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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本 报 讯 11 月 15 日，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师生及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

训练班学员一行 60 人，来

我市学习考察。

今年 9 月初，国家文物

局 2020 年度田野考古实践

训练班在周原国际考古研

究基地开班 ；同时，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也在

周原遗址，开展为期 4 个多

月的考古实践和学习培训。

考察期间，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周

原考古队队长曹大志带领

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宝鸡

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北首

岭遗址、宝鸡申新纱厂旧址

等地，参观考察我市装备制

造业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保

护、抗战工业遗产保护等情

况。每到一处，考察团成员

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对我市

文物保护和文博事业发展

给予好评。通过学习考察，

大家纷纷表示进一步开阔

了视野，丰富了专业知识，

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同

时希望加强沟通交流，促进

校地合作。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大三学生陈晨说，通

过参观学习，不仅了解到宝

鸡灿烂的青铜文化，也感受

到宝鸡深厚的工业文化和

红色文化，宝鸡是一座有魅

力的城市。

当晚，考察团一行受邀

参加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

闭幕式并观看“文华奖”参

评剧目秦腔《关西夫子》。   

  本报记者 王星

从燕园到周原
北大师生赞宝鸡是一座魅力城市

秦人的崛起
王向辉

凡是来陕西的游客，必去

的景点是西安临潼区的秦始

皇兵马俑，这“世界第八大奇

迹”的兵马俑，代表着秦人一

路从西，东进而来，浩浩荡荡，

一往无前的崛起精神。

秦是一个古老的部族，

经过历次的迁徙，秦人到周孝

王时期，大致生活在今天宝鸡

“汧渭”一带。秦人的先祖非子

善于养马，这位“弼马温”得

到励精图治的周孝王的重视，

因此秦人在关中西部得到了

一处发展故地。但秦人得到关

中，则缘于宗周的衰落。

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

与褒姒被犬戎杀死在骊山，周

平王见镐京残破，于是东迁

洛邑。这个时候，秦襄公派遣

大军护卫周天子，把这个受到

惊吓的新天子伺候得非常周

到，于是平王临行之时，给秦

襄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周天

子说 ：“犬戎凶恶无道，掠夺

我们岐、丰的土地，只要秦国

能攻打并赶走西戎，就可以占

有那些土地。”虽然是一张空

头支票，但对没名没分的秦来

说，无疑获得了周天子的尚方

宝剑。从此秦开始正式立国，

和当时的中原文明大国齐、晋

互相交往了。

春秋时期，秦国将都城

迁到雍城，也就是今天的宝鸡

凤翔。秦穆公即位之后，“西取

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

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

于晋”，不拘一格用人才，虚心

求教、励精图治。秦国在东进

中原的崤之战败于中原霸主

晋国，东进的战略企图不能实

现的情况下，积极西进，秦穆

公取得了“并国十二，开地千

里”的巨大成功，秦国国力大

增，他本人也被称之为春秋五

霸之一。今天流行的一个词语

“乘龙快婿”，就来自于《东周

列国志》中秦穆公的女儿弄玉

和萧史琴瑟唱和，夫妻和谐的

故事。

秦国的崛起，在于一方面

他们与犬戎等西部蛮族五百

年的战争和大融合，自然保留

了血腥和刚猛 ；另一方面，他

们长期居住的关中西部地区，

是宗周故地，浸润着周的礼乐

宗法文化，因此秦人吸收融入

了中原文化圈，而没有被当时

的时代潮流所抛弃。

秦人的民族精神昂扬向

上，我们从《诗经·秦风·无衣》

可见一斑 ：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 于 兴 师，修 我 戈 矛，与 子
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 于 兴 师，修 我 矛 戟，与 子
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 于 兴 师，修 我 甲 兵，与 子
偕行！

这种血缘浓厚、兄弟情

深的深切之情，感人肺腑，也

是秦国能够一路东进的精神

所在。

战国初年，秦献公迁都栎

阳，也就是今天西安市阎良区

附近，到儿子秦孝公的时候，

秦国面对“诸侯卑秦，丑莫大

焉”的落后局面，痛定思痛，孝

公发布求贤令，希望招有才干

的谋臣富国强兵。卫国的没落

贵族商鞅来到秦国，经过商鞅

几番试探，四见孝公，从此，君

臣同心，商鞅在秦国掀起了一

场长达 18 年的变法运动。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农

耕”“作战”，这是以法家的速

成强国办法对秦国进行强化

凝聚力的浩大工程，其实当时

六国都在变法，但秦国的变法

却能够最为深入，就是因为商

鞅的改革是一整套完备的系

统，而秦国的地理环境和政治

气候都非常适应商鞅这一场

深入骨髓的变革。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从战

国初年的衰败之中变得强大

起来，不仅从强大的魏国手中

收复了黄河以西的故地，而且

开始考虑统一天下的宏图大

志了。

从秦孝公，历经秦惠王、

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

庄襄王到秦始皇嬴政，西汉文

学家贾谊称之为“奋六世之余

烈”，惠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

“商鞅虽死而秦法未败”，秦昭

王之时，秦国更是南征北战，

所向披靡，长平之战，坑杀赵

卒四十万，战国后期唯一可以

和秦国抗衡的赵国从此一蹶

不振。等到嬴政在吕不韦的辅

佐下登上秦王宝座，战国七雄

的政治天平，已经完全倾倒在

秦国一边。

秦国的成功，就在于海纳

百川，客卿、异国人才都为秦

所用。商鞅、范雎、张仪、李斯，

都非秦人。秦国的成功，在于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战国晚期波澜壮阔的七

雄图强，以秦国的强大无敌于

天下而落幕，商鞅给秦孝公确

定的新都咸阳在渭河以北磅

礴而出。

这段历史，贾谊的《过秦

论》有很精彩的表述 ：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

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

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

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

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

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

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

西河之外……

千古一帝秦始皇被无数

人讲过，他是东方统一权力的

巅峰，他统一六国，统一度量

衡，统一文字、修长城，却匈

奴，功业可谓无与伦比，但另

一方面，他横征暴敛，天下苦

秦久矣，当时全国人口两千万

人，仅仅修建兵马俑始皇帝陵

就动用了 70 万人，这种先军

政治，自然是民怨沸腾。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

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

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

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因为

“不中呈不得休息”，所以有

人说，秦始皇是被累死的。秦

国二世而亡，与隋朝很像，

秦号称遇到了“最坏的接班

人”。秦始皇无疑是一个“超

人”，但把一个政权的命运寄

托在“超人”身上，一旦这个

超人死亡，就意味着天崩地

裂、人亡政息。

今天西安的曲江遗址公

园邻处，就有这个秦二世的陵

墓，其实，秦二世并不是完全

昏聩，只可惜，他父亲的伟大

功业，耗尽民力，到处是孤儿

寡母的血泪，让他的宝座处在

即将喷发的火山之上。

“秦”这个字，初文始见于

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像双手

持杵舂禾谷的样子，本义可能

是一种“禾”名，可见，秦国以

农耕立国，与周字大致都是农

耕文明的象征。

如果说，周代表的是礼

乐制度下的德政，而秦则代

表着法治下的实力。所以说，

周人“厚德载物”，秦人“自强

不息”。

（作者就职于陕西师范大
学西北研究院、先秦史博士。）

《国语·晋语》记载 ：“昔

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

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

水成。”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

最早记载黄帝与炎帝的史料，

相传《国语》是春秋时期历史

学家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

体著作。

姬水究竟在哪里？

进入百度搜索“姬水”一

词，说法真是五花八门，有陕西

岐山的“岐水”说，有乾县、武功

的“漆水”说，有河南新郑的“潩

水”说，有陕西长武、彬县、泾

阳、黄陵的“泾水”“洛水”说，还

有甘肃的“洮水”说。

湖南社科院考古所何光

岳在《炎黄源流史》一书中说：

“黄帝轩辕氏的居地为姬水，

以姬为姓。姬与岐同音，即今

陕西岐山县南的横水河。”可

见，何光岳认定“姬水”就是

“岐水”，“岐水”也就是当今的

横水河。

隋代学者萧该撰写的《汉

书音义》中说 ：“岐，水名也，

谓斯水矣。二川并逝，俱为一

水，南与横水合，自下通得岐

水之目，俗谓之小横水，抑或

名之米流川。径岐山西，又屈

径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阳而近

西，所谓居岐之阳也，非其因

山致名，亦指水取称矣。……

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

水。”这段历史文字，述说的就

是当今流经岐山县境内的横

水、雍水及其汇合后的湋水，

隋朝时代统称“岐水”或俗称

“小横水”。

《汉书音义》中对“岐”的

说法很是新鲜。“岐”本身就是

水名，是“二川并逝，俱为一

水”之奇。“岐”从“山”从“支”，

“支”意为“分叉”。山分叉为

“岐”，“川”分叉也就为“岐”

了，两川一并合流的水，自然

也就称“岐水”了。文中所说的

“二川”，就是雍水流经的雍川

与横水流经的古称“米流川”，

笔者认为，由此可见岐山县的

称谓不仅与“岐山”有关，也与

“岐水”有关啊。

假若左丘明对黄帝“以姬

水成”交代不清的话，司马迁

却对黄帝的去世安葬记载得

毫不含糊，《史记·五帝本纪》

中有 ：“黄帝崩，葬桥山”的文

字。桥山位于陕西黄陵县，至

少证明黄帝就生活在西北的

黄土高原上，更证明姬水与桥

山的距离也不可能像河南新

郑那么遥远。

宋朝人罗泌撰写的《路

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古有岐

伯，原居岐山之下。黄帝至岐见

岐伯，引载而归，访于治道。”

南宋纪传体通史《通志》

载：“岐氏，周故都也，今凤翔

岐山是也。太王居之，至文王始

迁于丰，其支庶留岐，故为岐

氏。又古有岐伯，为黄帝师。”

从上述古文献记载可见，

远古时确有岐伯其人，并且就

在岐山，他同黄帝合著了医书

《黄帝内经》，开辟了中医著述

之先河。黄帝与岐伯能做出这

种学问，推测相互住的距离不

是太远。

左丘明在《国语》中记载

的“黄帝以姬水成”，这个“姬

水”就相似于今人所说的“籍

贯”，籍贯可以涉及大地域，更

有精准的小村落，以上分析可

以推测得出，黄帝生活的大地

域就在陕西，就在宝鸡，就在

岐山。

能具体到岐山哪个区域

呢？我们顺藤摸瓜，继续以水

系分析，来解开姬水在哪里这

个谜吧。

“姬水”叫“水”而不叫

“河”，它的水量还不够格。从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

经注》中，也肯定找不到“姬

水”这个名字，《水经注》对岐

山境内的河流只记载有“雍

水河”与“横水河”，以左丘

明的学养写《国语》，他不可

能把“水”与“河”分不清，更

不可能把姬水与其他河流混

淆。所以，笔者认为，百度上

“姬水”的说法不靠谱。文字

是玩弄不成的，为了解开千

年“姬水”这个谜，只有相信

自己的眼睛和双腿。

从扶风七星河湿地公园

溯流而上，第一座水库是扶风

白家窑水库，第二座水库是岐

山祁家沟水库，第三座水库是

岐山祝京水库，祝京水库水系

的上游王家嘴附近有条断流

河叫“畤沟河”，发源于岐山箭

括岭一带，源头有个村子叫姬

家地。

一个“畤”字，不得不思

考这个字的古典意义，古代把

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叫

“畤”。黄帝是五帝之首啊，看

来这个“畤沟河”的叫法就不

是随便的，岐山箭括岭附近的

“畤沟河”源头，推断就是曾经

纪念黄帝的。

一个姬家地的“姬”字，更

是无独有偶，黄帝本姓公孙,后

改姬姓，是否与这个姬家地有

所关联，只有猜谜不得而知了。

进一步考证这个“畤沟

河”，原来扶风的“七星河”在

嘉庆年间就叫“畤沟河”。实地

考察，如今七星河上游的支流

除这个“畤沟河”外，还有祁家

沟、王家沟、齐家沟三个时断

时续的支流，可以推测，上游

留存至今的这个“畤沟河”，可

能就是远古为纪念黄帝故里

姬水而改名的吧。

“姬水”只有当地民间流

传，历史而没有史册记载，推

测可能与洪荒时代远去有关，

随着雨量的减少，断流就成为

常态。“姬水”当然在后世的史

册上也就消失无名了。何光岳

以姬水与岐水音近, 把岐山

境内的古“岐水”认定为“姬

水”，笔者以为，起码在地域上

是没有误判。

根据历史传承，黄帝宗族

是繁衍生息在姬水流域，而岐

伯就生活在姬水附近的箭括

岭下，《黄帝内经》又是黄帝与

岐伯的对话，他们在同一地域

生活才有对话的可能。这一历

史事实也可以印证历史遗存

的“畤沟河”最有可能是昔日

的姬水。笔者看来，岐山这块

宝地，是我们华夏始祖黄帝休

养生息与繁荣崛起的根据地，

不只是周公故里，也是文王故

里，更是黄帝故里。

（作者杨帆系岐山周文化
研究会理事 ；王恭系陕西省
社科院宝鸡分院研究员。）

姬水之谜
杨帆 王恭

陈仓荟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