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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专家学者认同大禹故里在登封祖家庄

大禹后裔 纷纷寻根
登封形成一种独特的寻根文化

登封是国家起源圣地，是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据记载，大
禹出生于嵩山，居住于登封；治
水于嵩山，建都于登封。因此，
大禹和登封的关系十分密切。

据相关史料记载，大禹后
裔称其先祖出生之地为“祖家

庄”。史载“禹生石纽”，而石纽
就是中岳的“祖家庄”。位于登
封市少林街道办事处西嵩山少
室山脚下的祖家庄，大禹文化
历史悠久、经典多元、脉络清
晰、内涵深刻，具有文化渊源的
根源性、文献记载的确凿性、文

物考古的经典性、神话传说的
多元性、文化遗迹的丰富性、文
化传承的连续性、文化影响的
深远性等诸多特点。祖家庄村
的刘姓、蒲姓家谱中都明确记
载：“左庄”原名“祖家庄”，祖家
庄有非常多的大禹文化遗迹。

2008年1月，中国民协命名
登封市为“大禹文化之乡”，并设
立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

由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
心、河南省社科院、嵩山文化研
究会等主办，河南大禹文化产
业开发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
登封大禹文化研讨会”已连续

举办 3年，特别是 2015年举办
的中国登封大禹文化研讨会，规
格高、影响大，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
研究所所长张新斌，河南省社会

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
长李立新等，以及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
学者、嘉宾共100余人出席。学
术界众多专家、学者和国内外大
禹后裔认同大禹故里就在登封
市祖家庄。

如今，登封市大禹文化旅
游已奠定了良好基础。河南大
禹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青山表示，公司与祖家庄
一起投资近2000万元，对《中国
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进行了
详细的研究论证，陆续建立了
由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题

词的“大禹祠”、大禹故里祖家
庄标志碑，连续4年举办了“大
禹故里文化艺术节”，与全国各
地大禹宗亲团体组织以及东南
亚、日本、韩国大禹文化组织
建立了广泛联系。

王青山建议登封社会各
界共同建设《中国大禹故里文

化产业园》，充分利用登封市
大禹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开辟
有大禹文化背景的“根亲游、
祭祀游、乡村游”，从而使更多
的大禹后裔来认祖归宗、寻亲
访友、观光旅游，共促发展，使
登封市文化旅游产业更上一
层楼。

■大禹文化百家谈

2014年至今，河南大禹文化产业集团连续
承办了3届中国大禹文化研讨会，取得了丰硕
成果。本报在上期《大禹文化》特刊里刊登了
有关专家、学者的精彩论点，展现了嵩山文化
之博大精深，受到社会各界好评。本期将继续
刊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教授彭邦本的《登封一带大禹史传的初
步探讨》一文。

登封一带
大禹史传的初步探讨

《汉书·武帝纪》：“朕用
事于华山，至于中岳…… 见
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
高。”可见西汉时启母石在嵩
山已世所共知。

“开”即夏启，此乐章之名
直称禹为“崇禹”，表明夏族已
居于嵩山以后，禹方生启。值
得注意的是，华夏集团在进行
与南方三苗集团的长期斗争
中，注意和保持了与东夷集团
的联盟关系，这就是禹娶涂山

氏的深刻政治联姻背景。
这一联盟看来对禹最后

战胜三苗意义非常重大，同
时也促进了涂山氏的北向发
展，嵩山一带的涂山氏有可
能就是因此来到夏族腹心地
带的。由于涂山氏与夏的联
盟如此重要，所以史载成汤
灭夏以后的“放桀南巢”，实
际可能是夏部族仓皇逃到了
其联盟国族——涂山氏和徐
淮夷的大本营。

“阳城”和“大室”是《左
传》昭公四年所记禹族和夏
人直接相关的重要地名。二
地均在今登封一带。杨伯峻
先生注释阳城云：古阳城在今
河南登封县东南，俗名曰城山
岭；“又释大室”即今河南登封
县北之嵩山。古代史籍相传

“禹都阳城”，近年来亦得到考
古发掘资料的证实。

《括地志》所云“洛州阳
城”即今河南登封境内的阳
城，又是何时成为禹族的中
心聚落进而成为夏朝都城的
呢？史料表明，禹族势力由
山西向河南、山东等地的扩
展迁徙，主要契机就是大禹
治水，以及当时族群之间的
互动。

传说就在尧舜时期，我国
地域内发生了持续很久的特
大洪涝灾害，禹在吸取鲧的失
败教训后调整治水方略，终于
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功，受
舜禅让为联盟共主，并在其子
启继位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个王朝——夏朝。
商王朝都城基本都在孟

津以下黄河流域，但前期也
曾多次徙都，直到盘庚迁殷
以后才基本稳定下来。当治
水取得初步成功，并通过禅
让，禹成为联盟首领后，由于
进一步治水的需要，和联盟
共同体的东向扩大，其首脑
机构及其所在的政治中心逐
渐迁往今河南境内的可能性
出现。因彻底治理水患需要
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尧
舜禹联盟一贯有将政治中心
设在今襄汾陶寺一带的传
统，因而联盟领导机构的地
理位置在大禹时期并未改
变，乃至启继位之初，夏王朝
的政治中心仍在晋南，所以
文 献 历 来 将 这 里 称 为“ 大
夏”。但禹、启族群自身中心
聚落“阳城”的位置，可能在
治水时期已经逐步迁徙到了
嵩山地区的王城岗一带，那
里后来也一度正式成为夏王
朝的都城。

大禹和登封关系密切

“故里”获专家学者认可

推动“寻根”文化建设

近日，全国大禹后裔禺氏宗亲、董氏宗亲在大禹故里祖家庄进行了认祖归宗揭碑
仪式。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常松木告诉记者，每年无数大禹后裔来到祖家
庄寻根，登封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寻根文化。登封时报 孙淑霞 文/图

禹娶涂山氏，政治联姻

夏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

在登封嵩县一带，自古流传着禹、启和涂山氏等
禹夏之际的古史传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重大进
展，位于“天下之中”的登封等中州大地上的上述古史
传说，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出土资料和史学研究的
印证。本文以求初步揭示禹族在西行东渐黄河中游
地区后，融入华夏，建立都邑，并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君主世袭制王朝的一些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