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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襄 公 述 论

刘 光 华

秦王底政二十六年 (公元前二二一年 ) 统一六国
,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

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
。

我国古代这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的祖岌就在秦 (今甘肃省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 , 而这个统一王朝的开国始祖
,

就是公元前七七一年
“
始 列 为 诸

侯
” ①的秦襄公

。

秦襄公是秦国的创建者
。

关于他的事迹
,

史书记载比较简略
。

笔者试图利用有限的

资料
,

对襄公建国以前秦人的历史
、

秦国创建的具体情况以及秦襄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

地位作一述论
。

不妥之处
,

敬请同志们指正
。

秦人
,

是我国古史上的一个古老氏族
。

关于它的男系祖先
,

最早可追溯到大业
、

大

费
。

大费
,

司马迁认为就是 伯臀
、

伯益 , 张守节说大费的 父亲
“
大业是皋陶

” 。

②他们

正值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
。

皋陶
、

伯益是东夷族
。

③传说当时东夷族与华夏族

关系密切
,

结成了部落联盟
。

伯益曾
“
与禹平水土

” ,

有功 . 又 “
佐舜调驯鸟兽

,
鸟兽

多驯服
” ,

因而被舜
“ 赐姓赢氏

” 。

禹在位时
,

皋陶
、

伯益先后被部落联盟会议选为禹

的继承人
。

禹死后
,

由于
“
益之佐禹日浅

” ,

禹子启破坏了民主选举部落联盟酋长的制

度
,

杀死伯益④
,

确立了王位世袭的夏王朝
。

关于伯益的后代
“ 子孙或在中国

,

或在夷狄
” ⑥

, “
殷 夏之 间微散

” 。

⑥一支生活

在中原地区
,

一支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区
。

其中费氏一支曾和商汤联合
,

参与了灭夏的斗

争
。

后来
,

大廉一支子孙也归服了商朝
,

并
“
佐殷国

, ,

显 扬于商朝
。

这一支后代的中

淆
,

不知何故于商朝末年
“
在西戎

,

保西垂
” ,

迁徙于西戎居住区
。

后来被周孝王封于

秦的非子
,

就是从这一支繁衍出来的
,

我们称作秦人
,

或叫康秦
。

中濡西迁后的秦人的社会经济情况
,

从文献记载来看
,

畜牧业 比较发达
。

例如西周

中期的造父
, “
以 善御 幸于周缪王

” , 居 于犬丘⑦的非子
, “

好马及畜
,

善养息之
” ,

因此替周孝王
“ 主 马于沂

、

渭之间
,

马大繁息
” 。

所以有的同志认为
, “
秦人在当时还保

存着狩猎
、

游收民族的传统
” 。

⑧不过从已报导的考古资料来看
,

甘肃天水地区古代居

民的社会经济
,

在商
、

周及其以前
,

’

农业就占有很大比重
。

解放初期
,
考古工作者在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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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东部进行过文物古迹的普查工作
,
在渭水

、

西汉水和径水流域
“
有仰韶文化

、

齐家文

化和周代文化遗存
” ,

而且
“
都发现齐家文化压在仰韶文化上面的地层盔压关系

” ,
表

明在时间上的先后继承性 , 遗存集中
,

遗址面积较大
,

堆积层较厚
,

都发现有住室建筑
、

容址
、

斧
、

刀
、

铲
、

纺轮等石器和大量陶器
。

⑧依据这些特征
,

肯定地说其主人过着以

农业 为主的定居生活
。

O 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这种不一致
,

应是当地居民以农业为主

兼营畜农的农牧结合经济的客观反映
。

正是由于畜牧业也比较发展的特点
,

所以周王室要

利用它为自己服务
,

文献中也就保存了这方面的有关记载
。

非子因养马有功
,

周孝 王
“ 分

土为附庸
,

邑之寮
。 ”

关于秦邑的具体所在
, 《史记正义 》 引 “ 《括地志 )) 云

: `

秦州清水县本名秦
,

立姓

邑
, 。

《十三州志 》 云
: `

秦亭
,

秦谷是也
。 ’ ”

这个意见大体是正确的
,

不过 比较简略
。

《水经注》 记载
“ (秦 ) 川有故秦亭

,

非子所封也
。 ”

杨守敬认为
,

秦亭所在的秦川有

广狭二义
,

狭义之秦川因秦水而得名
。

秦水即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的后川河
,

是

清水 (古代又称东亭水
、

桥水
,

即今牛头河 ) 的支流
。

秦水有二源
,

一出大陇山
,

一出

秦谷
,

两源合流后
a
而历秦川

,

川有故秦亭
” ,

此秦川又名长家川
,

即今张家川后川河

河谷地
,

这就是秦邑的具体所在地
。

@ 广义之秦川指清水 (包括其支流 ) 流域
, “

清水

上下
,

咸谓之秦川
” ,

约指今张家川
、

清水两县地
。

@

由于非子被封于秦
,

便使原来的众姓族分为两支
,

一支即以非子封地为中心的秦
,

一支即仍然居于西犬丘的康姓嫡系后代
,

《秦本纪》 称作
“
犬丘大骆之族

” 。

秦
、

戎共居同一地区
,

是友好相处
、

互通婚姻的
。

例如戎族的申国国君就曾对周孝

王说
: “

昔我先哪山之女
,

为戎胃轩妻
,

生中浦
,

以亲故归周
,

保西垂
,

西垂以其故和

睦
。

今我复与大骆 (非子父亲 ) 妻
,

生适子成
。

申骆重婚
,

西戎皆服
” 。

但是 自非子邑

秦之后
,

秦戎关系却发生了变化
。

周厉王时
“ 西戎反王室

,

灭犬丘大骆之族
” ,

一度攻占了

西犬丘
。

周宜王为了对抗西戎
, “

乃以秦仲为大夫
,

诛西戎
。 ”

秦仲战败身亡
,

宜王又
“
召 (秦仲子 ) 庄公昆弟五人

,

与兵七千人
,

使伐西戎
,

破之
。

于是复予秦仲后
,

及其

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
,

为西垂大夫
。

, 秦人的 两支力量大概在和西戎斗争中团结一致
,

取得了胜利
,

为了保存实力便又统一起来
,

其中心在新收复的西犬丘
。

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秦仲
、

庄公政治地位的变化
:
从

“
附于诸侯

” 的附庸晋升为王室的大夫
、

西垂大夫
。

从此
,

秦人就肩负王命
,

名正言顺地替周王室守卫西睡
,

抗拒戎族
。

秦襄公是秦庄公的第二个儿子
,

庄公西垂大夫职务本应由其摘长子世父承袭
,

但世

父立志要替秦仲报仇
,

说
“
戎杀我大父仲

,

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
” ,

因而把西垂大夫

职务让给了弟弟秦襄公
。

襄公于周幽王五年 (公元前七七七年 ) 承袭父位
,

其时正值西

周末年
,

奴隶主贵族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

这时西戎强大
,

它不仅是周王室的严重威

胁
,

也是秦人的严重威胁 ; 庄公打败西戎
,

是得到宣王大力支持的
,

所以西戎之败却不

等于秦人的强大 ; 加之在周王室已经衰弱不能依赖的情况下
,

秦襄公对西戎的斗争策略

有了变化
。

他和世 父相反
,

很有远见
,

在承袭父位的当年
,

即
“
以女弟缪赢为丰王妻

” ,

以改善秦戎间的紧张关系 , 次年
,

他 X 将政治中心从西犬丘东迁到沂
。

L裹公徙济
,

为

以后秦的建国及其东向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二

秦国是秦襄公创建的
。

它的建立
,

与周王室内乱
、

西戎攻入镐京 (今西安市西 ) 有

直接关系
。

如上所述
,

西周末年西戎强大
。

周宣王前期对西北戎族用兵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
,

但后期攻太原戎
、

条戎
、

奔戎以及秦仲伐戎
,

却都遭到了失败必 ;周 幽王即位后 曾重用
“
为

人俊巧
,

善谈好利” 的狱石父作卿士
,

又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 , 而幽王宠爱褒拟
,

废摘

立庶L
,

又终于引发了 各种矛盾的 总爆发
,

促成了西周的灭亡
。

《史记
.

周本纪》记载
.

当幽王三年
,

王之后宫见 (褒拟 ) 而爱之
.

生子伯服
,

竞废申后及太子
,

以褒拟为后
,

伯服为太子
。 … …褒似不好笑

,

幽王欲其笑万方
,

故不笑
。

幽王

为烽淮大鼓
,

有寇至则举烽火
。

诸侯悉至
,

至而无寇
,

爽拟乃大笑
。

幽王悦之
,

为数举烽火
。

其后不信
,

诸侯益亦不至
。

幽王以缺石 父 为卿
,

用事
,

国 人 皆

怨
。

… … 又废申后
,

去太子也
。

申侯怒
,

与绪
、

西夷犬戎攻幽王
。

幽王举烽火

征兵
,

兵莫至
。

遂杀幽王骊山下
,

虏褒拟
,

尽取周赂而去
。

申后的父亲申侯勾结犬戎
,

进攻幽王
,

其目的是企图用武力教训幽王
,

以恢复申后和太

子的合法地位
,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引来的犬戎
,

却把幽王给杀了 , 而犬戎被引诱进玫西

周
,

也不是要取而代之
,

而是为了掠夺
。

不管他们各自出于什么日的
,

历史的现实却是

腐朽
、

没落的西周统治被摧毁了
。

幽王被杀
,

玫入关中的犬戎到处大肆抢掠
,

西垂大夫秦襄公一得 知消息
,

便率领军

队从沂城顺流而下
,

和卫武公率领的军队一起
,

经过激烈的战斗
,

终于打败了犬戎
。

犬

戎
“
尽取周赂而去

” ,

退出了镐京
。

与此同时
,

申侯为了逃避幽王被杀的罪责
,

向各诸

侯发出了
“
勤王

” 的邀请
, “ 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 臼

,

是为平王
” 。

由于镐京遭到了极严重的破坏
,

歧丰之地被犬戎控制着
,

周王室又完全丧失 」
`

抵 御 能

力
,

于是新即位的平王决定迁都
,

以 “
辟戎寇

” 。

在秦襄公等牢领的武装护 卫下
,

平王

“
东迁于雄邑

” ,

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
。

在这次平定戎乱中
, “

秦襄公将兵救周
, .
钱甚力

,

有功
” , 接粉他又

“ 以兵送周平
_

尸 东迁
。

因有这两件特大功劳
,

平王便
“
封襄公为诸侯

” ,

大大提高 J
’

他的 政 治 地

位
。 “

襄公 犷是 怡国
,

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 ,

新建秦国成
一

J’ 与郑
、

宋
、

齐
、

普诸大国平

起平坐 的一员
。

平王在册封秦襄公的命辞中宣布把
“
歧

、

丰之地
”
封赐给秦国

: “
戎无

道
,

侵夺我歧
、 一

卜之地
,

秦能攻逐戎
,

即有其地
。

” 命辞透露了一个严截的事实
,

即犬

戎虽然退出了镐京
,

但并未撤离
“
歧

、

丰之地
” ,

所以平 王才郑贡地将这块沦陷区肠给

秦国
,

其实就是要秦奕公担负起驱逐戎族的艰 巨任务
。

从此
,

秦人与戎族的
一

斗争便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
。

说到这里便有一个太来不成问题的问题
,

需要说几句
。

司马迁石
:

《秦木 纪》 里叙述

平王封赐襄公土地时
,

提出了一个矛盾的说法
。

兹将原文再录于下
: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

赐之歧 以西之地
。
日 : “ 戎 无道

,

侵夺 我 歧
、

丰 之

地
,

秦能攻逐戎
,

即有其地
。 ” 与誓

,

封爵之
。



旬马迁所概括的
“
妈之歧以西之地

” ,

与平王的命辞是框悟的
,

而命辞却是毋 庸 怀 疑

的
。

《秦会要订补》 卷十一 《学校下 》 载
:

.

` 究公鼎铭日 :
天公迁洛

,

歧丰锡公
,

秦之

幽宫
,

鼎截于中
。 ”

歧丰之歧
,

山名
,

也作地名用
。

作地名用的歧
,

指 先 周 古公立父
“
止于歧下

。

… …而营筑城 郭室屋
,

而邑别居之
” L的歧 山以南的歧周

,

其中心地区在

今陕西歧 山县以东扶风县以北两县交界一带的京当
、

黄堆和法门诸公社之间
。

0 歧的方

位既定
,

则
“
歧以西之地

”
大体指渭水以北的沂水两岸

,

包括今陇县
、

沂阳
、

宝鸡
、

凤

翔和歧山等县市
。

这一带早就是秦人活动的地区
,

如非子
“ 主马于沂

、

渭之间
” , “

秦

襄公二年徙都沂
” , 秦襄公列为诸侯的 第二年

,

他还在今凤翔县南的三峙原上
“
乃用驴

驹
、

黄羊
、

抵羊各三
,
祠上帝西畴

。 ”
L这些都说明周平王东迁前后

,
歧西之地是秦人

的活动区
,

不是西戎占领区
。

命辞中所说的
“
歧

、

丰之地
” ,

就是 《史记
·

匈奴列传》

的 a

巾侯怒
,

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
,

遂取周之焦获
,

而居于径
、

渭之间
”

的
“
径

、

渭之间
” ,

指歧周以东至丰京 (今陕西长安西北洋河以西 ) 的广大地区
。

这一

带因被犬戎
“
侵夺

”
并留

“
居

” ,

所 以平王在命辞里明确地指出
: “

秦能攻逐戎
,

即有

其地
” 。

秦襄公十二年 (公元前七六六年 ) “
伐戎而至歧

,

卒
” ,

病死在进军途中L
,

所谓
“
伐戎而至歧” ,

也说明歧西并非犬戎占领区
。

又襄公子文公十六年
“ 以兵伐戎

,

戎败走
。

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
,

地至歧
,

歧以东献之周
。 ” 文公伐戎在歧以东

,

而

且彻底打败了犬戎
, “

戎败走
” ,

收复了
“
歧

、

丰之地
” ,

并将歧
、

丰之民迁于歧西
,

把无人的歧东地奉献给了周室
。

如果平王接纳歧东之地
,

那也只能说明他自食其言
,

不

能作为司马迁
“
赐之歧以西之地

”
说法的依据

。

所以
,

司马迁
“
赐之歧以西之地

” 的说

法与命辞不符
,
其错误是非常清楚的了

。

L

秦襄公平戎救周
,

是两周之际的一个重要事件
。

首先它挽救了巳被犬戎摧毁了的周

王室
。

幽王被杀
,

犬戎攻入宗周
,

据有歧
、

丰之地等
,

对姬姓贵族统治来说决非小事
。

然而 自厉王以来
, 维系姬姓贵族统治和周天子最高权力的宗法制度越来越不起作用

,

那
,

宗庙被毁
,

烽火四起的时刻却无动于衷
,

仅有姬姓的卫武公

和 西垂大夫秦襄公出兵勤王
。

若不是秦襄公等力战犬戎
,

安定王室
,

护卫东迁
,

周王室

的存在将成问题
,

历史进程或将显示 出更加复杂的情况
。

其次
,

对秦襄公平戎救周的行

动
,

我们如果与稍后的伯主作为来对比
,

虽然 他是西垂大夫
,

勤王时还没有日后伯主那

样的政治地位
,

也没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
,

但实际上他的行动却是春秋时代尊王攘夷

的滥旗
。

他的平戎救周不是政治策略
,

而是真心实意的安定
、

卫护周王室
,

这就为春秋

时代各强大诸侯国之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能团结中原诸侯以对抗周边族向

中原地区发展 的策略 口 号的借鉴
,

也是有利于历史发展 的
。

最后
,

司马迁很重视秦襄公

因平戎救周而
“
始列为诸侯

”
这个事件

,

在 《史记》 的 《齐世家 》
、

《鲁世家》
、

《燕

世家》
、

《陈世家》
、

《宋世家 》
、

《晋世家》
、

《楚世家》 以及 《十二诸侯年表》
、

《封禅书 》
、

《匈奴列传》 中都有记录
,

而且在 《秦楚之际月表序 》 里还说 : “
秦起襄

公
,

章于文
、

缪
,

献
、

孝之后
,

稍以蚕食六 国
,

百有余岁
,

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 ”

(班固在 《汉书
·

异姓诸侯王表序》 中也有类似记载 ) 把秦襄公建国作为秦国发展史上



的兴起阶段
。

这个看法是很深刻的
。

所谓
“
秦起襄公

” ,
我以为不仅是说襄公

“
始列为

诸侯
” ,

创建了秦国
,

是秦人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字件 ,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襄公在创建

秦国之时
,

就取得了日后发展的合法条件
。

秦团的发展首先与
“
攻逐

”
西戎有 直 接 关

系
,

尤其向歧
、

丰之地发展
,

是得到了平王明确承认的
,

这实际
_

仁就是承认了
“
被山带

河以为固
”
的关中地区

,

是秦国东向发展的范围
。

秦国发展的第二步就是兼并六国
,

它

据有关中后
,

又经过秦民长期的辛勤劳动
,

关中地区
“ 于天下三分之一

,

而人众不过什

三 , 然量其富
,

什居其六
。 ”

O成 了秦国统一六国最重要的后方基地
。

所 以秦襄公平戎

救周的活动
,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积的意义
。

秦襄公从列为诸侯到死
,

总共只有五年时间
。

在这五年中
,

他的主要活动有两个方

面
,

即同西戎斗争和吸 收先进的周文化
。

新建秦国和西戎的斗争
,

是关系着它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事
,

而斗争的重点
,

主要

在冲破戎族对自己根据地的包围
,

这是秦襄公面临的首要任务
。

不过在西
、

东周之交
,

戎族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运动
。

《后汉书
·

西羌传》

记载
:

及平王之末
,

周遂陵迟
,

戎逼诸夏
,

自陇山以 东
,

及乎伊
、

洛
,

往 往 有

戎
,

于是渭首有狄
、

貌
、

郊
、

冀之戎
,

径北有义渠之戎
,

洛川有大荔之戎
,

润

南有骊戎
,

伊
、

洛间有扬拒
、

泉皋之戎
,

颖首以西有蛮氏之戎
。

戎族各部或从西向东
,

或从北向南迁徙
,

遍布
“
自陇以东

,

及乎伊
、

洛
” 的广大地区

。

随着这种大规模的向黄河中游地区的迁徙
,

戎族的力量便逐渐分散
、

削弱着
,

这对秦国

在陇山以西冲破戎族的包围
,

开拓疆土
,

是十分有利的
。

《史记
·

封禅书》 记载
: “

秦

襄公既侯
,

居西垂
” ,

是说他列为诸侯之后又把国都从济城迁回到西犬丘
,

其目的就是

要解决东进的后顾之虑
,

在润水上游开拓疆土
,

可惜史无记载
,

只好间如
。

大约经过几

年斗争
,

秦国的后方稳固了
,

秦襄公才开始东进伐戎
,

不幸他第一次东进伐戎进军至歧

而身亡
。

秦
、

戎在陇山以西的斗争虽然史无明文记载
,

但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
。

例如秦襄公

的
“
襄

” ,

就是他和戎族斗争的证据
。

我国古代有一种谧法制度
,

就是统治阶级中的
_

卜

层人物死后
,

时人或其后人可依据他生前的主要活动
,

给他一个评价
,

这评价不能长篇

大论
,

只能用一个字表示
,

这就叫
“
溢

” 。

相传溢法是周公旦制定的
。 “

襄
” ,

据张守节

《史记正义
·

溢法解》 所记
:

,’. 日霄有劳日襄
” , “

辟地有德日襄
” 。

秦襄公的后人给

他立这个
“ 溢 ” ,

除了歌颂他平戎救周 ( “ 甲宵有劳
”

) 外
,

也是为了歌颂他和戎族斗

争以开辟强土的功劳的
。

另外
,

《诗
·

秦风 》 有 《小戎》 三章
, 《毛诗序 》 日 : “

美襄

公也
,

备其兵甲以讨西戎
。

西戎方强
,

而征伐不休
” ; 《孔疏》 日 : ,’.

· ·

… 而襄公能悦

以使之
,

国人忘其军旅之苦
,

则矜其甲车之盛
。 ”

@ 说寨公之时
“ 西戎方 强

,

而征伐不

休
” ,

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 而
“ 国人忘其军旅之苦

” ,

上下齐心
,

对付西戎
,

除了

能掠夺奴隶和财物外
,
也是为了开辟疆土

。

秦国和戎族的斗争是长期的
,

襄公时期仅仅是开始
,

它一直继续了几个世纪
。

建国以前的秦人和戎族共处
,

因而其社会存在着浓厚的氏族制 习俗
,

比较落后
。

但

自非子
、

秦仲起
,

因接受周王室册封
,

周文化开始对秦人发生影响
。

例如 《毛诗
·

车邻



字》 日
: “

美秦仲也
。

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形
。 ”

所谓
“
车马礼乐侍御

” ,

在西

周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

他们乘坐的车
,

祭祀
、 ’

宴会时所奏的乐各有不同
,

这不同便是区

分其等级高下的标志
。

秦仲受周宣王册封为西垂大夫
,

享用与西垂大夫身分相 适 应 的
“
车马礼乐侍御

” ,

便使秦人和西戎在文化上发生 了差异
。

而秦襄公列为诸侯之后
,

周

室的礼乐文化对秦国的影响就更大了
,

除了
“
车马礼乐侍御

” 之外
,

又享 有
“ 田 猎 之

事
,

园囿之乐
” ⑧ , 同时

,

还可以
a
与请侯通使聘享

” ,

直接吸收东方诸侯国的先进文

化
。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在三畴原上发现的著名历 史 文 物— 十块园柱形的刻

石
。

因刻石像鼓
,

故称
“
石鼓

” , 每块石鼓上因各刻四言诗一首
,

字体为秦篆 (天兼 )
,

故古文学家把这种文字称作
“
石鼓文

” 。

石鼓文是秦人刻石
,

现在已没有异议了
。

在许

多研究者中
,

郭老认为
: “

石鼓诗 ” 的内容与秦襄公的事迹相符
,

因而断定它是秦襄公

时的遗物
,

是秦襄公平戎救周
,

护送平主东迁
,

受册封为诸侯后凯旋回国作西峙时的纪

功碑 , “
石鼓诗

” 和 《诗经 》 的 《秦风 》
、

《大雅 》 以 及 《小 雅》 的 《车 攻》
、

《吉

日》 等诗
,

在情调
、

风格
、

遣词
、

造句等方面都很类似
,

这又说明秦襄公新建的秦国在

文化上的突飞猛进
。

文化的发展有继承性
,

为什么秦国突然会有如此高度文化水平的诗

歌? 追其原因
,

郭老认为最大可能是周王室东迁时
,

有一批太史之类的官员留了下来
,

并且作了秦国的文化官员
,

替秦襄公做文字工作
, “

石鼓诗
”
就是他们的作品

。

@ 因此

我们可以说
, “

石鼓诗
” 不仅是秦襄公平戎救周的记功碑

,

而且还是秦国接受周文化的

电程碑
。

以上我们谈了秦襄公平戎救周
、

护送平王东迁对历史发展有极积意义
。

襄公和戒族

斗争以开拓疆土
,

仅仅是开始
,

他向东发展也没有越过歧 , 对他接受中原文化
,

我们也

不能无限度的拨高
,
例如 《毛诗

·

兼霞序》 日 : “ 《兼霞》
,

刺襄公也
,

未能用周礼
,

将

无以固其国焉
。 ” 《郑笺》 亦日

: “
今襄公新为诸侯

,

朱习周之礼法
,

故国人未服蔫
。 ,

汉代人对 《兼羡》 的解释
,

基本上反映了秦建国时较中原诸 国落后的状况
。

秦国对中原

文化从
“
失习

”
到习应有一个过程

。

春秋时代的中原各国
,

从经济
、

政治到文化都发生

着重大的变革
,

而秦国还必须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一段后才能赶上去
。

《诗
·

黄鸟》 是秦

国 “
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

” ⑧的诗
,

《秦本纪》 记此事说
:
秦穆公死

, “
从死者百七十

人
” 。

用奴隶殉葬在中原各国已受到舆论谴责的时代
,

秦穆公公然用贵族殉葬
,

其数饭

之大也是惊人的
。

所以从秦襄公开始
,

秦国社会进步较快
,

但它仍比中原各国 大 * 落

后
,

这也是客观现实
。

不过对这种落后也应一分为二
,

正因为秦
“
杂戎狄之俗 , ,

所以

秦襄公列为诸侯后就
“
作西峙用事上帝

” ,

司马迁为认这是僧越周礼L
,

其实正是秦人

蔑视中原传统
,

对周礼无所顾忌的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的表现
。

〔注释〕

《史记
·

十二诊侯午衣 》
。

《 史记
·

秦本纪
·

正 义卜
。

见徐绍 生
:
心申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粉仃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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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历史裸索 》
,

夜哎西北 大手学报 》 哲学社 会杆甲救
.

1 . T8今攀 1期
.

④ 嘴史记
·

秦本 纪 》
、

心夏本 纪 》
.

心夏本 纪 》 没有女代伯几的T 落
,

此处据嘴骨

书
·

来件 传 》 引 《 竹 书纪牛 》
“

益+ 启位
,

启杀之
. 叙理

.

⑥ 嘴史记
·

秦本 纪 》
.

以下未注明 出处之引丈
,

同此
。

⑥ 嘴史记
·

秦始史本纪 》
.

⑦ 一欲认为历史记载中的犬丘布二
,

一在今侠西 兴平县
,

月 此王 t 都于此
; 一在今

甘甫天水市西南
,

也称 西犬丘
、
西垂

,

即汉代的西县
,

昨子所居
.

⑧ 见泣③林文
.

⑧ 甘甫省博物馆
: 嘴甘 肃古 丈化遗存 》

,

载 《 考古 呼报 》 1 9已O牛第 2 期
。

L 金文秦字作.
、

二 慈诸形 ; ` 说 丈解宇 》 :
秦

“
伯益之后所封 国

.

地 宜禾
.

从

禾春声 : 一曰秦
,

禾名
。 ”

都反映 出奋与农业有 1 接关 爪
。

@ 据 ` 孟子
·

万 章 (下 ) 》
“
不 能五十里

,

不达予天子
,

附于诊 侠
,

日 附庸
”
的说

法
,

知昨予初封之地不 大
,

约在今 后川河谷地
.

@ 以上引 文和叙述
,

据杨守准亏水怪注琉 》 卷 I .T

L 嘴史记
·

秦本 纪 》
“

襄公二年
”
下 <正 义 》 引

“

咤括地志卜云
: `

故洲城在陇州

盯 派县 东南三里
。 ’

嘴帝王世纪 》 云
: `

秦札公二年扶今沉
,

即此城
。 ’ ”

郊老

据此认 为
,

《 秦本纪 》 衰公二年
“
四字下有夺丈

” ,

至确
,

几 《 石鼓 丈研究》
,

人 民出版社 19 5 6午版第1 了页
.

开城在个 侠西 陇县附 近
。

。 嘴后汉书
·

西羌传 》
.

@ 嘴史记
·

周 本允 》
.

L 同上
。

0 近午来晓西考古工作者在改仰县的风雏村发杨 了先月 宗庙生筑遗址
,

得到 了大

t 的珍介丈物
,

收获十 分丰富
,

该地 当是周人在周原居住的中心地区
。

详情见

1 0 7 7年 嘴周 原考古 》 第 9 期和 《 丈物通讯 》 第 4期 的报导
。

。 秦襄公
“
祠上 帝西略

”
的年代

,

《 史记
·

十二诸 侯牟表卜列于友公八丰
.

L 据司马迁
“
秦仲为大夫

.

沐西戎
.

西戎杀秦仲
.

秦仲立二 十三年
,

死于戎 ” 的

记叙 法
.

推 测 秦襄公
“
寸二午

,

伐戎而至坟
,

卒
” ,

当足在进军途 中病无
.

L 据 《 寸 三经泣跪 》 本 《 毛诗
·

秦风
·

泰讲》 年玄在嘴灰》 中早扰不月 遨司马

迁的说 法
,

提出了胶公
“
关 兵讨西戎以救周

,

+ 王
“

一 乃以改丰之地踢之
,

始

列 为诸侯
.

道棋有周 西都宗周 狡内八百里之地
”
的 t 见

: 孔箱达同愈郑说
.

在

嘴跳 》 中也指 出
: “

嘴本纪 》 之言不可信也
. ”

不 过他们 虽正确地指 出了司马迁

之借
,

却说衰公
“
退橄有周 西都宗周决内八百 1 之艳

” .

又走刘另一个权端
,

与命辞也不符合
。

⑧ 咤史记
·

货班列传 >
.

@ 《 十三 经 注跳
·

毛诗正 义 >
.

下引 嘴诗 》 同此
.

O 《 毛诗
·

和多序》
.

⑧ 以上据 嘴石鱿 文研 究
·

宜 印开言 》 内容转述
。
工 国维认 为

二
观秦书八体中有

大攀无古丈
” , “

凡 东土之书
,

用古 丈不 用大景
” . “

秦居宗月 故地
.

共丈字

扰有丰
、

偏 之遗
,

故抽 丈与自箱 丈 出之策文
,

其去趁周 古文反杖 东方丈字为近
。 ’ ·

( < 观堂集林
·

战 国时秦用箱六 国用古 丈说 》 ) 王说亦可证年老 之说不埃
.

⑥ 嘴毛诗序》
。

汤 嘴史记
·

六 国午 衣序》 : “
太史 公读 < 秦纪 》

.

至 犬戎败幽王
,

周 东状洛邑 秦

衷公始封为诸侯
.

作 西吟 用事上帝
,

份端 见矣
.

… … 位在藩臣而护于 郊祀
.

君 矛

·

淇岛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