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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中的“黄帝”以历史意义上的黄帝为基础，主要以文

化意义上的黄帝为研究对象。“尚中”观念源于远古人仰观俯察天地而形成

的“三才”意识，黄帝时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地人一体的观念。五行中

土为尊，五色土中黄土为贵，黄帝以土德王。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以中道治

国，天下大治。古代国家祭典对黄帝 “中央之帝”神圣性的塑造，成为中

华民族精神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同黄土—黄色—黄帝关联的中道观念与

“中国”有渊源关系，构成了“何以中国”的最初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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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黄帝”以历史意义上的黄帝为基础，主要以文化意义上的

黄帝为研究对象。历史意义上的黄帝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除了传统的

文献记载，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了黄帝时代的真实存在，是可以属于信

史的。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黄帝时代属于原始社会晚期; 依据考古学

家的界定，黄帝时代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文化意义

上的黄帝是关于黄帝的 “文化”研究，而不是关于黄帝的 “历史”研究。
当然，这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的。“黄帝文化”研究是近

些年学界的一个热点，中国先秦史学会、西北大学以及河南、浙江等地高校

科研机构都根据各地有关黄帝历史文化的资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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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成果，如 1993 年张岂之先生主编的 《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

料汇编》一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联合出版。2008 年陕

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西北大学刘宝才、韩养民二位教授主编的《黄帝文化

志》，内容包括黄帝族姓里居、文治武功、发明创造和黄帝与中华民族、黄

帝与中华文化、黄帝陵庙祭祀及历史沿革、传说轶闻等方面，是较为完整的

文献汇编。笔者参与该书第一编 “黄帝与中华民族”、第二编 “黄帝的武功

文治”的编撰。2021 年韩养民教授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再启重修 《黄帝文化

志》工程。刘宝才教授曾先后撰写了《黄帝文化文献述论》① 《炎黄文化三

题》《黄帝文化论纲》② 等论文，指出古籍有关黄帝的资料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传说时代的传说史料，包括黄帝的族姓世系、文明发展状况、各部族

的关系等; 第二类是后代发生而以黄帝事迹表述的文化现象，包括战国儒、
道、阴阳诸学派借以阐发各自思想的黄帝事迹、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汉代纬

书记述的神化的黄帝事迹，神仙方术以至道教著述中的仙化的黄帝事迹。
笔者受刘宝才教授启发，认为第二类记述对于历史意义上的黄帝来说是

虚假材料，但对于文化意义上的黄帝来说则是真实的。二者的不同主要有三

点。第一，对象不同。历史意义上的黄帝是研究传说时代的黄帝，文化意义

上的黄帝是研究传说时代的黄帝以及后来人们心目中的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的黄帝及其相关传说、民俗、故事、神话等。第二，标准不同。历史

意义上的黄帝研究要以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为标准，文化意义上的黄帝研究要

符合研究对象时代的实际，不必要求一定符合黄帝时代的历史实际。第三，

价值不同。历史意义上的黄帝研究的价值在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中华文明

源头的探寻; 而文化意义上的黄帝在于黄帝文化产生于史前，随着中华民族

历史发展形成一种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连绵不绝、一脉相承

的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关于文化意义上的黄帝，值得深入探讨的是黄帝

与中道问题。这方面研究资料最丰富全面的是萧兵的《中庸的文化省察———
一个字的思想史》。③ 该书在 “环境编”涉及黄土与环境之 “中”，黄帝作

为黄土之神、中央之帝，中庸文化的水土等，给予笔者很大启发。“中道”
是中庸之道的简称，渊源深远，在古史传说的 “三皇”时代就有了萌芽。
“三皇”有多种说法，原始意义上的 “三皇”是指天皇氏、地皇氏、人皇

氏，是天地人三才的原始表达，已经有了天地人相继形成，人处天地之中、
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意思。“五帝”时代 “中道”观念正式产生。“五帝”一

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黄帝最早居于黄土地带———是天下的中

·91·

韩 星: 黄帝、中道与何以中国

①

②

③

刘宝才: 《求学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9 ～ 573 页。
二文参见刘宝才: 《求学续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8 ～ 90 页。
萧兵: 《中庸的文化省察———一个字的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心，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死后被人们作为中央之帝祭祀。因

此，本文的“中道”观念在内涵上还扩展出政治治理方式，即居中央以

“中道”治国平天下的含义。

一、“三才”意识与黄帝时代的 “尚中”观念

从知识谱系考察，“尚中”观念源于远古人仰观天俯察地而形成的 “三

才”意识，追根溯源至少要到原始社会晚期。从考古文物所蕴含的文化意识，

可以证明“三才”意识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就萌芽了。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

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了一组原始社会晚期的墓葬，其中一处随葬了一组蚌壳的

墓最引人注目。此墓是许多墓葬群中最大的，里面结构大致如图 1 所示。

图 1 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平面图

墓室上方 ( 南) 呈弧形，下方 ( 北) 呈方形。左边是蚌龙，右边是蚌

虎，墓主安卧在墓室居中偏南。从整个构图上看，冯时解释说: 墓主头顶方

形窟窿状，模拟天空; 左右两侧各作弧形向外凸起，表示东方天与西方天的

弧面; 墓脚下呈方形，模拟大地。整个墓室平面是模拟 “天圆地方”的

“盖天说”宇宙论布置的，墓主居中，头顶苍天，脚踩大地，说明墓主身份

曾是原始部落的酋长或早期部族国家的国王。①

一些神话传说中也有“三才”意识的形象化描述。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

话，三国时期的徐整在《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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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 期，第 53 页。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

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

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

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

霆; 左眼为日，右眼为月; 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 血液为江河; 筋脉为

地里; 肌肉为田土; 发为星辰; 皮毛为草木; 齿骨为金石; 精髓为珠

玉; 汗流为雨泽; 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①

盘古开天辟地就是中国式的 “创世记”神话，流传久远。盘古生于天

地之中，得天地中和之气，为人类始祖，但他不是上帝，而是人祖。天地形

成以后，他自己化为天地之间的万物，为人类创造了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

条件。盘古之后乃有“三皇”。“三皇”的传说有不同版本，学者普遍赞同

是“天皇、地皇、人皇”之说。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说: “天地

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
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

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

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② 这些

神话传说虽然出现比较晚，但可以作为上古 “三才”观念萌芽的佐证。《太

平御览》卷 78 引 《风俗通》女娲黄土造人的传说: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

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故

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③ 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女娲用黄土

造出不同的人，隐喻先民对黄土的尊崇。
在“三才”意识中，天与地不同，各有功能、不可替代。天地定位后，

人居中而立，沟通天地，又具有天地之性，与天地浑然，融为一体。天能生

物，地能载物，天地万物群生，唯人能裁剪天地及万物。天地人的关系是一

个由宏观而微观的层次结构，其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统一性，后来成为中国

文化宏观的理论框架和结构模型，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道德、伦

理、宗教之中，进一步演变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命题。
黄帝时代在“三才”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天地人一体与“尚中”的观念。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④ 黄帝作为天下共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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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天道，遵循地理。《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 “夫人生于地，

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① 天阳地阴，阴阳和合生人。马王堆汉墓

帛书《十大经·立命》载黄帝云: “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②

黄帝得天命，定地位，成人王，尊天重地，开始祭祀天地。杜佑 《通典》
云: “黄帝封禅天地……故郊以明天道也。所从来尚。”③ 后世帝王郊祀天地

之礼就源于黄帝。 《史记·封禅书》云，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④ 即黄帝制作了三个宝鼎，象征天地人一体。
《易传·系辞下》云: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 取 诸 乾、

坤。”⑤ 黄帝参考了乾坤两卦制作衣裳。《九家易》云: “衣取象乾，居上覆

物; 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⑥ 衣取乾卦之象，居于上位，有覆盖之态;

裳取坤卦之象，居于下方，有包含之能。《千字文》第一句为 “天地玄黄”，

是说天玄地黄，这就是古人眼中的世界。《后汉书·舆服志》云: “黄帝尧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 ( 坤) 。乾巛 ( 坤) 有文，故上衣玄，下裳

黄。”⑦ 黄帝制作衣裳，上衣采用天的玄色，下裳采用地的黄色。 《帝王世

纪》云: “黄帝始去皮服，为上衣以象天，为下裳以象地。”⑧ 黄帝时开始改

变了人们披兽皮御寒遮羞的原始状态，制作衣裳，上衣玄象征天，下裳黄象

征地，衣裳中就藏着乾天坤地的观念。人穿这样的服装，就象征着人居天地

之中，履地戴天，顶天立地，构成了天地人合一的完整关系。后世的汉服深

衣，就是黄帝制作衣裳的发展完善。《诗经·七月》云: “载玄载黄，我朱

孔阳，为公子裳。”⑨ 先秦贵族服饰就是上衣玄，下裳黄。黄裳还体现了中

和美德。《周易·坤卦》云: “六五: 黄裳元吉。”《象》曰: “‘黄裳元吉’，

文在中也。”孔颖达疏曰，“黄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饰，‘坤’为臣道，五居

君位，是臣之极贵者也。能以中和通于物理，居于臣职，故云 ‘黄裳元

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 “释所以 ‘黄裳元吉’之

义，以其文德在中故也。既有中和，又奉臣职，通达文理，故云文在其中，

言不用威武也”。�10 黄裳表示以温文之德守持中道，所以是吉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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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俊英译注: 《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7 页。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 ～ 30 页。



二、黄帝以土德王

天地人三才中的地承载着天地之间的人和万物。《说文解字》解 “地”
云: “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① 《白虎通·
天地篇》云: “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② 《释名》云: “地者，

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③ 《周易·说卦传》云，“坤为地”。④ 《黄帝内

经·素问·五运行大论篇》载: “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 冯

乎? 岐伯曰: 大气举之也。”⑤ 大地为万物之母，地的功能主要是孕育、生

养人和万物。《国语·越语下》云: “惟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

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⑥ 《庄子·
在宥篇》云，“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⑦ 陆德明 《经典释文》引司

马彪云百昌“犹百物也”。⑧《管子·水地》云: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

之根苑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⑨ 地为人提供生存的基本环境，地

上所生万物为人提供生活的基本资源。
地上有山川湖海，而人赖以生存的是可耕种的土地。《周礼·地官·掌

节》云“土国用人节”，郑玄注“土，平地也”，�10 土就是平原可耕种的地。
《白虎通·五行》云: “地，土之别名也。”�11 《博物志》云: “地以名山为之

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12 土为地之肉。《说

文解字》解 “土”云: “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

也。”�13“土”是吐生万物的土地，“二”像地的下面，中间一竖像万物从土

地里长出的形状。土的功能是生长万物，所以 《周易·离卦》说 “百谷草

木丽乎土”。�14《尚书·洪范》云: “五曰土……土爰稼穑。”王肃注: “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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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敛曰穑。土可以种，可以敛。”① 稼穑指在土地上种植与收获的农业生

产劳动。《白虎通·五行》云: “土者最大，苞含物将生者出，将归者入，

不嫌清浊为万物。”② 土对人的功劳甚大，人与万物的生长归藏都依赖土。
在古人看来，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要素，而土位居中央，

最为尊贵。《白虎通·五行》云: “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

土之为言吐也。”③ 土位居中央，吐含万物，即生养储藏万物。所以五行贵

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云，“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
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④ 五行以土为贵，

是因为土在五行中居中央，辅助天，德茂美。
五行在一年中的运行要与季节配合，一般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

秋，以水配冬，以土配季夏。《管子·四时》云: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

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

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⑤ 《礼记·月令》云: “季夏之

月……中央土。”郑玄注曰: “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孔颖达疏曰: “夫四时

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时是气，五行是物。气是轻虚，所以丽天; 物体

质碍，所以属地。四时系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则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
五行分配四时，布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

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虽每分寄，而位本未，宜处于季夏之

末，金火之间，故在此陈之也。”⑥ 土居中央，配季夏，以中正平和，实现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轮回，使万物生生不息。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云: 土 “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

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

不能成味也”。⑦ 在天道运行的四季中，金木水火配四时，各司其职，而土

则可以兼四时之事，没有土四时就不能成立，就像五味中的酸咸辛苦没有甘

不能成味一样。
《白虎通·礼乐》云: “土谓宫……宫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时者

也。”⑧ 土位于中央，含容四时，所以土为四季的主宰。《白虎通·五行》说，

“土王四季……土所以王四季何?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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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王四季，居中

央，不名时”，①“土所以不名时者，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

自居部职也”。② 在五行中土处于王者地位，在一年四季的万物生命流变中，

离开土，金、木、水、火就无法发挥作用，就不会有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
《春秋繁露·五行对》云，“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

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土

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

莫盛于黄”。③ 五行之中火生土，土最为尊贵，相应地五声以宫为主，五味

以甘为主，五色以黄为主。类似说法又见于 《淮南子·坠形训》: “音有五

声，宫其主也; 色有五章，黄其主也; 味有五变，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

其主也。”④ 音有宫商角徵羽五种，其中 “宫”是主音。色有赤青黄白黑五

种，其中“黄”是主色。味有酸辛甘苦咸五种，其中 “甘”是主味。位有

东西南北中 ( 配“金木水火土”) ，其中与“土”相配的“中”是主位。
“五声莫贵于宫”，五声即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五音中，古

人通常以“宫”音作为音阶的第一级音，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音级，有时借

代“五音”。“宫”音为五音之主、五音之君，统率众音。 《礼记·乐记》
曰: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⑤ 《礼记·月令》 “其

音宫”，郑玄注: “宫数八十一，属土者，以其最浊，君之象也。”⑥《春秋繁

露·循天之道》云，“宫者，中央之音也”。⑦

“五味莫美于甘”，五味指酸、苦、甘、辛、咸。五味中，以 “甘”为

主，“甘”为五味之本。《尚书·洪范》“稼穑作甘”，孔颖达疏: “‘甘味生

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也。”⑧ 《礼记·月令》云，土 “其

味甘，其臭香”，郑玄注: “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属之。”⑨《白虎通·
五行》云: “土 味 所 以 甘 何? 中 央 者，中 和 也，故 甘，犹 五 味 以 甘 为 主

也。”�10《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 “甘者，中央之味也”。�11 《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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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之义》云: “甘者，五味之本也; 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

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①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篇》王注: “凡物之味甘者，皆土气之所生也。”② 萧吉 《五行大义》卷 3
载: “《元命苞》云: ‘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为五味之主，犹土之和

成于四行也。’臭香者，土之乡气，香为主也。许慎云: ‘土得其中和之气，

故香。’”③ 五行之土对应五味之甘，土味甘，为五味之主，土得中和之气，

土气所生物之味甘而气香。
“五色莫胜于黄”，《说文解字》解“黄”云: “黄，地之色也。”④ 黄色

是大地的颜色。《尚书·益稷》云: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⑤

《考工记》云，“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

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⑥ 玄出于黑，故五色有黄而无玄。《周易·坤·
文言》云: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⑦ 意即天色为玄，地色

为黄，黄色是古人对大地的印象。大地是明亮的，日光照耀大地，黄又是日

光之色。《释名·释采帛》云，“黄，晃也，犹晃晃，像日光色也”，⑧ 黄色

犹如日光之色，象征开阔明亮，黄色是中央之色。 《左传·昭公十二年》
云: “黄，中之色也。”⑨ 《礼记·郊特牲》云: “黄者，中也。”�10 黄色是大

地之色，是一种中和之色，针对黑白赤橙趋向于极端，黄色位于各色的中

间，是一种中央颜色，所以五色之中以黄为尊贵。 《通典》注云: “黄者，

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谥也。”�11 黄色居于五色之中，

代表大地的自然之色，是“中和之色”，蕴含着 “天德”淳美，所以被奉为

尊色。黄和中结合一起成为尽善尽美的修养境界，《周易·坤·文言》曰: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

也。”孔颖达疏曰: “‘黄中通理’者，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

是通晓物理也。‘正位居体’者，居中得正，是正位也; 处上体之中，是居

体也。黄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于中，必通畅于外，故云 ‘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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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四支犹人手足，比于四方物务也。外内俱善，能宣发于事业。所营

谓之事，事成谓之业，美莫过之，故云 ‘美之至’也。”① 君子具有黄中修

养，居中得正，由内而外，外内俱善，发于事业，就是美的极致。
中华国土东西南北中土壤不同，因含有白、黑、青、红、黄五种颜色，

而被称为“五色土”。据《尚书·禹贡》记载，九州土壤不同。冀州，厥土

惟白壤。兖州，厥土黑坟。青州，厥土白坟。徐州，厥土赤埴坟。扬州、荆

州，厥土惟涂泥。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梁州，厥土青黎。雍州，厥

土惟黄壤。其中雍州东界是晋陕二省分界的黄河，西界至黑水 ( 黑水或谓黑

河，或谓党河，或谓喀喇乌苏河) ，大概今陕、甘、宁一带黄土高原，是典

型的黄土。西周诸侯封邦建国，取各方五色土，象征 “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尚书·禹贡》云，“厥贡惟土五色”。伪孔传曰: “王者封五色土为

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

洁，黄取王者覆四方。”孔颖达疏: “贡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为社，若

封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归国立社。其土焘以黄土。焘，覆也。
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黄土覆之。”② 天子封五色土为社，从诸侯国各得其方

色土，而黄土居中，象征天子统领四方，奄有天下。《逸周书·作雒解》记载

周人战胜殷人，取得天下，秉持天命，羁縻四方，安抚民众，迁都洛阳，“乃

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建大社于周中”。“大社”里就有北京地坛那样的“五

色土”，应该是后世地坛的雏形。“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壝东青

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

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③ 五色土是四方土地围绕中央黄土，

象征四方诸侯归顺中央王朝。《尚书正义》卷 6 引《韩诗外传》云: “天子社

广五丈，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其

方色土，苴以白茅，以为社。”④ 这就是“社稷”之“社”的来源。
重视土地，是农耕生产方式的必然。土地与土地上生长的谷物就是古代

立国的基础，古代国家就被称为“社稷”。《白虎通·社稷》曾设王者为何

有“社稷”之问答曰: “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

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

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⑤ 这就是说，王者为天下老百姓求福报功，

重视土地和粮食，祭祀 “土地神”“谷神”以保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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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地方就叫作“社稷”。
北京中山公园内的 “五色土”社稷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地神和

五谷神的地方，直径五丈，祭坛外呈正方形，寄寓 “天圆地方”之意，祭

坛上层按照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区域，分别铺设青、红、白、黑、黄

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壤，俗称“五色土”，皆由各地州府运送而来，寓意 “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象征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以及金、木、水、火、土五

行为万物之本，中间覆盖着黄土，寓意皇天后土，黄土为尊，是天下的中

心。黄色是以中原为地理中心的中华大地的主要地表土色，具有神圣和神秘

的意味，以黄色作为中央之色的表象背后是作为根本所在的中央观念。
土在五行中的中央之位，最为尊贵，于五色土中又最尊崇黄土，从历史

渊源上与对黄帝的尊崇有密切关系。《吕氏春秋·应同》云: “凡帝王之将

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 ‘土气

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① 《吕氏春秋·季夏》云: “中央

土: 其日戊己。其帝黄帝。”高诱注云，“戊己，土日。土王中央也”，“黄

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号轩辕氏，死托祀为中央之帝”。② 《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史记集解》引应劭曰:

“黄帝土德，故地见其神。”又引韦昭曰: “黄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为

瑞。”③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说黄帝 “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

帝……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④ 《论衡·验符

篇》说: “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⑤ 王符 《潜夫

论·卜列》说: “黄帝土精，承镇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宫。”⑥ 《竹书纪

年》说黄帝时“有大蝼如羊，大螾如虹。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⑦ 以

上资料是说黄帝时因土气盛而以土德称王，即黄帝因具有黄土那样厚德载物

的伟大品德而成为“王”，以轩辕为号，后世故称其为轩辕黄帝。
《白虎通·五行》云: “土为中宫。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者，抑

屈起。其音宫。宫者，中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⑧ 《礼记·月令》云:

“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 “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

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黄帝，轩辕氏也。后土，亦颛顼氏之子曰黎，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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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官。”① 五行之土为中宫，其帝为黄帝，居于天下中央，掌控四方，其神

为后土。
黄土与黄帝的意象结合，既是对黄土的人格化，又是对黄帝功德的具象

化。据古代文献记载，黄帝族发源于黄土高原，长期生活于黄河中下游，在

当时是天下的中心地带。《国语·晋语四》云: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

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

也。”② 姬水在甘肃天水，境内有轩辕谷、轩辕溪、寿山 ( 也叫寿丘) ，这里

应是黄帝最早的居住地。后来黄帝沿渭水向东迁徙。白寿彝概括说: “相传，

在遥远的年代里，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的部落。一个部落是姬姓，它的首领

是黄帝。一个部落是姜姓，它的首领是炎帝。这是两个近亲部落，它们结成

了部落联盟。它们活动的地区，其初是在渭河流域。后来沿着黄河两岸向东

发展，达到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一带。”③ 刘起釪说，“黄帝族在未向

中原发展以前的居住活动地区，就在东起渭水北境，自陕西中部，西迄甘肃

之境的地域”。④ 张岂之先生认为: “黄帝生于陕北黄土高原，炎帝生于今宝

鸡市姜水一带。黄帝和炎帝部落曾经顺河移动，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

游，后来成为华夏族。”⑤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境内的土以

中原黄土最为广布，四周之土皆非黄色。特别是黄土高原，坦荡浑朴，博大

雄沉，山丰土厚，其色呈黄。“按土以黄为正色，色以黄为中和，黄者乃真

土。雍地最高，沉淤不积，则真土见于地上，黄而且壤，则膏腴至矣。”⑥

土乃万物之本，五行之尊，黄乃地之正色，在土当中黄土最为尊贵，从色彩

看黄色是正色，是中和之道的象征。甚至中医有一味药叫 “黄土汤”，用于

脾阳不足、阳虚失摄之症，故以灶心土、白术、附子等温阳摄血为主组方，

功能温阳健脾以摄血。
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的功绩之一是 “艺五种”，他所处的时代

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正是中国原始农业的成熟期。“五种”据郑玄注释，

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神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黄帝则能

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表明黄帝把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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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中黍、稷就是大黄米与小黄米，前者有黏性，后者无黏性，是黄土高原

的主要农产品。稷在中国农耕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性，《说文解字》说稷是

“五谷之长”。① 《白虎通·社稷》解释稷为什么是百谷之长时说: “稷者得

阴阳中和之气，而用尤多，故为长也。”并引 《月令章句》曰: “稷，秋夏

乃熟，历四时，备阴阳，谷之贵者。”引 《淮南子·时则训》 “食稷与牛”
注云“稷、牛皆食土也。土居中央，故得中和之气也”。② 黄土长黄米，养

黄牛，得天地阴阳中和之气，人食黄米与黄牛，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帝及其子

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本质特征———中和之道，“稷”也因此独

称神，配周人的开国之祖“弃”而号“后稷”。
总之，黄帝发源于黄土高原，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得天下之中，以土德

胜，种植五谷，以土德王，是后人对黄帝曾经以中原为根据地取得部落联盟

首领地位的历史经验的理性总结，集中体现为中道观念。正如学者所论:

“黄帝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既不过分优裕，也不极端严酷，而是属于偏寒的

‘亚温带’，是所谓‘中庸’式的。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种中庸，而是去寻

觅，去开拓，去进攻。他们不但为自然和历史所选择，而且要自己选择自然

和历史。他们是发明家，创造者和生活的艺术家。”③ 黄帝生存的自然环境

是中道观念产生的基础，是人与自然和历史双向选择、互动的结果。中庸并

不意味着保守、落后、不思进取，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有诸多发明

创造，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黄帝以中道治国平天下

根据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国历史大概从公元前 3500 年开始进入文

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时期，黄帝就是在这个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 《史

记·五帝本纪》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

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

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

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

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④ 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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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结束，黄帝时代开始，经过一系列部落战争，黄帝重建了社会秩序，成

为天下共主。
黄帝成为天下共主后，以中道治国平天下，选贤任能，有 “三公”“七

辅”“六相”“四面” “五正”，他们都各有所长，各有发明，与黄帝一起，

使得天下大治。《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 “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

治民”，《集解》云: “黄帝仰天地置列侯众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

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也。”①《纬书·论语谶·论语摘辅象》载黄帝有

七辅: “风后受金法。天老受天录。五圣受道级。知命受纠俗。窥纪受变复。
地典受州络。力墨受准斥。九州选举，翼佐帝德。”② 《管子·五行》云:

“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

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

地治，神明至。”③ 黄帝居天下之中，得天地四方六相，各司其职，镇守一

方，而天下大治。《尸子》载: “子贡问孔子曰: ‘古者黄帝四面，信乎?’
孔子曰: ‘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

此之谓四面也。’”④ 上述孔子的回答是把看起来荒诞的神话进行了合理的解

释，认为黄帝有四张面孔，是说他依靠与自己同心同德的四位大臣辅佐治理

天下。清华简《治政之道》也说: “夫昔之曰‘黄帝方四面’，夫岂面是谓?

四面之谓。”“四面”其实是“四佐”，并具体说: “黄帝之身，尃 ( 溥) 又

( 有) 天下，始又 ( 有) 梪 ( 树) 邦，始又 ( 有) 王公。四巟 ( 荒) 、四

冘、四梪 ( 柱) 、四唯、群示 ( 祇) 万皃 ( 貌) 焉始相之。”黄帝树邦，四

荒、四冘、四柱、四唯等天神降地作为他的辅佐。⑤ 这与 《黄帝四经·十大

经·立命》的记载接近: “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

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⑥ 《帝

王世纪·自皇古至五帝》载: 黄帝 “俯仰天地，置众官，故以风后配上台，

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其余地典、力牧、常先、大鸿等，或

以为师，或以为将，分掌四方，各如己视，故号曰黄帝四目”。⑦ 《黄帝四

经·十大经·五正》载: “黄帝问阉冉曰: ‘吾欲布施五正，焉止焉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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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①

实施各种政令治理国家，应该始于修养自身，秉执中正公平的法度，然后以

法度准量他人，外内交相融洽，就可终至成功。这种说法属于黄老思想，与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黄帝治理天下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实行以德为主、德刑相济的为政

方针，是对中道观念的具体应用。 《吕氏春秋·上德》说: “为天下及国，

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

之政也。”②《云笈七签·轩辕本纪》说: “帝理天下十五年之后，忧念黎庶

之不理，竭聪明，进智力，以营百姓，具修德也，考其功德而务其法教。”③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唐张守节 《史记正义》引 《龙

鱼河图》云: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

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 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

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

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

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④ 黄

帝与蚩尤决战前，曾企图用仁义去感化，但蚩尤一意孤行，执迷不悟，最

后，黄帝决定用武力来回击蚩尤的挑战，于是爆发了有名的黄帝与蚩尤之

战。战争以黄帝取胜、蚩尤失败而告终。战胜蚩尤之后，黄帝惜其才智，任

命其主管军事，以控制八方。蚩尤死后，天下又乱，黄帝就画蚩尤的形象来

威慑乱天下的人，大家都以为蚩尤还没有死，就都归服黄帝。这显然是仁德

与惩罚兼施，实现天下大治。《商君书·画策》说: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

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

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⑤ 这里对内推行礼义、对外施行刑罚的统治

手段，就是当时情况下的德刑相济。 《管子·任法》说: “故黄帝之治也，

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

一民者也。”⑥ 这里是后世法家以法治为主的基本思想，但把 “仁义礼乐”
与“法”放在一起谈，其实就是德刑相济的意思。 《尉缭子·天官》云: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 ‘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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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① 《黄帝四经·十大经·观》中黄帝论治道应 “正之以刑与德。春、
夏为德，秋、冬为刑……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② 主张刑

德兼用、先德后刑的治国方针就是中道的体现。
黄帝成为天下共主，居中央以治四方。《韩诗外传》卷 8 云: “黄帝即

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于是黄帝乃服黄衣，带

黄绅，戴黄冕，致斋于中宫。”③ 黄帝即位以后服黄衣，带黄绅，戴黄冕，

在中宫斋戒，是以中道治国的典型体现。《淮南子·天文训》载: “中央土

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

宫，其日戊己。”④ 中央是土，黄帝是中央之帝，由后土担任辅佐大臣，手

拿绳墨 ( 法律) 为管理四方的事物。镇星是中央的护神，黄龙是它的代表

兽，它在五音中是宫音，日干用戊己。《路史》卷 14 《后纪五·疏仡纪·
黄帝纪上》云: “帝处中央而政四国，分八节以纪农功，命天中建皇极。
乃下教曰: 声禁重、色禁重、香味禁重、室禁重，国亡邪教，市亡淫货，

地亡圹土，官亡滥士，邑亡游民，山不童，泽不涸，是致正道。是则官有

常职，民有常业，父子不背恩，兄弟不去义，夫妇不废情，鸟兽草木不失

其长，而鳏寡孤独，各有养也。”⑤ 黄帝作为中央之帝，自身注重修身养性，

正己以正四方，发展经济，施行政教，敦睦人伦，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天下大治。
明堂是古代帝王最神圣庄严的建筑，黄帝时称为合宫。《隋书·牛弘列

传》载: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

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⑥ 举凡天子朝会、祭

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并配祀祖宗。明堂可上通

天象，下统万物，天子在此既可听察天下，又可宣明政教，是体现天人合

一、中道和合的神圣之地。“明堂”起于神农，黄帝时还比较简陋，称为
“合宫”。《尸子》卷下云: “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

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⑦ 《文选·张衡 〈东京赋〉》云: “必以

肆奢为贤则是，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固不如夏癸之瑶台，殷辛之琼室也。”
薛综注: “谓黄帝明堂，以草盖之，名曰合宫。”⑧ 《史记·孝武本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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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

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

帝焉。”① 黄帝在这里迎接众神。《史记·孝武本纪》载: “其后黄帝接万灵

明廷。明廷者，甘泉也。”② 《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 “黄帝坐明

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③ 明堂使世俗权力神圣化，以正天

纲，观八极，建五常，实现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良善之治。

四、古代国家祭典对黄帝 “中央之帝”神圣性的塑造

历史上一直就有祭祀黄帝的传统，延续至今已经近五千年，在人类历史

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黄帝去后，后人对他的遗物进行朝拜，以表纪念。
《博物志》卷 8 载: “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
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④ 《竹书纪年》亦云: “帝以土

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

诸侯大夫岁时朝焉。”⑤ 对黄帝的祭祀是对他神圣性塑造的开始。
古代国家级祭祀的祭典就把黄帝作为重要的祭祀对象之一。《国语·鲁

语上》记载展禽 ( 柳下惠) 说: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

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

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

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

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

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鮌鄣洪水而

殛死，禹能以德修鮌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

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秽。故有虞

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鮌而宗禹。商

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⑥ 柳下

惠援引了历代圣王制定祀典所遵循的五条原则，“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

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他将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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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原则归结为一点，即所有被祭祀的人“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也就是为人民

建立了功劳、对历史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接着，他又以黄帝、尧、舜、鮌、
禹、契、冥、商汤、后稷、周文王、周武王等祭祀对象进一步加以证明，正因

为这些古代圣王“有功烈于民”，所以分别享受到三代禘、祖、郊、宗、报五

种“国之典祀”，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祭祀。其中黄帝为首，因其能“明民共

财”，这表明夏商周三代都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
“五帝”祀典不会晚于西周。《周礼·天官·大宰》和 《周礼·地官·

大司徒》都提到“祀五帝”。①《周礼·春官·小宗伯》说: “兆五帝于四郊，

四望、四类亦如之。”郑玄注说: “五帝: 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 赤曰赤熛

怒，炎帝食焉; 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 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 黑曰汁光

纪，颛顼食焉; 黄帝亦于南郊。”②《孔子家语·五帝德》以黄帝为五帝之首，

分别讲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事迹和品德。③ 可以看出，早期国

家宗教中的五方天帝与传说五帝中的五位人帝形成了对应关系。
秦汉继承了祭祀五帝的传统。秦有五畴以祀五方帝，吴阳上畴专门祭祀

黄帝。《史记·封禅书》载: “秦灵公作吴阳上畴，祭黄帝; 作下畴，祭炎

帝。”④ 西汉王朝建立，刘邦入关在秦见到四帝 ( 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

方白帝、中间黄帝) 畤，加设了黑帝 ( 北方黑帝) 颛顼 ( 传说乃黄帝之

孙) ，并颁布诏书说，要按照秦的惯例对五帝加以祭祀，五色帝从此成了国

家祭祀中最尊之神灵。汉初文、景时期仍然以五帝为至上神，汉武帝即位之

初也没变化，后把五帝作为陪祭 “太一”之神而祭祀。其后，汉宣帝、王

莽也郊祀黄帝。东汉光武帝改革五帝郊祀制度，黄帝地位上升，高于其他四

帝，而且，黄帝不再是陪祭之神，而是作为真正的 “中央之帝”被隆重祭

祀，其突出标志显示在祭品等级上: “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

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⑤ 从此，黄

帝成了五方帝祀典中地位最尊者。五方帝形成以后，黄帝居中，称“中央之

帝”，是汉代以后国家五帝祀典中的重中之重。
在五帝祭祀中，黄帝色尚黄，位居中。 《白虎通·号》云: “黄者，中

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

黄帝也。”⑥ 因为黄帝得中，所以黄为黄帝的专利。《白虎通·谥》云: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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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先黄后帝者何? ……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后世虽圣，莫

能与同也。后世德与天同，亦得称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复称黄也。”① 由

此看来: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传说始祖，‘中央’之帝，体现着黄土与混沌

崇拜，‘中心’的信仰。他也是 ‘中央’之凝聚力、向心力、包容力的象

征。”② 古代国家祭典对黄帝 “中央之帝”神圣性的塑造，成为中华民族精

神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黄帝与何以中国

张光直认为起源于黄帝的“黄”与 “中”在中国文化和文化心理上居

于重要地位，“一个是颜色之 ‘黄’，另一个是方位之 ‘中’”，③ 与黄土—
黄色—黄帝关联的中道观念，与我们国家的名称 “中国”有 渊 源 关 系。
“中国”一词起于何时? 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苏秉琦认为尧舜时代

万邦活动的中心之晋南一带是 “最初中国”所在: “( 陶寺文化) 不仅达到

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 ‘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

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

最早的 ‘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④ 何驽通过研究陶寺遗址出土的圭

尺认为，陶寺已经存在 “地中”概念; 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 “中

国”。这应是“中国”称谓的最初概念，而这个概念大约形成于陶寺文化。⑤

如何理解“中国”二字的本意? 高江涛认为，“最本初的中国就是 ‘地中之

都’‘中土之国’，而这两个特征都是陶寺所具备的”。⑥ 也就是说，尧都陶

寺遗址就有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 “中国”本意，尧舜时代的晋南

是“最初中国”。
柳诒徵对于“中国”所蕴含的中道观念发挥说: “唐、虞之时所以定国

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

“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

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
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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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

之文弱; 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

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

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① 产生于黄帝、形成于尧舜的中道观念，就是古代

圣王针对人性的偏激之弊加以“矫正而调剂”，确立了以中道为核心的道统

和以尚中为教育的教统，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性和中国的国性，是

“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的本质。
“中国”一词还有超越地理名词的文化内涵。《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载: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② 这里的 “中国”就是中原华夏之

意，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说: “夏，大也。中国有礼仪

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③ 华夏就是中国，而

之所以称华夏，是因为有礼仪之宏大、服饰之华美。《史记·赵世家》更丰

富了中国的文化、文明内涵: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

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 《诗》 《书》礼乐之所用也，

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④ 中国就是指中

原华夏，是以道德仁义为内在精神、以礼乐文明为外在形式、包含了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的文明形态。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黄帝”成为民族个性、国家建构、文

明精神、文化符号和身份认同的共同标志。刘师培在 《古代以黄色为重》
一文中认为，中国人称初祖为“黄帝”，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为 “黄土高原”，

中华民族的摇篮为 “黄河”，炎黄子孙的肤色为 “黄皮肤”，而 “黄帝者犹

言黄民所奉之帝王耳”。⑤ 张光直也说: “中国人……自称‘黄’帝子孙; 吃

的是黄米 ( 粟) 、黄豆，住的是黄河沿岸、黄海之滨。位到至尊则穿黄袍、
走黄道。死了以后的去处，叫黄泉。”⑥ 总之，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始祖，我

们都是炎黄子孙，中道是中国文明的底色，是中国文明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的内在精神因素之一。黄帝及其代表的中道观念，构成了 “何以中国”的

最初底色。

( 责任编辑: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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