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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赞》：最早歌颂伏羲的诗
常全欣

木德风姓，八卦创焉。 龙瑞名
官，法地象天。

庖厨祭祀，罟网渔畋。 瑟以象
时，神德通玄。

———曹植《伏羲赞》

《伏羲赞 》是我们见到的最早
歌颂伏羲的诗 。 诗以凝练的语言
涵盖了伏羲的不朽功绩。

伏羲是我们周口的骄傲 。 伏
羲位居“三皇”之首。 相传，伏羲于
成纪 （今甘肃天水 ）带领部落沿黄
河东下 ，来到黄淮大平原 ，与东方
太昊部族融合 ， 形成太昊伏羲部
族，建都宛丘。 他结网罟、兴渔猎，
养牲畜 、充庖厨 ，画八卦 、造书契 ，
作甲历 、定四时 ，造琴瑟 、歌扶徕 ，
正姓氏 、制嫁娶 ，建屋庐 、始定居 ，
尝百药 、制九针 ，造于戈 、饰武功 ，
以龙纪官 、分理海内 ，被尊称 “人

文始祖 ”，民间称之为 “人祖爷 ”。
为纪念伏羲的功德 ，很早以前 ，人
们就在宛丘筑陵 、建庙 。 据记载 ，
伏羲陵墓始建于春秋 ， 汉代在陵
前建祠。

这首诗的作者曹植 ，字子建 ，
沛国谯 （今安徽亳州市 ）人 。 他是
曹丕的同母弟 ， 早年深受曹操的
宠爱，富有才华和抱负。 后受魏文
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的猜忌和迫
害，郁郁而死。 现存诗歌、辞赋、散
文约 130 篇， 以诗歌成就最高，对
后世文学特别是五言诗的发展 ，
有较大影响 ，代表作有 《七步诗 》
《洛神赋 》。 曹植在魏明帝太和六
年（公元 232 年 ）2 月被封为陈王 ，
“邑 3500 户”，在陈的时间不长，于
当年 11 月病逝 ，葬于陈 ，谥思王
（今淮阳城南有思陵冢 ）。 在陈期
间 ，曹植探寻伏羲、神农的宛丘古

都 ，泛舟龙湖 ，先后写下了 《神农
赞》《伏羲赞》《芙蓉赋》等作品。

以淮阳为中心的陈地一带 ，
在汉朝和三国时期 ，一直在 “国 ”
和 “郡 ”之间转换 。 汉高祖十一年
（公元前 196 年 ）， 刘邦立子刘友
为淮阳王 ， 置淮阳国 ， 为同姓九
国之一 。 东汉章和二年 （公元 88
年 ）改为陈国 ，治所在陈县 ，辖境
相当于今天的淮阳 、太康 、西华 、
鹿邑 、柘城 、周口等市县及商水 、
项城 、 沈丘等部分地区 。 建安二
年 （公元 197 年 ），陈王刘宠为袁
绍所杀 ， 陈国为陈郡 。 魏明帝太
和六年（公元 232 年）2 月 ，复为陈
国 ，但是随着陈王曹植的去世 ，其
子曹志 继 位 不 久 又 被 封 为 济 北
王，陈在这一年 11 月复为陈郡。

东汉末年 ， 周口一带成为军
阀逐鹿的战场 。 中原地区豪强兼

并 ，战事频仍 ，中原荒芜 ，人烟稀
少，陈诸多良田废弃 ，经济一时萧
条。 魏正始四年（公元 243 年），大
将邓艾于陈 、项屯田 ，“修广淮阳 、
百尺二渠 ”，使得陈地的农业和经
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伏羲赞》 之后， 伴随着绵延
千年的伏羲文化 ， 歌颂伏羲的诗
词文赋在各个时期陆续出现 。 围
绕伏羲开展的朝祖祭祀 、 寻根问
祖 、文化研究等 ，被羲皇子孙代代
延承。 2006 年，太昊伏羲祭典入选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 2008 年 3 月 22 日 ，太昊陵庙
会以当日参会 82.5 万人创 “单日
参拜人数最多的庙会 ” 吉尼斯世
界纪录 。 淮阳和龙湖北畔的太昊
陵在历史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 ，
给今日的周口增添了无穷的文化
自信和前行力量。 ②8

陈州城外的四坛
雷铁梁

明 清 时 期 的 陈 州 城 ， 城 外 东
南西北曾分布着四个神坛 ， 现在
只保留下一个南坛的地名 。 康熙
版 《续修陈州志·陈州境图 》里 ，在
南城外偏东位置标注有 “南坛 ”字
样 ， 北城外偏东蔡河北岸位置标
有 “北 坛 ”字 样 ，西 城 外 路 北 标 有
“西 坛 ”字 样 ，而 东 门 外 道 北 标 注
的 是 “东 岳 庙 ” ，倒 没 见 “东 坛 ”两
字 ，但在乾隆版 《陈州府志·卷九·
祀典 》 里倒是记载了先农坛在东
关外 。

所谓坛 ，是古代举行祭祀大典
用的高台 ，以土和砖石筑就 ，也指
佛教 、 道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
古有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之说 。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
制度 ，礼重在祭 。 祭坛非常重视四
极与朝向 。

我们先来看看社稷坛 ， 也是俗
称的西坛 。 “社稷 ”是中国古代国家
政权的代称和象征 。 “社 ”指的是社
神 ，而 “稷 ”往往代称所有的粮食作
物。祭祀这些神明，主要是祈求天平
地安，保证农业丰收。据《陈州府志》
记载 ， 位于城西门外一百多米远路
北的西坛为正方形 ， 长宽各二丈五
尺，高三尺；周围城垣东西宽四丈六
尺，南北长六丈二尺。西坛的位置应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存在的 “大
王庙”处。在农历春秋季每月上旬的
戊日这一天 ，在坛上北向设置左 “社
神 ”、右 “稷神 ”两个木制牌位 ，知府
穿着朝服行礼祭祀 。 社稷坛的官方
统一祭文为 ：“维年 、月 、日 ，某官某
致祭于社稷之神， 曰： 维神奠安九
土 ，粒食万邦 ，分五色以表封圻 ，育
三农而蕃稼樯 。 恭承守土 ，肃展明
禋 ，时届仲春 （秋 ），敬修祀典 ，丸丸
松柏 ，巩磐石于无疆 ，翼翼黍苗 ，佐
神仓于不匮 。尚飨 。 ”祭仪用制一般
为少牢 ：帛二 （色黑 ）、羊一 、豖一 、
铏一 、笾四 、篮簋各二 。

在城南外两里多路东的南坛 ，
也称风云雷雨山川坛 ，遗址就在现
在的陈胡公陵园附近 。 据张进贤老
师回忆 ： “以前有人说那里有一老
坟 ，发现有古瓦片 。 由于建陵园使
地 貌 遭 到 破 坏 ， 现 已 难 准 确 指
明 。 ” 南坛的规制及祭祀时间 、规
格与西坛相同 。 官员在西坛祭社稷
之后 ， 还要赶到南坛祭祀风云 、雷
雨 、山川诸神祇 。 南向设置三个木
制牌位 ，中间为风云雷雨 ，代表天
象 ，祈 风 调 雨 顺 ；左 边 山 川 ，代 表
地象 ， 祈五谷丰登 ； 右边城隍 ，代
表当地主事之神 。由当地主政官员
代表朝廷进行祭祀 ， 以求神灵护
佑 ，国泰民安 。

明朝初年行祭祀礼时 ，守城的
武官先进行初献 ， 文官亚献和终
献 。 到了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钦定
武官不再参加 ，由文官身着朝服行
礼 祭 祀 。 南 坛 的 祭 文 为 ： “维 年 、
月 、日 ，某官某致祭于风云 、雷雨 、
山 川 、城 隍 之 神 ，曰 ：维 神 赞 襄 天
泽 ， 福佑苍黎 ， 佐灵化以流形 ，生
成永赖 ， 乘气机而鼓荡 ， 温肃攸

宜 ，磅礴高深 ，长保安贞之吉 ，凭依
巩固 ，实资捍御之功 ，幸民裕之殷
盈 ， 仰神明之庇护 。 恭修岁祀 ，正
值良辰 ，敬洁豆笾 ，祗陈牲币 。 尚
飨 。 ”

而位 于 东 关 城 外 路 北 的 先 农
坛 祭 祀 的 是 农 业 之 神———曾 经 也
都于宛丘 （淮阳 ）的炎帝神农 。 先
农坛的位置应在东岳庙近旁 ，东岳
庙于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 ）重修
过 ，规模巍然可观 、庙貌辉煌 ，有大
门 、戏楼 、钟鼓楼 、拜殿等建筑 。 在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 ，因那里成
了城外土匪藏身的窝点 ，又加上年
久失修 ，早已破烂不堪 ，被当时官
府派兵拆毁 。 现在那里有一处后建
的新庙 ，规模不大 ，名曰天帝庙 ，里
面供奉的主神正是宋真宗诏封为
“东岳天齐仁圣王 ”， 又被尊封为
“东岳大帝 ” 的黄飞虎 。 据当地 70
多岁的王姓守庙人回忆 ： “当年城
里的官老爷春天的时候要来这座
庙东侧的地里犁田 ，因为光着双脚
下地当年会天旱 ，穿着官靴又会出
现涝灾 ， 所以当官的在犁田的时
候 ，一只脚穿靴 ，另一只光脚 ，这样
才能保证这一年的旱涝均匀 。 ”这
个带有调侃味道的故事 ， 也间接
说明了古代陈州的先农坛就在这
座天帝庙 （东岳庙 ）的东侧 。

每岁立春日 ，地方主官率领下
属着朝服先行祭祀先农坛 ，其祭文
为 ： “维 年 、月 、日 ，某 官 某 致 祭 于
先农之神 ，曰 ：惟神肇兴稼樯 ，粒我
蒸民 ，颂思文之德 ，克配彼天 ，念率
育之功 ， 陈常时夏 。 兹当东作 ，咸
服先畴 ，洪惟九五之尊 ，岁举三推
之典 ，恭膺守土 ，敢忘劳民 ，谨奉彝
章 ，聿修祀事 ，惟愿五风十雨 ，嘉祥
恒沐于神庥 ，庶几九穗双岐 ，上瑞
频书于大有 。 尚飨 。 ”礼毕 ，参祭人
员都要换上常服 ，准备耕田犁地干
农活 。

先农坛的祭祀形态 ，是建立在
朴素的农业生产和民俗生活基础
上的 ，以发源于中原的神农暨农耕

文化为基调 。当时的先农坛有正殿
三 间 ，东 、西 配 房 各 一 间 ，门 楼 一
间 ，方形坛基一座 ，长宽也是二丈
五尺 ，周围墙垣东西宽五丈 ，南北
长十二丈 ，另有石碑一座 。 淮阳东
关的先农坛是雍正六年 （1728 年 ）
所重建 ， 所以在顺治版的 《陈州
志 》 和康熙版的 《续修陈州志 》里
的地图上还没有显示 。 乾隆十年
（1745 年 ）， 知县冯奕宿捐俸又重
新进行了修整 。

北坛又称厉坛 ，在城北二里许
路东的蔡河北岸 ，大致应该在今天
的连心路西段路南 。 所谓厉坛 ，是
用来祭祀无祀鬼神的 。 “厉 ”，恶鬼
之意 ，之所以设在城北 ，和中国的
五行风水有关 。 北方为水 ， 属阴 ，
所以在这里祭祀阴间的鬼神 。 《陈
州府志·卷九·祀典 》中记载 ：每年
的清明节 、七月十五中元节 、十月
初一 ， 提前三天由知州 （知府 ）率
下属谒城隍庙发布牒文 。到了正事
那一天 ， 先迎城隍神位居坛中 ，列
无祀鬼神的文书于坛下 ，羊 、猪各
一头 ，饭米若干 ，左右官员着常服
告祭 。使这些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
也能得到祭品和血食 。这种对生命
朴素而真切的内观精神和虔诚而

敬畏的鬼神祭祀仪式 ， 正是从当
时社会的生存形态 、生活形态 、生
命形态的内质之中升华而出的 。

不同于其他三坛的是 ，在这里
开展活动要提前三天向城隍爷报
备 ，并且当日请来城隍神主来主持
工作 ，请阴间的首长过来 ，其意图
在于对前来接受供奉的无祀鬼神
进行监督 ，也是便于解决直接管辖
的问题 ， 防止不可控事件的发生 。
而厉坛的祭文也相当有意思 ，祭文
要求受供奉的鬼神要肩负起监督
民众 、官吏的责任 ： “维年 、月 、日 ，
某官某为祭祀本府阖境无祀鬼神
等众灵 ，曰 ：凡我一府境内人民 ，倘
有忤逆不孝 、不敬六亲者 ，有奸盗
诈伪 、不畏公法者 ，有拗曲作直 、欺
压良善者 ，有躲避差徭 、靠损贫户
者 ，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 ，神必
报 于 城 隍 ，发 露 其 事 ，使 遭 官 府 ，
轻则笞决杖断 ，不得号为良民 ；重
则徒流绞斩 ，不得生还乡里 。 若事
未发露 ，必遭阴谴 ，使举家并染瘟
疫 、 六畜田蚕不利 。 如有孝顺父
母 、和 睦 亲 族 、畏 惧 官 府 、遵 守 礼
法 、不 作 非 为 、良 善 正 直 之 人 ，神
必达之城隍 ，阴加护佑 ，使其家道
安 和 、农 事 顺 序 、父 母 妻 子 、保 守
乡里 。 我等阖府官吏人等 ，如有上
欺 朝 廷 、下 枉 良 善 、贪 财 作 弊 、蠹
政害民者 ，灵必无私一体 ，昭报如
此 ，则鬼神有鉴察之明 ，官府无谄
谀之祭 。 尚飨 。 ”也就是说 ，如果一
府之内谁干了坏事 ，无论官民 ，厉
鬼要向城隍汇报 ，揭发其恶行 ，使
其遭受 “阴谴 ”；如有良善之人 ，则
应当加以护佑 。

今天的淮阳 ，城市面貌远比历
史上更加繁荣 、人口更多 ，然而这
种祭祀文化和农耕文化共为一体
的历史遗址 ， 却只能在仅存的史料
中追忆了 。 这些古代志书里面的珍
贵记载向我们全方位诠释了当年淮
阳城外四坛的风貌。 在历史长河中 ，
这种祭祀文化一直在延续 ，甚至沉
淀为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寄托 ，演变
成为如今淮阳伏羲文化乃至农耕
文化的一部分 。 这些文化现象赋予
了这片土地一种既古朴又传统的
韵味 。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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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陵季子又称季札 ， 是吴王
寿梦最小的儿子 ，因封邑在延陵 ，
世称延陵季子 。 他可谓春秋时期
第一高洁之人 ， 有三让其国的美
名 ， 最有名的是他对音乐的高深
造诣 。 公元前 544 年 ，他以观礼为
名 ， 出使中原诸国 。 首先到了鲁
国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 ，周公旦
是周礼的创始人 ，故有 “周礼尽出
于鲁 ”之说 。 鲁国接待季札 ，演奏
各国音乐 ， 意欲让来自荒蛮之吴
国的使者开开眼界 。 之前吴王寿
梦曾向鲁成 公 请 教 过 关 于 礼 制
的一些问题 ，荒蛮之吴怕是不懂
礼乐 。 不想 ，季札听了 《周南 》《召
南 》《邶风 》《卫风 》《郑风 》《齐风 》
《豳风 》等一一点评 ，非常到位 。
然而 ，听了 《陈风 》，他却说 ： “国
家没 有 贤 明 的 君 主 ， 还 能 长 久
吗 ！ ”《左传 》对这件事儿描述得
非常详细 。 果然 ，11 年后 ，陈国第
二次灭国 ，55 年后陈国第三次灭
国 ，再无复封 。

我看完这段故事 ， 非常敬仰
季札。 之后 ，不禁长叹 ，延陵季子
的祖先 ，虽然是古公亶父的儿子 ，
但也确实偏居东南一隅久矣 ，到
了他的父亲吴王寿梦 ， 才与中原
相通 ，岂知中原陈国也有辉煌 。

且 不 说 三 皇 五 帝 与 陈 地 渊
源，只从周朝封国说起 ，陈国的始
封君是周陶正虞阏父之子虞满 。
当然与吴国始祖泰伯相比 ， 没有
更纯粹的血统 ，然而 ，另一种关系
却是吴国所不能比及的 ， 那就是
虞满是周武王的女婿 。 陈国是周
武王牧野之战下车伊始 ， 封就的
“三恪 ”之一 ，是周王朝最早封的
十二大诸侯国之一 。 这还不是陈
国最辉煌的历史 ， 或者最鼎盛的
时期 。

西周时期 ， 各诸侯国都安分
守己 ，基本没有太多的故事 ，周朝
真正的故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
平王东迁之后 ， 陈国一直都是中
原的大国 。 当时郑国当国的是庄
公 ， 郑庄公因为担心内乱 ， 不去
朝王 ，结果和周王闹翻 。 郑国和
周王室闹翻 ， 心中也是不安 ，就
想拉拢陈国 ，因为陈国和周王室的关系甚好 。 “齐大非偶 ”说的是郑
太子忽拒婚齐国女公子文姜 。 在当时 ，郑庄公的太子忽 ，拒婚齐国女
公子 ，也是诸侯各国沸沸扬扬的 “卦料 ”。 那么郑太子忽拒婚文姜 ，娶
了谁呢 ？ 娶的正是陈国的女公子 。 这是陈国的桓公时期 。 那时候陈
国并不把郑国当作一回事儿 ，拒绝与郑国结盟 。 郑国有一个大夫祭
足 ，想了一个孬点子 ，偷袭了陈国的边邑 ，掠夺了庄稼和人口 ，而后
又带着这些东西奉还给了陈国 ，以示和陈国结好 。 陈国无奈之下与
郑国结盟 。 春秋三小霸主谢幕之后 ，陈国红火了一阵子 ，那是陈宣公
在位时期 ，郑国内乱 、齐国内乱 ，楚国文王之后 ，也是风雨飘摇 。 陈宣
公在当时中原诸国的位置 ，可谓一帜独尊 ，然而陈国不具备称霸的
条件 ，陈宣公也没有称霸的野心 。 但是 ，宣公的地位极其尊崇 ，看看
他的社会关系便知 ，大女儿嫁给了蔡侯为君夫人 ，二女儿嫁给了息侯
为君夫人 ，后嫁了楚文王为夫人 ，小女儿嫁给了周惠王为王后 。 他可
谓历史上最牛的岳父了 。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刚出道时 ，是陈宣公加持
了他 。桓公小白北杏会盟 ，是他首次亮相于诸侯 ，其实他也很心虚 ，推
荐陈宣公当盟主 。睿智的陈宣公知道小白的野心 ，遂把盟主之位让给
小白 。陈宣公不是霸主 ，但却扶持了霸主 。而后的陈共公 ，也就是陈宣
公的孙子 ，成就了陈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当时的陈国第一次打败
了楚国 ，不过随后便把俘虏又送还给了楚国 ，因为陈共公知道陈国不
是楚国的对手 ，这叫知己知彼 。还有 ，当时卫国被晋国讨伐 ，向陈国求
援 ，陈共公对卫国说 ，你们只管和他打 ，我来调停 。卫国因此与陈国盟
誓，两国互相支持 。 要知道 ，晋 、楚一直都是春秋时期争霸的主角 。 陈
共公的儿子陈灵公当国时 ，晋国联合卫国讨伐陈国 ，陈国遣使卫国 ，
言明先前的两国之盟 ，卫国立马倒戈 ，晋国也只得撤军而回 ，说明陈
共公的威名还在 。

是的 ，陈灵公荒淫无度 ，不理国政 ，私通夏姬 ，并因之丧命 。 《陈
风·株林 》的吟唱 ，他被钉在永远的耻辱架上 。 《单子论陈必亡 》让陈
国臭名昭著 ，还有 《列女传·孽嬖传·陈女夏姬 》的传播 ，让夏姬和陈灵
公遗臭千年 。大自然有轮回消长 ，历史有兴衰更迭 ，再正常不过 ，况一
地一国乎 ？ 郑国的庄公是春秋三小霸主 ，也不过是一时兴盛而已 ，如
昙花一般 ， 之后便是绵绵不尽的衰微 。 历史又岂能以一时之荣辱而
论 ？ 延陵季子虽然有此言论 ，也是他眼光高远 ，而言陈国那段历史不
光彩的陈地人 ，不免就落入浅薄的窠臼 。

不过 ，延陵季子对陈国还有恩 。 公元前 485 年 ，楚国伐陈 ，陈国遣
使往吴国求救 ，当时吴王夫差率大兵北上中原 ，国内空虚 ，吴国太子
友向年老的季札请教 ，季札大义凛然 ，亲率吴军援助陈国 。

吴军驻扎之后，季札亲往楚国军营，拜见楚军元帅子期，成功说服
子期撤军。他说：“我们两国之君若不致力于德行，用武力争夺，只会让
百姓受苦，我请求将军撤军，以此得到好名声。 ”子期本来就是楚国贤
明的大夫 ，对季札很是敬仰 ，同时也很受感动 ，就冒着违抗命令的危
险，撤兵而去，使陈国免遭战争之苦。 但是，季札最终也没能阻止楚国
灭掉陈国。 公元前 478 年，楚国还是一举灭掉了陈国，就是因为楚国发
生了白公之乱，而陈国却趁乱出兵楚国。 实在是自不量力啊，不知道陈
湣公是怎么想的？ 也许是当时陈国有几年的积蓄，自恃国力甚厚，想出
一口恶气。我在《西施传》中妄断是受吴国的胁迫。不管当时情况如何，
陈国都属于落井下石，趁白公之乱偷袭了楚国。 楚国平定了白公之乱
后，回头就收拾陈国。 楚国人说，陈国不过是仗着有几年的积蓄而已，
好吧，就先抢陈国的麦子，而后出兵，灭掉了陈国。 陈国存国 568 年，有
盛有衰，皆大道使然，岂是光彩与否一言蔽之。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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