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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绍连在《中原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发表的《黄帝部族活动的北线地
域》一文中说：黄帝部族是新石器时代活动于中原地区的主要部落集团，结合古文
献和考古资料，这一族团应兴起于河南新郑，其活动地域在河南大部分地区、陕西关
中平原、山西南部和河北中南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就是该部族创造的文化。在甘
肃南部、青海东部内蒙古和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也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存或某些因
素，但和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应是受中原地区影响或迁徙后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
结果。依据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黄帝部族向北迁徙的路线应为从起源地河南到河北
中南部，这里是该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域，然后进入北京昌平、平谷一线，这一带已不
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而是其边缘地带，地方文化特色浓厚。作为仰韶文化的创
始者，黄帝部族在这一带的活动，对当地的原始文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当地
的文化发展，使社会向文明迈进。 

 
    何琳仪和吴红松在《中原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发表的《绳绳释训》一文

中说：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出土盟书中有  字，均出现于“敢不    焉中心事其
主”，依据音韵学和该字的构成形式分析，该字应读“承”或“绳”，结合相关古文
献，其在盟书中有“谨慎警戒”之意，是参盟者表达忠于主子的自我勉励之词。东周
时期，不同统治着集团的阵营处于不断的动荡和分化之中，统治者不但通过各种方式
力求扩大自己的阵营，而且要求阵营里的成员对自己必须绝对忠诚，所以与侯马盟书

中宗盟类盟辞“以事其宗”相类，温县盟书“敢不    焉中心事其主”，一方面表示参
盟者必须思想和行动倍加谨慎，做到竭诚地效忠于其主子，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能获得
其主子认可的必要条件。 

 
    张渭莲在《中原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发表的《气候变迁与商人南下》一
文中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显示，距今４０００年～３５００年期间全球气温有过
明显下降，这一降温事件对当时人类的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居于北方的民族相继南
下，给连接北方与中原地区的商人以巨大的压力当商人所处的走廊中北部的环境不再
适宜生存时，向南迁徙无疑便成为最好的选择，而其南部是各方面都较为优越的夏
人，商人接触到当地的先进文化，不失时机地发展了自己。也为后来灭夏奠定了基
础。因此，商人南下与狭长的太行山走廊的地理态势和气候的干冷化有直接关系。气
候变化给商人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的同时，也为商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
机。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商人被迫南迁，而接触到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夏文化，从
而刺激了商人本身民族文化的发展。 

 
    罗琨在《中原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发表的《“有虞氏”谱系探析》一文
中说：依据古代文献，可以梳理出周初以前有虞氏的世系为昌意……颛顼……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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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虞遂……伯戏……虞閼父—胡公满。其中幕以前的世系是有异议的，而幕至商
均这一阶段的下限在夏代以前，祖先的谱系还是通过口述代代相传，这种习俗得到了
民族学的印证，后世的记载应有相当的可信性。商均以后，大体进入夏王朝时代，虽
然有很多缺环，但在西周以前保存了六世名号，反映了这个古族历史的连续性。古人
对自己族氏谱系非常重视，在《周礼》中有“世奠系”，记载了他们生存时代的历史
和兴衰，而这种定期讲述历史地习俗，当与文明程度的进展同步。所以，对夏代以前
有虞氏谱系的记忆和流传，反映了这个古族在尧舜禹时代所达到的较高的文明程度，
史籍中往往“虞夏商周”并提不是偶然的。 

（2006年3月3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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