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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盛世

与黄帝时代相比，尧帝时代在更大范围内精
确推广了时序方法，“敬授人时”，以其德治，春
天东西和睦，秋天南北丰收，这种人文内涵，达
成了后世史学家不断赞扬的“家国一体”“协和万
邦”的景象，“化成天下”的节日和节庆文化的文
明价值因此更为凸显了。

也就是说，根据阴阳时序循环的天理，把握
好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和生活准则，以明君
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使人们的
行为合乎文明礼仪，不误农时，避免战乱，安居
乐业，延年益寿，由此惠及天下各邦各族人民。

“敬授民时”的意义无比重大。
《尚书》还说：“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
工，庶绩咸熙。”

这一段话意思是，帝尧说：羲氏和氏子弟，
观测天象，得知一年有 366 天，又以置闰月的办
法调配月与岁，使春夏秋冬四时不差，这就可以
使得官员系统的治理行为有效，官民一体，取得
各方面的成功了。

这就是中华传统时序文化与节日文化的最早
典籍记载，正是对中华政治文明开端的记载。

现代科学证明，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有无
工具的使用能力，而在于组织协同能力高于其他
动物界，如果文化就是“人化”，组织协同能力就
是文化概念的核心要义，其结果必然就是“仁
化”，从“人化”到“仁化”，这是中华文明创世
传世的基础机制。

文明的标志就是相当范围的人群发生了时空
观念合理化与共同化、劳动分工复杂化、社会结
构分层化、沟通方式符号化等等的大协同形态，
也就是说，文明的根本机制是组织协同的技术机
制、规模机制、效率机制的集约化过程，这就必
然出现国家形态，其基本的标志就是有效统一的
天文历法。

回望远古，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先祖，为
了生存，采集野果、狩猎鸟兽，于是开始了
天文观察与研究——此乃客观历法之起源。
把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变化记载下来用
以指导日常生活，人文历法就产生了。天文
与人文的转换与交融，历法是第一成果。历
法就是空间中时间标识，它是蒙昧进入文明
的基本标志，历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人文
性、普及性及其实践有效性则昭示着文明的
创立。

在天地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价值序列中，
动物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在天道认知中，
中国人建立了以动物及其特性为命名的四象
七组二十八星宿的体系，对应了以动物为标
志天干地支的时间序列，再对应节气与农事
人事的行为规范概念，构成完整的地德范
畴。而在人文时间序列中，十二生肖赫然出

现，作为中华传统节日的领军文化内容。
我们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多么完整而严密

的生态逻辑系统。
节日与节庆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延续，在大

一统文明的体制下，表现出中华文明价值的广域
化继承与持续性发展。

今天，许多节日礼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
萌芽状态，而在汉代找到其源头。

唐宋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节日文
化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民俗节日从禁忌迷信
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向礼仪性、娱乐性、养
生性的方向发展，演变成为真正的良辰佳节。

盛世节日多，此言不虚。节日与节庆文化的
形成、传承与延续，在大一统文明的体制下，表
现出中华文明价值的广域化继承与持续性发展。

河南渑池县仰韶文化博物馆作为一座考古遗址类博物
馆，于 2011年 11月在仰韶文化的命名地——渑池县仰韶
村建成开放。该馆展示了90余年来仰韶文化考古发掘和科
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生动再现了考古研究和保护管理的艰
辛历程，是古文化遗址保护的成功范例。

1921年 10月，中国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
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刘长山等人，首次对仰韶村及附近
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51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夏鼐、安志敏等专家学者主
持了仰韶村文化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工作。1980 年至 1981
年，为配合村民建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渑池县
文物部门，对仰韶村文化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

在这片面积3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文化层堆积厚度竟
达2到4米，经过前后3次有计划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
石器、骨器、蚌器，以及独具仰韶文化特征的精美彩陶。

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发掘，揭开了研究探索仰韶文化的
序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中国石器时代的存在，证实了中
国本土文化的源远流长。

如今，东到山东、西到甘肃青海、北至内蒙古、南达
汉江纵横几千里的广袤大地上，已调查发现仰韶文化遗址
5000处以上。

仰韶村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发现，
而是从根本上确认了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存在，使我们找
到了“中华文明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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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医四季皆读书
自古就有“不为相，便为良医”的名言，说的是读书人走不了仕途，做医生也

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中医和汉语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就是当了官，也可做良医
“坐堂”，如东汉医圣张仲景。要做一名良医，关键是要坚持读书学习，养成修身慎
独、研习药理、胆大心细的作风，当一名好儒医。

民国时，湖北崇阳出了个儒医熊伯伊，博学多才，酷爱读书，为自己题座右铭
《四季读书歌》，播扬海内。

诗文其一曰：“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读书求学不宜懒，天地日月
比人忙。燕语莺歌稀领悟，桃红李白写文章。寸阳分阴须爱惜，休负春色与时光。”
天地维新春景宜人，正是勤学苦读的大好时机。一年之计在于春，花香墨香书更
馨。想要干成事业，寸阴岂可荒废？

其二曰：“夏读书，日正长，打开书，喜洋洋。田野勤耕桑麻秀，灯下苦读声朗
朗。荷花池畔风光好，芭蕉树下气候凉。农村四月闲人少，勤学苦攻把名扬。”耕读
传家乃国人家风，农忙不忘夜握卷，树下池旁皆文章，深钻细研常悟道，功名男儿
生死场。

其三曰：“秋读书，玉露凉，钻科研，学文章。晨钟暮鼓催人急，燕去雁来促我
忙。菊灿疏篱情寂寞，枫红曲岸事彷徨。千金一刻莫空度，老大无成空自伤。”感时
悲秋世事莽苍，唯读书成为永恒；枫艳菊黄岁月催人，学识乃厚积薄发。若果硕业
盛大功告成，才可享誉平生。

其四曰：“冬读书，年去忙，翻古典，细思量。挂角负薪称李密，囊萤映雪有孙
康。围炉向火好勤读，踏雪寻梅莫乱逛。丈夫欲遂平生志，一载寒窗一举汤。”雪降
年归，天人增寿；见贤思齐，终成正果。好男儿目标既定，就应耐得住寂寞，书海
淘金，夯实基础，做一个益世之人。学有所长，在社会上生存才能如鱼得水，游刃
有余；事业才会欣欣向荣，不断进步。

读书是知识分子的毕生事业，能使人受益终身。尤其是中医药人，要养成四季
读书的良好习惯，多读医学药学之书，不断提高中医药理论水平，钻研提升治疗疑
难杂症的能力，以解除百姓的病痛疾苦。

宋徽宗的爱画情怀
宋徽宗酷爱绘画，在当时专门设立一个画院，专门养一批画家帮皇家宫殿画

画，这帮画画的人呢是通过考试来选拔选取，就跟咱们今日的考公务员差不多。
宋朝画院跟今日考试相同，考取为宫殿画画的画家。
说考试那一天，许多考生等着考官抱孔雀来，预备把自个补习班操练的孔雀画

完，好交卷，等了老半天，考官发下来一张纸，上面写的考题是：“野渡无人舟自
横”，今儿就画这个！那些背了几年孔雀画的同学刹那间石化！“野渡无人舟自
横”——大约讲的即是在城外的河滨渡头，只要一条小舟停在那里，一个人都没
有，很安静的感受。许多人画了一条河，河滨上再画了条船就交卷了。其间有一张
卷子很得宋徽宗表彰，他在船边上画了一只歇息的鸟，由于鸟怕人，一只鸟停在船
上，阐明现已很长时刻都没有人了，考题里那种安静的景象，一下就被描绘得很生
动，也很有意境。

再比方有一年标题是“山中藏古寺”，许多人画大山树林里显露一座寺庙的屋
檐。榜首名的卷子是并没有画寺庙，而是画了在树林中，走来一个要去挑水的小和
尚。有和尚，这个深山必定有古寺嘛！宋徽宗的这种办法叫“诗题取士”，用一句诗
来作为考试的标题。这种革新，让画家们深刻领会到了“没文明真可怕”这个道
理，让他们不再是死描死背的去画画，而要去读诗，读书，从中去训练诗意的想像
空间，从更高的层次去了解绘画。

先秦时期“上驾校”能学到什么
御，在古代很重要的一层意思即指驾车，是周代贵族子弟必修课目或者说必

备技能。根据《周礼》记载，保氏教授国子以六艺，其中一艺就是“五驭”。汉
代郑玄将其注解为“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鸣和鸾”是说驾车时系在车上的车铃响动要和谐悦耳；“逐水曲”是说驾
车时应该熟练自如，在水边顺水势疾行但不坠于水；“过君表”是说驾车经过天
子的表位时要有礼仪；“舞交衢”是说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转弯要优美自然，像
起舞一样；“逐禽左”是说驾车行猎或作战时要把猎物或敌人逼到车子的左边，
以便射中或擒获。由此可见，古人驾车不仅注重技巧，而且讲究礼仪。

先秦诸子典籍中还记载了三则学御故事，分别为《列子》的“造父学御”、
《韩非子》的“赵襄子学御”、《吕氏春秋》的“尹儒学御”。其中，“造父学御”
的情节最为完整，堪称先秦版“上驾校”故事。

传说，造父为周穆王的御用驾驶员，驾驶技术精湛，曾作为主驾载着周穆王
西登昆仑。《列子》的记载大致如下：

造父在泰豆那里虚心学车，三年过后泰豆却没有教他丝毫的驾驶技术。造父
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比之前更加恭敬谦虚，最终他的诚心打动了“驾校教练”。
不过，泰豆并没有急于让他直接上车，而是要他观察自己在梅花桩上演示的步法
并勤加练习。三天后，造父就掌握了其中要领。

泰豆赞其领悟神速，接着才告知驾车要领：驾车跟走桩“得之于足，应之于
心”的道理相通，一定要“得之于衔，应之于辔；得之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
手，应之于心”，使内心平和淡定，做到人车合一、人马合一、车马合一，即便
奔走山谷之间也如履平地一般。

如今，驾驶汽车已成为一项基础技能。造父“上驾校”的故事虽然讲的是驾
驶马车，但二者具有很多相通之处。

其一，不可心浮气躁，半途而废。造父学车三年，泰豆没有告诉他任何驾车
技术，但造父没有放弃，最终打动了泰豆。当今世界，个别人往往因短暂的挫折
或失败而自暴自弃，真是一大遗憾。

其二，练好基本功，熟能生巧。泰豆并没有让造父直接上车练习，而是让他
在梅花桩上练习步法，这跟当下学车时先必须熟悉路规、分别熟练每一个技术动
作等道理相通。可是，不少人急于拿到驾照而容易忽略基本功的扎实练习，甚至
用一些非常规手段火速拿到驾照，结果生手上路往往会酿成一幕幕悲剧。

其三，内心专注，握好“方向盘”。开得稳，才能行得远。驾车的时候，一
定要做到气定神闲、泰然自若，身临险境而心神不乱。这既是尊重自己的内心意
愿，也是对车辆性能、道路状况的积极适应。

就教练而言，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寓教于乐、善于启发、触类旁通。泰豆先让
造父观察梅花桩的步法并让其勤加练习，待其掌握后才告诉驾车与走桩道理相
通，可谓既快又好传授技艺、经验的良师典范。

二十四节气作为世界非遗：价值何在?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那么，二十四节气为什么能够进入这个名
录？这就直接涉及中国传统节日最大的价值表征
是什么。

这是中华生态文明的价值特质。
研究过二十四节气的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

节日内容从来源到方式，都是依据自然规律的，
因而确定节气和节日时间对应了自然时序和社会
人文时序的协调要素。

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阴阳观念是中华
文明之根，所有的季节、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白

天黑夜的变化，所有天地人关系变化的规律，都
是阴阳关系代换、复转和循环的，完全是宇宙生
命体互相依存关系的生态规律。

总结了上古以来生产生活大量详细内容的
《淮南子》记载：“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
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阳气始下，故万物
收。冬者阳气毕下，故万物藏。”就是说，春夏秋
冬的变化，是阳气的生长和衰微的一个过程。所
以社会人事活动要紧紧遵循季节的变化规律。

也就是说，中华传统节日主要是依据天地人
合一的生活方式——节气而来的，是一种生态节
律的规范。春节跟立春的关系，端午跟夏至的关

系，中秋跟秋分的关系等等，都是十分明确而有
用的认知。因此古人认为：“故天有时，人以为
正。”“不知四时，失国之基。”也就是说，根据天
象的变化，然后把时间内容，包括作物、动物和
人体的生活节律推广给全体国民，这就是人文的
调节规范，一种典型的生态文明精神。

自然时间和人文时间的合一，节日就是这样
形成的，形成之后被世世代代时有创新地加以遵
循恪守，造就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家园，其文
化内涵和实践外延，最终表现为大美生活的体
验：幸福感、欢乐感、升华感油然而生，这就是
文明价值的强大表征。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华夏腹地，山川秀美，
气候适宜，是中国远古人类和文明的摇篮。

母亲河九曲如龙，奔流向东。在其最大最急
的转弯处，有一个叫“西侯度”的小山村。180万
年前，这里的人们制造出中国最早的石器工具，
燃起了中国第一堆文明之火。沧海桑田，生生不
息。古人类艰难的行踪踏遍了太行和吕梁之间，
不灭的篝火闪亮在汾水与桑干两岸。

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遍布山
西南北。涓涓细流，百川归海；星散古国，辐辏升
华。塔儿山下，尘封 4500年后重见天日的城市、宫
殿、文字、铜器、“礼器”、观象台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图腾——龙，昭示着我们的祖先跨进文明之门。最
早的“中国人”从这里出发，走向未来。

4500万年前的垣曲“曙猿”，可能是世界上包
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灵长类动物的共同祖先。从距
今三四百万年到一万年前，称为旧石器时代。原
始人类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从事渔猎和采
集，茹毛饮血，薪火相传，群居而生。人类蹒跚
的步履，穿越漫漫岁月。积累进步，传承知识，
逐渐脱离野蛮，告别蒙昧，走向文明。

山西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的文
化遗存300余处。不但数量居全国之首，而且构成
了华北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主体。探索人类文

明的起源，山西占有重要的地位。
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人

们以磨制石器为生产工具，制造陶器，营建房
屋，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发
展，人类开始过着定居的氏族公社生活，审美意
识更加强烈，加快了走向文明的步伐。

山西已发现距今 7000至 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存 2000余处。从枣园的农耕，到西阴
的彩陶，文明的坐标越来越清晰。陶寺遗址的发
现，为传说时代的“唐尧”勾勒出较为明晰的轮
廓，展现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表明山西
南部确实是华夏民族和中国文明的直根。

山西，华夏文明的摇篮

华清池的故事 ：

秦始皇和神女汤泉
很多年以前，女娲补天在骊山留下了一块石头，于是人们便在那里修了一座娘

娘庙。多少年来，娘娘庙的香火一直很灵，吸引着远远近近的信徒来这里拜佛烧
香。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一天来骊山游玩。他见娘娘庙香火很旺，也要去朝拜。
卫士们赶走了众信徒，秦始皇进了娘娘庙。娘娘庙并不大，秦始皇转了转便停在女
娲娘娘的神像前不动了。秦始皇看女娲娘娘的神像塑得很美，心想自己如能找到一
个象女娲娘娘这样美的姑娘作妃子，该有多好哇！想着想着，不觉向前走了几步，
离神像越来越近。猛听“呸”地一声，女娲娘娘吐了秦始皇一脸唾沫。

秦始皇摸着自己的脸，吓了一大跳。女娲娘娘是泥塑的，怎么还能吐唾沫，莫
非她当真活了？秦始皇越想越害怕，急忙带着卫士匆匆地离开了娘娘庙。说也奇
怪，秦始皇回去以后，被唾的地方竟然生起疮来，又痒又痛，而且越烂越厉害。

他急忙召来太医，太医看了他脸上的疮都说这种烂疮没有办法治，秦始皇心里
很不是个滋味。那天陪他去娘娘庙的大臣叫项平，是秦始皇的心腹。他见秦始皇脸
上的疮越烂越厉害，便秘密地出主意说：“陛下是人间皇帝，富有四海，就是偶尔
不恭，神女也该原谅。”

听了项平的话，秦始皇皱着眉头，没精打彩地说：“可神女并没有原谅我！”
项平抬起头来说：“陛下可虔诚地去庙里焚香。女娲娘娘见您确实有诚心，就

会宽恕的。”
秦始皇没有办法，只好去娘娘庙焚香。这样一连七七四十九天，女娲娘娘终于

被感动了。
这一天，秦始皇刚刚拜完，桌上签筒里就跳出一只竹签，秦始皇接过一看，上

面写着“汤泉洗痂”四个字。正在思索，一卫士进来报告说，骊山下出现了许多热
气腾腾的汤泉。秦始皇听了心中大喜。

原来，女娲娘娘恼怒秦始皇轻薄无礼，所以用生疮惩罚了他，但见秦始皇能改
正错误，于是就显神通帮他治疗。女娲娘娘从怀里取出一个瓶子，用树枝蘸了些瓶
里的水向骊山洒去，骊山下便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温泉。

秦始皇用温泉冲洗疮痂，时间不长，脸便渐渐好了。

（选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文化网”、“中华民俗网”、《解放日报》、
《三门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