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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本报记者 邓亚金

“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炎黄文

化诞生于宝鸡渭水和秦岭一带，炎帝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8 月 11 日，宝

鸡日报“走进巍巍秦岭，感受中华祖脉”

采访团来到位于渭滨区神农镇常羊山

上的炎帝陵采访，宝鸡文理学院图书馆

馆长、教授、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高强如是说。

高强认为，炎黄形象有人格和神格

两种系统，炎黄人神杂糅，但从根本上

讲，炎黄是人不是神，是中国远古时期

为民造福、功绩卓著的部族首领。因而，

应该研究各种形象的炎黄，纪念和颂扬

作为人文初祖、华夏始祖的炎黄。炎黄

族构成了华夏族的核心，进而奠定了汉

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基础，因此炎黄成为

中华民族的象征，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

子孙。

“炎帝文化是一种祖根文化、农耕

文化，也是一种民生文化，炎帝的发明

创造都围绕民生在进行。炎帝精神最突

出最显著的两点，一是为民造福，也就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厚德载物精神 ；还

有一点就是炎帝的自强不息，是中华民

族的开拓创新精神。我们纪念、祭祀炎

帝，就是传承文化，传承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精神。”高强说。

古弓鱼国墓葬
留下千古之谜

本报记者 麻雪

8 月 11 日，记者跟随

宝鸡日报“走进巍巍秦岭，

感受中华祖脉”采访团来

到渭滨区的古弓鱼公园，这里

地处秦岭浅山区，在附近

的茹家庄黄土台塬上，有

一座西周早期合葬墓，于

上世纪 70 年代被发掘，当

时震惊全国考古界。如今，

墓葬虽然已经回填，但是

这里的历史文化却值得永

久回味。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个

关于古弓鱼国墓葬的奇特故

事，这里的墓葬形式，揭秘

了一段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的“宫斗”故事。

古弓鱼国并不大，其势力

范围在今天市区的清姜区

域，按照周王朝的叫法，应

该称之为“方国”。西周年

间，古弓鱼国迎来一个风光的

政治婚姻，周朝王室一位

重臣之女井姬下嫁古弓鱼国

君弓鱼伯。但是，弓鱼伯死后，与

他合葬的却不是这位正妻，

而是一个小妾。这个小妾姓

“儿”，葬在弓鱼伯身边略小的

椁室内。

当年在清理弓鱼伯墓葬

时，考古人员在旁边又发现

了一座墓葬，它的一角与弓鱼

伯墓葬“重叠”，且晚于弓鱼伯

的墓葬，规模宏大，有丰富

的陪葬品。在礼制森严的西

周时期，只有生前地位显贵

之人才能享受如此的奢华，

这个人就是井姬！通过考

古人员的勾勒，三千多年前

发生于此地的一幕，在人们

面前慢慢展现出来 ：为了稳

固政权，弓鱼伯迎娶井姬，井

姬与一直得宠的小妾“儿”

相处得并不和睦。后来弓鱼伯

死了，丧葬大事只有正室才

有发言权。于是，最宠爱的

“儿”妾被殉葬了。至于井

姬为何不与丈夫合葬，只在

跟前另辟墓室，便成了千古

之谜。

古弓鱼公园位于市区川

陕路十三公里处，公园因

古弓鱼国而得名。古弓鱼公园于

2014 年建成第一期，建设

者们巧妙地将秦岭自然山

水与宝鸡的人文历史融合，

让人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

感受历史文化的脉动！夏

日游览此处，满目翠绿，历

史文化元素点缀其间，让人

流连忘返！

古弓鱼公园
美如画

本报记者 麻雪 摄 游客在公园里游玩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古弓鱼公园里的文化元素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炎帝陵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