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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

梦 以 前 吴 国 史 探 讨

王 卫 平
铸

先秦吴国的历史
,

人们论述较多的是春秋后期
,

也即吴王阂间和夫差在位期间
。

其原因
,

一方面固然是

吴国的文治武功达到顶峰
,

另一方面则是文献的记载比较集中和系统
。

但对于寿梦以前的吴国历史却不甚了

了
,

有人甚至称自太伯
、

仲雍南奔立国至其十九世孙寿梦上台的六百年间是∀ 片空白
。

随着现代考古事业的

发展
,

吴国的文物屡有出土
,

这就为我们了解寿梦以前的吴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

笔者不揣浅陋
,

结合

考古和文献资料
,

对这一段历史作些初步探讨
。

一
、

太伯
、

仲雍南奔与
“

勾吴
”
国的建立

尽管一些学者否定太伯
、

仲雍与
“

勾吴
”

的关系
,

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吴
、

周同姓
,

吴国统治者是周

人的后裔
。

《史记
·

吴太伯世家》等书记载
∃ “

吴太伯
,

太伯弟仲雍
,

皆周太王之子
,

而王季历之兄也
。

季历贤
,

而

有圣子昌
,

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
,

于是太伯
、

仲雍二人乃奔荆蛮
,

文身断发
,

示不可用
,

以避季历
。

季历果

立
,

是为王季
,

而昌为文王
。

太伯之奔荆蛮
,

自号勾吴
,

%

荆蛮义之
,

从而归之千余家
,

立为吴太伯
”。

《史

记》所谓的
“

荆蛮
” ,

泛指东南广大地区
。

而太伯
、

仲雍所奔的具体地点
,

《史记》中并不明确
。

直到东汉以

后
,

太伯
、

仲雍所奔的地望才一步步地被指明了
。

赵哗 《吴越春秋》首先指出扩
’

“

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
,

外

郭三百余里
,

在西北隅
,

名曰故吴
” , 又说

∃ “

太伯祖卒
,

葬于梅里平墟
# ”

但梅里地在何处
,

赵哗亦未详言
#

到三国曹魏时王象 《皇览》逐渐明确
∃ “

吴伯家在吴县北梅里聚
,

去城十里
” 。

其后萧梁时期刘昭注 《后汉书
·

郡国志》说得更为清楚
∃ “

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家
,

民世修敬焉
,

去墓十里有旧宅
、

井
,

犹存
” #

六朝学者

所言太伯家地望至唐代便变成了太伯城所在
,

唐初 《括地志》谓
∃ “

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

县界梅里村
,

其城及家见存
” #

又把 《皇览》所说太伯家去吴县城十里弥缝解释为
∃ “

太伯家在吴县北五十里

无锡县界鸿山上
,

去太伯所居城十里
” #

其后唐张守节 《史记正义》
、

陆广微 《吴地记》
、

宋朱长文 《吴郡图经

续记》
、

范成大 《吴郡志》及历代史志皆沿用不废
#

如果把史志典籍中关于太伯
、

仲雍奔吴的史料按时代先后加以排列比较
,

就可以发现
∃

关于太伯
、

仲雍

奔吴的地望越是晚出的说得越清楚具体
,

而时代越早的则说得越含混模糊
。

因此
,

关于太伯
、

仲雍南奔立足

于无锡梅里的说法和其他古史传说一样是层累地堆积
、

形成的�
。

其可信据的程度当然就很成问题了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太伯
、

仲雍南奔立国之地应该在宁镇地区
�

�

先 看文献记载
�

据 《世本八种》张澎集补注本称
 “

熟移丹徒句吴
” 。

熟
,

学者确认为太伯弟仲雍之字
。

《世本》为秦至汉初古籍
,

是最早具体指明太伯
、

仲雍南奔建国地望的史书
,

较之于后人的比附更为可信
。

再看考古发现
�

根据南京博物院
、

镇江博物馆等单位近年来的考古普查
,

发现宁镇地区广泛分布着吴文

化的遗存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 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出土的有青铜器随葬的西周至春秋晚期的墓葬已近百座 ,

其中属西周时期的就有仪征破山口
、

丹徒烟墩山
、

母子墩
、

磨盘墩
、

丁岗墩上村墓
、

深水乌山一
、

二号墓
、

丹

阳司徒
、

南京浦口
、

江宁陶吴镇及安徽屯溪等墓葬
,

而仪征破山口遗址最能说明问题
�

仪征破山口曾在 #∃ %。

年出土过一批西周青铜器
,

#∃ !∃ 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该处作了一次探掘
,

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
。

并知道出土处

是一个
“

长方竖穴土坑古墓
” ,

系中原墓制 , 现存的青铜器
,

从形制
、

花纹以及制作手法上看
,

属于西周早期

的产品&
。

与丹徒和皖南屯溪的西周墓相比
,

仪征破山口的墓制与遗物都更接近周文化原貌
,

年代可能更早
,

因此有人推测
“

仪征或其附近可能是周人南下的初到之地
” ∋

。

·

∃ (
·

令

奋

争



如

争

相当于商周时代
,

与吴文化有承继关系的宁镇地区土著文化—湖熟文化�前期为先吴文化
,

后期即吴文

化�
, “

其发达年代当西周初叶
”)

。

由此也传递出太伯
、

仲雍南奔建国从而推动当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信息
�

太伯
、

仲雍南奔立国宁镇说还可从
“

勾吴
”

名号的确立得到印证
。

关于
“

勾吴
”

的含义
,

历来说法不一
。

其中以颜师古 《汉书
·

地理志注》所说
“

勾
”

为
“

夷俗语之发声
”

影响最大
�

但从
“

勾吴
” ∗攻吴

、

工戳
、

攻

敌 + 可倒书为吴干
、

禺邢
,

又可单书为干
、

邢可证
, “

勾
”

决非
“

夷俗语之发声
” ,

而是一个实词
。

由 《管子
·

小问》所载干国和干
、

吴多次发生战争推断
, “

勾吴
”

应是吴人侧及干 ∗勾
、

邢+ 人的结果,
�

“

勾吴
”

名号既由昊人征服干人而来
,

则干人故地便是
“

勾吴
”

立国所在
。

考 《左传》载
 
哀公九年

,

“

吴城邢
,

沟通江淮
” �

杜预注
 “

于邢江筑城穿沟⋯⋯今广陵邢江是
” 。

又据 《说文
·

邑部》
 “

邢
,

国名
,

今

属临淮
” 。

可见
,

邢 ∗勾
、

干 + 地在今扬州一带
�

既然如此
,

太伯
、

仲雍南奔建国之地似也不会离此太远
。

而

扬州与镇江隔江相望
,

两地都在早期湖然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
,

其后的文化发展面貌基本一致
。

结合上述文

献与考古材料
, “

勾吴
”

立国于宁镇实为合乎情理之事
。

太伯
、

仲雍南奔立国之地在宁镇地区的观点
,

也荃本

可以成立
�

二
、 “

宜侯矢篮
”

与周章受封

太伯无嗣
,

死后由弟仲雍继位
。

《左传
·

哀公七年》有谓
 “

太伯端委以治周礼
,

仲雍嗣之
,

断发文身
,

芯

以为饰
” �

也许太伯用
“

周礼
”

的一套来治理
“

句吴
”

国家
,

效果并不理想
,

故而仲雍七台后
,

改变太伯的统

抬作风
,

顺从当地土著民俗
,

以便收买人心
,

巩固周人对于土著人民的统治
。

仲雍死后
,

君位先后由子季简
、

孙叔达继承
。

至其重孙周章
,

史书才有事迹可寻
。

《史记
·

吴太伯世家》记载
 
太伯四世孙周章立

, “

是时周武王克殷
,

求太伯
、

仲雍之后
,

得周章
。

周章

已君吴
,

因而封之
” 。

周章君吴的事实正式得到周王朝的承认
,

吴国成为周王室的东南藩邦
。

周章受封应有两次
。

《史记》所记为周武王时事
。

而武王之孙康王上台后
,

又进行了改封
。 “

宜侯矢篮
”

的

出土和铭文的识读
,

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分封的具体细节
。

#∃! 峨年
,

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发现了一批青铜器
,

其中最重要的是带有铭文的
“

宜侯矢篮
” 。 “

宜侯矢篮
”

出

土后
,

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浓厚兴趣
,

在短短的一
、

两年时间里
,

郭沫若
、

唐兰
、

陈梦家
、

岑

仲勉等一批著名学者纷纷著文考释
。

至八十年代
,

又有杨向奎
、

李学勤等名家就矢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
。 “

宜侯矢篮
”

之所以能持续地吸引名家的注重
,

造成学术界少有的轰动
,

不仅因为它
“

大可为西周初年

井田制与奴隶制之佐证
” −

, “

它是已发现的唯一详记
‘

封建七诸侯的金文
” .

,

而且在于它是
“

吴为周裔
”

的实物佐证
。

“

宜侯矢篮” 铭文长达 #/ 0 字
,

其中可辨认的有 ##( 字
。

根据为学术界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著名考古学家
、

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的考释
, “

宜侯矢篮
”

记载了周康王将虞侯矢改封到宜地为侯的经过 , 宜侯矢即 《史记》

所说的太伯四世孙周章 1 宜的地望在今丹徒一带
。

缘此
,

唐兰先生进一步揭示
 “

过去有些人曾经怀疑吴国不

是周的同姓
,

怀疑周王的势力不能达到吴地等等
,

由于这个篮的发现
,

使古书上这一部分的史料复活了
” −

。

周章由虞 ∗通昊 + 侯改封为宜侯
,

仅仅是名称的变换
,

而未必移动封地
,

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
 “

篮铭

的虞侯徙封于宜
,

可能和中伯改封到谢一样
,

移动未必很远
” 2

。

兰
、

周章至寿梦以前吴 国国情
、

疆域鑫测

周章至寿梦历十四世
,

五百余锡
·

虽然史籍中关于吴国史事的文字记载才妙
,

实物资料也不丰富
,

但从

少量的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中
,

我们仍可窥见一斑
。

《左传
·

成公七年》称
 
昊国在寿梦时

,

尽取原属楚国的
“

蛮夷
”

之地
, “

是以始大
,

通吴于上国
” 。

《史

记
。

吴世家》的说法稍有差别
 “

寿梦立而吴始益大
,

称王
” 1 又说

 

寿梦二年
,

巫臣自晋使吴
, “

吴于是始通

于中国
” 。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 《吴越春秋
·

吴太伯传》
�

它们都说吴国到寿梦时才逐渐强大起来
,

其表现
,

一

是与中原有了交往
。

二是开始称王
。

事实并非如此
。

从句吴建立以后
,

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一直在进行
,

而且在寿梦以前吴国已经称王
,

并具

备了相当强的国力
�

关于句吴与中原的交注
。

如前所述
,

西周武
、

成
、

康王时期
,

句吴与周王室的联系非常密切
。

继仪征破
·

∃ ∃ ·

‘

‘‘甘一卜

盆

捧



山口和丹徒烟墩山发现西周铜器以后
,

在宁镇
、

皖南的许多墓葬和窖藏遗址中均发现了具有西周时代风格的

青铜器
,

它们明显地受到西周铜器的影响
。

尤其在大港母子墩西周早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铸有铭文的
“

伯篮如 ,

在安徽屯溪西周中期墓葬中先后出土了铸有铭文的铜尊和公卤
。

它们都是由周人传带而来的中原铜器
。

可见
,

早在西周时期
,

句吴与中原王朝就有着密切的交往
。

关于吴国称王和国力
。

从出土的吴国文物
“

者减钟
”

铭文可知
,

在寿梦的祖父句卑 �即毕珍� 时
,

吴国

已称王 3
。

而且吴国称王也未必是从句卑才开始
。

吴国既已称王
,

应有相当的国力
。

从文献记载可知
,

早在

春 秋初期
,

吴国逐渐强盛
,

《管子
·

轻重甲》谓
 
齐桓公称霸时

, “

吴越不朝
” 。

齐桓公
“

九合诸侯
,

一匡天

下
” ,

威名何等显赫
,

而吴国竟不把他放在眼里
,

这种胆魄自非弱小的弹丸之国可言
。

为此
,

吴国受到了齐桓

公的惩罚
,

《史记
·

鲁仲连邹阳列传》说齐桓公
“

威加吴越
” 。

至于
“

威加
”

的具体情形
,

《管子
·

小匡》中有

所记载
 “

诸侯多沈乱
,

不服于天子
。

于是乎 济+ 植公东救徐州
,

分吴半
” 。

吴国暂时受挫
,

力量有所削弱
,

但仍然不屈地图生存
、

求发展
。

《者减钟》铭云
 “

其登于上下⋯⋯闻于四方
” 。

语气何等不凡 4 《左传
�

宣公

八年》记载
 “

楚为众舒叛
,

故伐舒
、

寥灭之
。

楚子 ∗庄王 + ⋯⋯盟吴
、

越而还
” 。

楚庄王敢于问鼎中原
,

与

强晋争衡
,

其实力之强可知
,

他在伐灭舒
、

寥后
,

竟然不敢随便侵伐吴
、

越
,

反而与之订盟
。

可知到春秋中

期
,

即寿梦父
、

祖辈
,

吴国已是不容轻视
。

而寿梦正是在先辈奠定的基础上
,

开始了进一步的扩张
。

关于吴国疆域
。

古代国力的强弱是与疆域的大小密切相关的
。

从句吴立国到寿梦上台以前
,

吴国的政治

中心虽未变动
,

疆域却是不断扩大的
。

湖热文化自西周起即可称为吴文化
。

吴文化遗存的分布区域也就是吴

国的疆域范围
,

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仲有缩
,

但这不妨碍我们总休上的把握
。

对此
,

我们可以从几

个角度来审视
。

从土墩墓遗存的分布来看
。

吴文化最具特色的因素是土墩墓
,

土墩墓的分布范围大致反映出吴国疆域的

范围
。

就目前所知
,

西起皖南屯溪
,

东至上海金山戚家墩
,

南到苏
、

浙交界的太湖沿线
,

北过长江抵仪征
、

六

合两县
,

在这依江东西约 /∀ ∀ 余公里的地区范围内
,

无论是丘陵地区
,

还是河网平原
,

都见有土墩墓遗存
。

具

体到各个地方
,

土墩墓的分布情形又有不同
。

宁镇地区是土墩墓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 ∗据镇江博物馆 #∃( 5 年

对镇江市所辖句容
、

丹徒和丹阳三县市范围的遥感调查
,

共查出土墩墓 %#%凌座 +
,

皖南地区次之
,

而太湖地

区则零星稀散
,

有些县如常熟
、

昆山
、

太仓等至今尚未发现
。

从时间上说
,

太湖以东地区的土墩墓一般比宁

镇地区较晚
,

大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期间
,

上海金山戚家墩所清理的土墩墓要到战国
。

而宁镇地区土墩墓
,

根

据考古资料
,

早见于西周初期
,

盛行于西周时代
,

至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吴国的灭亡即绝迹不见6
。

据此
,

我

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 #+ 早期吴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地区 1 ∗/ + 西周时代吴国的疆域范围

 

西南以九华山
、

黄

山和天目山为界
,

北达长江北岸的仪征
、

六合一带
,

东
、

南抵武进孟河和丹阳九曲河流域 1 ∗% + 大约在春秋

前期
,

吴国势力已渗透到太湖以东地区
。

从吴国青铜器分布来看
。

迄今为止
,

在太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当于西周时期吴国的青铜器
,

时代最早的

如无锡北周巷窖藏青铜器
,

年代大致在春秋早期
。

西周前期的吴国青铜器主要发现在宁镇地区
。

西周中晚期

大大向南推进
,

如屯溪墓座落在皖
、

浙
、

赣边界地区
。

由此情况分析
,

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 + 早期吴

文化中心在宁镇地区 1 ∗ /+ 大约在西周中期
,

吴国的疆域已推进到皖南地区 1 ∗% + 约在春秋前期
,

太湖东北

地区成为昊国的统治区域
。

把土墩墓分布和青铜器分布的情况互相印证
,

可以看到
 

在寿梦以煎
,

吴国的统治中心在宁镇地区
,

其

疆域情况大致为
 

西包皖南
,

北过长江
,

东
、

南边界已推进到太湖东岸
。

在春秋中期以前
,

经过吴地人民的

辛勤劳作和吴国十几代君主的艰苦经营
,

吴国国力已不容低估
,

疆域大为扩展
、

寿梦时
“

称王
”

和吴国
“

始

大
”

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

四
、

寿梦时代的吴国

寿梦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
。

他不愿蜗居江南一地
,

永远被人鄙视为
“

蛮夷
”

之邦
,

因而采取积极措施
,

改变本国在诸侯心 目中的形象
,

进而要求在中原政治舞台登场亮相
。

寿梦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朝见周天子
�

自西周中期以后
,

吴国与周王室联系渐少
。

为了加深周天子

和中原诸侯的印象
,

确立自己的地位
,

寿梦专程前往中原朝见共主周简王
。

一路上
,

他还
“

适楚
,

观诸侯礼
· #∀ ∀

·

殊

令

离

准



条

协

庵

乐
”

&
。

其后又与鲁成公会于钟离
, “

深间周公礼乐
,

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
,

因为咏歌三代之风
” 3

。

通过

观听
,

寿梦深为中原文化倾倒
,

说
 “

孤在蛮夷
,

徒以椎髻为俗
,

岂有斯之服哉
” 4 临走还感叹道

 “

于乎哉
,

礼也勺 −虽然限于史料
,

我们无法洞知他归国后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方法措施来吸收先进文化
,

改革落后风习
,

但从他儿子季札身上可以推知
,

季札精通中原礼乐
,

恰当地评论中原歌舞
,

见微知著
,

具有高深的文化素养
,

中原的诸侯大臣对他都十分钦佩
,

即使儒家始祖孔子也极口赞誉
 “

延陵季子
,

吴之习于礼者也
” 3

。

季札之

能精通中原礼义和先进文化
,

必然受过系统的教育
。

这与其父寿梦的倡导
、

传播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

《左传
·

昭公三十年》载楚国将军子西语谓
 “

吴光 ∗即吴王阖间+ 新得国⋯⋯光又甚文
,

将自同于先王
” 。

把阖间注

重学习
、

吸取先进文化
,

说成是向
“

先王
”

看齐
。

说明寿梦确有学习中原先进的举措
。

寿梦二年
,

昊国接受晋国的帮助
,

培植军事实力
。

楚国申公巫臣遭迫害而逃奔晋国
,

矢志报诛族之仇
。

他

请求晋君出使吴国
�

其时晋国为了与楚国争衡
,

正考虑联吴制楚
,

故而晋君使巫臣
“

以两之一卒适吴
” 3

。

吴

王寿梦欲扩张势力
,

也需要外援
,

见晋国主动提供帮助
,

自是非常高兴
,

《左传》称
“

寿梦说之
” 。

于是
,

巫

臣
“

与其射御
,

教吴乘车
,

教之战阵
。

教之叛楚
,

置其子狐庸焉
,

使为行人于吴
” 3

。

必须指出
,

吴国早就

掌握了射御
、

乘车之术
,

这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吴国墓葬中出土大量的青铜箭敬和车马器可以推知
。

巫臣的

训练只是使吴军的射御
、

乘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

由于取得了晋国的帮助
,

吴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

于是毁弃与楚国的盟约
,

挑起战端
。

《左传》称
 “

吴始伐楚
、

伐巢
、

伐徐
,

子重 ∗楚大夫+ 奔命
。

马陵之会
,

吴入州来
,

子重自郑奔命⋯⋯蛮夷属于楚者
,

吴尽取之
,

是以始大
,

通吴于上国
” 。

在长达七
、

八十年的吴楚

战争中
,

双方互有胜负
,

直到公元前 !∀0 年
,

寿梦之孙
、

吴王阖间五战五胜
,

攻破邹都
,

吴楚战争才以吴胜

楚败的结局而告终
。

寿梦在对楚战争中占了上风
,

吴国的疆域随之拓展
。

《左传》所谓
“

蛮夷属于楚者
,

吴尽取之
” ,

只是一

个笼统的说法
,

至于具休情况
,

可由寿梦时所铸的
“

冉征
”

得到说明
。

#∃ %∀ 年
,

罗振玉先生收集到一件吴国

铜器
,

在 《贞松堂集古遗文》中首次著录
,

其后屡见学者著录考释
。

于鸿志先生认为称
“

冉锐
”

最为确切
,

器

主则是吴王寿梦
。 “

冉征
”

共有铭文九十字
,

于鸿志先生已作考释 ∗按
 
为避免印刷的麻烦

,

此处不再引证 + 3
。

现

将其翻译成白话
,

全文如下
 “ ∗在某年 + 正月吉日丁亥这一天

,

我 仁仲雍7〕的后代
‘

冉
, ∗即寿梦+

,

选择

好铜为自己制造这件任
、

铁 ∗任是器身
,

铁是敲棍 +
,

用它来指挥水军船只的前进或巡游
,

〔通行无眨##在〕大

的川流之上 ∗大川
,

包含江
、

淮各水系 + ,

〔通航到各大川的〕南北流域
,

再达到宋国东北面的有名的孟浩
。

我

用它来指挥咱们的军团行军
。

我用它来协调两岸上的咱们步兵的行止 1 我用它讨伐了巢国
,

我用它讨伐了徐

国
。

唾 4 子孙们
,

我
‘

·

冉
,

铸下这件征和铁
,

你们不要弄丢敲棍和弄坏铜征
。

我居住在这 ∗周国的+ 南部疆

土
,

传至一万辈之外
,

子子孙孙一定要团结振作
,

以 〔全力服务周王室 ∗ 7 +〕
” 3

。

从铭文可见
,

寿梦时吴国

的北部疆域已从江北的扬 ∗州+
、

仪 ∗征+
、

六 ∗合 + 一带发展到包括了江
、

淮大部分地区
,

一直深入到宋国

东北部的孟诸 ∗今河南商丘县东北 +
。

寿梦在位期间
,

曾多次与中原诸侯会盟
,

如成公十五年的钟离之会
、

襄公五年的善道之会和戚之盟
,

襄公

十年的粗之会等等
。

这些会盟
,

扩大了昊国的影响
,

促进了吴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

加速了长江下游

地区的开发
,

使吴国日益壮大
。

从而为以后昊国争夺霸权
、

取得盟主地位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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