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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人们通常尊称其为大禹，与尧舜并称为“三圣”。大禹一生的事

业，无论是治水、征三苗，还是建立夏国，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影响甚大。  

据传，大禹治水十三年，足迹遍布九州大地，终于解除了水患并建

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 夏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可以

肯定地说：大禹是全中国的而不是某地区的。  

大禹的传说故事在全国各地世代相传，许多名山大川都传说被大禹

治理过。这其中当然有好些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只因为大禹及其事迹具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至于后来在全国各地出现或陆续兴建起不同类型

的禹迹。有关大禹的遗迹或纪念建筑，不仅分布广，而且数量多，遍及

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

苏、浙江等十余省市。  

一、“禹”的业绩被公认  

大禹是公认的“中华立国之祖”，为什么？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禹是伟大的治水英雄，中国第一个朝代—— 夏

朝的立国始祖。记载于史书和流传于民间的大禹的丰功伟绩，折射出大

禹近乎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并因之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楷

模。他在治水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公而忘私、仁德爱民的伟大品格，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后世子孙的崇敬和传颂。大

禹的杰出贡献，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大禹有公认的三大业绩。  

其一，大禹使用大规模工程手段治理洪水。在治理洪水的技术方案

选择上，大禹改变以往单纯用堤坝围堵洪水的方法，强调开渠疏导洪水

使其顺利宣泄入海。经过他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水由

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1]于是，人们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

平原上。接着，禹又带领人们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



004    “禹”身份研究 

为水利，在黄河两岸以及其他河流的平原上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使

之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诗经·大雅·韩奕》歌颂禹的功绩“奕奕

梁山，维禹甸之”，说他平治了水灾，把梁山之野开辟为良田。  

其二，通过治水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各部落间的联

盟与融合，强化了中原华夏一族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国家的产生。大禹

统一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 夏王朝，并将天下划分为九

州，根据各州自然环境和物产，确定相应的贡物。自禹开始，中华民族

由部落联盟形成国家。  

其三，大禹的思想和行为，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例

如，在治水中产生的堵与疏相结合的工程理念，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国

家管理理念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凡是重视“民生”的朝代，对民

众的利益和欲求通常都采取了疏导的政策而不是堵压。又例如，舜命禹

征三苗，禹接受伯益的建议，班师振旅，修德兴文，不久三苗归顺。凡

此种种，即是大禹文化的核心价值抑或称之为“大禹精神”，它包含的内

容是很多的，例如：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坚忍

不拔的创业精神；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严明法度、公正执

法的治法精神；民族融合、九州一家的团结精神；调查研究、注重实践

的唯物精神；英勇无畏、挑战自然的乐观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今

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正是因为大禹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所以，许多地方至今保存

着有关大禹的遗迹和纪念性建筑。  

在纪念性的建筑中，最多的是禹庙，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所谓“禹庙”，即是供奉大禹的场所。“庙”在中国古代本是供祀祖

宗的地方。历代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礼记》中说：“天子七

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其他凡有官

爵的人，也可按制建立“家庙”。对世间达圣贤位逝者，也可依律建庙，

如孔庙、二王庙等。皆是敬顺真如，仰止贤圣，即得妙法之地，故称“庙”。

“禹庙”就是据此而兴建的。“庙”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文人武士，如文

庙（孔子庙）、武庙（关羽庙）。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土地庙）

混在一起，蜕变为阴曹地府控辖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明人陈继儒

在《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中说：“合通国之欢心，建百世不迁之庙貌。” 

全国的“禹庙”有多少？龙显昭先生所撰《夏禹文化与四川的禹庙》[2]



第一章    “禹”的业绩、遗迹及疑问  005 

 

一文中说：禹庙兴起于秦汉，盛行于唐宋，遍立于明清。大禹驾崩于会稽，

并葬于此，这里便有了禹陵、禹庙。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上会

稽，祭大禹”。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前 110 年），嵩山有启

母庙。龙门禹庙建成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 年）。北魏时期，魏孝文帝

太和十六年（492 年）下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

唐宋时期，禹庙祭祀列入国家祀典，各地禹庙随之增多。唐玄宗时新修的

《开元礼》还规定了祭祀的祝文格式；至明、清，则州、县几乎皆有禹庙。 

四川是大禹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禹迹遍布巴蜀。据考证，晋初及以

前，蜀中已兴立禹庙。《华阳国志·巴志》载：“江州县郡治。涂山，有

禹王祠及涂后祠。”唐宋时期，四川各地禹庙兴起，其中以忠州、成都和

石泉（今北川）禹庙为最有名。石泉禹庙是四川最重要的历史古庙。南

宋唐诗学家计有功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撰写的《大禹庙记》，考订

了石纽，歌颂了禹功。这是从文献上看到的大禹肇迹处最早的禹庙。该

庙至清康熙、乾隆、道光各朝，都有培修和扩建，大殿祀圣父、圣母有

莘氏，并建亭立岣嵝碑。  

综观唐、宋、元、明以来的四川禹庙，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其一

是大禹肇迹处的纪念性禹庙，如石泉禹庙，以禹生于石纽而建；重庆涂

山禹庙，以禹娶涂女而建。这两处庙内皆供奉夏禹和涂后。其二是崇德

报功，具有德教功能性的禹庙，如四川的成都禹庙，重庆的忠县禹庙、

奉节禹庙等。其三是指清代由外来移民所新造的“会馆式”庙宇，如开

江、彭水、黔江、梁山、南充的禹王宫，石柱的大禹庙，南川、巴县的

禹王庙等。都江堰、遂宁、射洪、三台、绵阳等地所建禹王宫历史也较

为悠久。  

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拥有大禹像或与大禹有关的地点不下几十处，

如：今安徽怀远县城有大禹像；陕西韩城市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有禹

门口；山西芮城塑有大禹像；山西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

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湖北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

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苏州太湖沿岸村落里都供奉着“水神”禹

王的雕像；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山东兖州有大禹像；山东有禹城；

浙江绍兴有大禹陵⋯⋯  

这些与大禹相关的地点虽不一定是真实的大禹遗址，但如此多的纪

念性建筑，充分说明了大禹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与中国人民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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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位。  

二、大禹出生、婚娶等遗迹  

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和婚娶地，全国有数处地方都说存在遗迹。与大

禹出生、婚娶地相类似的大禹遗迹还有禹穴、岣嵝碑。  

1. 大禹出生地  

大禹是一位具有神话色彩的治水英雄、中华第一个世袭王朝的缔造

者。关于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有四川说、河南说、山东说，还有安徽

说、青海说、甘肃说，等等。其中认为禹出生于四川的占大多数，许多

古文献都有记载。  

其一，四川，五地相争。  

许多学者都认为大禹的出生地是在四川西北地区。关于大禹出生地，

在四川省，北川、汶川、茂县三县和都江堰、什邡两市，都有其依据证

明大禹出生于本地。其中宣传得最热烈的是北川和汶川。  

关于大禹出生地的记载，最早出现的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帝禹

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西汉司马迁为写好《史

记》，亲自到过川、滇、黔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他在《史记·六国年表》

中说：“禹兴于西羌。”西汉大学者扬雄是成都人，他在《蜀王本纪》中

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后汉书》说：“仲尼长东鲁，

大禹出西羌。”三国蜀汉学者史谯周在《蜀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

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蜀汉及西晋史官陈寿在《三国志·蜀

书》中说：“禹生石纽，今之汶川郡是也。”民国《汶川县志》引《华阳国

志》云：“石纽，古汶川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

于石纽之刳儿坪。”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沫水出广柔徼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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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上述史籍中的“汶山郡广柔县”，为汉武帝元鼎元年（前 116 年）征

服西南夷后所置，今北川县当时属广柔县所辖。北川县始置于北周（治

地在今北川县青石乡）。唐贞观八年（634 年）置石泉县，取当地古迹题

刻“石纽”“甘泉”首尾两字为县名，治地在今北川县治城（老县城）。《唐

书·地理志》：“茂州石泉县治有石纽山。”《郡国志》：“石纽山在今石泉

县南。”宋计有功《大禹庙记》：“石泉之山曰石纽，大禹生焉。”宋代的

《职方书》《先儒舆地记》，明代的《升庵外集》《大明一统志》，清代的《大

清一统志》《龙安府志》《石泉县志》皆以石泉县之石纽为禹生之地。1987

年，北川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县志办公室和县文化馆又专门编印了《禹

生北川》一书，得到了张秀熟等文史专家的肯定。持禹生北川说的还有

徐中舒、邓少琴、童恩正等著名史学家所著的《论巴蜀文化》《巴蜀古迹

探索》《古代的巴蜀》等书。  

1991 年，绵阳市北川县（651—1914 年为石泉县）修建了全国第一

个大禹纪念馆。北川县禹里羌族乡政府所在地，方圆数十平方公里保留

着许多有关大禹的文化遗迹，被称为“大禹故里”。唐代以前，石纽山麓

即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日大禹诞辰，人们都要聚集在禹庙前举行祭祀

活动。可惜，神禹故里坊后被毁。《太平御览》卷四引《遁甲开山图荣氏

解》说：“女狄（又名女志、女嬉、修己）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

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或谓，石泉

县的县名就是取石纽之“石”和甘泉之“泉”而成。  

望崇山在今禹里东。山峰矗立，高入云天。相传崇伯（禹父鲧）外

出治水，常年不归，圣母思念，常登此山遥望禹父归程，时山巅林木繁

茂，遮天蔽日，挡住视线，圣母叹道：“眼前若是没有这些大树多好啊！”

话音刚落，狂风骤起，将山前高树连根吹翻，此后山前只长灌木花草。

故此处被称为“望崇山”。  

相传，禹穴沟为大禹诞生地。扬雄《蜀王本纪》说：“禹⋯⋯生于石

纽，其地名痢儿畔。”痢儿畔今名刳儿坪，位于九龙山第五峰下，《四川

通志》说其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然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

迹”。沿刳儿坪溪流而下，有一巨石，其状如盆，民国《北川县志》说其

“水色金赤，四季不变，相传禹母诞禹后洗儿处也”，因以得名。  

洗儿池以下的溪流中，《锦里新编》云：“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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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女，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是血溅之迹。”令

人称奇的是“血石止禹穴一里许”，距洗儿池稍远即无此奇观。距洗儿池

不远的绝壁上刻有篆体“禹穴”二字，《四川通志》说“传为大禹所书”。

古时禹穴沟尚有禹之采药亭。《升庵外集》说：“其山药气触人，往往不

可到。”传说大禹幼时，曾经随母采药于此山，故乡人谓之“采药山”。《龙

安府志》说：“山上建有木亭，为采药亭，现已无考。”  

关于禹生汶川之说，最早出自唐代肖德言、顾胤的《括地志》：“石

纽山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广柔废县，在汶川治西七十三里。”唐《元

和郡县志》说：“禹，汶山广柔县人，生刳儿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说：“石纽村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宋罗泌《路史》说：“石纽在汶山西番

界龙冢山之原。鲧，汶山广柔人也。纳有莘氏女，岁有二月，以六月六

日生禹于焚道之石纽乡，所谓刳儿坪，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杜光庭

《青城记》说：“禹生石纽，起于龙冢，龙冢者，江源岷山也。”以上书籍

中所说的石纽山，指的是汶川县飞沙关所在之山，因汶山郡遗址在飞沙

关下面的大邑坪。根据上述记载持禹生汶川说的，见诸民国 22 年（1933

年）汶川县编印的《大禹志》一书、1986 年《旅游天府》杂志刊登的《禹

生汶川》一文、2008 年《学理论》杂志刊登的《大禹是汶川人》一文等。 

关于禹生茂县之说，见于 1988 年 8 月由《四川日报》编辑、重庆出

版社出版的《巴蜀之谜》一书的开卷篇《大禹出生在茂汶吗》。这篇文章

根据《蜀本纪》禹生石纽，其地刳儿坪的记载，提出：“刳儿坪在今四川

茂汶羌族自治县石鼓公社境内⋯⋯《锦里新编》还说坪下岷江岸边有白

石累累，上皆有斑斑血迹，刀刮不去，相传是禹母剖肋所溅血点。”1989

年 10 月 22 日《四川日报》刊登的《美哉凤仪》一文说：“凤仪镇的得名

源于‘圣人出，凤凰来仪’之意，传说，大禹就出生于茂县汶川这一带。” 

上述三说，都是以“禹生石纽”的记载为依据的。  

在北川、汶川为大禹故乡争得面红耳赤之际，成都都江堰市也不失

时机地加入了“竞争”的行列。  

汉代学者、川人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

生于石纽。”唐代顾胤在《括地志》中说：“石纽山在汶川县治西七十三

里。”谯周《蜀本纪》也说：“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根据历

史考证，广柔县是现都江堰市、汶川一带。有学者认为，都江堰景区的

禹王宫、龙池景区的禹王庙，以及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游览龙池时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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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庙》诗作等，都说明大禹诞生在都江堰。  

2005 年 7 月 11 日，农历六月初六，都江堰市举办了大禹诞辰拜祭大

典。同年 10 月 12 日，该市又邀请国内外数十位专家，举办了大禹文化

与江源文明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都江堰的历史还应该有时

间上的超越，李冰治水之前还有鳖灵治水、杜宇治水、大禹治水。大禹

治水影响尤其深远。关于大禹，诸多文献中都明确记载其出生在包括都

江堰市在内的岷江流域，都江堰的治水科学技术可以说是大禹以来先民

治水的智慧结晶。  

都江堰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都江堰市不是为争夺大禹故乡，

主要是梳理都江堰的水文化，而这就不能绕开大禹。梳理水文化是要进

一步探索江源文明与文化旅游产业、禹迹文化资源的关系，使都江堰文

化能进一步提升到世界文化遗产的水平。 [3] 

在 2007 年的古蜀文明探源中，在龙门山脉发现了西羌古道等遗迹，

经有关专家证实，遗迹与史料记载无误。于是，有的文史学家认为，什

邡的乡土传说、史书记载中的“大禹故乡”而没有确切的实物佐证问题

得到了解决，为什邡争夺“大禹故乡”称号提供了实物证据。 [4] 

据嘉庆年间修《什邡县志》记载，什邡九联坪内金岩窝古称禹穴，

传说夏禹王就出生在这里。现在九联坪第五坪和第八坪之内，还能依稀

辨认出县志上记载建于秦汉时期的“禹母祠”和“禹王庙”残址。龙门

山脉中段是公认的大禹诞生及其族群早年活动区域，西羌古道的发现，

提供了大禹及其族群曾在什邡境内活动的实物佐证。此外，在什邡古县

志和红白乡志中，历史上著名的“禹凿龙门”“一言九鼎”“八卦顶传说”

“乌龟石传说”也都有明确记载。  

其二，大禹出生于河南。  

有不少的学者认为大禹出生于河南，是禹州还是登封又有分歧。  

禹州，古称夏邑、阳翟、钧州，自古就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的中

心地区。早在 5000 年前的氏族社会，被尊称为华夏始祖的轩辕黄帝，就

在禹州活动。进入公元前 21 世纪后，禹州更是夏部族政治、经济活动的

中心区域。而后，夏禹封国于禹州，夏朝立国于禹州，夏启继位于禹州，

太康失国于禹州，少康中兴于禹州，夏桀囚汤于禹州，禹州与夏代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禹州遗留有许多夏代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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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多次野外考古调查，禹州境内已经

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25 处之多。具体是：花石乡的西柳遗址、阎寨

遗址；顺店镇的谷水河遗址、下毋遗址；火龙镇的瓦店遗址、龙池遗址、

冀寨遗址；方山镇的方山遗址；文殊镇的连楼遗址、段湾遗址；朱阁乡

的沙沱遗址、马坟遗址、董庄遗址；城关附近的东城墙外遗址、崔庄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