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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鹿之战的考古学研究

金宇飞

(上海材料研究所，上海 200437)

[摘 要H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泳庇，就是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北泳庇，即"琢鹿之战"发生之地。根据徐旭生

的考证，安尤"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结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析，认为包括半坡类

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在内的仰韶文化，它们可能都是同一个氏族一一炎帝神农氏的遗迹，而仰韶文化

大司空村类型当为安尤遗迹。根据苏秉琦的认识，红山文化有可能是黄帝轩较氏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桑干河

流域的若干古文化遗址，存在有红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这表明了在桑千河流域一带，出现过

红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事实，推测即与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历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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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辑。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幼而彻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辑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

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辗乃惯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

从。而量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辑。轩辑乃修德振兵，

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貌赫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

战，然后得其志。虽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量尤战于部鹿

之野，遂禽杀虽尤。而诸侯咸尊轩辗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源鹿之战是《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发生在黄帝与量尤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因为发生在冻鹿之地，后人便称之为源鹿之战。

一、琢鹿之地探讨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部鹿，东渐於海，南

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

近是。"~史记》作者坦言自己曾亲自去过冻鹿这个地方。那么司马迁去过的源

鹿，究竟在哪里呢?

北京大学的王北晨研究后发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全国只有一个

冻鹿县，位于上谷郡内。上谷郡，就是今天河北省宣化县，宣化县距离部鹿县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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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0 公里。当时上谷郡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

的张家口市。上谷郡由来已久，战国时属于燕国的

管辖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仍然设上谷郡。到

了汉代，同样沿袭了秦的旧制。因此王北晨认为，

既然汉代全国只有一个部鹿县，那么，作为汉代朝

廷史官的司马迁北过部鹿"考察的就应该是上

谷郡的部鹿县。

王北晨的研究是有依据的，是可靠的。这就确

定了司马迁所记载的部鹿，就是位于桑干河流域

的河北部鹿。

也有一些学者，依据《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

的"量尤城在(安邑)县南十八里，其城今推毁"、

《续夷坚志》卷四的"华州界有量尤城，古老言量尤

阐姓，故又谓之量尤城。城旁闹氏尚多"和《梦溪笔

谈·卷三》的"解州盐浑，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

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泪。 1卤色正赤，在

阪泉之下。但俗谓之量尤血"等记载推测认为，山

西运城县解镇古称解梁，也曾经称作添鹿，所以源

鹿之战可能在山西解镇一带，而不大可能在河北

部鹿[1] 。

但是，把部鹿之地放在山西运城的论据显然

是不牢靠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遁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

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遇晋，分散，或在卫，

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

剑论显，脚l暇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

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

安君白起。""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

剧暇玄孙印。为武信君将。而饲朝歌。诸侯之相王，

王印於殷。汉之伐楚，印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

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

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川太史公既掌

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

这段自序表明了，司马迁的祖先早先在周世

袭为史官;大约在惠襄之间(约公元前七世纪)迁

徙至晋，即今山西中南部;随后分散在赵和秦，赵

在今山西南部至河北南部一带，秦在陕西南部的

关中。按《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语气，分散在赵和

秦的两家司马氏，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而司马迁

生在龙门，即今山西韩城附近。

依据太史公自序可知，自西周至汉的约一千

年间，司马氏家族一直生活在今河南中西部、山西

中南部和陕西南部等地 而山西运城恰在这三地

的交界之处。而有关源鹿之战，在《山海经H春秋

左传》中都有提到，表明这是一个在司马迁之前已

经流传了好久的传说。如果琢鹿是在山西运城的

话，身为史官的司马氏家族是决不可能对近在身

旁的重要信息毫不知晓的。

如果仔细考察有关"冻鹿在山西运城说"的来

源，可以发现其所依据的古籍文献，几乎都是汉朝

以后的作品。这一现象表明，在汉朝以前，古人所

说的源鹿就是指今河北添鹿;而汉朝以后，开始出

现"部鹿在山西运城"的说法。尽管如此，源鹿在河

北的认知度始终占主导地位。因此，冻鹿在河北是

可以确信的。

二、量尤地望探讨

徐旭生经过考证后认为，量尤"为山东、河北、

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氏族，，[勾。

考古资料表明，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

处或其周边地区，已发现有相当多的古文化遗存，

延续时间长达几千年。在这一区域先后出现的古

文化遗存，分别有:后李文化(自公元前 6500 年

至公元前 5500 年)、裴李岗一磁山文化(自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 ~t辛文化(自公元前

5400 年至公元前 4400 年)、后冈一期文化(自公

元前 4500 年至公元前 4000 年)、大汶口文化(自

公元前 43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仰韶文化大

司空村类型(自公元前 3 5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后冈二期文化(自公元前 2 6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山东龙山文化(自公元前 2500 年至公

元前 2000 年)等[盯。这些古文化遗存，是确定量尤

遗迹的重要实证。

源鹿之战是量尤被打败、轩辗氏称黄帝的重

大事件，也是夏以前唯一被记载的通过战争实现

改朝换代的古史传说。如果这一事件是真实的，理

当反映在考古资料中 也就是在考古学上会表现

出是有一种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开始或终结。由

于量尤是战败或遭受重创 因此上述的某一个考

古学文化或类型的终结时间，是推断括在鹿之战时

间的重要依据。而在推断量尤地望的同时，确定与

量尤同时期的黄帝、炎帝的地望同样是关键的。

在上述的古文化遗存中，由于后冈二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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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东龙山文化终结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这

比禹即位的时间都晚，所以不大可能是量尤的遗

迹，故不予探讨。北辛文化，终结时间约公元前

4400 年;后李文化和裴李岗-磁山文化，终结时间

更早，都太遥远，故亦不予探讨。

至于认为像冻鹿之战这样改朝换代的大事

件，不一定会反映在考古资料中，或者不一定表现

出是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开始或终结，则

也不在此予以探讨。

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后冈一期文化、大汶口文

化和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等古文化遗存，来分

析和探讨量尤的可能遗迹。

首先探讨后冈一期文化。

后冈一期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后冈类型，主要

分布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年代大约自公元前

4500 年至公元前 4000 年 [4]595-5% 。

有不少学者认为后冈一期文化是最尤的遗

迹。譬如，韩建业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所代表

的是炎帝族系，后冈类型所代表的是最尤族系，庙

底沟类型所代表的是黄帝族系 [5]归7。黄怀信认为，

由王湾三期(龙山文化)上溯至王湾一期以及庙底

沟类型而推定后者为黄帝文化[创。

但是，这样就自然而然地遭遇到了一个难题:

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氏族 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

黄河的河北部鹿呢?

有的学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就提出了冻鹿

是在山西南部的假设。但是，不能因为难以解释黄

帝与量尤为何把战场设在远离黄河的北方，就把

部鹿之地移至山西。如前所述，冻鹿在河北应当是

确信无疑的。

此外，如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炎帝遗迹，后

冈类型是量尤遗迹，庙底沟类型是黄帝遗迹。那

么，黄帝的位置是处在量尤和炎帝的中间，恰好把

两者分隔在东西两边。这样量尤与炎帝之间可能

存在的任何关系，必须首先要通过黄帝的地盘，这

就与许多史料和传说相差太大。

所以，仰韶文化后冈类型或后冈一期文化，不

大可能是量尤的遗迹。

再探讨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

区。年代约始自公元前 4300 年，到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分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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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展阶段。早期:公元前 4300 年~公元前 3500

年;中期: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2800 年;晚期:

公元前 2800 年~公元前 2500 年[4]810

如果大汶口文化或其中的部分阶段是量尤的

遗迹，那么部鹿之战时间上的选项也就可能有三

个，即:公元前 2500 年、公元前 2800 年和公元前

3500 年。

如果是公元前 2500 年，这时在其西北方有

后冈二期文化(后冈二期主要分布在豫北和冀南

一带 [4]1但)。由于后冈二期文化区域是在大汶口文

化区域和河北部鹿之间，因此虽尤要与黄帝在河

北部鹿决战，就必然先要经过后冈二期文化区域。

那么后冈二期文化的居民，他们是助量尤，是助黄

帝，还是保持中立?如果后冈二期的居民是助量尤

的，或者就是量尤部属，则后冈二期必然会随量尤

的战败而与大汶口文化一起终结，但事实却并非

如此。如果后冈二期的居民是助黄帝的，或者就是

黄帝部属，那么虽尤在前往琢鹿进行决战之前，后

冈二期文化区域必遭大灾，但考古资料并没有证

据表明后冈二期遗址在公元前 2500 年前后曾发

生过灭顶之灾。除非后冈二期的居民保持中立，但

这更难以解释。因此，大汶口文化晚期是量尤的遗

迹，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公元前 2800 年，那么量尤的对于黄

帝在哪里呢?也许只能是同时期的庙底沟二期文

化了。同样的难题又来了: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氏

族，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黄河的河北添鹿呢?此

外，炎帝又在哪里呢?显然，这些都是难以处理的

困惑。而且，公元前 2800 年之后，大汶口文化进

人晚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期，这与量尤战败者的

结局相去甚远。

如果是公元前 3500 年，那么量尤的对于黄

帝就只能是当时最强盛的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庙

底沟类型。还是同样的难题: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民

族，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黄河的河北部鹿呢?此

外，炎帝又在哪里呢?

总而言之，大汶口文化也不大可能是量尤的

遗迹。

那么，还有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是否可能

是虽尤的遗迹呢?

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分布范围集中在豫

北沮河沿岸和冀南漳河流域，年代大约自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 [4]595-696。

关于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张忠培认为其

来源是庙底沟类型，经过钓鱼台类型而发展成大

司空村类型 [6]。这一观点已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

如果创造大司空村类型的居民是从庙底沟类

型地区迁移来的，那么大司空村类型的居民和庙

底沟类型的居民应当具有密切关系或者是有亲缘

关系，甚至是同族。

如果大司空村类型是量尤的遗迹，那么庙底

沟类型就不可能是黄帝的遗迹了，因为没有任何

古史传说提到过量尤是出自于黄帝的。然而，却有

丰富的古史传说和古籍文献，提到了量尤与炎帝

有着密切关系 [η。《路史·量尤传》记载量尤姜姓，

炎帝之裔也。"明确地表明了量尤的族系，是属于

炎帝的一个分支。

如果量尤是炎帝之裔，又大司空村类型来源

于店底沟类型，那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应当是

炎帝的遗迹才是。

由于学术界普遍认为炎帝的故地是在渭河流

域一带，故有很多学者就把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对

应为炎帝的遗迹 [5]20-:刀。

如果大司空村类型是最尤的遗迹，那么庙底

沟类型就应当是炎帝的遗迹。如果半坡类型是炎

帝的遗迹，而庙底沟类型也是炎帝的遗迹的话，那

么就会有三种可能性:1.半坡类型不是炎帝的遗

迹 ;2.店底沟类型不是炎帝的遗迹 ;3.半坡类型和

庙底沟类型都是炎帝的遗迹。由于不能排除前两

种可能性，所以第三种可能性就很值得考虑了。

考古资料表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

空村类型，由于它们的文化面貌相似，所以被归于

同一种文化，即仰韶文化。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不

同类型，可能是由不同氏族创造的，但也可能是由

同一氏族内的不同支派创造的。如果大司空村类

型是量尤的遗迹，而庙底沟类型是炎帝的遗迹，又

半坡类型也是炎帝的遗迹，则可推断:包括半坡类

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在内的仰韶文化

它们可能都是同一个氏族一一炎帝的遗迹。而仰

韶文化的各个不同类型，则可能是由炎帝或其不同

支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创造和留下的遗迹。

如果仰韶文化是由同一个氏族创造的，则仰

韶文化就可以都是炎帝的遗迹。由于仰韶文化历

时约两千年，也就是说炎帝时代长达约两千年。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与炎帝

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O ……与量尤战

于部鹿之野，遂禽杀量尤。而诸侯咸尊轩辗为天

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按《史记》记载，除了提

到黄帝分别与炎帝和虽尤打仗之外，还提到了轩

摄氏黄帝是取代神农氏而为天子的。这就是说，轩

较氏黄帝为天子之前，是神农氏为天子。

《帝王世纪》记载神农氏，姜姓也。…以火德

王，故号炎帝。"这就是几千年来，炎帝与神农氏合

而为一的提法，即称之为炎帝神农氏。但近代以

来，不断有学者对于炎帝神农氏的并称提出不同

观点。徐旭生认为，炎帝是炎帝、神农是神农，因为

古籍所载的炎帝和神农的一些言行显然难以归于

一人之所为[2]227-228。刘俊男认为炎帝与神农实为

两人，炎帝排在神农与黄帝之间咐]。周及徐认为，

"‘炎帝神农说'流行二千年，然司马迁《史记》无此

说，且查检先秦汉初的二十多部文献，言神农或炎

帝 50 多处，神农与炎帝皆不相混，二者的时代特

征、重大的行为和事件皆判然有别，是神农与炎帝

为先后不同时代之人"[9]。还有很多学者也提出过

类似观点，不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这一观点在

当代的影响已非常大。

关于炎帝神农说，有两个方面的观念值得探

讨。其一，炎帝和神农，究竟是同时代的，还是不同

时代的。其二，炎帝和神农，究竟是指个人，还是指

氏族。

《周易·系辞》记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

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辑之时，神农氏世

衰轩辗……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

轩辗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飞《周易·系辞》

和《史记~，应当是先秦汉初最为重要的两部古史

文献，而且都一致地表述神农民之后是黄帝。这

些记载可以这样理解即黄帝、炎帝与神农氏曾经

同时过。

目前，无论是把哪个古文化遗存看作是炎帝

的遗迹，学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把炎帝

看作是指一个氏族，或是一个民族的首领，或称之

为炎帝族。同样，神农氏也是指一个氏族的名称。

这与把炎帝和神农看作是个人，甚至是某一个人

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炎帝和神农氏代表的

是某个氏族，并且这个民族延续了几百年几千年，
那么这期间就会有许多个自称和被称是炎帝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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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把不同时期的诸多炎

帝、神农的言行记录并流传下来，显然难以归于一

人之所为。因此，如果炎帝、神农之名，被当作是民

族名称的话，那就不能依据古籍文献中有关炎帝

与神农的言行不一致，来断定炎帝与神农之间是

否毫无关系。

从《周易·系辞》和《史记》中可以看出，炎帝和

神农氏，一个是被黄帝打败的，一个是被黄帝取代

的。所以，炎帝和神农氏，都是轩辗氏称黄帝之前

的氏族，而且还应当同时代过。如果仰韶文化是炎

帝的遗迹，那么与炎帝或炎帝晚期几乎是同时代

的神农氏，其可对应的古文化遗存会是哪个呢?而

且，黄帝是取代神农氏的，则神农氏的遗迹应当是

一个很强大的古文化遗存。

《吕氏春秋·慎势》记载神农十七世有天

下。"而《尸子》记载神农七十世有天下。"南宋的

罗泌在其所著《路史》中寻I{ 吕氏春秋》也是神农七

十世，而不是十七世。由此可知，{吕氏春秋》中的

"神农十七世"之词，应当是在南宋之后才被更改

的。至少在南宋以前，{尸子》和《吕氏春秋》都是

"神农七十世有天下"。也就是说，自古至宋，古史

传说中的神农氏，都是历时有七十世。

按《说文解字》所释三十年为一世"。如果神

农真有七十世，那历时需要两千一百年左右，也就

是说神农民有天下大约长达两千年。

神农七十世，相当于两千年，这是古人所无法

理解的一件事，因为夏商周三代加起来也只不过

两千年。所以汉朝以后几乎是元人提及此事，宋朝

以后更是把"神农七十世"改成了"神农十七世

再后来以至于今，人们几乎已经认为神农仅仅是

一个人了。

如果神农氏有天下约两千年，而与神农氏同

时代的炎帝，其遗迹为仰韶文化，历时也是约两千

年。这一巧合意味着什么?这可以表明，仰韶文化

不仅是炎帝的遗迹，也应当就是神农氏的遗迹。除

了仰韶文化之外，还有哪个更强大的古文化遗存

可作为神农氏的遗迹呢!因而，炎帝实际上就是神

农民。更准确地说，炎帝出自于神农氏，或是神农

氏的氏族首领。如此而言古人称炎帝神农氏，不

但正确而且就是史实。

因此，整个仰韶文化正是炎帝神农氏的遗迹，

年代自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历时大

8 

约两千年[IOJ 。

苏秉琦认为宝鸡到陕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地区 "[IIJ笃。而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也正是这一

地区中最为繁盛的两个古文化遗存。这片以华山

为中心的区域，很可能就是炎帝的中心地区或都

城所在。

而量尤是炎帝之裔，居住在今山东、河北、河

南三省交界处一带。而源出于庙底沟类型的大司

空村类型，可以认为正是量尤的遗迹。

三、琢鹿之战的史实与真相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神农氏末期，轩

辗氏与炎帝发生了阪泉之战，然后轩辗氏又与量

尤发生了部鹿之战，最后轩辗氏取代神农氏为天

子，称为黄帝，由此而导致了改朝换代。

但这一记载流传到近代，出现了诸多置疑:阪

泉之战与部鹿之战发生在何时?与炎帝和量尤打

仗的轩辗氏又在何处?战场为何竟在北方?

据《史记》记载，阪泉之战和冻鹿之战是炎帝

和量尤被打败，并最终导致轩辗氏取代神农氏的

一个重大事件。如果仰韶文化是炎帝神农氏(包括

量尤)的遗迹，那么仰韶文化的终结时间，所对应

的应当就是阪泉之战与部鹿之战的时间，也就是

公元前 3 000 年前后。

据《史记》记载，阪泉之战和源鹿之战后，轩辗

称天子，黄帝时代开始。《竹书纪年》记载黄帝至

禹，为三十世。"三十世相当于九百年。据"夏商周

断代工程"2000 年最新研究结果，推断禹即位之

年为公元前 2 070 年[口]。若加上九百年，则黄帝即

位之时大约可向前推至公元前 3 000 年了。

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 3 000 年是龙山文化

取代仰韶文化的分期界线。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

化，所表现出的文化突变，比任何同一地域上的古

文化遗存之间的变化都要大。由仰韶文化向前一

直追溯至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 ，而由龙山

文化向后一直延伸至二里头文化，这两大系列内

的各个古文化遗存之间，都没有发生过像龙山文

化取代仰韶文化时那样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巨大

变化或文化突变现象 用改朝换代来解释应当是

最妥切的。

因此，把阪泉之战与部鹿之战的时间定在公

元前 3 000 年前后，是最恰当的，既符合《竹书纪



年》的记载，也可与考古资料相对应。

在公元前 3000 年之际，即炎帝神农氏末期，

整条黄河自西向东分布着各个古文化遗存，西端

的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广阔的中部流域是实

力最强的仰韶文化一一属于炎帝神农氏，其中包

括大司空村类型一一属于虽尤，东端的黄河下游

是大汶口文化。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晤之墟在

鲁"。又有传说少睡建都在穷桑，或叫空桑。而这些

地理都在今山东曲阜之北。而曲阜之北、泰山之

南，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带。因而，很多学者

都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属于少晦氏的[臼]。

那么，轩辗氏又在何处呢?

根据《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亲历和表述，可知

阪泉和部鹿这两个地方，汉时都在上谷郡，也就是

现在的河北宣化一带。既然战场是在北方，那么马

家窑文化就不可能是轩辗氏的故地。同样，轩摄氏

的故地也不可能是在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轩辗氏

的故地只能从北方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中识别。

苏秉琦认为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揭示出

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

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

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

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 "[11 ]161 苏秉琦是最先提出

红山文化有可能是黄帝轩辗氏遗迹的。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至辽

宁省西部一带，公元前 45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

是红山文化的繁盛期，公元前 3000 年之后，气候

寒冷化致使红山文化衰退[l4] 。

《太平御览》卷三三九引《兵书~:"黄帝之时，

以玉为兵。"{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昔者黄帝

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0 {史记·五帝本纪》记

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史记·封禅书》

记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瞧见。""黄帝采首山

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南下迎黄帝。

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

传说中的黄帝有尚玉、尚云、尚龙等风俗，这

与红山文化出土的勾云形玉佩、碧玉 C 型龙等玉

器[町，以及所表现出的玉文化，非常对应。

如果红山文化是轩辗氏的遗迹，那么轩辗氏

与炎帝、轩辗氏与量尤的战场为何远离黄河而在

北方的这一千古之迷，也就很容易明白了 O

如此，深鹿之战前夕的形势大致是这样的:

大汶口文化区域居住的是少睡氏，仰韶文化

区域居住的是炎帝神农氏，其中大司空村类型区

域居住的是量尤氏。考古资料显示，大司空村类型

的分布区北达冀西北桑干河、大洋河流域[16]。也就

是说，公元前 3 000 年之前，炎帝神农氏或量尤的

族人最先抵达和占据包括阪泉、冻鹿在内的河北

桑干河、大洋河流域。

红山文化区域居住的是轩辗氏，冻鹿之战之

前轩辗尚未称黄帝。大约于公元前 3 000 年开始，

由于科尔沁沙地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沙漠化逆

转，对红山文化所在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飞正

是这场大规模的气候变化 导致居住在红山文化

区域的轩辗氏开始分批离开故土南下，这样就到

达甚至闯入炎帝神农氏族人居住的大洋河、桑干

河流域，南北两大氏族在桑干河流域相撞就这样

成为了历史。

考古资料显示，桑干河流域的若干古文化遗

址，存在有红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

现象[1飞这表明了在桑干河流域一带，出现过红山

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事实。

而这个事实所表现出的史实与真相是，当红

山文化的居民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南下桑干河流

域，而闯入炎帝神农氏的领土，并企图长期占据

时，炎帝率领族人来到桑干?可流域进行驱逐，这就

是《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炎帝欲侵陵诸

侯"之情形。随后，红山文化的轩辗赶来救援诸

侯咸归轩辗"。就这样，在轩攘的统领下，在桑干河

流域的阪泉之野与炎帝发生了大战，并打败了炎

帝。但是，轩辑并没有杀死炎帝。据《逸周书·尝麦

篇》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

分正二卿，命量尤宇于少吴，以临四方，司口口上

天未成之庆，量尤乃逐帝，争于部鹿之阿，九隅无

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虽尤杀之于中冀。"

这里的"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是指阪

泉之战后，轩辗氏与炎帝达成了妥协，从而诞生了

轩辗和炎帝二后(古时称天子为后) ，故谓"诞作二

后 o 命虽尤宇于少吴"即命令量尤的地盘仅限

于靠近少睡的地方(大司空村类型的核心区域在

豫北冀南，紧邻大汶口文化区域) ，此命令的要点

在于虽尤的地盘不得远至桑干河流域。而"司口

口上天未成之庆，量尤乃逐帝，争于深鹿之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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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量尤杀之于中

冀是说当此事传到量尤，显然是不成的，量尤亲

自来到桑干河流域，逼迫炎帝(赤帝)废除协议甚至

亲自实行驱逐。鉴于与轩辗氏之间的妥协，炎帝非

常惊恐地把此事通报给了轩辗。这样，轩辗就以"量

尤作乱，不用帝命"(见《史记·五帝本纪~)为由，又

与量尤发生了大战，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部鹿之战。

传说源鹿之战极其艰难，最尤勇猛善战黄

帝与量尤九战九不胜"屡处下风。后来黄帝之所

以战胜虽尤，是因为得到了玄女等多路神人的帮

助等等。

《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

与量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

冥。有一妇人，人首乌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

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 '黄帝曰:‘小子

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晦涩，却是一段有关添鹿

之战的真实记叙。首先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

太山。太山即泰山，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区。

而泰山南麓、曲阜之北，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七

年》中所说的"少悔之墟"的地方。因此，这个故事

的背景是发生在少睡的统治中心一一泰山地区。

其次，所谓"人首鸟形应当是以鸟为纪或身着鸟

形服饰的少蝉的族人。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

载少睡氏鸟名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

也。玄鸟氏，司分者也。…即少睡氏以鸟为纪。再

次，自称"吾玄女"者，应当是少睡玄鸟氏的一位女

性族人或首领。这个故事表述了，当黄帝与量尤屡

战屡不胜时，黄帝自己或派遣部下来泰山地区与少

睡联络，寻求联盟，共商战法，最终联手击败量尤。

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文化之后是龙山文化，而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与大汶口

文化之间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譬如庙底沟二期文

化与大汶口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大汶口文化又是

山东龙山文化(又称之为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而河

南龙山文化又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 [1山倪。这也表明

了，公元前 3000 年之后大汶口文化的少睡势力

开始向炎帝神农氏的仰韶文化故地扩张，这是少睡

参与源鹿之战并作为战胜者的最好实证。

书在鹿之战之后，桑干河流域为轩摄氏所占据，

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被红山文化取代是最好的实

证;而少睡也开始了向炎帝神农氏故地进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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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龙山文化的兴起是最好的

实证。轩辗氏(龙)与少睡氏(凤鸟)之间的联盟，开

创了一个龙凤呈祥的新时代。

部鹿之战之后，诸侯戚尊轩辗为天子，代神农

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疆域:

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如果

黄帝时代始于公元前 3000 年，根据考古资料，这

一疆域不仅正好包括了原仰韶文化区域，也正好

包括了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区域和长江流域各古

文化区域，包括深受龙山文化影响的良诸文化(旧

称杭州湾龙山文化 )[4]27 1 、屈家岭文化晚期或青龙

泉三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 [4]伽峭。如果再加上红

山文化区域的话，那么《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

黄帝疆域，恰好把公元前 3000 年前后中国境内

最发达的古文化遗存都包括在内了，这一疆域远

远超出了炎帝神农氏的统治区域(即仰韶文化区

域)。这充分表明了，黄帝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

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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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logy 00 Battle of Zhuolu 
JIN Yu-fei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ngineering Materia1s, Shanghai 200437, China) 

Abslracl: Zhuo1u in The WuDiBenJi is 10cated in Zhuo1u of Hebei Province of Sanggan River, which is the p1ace of Hart' s War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Xu Xusheng, Chiyou is the clan 1ived in the junction of Shandong, Hebei and Henan. Combined with 

the cultura1 ana1ysis in the Neo1ithic Ag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hemidome, the Miao Digou and Dasikong County are all 

include in the same clan that is the relics of Yan Emperor; however, the Dasikong County is the re1ic of Chiyou. Based on the 

rea1ization of Su Binqi, Hongshan culture cou1d be the re1ic of Yellow Emperor. As shown in the materia1s, many ancient culture 

re1ic of Sanggan River has the phenomenon of Hongshan culture stack up on Yangshao culture. It shows that the Hongshan 

culture rep1aces Yangshao culture in Sanggan River, and the conjecture is re1ative to the 1egend of Yellow Emperor defeat Yan 

Emperor. 

Key words: BatÙe of Zhuo1u, Yellow Emperor, Chiyou, Yan Emperor, archaeo1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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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考孟世凯《记泳鹿三祖祠》之"编者按"。收入《庆祝

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出版。

② 陈靖，男，苗族。生于 1918 年，卒于 2002 年。中国人民

解放军中将，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作家。 1995 年 9 月

泳底开"首届三祖文化研讨会"提交了论文，因另有安

排未到会。 1998 年 7 月 23 日，参加泳庇县政府自行召

开的"第二届三4祖且文化研讨会"

③ 见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办、《先秦史研究动态)， 1凹996 年第

l 期(总 28 期)第 13一 14 页。

④ 王朝文，男，苗族。 1930 年生于贵州黄平，曾任贵州省

委书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等职。长期支持和致

力于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认为安尤是苗人先祖。 1998

年 7 月 23 日，参加泳鹿县人民政府自行召开的"第二

届三祖文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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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you io "Battle of Zhuolu" 
MENG Shi-ka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1 Sciences,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lracl: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image of Chiyou in ancient literature, the debate on Chiyou in history and 

the review of the process that ranking Chiyou as the human ancestor. It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pursue a greater deve1opment, 

the atmosphere "patriarch account" which is bad for academic research has been rais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10ping and 

utilizing the 10ca1 history resources. In order to find "evidence" , some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scho1ars invited some socia1 cu1ture 

scho1ars and held seminar and summit to prove the 10ca1 p1ace is the birthp1ace of Chinese cu1ture. This academic activity is out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so as to the situation that the same ancestor has several even dozen of birthp1ac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1egend ancestor of Chinese nation on1y expand through "ancestor culture" and propose the developing method and po1icy 

by "patriarch everybody offering". 

Key words: Batt1e of Zhuo1u, Chiyou, ancestor, the Miao minority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