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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蚌塑反映出的历史时代和天文含义

1987 年 8 月，在河南濮阳西南西水坡发掘出的

仰韶文化遗址中，有一座 45 号墓葬，在墓葬人架骨

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摆塑有龙虎图案。人架骨头

南脚北，龙、虎则头北尾南，四脚向外。在人骨架脚端

的前方，即人骨架的正北方向，另外还摆放着一堆蚌

壳和两根人的大腿骨。 经冯时和伊世同两位先生考

证，认为是北斗星的象征。这样，这组蚌塑，就成为一

幅与中国传统星象有紧密联系的天文图。
他们的论证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只有龙、虎星象

与北斗星相配，才能形成一组完整的三辰图。
事实上，这组蚌塑，无论有无北斗星象，都含有

华夏民族大联合和星象崇拜两层含义。 如果只有龙

虎图象， 则象征着东方的龙图腾和西方的虎图腾两

大民族的融合和联盟。这两大民族，不仅分别以龙和

虎作为自己的图腾， 而且将这两个图腾观念搬到了

星空中，将天上的星座命名为龙星和虎星，作为本民

族定季节的标志，定期予以祭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

族星。
如果由龙、虎、北斗三者组成，则象征着以龙、

虎、鹿为图腾的三大民族的联盟。龙、虎、鹿分别是东

夷、西羌、颛顼三个部族的图腾和象征。 以太昊为代

表的东夷族及其后裔少昊、帝俊、皋陶、阏伯、相土以

龙和鸟为图腾； 古西羌及其内迁进入中原以黄帝族

炎帝族及其后裔帝尧部族以虎为图腾； 颛顼出自西

羌，但受到东夷少昊的哺育，深受东夷文化的影响，
故东西方民族， 能在颛顼时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

联合是有客观原因的。

夏人分布在中国的北方， 故匈奴自称是夏人的

后裔，南北朝和隋末时，在中国北方建有夏国，北宋

时，在中国的西北部也建有西夏国。夏人自称是颛顼

后裔，故在中国的民族分布上颛顼对应于北方。而颛

顼死葬濮阳，故濮阳又称帝丘。又因为卫曾以濮阳为

都城，故在恒星分野上，北方七宿的室壁对应于卫。
在四象分布上，早期的北方对应于鹿而不是龟蛇，也

为冯时所证明[1]。 在西水坡第二组蚌塑图中，鹿卧虎

背之上图，正应着北方麒麟为“大牝鹿”之说，在民族

图腾的天文分布图上也正好相对应。
据《左传·昭公元年》，孔子弟子子产说：“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 居于旷林，不相能

也。 日寻干戈，以相征讨。 帝后不臧，迁阏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高辛氏即颛顼的族子、帝尧的父亲。以上故事记

载了商民族主祀大火星， 西羌裔的唐人及以后的晋

人主祀参星的历史事实。以至于大火星（对应于苍龙

星座）被人们视为商人之星，参星（对应于白虎星座）
被人们祀为唐人、晋人之星。商人的先祖阏伯被人们

尊为大火星之神，故称火正。唐人的祖先被人们尊为

参星之神。 不过，从历史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西羌裔

的黄帝、帝尧，都是以羲和为天文官的，人们尊羲和

为日神，以观测太阳的出没方位定季节，就这个意义

上说，与东夷天文官的观测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西水

坡龙虎蚌塑图的天文学含义， 正与高辛氏二子的故

事对应。

二、 颛顼其人其事及其与蚌塑天文含义的对应

关系

从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葬发现的三人殉葬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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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带星象和民族图腾有关的龙虎蚌塑， 显示出墓

主人十分特殊的高贵地位，具有王者身份。又由于碳

十四测年所出示的历史年代， 使我们立即联想到濮

阳地区的一个特殊历史人物颛顼。
以往发表的有关论文， 曾发出墓主人是颛顼和

不是颛顼两种不同的声音。说是的理由，是墓葬的状

况正符合颛顼的身份和历史地位；而不是的理由，是

碳十四得出的历史年代，具有一千余年的差异。我们

现在所要寻求的， 仍然是考古发现与历史年代的对

应性问题。
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分法，借助于五行观念，将

中国远古的历史分为三皇五帝。经统计，三皇有六种

不同的说法， 它大致反映出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渔

猎社会、熟食社会（学会用火）和农耕社会三个阶段。
所谓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的名称，也大致有这三

个阶段的含义。 这三个阶段实际已越出了我们所要

讨论的范围。
与三皇相比， 人们对五帝时代的回忆就要更多

一些。所谓五帝，是依据五行思想将这段历史划分为

五个阶段。 由于有不同的分法，取舍也不尽相同。 这

时人们已懂得建房舍过定居生活； 将人们组织起来

建有军队保卫自己的安全。 这时历史上曾发生过几

次大的战争，如炎黄之战，黄帝与共工之战等，极大

地影响了华夏各大民族的盛衰和发展， 但大部分则

是通过和平斗争和协商来解决争端。
《史记·五帝本记》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

舜称为五帝。显然排除了少昊这一重要时代。五帝时

代尚未出现文字，仅凭传说和人们的回忆。但传说往

往是会走样的，例如，古西羌人往往将重大发明和成

就归于黄帝和帝尧，东夷人则归于帝俊或帝舜，荆楚

和夏人则归于颛顼。
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 人们已懂得准确确定季

节建立历法。向民众颁布历法是帝王的专长和特权。
五帝时的历法和天文学，古史已有零星的记载。但这

些记载都只是战国秦汉时文人据传说加上自己的推

理和想象。经近人研究，已经证明有些说法是后人伪

造的[2]。 但这些记载，毕竟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五帝时的天文官，共有羲和与重黎两类。羲和被

人们尊称为日神，重黎中的一个重要职位是火正。研

究历史和考古的人可能只知道这两类人都是天官，
是专管确定季节、制定历法、主持宗教祭祀之事的，
但并不能具体区分重黎与羲和的专长有什么不同。
尤其是司马迁在《历书》中说“尧复育重黎之后，使复

典之”，给人们的感觉二者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名称

不同而已。 但细加分析，这二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日神，是专管太阳的神，故羲和的具体工作，是观测

太阳的出入方位，以定季节，制定历法。 而火正是专

门观测大火星的出入方位，以定时节，制定历法[3]。
《史记·历书》 在追述历法的起源时说：“黄帝考

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

物类之官，是谓五官。 ”这是古代钦天监将官员命名

为五官的依据。《五帝本记》还换了一种说法即“治五

气”。按照通常的理解，中国自古使用的就是农历，由

此推理，黄帝时使用的可能也是农历。则《历书》所谓

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治五气”，都与历法无

关。在历法起源中写这些都是些与历法无关的废话，
应该删除。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代对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天文历法调研发现，
彝族曾长期使用、流行以五行命名的历法，一岁分五

季，每季分阴阳两个月，每年十个月，俗称十月太阳

历。这种历法不仅在民间流传至今，而且有记载这种

历法的彝族古籍《土鲁窦吉》翻译出版[4]。中国上古古

籍《管子·五行》、《夏小正》记载的就是这种历法，黄

帝正是这种历法的发明者。
《史记·历书》紧接黄帝“治五气”之后，就是陈述

颛顼时代历法改革的一段话：“少昊氏之衰也， 九黎

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莫尽其气。 颛顼

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

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

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

失序。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

和之官。 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

夭疫”。
传说中的远古历史， 往往出现前后颠倒揉合的

情况，往往杂乱难分。 但从以上历史传说，也可分辨

出一些发展线索。 前人对这段文字的解释都是含糊

不清的，实乃由于对远古历法不明所致。
前已述及，黄帝时代考定星历后，所颁行的是阴

阳五行历。 五行分阴阳正好十个月。 所谓五官，是一

岁中的五种行度，也就是五季的循环变化。五官也可

以理解为对五季政治农时活动进行管理的官员。
相传黄帝以后就是少昊。 颛顼青年时曾协助少

昊管理国家事务。少昊氏衰落以后，九黎这个民族就

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乱德，以致于民神杂扰，莫尽

其气。 什么叫“民神杂扰”？ 什么叫“莫尽其气”？ 这只

能用历法中的“气”来解释。
我认为，黄帝时代所以民神不相杂扰，是由于颁

行了五行历的结果。现在五行历被扰乱（废弃）了，才

导致民神杂扰。“莫尽其气”的含义更为明确，就是说

九黎废弃了五行历， 使得五行循环记日的制度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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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故曰“莫尽其气”。
文中还特别提到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

历数失序。 这就是说， 黄帝时三苗服从了黄帝的德

治，至九黎乱德时，又服从了九黎的德治，终于使得

旧有的五行历法失序。由此看来，九黎不但乱了黄帝

时代的德，而且建立了九黎时代的德，所以才有“三

苗服九黎之德”的说法。那么，九黎之德是什么呢？这

是一个很关键而又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般地说，德就是道德恩惠。但这里人们服九黎

之德，导致历法失序，就决不是指九黎对人民施行的

一般恩惠。 从哲学观点来说，德就是指“具体事物从

道所得之特殊规律”。 那么，九黎之德当理解为一种

法则。 《康熙字典》引《韵会》曰：“德，四时旺气也。
《礼·月令》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而此处《历

书》是专门讲历法的，可见九黎之德，就是指九黎的

历法。 服从九黎之德，就是遵用九黎的历法。 正是因

为人们改用了九黎的历法， 才引起习用旧有历法的

人感到“莫尽其气”，历数失序。 那么，被称为服九黎

之德的历法是什么呢？直到现今为止，我们知道在华

夏地区仅有两种体系的历法， 一种就是前面已述及

的五行历，第二种便是农历。故九黎的历法非农历莫

属。
可以作为进一步探讨的，是前引《历书》文献中

还提到的两种历官名称，即九黎乱德以后，颛顼设立

的历官南正重和火正黎。有时往往又合称重黎。而帝

尧执政以后，又恢复了旧有的历官制度，再次设立羲

和的天文官。 帝尧的天文官与颛顼的天文官官名为

什么不同呢？ 《历书》说：“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

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 ”初看起来，尧设立天

文官是为了恢复颛顼时代的历法， 但如果二者是一

个体系，为什么不继续称重黎，而要改称羲和呢？ 这

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华夏民族大系的

分类，必须分辨清楚。
尧时的历法，以往人们常引用《尧典》所载四仲

中星的说法，顺此推演，似乎可以用农历来解释。 但

经近几代人的研究，所谓尧时的四仲中星，实际并不

是一个时代的中星，从而证实《尧典》四仲中星是春

秋战国时人伪造的， 不能作为尧时的天文历法加以

引用。四仲中星被否定之后，尧时的天文历法似乎完

全不知所云了。 但近年在山西襄汾县陶寺发掘出尧

都天文遗址，其夯土柱出示的十一条狭缝，可证实尧

时确实使用阴阳五行历， 可见尧与黄帝都使用同一

系统的五行历。故他们的历官统称羲和，以观测太阳

出入方位定季节，故称日神[5]。
而颛顼的天文官为重黎，重黎有火正黎，就这个

名称来看， 它与东夷和殷商的火正阏伯当有共同的

起源①。 何光岳认为，黎出自九黎，重出身东夷，重黎

之名， 象征着东夷与九黎苗蛮民族的联合和文化上

的融合[6]，故颛顼颁行的当是农历。
颛顼出自西羌，但在少昊时代中长大，深受东夷

文化的影响。少昊氏势衰之后，族群分裂，社会混乱。
颛顼调和了东夷西羌两大集团的矛盾之后， 成为华

夏民族联盟的大酋长。 广泛地分布于东方的太昊和

南方的少昊，都是东夷的后裔，他们以龙为图腾，而

西方的黄帝族和南方的炎帝族出自西羌， 故颛顼执

政成为大酋长之后， 象征着华夏东西两大民族的团

结和联合。 东夷以龙为图腾，分布于中国的东方，西

羌以虎为图腾，分布于中国的西方，故西水坡龙虎蚌

塑，演示出东西两大民族的大联合。故该墓的主人非

颛顼莫属。
王大有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说：“黄帝、东夷（太

昊、少昊、蚩尤等九夷）、炎帝三大集团间的关系，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互相易位的。……颛顼集团强盛，
遂又取代少昊族文化。 颛顼族掌握中央政权后实行

政治改革， 以制定历法， 整肃农时耕作制度为导火

线，加强中央政权的威势，设重黎（东夷和炎帝二族）
二氏为左右监———所谓司天、司地。 ”[7]

王大有将重黎作为颛顼时代分管东夷、 西羌历

法的左右监，这种说法很新鲜。中国古代对不同天文

历法系统有设分监的传统， 唐代设有印度系统的瞿

昙监，元明也都设有中国、回回两监。 如果沿着这一

思路，作为颛顼左右手的重黎，也可看作蚌塑中的龙

虎二像，可作为另一种解释。
三、 蚌塑碳十四测定年代与历史时代差异的讨

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将西水坡遗址 45 号墓葬

的主人释作颛顼，与历史和文化的记载正相符合，几

乎是唯一选择。在濮阳地区的先秦历史人物中，几乎

找不出第二个有如此地位的显赫人物来。但是，按通

常的历史知识， 颛顼大约是公元前三十世纪前后的

人物。即使是远古的历史人物，人们也都要给定一个

历史年代，以便有一个先后次序可以比较。而据西水

坡 45 号墓碳十四测年，所推定的历史年代则有较大

的差异。 例如，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将炎帝、神农

蚩尤定为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4513 年； 将黄帝

定为公元前 4513 年—公元前 4050 年； 将少昊颛顼

定为公元前 4050 年—公元前 3380 年；将帝喾、尧、
舜、禹定为公元前 3380—公元前 2073 年。 他所确定

的年代，不要说个位数不准确，即使是百位数也当有

数百年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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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坡 45 号墓，是被人们认定有了准确考古年

代的。有了考古年代和历史年代，就可将考古遗址和

历史加以对位， 从而可以判定出准确或大致的历史

时代和人物。

如果西水坡 45 墓的测年与颛顼时代相合或大

致相合， 那么就会成为大家都能接受而皆大欢喜的

事情，可惜的是出现了不可接受的误差。

迄今为止，正式公布的测年数有三种，一种是官

方公布的距今 6000 年 [8]；二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

《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公布的三组校正年代 BC4236-
3995、BC4231-3987、BC4665-4360，可见测年没有唯

一解[9]；三是伊世同委托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同位素研

究 中 心 J·范 得 帕 里 赫 特 博 士 ， 所 得 结 果 为 距 今

6465±45 年。 后者距今更远， 但未经历史年代校正
[10]。

一般人们都将颛顼视作公元前 3000 年的人物，

故实打实算，考古测年与历史年代差了一千年，有人

说相差一千五百年， 更有明确地称相差两千年的②。

故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将龙虎塑置于炎帝末期。 于

此， 我们也许可以将龙虎塑解释成黄帝蚩尤之战以

后实施的东夷西羌两大龙虎民族的大联盟。 黄帝实

施了东夷西羌两大民族的大联盟了吗？ 这是一个疑

问。而且尚未见有黄帝死葬濮阳的说法。而王大有本

人则明确提出墓主人是蚩尤[11]。 我们认为，蚩尤不是

龙虎图腾，相传为牛图腾；蚩尤没有实现龙虎两大民

族的联合；有关蚩尤的记载都与濮阳无关，故我们不

能采纳王大有墓主人为蚩尤的结论。

于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引用与荷兰研究所所测结

果有关的情况。 伊世同说：“但（J·范得帕里赫特）同

时又补充说，依据淡水蚌壳测定的年代，往往比实际

年代早 1000 到 1500 年，这是该所的经验。如果仅从

星象演化的角度来说，即或是扣除 1500 年，其剩余

仍为 5000 年，对我们这类宏观讨论可以说是毫无影

响的。因为从远古人类漫长进步的情况来看，上千年

左右的误差简直就不算回事……问题是我们必须对

这上千年左右的误差有个交待。 ”[12]

由此可以看出， 伊世同只热衷于所谓春秋分岁

差时代的计算，而对墓主人是谁不感兴趣，对上千年

的误差不感兴趣， 从而忽略了他对所测数据误差的

解释意见。

由此我们不得不又回到测年误差本身的讨论上

来。碳十四测年，是借助于最新科学知识用于考古测

年的一项重大发明，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已经

多次成功地解决了考古定位， 为考古研究做出了巨

大贡献。 我不懂测年技术，完全是门外汉。 我参加过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工作， 与考古所和北大碳十

四测年组的同仁有过多次接触。 曾多次向测年的创

始人仇士华等请教原理，但仍然不得要领。

我仍然认为，西水坡 45 号墓很可能就是颛顼的

墓。至于考古年代与历史年代所出现的差距，主要是

年代校正不准确的缘故。 以往大家都以公布的测年

数字为准，不敢有半点怀疑。 但一项新技术的出现，

一种新研究方法的应用， 在他的初始阶段出现一些

偏差是很正常的。正是由于偏差和问题的发现，促进

了新技术、新方法的进步和完善。建议有关方面再次

合作，对测年数据作进一步的核实。

注释：

①有关重黎的研究，见陈久金《中国天文大发现》第二编。

②经过简单换算，蚌塑考古年与传说中的颛 顼，大 多 数 学 者

都认定差了 1000 至 1500 年。 孙淼的《关于河南濮阳西水

坡遗址的若干问题》一文则认定“二者相差 2000 年左右”，

见《’95 濮阳“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

州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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