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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舞台，它影响着人类的生

存方式和文化形态，对此我国古人已经有相关论述。在生产力极

其低下的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对自然的依赖就更加

强烈，这种影响也就表现得越加明显。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接受环

境决定论，然而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将重点

探讨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化的影响。

一、有关地名

国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理清了一国国都的迁徙轨迹，

实质上也就清楚了这个国家势力的迁移、变化过程。春秋战国时

期随着秦国对周边戎狄和其他小国的兼并，秦国疆域也得以不断

扩张。为了适应开疆拓土的需要，秦国的政治中心———都邑也经

过了数次迁徙。有关秦人早期都邑的具体地望，有的目前还有争

议。下面作一简单辨析，以了解秦人势力范围之变化轨迹。

秦国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化的影响譹訛

延娟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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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本文为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项目《西北多民族文化融合对汉代文学题
材的影响》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XBM201201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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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垂、犬丘、秦邑

《史记·秦本纪》中在说明秦人早期生活时，多次提到“西垂”

之地。前人关于西垂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西垂是西部边

疆的泛称，另一种认为是具体地名。这主要是因为司马迁在运用

这一地名时有些含混，导致后代聚讼不一。如《秦本纪》中“及其先

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一句中的西垂就有泛称的意味。

而“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一句，以及《秦始皇本纪》附《秦纪》中“襄

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

宫。五十年死，葬西垂”中的西垂，很明显是具体地名。

犬丘为秦人祖先非子最早居住之地，也是秦人最早的根据

地，史籍有时也记作西犬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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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王欲以为

大骆嫡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嫡。申侯乃言孝

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

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

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

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

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

氏祀，号曰秦嬴。

犬丘与西垂应该是一地二名。譹訛西垂之具体地望，《史记》《正

譹訛《春秋》：“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左传·隐公八年》：“八年春，齐侯将平
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经传所载为同
一件事，说明垂和犬丘是一地二名。段连勤据此考证，西犬丘与西垂也是同地异名，因
地处西方，故前都冠以“西”字。见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嬴秦的起源地、族属问
题》，载于《秦文化论丛》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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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曰应在汉代陇西郡西县，即唐代上邽县，今天水。20个世纪在
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秦公陵园以及大量随葬品，后又在大堡子山

东南方向与之相距约 3公里的西汉水南岸圆顶山上，发现了秦贵
族墓葬，为我们寻找西垂之地望找到了依据，大多数学者认定西

垂就在礼县附近。如徐卫民主张在今礼县永安附近，譹訛祝中熹主张

大致范围在今西和县北部和礼县东部。譺訛各家所说大致范围相近，

具体位置略有偏差。

秦邑是周孝王封非子的地方。孝王欲立非子为大骆嫡嗣，因

申侯的劝谏，乃作罢。于是另封非子于秦邑，大骆之嫡子仍居于犬

丘，形成秦人两宗并存的局面。秦仲时期大骆一族被西戎灭亡后，

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五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庄公得以重新移居

犬丘，嬴秦两支合而为一。

关于秦邑之具体地望，《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秦邑在“今天

水陇西县秦亭也”。《正义》曾载“《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

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集解》与《正义》一致

认为秦邑在天水附近。

总之，西垂指具体地名，并不是西部边疆的泛称，西垂与西犬

丘为同地异名，汉代西县、西山也应指此地，具体位置应在今甘肃

礼县附近。秦邑应在今甘肃张家川附近譻訛。

（二）汧城、汧渭之间、汧渭之会

汧城在《史记》中没有记载，但张守节有说明，《正义》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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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地志》由唐代李泰主编，《帝王世纪》系

魏晋人皇甫谧撰。《晋书·皇甫谧传》谓皇甫谧是“安定朝那人”，晋

譹訛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46页。
譺訛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 105页。
譻訛张家川乃 1961年由清水县分出，古人记作清水县也没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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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定在今甘肃平凉一带。皇甫谧身为西北人，他的记载值得重

视。假若《正义》引文无误，《帝王世纪》是襄公二年迁徙于汧城的

最早记载。譹訛

1979年，陕西陇县边家庄村民发现残墓一座，器物 100余
件，之后不断有新的器物出土。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几
家单位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墓葬 30多座，出土器物几百
件，仅五鼎四簋的大夫级墓葬就有 8座，三鼎二簋的士级墓葬 3
座。在边家庄墓地东南约 1.5公里的磨儿原村西，又发现一座古
城遗址。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城址与边家庄墓葬是有机联系在一起

的，边家庄墓地是磨儿原城址的墓葬。磨儿原城址就是襄公所迁

汧城之具体地望。譺訛

《史记·秦本纪》：

（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

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汧渭之会为汧水渭水汇合之处，应有具体位置，汧渭之间距

离汧渭之会不应太远，可以将二者合而论之。目前汧渭之会具体

地望有陇县、宝鸡市千河镇、郿县几种说法。其中徐卫民主张在汧

水以东渭河以北的宝鸡市千河镇魏家崖村一带，并且以出土文物

予以佐证，影响较大。譻訛秦人自文公四年（前 762年）到达汧渭之
会，至宪公二年（前 714年）徙平阳，在这里共生活 48年。

譹訛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襄公迁汧城一事实属误传，理由是《史记》没有襄公迁汧城
的记载，史籍中载襄公迁汧城也仅《帝王世纪》一处。不相信司马迁原文反而相信近千
年之后张守节的引用，似不合逻辑。见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版，第 92页。
譺訛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见《文博》，1990年第 5期。
譻訛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63页。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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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阳、雍

《秦本纪》：“宁公（当为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

社。”《正义》曰：“《帝王世纪》云秦宁公都平阳。按：岐山县有阳平

乡，乡内有平阳聚。《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

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林剑鸣先生认为平阳应在今陕西宝鸡

县东阳平村，譹訛马非百先生言在岐山县西南。譺訛1978年，在陕西宝
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秦公镈 3件、钟 5件，为秦武公时器
物。学者考证平阳古城当在今杨家沟附近，据岐山县城约 20公
里。宪公、出子、武公在平阳共生活 36年。
《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

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雍城遗址在今陕西凤翔县附近。 雍

地是秦人的大本营，自战国灵公迁泾阳为止，雍城作为都城至少

长达 250多年之久。在中国都城史上，雍城应有一定地位。
（四）泾阳、栎阳、咸阳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附《秦纪》，灵公居泾阳，但是具体什

么时候由雍城迁到泾阳，没有说明。王国维认为泾阳在今陕西泾

阳县境。

秦献公继位的第二年，为了便于同魏国作战，将国都从泾阳

迁到栎阳。王国维认为栎阳故城在今陕西高陵县境。到孝公十二

年（前 350年），栎阳作为都城共 33年。
孝公十二年，徙都咸阳，到秦亡，咸阳作为都城 144年。
泾阳、栎阳两地在秦国都城史上影响不大。在迁都泾阳、栎阳

后，因雍地存有众多先祖祠庙，仍经常有国君前来居留活动，雍城

长期保持着繁荣之势。《史记·商君列传》载：“于是以鞅为大良造。

譹訛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40页。
譺訛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 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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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

都之。”说国都直接由雍迁往咸阳，也是正确的。

二、春秋时期秦国大致疆域

由都邑的变化可以对秦人的活动范围作出大体划定。秦人在

早期主要生活于今甘肃礼县附近。襄公二年（前 776年）越过陇
山，迁到今陕西陇县一带（但是犬丘仍然有较大势力留守）。文公

东猎，沿着汧水继续东移，到达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一带，至

此，秦人的主要活动范围由甘肃东部转移到了关中。在战国秦惠

文王灭巴、蜀之前，秦人主要生活在陕西关中和甘肃东部的大片

地区，因而对秦文化形成影响的也主要是这一区域。

都邑虽然是秦人生活的核心地区，但是秦人并不仅仅满足于

都邑这一块小小的范围。下面通过春秋时期秦国所灭亡的几个国

家的具体地望来推知当时秦国的疆域。

宪公时与亳战，亳王奔戎，伐荡社；武公时灭邽冀戎，初县郑、

杜，灭小虢；穆公时灭茅津戎、梁、芮、滑、鄀，霸西戎。梁、芮、郑都

在黄河西岸，秦灭梁、芮，打通了东向的障碍。鄀在今河南淅川县，

伐鄀则为秦国南向的发展提供了保证。邽戎在今甘肃天水县

南，冀戎在今甘肃甘谷县南。因戎人生活迁徙不定，荡社具体地址

说法不一，其活动区域约在今陕西三原、兴平、长安附近。茅津之

戎约生活在今陕西、山西交界之处，山西平陆附近。由以上秦所

灭国家可知，春秋时秦国势力已达今陕西黄河西岸确定无疑。秦

晋之间的几次战役（如河曲之战、韩原之战、王官之战、殽之战、

令狐之会）和会盟都在黄河附近也说明这一点。在西边，“用由余

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譹訛“由于秦穆公灭西

譹訛（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194页。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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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秦国直接统治的地域，其西方至少达到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

的地方”。譹訛可以说，春秋时期秦之最大范围，东到陕西黄河西岸，

西到甘肃中部，北及黄土高原南部，南抵秦岭，亦即整个关中地区

和甘肃东南部都为秦所有。

战国前中期秦人活动区域与春秋时期大抵相近，后期随着六

国的相继灭亡，秦人也由偏居西北一隅逐渐走向了全国。然而除

西北外，其他地域的地理环境对秦文化影响并不大。

三、秦国地理环境对秦文化的影响

秦国有黄河、华山、秦岭为屏障，又有多处重要关隘，这样的

地理形势在战争中的作用显得非常突出。借助黄河、高山作为屏

障，自然就形成了易守难攻之势，使得秦国能够偏处西隅，独立发

展，免受战乱之苦，国内能够有相对宽松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在

战争中秦国又能够居高临下，随时攻击六国，无四面受敌之虞。总

观《左传》记载几百次战役，在秦国境内的战役寥寥，这不能不说

是得益于秦国地理环境的作用。对此，古人多有阐述。汉代贾谊曾

曰：“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

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

并力攻秦矣，然困于崄岨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

利，势不便。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厄塞而守之。”譺訛《读史方舆纪

要·陕西方舆序》说得更明了：“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

也。是故以陕西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

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譻訛

在关中和中原之间，有一条著名的通道，称作函谷关（亦称桃

譹訛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50页。
譺訛（汉）贾谊，《新书》，（清）卢文弨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 5页。
譻訛（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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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这是我国先秦时期东西方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这条道路群

山夹峙，路途艰险，“函谷左右绝岸十丈，中容车而已”。譹訛“东自崤

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譺訛函谷关是春秋时期秦晋争

夺的主要地域。春秋时期的小国家虢国就位于函谷关附近，这正

是晋献公要假途灭虢的真正原因。对此，顾栋高曾感叹道：“（晋）

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渑池迄灵宝以东崤、函四百余里，

尽虢略之地。晋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

扼其咽喉也。”譻訛他虽是就晋国而论，事实上也指出了秦国地理形

势的特点。

当然，一方面，地势之险是保证秦国国内相对安定的重要条

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阻碍了秦国与东方国家的大

规模交流，延缓了秦国东出进军的步伐。

据地理学家的理论，我国地势从西到东呈三级台阶。第一级

为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带等平原地带；次为黄土高原、秦

岭一带；第三级为青藏高原，秦国处于第二级台阶上。秦之西再没

有可与秦匹敌之国家，秦国的目光自然就始终注目于东方。当秦

人把视线投向遥远的东方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中国西高东低的

地势使得秦国似乎有俯视天下之势。这对秦国统治者的心理暗

示———称霸，并最终统一全国，不能说没有丝毫影响。可以说，地

理环境加强了秦人努力开疆拓土的决心，这一点从都城的布局就

可以看出。秦国都城不筑城墙，譼訛这与东方国家明显不同，可见秦

人采取的是御敌于千里之外的以攻为守的积极防御措施，体现了

譹訛（宋）范晔，《后汉书·郡国一·河南尹》（唐）李贤等注引《西征记》，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93页。
譺訛（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158~

159页。
譻訛（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 495页。
譼訛王学理，《“秦都咸阳”与“咸阳宫”辨证》，见《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 2期。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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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积极开拓精神。

秦国社会风习、文学艺术，乃至秦人性格也受到了西北地理

环境的影响。

秦国风俗的形成，固然有政治环境、统治者的提倡等因素的

影响，地理环境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对此，班固早有阐述，《汉书·

地理志》曰：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

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

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

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驷驖》《小戎》之篇，皆言

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

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

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

盗。譹訛

通过《秦风》我们也可以看到秦人刚烈勇武的性格。这种现象

至汉代犹然，古人常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与此有一定关系。

我国西北多高山戈壁，地理环境远较江南、中部地区恶劣。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形成了乐观豪爽的性格，其艺术也多苍茫雄

浑之气，少清新秀丽之美。

譹訛（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 1644页。

秦
国
的
地
理
环
境
对
秦
文
化
的
影
响

009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西
北
地
域
文
学
与
文
化

X
IB

EID
IY

U
W

EN
X

U
EY

U
W

EN
H

U
A

《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简中的一篇。睡虎地秦简 1975年发
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秦简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

《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日书》等。而《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简

中最受文学研究者关注的一篇，内容主要是阐述封建统治阶级的

处世哲学，其中不少地方与《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相同。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中有《政事之常》一篇，内容
是《为吏之道》中“处如资、言如盟”至“不时怒民将姚去”一段以及

对这段文字的解释说明，原文与《为吏之道》略有差异，说明《为吏

之道》在战国末到秦代被广泛传抄，还曾有人为之作过注释。

一、《为吏之道》的创作时间

考订《为吏之道》的创作时间，需要联系同墓出土的其他文字

以及同地发现的其他墓葬作为参照。十一号墓秦简中还有一篇

《编年记》，记载了从秦昭王元年（前 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

的思想倾向与文学特点譹訛

延娟芹

譹訛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
批准号：10XZW00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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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年）90年间的大事。墓主是一位名曰喜的下级官吏，生年在秦
昭王四十五年（前 262年），卒年很可能就在秦始皇三十年。喜曾
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还曾从军。

可见，《为吏之道》的创作不会晚于秦始皇三十年。在睡虎地发现

的十二座墓葬中，除十一号出土竹简、四号出土木牍外，有文字出

现的还有七号墓，在七号墓的椁室门楣上阴刻有“五十一年曲阳

士五邦”字样。战国秦王中在位时间超过 51年的只有秦昭王（共
56年），因此七号墓的入葬时间应该就是秦昭王五十一年（前 256
年）。据发掘墓葬的考古专家的分析，睡虎地 12座墓葬的随葬器
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组（即两种风格，代表两个时期的器物特点）：

以七号墓为代表包括四号墓在内的为第一组，入葬时间在秦统一

六国前。以十一号墓为代表的是第二组，入葬时间应在秦统一六

国后。譹訛也就是说，十一号墓器物与七号墓器物是两个时期的器

物，十一号墓随葬品的制作时间不会早于七号墓入葬时间（前

256年）。因此，《为吏之道》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秦昭王五十一年
（前 256年）。
《为吏之道》中有“则”、“正”，不避秦昭王、秦王政讳，其抄写

应在秦昭王之前。《史记·秦本纪》载：“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

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为吏之道》中与民宽惠的思

想倾向，与庄襄王时的政策相吻合，故《为吏之道》极有可能作于

秦庄襄王元年之后不久。譺訛

二、《为吏之道》的思想倾向

从内容看，《为吏之道》是对当时基层官吏进行教育的教科

譹訛《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 69页。
譺訛赵逵夫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402

页。《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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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譹訛反映的思想较为复杂，有儒家、道家、法家等成分，具有融合

诸家的鲜明倾向，说明了当时官吏精神世界之丰富。如对官吏有

关规定的一段：

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

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

下则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

下圣，治之纪也。譺訛

此段明显反映的是儒家思想。秦国对官吏的道德修养做出规

范，以这样的内容来教导官吏，确实是后人没有想到的，这与人们

通常了解的与夷狄同俗、“虎狼之国”、落后野蛮、好战剽悍的秦人

截然不同。“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哀，勇能屈，刚能柔，仁

能忍，强良不得”又近于道家思想，“审当赏罚”、“敬上勿犯”等句

又有法家的影子。总体来说，反映儒家、道家思想较为突出，法家

却居次要位置。

前人论及战国时秦国以及秦代思想，总觉得是法家一统，其

实不然。《为吏之道》的面世，促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一时期

的秦国思想。对于秦国、秦代法家思想不能做绝对的理解，这一时

期并非法家独尊。

《为吏之道》中反映的儒家、道家思想是怎么产生的？一方面

得益于一些学者的宣传，如儒家学者荀子就曾去过秦国，并且对

秦国的山川形势、民风民俗、都邑官府、朝廷制度、文武百官、市井

譹訛俞志慧就认为《为吏之道》属于古代言类之“语”。“语”的体用特征是明德。见俞
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载于《文史哲》，2007年第 1期。

譺訛《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
285页。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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