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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各汾史称平阳，属古冀州 。 这里是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

之邦;这里是中国之根，中华民族之源 o 部落联盟方国兴起时，

古冀州位居中心，尧舜禹划九州而治天下，古冀州因处九州之中

而称"中国 "0 {史记》载:尧禅让于舜，舜"而后之中国践天

子住" 。 故而"中国"称谓源出古冀州 d 始自尧舜，建都平阳。

乎阳在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地位独特，实为华夏文明最为璀

E荣耀眼的明珠。 难怪史学界有如此许说:三十年看深圳，一百年

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长安，五千年看乎阳。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平阳先后为郡、州、府、路治，辖区

范围适各朝之需或大或小 。 作为府治，始于宋政和六年(I 116

年) "领县十治至明清时期领州六、县廿九即辖今之

临汾、运城两市及晋中市的灵石、吕梁市.的石楼两县。 清末平

阳、蒲州两府分治 。 民国初属河东道，后废道直属山西省 。 新中

国成立后， 1954 年运城、 11各汾合并为晋南地区， 1970 年临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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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分治 。 2∞0 年撤地设市，改称 1)各汾市 o 1)各汾市东倚太岳，

西 1)各黄河，南接运城，北邻晋中，汾水自北向南穿过。 全市面积

20275 平方公里，人口 413 万人，辖管 17 个县(市 、 区) ，市府

设在尧都区 O

在临汾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物产丰富，素有

"煤铁之乡"、"棉麦之乡"的美誉，而且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人文景观，成为令人瞩目的旅游资源大市。 全市现有古迹名胜

2594 处，其中国家级 13 处，省级 51 处 。 IO 万年前的"丁村人"

活动的遗址， 2400 多年前晋国遗址与侯马"盟书 600 多年前

洪洞大槐树明代移民遗址;壶口瀑布、姑身仙洞、陶唐峪、悬泉

山、龙澎峪、龙祠泉;尧庙、广胜寺、小西夭、东岳庙、大云

寺、大钟楼、霍州署、苏三监狱、元代舞台……它们正以其自身

的魅力和特色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在 1)各汾这块钟灵毓秀、藏龙卧虎的土地上，曾孕育了不计其

数的帝王将相、治国英才、文坛巨匠、学者名流。 中国第一贤帝

尧，春秋时代的霸主晋文公，战国之际的著名思想家苟子完

壁归赵"的外交家商相如，名噪史册的政治家赵盾、狐值、霍

光、贾适、贾充、邓攸，声震一时的巾惘英杰卫皇后、平阳公

主，舍亲子而救赵盾后裔的义士程婴，。ι吃风云的军事家卫青、

霍去病，早于玄笑二百多年赴印度取经的旅行家、翻译家高僧法

显 t 宋代理学先行者、学者孙复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

祖，L 著名音乐家师旷，国画大师朱好古，天才神童卢秉纯……他

们的业绩，彪炳日月，辉耀山河。

临汾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汉族民俗风情的发祥地，中

西宗教文化传播聚会的圣土，尤其是中国书画、戏曲、民间传

说、t 故事、歌谣、民间工艺、社火、鼓乐艺术的宝库。 阐名中外

的平水雕板及其"四美圈名扬，五洲的威风锣鼓，以及剪纸、

踩晓、面塑、舞龙灯、雄师登天、蒲剧、眉户、皮影、道情……

所有这些都是文苑之精华、艺海之珠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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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珍品 。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国

历朝历代多有修志的传统，编慕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 时届全

新世纪，欣逢11各汾撤地设市，平阳大地一派生机盎然 。 为了向世

人展示古老临汾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提高临汾对外的知名度，

激发临汾人对家乡的自豪感和建设美好家乡的坚定信念，临汾市

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了以临汾史话、帝尧、历代人物、山水名

胜、民间艺术、民俗、方言等内容的< 11各汾方志丛书~ ，这无疑

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大好事!

我的故乡是临汾，我的根在临汾，桑梓情i菜，自然对家乡怀

着一种特殊的赤子之情。 在< 11各汾方志丛书》付梓问世之际，

临汾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嘱我写序。 愿《临汾方志丛书》在

新世纪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为把临汾建成一个

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发挥积极的作用 。

2∞5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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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0 年仲春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临汾

市举行。 我应邀于会前做会议组织工作和材料准备，会后做会议

小结和撰写学术研讨综述。 由此有缘与石青柏先生相处 20 余日 。

此次研讨会，经国务院台办立项并拨专款，由山西省台办、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与临汾市联合举办。 海峡两岸近 80 位学者出

席会议，提交论文 55 篇 。 学者们就"尧文化"定义的界说、

"唐尧时代的社会性质和帝芜的历史地位"、"尧的主要活动地区

和尧都与古唐国地望"、"尧文化的历史渊源"、"尧文化的研究

方法"以及"尧舜禅让与唐先精神文化"等学术理论向题，进

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交流。 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是与当地从事先文化研究的学者们，长

期辛勤劳作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他们几年来研究成果的理论提

升。 其中，时任临汾市(今名尧都区)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副主

任的石青柏先生主编的《帝尧与平阳》一书，便是引人注目的

研究成果之一。 该书已于 1997 年由"临汾市尧文化研究开发委

员会"内部刊印 O 在编撰过程中专业工作者仅石青柏同志一

位，因此他就挑起了大梁从 1995 年动笔到 1996 年下半年，

历经二载，四易其稿。 其间，诚如时任'1各汾市政协副主席兼文史

. ;/ . 



· 临汾帝尧

委主任的高国宪先生，为该书写的 《 写在前面的话》 中所言:

"石青柏同志翻阅了大量的古籍资料和专家论著，结合本地传说

遗迹，既评述了帝尧在平阳的活动，又分析了当时社会已进入文

明门坎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还对芜的历史地位、尧文化的

内涵，进行了较为严谨客观的归纳和评价。 在史学界对尧专门研

究者不多，迄今尚未见专著问世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尧乡于民，

责无旁贷地首先抛出了这块引玉之砖。"该书的刊印，不仅为有

关史学家所肯定，认为"是当今议述帝尧史事的最全面最详细

的一篇论著同时作为尧乡学者研究成果的结晶，也为当地深

入开展尧文化研究并进而举办"海峡两岸尧文化研讨会"作了

必要的理论铺垫 O

近年来，青柏先生又在 《 帝尧与平阳 》 的基础上撰著了

《临汾帝尧L一书 。。 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在于，通过梳理浩如烟

海的古史传说文献，适度结合相关考古发掘，对唐尧文化形成发

展的历史概貌，作工溯源探流的系统论述。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O

我国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将启动"文明探源"

工程。 那么，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中心在哪里?这个牵动着亿万炎

黄子孙的心的重大问题，使构成立明探源工程的中心议题。 上世

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陶寺类型文化遗址的发掘，陶寺那前所未

有的庞大墓葬群及其具有特殊意义的随葬品，尤其近两年来发掘

的，被认为是迄今黄河流域最大的陶寺城址遗迹表明，中国历史

发展到唐尧或尧舜时代，作为人类文明最基本标志的国家王权已

经形成了;这样，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类型文化，便

在中华丈明起源的漫漫进程中，树起了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它

是标志中国历史正式跨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同时是中华文明不

断向前推进的奠基石 。 所以，帝尧陶唐氏被尊为中华民族的

吗轩‘文明始祖

个中国，…? 所在地，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中心'中华民族文化

根系的"直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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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适应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而深入展开尧文化的研究，

便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在这个意义上，石青柏先生的新著，

便可以看做是围绕这一时代课题所作的研究和探索 O

上个世纪初，我国著名古史学家王国维先生创立了古史研究

的"二重证据法即强调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古文

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由此取得了他的前草学者和

同莘学者所无可比拟的学术成就，亦由此奠定了中国古史研究的

方法论基础。

"二重证据法"对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和唐尧文化的研

究，具有直接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就是要坚持地下考古材料与

古史文献记载相互表里、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写道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

"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 。 这就是"我们

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王

印证这样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

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 。 进而，苏先生就陶寺等相关考古发现的

意义断言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

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由此，不但

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晋南地区曾是古史传说尧舜禹活动的中心，而

且，随着陶寺文化的兴起和尧舜禹时代的到来，中国历史正式跨

进了文明社会的大门 。

石青柏先生的新著，对于尧舜时代的古史传说文献作了系统

的梳理，它的出版，将为我们运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相互结

合、相王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深入探索唐尧文化、探索中华

文明起源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史料。

李元庆

2∞2 年 11 月草于并州华盖轩

.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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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 文化探源

尧文化探j原

河东地处黄河中游，这里河流交汇，山川纵列，土壤肥沃。 先

民们依靠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较早地发展了农耕文化。 相传尧

建都平阳，统一华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礼仪文明，我们称之为尧

文化。 一个文明时代的出现，绝不是凭空地突然降临，它一定有着

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的渊源。 下面就尧

舜以前，从伏草 、炎黄到帝尝等在河东大地的活动踪迹作一追溯性

叙述。

一、伏赣、女娟遗迹

伏毒草女娟传为人祖，他们兴起于我国西北陕甘一带。 伏善生

于成纪，女娟生于承匡，均在今甘肃秦安一带。 他们成长于大地

湾，后来由西东迁，渡过黄河，进人山西，在河东大地，留下许多遗

迹 。

吉县人祖山 伏毒草、女蜗氏族为联姻族，曾居于今吉县一带。

民间传说，远古人类经过毁灭性灾变之后，几乎陷于灭绝境地，只

. /. 



!险?分为「志丛书 . 1悔;分帝尧

留下在、蜗兄妹三人 。 为 f 繁衍后代. 二人必须结婚.们因 i血缘关

系，兄妹怎能结婚?于是只好仰仗天意. 一 ，是对山扔线穿针~~ . 

线穿针眼把亲合 二是"对岭磨石夜 F坡 .1两扇磨合人也f?γ\、 结

果线穿、磨合，兄妹结婚，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 他们们过的山称

为人祖山(今古县县城北 15 公平 L， 山 I ~在i 有人HlJrìi .内咄草、制

神像 。 伏载以牺牲供自剧，祭祀百冲.亦称炮制.所以人祖山义称

启 111 0 在蜗皆风肿，此山之北 30 公早又千i ← -山，称为风 IIJ .亦当为

其族人居住过的地方。 相传女蜗 r\; ..传土造人起初是川于捏.

后用藤条蘸泥挥洒，大地上使布满了人类的族UL 女姻氏于是做

高媒"市lJ 嫁娶，以 1丽皮为礼\ 后人崇+t功德.到处建 JLÌi 祭祀她 了

元论在、蜗!在婚育人，还是女蜗..拎土j主人\这些神 ì2i-传说故事均

反映了他们I1Jγ 人类始祖"的一种见解，也透露出 r氏族社会婚姻

形态的一点信息。

洪洞女娟庙 《山西通志》中载:洪涧县赵城镇侯村有女蜗

陵、庙等遗迹 。 洪洞有伏牛台，相传伏毒草伏牛乘马，供人役使，后人

在相传伏牛之地建台奉祀。 据《帝王世纪》载伏在风姓，蛇身人

首，尝居于此，伏牛乘马，故日伏牛台 。"洪洞县东南 20 公里有卦

底村，相传为伏在画卦处，后人建有 fj~草、女蜗庙，村东南有画卦

台 。 北宋开宝六年( 973 年) .在平阳故都发现女蜗原庙.说"晋州

赵城有女娟庙。 " 吐 1太祖皇帝下令修庙立碑.今存《大宋~;lr修女蜗庙

碑铭并序》 。 碑文中赞颂女娟的功德，说她"肇嫁娶以序人伦

"始造琴瑟，始制笙黄，以调天地，以和阴阳" 。 赞她炼石补天，使

天覆地载，民得相安。 这里的庙依陵而建。 《城家记》中说:女娟

陵有五其一在赵简子城东五里，高二丈.. ， &11此 n

浮山泰皇峪 浮 LlJ县城东 20 公里岭北端东侧，有一个山峪.

称为泰皇峪。 我们知道伏载氏继夭而王，为百王先，万物之始与天

帝之最尊者均称泰一，故华夏这位泰古之圣王，便被称为泰一大帝

或泰皇。他住过的山峪，便称为泰皇峪。 浮山县城东偏南有风穴

山，当与风姓毒草、娟族居住有关。

• ;J. 



尧 文化探 源

霍州西泰山 霍山因伏在氏曾居河东岳阳一带，到此封禅祭

天，故称泰岳山 。 山之高大者为岳，霍山高大雄峻，主峰海拔 25∞

米，超越后世五岳中的每一座山 。 伏毒草封禅，筑坛于山上，祭祀天

地众神 。 从此以后，霍山便有泰山、泰岳之称，为区别于东泰山，称

为西泰山 。 黄帝统一全国后，曾率各族国领袖，封禅于此。②

闻喜承匡 《路史》中说女娟云姓，一曰女希，太吴女弟，出

于承匡 。"承匡原在甘肃秦安，随着部族迁徙河东，族迁名随。 故

闻喜留有承匡之名 。 《说文解字)) : ..匡，河东闻喜乡名 。"后名聚

头，因春秋时，诸侯们曾在这里聚会。 《左传 ·文公十一年~:"夏，

叔仲惠伯会晋邵缺于匡。"原注中以为是宋地.有误。 因为在晋楚

争霸的过程中，中原宋等小国投靠楚国.晋国联系其他诸侯国在匡

集会盟约，正是要打击如宋等一些投靠楚国的小诸侯国 。 因此这

个匡只能是晋地河东闻喜的匡。

万荣后土祠 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有后土祠，地处汾阴帷上。

相传"黄帝祠汾阴.扫地而祭轩辗氏祀地抵扫地为坛于帷上"

古代帝王父天母地.以持t造人的女娟氏为后土圣母娘娘，这是后

人对养育我们的根本资源一一土地拟人化的偶像崇拜。 于是这里

就成为中华民族之根，炎黄子孙之源，汉文帝于此建后土庙，武帝

于此建后土祠，崇祀祭拜如上帝礼，三年一次.凡五次，最后一次乘

楼船亲祠后土，赋《秋风辞》 。 此后汉宣 、元、成 、光武诸帝，都曾亲

祠后土，唐明皇 、宋真宗亦亲祠后土于此。

永济女娟陵 女娟风性，永济有风后陵，传为女蜗陵。 《史

记》 、 《 战国策》 、 《竹书纪年》 中都有记载。 《水经注》中说关之

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 " {元和郡县

志》中也说:永济女蜗墓，东周以来，皆受祀典。 《西阳杂姐》 中云:

唐朝中期一次暴风雨中，女娟坟涌出 ，上生二柳，水涨亦不潭。 大

河中游这一段沿岸各地皆有女娟庙，历代香火不绝。

太行皇母山 太行山中有一段名女娟山 o 一名皇母山，一

名女蜗山，其上有女蜗祠。 " 、飞隋书 ·地理志》中称为"母山 并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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