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卷第 4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Vo l.20 , No.4
2005 年 10 月 　　 Journal of Chine se H isto rical Geog raphy Oct., 2005

秦襄公东进关中线路考

徐日辉
(浙江工商大学 , 浙江杭州 , 310035)

[ 提　要] 秦襄公东进关中 , 在秦早期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但就其东拓之路线 ,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笔者

通过实地考察表明 , 秦襄公东进关中所走的路线是由甘肃张川县的秦邑 , 经秦家塬至陕西陇县汧邑的 “秦汧道” 。从

秦邑到汧邑全程约 113 公里 , 其中甘肃境内约 50 公里 , 陕西境内约 63 公里 , 陇山山区约 70 余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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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人东拓是在秦襄公时期 , 而背景则是周幽

王亡国之际。周自懿王而下国力衰落内外交困 ,

惶惶不可终日 , 《史记·周本纪》 一句带过:“共

王崩 , 子懿王囏立 , 懿王之时王室遂衰 , 诗人作

刺。懿王崩 , 共王弟辟方立 , 是为孝王 。孝王

崩 , 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 , 是为夷王。夷王崩 ,

子厉王胡立 。” 所以许倬云先生称: “共王 、 懿

王 、 孝王 、夷王四世 , 周政乏陈 。” ① 懿王时常

被戎所迫 , 曾迁都于废丘以避其锋 。一个堂堂的

周天子连自己的京都不能保证 , 无怪乎史家称其

“戎狄交侵 , 累虐中国。中国被其苦……”②, 当

是真实的写照。由于戎狄经常性对宗周的京畿地

区实施攻击和压迫 , 促使宗周加强其北部与西部

的防务以御戎狄 , 于是地处西垂的秦人得到重用

开始走向舞台 , 非子因此以养马有功便轻而易举

地成为 “附庸” , 而且还得到 “秦” 这块封邑 ,

并号曰秦嬴。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表面现象 , 实质

上是替宗周效命的秦人在陇山西侧所处的重要战

略位置所决定的 , 由于事关宗周安全 , 所以自周

孝王以后秦嬴有事 , 多予支援 , 原因即此。

自孝王下戎狄势力日盛 , 常常逼进京畿 , 迫

使宗周不得不战。史称:“夷王衰弱 , 荒服不朝 ,

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 , 至于俞泉 , 获马千

匹。”③ 对于夷王派兵征伐之事 , 1940年出土于

陕西扶风县任家村的 《禹鼎》④ , 1980年 11 月在

陕西长安县下泉村出土的 《多友鼎》 等铭文中多

有所反映⑤。正是在这特殊的态势下 , 秦与宗周

的命运被联系在一起了 , 形成了相互依靠的新型

关系 , 极大地拓展了秦人的发展空间 , 特别是周

幽王被戎狄杀死 , 在客观上为秦襄公东进关中创

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史记 ·秦本纪》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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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公元前 771年)春 , 周幽王用褒

姒废太子 , 立褒姒子为适 , 数欺诸侯 , 诸侯

叛之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 , 杀周幽王郦山

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 , 战甚力 , 有功 。周

避犬戎难 , 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 赐之岐以西之地。曰:

“戎无道 , 侵夺我岐 、丰之地 , 秦能攻逐戎 ,

即有其地。” 与誓 , 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 ,

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 乃用駵驹 、 黄牛 、羝

羊各三 , 祠上帝西 。

这段记载十分重要 , 它讲述了戎狄内侵京畿

杀死了周幽王。在风云突变宗周存亡的关键时

刻 , 秦襄公不失时机地率领秦军加入到救周 、护

送周的行动之中 ,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秦作

为诸侯国之一 , 随着周幽王的死去和西周国亡 ,

秦襄公就像一颗耀眼的新星 , 利用这一契机从此

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政治上名正言顺地以诸侯的

身份与东方各国享用聘礼平等交往 , 摆脱了长达

百余年附庸的地位;空间上又获准对岐 、丰之地

的拥有权 , 可谓一举两得 , 进入了新的发展历

程。但是秦襄公的崛起是用鲜血铺就的 , 首先是

率兵救周 。

秦襄公率兵救周率领的是秦人自己的部队 ,

而且特别能战斗。军事家们认为此次 “镐京战

役” 在当时勤王的卫军 、 晋军 、郑军和秦军这四

支部队中 , 惟有 “秦襄公指挥的秦军 , 习惯于对

戎战斗 , 因而给犬戎兵杀伤最大”①。所以 , 战

后秦军的封赏也最大 。那么 , 秦襄公率领的勤王

之军是从那里出发 , 其行军路线又是如何 , 史书

没有明确的记载 , 因此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之谜。

综合诸书记载与战场态势分析 , 当时秦襄公

所处的位置有两种可能 , 一是在陇山以西的今甘

肃礼县的西垂宫 、甘肃张川县城南的瓦泉一带的

秦邑 (秦亭)②;二是在关中的汧邑 , 并开始蚕

食周土。从当时秦军的反映灵敏行动迅速看 , 极

有可能就在陇山以东的汧邑一带。因此 , 当得知

周幽王被围时秦襄公立即率兵南下营救 , 在第一

时间与戎狄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 夺得了头功 。救

周战役结束后 , 秦襄公又调整战略部署 , 不失时

机地配合申侯保护周平王东迁 。因此我认为秦襄

公兵进关中的路线 , 当与其都汧相关 。 《史记 ·

秦本纪》 载:

庄公立四十四年 , 卒 , 太子襄公代立。

襄公元年 (前 777 年), 以女弟缪嬴为丰王

妻。襄公二年 (前 776 年), 戎围犬丘 , 世

父击之 , 为西戎所虏 。岁余 , 复归世父 。

庄公死后 , 秦襄公面对戎人强大的势力 , 采

取了怀柔政策 , 将妹妹嫁给戎人领袖 , 企图以和

亲的手段来减轻戎人对秦的压力 , 但未能奏效。

第二年戎人又一次围攻西犬丘 。一心要杀死戎王

的世父与之战斗 , 不料失利被俘 , 一年后才被释

放 , 一腔豪言壮语化为灰烬。然而 , 此时此刻的

秦襄公人在何处 , 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 , 便成为

秦史研究中的一个悬案。

二

关于秦襄公二年的行踪 , 有两个问题一直为

学术界诉讼不清。其一 , 在西犬丘被围世父被俘

之际秦襄公人在何处 , 是在战场还是另在别处?

其二 , 若在别处 , 则又是什么地方 ? 《史记》 没

有记载。幸好张守节在注 《史记·秦本纪》 时为

我们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

《括地志》 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

南三里。” 《帝王世纪》 云:“秦襄公二年徙

都汧 , 即此城。”

这条材料表明秦襄公当时不仅不在戎人围攻

西犬丘的战场 , 而且已经逾过陇山东徙于汧 。也

就是说秦襄公留世父看守西垂老家 , 自己则越过

陇山去实现周平王 “戎无道 , 侵夺我岐 、 丰之

地 , 秦能攻逐戎 , 即有其地” 的许诺③, 发展

关中 。

对于后出的这条材料学者们反映不一 , 有人

认为 “襄公迁汧之说乃 《括地志》 引文时的讹

误” ④, 不可靠。有人认为该说可信 , 并有考古

发现可以证明 。自 1979年以来 , 先后在陕西陇

县城东南 5公里处汧河南岸的边家庄一带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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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座春秋秦墓①, 其中 1979年发现残墓一座 ,

出土了五鼎四簋等青铜礼器一百多件 。1982年

发现一座残墓 , 出土了铜铃 、 车马饰等青铜器五

百余件②。1986年 3月 21 日 , 村民在取土时又

发现一座残墓 , 出土了五鼎四簋等青铜礼器以及

铜盘 、 铜戈 、 铜箭 、 马衔 、 玛瑙等 1034 件③。

其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 宝鸡市考古队和陇县图

书博物馆于 1986年冬进行了联合发掘 , 共发掘

墓葬 28座 , 出土鼎 、 簋 、 甗 、 盘 、 盉等青铜器

及其它文物三千余件④。对此 , 大家意识到此处

可能就是 《史记》 缺载的秦都之一 “汧” 。后来

专家们又通过陇县店子秦墓的发掘认为:在距离

边家庄磨儿塬西北 1.5公里处有一座春秋古城 ,

依据考古调查和钻探以及该城邑的位置 、规模等

推断 , “该遗址即为秦襄公所徙之汧邑之所

在” ⑤, 即今陕西陇县县城东南 6.5 公里处的磨

儿原一带⑥。考古技术与历史文献的相吻合 , 使

不少学者重新认识到 “汧” 确为秦襄公所都 。

汧 , 位于陇山东侧 , 是当时由关中通往 “西

垂” 的第一重地;秦邑 , 位于陇山西侧 , 是由

“西垂” 通往关中的第一重地 , 两地以陇山为险 ,

一东一西遥相呼应 。陇山有大陇山和小陇山之

分 , 大陇山即今六盘山。小陇山为六盘山之支

脉 , 呈南北走向 。 “西北起石庙子梁 , 东南至陕

西陇县关山梁 , 全长 50公里。海拔 2005 米 ～

2659.4米 , 山脊线均高 2350米 , 最高点为秦家

石洼梁 2659.4 米”⑦ , 横亘在甘 、 陕西省之间 ,

著名的秦水 、汧水均发源于此 。陇山在先秦时期

从地理上充当着华夏与西戎的界山 , 张衡在 《西

京赋》 称:“秦里其朔 , 寔为咸阳。左有崤函重

险桃林之塞 , ……右有陇坻之隘 , 隔阂华戎 , 岐

梁汧雍 , 陈宝鸣鸡在焉。” 正是因为陇山以西为

西戎聚居地 , 而且又经常翻越陇山侵入宗周京

畿 , 所以周派秦人保西垂 , 其目的之一就是让秦

人看护这条进出关中的战略交通线 , 以确保关中

的西部安全。事实上 , 秦人在看守 “陇山道” 的

同时 , 也为自己带来了便利 , 否则秦襄公二年就

不可能顺利地东徙至汧。因此 , 在渗透关中的行

动中 , 以秦邑为大本营向汧邑发展是必然趋势 ,

秦襄公第一站以汧为都邑 , 并作为东进的桥头

堡 , 立足塬上俯瞰关中 , 伺机发展自在情理

之中 。

秦襄公迁都 “汧” 及东进关中的线路 , 我在

1983年发表的 《街亭考》 中首次提出 , 称之为

“陇山道”⑧;其后在 1985 年的 《麦积山石窟历

史散论》 等文章中曾专门简约论证⑨, 即以陇山

为屏障的联系陇右与关中的一条交通要道。20

多年过去了 , 经本人实地踏勘的积累再结合近年

来的考古发现予以补充。

三

古代由甘肃翻越陇山进入关中 , 通称为 “陇

山道” , 但从时间上 、走向上又可分为三条大道:

一条是由秦邑经秦家塬至汧邑 , 今我称之为 “秦

汧道” ;一条是由秦邑 ———恭门———陇县的老爷

岭 , 或称 “陇关道” , 该道开始于东汉 , 有部分

与 “秦汧道” 相接;一条是由清水———长宁驿

———咸宜关———陇县的 “长宁驿道” , 或称 “咸

宜道” , 该道时间较晚 , 是明正统年间 (公元

1426 ～ 1449年)开凿的。

三条道路中最早的是 “秦汧道” , 至少在周

代以前就已经开通。秦人为宗周所守卫的正是该

道。秦襄公东进关中 、 迁都于汧走的也正是此

道。其具体走向是:

从秦非子所建的秦邑 (今甘肃张川县城南瓦

泉村)向东南行 , 行 16 公里至恭门镇。恭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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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弓门堡 , 民国年间改为 “恭门” 。弓门堡系

秦昭王十四年 (公元前 293年)大将白起所筑 ,

又名白起堡。旨在防御戎狄入侵。遗址在镇东南

西黎家小河村之山岗上。该堡依山傍水 , 扼守交

通 , 十分险要。“现残存堡墙高约 2 ～ 4米 , 围长

约 300米 , 面积 250平方米。 ……在堡墙东边的

断层崖上暴露出大量人 、 马骨骼及秦 、 汉 、 宋代

砖瓦 、灰陶片和琉璃构件等 。1975 年平田整地

时 , 挖出不少兵器 , 其中有秦代六棱铜铁复合殳

1件”①。近年来 , 又有秦早期的铜镞及矛出土 ,

部分已流入文物市场。恭门地势险要 , 是出入

甘 、陕的第一关口。宋太平兴国二年 (公元 977

年)王琦率领军民在今镇子上建起弓门寨 , 以抗

击金人的入侵。建炎四年 (公元 1130年)秦陇

相继落入金人 , “金人立招降旗榜 , 改年号阜昌 ,

从皆拜 , 琦独不屈” , 并与金坚持战斗 , 后来被

俘遇害②。自宋而下历代在此都有驻兵 , 直至

1926 年为止。

由恭门向东北继续行 , 进入陇山腹地 , 行

21公里便到了河峪。河峪 , 为 “秦汧道” 又一

要塞 , 至今仍有古道痕迹 , 十分清楚。并且在路

旁向阳的崖下还有一通修路碑 。20世纪 90年代

初 , 我应张川县博物馆 、 地方志办公室的邀请 ,

在大雪放晴后专程前往考察该路及碑刻 。该碑因

长年遭受风雨侵蚀 , 再加上人为破坏 , 待我与张

川县博物馆长崔俊峰 、县志办主任安耀民及马玉

琴前去考察时已漫漶不清 。仅存以下碑文:

　　(汉)和平元年岁庚寅……

　　故阿阳太守◆君讳◆字伯喜……

　　巳先汉置◆◆子封爵田畦君……

　　令幽州刺史部守◆◆民之……

　　有虑深远之羌◆尔难……◆明……

　　从瑕荒之不毕 ◆怨命……修……

　　唯乃睠西顾命君守邑……

　　◆怀远人岁丰情尔……

　　吏民追思泪◆惠……邽怀……

　　◆君德◆绝 ……主子

　　……公素俭约

　　明◆功实往古……财费国邦……

　　……阳赵億建造

和平 , 东汉桓帝年号 , 元年即公元 150 年 ,

这是甘肃省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 , 距今已有

1855年之久 。从残存的文字中可以揣测出当年

有关整修 “陇山道” 的一些情况。此碑当为 《阿

(河)阳 (重)修路碑》 , 东汉时期曾经大规模地

整修过 “陇山道” 、 “陇蜀道” , 即从陕西关中至

甘肃天水 , 再由天水至四川的道路 。在这条 “陇

蜀道” 上现存有甘肃成县之 《西狭颂》 、陕西略

阳之 《郙阁颂》 等 , 都反映了公元 150年～ 公元

172年前后整修 “陇山道” 、 “陇蜀道” 的情景。

“赵億” , 即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赵壹 (乙)。碑中

所提阿阳太守 , 我怀疑是 《西狭颂》 中 “汉武都

太守汉阳阿阳太守讳翕 , 字伯都” 及 《郙阁颂》

中 “汉阳阿阳李君讳翕讳伯都” 之李翕③。 《西

狭颂》 刻于东汉建宁四年 (公元 171年), 《郙阁

颂》 刻于建宁五年 (公元 172年), 两颂都是记

载李翕整修 “陇蜀道” 的事迹 。而 《阿阳碑》 所

记载正是 “陇蜀道” 工程的中一部分——— “陇山

道” , 因此石刻所提阿阳太守极有可能就是李翕。

不过在时间上却要早于 《西狭颂》 与 《郙阁颂》

20多年。由此我们也可得出:东汉年间整修

“陇蜀道” 是从关中开始 , 先修 “陇山道” , 然后

再修经天水以南的成县 、 略阳抵达四川的道路。

碑文中的 “邽” , 即上邽 , 今甘肃天水市。这条

路也是公元 31年 、 32年刘秀率军上陇 , 灭隗嚣

平公孙述等所走过的道路④。

由河峪东北行约 10公里是分水岭 , 便进入

汧河流域 。由分水岭向南下行约 3公里是一块丰

美的开阔的台地 , 这就是秦家塬。秦家塬处在四

面环山的台地上 , 约有三百亩地 , 此处原为秦人

后裔所住 , 现已无人 。但依据地形及环境 , 可能

有文物埋于地下 , 不过尚须打探才行。

由秦邑至恭门 16公里;由恭门至秦家塬 34

公里 , 全程 50公里 。

由秦家塬南下行便进入陕西省的陇县。再行

3公里到花园冒 , 是古道分岔口 。向北溯汧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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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三颂专辑》 ,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 1993 年。

徐日辉: 《街亭丛考》 , 甘肃人民出版社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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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可达萧关 , 这便是赫赫有名的 “回中道”。

再南行到固关 、 陇县 、磨儿塬 。由秦家塬至陇县

磨儿塬汧都约 63公里。

“秦汧道” 全程大体为 113公里 , 其中甘肃

境内约 50公里 , 陕西境内 63公里 。陇山山区约

70余公里。

这是一条秦人在发展过程中赖以生存的交通

线 , 作为最早开通进入关中的主要干道 , 有着十

分重要的军事意义和经济意义 。秦非子被周孝王

封为附庸 , 邑之于陇山西侧的 “秦” , 目的有两

个:一是继续让秦人为其养马及畜;另一个就是

见秦人忠心 , 将出入关中的陇山要道交给秦人看

管 , 替周王室看守西部边垂 , 其政治 、 军事目的

都是十分明确的 。后来周王封秦仲为大夫 , 秦庄

公为 “西垂大夫” 者 , 原因即此。事实证明秦人

对沟通和保护陇山两侧的交通 , 贡献是巨大的 ,

随着历史的发展 , 该道路又成为丝绸之路的有机

部分 。

这还是一条饱含血泪与艰辛和充满着希望与

生机的古道 , 他目睹了秦人在西方艰韧不拔 、生

生不息的奋斗历程 , 如果有机会让研究者亲自踏

勘一趟 , 才能真正领悟道秦人死后头西面东的寓

意所在。就是在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支撑下 , 秦

人终于在襄公的带领下 , 越过陇山东进关中 , 将

他们的希望一步步变为现实。因此 , 无论从哪个

角度讲这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 所以先秦诸多典

籍多有记载 , 而司马迁除了在 《秦本纪》 中专述

之外 , 还在 《秦始皇本纪》 、 《十二诸侯年表》、

《六国年表序》 、 《秦楚之际月表》 、 《封禅书》、

《齐太公世家》 、 《鲁周公世家》 、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 《晋世家》、 《楚世家》 、 《匈奴列传》

等篇目中不厌其烦地重复秦襄公始国之事 , 其意

义之重大由此可见。

The Study to the Line of East-Bound to Guanzhong of Qin Xianggong

Xu Rihui

(Zhejiang Business University , Hangz hou , Zhejiang , 310035)

Abstract :The East-bound to G uanzhong of Qin Xianggong had the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t ime of Qin dynasty.Howeve r , the histo ry book had no t been clear about

the record on its east-bound line.The autho r indicated through the on-the-spo t investigation that the

line o f east-bound to Guanzhong o f Qin Xianggong w as f rom Qiny i , Zhangchuan County , Gansu prov-

ince , to “Qin Qian Dao” in Long County , Shaanxi province , through Qin Jiayuan.The whole line w as

about 113 kilome tres , inculding the 50 kilometres in Gansu province , 63 kilometres in Shaanxi prov-

ince , and 70 kilometres in Long shan mountainous area.

Key words:Qin Xianggong ;“Qin Qian Dao”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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