73 唐故浩府君墓志铭并序 后晋天福二年(937) 现存羊头山神农庙

74 郭用墓铭记 宋元符二年(1099) 现存市文博馆

五、与炎帝相关的地名

在高平境内，诸多冠名与炎帝及其族人相关，仅地名就有20余处。这是炎帝根

祖文化在本市的又一重要遗存。其中：

1．与炎帝生产生活相关的地名有：

羊头山以及神农城、神农泉、神农井、五谷畦、祭天台、炎帝岭、艺谷圃等。

2．与炎帝中毒献身传说有关的地名有：

炎帝岭相传炎帝在此尝百足虫中毒。

换马村炎帝中毒后被族人护送至此，己不能骑马，换为用人抬着走。

北营(不应)村到此炎帝已昏迷，叫也叫不应了。

卧龙湾到此湾炎帝已去世，遗体在此停放。

庄里(装殓)村炎帝献身后在此装殓安葬。

跑马岭传说炎帝死后，所骑之马，在该岭不吃不喝，悲鸣狂奔。

3．与炎帝相关的其它地名有：

神头岭亦称西羊头山。

皇脑山炎帝活动地之一。

长畛村传说炎帝岳父住该村。

浩庄村传说炎帝舅父住该村。

发鸠山 炎帝少女精卫填海故事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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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韩王山 山上有玉女泉、玉女祠，相传玉女为炎帝之女。

郎公山 山东南有一个千佛洞，名日：“三皇之窝”，供奉着伏羲、女娲、神

第四节 考察研究

高平是炎帝故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先祖之光，后世长仰，伟人之德，

后世难忘。历代文人墨客、名士硕儒对炎帝文化不懈考究。先秦古籍《山海经》记

载了精卫填海的故事，魏《竹书纪年》对炎帝伊耆建国作了记载，晋程玑《上党

记》、北魏《风土记》、北宋《太平寰宇记》等对炎帝羊头创业均有记载。唐代著名

诗人岑参在《精卫》中写道：负剑出北门，乘桴适东溟。一鸟海上飞，云是帝女

灵。玉颜溺水死，精卫空为名。怨积徒有志，力微竞不成。西山木石尽，巨壑何时

平。唐代文学家韩愈在《精卫唧石填海》中写道：鸟有偿冤者，终年抱寸诚。口唧

山石细，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难竞，区区命己轻。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岂计

休无日，惟应尽此生。何惭刺客传，不著报仇名。明朱载墒经考察考证，先后撰写

了《羊头山新记》、《和黍说》。明《山西通志》及历代《潞安府志》、《泽州府志》、

《高平县志》、《晋城市志》等均记载了炎帝根祖文化。清湖广布政使毕振姬在《四

州文献》中说，神农之兴，百谷滋阜，羊头黍为律，上党禾为书。清著名文学家顾

炎武，诗人张承纶及程颢等曾先后对炎帝陵、羊头山、精卫吟诗称颂。

20世纪50一60年代，高平县在文物调查中发现了店上、东庙村新石器文化遗

址。1985年至1986年，高平县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羊头山旧石器晚期细石器文化

遗址以及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遗存。1987年高平县文博馆常四龙在《高平文化源流

初探》中，探源高平是中华民族原始农业的早期域之一。199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王益人和县文博馆常四龙，通过多次对羊头山考察，在《文物季刊》上发表了《山

西高平县羊头山细石器》，再次对羊头山炎帝根祖文化作了论述。1995年1月21

日，记者程原生、陈戊在山西电视台《山西新闻》中，以《上古炎帝陵碑重见天

日》为题，报道了团池乡庄里村发现炎帝陵碑。1995年2月21日，中央电视台在

《新闻联播》节目中，再次播出上述报道。之后，各地专家、学者、海内外旅游观

光人士不断到高平考察研究。姚剑、张喜来在《山西日报》发表了《山西高平炎帝

陵考察》，王守信、冯胜、连德先发表了《关于炎帝与炎帝陵庙的初步考查》，张启

才先后发表了《高平有个炎帝陵》、《炎帝文化在上党》，马志红、戴志林发表了

《山西庄里炎帝陵》，木兵、王矛盾发表了《炎帝在上党》，张志仁发表了《山西高

平羊头山发现炎帝遗迹群》⋯⋯1995年9月21日至28日，全国记者团共26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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