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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者 周 勇
军）作为“炎黄子孙”，您对

人文初祖炎、黄二帝了解

多少呢？西北大学出版社

近日隆重推出由我市著名

社科学人霍彦儒先生著述

的皇皇 50 万言的文史大

书《炎黄学》，对此作了最

好的回答。6 月 3 日上午，

市社科联组织近 30 名专

家学者在市行政中心为该

书举办出版座谈会。大家

一致认为，《炎黄学》是初

步构建“炎黄学”学科体系

的奠基之作，是宝鸡学人

为“炎帝故里”证言的又一

扛鼎之作。

年近耄耋的霍彦儒现

为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

究会会长，40 多年来一直

坚守炎黄文化研究，皓首穷

经编著出版《陕西省志·炎

帝志》等著作 20 余部，在

《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有

关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

参与国家级及省市社科课

题 8 项。作为“陕西社科精

品文库项目”，《炎黄学》共

分 13 章，较为全面、系统地

对炎黄和炎黄族的起源、世

系、迁徙、功绩、精神以及古

今对炎黄祭祀、炎黄文化研

究等问题作了梳理和考察，

同时对炎黄文化与中华文

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

关系作了探讨。座谈会由宝

鸡文理学院教授高强主持，

杨青峰、刘明科、田延峰等

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学术氛

围引人入胜。如中国社科院

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

王震中序中所说 ：“设立炎

黄学、让炎黄文化走向学科

化的举措，是重要的、必要

的，也适逢其时。”

一部炎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读 《炎黄学》 有感

◎高强

一、《炎黄学》是作者炎
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
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
潮，“炎黄热”兴起，身处炎帝
故里宝鸡的学人们开始了对
炎帝和姜炎文化的研究，霍
彦儒先生就是其中一员。30
多年来，霍彦儒先生的炎黄
研究持续不断、硕果累累。像
他这样坚持炎黄研究 30 多
年从未间断的学者，宝鸡独
此一人，放眼全国也屈指可
数。如今，《炎黄学》的出版，
不仅是对作者炎黄研究的总
结，也是对作者炎黄研究的
升华，堪称作者炎黄研究的
心血之作和集大成之作。

霍彦儒先生曾在《光明
日报》上刊文，从文献典籍有
记载、考古发现有证据、习俗
传说有渊源、炎帝宝鸡有裔
族、姜炎文化有传承、专家学
者有共识等方面有力地论证
了宝鸡是炎帝故里。他发表
的系列论文，详细论述了姜
炎文化、姬姜关系以及炎帝
族的迁徙。这些成果都体现
在《炎黄学》一书中，成为《炎
黄学》一书的基石。

二、《炎黄学》是宝鸡炎

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1993 年 8 月 9 日，宝 鸡

炎帝研究会成立，迄今已有
30 年。霍彦儒先生历任宝鸡
炎帝研究会秘书长、常务副
会长、会长，是宝鸡炎帝研究
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宝鸡炎
帝研究的领军人物。在霍彦
儒先生等人的组织领导下，
联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汉民
族研究会在宝鸡召开学术研
讨会，编辑论文集，在全国产
生了较大影响，奠定了宝鸡
全国炎帝研究重镇的地位。

霍彦儒先生主编的《陕
西省志·炎帝志》是宝鸡炎帝
研究会和炎黄文化研究学者
的集体研究成果，凝聚着宝
鸡炎帝研究会和炎黄文化研
究专家们多年的劳绩，已成
为炎帝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
汇编。霍彦儒先生主编的《中
国节日志·祭炎帝》是国家社
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结题
成果，霍彦儒先生坚持将宝
鸡、炎陵、随州、高平四地的
炎帝祭祀活动收录进去，从
而形成了完整的“祭炎帝”资
料，充分体现了宝鸡学人的
开阔胸襟，赢得了广泛赞誉。

这种精神也体现在《炎黄学》
撰写的过程中，使得《炎黄
学》一书既是宝鸡学人炎黄
研究成果的结晶，又不仅仅
是宝鸡版的《炎黄学》。

三、《炎黄学》是当代炎
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霍彦儒先生的炎黄研究
是开放、包容、科学的，2007
年他就提出“炎黄学”的概
念，2010 年 再 次 提 出 要 将
炎黄文化研究提升到学科研
究的高度，构建系统、完整、
科学的体系。2012 年，他发
表了《炎黄学论纲》一文，从
学科定义、研究基础、研究成
果、研究领域、研究特点、研
究价值、学科建设、未来发
展 8 个方面论述了炎黄学，
初步形成自己的炎黄学理论
体系。经过 10 余年的反复思
考，终于写成并出版了《炎黄
学》。笔者读以后，觉得有以
下几个优点 ：

一是内容宏富，体系完
备。《炎黄学》以炎黄二帝的
生平事迹为纬线，以炎黄文
化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
华民族的关系为经线，从炎
黄二帝的起源、家族、迁徙到
炎黄祭祀、炎黄研究、炎黄精
神等角度切入，全面系统地
论证炎黄学的学科内涵，以
期建立炎黄学的学科体系。
全书包括炎黄与炎黄族的起
源、时代和生态环境，炎黄二
帝的生葬传说、炎黄二帝的
称谓、族姓和形象诸问题、
炎黄二帝的世系传说、炎黄
与三皇五帝暨司马迁的五帝
观、炎黄与炎黄族的迁徙、炎
黄时代与中华文明之起源、
炎黄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
肇端、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之形成、炎黄精神及
其当代价值、炎黄祭祀与历
史现实意义、炎黄与炎黄文
化研究概述等 13 章内容，纵
横交织，广狭兼顾，点线面结
合，结构完整，内容宏富。

二是资料丰富，论据翔
实。炎黄学研究的对象跨越
数千年、散布国内外，既是
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

《炎黄学》一书搜集各种与
炎黄有关的资料，努力将文
献记载、考古发现、民间传
说整合起来，利用“三重证
据法”研究炎黄。在采用文
献材料时注意其等次性，先
取 先 秦 时 期，次 取 秦 汉 时
期，后取魏晋南北朝及其以
后的材料。在利用考古发现

解释炎黄传说时不是
一对一的强行对应，而
是宏观的对应炎黄时代。
在采用民间传说时注意剥
离和剔除其神话色彩，揭示
其历史素地。建立在这样的
史料基础之上的炎黄研究是
可信的、科学的。

三是立论公允，表述平
实。《炎黄学》分析了学术界
界定炎黄文化的三个观点，
即狭义的炎黄文化（炎黄时
代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中义的炎
黄文化（炎黄时代及后世与
炎黄相关的文化），主张以中
义的炎黄文化作为炎黄学研
究的对象，认为这样可以避
免将炎黄学泛化为“中华学”
或狭隘为“史前学”，从而明
确了炎黄学研究的范畴。霍
彦儒先生认为，炎帝长于姜
水，黄帝长于姬水，炎黄族最
早生长于渭水流域，其迁徙
既有族裔的流动，也有文化
的传播。司马迁的“五帝观”
不仅反映了春秋战国和秦汉
时期的历史实际，同时反映
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即国家走向统一、民族走向
一体。对炎黄二帝祭祀的历
史意义，一是加强民族情感
的归属，二是增强民族文化
的认知，三是加强华夷民族
的政治联盟。对炎黄二帝祭
祀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
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
是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
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
有利于滋养和培育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
的精神家园，四是有利于加
强海峡两岸交流和实现国家
统一。这些观点符合历史实
际，有助于炎黄学研究。

炎黄文化的研究已延续
上千年，而炎黄学真正作为一
门学科来研究才刚刚起步，霍
彦儒先生的《炎黄学》必将载
入炎黄学学术史册。

读书真好
◎贾军利

我爱读书，并不是一开始
就爱读，是为了给孩子做榜
样。当我捧一本书装样子，可
读着读着，原本浮躁的心变得
平静，从那些看似无趣枯燥的
文字背后，我居然感到了温润
肺腑。我的所忧所愁、所爱所
喜，有人竟与我有着同样的感
受。我所走过的路和未曾走的
路，早已有人踏勘过，并留下
良言警语。于是，我由“形式的
读”转为“沉浸地读”，不觉发
现了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的手提包里总会装上
一本书，有时间就会看看。装
书的包一提就是十几年，包换
了好几个，书也换了近千本，
我还是那个我，但我的思想认
识已经被书推高扩展。我读革
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党史故事，
凝望祖国的美好山河，感叹寸
土来之不易 ；我感恩先烈为
国献身，踔厉实干创造幸福生
活 ；我读中华经典，守住中华
文明之根，传承创新，振兴中
华民族 ；我读外国名著，吸取
精华为我所用，弃其糟粕反思
提升，书写奋进前行之华章。

读书可以提高阅读水平，
也可以提高工作能力。我的工
作常与文本打交道，要工作好
就要阅读这些文本，从文本中
快速理清思路，方便开展工
作。阅读文本有速读和精读两
种办法。我常常先全神贯注地
快读，快速读下去，不要反复、
不要停顿，读后如感觉文本有
价值，再返回精读品味，吸收
研究，若价值不大，便直接放
弃。这种阅读方法很适合现在
人快节奏的生活，如果每篇精
读，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
如果只会速读，错过好文，将
遗憾终生。

读书必然有收获，可有人
觉得不一定，这是因为读书的
收获有延后性，有显性和隐性
之分。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
目相看”，读一天书，变化是不
明显的，三天就有长进了。经
常读书，不仅增长知识、增进

见识，还提升品质、
改变气质，所谓腹
有诗书气自华就是
这样了。我很认同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句话，努力耕耘就好，不要
担心收获了什么，只要坚持读
书，总有一天会有收获。

读书是与前人交流思想，
看得多了，就有比较，就有反
思，就有心得，于是我也会抽
出时间写一写。写身边趣事、
工作体会、美景胜地……与文
友交流学习，取长补短，也是
生活之趣。

读书最大的收获是用读
书获得的力量干好工作，奉献
社会，让自己发光发热。书让
我在工作中思想迸发，干劲十
足，在平凡的岗位上，不虚度
时光，不辜负组织和同事的信
任，作出自己的贡献。书让我
在生活中热情积极，真诚待

人。我曾在寒冷的冬天抱着走
丢的孩童，步行几公里寻找到
了她的家人 ；公交车上我热
心为没有零钱的陌生人付车
费解围，不求回报 ；我踊跃报
名当志愿者，出现在抗疫一
线……读书培养了我心怀感
恩、砥砺前行的爱国情。

在当下的幸福生活，我的
梦想因书而插上了翅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行
动需要智慧领航。

《炎黄学》面世

家乡人一辈子苦读着
房 前 屋 后 的 千 水 和 南 山，
做 人 像 山 一 样 沉 稳，做 事
像 水 一 样 执 着。家 乡 的 山
水 之 书，用 踏 实 的 黄 土 做
封 面，用 秀 美 的 四 季 书 人
文，以生生不息作结。这本
书 太 过 于 厚 重，我 只 有 秉
承家乡人对黄土地那样的
热情，去饱览群书，去韬光
养 晦，在 经 过 岁 月 的 积 淀
之后，或许才会略知一二。
很 幸 运，我 继 承 了 祖 辈 们
的 爱 读 书 习 惯，每 每 置 身
书香就喜不自胜。

家里的那些书，已经让
我翻来覆
去看了好
几 遍。虽
说“ 温 故

而 知 新 ”，
但我还是向

往着新书，对拥
有它们充满了无

穷的憧憬。
那年暑假，大姑

叫我去她家玩一段时
间，还说她家旁边有个

书城，里面有好多书。我一
听，兴奋不已，立即在心里
盘算起看书的事儿，要和哪
些书见面，要和哪些人物交
谈，内心突然升腾的那种莫
名的激动，仿佛眨眼就能见
到它们。

大姑家附近果然有一
书城，离得很近，走路十几
分 钟 就 能 到。我 一 到 大 姑
家，就 开 始 了 我 的 读 书 计
划。每 天 上 午 九 点 到 书 城
看 书，中 午 十 二 点 准 时 回

大 姑 家 吃 午 饭，下 午 两 点
再 去 书 城 继 续 看。这 段 时
间，我 像 每 天 上 学 那 般 准
时，待在书城里津津有味地
看书，吸取着书中的营养。
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充实，
我与书同悲同喜，也为书中
的哲思文理赞叹不已。虽说
饭能果腹，但书能让人的精
神更丰盈。我越来越理解屈
原躲到山洞里苦读《诗经》，
鲁迅嚼辣椒驱寒读书，余秋
雨饿着肚子读书……也许
生活是平淡的，但书中的世
界却精彩纷呈 ；也许人生
是 平 凡 的，但 书 中 的 内 容
却不平凡。

书城里的书琳琅满目，
每一本书里都有一个小世
界，整个书城就像是装载了
浩瀚的宇宙，等我去探索发
现。只可惜时间过得太快，
我不能 24 小时一直待在书
城，不 能 把 所 有 的 书 都 看
完。回家的前一天，我恋恋
不舍地告别了书城，心里总
想 着 能 带 些 什 么 回 去，考
虑了很久，最后用父亲给我
的所有零花钱，买了一套四
大名著。我想把这些书带回
家，像父亲那样当作自己的
枕边书，天天沉浸在书的世
界，体会人间百味。

书 香 像 一 缕 温 暖 的
风，像 一 股 清 甜 的 泉 水，
像 一 束 温 暖 的 阳 光，总 能
让我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而书就像是一位无声的智
者，陪伴在我的左右，解开
我 所 有 的 人 生 困 惑，让 我
焕然一新。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炎黄
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炎黄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祖根文化，炎黄精神是民族精
神的源头活水。因此，研究炎黄文化、传承
炎黄文化、弘扬炎黄精神，对于凝聚中华民
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近日，霍彦儒先生的
大作《炎黄学》问世，为炎黄研究增添了一
部力作，我从三个方面谈谈初读感想。

无声的智者
◎任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