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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5_AF_BC_E6_c34_517993.htm 黄帝陵，号称“中华

第一陵”。从西安到黄帝陵大约需要4个半小时左右，沿途路

过于右任的故乡三原县、“药王”孙思邈的故乡铜川市，以

及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洛川会议”的召

开地洛川。洛川的苹果也是天下闻名的。为了让大家对黄帝

陵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申华民族的

始祖黄帝。 黄帝，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位

杰出的部落联盟领袖。据古籍记载，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

孙，因长于姬水，又姓姬。封于有熊，号有熊氏。曾居于轩

辕之丘，又号轩辕。因崇尚土德，土色黄，所以又称为“黄

帝”。 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中游地区生活着两大部族黄帝

部族和炎帝部族。东部生活着东夷太昊部族，南方生活着苗

蛮蚩尤部族。为了争夺中原地区，蚩尤率领以九黎部落为核

心的苗蛮部族大举进攻炎帝部族，炎帝因战败求助黄帝。黄

帝与炎帝联合，与蚩尤在涿鹿 (今河北涿州)展开决战，蚩尤

战败并被擒杀。接着，黄帝与炎帝两部又为逐鹿中原而兵戎

相见，在今河北阪泉境内展开对决。结果以炎帝战败融入黄

帝部族而告结束。至此，炎黄两部落融为一体，并成为后来

华夏族的主体，因此中华后裔都称自已为“炎黄子孙，华夏

儿女”。之后，黄帝开始了统一华夏的战争，“五十二战而

天下咸服”，黄帝被尊为天下共主。 传说中，黄帝不但是一

位英雄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人们把许多发明

创造都归功于黄帝或他的妻子、臣下。如造舟车、制衣冠、



务蚕桑、创医学、定音律、造文字、布五谷、烧彩陶及政治

生活中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中的婚丧礼仪等，后人以黄帝

时代作为中华民族迈人文明社会的开始，所以，黄帝被尊为

“人文初祖”。 说到黄帝的贡献，就不得不提《黄帝内经》

。在5000年前，黄帝就写下了人类第一部中医中药著作《祝

由科》（祝由，古代治病方法之一，以祝祷方法治疗疾病，

即祝说病由，不劳针石）。当地群众对它的评价是：“家有

祝由科，害病不吃药。”黄帝的这部医学著作是怎样写成的

呢？黄帝时期，人们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生活资料十

分缺乏，经常遭受野兽的伤害和烈火、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威

胁。平时在打猎的过程中还不断出现跌打损伤等事故。因此

，因病伤而死的人越来越多。黄帝经常为此事愁得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那时候，没有人懂得用药物治病，更不懂得预

防。人一得病，只有听天由命，谁也没有办法。有一次，黄

帝带领一支队伍进山狩猎，一只老虎突然向他们猛扑过来，

黄帝急忙拉弓向老虎射了一箭。由于没有射中要害，箭头从

虎背穿皮而过，受伤的老虎逃走了。几天后，有人发现它在

一片树林里专门寻找一种长叶草吃，而且边吃边用舌头舔背

上的伤口。虎背上的伤口没有血迹，也没溃烂。黄帝听到这

个情况。立刻命人前去察看，并一再叮呼不许杀害老虎。察

看人回来也说：“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伤口不但不

流血，而且已慢慢愈合。”黄帝听后， 沉思一会儿，便派人

把老虎吃的这种长叶草采集回来，专门给部落里受伤流血的

人吃。受伤流血的人吃了这种长叶草，果然收到止血止痛的

效果。黄帝兴奋地说：“看来，野兽有时比人还聪明。它们

受伤后，知道吃草治伤，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还有一



次，黄帝手下驯养动物能手王亥在训练一只熊时，由于这只

熊不听指挥，王亥一怒之下，失手将它的一只后腿打断。这

时，有人主张将熊杀掉吃肉；有人却说：“这是一只母熊，

留它一条命，也许还能生育小熊呢！”王亥按后一种意见，

把这只断腿的母熊放了。这只母熊一一跛地钻进了树林，不

料又被几个猎人发现。其中一个猎人正准备用箭射它，忽然

看到这只熊的一条后腿吊着，正在树林的草丛里寻什么。猎

人便隐藏起来仔细观看，原来这只熊用前掌在草丛里刨一种

雪白的草根。每刨出一撮，先放在嘴里嚼一阵，然后吐出来

，再用前掌轻轻地敷在被打断的后腿上。猎人感到非常奇怪

，便没有惊动这只受伤的母熊，回去后把在树林里看到的情

景报告给黄帝。黄帝听后，又派人去树林里察看。谁知，去

的人找了三天，也没有发现这只熊的踪影。十几天以后，当

有人在另一片树林里发现这只熊时，它的断腿不知什么时候

长好了。一见猎人，就飞快地逃得无影无踪了。人们把熊刨

过的这种草根从地里挖出来捣烂以后贴在损伤筋骨的人身上

，结果都治愈了。黄帝从这两件事上受到很大启发。知道自

然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于是他命雷公、歧伯

二人，经常留意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雷

公、歧伯按照黄帝的吩咐，对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草木花卉

等，都详细地加以观察和记录，进行研究和试验，直到最后

确认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为止，再由黄帝把它正式整理出来

。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医案》 和《本草》。经过长时间的积

累，中华民族第一部医药著作《祝由科》就这样产生了。后

世人在这部医药著作的基础上去伪存真，不断增补，逐渐形

成了后来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 《



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 关于黄帝

埋在哪里？现在有很多说法。但是，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以及

历代政府的态度上看，大家马上就要看到的黄帝陵就是黄帝

百年后唯一的安寝之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明确

说“黄帝崩，葬桥山”。而黄帝陵历史上就称为“桥陵”

，1944年才改称今名。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黄帝是在黄

陵县的桥山骑龙升天的，后人们将黄帝衣冠埋葬在这里，起

冢为陵，这就是黄帝陵的由来。另外，黄帝陵一带被考古证

明曾经是这一带原始氏族的聚居地，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带

有鲜明的仰韶文化的特征。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北距

西安约180公里。黄陵县原名中部县，1944年经呈请原民国政

府批准，更名为黄陵县。199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把黄陵定

为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7年6月，黄帝陵被中宣

部公布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大家现在所

处的位置是轩辕广场。这里是谒陵的起点。轩辕广场的地面

是用秦岭天然河卵石铺就而成的，共计5000块，含义是代表

着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历史。眼前的池子叫印池，相传是

黄帝洗笔的地方。印池之水来自沮河。在古汉语中，沮通 “

祖”，故而沮河也被看成是祖先之河。夜晚来临，这里会出

现“沮水月夜”的美丽景观。 现在，我们所经过的这座桥叫

轩辕桥。这座桥横跨印池，全长66米，宽8.5米，为全花岗岩

石材建造，被誉为“中国近代全石材第一桥”。轩辕桥北端

通向庙院的龙尾道共有95级台阶，寓意黄帝“九五之尊”的

崇高地位。拾级而上则是宽阔的庙前广场，近年来的公祭活

动大都在此举行，现代传媒已使它广为人知。站到宽阔的庙

前广场，请大家再回头看轩辕广场，你一定会感受到一种“



雄伟、庄严、肃穆、古朴”的恢弘气势。 拜祭黄帝，一般为

“先祭庙，后谒陵”。轩辕庙坐落在沮水以北，坐北朝南、

居高临下、雄伟壮观。请大家跟我走进这个神圣之地。这座

祭祖黄帝的古老庙宇，相传初建于汉代。原来在桥山西麓，

宋代移至这里。轩辕庙由四进院落构成，庙门为汉代建筑风

格，庑殿顶，白墙，黑琉璃瓦，高大巍峨，古朴 大方。据旧

中部县志记载：司马迁为写《黄帝本记》曾来黄帝陵考证过

。此事过后，地方官员就创建了“轩辕庙”。到了唐代宗大

历年间，正式建庙于城北桥山西麓。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

），因河水侵蚀，又把庙址从西山麓移到东山麓，这就是现

在的“轩辕庙”址。当地民间流传的俗语说：“汉代立庙唐

朝建，到了宋朝把庙迁。不论谁来做皇帝，登基都不忘祖先

。” “轩辕庙”三个字是由蒋鼎文先生书写的。蒋鼎文，字

铭三，浙江诸暨县石山人，1895年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蒋鼎文出任陕西西安行营主任，兼十战区司令长官。6

月蒋鼎文又改任陕西省主席。在他任职期间，先后三次代表

国民党中央政府，陕西省政府致祭黄帝陵。1938年祭陵时，

他亲笔写了“轩辕庙”山门大匾。至今依然悬挂在黄帝庙大

门上。1949年3月，蒋鼎文去台湾。临走时对亲友哀叹说：“

此后以天为盖，以地为底，未知葬身何所？”可见，蒋鼎文

在年过半百后，仍不愿远离大陆家乡。他知道自己将来的前

途，但又不好公开表达，只好向亲友发出“葬身何所”的悲

叹。1974年1月2日，蒋鼎文病故于台湾。 跨入轩辕庙大门，

左侧有一株参天古柏映入眼帘。古柏枝干苍劲，苍翠欲滴，

冠如华盖，郁郁葱葱。该树树龄已有约4700年，相传为黄帝

亲手栽植，所以称 “黄帝手植柏”，树高19.3米，下围10.67



米。当地谚语称 “七搂八（张开大拇指和中指来量长度）半

，疙里疙瘩不上算”。意思是7个人手拉手还搂不住它。1982

年，英国林学专家罗皮尔等人在考察了世界27个国家之后来

到我国，惊叹它是 “世界柏树之父”。1998年，该树被第一

批认定为“中华一百棵古树名木”之列。 这座亭叫“碑亭”

。这里共有四通碑石。右手第一遍碑文的内容系孙中山先生

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作祭词一首：“中华开国五千年

，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

唯有我先。”可惜，这份祭文手迹己经遗失，但他写的“世

界文明，唯有我先”这首诗词，至今却牢牢刻在人们心中，

并一代一代地传诵着。 右手第二通是1942年蒋介石亲笔题写

的“黄帝陵”三个大字。1942年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原

计划和胡宗南一起前来今黄陵县祭拜黄帝陵。后因公务繁忙

，未能亲自前来祭奠，遂亲笔写了“黄帝陵”三个大字，手

迹至今保存完好，并载入黄陵县志。 左侧第一通为毛泽东

于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时亲笔撰写的祭文。1937

年，正值抗日战争高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委派

官员，共同于4月5日前来陕西省黄陵县致祭中华民族元祖轩

辕黄帝，这对推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唤起四万万民众

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还我 河山，卫我主权”，拯救危

难的中华民族，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因而被载大了史册

。 第二通为邓小平手书“炎黄子孙”四个大字。 离开碑亭后

，继续向里走，会看到左手边有一块一米见方的青石块，石

上刻着一副巨大的黄帝脚印。该石出土于黄陵东南的郭洼。

据说黄帝的脚印共有三副。一副在河南，一副在山东，一副

就在黄陵，脚印石旁有栅栏围护。据当地人讲，如果有人隔



着栅栏用硬币投中大脚趾，就预示着大吉大利，万事顺意。 

在轩辕殿前左侧，有一株柏树。树干斑痕密布，纵横成行，

好似有断钉在内。据传，公元前l09年，汉武帝北征朔方归来

，祭黄帝陵时在此树干上钉钉子挂盔甲所致。所以叫“挂甲

柏”，也叫“将军柏”。每年清明节前，树孔内还会溢出柏

汁，凝结为珠，像泪珠一样。清明节后，又恢复原样，被人

称为“群柏之奇”。 现在，映人我们眼前的建筑叫轩辕殿。

大殿建于明代，门额上悬挂着原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1938年

所题的“人文初祖”四字大匾。程潜，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

醴陵。后因看不惯清朝政府腐败，弃文习武，于1904年入日

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

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前往武昌，在黄兴领导下，参加

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任龟山炮兵阵地指挥。1913年，衰世

凯解散议会，担任湖南省军事厅长的程潜，积极响应孙中山

先生的号召，参加讨袁。1925年，程潜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

东征和镇压杨希闵等在广州的叛乱，屡立军功，得到中山先

生的赞赏。 程潜擅长隶书。当时他为黄帝庙敬写的“人文初

祖”匾额，交由富平县石匠雕刻而成。由于运输困难，用牛

拉车运至黄陵县九里山时，车翻石碑被打碎。出任黄陵县县

长的卢仁山对这一事故非常害怕，但又无法晚回。只得如实

地把车翻石碑被打的经过，详细向程潜进行书面汇报。时隔

不久，程潜就来信说，石碑被打，不必惊慌。运输困难，不

必再备。请制作一副木匾，来年清明祭陵再写。县长卢仁山

看了此信，心里的一块石买才落了地。他赶忙派人选购上等

木料，制作了一副3米长、2米宽的木匾。1938年4月5日清明

节来临，程潜果然亲自前来祭陵。卢仁山县长取出早已备好



的“文房四宝”，请示程潜如何写。程潜叫四个人抬着制好

的木匣，蘸饱墨笔，提笔一挥，写成“人文初祖”四个隶书

大字。周围的人感叹叫绝，评论这四个字是铁画银钩，苍劲

中带有娟秀，堪称当今的书法上品。 进入大殿，映人我们眼

前的是半浮雕黄帝像。这尊民族始祖的圣像，是以东汉武梁

祠庙的画像石刻拓片为蓝本，经国家文物局征求有关专家的

意见后批准，放大刻制而成。黄帝石雕像为全身像，石料采

用墨玉雕成。石雕像黄帝沉稳站立，步履向东又回首望西，

抬臂扬手，冠带简朴，着装无华。像的四周雕刻有四灵图案

：上朱雀、下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轩辕庙北端坐落

着2004年新建成的祭祖大殿，2004年清明首次以国家级礼仪

公祭华夏始祖轩辕黄帝的仪式在这里举行，大殿整体建筑秉

承汉风唐韵，融古老传统与新时代气息为一体。殿前祭祖广

场均由花岗岩铺装而成，占地1万余平方米，可同时容纳5000

行祭典活动。 说到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祭祖标准

程序。第一项，全体肃立；第二项，鸣放礼炮 (34响，代表全

国由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第三项，奏乐；第四

项，主祭就位；第五项，陪祭就位；第六项，主祭上香；第

七项，献爵奠酒 (主祭人举爵行奠酒礼)；第八项，敬献花篮

；第九项，恭读祭文 (由专职播音员宣读)；第十项，三鞠躬

礼；第十一项，乐舞告祭；第十二项，典礼告成。 好了，轩

辕庙就参观到这里。下一步我们将登山，拜谒黄帝陵。 黄帝

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冢，被称为 “天下第一陵”

。196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第

一号”。陵家位于黄陵县城北1公里的桥山上。 黄帝陵古称

桥陵，因山形如桥，下有沮水穿过，所以山被称为桥山，陵



被称为桥陵。自清代毕沅陵前题碑“古轩辕黄帝桥陵”之后

，桥陵之称更为著名。1942年，陕西省第三区专员公署改称

桥陵为黄帝陵，以利与蒲城丰山唐睿宗桥陵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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