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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晋南人，自小耳濡目染，我多年来

一直对华夏始祖文化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

今年 6 月，参加全国政协“推动做好中

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与阐释”专题调研，再次

回到临汾，瞻仰陶寺遗址等文化遗存，引发

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近 30 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用自然科

学对应人文社会科学的年代学研究方法，在

运用田野考古发现和碳十四测年技术比对古

代典籍甚至神话传说方面的实证成果，为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成熟经验，同时使得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从最初的年代

考证，上升到对中华文明的自发性、独立

性、独创性、连续性研究，以及对人类文明

的独特贡献上。

晋南的临汾吉县人祖山南麓柿子滩遗址

的考古发现，测年为距今 2 万年至 1 万年前

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不但发现了磨盘、磨

棒、取火器等细石器工具，还有贝壳饰品、

岩画等人类早期的艺术创造作品，与中华神

话传说中女娲、伏羲时代相合，是中华文明

初肇时期的珍贵佐证。人祖山古称风山，主

峰上有造化自然形成的环形石门——风门，

应该是古籍中记载的女娲“风姓”的由来。

柿子滩遗址面积有 6 万平方米，与方圆 50 公

里范围内的数十处古文化遗址属于同一时

期，包括地势较高的人祖山主峰南麓的造化

坪和北麓的水獭坪，这三处主要聚居区的高

低落差，印证了地理发现中的海浸——距今

2.5 万年前后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导致

全球洪水泛滥，迫使古人类迁徙到 1000 米

以上的高地躲避，以及距今 1.5 万年前后，

地域性小规模洪水多发，造成早期人类部落

在高山和平川间往返迁徙，这与从女娲补天

到大禹治水的传说时间跨度是契合的。考古

发现、地理发现与神话传说、古代典籍的对

应，也佐证了中华文明的自发性、独立性和

主体性。

“太行自古天下脊”。海浸造成了太行山

以东都是汪洋大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

传说生发地在太行山系晋东南的原因所在，

也是华夏文明腹地从黄土高原的黄河流域生

发的客观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的是，炎帝神

农氏一族生发于今河南中部的平原地区，因

为洪水频发沼泽遍布，被迫沿着豫西的群山

向北迁徙到晋东南的太行、太岳高地，正是

晋东南的高原高山地形为多部落聚居形成联

盟创造了条件，也成为最早农业文明产生的

自然条件。传说神农氏“三岁知稼穑”，这

一族是农业文明的开拓者，他们来到植被茂

盛的太行山之野，放火烧山开辟耕地，利用

草木灰作为肥料，因此神农氏又被称为“烈

山氏”。太行山区植物种类繁多，神农尝百

草而成为中药的发明者。早期农业文明的发

展使得神农氏一族繁荣发展，成为当时的天

下“共主”，被尊为炎帝。炎帝在政治上很

开明，对其他部族也非常宽容，这一历史时

期的事件通过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被浓缩和

传播，成为中华远古文明初始阶段的珍贵记

录。

历代史学家普遍认为黄帝是中华文明的

第一座基石，是因为黄帝完成了历史上文治

武功政治社会发展的第一次巨大飞跃，就连

《史记》 也是拿他来开篇，后世流传的各种

学问都被冠以他的名号来正本清源。传说中

所谓的炎黄大战，据考证其实主要是黄帝与

蚩尤的战争，因为炎帝传了数代之后，其他

部族日渐坐大，尤其南方九黎族的首领蚩尤

征服了炎帝的不少部族，蚩尤想做天下共

主，所以也自称炎帝。后面黄帝先收服了炎

帝的残部，又与蚩尤大战于阪泉、涿鹿之

野。这个中华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战场就在今天山西晋南运城市盐湖区，阪泉

是注入盐湖的泉水，涿鹿在原解县西南 25

里的浊泽，也叫涿泽。黄帝北渡黄河，穿过

王屋山来到这里，经过三次大战打败斩杀了

蚩尤，蚩尤的血流入涿泽化为盐池，所以历

代晒盐都尊奉蚩尤神位。如今运城盐湖边还

有传承数千年的蚩尤村，村民都自称蚩尤后

人。神话传说蕴藏着历史事件的精髓，有史

学家认为，之所以在盐池边上发生第一次大

战，是因为我们的远古祖先已经把盐看作发

展命脉，谁控制了盐池谁就能号令天下，实

际上这是一场资源争夺战。无论如何，战胜

蚩尤后，黄帝代替炎帝成为天下共主——天

子，在他的治下，中华民族开启了政治、农

业、科技、文化等诸方面全方位的第一次大

发展，尤其是天文历法、文字算数、衣食住

行、道德经书以及种种发明创造，均被认为

是黄帝奠定了这一切文明的基础。

黄帝之后的另一个文明高峰是帝尧缔造

的。综合各种典籍记载，帝尧的父亲帝喾是

黄帝四世孙，母亲庆都是炎帝的七世孙女。

帝尧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类似于黄帝，但他在

政治文明、社会治理方面的创举是空前的，

开创了被誉为“尧天舜日”的理想社会图

景。帝尧被推举为共主后，定都平阳，就是

今天山西晋南临汾尧都区，“康庄大道”“击

壤歌”等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社会发展的文化

符号都在这里。

尧舜时期，制陶业进入一个鼎盛高峰。今

晋南襄汾县发现的陶寺遗址，是中原龙山文

化中规模最大的一处，考古发现经测年绝对

年代为公元前 2300 年到 1900 年之间，处于距

今 43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寺遗址呈

现的王城祭祀区、平民生活区、手工业区、墓

葬区、观象台等已经具备国家形态，因此被学

术界认为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尧舜时期的文明遗迹，不仅仅局限在遗

址文物，还有更为珍贵的“活化石”——传

承 4000 多 年 从 未 断 绝 的 “ 尧 舜 神 亲 ” 习

俗：自帝尧访贤得到舜，把二女娥皇女英嫁

给舜“以观其内”，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唐尧

故园所在的晋南洪洞县甘亭镇羊獬村的父老

乡亲都会抬着嫁楼，在方圆村庄数万乡亲的

簇拥下鼓乐旗幡前往舜耕历山的万安镇神里

村，把两位公主 （甘亭人叫姑姑） 接回省

亲；待到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舜帝故里万安

神里村的老百姓又会抬着嫁楼来把他们的娘

娘接回去参加夏收。这期间羊獬村的“姑姑

庙”会一直举行盛大的庙会，蒲剧、眉户等

各路剧种轮番在娥皇女英殿前的戏台上进行

娱神演出。这一数千年的婚嫁习俗从未断

绝，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尧舜神亲不但是婚俗文明的源头，也是

中华锣鼓文化的源头。相传尧舜二帝亲创的

锣 鼓 ， 至 今 还 被 民 间 不 断 演 奏 。 1990 年 ，

帝尧故里甘亭锣鼓队还在北京亚运会上进行

了表演。尧舜时期，音乐发展为成熟的艺术

形式，乐圣师旷的故里就在晋南洪洞县曲亭

镇的师村，庙、墓等遗址均在；法治文明日

趋成熟，法祖皋陶故里在晋南洪洞县甘亭镇

士师村，是我国首家司法博物馆所在地。尧

天舜日的公天下尾声是大禹治水，如今晋南

运城河津的龙门还留有当年开凿时烧黑的石

壁和凿痕，用树木把山石烧红然后引冷水浇

灌引发爆炸的开山技术，显示了上古科技文

明的进步。

在禹的儿子启开启家天下之前漫长的先

夏时期，从中华人祖女娲、伏羲到炎黄二帝，

再到尧舜禹公天下禅让制，中华文明起源发

展的各个阶段，在山西的晋南、晋东南都有典

型的遗址和活跃民俗发现，显示出中华文明

起源的完整脉络系统，这是山西在中华文明

起源研究和阐释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当一个群体的

人们认同共同的神话或者神话人物时，一个

民族才算真正形成。中国的创世神话系统从

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

神祇，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坚实基

础。

在人类的远古时期，语言产生之后、文

字诞生之前，人们要记录本氏族或者部落联

盟的祭祀或者战争事件，通常用的是结绳记

事。历史事件、物产渔猎、经济活动、战争

胜败、自然灾害，凡此种种，都用不同的绳

结方式来记录和留存，当需要还原或者流传

时，就需要首领、祭师或者重要的亲历者来

充当它的解释者。日积月累，这个“档案

馆”的存量是呈指数级增长的，解释者的头

脑不是计算机，他需要想办法“压缩文件”

才能把大大小小每一个绳结里的信息的核心

内容记住，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复盘和传

播。尤其是史前大洪水、炎黄大战蚩尤等重

大历史事件，怎样把事件要素提炼出来，并

用最精短的语言把漫长的历史过程形象化地

记录和表述，就成为解释者亟须解决的问

题。

于是，神话故事在绳结的解释者口口相

传中出现了——“女娲补天”“伏羲画卦”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

治水”“愚公移山”，一个个绳结所包含的历

史事件，被压缩成一则则精短的神话故事，

得以代代流传。神话，成为历史史实的文学

化表达，它们所包含的巨量信息，等待着后

世的解码和复盘。对中华神话故事的解读，

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重大。比如陶

寺遗址的发现，对应了 《史记》 和 《尚书》

的记载，使得尧舜时代成为信史，帝尧所开

创的公举和禅让制度，成为中华文明在人类

文明发展进程中辉煌的一笔，其丰富的史料

和传说故事，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的

海量宝库。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

员、山西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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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出自中国，产自中国，繁盛于

中国。茶传之于南洋、西洋及非洲，亦

繁兴于全球。

茶圣人出自中国的唐代，著出了世

界上最早的茶圣经—— 《茶经》。从此

中 国 和 世 界 产 生 了 一 种 文 化 —— 茶

文化。

《茶经》 上说：“茶者，南方之嘉木

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川峡

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

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

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字或从

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

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陆羽 《茶经》 在开篇就把茶的起源、地

域、形状、署名等做了详细的介绍，为

后人研究茶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我所知，茶树始发于云南，已有

六千多年的历史。而人类饮茶的历史应

该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2021 年，山

东大学考古团队发表了 《山东邹城邾国

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

析》 的文章，文中正式公布了山东济宁

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随

葬的原始瓷碗中发现了煮过的茶叶的残

渣。这一发现将我国饮茶历史推到了战国

早期，并且这个茶叶的残渣也是目前全世

界已知的最早的茶叶遗存。这是目前发现

的最早证据，相信今后还会不断地发掘出

更有价值的物证，将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再

次推向更为久远的昨天。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发掘、栽培、加

工和利用茶叶的最早的国家。两千多年以

来，经过历代人们对茶树的栽培、制茶工

艺和饮茶方法的不断改变和完善，中国的

茶已经非常有序地分为“茶文化”“茶科

技”和“茶产业”三大发展板块，成为研

究、实践和应用茶的三大系统。2022 年

11 月 “ 中 国 传 统 制 茶 技 艺 及 其 相 关 习

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受到了世界人民的

喜爱、保护和传承。

茶属于山茶科山茶属，在经历了大自

然和人工的不断培育生长后，茶树分化出

了乔木、小乔木和灌木三种树形。由于云

南特殊的地理环境，野生茶树居多，属大

叶乔木。茶树走出云南后，不断向东、向

北延伸，形态逐渐变小，成为小乔木和灌

木，如“黄山毛峰”“西湖龙井”等。高

大的乔木树龄会很长，可至百千年，亦可

称为古茶树，如云南的普洱茶等。

茶之源，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茶，

为人类提供了优质美好的生活方式，同时

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着人类的文化和

文明。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

茶之源
骆芃芃

陶寺遗址上复原的陶寺观象台陶寺遗址上复原的陶寺观象台

宋
·
秦
观
《
纳
凉
》

骆
芃
芃

书

二
十
四
节
气
之
小
暑骆

芃
芃

篆
刻

写 过 一 篇 《 西 江 华 彩

路》，《人民日报》 登了；隔开

一个月，《贵州日报》 又以一

个整版的篇幅，配了几张他们

报社记者照下的彩色照片，转

载了这篇小文。

省里读者读了，说我写得

到位。

县里的读者读了，说叶老

师你再来我们这里，我们请您

吃道地的苗族菜肴，喝米酒。

其 实 写 《西 江 华 彩 路》，

我是在一个苗族小伙的陪伴之

下，悄悄去的。苗族小伙子是

西 江 人 ， 我 去 哪 里 他 走 到 哪

里，陪我一起吃饭，晚上给我

找个民宿，一般的就行。

我 这 篇 《西 江 华 彩 路》，

就是在苗族小伙小杨一整天一

晚上的陪伴之下完成的。为了

核实西江苗寨的居民户数和老

少百姓共计多少人，我们一起

走进了村委会，查看了具体的

户籍。

回到上海之后，我根据这

26 个小时的采访和感受，写

下了这篇文章。

当然不是说我采访的效率

高，也不是能写。我和西江苗

寨结缘半个世纪了，曾经无数

次地来过这里。

不仅看到了西江苗寨的今

天 ， 而 且 知 道 西 江 苗 寨 的 昨

天、前天。十几年前、五十多

年前的西江是什么模样，都还

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是在长期感受的基础上，

我才把 《西江华彩路》 写出来

的。

比如说“西江”这两个字，在苗语中是“美女”的意

思，很多游玩过西江的客人就不知道。

我自以为这篇文章写得还可以，县里有领导碰到我，

还夸耀说：

“叶老师，你这篇文章，上了《人民日报》，又登《贵州日

报》，比我们往常请好多人，编一本书的效果还要好！”

我听了都喜滋滋的。

哪晓得，文章影响大了，离西江很近的朗德苗寨对我

有意见了。他们对我说：“叶老师，你年轻的时候就来过

朗德，我们还留着你来时照的相呢，你怎么不写写我们朗

德呢？我们朗德的变化同样很大，旅游客人来得也多啊！”

我只得赔笑脸，无言可答。为啥呢？他们说的是大实话。

其实，不仅仅朗德苗寨，属于黔东南的很多苗寨，我

都去过。比如苗家短裙民俗村新桥，比如芦笙之村排卡、

谢寨风雨桥、铜鼓村的苗族农民画、苗家温泉村……都是

旅游的好景点，都是颇具特色的民族村寨。但是，实事求

是地说一句，西江苗寨，是最为突出、最热闹、外来客人

去得最多的苗家村落。

春、夏、秋、冬四季，西江苗寨天天都是欢声笑语、歌舞

不绝、人流如潮，这样的盛况，即使拿到全世界面前，都是有

一比的。法国巴黎也是游客如潮的地方，巴黎圣母院、卢浮

宫，走进去参观得排队，我也曾一一去游过，但是其人流和

热闹劲儿，和西江苗寨无法比。前几年的夏天，我在贵阳街

上碰到西江苗寨上的一位中学教师，他告诉我，西江苗寨上

天天喧声如潮，旅游客人超过了二三万人。如果你要下来，

一定得事先通知我们，要不然，吃饭你都吃不上，夜晚的宿

处都难找。

是啊，作为一个典型的苗族村寨，西江确实是一个个

案。成功范例的个案。

要认识今天的西江苗寨，得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

考。

要懂得今天的西江苗寨，得从民族风情的特点去分析

和观察。

要理解今天的西江苗寨，得走进黔东南的苗寨侗村布

依人家，住下来和村民们好好地聊天摆谈，听听他们说些

什么，从他们由衷的言谈中和唱出的古歌里，读懂他们的

心声。

我十多次地走进西江苗寨，前后历经了半个多世纪。

记得 50 多年前的 1970 年，我走进西江苗寨时，那种贫

穷、闭塞和偏远，在我的心头激起的简直是震撼。

当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青年作家采风的名义走进西

江苗寨时，村寨上的清净、寂寥和冷落，同样让我困惑：怎么

只剩下老人和娃崽了呢？青壮年们去哪儿了？

答曰：思想大解放，不但青壮年男子汉们出去打工

了，连姑娘和年轻媳妇们也跑去广东、广西、贵阳、重庆

打工了。他们说外面世界里的票子好赚啊！

我听得目瞪口呆。

也可能正是有了整整一代人的外出闯荡吧，他们感受

过了外面的世界，体验过了都市里的繁华和喧嚣，品尝过了

城市里的饮食，他们意识到了苗寨生活的可贵和特点：他们

把从外面世界里学到的东西，不知不觉地融进西江苗寨的

生活形态之中。他们把防火意识贯穿到西江苗寨纯木楼的

意识中，他们在突出饮食中苗家风味的同时，吸引进当代的

饮食时尚……规划环境是这样，引导游客是这样，于是乎，

几乎家家户户外出打工的西江人都回来了，他们在自己家

门口接待全省、全国、全世界涌来的客人都忙不完，他们怎

么还抽得出时间外出打工呢？

哦，弦歌四季的西江，其发展的当代历史，就是一首

歌啊！

（作者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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