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伏羲被尊为人文始祖，位居三皇之首、百王
之先。我国很多地方都流传着伏羲的神话故
事，留下了伏羲氏族活动的足迹，有着祭祀伏羲
的庙宇。现代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文献学
家王献唐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从地名、氏
族、乐歌、母族、庙祀、族裔和官司等方面，八证

“泗水为伏羲发迹故乡”，并指出：华村是华胥古
国中心，是伏羲母华胥居住地，是华胥履迹而生
伏羲之地。

数千年来，伏羲文化通过典籍、图像和祭祀
传承广为传播。《宗法性传统宗教》考证，伏羲祭
祀始于秦早期，两汉承继秦代郊祭制度，隋唐五
代均以“三皇之首”祭之，其中唐玄宗在长安建
三皇庙，祭祀伏羲、神农和轩辕。北宋政和三年
（1113年），仲春仲秋专祀女娲于晋州（治今山
西洪洞县）、伏羲于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县）。金
代明昌六年（1195年），岁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
氏、女娲氏。

泗水有史记载最早的伏羲庙出现于金代。
清代光绪《泗水县志》“卷十三旧迹志·金石”载：

“伏羲庙碑，俗名爷娘庙，在城东卞桥村北石屋
山。一系金大定二十九年立，一系元延祐五年
立”。石屋山是二龙山的旧称，位于泗水县东北
部与新泰市交界处，与青龙山、黄山寨组成东南

——西北走向的山脉。东南为青龙山，中为二
龙山，西北为黄山寨。二龙山有两条山脉，由主
峰向南、北两翼延伸，犹如二龙戏珠而得名。旧
称石屋山，因主峰西侧有石屋洞而得名。主峰
西侧有石屋洞，又名石古洞、朝阳洞，为石灰岩
溶洞，洞门朝西南，高6米，宽23米，深20米，可
容纳数百人。

庙宇是祭祀的传承载体，石屋洞内曾建伏
羲庙，供奉伏羲、女娲。女娲是人类之母，故称
娘娘，此庙（洞）称为伏羲庙（洞）、女娲庙（洞）、
爷娘庙（洞）。《泉林区志》记载，“石屋洞娘娘
庙，位于泉林镇北青龙庄后的石屋山西端，洞
深数丈，洞大盈亩，顺治年间修庙于洞内，四合
院，光绪年间重修，现存古碑数块。此庙又叫
伏羲庙或爷娘庙”。可惜金代、元代古碑无存，
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足可证泗水伏羲庙历史
之悠久。

元代，伏羲祭祀遍及全国各地。元贞元年
（1295年），成帝以三皇为先医，诏令全国各地
“初命郡县通祀三皇。……有司岁春秋二季行
事，而以医师主之”。泗水县城建有三皇庙，“重
修三皇庙碑，在东门外，元致和二年建”。明初
沿用元制，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明洪
武四年（1371年），废止三皇庙，祭祀只在寝陵进
行。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民间又开始祭祀。清
代顺治《泗水县志》载，“三皇庙，在北门外，万历
二十五年知县尤应鲁创建”，并作《新建三皇庙
记》。在这座三皇庙之前，县城东门外原有三皇
庙，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尤应鲁移置北门
外，后又移置东关，后来俱废，光绪《泗水县志》
有载。

三皇庙不同于伏羲庙，前者是为祭祀三皇，
后者专祀伏羲。泗水县华村镇北庄村东稍偏北
1.5里处有伏羲山，山上有伏羲庙遗址，面积约
2000平方米，存“重修伏牺庙记”碑刻一通，碑
为圆头，高1.6米，宽0.85米，厚0.3米。据苏伟、
赵伟编著的《泗水碑刻》，碑载：“□□兖州泗水
县泗北乡□□村，功德长进，重修补塑□伏牺圣
祖，开□□□□□个人花名于后。延祐五年四
月初十日立石”。2009年9月1日，该遗址被泗
水县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资料
说，该山“史载有女娲庙”，但是“史”不明。当地
百姓称为“爷娘庙”，疑伏羲庙同时祭祀伏羲、女
娲。例如，邹城市郭里镇伏羲庙原塑有伏羲、女
娲的神像，又称羲皇庙、人祖庙、伏羲女娲庙，当
地人也俗称爷娘庙。

华胥氏生活的时期，没有文字记载，神话、
传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虽然不能等同于
历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历史。伏羲山
原名水葫芦山，葫芦在古代象征“多子多福”，
先民们把葫芦当做造人的象征。各地流传的
女娲造人的故事，基本上是伏羲、女娲在葫芦
中躲过大洪水，或者是利用葫芦造人。现代诗
人、学者闻一多先生著有《伏羲考》，第五部分

专论“伏羲与葫芦”，既有“洪水造人故事中的
葫芦”，认为“我们疑心造人故事应产生在前，
洪水部分是后来黏合上去的，洪水故事中本无
葫芦，葫芦是造人故事的有机部分，是在造人
故事兼并洪水故事的过程中，葫芦才以它的渡
船作用，巧妙地做了缀合两个故事的连锁”，又
论“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这段论述
读起来比较拗口，理解起来也有些麻烦，可以
简单地说：伏==包==匏==瓠，羲==戏==牺。

“伏羲”在上古汉语中就是“葫芦瓢”，女娲也作
“女希”，娲古音“瓜”，“女娲”可以等同于“女伏
羲”，二者都是葫芦化身。闻一多认为，“总观
以上各例，使我们想到伏羲、女娲，莫不就是葫
芦的化身。或仿民间故事的术语说，一对葫芦
精。于是我注意到伏羲、女娲二名字的意义。
我试探的结果，伏羲、女娲果然就是葫芦”。闻
一多指出，汉族以葫芦（瓜）为伏羲、女娲本身，

“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
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妙象征，故取以
相比拟”。水葫芦山形状与葫芦相似，泗水籍
甲骨文研究者韩云山先生考证：“在水葫芦山
的山顶看，水葫芦山的山体本身就是一个大葫
芦的象形”。土里土气的山名，反而更有神话
色彩。

黄山寨同样披着神秘面纱，此山又称华胥
山黄、粟山、黄山。山上有残破的山寨围墙，山
顶有一溶洞，民间称为伏羲洞，洞口狭小，仅可
容身。入洞后有一石室，可容十余人。地上复
有洞口，其下又有石室，也可容十余人。此洞西
北壁有石罅，侧身可进，又有巨室，可容三十余
人，四壁高四五米。此洞再有洞口可入。洞内
有石林叠立、乌龟把门、嫦娥奔月等景观。两层
洞穴旋转而连接，多有片状钟乳石，敲之有声。
当地人称，这是伏羲及族人栖息地，又始祖溶
洞。

古泗水，孕育寿丘少昊陵始祖文化和儒家
文化发源地的生命之河。在曲阜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示范区建设中，泗水主要是建设始祖
文化片区，重在实施始祖文化遗迹保护工程。
先前，在城区以始祖文化与现代造园手法相融
合，建设始祖文化公园——伏羲公园。其中，中

轴景观区以迎宾广场、伏羲雕塑广场和伏羲山
为中央景观轴，环湖景观区以华胥湖面为中心，
打造亲水景观。

伏羲事迹在流传中经历了流变整合、融通
积淀的过程，形成了内容博大的伏羲文化，为中
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最好见证。在伏羲
文化研究方面，王献唐先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他说：“于炎、黄二氏之分野，更洞若观火，爰以
一得之愚，汇为篇章，稽古之士，惠予纠绳，所深
幸也”“我中年时代，有一部未完成的稿子《炎黄
氏族文化考》，后来我忙于事务，就暂时停笔了，
等待着地下出土的文物，来进一步印证我的推
断……”。

①二龙山伏羲庙旧址 ■资料图片
②“华胥故里”石刻 ■资料图片
③伏羲山“重修伏牺庙记”碑 ■韩云山

摄影
④黄山寨“伏羲洞”■马明 摄影

人文始祖的足迹：泗水之滨说伏羲
庄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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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风

独 家报道

微山县两城镇的一溜大山都是南北走向
的。顺山而下，是漫长的坡地，一直延伸到微山
湖边。微山湖的那边也住着人，习惯上被称作
坡西的人。自然而然，这边的就叫作坡东的人。

1958年，微山湖发大水，淹了坡西的土地和
房屋。坡西的人们纷纷到坡东逃难，在半山腰
搭起了窝棚，暂时安身立命。坡东的山套里种
着大片的谷子和红薯，湖边的平地里种着大豆
和高粱，可以讨口饭吃。山里人耿直豪爽，同情
逃荒落难的人。生产队提前刨了地瓜，捋了高
粱，割了谷子，和坡西的人分着吃，让坡西的人
感动不已。为了活命，也为了减轻一家人吃饭
的负担，一些坡西女孩子就嫁给了坡东的小伙
子当媳妇。

洪水退后，坡西的人立志改变自己的命运，
花了好几年时间修筑了防洪大堤，把涝洼地改
造成了一方方良田，种上了水稻和小麦。一年
两季，收获着细米白面。大河里还养了鱼，经常
熬鱼贴锅饼，日子过得让坡东的人羡慕。坡西

人吃的锅饼里，麦面掺了米面，白的能照出人
影，筋道得掰都掰不开，让坡东的人看着都流口
水。一些女孩子的父母便托亲告友求人说媒，
愿意把女儿嫁到坡西去过幸福的生活。坡东的
小伙子每当看到吹着唢呐，插着彩旗的大船前
来接亲的时候，都十分感慨。常常会说，世上的
风水轮流转，十年坡东转坡西了。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农忙时候，坡东的妇女
们就到坡西拾麦子，拾稻子。说是拾，其实就是
去地里割。把稻穗或麦穗用镰刀割下来，装到
麻袋里背回去。拾庄稼的人都住在亲戚朋友家
里，晚上在电灯下把稻穗或麦穗搓成粒，一袋一
袋装好，直到觉得够了，再装船运回家。那时，
坡西正在创建全国第二个大寨县，每到农忙，满
坡都是割倒的庄稼，来不及脱粒和入库。看到
坡东的人割稻穗，剪麦穗，没有人去制止。大家
心知肚明，亲戚里道的，没个外人。谁家有饭
吃，还会这样？再说十几年前，人家不给咱红薯
吃，咱还没法活命呢。坡西的人都心地善良，明

白知恩图报的道理。
坡西的人兴修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石头，

就派人到坡东来开采。他们不会用石头盖房
子，坡东的人就去帮忙。手把手教他们和泥，垒
墙，苫屋草，把工人们居住的房子建起来，还教
他们如何使用锤、钎和錾子，怎样把大石头破
开，怎样装上地排车，怎样使用巧妙的劲儿把排
车放下山。每个环节都讲得十分清楚，让坡西
的人都很感动。每到年节，都过来演几场慰问
的电影，像《智取华山》《洪湖赤卫队》《小兵张
嘎》，都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看了一遍又一遍都
不觉得厌烦。最让人激动的是，在电影开演之
前，荧幕上都会出现几行字：向两城人民学习!向
两城人民致敬！让那时的小孩子很惊讶：我们
的村庄的名字怎么也能上电影呢？那时候，坡
东的人觉得，坡西的人真好，很谦虚，知礼节，干
实事，不说大话。

为了帮助坡东的人学会种水稻，坡西的人派
来了技术员，从头至尾教他们怎么育秧苗，怎么

灌水整地，怎么插秧，如何进行田间管理，如何
防治病虫害，还赠送了几台脱粒机，帮着把稻子
脱成粒，舂成米。虽然大米的品相不大好，但是，
毕竟是自家地里产的，坡东的人吃着很香甜。坡
西盛产稻草，平常都当柴火。坡东的人就雇了大
船去收购，二分钱一把买回来，编织草包。一家
人忙活一冬天，能卖七八十块钱，恰好过年时买
些年货，贴补生活，解决了年关的燃眉之急。

坡东种了大量的红薯，用小溜子装到坡西
换大米。三斤红薯一斤米，坡西的人从不讲
价。溜子靠了岸，早有老表们通知左邻右舍的
人围过来，这家三十斤，那家五十斤，不一会儿，
一船红薯换了个光。坡西的人很讲究，称米的
时候，秤杆都让抬得高高的，称完还不忘再捧一
捧放里边。生意做成了，便邀老表上岸去吃
饭。炒两个菜，端上醇香四溢的鱼台米酒，喊了
邻居来作陪，直到把老表喝到眼泪稀里哗啦的
才罢休。回来的时候，顺风顺水，扯起风兜子，
不用再撑船。老表坐在船头把着舵，哼着小曲，
满脸满身都洋溢着喜悦和自豪。

几十年来，坡西和坡东的人就这么患难与
共，守望相助，过着祥和而宁静的日子。现在，
因为姻亲关系，彼此都觉得更加近乎。随着跨
湖高速公路的开通，两边的交往会更加密切，友
谊和亲情也会世代传续。坡西和坡东的人都坚
信，普天之下的人只有团结一致，和睦相处，亲
如手足，才会共同拥有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坡西和坡东
焦克志

家报，老百姓自己家庭办的个性报。当今
虽然处在网络天下，但乐此不疲办家报的大有
人在……

这里要说的是，和济宁一水相连，地处运河
南端的杭州，三个家庭的办“家报”的故事。

1

进入鼠年，虽然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家
家户户主人禁足于室内，但是，这期间在杭州
市，还是有一份特殊的家庭小报用油墨芳香，以
飨读者。

武汉封城第43天，一封发自杭州的印刷品
邮件抵达案头，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船家宝》
与《陶家村》创刊号各1份展现在眼前。经品读，
原来这是一期报，之所以两种报名，是因为“陶
家村”被“船家宝”取而代之。

2

一波三折的陶家家报，据杭城首家《家》报
主编楼时伟介绍：《船家宝》系杭州市第三家家
报，由“陶俊、周春燕家庭报”主办。创刊前，陶
家人初始报名为“陶报”，取“淘宝”谐音。报名
的“陶”字，由11岁的大儿子小陶书写，“报”字
选用王献之的墨宝。精心编排好4个版后，连

同报头一起送印刷厂。不料，内部“报纸”有规
定，报名不能有“报”字，于是临时改名“陶家
园”。结果，那个“园”字小陶写了好几幅，主编
妈妈通不过，便以“村”字代替。

3

欣赏这份呈方形的家报，其出刊日期是
2020年大年初一。尺寸大小仿民国小报，从左
至右翻阅，8个版面，新闻纸印刷，双月刊。

由于已知《船家宝》系“确定报”，《陶家村》系
“淘汰报”，然而创刊号家报两种报名共存的故
事，还是先入为主地唤起了我的好奇心。细细品
读这份“双胞胎”报名的家报，不由自主地对比浏
览，除了报头差别，当然的“创刊词”设计到报名
肯定得一致，其它均为无差别的“一个模子”铸
就。好在是一份内部家报，“双胞胎报”也罢，“正
错报”也好，家报主编作为办报果实奉献给集报

界的报友，供收藏与研究，实在难得，值得珍藏。

4

得此《船家宝》家报，与我之前已收藏的另
外两份来自杭州的家报，我的案头已拥有3份杭
城“家报”。

创刊最早的，是大名鼎鼎的集报界旗手楼时
伟的《家》报。该报1990年10月15日创刊，版面
巴掌大小，经历过因故停刊。2011年11月1日
又出版复刊号，期间出过号外，出版过《家酿的滋
味》合订本。《家》报至今已累计出版五十余期，集
报界可谓家喻户晓，上过央视，散见过国内外许
多知名报刊……在中国的家庭报领域，引导着一
股良好的家风，深受读者与收藏者喜爱。

5

我案头的第二份杭城家报，是和睦新村何

国伟受楼时伟影响，于2017年元旦创刊的同名
《家》报。这份《家》报，在2019年7月1日第11
期时，更名为《何家报》。

与《何家报》有缘，还是同年9月18日，我在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参加潘建中的“奋斗的足迹，
光辉的历程——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报纸号
外精品展”期间，在《家》报主编楼时伟的工作室
接受的馈赠。

6

端详着案头杭城楼时伟的《家》，何国伟的
《何家报》，陶家的《船家宝》三家报，我仿佛看到
了一幅幅中华家风喜报画卷，这可真是“楼家
报，何家报，陶家报，三家杭城家庭报，三足鼎立
家风旺。

你集报，我办报，他编报，家有喜事和喜报，
报出各家喜闻乐”。

运河南端三“家报”
王纪民

小暑节气一过，
几天后就进入暑伏。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
在三伏心”，三伏天是
一年中最炎热的一段
时间，也是人的身体
经受酷热考验，容易
生病的时候。天气
热，人体的汗毛孔全
部张开，以方便散
热，驱除体内寒湿之
气，但也给细菌及寒
气入侵带来了机会。

夏日大量新鲜
瓜果上市，让人大饱
口福，但若食用不
当，也容易引发肠胃
疾病。闷热潮湿的
天气，也容易使心
脏、血压、皮肤等方
面的疾病复发，或因
防暑降温不当，而添
加新的疾病。因此，
我们在夏天防暑的
同时，一定要注意防
寒防病，保护身体健
康。

伏天到来，酷热
难耐，人们最想要的
是什么？当然是清
凉。为了避热消暑，
人们想了许多方法，
使用了各种手段。
在这方面，我们的古人是动了不少脑筋的，至
今流传下来的当首推扇子。

古人又把扇子称为摇风、凉友。俗语说
“扇子轻摇，清风徐来”。扇子的材质一般有蒲
葵叶、蒲草、羽毛、丝帛、竹、纸等。古代文人对
纸折扇和丝帛团扇最为钟情，生生把它们打造
成了艺术品。还有一种供多人使用的大吊扇，
把一块棉布帘吊在房顶，用一根绳子牵拉，使
其左右摇摆，产生凉风。记得上世纪50年代
初，电扇还不普及的时候，一些理发店、茶馆、
饭店，还在用这种方式为顾客提供清凉。

其次是卧具，如凉席、枕席、瓷枕、竹夫人
等。凉席枕席一般是由藤、苇、竹及亚麻等编
织而成，还有十分名贵的象牙席。

现在的凉席材质更为广泛，效果也更好。
瓷枕已不多见，只能作为艺术品和文物在博物
馆见到。但其功用可从“半窗千里月，一枕五
更风”的诗句中体悟到。竹夫人是一种用竹篾
编成的中空圆柱形笼状物体，约一米左右，睡
觉时搂在怀里或垫在腿下，可从“弄堂穿风“的
原理中体会其作用。

再就是汤药和冷饮。古人把绿豆、红豆、
藿香、甘草、金银花、莲子等熬制成汤剂，晾凉
服下，以消夏避暑。春秋末期，诸侯的宴席上
就出现了冰镇米酒。到宋代，人们把各种水果
汁、牛奶、菊花、冰块等混合制成冰冻饮品，称
之为“冰酪”，后来马可·波罗将其制作方法带
到欧洲。今天人们常吃的冰淇淋，就是冰酪的
改进和发展。

问题来了，在没有制冰设备的古代，人们
是怎么在炎热的夏天得到冰块儿的呢？简单
说就是储存。

头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把大块儿冰从河中
凿出来，储藏在冰窖里，第二年夏天最热的时
候拿出来用。史料记载，这种奢华的避暑方法
周代就出现了，是官府用来为官僚们服务的，
到唐朝发展为一种产业。冬天藏冰，夏天拿出
来卖，从事这种经营的被称为“冰商”。当然，
这种消费是十分昂贵的，只有富人才消费得
起。

咱们老济宁，有一条街叫冰窖街，想必是
当年冰商集中的地方。是否属实，我没有考证
过，但我确实见过真正的冰窖。那是我上小学
的时候，我们的学习点在今天的府河东岸，浣
笔泉北，马驿桥南。院子里有一处盖着顶棚的
砖砌方井，面积约有十多个平方米，深约十几
米，扔块半头砖进去，就会听到“咕咚”的声
音。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冰窖，那时已经废弃
不用了。因为当时咱们济宁已经有了制冰行
业，最早的是饮食服务公司的“北极”冰店，大
批生产两分钱一只的冰棍儿和五分钱一只的
冰糕。

冰棍儿、冰糕是孩子们夏天的最爱，我们
手中有限的几个零花钱，大部分都花在了这上
面。而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北极”店内享受1
毛一份的冰淇淋，每个夏天顶多也就两三次。
冰窖藏冰，是运用了地表深层温度恒定的原
理。在屋里和厅里挖一口深井，从中汲取凉水
或吸出凉气，也是古人防暑降温的方法之一；
而且，这样的井，冬天会有热气冒上来，可以调
节室内温度，有点儿像今天的地热空调，古人
确实是够聪明的。

现在不一样了，大部分家庭都拥有了空
调、冰箱，电风扇更是家家必备，冷食、冷饮、凉
茶、冰茶处处有卖，就连生日蛋糕也都做成了
冰淇淋式的。人们再也不怕高温酷暑了。

但是新的问题也来了，现在的人们好像特
别怕热，气温稍高一点儿就忙着开空调，而且
把温度调得很低，既费电又伤身体。出点儿汗
就忙着冲凉水澡，狂吹风扇，猛喝冰镇饮品，这
样对身体伤害很大。有的人似乎害怕出汗，整
天躲在空调房间里，看起来挺舒服，挺惬意，实
际上对身体不好。

据《黄帝内经》讲，暑天是万物生长最快的
季节，人体内淤积的寒气、湿气，以汗的形式，
通过张开的毛孔向外散发，排出体外，能达到
祛病健身的功效，所以有“冬病夏治”的说法。
现在，往往初伏还没到，人们就忙着贴“三伏
贴”。天特别热的时候，当然要防暑降温，避免
中暑，但要适度，否则物极必反。夏天要有意
的出透汗，排出体内的寒气湿气，然后洗个热
水澡，会感到特别轻松。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规律，我们要遵
守规律，才能保证诸事顺利，身体康健。春有
百花秋有月，夏有清风冬有雪，顺其自然莫违
拗，便是人间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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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济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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