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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秦部族经过秦仲、庄公、襄公三代的励精图治，实力迅猛发展。西周末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

秦襄公率兵抗戎救周。此时已拥有诸侯实力的秦襄公，其职位却仅是西垂大夫。低级的政治地位已经阻碍

了秦的发展。因此谋求一个与自身实力相当的诸侯称号成为秦襄公最迫切的政治需要。

一、秣马厉兵，扬威西垂

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秦仲在这次战役中被西戎杀死。而后，周宣王又借给秦庄公七千兵

卒，使得秦人实力大增，并且打败西戎。在这次战胜西戎之后，周宣王将原“大骆犬丘”的属地全部划给

秦庄公管辖并封其为西垂大夫，使得秦庄公在周王朝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秦人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在

周的西方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并且这种实力到了秦襄公的时候已经开始展现了。
《史记·秦本纪》载：“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

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
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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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

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 [1] 179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秦襄公在当时职务应该是西垂大夫。作为一个大夫，秦襄公为何能赶走强大的

犬戎？笔者将从秦仲、秦庄公、秦襄公三个时期讨论秦国强大军事实力的由来。
1. 秦仲时期。《诗经·秦风·车邻》曰：“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毛诗正义》

曰：“作《车邻》诗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国始大，又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

秦自非子以来，世为附庸，其国仍小，至今秦仲而国土大矣。” [2] 409 徐日晖先生认为:“从军事角度出发，

《车邻》反映出的不仅仅赞扬额头上有白毛的好马，包括具有戎车性质的车队。”[3]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2] 755

既然周宣王允许秦仲拥有“车马礼乐侍御”的待遇，那么很可能允许秦仲以车马装备军队。在《诗·小雅·
六月》中提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

国。” [2] 409 玁狁侵犯周的疆土，周宣王派其大臣吉甫率领着以战车为主力的军队保卫国家。“周宣王即位，

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 [1] 179 吉甫征玁狁，秦仲征西戎。二人都在周宣王时期进行了类似的征伐活动，

所以秦仲在征伐西戎的过程中很可能使用战车。
2. 秦庄公时期。《不其簋》铭文记有：“王令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 （擒） 余命汝御追于 （略），汝

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的政治目的微探
翟佳迪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周幽王十一年，申侯联合缯、许和犬戎等势力反抗周幽王，从而导致西周灭亡。而后出现了两周

之际“二王并立”的局面。在晋文公杀掉周携王后，周平王随之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破败的镐京已无法

再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洛邑成为了新的都城。在平王东迁洛邑的过程中，秦襄公承担了主要的护送任务。
秦襄公护驾迁都，表面上看是维护周王室共主地位，其实质是为谋求晋封诸侯称号、孤立平王、壮大自己势力

等最为迫切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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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车宕伐玁狁于高陶，汝多折首执讯”。[4] 因为秦庄公名其，“不”字在青铜铭文中多无实际意义，所以

李学勤先生认为“不其”可能就是秦庄公。 [5] 而杜勇先生则通过虢季子白盘铭文和不其簋铭文的对比得出

了秦庄公就是“不其”的结论。[6] 因此由不其簋铭文可以看出，秦庄公已经用战车和玁狁作战了。
3. 秦襄公时期。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可知，1934 年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发现了大型车马坑 k1。报

告称：“k1 大型车马坑，平面呈瓦刀形，东西向，全长 36.5 米。坑道位于车马坑东部，长 21.85 米、宽

9.5 米、深 5.4 米……坑内原有殉车 4 排，每排并列三乘，共 12 乘。” [7] 依据墓中出土器物、墓葬规制和

相关文献，戴春阳先生进而推断出礼县秦墓的主人就是秦庄公之子秦襄公。大量的战车用来陪葬，说明车

战已经是秦襄公时期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了。
此外，《诗·秦风·小戎》：“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

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騧是中，骝骊是骖。”《正义》曰：“作

《小戎》诗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备具其兵甲，以征讨西方之戎。” [2] 414《小戎》诗反映的正是秦襄公指派

盛大的车兵去征伐西戎的事件。综合礼县大堡子山秦襄公墓的出土资料和《小戎》诗的记载，在秦襄公时

期，秦的车兵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
根据《春秋会要》载： （鲁） 庄公二十八年，左传：秋， （楚） 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鲁） 闵公二

年，左传：齐侯使公子无亏师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鲁） 僖公二十八年，左传：晋车七百乘，

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 [8] 楚、齐、晋均在春秋时期做过霸主，而此三国出兵征伐必

有战车。与此可见，车兵已经成为当时大国的重要军事力量，已经代表了春秋初期先进的军事水平。生活

在两周之际的秦襄公，单从其军事装备看已经不逊于东方国家了。
装备先进并不是秦强大的唯一因素。据《史记·秦本纪》载：“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

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造父善御而

得幸于周繆 （穆） 王……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1] 174—177 蜚廉、恶来、造父、非子皆秦之祖

先。蜚廉天生有神力，恶来擅长疾走。造父善于驾车，非子喜好养马。可见秦之一族本身就有着较为出色

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驾车育马技术。
秦人长期和西戎作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再结合自身出色的身体素质、良好的驾车养马技术和

当时一流的军事装备———战车，两周之际的秦早已不是那个要向周王室借兵才能抗击外敌的秦了。骊山一

役，秦襄公“将兵救周”充分展示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的秦襄公虽无诸侯之名，但已有诸侯之实，

寻求一个相应的名号已成为秦襄公发展大计中的头等任务了。

二、拥“携”望“平”，审时度势

《史记·周本纪》载： （幽王） 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

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公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1] 149 周幽

王废掉申后和太子，申侯一怒之下联合缯、犬戎等势力灭掉了周幽王。废掉王后和太子是周王的权力，申

侯却不尊王命，以下犯上，导致后来宜臼登上王位，虽有周王之名，却难以服众。《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曰：“（伯盘） 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

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2] 1509《清华简·系年》第二章

载：“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 [9] 依据《古本竹书纪年》
和 《系年》记载，幽王虽死，但是因为平王得位不正，故虢公又立幽王弟余臣为携王，与平王分庭抗礼。
相比于弑父叛君的周平王，周携王才是幽王势力扶持起来的正统继承人。

携王、平王并立于世，天下出现两个君主，各路诸侯实际上已分立成三大阵营，即平王派、携王派和

中立派。
1. 平王派。主要成员有申、吕、许、缯 （鄫、曾）、犬戎。《史记·周本纪》载： （幽王） 又废申后，

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1] 149《国语·郑语》载史伯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

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已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

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 [10] 475 申国是太子宜臼的母舅之国，也是平王最信赖

的政治力量。缯、吕、犬戎与申结盟共伐幽王，是申侯的重要盟友。

翟佳迪：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的政治目的微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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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曰：“（伯盘） 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

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 [2] 1509《国语·晋语一》载史苏曰：“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

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

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 [10] 250—251 依《古本竹书纪年》，申国的盟友又多了许文公和鲁侯。杨宽先生认为：

“缯或鄫，即曾国，姒姓，原在今河南方城北，即春秋时代所谓的缯关。” [11] 今采纳杨先生观点。王玉哲

先生认为：“鲁候疑为郑侯之讹。按申之立平王，鲁本不赞成。故平王立后，鲁不行报聘之礼：平王崩鲁

不奔丧。是知《纪年》此处鲁侯为不实。” [12] 杨宽先生认为：“鲁侯当为曾侯之误。鲁侯远在今山东曲

阜，不可能与申、许共立平王于申。” [12] 王雷生先生同样赞同“鲁候”应为后人笔误且认为“鲁”当为

“吕”之误。 [13] 钱穆先生认为：“鲁乃周室东方封建最亲、最主要之国家，故申、许、郑三国乃假托其

名”。 [14] 四位先生均认为鲁并未拥立平王，可见鲁的立场确实值得商榷，故暂不将鲁列于平王派中。
2. 携王派。主要成员有虢、郑等国家。

（1） 虢。周幽王时期的重臣虢石父就是虢国人，而虢公翰又立余臣于携，虢国应是携王最忠实的扶持

者。
（2） 郑。《史记·郑世家》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

……幽王以为司徒……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 [1] 1757—1759 按照辈

分讲郑桓公是周幽王的亲叔叔，职务上担任着“司徒”这样的要职，并且和幽王一同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之

下。郑桓公作为幽王的亲信应该是无疑的。而郑武公同犬戎有着杀父之仇自然不可能支持平王。
3. 中立派。主要成员有晋、齐、楚。“二王并立”之初，并未有明确的材料表示此三国支持“携王”

或“平王”，故今暂列于中立派中。
笔者认为此时的秦襄公还是支持携王的，原因如下：《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

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1] 177 非子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

重用。至秦仲时期又因为抗击西戎有功而被周宣王封为大夫，后庄公、襄公均受封为西垂大夫，也就是说

从秦仲、秦庄公、秦襄公三代来看，秦的封赐都是来源于周王室的。犬戎与平王、申侯是盟友，秦襄公抗

击犬戎就是在抗击平王。故秦襄公“将兵救周”所救之人就应该是周幽王和其继承者，而绝不是弑父忤逆

的周平王。换言之，只有在正统西周王室的认可下，秦襄公才能名正言顺的得到诸侯的封号。倘若秦襄公

贸然支持周平王一党，那他所能得到多少利益是未知的。所以，秦襄公在幽王被杀之后，还是会继续支持

代表幽王残余势力的携王，以保证自己今后的利益。
本来这三大阵营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但根据《清华简·系年》载：“立二十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

王于虢。” [15] 晋文侯突然杀掉周携王，从而使周平王成为王位的唯一继承人。秦襄公本来支持携王是为了

寻求一个名号，使其能够名正言顺跻身诸侯之列，如今看来唯一有权力满足秦襄公政治野心的人只剩周平

王。因此，秦襄公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作出来了拥立平王的决定。

三、兵至洛邑 始封诸侯

晋文侯杀掉周携王的具体原因不详，但是在杀掉携王之后，晋文侯迎立周平王于洛邑 （成周） 的行为

却完全打乱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史记·周本纪》载：“平王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

微，诸侯疆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1] 149 作为周平王盟友的犬戎变成了众诸侯征伐的对

象，申、吕、许、缯等平王派的主要支持者不再左右局势。本来是携王派的郑武公转而保卫平王东迁洛邑，

并成为平王以后的依仗之国。本来中立的晋、齐、楚都从此混乱时局中一跃成为了大国。
另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曰：“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

本太子，故称天王。” [2] 1509 由此可知周平王从镐京出奔后应该是一直待在申国，而后为躲避犬戎才迁到洛

邑。由前文可知犬戎与平王是盟友，史籍中也并未给出双方关系破裂的具体原因。所以笔者认为周平王没

理由为了躲避犬戎而迁都。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骊山之战后的重要政治活动中再也见不到申侯

的身影了。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申国在骊山之战中实力遭受重创且已经无力左右政局了。申侯怒

而伐周，但他却低估了周王室军队的实力，虽然和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但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申国国力受损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申国的衰弱直接导致平王失掉了最忠心，最强大的靠山。没有了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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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依靠，周平王只能任由其他诸侯摆布。周平王虽然已经没有了实权，但是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身份

还是有价值的。各方诸侯只要控制了周平王，就可以借天子名义号令天下。所以对周平王控制权的争夺，

成为了当时各路诸侯最急迫的政治目标。在此情况下，各诸侯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平王从其根据地“申”迁

到一个便于大家监督的地方。那为什么会选择洛邑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洛邑即今河南洛阳，在周成王时期由周公旦营建，并且自建完后就作为陪都使用，未经过大的

破坏，基本设施完善，完全可以取代残破的镐京作为新的都城。
其二，洛邑地处中原，居天下之中，道路四通八达，方便各路诸侯控制周平王。
根据方诗铭、王修龄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曰：“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

成周。” [10] 但笔者认为晋文侯杀掉周携王以后，周平王名正言顺地成为“天下共主”。此时的平王已经处

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了，没必要派晋、卫、郑、秦四国的军队保卫其前往洛邑。实际上，两周之际，

天下大乱，秦、郑、晋、齐、楚等几大国趁机兴起，并且各方实力处于一个相对均势的状态下，彼此间谁

也不能吞掉其他几方，所以瓜分利益就成为了几大诸侯间的共识。表面看是护送周平王东迁，实则是各方

诸侯间在彼此监督，并以武力制衡对方，以防止己方利益受损。而这些诸侯当中收获最大的当属秦襄公。
秦襄公一路护送周平王至洛邑为的就是位列诸侯。面对秦襄公的强势，平王胆怯，为求自保才不得已说出：

“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既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1] 179 为了早日摆脱秦襄公的威

胁，平王不得不去污蔑自己的盟友犬戎，并且请秦襄公去攻取歧、丰之地。又因为怕满足不了秦襄公的胃

口，周平王甚至在封爵的同时还进行了发誓以表抗戎决心。此举一出，平王与犬戎之间的盟友关系破裂，

世间再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会去维护周平王了。这种局面正是秦襄公想要看到的，拥有了强大实力的秦

襄公终于在洛邑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诸侯称号。并在得到了周平王的允许之后，秦可以打着“遵王命”的

旗号名正言顺的拥有岐西之地。而被周平王抛弃的犬戎也没有理由再去侵扰秦国了，这大大减轻了秦襄公

在岐西发展的阻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的目的是：其一，秦襄公借平王之命讨伐犬戎，离间平王与犬

戎的关系，既减轻了秦国西征的阻力，又彻底孤立了平王，使周王无力限制自己日后的发展。其二，秦襄

公因封爵而跻身诸侯之列，为日后发展争取了相应的名分。其三，秦襄公拥有岐西之地，便拥有了广阔的

土地和大量的人口，从而增加了秦国的劳动力、兵员和活动空间，为秦襄公的日常生产和军事扩张提供了

便利的条件。
多年以后，秦国春秋称霸，战国争雄，秦穆公、献公、孝公、惠文王等威震海内，并于秦王嬴政时期

统一六国。秦国后继之君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追根溯源，就在于秦襄公实现了封爵建国的政治计划，为秦

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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