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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说古耿国是商代建立的一个侯国，是商王朝的一支，规模相当于现今的一个县。
这个诸侯国经历了32位国君，延续了700多年，在历史上曾创造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耿氏家族中流
传下来一些关于古耿国的传说故事。
《古耿国的传说》就是作者（耿乃光）根据史料及耿氏家族流传的故事编纂而成的一本讲述中国商代
耿国和耿国祖先祖丙建立和治理耿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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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乃光，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
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访问学者。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023部队技术员。
从事空中核核爆炸地震效应研究和准备与实施我国首次地下核爆炸，负责岩石力学方面的工作。
后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

　　生前从事震源物理实验研究，发表论文I50余篇。
提出遥感岩石力学（或称遥感岩石物理学）新学科领域，得到围际岩石力学学界的承认。
获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和教育部自然科学奖等奖。
业余从事中医导引养牛（耿氏养牛功法的传承）与砭石疗法研究，提出适合现代人医疗保健的新砭石
疗法，得到中医界和针界的支持，并在国内外得到推广。
业余还从事耿氏家族文化的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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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耿氏文化概要    姓氏文化是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汉族人的姓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古代的诸侯国名，在这些诸侯国存在的时候，国名、地名和姓氏
往往通用，诸侯国消亡后国名作为地名和姓氏则长期保留下来。
从上古经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华土地上累计存在过的诸侯国有数千之多。
在诸侯国存在的时候，各诸侯国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条件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其政治和文化各具特点
。
当中国统一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时，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文化上的汇合，各诸侯国的文化融汇成
统一的中华文化。
在这个文化融汇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吸收了各诸侯国的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
平；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或短见，着意摧毁了一些诸侯国的文化，其中包括不少
文化精华。
    古诸侯国消亡了，它的国名成为姓氏流传下来，它的文化作为民间姓氏文化也部分地得以保存和流
传。
民间的姓氏文化在家族中或以先祖的传说故事的形式一代讲给一代听，或以歌诀的形式世代相传背诵
，或作为风俗习惯世代因袭，也有以文字形式留存于族谱之中。
这些姓氏文化在中国统一后的两千年间又不断地融汇于祖国文化之中，为中华文化增添光彩，有时也
被统治者作为异端邪说而禁止。
家族宗法势力的活动对统一国家的政治生活是有害的，应当禁止，但为此而摧毁姓氏文化则给祖国文
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耿姓在我国是一个小姓，在我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一定是很低的。
耿氏家族大部分居住在我国北方，现今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宁夏、新
疆、内蒙、辽宁、北京和天津等省、市和自治区。
多数耿氏家族传说来自山西。
据山西省耿氏家族的传说，这个姓氏来源于春秋时代尚存的耿国，古耿国的地址在今山西省河津市一
带。
耿国的建立远在商代，是商王朝的一支。
传说古耿国是商代建立的一个侯国，规模相当于现今的一个县。
这个诸侯国经历了32位国君，延续了700多年，在历史上曾创造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耿国消亡后，由于作为耿国后裔的耿氏家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居住在山西省和陕西省的偏僻山区
，与外界交往不多，因而使古老的姓氏文化能部分地保留下来，这种情况类似于四JII省山区保留下的
巴文化与贵州省山区保留下的傩文化。
    如果把耿氏族人中留传下来的姓氏文化称为耿文化，它的内容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
    (一)耿国与耿氏的传说    关于古耿国的情况，正式记载在史书上的只有两处。
一处是《史记·晋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
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
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这一段明确记载了古耿国灭亡的时间是在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
古耿国的地址《史记》作者司马迁没有说明，据《史记集解》《史记索隐》等资料考证，古耿国在今
山西省西南部。
这一结论是可信的，因为司马迁虽未指出三个小国的地点，但应离曲沃不太远，这与耿氏族人所传古
耿国在河津，春秋时代尚存的说法是相符合的。
    史书上另一处关于古耿国的记载在《尚书·商书·祖乙》中，只有一句话：“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
”    可惜“祖乙”的正文没有留传下来，只传下来上述作为“祖乙”序言的一句话。
关于商君祖乙的定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中丁迁于隞·河宜甲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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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乙迁于邢。
”(邢：音gěng)    关于邢和耿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邢和耿在何处，祖乙迁都到哪里⋯⋯史学界
有不同的见解。
《尚书》中的这一句话，首次将耿作为一个国都记载下来，其时代在祖乙时期即公元前14世纪。
根据上述史书上仅有的两段记载，又推出古耿国存在延续了700多年，这也与耿氏族人关于古耿国建于
商代，是商王朝的一支，“君侯三十二，国运七百长”的传说相符合。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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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4年我的业余研究《乾坤掌养生功法》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之后，一些读者，特别是耿氏族人对乾坤
掌功法创始人、耿氏祖宗祖丙的故事很感兴趣，希望我撰写祖丙的故事出版。
1995年我写完了祖丙故事的第二稿，当时我的另一项业余研究砭石的发掘工作引起了中医针灸界的注
意，一些知名中医针灸专家与我合作研究。
2000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拙著《新砭石疗法》之后开始了新砭石疗法在国内外的推广工作。
这样，祖丙的故事的出版搁置了12年。
2007年耿氏宗亲会在山东开会，全球耿氏族人齐聚一堂。
大家都希望祖丙的故事早日出版，因此将旧稿找出再作整理定名为《古耿国的传说》。
承学苑出版社陈辉老师、刘涟老师的帮助，祖丙的故事得以出版面世，作者在此谨表谢意。
    耿乃光    2009年于清华大学普吉院32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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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帝中丁迁于嗷·河亶甲居相。
祖乙迁于邢（邢：音geng）。
”　　——《史记·殷本纪》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
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
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
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　　——《史记·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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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耿姓在我国是一个小姓，据山西省耿氏家族的传说，这个姓氏来源于春秋时代感尚存的耿国。
古耿国的地址在今山西省河津市一带。
耿国的建立远在商代，是商王朝的一支。
传说古耿国是商代建立健全的一个侯国，规模相当于现今的一个县。
这个诸侯国经历了32位国君，延续了700多年，在历史上曾创造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耿国消亡后，由于作为耿国后裔的耿氏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长期居住在山西省和陕西省的偏僻山区，
与外国交往不多，因而使古老的姓氏文化能部分地保留下来。
这种情况类似于四川省山区保留下的巴文化与贵州省山区保留下的傩文化。
　　耿氏家族中流传下来一些古耿国的传说的故事，讲述了先祖建立和治理耿国的业绩。
这些传说填补了耿国700年历史的空白。
《古耿国的传说》一书就是作者根据史料及秋氏家庭流传的故事编纂而成。
　　至于“耿氏家族中承传的一种独特的易理”和“耿氏家族中承传的一种养生功法--乾坤掌养生功
法”读者可在本社出版的《乾坤掌养生功法》一书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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