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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从先秦性氏制度的特点 出发
,

对 ( 国语
·

晋语四》记载的黄帝十二牲进行 了考辫
,

发现有的族挂日后发展显赫
,

有的衰微
,

有的早在夏代立 国
,

有的终春秋之世尚存
,

发展脉络较为清

晰
。

由于先秦时期的族性具有超强的德定性和纯洁性
,

因此
,

作者认为黄帝在历 史上 实有其族
,

而决

非后人的臆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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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族是上古时代的部族之一
,

深人阐释有关黄帝的史事
,

对于探索华夏文明的源流是很

有意义的
。

(国语
·

晋语四 》有黄帝十二姓的说法 : “ 凡黄帝之子
,

二十五宗
,

其得姓者十 四人为

十二姓
,

姬
、

酉
、

祁
、

己
、

滕
、

篇
、

任
、

荀
、

嘻
、

姑
、

摄
、

依是也
。 ”

笔者认为
,

这是传世文献中有关黄帝

的最重要的记载
,

是考察黄帝族来龙去脉的最可靠的历史线索
。

先秦时期姓氏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辨姓命氏
,

姓和氏有严格 的区别
,

姓不可改而 氏可变
。

在先秦时代
,

姓是 出自同一血缘族系
、

同族共祖 的标志
,

因而是不可变更 的
,

具有超强的稳定

性
。

通过族姓考索古代部族的来龙去脉
,

应是最为可靠的方法
。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考察黄帝

十二姓的情况
。

黄帝十二姓之一的姬姓
,

为先秦著姓
。

西周建立之初
,

武王
、

周公
、

成
、

康时期都大规模
“

封

建亲戚
,

以蕃屏周
” 。

把姬姓同宗族子弟分封到各地
,

同时也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国
,

建立起
“

众星拱月
”

型的政治格局
。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云 : “ 武王克商
,

光有天下
,

其兄弟之国者十有

五人
,

姬姓立国者四十人
,

皆举亲也
” ,

言姬姓立国者五十五
。

类似的记载还有
“

立七十一国
,

姬

姓独居五十三人
” 、 “

武王
、

成
、

康所封数百
,

而同姓五十五
” 、 “

昔周监于二代
,

二圣制法
,

立 爵五

等
,

封国八百
,

同姓五十有余
”

诸说
。

①姬姓国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 中游地区
,

其中晋南和长

江支流汉水流域是姬姓国分布较集中的地区
,

除有些可以肯定是周分封之国以外
,

有些 尚不能

完全肯定是新封还是追封
。

不管怎样
,

它们都是蕃屏周 的有机组成部分
,

如
“

汉 阳诸姬
” ,

便有

可能是为防范异族荆楚而设
。 “

汉阳诸姬
”

中的随 国
,

在湖北德安府随州
,

即今湖北省随州市南

安平镇附近
。 “

汉阳诸姬
”

在周初其文化曾给楚强烈影响
,

楚强大以后
,

为楚所灭
。

春秋战国时

期
,

诸侯国数 目虽然骤减
,

但姬姓之国仍是华夏主要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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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十二姓中的祁姓在后世也有较大发展
。

传说中的陶唐 氏就是祁姓
,

西周初年在山西

还有一唐国
,

为陶唐 氏后裔所建
,

周人灭唐而封唐叔虞
。

(史记
·

晋世家 )载有周成王
“

剪桐封

弟
”

的故事
,

《汉 书
·

地理志》谓 : “

故《诗 》唐国
,

周成王灭唐
,

封弟叔虞
。 ” “

剪桐封弟
”

之说并不可

信
,

叔虞实际上是因武力封唐
。
②唐不止一地

,

除 山西之唐国外
,

在湖北枣阳县附近也有一唐

国
,

《括地志》曰 : “

今随州枣阳县东南一百五十里上唐乡故城
,

即是后子孙徙于唐
” ,

则湖北之唐

国是 陶唐氏后裔南迁后所建
。

山西之唐的地望
,

过去曾有晋阳
、

永安
、

平阳
、

安邑
、

翼城等多种

说法
,

③目前考古资料已经证实晋国始封地在今曲沃
、

翼城间的曲村

—
天马遗址

,

因此
,

翼城

说基本可信
。

传说帝尧都于平阳
,

有学者认为其文化遗存相当于 中原龙 山文化的陶寺类型
。

陶寺遗址
、

墓地 的文化遗物据分析
“

在地望
、

年代
、

器物
、

葬法和赤龙祟拜迹象等方面
,

基本上与

帝尧陶唐氏的史迹相吻合
,

很可能是 陶唐氏文化遗存
。 ” ④ 田 昌五教授也认为

: “

从一些古 文献

的记载判断
,

它 (指陶寺类型 )很可能是陶唐氏帝尧的文化
。 ” ⑤尽管这种看法还不能作为定论

,

但认为祁姓陶唐 氏地望在晋南是有相当根据的
。

直到春秋时期
,

晋南还有祁姓族活动
,

晋国的

范氏就出 自陶唐 氏
。

晋卿范宣子 自称
: “

昔句之祖
,

自禹以上为陶唐 氏
,

在夏为御龙 氏
,

在商为

永韦氏
,

在周为唐杜氏
,

晋主夏盟为范 氏
。 ” ⑥古人对族源的追述是较可靠的

,

唐杜即杜
,

《左传 》
文公六年有

“

杜祁
” ,

杨树达先生释 (杜伯赢 )也 为杜是祁姓提供了金文上的证据
。⑦范氏为祁

姓
,

史载甚明
,

(国语
·

晋语九 》载晋大夫董叔娶 于范 氏
, “
他 日

,

董祁诉于范献子 曰 : `

不吾敬

也
。 ” ,

董祁为董叔之妻
,

范献子之妹
。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亦载 : “ 桓子卒
,

架祁与其老州宾通
,

几亡室也
。 ”

杜注
: “

架祁
,

桓子妻
,

范宣子女
,

盈之母也
。

范 氏
,

尧后
,

祁姓
。 ”

证明范宣子对其族

氏源流的叙述是可靠的
。

陶唐氏后裔除唐外
,

还有房国和黎 国
。

房为祁姓
,

见于《世本》
。

(国语
·

周语上》载 : “

昔昭

王娶于房
,

曰房后
。 ”

《今本竹书纪年 》卷七成王下 谓 : “

三十三年王游于卷阿
,

召康公从归于宗

周
。

命王世子钊 如房逆女
,

房伯祈归于宗周
。 ”

笺
: “

房伯名祈
,

送女归于镐京也
。 ”

此说误矣
,

祈

即祁也
,

房伯祁为房国祁姓长女
。

房的地望
,

(穆天子传》提到周穆王曾东至于房
,

据唐兰先生

考证房即金文中的方雷氏
,

地在今河北省中部的高邑县境内
,

⑧此说较为可信
。

黎在文献中首见于 (尚书
·

西伯徽黎》
, “

周人戮黎
”

曾引起殷重臣不安
。

一说黎即看
,

(史记
·

周本纪 》谓文王
“
明年败誉国

” 。

《史记正义 》
: “ 即黎国也

。

邹诞生云本或作
`

黎
’ 。

孔安国云
:

黎在上党东北
。

《括地志》云
:
故黎城

,

黎侯国也
,

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
。

(尚书 )云
`

西伯勘

黎
’

是也
。

然宋人邓名世 (古今姓氏书辨证》称伊曹氏为传说中的帝尧之后
,

伊着氏就是看氏
。 ”

(尚书》孔传 : “

黎
,

力兮反
,

国名
,

(尚书大传》作香
。 ”

疏
: “

眷即黎也
。 ”

另一说黎非着
,

《竹书纪年

义证 》
: “

合黎
、

首为一
,

非是
。

伐香乃文王事
,

俄黎乃武王事
,

《通鉴前编 》尝辨之
。 ”

陈梦家先生

认为黎国非首
。
⑨ ( 吕氏春秋

·

慎大 》云 : “ 武王胜殷
,

未下舆
,

命封黄帝之后于铸
,

封帝尧之后于

黎
。 ”

黎 当为祁姓 国
。

姑姓国
,

据 《世本
·

氏姓篇 》有南燕
、

密须
、

逼
、

阐
、

尹
、

先
、

雍
、

蹂等
。

南燕较早见于《诗
·

大雅
·

韩奕 )
,

地在今河南延津县
。

史载
,

南燕 与先周曾有联姻关 系
,

(左传》宣公三年载郑大夫石 癸

曰 : “

吾闻姬
、

女吉藕
,

其子孙必蕃
。

女占
,

吉人也
,

后樱之元妃也
。 ”

杜注 : “ 女吉姓之女为后樱妃
,

周是

以兴
,

故曰 吉人
。 ”

《说文 》女部云 : “

女吉
,

黄帝之后
,

伯鳅姓也
,

后援妃家
,

从女吉声
。 ”

王符 《潜夫论
·

志氏姓》 : “

姑氏女为后樱元妃
,

繁育周先
。

姑氏封于燕
。 ”

另外 《汉书
·

地理志 》东郡南燕条下

注
、

(路史
·

疏讫纪》
、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都从南燕姑姓之说
,

《左传 》宣公三年言
“

郑文公有

贱妾燕姑
” ,

证明南燕在春秋时仍然存在
。

密须 即密
,

又称须
,

商时已有
,

殷墟 卜辞有 商与密须

交往的记载
。

密须亦见于周原 甲骨
,

属于文王时期 的三片 卜甲有
“

于密
” 、 “

今秋王西克往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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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斯城
”

等辞
。

(国语
·

周语 》 :“

密须 由伯姑
。 ”

韦昭注引《世本 》 :“

密须
,

姑姓
。 ”

《史记
·

周本纪
·

集解 》引东汉应韵语
: “

密须 氏
,

姑姓之国
。 ”

地在今甘肃灵台县西
,

后 文王灭密须
,

转封姬姓
。

逼

为姑姓
,

主要根据一是 《世本 )
,

一是 (左传 )文公六年
“

杜祁以君故
,

让逼姑而上 之
”

的记载
。

罗

泌 《路史》认为逼
“

即周之逼 阳国
” ,

但据 (国语
·

郑语》和《左传》襄公十年记载
,

逼阳为坛姓
,

罗氏

之说恐不确
。
L桔姓阐其详 已不可考

,

(左传》哀公六年提到的阐止可能 与阐有关
。

先
,

《左传》
昭公元年云

: “

商有铣
、

那
” ,

应为姑姓国
。

一说即萃
,

为拟姓
。

雍
,

宋 国的雍氏为姑姓
,

雍盖指其

邑
,

或为宋附庸小国
。

(左传》文公六年云 : “

宋雍氏女于郑庄公
,

曰雍姑
,

生厉公
。 ”

杜注
: “

雍氏
,

拮姓
,

宋大夫也
,

为晋所灭
。

以女妻人曰女
。 ”

《路史
·

国名纪 》谓 : “

郑庄夫人雍姑国
。

(姓纂》云
:

`

宋之雍氏本姑姓
。

”
,

暇
,

《诗
·

大雅
·

韩奕》云
: “

暇父孔武
,

靡 国不到
。

为韩姑相枚
,

莫如韩乐
。 ”

孔传
: “

姑
,

暇父姓也
。 ”

郑笺
: “

蹂父甚武健
,

为王使于天下
,

国国皆至
,

为其女韩侯夫人姑氏视其

所居
,

韩国最乐
。 ”

可知暇父为姑姓
。

关于姑姓国
,

(路史
·

国名纪》考证说
: “

姑姓之别
,

有阐
、

尹
、

蔡
、

光
、

鲁
、

雍
、

断
、

密须氏
。 ”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提到的姑姓 国还有 甲父
、

网巩和腾
, 二

一

茧然

有些并不确切
,

但也不可一概视为妄说
,

因为这牵涉到国姓和庶姓问题
。

如宋为子姓
,

雍氏则

为姑姓 ;卫虽为姬姓之国
,

但孔氏却为姑姓
。

另外
,

还涉及族姓更替而国名沿袭不改的现象
,

如

有学者根据 (新唐书》和《广韵》指出
,

幽王时始封宣王子尚父于杨
,

而此前的杨国为姑姓
。 〕`

己姓也为黄帝十二姓之一
,

但因
“

祝融八姓
”

也有己姓
,

致使学者生疑
。

如何看待这种多族

共姓的现象 ? 赵铁寒 (夏民族的图腾演变》认为以
、

已
、

己 皆象蛇形
。 ”

说 明己和拟姓都以蛇为

图腾祟拜
。

颜师古注 (汉书 )认为己姓即似姓
,

近人刘师培也认为拟 己 同文
,

己姓就是拟姓
,

今

人也不乏赞成此说者
。

我们认为
,

既然三字相近
,

义又相通
,

则姐
、

已和己可能为一姓之分化
。

己姓国主要有昆吾
、

苏
、

顾
、

温 ;拟姓为著姓
,

夏亡后拟姓国还有祀
、

增
、

褒
、

有息等
。

荀
,

古今学者亦有不同看法
。

(路史
·

国名纪》引
“

荀
”

作
“

苟
” ,

清王引之也认为应作苟
,

近人

徐旭生先生也主此说
。

0 然而 (国语》韦昭本 和虞翻本 皆作
“

荀
” ,

司马光 《稽古录》也引为
“

荀
” ,

罗泌 (路史 )好用异字
,

因此
, “
荀

”

较 为可信
。

荀和旬队荀相通
,

应为一字
。

(广韵 》十八荀字注

曰 : “ 荀
,

姓
。

本姓郁
,

后去邑为荀
。 ”

宋邵思 《姓解 》也说 : “ 荀
,

颖川荀氏有二出
,

其一黄帝十四子

之一姓也
,

又周文王庶子封于郁
,

其后 子孙有去邑加草 自以 为氏者
。 ”

但也有学者认为
,

荀即 卜

辞中
“

弓
” ,

荀
、

旬卜应有所别
) “ ; 彝器中有 (荀伯大父篡 》

,

从其铭文内容看
,

荀为周诸侯 国
,

其地在

山西新绛县东北
,

原为古荀族聚居之地
,

后封文王 子
,

一说武王子
,

春秋时被晋国所灭
,

赐于大

夫原 氏黯
。

由是观之
,

后世之荀姓
,

并非都是原荀族苗裔
,

还包括以氏为姓的姬姓族 支
。

据《世本
·

氏姓篇 》
,

嘻姓 国主要有著
、

番
、

荡
、

有施
、

程
。

较可考的是有施
,

《国语
·

晋语》曰 :

“

昔夏莱伐有施
,

有施人以妹喜妻焉
。 ”

韦注 : “

有施
,

喜姓之国
。 ”

类似记载还有
“

莱迷惑于末嬉
,

好彼碗
、

淡
” 、 “

莱蔽于末喜
” 、 “

莱伐蒙山
,

何所得焉 ? 妹嬉何肆
,

汤何延焉
” 。丁3
施 的地望

,

《水经

注》施水下谓
: “

施水受肥 于广阳乡
,

东南流
,

逸合肥县… …盖夏水暴 长
,

施合于肥
。 ”

可知在安徽

合肥一带
。

(说文 )释禧
: “

嘻
,

乐也
。

从人喜声
。 ”

文献 中《春秋 》三传
“

嘻公
” ,

<史 记》
、

《汉书》则

作
“

潦公
” ,

上古音除与嘻韵母全同
,

声母有来晓之别
。

潦从里产声
,

产也为许其切
,

发音与嘻

同
,

因此
,

潞与嘻字可通假
。

青铜器有 《鼓舟 》
、

(潞高 》
、

《简鼎 》
、

《潞伯钟》等
,

前两种铜器铭文
,

为四字短铭
,

铭文为
“

麓作尊彝
”

;( 愁鼎》有二
,

一件 有五字短铭
,

另一为长铭 ; 《麓伯钟》铭文也

为长铭
,

从行文
“

天子
”
一词可知其为周代器物

。

《麓鼎》和《潍伯钟 》都提到
“

潞伯
” ,

则知繁为国

族名
,

一般认为
,

潦国即莱国
,

此潞国应与黄帝后裔嘻姓有关
。

铭文 中常见的番尹
、

番君
,

李学

勤先生认为就是文献中楚国的沈尹氏
,

也称沈氏
,

是楚重要的贵族封地
,

在今河南省固始县
) ’了

荡
,

(春秋 )嘻公二十五年载
: “

宋荡伯姬来逆妇
。 ”

孔疏 : “

伯姬
,

鲁女
,

而以 荡冠之知为宋大 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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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妻也
。 ”

宋荡 氏可能为禧姓
。

又 《史记
·

孔子世家 》云 : “

汪周 氏之君
,

守封
、

禺之山
,

为漆姓
。 ”

(国语
·

鲁语下 》又载
: “

汪芒氏之君也
,

守封
、

蜗之 山者也
,

为漆姓
。

在虞
、

夏
、

商为汪芒氏
,

于周

为长狄
,

今为大人
。 ”

袁坷先生认为汪芒氏即汪国氏
,

漆姓则为姑姓
,

(山海经
·

大荒北经》提到的
潦姓的大人之国

,

为防风之后
,

是黄帝的后裔
。 L《山海经

.

大荒北经 》又 日 : “

濒项生雅头
,

骏头

生苗民
,

苗民鼓姓
” 。

虽难考其详
,

但也反映出黄帝后裔嘻姓在后世的存在
。

黄帝十二姓 中的滕姓
,

后世发展不著
。

在今山东省滕州市西南有古滕国
,

姬姓滕国战国时

犹存
,

后被宋或齐所灭
。

姬姓滕是周文王子叔绣的封地
,

周分封各邦多存旧氏旧民
,

滕地原因

滕族定居而得名
,

转封姬族后
,

只是发生了国族的变更
,

此地应仍有滕姓遗民存在
,

从而使原国

名得以沿袭下来
。

酉族 的具体地望不详
,

(路史
·

国名纪 )说酉
“

即酉 阳
,

今黔之彭水
,

汉酉阳也
,

有酉水
。 ”

如

然
,

则后世有酉族迁移人黔
。

酉铭铜器主要有 (酉尊)
、

(酉艇 )
、

(酉作卤 )
、

(酉父丁卤)
、

(酉父己

卤)
、

(酉癸触》
、

(酉父乙 爵》
、

(酉父辛爵 )等
,

以上青铜器铭文都属于一至三字的短铭
,

有的只铭

一酉字
,

酉字的形状与夏
、

商的大 口尊非常相似
。

邹衡先生推测酉族可能是居住在殷墟的商人

或更早的夏遗民
。 。

关于十二姓中的篇姓
,

(左传 》哀公十六年有哉尹固
,

宣公四年有篇尹克黄
,

昭公四年又谓
:

“
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汕

,

咸尹宜咎城钟楚
。 ”

咸尹宜咎以官为氏
,

其封地可能为簌姓祖居之地
。

(国语
·

郑语》载史伯语
: “ 君若以周难之故

,

寄攀与贿焉
,

不敢不许
。

周乱而弊
,

是骄而贪
,

必将背君
,

君若以成周之众
,

奉辞伐罪
,

无不克矣
。

若克二邑
,

邻
、

弊
、

补
、

舟
、

依
、

群
、

历
、

华
,

君之

土也
。 ”

《路史
·

国名纪 》认为此衣即黄帝后裔所建
。

依
,

即衣
,

又通殷
。

衣地多数学者据《水经
·

沁水注 )中提到 的殷城
,

认为衣在今河南省沁 阳县
, 。 但也有学者认为衣地在 今河南安 阳一

带
。 。 商又称殷

,

是 因衣地而得名
,

而衣又因黄帝族衣姓定居而得名
。

俱姓在文献中无考
,

青铜器中有一些与景有关的铭文
,

如 《偎尊》
、

(撰敦》
、

(晨小器》等
,

从

铭文分析
,

晨曾在周王朝任作册之职
,

西周康王时人
,

族徽为
“

尤
” ,

考古工作者曾在山西境内发

现这种形状的弓形器
, 。 疑此登或与惧姓有关

。

也有研究者认为
,

摄为赤狄
,

俱与赤狄魄姓可

通
。 。

任姓
,

也是传说中黄帝后裔中著姓之一
,

(世本
·

氏姓篇》载任姓 国有十国之多
,

即
“

谢
、

章
、

薛
、

舒
、

吕
、

祝
、

终
、

泉
、

毕
、

过
” 。

春秋 时
,

滕侯和薛侯朝鲁争行礼先后
,

鲁隐公说
: “

寡人若朝于

薛
,

不敢与诸 任齿
。 ”

既言
“

诸任
” ,

可知当时任姓国家还为数不少
。

大多分布在今山东地区
,

除

薛外
,

明确可知的如章在山东东平县
,

祝在山东肥城县
,

过在山东掖县等
。

周王季历曾娶任姓

女子为妻
,

《史记
·

周本纪 》载
: “

太姜生少子季历
,

季历娶太任
,

皆贤妇人
,

生 昌
,

有圣瑞
。 ”

<集

解 ) : “

《列女传》曰 : `

太姜
,

有部氏之女
。

太任
,

挚任氏之 中女
。 ” ,

(正义》引 (国语 )注云
: “

挚
、

畴

二国
,

任姓
。

奚仲
、

仲旭之后
,

太任之国
。

太任
,

王季之妃
,

文王母也
。 ”

又引 (列女传 ) 曰
: “

太任

之姓
,

端壹诚民
,

维德之行
。

及其有身
,

目不视恶身
,

耳不听淫声
,

口不出傲言
。

能以胎教子
,

而

生文王
。 ”

有观点认 为
,

挚
、

畴为薛
、

铸之误尹据 《新唐 书
·

宰相世系表 )
,

奚仲十二世孙仲尬居

薛
,

为汤左相
,

其 裔祖己七世孙成
,

迁国于挚
,

从而改国号为挚
。

由此可知
,

任姓挚是 由于成迁

国一度改挚
,

地在今河南平舆县
。

畴可能亡国较早
,

《左传》哀公十三年提到越大夫畴无徐
,

可

能与畴国有关
。

又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鲁党氏之女孟任
“
割臂盟公

” ,

则鲁国党氏也为任姓
。

综上所考
,

《国语
·

晋语四 )关于黄帝十四子得 十二姓的记载并非无稽
,

我们在文献和金文

中基本上可以找到与之有关的线索
。

只不过有的族姓后世有 了较大 的发展
,

因而其族史迹明

显可寻
,

有的族后世衰微
,

史迹难求
。

由于先秦时期的姓代表着血缘所出
,

一直不变
,

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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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赐姓和冒姓
,

所以通过对黄帝十二姓 的考证
,

可 以看 出黄帝族后裔有的在夏代 已经立

国
,

有的终春秋之世犹存
,

(国语
·

晋语四 》关于黄帝族姓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重要史实
。

由此

可以断定
,

黄帝部族是我国上古时期真实存在过的一个部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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