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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山海经》中禹迹“抗灾文化” 
田飞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摘要：《山海经》一书，是对当今中国发展的最好阐释！随着当下古史论和相关考古的发掘，它的记载，其实是神话了的史料。
用史学的发展观来看待它，它在当下中国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山海经》一书包括很多神话故事，以大禹治水为例，从自然的角度体
现远古人民与自然的关系。纵览大禹治水，当下相关论证表明了禹迹“抗灾文化”的真实性，本文主要从洪水文化的历史考究、史
料分说、精神价值等方面来展开，通过“抗灾文化”展现出“刚柔并济”的天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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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禹迹“洪水文化”历史考究 
《山海经》留给人类的文化遗产，以其凸显的历史研究价值，

以神化了的史料为载体，其角度是多方面的。以大禹治水为例，该

书还从自然的角度体现远古人民与自然的关系。纵览大禹治水，当

下相关论证表明了禹迹“抗灾文化”的真实性，通过“抗灾文化”

展现出“刚柔并济”的天人精神！ 

关于“洪水文化”，东西方都记载了这一场灾难。在西方的《圣

经》里，记载了上帝降下惩罚于人间，选中了诺亚,于是就有了诺亚

建造方舟，带着动物们逃离上帝降下的灾难。而在东方，中国的《山

海经》，清晰地记载了远古时期人们治理洪水的相关事迹。对于这

场“抗灾文化”，禹的贡献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大禹是中国的

洪水始祖！在讨论这场“洪水文化”的同时，先来验证禹“洪水文

化”的真实性，它是神话了的史料，具有历史研究价值！ 

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通过考证，得出禹其实是西北地区一

个民族的首领，属于西羌中的一支；李文实先生也进一步考证了华

夏民族源于氐羌一族；并且很多学者也认可此观点，认为大禹治水

与古羌文化不可分离；这是史学界对于大禹人物的验证，是一个部

落的首领。通过相关文物的出土，也可进行验证，在 2002 年，香

港出现了一件青铜器——遂公盟，这件青铜器，是遂国国君所建造，

也就是大禹的后代所创造。这一文物的出现，无疑又一次验证了大

禹人物的真实性；与此同时，在中国发现了喇家遗址，这一遗址的

出现验证了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反映了远古时期关于“洪水”的重

大灾难。通过验证，禹迹“洪水文化”真实可靠！ 

考究了禹迹“洪水文化”的真实性，其实质无非是从自然的角

度，延伸出远古时期，人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态度。回归《山海经》，

究其史料分说，答案可能更广！ 

二、大禹治水史料分说 
1.伐木通道 

关于大禹治水，在《大荒南经》，作者采用“攻”字进行深刻

地描述，郭璞解释“攻”字一词就是砍伐林木。也就是说在《山海

经》里，该书向我们记载了大禹治理洪水是砍伐了大量的树木。为

什么大禹治水要砍伐大量的树木呢？在此处来看，当洪水来临之

际，砍伐树木是为了给洪水让出一条通道。在《夏本纪》记载，禹

砍伐完的树木，还可以借助它来建造一些交通工具，因为治理洪水

肯定是需要工具的。 

由此描述，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远古时期的人们在治理洪水时，

先砍伐树木来进行疏通，这也体现了远古禹迹“抗灾文化”的智慧，

洪灾本是自然之物，但人在面对洪灾的时候，采用伐木通道方式，

体现了中国人民用“柔”的方式对待自然灾害！这种“柔”是去顺

应自然，找出其根源，用自然之道进行治理。而不是用蛮力的方式

去治理。这也证明了远古人民的“抗灾”智慧，不仅有远见，且深

刻意识到自然之道！同时也为民族文化填写了一道——“抗灾”序

幕！ 

2.以土石堵洪水 

《山海经》记载，禹治理洪水，砍伐树木，疏通通道。而《海

内经》写到鲧偷了天帝的息石，用来抵抗人间的涛涛洪水！《淮南

子》也记载了大禹用息土堵洪水，形成了一座名山。凑巧的是，《大

荒北经》说到，在大逢山的西面有一座山，那座山是禹用石头堆积

而成的。同时，在《西次三经》郭璞解释道，用石头，土石堆积而

成的大山，其实是大禹用来治理水患的！由此，可以推断，这座山

其实就是大禹为了治理洪水，用泥土和石头堆积形成的大山。 

因此，远古时期，大禹治理洪水的时候，就已经懂得用泥土，

和石头来堵住水患的源头。这种“抗灾”文化，在处理与自然的关

系时，同样是采用一种“柔”的方式，前面砍伐树木，疏通通道，

加上这里用土石治理洪水，均是远古人民对待自然的那种柔顺之

道，以自然之道治理自然，借自然之物，逆转趋势。这也是远古“抗

灾文化”的一大智慧！ 

3.攻共工国，杀相繇 

《大荒西经》记载到，在西北海的地方，有一座不周山，大禹

率领部队在不周山这个地方攻打共工。为什么禹要率领部队攻打共

工呢？根据《国语·周语下》、《淮南子·本经》、《荀子·成相》记

载，共工一直在制造洪水祸源，扰乱民生，危害百姓。对于一个制

造祸患的人物，除了除掉他没有别的办法。同时，在《海外北经》、

《大荒北经》里说禹杀了共工的臣子相繇，因为相繇也同样是影响

禹治理洪水的一大因素。可见，《山海经》一书，向我们讲述了禹

在与在自然抗灾的时候，面对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在不能及

时解决的情况下，远古人民就已经懂得运用刚硬的态度及时解决，

减少危害！ 

综上所述，远古禹迹“抗灾文化”不仅仅是与自然灾害做斗争！

经《山海经》的种种描述与遗迹发掘，进一步验证了该书具有历史

研究价值，是神化了的史料！在“抗灾文化”该层次，体现的是从

自然的角度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料介绍禹抗灾时，砍伐树木，

疏通通道、用泥土堵洪水、杀掉影响洪灾的人为因素，从多方面处

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采用刚柔并济的天人精神去解决。证明了远古

人民懂得用柔顺的态度，以自然之道解决自然灾害；对于不可控的

因素，远古人民就已经懂得用刚硬的态度去解决。这也从另外层次

体现出，远古人民除了从人的角度出发，重视“繁衍”文化的生育、

生存。体现“以人为本”的本质精神；在自然的角度，远古人民还

衍生出“抗灾文化”的大智慧，面对自然可控与不可控的因素时，

在处理天与人的关系时，面对自然灾害，采用刚柔并济的态度，体

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刚柔并济的天人精神! 

三、“洪水文化”的精神价值 
1.顺势而为，大道之举 

禹治理洪水，体现的“刚柔并济”天人精神。在当下的中国，

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可以吸取古人那种柔顺的自然之道，用柔

顺的方式对待自然，处理自然灾害。这是禹迹“抗灾文化”，在对

待自然角度，人类更应该吸取的柔顺之道！ 

禹砍伐树木，用泥土堵住洪水的祸源。这些都是用自然物堵住

自然灾害。而不是与自然灾害死磕，硬拼到底。很明显，这是一种

顺应自然的正确举措！在现代，水灾已经是一种很明显很、而真实

存在的自然灾害，我们同样学习远古人民，当洪水来临时，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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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 

5 文化建设 0.18 18 

6 城市文化建设 0.63 13 

7 文化 0.53 12 

8 城市文化品牌 0.08 11 

9 文化创意产业 0.15 11 

10 公共艺术 0 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整理自绘） 

三、结论 
我国城市文化研究发展轨迹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关政策的

出台密切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符合“普赖斯逻辑增长曲线”规律，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城市文化的研究逐步从发展走向成熟。专业

机构和高校是我国城市文化研究的主要中间力量。通过对城市文化

研究主题的演进过程分析，大致可以分为萌芽、发展、高潮、稳步

发展 4 个阶段，对未来城市文化的研究趋势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研究方向由基础研究向精细化研究发展。对城市文化的研究

专题不断扩大，应用性增强，由城市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文化资

源等基础性理论研究，逐渐多元化、精细化，向城市文化空间、公

共空间、文化传播等主题上发展，对指导城市规划中的文化建设具

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2）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城市文化的传

播形式在不断更新。随着数位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在城市中

的生活节奏、交流方式以及活动场所都再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对于

城市文化的研究也随之产生了影响，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度、传播载

体、传播路径和范式都在不断更新。（3）城市文化研究向跨学科，

深入融合阶段发展。跨学科深度融合研究能够使研究内容更加的深

入，城市文化逐渐与政治、经济发展、产业战略、基础设施、城市

设计、区域规划等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的趋势，将形成新的交叉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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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堵住洪水源头，当要决堤时，我们改变水流渠道，顺势治理洪

水。这是一种明智的举措，同时也是一种大道之举！所以，中国人

做事情往往会顺势而为，做大道之举，这同样也是远古人名的智慧

结晶！ 

因此，禹迹“抗灾文化”体现的精神观念，教会当下的国人，

无论是在治理水灾，还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顺势而为，做大道之举！ 

2.自强不息，锲而不舍 

禹在治理洪水时，体现的“刚柔并济”的天人精神。在当下的

中国，还应当吸取远古人民治理洪水时，那种刚硬的态度，这种刚

硬的态度除了在与自然灾害抗争，遇到不可控的因素时，必须采取

刚硬态度，当机立断。还体现在，与自然，做任何事情那种刚硬的

决心，坚持到底的魂魄，即——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理念！ 

在《海外东经》里记载，禹奉承帝命在华夏测量土地，确定了

九州。民间有传说，禹在治理洪水时走遍九州。加上《山海经》一

书向我们透露了禹在治理洪水时，既要解除自然因素，砍伐树木，

用泥土堵住洪水源头；又要排除不可控因素，杀掉影响水患的共工

以及他的臣子。由此处可见，禹这样一个人物，他得需要多大的耐

力和毅力，正是他的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意志，才能使得他在那

样艰苦，并且夹杂多种因素的环境中战胜水患。回想当下，在 2020

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时，中国人民子弟兵迅速加入抗洪救灾，转

移群众，泄洪填堵的一系列作战中。令人欣慰的是，当洪水一次次

危及人民群众安全时，武警部队，空降兵，陆军团一次次投入作战

中。这些，不正是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体现吗？水火无情，

当灾害降临时，人类是渺小的！但是，如果我们秉着一种自强不息，

锲而不舍的精神理念，终究能战胜一切困难！ 

 所以，禹治理洪水，透露的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理念，

对于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大到抵抗灾害，还是个人小到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坚定的信念，都要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灾害越危险，越

窘迫，当我们持着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时，终能化虎水为溪流！甚

者，无论事情越困难，只要秉持该精神，终能化险为夷！ 

依据相关遗迹和古书记载，借禹迹“抗灾文化”进一步验证了

《山海经》一书具有历史研究价值，是神化了的史料。其体现的另

一远古文明——“抗灾文化”。这种远古文化，让当下见证了远古

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全面的治水之道。这种文化，

是中国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更是《山海经》体现的从自然的角度，

在处理人与自然，即人与天的关系时，中华民族秉承的那种刚柔并

济的天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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