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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淮夷是周代对居住在淮河流域民族的称呼ꎮ 其与周政权时战时和ꎮ «史

记»等文献记载周初成王时曾经征伐过淮夷ꎬ而出土的周初金文材料却只有征伐东夷的

记载ꎮ 这一矛盾由汉人的错误认识造成ꎬ周初并未征伐过所谓的淮夷ꎮ
〔关键词〕东夷ꎻ淮夷ꎻ书序

西周初年征伐淮夷ꎬ见于大量的汉代文献中:«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ꎬ
周公为师ꎬ东伐淮夷ꎬ残奄ꎮ 既绌殷命ꎬ袭淮夷ꎬ归在丰ꎬ作«周官»ꎮ 成

王既伐东夷ꎬ息慎来贺ꎬ王赐荣伯ꎬ作«贿息慎之命»ꎮ” «史记鲁周公世家»: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ꎮ 周公乃奉成王命ꎬ兴师东伐ꎬ作«大诰»ꎮ 遂诛管

叔ꎬ杀武庚ꎬ放蔡叔ꎮ 宁淮夷东土ꎬ二年而毕定ꎮ”«史记太史公自序»:“成
王既幼ꎬ管蔡疑之ꎬ淮夷叛之ꎮ 于是召公率德ꎬ安集王室ꎬ以宁东土ꎮ”«尚书序»:
“武王崩ꎬ三监及淮夷叛ꎬ周公相成王ꎬ将黜殷ꎬ作«大诰»ꎮ 成王东伐淮夷ꎬ
遂践奄ꎬ作«成王征»ꎮ 成王即践奄ꎬ将迁其君于蒲姑ꎬ周公告召公ꎬ作«将蒲姑»
成王既黜殷命ꎬ灭淮夷ꎬ还归在丰ꎬ作«周官»ꎬ周公作«立政»ꎮ 成王既伐东

夷ꎬ肃慎来贺ꎬ王俾荣伯ꎬ作«贿肃慎之命»ꎮ”«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

兴”ꎮ «书序»“鲁侯伯禽宅曲阜ꎬ徐、夷并兴ꎬ东郊不开ꎬ作«费誓»ꎮ” «论衡儒

增»:“成王之时ꎬ四国篡畔ꎬ淮夷、徐戎并为患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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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见的ꎬ明确为周人征伐淮夷的青铜器包括:录 卣、 卣、翏生盨、师
簋、仲 父鼎、兮甲盤、駒父盨蓋、敔簋、禹鼎、虢仲盨蓋、晉姜鼎、曾伯漆簠、晉

侯銅人等ꎮ 以上诸器时代各家所定不同ꎬ但大多认为属于西周穆王以后ꎮ
明确为周人征伐东夷的青铜器包括:禽簋“王伐 侯ꎬ周公某”ꎬ冈劫卣“王

征 ”ꎬ冈劫尊“王征 ”ꎬ 方鼎“隹周公于征伐东尸ꎬ丰白、尃古ꎬ咸”ꎬ旅鼎

“隹公大保来伐反尸年”ꎬ 鼎“隹王伐东尸”ꎬ保员簋“隹王既尞ꎬ厥伐东尸”ꎬ鲁
侯尊“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ꎬ疐鼎“王令 东反尸”ꎬ小臣 簋“东尸大

反ꎬ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尸”ꎮ 以上诸器时代各家所定不同ꎬ但大多认为属于西

周早期的成王、康王时代ꎬ无一晚至穆王时期ꎮ
其中可考的东夷地名包括“ ”、“丰白、尃古”等ꎮ 唐兰认为“ ”应读为

“盖”(林和艹通用ꎬ去和盍通用)ꎬ«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所说的周

公伐商盖ꎬ就是«左传»昭公九年的商奄ꎬ也就是«尚书»上的奄ꎮ〔１〕 陈梦家指出

“所伐之国ꎬ疑即盖侯ꎮ 盖侯即孟子所说的奄君ꎮ «说文»‘ 周公所诛ꎬ
国在鲁’ꎬ«续汉书郡国志»‘鲁国古奄国’ꎬ«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兖

州曲阜奄里即奄国之地”ꎮ〔２〕

丰ꎬ古国名ꎮ 旧多认为在山东地区ꎬ陈梦家认为在曲阜西南ꎬ〔３〕 马承源等认

为在益都ꎬ〔４〕 即今潍坊市、青州市境ꎮ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ꎬ淄博市北部高青县

发掘了一处西周及东周时期的墓葬和遗迹ꎬ其中 Ｍ１８ 出有 ７ 件带“丰启作厥祖

甲公宝尊彝”、“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丰作厥祖齐公尊彝”、“丰启作祖甲宝

尊彝”等铭文的青铜器ꎮ〔５〕 Ｍ１８ 墓葬的时代约为西周中前期ꎮ 李伯谦、方辉、李
零等认为此丰即周公东征诸器铭文中的丰ꎮ〔６〕丰白即丰伯ꎬ指丰国国君ꎮ

尃古ꎬ陈梦家指出即薄姑(或作蒲姑)ꎬ«济水注»曰:薄姑去齐(案指临

淄)六十里ꎮ 济水又经薄姑城北ꎬ«续汉书郡国志»曰博昌县有薄姑城ꎮ
«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ꎮ 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ꎬ近济水ꎬ史迁

曰:胡公徙薄姑ꎮ 城内有高台ꎮ «续山东考古録»博兴县下云“薄姑国城在

东南十五里ꎬ今柳桥”ꎮ〔７〕薄姑当在今博兴县东南ꎬ在高青县遗址东部不远ꎮ
由铭文可知ꎬ周初征伐的主要方向为东ꎬ主要征伐对象为东夷ꎮ 金文中的

丰、薄姑、奄等皆在今山东境内ꎬ地理方位上正在周人的正东方ꎮ 周初的东夷ꎬ当
指在山东中北部一带活动的民族ꎮ

春秋时代ꎬ文献中也有东夷的记载ꎬ主要见于«左传»和«国语»ꎬ如:«左传
僖公四年»:“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若出于东方ꎬ观兵于东夷ꎮ”杜预«注»:
“东夷ꎬ郯、莒、徐夷也”ꎮ 郯、莒、徐之地在今山东南部ꎬ江苏北部ꎮ «文公五年»:
“六人叛楚ꎬ即东夷ꎮ 秋ꎬ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ꎮ”«国语周语中»:“楚有五

败ꎬ晋不知乘ꎬ我则强之ꎮ 背宋之盟ꎬ一也ꎮ 夷、郑从之ꎬ三陈而不整ꎬ五
也ꎮ”韦昭«注»:“夷ꎬ楚东之夷也ꎮ” 由金文可知ꎬ周初东夷所指大约在今山东省

范围内ꎬ东周文献中所记的东夷ꎬ其地域涵盖了今山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及浙

江北部地区ꎬ其地区十分广大ꎮ 而且东夷与楚越两国关系密切ꎬ其活动主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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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楚越两国之间ꎮ 其地域比金文中周初的东夷范围扩大了许多ꎮ 两汉以后ꎬ
东夷所指的范围仍在不断的扩大ꎬ广义上东方土地上的民族皆被称为东夷ꎬ甚至

东北方和东南方的少数民族也被称为东夷ꎮ 这是由于中国的领土不断扩大ꎬ与
其它民族的接触交流越来越多ꎬ因此所谓的东夷及其范围也在不断的增多、扩
大ꎮ

周初金文中不见征伐淮夷ꎬ较为原始的«尚书»、«逸周书»等也不见有周初

征伐淮夷的记载ꎬ而汉代文献中有大量的周初征伐淮夷的记载ꎮ 对于这种情况ꎬ
顾颉刚先生认为“古代淮、潍、维等字通用ꎬ山东地区的潍水即古代的淮水ꎬ在山

东半岛的西部ꎬ淮夷最早的根据地就在那里ꎬ族名和水名出于一源ꎮ 至于现今的

淮河ꎬ这个名词乃是由山东南移到江苏、安徽和河南去的ꎬ因为周代几度东征之

后ꎬ有一部分淮夷被迫迁徙到那里ꎬ水名就被带过去了ꎮ 迁到淮河流域的南

淮夷ꎬ在西周时代常常起兵反周ꎬ到周宣王时才被平定ꎬ但这国继续存在ꎮ” 〔８〕 黄

盛璋先生则认为“淮夷是以淮水流域部落的总称ꎬ原先在淮水下游ꎬ殷代晚期逐

渐向今山东南部扩展ꎬ所以殷代亦统称为东夷ꎬ尔后又被周公所驱逐ꎮ «后汉

书东夷传»:‘武乙衰弊ꎬ东夷寝盛ꎬ遂分迁淮夷ꎬ渐居中土周公征之ꎬ遂定

东土ꎮ’‘周公为师ꎬ东伐淮夷ꎬ残奄’ꎮ 可见东夷中占主要的就是淮夷ꎮ «尚
书费誓»‘淮夷、徐戎并兴’ꎬ与伯禽战于鲁东郊之费ꎬ证明淮夷自晚殷以来势

力确达东土ꎮ «书序»:‘成王伐淮夷ꎬ遂残奄’ꎬ«史记周本纪»成王‘袭淮夷ꎬ
归在丰’ꎬ下文又说‘成王即伐东夷’即东夷作淮夷ꎬ‘分迁夷岱ꎬ渐居东土’ꎬ
淮为淮水ꎬ岱即泰山ꎬ必已由淮水伸及鲁南ꎬ但即为周公父子驱逐出东土以后ꎬ又
南退到原来老家淮水中下游ꎬ直到海滨ꎬ所以又称为南淮夷或南夷ꎮ 所以其分布

主要在南不在东ꎬ看来此后再不向东土与周争夺ꎬ而是溯淮西上ꎬ逐渐占居淮水

上游地区ꎮ” 〔９〕

顾、黄二先生皆认为淮夷在不断迁徙移动ꎮ 顾先生认为淮夷在周初由潍水

向南部淮水流域迁徙ꎬ而黄先生认为淮夷在商末由淮水流域向北部的山东地区

迁徙ꎬ在周初又被驱赶回淮水流域ꎮ 但淮夷的迁徙并无明确的记载ꎬ更不要说是

如何迁徙了ꎮ
陈梦家先生则指出:(从西周青铜器铭文可知)“穆王以前东尸为患ꎬ穆王以

后南尸为患ꎬ南尸之中以南淮尸为最”ꎮ〔１０〕

从铭文可知ꎬ西周认为淮夷在南方ꎮ 在翏生盨铭中ꎬ“王征南淮夷ꎬ伐角、
津ꎬ伐桐、遹”等地ꎬ而噩侯驭方鼎铭文为“王南征ꎬ伐角、僪”ꎮ 所征伐之地相同ꎬ
一为征伐“南淮夷”ꎬ一为“南征”ꎬ可见在周人心中ꎬ淮夷所处地理方位在周人之

南ꎮ 兮甲盘铭文前用“南淮夷”ꎬ后称为“淮夷”ꎬ可见淮夷即南淮夷ꎮ 而文献中

淮夷皆在淮水流域ꎬ即周的东南方ꎮ
«诗鲁颂泮水»:“济济多士ꎮ 克广德心ꎮ 桓桓于征ꎮ 狄彼东南憬

彼淮夷ꎬ来献其琛ꎮ 元龟象齿ꎬ大赂南金”ꎮ «传»:“南ꎬ谓荆扬也”ꎮ 鲁国征伐的

方向是东南ꎬ对象是淮夷ꎮ 龟、象皆南方之产ꎬ南金指南方所产的青铜原料ꎬ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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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淮夷主要活动区域在鲁国以南地区ꎬ而不是鲁国以东的潍水流域ꎮ «尚书
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ꎮ 淮夷蠙珠暨鱼ꎬ厥篚玄纤缟ꎬ浮于淮泗ꎬ达于

河ꎮ”淮夷所处之地在泰山以南ꎬ淮河以北ꎬ东至大海的徐州ꎬ即淮河以北地区ꎬ
不在泰山东北的潍水流域ꎬ其所贡的龟、象齿、珠等皆为南方的特产ꎮ

“潍”和“淮”在古籍中确有混用ꎬ但主要是音近的通假字ꎮ «尚书禹贡»
中两河并有记载ꎬ“海岱惟青州ꎬ嵎夷既略ꎬ潍淄其道ꎮ 海岱及淮惟徐州ꎬ淮
沂其又ꎮ 导淮自桐柏ꎬ东会于泗沂ꎬ东入于海”ꎮ 可见至迟在战国时代ꎬ古
人对两水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区别ꎬ不会随便混同ꎮ

在汉代ꎬ淮河流域地区在版图的东南方ꎮ 汉代人的心中ꎬ淮河流域也属于东

方ꎮ 上引«史记»中征伐淮夷的记载多将淮夷与东方联系ꎬ如«周本记»:“东伐淮

夷”ꎬ«鲁世家»:“东伐宁淮夷东土”ꎬ«太史公自序»:“淮夷叛之ꎮ 于是召公

率德ꎬ安集王室ꎬ以宁东土”ꎮ «尚书序»:“成王东伐淮夷ꎬ遂践奄”ꎮ 淮夷在汉代

人的心中广义上也属于东方之夷ꎬ自然也可称为东夷ꎮ «尚书序»前言“成王既

黜殷命ꎬ灭淮夷”ꎬ后言“成王既伐东夷”ꎮ
文献记载中ꎬ西周中后期直至春秋时代ꎬ淮夷一直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敌

人和威胁ꎬ汉人误认为淮夷在西周初期便与周王朝发生过战争ꎬ将西周初期山东

地区的东夷误认为是淮河流域“淮夷”了ꎮ 如此造成了汉代文献中周初同时征

伐东夷和淮夷的记载ꎮ
汉代山东为齐鲁旧地ꎬ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的发展ꎬ经济文化已经十分

繁荣ꎮ 而鲁国又是孔子家乡ꎬ在“独尊儒术”的社会大背景下ꎬ山东地区在汉人

的心中不可能被认为是蛮夷居住之地ꎮ «史记齐世家»记载“齐自泰山属之琅

邪ꎬ北被于海ꎬ膏壤二千里ꎬ其民阔达多匿智ꎮ”«货殖列传»记载“故泰山之阳则

鲁ꎬ其阴则齐ꎮ 齐带山海ꎬ膏壤千里ꎬ宜桑麻ꎬ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ꎮ 而邹、
鲁滨洙、泗ꎬ犹有周公遗风ꎬ俗好儒ꎬ备于礼ꎬ故其民龊龊ꎮ 颇有桑麻之业ꎬ无林泽

之饶ꎮ”可见汉代山东的齐鲁地区土地肥沃ꎬ经济以农桑为主ꎮ 民风有“周公遗

风”ꎬ与西周初期的蛮夷之地毫不相干ꎮ
而淮河中下游及江淮之间地区的经济文化仍旧比较落后ꎬ如«史记货殖

列传»记载“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ꎬ此西楚也ꎮ 其俗剽轻ꎬ易发怒ꎬ地薄ꎬ寡
于积聚ꎮ 徐、僮、取虑ꎬ彭城以东ꎬ东海、吴、广陵ꎬ此东楚也ꎮ 其俗类徐、僮ꎮ
楚、越之地ꎬ地广人希ꎬ饭稻羹鱼ꎬ或火耕而水耨ꎬ果陏蠃蛤ꎬ不待贾而足ꎬ地
势饶食ꎬ无饥馑之患ꎬ以故呰窳偷生ꎬ无积聚而多贫ꎮ 是故江、淮以南ꎬ无冻饿之

人ꎬ亦无千金之家ꎮ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ꎬ是南楚也ꎬ其俗大类西楚ꎮ
郢之后徙寿春ꎬ亦一都会也ꎮ 而合肥受南北潮ꎬ皮革、鲍、木输会也ꎮ 与闽中、干
越杂俗ꎬ故南楚好辞ꎬ巧说少信ꎮ”九江ꎬ«正义»曰:“九江ꎬ郡ꎬ都阴陵ꎮ 阴陵故城

在濠州定远县西六十五里ꎮ”寿春即今寿县地区ꎮ 其中的九江、寿春、合肥皆在

淮河流域ꎬ这些地区虽有一些都市ꎬ但大多地方仍旧是“火耕而水耨”ꎬ“不待贾

而足”ꎬ“无积聚而多贫”ꎬ可见其经济仍旧落后ꎬ又与闽、越地区蛮夷杂俗ꎬ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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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实少信ꎮ 可见在汉代这一地区仍被认为是蛮荒未开发之地ꎮ
从西周到汉代近千年ꎬ西周初期被认为是东夷的山东地区已发展成为文明

富庶之地ꎬ而淮河流域发展则远落后于山东地区ꎮ 西周时代的淮夷ꎬ到了汉代虽

然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ꎬ但与中原地区相比ꎬ其经济文化仍显落后ꎬ在汉

人的心中ꎬ这一地区自然就是古代的东夷之地了ꎮ
对于«尚书费誓序»记载的鲁侯伯禽征伐淮夷之事ꎬ«史记鲁世家»的记

载与«书序»同ꎬ说周公在王朝辅佐成王ꎬ伯禽就封于鲁ꎬ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

而反ꎮ 百篇«尚书»ꎬ从«尧典»到«泰誓»ꎬ分为虞夏商周四代ꎬ各代的«书»皆按

照时间顺序排列ꎮ «费誓»ꎬ又名«肸誓»、«鲜誓»、«狝誓»ꎬ字皆音近通假ꎬ属于

周代之书ꎬ但此篇在今古文«尚书»及«书序»中的位置皆偏靠后ꎬ«尚书尧典»
疏:“孔以«费誓»在«文侯之命»后ꎬ第九十九ꎮ 郑以为在«吕刑»前ꎬ第九十七”ꎮ
«尚书大传»中的«鲜誓»即«费誓»亦在«吕刑»前ꎮ 古文«费誓»在«顾命»后«吕
刑»前ꎬ«吕刑»前还有逸书«毕命»、«丰刑»、«君牙»、«囧命»等ꎬ其中«毕命»、
«丰刑»为康王时书ꎬ«君牙»、«囧命»为穆王时书ꎮ «顾命»所记为成王遗命及康

王即位典礼ꎬ«吕刑»所记为穆王时事ꎬ按时间顺序ꎬ«费誓»所记当为康王至穆王

时事ꎮ
今文«费誓»在«文侯之命»后«泰誓»前ꎬ«文侯之命»所记为东周平王赐晋

文侯命之事ꎮ 可见今文和古文«尚书»中的«费誓»排列皆太靠后ꎬ所记不是周初

伯禽时事ꎮ
对于这个问题ꎬ清儒早已怀疑ꎮ 孙星衍指出:“史公说淮夷、徐戎反为在与

管、蔡同时ꎮ «鲁世家»前文亦云:‘于是卒相成王ꎬ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ꎮ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ꎮ 周公乃奉成王命ꎬ兴师东伐ꎬ作«大诰»’ꎮ «周本

纪»云:‘召公为保ꎬ周公为师ꎬ东伐淮夷ꎬ残奄’ꎮ 又云:‘既绌殷命ꎬ袭淮夷ꎬ归在

丰ꎬ作«周官»’ꎮ 是伯禽先伐淮夷ꎬ在管、蔡以殷畔之时ꎮ 周公伐淮夷ꎬ在归政践

奄之后也ꎮ 但伯禽封鲁ꎬ据«洛诰»经文‘命公后’及‘惟告周公之后’ꎬ则在七年

归政之时ꎬ此云即位之后有管、蔡、淮夷等反ꎬ殊不可解ꎮ 史公从安国问故ꎬ又用

伏生所传今文ꎬ故说有歧异ꎮ «后汉书东夷传»云:‘康王之时ꎬ肃慎复至ꎮ 后

徐夷僭号ꎬ乃率九夷以伐宗周ꎬ西至河上ꎮ 穆王畏其方炽ꎬ乃分东方诸侯ꎬ命徐偃

王征之ꎮ’此疑今文说ꎮ 则鲁公征徐戎ꎬ在穆王时ꎮ 故编篇于«顾命»后«吕刑»前
也”ꎮ〔１１〕作为今文学家的皮锡瑞ꎬ虽然认为孙说大谬ꎬ但也指出“史公以«肸誓»
在周公摄政时ꎬ似亦不应列此”ꎮ〔１２〕

段玉裁指出按书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ꎮ 对于«费誓»的书序ꎬ古今文皆同ꎮ
今文«书序»传出自孔子ꎬ古文«书序»则传出自孔壁ꎬ后马融、郑玄等整理成书ꎬ
并为之作注ꎮ «书序»为孔子所作ꎬ宋儒多已怀疑ꎮ 朱熹认为“小序不可信”ꎬ“某
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ꎬ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ꎮ〔１３〕 蔡沈«书集传书后

序»:“识见浅陋ꎬ无所发明ꎬ其间至有与经相戾者ꎮ 于已亡之篇ꎬ则依阿简略ꎬ尤
无所补ꎬ其非孔子所作甚明ꎬ顾世代久远ꎬ不可复知ꎮ 然孔安国虽言得之壁中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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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尝以为孔子所作”ꎮ〔１４〕近代陈梦家认为其是“秦汉之际解经人所作”ꎮ〔１５〕

«史记»中引今文«书序»最多ꎬ可见«书序»在司马迁时已存在ꎬ«史记»的大

量引用ꎬ马融、郑玄等为之作注ꎬ反映了汉人对其的认同ꎮ 其中«费誓»所记为周

初征伐淮夷之事当汉人的认识ꎮ
近代以来ꎬ随着对«尚书»研究的深入ꎬ«书序»中的一些错误得以纠正ꎮ «高

宗肜日»、«书序»、«史记»皆以为是高宗武丁祭祀成汤之事ꎮ 王国维〔１６〕、郭沫

若〔１７〕等依据出土卜辞ꎬ指出此为肜祭高宗武丁ꎬ肜为商代祭祀的一种ꎮ «文侯之

命»ꎬ古文«书序»认为是周平王赐晋文侯命而作ꎬ而今文«书序»、«史记»皆以为

周王赐晋文公重耳命而作ꎮ 刘起釪先生指出此为周平王赐晋文侯命事ꎬ〔１８〕辩之

甚详ꎮ 可见«书序»不可尽信ꎮ «费誓»当如孙星衍所说ꎬ时代当在康王之后ꎬ穆
王之时ꎮ 这也可与西周铭文相印证ꎮ

综上ꎬ周初征伐淮夷的记载当是汉人的的误记ꎮ 由原始的金文材料可知周

初征伐的对象为山东地区的东夷ꎬ淮夷在西周中后期才成为周人的主要敌人ꎮ
从西周到汉ꎬ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ꎬ由以河南、陕西为核心不断向外扩展ꎮ 以前

所谓的蛮夷之地的经济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ꎬ所谓的蛮夷也渐渐的融入到华夏

民族中ꎮ 西周初期所谓的东夷在汉代已是经济发达、文化昌明之地ꎬ而所谓淮夷

在汉代也成为华夏族一部分ꎮ 淮河流域也有了大的发展ꎬ汉高祖刘邦便是淮北

沛县人ꎬ而淮南地区也有了一些大的城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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