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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二月初二， 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会不约而
同地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聚集在太昊陵，共同祭拜
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 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表达对中华人文始祖的敬仰之情。

太昊陵，其实就是太昊伏羲氏的陵庙。 伏羲氏，
原本出生在甘肃成纪， 他为何在淮阳建都并长眠于
此？

大约 6500 年前，淮阳一带气候温和、河流纵横、
空气湿润、地势平坦，在 2000 多年前的《诗经·陈风》
里，它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宛丘”，根据《尔雅》的解
释，丘上有丘为宛丘。 “宛”通“碗”，意思是宛丘像一
只倒扣的碗，这真是浪漫的想象！

这样一方宜居之地， 静静地等待着一位伟大人
物的到来。

日升日落，岁律更新。 6500 年前的某一天，伏羲
氏率领子民开始沿黄河东下，他们要寻找一块更适
合居住的地方。 浩浩荡荡的人群开往东方，人们扶
老携幼，行走在中华大地上。 水草丰美、气候温和的
宛丘吸引了他们，伏羲氏决定在此定居，从此，宛丘
大地升腾起炊烟。 在此后的岁月里，伏羲氏结网罟、
养牺牲、造甲历、画八卦 、定姓氏 、制嫁娶……奠基
了中华远古文明，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
提供了丰厚滋养。 人们为了怀念他的功绩，尊称伏
羲氏为“太昊”，赞颂他功垂天地、泽被万代，与日月
同辉。

一次拜谒，就是一次朝圣。
初夏，记者再次拜谒太昊陵，在明媚绚烂的阳光

下，宏大的古建筑群透着古朴和庄重。 太昊陵保护中
心主任雷铁梁介绍， 太昊陵是纪念中华人文始祖太
昊伏羲氏的大型陵庙，因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
所以太昊陵也被誉为“天下第一陵”。 它现在既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也是首
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太昊陵依据伏羲先天
八卦数理兴建， 是中国帝王陵庙中大规模宫殿式古
建筑群之孤例。

记者从午朝门出发，向北而行看到，从午朝门到
陵墓的中轴线上，排列着一道又一道式样不同的门，
并且院落大小不一、宽窄不等，在这些多重的庭院里
面，营造的氛围不断在变化。 一直到统天殿广场，由
金碧辉煌的大殿、40 多间东西厢房、太极门、仰观门、

俯察门，以及钟鼓二楼，形成了建筑格局上的高潮，
再穿过显仁殿和太始门之间的狭窄的过道， 一座高
达 20 多米的圜丘状墓冢伫立在眼前，这里就是伏羲
氏长眠之地，在古柏佑护下，墓冢显得庄严肃穆。

伫立在此，遥想数千年前，伏羲氏率领先民在这
块神奇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奠华夏之初基、开文明之
先河，是何等伟大？

雷铁梁介绍，据史书记载，太昊陵始建于唐、增
制于宋、重修于明 、完善于清 ，历代帝王 50 余次御
祭。 现在的太昊陵建筑群格局形成于明朝洪武年间，
据考证是仿照南京明故宫建造， 太昊陵为何要仿南
京明故宫而建呢？

相传在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兵起义打了败仗，被
追兵追得走投无路， 惶惶然逃到了伏羲氏庙内躲过
劫难。 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便依照自己的皇家宫
殿重修了太昊陵。

太昊陵中央规模宏大的建筑为统天殿。 统天殿
在太昊陵内体量最大 、等级最高 ，也是全国古建筑
等级最高的殿宇，里面供奉着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
羲氏。

统天殿通高 15.7 米，面阔 5 间、进深 3 间，上用

黄色琉璃瓦覆顶，龙凤大脊，南龙北凤，中间为 3 节
彩釉吉星陶楼。 殿的 4 个挑角为“四绝人”（庞涓、子
都、罗成、韩信）及吻兽。

进入殿内，身披树叶 、腰裹兽皮 、目光慈善 、居
中坐定的便是伏羲氏，伏羲氏手中捧着的是先天八
卦。 “当年伏羲氏率领部落子民从成纪到宛丘，跋山
涉水，千里迢迢，一路上的四时节气、风土民情记挂
在这位爱民如子的部落首领的心头， 他仰观于天、
俯察于地、中得心源。 ”雷铁梁说，伏羲氏发明了八
卦，非常了不起。 这是中华《易经》文化之始，在中华
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每年的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 拜谒人文始祖伏
羲氏的游客络绎不绝， 太昊陵成为海内外华夏子孙
寻根问祖的圣地， 创下了单日祭拜人数 82.5 万人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何以如此？
记者心想，除了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外，也表

达了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氏创世功绩的崇高敬

仰和无限尊崇。 还因为，这里，跳跃着中华文明的脉
动，这种脉动凝聚起一种深沉的感召力，感召华夏子
孙来此寻根、铸魂、筑梦、聚心。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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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昊陵，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
□记者 黄佳 文/图

开栏的话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2023 年 11 月份，我省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我市
高度重视。

周口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境内文物、古建筑星罗棋布，淮阳太昊陵、周口关帝庙、商水寿圣寺塔、太康高贤寿
圣寺塔、邓城叶氏庄园、袁寨古民居、淮阳弦歌台、扶沟大程书院……一砖一瓦、一石一碑无不凝结着先人的智慧，留
存着沉淀了千百年的历史文明。

为动员全社会加大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周口实践，凝聚起建设“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磅礴力量，本报在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推出《行走周口
大地 发现文物之美》系列报道，以保护和传承为宣传重点，记者实地探访我市 2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
省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展现文物之美、建筑之美，为我市
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营造良好的氛围，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太昊陵太极门。

太昊陵景区人潮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