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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秦 景 公

王 辉

秦景公是春秋中后期秦国在位时间最长

的一位君主 ( 公元前 567 一 35 6年 )
,

但是有

关他的历史事迹的文献资料却比较少
,

因而

后世史学家对他的作为多缺乏了解
。

近年来
,

随着春秋秦考古事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传

世秦青铜器铭文研究工作的进展
,

获得了不

少有关秦景公的新材料
,

使我们对秦景公的

内政
、

外交
、

军事活动有了深入的认识
,

从而

可 以对他作出新的比较公允的评价
。

一 有关秦景公的文献及考古资料

有关秦景公的文献资料
,

大体 上保留在

《 春秋经 》 ( 成公
、

襄公
、

昭公 )
、

《左传》

( 《 公羊传 》
、

《 谷梁传 》 虽有评论
,

无具

体事实 )
、 《 国语 》 ( 《 晋语 》

、
《 郑语 》

《 楚语 》 )
、 《 史记 》 ( 《 秦本纪 》 及所附

《 秦纪 》 、 《 秦始皇本纪 》
、

《 晋世家 》
、

《 楚世家 》
、

《 十二诸侯年表 》 )
。

这些资料
,

数量很小
,

全部加起来约三

千字
,

而且或有讹误
,

如 《 国语
·

郑语 》 :

“
及平王之末

,

而秦
、

晋
、

齐
、

楚代兴
,

秦

景
、

襄于是乎取周土… … ”
此

“
景公

” 当为

庄公之误
,

韦昭云
: “

取周土
,

谓庄公有功

于周
,

周赐之土
。 ”

或有重复
,

如 《 左传
·

襄公二十六年 》 及 《 国语
·

晋语八 》 皆记秦

景公使其弟公子缄入晋求成
,

晋上卿叔向使

行人子员接待之事
,

二书文辞仅个别字句不

同
,

又 《 史记
·

秦本纪 》
、

《十二诸侯年表》

的史料亦多来源于 《 左传 》 。

除去讹误与重

复
,

有关秦景公的全部文献资料不足两千字
,

大体包括在马非百先生《秦集史
·

国君纪事》

的景公部分
。

宋人著录的传世铜器秦公傅钟① , 以及

民国初年甘肃天水出土 的秦公篡② , 也是研

究秦史的重要资料
。

秦公搏钟铭文如下
:

“
秦公日
:

不 显 联 皇 祖
,

受天命宛又

( 造佑 ) 下国
。

十又二公
,

不坠于上
,

严龚黄天命
。

保易 ( 策 ) 带秦
,

兢事蛮

夏
。

日
:

余虽 小 子
,

穆 一 帅秉 明德
,

睿
、

敷明型
,

虔敬联祀
,

以受多福
。

协和

万民
,

唬夙夕刺 = 粗二
,

万姓是救
。

咸

畜百辟撒士
,

趁 (蔼 ) = 文武
,

银 (镇 )静

不廷
,

柔燮百邦
,

于秦执事
。

作淑和钟
,

希名日哲 (协 )邦
。

其音揣一雍 = 孔煌
,

以邵零孝盲
,

以受屯鲁多鳌
,

眉寿无疆
,

吮龙在位
,

高引又 (有 )庆
,

敷又 (佑 )四

方
,

永宝
。

宜
。 ”

秦公墓铭文如下
:

“
秦公日
:

不 显 联 皇 祖

,

受 天 命

,

鼎

宅 禹 迹

。

十 又 二 公

,

在 帝 之 坏 (坯 )
,

严

龚 黄 天 命

,

保 辑
(巢 )带秦
,

兢 事 蛮 夏

。

余 虽 小 子

,

穆
一

帅 秉 明 德

,

刺
~ 起 一
,

万 民 是 救

。

咸 畜 撒 士

,

越
一 (蔼 一 )文 武

,

银 (镇 )静 不廷
,

虔 敬 联 祀

。

乍
(作 )口宗

彝
,

以 昭 皇 祖

,

其 严 徽 各

,

以 受 屯 鲁 多

鳌

,

眉 寿 无 疆

,

吮
(咬 )吏在天

,

高 引 又

(有 )庆
,

霞 (造 )囿 (佑 )四方
。

宜

。

秦 公 钟

、

秦 公 篡 都 提 到
“

十 又 二 公
” 。

① 吕 大 临 : 《 考 古 图 >七
·

九

,

乾 隆
十 八

年
黄

压
槐

荫 草
堂

刊 本

.

② 罗 振 玉 : <贞松堂集古遗文 >六
·

十
九

,

罗 氏

云

: “

此 篮 近 年 出 秦 州

. ”
器 形 见 容 庚 《 商 周 彝

器 通 考 > 图三四四
,

容 氏 云
: “

民 国 初 出 于 甘 肃 秦

州
. , ,



,

十 二 公 中 包 括 不 包 括 未 即

位 的 文 公 太 子 静 公 及 虽 即 位

,

但 未 成 年 即 被

杀 的 宪 公 之 子 出 子

,

自 宋 代 以 来 争 论 不 休

。

这 两 个 问 题 未 解 决

,

于 是 秦 公 钟

、

篮 的 作 器

者 就 众 说 纷 纭

,

李 零

、

陈 平 二 同 志 对 前 人 之 说

加 以 总 结

,

概 括 为 成

、

穆

、

共

、

桓

、

景

、

哀

六 种 说 法

。

近 年 来

,

这 个 问 题 争 论 也 颇 多

,

李 学 勤 先 生 在 新 出 版 的
《 东 周 与 秦 代 文 明 》

一 书 中 重 申
“

成 公
”

说
,

李 零 以 为
“

大 约 是

共 公 时
” ,

陈 平 以 为
“

有 共
、

桓

、

景 三 种 可

能

” ,

但 未 确 指

。

我 们 对 照 宝 鸡 太 公 庙 出 土

的 秦 公 及 王 姬 编 钟

、

傅 钟 铭 文 ③ , 仔 细 比 较

各 家 的 不 同 说 法

,

以 为

“
十 二 公

”
当 起 自 文

公
,

包 括 静 公 及 出 子 在 内

,

秦 公 博 钟 及 篡 的

作 者 是 景 公

。

秦 公 及 王
姬 编 钟

、

搏 钟 的 作 器

者 是 秦 武 公

,

铭 文 指 出

: “
我 先 祖 受 天 命 商

( 赏 )宅 受 国
。

刺 刺 昭 文 公

、

静 公

、

宪 公 不 坠

于 上

。 ”
其

“
先 祖

”
即 秦 公 篡

、

搏 之

“

皇 祖

” ,

其

“

赏 宅 受 国

”
即 秦 公 篡 之

“
冥 宅 禹 迹

” 、

秦 公 傅 之

“
窜 又 下 国

” ,

均 指 秦 始 封
之 公 襄 公

,

他 在 秦 历 史 上 有 其 特 殊 地 位

,

不 包 括 在

“

十 二

公
”

之 内

。

李 零 以 为

“
受 天 命

”
者 为 秦 庄 公

,

秦 之 庄 公

、

襄 公 犹 周 之 文 王

、

武 王

,

但 我 们

以 为 不 能 这 么 简 单 地 比 附

。

文 王 称 王

,

出 于

以 后 追 认

,

而 史 家 多 以 为 文 王 受 天 命

,

这 方

面 有 大 量 文 献 记 载

,

也 见 于 铜 器 铭 文

。

墙 盘

赞 颂 周 之 先 王

,

一 开 头 就 说
: “

古 文 王 初
,

敬 解 于 政

,

上 帝 降 爵 德 大 曾

。 ”
同 铭 又 见 于

墙 盘 同 出 一 坑 之 三 式 疾 钟

。

盂 鼎 更 明 确 指 出

:

“
不 显 文 王
,

受 天 有 大 令 ( 命 )
,

在 武 王 嗣

文 作 邦
… … ”

至 于 秦 庄 公 之 受 天 命
,

不 但 文

献 无 征

,

出 土 铭 文 也 绝 无 记 载

。

秦 公 博

、

篡

之
“

先 祖
” ,

既 受 天 命

,

又
“

赏 宅 受 国
” ,

即 接 受 了 周 王 给 予 的 土 地

,

则 非 襄 公 莫 属

。

“
先 祖

”
之 下 紧 接 文 公

,

亦 与 秦 之 世 系 相 合

。

庄 公 虽 然 接 受 了 周 宣 王 给 予 的

“
其 先 大 骆 地

犬 丘
” ,

但 仍 然 为
“

西 垂 大 夫
” ,

不 是 诸 侯

,

并 未
“

受 国
” ;

襄 公 则 彼 周 平 王 封 为 诸 侯
,

“
于 是 始 国
,

与 诸 侯 通 聘 享 之 礼

” ,
而 且 被

赐 以
“

岐 山 以 西 之 地 方
,

显 然 就 是 升 国 之
先

祖

。

秦 公 及 王 姬 编 钟

、

全 尊 钟 先 祖 之 后

,

首 数

文 公

,

则 秦 公 傅

、

篡 先 祖 后 之
“

十 二 公
” ,

亦 当 自 文 公 数 起

。

彼 铭 列 静 公 在 世 系 之 内

,

此 铭 亦 当 如 此

。

至 于 出 子

,

彼 铭 未 列

,

乃 因

作 器 者 武 公 是 宪 公 故 太 子

,

为 出 子 之 兄

,

兄

不 尊 弟 为 先 公

,

是 可 以 的

。

至 于 秦 公 搏

、

篡

的 作 者

,

己 是 武 公

、

出 子 的 六 世 孙

,

他 追 述

先 公

,

不 包 括 出 子 在 内

,

于 理 不 通

。

因 之

,

秦 公 搏

、

篡 之

“
十 二 公

” ,
实 指 文

、

静

、

宪

、

出 ( 出子 亦称出公 )
、

武

、

德

、

宣

、

成

、

穆

、

康

、

共

、

桓

,

作 署 黔 者 为 秦 景 公

。

秦 公 傅

、

篡 为

景 公 器

,

宋 赵 明 诚 早 已
言 之 ④ ,

今 人 杨 树 达

、

郭 沫 若 亦 力 主 此 说
⑥ , 只 是 秦 公 及 王 姬 编 钟

、

搏 钟 未 出 土 之 先

,

他 们 不 知 道 未 即 位 之 静 公

应 算 在 内

,

故 十 二 公 不 自 文 公

,

而 自 襄 公 算

起

。

根 据 以 上 考 辨

,

我 们 可 以 断 定

,

传 世 秦

公 搏

、

篡 铭 文 是 研 究 秦 景 公 的 重 要 资 料

。

由 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发 掘 的 陕 西 凤 翔 县

南 指 挥 村 秦 公 一 号 大 墓

,
已 进 行 多 年

,
1 9 8 6

年
,

发 掘 工 作 告 一 段 落

。

大 墓 出 土 遗 物 甚 多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一 组 石 磐 残 铭

。

大 墓 报 告 尚

未 发 表

,

但 据 光 明 日 报

、

陕 西 日 报 的 有 关 报

道

,

我 们 知 道 残 铭 中 有

“
天 子 医 喜
,

龚 越 是

嗣
”

的 话

。

报 道 并 说

,

根 据 有 关 专 家 的 研 究

,

大 墓 的 墓 主 应 为 秦 景 公

,

这 种 说 法 是 完 全 对

的

。

古 文 字 中 龚 通 共

,

越 通 桓

, “
共 桓

”
即

秦 世 系 中 共 公
、

桓 公 两 位 秦 公

。

是

,

句 中 助

词

,

使 用 在 它 动 词 与 宾 语 之 间

,

使 宾 语 前 置

,

故

“
共 桓

”
为 嗣 ( 继承 ) 的对象

。

照 此 理 解

,

则 秦 公 一 号 大 墓 墓 主 为 景 公

,

可 以 无 疑

。

磐

卢 连 城

、

杨 满 仓
: “

陕 西 宝 鸡 太 公 庙 村 发 现 秦 公

钟

、

秦 公 搏 》
,

<文物》 1日7 8年 s 期
.

赵 明 诚

: 《 金 石 录 》 卷 第 十 一 《 跋 尾
一

秦 钟 铭 》
,

《 中 国 书 学 丛 书 》 本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19 8 5 年

版
。

杨 树
达

: 《 积 微 居 金 文 说 》 卷 二 《 秦 公 笼 跋 》
、

《 秦 公 篮 再 跋 》
.

郭 沫 若

: 《 殷 周 青 铜 器 铭 文 研 究
·

秦
公 簇

韵 读

》 ,

科 学 出 版 社
19 6 1年 版
.

③④



、

桓 两 位 先 公 的 内 政

、

外 交 政 策

。

按 说

,

景 公 只 是 继 承 桓 公

,

而 连

及 共 公 者

,

一 则 因 为 磐 铭 为 韵 文

,

要 凑 足 四

字 句

;
二 则 因 为 共 公 在 位 时 间 很 短 ( 《 秦 本

纪 》 作 五 年
, 《 左 传 》 作 四 年 )

,

其 内 政

、

外 交 方 针 又 为 桓 公 继 续 推 行

,

故 并 言 之

。

残 磐 铭

“
唯 四 年 八 月 初 吉 甲 申

”
也 可 以

证 明 一 号 大 墓 墓 主 为 景 公

。

秦 景 公 四 年 为 公

元 前
5 73 年 (周简 王十三 年

,

鲁 成 公 十 八 年
)
,

查 汪 日
祯

《 历 代 长 术 辑 要 》 ⑥ , 此 年 七 月 壬

子 朔

,

大 建

,

则 八 月 为 壬 午 朔

,

甲 申 为 初 三

日

。

所 附 杜 氏
《 长 术 》 七 月 癸 丑 朔

,

小 建

,

则
/、 月 仍 为 壬 午 朔

,

甲 申 亦 为 初 三 日

。

又 张 培

瑜
《 春 秋 冬 至 合 朔 时 日 表 》 利 用 现 代 技 术 推

算
,

公 元 前 57 3年 八 月 癸 未 朔
,

甲 申 为 初 二 O
。

月 相 术 语

“

初 吉
”

的 含 义 学 术 界 有 不 同 意 见
,

其 代 表 性 的 意 见 有 两 种

,

一 种 是 王 国

·

维 的

“
四 分 月 相

”
说
,

认 为 初 一 至 初 七 八 为 初

吉
⑧ ; 另 一 种 是 陈 梦 家

、

刘 启 益 的

“

定 点
”

说
,

以 为 初 吉 是 月 始 发 光 的 一 天

,

即 每 月 的 初 二

或 初 三 日 ⑨ 。

以 上 我 们 推 算 公 元 前 57 3 年 八

月 甲 申 为 初 二 或初 三
,

与

“
定 点

”
说 相 合
,

与

“
四 分 月 相

”
说 也 不 矛 盾

。

这 样 说 来

,

凤 翔 秦 公 大 墓 残 磐 铭 文 及 其

它 重 要 出 土 物

,

也 是 研 究 秦 景 公 的 重 要 资 料

。

一 募 , ~ 一

二 秦 景 公 的 国 内 政 策

1
.

清
除 异 己

,

巩 固 统 一

一 个 国 家 对 外 是 否 强 大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决 于 最 高 统 治 集 团 能 否 坚 持 团 结

。

景 公 之

前

,

东 方 各 国 因 未 注 意 及 此

,

而 造 成 国 家 分

裂

、

力 量 削 弱 的 例 子 屡 见 不 鲜

。

景 公 即 位 之

后

,

秦 国 统 治 集 团 内 部 也 存 在 一 些 分 裂 的 苗

头

。

《 国 语
·

晋 语
》 记 楚

“
灵 王 城 陈

、

蔡

、

不 羹

” ,
范 无 宇 谏 云
: “

其 在 志 也
,

国 为 大

城

,

未 有 利 者

。

昔 郑 有 京

、

栋

,

卫 有 蒲

、

戚

,

宋 有 萧

、

蒙

,

鲁 有 弃

、

密

,

齐 有 渠 丘

,

晋 有

曲 沃

,

秦 有 微 衙

。

叔 段 以 京 患 庄 公

,

郑 几 不

克

,

栋 人 实 使 郑 子 不 得 其 位

,

卫 蒲

、

戚 实 出

献 公

,

宋 萧

、

蒙 实 歉 昭 公

,

鲁 弃

、

密 实 弱 襄

公

,

齐 渠 丘 实 杀 无 知

,

晋 曲 沃 实 纳 齐 师

,

秦

微 衙 实 难 桓

、

景
;

皆 志 于 诸 侯
,

此 其 不 利 者

也

。 ”
范 无 宇 是 楚 大 夫

,

他 反 对 楚 灵 王 城 陈

蔡

、

不 羹

,

以 为 这 样 会 形 成 一 些 贵 族 的 势 力

,

从 而 威 胁 中 央 政 权

。

他 举 出 了 一 些 分 裂 的 例

子

,

如 郑 叔 段 据 京

,

因 篡 郑 庄 公
,
卫 大 夫 宁

殖

、

孙 林 父 据 蒲

、

戚 二 邑 攻 逐 卫 献 公
;
宋 公

子 鲍 据 萧

、

蒙 拭 昭 公 而 立
,
架 盈 据 曲 沃

,

依

靠 齐 之 帮 助

,

昼 入 为 贼 于 晋 都 绛 等 等

。

他 所

说 的

“

微 衙
”

即 指 秦 景 公 之 弟 公 子 缄 的 封 地
。

公 子 缄 是 秦 景 公 的 同 母 弟

,

他 在 桓 公 时 被 封

于 微 衙

。

因 为 其 父 桓 公 的 宠 爱

,

他 逐 渐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势 力

,

变 得 骄 横 跋 启

,

造 成 了 对 景

公 的 威 胁

。
《 春 秋

·

昭 公 元 年
》 : “

夏
,

秦

伯 之 弟 缄 出 奔 晋

。 ” 《 左 传 》 : “
秦 后 子 有

宠 于 桓
,

如 二 君 于 景

。 ”

后 子 缄 的 贪 得 无 厌 在 历 史 上 是 很 有 名

的
,

以 至 二 百 年 后 屈 原 在 其 ((天 问 》 里 还 提 到

他
, “

兄 有 噬 犬

,

弟 何 欲
?易 之 以 百 两

,

卒 无

禄

。 ”
王 逸 《章 句 》
: “

兄
,

谓 秦 伯 也

。

噬 犬

,

豁 犬

也

。

弟

,

秦 伯 弟 缄 也

。

言 秦 伯 有 套 犬

,

弟 缄

请 之

。 ” “
秦 伯 不 肯 与 弟 缄 犬

,

缄 以 百 两 金

易 之

,

又 不 听

,

因 逐 缄 而 夺 其 爵 禄 也

。 ”
宋

洪 兴 祖
《 补 注 》 引 柳 宗 元 《 天 对 》 注 云

:

“

百 两

,

盖 谓 车 也

。

(王 )逸 以为 百两金
,

误 矣

。 ”

其 说 殆 是

,

于 省 吾 先 生 也 以 为 两 之 本 义 为

车
L

。

后 子 缄 要 景 公 的 爱 犬

,

甚 至 愿 用 一 百

辆 车 子 来 交 换

,

从 这 件 小 事 也 可 以 看 出 他 的

骄 奢

,

他 最 终 企 图 得 到 的

,

恐 怕 不 只 是 一 只

犬

,

而 是 整 个 国 家

。

⑥ 《 四 部 备 要
·

术
数 编

》
.

⑦ 此 条 承 刘 白 益 先 生 转 告
.

张 氏 《 春 秋 冬 至 合 朔 时
日 表 >尚未刊市

,

将 攻
入

刘 先
生

的
一

木 论 文 集
之

中

.

⑧ 《 观 堂 集 林 》 卷 一 : 《 生 葫 死 霸 考 >
.

⑨ 陈 梦 家 : 《 西 周 铜 器 断 代 ( 二 ) 》
,

《 考 古 学 报 》

第 十 册 ; 刘 启 益
:

《 西 周 金 文 中 月 相 词 语 的 解 释 》 ,

《 历 史 教 学 》 1 9 7 9年 a期
.

L 于 省 吾 : 《 释 两 》
, 《 古 文 字 研 究 》 第 十 辑

,



,

景 公 是 看 得 很 清 楚 的

,

于 是 在 他 晚 年

,

对 后 子 缄 采 取 了 坚 决 的 打 击

措 施

。

景 公 三 十 六 年 ( 公元前 5 41 年 )
“

其 母

日
: `

弗 去

,

惧 选

。 ’ ”
母 后 宠 爱 后 子

,

要

他 离 开 秦 国

,

说 如 果 不 离 开

,

怕 要 被

“
选

” ,

想 必 景 公 有 所 暗 示

,

才 引 起 了 母 后 对 后 子 命

运 的 担 心

。

什 么 叫

“
选

” ? 杜 预 说
: “

选
,

数 也

,

恐 景 公 数 其 罪 而 加 戮

。 ”
缄 后 来 逃 至

晋 国
,

其 车 千 乘

, “
晋 君 曰
: `

后 子 富 如 此

,

何 以 自 亡 ?
’

对 日
: `

秦 公 无 道
,

惧 诛

。 , ”

从 这 两 段 话 看 起 来

,

所 谓
“

选
” ,

实 际 上 就

是

“
诛

”
与

“
戮

” 。

不 过 我 们 推 测 景 公 将 要

采 取 的 办 法

,

不 是 一 般 地 杀 戮

,

而 是

“
选

”

来 殉 葬

。

今 凤 翔 秦 公 一 号 大 墓 的 二 层 台 上

,

一 排 一 排 地 排 列 着 一 百 多 个 殉 葬 者

,

其 中 有

的 有 棺 有 撑

,

有 殉 葬 品

,

停 外 甚 至 还 有 简 易

式 的
“

黄 肠 题 凑
” ,

可 见 身 份 相 当 高

,

甚 至

可 能 是 大 夫 或 贵 族

。

而 秦 人 也 向 来 有 以 子 弟

,

亲 近 者 殉 葬 之 例

。

穆 公 死

,

从 葬 者 奄 息

、

仲

行

、

缄 虎 乃
“

秦 之 良 臣
” ( 《 秦 本 纪 》 )

,
而

昭 王 母 宣 太 后 将 死
,

遗 言 要 以 所

“
爱

”
者 魏

丑 夫 为 殉

,

只 是 后 来 听 了 庸 茵 的 劝 说 才 作 罢

( 《 战 国 策
·

秦 策

》 ) , 至 于 秦 始 皇 子 公 子 高

在 受 到 胡 亥 的 迫 害 时
,

甚 至 请 求 从 死 始 皇

,

“
愿 葬 骊 山 之 足

” ,
结 果

“
胡 亥 可 其 书

,

赐

钱 十 万 以 葬

。 ”

( 《 史 记
·

李 斯
列

传
》 ) 景 公晚年

欲 将公子缄随葬
,

恐 怕 就 是 以 此 为 借
口
,

行 打 击 之 实

,

免 得 他 在 自 己 身 后 捣 乱

。

缄 为

逃 避 这 样 的 下 场

,

于 是 出 奔 晋 国

,

从 缄 个 人

来 说

,

是 避 免 了 一 场 灾 难

,

从 秦 国 来 说

,

因

为 缄 之 出 走

,

也 得 以 安 定

,

未 尝 不 是 好 事

。

对 秦 景 公 打 击 后 子 缄 的 作 法

,

以 往 的 史

学 家 多 缺 乏 正 确 的 评 价

。 《 左 传
·

昭 公 元

年
》 : “

秦 伯 之 弟 缄 出 奔 晋
,

罪 秦 伯 也

。 ”

杜 注
: “

罪 失 教
。 ”

就 是 说 后 子 缄 之 所 以 犯

错 误 是 秦 伯 教 导 不 严 造 成 的
,

景 公 三 十 六 年

,

缄 早 已 不 是 孩 子

,

还 须 人 教 导 吗 ? 左
、

杜 实

际 上 是 在 替 缄 开 脱 罪 责

。
《 公 羊 传 》 则 说

:

“ ( 秦伯 ) 有 千乘之国
,

而 不 能 容 其 母 弟

。 ”

好 象 错 全 在 景 公

,

是 他 气 量 太 狭 隘

。 《 谷 梁

传 》 稍 微 客 观 一 点
,

对 缄 有 所 批 评

, “
兄 弟

云 者
,

亲 之 也

。

亲 而 奔 之

,

恶 也

。 ”
但 也 只

是 说 缄 不 念 兄 弟 情 亲
,

轻 描 淡 写

。

在 我 们 今

天 看 起 来

,

景 公 打 击 后 子 缄 是 完 全 必 要 的

,

方 法 也 是 比 较 巧 妙 的

。

景 公 之 后 的 有 些 秦 君

,

未 虑 及 此

,

于 是 国 家 局 势 动 荡 不 定

,

无 力 对

外

。
《 秦 本 纪 》 记 载 秦 孝 公 下 令 日

: “
会 往

者 厉
、

躁

、

简 公

、

出 子 之 不 宁

,

国 家 内 忧

,

未 逞 外 事

” 。

所 谓
“

不 宁
” 、 “

内 忧
” ,

就

是 统 治 集 团 内 存 在 着 不 团 结 因 素

,

其 教 训 是

深 刻 的

。

2
.

贯
彻

传 统
用

人
路

线

,

重 用 世 卿 贵 族

秦 公 傅 钟 铭 文

: “
咸 畜 百 辟 撤 士

,

趁 趁

文 武

,

钗 静 不 廷

。 ”
秦 公 篡 铭 文
: “

咸 畜 撤

士
,

趁 趁 文 武

,

银 静 不 廷

,

虔 敬 联 祀

。 ”
同

样 内 容 的 铭 文 亦 见 于 秦 武 公 器 秦 公 及 王 姬 编

钟 诚 钟 铭 文
: “

愁 解 撤 士
,

咸 畜 左 右

,

趁
~

允 义
,

翼 受 明 德

,

以 康 奠 协 联 国

。 ”
这 些 铭

文 反 映 了 秦 国 传 统 的 用 人 路 线
,

而 秦 景 公 器

物 铭 文 一 再 重 申

,

说 明 景 公 是 决 心 继 续 贯 彻

这 条 用 人 路 线 的

。

秦 公 大 墓 残 馨 铭 文 有

“

口 廷

银 静
” ,

可 能 其 前 的 残 铭 也 提 到

“

咸 畜 撤 士
”

一 类 话

。

撤 字

,

孙 治 让 读 尹

,

郭 沫 若 读 俊

,

他 以 为

,’) 能士 ” 即 《 礼 记
·

王 制
》 : “

司 徒 论 选 士

之 秀 者 而 升 之 学 日 俊 士
”

之
“

俊 士
” 。

而 陈

直 先 生 读 如 本 字

,

以 为
“

撤 士 为 父 子 承 袭 之

世 官
, 《 说 文 》 : `

溉

,

子 孙 相 承 续 也

。

从

肉

,

从 八

,

象 其 长 也

,

从 么

,

象 重 累 也

, 。

… … 本 铭 谓 悉 积 官 职 子 孙 继 续 相 承
,

秦 国 如

百 里 奚 有 孟 明 视

,

赛 叔 有 西 乞 术

、

白 乙 丙

,

皆 相 继 为 卿 士 之 证

。

桓 公 葵 丘 之 会

,

令 士 无

世 官

,

足 证 世 官 在 春 秋 时 已 成 为 一 种 普 遍 制

度

。 ” 0 陈 先 生 的 说 法 有 一 定 道 理
,

但 也 不

很 全 面

,

春 秋 时 代

,

秦 国 的 世 卿 制 度 并 不 很

典 型

,

除 了 陈 先 生 所 举 的 两 个 例 子

,

其 它 例

@ 《 读 金 日 扎 》 上 册
,

转 引 自 林
剑

呜
《 秦 史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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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 晋 之 六 卿

,

鲁 之 三 桓

,

齐 之

崔 氏

、

庆 氏 那 样 的 世 卿 在 秦 国 是 不 存 在 的

。

秦 之 世 卿 制 度 有 着 不 同 于 东 方 各 国 的 特 点

。

从 三 条 铭 文 看

, “
畜

”
的 对 象 是

“
百 辟

撤 士
” ,

而
“

文 武
”

实 际 上 是
“

百 辟 8L] 士
”

的 同 义 语

。

辟 训 君

, 《 诗
`

桑 窟
》 : “

百 辟

为 宪

。 ”
郑 笺
: “

辟
,

君 也
” 。

《 论 语
·

八

份
》 : “

相 维 辟 公

。 ”
皇 侃 疏
: “

辟 犹 诸 侯

也
” 。 《 国 语

·

鲁 语
》 : “

及 百 辟 神 抵
。 ”

韦 昭 注
: “

辟
,

君 也

, … … 百 辟
,

谓 百 君 卿

士 有 益 于 民 者 也

。 ”
所 谓

“
百 辟 9L] 士

”
大 意

同 于
“

百 辟 卿 士
” 。 “

咸 畜 百 辟 撤 士
” ,

指 对

秦 之 宗 室 贵 族 及 各 诸 侯 国 之 世 家 贵 族

,

只 要

是 用 得 上 的 人 材

,

都 要 兼 收 并 蓄

。

春 秋 时 期

,

秦 之 宗 室 贵 族 多 为 卿 大 夫

。

如 公 子 紫 事 穆 公

为 大 夫

,

景 公 时 公 子 缄 曾 入 晋 修 成

,

哀 公 时

公 子 蒲

、

公 子 虎 曾 帅 师 救 楚

。

秦 器 秦 子 戈

、

矛 铭 文

: “
秦 子 作 造 公 族 元 用 左 右 师 旅 用 逸

宜
。 ” @ 戈

、

矛 的 作 造 者 是 秦 武 公 之 子 出 子

,

但 其 时 出 子 尚 幼

,

实 际 作 造 者 是 大 庶 长 弗 忌

、

威 垒

、

三 父 等

,
三 父 等 就 是

“
公 族

” @
。

景

公 时 之 庶 长 鲍

、

武

、

无 地 可 能 也 是

“
公 族

” 。

至 于 秦 昭 王 同 母 弟 公 子 壮 之 为 庶 长

,

且 欲 为

乱

,

则 见 于
《 秦 本 纪 》

。

另 一 方 面

,

秦 的 用 人 路 线 也 重 用 他 国 有

才 能 的 贵 族

。

如 秦 穆 公 封 虞 国 俘 虏 百 里 奚

(奚初事虞 公
,

绝 非 奴 隶
) 为五 段大夫

,

宋 人

赛 叔 为 上 大 夫

,

又 孝 公 用 卫 之

“
庶 孽 公 子

”

公 孙 软

,

惠 文 王 用 魏 氏 之

“

余 子

”

张 仪

, “
中 山

故 相
”

乐 池
,

都 是 贯 彻 了 这 条 路 线 的

。

贯 彻 这 条 传 统 用 人 路 线

,

对 巩 固 秦 国 政

权

,

并 使 之 发 展 壮 大 (
“

康 奠 协 联 国
”
) 起

了重要 的作 用
。

虽 然 有 关 景 公 如 何 贯 彻 这 条

路 线 的 材 料 很 少

,

但 既 然 他 的 亲 政 祭 祖 馨 铭

中 可 能 有 这 样 的 话

,

则 我 们 应 该 相 信 他 是 作

到 了 的

。

秦 公 大 墓 残 磐 铭 提 到
: “

天 子 愿 喜
,

龚

短 是 嗣

。 ” “
天 子

”
指 周 天 子

。

该 条 残 铭 叙

述 的 是 景 公 亲 政 祭 祀 宗 庙 之 事

,

景 公 告 诉 先

祖

,

他 的 即 位 是 得 到 周 天 子 认 可 的

,

是 合 法

的

。

这 说 明 景 公 仍 奉 周 天 子 为 全 国 共 主

,

仍

利 用
“

尊 王
”

这 面 招 牌

。

春 秋 时 代

,

晋

、

齐

、

秦 诸 强 国 为 获 得 霸

主 地 位

,

均 对 周 天 子 表 示 一 定 程 度 的 尊 重

,

晋 文 公

、

齐 桓 公 如 此

,

秦 更 是 如 此

。

公 元 前

6 38 年 ( 鲁 禧公 二十二年 )
,

王 子 带 作 乱

,

王

居 于 郑

,

公 元 前
6 35 年
, “

秦 穆 公 将 兵 助 晋 文

公 入 襄 王
,

杀 王 子 带

”
必

。

景 公 完 全 继 承 了

穆 公 的 这 一 外 交 路 线

。

直
到

战 国 时 期

,

秦 国 有 作 为 的 君 主 仍 贯

彻 这 条 路 线

。

秦 惠 文 君 称 王 时

, “
天 子 贺

” 、

“
天 子 致 文 武 昨

” ⑥ , 可 见 其 时 秦 仍 尊 重 周

天 子

,

而 秦 周 关 系 仍 是 很 密 切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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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
燮

百
邦

,
东 虎 事 蛮 夏

秦 公 篮 铭 文

: “
十 又 二 公
, … … 触 事 蛮

夏
。 ”

秦 公 钟 铭 文
: “

柔 燮 百 邦

,

于 秦 执 事

。 ”

秦 公 大 墓 残 磐 铭 文
: “

尊 ( 溥 ) 蛮 夏极事于

秦
,

即 服

。
,.P 这 些 铭 文 反 映 的 是 秦 先 代 十 二

公 特 别 是 穆 公 之 后 贯 彻 执 行 的 外 交 路 线
,

及

贯 彻 这 条 路 线 所 取 得 的 成 就

。

景 公 时 的 器 物

铭 文 一 再 提 到 这 条 路 线

,

可 见 景 公 是 决 心 继

续 执 行 它 的

。

《 说 文 》 : “

兢

, 《 易 》 `

履 虎 尾 簸 兢

, ,

恐 惧 也

。 ”
许 氏 所 引 见

《 易
·

履 卦
》 九 四 艾

辞
, “

兢 兢
”

今 本 作
“

想 像
” ,

又
《 易

·

震

卦
》 卦 辞
: “

震 来 兢 兢
” ,

唐 陆 德 明
《 经 典

释 文 》 : “
马 云 恐 惧 貌

,

郑 同

,

荀 作 想 憋
” “

所 谓
“

恐 惧
”

在 这 里 其 实 应 该 是 小 心 谨 慎 的

同 义 语
,

可 见 奏 一 贯 小 心 谨 慎 地 处 理 同 蛮 夏

三 秦 景 公 的 外 交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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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在 春 秋 早 期

,

僻 处 西 土

,

与 中 原 华 夏

诸 国 绝 少 交 往

。

秦 武 公 及 王 姬 编 钟

、

傅 钟 铭

文

: “
刺 束 J昭文公

、

静 公

、

宪 公 不 坠 于 上

,

以 破 事 蛮 方

” , “
篮 ( 盗 ) 百 蛮

,

具 即 其

服
” 。

可 见 春 秋 前 期

,

秦 人 主 要 目 标 在 于 对

待 戎 蛮

。

只 是 到 了 穆 公 之 后

,

秦 势 力 逐 渐 向

东 方 发 展

,

同 华 夏 诸 国 交 往 渐 多

,

才 提 出 了

“
兢 事 蛮 夏

”
的 口 号
,

讲 求 对 付 蛮 夏 的 策 略

,

以 求 蛮 夏

“
服

” 、 “
事

”
于 秦

。

“
柔 燮

”
之 柔 义 为 安 抚

。
《 尚 书

·

舜

典
》 : “

柔 远 能 迩
。 ” 《 左 传

.

文 公 七 年
》 :

“
叛 而 不 讨
,

何 以 示 威 ? 服 而 不 柔
,

何 以 示

怀
? ” 燮
,

和 也

。
《 尚 书
.

顾 命
》 : “

燮 和

天 下
。 ”

所 谓
“

柔 燮 百 邦
” ,

就 是 用 安 抚 的

办 法 来 对 待 已 被 征 服 的 戎 蛮 以 及 暂 时 没 有 直

接 利 害 冲 突 的 华 夏 国 家

,

以 腾 出 手 来 对 付 主

要 的 敌 人

。

景 公 时 代

,

秦 向 东 发 展 的 主 要 阻 碍 是 东

方 的 晋 国

。

为 了 专 心 对 晋

,

秦 也 必 须 处 理 好

同 其 它 各 国 的 关 系

。

穆 公 用 由 余 之 策

,

已

“
益 国 二 十
,

开 地 千 里

,

遂 霸 西 戎

” ,
经 过

康

、

共

、

桓 三 代 四

、

五 十 年

,

戎 狄 大 多 已 不

反 叛

,

这 时 更 须 安 抚 它 们

,

以 减 少 后 顾 之

忧

。

华 夏 诸 国 的 齐

、

鲁

、

燕

、

宋

、

陈

、

蔡

、

曹

、

郑 距 离 较 远

,

也 须 和 好

,

使 之 不 与 晋 结

盟

,

实 际 上 也 就 达 到 了 孤 立 晋 的 目 的

。

景 公 贯 彻 这 条 路 线

,

当 时 是 收 到 了 明 显

的 效 果 的

,

残 磐 铭 说

“
溥 蛮 夏 极 事 于 秦

,

即

服
” ,

溥 同 普

, 《 诗
·

小 雅

·

北 山
》 : “

溥

天 之 下
” ,

蛮 夏 迫 不 及 待 地 事 奉 于 秦

,

这 话

出 自 秦 人 之 口
,

虽 不 无 夸 大 之 嫌

,

但 从 另 一

个 角 度 也 反 映 出 景 公 初 年 秦 国 力 之 强 盛

。

正

因 秦 国 力 强 大

,

使 晋 不 敢 再 轻 视 它

。

景 公 二

十 八 年 ( 鲁襄公 二十 四 年 )
,

秦 ;晋修成
,

“
晋 韩 起 来 茫 盟

,

公 子 缄 入 晋 在 盟

。 ”
晋 人

对 此 极 为 重 视
,

以 致 晋 上 卿 叔 向 为 挑 选 接 待

人 员 而 颇 费 心 思

,

他 曾 告 诫 行 人 子 员

: “
今

日 之 事 幸 而 集
,

晋 国 赖 之
,
不 集
,

三 军 暴

骨

。 ”
晋 之 所 以 如 此 客 气 地 对 待 秦 国 代 表 公

子 缄
,

就 在 于 秦 是 一 个 强 硬 的 对 手

。

有 趣 的 是

,

与 景 公 同 时 的 晋 悼 公

,

也 采

取 过 类 似 的 外 交 路 线

。

晋 悼 公 十 一 年 ( 秦景

公十五年 )
,

悼 公

“
赐 魏 绛 乐
,

日
: `

自 吾

用 魏 绛

,

九 合 诸 侯

,

和 戎 狄

,

魏 子 之 力

也

, ” L
。

所 谓

“
和 戎 狄

” “
合 诸 侯

” ,

戎

狄 即 蛮

,

诸 侯 即 夏

,
和 即 柔 燮

。

可 见 当 时 的

大 国 大 多 执 行 这 样 的 外 交 路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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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楚
结 盟

,

共 同 对 晋

秦 从 穆 公 时 起

,

贯 彻 东 进 政 策

,

与 晋 矛

盾 日 益 突 出

。

穆 公 后 期 屡 与 晋 战

,

康 公

、

共

公 二 代

,

与 晋 战 凡 九 次

,

为 了 对 付 强 大 的 晋

国

,

秦 与 楚 逐 步 结 成 联 盟

。

晋 厉 公 三 年 ( 前

57 8年 )
,

晋 使 吕 相 宣 布 对 秦 绝 交

,

他 说 秦 穆

公 曾

“
即 楚 谋 我

” ,
这 说 明 在 那 时 秦 楚 已 经

有 了 结 盟 的 迹 象

。

在 吕 相 绝 秦 的 第 二 年 ( 晋

厉公 四年
,

秦 桓 公 二 十 七 年 )
,

晋 厉 公 率 齐

、

宋

、

卫

、

郑 等 国 与 秦 战 子 麻 隧

,

秦 师 败 绩

,

从 此 秦 晋 关 系 彻 底 破 裂

。

麻 隧 之 战 后 一 年

,

秦 桓 公 卒

,

景 公 即 位

。

面 对 当 时 秦 新 败 之 后

,

元 气 大 伤

,

而 晋 又 步 步 紧 逼 的 局 面

,

景 公 采

取 措 施

,

进 一 步 加 强 楚 秦 联 盟

。

从 楚 国 方 面 讲

,

当 时 也 有 与 秦 结 盟 的 需

要

。

楚 共 王 十 六 年 ( 秦景公 二年
,

前
5 75 年 )
,

晋

、

楚 都 陵 之 战

,

楚 军 大 败

,

共 王 伤 目

,

亦

无 力 单 独 与 晋 抗 衡

。

秦 楚 结 盟 之 后

,

两 国 在 军 事 活 动 中 互 相

支 援

。

景 公 十 三 年 ( 前 56 4年 )
, “

秦 景 公 使

士 雅 乞 师 于 楚
,

将 以 伐 晋

,

楚 子 许 之

。 ”
楚

子 的 决 定 遭 到 子 囊 的 反 对
,

但 楚 子 坚 持 自
己

的 决 定

。

他 说

: “
吾 既 许 之 矣

,

虽 不 及 晋

,

必 将 出 师

。 ”
于 是 这 年 秋 天

, “
楚 子 师 于 武

城 以 为 秦 援
” @
,

楚 军 在 这 次 战 斗 中 对 晋 形

成 了 牵 制 与 震 慑

。

虽 然 这 次 战 争 可 能 规 模 不

大

, 《 史 记 》 的 《 秦 本 纪 》
、

《 晋 世 家 》
、

《 十 二 诸 侯 年 表 》 均 未 记 胜 否
,

但 看 来 晋 没

L 《 史 记
·

晋
世

家 》 : 《 左 传
·

襄
公 四

年
》

。

L 《 左 传
·

襄
公

九 年 >
.

飞

沙

以



, 《 左 传 》 说 当 时
“

晋 饥
,

弗 能 报 也

” ,

所 以 第 二 年 晋 才 又 一 次

“
伐 秦

” ,
以 图 报 此

年 之 仇

。

景 公 十 五 年

, “
楚 子 囊 乞 师 于 秦

。

秦 右 大 夫 詹 率 帅 从 楚 子

,

将 以 伐 郑

。 ” L 郑 处

晋 楚 两 大 国 之 间
,

虽 然 多 持 中 立

,

但 有 时 对

晋 稍 亲 近

,

楚 之 伐 郑

,

实 际 上 是 为 了 削 弱 晋

。

景 公 十 六 年

, “
楚 子 囊

、

秦 庶 长 无 地 伐 朱

,

师 于 扬 梁

,

以 报 晋 之 取 郑 也

。 ” L 景 公 三 十

年
, “

楚 子
、

秦 人 侵 昊

,

及 零 娄

,

闻 吴 有 备

而 还

。 ” O 昊
、

宋 是 晋 的 盟 国

、

故 秦

、

楚 合

力 伐 之

。

为 了 巩 固 秦 楚 联 盟

,

秦 景 公 将 自 己 的 妹

妹 嫁 给 楚 共 王

。
《 左 传

·

襄 公 十 二 年
》 :

“
秦 赢 归 于 楚

,

楚 司 马 子 庚 聘 于 秦

,

为 夫 人

宁

,

礼 也

。 ”
杜 注
: “

秦 景 公 妹 为 楚 庄 王 夫

人
。 ” “

子 庚

、

庄 王 子 午 也

。

诸 侯 夫 人 父 母

既 没

,

归 宁 使 卿

,

故
日

礼

。 ”
以 联 姻 增 进 两

国 感 情

,

这 是 春 秋 诸 侯 经 常 使 用 的 手 段

。

四 秦 景 公 的 军 事 活 动

秦 景 公 因 为 贯 彻 了 适 合 国 内 外 情 势 的 内

政

、

外 交 政 策

,

所 以 他 在 位 时 秦 的 国 力 是 比

较 强 盛 的

,

在 军 事 活 动 中 也 取 得 了 不 少 胜

利

。

秦 景 公 十 五 年 冬

,

秦 使 庶 长 鲍

、

庶 长 武

帅 师 伐 晋

,

这 是 秦 采 取 的 一 次 主 动 行 动

,

目

的 是 为 了 救 郑

。

鲍 先 入 晋 地

,

而 晋 军 统 帅 士

妨 轻 视 秦 军

, “
弗 设 备

” ,
后 武 又 济 自 辅 氏

( 今 陕西大荔 县地 )
,

两 军 夹 击

,

败 晋 军 于

栋 ( 晋地 ) ⑧
。

《 左 传 》 评 论 这 次 战 争 说
:

“
晋 师 败 绩
,

易 秦 故

一

也

。 ”

晋 悼 公 当 时 是 诸 侯 盟 主
,

他 不 甘 心 失 败

,

遂 于 三 年 之 后

, “
使 六 卿 率 诸 侯 伐 秦

。 ”
所

率 者 有 鲁 叔 孙 豹

、

齐 崔 抒

、

宋 华 阅

、

卫 北 宫

括

、

郑 公 孙 蛋

,

以 及 曹 人

、

营 人

、

郑 人

、

滕

人

、

薛 也

、

小 郑 人

,

这 是 一 支 十 三 个 诸 侯 国

组 成 的 联 军

,

气 势 汹 汹

,

似 乎 可 以 一 举 灭 掉

秦 国

。

这 次 战 争 的 胜 败 情 形

,

诸 书 记 载 不 一

。

《 史 记
·

晋 世 家
》 说
: “

渡 径
,

大 败 秦 军

,

至 拭 林 而 去

。 ,, 《 十 二 诸 侯 年 表 》 说
:

“ ( 晋 ) 率诸侯大夫伐秦
,

败 杖 林

。 ” 《 秦

本 纪 》 说
: “

秦 军 走
,

晋 兵 追 之

,

遂 渡 径

,

至 械 林 而 还

。 ”
显 然 认 为 秦 失 败 了

。

但
《 左

传
·

襄 公 十 四 年
》 却 说
: “

秦 人 毒 径 上 流
,

师 人 多 死

。 ” 《 左 传 》 还 指 出 了 诸 侯 之 师 失

败 的 原 因 在 于 内 部 不 团 结
,

首 先 是 在 渡 过 径

河 的 问 题 上 有 分 歧
,
其 次 是 在 作 战 时 机 的 选

择 及 具 体 的 作 战 方 案 上
,

晋 军 统 帅 荀 堰 和 下

军 帅 架 魔 等 有 分 歧

,

架 魔 又 公 开 闹 分 裂

,

逼

迫 士 鞍

,

致 其 归 秦

。
《 史 记 》 的 有 些 研 究 者

也 认 为 《 史 记 》 的 说 法 不 对
,

如 梁 玉 绳 说

:

“
此 迁 延 之 役

,

不 可 言 败

。 ” @ 日人 浅 川 资

言 也 说
: “

此 迁 延 之 役
,

此 言 败 秦 军

、

秦 军

走

, 《 年 表 》 亦 然
,

与
《 左 传 》 相 反

。 ” ⑧

看 来 这 次 战 争 应 如 《 左 传 》 所 说
,

是 以 秦 人

胜 利

,

诸 侯 之 师 失 败 而 告 终 的

。

秦 人 在 这 次

战 争 中 运 用 了 诱 敌 深 入 的 战 术

,

并 充 分 利 用

了 敌 人 内 部 的 矛 盾

。

核 林 前 人 多 以 为 在 今 华

县 ( 《 读 史 方 舆 纪 要 》 说
“

械 林 又 名 咸 林

.

今 华

池 也

。 ”

)但 《 左 传 》 在 记 述 诸 侯 之 师 行 军 路

线 先 提 到 径 水
,

然 后 才 提 到
“

至 杖 林 而 还
” ,

其 行 军 路 线 既 是 自 东 而 西

,

则 械 林 必 在 径 水

之 西

。

经 水 至 高 陵
已 入 渭

,

联 军 所 渡 者 可 能

在 径 阳 一 带

,

核 林 可 能 更 在 其 西

。

卢 连 成 同

志
《 周 都 域 郑 考 》 ⑧ 以 为 械 林 即 见 于 金 文 长

由 盔
“

龚 王 在 下 域 皮
”

之 域
,

其 地 出 有

“
杖

” 、 “
年 宫

”
瓦 当 ⑥ ,

这 个 说 法 有 一 定

道 理

,

可 见 联 军 已 深 入 秦 之 腹 心 地 带

,

受 到

秦 的 合 兵 聚 歼

,

结 果 大 败 而 归

。

因 为 秦 景 公 对 晋 取 得 了 军 事 上 的 重 大 胜

(下 转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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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邸

、

肆 鳞 次 栉 比

,

所 谓
“

四 方 珍 奇
,

皆 所 积 集

”
( 见 《 长 安 志 》 卷 /又 )

.

市 场 周 围

是 居 民 住 所

,

规 划 布 局 也 十 分 齐 整

,

共 分 为

一 O 八坊
。

这 布 局 是 中 国 古 代 城 市 规 划 的 典

范

。

唐 东 都 洛 阳 城 的 规 划 布 局 与 之 近 似

,

即

是 宫 殿 和 皇 城 偏 置 西 北

,

市 坊 制 布 局 也 十 分

整 齐

,

占 据 全 城 大 部 分 地 方

。

虽 然 其 繁 荣 不

及 长 安

,

商 业 也 相 当 发 达

。

由 于 都 市 商 业 经 济 的 发 展

,

市 场 太 小 以

及
“

市
” “

坊
”

分 开 设 置 的 城 市 结 构 已 成 为

障 碍
,

这 个 问 题 从 唐 代 中 叶 开 始 暴 露

,

到 北

宋 中 叶 市 坊 制 度 便 彻 底 崩 溃

。

打 破

“
市

”
与

“
坊

“
的 界 限
,

即 打 破 商 业 区 与 居 住 区 严 格

分 离 的 制 度

,

商 店

、

货 栈 随 处 可 设

,

既 可 方

便 市 民

,

又 可 无 限 扩 展 商 业 贸 易 场 所

,

使 商

业 经 济 更 加 繁 荣

。

北 宋 首 都 开 封 尽 管 有 固 定

的 市 场 和 定 期 的 集 市

,

但 是 它 已 打 破 了

“

坊

”

与
“

市
”

之 间 的 界 限
,

城 内 各 处 均 有 手 工 业

作 坊

,

街 道 两 旁 商 店

、

货 栈 林 立

。

营 业 时 间

也 不 受 官 府 限 制

,

既 有 日 市

,

也 有 夜 市

、

晓

市

,

买 卖 通 宵 达 旦
@

。

北 宋 首 都 开 封 因 此 已

成 了 名 副 其 实 的 商 业 城 市

。

也 应 指 出

,

唐 宋 时 期

,

特 别 是 唐 朝

,

通

过 陆 路

、

海 路 几 条

“
丝 绸 之 路

”
和 亚 非 地 区

许 多 国 家 都 有 广 泛 的 经 济 文 化 联 系
。

唐 长 安

已
成 为 国 际 性 商 业 城 市

。

长 安 和 开 封 还 是 文

化 发 达 的 城 市

,

不 仅 聚 集 了 国 内 大 批 文 人 学

士

,

还 有 不 少 国 家 派 人 来 留 学

。

当 时 的 文 学

、

哲 学

、

天 文 学

、

医 学 等 颇 负 盛 名

。

诗 词 歌 赋

、

戏 剧

、

音 乐

、

舞 蹈 流 行 市 井

。

唐 宋 时 期 都 市 已

成 全 国 文 化 中 心

。

综 上 所 述

,

中 国 古 代 都 城 从 单 纯 的 政 治

、

军 事 堡 垒

,

发 展 成 为 政 治

、

经 济 和 文 化 中 心

的 都 市

,

经 历 了 漫 长 的 发 展 过 程

。

在 夏 商 时

期

,

国 都 单 纯 是 君 王 的 政 治 军 事 堡 垒

,

手 工

业 和 集 市 贸 易 均 在 城 外

,

它 们 不 具 有 商 业 经

济 的 职 能

,

故 不 能 视 为 市

。

在 周 代

,

一 些 都

城 内 有 手 工 业 作 坊 的 设 置 和 集 市 场 所

,

但 往

往 置 于 外 郭 城

,

未 能 作 为 城 一 个 必 不 可 少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其 商 业 经 济 职 能 仅 仅 处 于 萌

芽 状 态 或 过 渡 阶 段

。

秦 汉 时 期

,

在 都 城 内 正 式

规 划 设 置 于 手 工 业 作 坊 和 物 品 交 换 的

“

市

” ,

是 都 城 与

“
市

”
正 式 结 合
,

此 时 的 都 城 己 开

始 具 有 城 市 的 性 质

,

始 可 称 为
“

都 市
” 。

唐

宋 时 期

,

都 城 的 商 业 发 展 起 来

, “
市

” 、 “
坊

”

制 使 都 市 具 有 一 般 城 市 的 格 局

。

特 别 是 北 宋

中 叶

,

打 破

“
市

” 、 “
坊

”
严 格 分 隔 的 体 制

,

商 店 货 摊 和 手 工 作 业 坊 随 处 可 设

,

商 业 贸 易

非 常 活 跃

,

此 时 的 都 城 完 全 变 成 了 一 个 商 业

城 市

,

是 古 代 都 市 的 发 达 时 期

,

至 此 都 城 方 变

成 一 个 政 治

、

军 事

、

经 济 和 文 化 的 中 心

,

是

一 个 以 商 业 为 主 体 的 多 功 能 的 城 市

。
、

〔 作 者 李 绍 连
,

河 南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所 副 研 究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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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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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以 晋 国 也 不 敢 轻 视 它

。

景

公 二 十 八 年

,

晋 及 秦 成

。

此 后 晋 国 连 年 内 乱

,

“
公 室 卑 而 六 卿 强

” ⑥ ,
大 大 削 弱 了 力 量

。

到 了 秦 景 公 平 三 十 一 年
(前 54 6年 )
,

由 宋 大 夫

向 戍 牵 头

,

三 晋 及 诸 小 国 为 弥 兵 之 会 于 宋

,

各

国 承 认 齐 楚 秦 晋 为 势 均 力 敌 的 大 国

,

秦 与 晋

终 于 平 起 平 坐 了 ⑤
。

纵 观 秦 景 公 的 一 生

,

可 见 他 基 本 上 继 承

了 自 秦 穆 公 以 来

,

特 别 是 秦 共 公

、

桓 公 所 执

行 的 方 针

、

路 线

:

对 内 重 用 世 族 贤 能

,

巩 固

中 央 政 权

;
对 外 尊 重 周 王 室

,

加 强 与 楚 的 军 事

联 盟

,

对 蛮 戎 及 较 远 的 华 夏 诸 国 采 取 燮 和 安

抚 政 策

,

以 集 中 力 量 对 付 主 要 的 敌 国 晋

。

秦 景

公 在 位 期 间

,

秦 的 国 力 逐 步 强 盛 起 来

,

在 军

事 活 动 中 屡 次 取 胜

。

秦 景 公 是 一 个 有 作 为 的

君 主

,

他 的 历 史 功 绩 是 应 当 予 以 适 当 肯 定 的

。

〔 作 者 王 辉
,

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助 理 研 究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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