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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帝 在 汝 州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你知道黄帝么？

没有人不知道。

就连村妇、愚童也不例外。因为“炎黄子孙”不但是挂在我们嘴边上的最常用语，而且也是奔腾在我们血脉中的不息脉动。

黄帝———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人文初祖，中华有记载以来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他是起点。自此始，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华夏大地。

据《史记》所载，黄帝“以师兵为营卫”“迁徙往来无常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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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地处华夏文明腹地，自然留下了黄帝旷世的足迹和优美的传说。据《庄子》记载，轩辕黄帝问道崆峒，沐浴于温泉，传说黄帝住过的小山就是銮驾山，温泉镇北的均田村就

是当年轩辕黄帝为广成子奏《钧天》之乐的地方。

黄帝关心百姓疾苦，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生命之问，他向广成子发问、向岐伯发问，向鬼臾区，雷公、伯高、少俞、少师发问，他的问充满温度感。每当读到黄帝问曰，就仿佛贯注

着温暖的力量，穿越千万年的时光，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有时候，读先祖这样温暖的文字，自带一种精神治愈的力量。

黄帝问道广成子

《史记·五帝本纪》，大史学家司马迁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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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黄帝和我们一样，是实实在在的人，

而非神灵。他叫公孙轩辕，从一出生起，就显示出

卓尔不凡的才能。为寻治国之道，他来到贤人广

成子所在的崆峒山。

汝州是“帝师之乡”，是儒、道两家治国文化

的发祥地。中华民族肇始于三皇五帝。黄帝贵为

人皇，历尽艰辛寻求治理天下之妙方，最后在崆

峒山广成子处得道。广成子向黄帝传授“天道”，

黄帝将“天道”化为“人道”，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大

树在汝州的崆峒山植根发芽了。

崆峒山位于河南禹州和汝州的交界处，就其

在汝州的这一段来看，具体位于汝州城西 30公

里处的临汝镇，崆峒山十分美丽，四季如春，繁花

锦簇，从古至今都是游览胜地。

在古代，崆峒山的东、西、南三面都是一望无

际的广成泽，很适合各种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

所以这里花草树木和珍禽异兽很多。在汉朝时，

广成泽又称为广成苑。广成泽水汽十分丰富，气

候宜人，有时下点蒙蒙小雨，霎时山山水水都迷

离于烟雾之中，宛如神仙居住的地方。

据《汝州志》记载，每逢春秋时节，常常会有

一层轻轻的薄雾笼罩着整片广成泽的水域上空，

如轻纱般的薄雾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常常形成海

市蜃楼的幻境，崆峒山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所以，

久而久之，附近的人们也将崆峒山当作了神岛，

对崆峒山始终怀抱着敬畏之心。

这种日光折射在广成泽水面上形成的海市

蜃楼现象，同时也被列入“汝州八景”之一。正如

《汝州八景诗·崆峒烟雨》所云：“一片空朦晓欲

流，许多岚翠拥峰头。尚留王气瞻銮驾，无数仙城

幻石楼。缥缈浑疑蓬岛景，萧疏恍入洞庭秋。山中

谁系苍生望，愿做甘霖遍九州。”在烟雾迷蒙之

中，人们竟以为自己见到了蓬莱仙岛呢！可见，崆

峒山的景色是备受人们赞赏的。

广成子一直是道教的始祖，在道教史上赫赫

有名，因为曾经是轩辕黄帝的授业恩师（故被尊

称为人皇帝师），住在崆峒山上。传说广成子活了

1200岁。他的牙齿掉了 9次，又生出了 9次新牙；

他的头发白了 9次，又生出了 9次黑发。广成子

经常住在崆峒山的一个石屋里修身养性，积德行

善，名声传得很远。

其时，黄帝刚和炎帝打完了仗，统一了中国。

他听说广成子修身养性，积德行善，是个大贤人，

就大老远地到汝州拜见广成子，想向他求教养身

之道和治理国家的办法，让他出山为官。

据《神仙传》载，黄帝曾到崆峒山向广成子请

教“至道之要”，广成子先是不予回答，过了三个

月，黄帝再来问“治身之道”，广成子告诉他说：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

无听，抱神心以静。形将自正，心净心清。无劳尔

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

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年，而形未尝衰。得

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

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予将去汝，入

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齐光，吾与天

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焉。”说完，传授给黄

帝《自然经》一卷。

当时的场景是：黄帝从禹州到了襄城，又从

襄城顺着汝河穿过郏县，进入汝州境内，在崆峒

山东北一个地方建了行宫。大臣们说：“这儿离崆

峒山不远，就让广成子到这儿和皇上见面吧。”黄

帝不同意，说：“广成子是个高人，怎么能让他来

和我见面，我要亲自到崆峒山上拜见他。”黄帝从

行宫出发，走到离崆峒山三里多地的一座小山

上，在那儿歇脚，后来那山就叫銮驾山。在山上歇

了一会儿，黄帝就登上了崆峒山。

黄帝毕恭毕敬地问广成子：“您在研究世间

万物之道方面已达到了顶峰，可否请您告诉我这

方面的真谛呢？”广成子答道：“你治理的天下一

片混乱。天上的云彩还没有聚集到一起便降下雨

来，草木还没有枯黄就纷纷凋零了。以你现在的

样子，怎么能够向我问道呢？”

黄帝被广成子奚落了一番，他非但没有生

气，反而恭恭敬敬地退了下来，回到住处，暂时摒

弃一切政事，反复琢磨广成子说的那番话。三个

月后，黄帝再次来到崆峒山，拜会广成子。他见到

广成子正头朝北躺着，便双腿跪在地上，以膝代

步，恭敬地来到广成子面前，叩拜了两次，然后说

道：“请您告诉我修身养性的明达之道。”

广成子听罢，折身而起，说道：“你这个问题

问得正好。现在我就告诉你‘至道’的精髓。至道

的精髓，深远博大，永无止境；至道的极致，静默

深沉，不可揣测。得至道者，什么也不看，什么也

不听，无求无欲，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宁静，就能使

身心健康；保持清静的心情，切勿劳累你的身体，

耗费你的精力，这样才可长生不老。如果你能做

到不让外物影响你的视听，不使外物打扰你的心

灵，你的精神就将永远守护你的形体。你要时刻

固守你内心的平静，摒弃外界纷繁的干扰。如果

过多地了解万事万物，那么就会使你的身心遭受

侵害。我一直追求身心的平和，所以我活了 1200

岁，从外貌上看，还显不出丝毫衰老的样子。你若

能研习透彻我的道法，就能上为天皇，若能深入

理解我的道法，就能下为君王。现在，我将离你而

去，到一个没有任何纷扰的地方，进入一个通往

无穷无尽境界之门，去遨游没有终极的旷野。我

将与太阳和月亮一起放射光芒，与天地融为一

体。世上之人皆不能免于一死，只有我才能获得

永生。”其核心思想就是：“不要浪费你的精力，也

不要劳累你的身体，更不要考虑更多的事情，自

然就能长寿了。”

黄帝听了，感到很有道理。又问广成子：“请

教您有何治国安民的办法？”广成子说：“我这儿

有《阴阳经》一套，您拿回去看看，或许对治理国

家有点用处。”黄帝听了，十分高兴，双手接过那

套《阴阳经》，又对广成子说：“您就随我进宫，做

个国师吧。”广成子微微一笑说：“我是个世外之

人，懒散惯了，怕过不惯朝中繁乱生活。”说完闭

目养神，不再发话。黄帝见广成子不愿入朝为官，

只好说：“既然你不愿入朝，那就随我到行宫住几

天，给朝中大臣讲讲治国的道理，这也是为了天

下百姓。”广成子这才勉强答应了。

黄帝在行宫里为广成子布置了讲堂，命令宫

中乐队为广成子奏《钧天》之乐，迎接广成子。后

来，黄帝为广成子奏乐的地方，就叫“钧天”，时间

长了，人们把它叫成了“均田”，一直叫到现在。

《庄子·在宥》篇中有黄帝见广成子时的情景

和对话。黄帝先是向广成子询问至道的精髓，因

为他想要通过道来实现政治的清明和百姓的安

居乐业，其次便是询问广成子的养生之道，充满

了道家色彩。

《钧天》之乐在均田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有一首名为《钧天》的

诗：

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

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

尽管李商隐的诗晦涩难懂，但是从第一句也

可以看出《钧天》乃是天上的音乐。关于《钧天》之

乐，还有一段和轩辕黄帝、广成子有关的故事。

黄帝生活在公元前 2717年至前 2599 年，中

国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为中华民族始祖，被尊

为中华“人文初祖”。据说他是少典与附宝之子，

本姓公孙，后改姬姓，故称姬轩辕，号轩辕氏，建

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亦称有熊氏。

史载黄帝因有土德之瑞（土色为黄），故号黄

帝。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

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传于后世。黄

帝更以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九黎族而统一

中华的伟绩载入史册。

在古代，汝州有“汝海”之称，这个称号从何

而来呢？原来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汝州区域降水

量十分充足，再加上这里的地势十分平坦而开

阔，降下来的雨水便积水为海，形成了一片广阔

的水域。而崆峒山就屹立于这片水域之中，宛如

一座孤岛，四周都被水包围着，没有人到得了这

座山上。因此，对于广成子来说，这是一个适合修

炼的好地方。那广成子住在哪里呢？非常巧合，经

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崆峒山上有一个天然的石

洞，广成子便常年居住在这个山洞里面。

彼时的崆峒山与今日的景象大相径庭。崆峒

山周围一片汪洋，山水相连，烟波浩渺。奇花异

草，珍禽猛兽出没其间。天地间常现神奇景致，海

市蜃楼更是时常出现。而广成子就在这样的环境

中修行了 1200年之久，形体仍未衰朽，精神依然

矍铄。

闭关修炼如此长的时间，广成子早已忘却了

人世间的俗事。但是仙名在外，即使自己以为早

已离开了凡间，凡间却从未将他忘怀。治理部落

很有一番成果的黄帝慕名前来拜访他，尽管黄帝

已经赫赫有名，但是对于广成子来说，并不把他

当回事。

关于黄帝意欲拜见广成子的一段在《庄子·

在宥》中有记载：“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

下，闻广成子在于崆峒之土，故往见之，曰，‘我闻

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

为之奈何……’”

黄帝做了 19年天子，政令通行于天下，深得

民心。不过对于治国之道和养生之道，黄帝非常

感兴趣，所以在听说修道 1200年的广成子住在

崆峒山中，就很想前去问道。据说黄帝在去往崆

峒山的路上，途径今天的汝州温泉，听说温泉水

的种种好处，便去洗了一个温泉澡，沐浴更衣之

后才去见广成子，这样显得更为恭敬。

见面之后，黄帝：“我听说您修炼得道，敢问

道的精髓是什么？我来拜见您，就是想得到道的

精髓，用这精髓去帮助我的子民，以使他们五谷

丰登，风调雨顺。我还想让阴阳各司其职，万物蓬

勃生长，应该如何做到呢？”

也许是黄帝问的过于直接，广成子说：“你所

问的这些，乃是物的外表；你所想掌管和决定的，

是外表与内在的分化之物。自从你治理天下，云

气不待积聚起来就下雨，草木不待枯黄就凋落，

日月之光也愈发强烈，我看你虽然有一定的才

智，可是你心胸不开阔，见识不博大，你这样子，

我怎么和你说大道呢。”遭了这一通抢白，黄帝闷

闷不乐，只能先从崆峒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放

下治理天下的大事，建了一个独居的斋戒室，睡

在用白茅草铺就的铺上，就这样住了三个月，冥

思苦想了许多问题后，又前往广成子处求说至

道。

这次黄帝确实悟出了好多东西。他问广成

子，你能和我说说养生之道吗。没想到广成子听

了他的问题，异常高兴。于是就有了广成子和黄

帝讲道的故事。此后，广成子还送给了黄帝一本

《自然经》，这让黄帝无比欣喜，于是他命随行人

员演奏了一首《钧天》之乐，表达对广成子的感激

和尊重。

历史上，关于黄帝重视音乐的小故事很多。

比如黄帝曾命伶伦作乐律，伶伦于是取懈谷之

竹，用其中厚薄均匀的做成竹管。开始，吹出来的

音调没有阴阳之分，根本不成音律。有一次吹出

来的声音甚至吓到了黄帝的马。不过，黄帝不但

没有责骂他，反而认为这小竹管能惊着马，很不

简单。他鼓励伶伦只要多加研究，一定能吹出好

听的音律。后来，受到鼓励的伶伦根据凤凰鸣叫

之声，并经过长时间的揣摩和推敲，终于创制音

乐上的 12音律，受到黄帝赞扬。

这《钧天》之乐是黄帝与音乐的又一次结缘。

单从名字看，就知道“钧天”乃是天上的音乐，这

首天籁之音与广成子的思想其实是共通的，广成

子的道家思想正在于无欲无求，对权贵不谄媚不

奉承，活得洒脱而飘逸。而天上仙人的生活状态

不正是如此吗？

当年演奏《钧天》之乐的地方后来被称为钧

天台，虽然现已不存，但那里的人民仍然津津乐

道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诚然，黄帝拜见广

成子和演奏《钧天》之乐都是传说故事。传说自然

无从考证。不过，这个传说寄托了人们对顺应自

然规律而为之的道理的认同和秉持，所以传播久

远。

黄帝月夜沐温泉

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

初觉醒，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

上的“最早的中国”。近年来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

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建筑和墓葬，真

切地反映了黄帝时代的文明景象，展示了“最早

的中国”的瑰丽与繁华。

炎黄子孙都知道，黄帝轩辕氏是我们华夏民

族的祖先，也是上古圣君的典范。传说他于涿鹿

之野斩杀九黎族暴君蚩尤，一统中原，华夏民族

自此始。他顺应天地阴阳，驯化百兽，播种百谷，

使百姓得以生活稳定；他教化百姓风俗，命史官

仓颉造字，开创了中华文明之源头。“治大国如烹

小鲜”，在黄帝这里简直是治天下易如反掌，所以

典籍中常常直接说“垂拱而治”。他任用风后、力

牧、大鸿等多位贤人为将相，辅助其治国兴邦。

可是黄帝开中华民族万世之太平，不仅仅是

因为得人助，更是得天地之启。关于他夜沐温泉

直至天明的故事即是如此。

据说有一天黄帝梦见大风吹散了大地上所

有的尘土，一切污垢都消失殆尽；又看到有人举

着重达千钧的一把弓，驱赶着数万群羊。黄帝醒

来后反思道：“风发号施令，是执政者的象征；大

风吹去尘垢，留下的就是土，天下有姓风名后的

这个人吗？再说那拿着千钧重弓的人，是有异于

常人的力；放牧万群之羊，只能是代表善于治理

百姓的人，天下有这么一个姓力名牧的人吗？”于

是黄帝就通过占梦的线索加以访求，果然在海角

找到了风后，在大湖找到了力牧。风后做了宰相，

力牧做了大将，一个文治，一个武功，为黄帝的万

古伟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黄帝著有《占梦经》可能

就是因为他解梦精准，长于梦验，于是写下自己

的一番心得吧。

话说黄帝鏖战多年大败蚩尤，终于一统中

原，成为华夏正统，就开始思考治国兴邦之策。所

以说黄帝的垂拱而治也是讲究时间性的，并非一

开始就能坐拥天下，无为而治。所谓“天人感应”，

不管是黄帝统一天下，还是治理国家，都必须顺

应天地之气的变化。通俗地说，就是应时而动，顺

势而为。在开疆拓土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际也

必须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可是打下了江山还

要守得住，那么坐江山又当如何呢？

这一天黄帝仍然在挑灯夜读，他在地上写写

画画，运思自己的治国方略。突然一阵风吹来，熄

灭了本就昏暗的火光，整个屋子顿时陷入浓深的

漆黑。黄帝抬眼不见五指，只看见这时门口投入

一缕亮光，一位髭须冉冉的白衣仙人飘进来。黄

帝虽然不知是何方神圣，但身为天子的黄帝赶紧

拜道：“不知上神降临，有何贵干？”仙人捋着长长

的胡须悠悠地说：“天帝见你勤勉治国，每日为强

国安民之策劳神苦思，天帝感你精诚之至，特派

我为你指点一二。”黄帝双手打躬作揖，忙道：“俯

伏恭听。”白衣神仙指着东南方向说：“天倾西北，

八卦有巽；坤母惠泽，水承地慧；当启尔智，温润

万姓。”说罢便飘袂而去。黄帝向来神慧，他琢磨

着天帝的谕示：八卦之巽不就是东南方吗？东南

方向上当有大地钟灵毓秀之所，也就是承载着地

母智慧的水，仙人应该是说水可以启发我的智

慧。但是“温润万姓”作何解呢？对最后一点黄帝

还没有参透，但是他决定身体先行。

旭日出，黄帝就起身往东南方向走，可是从

早到晚这一路他也没有看到任何水流。他不知道

要走多远才能找到天帝所说的能启示给他治国

之智的水，但是他继续往前走，这一天没有吃饭

饮水，一刻也不停顿休息。走着走着，月亮从东山

升起，脚下的路越来越亮，听得前面水声潺潺，黄

帝心中一动，突然明光照耀之下，一条上下如白

练般笼罩的溪水横亘在他眼前。

月光虽明，却看不见水面，因为水上冒着腾

腾的雾气，飘到黄帝脸上还有点温度。此时他才

反应过来，这白练般的雾气原来是厚厚的热气。

他果断地跳进去，果然是温热的河水。怪不得仙

人说“温润”。

黄帝心想：只知道井水会早晨冒气雾，但仍

是凉水；却不曾见过溪水冒着热气的，看来真的

是大地汇聚灵秀之水了！他全身放松下来，日出

至星月急趋奔走的疲乏很快消失了。他闭上眼睛

冥想，感觉温泉一滴一滴地从自己的皮肤渗进

去，一点一点地浸润了心肺，滋养了肝脾，无声无

息却深入神经和骨髓，他就这样在温水里泡了一

夜。

又是一个新的黎明。黄帝睁开眼，迎着朝阳

的光芒，他放眼四顾，此处周围众多山丘环抱，中

间则如聚宝盆，多处泉眼冒出地面，均是热气腾

腾，极为罕见；而自己昨夜泡的温泉乃是众多泉

眼汇聚向东的溪水，白雾绵延数里如云蒸霞蔚，

更是壮观奇景。他感到自己一身轻松，心目开明，

仿佛换了新鲜血液，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验———

如转丸于掌上，似成竹之在胸，浑身上下从未有

过如此时这般散发出对治理天下那么从容的气

度。因为他感觉自己领悟到了处世治国的大

道———垂拱而天下治。

也许我们无法得知在这一晚神游万仞、思接

千载的黄帝具体想了什么，但是从他后来无为而

治的实践中可以反求想见。那就是：水善利万物，

泽被万物，无为而无所不为；天帝所指之温泉更

是坤母之乳汁，启智黄帝心如温热的清泉无色无

嗅、必清必静，万万不可汲汲以求，对百姓刻意用

力，如此方可“温润万姓”。为了感谢天帝和地母

的启示，黄帝将那里的温泉赐予“温汤神泉”之美

誉，也就是今天的汝州市温泉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