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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氏

傳說人物。即大睇，或太昊，另 

作伏戲、宓犧、庖犧、風姓。母日華 

胥。生羲於成紀（今甘肅秦安縣 

北）。傳為黃淮流域部落聯盟領袖， 

以龍（蛇）為圖騰，蛇身（龍身）人 

首。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 

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畫 

八卦以記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敎佃 

漁。相傳死後葬陳（河南淮陽縣）。 

而今太揚之墟。歷史上從唐堯、虞 

舜、夏禹起就公認為人祖。實當為遠 

古遊牧時期部落聯盟首領。

〔行迹〕

滾磨溝在山西吉縣縣城西北人 

祖山腳下。傳為洪水泡天時，唯伏 

羲、女蝸兄妹二人爬上人祖山巔，免 

害。水去之後，兄妹感人類需延續接 

代，便在天地指引下，各拿石磨一扇 

從山頂滾下，自動在山下對合，謂之 

「天作之合」。從而人類得以繁衍。

宛丘 在河南淮陽縣城東南4公 

里。傳為伏羲建都之處，即「陳、太 

昊之墟也」，「太昊葬宛丘」（《左 

傳♦昭公十七年））°又稱平糧家、 

貯糧台，面積50000多平方米，高出 

附近地面3 —5米。經發掘為龍山文 

化遺址（距今約4000年）。城址呈 

正方形，周長740米。

負圖河 在河南孟津縣境，流經 

邙山北麓石家溝東北注入黃河。俗稱 

圖河。相傳「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 

圖出於河」。伏羲得之，始作八卦 

（《禮記・禮運》，孔穎達疏弓I《尙 

書》）。沿河兩岸今有以此典故命名 

的負圖村、上河圖村和下河圖村。

晝卦台在河南淮陽縣城北0.5 
公里。又名八卦台。相傳為伏羲畫八 

卦之處。實為環城湖中台地，面積 

6660餘平方米 , 高2米餘。台上原 

有大殿、卷棚、八卦亭、石坊、石刻 

等，均早毀。現存古柏一株，近年又 

恢復八角亭一座。台前有池，相傳伏 

羲於蔡河得白龜，鑿池養之。

畫卦台在甘肅天水市渭南鄕 

西。俗稱卦台山。相傳伏羲氏演畫八 

卦於此，故名。為秦州八景之一。山 

上原建有伏羲廟，今圮，現存明嘉靖 

十年（1531年）立「秦州畫卦台新建 

伏羲廟記碑」及「伏羲二十八宿六十 

四卦全圖」木雕刻板。

〔墓葬〕

太昊陵在河南淮陽縣城北L5 
公里。據文獻記載，春秋時已有陵 

墓，漢代在陵前建祠，宋太祖詔立陵 

廟。明太祖曾親臨祭祀。明淸兩代屢 

加修葺。陵上圓底方' 取「天圓地 

方」之意。高20餘米，周長150 
米。陵域佔地330,000餘平方米，分 

內外兩城，古柏參天，碑刻林立。由 

南而北為午朝門、玉帝橋、道儀門、 

先天門、太極門、統天殿、顯仁殿、 

太始門等建築。內外城之間•左側有 

女蝸觀、玉皇觀；右側有岳王觀、眞 

誠觀、太淸觀。陵前有巨碑，上鐫 

「太昊伏羲之墓」。陵後有蓍草園， 

面積80平方米，種植蓍草 , 原為採 

蓍，作占卜吉凶之用，後為欽差祭祀 

的信物。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紀念景物〕

負圖寺在河南孟津縣老城西北 

雷河村。北傍黃河，西臨邙山。相傳 

龍馬負圖出於河，伏羲得圖作八卦。 

後人建寺以紀念，寺始建於西晋，名 

浮圖寺，歷代易名為河圖寺、龍馬 

寺、興國寺，明代改為伏羲廟，現名 

負圖寺。現存山門和三座殿堂，寺內 

外保存石碑十餘通，其中有明末書法 

家王鐸撰書的《龍馬記》碑。

伏羲女蝸畫像在甘肅敦煌市莫 

高窟285窟內。該窟始建於西魏大統 

四年（538年）。為覆斗形頂，西壁 

三窟，一大二小，南北壁各開四禪 

堂。伏羲女婿像畫於窟頂東坡，兩像 

南北相對，人首蛇身，頭束鬟髻，身 

著交領大袖襦，胸前畫日月，肩上披 

長巾。伏羲一手持規，一手持墨斗； 

女媼雙手擎矩，手舞飄帶，奔騰活

伏羲女蝸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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