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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文化

让缙云从江湖之远步入庙堂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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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是引人流连的风光胜地，奇峰、异
石、秀水随处可见。

据《史记·正义》记载：“黄帝有熊国君⋯⋯
号有熊氏，又曰缙云氏⋯⋯今括州（丽水）缙云
县，盖其所封也。”原来，“缙云”二字，就是轩辕
黄帝的一个名号——由此可看出，缙云的传统
文化底蕴之深厚。

这里的黄帝文化源远流长，声名远播，在
南方独一无二，既有历史的深厚积淀，也有鲜
明的南方特色，更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或
许，我们可以从一次历史探源，一位史学研究
者和一本普及性读物中，窥见一斑。

一次历史探源：
黄帝文化与缙云的千丝万缕

在缙云仙都景区,“天下第一笋”鼎湖峰，
兀然耸立，直刺云天。

据专家考证，缙云仙都祭祀轩辕黄帝距
今已有 1600多年的历史，早在东晋时期，在鼎
湖峰下已建有“缙云堂”，是祭祀轩辕黄帝的
重要场所。唐天宝七年，唐玄宗敕改“缙云
堂”为“黄帝祠宇”。1998年，缙云重建了盛唐

风貌的黄帝祠宇。
2002 年的一天，重建后的黄帝祠宇后山

正在进行索道工程施工。为了施工用水方
便，工人们从山边水渠引水。就在这时，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水位慢慢下降，
一根造型奇特的木头露出水面。从事地方文
史工作多年的王达钦判断，这是老物件，并小
心翼翼取样。随后，他把标本送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碳十四鉴定。很
快，他收到了鉴定报告：这根松树木管的

年份是公元 946 年到公元 1024 年，大约
是中国历史上的晚唐到宋初这段时
间。由此，它揭开了黄帝祠宇历史上

一段最为辉煌鼎盛的岁月，“在当时具
有相当的规模”。

缙云黄帝文化，在中国南方区域文化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位于浙江中南部山区的缙云，因为黄帝
祭祀文化的兴盛，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成为中
国南方黄帝文化的传播中心，并因境内敕建
的黄帝祠宇，而蜚声海内外⋯⋯”2013年 8月，
电视纪录片《缙云黄帝祠宇探源》在中央电视
台第十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

这部由缙云县与中央电视台新闻纪录电
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纪录片，通过《明堂》《祠
宇》《御观》三集呈现，详尽介绍了黄帝祠宇的
由来、发展历史，缙云黄帝文化的内涵以及缙
云的本地特色，使得缙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全国范围内再度传播。

在缙云县博物馆的碑廊中，展示着一块
特殊的石碑，上面有“黄帝祠宇”四字，常有游
客慕名而来。事实上，这是人们根据历史上

保存下来的拓片复制而成，而拓片的原刻，
是一块历史久远、字迹模糊的残碑。据史

料记载，这块碑刻的作者是唐代书法家
李阳冰，这位诗仙李白的族叔擅长书

法 ，被 后 人 称 为“ 李 斯 之 后 的 千 古 一
人”。而对于缙云，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地方文献中留有记载的第一位缙云县令，他
上任时间是公元 758年。

一位“痴心人”：
让黄帝文化代代传承、不断弦

有人说，缙云仙都，是离蓝天白云最近的
地方。

九曲好溪，十里画廊；苍翠松林，其峰插
云，一如世外桃源。

在这片充满灵韵风姿的热土上，专注研
究黄帝文化的“痴心人”不少，项一中是其中
一位。

“在缙云这片土地上长大，你很难不去热
爱它所蕴含的文化和精神，对我们而言，这就
是‘叶对根的深情’。”在中国先秦史学会会
员、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项一中心里，让黄帝
文化代代传承，是一份责任。

项 一 中 真 正 开 始 研 究 黄 帝 文 化 ，是 在
1998年。

那年 8月，一场名为“黄帝与仙都”文化研
讨会在缙云大洋山举办。来自浙江省史学界
的专家、教授，和缙云当地的历史研究者汇聚
一堂，其中包括浙江省知名史学家沈坚、包伟
民，而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项一中，也参加
了这场为期三天的文化研讨会。这一年，他
45岁。

为探寻黄帝与仙都有关传说的历史成
因，项一中和史学专家们一起，对仙都鼎湖峰
进行实地考察。“在现场，学者们提出，从‘缙
云’二字入手研究，或许会有新的发现。”项一
中回忆道，这为缙云黄帝文化的研究，指明了
方向。

在当时，中国北方的黄帝文化深厚博大，

早已为世人所熟知，而南方的黄帝文化，人们
却知之甚少。经过深入细致的探究，史学家
们认为，在缙云仙都，人们对黄帝的祭祀相当
久远，这在我国南方地区来说，不仅是硕果仅
存，而且称得上源远流长。

研讨会结束后，项一中的心情久久难以
平复。他深知，守护和传播缙云黄帝文化，

“任重而道远”。
为促进轩辕黄帝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这

些年里，他一直奔波忙碌着。在他和众多仁
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那条通往仙都黄帝祠
宇的桥上，留下了数以万计来自海内外祭祖
人的足迹。

23 年过去了，他最难割舍的还是对黄帝
文化的热爱：“黄钟大吕丰碑 祠雄南北；帝业
鸿图华夏 宇冠古今。”这首《宫门》，是他为黄
帝祠宇撰写的楹联。

在仙都景区，他解读年代久远的岩画，讲
解拓片背后的故事。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说
话的物件，都承载着关于华夏文明和历史的
点滴。

虽然与它们相守 20 多年，但他依然看不
够。2018 年，项一中索性把家安在了鼎湖峰
下，“让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热爱”。

一本普及性读物：
在解读历史中彰显华夏文明

要了解一方水土的过去和现在、内涵和
特色，就要去了解、体验和感受它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而在缙云，以黄帝为核心所形成的
文化，体现开创精神和民族统一精神，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的百姓，与黄帝文化同步而生、同步
而长。2011 年，“缙云黄帝祭典”成功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不
仅扩大了中国南方黄帝文化的影响，而且极
大促进了缙云对黄帝文化的研究、保护、传承
和发展，标志着缙云黄帝文化品牌进一步打
响。

对于项一中来说，2015 年有着特殊的意
义。这一年，由他编著的《缙云轩辕祭典》出
版。

“前后花了半年时间，查阅了大量的资
料。”项一中告诉记者，研究这位“人文始祖”，
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史料的匮乏，“司马迁在

《史记》中，也仅用了 494个字来记述其生平。”
为此，在编著此书的过程中，他时常感觉脚下
如履薄冰，肩上压着千斤重担。据他后来统
计，主要的参考文献达到 38种，其中包括司马
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司马光的《资
治通鉴》等。

《缙云轩辕祭典》分为人文始祖黄帝、黄
帝缙云氏、黄帝祠的由来、缙云轩辕祭典、轩
辕祭典文存和轩辕祭典的保护传承六部分，
共 161 页。作为普及性读物，该书以图文并
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对仙都黄帝
祭典的历史源流进行详细的解读，力求把非
遗故事讲述得再精彩些、生动些、浅显些，让
背后的民族精神和华夏文明体现得更为淋漓
尽致。

纵使在编著时历经了无数次的困惑和疑
难，而当读者翻阅这本书时，有如打开这方水
土的历史长卷，步入这方水土的文化长廊，领
略这方水土的风俗风情，感受这方水土的文
化魅力。如《后记》中所言：这是中国南方独
一无二的祭祀黄帝的盛典。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
古时，因为黄帝文化，缙云从江湖之远，

步入庙堂之高。而今，那些有关黄帝文化与
缙云息息相关的故事，有如千丝万缕，数不
清，话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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