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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是文明之母，神农是农业之父。
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不能不涉及神农氏。
古史上有两个神农氏，一个是代表着农业发生时代的神农氏，一个是走向宗教神权时代的炎帝神农氏
。
这两个神农的资料被历代的史学家搞混在一起，难以别择，所以我这里所说的神农氏，包括了神农氏
与炎帝神农氏，但更重要的是炎帝出现之前的神农氏。
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是同一个群体的两个不同阶段，还是神农氏与炎帝族融合而出现的炎帝神农氏
？
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不管怎样，古籍中关于“炎帝，神农之后”的记述，应该是这两种情况都适宜的。
即使炎帝确属别一支进入了神农氏集团，他们之间仍然有一种继承关系。
历史学界大多认为，炎帝姜姓，是羌人的一支，最早活动于西北，后来才迁往中土。
根据是：先秦及秦汉以降的文献中，关于羌人活动最集中的就在西北甘、青地区。
于是西北便被认定为羌人的大本营。
从前，我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
可是当我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才发现，这在先秦文献中却找不到任何根据，而看到的却是炎帝之
裔在公元前二千多年被迁往西北的记载。
《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有来自西北的姜戎，他们自称是四岳之裔。
四岳，《左传》中又书做太岳，而太岳山就在山西中部，为太行支脉。
《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曹学俭《蜀中广记》卷三十一引《四夷传》亦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
其先为伯夷甫，炎帝之裔。
”而《尚书·舜典》又明确地提到，三苗是被舜放逐于三危的，三危就在现在的甘肃北部。
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不相信这些记载，认为这不合逻辑。
可是要知道，历史是靠记载传播的，而不是靠逻辑推导出来的。
在历史记载中，现代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应该因为用现代人的观念无法解释而就予
以否定，随后再以颠覆历史的方式给出新的答案。
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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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行地区从古以来盛行神农氏的传说。
关于炎帝神农活动的早期记载，都集中在太行山的周围。
本书是作者多次深入山西上党地区有关县市进行实地考察后的研究结果。
作者抓住阻碍中国上古史研究深入的要害问题，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入手，根据经典文献、方志碑刻、
田野资料、考古发现这四个方面，对炎帝神农氏的起源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这就使得数量众多、极具历史价值的资料又有了新的意义，从而使许多难以说明的重要问题得以迎刃
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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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神农、炎帝关系的文献考察在古籍中，凡与于三皇之列与伏牺并称，或言“王天下”者，皆称
“神农”而不称“炎帝”；而列于五方帝之中者，则称“炎帝”而不称“神农”。
神农与炎帝分属于两个时代。
神农氏当是在上古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在众多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原始族群之外
，凸显出来的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群体，代表着农业生产发生与发展的时代。
而炎帝则是一个带有宗教性、政治性的称号，代表着原始宗教形成与神权意识开始膨胀的时代。
其后炎帝族与神农氏的融合，使二者合为一体，出现了“炎帝神农氏”之称，并将二者的传说混在一
起，难以别择。
其可知者，“炎帝”之称晚于“神农”，史称“炎帝”者乃神农之后。
在神农氏研究问题上，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关于炎帝与神农关系的问题。
在古今史学界占主流位置的是“炎帝即神农说”。
如《吕氏春秋》高诱注、《孟子》赵岐注、《左传》杜预注，以及皇甫谧《帝王世纪》、苏辙《古史
》、司马光《稽古录》、罗泌《路史》、袁了凡《纲鉴》、马辅《绎史》、徐文靖《竹书统笺》、夏
曾佑《中国古代史》、郭沫若《中国史稿》，还有一些通俗历史读物等，皆以炎帝、神农氏为一人。
但这一说法，从古到今皆受到过严峻挑战，特别是近来，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怀疑。
因而我们首先需要对此一问题进行清理。
一、“炎帝非神农氏说”的提出及其合理性《左传?昭公十七年》孔颖达正义有如下一段话：《帝系》
、《世本》皆为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
谯周考古史，以为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
在《礼记?曲礼》正义中又说：谯周以为，伏牺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
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当身相接。
谯周以神农、炎帝为别人。
这可能是古书中关于炎帝神农问题争论的最早信息。
《帝系》疑指《大戴记?帝系篇》，但今本《大戴记》无此文，故张澍粹辑《世本》将此认做是《世本
》的《帝系》篇。
《世本》，刘向以为是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刘知几以为是“楚汉之际，有好事者”所为，司马
迁作《史记》时，这曾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这就是说，早在司马迁以前，就有了神农炎帝为一人的观点。
谯周是三国时人，他认为“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肯定有他的依据。
除我们现在见到的《史记?封禅书》中引管夷吾所谓“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之
外，一定还有更多的古史资料可供参考，故而他在对古史进行了一番考证研究之后，有了不同于《世
本》的结论。
最善于对上古史做系统整理工作，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可是他在《五帝本纪》中，
对神农、炎帝却作了混乱不堪的简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
能征。
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成来宾从。
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成归轩辕。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成尊轩辕为
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在一段话中，一会儿炎帝，一会儿神农，一会蚩尤，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实难理清。
清儒崔述《补上古考信录》曾对上古关于炎黄记述的混乱状态作了如下的辨析：《汉书’律历志》以
炎帝为神农氏，太嗥为包羲氏，后之学者编纂古史皆遵之无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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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考之不然。
《易传》日：“庖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是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也。
《春秋传》日：“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
，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是炎帝、太雎在黄帝之后也。
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炎帝、太嗥在黄帝之后，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皞，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
《史记?五帝本纪》日⋯⋯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
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战，凡两言炎帝，皆不
言神农，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
其后文又云“诸侯成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又不言炎帝，然则帝与黄帝之前者自神农氏，与炎
帝无涉也。
《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
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夫十有二家既有神农，复有炎帝，其为二人明甚，乌得以炎帝为神农氏也哉！
崔述得出与谯周一样的结论，认定炎帝与神农为二人，就其所依据的材料而言，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
其实从司马迁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他自己对此一问题已经不甚了了，一方面看到了炎帝为神农氏的
明确记载，一方面又接触到了分炎帝、神农为两人的历史旧账，故只好依据不同的材料来源，保持原
来的记述，原署做“神农”者仍作神农，署做“炎帝”者仍作炎帝。
这应该说是一种最慎重的做法了，也是司马迁对待历史记载的一种惯用手段。
但从他的思想倾向上看，是比较同意炎帝即神农氏的，故将二者组织在了一段记载中。
我们认为，“炎帝即神农氏说”与“炎帝非神农氏说”，这两种传说，必皆渊源有自，绝非后人臆说
。
“炎帝非神农氏说”有相当的合理性。
其主要根据有三：第一，在现存先秦典籍中，神农、炎帝皆分别出现，如《左传》、《国语》、《山
海经》等书中，有炎帝没有神农，《周易大传》、《孟子》、《庄子》、《韩非子》、《商君书》、
《战国策》等，有神农而无炎帝。
无一处明言“炎帝即神农氏”者。
第二，有的书中，虽二人皆出现，但却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
如《吕氏春秋》，“炎帝”出现三次，分别见于《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都是日：“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神农”一名则出现十三次，分别见于《情欲》、《尊师》、《季夏纪》、《诚廉》、《必己》、
《知度》、《慎势》、《执一》、《离俗》、《上德》、《用民》、《爱类》等。
其中有五次与“黄帝”并提，三次言农业之事，三次言其有天下，一次与“五帝”并提，一次与尧舜
并提。
在这里，“炎帝”是作为神祗出现的，神农是作为古之圣王出现的，其间也显然是有别的。
第三，《史记?封禅书》篇记管仲言：“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史记》所抄为《管子?封禅篇》文，此文今佚。
郭沫若《管子集校》（三）引洪颐煊云：“《封禅篇》唐初尚未亡。
《史记-封禅书索隐》云‘今《管子?封禅篇》是也’。
《尚书序正义》、《礼记?王制正义》、《文选?羽猎赋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禅梁父’以下皆作
《管子》，是孔冲远、司马贞、李善辈犹见之。
”也就是说，这一段话当是先秦旧文。
在一段话中分言神农与炎帝，其为二人甚明。
《吕氏春秋?季夏纪》前言：“季夏之月⋯⋯其帝炎帝”，后言“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
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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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区分也甚明显。
由此而言，今之许多学者坚持炎帝、神农非一人，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
但问题是，为什么在后来的记述中，会把炎帝、神农合二为一呢?难道这仅仅是史学家乱点鸳鸯谱?问
题并不如此简单。
《世本》称“炎帝神农氏”，绝非没有根据。
我们只要把文献中关于神农炎帝的记载做一全面分析，其间分与合的来龙去脉也就自可明白了。
二、文献中关于神农的记载及其反映出的社会形态先秦及汉代人记述历史，往往有一种习惯，在迻译
所据原始资料时，原初所署为炎帝者，即书做炎帝；原初署神农者，即书做神农，一般不改动其名称
。
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因此尽管一部分学者认为神农、炎帝二者无别，也确实有一部分材料，时冠以神农，时冠以炎帝，但
大多记载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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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小书是从2003年开始动笔的，历经4年多的时间，到现在才完成。
虽说很有兴趣，但也很艰难。
原因是事务繁杂，我除了行政工作之外，同时还接受了几家出版社的约稿，还有我自己进行的诗学史
的研究计划。
而完成此书要有一项特殊的过程，就是必须到有炎帝传说与遗址的地方去考察，这就大大增加了难度
。
如果要不是晋城、长治两市领导的支持，我真有点想放弃的念头。
老同学、晋城市委书记李雁红与晋城市委宣传部赵魁元部长一直在关注着我的研究。
他们的期盼，给了我支持，也给了我鼓励。
长治市政法委书记王云亭、组织部长郭新民、宣传部长范丽霞等，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使得
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此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他们。
2004年，在晋城市及所辖高平市，连续开了两次学术会议，一次是“先秦文化与中国历代文学学术研
讨会”，一次是“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
在这两次会议上，我提交了《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中之精神》、《文明初始晋东南
》、《炎帝传说与上党地理及民俗》三篇论文，并且作了大会发言。
这三篇文章，当时第二、三篇已发表，第一篇是作为大会主题报告发表的，过后不少朋友对我的观点
表示赞成或关心。
在高平召开的炎帝文化研讨会，因为是先秦史学会组织的，我从事的专业是古代文学，虽说文史不分
家，搞先秦史的许多学者的著作与文章我都经常读，但毕竟不属于历史圈子的人，写历史研究的文章
还是20年前的事情，因而对与会的代表感到很陌生。
但却听到了他们在议论我的文章，说是有分量。
还有人说：对高平来说，这是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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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史学界基本上有一种共识，认为炎帝神农氏起源于陕西宝鸡。
其主要根据是《水经注》中关于姜水的记载与此地发现的彩陶。
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却找不到任何根据。
《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则根据大量新资料提出了炎帝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山地区的观点。
其主要证据是，第二，先秦文献中有关炎帝神农氏族的活动记载，几乎全部集中在太行、太岳之野，
他处则鲜见。
“炎帝以姜水成”的姜水，实即《山海经》所言的太行山中又名郯水的姜水。
第二，太行太岳之野的上党地区，方志、碑刻中有大量关于炎帝的记载，数量、范围皆居全国之首。
第三，太行山周边地区，至今存有数十处炎帝祭拜遗迹，并有大量相关的信仰与习俗，涉及岁时风习
、人生礼仪、衣食住行、生产活动多方面，堪居全国之首。
第四，最早的农业考古遗址，集中于太行山地区，其时间之早、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
在此基础上，《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又提出了黄帝为草原民族的观点，认为炎、黄之战
，是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间的一场大冲突。
战争之所以在河北涿鹿（今长城脚下）发生，正是因为这里是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
导致战争的原因与气候恶化有关，战争的结果促进了炎黄二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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