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卷 第 5期 

2013年 9月 

云梦学刊 

Journal of Yunmeng 

Vo1．34．NO．5 

Sep．2013 

幕阜天岳伏羲氏之陵考辨 

陈砚 发 

(平江周易文化研究会 ，湖南 岳阳‘414000) 

摘 要：伏羲与太昊是两个人而非一人。两人出生地不同，世次关系不同，部落图腾不同，姓氏不同，在远古氏族部落中 

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在先秦史料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在可读史料 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称为一体的 

是西汉来年刘歆的《世经》。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氏陵基实属太昊之基。而根据史料查实和地下文物印证以及湖南楚文化与 

民风民俗的论证 ，湖南平江天岳幕阜山应是伏羲氏之陵，其下有“皇坛”，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捧八卦的伏羲神像 ， 

且历朝多遣官致祭。相传幕阜天岳，舜帝所封，即为《禹贡》之东陵，楚国之东祠 ，与《史书》记栽伏羲去世“崩葬南郡”地望完全 

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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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阜山．又称天岳 ，座落于湖南省平江县东北角，北邻 

湖北通城县，东与江西修水接壤，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 

天下名山称岳者，除天岳幕阜外，皆不成脉。而天岳幕 

阜恰恰 自成一脉。脉起源于平江县境内，地质为燕山早期侵 

人体 ，属晚侏罗世燕山第三阶段构造，距今一亿四千七百万 

年。山体呈西南与东北走向．绵延于湘鄂赣三省。延伸到庐 

山，横亘洞庭 、鄱阳两湖 。出露 面积 1260平 方公里 ，山脉 区 

域面积 4800平方公里 ，延伸 37县市 ，是 两湖 (洞庭湖 、鄱 阳 

湖 ，下同)之间急剧上升地 区。 

幕阜山，山有脉 ，水有源，有气有势。左揽黄龙(山)，右 

抱凤凰(山)。登山凌顶，大有君临天下之势 ，又有乘云登天 

之感。主峰一峰尖 1596米，亦有 1606米之说。 

幕阜山地处长江之畔，两湖之间，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气候温和，水源充足，群山起伏，有山有水有平地。既是人类 

起源之地 ，又是远古人类采集 、渔猎 、栖息 的理想场所。长江 

水系纵横，湖泊星罗棋布，上万年的农耕文明相生相伴。幕阜 

山周边的五星村、早仑村、汤家嘴村，据考古发现就有三处大 

溪文化 、龙山文化 遗址 ，其质地 细腻 而薄 ，内外黑亮幽美的蛋 

壳陶是构成龙山文化的特点之一。这正是人类氏族社会由母 

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期．足以证明幕阜山地区是远古人 

类活动频繁、古文明极其发达的地区。 

幕阜山冠以天岳，岳者为大为尊。山岳为高为大为众山 

宗。我国有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 

嵩山。然五岳是 以方位 之岳 ．而幕阜 山称岳不是方位 之岳 ， 

而是天岳，即天下第一山，万山之宗。 

幕阜山在古时为什么有如此显赫之地位，有如此大的 

名声 ，处天下第一山之尊呢?在严格讲究礼制的古代中国。 

对天地和山岳的宗称是绝不会随意僭越的。那么冠以 “天 

岳”，肯定赋予了它特定的地位和特定的含义。 

传说幕阜天岳因伏羲而名。清同治年问平江县志《艺文 

志》载 ：著名学者张瓒昭著《楚陵述略》卷二日：平江之天岳， 

即《禹贡》东陵。其下有皇坛 ，乃伏羲氏之陵。(笔者尚未找到 

此书)张瓒昭，原名张宝昭，号斗峰，道光年间举人。曾应清 

朝五经专科选举 中，有一经全国夺 魁。在《楚 陵述略》中 ，他 

对湖南境内的茶陵、昭陵、醴陵、零陵、泉陵 、春陵等古陵都 

有指正。 

徐日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旅游文献研 

究所所长)认为：“孔子所著的《易 ·系辞》有关伏 羲的记 

载，完全是人 的形象 ，72个字 ，与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的 

《帛书(系辞)》中的记载一样 。这说明史籍互为印证，另 

一 方 面也 再 次证 明孔 子 这位 ‘不语 怪 的圣 贤 ’，早 在 2500 

年前就请人祖伏羲走出了神话。可见伏羲氏是实实在在存 

在传说中的人。” 

伏羲氏和他的族群通过多代的努力 ．创造了八卦和伏 

羲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创始人，是渔牧农业生产的先行者． 

是氏族起源时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 

奠基者。他们充满了创造精神、奉献精神、和合精神，是中华 

民族团结、协作、发展的象征。今天，深入研究伏羲文化 ，挖 

掘传说中的伏羲古遗址，仍然具有时代精神和现实价值。天 

岳幕阜山、伏羲葬地的古迹考证正是弘扬、充实和丰富伏羲 

文化 的重大壮举。 

一

、天岳幕阜——《禹贡》之“东陵” 

《禹贡》之东陵，到底指哪里，史上说法不一。 

一 说在河南固始县西南的东陵乡。汉唐人多主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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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庐江郡之东陵乡，江夏有西陵，故是言东矣 ，《尚 

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东陵者也。”清人胡渭 驳之 日：“其地在 

今河南固始县西南 ，大江南去五、六百里 ，安得云(江水)至 

于东陵乡。”这个东陵乡在长江以北数百里之外 ，又不在《禹 

贡》荆州之境，实不足信。此说大多不赞成。 

还有一说在湖南岳阳，宋儒多主此说。蔡沈 《尚书集 

传》：“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六朝宋人庾仲雍《江 

记》(又称《寻江记》)载：“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 ，故谓 

之巴陵，亦名东陵，《禹贡》过九江，至于东陵”。“北宋曾彦和 

云 ，巴陵与夷 陵相为东西 ，夷陵亦 日西陵 ，则 巴陵为东 陵可 

知也，又名天岳山，巴丘山。”笔者认为此说对了一半 ，东陵 

在湖南岳阳，但不是巴陵而是天岳山。北宋曾彦和提到了天 

岳山就是东陵，但他把 天岳 山与 巴丘山混 淆了。巴丘很难称 

山，要称其为陵，而且是东陵实难以相通。而天岳山，即幕阜 

山，是洞庭湖、鄱阳湖之间急剧上升地区。处夷陵之正东，相 

距垂直距离百多公里，古荆州之地 ，又是伏羲氏之葬地 ，固 

称东陵是名至实归 。 

清儒王夫之《禹贡稗疏55卷二称：“东陵者，武昌以东，瑞 

昌以西，江之东岸诸山也。”王夫之这里所指的武昌即今湖 

北武昌，瑞昌即江西瑞昌。王夫之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幕阜 

山正是江之东岸之山。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 

东迤北 ，会 于汇 ，东为中江，入于海。”要弄清楚东陵 ，必先弄 

清楚澧 、九江和会于汇在哪里。 

东至于澧 ，孑L安国《尚书注疏55卷五称 ：“澧，水名 ，后世 

多从之，谓今湖南澧水”。湖南如今亦有“湘、资、沅、澧”四大 

水系。《山海经》中的澧沅之风，潇湘之渊，都是洞庭湖地区 

之地名 、水名。 

“九江”指哪里呢?唐以前有九江郡之寻阳说。至宋．胡 

旦认为“九江就是指洞庭之水为九江”。朱熹认为胡旦等人 

“以九江为洞庭 ，则其援证皆极精博。其《九江彭蠡辨》更详 

驳了汉唐旧说 。” 

《山海经》云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游于 

江渊 ，澧沅之风 ，交潇湘之渊 ，是在九江之 间”。《山海 经》已 

经明确，九江在洞庭湖地区。处荆楚腹地，洞庭之水为九江。 

宋代蔡沈集宋儒说“九江”之大成，在《书经集传》中注九江 

日：“汉九江郡之寻阳，乃《禹贡55扬州之境，不得以荆江之水 

当之。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那么下隽又在哪里呢? 

《楚地记55日：“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今岳州巴陵 

县 ，即楚之巴陵 ，汉之下隽。洞庭正在其西北 ，则洞庭之为九 

江审矣。今沅水 、渐水 、元水、辰水、叙水 、酉水 、澧水、资水、 

湘水，皆汇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 

《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王国维《水经注 

校》卷四十：“洞庭则在下隽”(今湖北通城和湖南岳阳一带 

属古下隽地，治城在今通城)，而幕阜山正在古下隽。现在还 

有一半在湖jB通城通山县境内。可见《禹贡》之“九江”正是 

洞庭之水，确信无疑。 

经过澧水 ，过 了洞庭之 水 ，至于东 陵就十分 明显 了 ．就 

来到了古下隽。古下隽即湖南巴陵与湖北通城一带是也。幕 

阜山在古下隽，如今通城境内。“东迤北，会于汇”。《水经注55 

“所谓汇，即今鄱阳湖也”。史籍记载与地望完全符合。亦与 

考古发现相吻合。在三峡地区考古中．湖北秭归、沙市、洞庭 

湖边均发现有古代 卜卦用的龟甲，正应对《禹贡》之中的“九 

江纳锡大龟”。 

由此可知 ，九江即指洞庭湖地 区。 

澧指湖南澧水，会于汇指鄱阳湖。下隽指巴陵与湖北通 

城等地。正好证明东陵就是天岳幕阜山。 

《禹贡55：“荆及衡阳惟荆州”。从荆山到衡山，按古时 500 

步一里计算(一步为 1．8米 ，相当于一人身高)，相距大约应 

在400公里左右。而两山之中，就是幕阜山最高山体，海拔 

1606米 ，比衡山高，比荆山更高，山体又大。《禹贡55既是山川 

河流地理之宗书 ．写到荆 州不可能不写最高最 大又最居 中 

的大山天岳幕阜山。所以至于东陵，就是指“天岳幕阜山”最 

清楚不过了。 

幕阜山为什么会称东陵呢?陵属于陵墓。古时民不得称 

陵 ，只有帝王家死 了以后所葬之地方可称 陵。而且 不是一般 

的陵，还是东陵。要在《禹贡55地理宗篇中称之为东陵者更不 

是一般的帝王而能享有如此殊荣。也只有人文始祖伏羲氏 

之葬地才可以冠上“东陵”。 

其次，幕阜山从方位上看在楚东。正是荆州与扬州交界 

处 。相对 于夷陵有东陵之称 。《史记 -五帝本纪》曰 ：“黄帝居 

轩辕之上，娶西陵之女是为螺祖。”《河图》记载：“自西陵东 

北陆行百二十里 ，有方山，其岭四方，素崖如壁，天清朗时， 

有黄影似人像 ，山上有神祠场，特生一竹 ，茂好 ，其标垂场 

中，场中有尘埃，则风起动此竹拂去如洒扫者”。这段精辟记 

载，就是指幕阜山有“青竹扫台”的景观。西陵在宜都，可见 

幕阜山与西陵都在长江边上，幕阜山居东 ，夷陵居西 ，固有 

东陵西陵之称。山上有神祠指东祠也。 

东陵，是东皇太一之陵。《补注》云：“太一，星名，天之尊 

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楚辞集注·九歌》注 

说：“吉 日兮，辰良；穆将愉兮 ，上皇(东皇太一)即伏羲也”。 

伏羲就是东皇太一 ．东皇 的陵苑称为东陵是很 自然 的。 

笔者认为《禹贡》之东陵，既要从空间观念上去找到 

它 的位 置 ，还 要从 内容一h考 证其 原 由。幕 阜 山正是这 两者 

使然。 

1952年浙江 省文物管理委 员会收获一 件楚 国铜 器 ．是 

一 鼎盖 ，盖边沿有铭文一行 ，“大右秦——东 陵”。大右 是官 

名 ，秦是人名。东陵 ，既是楚 国铜器 ，而楚 国之东陵 ，正 是幕 

阜山。幕阜山正在楚国之东。故东陵被文物考古证实。 

二 、天岳皇坛—— 伏羲氏之葬地 

幕阜山，又称天岳山，在天岳山一峰尖山脚下设有皇 

坛 。皇坛位于平江县南江镇阜山村。 

一 座 山敢立皇坛 ，冠“天岳”，天下恐怕只有幕 阜山有此 

殊荣。“坛”是用土石筑成的台，古代用于祭祀或会盟誓师的 

地方。“皇坛”就是祭祀先皇的坛位。“天”，《春秋繁露》日： 

“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类始祖为“天”；“岳”，《诗诂》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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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而尊者岳”。“皇坛”与“天岳”的字面意思告诉我们 ，这 

里是人文始祖的寝陵，是祭祀先皇的地方。“皇坛”什么时候 

立的无法考证。传说中“天岳”是舜帝封赐，到春秋战国时 

期 ，有《禹贡》之东陵说①，楚 国的东祠说②，至汉朝“皇坛”又 

设有“玉清官”③。道教有三清四帝之说 ，三清即玉清元始天 

尊．上清为林宝天尊，太清为道德天尊。四帝为玉皇大帝，紫 

微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后土皇地祗大帝。玉清应是元始天 

尊之 宫。唐朝为道教第 25洞天 ，“元真太元”之天 。至宋朝宋 

英宗赵曙降旨扩建玉清官(1064年)，并赐“冲真观”(见平江 

同治县志卷五)．重新整修“皇坛”。 

宋朝《岳阳风土记》：“幕阜洞天有石壁刻铭其上，言‘禹 

治水登此山’。又有列仙坛，有石田数亩 ，非人力所能为，鸟 

道断绝 ，不 可登览 ，左黄 龙 ，右凤凰 皆在 山麓 也。 ”相传 “东 

陵”是大禹登山之后所赐。左黄龙，右凤凰皆是天子阵仪。 

《舆地纪胜》日：幕阜山“山名之列凡五：日天岳 ，雷台， 

雷公 ，天柱 ，幕府 ”。 

朱谋玮《水经注笺》日：“幕阜古名桓山”。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日：“湘水又北泪水注之，水东出 

豫章艾县桓山”，豫章艾县即今江西修水 ，桓山，实为幕阜之 

黄龙山。 

平江清同治县志卷五载 ：天岳山，又称天柱山，高一千 

八百丈．周回五百里，跨义宁、通城数州县。岳州称岳阳以在 

天岳 之阳也 。④ 

天岳山 ，天柱山又称昆仑 。 

晋《葛仙翁传》日：昆仑，一日玄圃，一曰积石瑶房，一日 

阆风台．一日华盖，一日天柱，皆仙人所居也。 

《龙鱼河图》日：昆仑山，天中柱也。 

《神异经》日：昆仑有铜柱焉，其高人天。 

《毛诗》日：(天岳)菘高维岳，峻极于天。 

幕阜山，又有历山、猎山之称。《括地记》“雷首山亦名历 

山”。 

笔者多次考察天岳 山 ，于 2013年 5月在天岳 山天岳堂 

发现一古 建筑群 ，有“魁屋”两字。 

以上是“皇坛”的历史及幕阜山名称的演变。 

清同治县志二十九卷记载：幕阜山有三级皇坛 ，门首有 

迎恩桥，接官亭，相传前朝多遣官致祭，人《通志》。皇坛有四 

十八灯 ．四十八柱 ．供奉 着手捧八 卦的伏 羲神像 ，并设 有皇 

坛土地一直供奉至今。 

据当地村民讲 ：皇坛有三进 ，两厢都有偏殿 ，殿右侧有 
一 石亭 ．亭中有一井 ，井旁有一石马，龙首马身，谓之龙马， 

两侧联云 ：石马驮经通三界 ，龙王引水润十方。 

可惜这皇坛毁于抗 日战争，被 日本飞机炸毁。如今断垣 

残壁尚存，残存不到 200平米的旧庙和皇坛土地庙还在。当 

时其建筑规模清晰可见 ，石柱 、石门 、石斛 比比皆是。 

这皇坛的特点与其它地方的伏羲氏陵庙不同，突出了 

四十八灯 、四十八柱所组成的八方台，正好体现六爻八卦 

八方 。 

石亭旁边的龙马验证《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 

人则之”之说。传伏羲因见黄河浮出龙马，背负河图，跃至一 

块大石上 ，配合龙马身上的花纹，使伏羲氏顿有所悟，因而 

演成八卦，为《周易》之来源。 

因为有皇坛 、伏羲之葬地，幕阜山这块风水宝地处德福 

之乡，清静吉祥之地。 

一 是皇坛处幕阜山一峰尖山脚下，原叫石浆乡，全乡都 

是 沙石 土壤 ，唯独皇坛之处是一 块黄土 。当时百姓 有歌谣 ： 

“幕阜高 山大行龙 ，层层深处落 田中，九窍石浆龙戏水 。五老 

尖尖黄土中”。皇坛没有坟、平地。“落田中”这与古代先王陵 

寝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以山为陵如出一辙。 

二是幕阜山的蛇不咬人，人与蛇和谐相处。平江人叫蛇 

称小龙 ，又俗称 地虫 。家里进 了蛇是要请出去的 ，并要烧纸 、 

放鞭炮相送。幕阜山盛产蛇，而且种类很多，甚至还有大莽 

蛇，但这些蛇从来没有咬过人。大家至今不解这个谜。唯一 

的解释就是伏羲是人首蛇身，幕阜山乃伏羲之葬地 ，所以蛇 

不伤人。山民也不伤蛇。在山上遇见蛇，要让蛇先行，礼让于 

蛇。这种人与自然，人与蛇的关系不是做出来的，也不是谁 

提倡的，而是幕阜山千百年来 自然而然形成的．体现了人与 

蛇 ，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 。 

三是幕阜山“墓而不樟”。樟树平江到处都有，到处可以 

栽樟树，唯独幕阜山例外。幕阜山主山有几百平方公里的面 

积看不到樟树。林场的职工曾经多次栽过樟树都不成活。唯 

独松树挺拔苍劲 ，勃勃生机，成一风景，学名叫黄山松 ，列入 

我国黄山松基地。诗仙李白上幕阜山写下了《炼丹井》的七 

绝，其中言到了短松，即黄山松。诗日：“闻说神仙晋葛洪，炼 

丹曾此占云峰。庭前废井今犹在，不见长松见短松”。幕阜山 

不长樟树而长松树。笔者认为幕阜山为伏羲葬地，“墓而不 

樟”。在陵墓之地不栽樟树而栽松树这是很正常的绿化方 

式。松树表示万古长青，永垂不朽。而千百年来自然形成这 

种风格而且还没有人能改变这种风格就显得有些神奇了。 

四是幕阜山山无秽草．水流药汁，草喷异香。如铁皮石 

斛 ，极品，属于九大仙草之一 ，生石崖之中，吃了滋阴补肾。 

还 有一种金 星兰草 ，一株芳 香 四溢 ，一村 一株香满 堂 ，属异 

草 ，是国家中药材的生产基地。幕阜山没有蚊子 ，人在山上 

受凉也不会感冒。幕阜山从南方的南岭到北方的营口的纬 

度范围内的所有植物都可在幕阜山生长繁殖。 

所以幕阜山称之为德福之乡，清静吉祥之地。 

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伏羲葬地“皇坛”在天岳幕阜 

山 ．几千年来为什么不被 世人所知 呢?据笔者初步分析有三 

个 方面的原 因： 

一 是政治上的原因。至战国时期，将伏羲视为天神，楚 

国犹盛，将伏羲奉为东皇太一，最高的天神。屈原的《九歌》 

就是对东皇太一的颂歌，记录着对东皇太一祭祀的仪式和 

祭神场面的描写。《补注》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太 

一 星名 ，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天岳幕 

阜山在楚东，伏羲的皇坛日东陵，乃是东帝，东皇之寝苑。秦 

统一中国后，将伏羲奉为天神，只准皇室与帝王祭祀 ，不准 

百姓祭祀。《汉书·郊祀志》云“古者天子以春秋祭东皇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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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南郊”。《史记·封禅书·索隐》说：“汉武帝沿古制，天子 

祭太一”。古制祭祀之礼仪应是周礼。封建王朝，帝王为了自 

己受天帝保佑，江山永固，所以不准民间祭祀天帝太一神， 

只有皇帝 自己才能祭祀 ，所 以才导致东 皇太一在 民间 的没 

落 。而且慢慢淡化了伏羲的真实葬地。除《禹贡》有东陵记 

载．以及舜帝敕封天岳的传说外，伏羲的皇坛在史书中消声 

匿迹．隐而不宣，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战争和迁徙所致。幕阜山古处南蛮之地 ，又 

是三苗之地。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人口迁移，首先是尧舜时 

期。《史记·五帝本经》记载：“舜帝南征三苗”。约公元前23世 

纪，居住在鄱阳湖、洞庭湖之间长江南北的三苗部拒不服管， 

多次造反，尧命大臣舜用武力征战三苗，并将两湖(两湖指洞 

庭湖和鄱阳湖)的三苗人强迁到西部偏远的“三危地区”，而将 

中原的另一个不忠于尧的首领“兜”及其部落流放到江南以 

控制三苗。所以在上古时期，原著居民迁徙流动性很大。二是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灭楚国．又是用武力将楚国人向西南方 

向迁移，去开拓新的疆土，带来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第三 

是到了明朝朱元璋与陈友谅战争，平江属于陈友谅辖地，朱 

元璋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后大兵压境围攻，终破，朱元璋下令 

血洗平江。所以平江留传原居民“余、翁、柳、卜，有也不多”的 

传说 。这 四姓属 于平 江在 明朝前 的原居民 ，被杀 的杀 ，逃 的 

逃，大半平江人流离失所。由于人口流动性大，迁徙得多，对 

“皇坛”亦有记忆淡化的作用。居住在平江及幕阜山的山民对 

“皇坛”是伏羲葬地不是十分清楚，只知道有皇坛，有四十八 

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持八卦的伏羲的神像。幕阜山有许多 

伏羲元素，亦没有人认真去考察，直至清朝大学者张瓒昭才 

发声，但因条件局限，一家之言，没有被重视，伏羲之陵，仍被 

隐没在历史寂静之中。这是原 因之二 。 

原因之三是道家文化的神秘性和荆楚巫文化的影响， 

使伏羲神化 ，拉开了与老百姓的距离。从汉朝开始，幕阜山 

就 与道教结缘 ，道 教的 四大 天师有两位 在幕阜 山修炼 ，设 

有玉清官。葛洪就在幕阜山修道炼药⑤，还有一位道教“天 

师”即许旌阳⑥，亦常在幕阜山修道。唐宋时期，幕阜山道、 

观 、寺 、庙有上百个。明朝《隆庆岳州府》卷十八记载 ：吕洞宾 

《沁园春》，其词日：“昨日南京，今朝天岳，倏焉忽焉指洞庭， 

为酒 渴时浩饮 。群 山作枕 ，醉后高眠 ，谈 笑 自如 ，往来无碍 ， 

半是风狂半是仙。随风在，有一襟风月，两袖云烟。”传吕洞 

宾也在天岳山修道。仙人洞、仙人下棋古迹尚存。 

尽管香客游人络绎不绝 。然而道教崇尚潜隐默修，喜遁 

居幽静 ，不事张扬，具有神秘性 ，将伏羲奉为天神 ．东皇太 

一

．
又将幕阜山奉为道家第 25洞天．“元真太元之天”．把伏 

羲神化，神秘化。再加上楚文化中的巫文化的影响。更使伏 

羲这形象扑朔迷离。 

基于以上三种原因，幕阜山又处湘鄂赣三省交界 ．地处 

偏避，交通不便 ，所以“周王之马迹不至，谢松之履齿不登”， 

是以寂寂人 间耳。 

三、天岳魁屋——楚国之东祠 

笔者上幕阜山考察，在天岳山的天岳堂发现有古建筑 

群。天岳堂处幕阜山中心位置，按照勘舆学的理论，天岳堂 

风水尚佳。古建筑的石阶、石墙尚存，正殿地基清晰可见，正 

殿前留下了三棵参天千年古杏，大的有三人合抱之围。大殿 

旁有一石屋 ．石屋中有一大麻石神像 ，大而粗糙 ，似远古神 

像。旁边还有石砌的八方台基。在大殿下方坡内，有一小石 

屋 ．石屋中有一石柱，笔者发现唯一的两个字“魁屋”。 

“魁”：查《康熙字典》：《礼檀弓》：魁日首也；《博雅》日： 

魁，大也；魁，一曰主也 ；《史记天观书》：魁，星名，北斗第一 

星日魁；《周语》小阜为魁陵，注：小阜曰魁；《前汉东方朔传》 

注 ：师古日魁。归纳“魁”字的主要 内涵 ，有 四种意思 ，魁 ，为 

大，为首，为主。这意思最明白不过了，伏羲应天而王，三皇 

之首 ．百王之先 ．人文之祖 ，当然就是为大为首为主。 

《史记天观书》日：“魁，星名，北斗第一星日魁。”《史记· 

封禅书》索引：“宋均日：天一，太一，北极星之别名”。由此可 

知，北斗星第一星日魁，北斗星就是北极星，又日：天一 ，太 

一

。 《天文志》曰：“中宫天极星 ，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淮 

南子》“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宫者，太一之居”。在先秦战围 

时期，北斗星是东皇太一的标志，七位星君是保护神。《韩非 

子 ·解老》日：“天得之 (道 )以高 ．地得 之以藏 ，维斗得之 以成 

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维斗就是北斗星。《庄子大宗师》 

成玄英疏：“北斗为众星纲维，古日维斗”。《楚辞集注·九歌》 

注说：“吉 日兮 ，辰良；穆将愉兮，上皇(东皇太一 )即伏羲 

也”。由此 可知 ，皇坛为陵，魁屋为祠 。魁星处于天 的中心 ，众 

星都是围绕魁星即北斗星而转。伏羲因此而称为太一 ，泰 

帝，东皇太一神 由此破解魁屋，我们不难得出魁屋就是纪 

念人文始祖伏羲之屋，我们的祖殿、祖祠之所在。这也进一 

步证实山下之“皇坛”是伏羲氏之葬地 ．亦是“祠在楚东”的 

印证 。 

《马注》王 逸注 ：“太 一星名 ，天之尊 神 ，祠 在楚 东 ，以配 

东帝，故云东皇”。而幕阜山正好在楚东，《马注》和《补注》记 

载与魁屋物证 ，互为 印证 。伏羲 出现 于新 石器时代 ，亦与湖 

南考古发现与幕阜山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完全相符。《马 

注》王逸注：“祭祀东皇，始起于周末．从战囝起 ，其祀甚隆。 

汉武帝因方士之言 ．祀其于东南郊。唐宋祀之犹盛 。”从这些 

古籍记载 中我们可 以看 出祭祀魁 星魁屋从 周朝就 开始 了。 

虞舜、大禹亲临天岳皇坛祭祀(后面有专叙)，平江传说中秦 

始皂曾到过幕阜山，只是从汉代开始 ，不到幕阜山来祭祀 

了．这与平江县志之记载 ．前朝 多遣州官代为致祭又进一 步 

证实 了“皇坛”与魁屋 ，与《禹贡》之东 陵又是 一脉相承 ，与史 

籍相符。 

以上是魁屋的第二层意思。第 层意思小阜日魁。《周 

语》记载：“小阜日魁陵，注小阜日魁”。无独有偶 ，“皇坛”就 

是在平江县南江镇的“阜山村”。小阜日魁陵，阜山就是魁 

陵，正是开篇张瓒昭指出的东陵，即《禹贡》之东陵。史籍又 

一 次惊人地互为证实阜山与魁陵、东陵之间的关系。 

史籍记载 ：夏商周时代，人死以后，平地而葬，不起坟不 

栽树 ，这叫“不封不树”。例如《墨子》记载：禹葬于会稽，就是 

埋在一片耕地里。战国时，诸候国的墓可以明确称为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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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民不得陵”。从“皇坛”来看 ，“重重深处落田中”，亦是 

“不封不树”。《帝王世纪》(绛史引)伏羲去世 ：“崩葬南郡”。 

注“湖北江陵也”。《路史》载：伏羲葬南郡。而幕阜山唐以前 

是江陵郡管辖。现在的幕阜山脉之中的老崖峰，就在湖北的 

通山界，九宫山、黄龙山在湖北的通城界。地望与《帝王世 

纪》～千多年前的记载完 全吻合 ，这不使我们不为之折服。 

谈到葬俗 ，因“不封不树”而想起平江的第二次葬礼，平 

江称为“改坟”迁葬。即在人死后先安置一个地方下葬，人土 

为安。待尸体腐烂以后再挖出来，将其筋骨捡起来，用瓦潭 

(平江叫筋潭)装殓好。再迁到另一个地方举行第二次埋葬。 

故而有“不封不树”的葬俗。中国仰韶文化早期曾流行第二 

次埋葬。一些少数民族以及北美的印第安人也有过这个葬 

俗。平江农村仍保留着这种葬法，一直沿袭至今。现在还保 

留这个古俗 的恐怕就 只有湖南平江 了 。笔者 的父母 、祖父 

母、叔父、伯父都是沿袭了第二次葬礼的古俗。这些古老的 

民俗遗风印证 了古 时“不封不树 ”的葬俗 ，也 是皇坛“重重深 

处落田中”的延续与传承。 

以上是魁屋 的第三层 意思 。第 四层 意思 ：《前汉 东方朔 

传》注 ：“师古 日魁”。 

综合以上四层意思，天岳山上的魁屋与山下的皇坛互 

为印证了伏羲氏的葬地 。皇坛与魁屋又被历史记载所印证 。 

死了几千年的人文 始祖伏羲 的葬地才 昭然 于天下 。 

四、幕阜 山有桓 山、雷台、雷公 、天柱之称 

“桓”，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纳谏之意，亦有指路的木柱的 

意思 ．是设在宫殿 、城垣或 陵墓的地方 作为标志 和装 饰之 

用 ，后称为“华表”。而幕阜山周围没有宫殿城垣，只有皇坛 

和祖祠魁屋。谁敢以山岳为“桓”，恐怕只有伏羲才配享有如 

此崇 高之规格 ，向世人指明前去祭祀和膜拜 的道路。 

雷台山，雷公山，天柱山也和桓山一样，都是古称。因幕 

阜山山高，相对高度 1606米，绝对高度也有 1400米左右， 

拔地而起，直插云霄 ，似天柱，故有天柱山之称。元朝胡天游 

有诗云：“幕阜山高一千八百丈，我疑山顶即天上。扪罗蹑蹬 

到山巅．又如平地望青天。” 

幕阜山称雷台山、雷公山，相传是雷神居住之所。山高， 

经常风生 云起 ，月从水 中流 ，云从脚 底生 ，风云际会 ，雷 电交 

加，云多，雨多。雷电多。奇怪的是山顶即平原。平原又有奇 

景，有三池喷泉，四季长流，而且汩汩而流，水量大，水清澈， 

甘甜 。三池 ：沸沙池 ，在一峰尖 ；九龙池 在流水庵 ；凤凰 池在 

凤凰 山。高山平原 ，又有长年 四季 的地 下水喷涌 ，山顶 又云 

多、雨多、雷多，是自然形成的雷泽区。雷泽区有雷神庙。有 

三尊雷神，人首鹰嘴龙身，一手拿锤，一手拿规。神像似是很 

久远以前的雕像。幕阜山有雷泽区。有雷神庙，又是雷神之 

宅。《山海经·海内东经》这样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 

人头．鼓其腹 ．在吴西。”雷泽在吴西 ．应是吴国之西。幕阜山 

正好在战国时吴国的西边。杜甫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 日 

夜浮” 就是指吴国与楚国相邻。而幕阜山又是吴楚交界之 

处，地望相合。伏羲之母华胥氏覆雷神之脚印而孕十二年成 

纪而生 ，(十二 年为一成纪年 )是雷神之子 。子随父葬 ．落 叶 

归根，是古时之葬俗。雷公山、雷神的传说与自然形成的雷 

泽区与《山海经》记载相吻合，对于雷公山即幕伏山(平江人 

口语相传都叫墓伏山)是伏羲之葬地亦能自圆其说．更不是 

牵强附会。 

幕阜山有雷神庙，还有女娲宫，又叫骊山老母庙，供养 

着女娲神像 。 

以上说明：《帝王世纪》、《绛史引》有伏羲去世记载：“崩 

葬南郡”。古时幕阜山正在南郡江陵郡的管辖范围．与史籍 

相符。 

这些古老的名称，静静地向我们华夏子孙诉说着上古 

历史上的一个秘密，伏羲葬于斯。皇坛是伏羲的寝苑，魁屋 

是华夏民族的祖祠。笔者认为，幕阜山从“皇坛”到“魁屋”， 

从桓山到雷公山，从雷公山到天柱山，从天柱山到天岳山． 

都是围绕伏羲而名，都是围绕伏羲而转。 

五、虞舜就时于幕阜山 

《前汉东方朔传》注：“师古日魁”。天岳堂的魁屋就是凭 

悼先帝 ，师古祭祀的祖祠 。 

舜帝师古．就时于幕阜山。 

舜帝，名重华，受尧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国号有虞。生于 

公元前2277年，“天下明德 皆自虞帝始”，卒于公元前 2178 

年，享年 100岁 。据《史记》载：“三苗在江 、淮 、荆州数为 

乱”。《吕览·召来》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又说： 

“舜却苗民”。尧将 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 ，洞庭湖中的 

君山岛至今还有二妃墓。据刘俊男(湖南工业大学历史学 

教授)《南北尧迹疏证》指出“尧禅让舜于今浏阳一带，舜禅 

于禹于洞庭之野”。舜就时于负夏。崩于苍悟之野 ，九嶷山 

有舜帝陵。这既有历史记载，亦有古迹应证。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 

什器，就时于负夏”。《史记》这段话中的三个地名历山、雷 

泽、负夏都是讲幕阜山。 

舜耕历山，历山在哪里呢?汉朝刘向《说苑·九》有荆台 

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历山)”。此历山 

就是指幕阜山或是幕阜山脉。因为幕阜山脉就是两湖之间 

急居上升的山脉。除此山脉，两湖之间再无它山。所以刘向 

南望猎山，历山就是幕阜山或幕阜山脉。《括地记》“雷首山 

亦称历山”。历山还有历法之山的意思，是伏羲制八卦、虞舜 

之祖父虞幕研习历法的地方，固有历山之称。 

渔雷泽 ，雷泽在哪里?《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雷泽 

在吴西。”幕阜山就是在吴西，不但有雷泽 ，还有雷公山，雷 

台山之称，还有雷神庙。雷泽就是幕阜山的高山平原，有云 

有雷有水有雷电，有沼泽之区叫雷泽，幕阜山高山的平原是 

天然的雷泽区。渔雷泽应改为虞雷泽 ，渔、虞同音。渔雷泽不 

是在雷泽区猎鱼，而是虞舜之祖父叫虞幕，是虞幕研习天文 

历法的地方。因幕阜山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中心，虞舜家 

族世代研习天文，以幕阜山作为观测中心，史学家刘俊男认 

为幕阜山为纪念舜之祖父虞幕而得名。所以幕阜山古名有 

“幕府”之称，源于此。《国语·郑语》曰：“虞幕能听协风，以成 

乐物生者”。古时以吹律控制定历法 ，虞幕是专负天文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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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 ，虞幕之子，舜之父叟是尧的乐官，当然也能听协风以 

成乐物生者。他们祖孙三代根据伏羲八卦而推演天地万物 

变化之规律，编制历法。所以才有舜耕历山之说。选择幕阜 

山与伏羲有关，因伏羲创造八卦，灵归此 山，相传伏羲在幕 

阜山山顶南天门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而制八卦，而幕阜 

山顶是观天察地的最好平台，如能身临其境 ，自然就会感觉 

到这是观天察地之最佳境地。我们国家解放以后一直在幕 

阜山顶设置观天哨所，至20世纪 80年代才撤下来。这就是 

舜耕历山、虞雷泽的真实内容。 

再看就时于负夏。《汉志 夏水为汉(沔)水下游河段 ， 

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人江，故日江夏”。幕阜 

山古属江夏辖地，详见《水经注》，故有负夏之称。就时于负 

夏就是迁至负夏幕阜山。虞舜为什么要迁到幕阜山呢?基于 

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农耕文明在三苗地区，即荆楚之 

地，经济比较发达，是上古文明的发祥之地。而舜帝又多次 

治理该地区，比较熟悉。明德于三苗，故《左传》昭公元年记 

载：“虞有三苗”。二是幕阜山又是人文始祖伏羲之葬地，阴 

阳八卦之原创地 三是继承其祖父天文历法 ，以成乐物生 

者。天子之师亦日天文历法之师。正因虞舜世代通天文历 

法，故尧禅位于他。正如鲧所言：“得天之道为帝，得地之道 

为三公”。 

据大可《幕阜山——古帝王之山》一文记载 ：传东晋时 

在幕阜山掘得一石碑，碑文载：“厚衣之以薪 ，不封不树 ，雷 

闪地裂葬于天。帝舜封天岳”。这些史书里没有文字记载，但 

与基本史实相符。 

幕阜山被冠以天岳，肯定是出自帝王所赐。舜帝师古， 

以自己祖父而名的山。又是人文始祖伏羲之葬地 ，赐为天 

岳，名至实归，最为合适。藉以提高自己的声威，也是理所当 

然的。自舜帝敕封以后，全天下山岳被冠天岳就此一家。唯 

此 ，唯大 ，唯一 。 

六、幕阜 山。大 禹至此 

清同治平江县志《地理志》载：幕阜山有石壁，刻篆文 

日：“夏禹治水到此”。(见金石)北宋范致明编著《岳阳风土 

记·幕阜山》日：“山有石壁刻铭 ，上有禹治水登此山”。晋代 

葛洪《幕阜山记》日：“山有石壁刻铭 ，禹治水，登此山。高于 

平地千八百丈，周五百里，二十四气 ，福德之乡，洪水之灾， 

居其上可以度世 ” 

大禹治水，既有洪水灾害，又有三苗作乱 ，当时大禹肩 

负双重使命 ，既要治水，又要治民，他要制止三苗作乱，也必 

须像对待水患一样采取疏导的措施 ，才能逐步使苗 民认 同。 

大禹与三苗人一样，都是伏羲的后裔 ，因为在族群认同上使 

三苗人有认同感。而“舜帝却苗”却有外族侵入之感，致使j 

苗人时有反复。因舜帝是东夷族太吴之后裔。大禹治水与治 

民，只有先治理好了民，才能动员和组织民众同心合力治 

水 。而最有效的办法是 自己带头去拜祭先帝 。所 以他 到衡 山 

拜谒用血马祭之．并立有禹王碑 ．碑文记载着禹王治水功 

绩，并祈求神灵护佑之意。而至幕阜山，面对自己的祖宗，不 

能像登衡山那样称颂 自己的功绩。然而又要众人都知道 自 

己来过此地祭拜，于是在山石壁上刻铭：“禹治水 ，登此山” 

就是最为得体了。 

幕阜山还有禹登山的系舟石景点和 “烂船坡 ”的地名都 

在讲述着大禹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览·皇王部》“窥其家，手不爪，胚不毛，生偏枯 

之疾 ，步不相过 ，人 日禹步”。 ， 

西汉扬雄《法言》卷七《重黎》云 ：“巫步多禹”。李轨注 

日：“姒氏禹也 ，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 

多效 禹步 ”。 

大禹有足疾上山，而留禹步，是道士在祷神礼仪中常用 

的一种步法动作。传其步法依北斗星的位置而停步转折，宛 

如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平江农村的丧事 ，都 

请“道师”做道场，其中保持着“禹步”，一直留传至今。 

大禹治水登临幕阜山既有史书记载，又有石壁作证 ， 

(清朝后期此石壁地址不详)还有传说相伴，应是确信无疑。 

七、幕阜 山之平江话是 考古 的活化石 

语言 的根本属性就是语 言的社会性 。语言在其发 展过 

程中，忠实地、全方位地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古音，是古 

人心有所想 ．用声音表达出来的语言。语言古时不能传远、 

传久．用笔画形象来表达就成了古文字。古文字又是古语言 

的化身，从古文字中可以读出许多古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传承文明的工具，也是文化本身 

的一种折射 。 

平江话讲出来就是历史，古音古韵，平江话说出来就是 

文化，还属于上古时期的雅语。比如女性在农耕时代之前，母 

占统治地位，这是因为女性会采集，又能繁衍后代 ，所以女性 

的地位至高无尚。《说文解字》：姐，蜀人谓母曰姐。《广雅》：姐， 

母也。姐字从“女”从“且”，“且”古时就是指男性 的生殖器 ，字 

义就是指男女交合繁衍后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母系 

社会的一大特征。所以姐．就是繁衍后代之母。这个字的古音 

古义就是母系社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反应。但其读音完全 

不同。普通话读“姐”为jie，而平江话读音jia。平江话的读音就 

是姐是母的读音 。平江东 乡农村至今还保 留着叫妈妈还 叫 

“姐 ”的古称 。笔者现在 叫姑妈 ，也 叫姑姐 ，叫伯妈 ，也是叫伯 

姐 这种将妈叫姐的叫法只怕传承了上万年。 

娘：《辍耕录》载：“苗人谓妻日夫娘”。笔者不知道 自己 

是不是苗人，当时的苗人也是南方民族的泛称。现在在平江 

谓妻，就叫“夫娘”，笔者现在去农村亲戚朋友家串门，走进 

去也会问别人，问一声你“夫娘”还好吧，如果说你夫人还好 

吧 ．人家还嫌你 生分他 。平江农村现在基本上都是称老婆为 

夫娘。但一般人不直接称其为夫娘，而是称某老的夫娘。出 

嫁的女为夫娘，未出嫁的少女为小娘，平江一直这么称呼。 

小娘和夫娘都属于尊称和雅称 。称呼“夫娘”也保持 了四五 

千年的历史 了。所 以平江话一讲出来 就是历史 。这就是语言 

中的活化石。也正可以应证伏羲、女娲时代的语言语音 ，亦 

是 当时社会 生活 的反映 。 

以上是姐和娘 的称谓 。 

还有洗澡、窗户等方言更贴切时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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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人洗澡 。叫“洗 纹身”。因为 氏族社会 ，农 耕文 明之 

前，没有衣服穿 ，有的只是兽皮或树皮，系在下身遮羞，男女 

老少都是赤身裸体。氏族社会都有图腾崇拜，不同的部落有 

不同的图腾，而是就把本民族崇拜的图腾纹在身上，既是图 

腾崇拜 ．也是族群分辨的标志。所以，人人都纹身，大家身体 

上都有图腾纹身，所以洗澡就是洗纹身。 

“窗户”平江人叫“喊眼”或“看眼”。现在的窗户是采光 

通风之用。原始社会有巢氏盖房，留个“窗户”，是叫留个洞， 

这个洞的作用是观察外 面的动静 。那 时人少 ．动物多 ，在住 

的地方留个洞，就是一个“看眼”，发现有什么动静就通过这 

个洞呼叫和喊话．告诉左邻右舍。所以平江对窗户的称谓还 

停留了有巢氏族社 会的称谓 。 

平江人“睡觉”叫“啊窖”。这还是洞穴生活时代 ，比有巢 

氏还早的语言。因为人作为高级动物 ，警惕性非常高，不安 

全的地方是万万不能睡的，睡过去了，猛兽来了就有危险 ， 

平江人 叫老虎 为老虫 ，蛇 为地 虫 ，所 以古人睡觉一 定要把 自 

己藏起来才能睡。这就叫咽窖。窖有藏之意，能躲起来，藏起 

来的安全地方 ，才能睡觉。 

平江人称太阳为“涅头”。晒太阳为“晒涅头”。平江谚语 

有：“黄瓜才起蒂，涅头才起山。懒婆娘，困晏床，天天睡到涅 

头黄。”“涅”，《淮南子》称为“磐石也”。飞禽伏卵未经始化之 

谓之涅。新生，涅磐。涅为开初始化。平江人认为涅为头，为 

大 ，为始 ，为生 ，为父 ，万物之父。天地 日月 ，涅 为大 ，为首 ，为 

头。保留了远古社会对太阳的崇拜。 

“点火”，平江人叫“石火”，“石火做饭 ，石火抽烟”。“到 

隔壁去石个火 ”．“石火”这个词应是 来 自远古燧 人 氏击石取 

火之源。 

平江古语古词 比比皆是 ，而且还很雅 。比如“石头 ”，平 

江人叫“码 贡”。说文解字 ，含玉之石为码 ，击石之声 日贡 。足 

见其词之文雅。平江人称老虎为“老虫”，明朝江盈科的《雪 

涛小说》开篇第一句就是“楚人谓虎为老虫”。平江人说这个 

人是个“众恶之”，是一句评价很不好的评语。《论语》：子日：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 ，必察焉”。意思就是大家都讨厌和 

喜欢 的人一定要全面考察 。 

平江土话保留许多远古、上古语言和文字。就说幕阜 

山，平江农村人大都叫“墓伏山”。墓伏山，意思就是墓葬伏 

羲 的山．至今 口头上依然 叫“墓伏 山”。但平江人忌讳 墓字 ， 

所以把坟墓的墓字改为“幕 ”字 了。这个墓伏山 叫了几千年 ， 

口口相传。现在去问平江人，幕阜山怎么说，口头上都叫“墓 

伏山”。古语言、古文字是社会性的折射，亦是考证历史的活 

化石 平江土话就是历史的活化石 。 

平江的文字如此，平江话更是原汁原味的荆楚古音古 

韵。楚辞《九歌》：“吉日兮，辰良，穆将兮，上皇”。《招魂》“魂兮， 

归来；南方不可以托些”。《大招》：“岱 、秦 、郑 卫，呜竽张只；伏 

羲《驾辨》，楚《劳商》只”。其中兮、些、只这三个韵尾，据刘尧 

汉⑦《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指出尚存于今哀牢山上段彝族男女 

的巫词和歌尾韵脚中。笔者根据刘尧汉提出的这三个韵脚用 

平江话一读完全是原音原韵，而且与古音完全一致。 

“兮”，闻一多指出：“兮”字通常读“希”，但不能读“希”， 

而要用 它的远古音“啊”读它。 

“只”．普通话读 zhi。而平江话读 zha。 

啊，些，只，用平江话完全在韵脚上。所以平江话既保留 

许 多远古 上古语言与文字 ，又保 留了不少荆楚原音原韵 。 

平江亦是礼仪之邦，不但保留了上古的语言 、文字、语 

音，而且还原汁原味地承袭了周朝以来的礼仪、程式和套 

路。比如收亲、嫁女、老(死)了人忧喜两事，都是按周朝定制 

的礼仪行事。比如做道场，成服、挂祭 、招魂、歌堂、京堂、孝 

堂，都是荆楚遗风。如平江的招魂歌，与楚辞中的招魂如出 

一

辙，都是平江农村的农民礼生 口口相传 ，承袭下来的，以 

下歌词即为明证 。 

平江《招魂》歌词 ： 

魂灵渺渺 ，歌似招之 ，周行示我 ，庶己来归。 

东方之歌 ，东渡扶桑，望大海兮汪洋，休作神仙天 

际想，十洲三岛总茫茫，愁人苦羁旅，为求名利发星霜。 

魂兮归来 ．千年 大梦醒黄粱。 

西极流沙．昆仑葱岭路途奢，春风常不度，玉门关 

外夕阳斜．如今休作公侯梦，定远谁夸。魂兮归来，莫迷 

烟柳路三叉。 

南属蛮方．文身绺发俗殊常，五岭崇山人面起 ，须 

黔迨递路羊肠 ，三 湘七泽招魂遍 ，泪洒汪洋。魂兮归来 ， 

云马风车认故 乡。 

北漠风寒．长城万里路漫漫，蓟门晓树芦沟月，激 

起思 乡泪不干 ．谁 凿燕 山石 ，过客心酸。魂兮归来 ，尘缘 

解脱一身安。 

中央德 黄 ，忝 油麦香是吾 乡，春水桃 花矶可钓 ，秋 

阴桐影月无凉，悦亲叔之情话，鸡忝乐无忧。魂兮归来， 

应许梦里诉衷肠。 

八 天岳伏羲陵辨 

传伏羲有陵在河南淮阳，即太昊伏羲氏的陵幕位于河 

南省淮阳县风景名胜区，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太 

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其陵墓被誉为天下第一陵。世人都 

认为河南淮阳是伏羲之陵，也大都不知道伏羲有东陵之说。 

其实太吴和伏羲是两个人。河南淮阳县的陵墓是太吴 

的陵墓，而非伏羲之陵。 

伏羲是古代第一个拥有可靠真实身份的神祗。又称宓 

羲、庖牺、包牺、牺皇、皇羲等。处于新石器时期中晚期，为上 

古 三皇之首 ，与女娲同被尊 为人类 始祖 ，与黄帝同被尊为人 

文始祖 。在 中国神话里 ，他与女娲一样也是人首蛇身 。 

另有一说伏羲即盘古 ，传说中创世之前，世界是个浑沌 

体 ，被形象地表述为“葫芦”，葫芦从中剖开，即天地剖开，阴 

阳分离，《诗经》便有“嗥系瓜瓞，民之初生”的记载。葫芦又 

演升到洪水方舟，盘古开天地。“盘”字古义为开端 ，“古”即 

葫芦，寓意生命繁衍。其后演变出盘古开天地的传说。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论证指出，说伏羲、盘古均为葫芦 

的拟人化．伏羲氏本名最大可能是“匏析氏”，在陶器发明之 

前 ，先民尝试着用各种瓜皮取水 ，逐渐认识到葫芦最适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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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用具 ．形成制瓢技术 ，这就是匏析成瓢 。伏羲 氏可能是 

匏析氏 ，就是把葫芦系在腰 间增 强浮力以便涉水渡河 ，“壶， 

瓠也。佩之可以济步，南人谓之腰舟”。 

伏羲的传说有不同版本 ，口耳相传 ，但确有其人，他和 

他 的氏族创造历法 ，／k~l"，教 民渔猎 ，驯养家 畜 ，烹饪食物 ， 

婚嫁仪式 ，始造书契，发明陶埙 ，琴瑟乐器 ，任命官员等等。 

太吴是东夷族的代表人物。古东夷部落，是当时可以与 

华夏抗衡的民族。太吴又称大吴、大皋、太皋等，《淮南子·时 

则训》云：东方之极 ，自碣石 山，过朝鲜 ，贯大人之 国，东至 于 

日出之次．专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皋 、旬芒之所司者万 

二千里”。东夷部族是一个生活在东部沿海以龙和鸟为图腾 

的部落。据历史学家奕丰实教授考证：“太昊部族最初活动 

于鲁东和苏北．后来与西来东进的伏羲氏族东西合璧，融为 

一

体．东夷的首领太昊少吴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系列中，为 

华夏文化的共祖。”所以，伏羲与太吴并不是一个人。 

太吴是东夷族的部落首领 ，比伏羲时代稍晚。娶五世女 

娲氏女子为妻，f女娲是伏羲的妹妹和妻子)生有四子，长子 

名重，次子为该，三子名修，四子名熙。这四子都得到太吴重 

用 ，长子重代替句芒木正之职 ，主东方木星 ，龙星 的观测。因 

为人们习惯称木正为句芒，便把重称作句芒。次子该为金 

正 又称金天氏．主西方金星的观测，又以三子修四子熙共 

主北方水星 ，号为玄冥 ，观测北方星辰。 

太吴在位时，进行农 田改革，在平原挖渠开沟．放水浇 

田，史称“畎田”．改用石碑测试风雨 ，又称石晷 ，还发 明了草 

编织物蓑衣 ，以及十二地支。 

河南淮阳教育学院屠武周教授《伏羲非太吴考》指出： 

“伏羲与太吴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 

两人 出生地不同 ：伏羲生于西北 ，太吴生于东方 。《帝王 

世纪》载 ：“燧人 氏之世 ，有巨人迹出于雷泽 ，华 胥以足履之 ， 

有 娠 ，生伏羲 于成 纪 ，蛇 身人首 ”。成纪 即现在 的甘肃天水 

也。《左传》昭公 17年载：“陈太吴之虚也”。《左传》僖公 21 

年载：“任、宿 、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吴与有济之祀，以 

服事诸夏”。陈在今河南淮阳，任在山东济宁，宿、须句在今 

山东东平，颛臾在今山东费县，有说淄博，有说昌乐。是今山 

东和河南东部一带 。 

图腾不同 ：伏羲是蛇 图腾 ，太昊氏 以龙纪 ，以龙为 图腾 ， 

蛇与龙是有差异 的。 

世次关系不同：从《韩非子·说难》到《易·系辞》、《礼记》 

等记载，上古之世先有巢氏、燧人氏，再有伏羲氏、神农，黄 

帝、尧、舜世系明确。在先秦文献中，太昊与伏羲无任何瓜 

葛。太吴只是东夷族的首领。 

姓氏不同：太吴氏风姓 ，而伏羲，《国语》韦昭注：“共工 

氏在羲农之间”。司马贞《补记》三皇本记载：“宓羲之后已经 

数世，诸候有共工氏。”《国语》贾逵注：“共工氏姜姓。”可见 

两者姓名不同 

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伏羲与太昊不是一人．言太吴则 

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吴 ，苟子当生于战国之末 ，他在 

《正论篇》中提及了太吴 ，在《成相篇》中又言及伏羲 ，两人共 

见一书 ．并非一人 。 

《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 

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 

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周 

易》对伏羲的文化内涵和核心内容作了清晰的阐述，而没有 

一 句言 到太吴 。 

司马迁的《史记》没有为伏羲立传，但他在《太史公 自 

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日“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 

伏羲的文化贡献。 

综上所述 ，伏羲与太吴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既然是两个人 ，为什么硬要说成一个人呢?据百科 词条 

查询，在可读的史籍中．最早将太吴与伏羲称为一体的是西汉 

末年刘歆的《世经》，刘与其父刘向俱为西汉学者。在《世经》中 

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 

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 

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体系。按当时阴阳家邹衍 

五行说，五帝配五方，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此谓“五 

德始终说”。而刘歆所处西汉末年，皇室政权危机，外戚王莽势 

力大，因而有“异姓受命”和“同姓更受命”的争议，“禅让”说一 

时盛行，刘歆与王莽关系密切 ，被任为王莽的“国师”，是禅让 

的主要支持者。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刘歆提出以 

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世纪》世系排列 

如下，太吴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 

土德，少吴金天氏为金德 ，颛项高阳氏为水德，帝喾高辛氏为 

木德，帝尧陶唐氏为火德 ，帝舜有虞氏为土德，佰禹夏后氏为 

金德，成汤为水德，周武王为木德，汉朝为火德。刘歆在排定这 

个世系次序时，先否定汉为土德的说法，确定汉为火德，那么 

代之者应为土德，王莽自称为虞舜裔，帝舜土德，故王莽为土 

德，代汉而立成为必然。刘歆是根据《易传》找到根据的，“帝出 

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太 

吴为东方之帝”。“东方日夷”故太吴配木德。又《易·系辞下》有 

言 ，古者包牺 氏之王天下也 ，刘歆接着说 ：包牺氏继天而王，为 

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吴伏羲。 

东汉班固的《汉书》和苟悦的《汉纪高祖记》对刘歆创立 

五行相生新五德终始说 的过 程均有记述 ，苟悦说 ：及 至刘 向 

父子，乃推五行之法，以子承母，始 自伏羲，以迄于汉 ，宜为 

火德。其序之也，以为《易》称帝出乎震，故太吴始乎震，为木 

德，号日伏羲氏。后至班固将刘歆之说采之，让伏羲与太吴 

同列 ，为三皇之首 ，百王之先 的地位 。 

由上所 见是西汉末年刘歆从政治需要 出发 ，用五行相 

生的新五德终始法取代了阴阳家邹衍的五行相克的五德始 

终法，为王莽代汉而立找出理论依据而为。这就是将伏羲、 

太吴两人说成一人的原因。 

既然伏羲与l太吴是两人，那么就要回答篇首提出的问 

题，河南淮阳县太吴伏羲陵墓到底是谁的陵墓。一个是华夏 

人文始祖．一个是东夷部落首领，两个部落在中原相互交融 

是成立的．两个这样伟大的首脑人物，不可能同一冢．共一 

墓。要么是太昊的，要么是伏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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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世纪》(绛史引)记载：伏羲去世 ，“崩葬南郡”。即 

今湖北江陵，而平江幕阜山古时正在江陵管辖范围之内。 

《路史》：“伏羲葬南郡”。由此可知伏羲之葬地应在南郡 

天岳幕阜山，即《禹贡》之东陵。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吴之虚也”。太吴终年六 

十七岁，葬宛丘，有太吴陵。不言而喻，河南淮阳的陵墓确实 

是太吴之陵墓 。 

以上是笔者对伏羲陵的考证，期望得到专家的关注与 

指正 。 

注释 ： 

①《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地理山川文章，划分天下为九州。 

②东祠：朱熹《楚辞集注·九歌》注：太一，神名，天之尊神 ，祠在楚东， 

以配东帝。故云东皇。 

③玉清宫：道教活动场所。 

④天岳之阳：天岳之南。原岳州郡址在泪罗长乐镇。 

⑤葛洪 ：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学学家，字雅川，自号抱朴 

子。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 

⑥许旌阳(239．374)，又名许逊，晋朝道士，字敬之，汝南(河南汝南) 

人。道学于吴猛后举孝廉，曾为旌阳令。后弃官东归，周游江湖。 

著有《太上灵宝净飞仙度人经法》、《剥剑子》、《石函记》等。 

⑦刘尧汉：云南人，中国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研究员，楚雄彝族文化研 

究院终身名誉院长，专长于民族学与民族史。 

[责任编辑、校对 锺兴永】 

EXPL0RAT10N ON THE GRAVE OF FUXI IN M U—FU M OUNTAINS 

CHEN Yan—fa 

(Pingjiang Association ofI·Ching Culture Studies，Yueyang 414000，China) 

Abstract：Fuxi and Taihao are the names of two different persons．Being born in two places as well as diverse generations and tribes， 

thev worshipped different tribal totems and were entitled their own surnames．More importantly，they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in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ir ancient tribes．Fuxi and Taihao had never been mention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historical data in Pre-Qin 

period．They were firstly considered as all identical person in ”ShiJing”by LiuXin who lives in the last years of western Han 

Dynasty．The grave of Taihao in Huaiyang，Henan province is mistakenly believed as the grave ofFuxi an d Taihao’S．It’S convincing 

that the Mu．fu Mountains。located in Pingjiang，Hunan province，is the grave of Fuxi，which is based on related historical data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es of folk customs and Chu Culture in Hunan province．Together with an”altar”，a 

statue of Fuxi。with”The Eight Diagrams”in his hands，is honored at the foot of Mu-fu Mountains．The statue is surroun ded or 

supported by fourty．eight burners and foun~一eight columns and the emperors through out China's histories had ever delivered their 

officials to hold memorial ceremonies for the statue constantly．Legend has it that Mu—fu Moun tains are entitled as”god-given 

mountains”by Legend Shun．It is also named as”Dongling”in the book”Yu Gong”and”Eastern temple”in the period of”Chu”．In 

a word．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Mu．fu Mountains corresponds to the accounts ofFuxi’S burial ground as recorded in’’Shishu”． 

Key words：Mu．fu Moun tains；the grave ofFuxi 

点校整理本王闯运《楚辞释》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晚清王阊运所撰之《楚 

辞释》一书已于 2013年 8月由岳麓 书社 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王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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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直无人点校整理，因而流传不广，知者不多。此点校整理本以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仲秋成都 

尊经书院精刊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其他版本。为了方便广大读者阅读，根据文库的统一要求，此点校整理 

本为简体横排 ．并加 以新式标点。(鲁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