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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10 月 15
日，运城中华文化促进会组织部分专家
学者，深入稷山国家板枣公园、稷王庙，
并召开座谈会，实地调研农耕文化的源
流，感受后稷故里农耕文化的深厚底蕴，
探索农耕文明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稷山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是后稷故
里、板枣之乡、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
一。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赋予这片土地
厚重的农耕文明，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
后稷农耕文化有着重要意义。“稷山四
宝”麻花、饼子、鸡蛋、枣，正是当今农耕
文化的一种体现和代表。

调研团首先走访了稷山国家板枣公
园，详细了解了稷山悠久的历史文化、稷
山国家板枣公园概况、板枣历史和种植
规模、特色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情况。
园内一万余棵千年板枣组成的古树群，
贡枣园、板枣博物馆等人文景观，深厚底
蕴与新颖时尚元素并存的新建农文旅项
目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后，调研团一行走进全国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专祀后稷的庙宇稷王
庙，深入了解稷王庙的历史沿革、传承保
护等情况。巧夺天工的石雕龙柱、气势恢
宏的大殿、惟妙惟肖的木雕图等，让大家

真切感受到文物的独有魅力和厚重的历
史文化价值。

调研期间，调研团一行还与稷山后
稷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代表，就如何
充分挖掘农耕文化丰厚内涵、拓宽农文

旅发展渠道、创新传播手段等进行交流
座谈。大家表示，稷山历史文化积淀深
厚、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农耕文化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载着先民的智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希望借助研学游进一步打
造农耕文化品牌课程，开设农耕文化体
验区，让游客体验农耕文化的魅力，在现
有稷王庙基础上扩大景区规模，加大宣
传力度，将农耕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和产
业发展，鼓励民间艺人传承农耕技艺，促
进农文旅共同发展。

中华文化促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很多
文化现象如历法等，都是伴随农耕文化
发展出现的，因此后稷文化大有文章可
做。近些年来，稷山对后稷文化的研究有
了一定成果。此次调研尤其是专家学者
的研究和交流，对运城中华文促会进一
步挖掘、研究、宣传农耕文明及后稷文化
有了新的思路和目标。建议应对后稷文
化再研究、再挖掘，充分利用和发挥论
坛、期刊、讲座等优势，将传统农业与现
代农业有机结合，打造后稷文化园，进一
步拓宽稷山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他
们也将借助文促会这一平台，邀请全国
知名专家学者前来研讨，深入挖掘农耕
文化的外延和内涵，让更多人认识后稷
文化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为弘扬农
耕文化、打造运城文化品牌、助推农文旅
发展贡献力量。

运城中华文促会走进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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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吉

夏县，因大禹当年在此封国号为
“夏”而得名，是全国唯一一个用“夏”字
命名的县。夏县禹王城，因大禹当年在
此建立都城而得名。

四千多年前，夏县禹王城是一个历
史悠久的部落联盟，由十多个姒姓部落
组成。夏后氏在这个部落中居于领导地
位，其首领就是大禹。

（一）

13年间，大禹的足迹遍步华夏山川
河流，治理好天下的水患，随后接受舜
的禅让，成为天下共主。人类由原始部
落进入文明的“夏后”时代。

《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曰：禹
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
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郇氏、彤城氏、褒
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
氏。”12个氏族组成的部落，以“夏后”为
名号和国号。

大禹治水期间，每到一处都会安营
扎寨，指挥中心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的
冀州中原地区：阳城、阳翟、平阳、晋阳、
安邑、斟鄩、西河、亳等处，但最高的中
央领导机构设立在夏侯氏的都城——

“安邑”。
《水经注·涑水》载：“安邑，禹都也，

禹娶涂山女，思恋本国，筑台以望之，今
城南门，台基犹存。”这句话是说，安邑
是禹的都城，禹娶了涂山氏的女儿，她
思念自己的国家，于是筑台望乡，当时
安邑城的南门，那座高台的基址还在。

《史记·夏本纪》载：“禹封国号为
夏。”

“夏”是夏后氏族图腾的唯一标识。
“夏”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本义

是“雄武的中国人”。
甲骨文中的“夏”字，是一个人的象

形：头、发、眼、身躯、两臂、腿脚一应俱
全，且双手摆开呈现一种强而有力的架
势。金文中的“夏”字较甲骨文而言，字
形极大地复杂化了：人的头和身躯变成
繁体的“页”字形结构；左右两边两个呈
锯齿状结构的部分，是手的象形；其下
是脚趾朝向左边的两只脚的象形，也就
是“止”。小篆中的“夏”字，由金文字形
发展而来，只是“脚”简化成一只，整个
字的结构看起来更为明朗。约在隶书阶
段的后期，“夏”字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简化：上面繁体的“页”被写成了隶书

“夏”字所示的形状，两边的“手”被省略
掉了，下面的“脚”变成了“夂”，由此演
变为楷书中的“夏”字。

《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
《辞源》载，“夏”有 4 个意思，其中

一个是“古代汉族自称为夏，也称‘华
夏’‘诸夏’”，还有就是“朝代名。相传为
禹所建立。建都安邑。在今山西夏县
北”。

《辞海》中，“夏”有 6 个意思，其中
提一个为“中国人自称”，一个为“夏后
氏，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为夏
后氏部落领袖禹子启所建立的奴隶制
国家。建都阳城（今河南开封东），斟郇
（今登封西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等地。传到桀，为商汤所灭”。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夏，朝
代名。禹治水有功。受舜禅。国号夏。亦
称夏后氏。都安邑。故城在今山西夏县
北。”

《通典·河东郡》载：“夏，汉安邑县
地。盖以夏禹所都为名。禹都安邑城，在
今县北十五里。”

（二）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早
期国家形态，组建了政府和军队，有了
管理社会和保卫领土的能力。夏朝制定

了法律，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国家
的阶级本质，表明其有了治理社会和管
理国家的制度。夏朝还形成了等级制
度，反映了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也表
明夏朝已经有了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能
力。而都城的建立，不仅表明夏朝有了
固定的政治中心，也表明夏朝已经有了
统治和管理国家的物质基础。

《春秋左传正义》载：“中国有礼仪
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
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诸夏”，“夏”
也有盛大、高雅的意思。中国人的服饰
很美，故作“华”“诸华”，华有美丽、华丽
的意思。久而久之，“中华”便成了“中
国”“华夏”的代名词。这不仅是地理层
面的，更深一层的价值在于文化沉积方
面和文明的含义。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
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
华夏各族和蛮貊人民，无不遵从。大约
从编著《尚书》起，我国古籍上开始将

“华”与“夏”连用，合称“华夏”。
《春秋左传·定公十年》载：“孔丘以

公退，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子
说，东夷边远之地人不能干涉华夏的事
情。这里的“华”亦即“夏”。孔子视“夏”
与“华”为同义词。

华夏是中国的古称，同时也是汉民
族的别称。关于“华夏”“中华”的“华”，
一指华山，二指舜的名字“重华”的谐
音，“夏”则指夏水，也就是今天的汉水；

“夏”是源自夏朝，夏朝以中央大国自
居，因此“夏”就有了“中国”的意思。

在古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5种
含义：一是指帝王所在的国都，即首都；
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是指中
原地区；四是指国内、内地；五是指古代
华夏族、汉族居住的地区或建立的国家。

夏禹之后，儿子夏启继承了王位，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君主。这
一变革，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原始的部落

联盟向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转型。夏朝
的政治体制以“家天下”为核心，中央集
权与君主专制相结合，为后来的中国政
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夏启建立夏王朝时，取万物生长最
旺盛的季节“夏”，寓意强大、繁荣之意。
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在安邑诞生
了。

（三）

《中国通史简编》载：“由于形势不
稳，他（启）放弃阳翟，西迁大夏，建都安
邑。”

如果说，夏禹在禹都开创了夏都文
化新纪元的话，那么，夏启在安邑则开
启了华夏文明的新时代。

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为了
保障河东盐池安全，夏朝决定就近再置
一个安邑，种种原因搁置下来，公元
487 年才正式设立南、北安邑两县。夏
县被命名为南安邑，新置安邑为北安
邑。由于南、北安邑方位错位，太和十八
年（公元494年），南、北安邑名字互换，
在北安邑别置夏县。此时，夏县仍在禹
王城。公元 578 年，夏县迁移十五里以
东新址，南、北安邑取消，保留盐池边一
个安邑。饱经沧桑的古安邑，刹那间变
成遐思遥爱的禹王城。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夏
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
尧舜禹建都在今河东境内，故河东是最
早称‘中国’的地方。晋南地方是当时的

‘帝王所都。’‘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
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
王所都’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
民族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
中心，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这真是：赫赫夏禹功德大，魏魏夏
启立大夏。泱泱华夏复兴隆，浩浩安邑
古中华！

夏 县“ 夏 ”之 考 略

▲调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