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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

群臣回答说
:“

四帝
,

有白
、

青
、

黄
、

赤帝之祠
。 ”

刘

邦接着又问
: “

吾闻天有五帝
,

而有四
,

何也 ?
”

群臣面

面相觑
,

无言以对
。

刘邦便说
: “

吾知之矣
,

乃待我而

具五也
。 ”
后以皇帝之尊颁诏天下

,

诏书说
: “
吾甚重

祠而敬祭
。

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祀者
,

各以其时

礼祠之如故
。 ”
表现了对黄帝的尊崇

。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
,

特别重视对黄帝的祭祀
。

据

《史记
·

封禅书 》
、

《汉书
·

五帝纪 》等史料记载
,

元鼎

元 年 (前 1 1 6 )
,

汉武帝听到臣下讲述轩辕黄帝乘龙

升天的传说故事后
,

深为感慨地说
: “

吾诚得如黄帝
,

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
。 ”

元封元年 (前 1 10 )冬 10 月
,

汉武帝北巡朔方
,

勒兵 18 万
, “

还
,

祭黄帝家桥山
,

释

兵须如
。

上曰
: `

吾闻黄帝不死
,

今有家何也 ?
’
或对

日
: `

黄帝已仙上天
,

群臣葬其衣冠
。 ’ ”
这位显系迎合

汉武帝的臣下的回答
,

竟成为后世相传黄帝陵为
“

衣

冠家
”
的依据

。

但是
,

历朝历代 的帝王君主们仍然坚持在中部

县 (即令黄陵县 ) 的桥山之巅设坛 筑场
,

虔诚地祭祀

着轩辕黄帝
,

其仪式愈来 愈讲究
,

规模亦愈来愈 盛

大
。

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二年 ( 2 5 )
, “

为圆坛八陛
,

中

又为重坛
,

天地其上
,

皆南向
,

西上
。

其外坛上为五帝

位… …黄帝位在丁未之地
” 。

继汉武帝后进行了又一

次重大的祭祀活动
。

到了明帝
、

章帝等继位
,

均不断

有盛大的祭祀活动
。

汉代以后
,

由于战乱频仍
,

社会动荡
,

朝代更替

加快
,

皇帝的身家性命尚难 自保
,

所 以
,

对黄帝的祭

祀活动也就时断时续
。

李渊
、

李世民父子代隋立唐
,

实现了天下大治
。

唐太宗李世民深知
“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

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 。

所以
,

他特别注重畏天
、

重民
、

任贤
、

纳

谏
、

执法
、

修德等等
,

这些都与轩辕黄帝
“

修德立义
” 、

“

养性爱民
” 、

选贤用能
、

嫉恶如仇的思想品德和治世

方略一脉相承
。

所以
,

唐太宗特别重视对黄帝的祭

祀
。

据《旧唐书
·

仪礼志 i)) 己载
,

太宗之时
,

每岁
“

夏季

土王 日
,

祀黄帝于南郊
,

帝轩辕
,

配后土
” 。

无庸讳言
,

在明代以前
,

不仅 祭祀活动时断时

续
,

而且由于黄帝陵所在地问题上存在异说
,

加之战

乱等原因
,

对黄帝的祭祀也并不专在今天的黄陵县
。

从信实可靠的史料来看
,

自明太祖起
,

历代帝王君主

对黄帝的祭祀场所
,

确定为今天的黄陵县桥山之巅

的黄 帝 陵
,

而 且 祭 祀 活 动从 未 间断
。

洪 武 四 年

( 1 3 7 1 )
,

明太祖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
,

依据经籍所载

考知黄帝陵寝确在今天黄陵县桥山之巅后
,

即亲撰

祭文
,

遣中书管勾甘前往致祭
。

此次祭祀所撰祭文
,

是目前所能见到黄帝祭文中最早的一篇
。

此后
,

明成

祖
、

明宣宗
、

明代宗
、

明英宗
、

明武宗
、

明世宗
、

明穆

宗
、

明神宗
、

明熹宗等等
,

都曾派专官赴黄帝陵祭祀
。

1 6 4 4 年 5 月
,

清军占领北京
。

9 月
,

清世祖自沈

阳迁都北京
,

顺治八年 ( 1 6 5 1) 特遣专官赴黄帝陵致

祭
。

此后
,

康熙
、

雍正
、

乾隆
、

嘉庆
、

道光等皇帝先后近

3 0 次祭祀黄帝陵
。

近代以来
,

祭祀活动 益发频繁
,

特别是本世纪

8 0 年代以来
,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

来 自台湾
、

香

港
、

澳门和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纷纷聚集于黄帝陵

前致祭
。

为了满足与 日俱增的祭祀人数的需要
,

使年

久失修而又规模狭小的祭祀场所与中华民族始祖寝

陵应有的气势趋于相称
,

国家决定对黄帝陵进行重

新规划整修
。

1 9 9 0 年 4 月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瑞环渴拜黄帝陵时
,

对整修黄帝陵做了重要指示
:

为

弘扬民族文化
,

凝聚民族情感
,

振奋民族精神
,

激励

爱国热情
,

推动四化建设
,

需要重新整修好黄帝陵
。

整修黄帝陵的壮举
,

为新时期的祭祀活动赋予了深

刻的
、

划时代的文化意义
。

历代祭祀黄帝的典礼
,

取决于各个时代的文化

特点和人们对黄帝的认识程度
。

大致表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

(一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如果说前引《竹书纪年 》所载黄帝之臣左彻削木

为像祭黄帝
,

还不能说明 当时人们对黄帝的认识情

况的话
,

那么
,

《国语
·

鲁语 》说
: “

有虞氏谛黄帝而撷

项
,

郊尧而宗舜
。

夏后氏谛黄帝而祖撷项
,

郊稣而宗

禹
。 ” 《礼记

·

祭法 》也说
: “

有虞氏谛黄帝而郊誉
,

祖

撷项而宗尧
,

夏后 氏亦袜黄帝而郊稣
,

祖撷项而宗

禹
;
殷人谛誉而郊冥

,

祖契而宗汤
; 周人谛誉而郊樱

,

祖文王而宗武王
。 ”

据元人陈游《礼记集说 》引刘向校

经籍的话说
: “

虞
、

夏
、

殷
、

周皆出黄帝
,

黄帝之曾孙 曰

帝誉
,

尧则帝誉之子也
。 ”

这说明在虞夏时代
,

黄帝是被人们当作始祖祭

祀的
。

远古先民们 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
,

认为人死

后有灵魂存在
;
而由于祖先与 自己有血亲关系

,

所

以
,

只要时常供奉祭祀
,

祖先的灵魂便会保佑自身和

全家平安
。

但是
,

由于当时先民们仍然过着群居生

活
,

个人没有明确的血缘亲属
,

所以
,

祖先祭祀的对

象常常是部落始祖
。

如对黄帝
、

炎帝
、

蛋尤
、

尧
、

舜
、

禹

等人的祭祀均属此类
。

阶级社会产生后
,

一夫一妻制

取代了原始群居生活
,

家庭的产生
,

使人们有了明确

的血亲关系
,

祖先祭祀的对象也由此而转变为有血

缘亲属关系的祖先
,

而那些曾被祭祀的部族始祖
,

只

有
`

少数几位流传下来
,

受到历代人们的祭祀
。

黄帝
、

炎帝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
,

享祀至今
。

专家学者对大量的甲骨 卜辞的研究表明
,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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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祀祖先制度
,

在商代的祀典即有 20 余种之多
。

到了周代
,

祭祀制度更为完备
。

在祭祀方法上
,

周代

万仍殷商之旧
,

在宗庙里举行对祖先的祭祀
。

周代对

祭祀祖先的仪节
、

受祀祖先的数目
、

祭祀规格 等
,

都

有明确的规定
。

其主要仪节是将写有六谷名称的小

旗插于装有祭撰的黄
、

篡等器皿上
,

奉告先祖
:

已经

献上丰洁的粟盛
。

接着
,

扮演神主的人 (称作
“
尸 ,’) 将

盛在酒器 (称作
“

彝
”

)中的香酒 (称作
“
柜巴

”
)洒在地

上
,

并将肢解的牛
、

羊
、

猪的牲体等供奉于神主之前
。

周代在受祀祖先的数目上比商代少得多
,

但都

必须祭祀始祖
。

除始祖外
,

只祭祀年代最近的几代祖

先
。

按照每一祖先在宗庙内各占一庙的庙数建制
,

天

子祀七庙设一坛一禅
。

所祀七庙为父庙
、

祖庙
、

曾祖

庙
、

高祖庙
、

始祖庙
,

均为每 月祭祀
;
远庙称

“

桃
” ,

有

昭
、

穆二桃
,

只在四季祭祀
。

诸侯五庙 (或三庙 )
,

设一

坛一禅
。

所祀五庙为父庙
、

祖庙
、

曾祖庙
,

均为每月祭

祀 ;
高祖庙和始祖庙为四季祭祀

。

依次类推
,

大夫三

庙
,

士二庙
,

只有四季的祭祀
。

这一规定后为历代所

沿用
。

除 皇帝外
,

一般都祀不过五代
,

而庶民则不许

立庙
,

只能在家中祭祀父母
。

在祭品的规格上
,

也表

现了严格的等级界限
。

历代把黄帝当作始祖来祭祀的文字记载虽然不

多
,

但我们从古人祭祀祖先的规定 中可推测出黄帝

之楠在古人心 目中的地位
。

(二 )黄帝作为五帝之一

战国秦汉之际
,

五德终始说盛行于世
,

黄帝和

青
、

赤
、

白
、

黑四帝各被当作天地运行周期的一个象

征和代表而受到祭祀
。

秦国始祭白帝
,

并于秦灵公三

年 (前 4 2 2) 作吴阳上畴
,

祭祀黄帝
,

作下畴
,

祭祀炎

帝
。

汉代补充黑帝
。

五畴崇拜和祭祀始终是汉代祭

天礼典的重要内容
。

自汉至唐
,

历代都在中央所举行

的郊天礼中对五帝之一的黄帝进行祭祀
。

从汉高祖

至明帝
、

章帝均有把黄帝作为五帝之一的祭祀盛典
。

《后汉书
·

礼仪志 》中专列有
“
黄郊

”
仪式

,

规定在每

年立秋前 18 天
“

郊黄帝
。

是 日夜漏未尽五刻
,

京都百

官皆衣黄
。

至立秋
,

迎气于黄郊
,

乐奏黄钟之宫
,

歌

《帝临 》
,

冕而执干戚
,

舞 《云翘 》
、

《育命 ))’’
。

把黄帝作

为五帝之一祭祀者
,

《魏书 》中尚有不少记载
,

如神瑞

二年 (4 1 5) 六月壬申
,

太宗
“

幸琢鹿
,

登桥山
,

观温泉
,

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
” 。

泰常三年 ( 4 1 8 )
,

太宗
“

为

五精帝兆于四郊
,

远近依五行数
。

各为方坛四陛
,

坪

遗三重
,

通四门
。

以太腺等及诸佐随配
。

惰祭黄帝
,

常以立秋前十八 日
。

余四帝
,

各以四立之 日
” 。

等等
。

把黄帝 当作五帝之一来祭祀
,

其祭典类似于古

礼中的郊天礼
,

黄帝之神位一般安放在祭天坛南陛

之西
。

大约到了宋代以后
,

在郊天礼典中祭祀五帝的

做法才逐渐消失
。

在明太祖所举行的郊天礼典中
,

已

经没有了黄帝和五方帝的祭祀
。

(三 )黄帝作为具有道德和军事号召力的首领和

最早的帝王

《礼记
·

祭法 》 : “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
,

法施于民

则祀之
,

以死勤事则祀之
,

以劳定国则祀之
,

能御大

蓄则祀之
,

能捍大患则祀之
。

… …黄帝正名百物以明

民共财… …
”
这里说

,

由于黄帝为百物命名
,

使人们

各有其业
,

共享财物
,

故应受到人们的祭祀
。

其实
,

黄

帝的功德涵盖了上述应受到祭祀的五种人的全部
。

据《史记
·

五帝本纪 》载
:

轩辕之时
,

神农 氏世衰
。

诸侯相使伐
,

慕虐

百姓
,

而神农氏弗能征
。

于是轩辕乃 习用干 戈
,

以征不享
,

诸侯咸来宾从
,

而贵尤最 为暴
,

莫能

伐
。

炎帝欲使陵诸侯
,

诸侯咸归杆辕
。

轩辕 乃修

德振兵
,

治五 气
,

艺五种
,

抚万 民
,

度四 方
,

教熊

夭辘抓枢虎
,

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

三战
,

然

后得其志
。

贵尤作乱
,

不用帝命
。

于是黄帝乃征

师诸侯
,

与贵尤战于 泳鹿之野
,

遂擒杀贵尤
。

而

诸侯成卑杆辕为天子 ;代神农氏
,

是为黄帝
。

天

下有不顺者
,

黄帝从而征之
,

平者去之
。

这段记载说明黄帝以其伟大的道德力量和军事

号召力被历代人们当作最早的帝王尊敬和祭祀
。

但

真正从祭典的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把黄帝当作帝王来

看待
,

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
。

唐玄宗下令在中央的历

代帝王庙中
,

加上三皇以及三皇以前帝王的祭祀
。

从

而把黄帝正式纳入中央所设历代帝王庙中
。

因此
,

对

于黄帝的帝王性祭典
,

自唐代起即大体沿着中央帝

王庙合祭和地方陵庙分祭两条线索发展
。

宋代既有

中央对黄帝的祭祀
,

亦有地方对黄帝庙的祭祀
。

元朝

还一度规定在地方上也设三皇庙
,

并废除中央历代

帝王庙的合祭
,

只准许各帝王陵庙所在县府致祭
。

当

时确定黄帝的陵庙在陕西延安府境内
。

后不久又恢

复中央历代帝王庙的合祭
,

同时也不废止地方的分

祭
。

从而确立了黄帝在中央历代帝王庙中被合祭
,

在

陕西延安府被分祭的祭祀格局
。

自明至清
,

相沿不

衰
。

把黄帝当作历代帝王之一来祭祀
,

其祭典相当

于古礼中的祭祀先圣先贤礼
,

其根本意义在于祈求

黄帝神灵的保佑
,

使得风调雨顺
,

国富民强
。

(四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从历代祭典的多样性来看
,

人们对黄帝的认识

并不是完全统一的
。

有的把黄帝看成神
,

有的看成祖

先
,

有的看成帝王
,

但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
,

并没有

妨碍人们对黄帝的无限尊崇和怀念
。

到了近代
,

人们

终于认识到
,

黄帝不仅仅是具有广泛号召力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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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
,

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

他同时还是

具有丰富内蕴的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和代表
。

1 9 0 8 年
, “

同盟会
”

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
。

重阳

节
, “
同盟会

”

会员 26 人参加了祭扫黄帝陵活动
,

祭

祀隆重而朴素
。

祭文历叙轩辕黄帝的功德和后代子

孙相承遗续的情况之后
,

继写有清以来
,

外寇人侵
,

国运凌迟之状
。

最后表达
“
同盟会

”
同仁矢志盟天

,

力

图恢复之志
。

祭祀仪式上宣读祭文时
,

会 员们无不饮

声嚷泣
。

1 9 3 1 年
,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
, “

中华民

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

1 9 3 6 年
,

国民党和共产党结

成抗 日统一战线
。

1 9 3 7 年清明节
,

国共两党各派代

表前往黄帝陵扫墓
,

共同祭奠先祖轩辕黄帝
,

表达团

结御侮
,

抗击 日本帝国主义的决
产

合
。

这次祭祀活动
,

对于唤取国民的民族 自尊
,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

恢复了对黄帝陵的

祭祀活动
。

黄帝祭典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

关注
,

其祭典的文化意义也愈来愈显得突出
。

黄帝陵

祭典的文化意义主要有以下两点
:

第一
,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
“

孝
” 、 “

敬祖
”

等观

念
,

从而培养人们的
“

仁爱
”
之心

。

《礼记
·

祭义 》引宰

我之言说
: “

君子反古复始
,

不忘其所由生也
,

是以致

其敬
,

发其情
,

竭力从事以报其亲
,

不敢弗尽也
。

是故

昔者天子… … 以事天地
、

山川
、

社樱
、

先古
,

以为酸酪

齐盛于是乎取之
,

敬之至也
。 ”

要求人们不忘根本
,

孝

敬父母
、

先祖
。

“

孝
” 、 “

敬祖
”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也是对一

个人立身处世的最基本要求
。

孝顺父母
、

敬奉祖先
,

绝不是流于外在的形式
,

而是一种
“

仁爱
”
之心从内

到外的彻底发扬
。

《礼记
.

祭义 》引曾子之言说
: “

身

也者
,

父母之遗体也
。

行父母的遗体
,

敢不敬乎 ? 居

处不庄
,

非孝也
。

事君不忠
,

非孝也
。

往官不敬
,

非孝

也
。

朋友不信
,

非孝也
。

战陈无勇
,

非孝也
。

五者不

遂
,

灾 及 于亲
,

敢不敬 乎 ? ”
这 些 对 于 弘扬传 统的

“

孝
” 、 “

敬祖
”

观念
,

培养和强化人们 的
“

仁爱
”
之心

,

至今仍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

第二
,

弘扬民族文化
、

凝聚民族情感
、

振奋民族

精神
、

激发爱国热情
。

以轩辕黄帝首开其端的中华民

族
,

有着 5 0 0 0 年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
。

即以传说为

黄帝的发明创造来说
,

就包括了中国文化中衣
、

食
、

住
、

行
、

农
、

工
、

矿
、

商
、

货币
、

文字
、

图画
、

弓箭
、

音乐
、

医药
、

婚姻
、

丧葬
、

历数
、

阴阳五行
、

伞
、

镜等 20 个方

面 (依据于右任 《黄帝功德纪 》之说 )的内容
。

这是一

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

只有在继承这笔文化遗产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
,

才能使传统文化焕发出青春和活力
。

作为中华民族 的人文初祖
,

黄帝不仅为中华文

化的奠基与发展
,

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

同时
,

他在

率领先民从野蛮走向文明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

和才能
,

也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得到继承

和发扬光大
。

我们常说
,

中华民族素有勤劳
、

勇敢
、

朴

实
、

善 良的美德
,

而这些美德都可以从轩辕黄帝身上

得到全面印证
。

所以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黄帝的精神
,

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

她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
。

《礼记
.

祭法 》说
: “

夫祭者
,

非物自外至者也
,

自

中出生于心者也
。

心休而奉之以礼
,

是故唯贤者能尽

祭之义
。 ”

这段话确实道出了祭祀活动的本质
。

所以
,

和祭祀活动本身相比
,

祭祀的庙数
、

祭品的规格
、

祭

典的时间跨度等等具体要求都显得并不重要了
。

正

因为如此
,

历代黄帝祭典都各不相同
。

如宋人李防在

《黄帝庙碑序 》中称
: “
大宋阐统之十有三祀

,

开宝纪

号之五载… …
。 ”
说明宋初对黄帝陵的祭祀为三年一

祭
,

开宝年间 ( 9 6 8一 9 7 6 )改为五年一祭
。

到了明代
,

又遵旧规实行三载大祭
。

明崇祯《菊月刊碑 》上说
:

“

载稽旧刊
,

朝廷三年遣官致祀
,

其伤宇奉将之需
,

皆

出于宜洛中部三县
。

丙子 ( 1 6 3 6) 秋
,

值大祭之期
。 ”

中

华民国时期对黄帝陵的祭祀改为每年一祭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后
,

于 1 9 4 9 年举办了第一次祭祀活

动
,

中间隔断五年后
,

从 1 9 5 5 年至 1 9 6 6 年
,

均为每

年一祭
。 “
文革

”

期间中断
。

1 9 8 0 年正式恢复祭陵至

今
,

即于每年清明节举行祭祀活动
。

1 9 8 8 年
,

黄陵县

又恢复了重阳节民祭活动
,

使黄陵祭典形成清明公

祭
、

重阳民祭两大系统的祭祀格局
。

清明公祭由陕西

省主祭
,

重阳民祭则由黄陵县民间团体主祭
。

关于祭祀黄帝陵的仪式
,

近代有民国三十三年

( 1 9 4 4) 年所修 《黄陵县志 》的记载
。

其中由陕西省第

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吴致勋先生所写的 《渴

祭恭纪 》一文
,

对民 国时期的祭陵仪式作 了简要介

绍
。

首先是祭陵场所的布置
:

陵前搭一棚为临时祭

亭
,

棚 中置一桌
,

陈设酒酸
、

果 品
、

祭菜 ( 10 碗 )
、

杯

著
、

香炉
、

灶台
、

面花 ( 10 余件 )
、

花圈 (两个 )
。

祭陵程

序为
: 1

.

全体肃立
。

2
.

奏乐 (军乐队奏哀乐 )
。

3
.

主祭

者就位
。

4
.

与祭者就位
。

5
.

上香
。

6
.

献爵
。

7
.

献花
。

8
.

恭读祭文
。

9
.

行三鞠躬礼
。

1 0
.

静默三分钟
。

1 1
.

奏乐 (军乐队仍奏哀乐 )
。

12
.

鸣炮 (万字头鞭炮 )
。

13
.

恭绕陵寝一周 (军乐队前导
,

主祭者
、

陪祭者及参加

的民众依次绕行 )
。

1 4
.

摄影 (均集陵前 )
。

至此礼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公祭黄帝陵仪式要求

以庄严
、

肃穆为原则
。

祭陵场地的布置是
:

在祭亭上

方悬挂一横额
,

上书
“

公祭黄帝陵典礼
”
七字

。

祭亭内

悬挂吊幅
,

两边柱子上悬挂每年新撰的对联
。

祭桌上

陈设着祭器
、

时鲜水果
、

鲜花
、

蜡烛
、

面花等
。

祭陵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