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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

的“人首龙身”、“人首鸟身”、“人首兽身”或“龙首

人身”、“鸟首人身”、“兽首人身”的玉石雕像，这些

“半人半兽”或“半人半鸟”的玉雕像，并非现代人理解

的唯美艺术造型，而是似人非人带有神性的先祖神像，即

神圣的“先祖图腾”。“图腾”为美洲土著部族方言totem

的音译，原意是指与种族有血缘关系的远亲。“图腾”的

造型多为动物类神像，可以理解为氏族部落的先祖神像。

所以，要理解古神像，首先要明白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源于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和先祖崇拜习

俗。原始母系社会，“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

子•盗跖》）或如《春秋•公羊传》所说的“圣人皆无父，

感天而生”。原始初民对人类的生育原理不大明白，总将

母亲怀孕的原因，归于某种神秘的物体感应，即所谓的

“感生”观念。初民观察动物的形态和行为与人接近，认

为世界上所有动物同属一个种类。在远古中国先民的观念

和理论中，所有的动物都是由“虫”变来的，其细微差

别在于分属五种“虫”：鳞虫、羽虫、毛虫、介（甲）

虫和倮（裸）虫。凡长鳞皮的动物，如鱼、蛇之类，统

称“鳞虫”；凡长羽翼的动物，如禽鸟、飞虫类，统称

“羽虫”；凡长毛皮的动物，如野兽、牲畜类，统称“毛

虫”；凡长甲壳的动物，如龟、蚌、甲壳虫类动物，统称

“甲虫”；而身上既无羽、毛，又无鳞、甲的动物，如虫

蛹、人类，则称“裸虫”。如《吕氏春秋》就说：“孟

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孟夏之

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季夏之月……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孟秋之月……其帝少

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孟冬之月……其帝颛頊，其

神玄冥，其虫介。”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动物同源

说”。因此，初民一般以为母亲感应某种动物而生子，如

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阿兰达人认为，怀孕与父亲的作用没

有任何关系，而是“图腾精灵进入母体的结果”。受不同

物体的神灵感应，便产生出不同的种族，所以族嗣往往崇

祀某种动物为血缘祖先，这便是原始部落产生“图腾”的

原因。进入父系社会以后，父母生殖原理大体明白了，但

可能又为避免近亲繁殖，各部落仍以某种动物图腾作为氏

族标志，以便识别适婚部族。

史前图腾的动物造型，初期一般为原生态动物，如

蚕、蝉、蟾、蛙、蛇、鸟、龟、兔、猴等，基本为小型动

物原形，造型原始，风格具象。众多的小动物图腾，也反

映了史前诸多小部落相对散居的原始状态。待到众多小部

落逐渐兼并融合为几个大部落，于是，少数几个大型动物

如鹰、犬、豕、羊、牛、马、熊、虎等，成为几大部落的

图腾。发展到“三皇五帝”时期，皇帝一统天下，领导部

落联盟，便将现实自然存在的动物和飞禽进行抽象变形，

集各种鸟兽的优势特征于一体，融汇合成超自然的龙、

凤、麒麟、玄武等形象，以作部落联盟或帝国的新图腾标

志。可以说，这类超自然形态的大图腾形象，已经超脱了

自然血缘关系，成为团结各部族的文化标志，起到了统一

华夏民族形成“中华帝国”的巨大作用。

摘要：“三皇五帝”是中国传说中史前几个时期的创世皇帝，实为中华民族信仰和崇拜的神圣先祖，他们卓越超群的伟

大功绩往往体现为超凡脱俗的神化形象。远古中国塑造的人与动物相结合的玉石雕像，就是“三皇五帝”的神灵形象，亦即

原始部落先民崇祀的“先祖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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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古籍记载的传说和史实，先明晓中华民族早

期的杰出先祖“三皇五帝”，然后考察一下他们的图腾形

象。

一、“三皇五帝”其人

三皇五帝，是中国古籍记载的史前传说中的创世皇

帝。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全盘否

定“三皇五帝”为信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和

研究，考古界已基本肯定“三皇五帝”时代存在于夏代

以前的新石器时代。2002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专家完成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开始实施“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旨在科学测定“三皇五帝”的准确年代。现在看

来，“三皇五帝”都是原始大部落首领，由于实力强大而

成为部落联盟共主或帝国皇帝。我国古代有把远古三个皇

帝和上古五个帝王合称为“三皇五帝”的传说，基本上，

无论是按照神话传说，还是史书的记载，都认为“三皇”

所处的年代早于“五帝”的年代。但是不同史家对“三皇

五帝”却有不同的定义。

“皇”的原义是“大”和“美”，不作名词用。战

国时，因上帝的“帝”字被作为人主的称呼，遂用“皇”

字来称天神上帝，如《楚辞》中的“西皇”、“东皇”、

“上皇”等。在《周礼》、《吕氏春秋》与《庄子》中开

始有指人主的“三皇五帝”，《管子》并对皇、帝、王、

霸四者的不同意义作了解释，但都未具体定其人名。所以

“三皇五帝”具体所指何人，战国至秦汉说法不一。

战国末时将“天皇、地皇、泰皇”之名，称为“三

皇”。如《史记•始皇本纪》载李斯奏议称：“古有天皇，

有地皇，有泰皇，泰皇 贵，”并建议秦王嬴政尊号“泰

皇”。嬴政没同意李斯提议，而是采用三皇之“皇”和五

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并自称“始皇帝”。

西汉末纬书《春秋命历序》、《始学篇》等则提出

“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的另一种看法，《尚书

大传》和《白虎通义》等，则又主张“三皇”应为燧人、

伏羲、神农，而《运斗枢》、《元命苞》等纬书，除了认

同伏羲、神农外，补上了创造人类的女娲，汉代画像石

和帛画即多此形象。此外，《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

黄帝为“三皇”，《通鉴外纪》又以伏羲、神农、共工为

“三皇”。由此看来，伏羲、神农占了“三皇”之两皇，

诸说基本一致，而第三皇究竟是谁，分歧较大。

至于“五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实指“天帝”，

《山海经》中的“神”皆称“帝”。其后亦有“五帝”之

称，如《楚辞•惜诵》有“令五帝”句，与“指苍天”、

“戒六神”并举，皆指“天神”。又《晏子春秋》有“楚

巫请致五帝以明君德”句，显然皆指“天帝”。故《史记•

封禅书》载汉高祖刘邦说：“吾闻天有五帝”，即述战国

末流行之说。同时还有“五色帝”之说，祭祀“白、青、

黄、赤”四座“上帝”祠，汉高祖增祀“黑帝”之祠。至

《春秋纬•文耀钩》，“五色帝”始有名字：“苍帝曰灵

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

帝曰汁光纪。”郑玄注《礼记•大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句，即引此诸名为“太微五帝”，谓“王者之先祖皆

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把地上“五帝”说成是天上“五

帝”所感生。

“帝”原指“天帝”，人间的“五帝”一词在孟

子时尚未出现，《孟子》中只提到“三王五霸”。《荀

子》中才有“五帝”一词排在“三王”后，但无人名，

只在其《议兵篇》中称尧、舜、禹、汤为“四帝”。《孙

子兵法》有“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句，似亦有“四

帝”、“五帝”之称。《管子》及《庄子》所屡称“三皇

五帝”，也都未指实人名。其实，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记

载神话和历史传说文籍中，先后出现了很多古帝或宗神名

号，大抵居西边的有黄帝、炎帝以及伯夷、共工、鲧、

禹、四岳、稷(弃)、高圉、太王、玄嚣、蟜极、昌意、青

阳等，居东边的有太皞、少昊挚、颛顼、高阳、高辛、

尧、羿、浞、浇、俊、舜、喾、契、冥、上甲微等，地区

未明的有帝鸿氏、缙云氏、金天氏、烈山氏、陶唐氏(前二

者可能在西、后三者可能在东)等，由东而西的有伯翳、非

子等，本在东而一部南移的有祝融即重黎，及其后裔八姓

等等。由于战国后期“五行说”逐渐建立，凡事都要凑五

为成数，于是在上述许多古帝王中，遂有罗列“五帝”的

必要，并出现了下列诸种“五帝说”。

《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

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礼记•月令》以

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为“五

帝”；《尚书序》、《帝王世纪》则视少昊（皞）、颛

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此外，又有

把五方天神合称为“五帝”的神话。如东汉王逸注《楚辞•

惜诵》中的“五帝”为五方神，即东方太皞、南方炎帝、

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而唐贾公彦疏《周礼•天

官》“祀五帝”，为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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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白帝、北方黑帝。

西汉末《世经》所编排的古史系统，依《十二纪》与

《月令》，在黄帝和颛顼之间加有少昊金天氏，使战国时

说的“五帝”中多了一帝。于是有人把原“五帝”之首的

黄帝升为“三皇”，与伏羲、神农并列。首先是《礼记》

持此说，张衡上汉顺帝书及其后的皇甫谧《帝王世纪》亦

从之。接着是《尚书序》宣扬此说，由于它的经书地位之

尊，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从此伏羲、神农、黄帝成为中

国历史中 古的“三皇”，接下来的少昊、颛顼、帝喾、

唐尧、虞舜为“五帝”，于是这一“三皇五帝”说被奉为

古代正统的信史。

尽管“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这些资

料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一，伏羲大体上被排在“三皇

五帝”之首（排除纬书中伏羲之前的燧人氏，则伏羲恒居

首位），说明“伏羲”的重要性，“伏羲”的确被古人视

为人文始祖。其二，“三皇”、“五帝”虽说法不一，但

排序基本上不混乱，按太昊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

（合并的原因应该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即《礼记•

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所排“五方

天帝”的需要）、少昊即帝挚，“三皇五帝”的总体排

序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少昊（帝

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

（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共工、祝融总在伏羲、神

农与尧、舜之间）。其三，尧、舜总排在“三皇五帝”之

后，尧、舜之后则为禹、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历史

时期；伏羲上承有巢氏、燧人氏，尧、舜下接禹、启。据

此可知，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大体上是按时序进行

排列的，而这个排序与《帝王世纪》、《尚书序》又完全

吻合（实际上所有的排序都没有违背总体顺序）。虽然

“三皇”、“五帝”有多种说法，但这种排序上的惊人的

一致性却表明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是很严谨的，而不是

随便凑合三位、五位就了事的。大抵“三皇说”所指诸

人，是中国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象征；“五

帝说”所指诸人，主要是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盛期及其

实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一些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长人物。

“三皇五帝”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商代出

现成熟的甲骨文之前，夏代及上古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三皇五帝”时代由公元前4000年上溯至8000年甚至10000

年的历史，全凭先民口耳相传，不免错讹混乱。如《庄子•

胠箧》就曾列举了十二名古帝及其他古帝，《六韬》列举

了古帝十五名，《逸周书》所列古帝多达二十六名。战国

及秦汉时，文人史家崇尚“三五历数”，故将上古帝王简

称为“三皇五帝”。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三皇五帝”人同

而名号不同，或一人而有多名，而致“三皇五帝”的名号

和排序有异。虽名号和排序不能统一，但均为中国人的祖

先。其实，“三皇五帝”传说的分歧，是我国多民族发展

的产物，它曲折地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步趋势。早在进入

文明时代之前，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就形成了华夏族以

及当时被华夏族称之为蛮、夷、戎、狄等许多兄弟民族。

说华夏族为炎、黄之后，这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族是由以炎

帝、黄帝为代表的两个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经过长期发

展而成的。所谓“皇帝”，只不过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

盟时期盟主的称谓。“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天

下炎黄子孙同宗同源。这种血脉亲情，世代相传，具有强

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

由于“三皇五帝”传说的不同世系，而给后裔众多的

各氏族部落，传下来不尽相同的氏族图腾。这些不同的图

腾形象，早期为立体的玉石圆雕，以后渐渐抽象化或平面

化，变成了各部落或邦国的识别标志，刻铸于代表邦国和

氏族的权威器物上，如钟、鼎、彝、尊、簋、玺、节、币

等。

下面，我们按传统公认的“三皇五帝”：伏羲、神

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顺序逐一探

究各位皇帝的图腾形象。

二、“三皇”之形象

（一）三皇之一：太昊伏羲（一）三皇之一：太昊伏羲

“三皇”的第一皇“太昊伏羲”，据说姓“风”，有

的史书分称为二人：太昊氏、伏羲氏。一般史书理解为一

人二名，因为两者的史迹和图腾特征基本一致。太昊，古

时又写作太皞；伏羲，不同的史书又称作伏牺、宓牺、伏

戏、庖牺、庖羲、炮栖，或称“牺皇”或“皇羲”。

相传，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在雷泽踏上了一个巨大的脚

印，导致怀孕，而生伏羲。《竹书纪年•伏羲氏》说：“太

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远之，

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纬

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晋代郭

璞《注山海经•引河图》中也说，“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

而生伏羲。”雷泽，据考证为今山东省的荷泽，古称雷夏

泽。山东古为东夷族世居之地，所以伏羲当为远古东夷族



54

山 东 英 才 学 院 学 报

首领。

据传他与其妹女娲婚配而孳生人类，而被后人称为

“人类始祖”。伏羲氏是中国文献记载中的 早的智者

之一，他对世间万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同时又

拥有着超人的智能和创造能力。他模仿蜘蛛结网，制作了

捕鱼的网和捕鸟的罗，还制作了琴瑟，创作了《驾辩》的

乐曲。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明“阴阳八卦”来解释

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他造书契、正婚姻、教

渔猎，结束了人们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的蒙昧历史，开创

了中华文明。所以，伏羲氏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之

祖”。

《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

头，鼓其腹则雷。”看来，伏羲母亲华胥氏身受“龙身

而人头”的“雷神”感应，生下伏羲。王嘉《拾遗记》所

记：“庖牺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

虹绕神母，久而方灭，既觉有娠，历十二年生庖牺。”

“虹”，也称“虹蜺”，传说为“双头龙”，所谓“青

虹”，亦即“青龙”。 所以华胥氏感应“神龙”所生的

“伏羲”，实为“龙种”。

《古微书》记载：“伏牺大目，山准，龙颜”。

《列子》记载：“庖牺氏、女娲氏、夏后氏，蛇身人

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有大圣之德。”

《太平御览》引《帝谱系》记载：“伏羲人头蛇身，

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太昊庖牺氏，风姓

也，蛇身人首。”

《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

女娲蛇躯。”《路史•后记一》罗苹注引《玄中记》：

“伏羲龙身”。汉代石刻画像上，“伏羲”就为“人首龙

身”。“女娲”虽然说是“蛇躯”，但看石刻画像上，与

“伏羲”的“龙身”没什么差别。“蛇”在民间亦称“小

龙”，其实，“龙身”的原型就来源于“蛇身”，说“蛇

身”也未尝不可。《天中记》卷22引《帝系谱》就说：

“伏羲人头蛇身。”而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先说“伏羲

蛇身人首”，后又说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

龙师。”可见古时龙、蛇区分得并不象后代那么严格。所

以，伏羲作为龙种传人，其形象或为“龙首人身”，或为

“龙身人首”。此类龙首或龙身的造型就是伏羲氏部落的

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

而龙名。”伏羲氏以龙为图腾，故以龙纪年，并用青龙、

赤龙、白龙、黑龙等命名八个龙官，分工治理各方军法政

务。

《世本•帝系篇》称“太昊伏羲氏”，据此分析，也可

能“太昊”与“伏羲”为一人，也可能“太昊”出自“伏

羲氏”部落。总之，其图腾形象当为一致：“龙图腾”。

有的古籍中，又称“太皞”为东方之神。《礼记•月令》：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

极……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东方木德之帝也。”而《山海

经•海外东经》则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太皞伏羲氏的神形“句芒”虽又变为“鸟身人面”，但他

“乘两龙”，仍具“龙图腾”特征。他又为“东方青木之

神”，所以可称之“东方青龙”，这就是后来的所谓“四

方神灵”之一“东方苍龙”的由来。

《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

女娲。”“伏羲”、“女娲”既为兄妹，当然同为“龙

种”；又传他俩是夫妻为华人始祖，天下华人均称为“龙

的传人”。有的史书根据传说“伏羲”、“女娲”相继

称帝，故将“伏羲”、“女娲”称为“三皇”中的“两

皇”。但多数史学家认为两兄妹或夫妻均属同一时代，就

不必再分称了。

 “伏羲”和“女娲”的图腾形象都是“龙”，可谓

“双龙”。《山海经》中记载“神人”307个，与龙、蛇

有关的多达138个，将近一半；而且，四方神灵均“乘两

龙”。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

乘两龙。”《海外东经》：“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

两龙。”《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

龙。”《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

后开。”《海外北经》曰：“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

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北方禺强，黑色手足，乘

二龙。”

《大戴礼•五帝德》也说：黄帝“乘龙”，“颛頊乘龙

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

四方神圣和历代皇帝均“乘龙”，表明都是男女始祖

“伏羲女娲”这“两龙”的后裔。所以，“神龙”标志，

遍及中国，贯穿古今，实为中华民族的先祖图腾，正如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祖龙者，人之先也。”《史

记•高祖本纪》说汉人高祖刘邦为“蛟龙”之子，“高祖

为人，隆准而龙颜。”此后，历代皇帝为标明正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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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为“真龙天子”。祭龙为先祖，一是因“龙”神通广

大，表明皇帝无所不能；二是也想得到神龙祖宗的护佑，

以期江山永固、万代不绝。

（二）三皇之二：神农炎帝（二）三皇之二：神农炎帝

 “神农”为氏族名，所以常称“神农氏”，有的古

籍又称“连山氏”或“烈山氏”。《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此言炎帝氏族崇拜火

神，火神是此族的宗神，所以用火字纪年并命名百官，氏

族首领自然称之“炎帝”。另有传说神农氏部落首领烈山

氏发明用烈火烧荒种地，所谓“ 耕火种”，氏族后裔为

纪念他故称“炎帝”。后世多将“炎帝”与“神农氏”合

而为一，统称“神农炎帝”。

《淮南子•时则训》“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司者

二万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

农，南方火德之帝也。”）神农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发明

农业之神，他教民耕作，使五谷生长。汉班固《白虎通•号

篇》：“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

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

谓之神农也。”晋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炎帝始

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阜。”晋干宝《搜神

记》：“神农以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

主，以播百谷。”他还教人民建立市场，彼此买卖交换。

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神农是以日中为市，致于下

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外，他又

是医药之神，传说他曾亲尝百草，在一天里辨别毒草七十

余次。后世之人才知以草药治病。《淮南子•修务训》：

“于是神农乃始教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辟就。当此之

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四川至今还有一个感人的神话传

说，说神农氏为了给人们寻找治病的草药，他尝尽了百

草，有一天尝到一种剧毒的断肠草，致使他的肠子断烂，

为人民牺牲了生命。这些传说都是后人对自己的祖先炎帝

的神化，说明他和伏羲一样，是中华民族文明之祖。

初，炎帝氏族活动于渭河流域，后来进入黄河中

游，与东部的九黎族发生了长时期的冲突。传说九黎族的

首领叫蚩尤，兽身人言，铜头铁额，头上有角，耳上生毛

硬如剑戟，能吃砂石，可能是以某种猛兽为图腾的氏族。

他有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是勇悍善战的强大

氏族部落。蚩尤把炎帝驱逐到涿鹿(今河北西北桑干河流

域)，炎帝无奈而向黄帝求援，黄帝率部与蚩尤在涿鹿大

战，蚩尤请风伯雨师兴风作雨，造了大雾使黄帝的士兵迷

失方向，黄帝请旱神女魃，把天气放晴，造了“指南车”

辨别方向。这场激烈战争的结果是蚩尤失败被杀，黄帝取

得了胜利，被推举为“天子”，取代炎帝，而后统一中

国。

《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炎帝以神农氏，姜姓也，

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

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

水，因以姓焉。”

《帝王世纪》：“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

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

火德王，故号炎帝。”

因炎帝为神农氏部落首领，后世又称“炎帝”为“神

农氏”。因为神农氏部落创始首领炎帝， 大的功劳就

是驯牛耕种，发明农业，所以后人祭他为“农神”，亦即

“神农”。于是，神农氏部落的后裔，将创始首领炎帝祀

为先祖神。因炎帝神农驯牛有术，似乎甚通牛性，初民便

以为神农氏的先祖与牛有血缘关系，或为“神牛”，于

是，神农氏部落的图腾就是“牛首人身”的“神牛”。

“图腾”一般为整个神农氏部落的象征，非仅“炎

帝”一人。若单讲炎帝，因为姓“姜”，很可能与“羌

人”为一族，被划为“神羊”部落。如《左传•哀公九年》

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后汉书•西羌传》

也说姜姓为“羌种”。“姜”与“羌”字的字体结构均为

“羊首人身”，不过“姜”为“羊首女人”而已。中国的

姓氏多为象形文字，原本就来源于图腾。“羌人”部落的

图腾为“神羊”，其先祖神像当为“羊首人身”。那么，

姜姓炎帝的先祖神像也可能为“羊首人身”。姜姓炎帝为

“羊首人身”，而炎帝神农氏又为“牛首人身”，似乎有

点矛盾。所以，有的学者便说古籍有误，炎帝和神农并非

一人。其实，我们也无须随便疑古，完全可以这样理解：

炎帝出身于母系羌族部落，成年后独闯天下，由西域来到

中原，驯牛耕种，定居繁衍，建立起神农氏部落，成为神

农氏部落首领，此后便被神农氏部落后裔奉为先祖。所

以，炎帝出身的母系部落图腾虽为“羊首人身”，而自己

新建的神农氏部落的图腾则为“牛首人身”。可见，炎帝

神农氏可能身兼两种图腾，然“羊首人身”与“牛首人

身”毕竟有异，因此，为避免造成更多的混乱，我们还是

将“牛首人身”定为“神农氏部落图腾”，可以称为“神

农氏先祖神像”或“神农炎帝像”。当然，炎帝成名后统

一了中国，其母族羊图腾部落也尊他为帝，所以神农炎帝

常光明：“三皇五帝”及其图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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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会被塑造成“牛首人身”和“羊首人身”两种形象。

《春秋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

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国号神农，是

为炎帝，始为天子。”炎帝既为少典妃“感神龙”所生，

可知“神农炎帝”的先祖仍是“神龙”，《诗含神雾》也

说：炎帝“龙骨，颜似龙也”，《路史》也说：炎帝“龙

颜而大唇。”所以神农炎帝可称神龙“太昊伏羲”的后

代，即“龙的传人”。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

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

姬，炎帝为姜。”这是关于炎帝和黄帝本源的重要记载，

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是根据二人成长地姬水、姜水而命

名，但炎、黄为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可知二者由同一源

头分化而来，即“炎黄同源”，所以中华民族便统称“炎

黄子孙”。

（三）三皇之三：轩辕黄帝（三）三皇之三：轩辕黄帝

黄帝，姓姬，因世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或统称

“轩辕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

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

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

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 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

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

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

野。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

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

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

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

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

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

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

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

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

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历史上的颛顼、帝

喾、唐尧，虞舜，夏，商，周，传说都是黄帝的后裔，故

称“轩辕后裔”、“炎黄子孙”。

《文献通考•帝系考》：“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

名轩辕，生於寿邱。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蚩尤

暴，黄帝徵师诸侯，擒杀蚩尤，诸侯尊黄帝为天子。在位

百年崩，年百一十岁。”

黄帝生性聪慧，能说会道，道德情操高尚，十五岁

就被群民拥戴当上部落酋长，三十七岁登上天子位。在炎

帝后期，黄帝于乱世起兵，以德号召天下，一生共历经52

战。战败炎帝于阪泉，代炎帝为天子，后又战胜蚩尤于涿

鹿之野，结束了远古长期战乱，统一了中华民族，建立起

中国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中华文明新时代由此产生。黄

帝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一位伟大的部落联盟首领，是开创

中华民族文明的祖先。黄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

中华文化，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奠基人。黄帝统一了华

夏民族，设官职，举贤能，建房屋，作衣服，教蚕桑，种

五谷，兴文字，绘图画，制乐器，创医药，造舟车，做弓

矢，发明伞、镜、指南车等等，使人们逐步走向了文明有

序的生活道路。我国古史时期的干支历法、农工矿商、衣

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均始于黄帝时代，这些都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标志，我国后来能巍然屹立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

列，与黄帝的赫赫殊勋是分不开的，其卓著的功绩，深受

历代人民所敬仰，正因如此，后世尊称轩辕黄帝为：人文

初祖、文明始祖。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为有熊”，《史记正

义》：“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大戴礼》：

“黄帝，少典之子，居有熊，曰轩辕。”黄帝 初所属的

“有熊氏”部落的图腾，应为“神熊”。因此，黄帝所居

的原始部落的图腾形象应该为“熊图腾”。

黄帝又号“轩辕”、“玄鼋”。“轩辕”可能是因

为传说黄帝发明车辆，而给他起的名誉称号。也可能“轩

辕”是与“玄鼋”读音相同而滋生。“玄鼋”，意为“黑

色大龟”，即“乌龟”。这可能与“鲧”的传说有关。

《山海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

鲧。”可知“鲧”为黄帝孙子。“鲧”，在古代传说中

为“禹”的父亲，他曾因治水不力而被天帝惩处。《国

语•晋语》：“昔有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

以入于羽渊。”“黄能”，一般说为“黄熊”，如《楚

辞•天问》、《左传•昭公》都说“化为黄熊”。还有的说

“能”是“三足龟”（有说“熊”字下边的四个点“灬”

应为“三点”，读做“乃”，义为“三足鼍”或“三足

龟”）。如《拾遗记》就说“化为玄龟”。“鲧”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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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籍中写作“鮌”，左“鱼”右“玄”，其实就是“玄

鱼”。玄、元古文相通，因此，“玄鱼”即“元鱼”即

“玄鼋”，亦即“玄龟”。黄帝姓“姬”，据说“姬”字

的写法便来自于“龟图腾”。《国语•周语》说：“我姬氏

出自天鼋”。所以，“玄龟”和“黄熊”均为鲧的化身，

也均为黄帝世系部落的图腾。

《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云：“鲧死三

岁不腐，剖之以吴 ，化为黄龍。”“黄龍”的“龍”，

与《国语》所言“黄能”的“能”，字形极为相似，也许

古时互为异体字。所以“鲧”的化身又为“黄龙”。传说

大禹治水时，得父亲“鲧”相助。《拾遗记》：“禹尽力

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可

见，“鲧”既可化为“玄龟”，又能化为“黄龙”。《山

海经》说“鲧为白马”，《周礼•夏官》云：“马八尺曰

龙”，因此，“鲧化龙”不足为奇。“鲧化龙”这种神

性肯定传自祖父黄帝。《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

国……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黄帝生苗

龙”；《管子•五行》说黄帝“得苍龙而辨于东方。”《孙

绰子》说黄帝“驾八翼之龙”。《论衡•记妖》：“昔者黄

帝合鬼神于西大山之上，驾象舆六蛟龙。”《大戴礼•五帝

德》说黄帝“乘龙”；《轩辕黄帝传》说“黄帝作龙衮之

服”；《大象列星图》说“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

体。”《淮南子•天文篇》：“中央土也，其帝黄帝……

其兽黄龙。”；《史记•天官书》也说“轩辕黄龙体”等

等。可见黄帝与“龙”的亲密关系。鲧及先祖黄帝，可变

四身：熊、龟、马、龙，可称得上“摇身四变”，一身

可变四种形象或四种面孔，这也许就是传说的“黄帝四

面”吧。（有人解释“黄帝四面”为“黄帝居中，面向四

方”，大概为引伸之义。）所以，神熊、神龟、神马、神

龙均为黄帝所属部落的图腾，而神龙可能为黄帝统一部落

联盟后的大图腾。

《国语•晋语》：“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

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

帝为姜。”炎、黄二帝姓虽有别，但俱为一母所生的同胞

兄弟，炎帝既为神龙后裔，黄帝也应有血缘关系，不过一

为赤龙，一为黄龙而已。所以炎、黄二帝的先祖图腾均为

“神龙”。炎黄兄弟，既为同母所生，两兄弟的相貌当有

相近之处，所以二人头上均长大角，似牛角又似龙角，其

实龙角的形状就来自于自然界的牛角。而炎、黄二人也有

相异之处，黄帝出自有熊部落，其面目不免有点象熊。

黄帝图腾之所以复杂难辨，是因为黄帝部落本为北方

大部落联盟，据说在与炎帝作战时，盟主黄帝即统领众

多部落大军，如《列子•黄帝》所言：“黄帝与炎帝战于

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鶡、

鹰、鸢为旗帜。”这些兽类、鸟类的旗帜，实际就是各部

落的图腾标志。《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宗，

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笔者曾于论文《生肖与干

支起源考》论证：上古“十二兽历”中的十二种动物，逐

渐演变为秦汉以后十二生肖，其原型就是上古十二大姓氏

的先祖图腾。黄帝打败炎帝后，又收服了南部的炎帝神农

氏大部落、东部的东夷九黎各部落和西部戎狄各部落，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一统，其统治的疆域 大，其治下

的部落 多，史无前例。而若创造新的大图腾欲合成众多

部落图腾特征，很难做到，所以黄帝的面目便有了多面

性，不好形容。可能 终还是沿用了中华始祖伏羲“神

龙”图腾，才得到所有部落的认可，因为所有部落均自称

是“龙的传人”。 

三、“五帝”之形象

（一）五帝之一：少昊帝挚（一）五帝之一：少昊帝挚

“少昊”，又作“少皞”，据传为“太昊”（太皞）

的后裔。少昊氏部落历代首领中，“挚”是比较著名的皇

帝，史称：“少昊帝挚”。

太昊氏以及少昊氏为世居中国东部地区的东夷大部

落，东夷的“夷”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一个张弓射

箭人的象形，可见是根据善射族群的特征，刻划出来的文

字，说明东夷族以猎鸟为生，与鸟的渊源甚深。

《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青土树木之野，

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太皞，伏羲

氏，东方木德之帝也。”《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

皞，其神句芒。”《山海经•海外东经》则说：“东方句

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乘两龙”，表明属于伏羲氏的“龙图腾”大部落，

但作为伏羲氏大部落内的支系太昊氏，其神形又表现为

“鸟身人面”的“鸟图腾”。作为太昊后裔的少昊氏，可

能为太昊氏大部落的后裔部落之一，继承了鸟系血统一

支，所以奉鸟为图腾。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

国。”少昊氏族也绵延很多代，历代少昊氏部落首领中，

“挚”是比较有名的皇帝，史称“少昊帝挚”。“挚”，

常光明：“三皇五帝”及其图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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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中又通“鸷”。“鸷”可理解为大鸟“鹰鸷”，即鸟

中之王；也可理解为“手执鹰鸷”，即手持“鸟图腾”

标志权杖的帝王形象。所以，史书尊称少昊帝挚为“鸟

王”。

《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

故记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

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

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鳲鸠

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

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也。”

少昊帝挚以鸟纪年，并以百鸟命名百官，司掌节气历

法和军法行政，后代因此称少昊为“百鸟之王”。当然，

这些“鸟官”，大概都是少昊大部落内各个小部落的首

领，都以不同的鸟类作图腾。可见，少昊世族的图腾形象

为“鸟图腾”。

传说少昊氏部落与黄帝部落在统一中国的争斗中，被

黄帝打败，一部分逃往南方定居，成为南方鸟神，即后代

所称“四方神灵”之一的“南方朱雀”。而少昊氏大部分

则归顺黄帝部落，通过联姻繁殖，成为黄帝后裔，而后继

承帝位。

据某些古籍称，“少昊挚”即为殷商人的祖先

“契”。如《世本•帝系篇》（清张澍粹集补注本）：“少

昊，黄帝之子，名契。”宋衷注：“少昊名挚。”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说：“少昊与契是一个人。”于

是，殷商人的祖先“契”，同样为“鸟的传人”。

《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常

言的“玄鸟生商”神话传说的出处。

《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娀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

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

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

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契母吞玄鸟卵而生契。”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女，为

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

生契。……封于商，赐姓子氏。”

《白虎通•姓名》：“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生也。”

殷商甲骨文所称“高祖王亥”的“亥”字上部，均

有“鸟图腾”的标记，商代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的纹饰

中，也大量雕刻凤鸟形象，可证商人祖先与鸟确有渊源关

系。商人祖先本就起源于山东， 早的首都曾建于曲阜一

带，经过几次迁都， 后才定于河南安阳。新石器时期的

山东大汶口文化，据学者考证大致相当于少昊帝挚时代的

东夷文化，此处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即多有鸟形尊。稍

晚的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玉器，很多也都饰有鸟形纹，可见

“三皇五帝”时代中国东部，盛行鸟图腾崇拜。

不仅太昊伏羲、少昊帝挚、商契，均为“鸟的传

人”，而且后来的周朝、秦朝，也自称其祖先为“鸟的传

人”。可见原始部落的图腾中，“鸟图腾”为一大图腾。

其后，“鸟图腾”又发展为“凤图腾”，与贯穿古今的

另一大图腾“龙图腾”，相互对应，形成中华民族源远流

长的“龙凤文化”。与“龙”这一超自然的神兽一样，

“凤凰”也是超脱了鸟的自然形态、综合了众多鸟类的优

点，创造出现实世界里没有的“神鸟”。“凤图腾”的性

质也与“龙图腾”一样，均为“三皇五帝”的大部落兼并

原始小部落之后、抽取各小部落原始图腾特征而合成的大

图腾。“龙凤图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原始部落时

期，部落首领靠血缘关系维持统治，而到了“三皇五帝”

时代，部落联盟或邦国形成，仅靠血缘关系已不能维持统

治，于是超脱血缘关系的文化象征——图腾标志，便显示

出巨大的凝聚作用了。

自远古以来，出于“神鸟”崇拜，“鸟图腾”造型甚

多。早期原始小部落“鸟图腾”，基本为原生态的鸟形，

后期的“鸟图腾”，便与人形的祖先结合，雕成“人首

鸟身”或“鸟首人身”，还有的则做成复合型的“人头顶

鸟”或“鸟上乘人”等造型了。

（二）五帝之二：高阳颛顼（二）五帝之二：高阳颛顼

颛顼，姓姬，相传是黄帝的孙子， 初封国于高阳(今

河北高阳县)，故号高阳氏，后人也统称：“高阳颛顼”。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

颛顼”。《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子昌意，降居

若水，娶蜀山氏之女，曰昌仆，生帝颛顼。”古书记载；

“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可能这是八个氏族。颛顼子孙很

多，分布在辽阔的大江南北，其中一支后来发展为南方的

楚国，在战国时期成为国力 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屈原就

是自称是颛顼的后裔。

据说颛顼十岁辅佐叔父少昊，二十岁就继登帝位。颛

顼是传说中的神化人物，他有非凡的经历和超人的力量，

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颛顼”又有神名曰“玄冥”，传为

北方天帝，统辖的区域非常大。《礼记•月令》：“其帝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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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其神玄冥。”《淮南子.时则训》：“北方之极，颛顼

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载：

“北至于幽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于蹯

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真是

一位泽被宇内，功德盖世的帝王。

颛顼登基帝位后，进行了宗教、历法、民事、农业

等一系列改革。颛顼进行“宗教改革”，涉及到少昊、九

黎、蚩尤、三苗等族团，族团的分化以及各族之间斗争和

居地的迁徙等，导致了关系的复杂化。宗教意识领域发生

的混乱与社会的急剧变革相适应，各族团之间的斗争和融

合，对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社会处于一个极度

的变革时期，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信奉巫

教，杂拜鬼神，民神杂糅、信仰混乱，无论大小事务，都

要用占卜来决定；家家都供养着巫师，社会财富大都耗用

在祭祀上；有头脑的能人得不到重用，即所谓“九黎乱

德”。 颛顼毅然采取革命行动，禁绝巫教，战胜和征服了

九黎，强令他们顺从黄帝族的教化。

颛顼 大的历史贡献，是以科学手段战胜社会上的迷

信观念，《周书》称之为“绝地天通”。颛顼取得盟主地

位以后，便让两个儿子掌握大权：老大“重”担任南正，

管理观天事务，把巫史们的权力夺过来；老二“黎”担

任火正，管理地面事务，特别是核定历法，宣布农时。天

上事与地上事分开以后，许多落后的迷信活动，就失去了

市场，全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开始走向正规。这次宗教

改革加速了社会分化，巫师阶层出现，神权成为特权，宗

教信仰规范化，促进了社会进步。促进了族与族之间的融

合。

《史记》记载，帝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养财以任地，载时以象天”说他有谋略，晓事理，善于创

造财富，能够按天象划分年历四季。颛顼以辰星为主观测

星而治历，“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观测一年中与

二十四宿的关系，确定太阳在一年中的周天行度、四时八

节的运程和一年之计始于春的理念，将四时分别为仲春春

分，仲夏夏至，仲秋秋分，仲冬冬至，初定一年为366天。

从而，形成我国 具科学性的古老历法——《颛顼历》。

《颛顼历》第一次明确地把以物候观测为重点转移到以天

象观测为重点，科学排序了一年的节气，人类进入了治历

明时的新阶段。因此，帝颛顼被尊为“历法之宗”。

颛顼时代初期还处于母系氏族制之下，男性的聪明才

智往往受到抑制。颛顼在征服九黎后，改革了这种制度。

邦国中男性子民，均称“颛顼之子”，并以“伯仲叔季”

为序，可见在他执政时，已按父系制来建立政治体系。

《淮南子•齐俗》讲颛顼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

于四达之衢。”母系社会，妇女是不给男子让路的，颛顼

首立新法，凡是不给男子让路的妇女，一律排斥于大道之

外。此类行为表明，颛顼在大力促进社会向父系制转化。

北方的共工氏，是上古的治水世家，但据《国语•周

语》所述，其措施比较落后，“壅防百川，堕高堙卑，”

全以堙塞为主。颛顼便以先进的疏导方法，向他挑战。这

就是传说的“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的故事，《淮南子•天

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原道训》也说，“昔共工

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结果

共工失败，愤怒地用头撞倒了不周山。顿时，撑着天空的

柱子斜了，拴着大地的绳子断了。于是天向西北倾斜，日

月星辰移动；地在东南凹陷，江河随之东流。《史记 •律

书》说：“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据此得知，颛

顼治水仍然吸收了共工不少好经验。直到大禹时代，与共

工氏在治水路线上的斗争，仍然持续着。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

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

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趾。取

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他的父亲韩流的相貌十分的奇

特：修长的脖子，小小的耳朵，猪的嘴巴，麒麟的躯干，

两腿勾连，猪蹄子，大体一副猪模样。颛顼的长相应该和

他父亲差不多，也有点猪头猪脑的猪模样。颛顼相貌虽随

父亲韩流，但某些方面还有祖父黄帝的特征。

《大戴礼•五帝德》：“颛顼乘龙而至四海。”作

为“黄帝”子孙，“颛顼”所乘的先祖图腾形象当然为

“龙”。黄帝联盟大图腾为“龙”，而黄帝原始部落图腾

中又有“玄龟”，于是黄帝族系有时体现为“龙龟合体”

的“龙龟”或“龟龙”。黄帝原出北方，后居中原，其孙

“颛顼”驻守北方，传为北方之神“玄冥”，后人又称

“玄武”，其神状便似祖父“黄帝”一样，有“龙龟”之

形。汉代画像石刻“玄武”，就为“龟龙合体”状，也许

颛顼为黄帝孙子辈，只能称“小龙”，亦即“蛇”，所以

后人亦将其称为“龟蛇合体”。这也就是“四方神灵”之

“北方玄武”由来。 

（三）五帝之三：高辛帝喾（三）五帝之三：高辛帝喾

帝喾，姓姬，是黄帝的重孙。帝喾少小聪明好学，

常光明：“三皇五帝”及其图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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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三岁便有盛名，十五岁时，因辅佐颛顼帝有功，被封

于高辛（今商丘市南高辛〕。三十岁时，代颛顼为帝，建

都于亳。因他兴起于高辛，史称高辛氏，或统称：“高辛

帝喾”。

帝喾有几个儿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传说他

的元妃姜原生了弃（即后稷），弃是周的始祖；次妃简狄

生了契，契是商的祖先；次妃常仪生了挚，次妃庆都生了

尧，挚与尧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帝王。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

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颛顼为族子。高

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

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

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

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

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

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史书上记载：帝喾以他的聪明才智治理国家，顺天应

民，仁而有威，惠而有信，修身而天下服。从大量考古信

息中所见，帝喾政权时期，中国的农业、渔牧业、手工业

已经比较发达，社会活动的分工也日益明显，出现了许多

不同的劳动群体，如农民、渔民、牧民、陶工、木工、石

工、冶金工、纺织工、士兵、艺人等等。随着社会生活复

杂化，上层建筑的管理就显得极为必要。帝喾执政时，经

常深入民间了解下情，解决人民 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

并十分重视寻找和重用那些有才华的人。他在位时先后任

用了伯奋、仲堪、叔献、季仲、虎伯、仲熊、叔豹、季狸

等八名才子，号称“八元”。这八位贤臣都是他治国的好

帮手，他们根据不同的行业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使社会

各界井然有序。

帝喾以前，人们虽有一年四季的概念，但只是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从事农艺畜牧没有一个科学的时辰顺序，

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帝喾

“爻策占验推算历法，穷极变化，颁告天下”《大戴礼•五

帝德》说他“夜观北斗，昼观日，作历弦、望、晦、朔、

迎日推策”，或“观北斗四时指向，以定节气；观天干以

定周天历度。”科学探索天象，物候变化规律，划分四时

节令，指导人们按照节令从事农畜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华夏农业出现一次伟大的革命，农耕

文明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史料记载，帝喾不仅是金、银、铜、铁、铅的发现

者，而且是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者。在黄帝、颛顼时代，

金、银、铜、铁、铅还处于一种混而为一的状态。到了帝

喾时，他率领先民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与自然界的斗争

中不断探索总结，逐步掌握了金属提炼冶制技术。史称，

帝喾命臣下咸黑，率众于峒山开矿冶炼，直至将峒山开掘

冶炼成空峒山。冶炼术成功后，又将其制利器以定边，成

耒具以农耕，并首次使金属货币分为不同等级，成为流通

货币的主要形式。史界称，如果说金属的发现使人类文明

彻底告别了石器时代，那么，冶练术的发明则是中国上古

工业一次深刻的革命。 

帝喾曾命乐师咸黑创作了《九招》、《六列》、《六

英》等乐曲；命乐工有陲制做了鼙、鼓、钟、磬、笙、管

等乐器。他还让乐师组建了一支盲人乐队，让盲人和正

常人一样，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做出贡献。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帝喾）使瞽人拊鞞鼓、击钟

罄，凤凰鼓翼而舞。”说帝喾让这支盲人乐队打着大鼓和

小鼓，敲击着钟和罄，美妙的音乐在空中传播，引得凤凰

从远处飞来，在空中展翅而舞。

《史记•五帝本纪》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

氏帝喾又传为歌舞的创始者；而《山海经•海内经》则说：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因此，许多史家认为帝

喾就是《山海经》中 显赫的上帝神——帝俊，王国维曾

举出帝俊即帝喾的证据是：“夋者帝喾之名。《史记•五帝

本纪•索引》引皇甫謐曰‘帝喾名夋’；《初学记》九引

《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

王国维说这个“夋”就是《大荒经》及《海内经》中的

“帝俊”。

帝俊为日月之父，他有三位妻子：羲和、常羲和娥

皇。这三位妻子之中，尤以前两位更加伟大：“羲和者，

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女子

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山海

经•大荒西经》）。这两位了不起的女神生下了“十日”与

“十二月”，从表象意义上讲，帝俊及其妻子们便是日月

之父母，也是上古的日月之神，从神话的深层意义上看，

两位女性繁衍了帝俊部族中一个崇拜太阳，一个崇拜月亮

的两大氏族集团。

帝俊与他诸多著名的子孙，开创了人类文明新时代，

使原始部族从低级的朦昧时代一步一步坚实地跨入野蛮时

代，并向着文明时代挺进。“帝俊生禺号虎，禺号虎生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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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

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

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

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山海经•海内经》）。

“帝俊生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

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山海经•大荒西

经》）。

由上可知，帝俊及子孙发明了舟、车、歌舞、琴瑟、

百巧、种植，从食到行，从劳作到歌舞，这众多巨大的功

绩与帝喾的作为如出一辙，所以说帝俊即帝喾言之有理。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帝俊”在下界的朋友为五

彩鸟，替他管理两个高坛；帝俊子孙中有中容之国、司

幽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三身之国等，都是“使四

鸟”，所以有人说帝俊的原型就是《山海经•西山经》中

的“鵕鸟”，可知帝俊的图腾为鸟类。若帝喾即是帝俊，

那末帝喾的图腾应当也为鸟类。但《大戴礼•五帝德》还

说：“帝喾春夏乘龙”，作为黄帝的玄孙，帝喾也有龙种

血统，所以，帝喾的图腾形象有可能是龙与鸟结合的“龙

鸟”或“鸟龙”，始成“龙凤呈祥”之滥觞。

（四）五帝之四：陶唐帝尧（四）五帝之四：陶唐帝尧

相传帝尧是黄帝的五世孙，帝喾之子。帝尧初生时，

母亲寄居于伊长儒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因而姓伊祁，

名放勋，尧是他的谥号。尧十三岁时封于陶(今山东菏泽

县陶丘)，十五岁又封为唐侯(今河北省唐县西北)，十六

岁由唐侯升为天子，即帝位后，立国号唐，因此，后世多

称“唐尧”为“陶唐氏”，或统称“陶唐帝尧”。尧在位

七十年，禅位后二十八年而终。尧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

部落联盟领袖，他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得到

广大人民的爱戴。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上下分明，能

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和睦相处。

《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

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

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

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

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

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

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帝尧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关心群众生活。传说帝尧时

期，十日并出，万物枯焦，尧救民于水火，命后羿射日，

消除灾患。他命羲氏、和氏推求历法，测定出了春分、夏

至、秋分、冬至，制定四时成岁，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

故有尧始为万象之制的说法，使人们懂得春播、夏长、秋

收、冬藏的生产规律，促使中华民族由愚昧走向文明。

帝尧时期，洪水泛滥，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尧先用鲧治水，九年无功而返，又启用鲧的儿子禹，使洪

水得以治理。尧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

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他微服访问民间，看

到有一位老人敲着土地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古诗称作

《击壤歌》，表达了民间不满情绪。 

尧帝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在位七十年时，认为

儿子丹朱不成器，决定从民间选用贤良之才。尧问四方诸

侯首领：“谁能担负起天子的重任？”四方诸侯首领说：

“有个单身汉，在民间。叫虞舜。”于是，尧微服私访，

走访了方圆百里，都夸舜是一个贤良之才。尧还进行一系

列考察，他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让两个女儿观

其德；把九个男儿安排在舜周围，让九个男儿观其行。帝

尧又让舜在家中接待四方宾客，宾客都很尊敬他。帝尧觉

得舜很会料理家事，因而又让他管理百官，百官也都服从

他的指挥。尧让舜作管理田猎的虞官，虎豹毒蛇都被他驯

服。试舜三年后，尧便让舜代其行天子之政。经过前后

二十多年的考验，尧 终认为舜德才俱备，便将帝位禅让

于舜。

《汉碑•成阳灵台碑》记载：“昔者，庆都兆舍穹精

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竹书纪

年》曰：“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维之野，常有黄

云覆其上。及长，观于山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

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

锐上丰下，足履翼宿，即而阴风四台，赤龙感之，孕十四

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由此看来，尧母感赤龙而

生尧，尧为龙种血统，其形象也有龙的特征。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

科学测定年代为距今4500年左右，正好在传说的帝尧纪年

之内。由大量出土陶器以及“陶寺”地名，使人必然联系

以制陶闻名“陶唐帝尧”。考古学者们研究了陶寺出土的

彩绘陶盘后认为：“陶寺彩绘盘内的蟠龙形象基本上就是

古文献中所说的蛟龙、河龙、赤蛟、赤龙，也即赤蛇的形

象，就是帝尧祖统的赤龙图腾形象”。“在盘中绘龙纹，

也是表示龙是水物、水神……在古代，盘是盛器，一般作

常光明：“三皇五帝”及其图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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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洗用的盛水器，在盘底饰龙纹，即表示龙在水中，龙是

水中之龙，所以也称为河龙。陶寺陶盘内绘制的蟠龙纹，

也即表示这一蟠龙是蟠曲在水中的河龙、水神”。“陶寺

有些大墓随葬一件彩绘蟠龙纹陶盘，大概属于画赤龙形卷

曲于盘，以殉祖先。他们崇拜赤龙图腾，赤龙就是他们的

祖先或祖先的化身。……赤龙即赤蛟、赤蛇等为祖先的华

夏族人，就是帝尧陶唐氏”。

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掘均可证明帝尧的图

腾形象为龙，为与先祖的太昊伏羲青龙相区别，后人特将

帝尧塑造为赤色的蛟龙，正如彩陶盘中所绘的红色蟠龙。

帝尧之神形，大概也是“龙人结合”的造型，但由于帝尧

更接近现代人世，可能龙形渐隐而人形特征渐为明显，甚

至见人不见龙了。再往后的所谓“真龙天子”——皇帝，

其龙图腾造型更趋抽象，变为象征性的龙冠、龙袍和龙旗

之类了。

（五）五帝之五：有虞帝舜（五）五帝之五：有虞帝舜

帝舜传为颛顼七世孙、黄帝九世孙。《史记•五帝本

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

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

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

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舜父双目失明，史称瞽叟，因生在姚丘，故姓姚。瞽

叟娶妻握登，以编织为业，生子帝舜。《淮南子•修务篇》

云：“舜二瞳子，是谓重明”，舜的相貌很不平凡，尤其

是眼睛和一般人的眼睛有所不同，每只眼睛里有着两个瞳

孔，所谓“舜目重瞳”，所以人们又把他叫做“重华”或

“重明”。因舜曾任管理狩猎的虞官，封为虞侯，故称为

虞舜或有虞氏，或统称：“有虞帝舜”。

舜的生母早逝，父亲再娶后妻，生下一子名叫象，

成了舜的弟弟。舜的父亲瞽叟个性顽劣，后妻狠毒嚣张，

弟象性格狂傲，所以史称“父顽、母嚣、弟傲”。后母宠

爱亲子，仇视舜，常在瞽瞍前谗言生非，因此三人皆对

舜，恨之入骨，因此百般虐待，欲予除之而后快。舜在家

里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一个人到历山脚下开荒种地。没

过多久，历山的农人受了舜的德行感化，都争着让起田界

来；舜又到雷泽去捕鱼，不久雷泽的渔夫也争着让起渔场

来；舜又到河滨去做陶器，河滨陶工做的陶器也都精致美

观耐用了。人们都喜欢靠近舜生活的地方居住，这些地方

一年会成为小村落，两年就会成为较大的城镇，到第三年

简直就会变成都会。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奇迹。舜二十

岁时，他的品德孝行，已传闻各地。舜三十岁时，帝尧把

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家里人看到舜做了帝

尧的女婿后，平步青云，都异常嫉妒，几次设下圈套欲谋

害舜。一次，瞽叟让舜爬上仓顶修仓库，瞽叟和象便将梯

子搬去，并在下面放火，妄图烧死舜。幸好娥皇、女英早

有预防，事先织好五色凤鸟彩衣，让舜穿在了旧衣服的里

面。当烈火燃烧时，舜便变成凤鸟展翅高飞了。一计未

逞，又施一计，瞽叟让舜去淘井，当舜下到井底，瞽叟和

象便往井里推土，企图埋死舜。不料娥皇、女英提前让舜

在旧衣服里面穿了织着龙形彩纹内衣，当瞽叟和象下毒手

填井时，舜便化作一条龙，钻入地下泉洞，从另外一眼井

中逃了出来。以上故事表现了娥皇，女英对舜的无限忠

诚、热爱和患难与共的精神。瞽叟和象虽然对舜屡下毒

手，但舜并不以牙还牙，仍是宽宏相待。

尧见舜的所有表现确是一位有才干的贤者，深为器

重。因此，舜五十岁时，即让他代行天子的职权。舜执政

以后，重新修订历法，调整季节的误差，统划律吕和度量

衡，修正五礼，确定各阶层的仪式和礼节，又举行祭祀上

帝、天地四时和山川群神的大典。舜将天下分为十二州，

以河道确定各州的边界。舜每五年出巡一次，祭祀四方名

山，视察天下民情，考察诸侯政绩，明定赏罚。在四岳祭

祀天、地、山、川、鬼、神之后，舜聚会各氏族首领，收

回代表权力的玉圭。经考察合格后，然后再选择吉日，举

行隆重的典礼，重新正式颁发玉圭，进行新的任命。而各

氏族首领则每四年来朝见舜一次，报告政事，接受赏罚。

舜由此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四方拥护，天下大治。

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有

所改进。舜即位后，将尧时的部落联盟议事会改革为贵族

议事机构。尧时的大臣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

龙、倕、益，职责不明，舜用其所长，分别委以不同职

务：禹任司空，治理水土；弃为后稷，主管农业；契为司

徙，掌管教化；皋陶为士，执掌刑法；倕为共工，主管手

工业；益为虞官，掌管山林狩猎；伯夷为秩宗，主管祭祀

典礼；夔为典乐，负责音乐和教育；龙为纳言，负责发布

命令，收集意见。舜还规定，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员的政

绩，有成绩者加以提拔，不称职者予以撤换。舜设官分

职，使官员职守分明，办事效率提高，百业由此兴旺。上

述这些人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而其中禹的成就 大，他

尽心治理水患，身为表率，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

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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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禅让帝位给舜二十八年后，帝尧去世。舜于三

年的丧事完毕之后，却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避到

南河之南。但是，天下诸侯都去朝见舜，却不理会丹朱；

打官司的人也都告状到舜那里，民间编了许多歌谣颂扬

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觉得人心所向，天意所归，

无法推卸，遂回到都城登上天子之位。舜在年老的时候，

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就确定了威望 高的禹为继任

者，并由禹来摄行政事。所以，舜与尧一样，都是历史上

禅位让贤的著名圣王。舜正式继承帝位三十九年后，在长

江一带南巡中，不幸死在苍梧之野，葬在九嶷山上，享年

一百一十岁。

《绎史》引《孝子传》说：“舜父夜卧，梦见一凤

凰，自名为鸡，口衔米以食己。言鸡为子孙，视之乃凤

凰。以黄帝梦书占之，此子孙当有贵者。舜占犹之。”此

话是说舜为凤凰。《拾遗记》说：“尧在位七十年，有鸾

雏岁岁来集……有秖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

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

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

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

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户牖

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

金，或图画为鸟于牖上，此遗像也。”尧在位七十年，有

鸾雏岁岁来集，与尧在位七十年时禅让于舜史实相符；重

明鸟之双睛与舜之双瞳名重华或重明暗合；其状如鸡，鸣

似凤，又与舜父梦中之凤相合，再联想舜遇弟象谋害时，

身着彩鸟衣飞离火灾的传说，其种种契合之处，表明舜与

凤鸟密切相关，舜的图腾大概就为凤鸟类。《国语•鲁语》

云：“商人禘舜而祖契”，舜是商人 高祖神。商人的图

腾就是鸟，其先祖舜亦当为鸟图腾，《孟子•离娄下》说舜

为“东夷之人也”，鸟图腾为远古东夷部落图腾，舜的祖

先可能也出自东夷的少昊部落，少昊形象或鸟首人身，或

人首鸟身，而舜较少昊时代距今晚近，其形象可能塑造为

全人形而仅戴象征性鸟羽皇冠。

《竹书纪年》曰：“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

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

黑色身长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

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

衣，自旁而出。”

舜母“感大虹而生舜”，舜当为龙种，“龙颜”、

“黑色”，似为“黑龙”，由此看来，舜族的先祖图腾也

为龙。但看他既“服龙工衣”，又“服鸟工衣”，可知舜

族的图腾可能龙、鸟相兼，其神形大概既有“龙人结合”

型，也有“人鸟结合”型，还有“龙鸟结合”型。

《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有至民之国。帝舜生

无淫，降至处，是谓巫至民。巫至民分姓，食谷；不绩不

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

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帝舜子民居处，既有鸾凤歌舞，也有百兽群处，鸾

凤为鸟神无疑，而百兽之神呢，古解通常为龙，所以大舜

帝国的图腾可能龙、凤并重，所谓“龙飞凤舞”。有虞氏

之“虞”，就是古时管理狩猎飞禽走兽的“虞官”，所以

舜图腾兼具龙凤也顺理成章。既龙且凤又为人主的皇帝神

像，颇难塑造，古人巧妙采用了头戴龙冠、凤冕，或头戴

羽冠、身穿龙袍的形式，予以体现，并手持龙头或凤首权

杖以示正统尊严。

四、余论

由上述可见，凤抽象于众鸟而代表禽鸟，龙抽象于

众兽代表兽畜，为上古华夏民族两大图腾。古代中国的东

部及南部基本为“鸟图腾”，而西部及北部基本为“龙图

腾”，及至到了出现统一联盟或帝国的“三皇五帝”时

代，鸟族部落与龙族部落逐渐联姻融合，“鸟图腾”和

“龙图腾”也开始相互兼容。太昊伏羲既为“龙图腾”，

又有“鸟图腾”影子；神农炎帝说是龙种，但其女儿精卫

鸟又为鸟类；黄帝也说为龙种，但其旗下尚有鹰雕图腾；

少昊氏可谓正宗的“鸟图腾”，但有些史书又说他是黄帝

后裔，似乎又为龙种；颛顼和帝喾均号称为黄帝子孙，而

颛顼的神形为龙龟、帝喾则变为帝俊又为“凤鸟图腾”

了；黄帝的另两个后裔帝尧与虞舜，也是一个为龙而另一

个为凤。大体说来，五帝虽皆称黄帝后裔，却亦龙亦凤轮

流坐庄，如少昊为凤，颛顼为龙，帝喾为凤，帝尧为龙，

帝舜为凤。再往后看，夏代崇龙，商代崇凤，周秦以后便

龙凤并重了。从自古而来“龙凤图腾”的发展和演变，可

以看出中华民族逐渐合成和壮大。“五帝”时期，为了团

结各部落民族的广大人民，皇帝先是宣扬为鸟、龙两种血

统的正宗传人，随后创造出“龙凤结合”的“龙鸟”或

“翼龙”图腾， 后又演变为皇帝称龙、皇后称凤，可算

民族联姻融合为大中华帝国的崇高象征。

（附图：“三皇五帝”玉图腾   见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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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overeigns and Five Emperors "and Their Totem Images
Chang Guangming

(Journal Editorial of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4, China)

AbstractAbstract："Three Sovereigns and Five Emperors” are the legendary emperors who created the country in the prehistoric periods of 
China. They are actually the ancestors and sagas respected and worshipped by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ir 
superior excellence often refl ected in the vulgarity-free images of the apotheosis. The jade statue of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 with 
animals carved b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and animals are actually the divine images "Three Sovereigns and Five Emperors, which are 
also  the " ancestors totems” worshipped by our primitive ancestors.
Key WordsKey Words：Three Sovereigns; Five Emperors; Ancestors; Gods; Totem

7 防排烟及通风系统

地下一层至三层的中庭及各展厅部分均设机械排烟系

统。消防时排烟风机启动排烟，地上部分自然补风，平时通

风由全空气空调系统承担。地下配电室，制冷机房设机械通

风、排烟系统，排风量按每小时6次换气量计算。平时排风

风机低速通风，消防时排烟风机高速排烟。消防时补风机连

锁启动补风。卫生间内设机械排风，排风量均按每小时10次

换气量计算。屋顶电梯机房设机械排风。排风量按每小时十

次换气量计算。排风机出口采用防雨百叶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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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onditioning System Design for Shandong Provincial Museum
JING Hui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4, China)

AbstractAbstract：Present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cheme of the museum, and the design of air condition load, cold and heat 
sources, water system, air system and smoke control and extraction system, and presents in detail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ir condition 
load of each kind of system. Each exhibition hall adopts double-fan all-air systems, the offi ces adopt fan-coil unit plus fresh air system, 
the hall adopts fan-coil unit with fl oor panel heating to guarantee the effects of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winter.
Key WordsKey Words：Museum; Air-condition System; Load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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