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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至 8 月 16 日，首届伏羲文化论坛在淮阳举行。 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 30 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带着各自学术研究成果，深入交流，碰
撞出思想的火花，探索出伏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新内涵。 兹摘录、整理部分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专家简介：余粮才，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教授 ，甘肃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民俗学
会副会长 。 余粮才教授来自甘肃天
水。

史书记载，伏羲“生于成纪，都于
陈”。 成纪，就是今天的天水。 大约 1
万多年前 ，伏羲率领部族东下 ，迁徙
两千里，来到陈地，结网罟教民渔猎、
养牲畜充庖丁 、画八卦造书契 、作甲
历定四时 、定姓氏制嫁娶 、建屋庐始
定居，中华文明自此肇始。

首届伏羲文化论坛，余教授从天
水来到周口淮阳，带来了伏羲文化研
究的心得，为论坛增辉。 因为伏羲文
化，天水周口一线牵。 其实，何止限于
两地，伏羲文化早已成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源文化。

余教授通过对大地湾遗址考古

发掘和相关史料文献综合研究后发

现，伏羲生于今甘肃省天水市 ，卒于
今河南省淮阳区 ， 主要活动于今山
东、河南、安徽等地。 伏羲氏文明发祥
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 7000 年
~13000 年前，伏羲部落此时正处于由
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演进时期，是
华夏民族迈向新文明的转折点，因而
伏羲也被赋予了“创世之祖”“开天第
一君王”的历史名号。

随着历史上各民族间的交流交

往，伏羲文化不仅在汉民族中代代传
承，也在少数民族中颇具影响力。 在
天水市麦积山石窟 69 龛和 169 龛之
间的外壁间隔面上残存着伏羲女娲

交尾图的浮雕，天水成纪博物馆中陈
列着 6 幅北朝时期的绢本彩绘伏羲
女娲交尾图， 最大的一幅长 1.98 米，
最小的一幅长 1.26 米。 伏羲女娲交尾
图在这一时期的频繁出现，是中华各
族人民相交相融的具体表现，是中华
文明同根同源的历史见证。

自 1959 年至今，吐鲁番的阿斯塔
那墓群也陆续出土了 100 多幅形制相
似的隋唐伏羲女娲交尾图画像 ，那

时，汉族、匈奴、车师 、突厥等民族生
活于此， 伏羲女娲交尾图传播至此，
反映了汉民族与西域少数民族长期

的友好交往， 是对当时民族团结、民
族融合的最好见证。

以伏羲庙为证 ，起初 ，伏羲庙主
要分布甘肃、陕西、河南、山东、河北、
山西。 后来，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以
及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极大地推动
了伏羲文化的广泛传播。 鲜卑族统治
的北魏时期 ，多地建有伏羲庙 ；女真
族建立金国时期，将祭祀伏羲作为一
项制度固定下来； 蒙古族统一时期，
元朝诏令在全国各地府州县建造三

皇庙祭祀伏羲； 满族建立清朝时期，
保留了在京城祭祀伏羲的传统习俗。
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多地逐渐建
有伏羲庙，既表现了伏羲文化影响的
广泛性，又凸显了伏羲这一中华各民
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对展现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影响。

实际上，我国西南地区的苗、瑶、
壮 、彝 、藏 、布依等 20 多个少数民族

至今流传着颇多有关伏羲的神话传

说，核心主题大致都是“洪水灭绝、兄
妹通婚 、繁衍子嗣 、安定部落 ”，与汉
民族的传说大致无异。 这一现象反映
的各民族对伏羲文化的接受、 吸纳，
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的表

现，以及从主观心理上对民族角色认
知的反映。

余教授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文
明的源头 ， 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也颇
深，直到今天 ，台湾的民间习俗中有
诸多伏羲文化的展现。 相传，伏羲创
制了先天八卦，八卦图记在台湾人民
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在传统
婚姻礼仪新娘使用八卦竹筛器具遮

阳， 在宗祠与寺庙中建造八卦藻井、
八卦窗户 ，在家中悬挂八卦镜 、贴八
卦符等。 每逢伏羲祭祀之日，台湾民
众都会自发参与到官方和民间祭祀

中，老百姓会制作很多祭祀伏羲的献
饭， 并将献饭摆放在伏羲庙内供奉。
伏羲文化在台湾地区的广泛传播，是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见证，八卦
图记和祭祀活动也使台湾的文化内

涵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对海
峡两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

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如今散落在海外各地的

中华儿女已达到 6000 多万， 分布于
198 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无论身处何
地，无论去国多久 ，海外儿女对本民
族文化都会保有强烈的持守。 每逢天
水、 淮阳伏羲公祭大典举办期间，许
多远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不远万里回

归祖国 ，拜谒伏羲 ，参与到各项民俗
活动中，以此来寻根问祖、缅怀先贤，
这一举动背后折射出的是海外游子

心中难以磨灭的民族认同感和对自

身文化的坚守传承。
2006 年 5 月 20 日，天水与淮阳

联合申报的 “太昊伏羲祭典 ”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华儿女追溯伏羲始祖的文化活动

终于在当代有了它独有的社会地位

和时代价值。 随着伏羲公祭大典规格
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今后会有越
来越多的海外中华儿女带着对祖国

的思念来到天水、 淮阳祭祀伏羲，表
达对始祖的崇敬 。 从这一意义上来
看，伏羲文化所蕴含的凝聚力与向心
力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精神保障。

余教授深切地指出，“伏羲”是中
华文明历代传承的文化标记，寄托着
民众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情感，是华夏
儿女永恒不灭的身份认同。 伏羲文化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当下社会的重要需求，伏羲文化研
究如何在这种背景下更好地开展，是
一个新话题 ， 也将成为一个 “显话
题”。 在当今时代“狂飙”、迅猛发展的
大潮之中，做好伏羲文化的传承与保
护、弘扬与发展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铸牢， 民族气质的传承，民
族站位的找寻， 道路仍旧任重道远，
且有巨大盼望深在其中。 ②2

余粮才：弘扬伏羲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记者 徐启峰/文 刘俊涛/图

萤火虫公益助困境学子圆梦

■首届伏羲论坛·专家论道之一

□记者 郑伟元 文/图

本报讯 开学季就要到了， 不少
家长满心欢喜，为孩子准备上学用品，
但也有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没钱

缴学费而发愁。 8 月 16 日，周口市慈
善总会萤火虫公益爱心人士来到西华

县东王营乡首帕于行政村香香（化名）
的家中，为她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
资和 3000 元善款，帮助她渡过难关。

香香的母亲有精神疾病 ，还有两
个弟弟正在上学。她的父亲为照顾一
家人没有外出务工，只在本地打零工
维持全家生计，生活十分困难 。 今年
香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
正在发愁怎么面对今后的学习生活。

周口萤火虫公益得知情况后 ，立

即对她们家进行走访， 了解实际情况
后，决定对她进行帮扶。

香香接过萤火虫爱心人士的善

款，感激地说：“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
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积极面对困难，
长大后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努力
回报社会。 ”

爱心人士鼓励香香好好学习，将来
取得更大成绩，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萤火虫公益爱心人士霍红梅表示，
资助一名贫困学生， 或许就能改变一个
家庭的命运。萤火虫公益自成立以来，就
一直在尽绵薄之力去帮助贫困的学子

们，完成他们的心愿，让他们有一个美好
的未来。同时，她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关爱、支持这些困难学生，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②18

88 月 1166 日，，参加首届伏羲文化论坛的知名专家学者在
淮阳区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豫东考古研究中心参观

周口市慈善总会萤火虫公益爱心人士和香香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