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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中记载的炎黄二帝部族结成
联盟后，逐渐形成了华夏族。按照历史
学家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前后，传说时
代的远古中国大致活跃着三大部族集
团。中原地带主要是炎黄为代表的华
夏集团；东部沿海地带主要是东夷集
团；南方主要是苗蛮集团。炎黄部族发
展较快，在兼并了东夷集团之后，又同
化了苗蛮集团，使华夏族群成为中华民
族的主体，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以黄帝为共主的华夏集团具有强
劲的发展力。后来居共主之位者均为
黄帝之后。至帝喾，生有四子，分别是
挚、契、弃与放勋。挚为长子，依帝喾
位为共主。但帝挚不论是德性还是才
干都不能服众，九年后让帝位与放勋，
也就是尧。现在，有考古发现的实证，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尧都平阳”，就是
今天发现的临汾市襄汾县之陶寺。这
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其开创者就是
帝尧。

据说帝尧身有异像，生有美德。他
的眉毛分八彩，举止有法度，智慧超人
却谨慎谦和。后人说他其仁如天、其智
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而他自己
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住着茅草屋，吃着
粗茶饭，总是把自己的德性付诸社会治
理，使人民安居，万邦协和。尧的贡献
首先是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天文学的
进步。尧命羲和赴东南西北四方观测
天象，计算出一年的时间为 366天，并
确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
并使用润月来调整季节。这也由陶寺
遗址发现的大型观象台得到了证明。
由于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季节的变化，
农业生产的发展非常突出。

其次是在社会管理方面，尧广开言
路，向民请言。他在宫门立“诽谤之
木”，置“敢谏之鼓”，希望老百姓能够及
时发表意见。他施政由内及外、由近及
远，亲睦百姓，以德治人，使当时各诸侯
国都能够和谐相处，并以尧为共主。同
时，他不擅权，让各大臣举荐贤能之
臣。虞族之舜因为才德不群，受到尧的
重用。在经过多年的考验之后尧禅位
于舜。在尧的治理下，整个社会运行有
序，无为而治。人们看不到帝尧做了什
么，却什么都按照应有的秩序很好地运
转。孔子感慨说：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

众臣举荐虞舜后，尧对舜进行了考
察，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
但不知道他是否具备治理国家的才干
与胸怀。于是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
皇与女英嫁给了舜，以了解具体的情
况。后来又让舜承担政府事务，处理民
事。发现老百姓都听他的话。之后又
安排各种事务让舜去承办，舜都处理得
井井有条，各方诸侯也很支持他。尧又
让舜经受神灵的考验，让他在高山森林
中遭遇雷雨，舜表现得镇定自若。这样
尧才让舜代为执政。二十八年后，帝尧
去世，而舜已经得到了长期的历练，堪
当大任。但是舜为了避让尧的儿子丹
朱，回到老家“南河之南”不出。因他的
故乡在大河之南段，称“南河”。“南河之
南”也就是“南河”的南段。但是，老百
姓与各地诸侯有什么事要商讨，有什么
官司要诉讼，都不去找丹朱，却要到南
河之南，也就是舜的老家去，请他来决
断。三年之后，舜感到自己继位乃是天
意，才“之中国”，去到都城，应该是今天
的陶寺去就天子位。

据说舜是黄帝的八世孙，为有虞
氏，姚姓，名重华，生而重瞳，身长八尺，
面有异像。舜的故里在什么地方，《史
记》中有明确的记载。说“舜，冀州人
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
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所谓冀州，就是
以山西河东为中心的地区。具体而言，
舜的祖地在今永济一带，历山附近。历
山，在河东地区。雷泽，亦名濩泽，在今
阳城析城山一带。《禹贡》曾言在析城西
南。河滨，黄河之畔。寿丘，在河东。
负夏，在今垣曲县历山镇。这些反映舜
活动的主要地点都在今运城一带，以历
山为中心的地区。不过孟子曾说舜生
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是“东夷
人也”。诸冯在今山西垣曲县，这里有
诸冯山。负夏、鸣条皆在河东，也就是

今天的运城一带。但不知道他为什么
说舜是“东夷人”。不过，总体来看，舜
为今永济一带的人应该是不错的。他
执政后，改革政治，用“旋玑玉衡”来观
测日月运行，祭祀天地诸神，颁布新的
历法，任用适宜人事，提携下层贤能之
才，淘汰腐化无能贵族，举“八恺”“八
元”，逐“四凶”于荒原，命禹治水；命
弃，也就是后稷教民耕种；命契掌管教
化；命皋陶司法；命共工掌管百工技艺；
命益主管畜牧；命夔作乐。舜善于用
人，取人之长，自己则巡行天下。他以
孝行而名，三十岁时被尧重用政事，五
十岁时代政，六十一岁正式成为天子。
三十九年后在巡行南方时逝于“苍梧之
野”。他的儿子商均不贤，舜便举荐禹
执政，禅让帝位。史载“舜耕历山，历山
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
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他到了哪
里，那里的人都愿意追随。所以一年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是中华道
德人伦的典范。

大禹治水在中国神话中最具影
响。他是夏朝的开创者。神话中说禹
的父亲鲧受尧之命治理洪水，采用湮堵
之法。但是九年而不成。舜执政后，把
鲧发配到羽山，是极北之地。又说是崇
山。舜任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夏
禹姓姒，名文命。他的父亲鲧为黄帝之
后。母亲是有莘氏，名女志。目前学术
界认为，夏族兴起于崇山。但对崇山在
什么地方，存在着误解。人们根据三国
吴人韦昭的解释认为是嵩山，以为嵩、
崇通假。但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解释并
不正确。历史上嵩山并不被称为崇山，
且嵩、崇也不同用。崇山应该是今临汾
市襄汾县之俗称塔儿山的山，也就是陶
寺遗址对面的山。这一说法与历史记
载、考古发掘相应。但是在典籍与传说
中，也有认为“禹生石钮”，在蜀地。这
应该是大禹治水在人们的印象中非常
深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

禹奉命治水，克勤克俭，任劳任
怨。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常常
巡行在治水工地，携带着准绳、规矩以
便随时测量。他穿着简朴的衣服，吃着
简单的食物，住着简陋的房子，经常拿
着斧头、锄头在工地干活。他的指甲磨
秃了，腿毛磨光了，手脚都长了厚茧，脚
跛难行。他的精神感天动地，有神灵下
凡相助。据说有黄龙为他在前面探清
水的流向，玄龟在后面帮他搬运泥土，
河精为他献出河图，连伏羲帝也给他送
上了玉简以丈量土地，帮助他勘测清楚
水的走向，知道哪里该挖，哪里该堵。
他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与教训的基础
上，主要采用了疏导的办法。首先在冀
州一带决龙门，通三门，劈伊阙，破碣
石，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将洪水导
入黄河。之后又疏九河、通济水、洛水
至海，导汉水、淮水至江。经过艰苦的
努力，终于使洪水平息下来，人民能够
修养生息。

在治水的过程中，禹与益每到一处
都要了解当地的山川地势、物产资源、
风俗民情，并详细地记录下来，终于堪
清了天下之势，并划定天下为冀、兖、
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在此基
础之上又兴建贡道，确定贡赋，使天下
为一统之势。由此还著有《禹贡》一
书。此外，他还根据不同距离，围绕天
下之中划定五服。以天下共主所在地
为中心，五百里内为“甸服”；次递五百
里分别为“侯服”“绥服”“要服”“荒
服”，以确定治理方式与规则。后来，舜
又命禹平息三苗之乱，使天下太平。

禹的功绩为万民称颂，也受到了舜
的肯定，决定传位于禹。禹在位期间，
仍然躬身克俭，勤政爱民，巡行四方。
他曾在涂山大会诸侯。当时执玉帛来
朝者有万国之多。考古学家在今安徽
蚌埠之禹会村发现了一处大型祭祀台，
分布着许多排列有序的柱洞，应是各诸
侯会盟之标志。发现的烧祭面，应是诸
侯会盟时燎祭之遗迹，还有祭祀沟、坑
等遗存。这一遗址应该是当时禹会诸
侯所用之地。他在东巡时逝于途中，葬
于会暨。据说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板，
所穿衣服只有三领，极为简朴。

从尧、舜、禹三帝的品行业绩来看，
他们皆勤政、爱民、节用、克己，所为有
创建，有担当，深受人民尊重爱戴，最典
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圣、贤品格的精
髓，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人文价值的典
范。

夏天之难过，有一个
专用名词是“苦夏”，但你
要是看一看专门以割麦
子为生的麦客你就不会
以为自己的夏天是怎么苦
了。麦客不是人人都可
以当的，首先那热你就受
不了。但我们可能谁都
不准备去当麦客所以不
说也罢。

苦夏之苦首先在于
人们到了吃饭的时候都
没什么胃口，与鄙人同乡
的邓云乡先生说到了夏
天最好是喝粥，粥菜便
是咸鸭蛋，当然腌制过
的咸鸡蛋也可以，但你
不可能一日三餐都在喝
粥，所以还要吃些别的，
比如面条，那就一定要是
过水面，面条煮好捞在凉
水里过一下，然后拌以麻
酱黄瓜丝再来一头新下
来的大蒜。北方在夏天
要吃捞饭，那一定只能是
小米饭，蒸好，过水，菜是
新摘的瓜茄之属，这个饭
也相当不错。南方人的
大米饭是否也这样用凉
水过一过再吃？起码是
鄙人没这样吃过。但咸
鸡蛋确实是下粥的佳品，
而这咸鸡蛋也只是腌几
天就吃，不能腌久了，咸
到咧嘴就让人受不了，常
见有人把一枚咸鸡蛋分
两回吃，在咸鸡蛋的一头
先用筷子弄个洞，吃的时
候把筷子伸进去一点一
点吃，吃一半，再找一小
片纸把这咸鸡蛋的口封
好，下次接着吃。

在夏天，天气最热的
地方惟有一个地方能让
人好受一些，不知是读谁
的小说，像是贯通兄的小
说吧，主人公病了，发烧
发得十分厉害，又是夏
天，大夫就让人把他扶到
家里的大水缸靠着缸坐
着，这不失之为一种取凉
的好做法。

小时候，看王妈做凉
粉，把搅好稠糊状的粉膏
用铲子一铲一铲地抹到
水缸的外壁上，不一会儿
那粉皮就可以从缸壁上
剥下来，也就是做好了，
买回来的黄瓜洗好了扔
到大水缸里，拿出来吃的
时候又脆又凉，还有那种
粉颜色的水萝卜，也是洗
好了放在水缸里，还有西
瓜，整颗放在水缸里让它
凉着。这必须是那种大
水缸，我的父亲大人，曾
把买来的鲫鱼十来条地
放在缸里养着，我对那水
便有些嫌恶，父亲大人反
说把鱼放在水里水会更
好，虽然用那水做出来的
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
道，但我亦是不喜。后来
那鱼终被慢慢吃掉。家
里的水缸，一年也是要洗
上几次的，那样大的缸，
洗的时候只有放倒，这便
是小孩子的事，整个人钻
到缸里去，里边真是要比
外边凉快许多。那种大
缸，现在市面上已经见不
到了，茶馆里偶尔还能见
到，种几株荷花在里边也
颇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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