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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白蛇传说”

起源于淇水黑山

□

王俊智

当前，电影《白蛇传说》

正在热映，殊不知，白蛇的传

说起源于鹤壁淇水黑山。 在

传说中， 白娘子是淇河之滨

的白蛇， 小青是淇水里的一

条青色水蛇。

传说是 需 要 时 间 发 酵

的， 白蛇传说从文献上看形

成得较晚， 但在民间的发酵

期却很长， 能追溯到中国文

化的源头———图腾崇拜。 蛇

“进化”为龙后，腾云驾雾飞

黄腾达起来， 成了天子的化

身；而蛇渐渐受到冷落，甚至

“堕落”为“恶之花”———龙的

对立面。

白娘子 脱 胎 于 女 娲 崇

拜， 淇水东岸就有桃园女娲

宫。 女娲传说与女娲崇拜时

至今日仍有遗风， 这正是白

蛇传说能在淇河之滨产生的

文化与民间基础。

淇河日夜冲击黑山山脉

的鹰嘴山， 其声在金山寺南

山雷鸣般地回荡， 这也许是

南山那座业已消失了的雷峰

塔的所在。

许家沟、金山寺、青岩绝

地理构造峻、秀、险、奇，西接

大山，东连平原，在一个很长

的历史阶段， 这儿都是民间

所说的人神共住的地方。 在

这人神共住、 殷商故都、《诗

经》圣地，产生神话色彩浓重

的白蛇传传说是很自然的。

白蛇闹许仙的神话传说故

事，最初就发生在这一带。

白蛇闹许仙的传说看上

去匪夷所思， 但表层浪漫幻

想的人蛇恋下却隐含鹤壁民

间对一位白衣天使的千年怀

念。 白衣天使是个西来的词

儿，我们说，如果让白蛇彻底

中国化地“原形毕露 ”，那她

实际上就是一位悬壶淇河岸

边许家沟村的女郎中。

白蛇精 灵 附 身 白 衣 天

使，变成许家沟的女郎中。 作

为山村郎中， 在那个时代她

是免不了上山采集中草药

的。 满山都是中草药，满山也

都是蛇， 女郎中死在一条白

蛇的嘴下， 人们认为是蛇神

把她招去了。 女郎中附身白

蛇成为白衣娘娘， 白衣娘娘

不忘夫妻之恩闹腾夫君许

仙，就成为一个“话把儿”。 尽

管传说会走形变样， 但爱情

主线已经定下。 许仙就是走

到杭州、镇江，也不能摆脱卖

药伙计的宿命， 因为这是他

在许家沟的老本行。

淇河不 舍 昼 夜 地 流 淌

着。 留得青山不老， 碧水长

新 ，有谁知，流传至今日，留

下了一个要比古人当年想象

得更美好的传说。 许家老房

子的青石斗板（门楣）上，只

刻写花花草草、牛牛羊羊，绝

无文字。 他们的先人也许彻

悟：一切都会随风而去，只有

山山水水是永恒的。 但我们

不该忘却， 这个小村奉献给

世人的 《三国演义》、《水浒

传》、“白蛇闹许仙”， 为中国

传统文化添上了厚重的一

笔。

解读鹤壁淇水的白蛇闹

许仙， 不仅使人们探明了早

期神话传说故事产生的源，

重新梳理近代民间故事出自

的流， 更使世人对中国民间

文化的博大与凝重平添了几

多仰慕和敬畏。

放弃“朝歌四代商都”“纣改沬

为朝歌”的观点是深入研究淇河文

化的必然要求

◆

“朝歌是四代商王的都城”的史料依据

是散佚文献的引注文字

“朝歌是四代商王的都城”的观点在鹤壁

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其根据为《帝王世纪》的

记载：“帝乙复济河北， 徙朝歌， 其子纣仍都

焉”。 这种观点很难被史学界认可。 为了更好

地说明这个问题， 需要搞清楚与朝歌古都地

位有关的几部古代典籍传世的情况，包括《竹

书纪年》、《帝王世纪》和《括地志》。

先说《竹书纪年》。 西晋时期，在现在的河

南卫辉境内，战国魏安釐王的陵墓被盗。 第二

天，当地的农民报告了官府，官府把从墓中掘

出的大批战国竹简送往首都洛阳， 这些竹简

史称“汲冢书”。 晋王朝组织了人员考订、释义

竹简文字， 其中记载从夏朝至魏安釐王之间

历代帝王世系的一种， 后世称其为 《竹书纪

年》，又有“初释本”和“考正本”。 历经战乱，战

国竹简以及“初释本”、“考正本”均已散佚，没

有留下传世版本。 现在流行的传世版本，一般

认为是宋以后的文人仿托古人口气编纂的，

流行的两种版本一种称为古本《竹书纪年》，

一种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再说《帝王世纪》和《括地志》。《帝王世

纪》 是东汉建安初年著名学者皇甫谧编纂的

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所叙

上起三皇，下迄汉魏。《括地志》是中国唐朝时

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由唐初魏王李泰主编。

记载了州县的沿革、地望、得名、山川、城池、

古迹、神话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等。 这两部著

作都没有留下传世版本， 我们看到的传世版

本都是后人仿托古人口气编撰的。

历代文人学士都有为《史记》等典籍做注

的文化传统。 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是传世

文献中较为有名的一种， 其成书年代为唐开

元年间，引文中大量引用《括地志》的内容，而

《括地志》在引注中又引用了《帝王世纪》的内

容。“朝歌是殷商四代商王帝都”的文献依据

正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括地志》引

《帝王世纪》的内容。

◆

“殷纣王改称沬为朝歌”的说法传世史

料没有记载

朝歌古称“沬”，殷纣王改称“沬”为朝歌，

这种说法的根据来源于《括地志》 的注释文

字，传世史料中也没有见到殷纣王改称“沬”

为朝歌的记载。

在甲骨文出土之前， 商史没有有文字记

载的可信的历史， 有关商的历史依据大都来

源于周及周以后的史料记载。 商的都城当时

叫什么名字没有传世文献可考， 甲骨学者认

为安阳殷墟叫做商或大邑商。

《周易》中有“帝乙归沬”的句子，这是最

早的关于沬的文字记载。《尚书》中有“明大命

于沬邦”的记载；后世引用较多的是《诗经 .鄘

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 爰采麦矣，

沬之北矣。爰采葑矣，沬之东矣。1931 年，河南

浚县卫国古墓地出土了一件沬司徒的器物

“簋（gui）”。其中的一段铭文：“王来伐商邑，诞

命康侯鄙于卫，沬司徒

□□

鄙，作

□

考尊彝。

□□

”这些记载说明西周初年“沬”作为地名

仍在广泛使用，而商末是否使用“沬”作为商

都的名字则需要进一步考证， 而殷纣王改称

“沬”为朝歌之说更是无从谈起。

◆

放弃“朝歌四代商都”“纣改沬为朝歌”

的观点是深入研究淇河文化的必然要求

《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和《括地志》均

已散佚， 现在我们见到的这几部书的内容散

见于《史记·正义》和《水经注》的引注文字中。

史学界通行的做法是， 采信这几部史料的观

点需要考古学依据或传世文献佐证。

“朝歌是四代商王的都城”“纣改沬为朝

歌”的观点没有考古学依据、没有传世文献的

佐证， 用这些引注文献做依据确认朝歌是四

代商王帝都，确认纣改沬为朝歌，难于被史学

界和大众传媒认可。 淇河文化研究的关键是

确立纣都为朝歌的观点、 恢复朝歌晩商古都

地位； 淇河文化研究的重点应当突出商周改

朝换代历史事件的研究， 从而厚重淇河的历

史文化内涵。

朝歌文化研究漫谈

恢复朝歌晚商古都地位 厚重鹤壁历史文化内涵

□

郭德海

确立纣都朝歌观点是恢复朝歌晩商古都地位的关键

◆

否定朝歌商都地位的考古学依据是推断结论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 权威的工具书和以郭

沫若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主编的中国历史经典教科书

都称朝歌为商的最后一个都城。 安阳小屯甲骨文的

出土和商代城垣遗址的发现确立了安阳古代商都的

地位， 商史研究领域以白寿彝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认

为安阳小屯附近的洹水两岸是商朝盘庚帝至帝辛

（商的最后一个王，周以后称其为殷纣王）时期的都

城，朝歌是商朝末年帝王的离宫别馆。 现在经常使用

的权威工具书《中华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

海》大都与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观点一致。也就是说 ,

从史学界到大众的文化传播领域， 权威的观点否定

了朝歌的商都地位，改称朝歌为商王的离宫别馆。

商都安阳起至帝盘庚没有任何争议， 但终于何

时的争论从甲骨文出土到现在就没有停止过。 迄今

为止，已经发现的甲骨文片大约有三十万余片，能够

辨认的已达十万余片之多， 帝乙的父王时期和帝乙

前期的甲骨文片数量很多， 而帝乙后期和帝辛时期

的甲骨文片却很少， 直到现在甲骨学者对帝乙和帝

辛时期甲骨文片的确认仍意见不一。

安阳出土的商城遗址的宫室为土城， 没有出土

可以说明商末帝王世系的文物； 甲骨文文片记载的

内容大都是商王祭祀和占卜的事件。 迄今为止，甲骨

文考释、研究的结果并没有给出商末帝乙、帝辛都城

地点的准确结论。

自甲骨文第一次被发现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始

终没有发现帝乙后期和帝辛时期的甲骨文片。 以郭

沫若为代表的学者以此推断帝乙末年曾经迁都朝

歌。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 ,甲骨学者发现了少量帝乙、

帝辛时期的甲骨文片， 清华大学学者陈梦家又据此

推断帝乙迁都的事实不存在。“商王帝乙、帝辛的都

城没有在朝歌而是在安阳殷墟” 的观点并不是严谨

的考古结论，而是根据考古发现用推断否定推断，靠

否定推断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靠不住的。

◆

否定朝歌商都地位的史料依据是不可信的引

注文字

否定朝歌商都地位的史料依据只有《竹书纪年》

一种。 甲骨文学者根据甲骨卜辞排列了盘庚以后的

历代商王的世系关系和顺序，经比对，与《竹书纪年》

的记载基本相同，这是近年来《竹书纪年》越来越受

到商史研究界重视的重要原因， 也是朝歌商都地位

被否定的重要因素。《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

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纣时稍大其邑，

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这一段

话与《左传》、《战国策》等文献有极大的不同，因而，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一段话必是宋以

后的文人添加的引注文字，而不是《竹书纪年》原文，

所以离宫别馆之说并不可信。

◆

《史记·卫康叔世家》、《尚书·牧誓》是确认纣

都朝歌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史记·卫康叔世家》“故商墟、居河淇间”的“河”

指古黄河，当时的黄河出洛阳、至孟津，流经今天的

大伾山脚下，《史记·河渠书》对此有翔实的记载。 千

百年来，淇河的河道没有大的变化。“河”“淇”交汇之

处就在今天浚县与淇县交界处，朝歌就在“河淇”之

间。“故商墟”就是商都的废墟，所以朝歌就是商都。

在疑古盛行的时代，《尚书》被当做最大、最古的

伪书，其记载通常不被重视。 近年来，清华大学接收

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部分《尚书》篇目已经得到确

认，《尚书》记载的史实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尚书·牧誓》中的“商郊牧野”指的是殷纣王和

周武王决战的战场，后人称这场战争为牧野之战。 牧

野之战的地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武王伐纣的目标

是直指商的都城，这一点却并无争议。 日出之时武王

从现在的孟津出发，日落之前杀死了纣王，从时间和

距离的关系来看， 周武王进攻商都的地点只能是朝

歌，不可能是远在三百余里之外的“北蒙”。 夏商周断

代工程确定的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采用的就是 《尚

书·牧誓》的记载。 武王伐纣的时间确认真实可信，依

据同一篇文献确定武王伐纣的地点自然也应该真实

可信。

◆

确立纣都朝歌观点 恢复朝歌晩商古都地位

较早提出“纣都朝歌”的观点的学者是已故淇县

一中的田涛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田涛朝歌研究的

资料集名就叫《纣都朝歌》。 著名古文字学家、夏商周

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为

田先生的资料集作序，肯定了田先生的观点。 康叔封

卫、武王伐纣的记载可以确认朝歌是纣都。“纣都朝

歌”的结论成立，朝歌晚商古都的地位便可以确立。

确认“纣都朝歌”的观点，不仅要从《尚书》、《春

秋》、《史记》等经典的传世文献中找依据，更需要从

甲骨文片的考释和研究中去寻找答案。“纣都朝歌”

的论据还需要更多尊重历史、 热爱淇河文化的学者

去丰满、去充实。

突出商周改朝换代历史研究是厚重淇河历史文化的重点

◆

商周更替、 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是淇河历史

文化研究的重点

周武王伐纣、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

天下是西周王朝的开篇杰作， 也是淇河文化研究的

标志性事件。 商周更替、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应当是

淇河历史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

朝歌古都地位的确立、武王伐纣、散鹿台之财、

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天下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还不

能形成权威的观点。 鹤壁地方宣传部门应牵头，组织

文化、文物、旅游、地方史志等多部门参与，充分发挥

淇河文化研究会的作用，开展有计划、有目的的研究

工作，形成初步的成果后，进而邀请国家、省级社科

研究机构和知名社科专家开展研究和论证工作，发

布权威论证报告，恢复或确立朝歌的古都地位，使朝

歌早日重返古都行列。

◆

用商周历史文化元素为鹤壁新城增添厚重的

历史文化内涵

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应当为社会政治经济建设

服务。 淇河诗歌文化的研究催生了现代文明与古代

文明融为一体的淇水诗苑。 经过了千百年的世事沧

桑， 武王斩纣王之首的鹿台还在古黄河和淇河交汇

处，周武王发钜桥之粟的钜桥镇，大赉于天下的大赉

店村依然留在淇河的北岸。 淇河“一河五园”建设已

经初见成效，在未来的规划和建设中，如果把武王伐

纣、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天下等商周历

史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必将使年轻的鹤壁新城增添

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可以考虑在拟建的大赉店

遗址公园建设武王伐纣纪念碑， 在钜桥南的淇河北

岸建设商周博物馆， 在博物馆的淇河对岸古城附近

建设仿古朝歌城， 引导文艺名家来这里重拍封神演

义，扩大鹤壁的社会影响，发展鹤壁的文化旅游，为

鹤壁经济振兴发挥积极的作用。

风景优美、充满诗

情画意的淇水诗苑。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