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伯夷叔齐两位先贤的祭祀自古
有之。古时渭源首阳山包括俗称“莲峰
山”和夷齐古冢所在地享堂湾（今天埋
葬伯夷叔齐的墓地）两地。为了官员祭

祀方便, 明朝末年，将莲峰山五台湾夷
齐庙迁于山外阳坡里，后毁于兵火。从
此, 首阳山与夷齐古冢分开成为两个地
方，也成为两个名字了。大约在清初，始
将夷齐庙迁修到现在的享堂沟，并更名
为“清圣祠”。

不同于远处的群山巍峨高峻，蜿蜒
东去，夷齐古冢所在地却是低矮的山冈
围抱的一处普通的小山村。享堂湾中的

“享堂”两字从词义上有这样的解释：祖
堂也。安置祖之像牌以祭享之，故云享
堂。而这个山村的名字就叫首阳，显得
不寻常。

果然在路边，就看到一座题写着“夷
齐古冢”匾额的高大牌楼，山坡上森森郁
郁的松柏显示出神秘、肃穆的气象。沿着
石阶缓步向上，浸润着山中午时的寂静，
呼吸也变得深沉绵长。

伯夷、叔齐的墓冢就在山湾的正中，
两抔黄土隆起，像是伴生的双子星座，其
上青草翠蔓，冢前尚未熄灭的香火袅袅
婷婷，让人陡生追思怀远之意。

冢前是一座碑亭，墓碑上有清代名

臣左宗棠题写的“有商逸民伯夷叔齐之
墓”，墓碑的篆额是“百世之师”。碑亭两
边对联是“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两
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为“高山仰
止”。或许正是有先贤长眠于此，再小的
山冈也会成为精神高地。

古冢之上便是形制简单的清圣祠，每
年农历四月初七，生活在首阳山周围数十
公里的群众，以及方圆几百公里和渭河下
游的文人雅士，或乘车，或步行，自带干
粮，晓行露宿来到首阳山清圣祠，等待次
日四月初八祭祀活动的到来。

“伯夷叔齐祭祀”已成为省级非遗项
目，它被认为“渭河源头人民群众在特殊的
首阳山夷齐遗冢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历史
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空间形式’”。

的确，历史上有这样两位人物，就为
后世之人在生命哲学上提供了一个参照，
这比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这两个人要好
得多。他们的采薇和绝食，虽说不上富有
激情，但却像花木掩映的深井，充满哲学
意味和诗意，深刻而执著，让人回味。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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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首阳山
伯夷叔齐在此写下《采薇歌》

“伯夷叔齐义不食粟”是许多喜爱国学的同学都知道的历史典故，但伯夷叔齐采薇并
写下《采薇歌》的故事发生地就在甘肃渭源首阳山，你们知道吗？

伯夷叔齐的事迹被司马迁写进《史记》里，《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首篇，而且
篇幅之短，在全书中罕见，《伯夷列传》最让人感到讶异的是，此文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在谈
伯夷叔齐的事迹，而是引经据典，借题发挥，太史公想表达怎样的个人情怀和精神寄托？

这次我们去往渭源首阳山，神秘的伯夷叔齐采薇地，一探究竟。

渭源首阳山，传说是伯夷叔齐不食
周粟、避世采薇之地，独特的丹山、碧
水、绿林，在陇上众多丹霞地貌中独树
一帜。

一到渭源县莲峰镇，沿着莲峰河溯
源而上，风景变得奇异起来，山峦攒聚
过来，车窗右侧，有两座形如竹笋、马鞍
的山峰矗立在眼前，像是在迎客，在清
晨阳光的映射下，从山脚到山腰，恍若
有红、黄、橙、绿、白、青灰、灰黑、灰白等
多种色彩在隐隐流动，让人情不自禁想
到“丝滑”这个词语。

进了首阳山山门，两边赤红色的山
峦仍然显露丹霞地貌“陡崖”的特点，山
路再往深里走，“丹霞”不见了，山林绿
色的波涛一浪浪地袭来，将我们裹挟在
其中。首阳山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
莲峰山，是以山形取名。清代诗人吴镇
的诗句“五峰云散尽，涌出碧莲花”可状
其美。

登山到瞭望台眺望，大的山峰有九
座，大山、二台、三台、四台、五台、后五
台、玉皇洞、释家庵、老君山等等，一座
比一座奇，一座比一座美。

来到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这两位身
份可一点不简单，他俩是孤竹国王子。
孤竹国，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神秘王
国，有史料说大致就在冀东至辽西一
带，在公元前17世纪时，被商王朝开国
元君商汤封国，这便是孤竹国了。

孤竹老国君死前留下遗言，命少君
叔齐继位。按照当时的规矩，长子应该
继位。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的遗
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坐。”于是他
放弃王位，逃出孤竹国。大家又推举叔
齐做国君。叔齐说：“我当了国君，于兄
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出孤竹国，
和伯夷一块儿过起了流亡生活。

他们这种“让贤”的举动，受到当时
的人赞扬。到了春秋战国时，儒家学派
更是大为赞赏，评价说：“能以国让，仁
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

在逃亡的日子里，为躲避商纣王
的残暴统治，伯夷、叔齐居住在北海
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后来，他
俩听说周文王在西方兴起，是仁义之
君，就相约去投奔他，但刚走到半路，
就遇见了周武王的大军。原来，这时
周文王刚刚死去，周武王率领着大军
奔袭商纣王。看到这种情形，他俩大
失所望，于是扣马而谏：“父死不埋
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孝吗？以臣
子身份讨伐君主，这能算仁吗？”但武
王根本不听他们的意见。

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由于
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士兵倒戈，周武王很
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灭掉了商朝，建
立了新的王朝——周朝。

伯夷、叔齐听说后，认为这种做法太
可耻了，发誓再也不吃周朝的粮食。他
俩就相携来到首阳山上采集白薇吃，作

《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他们吃的薇就是今天我们能吃到的
蕨菜。渭源县首阳山一带雨量充足，气
候阴湿寒冷，良好的土壤十分适合蕨菜
的生长。

凉拌蕨菜自然是说不出的甘滑鲜
美，但如果伯夷叔齐不吃别的，只是天天
吃、月月吃、年年吃它，想想都让人皱眉，
而绿的、青紫色的蕨菜常见，但白薇又长
的什么模样呢？当地老人说那是神仙
菜，一般人见不到，有民谚说：“首阳山的
白蕨菜，早上出来晚上败！”而伯夷叔齐
在渭源人心中不是神仙，那也相差不远！

还有这样的民间传说，据说一位农
妇一日上首阳山上采集蕨菜，看见两个
瘦骨嶙峋、相貌高古的老人也在那里干
着同样的事情，她就问询起来。听到两
人耻食周粟，农妇笑了：你们两人倒是很
有骨气，不吃周朝的粮食，但你们也不想
想，普天下都是周朝的呀！这山，这山上
的野菜，也是周朝的，你俩为啥还吃呀？
伯夷、叔齐如梦初醒，于是连蕨菜也不吃
了，从此开始绝食，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成了因循守旧、

食古不化、迂腐透顶的典型形象。但在
古代的先贤、忠臣、烈士们眼里，他们的
事迹却是可以与舜、禹的英名一样千古
流芳。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伯夷叔齐何
人也？”孔子立即回答：“古之贤人也。”平
时，老先生回答问题时，都要慎重考虑一
下，然后才“子曰”，可孔子评价伯夷、叔
齐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张口就说是贤
人，可见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是
非常肯定的。荀子也赞叹，伯夷叔齐的
名声，就像日月一样。

孔子荀子高度肯定伯夷、叔齐，说明
他俩的行为比较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儒
家认为人生价值不在于获得什么功名利
禄，而在于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对后
世有什么影响。所以孔子强调：“伯夷叔
齐……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非
圣贤而能若是乎！”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也表明他的态
度：伯夷、叔齐绝不是为了流芳千古才那
样做，他们只是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罢
了，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独立的人

格、一种独立的精神，是一种以生命为代
价的执著，这恰恰是许多人一辈子都做
不到的事情。

伯夷、叔齐是否来过渭源境内，首
阳山五台碑湾一块名为《首阳山辩碑》
的明代石碑，洋洋洒洒千余言，有非常
详细的论证。在国内，以首阳命名的山
显然不止渭源这一处，而每一处都有伯
夷叔齐的民间故事流传不绝。首阳山
究竟在哪儿？不仅困扰着今人，也困扰
着古人，明万历二十三年户部主事杨恩
就此事撰文进行论证，后被人雕刻成
碑，立在首阳山。这块碑高两米多，宽
一米半，碑文认为全国虽有五处首阳
山，而以渭源首阳山为真。作者引经据
典，多方论证。刻石字迹清晰，书法刚
劲有力，堪为明代碑碣书法中的上品。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崇祯年间，当地
官员撰写的碑记，介绍了伯夷、叔齐的生
平及历代奉祀概况，并说明了改建的原
因和经过。由于此碑论据确凿，资料翔
实，引起了史家的重视，清代名臣左宗棠
还以此碑文为蓝本，撰写了夷齐庙碑文。

历史上有这两人比没有要好得多

孔子荀子对伯夷叔齐十分推崇

伯夷叔齐
身份竟是孤竹国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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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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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古冢，左宗棠题写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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