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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国家级”公祭黄帝？——兼与葛剑雄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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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我们国家每年都要在清明节举行公祭黄帝的活动，而且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对此，有些学者提出了质疑

和批评，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南风窗》2003年第8期上发表了对于“国家级”公祭黄帝进行质疑的文章，2004

年4月8日葛教授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一篇时评，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人民

网”等一些网站还就此进行了网上讨论。对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国家级”祭祀黄帝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反思，以

订正葛教授的误解，消除人们的疑惑。 

  一 

  葛教授首先质疑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的历史真实性，提出“到目前为止，中外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

有能够证明，黄帝确有其人，更大的可能是后人根据对先民的传说和崇拜塑造出来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在中国传统的史书上，黄帝是一位事迹特多的人物。西周时期《逸周书•尝麦篇》就记

述了黄帝战蚩尤的故事。春秋时成书的《左传》和《国语》都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如《晋语四》中就记载了黄帝的世

系。战国时魏国史官编录的《竹书纪年》也有不少关于黄帝的记述。战国人所撰的《世本》为先秦重要史籍之一，其

中记载了黄帝的帝系。此外，象《周礼》、《礼记》这些经书，以及诸子书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记述。到司马迁写《史

记》时对关于黄帝的各种史料进行了反复研究，他还进行了广泛的实际调查，曾经到处访问了黄帝、尧、舜的遗迹，

听取老人的传说，核对了书本上的材料，在丛杂的文献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爬梳剔抉，自圆其说，撰成《五帝本

纪》，以黄帝为第一位古帝，比较系统地记述了其事迹。后来学者对黄帝比较可疑的事迹虽然有所辨析，但大都没有

否认黄帝为历史人物的资格……近代以来，在中国史学界形成一股疑古思潮，基于中国历史“层累造成说”的观念，

提出“春秋以前无史”，把包括黄帝在内的许多历史人物都极端地被否定掉了。但他们的观点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

受。也还是有许多学者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爬梳整理，特别是通过对不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的系统研究，把历

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不断地把古史研究向前推进。他们或从古代文献本身推测，或从考古学的立场估量，或

以民族学的观点考察，对黄帝传说的历史都作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我国信史应从黄帝或炎黄算起。新时期以来，史学

界在肯定“疑古学派”对扫除封建思想所作的贡献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其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对其否定炎黄及其历

史时代的成为进行了澄清，更由于我国考古学的长足进步，学术界对黄帝时代及其历史、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起源

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葛教授作为“疑古学派”的再传总得正视两千多以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这些记载和研究

成果，不要轻率地说出“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能够证明黄帝确有其人”这样的话来吧。 

  二 

  葛教授接着质问“祭黄帝是祭人，还是祭神？如果是祭神，并且是‘国家级’祭神，那与宗教有什么不同？”但

他并不是要谁回答，而是径直认为“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 

  这里葛教授对“祭祀”概念的内涵，对“祭祀礼仪”的演变，祭祀祖先的文化意蕴没有弄清楚，就说黄帝祭祀是

宗教活动，显然也是非常武断的。“祭祀”一词最早见于春秋金文，如《邾公华钟》铭曰：“以恤其祭祀盟祀”，

《徐王子钟》铭曰：“以追祭祀。”先秦一般多见单称“祭”或“祀”。《说文•示部》曰：“祭，祭祀也，从示，

以手持肉。”“祀，祭无已也，从示，已声。”后来学者考证殷墟卜辞中已有祭字，多不从示，仅从手持肉会意，当

为祭字初文，本意为献祭祖先神主的祭法专名。周以至春秋金文中的祭字的施动对象也是祖先神灵，后来才逐渐引申

为一切祭祀活动的统称，祭祀连用就已经是统称之义了。殷周以来，祭祀就主要分为天神、地祈、人鬼三大类。祖先

祭祀属于人鬼这一类，在祭祀礼仪当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深刻的文化意蕴。 

  关于祭祀祖先的文化意蕴，《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祭祀“所以报本反始也”，《礼

记•祭义》云：“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在我们先民看来，自然界给了我们衣食，祖先给了我们生命，



所以要报本答恩，报答的方式便是敬天祭祖。中国人很少相信人生命是某种神灵创造的，只是实实在在相信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父母又受父母，以至先祖，这是根本决不能忘记的。祭祖是报本反始之意，不忘我们所自来，报答祖先之

恩德，颂扬祖先之功德。 

  对祖先的礼敬是贯彻始终的，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事之以礼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丧葬和祭

祀确实是有宗教性的形式，但是依存和附属于前者的。在儒家看来，人在生前孝敬父母是，即使由于不得已的原因，

生前不能尽孝，死后也要通过丧葬和祭祀来表达对父母的恩情。因此，儒家十分强调祭祀的伦理作用，特别是孝。孝

德与祭祖二者发生联系，且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与力量。中国自古以伦理立国，就集中地反映在

“孝”上，这就是“先王以孝治天下”。在先秦，不仅儒家倡导“父慈子孝”，墨家亦批评当时社会“父子不慈孝”

（《墨子•兼爱中》）：道家批评儒家的“仁义”，却主张“孝慈”：“绝仁去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

章）秦始皇以法家学说统一天下，而后巡游各地，勒石称功，其中亦有许多宣扬孝道的文字，如《绎山刻石》即有

“孝道显明”之语。我们可以说孝道观念是中国古代儒家、墨家、道家和后期法家共同倡导的思想观念。因此，祖先

祭祀，简单易行，很少迷信，是教人“饮水思源”报恩崇德，让人自觉“源远流长”，有“根”，有“永生”的盘石

般安定的精神，也赋予子孙知道感恩，知道自尊，知道修身与行善的安顿自己的心与维系社会秩序的广大力量。 

  后儒也不断地发挥祖先祭祀的文化精神，如《荀子》在《礼论》中也谈到祭祀之礼的人文内涵：祭者，志意思慕

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

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这是说祭祀之事原本不是以鬼神信仰为核心，而是在于表达思慕之情，忠信爱敬之意，所以荀子说祭祀是“人道”，

人道就是祭祀的文化意义之所在，是祭祀的本质之所在。但只有“君子”（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能够领悟这一点，一

般的老百姓往往还是把祭祀当成宗教性的行为。柳宗元不信神道，但也认为祭祀、占卜可作教化百姓的手段：“夫

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非国语•祀》)  

  现代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认为中国的“丧礼祭礼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其对死者之态度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

教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8页）“关于祭礼之理论”中，引用的也是《礼记》中《祭

义》和《祭统》的文字，强调“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同上第424页）说明中国人在祭祀

的时候，并不是对外在神明的崇拜，而是比较注意他们自己内心的感情。一种仪式如果主要是主体性的体验，而不是

的超越客体的祈盼，当然就难称是宗教的，而主要是人文的。 

  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强国论坛(www.qglt.com)曾邀请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孙天义教授做客，与网友交流。在回答

网友“纪念黄帝，与我们平时祭祖，与迷信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的疑问时，孙天义教授说：“我们纪念先祖、拜

谒黄帝陵的活动和宗教信仰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把黄帝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作为神来崇敬的。”这个说

法是有历史依据的，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从黄帝写起，并没有把黄帝当作神来写，而是把他作

为一位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德配天地，功勋卓著，得到民众爱戴的贤明古帝来写的，因此在材料的取舍上司马迁

把历来关于黄帝传说的神话色彩大大地降低了，以表达对黄帝开创中华文明历史功绩的敬重。 

既然黄帝祭祀不是一种宗教活动，也就没有理由说“是违反《宪法》的”，也就谈不道“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违背

科学精神”，“不利于中国信史的普及，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不利于对青少年的教育，只会导致沉

渣泛起，伪学流行”这样的指责也就站不住脚了。 

  三 

  葛教授还认为“即使黄帝真有其人，也只能是一部分汉族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人的祖先。……无论如何诡辩，也绝

对无法证明，黄帝可能是今天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祖先。”这是完全否认了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我

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个历史事实。 

葛教授于1989年7月5日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义词》，因此，我们首先应

该弄清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炎黄子孙”这三个概念。“中华民族”一般是指今天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

的包括56个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是与世界上其他单一民族截然不同的复合民族。“中国人

民”是上面所有这些民族的人民的全称，是与统治者相对应的一个政治性概念。“炎黄子孙”是“中华儿女”的代

称，是就同一历史来源而说的，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亲情，一种文化的象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血统。稍有点历史常

识的人都知道，在炎黄时代只有若干原始部落集团，而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存在，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少数民族

都是西汉以后逐渐形成的。从炎黄时代到西汉数千的历史过程，由部落而部落联盟，由部落联盟而早期国家，由早期

国家而大一统的政权，期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民族交流融会。今天的汉族本身就包含着历史上周边许多民族的血统，

今天我们多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为了进一步地团结现存的少数民族而强调多民族的共同体。所以，说炎黄是汉



族的祖先不如说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更准确和恰当。于右任《黄帝功德记》在搜集了《山海经》、《史记•匈奴传》、

《国语•鲁语》、《汉书•西域传》、《晋书•载纪》、《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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