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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皇：道启鸿蒙

一

陇水苍茫，渭水泱泱。清明时节的陇
右大地，芳华繁盛，锦绣成诗。踏入位于
天水市秦州区的伏羲庙，宛若走进了一条
远古历史的长河。古老的庙宇建筑朴实
典雅、庄重肃穆，参天的古柏扶疏叠翠、郁
郁苍苍。红墙碧瓦之间，玉兰、海棠、樱花
竞相怒放，花瓣晶莹剔透、灵动娇艳，古韵
与新芳的交织，历史和自然的融合，流淌
出幽深厚重而又暗香浮动的气息。古树、
古建、古碑，匾额、楹联、木雕，这里的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似乎都在诉说伏羲开天
明道、教化先民的赫赫功勋。

伏羲又称太昊，是由燧人氏原始群分
化出的诸风族中的一支。母亲是华胥氏，
有一天，华胥氏来到国境东方一个水草丰
茂、风景优美的大泽游玩，大泽叫“雷泽”，
她看到一个巨人的足迹，好奇地踩了上
去，后来她感觉有孕在身，怀胎十二年后，
华胥氏生下伏羲。伏羲长大后，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智慧超群，圣德盛隆，人们
便推举他当了燧人部落的首领，代燧人氏
继天道而称王天下，史称“人皇”。

殿宇雄深的伏羲庙建于明成化十九
年，已有 540 多年历史，坐北朝南，牌坊、
宫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后花园沿中
轴线依次排列，层层递进，是中国现存规
模较大的伏羲祭祀建筑群，也是一年一度
公祭伏羲大典的举办地。

进入伏羲庙，沿中轴线前行，先天殿
呈现在眼前。殿正门悬“一画开天”匾，
东、西两侧分别悬“开天立极”匾和“道启
鸿蒙”匾。殿内正中的神龛上方悬“文明
肇启”匾，下方是 3 米多高的彩绘伏羲塑
像，羲皇正襟危坐于神龛之中，身披桑叶，
手托先天八卦盘，目光如炬，穿透时空，气
宇轩昂、威仪肃穆，令人无不肃然起敬。
殿顶天花板分格绘制伏羲八卦对应河图
和六十四卦方位排列图。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中华文
明的开创者，伏羲堪称上古文明的“总设
计师”。先秦文献就有他功绩的记述，汉
代史书把伏羲纳入历史序列，举为三皇之
首、五帝之先。唐朝有一位叫司马贞的历
史学家，他给司马迁的《史记》补了一个

《三皇本纪》，他认定的“三皇”就是伏羲、
女娲和神农。伏羲在中国历史上的尊崇
地位由此确立。

二

龙的起源与伏羲有关。史书记载伏
羲“蛇首人身，有圣德”，描述伏羲出生时
的样貌，就是传说中龙的形象。伏羲与龙
有紧密关系，中华民族对伏羲的崇尚就包
含了对龙的崇拜。

在传统的神话叙事中，秦汉以前，伏
羲和女娲似乎没有关系。汉代以后，人们
逐渐将伏羲与女娲合在了一起，他们成为
兄妹，又结为夫妻。在众多汉石刻画像和
砖画中，常见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像，
其腰身以上均作人形，穿袍带冠，腰身以
下则是蛇躯，两条蛇尾紧紧相缠，脸或向
或背，伏羲持矩，女娲持规。这形象代表
了古人对人伦夫妻之道、生育之德的崇
拜，表达了先民心中乾坤交泰、阴阳相合
的朴素思想。

有学者认为，伏羲应该是人首龙身，
所谓蛇身，实际上是简化了的龙，龙才是
伏羲部落的族徽或图腾。伏羲氏族在天
水发源，壮大以后，沿渭水进入关中，又
出潼关东迁，到太行山后折向东南，最后
定都于陈。随着强大的伏羲氏族及后裔
由黄土高原向外迁徙，黄河中下游及中
部、中南、西南地区的许多部族相继被征
服，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被征
服部族的图腾逐渐融入伏羲部族的图腾
之中，由早期的“蛇”图腾演变为更强健
的“龙”图腾。闻一多说：“大概图腾未合
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
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
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了许
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
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鬃和尾，鹿
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
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伏羲氏族发
展壮大的进程其实也是“龙”图腾和氏族
文化的演变过程。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龙意象不断变
化。商周龙的神秘莫测，战国龙的千变万
化，秦汉龙的威武刚劲，魏晋南北朝龙的
飘逸洒脱，唐代龙的华美富丽，宋明龙的
威严至尊，清代龙的多姿多彩……龙成为
华夏民族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巨大
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
的集中体现，深深地积淀于中华传统文化
的诸多层面而经久不衰，早已融入中华民
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休闲娱乐之
中。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支柱，神州
大地是龙的故乡，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

三

伏羲最大的功绩就是创立八卦。现
在天水麦积区的卦台山，相传是伏羲画八
卦的地方。相传在河图和龟纹的启迪下，

伏羲以实线作阳，虚线作阴，三个为一组
排列组合，演绎出八种图案，这就是著名
的原始“八卦图”。今天看来易卦符号可
能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发明和应
用的，然后由伏羲系统整理和推广，后经
神农、黄帝改革，夏、商的运用，文王演绎，
孔子的解说方得以流传下来。

八卦中的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
震卦象征雷，巽卦象征风，坎卦象征水，离
卦象征火，艮卦象征山，兑卦象征泽。每
一卦都可以有更多的象征物。《易·系辞》
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古人
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神明之德”的表现，通
过八卦的广泛象征，人们更可知晓洞悉万
事万物的奥秘。

八卦传至周文王，周文王推演而衍生
出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
爻。爻，表示事物的交错变化，《易·系辞》
云：“爻者，言乎变者也。”通过三百八十四
爻的分布配合，便可以穷尽万事万物对
立、运动、变化的规律，帮助人们认识世
界，趋吉避凶，这就是“布爻穷变化”的意
思。易卦本来用于卜筮，却深含哲理。

“象”（象征）是易卦哲学内容的基本表现
形式，而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
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理的根本核心。从
这一核心根思想出发，商朝时中国人确立
了四季，周朝时发展为八节，秦汉时演变
为二十四节气。

无端凿破乾坤秘，始自羲皇一画时。
伏羲“一画开天，肇启文明”，为中华文明
的起源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
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
个闪光点，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指导人
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思想武器。

万物之数，皆因八卦而起。由阴阳二
数，进而有八卦，再推演成六十四卦，数的
排列组合，包含了数学原理，而且这“二进
制法”启发了计算机的发明。德国哲学家
莱布尼兹受古太极图、二进制原理启发，
发明了手摇计算器。伏羲八卦图，因此作
为标志被嵌印在世界上的第一台电子计
算机上。

四

《诗经·野有死麕》的首章描写了这样
的场景：一个年轻的男子在仲春欢会的时
候，将一张鹿皮当作定情的信物，用白茅
包裹起来，带到郊外。他希望在这里遇到
自己的意中人。白茅象征纯洁，獐子和鹿
则是古代求亲的礼聘之物，体现了男子对
女子的真挚情感。

在漫长而蒙昧的原始社会，男女之间
没有明确婚姻关系。从伏羲时代开始，开
始倡导实行男聘女嫁的婚俗，男方向女方
送两张鹿皮作为聘礼。婚姻习俗得以变
革，血缘婚逐渐改为族外婚。从伏羲生母
的“神婚”，到伏羲本人的“兄妹婚”，再演
化到伏羲推行的“俪皮为礼”“始置嫁娶”，
以及氏族部落“姓氏”的实行，可以看到先
民婚配制度的进步轨迹。作为我国原始
社会末期婚姻制度的改革家与姓氏创始
家，伏羲推动了人类婚姻生活的巨大进
步，为人类自身的繁衍进化做出了重要贡
献。

伏羲的盖世功绩，既有始画八卦、肇
启文明，有正姓氏、别血缘以及制嫁娶、定
婚姻，还有很多堪称伟大的发明创造：造
书契，代结绳之政；结网罟，以教佃渔；圈
养牺牲，以充庖厨；造屋庐，改善居室；养
蚕化布，改善衣着；疏水造田，繁滋草木；
钻木取火，冶金成器；制琴瑟，做乐曲；尝
百草，制九针；以龙纪官，分部治理；创立
占筮之法；作历度、定节气等等。对这些
发明创造的归属，古籍的记载，或详或略，
有的还莫衷一是。我们的理解是，有可能
后人把多种好事、善事、能人之事的起源
都不断归于肇启文明的王者。但可以肯
定的是：羲皇是中华民族早期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及社会制度的开创者、奠基者，
是中华创世叙事中最重要的智慧之神，他
那些彪炳千秋的发明创造，如一道道闪电
划破了远古的黑暗，朗照着华夏先民走出
蒙昧的漫漫长路。

神圣功绩流布华夏神州。伏羲祭祀
纪念庙宇遍及甘肃、河南、陕西、河北、山
东、四川等地，在台北市也建有伏羲庙，那
是身居祖国宝岛的羲皇后裔们认祖归宗
的精神寄托之处。伏羲祭祀已成为中华
民族广泛尊崇的祖宗信仰。

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规
制宏大，古柏参天，碑刻林立。这里被称
为羲皇故都，相传太昊伏羲建都在此，每
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这里会举行盛
况空前的人祖庙会，华夏儿女虔诚满怀，
聚集在太昊陵前焚香燃烛，跪拜祈祷，顶
礼膜拜之时，人们的思绪自然闪回到那
地老天荒的远古时期，羲皇带领华夏子
民走出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洪荒岁月，
电闪雷鸣、天风海雨的恢宏场景，便在眼
前徐徐展现：从茫茫黄土高坡到辽阔中
原大地，从泱泱渭水到滔滔黄河，羲皇开
天立极、道启鸿蒙，先民披荆斩棘、筚路
蓝缕，华夏民族由混沌蒙昧健步走向开
化文明……

“信心一画鸿蒙开，千古斯文称鼻
祖。”赫赫羲皇，大哉羲皇。

27 岁那年，我第一次北上进京，乘坐 T9
次特快列车。火车行进在襄渝线上，群山连
绵，往往偶见一线天光又再次没入沉寂。经
过最长的大巴山隧道时，列车突然放缓了节
奏，“哐——当，哐——当”车厢里一片漆
黑。那时候，我还没有把这条隧道与自我生
命意义产生直接的联系。那时候，五十出头
的父亲还在庄稼地里辛勤劳作，沉默是他的
一贯底色。

作为襄渝铁路的咽喉工程，全长5.3公里
的大巴山隧道着实险峻，它成功穿越天堑，
成为打通西南腹地的关键节点。

出发

“那是 1970 年的冬天，天上下着很大的
雪，我们一个批次出发的有好几百人，达县
汽车运输公司派了十几辆大卡车，走到渔渡
天就黑了，只得在学校住上一晚。第二天翻
过光棍梁，步行 70 里山路，又是天黑时才走
到镇巴县向阳公社淇水河大队，驻地在一处
山谷里。刚去时我们住在老百姓家中，猪圈
牛栏都住满了的。后来我们自己上山砍树，
修起了油毛毡营房，一个连队配一个炊事
班，才基本上安顿下来。”回忆往事，父亲那
沟壑纵横的脸上充满了向往，半个世纪前吃
过的苦仿佛早已被岁月酿成了蜜。

1969 年，恰逢国家发出三线建设的号
召，一腔报国情的父亲当即就报了名。

三年里，父亲与数万人驻扎在一起，用
双手与热血凿绝壁、铺钢轨。这些人中，有
铁道兵、大量民兵、民工和少量知青。那时
候，沿线各省一县成团，一个区组建两个男
子民兵连，每两个区组建一个女子民兵连，
父亲是达县民兵团5营27连10班的班长，也
是连队的团支部副书记。

襄渝铁路是三线建设中西南地区关键工
程之一，它的建成，彻底改写了蜀道难的历
史，在开发内陆资源、加强国防布局、确保物
资和人员运输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
今天，仍是连接华中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
脉。铁路中线于1970年全面开工，1973年临
时通车，父亲几乎全程参与了这个时间跨
度。1972 年底，隧道基础工程完工，民兵团
就地解散，父亲再次乘坐卡车回到长溪村，
与母亲成婚，生下了我。

奋战

大巴山山高谷深，峭壁环绕，加之雨量
充沛，常年云遮雾罩。在科技落后设备简陋
的年代，要在山腰绝壁上凿出通道，施工条
件异常艰苦。

“那时候没有什么机械，基本上全靠人
力去堆。军民协作嘛，民兵负责开土方、运
材料，女民兵都安排在河边筛沙。”父亲咂咂
舌头，仿佛还能品出那尘封已久的苦味，“达
县民兵团修城口到万源这一段，最艰巨的是
大巴山隧道和巴山车站，我们连队负责开凿
两千多米长的阴坡隧道，1971 年 6 月大会战
时，突击修建过大巴山隧道。那好多的人
哦，一天四班倒，分上下两个坑道，通宵施
工。”

“达县民兵团还修了淇水隧道、干沟河
大桥，还有大巴山三线隧道。”父亲的战友，
另一个班的班长费从金补充道。

钢钎、铁锤，是父亲和战友们常用的工
具。“一个班次完成四米二宽，二米二高的岩
体爆破，要往前掘进两米。我带一个班嘛，
15 个人。先安排两个风枪手在岩壁上打上
十几个两米深的孔，往往等不及鼓风机把烟
灰散尽，就要上前填炸药，再一一点燃引
线。”父亲眯起眼睛，在记忆深处仔细打捞着
那些闪闪发光的精彩片段。

“那炸药咋个放进去呢？钻出来的孔那
么深。”

“用树枝枝戳进去啊。”费叔叔赶紧抢着
说。

“轰隆隆”几声巨响过后，大家涌进作业
面，用铁耙把渣土刨进箢篼，装进运渣车，再
把运渣车推出洞口倒掉。这个工作程式，父
亲带着他班上的战友重复了上千遍。如此

超高强度的劳动，没有坚定的信念作支撑，
是难以日复一日坚持下去的，正如巴山烈士
陵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对联所写，那时候，人们心中燃烧着激情，斗
志勃发。

生活

做班长并没有额外的待遇，和普通民兵
一样，父亲每月工资 32 元，其中 11 元转拨给
户籍所在的生产队，由生产队按月给家里记
300个工分；15元作生活费，拨给炊事班统一
安排；发到个人手里的只有 6 块钱。好在一
到驻地就给每人发放了一床 4 斤重的棉被、
春冬两季工装各一套，加上从家中带去的换
洗衣物，保证了必要的生活用品。

那时候，一个排四五十人住一个工棚，
睡大通铺，夏天蚊蝇多，而冬天，是毛巾从水
里捞出来就会冻成一坨的严寒。“那么冷，4
斤重的棉被管用吗？”我忍不住问。

父亲微微笑了一下，豁达地说：“那时候
人年轻嘛，也没觉得有好冷。最恼火的还是
臭虫和虱子，晚上睡着了硬是包到人咬哦，
只有隔段时间烧开水烫一下。好在我们吃
得还可以，每月定量45斤粮食。”

费叔叔接过话头，“当地人生活很困难，
也没有什么可以卖的东西，只是每年打核桃
的时候，我们拣得到一些。”

“修铁路那几年你回过家没？”
“我们一年有十二天探亲假，但是车费

贵哦，从渔渡到万源是好多钱我记不得了，
万源到达县四块三，达县到马家八角四，三
年里我只休过一回假。”父亲掰起指头算了
算，“休那一次假花了两个月工资。”

数万人驻扎在一起，后勤保障基本上是
“谁的孩子谁抱”，就医也一样。小毛病找连
队卫生员拿点药，严重些的则去团部卫生队
看医生，但民兵们特别相信当地的一位老中
医。

老中医德高望重，常常免费给人看病，
“我们十二大队的一个民兵，总是喘不上来
气，也叫他给治好了，一分钱都没收。”

为方便材料运输，静谧千年的深山通了
公路。“大卡车第一回开进村子，驾驶员停车
去小解，回来发现一圈人围在那里，男女老
少都有，挤进去才看到车子周围塞满了青
草。那些人七嘴八舌，说这个铁牛咋走不动
了呢，肯定是饿了。”回想到这里，父亲哈哈
大笑。

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团部开庆功大会，
请来戏班子，吸引了方圆百十里的人。远山
上几个汉子用滑竿抬着他们九十多岁的老
母亲，在驻地周边找了一户农家，住下来专
门看戏，他们说这是母亲一辈子头一回走出
大山看热闹。

娱乐

“团部驻扎在干沟河边，只有一个大操
场，达县电影队偶尔会派人前去放电影慰问
民兵。有一回放《三打白骨精》，消息一出
来，一下子涌去几千人，挤垮了好几个帐
篷。后头电影也没敢放，就紧着疏散人群去
了。”父亲越来越大声，仿佛那电影幕布就挂
在眼前。

父亲骨子里有股韧劲儿，他不但能快速
适应环境，还特别会出点子、想办法。山沟
里什么都买不到，简直无聊透顶，盯着一堆
堆包装废料，父亲琢磨了好几天。某一个休
班的下午，父亲拣来木板，锯成一块块小的
长方形，开始了他的雕版印刷实践。他前后
花了好几天，终于雕出一副完整的扑克牌，
再托人到当地推销店买来油漆，在厚实的炸
药包装纸上印了好多扑克，打升级、中心五、
拱猪等，从此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有了新的娱
乐活动。

这项技术后来又发挥了一回，不过这次
使用的是镂空字刷漆。快退场时，大家商量
说留个纪念。父亲建议每人买一件白色棉背
心，他拿炸药纸做模板，用油漆在后背印上一
个“5”，前面印上“27”，再在左胸印上“巴山红
旗”四个字。这不就是如今时兴的定制服装

吗？后来别的连队看到了，纷纷效仿。
“我和你结婚后，还穿过那背心的，你还

记得不？”父亲问坐在一旁的母亲。
《巴山红旗》是达县民兵师主办的报纸，

定期下发到连队。“可能实在太无聊了，有个
民兵空闲时拿根绳子试验上吊，好在大家解
救得快，这个事还上了《巴山红旗》呢。”父亲
想到一件趣事，又忍不住打起了“哈哈”。

危险

极端环境下，仅有乐观主义是远远不够
的。一次大雪，刚刚填好炸药天就黑了，一
个班的人身上都没有带火，跑回营房取火又
太费时，下一个班的人很快就要到来，此时
父亲脑中灵光一闪，动用了他不多的物理知
识，用两根电线一碰点燃了炸药。

大巴山暗河涌动，地质结构复杂多变，
开山过程中状况频出，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灾
难。“我就差一点点回不来的。”费叔叔摸摸
胸口，尽管已经过去了 50 多年，现在回想起
来，还是让他心有余悸，“我们突击大巴山隧
道时，遇到了塌方，跟我一起的好几个人都
没救出来，幸好我跑得快哟。”

“阴坡隧道那边坡特别松脆，一打就滑
坡。有一回也是有个地方眼看着快塌了，有
个人偏要爬上去看，我刚把他拽住，顶上就
塌下来了。”父亲有点小得意，看来救人是件
令人愉快的事。

深山峡谷，本身也藏着危险。一个民兵
正蹲在营房外吃饭，山上突然掉下块大石
头，瞬间砸断了他端着碗的左手。

三年里，达县民兵团因各种原因牺牲了
二十几个人，安葬在巴山烈士陵园，与襄渝
铁路相依相存。山风渐老，他们永远年轻。

20 世纪 70 年代，隧道工程堪称艰苦卓
绝，但那时候的父亲是快乐的，每月有固定
收入，生产队还给家里记工分，更重要的是，
有那么多战友在一起，一起吃，一起住，一起
出工，一起拼命。三年时间里，父亲偶尔会
收到爷爷寄过去的家信，收工过后，读信当
是他最快乐的事。1971 年春天，父亲收到一
封信，爷爷在信中催促他尽快回家，这在以
往是绝对没有的事。爷爷上过私塾，有些文
化，对这么重大的国家建设工程，他老人家
没有理由不支持。读下去才发现，原来家里
收到了父亲的工农兵大学录取通知书，爷爷
高兴得睡不着觉，连夜写了那封信。可是，
修建铁路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政治任务，与国
家的战略部署相关，父亲根本不可能当这个
逃兵。就这样，父亲与大学失之交臂。

大巴山隧道，也是父亲生命旅程上的一
个关键节点，他的人生之路从此改写，注定
与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无缘，注定要一辈子与
土地打交道，注定成不了优雅的城市退休老
头儿，注定是一个裤腿上沾满泥巴的农村老
汉儿。与父亲摆谈修铁路这段往事时，母亲
在一旁不断地插嘴：你爸爸本来是个大学生
的。她心疼父亲，为父亲的命运抱不平。“我
去读了大学，还有你啥子事嘛。”父亲慢悠悠
地说。是啊，如果那样，父亲不可能迎娶母
亲，那，也就没有我了。

春夏交替之际，阳光和煦，微风不燥。
我特地带着父亲母亲，乘坐绿皮火车，重走
父亲亲手修建的那一段铁路。群山叠叠，桥
梁与隧道紧紧相连，依然是偶见一线天光复
又没于寂然。我睁大双眼，努力想要看到那
些隧道的名字，看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热火
朝天的劳动场景，但快速行进的列车很难让
人将沿途风物瞧个分明。隧道口斑驳陆离
的痕迹，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仔细聆听车轮
与轨道互相咬合的声音，在明明灭灭的光与
暗的交替中感知时光的倒流。我们只能在
时代的洪流中尽量打捞一些片段，一些关键
节点，那每一根枕木，每一块石子儿，是千千
万万与父亲一样的筑路人的勋章。那段共
同的经历，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漫
长岁月中，反复咀嚼，历久弥香。当钢铁巨
龙冲破重重阻挡，呼啸北上，进入中原腹地，
闯进更加广阔的世界，这何尝不是个人命运
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之后的腾飞呢？

襄渝铁路穿越万源市官渡镇襄渝铁路穿越万源市官渡镇。。 （（唐富雄唐富雄 摄于摄于20032003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