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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文化中的“中华文明突出
特性”的阐释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与考古发
现研究“互证”，黄帝时代始于距今5000年
左右，而中国的“史圣”司马迁早在2000多
年前的中国第一部“国史”《史记》中，就把
距今约5000年的“黄帝”列为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位“国君”，也就是说“中华5000年
文明史”始于“黄帝时代”。这与“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得出的结论：“该工程实证了中
华5000多年文明”是一致的。随着中华文
明史的发展，“黄帝文化”也在不断丰富。其
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成为“结伴同行”的中
华文明史一大特色。

黄帝文化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根据
历史文献记载与相关考古发现，实证了
5000年来“黄帝”作为“中国”的“缔造者”
被中国历代“王国”“王朝”等不同形式的国

家政体（王国、王朝及国家）所承认，因此“黄
帝”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国父”，也就是中华
民族与中国人的“人文始祖”，中国历史由此
进入“国家时代”，并从王国时代的“夏商周”
到“帝国时代”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与宋
金元明清诸王朝……这就是“中华5000多年
不断裂”的国家历史“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一直延续至今，就是因为
中华民族随着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不断“创新
性”。尽管中华文明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
但是我们“多民族”是“一家人”，这就是“黄帝
文化”之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思想基础”

“政治基础”与“血缘基础”。如，从秦汉时代祭
祀黄帝平台的“畤”；到唐玄宗在唐长安城建
帝王庙，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明代又恢复了
都城之中置帝王庙祭祀黄帝及历代帝王；清
代北京城的帝王庙已经发展为国家宗庙，其
包括了对黄帝等五帝与历代王朝帝王的祭
祀。上述历代王朝，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哪一个
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他们都将对黄帝的祭

祀，作为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
就血缘而言，黄帝作为“人文始祖”，他既

是“中国国父”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中
华文明的国家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共同
体”，不是像西方的古代国家的单一民族的

“城邦国家”，中国各民族只要有“能力”“条
件”与时代及国家需要，都可以成为国家的帝
王，而且他们都可以成为“帝王庙”的“成员”，
这就是“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和平性”的具体物化载体。
关于黄帝文化，中国百年考古发现与历

史文献共同实证了其久远历史与内涵，尤其
是百年中国考古在黄帝故里“大嵩山”地区取
得的考古成果，“河洛古国”、登封夏代都邑的

“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
头城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

“殷墟”与“洹北商城”遗址等考古发现，其后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黄河流域中游为核心
地区形成的“黄帝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并为后世传承至今，形成中华
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史！

中国百年考古发现古代“国家文化”的
都城遗址、帝王陵墓、长城、大运河等国家工
程及出土简牍、铭文等文字资料，结合历史
文献记载，从不同方面已经佐证了距今5000
年前后，在黄帝“故里”已经形成了“文明”
（早期“国家”），如近年在郑州地区考古发现
的“河洛古国”及上述夏代早中晚的都邑遗
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
师“二里头城址”，以及商代“郑州商城城址”

“偃师商城遗址”等夏商都城遗址。在中原地
区形成的中华 5000 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

其中有4200年左右，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
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
挥中心均在黄河流域中游，此即中华文明形
成伊始在黄帝故里之地的“三河地区”，《史
记·货殖列传》又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
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这是
中华文明形成之初都城选址于“国家之中”
的佐证。这种国家都城居中的理念，是中华
文明与黄帝文化“包容性”之下的“凝聚力”
的表现，这又是国家历史“连续性”与“统一
性”的保证。

黄帝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以“国家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黄帝文
化”，几乎与中华 5000 年文明同时产生，此
后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使“黄帝文化”之中
的“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
的重要“政治内涵”。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以“黄帝祭祀”为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历代赓
续，而且越来越受到中国历代政治家的高度
重视，“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的重要“保证”。当代我们进行的一年一度
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黄帝陵祭祀”，就
是弘扬与传承“黄帝文化”，它也是与继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致的，其当代的共同基础
与核心就是“国家认同”。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
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
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黄帝文化中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及其传承与弘扬
刘庆柱

“三月三，拜轩辕”
——四位学者阐释黄帝文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夏
商周断代工程成功实施，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持续展开，引领中国古代文明
研究走进新时代。

这里，我们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
理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
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
有两种，即人类的社会生产和人类自
身的再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
区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
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
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
动生产率愈不发展，单位劳动产品的
数量、社会的财富受限制，社会制度就
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我们认为，距今一万年前后，伴随着
农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自身生产由族内
婚向族外婚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形
成，而国家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定
阶段的产物，其后到了工业革命，以及后
工业革命，包括早些时候的前农业革命
在内，大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四
个不同发展时期。

具体来说，其中前 5000年，可以
作为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80
世纪到公元前30世纪，约略处于中华
文明的奠基阶段，相当于三皇时期；相
对而言，后5000年之中的前3000年，
可以作为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
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约略处于
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相当于五帝时代、夏商周三代包括春秋
战国在内；而后的2000年，可以作为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公
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
相当于秦汉至辛亥革命；余者100多年，可以作为第四个阶
段，也就是从公元1911年至今，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转折
阶段。

显然，我们探讨黄帝或者说黄帝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正处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换言之，
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从公元前30世纪到
公元前221年，即从五帝时代到三王时代，前后约有3000年
的历史。其间的五帝时代是三王时代的前奏，三王时代是五
帝时代的发展，若作具体的划分，我们似乎可以划分为五个
时期：

第一个时期：黄帝、颛顼、帝喾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
发轫期；

第二个时期：尧、舜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期；
第三个时期：夏商周三代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鼎

盛期；
第四个时期：春秋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衰落期；
第五个时期：战国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变期；
当年，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尚书》独

载尧以来，司马迁著《史记》，则以《五帝本纪》为书首，历经黄
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五帝，由于他们的取舍不同，往往
导致我们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其实，诚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言：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
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
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
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
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
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
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
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司马迁正是秉承孔子的历史观，足迹遍
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得出“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
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并且，细观《春秋》《国
语》之书，阐发《五帝德》《帝系姓》之章，得出“顾弟弗深考，其所
表见皆不虚”，所以，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尚
书》以《尧典》为开篇，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则
以《黄帝本纪》为首章，它们本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标志
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和发展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我们探讨唐尧文化内涵，不妨翻开《尚书·尧典》篇，按照
《书序》的说法，“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
于虞舜——作《尧典》。”它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个方面，制定历法，“敬授人时”；第二个方面，选贤任能，“将逊
于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分析，制定历法，“敬授人时”，可谓
人类社会生产方面；选贤任能，“将逊于位”，可谓人类自身生
产方面，两种生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完全可以反映唐尧文
化的内涵。

我们探讨黄帝文化内涵，不妨翻开《国语·鲁语上》篇，其
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礼记·祭法》篇又引作

“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孔颖达在注疏时认为“公刘在
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即

“明民者，谓垂衣裳，便贵贱分明，得其所也；共财者，谓山泽不
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赡也迺”，这当是“诗人歌乐思其德”之

“德”的缘故。
由此看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明民”与“共财”作为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明民”应属于政治方面的变革，“共财”应
属于经济方面的变革，政治方面的变革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
道路；同时，经济方面的变革又为政治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所
以，政治方面的变革与经济方面的变革交互作用，催生了新兴
的国家政权，从而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明发展模式，
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

新郑地处中华文明腹心地带，作为黄帝故都，先秦以来文献
多有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再迁之有熊”，皇甫谧曰：“有熊，
今河南新郑是也。”近年具茨山岩画的重大发现，距今3000年到
8000年，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我们可以看到具茨山的岩画，以
及在裴李岗文化里面看到的公元前6000多年的刻画符号，这个
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有重大关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昭示
着中华文明“初曙”。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
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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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拜轩辕”，肇始春秋，延绵至今。4 月 11 日，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再次在河南举行。在此之际，我们邀请四
位学者为大家讲解黄帝文化对中华文明和今天中国文化的塑
造作用。

黄帝文化所蕴含的开放、融合、创新、大同、和谐精
神，不仅引领中国走向大同和合，也可以引领世界走向大同
和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这也是举办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的意义所在。

黄帝，一个层累的历史巨人；一个几
乎无所不能的远古圣王；一个伟大的精神
象征。

黄帝形象的大规模历史书写应该始于
周秦时代。周秦时代百家争鸣，各家为了
抬升自己的影响力，纷纷找远古圣人代
言，儒、道、法、墨各持己见争鸣不
已，但对远古圣王的尊崇是一致的，《山
海经》《周易》《左传》《国语》《世本》
《竹书纪年》《庄子》《逸周书》《管子》
《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籍
中对黄帝事迹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从
商汤文武往前推，到尧舜禹，直到黄
帝、炎帝、颛顼、帝喾、伏羲。不同的
文化学派对黄帝有不同的构思和描绘，
于是黄帝有了古帝王、祖先神、天神等
多重身份。而在此时由于华夏文化自觉
意识的觉醒，出于血缘崇拜的需要，迫
切需要在追述祖先的过程中树立起一个
共祖，随之将诸多事迹加于黄帝，黄帝
作为始祖形象也就被凸显出来。

先秦时期的黄帝形象尽管是在“虚
构”的环境中生成，但从口头传说到文本
书写，黄帝的形象终于被实实在在地勾勒
出来，在其塑造、描绘、虚构黄帝的过程
中，伴随着对黄帝历史的研究过程，一些
关于黄帝最本源的东西也就被挖掘和记录
下来，成了后世研究的对象。

到了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
在明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中将
黄帝从先秦的虚构中“实化”，这使我们
在《五帝本纪》中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
古代圣王的形象，生平、功绩被一一披
露：“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
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
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尽管受汉代文
化风尚的影响，黄帝的神化倾向在汉代没
有减弱，其作为神、仙的身份也广泛传
播，但作为一位远古圣王的形象在历史的
视野中被落实下来。

黄帝的“实化”意义巨大，一方面，
因为“实化”，黄帝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普
遍认可的圣王被进一步塑造的可能性大
大增加，不论儒家还是道家，还是世俗
社会都可以据实而论，不断增加黄帝的

“史实”元素，使其在现实世界更为丰
满；另一方面，谶纬神学和黄老道学也
有了可模拟的主题，使黄帝的神、仙气
质也被进一步放大。

唐宋至明清，黄帝的形象进一步世俗
化和道教化，作为古代圣王的黄帝进一步
被人们认同，其人格形象进一步完美，其
群臣形象也被塑造，人文初祖的地位越来

越巩固；同时，传统的帝王祖先崇拜也演
化成宗教崇拜，在道教的信仰世界，黄帝
也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

在黄帝形象形成的过程中，黄帝形象是
多元的，甚至被神化，这是上古史书写的基
本现象——层累现象。所以我们说，黄帝是
一个层累的历史巨人。层累中有虚构，也有
实证，剥离其神化成分，黄帝作为华夏人文
始祖的史实也被无可否认地确定下来。

作为华夏人文始祖，黄帝的功绩几乎
涵盖了文明社会前期的所有创造，教民稼
穑、制作衣冠、造屋宇、发明舟车、制造
生活器物、发明冶金术、发明文字、制定
历法、论医、建官立制、制礼作乐、经土
设井等等，从现有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来
看，如果我们把黄帝生活的时代确定在距
今4500年左右，制造生活器物、发明冶
金术、发明文字、制定历法、论医、建官
立制、制礼作乐还都是有可能的。

距黄帝时代较近的“河南偃师二里
头、伊川南寨等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具
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字形上可与商代
金文相互对照。同时，二里头文化发现
了成套的陶礼器和青铜礼器，表明该时
期正是早期中国礼制趋于完备的阶段。”
（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
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
100页。） 从二里头文化看，黄帝时代文
字的出现、制礼作乐的说法应该是可信
的。我们认为，人们的衣食用物、制度
规范制作的年代可能会更早，但生活在
这一时期并使用它们的黄帝对这些器物
制度的发明制作的可能性应是成立的，
有的可能是发明，有的可能是使用，有
的可能是再造和改进，这些现象，在历
史寻找到一个书写对象时不可避免地会
附会在一起，累加在一个人身上。所以，
对于黄帝功绩的认识同样不能单纯归于黄
帝个人，这是一个时代的贡献，不过黄帝
作为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的功绩被合
理地——也有不合理地累积与附会了。

对于黄帝的认知不能停留在“发明
家”这样的层面，他是一个民族精神符
号，在历史的层累过程中，黄帝被赋予了
巨大的精神价值，这些价值表现为：1.创
新创生精神；2.不畏艰辛精神；3.礼乐秩序
精神；4.民本民生精神；5.和合团结精
神。这些精神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它们是中华文明绵
绵不绝的内在力量，也是中华文明继续前行
的精神源泉。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黄帝再议
王保国

黄帝文化是以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考古
发现相佐证的、由黄帝以及同时代相关族群
共同创造与建构的文化。广而言之，黄帝文
化甚至包含了黄帝后裔所创造的历史文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以黄帝主体为代表的中华
姓氏，也是黄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也形成了海内外华人寻
根问祖的特殊文化现象。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

司马迁在《史记》的首篇《五帝本纪》中，
以黄帝拉开了中国历史的大幕，还有黄帝的
儿子昌意之子颛顼，黄帝儿子玄嚣之子蟜极，
蟜极之子帝喾，以及属于黄帝-帝喾族系的
帝尧，属于黄帝-颛顼族系的帝舜。这样，在
《史记》的首篇中，就架构起了以黄帝为祖根
的黄帝族系。黄帝-颛顼族系包括夏、秦，黄
帝-帝喾族系包括商、周、汉。少数族群，如
荆楚、东越、勾践、匈奴，也都属于黄帝-颛顼
族系中的“苗裔”，这样就建构起了以黄帝为
根脉的民族共同体。

中国历史上的族群之争，实际上就成为中
华民族内部的“兄弟之争”。以黄帝为根脉的
族系内部以各种方式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具有
文化共同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黄帝文化
所具有的“根脉”特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这一
庞大群体的重要的代表性符号，也成为中华人
文始祖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

黄帝文化是中华姓氏的主体

中华姓氏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资源。《国语·
晋语》记载：“凡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
姞、儇、依是也。”虽然黄帝十二姓没有一定的
规律性，其中女字旁的古姓如姬，以及姜、姒等
姓似与母系崇拜有关，由姓的“别婚姻”，到氏
的“分贵贱”，经过长期的演变，到汉代时姓氏
已成为融为一体的称谓。据研究，古今使用过
的汉字姓氏有23813个，但当今真正常用的姓
氏只有3000多个。中华姓氏的数量总体不算
太多，但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折射与反映。

“黄帝主体”的现象，在中华姓氏中也有
较多的体现。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姓氏文献，
以《世本》和《元和姓纂》为代表，前者收录姓
氏145个，其中出自黄帝的姓氏占比75.9%，出
自炎帝的姓氏占比20.7%，出自东夷的姓氏占
比3.4%；后者收录姓氏1714个，出自黄帝的
姓氏占比高达86%，出自炎帝者占11%，出自
伏羲及其他源头者占3%。在当今以人口数量
多少而排序的前100大姓中，出自黄帝的姓氏
占86%，出自炎帝的姓氏占13%，出自伏羲的

姓氏占1%；在300大姓中，出自黄帝的姓氏占
90%，出自炎帝的姓氏占8.1%，其他来源的姓
氏占1.9%。中华姓氏大多植根于黄帝，以黄
帝为主体是中华姓氏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也是凝聚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和特殊符号。

黄帝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人的纽带

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群体中的代表，河
南新郑、灵宝，陕西黄陵，河北涿鹿，山东曲
阜，浙江缙云等地，都留下了大量的黄帝遗
存，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怀念追思黄帝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河南新郑是黄帝故里，《史记》
《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等重要文献构成了完
整的证据链条，并在地方文献中得到了反复
的认同，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新
郑的说法是主流观点。新郑市区有轩辕祠和

“轩辕故里碑”，“黄帝见大隗于具茨”的具茨
山，还有风后顶、洪堤、轩辕避暑洞、饮马泉、
黄帝口等与黄帝相关的大量史迹传说，均在
新郑。尤其是具茨山岩画的发现，不但为中
原岩画树立了标杆，也为研究黄帝文化开辟
了新领域、打开了新思路，提供了大量的信
息。新郑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郑州西山遗
址、大河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黄帝时代
和前黄帝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受
到了学界的关注。正是因为如此，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古都
学会、中国先秦史学会等国内权威学术机构，
先后在新郑举办了黄帝文化的研讨会，对新
郑黄帝故里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新郑民间长期有“三月三，拜轩辕”的文
化传统，上世纪90年代新郑市连续举办了炎
黄文化节。2000年，河南省旅游局在新郑举
办了“中华民族子孙龙禧千年黄帝故里寻根
拜祖大典”，海外华人专门组成了18个拜祖
团，参加相关的活动。新世纪之初，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郑州市政府等先后主办了每年
的拜祖大典。2006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正
式升格为省级主办，成为祭拜中华人文始祖
的重大文化活动，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代
表踊跃参加，追思黄帝的丰功伟绩。

河南是姓氏根亲文化大省，前100大姓
中有 78 个姓氏的源头和部分源头在河南。
从1981年开始，海外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
胞主动到“老家河南”寻根拜祖，他们组团到
河南不仅要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还要到
自己姓氏的祖地寻根拜祖，甚至投资兴业，可
以说，“老家河南”“根在中原”已成为河南重
要的文化名片。河南已成为全球华人的心灵
故乡和精神家园，黄帝文化已成为连接全球
华人的精神纽带。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帝文化与姓氏寻根
张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