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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和渭河生态保护治理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

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

传承的生活文化。早期的民俗可单

用“俗”字代替，“俗”字最早出现于周

宣王时期的青铜器《驹父盨盖》的铭

文“夷俗遂不敢不敬”中，就是周宣

王派驹父去南淮夷征收赋税，并告

诉驹父要尊重南淮夷的习俗。“民俗”

一词最早出现在文献《礼记·缁衣》

中的“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一句

中，意思是要统治民众，就要表明自

己的爱好以指示民众风俗的趋向。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是一部百科全书，更是一幅反映上古

百姓民俗生活的重要画卷。例如《国

风·溱洧》一诗就是一幅富有情趣的

士女游春图。诗中描述郑国三月上巳

节，男女青年相聚在溱水、洧水之滨，

尽情欢乐，相互嬉戏，互表衷情，互赠

兰花，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郑地的风

俗。上巳节是我国上古社会非常重要

的一个节日，在农历的三月三这天，

大龄男女青年手持兰花等来到溱水、

洧水河边，沐浴嬉戏，所以它在中国

传统节日史上占据了几个之最。它是

中国最早的情人节，也是中国上古的

狂欢节，是中国最早的女儿节，是中

国最早的卫生保健日，是中国最早的

促进人口增长的节日。三月三这天是

天国第一仙女王母娘娘的生日，是仙

界一大盛事，王母娘娘会大摆蟠桃盛

宴，因此这一天又是赐福求寿的日

子。但很遗憾，上巳节随着时代的变

革，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郑风·大叔于田》描绘了大叔狩猎

时火光冲天、人喧马嘶、野兽四散奔

逃的盛大场面，大叔熟练地驾驭着马

车，在围猎中赤膊上阵，徒步擒住老

虎；又登上车，张弓射箭，箭无虚发。

高超的武艺和惊人的勇气把现场参

加狩猎的人都惊呆了。《豳风·七月》

描写了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

生活的农业风俗画面。

除传世文献上所记载的周代民

俗外，考古挖掘的西周文物中也有不

少反映周代民俗文化的内容。如西周

穆王时期的青铜器《任鼎》铭文记载

了作器者任受到周王夸奖，于是派使

者赠送给周王一头大象，大象在表演

的过程中将旁边放的一个鼎给损坏

了，于是任买了新的鼎赔偿给周王，

周王很是高兴，赏赐给他许多物品。

铭文内容反映了在西周时期，我国传

统杂技象戏已经存在并盛行着，这完

全可以将中国传统杂技的历史向前

推进几百年，同时也告诉我们中国是

最早的象戏表演国家。  

目前，从周代保存下来的习俗

在宝鸡民俗中还是非常多的。如麟

游血条面是宝鸡地道的特色民俗美

食，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来麟游九

成宫避暑，去乡间视察民情时发现

的，但其源头可追溯到周代社会的

祭祀习俗。西周时期，祭祀和战争是

国家的大事，战争获得胜利后，周人

会用战俘的鲜红的血祭祀社神和祖

先神，来向祖先报告战争的胜利。红

色在人们的心理上也成为胜利和喜

悦的象征，到后来人们认为红色还

具有驱邪的神秘作用。麟游血条面

在这种民俗心理的强大暗示下，也

一代一代被传承下来，成为宝鸡特

色美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宝鸡岐山特色民俗美食莫过

于醋和臊子面。传说姜子牙喜食

醋，在磻溪隐居时捕鱼、酿醋，迁往

岐山后仍不改喜欢食醋的习惯，酿

醋的技艺也传给西岐百姓。至今岐

山农家还保留着做醋的习惯，岐山

醋的酿造技艺也于 2011 年列入陕

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

姜子牙还给周公建议一定要设立

专门酿醋的官员，《周礼》中的“醯

人”，便是掌管酿醋的官职，他因喜

欢食醋而自封为“醋坛神”。民间从

事酿醋者都奉他为“醋神”，并进行

祭祀，祈求他保佑酿醋成功。

而享誉全国的岐山臊子面，历

史悠久。据考证，岐山臊子面源于

周朝“尸祭制度”的“馂馀”礼仪。周

人好祭祀，大型的祭祀活动快结束

时，会举行隆重的“食馂礼”，也就

是吃鬼神剩下的食物。人们认为吃

鬼神剩下的食物，就能获得鬼神

的护佑，鬼神会降福于自身，后来

逐渐引申为吃长辈剩下的食物。

所以，“馂馀之礼”也就是“吃剩之

礼”。现在岐山一带办红白喜事时

还保留着“泼汤”等习俗，即第一碗

臊子面的汤必须祭祀天地，剩下的

汤称“福把子”，要端回家祭祀主家

的祖灵牌位，然后宾客才能开席。

岐山臊子面历经几千年传承，以其

“薄、筋、光，煎、稀、汪，酸、辣、香”

的特点而脍炙人口，堪称中华面食

之最，是当地百姓时庆节令、婚丧

嫁娶、接待贵客的上等美食。2009

年岐山臊子面列入陕西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它已成为岐

山民俗产业的龙头产业。

（李春艳 ：陕西汉中人，博士，
副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和文化
产业管理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出
版学术专著《陕西出土西周军事铭
文整理与研究》。）

周文化名家谈

《诗经·鲁颂·閟宫》曰：“后

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

翦商。”大王即古公亶父，周文王姬

昌的祖父。岐山之阳即周原。一般

认为，广义的周原即大周原，东以

漆水河、西以汧河为界，北依岐山，

南临渭水。狭义的周原即小周原，

指七星河上游的扶风、岐山交界的

法门镇、京当镇北部地区，面积约

30 平方千米。本文所说的周原即为

小周原。从 1943 年石璋如对岐邑

的考古调查开始到现在，80 多年

来，经过一代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

不懈努力，初步探明：

8000 年前，周原地区就有古人

类生活。

6000 年前，仰韶文化遗存分布

于七星河两岸。

4000 年前，客省庄文化双庵类

型形成，是关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文

化源头。

约 3500 年前，关中地区有三

支比较大的文化势力。伴随商人联

合东夷人灭夏的过程，商人在商代

早期（二里冈下层）进入关中东部

地区，其代表是老牛坡·北村商文

化，关中西部（周原地区以西）为刘

家文化分布区，其间的漆水河流域

生活着一支以郑家坡文化遗存为

代表的族群。

约 3400 年前，商代早期偏晚

（二里冈上层）的时候，商夷联军继

续西进，嬴秦先祖随着商人西进到

周原地区。这就是史书上的“畎夷

入居邠岐之间”。与之同时，位于漆

水河下游的郑家坡文化退缩至泾

水中游地区的豳地（今旬邑、彬州

一带）。这大概就是史书所说的“公

刘迁豳”。

关中东部的老牛坡·北村商文

化势力西进，关中西部的刘家文化

势力东进。两种不同文化族群相遇

于周原地区，其结果是商文化、刘

家文化势力均止步于周原地区。

至此，我们发现周原地区至少

有郑家坡文化遗存、刘家文化遗存、

“京当型”商文化遗存等三大类文化

遗存。一般认为前二者分别为先周

文化（即武王灭商以前姬姓周人先

祖的文化）、姜戎文化（即姜姓戎人

文化），唯独“京当型”商文化遗存归

属太过笼统。因为尽管“京当型”是

商文化的一个类型，而且是最西部

的一个类型，所展现的考古学文化

面貌既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又有

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它又是商王朝

在西部边区设立的统治据点，在这

个据点上所建立的政权，对于早商

王朝来说应该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寻找建立这支

相对独立政权的人是谁？

在寻找建立这支具有相对独

立政权的人，即“京当型”主人的时

候，我们发现：

邹衡先生说过，扑鸟形族徽为

代表的这一支人（可能与秦人先祖

有关），在商代早期偏晚的时候来

“京”这个地方开疆拓土，自然将“扑

鸟形族徽”与秦人先祖、“京”地联系

在一起；尹盛平、李仲操先生则明

确说“京”就在周原。这样一来，自然

而然地把秦人先祖与周原联系起

来了；更重要的是考古资料也支撑

邠岐之间的周原地区确实有商代的

带有浓厚东方（中原）文化因素的遗

存，如扶风老堡子、白家窑水库、壹

家堡，岐山京当、贺家、王家嘴等遗

址；关键的是段连勤、尚志儒先生

从文献角度论证了“畎夷入居邠岐

之间”、畎夷西迁的历史。文献、考古

资料的二重证据，证明商夷联军（包

括嬴秦先祖）在商代早期偏晚的时

候确实到达了周原地区。

我们把以上 5 个方面的因素

（条件）有机地串联起来，并给其起

了一个名字——“早期秦文化”。

现在则可以将其称之为“京当型”

早期秦文化，也就是秦人立国以前

即秦襄公立国以前嬴姓秦族所创

造的文化。

古公亶父迁岐前的 300 年间，

周原地区的统治者是以“京当型”

早期秦文化为代表的商文化势力，

郑家坡遗存、刘家文化等代表的族

群也活动在这一地区，同时也出现

了如蛇纹饰鬲等北方文化的因素。

将周原地区的“京当型”商文

化解读为“京当型”早期秦文化，我

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壹家堡遗存

中既有浓厚的商文化因素，以至有

学者将其归入商文化；同时又有大

量周文化的因素，以至有人将其纳

入周文化范畴。因为更早时期的漆

水下游（包括七星河流域）就是先

周文化的分布范围；晚些时候，又

因为秦族到了该地，免不了入境从

俗，年代经久，自然也就逐渐被当

地同化，成为当地居民了。因而在

商末，陕西的秦族使用先周文化也

就不足为奇了。秦的祖先本来起源

于东方，后来为什么又到了西方，

在这里似乎已得到了说明。

约 3100 年前，郑家坡文化遗

存代表的族群又重新占领了邠岐

之间的广大区域，标志性事件就是

“古公亶父迁岐”，并“居岐之阳，实

始翦商”。这里的“翦商”当是指翦

灭岐山之阳——周原地区的商文

化势力。这样解读比有些与 100 年

后的武王灭商联系起来的解读，可

能更贴近历史事实。

今本《竹书纪年》云：“命周公

亶父赐以岐邑。”古本《竹书纪年》

云：“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

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彀，马八

匹。”这里所谓“赐以岐邑”“赐地

三十里”，其真正含义则是商王对

周人占据岐邑（周原）这一既成事

实的承认，用“赐”只不过是一种掩

饰罢了。

《秦本纪》所说“中潏，以亲故

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大

概指的就是“京当型”早期秦文化的

族群离开周原后到了“西犬丘”“西

垂”。一般认为天水以南的礼县一带

就是“西犬丘”“西垂”。可见秦人从

中潏时代就已经归附于周，“保西

垂”是为周人“保西垂”，而并非为商

王朝“保西垂”。这一点对于弄清秦、

周、商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当然，

周原地区的这一支早期秦人去了

“西犬丘”——礼县一带，还没有得

到考古学资料的支持。

古公亶父迁岐以前 300 年间

的周原地区，其主人是“京当型”早

期秦文化为代表的商文化势力。当

然还有刘家文化、郑家坡文化等为

代表的族群生活在这一地区，时不

时也会出现晋陕高原的北方文化

因素。

总之，周原不仅是周文化的发

祥地，还是秦文化的发祥地。

 

（刘军社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四十余
年，著有《水系·古文化·古族·古
国论》《壹家堡类型文化与早期秦
文化》《先周文化研究》等。）

刘军社

今日周原   谢克强摄

李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