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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物 传承历史 弘扬文明 开创未来

太昊陵祭祀文化及历史留痕寻踪
□记者 乔小纳 通讯员 李全立 雷铁梁 唐 涛

������太昊陵中祭奠的是太昊伏羲氏。
作为人文始祖，他究竟是传说？ 还是
确有其人？

太昊伏羲时代虽距今久远 ，但
其功绩却传至后世、 福泽众人。 伏
羲创八卦、 兴渔猎、 置嫁娶等一系
列功绩让人惊叹， 但这毕竟是一种
传说。 传说是历史的影子， 对于没
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 我们只能
依靠现代考古发掘， 努力地循着影
子去找它背后的真实。 传说中的伏
羲时代能不能从现代的考古挖掘中

找到印记呢？
百年以来，从仰韶遗址的考古发

掘开始，考古学家就自觉不自觉地把
中华文明起源和成型时期的考古发

现与史书中记载的圣王先贤的发明

创造相联系， 希望能寻求考古与文
献、 实物与传说之间的对应关系，包
括民俗学、神话学也尝试解释中华文
明的起源问题。对应记载太昊伏羲古
文献里传说的年代，在河南的裴李岗
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还有甘肃天
水的大地湾文化，均不同程度反映出
伏羲结网罟、养牺牲等方面的传说与
考古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距淮阳仅有
100 多公里、位于周口沙颍河上游的
贾湖遗址所发掘的裴李岗文化更是

佐证了伏羲传说。
有不少学者认为， 贾湖遗址的这

些考古发掘， 就是当年伏羲部落分支
创造的文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从考
古学的角度为我们探寻伏羲文化的真

实性提供了一条路径， 这也说明了考
古学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在漯河市博物馆 ，贾湖遗址是
一处规模较大 、保存完整 、文化积
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

存 ， 出土的珍贵文物都陈列在这
里。 从网坠、骨镖、骨镞、弹丸、各种
动物的骨骼可看出 ，当时的贾湖人
就会结网捕鱼 ，他们还通过养牲畜
来丰富自己的餐桌。 那时的他们已
经会种植水稻 ，把刀耕火种的日子
转化成定居的农业生产 ，从而形成
稳定的部落。 不仅摆脱了原始蒙昧
的群婚制度 ，还会奏乐 ，会占卜 ，甚
至有了文字标记的意识。 贾湖遗址
中的发现 ， 与太昊伏羲陵中的遗
迹，能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

统天殿四周墙壁上的壁画记录

的就是太昊伏羲所做的伟大贡献 ，
分别是 “结网罟”、“兴庖厨”、“制嫁
娶 ”、 “造甲历 ”等 。 其中的 “造甲

历”，对应了贾湖遗址中看到的很多
出土龟甲，专家推断这就是用来“占
卜祭祀 ”用的 。 而 “造书契 ”这幅壁
画， 上面的刻画符号正是早期中国
文字的起源， 与贾湖遗址中的文化
遗迹形成对应。 贾湖遗址中无论是
制作精良的骨笛， 还是音韵悠扬的
埙 ，都是伏羲文化中 “兴礼乐 ”的表
现 。 最后一个是 “造干戈 ”，贾湖遗
址出土的 “弹丸 、骨镞 ”，正是伏羲
“造干戈”的有力证明。

原来，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
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印证了曾经
有过的事实。

贾湖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

代表，作为一种文化的体现，它的分
布并非点状而是面状的，是扩散和传
承的。 传说中的伏羲，他是从甘肃天
水一路带着族人沿着黄河走来，他创
造着文明，也播撒着文明，最后定都
于淮阳。

周口其他县市也发现了裴李岗

文化的一些遗存， 目前共有 8 处，周
口是裴李岗文化的最东沿。但淮阳在
地质上位于周口凹陷区， 数千年来，
黄河泛滥，携带大量泥沙，在低洼处
沉积，使一些古人类的遗迹被黄土掩
埋，再加上地下水位高，难以勘探发
掘。 这也启发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
文物保护，做好各类基建前的考古勘
探工作，以发掘出更有证明效力的史
前文化遗址。

伏羲文化是历史与传说的融合，
它们很难完全剥离。 我们难以想象，
原始先民们在劳动工具极其简单和

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凭借着勤劳的
双手和聪明才智，在茹毛饮血的时代
开创了文明的起源。这正如马克思所
说：“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生出伟大的
结果来。 ”

按照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
伏羲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
是一个部落首领沿袭而用的共同称

谓，是那个时代一个延续千年的部落
文明的总称。 无论他是一个人，还是
一群人， 伏羲作为民族文明起源阶
段， 发明器物和设立制度的集大成
者，成就都非常了不起，是文化周口
的骄傲。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泱泱大河必
有其源。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
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

文化，每个人都有责任，将这种精神
和文化传承发扬！ ①5

（上接 4 版）
在太昊陵中 ， 碑刻的种类和

内容远不止 “御祭碑 ”这一类 。 民
国以前的历代碑刻 ， 还有记述太
昊陵重修或增修经过 、 赞颂太昊
伏羲氏的题词碑 ， 各地民众乐捐
的功德碑等等 ， 最多的是各地民
众 “朝祖进香 ”的进香碑 。 还有借
助太昊陵这个场合所立的碑 ，比
如记载岳姓渊源的 《岳氏源流
碑 》，纪念清官廉吏刘拱宸的 《刘
伯郡公告思碑 》，还有立于太昊陵
岳飞观侧 ，号称文章绝 、书法绝 、
刻工绝的岳飞手书 《前后出师表 》
碑等 。

陈州伏羲碑林是太昊陵内一

景 。碑林虽说是后建的 ，但是为了
追缅伏羲功德 ，溯源思远 ，传承文
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淮阳文
化界的几位前辈———袁占琴 、何
仰羲 、张云生 、李钟晨等人谋划创
立伏羲碑林 ，多方奔波 ，征集代表
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书法精品三

百多幅 ， 到 2006 年全部刻制成
碑 ， 在太昊陵西北依八卦形状建
立碑林 。 这些前辈们不顾年高体
迈 、经济窘迫等种种不便 ，历经数
十载 ， 蔚然而成今天太昊陵的一

大景观 ，他们敢为人先 、弘扬文化
的精神和品德永远值得学习和传

承 。 碑林正门匾额是国家书协原
主席启功先生题写 ， 他那时患有
眼疾 ，数易其稿 ，依然勉力书就 ，
并特意落款启功敬题 ， 足见先生
对人祖伏羲的崇敬之情 。

不仅仅是太昊陵内有碑刻 ，
国内的许多古建筑内都留有碑

刻 ， 有的甚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一景 ，比如曲阜孔庙碑刻 、山西晋
祠碑刻等等 ，除了记录 ，这些碑刻
还有哪些历史和文化价值呢 ？

碑以石头为材质 ， 相对于竹
木 、 帛纸等更容易保存久远 ，作
为一种文化或者记忆的载体 ，和
铜铁等金属比较 ， 性价比更高 。
像孔庙存有两汉以来碑石 2000
多通 ， 晋祠也有唐宋以来碑石
300 多通 。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岁
月的流逝 , 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变
化 ， 这些碑石仍然闪烁着灿烂光
芒 ， 是研究古代政治历史 、 书法
艺术的珍贵文物 。 在这些庙 、祠
等属于公共纪念场所的建筑里面

立碑刻石 ， 更容易让碑石镌刻的
内容流传千古 ， 铭记于后世 ，起
到弘德扬善 、传播文化的作用 。

������除了碑刻， 太昊陵中留存比较
多的就是古建筑和古树。 古建筑上
期栏目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本期重
点说说古树。 陵寝里种植古树的传
统由来已久 ， 我们熟知的孔林 、关
林， 这些圣贤的长眠之处之所以称
为“林”，就是因为广植树木的缘故。
这样做，一是寄托哀思、寓意不朽 ；
二是增强陵寝的庄严肃穆氛围。 一
般都栽种长寿树种， 如松树、 柏树
等。 太昊陵目前现存古树 117 株，其
中 200 年以上的古树 107 株，500 年
以上的 11 株，千年以上的还有七八
株。万历四年（1576 年）碑文《修羲皇
陵庙记》记载：在太昊陵 “前后植柏
数千株，蔚然成青林矣”。 现有的一
百多株古树有一部分就是那段时间

栽种的。
午朝门门口的老槐树已经有五

六百年的树龄了，历经沧桑、饱受风
雨，仅剩一棵，依然虬枝苍劲 ，每到
春天郁郁葱葱，一直守护着太昊陵。
在伏羲陵墓旁有棵 “耳柏 ”，因在主
干上长出一惟妙惟肖的人耳状凸起

而得名，传说是人祖爷（老百姓对太
昊伏羲氏的称呼） 留在人世间的耳

朵， 来倾听他的子孙后代向他祈福
求愿的。 先天门前神道东侧有棵千
年侧柏， 树干上的瘤疤像一对大象
母子在悠然散步，故得名“象柏”。

太昊陵内还有一处独具特色的

公园，名为独秀园。它是全国唯一以
松柏造型艺术为特色的剪枝公园 ，
占地 3.6 万平方米， 被海内外游客
及园林专家誉为“天下奇观”。 1986
年 , 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来独秀园参
观后 ,亲笔题写 “淮阳太昊陵独秀 ”
四个大字。 该园继承中国历代造园
传统 ,博采各地技艺所长 ,兼有北方
园林的宏阔气势和江南私家园林婉

约多姿的风韵 ,园内亭台别致 ,游廊
曲折。 苍松翠柏，花木芬芳，绚丽多
姿，犹如仙境。各种树木造型点缀其
间，疏密有致，千姿百态。

古往今来，无论是在树下乘凉、
还是寄托哀思、亦或是倾注心声，这
些古树都默默无声地陪伴着来来往

往的人们。 在这里，不论是古建筑，
还是碑刻、古树，都成为历史无声的
见证者。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生命
在一次次轮回， 只有它们在时间的
长河中站成了永恒……

树木静语———太昊陵历史的生动见证

��太昊伏羲氏———传说？ 还是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