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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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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序纪》、《北史•魏本纪》、《路史》等史料后，得出了“中华各民族为黄帝之苗裔”的结论。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指“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

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

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

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1989）这说

明，中华民族是由众多的古今各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

国家的各民族都有各自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各民族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多源交融

到多元一体，自觉地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所以，对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的提法，仅仅拘泥

于血统上的认同是片面、狭隘的，更多地应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创造、融合和历史传承，着眼于黄帝在铸造民族共同体

的历史上的奠基作用。 

  当然，我们对祭祀黄帝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在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上黄帝被塑造成帝王形象。我们在许多

古代文献中看到的黄帝具有史前英雄人物、祖先神和帝王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通常又是混淆不清的。20世纪疑古学

派的学者在澄清这种混淆的过程中又走了极端，否定了黄帝是一个史前人物，断言黄帝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人物。事实

上黄帝是实有的史前人物，是黄帝部落的首领，后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的后代分散到各地，成为中华民

族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不是后世的帝王，黄帝时代尚处于原始民主阶段，各个部落只不过是松散的联盟，黄帝的权威

比起后世帝王来也非常有限。把黄帝看成帝王是统治者利用黄帝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这样的观念我们今天的公祭黄

帝时坚决不能有，不然就又可能形成现代迷信。还有，历史上曾把黄帝改造成汉族的始祖，以“夷夏之防”的观念推

行大汉族主义，这样的观念也是应该清除的。还有，历史上有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而忽视文化的意义，这在今天看来

也是不科学的，还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歧义和混乱，这些都应该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予以澄清。在尊崇黄帝过程中要

很好地把握黄帝以及祭祀黄帝活动的本质，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防止和消除负面影响，以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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