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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黄帝生于寿丘(或曰青邱), 而寿丘 、青邱均应在古长沙国 , 因为第一 , 天上的寿星 、青邱星对应地上的

长沙国;第二 , 黄帝的祖先 、正妃 、嫡系子孙均生活在湖南。黄帝主要活动在北方 , 与抗荤粥和战蚩尤有关。黄帝杀

蚩尤后在今洞庭湖一带即位 ,代神农氏 , 死后葬洞庭湖边的黄陵 , 其后裔青阳仍都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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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古星野学术论证黄帝生于古长沙

《竹书纪年》 、《帝王世纪》 、《路史》等皆云:黄帝生于“寿

丘” 。那么“寿丘”在何处? 古人为避洪水常依丘而居[ 1] , 《广

雅》云:“小陵曰丘” ,古代的“某丘” , 常和某些特征连在一起 ,

作为某地的别号 ,如:“一成为敦丘 , 再成为陶丘 , 三成为昆仑

丘。如乘者 , 乘丘……水出其右者正丘 , 水出其左者营丘

……左高 , 咸丘。右高 , 临丘……” [ 2] 那么“ 寿丘”之地名 , 所

体现的特征就在“寿”字上。

古之地名常常变更 ,而与之对应的天文则相对稳定 , 因

此古地名不详时求之于天文往往有得。 根据中国的古天文

学 ,二十八宿分天体。但二十八宿所处位置的度数不规则 ,

便又将天体分为十二次。《帝王世纪·星野》 :“凡天有十二

次 ,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 , 王侯之所国也。故四方方

七宿 , 四七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三十二星 , 七十五度。北方

玄武三十五星 , 九十八度四分之一 。西方白虎五十一星 , 八

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 ,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 。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星 , 分为十二次 , 一次三

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 ,各以附其七宿间……凡中外官常明

者百二十四 ,可名者三百二十 , 合二千五百星 。微星之数 , 凡

万一千五百二十星。万物所受 , 咸系命焉。此黄帝创制之大

略也” 。按古人的规定 , 楚国对应轸 、翼二宿 , 所以《史记·天

官书》云:“角 、亢 、氐 , 兖州……轸 、翼 , 荆州” , 但古地名常常

变更 ,因此对应关系也变化 , 在《淮南子·天文》中则曰:“角 、

亢 ,郑……翼 、轸 ,楚” 。而且这种对应还是一个大略的对应 ,

要考察小地名与天文的对应 ,必须考察到具体的度数。古长

沙属楚 ,粗言之 , 属轸 、翼所控制之范围 ,可属轸 、翼所在的鹑

尾之次 ,但细言之 , 则又确属寿星之次。《帝王世纪》曰:“自

张十八度至轸十一度 ,曰鹑尾之次……今楚分野。自轸十二

度至氐四度 ,曰寿星之次……” 。这里精确地表明 , 轸宿跨了

鹑尾 、寿星两个次。

与古长沙国对应的长沙星是轸宿中的一颗 , 据其所处度

数当在寿星之次。清代《攸县志》云:“据长沙主郡而言 ,则宁

乡 、益阳 、安化在西 , 湘阴在北 , 浏阳在东北 , 湘潭在南 , 醴陵

在东 ,攸 、茶陵在东南。推之 , 北抵岳州 , 南距衡山 、衡阳 , 西

南至邵阳 、新化 , 皆在轸十六度内” , 又曰“ ……盖轸为朱鸟终

宿 ,与苍龙宿接轸尾 , 度在轸东南。长沙于次应属寿星。”

其实十二次之一的“寿星”之次名 , 原本来源于长沙星名

(古称寿星 , 主长寿)。《南岳志》卷一引《星经》云:“《黄帝占》

曰 ,轸者以侯王者寿命 , 故置长沙一星以延期” 。是故 , 长沙

古又称潭州 ,潭者覃也 , 延 , 长也。又云:“玉衡主荆州 , 而长

沙一星在轸中主寿长子孙昌 , 亦曰寿昌之次。衡岳旧属长

沙 ,故又称为寿岳” ,《史记·天官书》 :“轸为车 , 主风。其旁有

一小星 , 曰长沙” , 《正义》 :“长沙一星在轸中 , 主寿命” , 张衡

曰:“长沙一星在轸中 , 亦曰寿星之次” [ 3] ,其《天象赋》又曰:

“爰周轸翼 , 厥土惟荆 ,长沙明而献寿 , 车辖朗而陈兵” 。因此

长沙星又名“寿星” ,其所处之“次”便名为“寿星之次” 。考长

沙之地名除隋 、唐 、宋 、元称潭州 , 战国时又称青阳外 ,其它各

代均称长沙 ,且长沙之地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 , 曰:

“南方有苍梧之丘 , 苍梧之渊 ,其中有九嶷山 , 舜之所葬 ,在长

沙零陵界中” 。长沙之地名当然是对应天上的长沙星的 。既

然长沙星又别称“寿星” , 那么长沙之地当然便可别号为“寿

丘”了。何况旧属长沙的南岳衡山一直在称呼为“寿岳”呢!

清时善化县(今长沙)内仍有万寿山 ,鹤寿山[ 4] 之名。至今洞

庭湖边还有汉寿县。汉时为汉寿县 , 至吴时则改为吴寿县 ,

均有传祚万代之意。

而紧临轸 、翼南面的一个星座是青邱[ 5] , 因此《玉函山房

辑佚书》中的《河图稽命征》便云:“生黄帝轩辕于青邱”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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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天文志》:“右辖星入翼十六度 , 左辖星入轸五度。轸东

南青邱七星入轸五度” 。《攸县志》云:“轸右辖入翼宿 , 轸左

辖与东南青邱仍入轸宿 , 是右属长沙星西北 , 左属长沙星东

南。据南楚全形势而言 , 则入轸十度之武陵郡 , 包辰沅 ,越华

容西至澧靖永顺 , 各辖县皆西北境 。入轸十一度之零陵郡 ,

则今永州辖县 , 奄及城步 、新宁 、武冈 、湘乡皆入西南境。 入

轸六度之桂阳郡 ,则今郴州辖县 , 今桂阳州辖县及耒阳 ,常宁

皆南境。而入轸十六度之长沙郡皆东境……皆在轸十六度

内” 。

《山海经·南山经》中有“青丘之山” , 《海外东经》有“青丘

之国” , 说明“青丘”当在东南方。而与轸 、翼二星对应的楚国

正属东南方(《吕氏春秋》 :“东南曰阳天 , 其星张 、轸 、翼”)。

又从《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得知 , 青丘国与黑齿国相临 , 而

黑齿国在楚国之南(屈原诗“南方不可以止兮 , 雕题黑齿”)。

因此与天上青邱星相对的地名“青丘”也宜在楚国南部 ,在今

湖南境内。总之 ,黄帝出生地在古长沙国 , 当今湖南境。

二 、黄帝嫡系亲属生活在长沙

黄帝出生在长沙 ,还可以找到众多的其他证据。

(一)黄帝先祖 、元妃 、嫡系子孙均生活在湖南。 黄帝轩

辕 、炎帝蚩尤同为末代神农榆罔之子 , 而神农氏就是在长沙

建立了厉国(详《伏羲神农炎帝考》)。“国” ,城也 ,如“国人暴

动”之“国” 。《南岳志》引王万澍曰:“(炎帝)[ 神农] 都长沙凡

七世” 。黄帝之元妃雷祖葬于衡山。《衡湘稽古》 :“雷祖从帝

南游 ,死于衡山遂葬之 , 今岣嵝有雷祖峰 , 上有雷祖之墓 , 谓

之先蚕冢 ,其峰下曰西陵路 , 盖西陵氏始蚕 ,后人祀之为先蚕

也” 。

黄帝之嫡子生活在长沙。《史记·五帝本纪》 :“嫘祖为黄

帝正妃 ,生二子 , 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 ,是为青阳 ,青阳

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 , 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 , 曰昌

仆 ,生高阳……是为帝颛顼” 。《南岳志》卷十:“《史记》曰黄

帝子元嚣降居江水 , 是为青阳 , 盖即(炎帝)[ 神农] 故都 , 《战

国策》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献青阳以西 , 明年秦灭楚以为长

沙郡 ,郦道元曰即青阳之地也。《汉书·邹阳传》 :越水长沙 ,

还舟青阳。苏林注:青阳长沙也 ,又名云阳 , 在云梦之阳也 ,

故青阳氏又号云阳。罗泌云今长沙府北有青州云田 , 传以为

青阳云阳之故地 ,《山海经》所谓沅水注乐江入下隽 , 西合洞

庭青州云阳之间者是也。又考黄帝次妃皇娥生少昊于青阳 ,

故其后少昊有天下曰青阳氏 ,又曰云阳氏。然则大湖以南为

古帝之旧都 , 况南离火位 ,衡岳在焉 , 文明之所起也 , 自唐虞

迄三代为巡狩所必经。逮至春秋始有攘楚惩楚之说 , 以其僻

陋在夷而屏之 , 是因其中衰而没其前代之盛也” 。五帝之一

的帝喾是玄嚣之孙 ,代颛顼而立。

颛顼之国亦在南方。南海之内 , 黑水之间 , 有木名曰若

木 ,若水出焉……黄帝长子昌意 , 德力不足绍承大位 , 降居斯

水 ,为诸侯焉 , 娶蜀山氏女 ,生颛顼于若水之野” 。《淮南子·

时则》 :“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 , 贯颛顼之国 ,南至委火炎风

之野 , 赤帝 、祝融之所司者 , 万二千里” 。《路史·国名后纪》 :

“渌 ,高阳(氏)师国 , 或作渌图。”渌图是位巫师 , 他又将女儿

禄许给颛顼为妻 ,罗苹注《路史·后纪八》云:“《埤苍》云:̀渌 ,

颛顼之妻名' 。《世本》《人表》皆作女禄” 。《大戴礼·帝系》

云:“女禄氏产老童 ,老童产重黎及吴回 , 吴回产陆终 , 陆终生

六子。”这便是楚国的先祖。今湘江支流渌水正处楚国 , 当是

其地也。

帝喾之子尧的政治中心在南方。《南岳志》引《春秋感精

符》云:“尧为翼之精星 , 在南方” , 《海内经》 :“南海之内……

有木名曰若木 ,若水出焉……有九丘 ,以水络之 , 名曰陶唐之

丘……有木……名曰建木……大昊爰过 , 黄帝所为” 。《史

记》 :“帝尧为陶唐” 。《中山经·中次十二经》 :“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游于江渊 , 澧 、沅之风 ,交潇湘之渊 , 是在

九江之间……又东南一百八十里 , 曰暴山……又东南二百

里 ,曰即公之山……又东南一百五十九里 ,曰尧山……凡夫

夫之山 、即公之山 、尧山 、阳帝之山 ,皆冢也” , 从此可知 ,尧山

在洞庭湖边二妃墓所在的青草山东南四百一十九里 , 按同时

古书《礼经·王制》所载恒山与衡山相距三千里来推算 , 当在

今攸县境 , 今攸县北部有坪阳庙 、丹陵等地名 ,《帝王世纪》:

“帝尧……母曰庆都 , 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都平阳” ,

《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 , 帝尧葬于阳 , 帝喾葬于阴

……南方祝融……” , 这话出现在“海外南经”里 , 明其葬于南

方。“狄山”者 ,翟山也 , 古二字通 , 如《史记·匈奴列传》等“戎

狄”常作“戎翟” ,《淮南子》商祖简狄 ,则作“简翟” 。而翟就是

传说中的凤凰 ,如元·伊世珍《琅环记·贾子说林》云墨子的母

亲梦见朱鸟凤凰飞进室内 , 因而怀孕生下墨子 , 便将其起名

翟鸟 ,其出生地也名为落凤山[ 6] 。因此狄山者言攸县之凤凰

山也 ,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 , 《南岳仙道记·神农挥鞭》传神农

追赶口衔九穗禾的朱鸟凤凰至此 , 便命山名曰凤凰山。攸县

东有鸾山凤岭 , 西有凤凰山 ,不愧为凤凰之乡。清《一统志》

载:“宋 , 攸人彭天益入朝 , 徽宗问攸邑风土。对曰:̀鸾山配

凤岭 ,金水绕银坑。' ”因此尧葬攸县的可能性极大。

颛顼之后崇伯鲧曾被分封在崇山 , 张传玺等曰:崇山古

代在“湖南大庸县境” [ 7] 。《尚书·舜典》:“放欢兜于崇山” ,

《史记·五帝本纪》:“放欢兜于崇山 , 以变南蛮” , 可见崇山在

南蛮(湖南),或曰崇山就是中岳嵩山 , 谬。中岳古称太室山 ,

嵩山之名是汉武帝时才定的 , 《汉书·地理志》:“古文以崇高

为外方山也”亦可为证。若说嵩山就是崇山 , 处南蛮 , 那么三

代时的中国在哪里?

鲧之子禹当然也是湖南人。《新语》:“大禹出于西羌” ,

《吴越春秋》 :禹“家于西羌” 。西羌在何处? 《后汉书·西羌

传》 :“西羌之本 , 出自三苗 ,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 。《竹

书纪年》 :“夏道将兴 , 青龙止于郊 , 祝融之神降于崇山 , 乃受

舜禅 ,即天子之位” 。南岳最高峰上的祝融庙至今还在 ,香火

不断。《南岳志》引《符子》云:“舜禅夏禹于洞庭之野” 。

禹葬之会稽山在何处 ,现在仍有争论[ 8] 。按《南山经·南

次二经》可知其山应在南方。 可见 , 其山该在南次二经之中

部。《海内东经》则明云:“会稽山在大楚南” 。又《吴越春秋·

越王无余外传》记大禹在南岳委宛山得“金简之书”后开始全

国范围的治水工作 ,“以行川始于霍山(南岳衡山又名霍山)

……禹济江南……计于苍梧……周行天下 , 归还大越 , 登茅

山(《史记》注禹到大越上苗山 , 《十道志》会稽山本名茅山又

名苗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会计治国之道……遂更名茅

山曰会稽之山。因传国政 , 休养万民 , 国号夏” , 此段记载大

有文章:其一 ,“始于霍山” ,“归还大越” , 明“霍山”“大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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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 ,《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南夷之地 ,蛮亦称越” ,南岳

处南蛮 ,当然可称大越。其二 , “计于苍梧”与“计于苗山” , 明

苍梧与苗山实为一地也 ,苗山者 , 禹之老家三苗之山也 ,苍梧

者舜葬苍梧之野之苍梧也 ,均是湖南之古地名。再联系上文

“舜禅夏禹于洞庭之野” , 可知会稽山在湖南。《战国策·魏

策》中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 ,左彭蠡之波 , 右有洞庭之水 ,

文山在其南 ,而衡山在其北。”表明三苗人居于洞庭 、鄱阳两

湖为中心的地区。

攸县之得名与大禹之妻攸女有关。《水经注》卷三十九:

“攸水出东南安成郡安复县封侯山 , 西北流径其县北 , 县北带

攸溪 ,盖即溪以名县也。 汉武帝元朔四年 , 封长沙定王子则

为攸舆侯 , 即《地理志》所谓攸县者也。”攸县以攸水得名 , 那

么攸水又以什么得名呢? 无记载。我以为盖以禹之妻攸女

得名也。《帝王世纪》引《连山易》曰:“禹娶涂山氏之子 ,名曰

攸 ,生余”又曰:“禹娶涂山之子 ,名曰攸女 ,生启” ,“帝启 , 一

名建 ,一名余” 。“涂”古音余 , 在攸县方言中 , 攸 、余同音 , 故

涂山氏之女 ,名曰攸女。

著名的《禹王碑》“初刻石于衡山岣嵝山” , “相传为大禹

治水时的手书 ,六行七十七字 ,奇古难认” , 尽管各家对其解

释不一 , 但对最后一段话的解释无疑反映了历史实际 , 其文

云:“平定华岳(或作恒)泰衡……徙南渎 , 衍亨 , 衣制食备 , 万

国首宁 ,窜舞永奔” [ 9] , 这里生动地描绘了禹治水后返回南岳

而安居乐业的热烈场面 ,故刻下此碑永作纪念。这也可证上

文“归还大越”是指归还南岳一带。

禹曰:“吾百世之后 , 葬我会稽之山” [10] 。从攸县“高枧”

之地名便可知其为古帝所好葬之原因 , 此地为一狭长走廊 ,

中间平整可种稻 ,两边为相对高度约 150—200 米的山丘 , 只

有东西两个入口可进 , 走向曲折 , 每到一处 , 都像四面环山。

如一条长达 15公里宽仅一里 , 极狭处仅 50 米(达 3 公里长)

的水枧 ,因海拔较高是为“高枧” 。该乡界头村已发现新石器

时代的石斧一把 ,石镞若干 , 新乐村挖掘战国墓葬群一处 , 得

铜釜一尊 ,现均藏攸县博物馆。附近之贾山乡 、菜花坪乡亦

发掘新石器遗址各一处 ,县城附近之莲塘坳乡新石器时代大

型灰坑一处。附近之漕泊乡有一洞名为禹门洞……

凡此种种 ,足见黄帝及其后代均为湖南人 , 湖南是华夏

文明之发祥地。

(二)黄帝在湖南留下了众多的史迹。《吴越春秋》 :“禹

案黄帝中经 ,历见圣人所记曰:在九疑东南天柱号曰宛委 , 乃

致斋三月 , 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 。《徐灵期南岳记》 :

“黄帝受戒于衡山金简峰 , 禹王致斋 , 梦苍水使者南方帝群授

金简玉书因而记之” 。《庄子·天运》《庄子·至乐》 :“黄帝张咸

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抱朴子》 :“黄帝洞庭从容成子受自然

之经” 。《史记》 :“帝南至江登熊湘” 。《荆州记》“顺阳益阳二

县东北有熊耳山 , 太史公尝登之是也 , 湘山即秦始皇赭其山

处” 。

(三)从舜迹印证黄帝生于长沙。 《史记·五帝本纪》 :

“舜 , 冀州人也。舜耕历山(又作烈山 , 厉山———引者注), 渔

雷泽 , 陶河滨 ,作什器于寿丘” 。这里的“历山” ,“寿丘”与黄

帝生处同 ,河者 , 盖指浏阳河也 ,古称刘河 ,《攸县香山刘氏家

谱》记:“(帝尧长子开明之子)永河 , 舜封之于刘 , 为刘氏得姓

之起源” , 刘河当为刘地之河。南方之河大都称江 , 唯此称

河 ,是不忘先祖之业绩哉? “雷泽”者 ,洞庭湖也 , 刘志一先生

说:“伏羲氏族的最早发祥地`雷泽' 是南方的洞庭湖 , 不是什

么甘肃的成纪 ,更不是以往传说的伏羲氏所在地山东巨野泽

(菏泽附近的古泽 , 已淤)” [ 11] 本人以为 , 雷泽可能有数处 , 而

舜所耕之雷泽宜在洞庭湖 , 至于“冀州”一地最早在南方 , 详

专文。舜墓在湖南零陵已是众所周知的。

黄帝既是南方人 ,那么他为什么主要活动在北方? 这还

得从头说起。原来 , 炎帝就是蚩尤 , 黄帝轩辕与炎帝蚩尤是

两兄弟 ,都是末代神农榆罔的儿子 , 从汉刘歆 、班固开始将其

混淆[ 12] 。末代神农榆罔时内忧外患 , 外有北方荤粥等族入

侵 ,内有蚩尤等趁机作乱。

《史记》 :“神农氏世衰 ,诸侯相侵伐 , 暴虐百姓 , 而神农氏

弗能征 , 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东至于海 , 登丸

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 ,登鸡头。南至于江 、登熊湘 , 北逐荤

粥 ,合符釜山 , 而邑于涿鹿之阿 , 迁徙往来无常处 ,以兵师为

营卫。”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黄帝并无定都北方 ,而只是打

仗时在北方设了些“营卫” 。 另外司马迁简短的文字未能将

黄帝与蚩尤合作及南北分治的那一段历史叙述清楚。事实

上 ,为对付诸侯之乱 , 轩辕与蚩尤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神农

榆罔对蚩尤和轩辕作了分工 ,“ ……乃分正二卿 , 命蚩尤宇于

小颢 ,以临西方 , 司百工” [ 13] , 《路史·后纪四》对这段历史说得

更为详实。榆罔本人则与黄帝一起出征东北方 , 先迁至陈 ,

再迁至曲阜[ 14] ,后更深入北方 ,“邑于涿鹿” 。轩辕挟天子以

令诸侯 ,北征事宜皆由他决定 , 即《龙鱼河图》所谓的“黄帝摄

政”(《史记正义》所引 , 《御览》引此时 , 擅加一“前”字 , 云黄

帝摄政前蚩尢就开始作乱 ,非也)[15] 。

黄帝摄政引起了蚩尤的不满 ,于是蚩尤起而与黄帝争夺

神农榆罔的帝位 ,如载:“产乱出羊水 ,登九淖以伐空桑 ,逐帝

而居于涿鹿 ,兴封禅 , 号炎帝” [ 16] ,“蚩尤氏强 , 与榆罔争王于

涿鹿之野” [ 17] , 于是“赤帝(神农榆罔之误———引者注)大慑 ,

乃说于黄帝 ,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非马上杀死 , 详下)。

蚩尤逐帝不成功 , 被黄帝制服而为之主兵 , 并达成妥协 ,

二分天下而治之。 有如下记载:“ ……天遣玄女下授兵信神

符(言后妃偷兵符助黄帝战———引者注)制伏蚩尤 , 帝因使之

主兵 ,以制八方。蚩尤没后 , 天下复扰乱 , 黄帝遂画蚩尤形象

以威天下 ,天下咸谓蚩尤不死 , 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 18] 。《管

子》也云:“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 , 是

黄帝六相之首。但在地域上则各有范围 , 炎帝蚩尤在南 , 黄

帝轩辕在北 ,所以《新书》云:“炎帝者 ,黄帝同父母弟也 ,各有

天下之半” ,《史记》言黄帝“南登熊湘” , 田千秋言“蚩尤畔父 ,

黄帝涉江” 。

三 、黄帝葬于洞庭湖畔的黄陵

黄帝死后葬桥山 , 桥山者或言在陕西 , 而曲辰以为在河

北涿鹿[ 19] ,笔者以为还有商榷之必要 。

《史记·封禅书》 :“黄帝采首山铜 , 铸鼎于荆山下。鼎既

成 ,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 , 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

余人 ,龙乃上去……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 。又载:“(汉武

帝)还祭黄帝冢桥山 , 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 ,今有

冢 ,何也?' 或对曰:̀皇帝已仙上天 ,群臣葬其衣冠。' ”这关于

黄帝死葬的神话 ,其乘龙升天之事不可信 , 但所影射之历史

106



和所引之地名尚可考 , 黄帝之不葬陕西或河北桥山也很明

了 ,因为只葬其“衣冠”而已。 那么黄帝之尸体究竟葬何处?

这又是一个谜。

按《山海经》中次十一经与中次十二经是基本平行的两

列山 ,都从西向东排列 , 荆山为中次十一经之首 , 洞庭山为中

次十二经之首 ,可知荆山当在洞庭山附近 , 从上文引洞庭山

附近潇湘沅澧交汇之景可知洞庭山当在今洞庭湖附近。 再

说常德古称“鼎州” , 而且查张传玺之《古今地名对照》以鼎为

地名的地方独此鼎州一处 , 因此荆山之下的鼎湖当指洞庭

湖。鼎是政权的象征 , 再联系《庄子·天运》 :“黄帝张咸池之

乐于洞庭之野” , 可明黄帝在铸鼎作乐之处即帝位。 鼎成后

黄帝升天 ,明黄帝即天子位后不久便去世。《历代帝王年表》

说:“黄帝轩辕氏……在位百年 , 崩于荆山之阳 ,葬桥山” [20] ,

《山海经·中次八经》载(南条)荆山附近的骄山。又查《帝王

世纪》第二:“长沙(下隽)罗有黄陵亭” , 《湖南通志》卷三十

六:“湘阴县……县有地名黄陵 , 即二妃所葬” 。二妃墓岂可

称“ 黄陵” ? 其实二妃墓在洞庭湖之君山。《湖南通志》第

1091页云:“巴陵县……虞舜二妃墓在县西君山……今湘阴

县有二妃墓 , 未知孰是” 。陵当为天子之墓 , 名“黄陵” , 当为

黄帝之陵。也许黄帝与舜之二妃葬同一山上。《湖南风物

志》说“君山……山上有轩辕台 ,传为黄帝铸鼎的地方。”今湖

南黄陵附近有黄水 ,疑为古姬水。唐代胡曾诗道:“五月扁舟

过洞庭 ,鱼龙吹浪水云腥。轩辕黄帝今何在? 回首巴山芦叶

青。”可见 ,黄帝即位及死葬在湖南。

从地下文物的角度说 , 距今 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 , 距今

6000多年的城头山文化均在湖南常德市 , 而且令人惊叹的是

城头山挖出了古城墙 , 城域面积达 8 万平方米 , 是目前世界

上挖出的最古老的城 ,此文化曾两度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

现[ 21] 。这不就是很好的佐证吗? 黄帝死后 ,其后裔青阳仍在

长沙即位。南方仍然是华夏族的政治中心 , 直到夏朝北上 ,

政治中心才渐移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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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uangdi' s Historical Traces

Liu Jun-na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Zhuzhou Higher Normal Institute , Zhuzhou , Hunan 412007)

Abstract:Huangdi was born in Shouqiu orQingqiu , and both places were located in ancient Changsha State.Firstly ,Shou

and Qingqiu stars in the sky corresponded to Changsha State.Secondly ,Huangdi' s ancestors all lived in Hunan.The main

activities of Huangdi were in the North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battles against Hunzhou and Chiyou.After killing Chiy-
ou ,Huangdi was empowered to replace Shennong.He was buried in Huangling located on Dongting Lake.His descendants

also took Changsha as their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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