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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是上古治水英雄ʩ中华先祖之一ʪ作
为夏王朝的奠基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
关键性人物，大禹是中华民族天下为公ʩ艰苦
奋斗ʩ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包含勇敢ʩ智慧ʩ
勤勉ʩ敬业ʩ廉洁的大禹精神和大禹文化，促进
了华夏各地聚落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为形
成大一统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文化影响
深远ʪ大禹及大禹文化是中华民族代表性文
化符号之一ʪ

有夏以来，大禹一直是朝堂官府ʩ乡野民
间的崇拜对象ʪ赞美大禹ʩ歌颂大禹ʩ信仰大
禹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推进华夏各
民族汇聚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主导力量ʪ

大禹信仰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产物ʪ
Ž大禹治水ž是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敬仰大
禹的一种民族情感ʪ在文学艺术ʩ神话传说和
民间故事中，大禹的形象被不断丰富和神化，
成为中华民族勤劳ʩ智慧和奉献精神的象征ʪ
唐宋以来，民间尊禹祀禹蔚成风俗，禹祠禹庙
遍地开花ʪ这些禹迹成为大禹文化活态传承
的空间载体，围绕尊禹ʩ祀禹主题形成的民俗ʩ
宗教ʩ艺术活动，以及民间传说ʩ神话故事等，
成为地方文化的内容之一，对这些地区的社会
形态和民众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ʪ

大禹崇拜的形成背景

崇拜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是一
定范围内的社会群体ʩ个人心理和集体意识ʩ
习俗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ʪ崇拜的形式有
自然崇拜ʩ英雄崇拜ʩ祖先崇拜ʩ宗教崇拜等，
具有地域性ʩ民族性ʩ社会性等特点ʪ

最先出现的是自然崇拜ʪ人类童年时期，
把天地万物都视为神灵，心存敬畏ʪ初民后来
把这些自然崇拜拟人化，认为天地山川ʩ日月星
辰ʩ草木禽兽等自然物，和风雨雷电ʩ霜雪虹云
等自然力和自然现象，都和人一样，有生命ʩ意
志ʩ情感，还有超越人类的灵性和能力，会影响
甚至支配人的生存及命运，于是这些自然崇拜
的神灵都化身为人的形象，比如雷公电母ʩ土地
公公ʩ土地婆婆等ʪ敬拜这些神灵可祈福消灾ʪ
与此同时，一些曾经在人类生存斗争中发挥过
重大作用ʩ被视为英雄的历史人物，也在民众的
敬仰崇拜过程中异化为神灵，具有了神的灵性
和超能力，这就是英雄崇拜或领袖崇拜ʪ

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亲部落的扩
大，氏族群居生活相对固定，人们相信共同的
祖先可能给氏族群体带来庇护，于是出现祖先
崇拜ʪ在一定的时期或特定的人物，祖先崇拜
和英雄崇拜是叠加或重合的，那些被奉为神明
的崇拜对象，可能是祖先同时又是英雄，比如
禹之于夏ʪŽ禹能以德修鲧之功ž，带领民众平
定水患，大公无私，贡献巨大，成为夏人祭祀

对象ʪ
正因为崇拜是人们对未知力量的敬畏ʩ对

超凡能力或功绩的敬仰，崇拜可以给人带来安
全感和归属感ʪ通过崇拜神灵或英雄，人们能
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和保护ʪ崇拜对象往往具
有一定的象征性，代表某种价值观或理想，因
此崇拜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导
向ʪ共同的崇拜对象可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和认同感，明清时期，各地商贾大户纷纷在移
居地区建设同乡会馆，常伴有禹王宫，用大禹
信仰来号召和团结流寓地的同乡ʪ

政治需要和统治者的推动往往成为崇拜
和信仰的主导力量ʪ古代帝王自称Ž天子ž，夺
取政权是Ž奉天承运ž，以此神化帝王权力ʪ借
尊崇尧舜禹等先代德政明君，为自己政权的合
法性背书；借尊崇Ž文圣žŽ武圣ž，教化百姓遵
从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ž等级制度，以服从尊
上ʩ忠君报国为最高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ʪ

大禹信仰的社会基础

崇拜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一种文化形式ʪ崇拜对象往往具有象征
意义，或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通过历史ʩ传说或文
学作品的传播，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进而被
广泛崇拜ʪ历代典籍记载和《大禹治水》小说等
文字作品的流传，Ž三过家门而不入ž等大禹传说
的家喻户晓，让大禹信仰逐步树立ʪ

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大部分篇幅都是记
述ʩ评论大禹，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更是遍布各
地，强化了民众对大禹的集体记忆，尤其突出了
大禹治水的功绩ʪ班固所撰《汉书》有120篇，其
中有40篇涉及大禹ʪ依照Ž盛德必祀ž的传统，大
禹顺理成章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社稷之神ʩ国家
之神，是中国古代圣王的典范，《史记¢夏本纪》称

Ž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ʪž
先秦诸子对大禹都一致推崇ʪ随着汉武帝

Ž罢黜百家ʩ独尊儒术ž，儒家一家独大，大禹文化
作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
石ʪ《尚书》《史记》中的大禹还是个鲜活生动的人
的形象，汉代以后儒家对尧舜禹Ž偶像化ž的结
果，把大禹当作了神ʪ大禹形象经历了一个Ž由
人到神ž的过程ʪ大禹位序虽在古代圣王尧舜之
后，但影响力却后来居上ʪ民众对大禹由崇敬到
崇拜，进而形成风俗信仰ʪ

从社会层面来说，崇拜行为往往通过代际传
承和文化习俗得以延续ʪ大禹崇拜及信仰对传
统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ʪ通过强化大
禹记忆，丰富大禹文化，从而增强文化认同ʩ价值
认同，以坚定信仰ʪ从形式和表现来看，崇拜更
偏向于外在的情感和行为表现，而信仰则更注重
内在的信念和价值观ʪ两者可以相互影响，共同
塑造个人或群体的精神世界ʪ

大禹信仰所呈现出的社会功能，在庙堂上对
巩固政权统治ʩ促使皇帝Ž善政ž产生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在州县乡镇，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
手段之一，以立庙祀禹对民众实施教化，Ž敬神明
而肃人心žʪ

后人为增饰乡辉，附会禹的事迹，神化禹的
传说，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故禹迹遍布神州ʪ
这也是大禹信仰深入人心的一种体现ʪ

历代王朝的尊禹典制

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žʪ从夏代社祀开始，
祭祀制度与国家政治体制一起逐步发展；至秦汉
时期，国家祭祀体系已趋完备；唐宋后更加规范，
成为政权与国家的象征，发挥了重要功能作用ʪ
在国家祭祀制度中，大禹是主要祀神之一，儒家
尊为Ž三代圣王ž，历代王朝都将大禹视为明君楷
模，通过祭祀大禹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强
化了对大禹的集体记忆ʪ从官府到民间，大禹崇
拜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ʪ

先秦时期，奉大禹为圣王ʪ
夏商周三代，大禹祭祀作为一项礼制，一直沿

袭下来ʪ史料记载，启即位后，就派人前往会稽大
禹陵祭祀父王ʪ《吴越春秋》载：夏启使使以岁时春
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ʪ至少康中兴
后，Ž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ʪž

商汤在鸣条之战击败夏桀后，将夏社迁至商
都，以示继承了夏朝的天命ʪ夏社是夏朝祭祀土
地神和祖先的社稷坛，象征着夏朝统治的合法
性ʪ迁夏社既是政治象征，又是文化传承，体现
了商朝对夏朝文化的尊重和继承ʪ成汤强调商
朝与夏朝的文化联系，彰显Ž天命所归ž，而大禹
作为夏朝最重要的先王，在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
商朝祭祀礼制中，自然成为历代商王重要的祭祀
对象，大禹治水的功绩也被商王用来象征自己对
国家的治理能力ʪ

武王伐纣推翻商朝后，承袭旧制，并逐步强
化了对大禹的祭祀，将大禹视为圣王，把大禹治
水事迹与周朝的德治理念相结合，形成了以Ž礼
乐ž为核心的祭祀体系，祭禹礼制更加系统化和
规范化，通过祭祀大禹，强调自己对夏商两代文
化的继承，以进一步巩固政权ʪ（本文未完，阅读
全文，请扫描下方二维码Ǒ）

大禹信仰的历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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