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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的古老传说

"名岩佳丽冠吴;ii"的苏州各监虎丘山，传说在摄久很久

的远古时代，这显原是茫茫的大海，有一天突然从海中涌出一

个小小的岛屿，兀立于被涛汹涌的海面之上，这就是现在的虎

丘山。开始，原不盹虎丘，丽是人钉根据它那奇特的来厉，取名

为海涌出。如今虎丘出高嵌有"海捂峰n石碑一方，在虎丘出

门前踊窝照墙上还有"海需流辉"囚个大字。什么时候改称虎

丘山，没有可靠史握，相传秦始皇南逛到苏姆，想在这座由中

摇摇吴王国商墓中的宝笛，忽然发现一头猛虎蹲伏在摆阔墓

上，秦始皇拔剑击虎，一剑砍在石头上，把握虎吓睡了，结果宝

剑也没有撞到。从此，这座由也就改名为虎丘白。还有一种传

说，把虎丘山的得名追黯得更早一点，说是吴王闺阁死后，葬

在山下，三天后有一头白虎踞在坟上，目而得名。虽然出名改

掉了，但是它那奇特的来历还是常常引起人们劫遐想。

传说往往有影子可寻。在地方志等史料中，确有关于海

涌出的种种记载。磨、宋、元、明历代诗人在吟咏虎丘的诗词

中，提到海濡胜迹的诗句也很多，"海当亭两面"(唐·白居易).

"何年海涌来"(宋·郑思肖)， "海上名山郎虎丘勺宋·苏舜

钦)，"望月登楼海气哥"(明·高启〉。据《苏炜府志》记载，过去

山上曾建有4望海楼拧，传说登楼可以跺望海景。商山上著名的

古迹U憨憨泉拧也有"井底泉眼潜通海挣的传说，所以又叫"海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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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气就是在现在的市中心现前街，过去也有"玄妙黯十八景"

之一的"海眼捧声"，传说在三清殿亢霄天尊座下有个海眼，伏

地倾听，可闻汹涌椿声……。这些都是不可稽考的民间传说，

但是它也怯稀反映了苏如广大地区海陆变迁的茄史。

在几万年之前，这里确是一片汪洋，到距今五六于年前才

逐渐演变成浅海。目前的太湖及其四周曾是一个宽广的海湾。

象传说中的海韶山那样，现在的苏州天平由、无锡的惠山、昆

山的马鞍山、常熟的露出以及上海的余出等，当时都是冒出海

面的小岛屿。由于长江带来的大量呢抄逐概在下游堆积，使

当时的长江三角拚!不断向大海伸展，从而形成了抄嘴。m后这

沙嘴叉逐渐环绕古太期的东北岸延婷，并转离东南，与钱塘江

北岸的沙嘴相接，这就将古太草草围成为一个泻弱。后来又因混

沙不断淤积，这个泻翻变成与海洋完全隔离的大小淡水湖泪，

商太湖四周使自泻潮状态变成了平原。开始，在这个平原上

有许多河泯布遥海的缺口，后来这些通海的缺口也被提抄淤

塞，最后有三条河挺由于受海湾内外潮涉涨落的影响，始终畅

通，这就是太黯遥向海洋的三条水道 z委江、吴常江和东江。因

此，用沧海桑田来影容苏刻地区的形成是错如其分的。

苏州f在远古时代的海陆变迁，造成了它那水乡泽富的特

点。在苏州i域内外，水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其中以东南的

太湖为最大，传说有三万六千厦，中部水深约二十多米，湖水

浩瀚，碧被如镜。此外还有黯澄湖、石湖、独墅湖、黄天荡等

湖泊分布在苏州f周菌，使苏711一带的河琉湖泊梅成了完整的

水道降。由于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培势假平，气候温和湿

润，土地理沃，因此，它早就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苏州地区

又出蜂连绵，北有银键山、五峰山、仰天山、鸡山、天掘出、青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阳山。东北部有灵岩山、天平山运金由、支碗i山、高景由、虎

丘由。 F曾有渔洋山、香白。东有泉峰山、尧峰山、七子山、上方

山、吴由。这些出峰形成时间较旱，经过长时期的风雨侵惶，

起伏和缓，海拔很少超过二百米以上。这不仅便于垦蕴，可以

发展多种农业作物，商旦这起钦的群山还增添了苏州的秀哥

风光，如虎丘山山藏寺中，林整盖越深 z 天平出奇石携曲萄，泉

水凉凉，枫林如锦z灵岩、邓尉、揭庭、上方诸白，掩映期边，湖

光山色变相辉挟，实在是天然胜境，曾赢得多少诗人的赞美。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做杭州太守之后，接着又来苏捕任太守，

当他身临苏州的部秀期出之中时，不禁发出这样的赞叹z"曾

赞钱塘〈杭州〉兼茂苑〈苏娟) ，今来未敢苦夸张。"诗人发觉了

苏就风光各有千秋，怎能分其上下呢?

苏ffl有着得天强厚的天然条件，所以它从春秋战国时期

开始，就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东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岳

之一。尽管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城苏炜历尽了人间抢

桑，但是，也使苏州的历史画卷更加丰富多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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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出土文物看远古时代的苏州~、

当开往上海的火车经过吴县唯亭镇碍，往北望去，可以看

到远处有两个高高隆起的土墩，当地农民称之为夷亭也与草

鞋山。草鞋由形状象只草鞋，东西长一百二十米，南北宽一百

米，面积一万二千平方米，高出地面五点五米以上。一九七二

年至一九七三年，曾在这里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握，前后共发掘

了一千多乎方米，开提出远古时代的文化堆积层十点五米。这

些考古发握，连商吴江梅堪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

遗迹和遗物。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街石斧，确定草鞋山和梅

堪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因为石斧是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一

类石器。这两个古文化遗址，特别是草鞋出遗址，可以充分证

明五六千年前，苏州一带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和繁殖在这

块平原上。草鞋山遗址的出土文物，是目前我的了解苏州地

区最旱的人类活动状况的历史见证。

当时，农业已是苏州i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生产技术也已

进展到锚耕阶段。每驾农业生产季节，人们用装木柄位穿孔

石斧砍伐树木，开辟耕地，然后患木末、骨秸、石铲等工具疏栓

土地，进行播种。禾苗生长后，又用石锡进行型商管理。收割

工具已有石刀、石镰和骨铲。从出土的已经碟化的稻谷可知，

当时己种植柏韬和程稽，并且已开始种植蔬菜。不过在当时，

造猎生产仍起着重要作用，这可从发现的大量动物遗骨的状

4 



况〈有的是经过火烧过的 p有的留有敲砸锯割的痕迹〉可知，当

时人们捉到野兽，除作为肉食外，还利用其骨督制作各种生产

工其和生活用具，有的还十分精致，如有一捏骨制匕首，通体

刻有图案，假鱼影。在梅垣遗址中，发现了水牛骨菇、鹿角、

野猪牙、鱼脊骨、蚌壳和光滑镜利的骨器等，可以想象出远古

时代的太湖之滨，遍布着湿摆地区特有的灌木丛林，生长着栋

木、杉木、棒木、青冈、精木、酸枣、毛桃、梅树以及竹子与芦草。

树林中出没着象、野猪、狐狸等动物，尤以鹿为最多。人们用磨

制得锋利的石矛、石箭头来捕猪这些动物。遗址中发现大量的

鱼骨、螺蜘壳、蛤蚓壳的堆积物，说明当时人的己懂得捷捞鱼

蚌，有着食角水生生物的习憬。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苏
州地区的手工业也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制悔业在

当时已有相当的发展，由于普遍应用了轮能技术，使陶器产品

达到较高求平。特黠是商酒杯的出现，表明当时粮食生产已

有藕余，开始了酿酒业。

这时人们已过着定居生活，主善屋是木结掏建筑，大多为长

方形。梅垣发现有在蛤蚓壳上铺垫草木灰穷成的地面 F 草鞋

由发现了十个柱商组成的画形地基。当时，房屋的屋I真是由

芦苇、竹席和用草绳擂绕的草束组成的。绳席的编织方法，几

乎与现在相同。这种木结掏建筑房屋，广泛采黑了棒鳞技术，

并普遍采取防潮、防水措施，以适应本乡的环境。就在这些当

时人的居住的地方，还发现三块纺织物的残片，这是我国出土

最早的结织品实物。根据科学鉴定，这些纺织物可能是用野

生葛制成的葛布。制作的过程是把葛草煮后剥皮抽取纤维，

再捻织成线，最后织成葛布。这种葛布是以纬起花的罗纹织

物，花纹呈出形斜纹与菱形斜纹，几千年前，就有这样的织造

5 



技术与工艺水平，很使人惊叹。

草鞋出遗址发现的许多墓葬，对我幻考察远古对代苏州

地区的社会性员提供了实物根据。在众多的墓葬中，黯葬品

有多有少，大多是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以及生产工具和装饰

品。从这些髓葬品的多寡与品种来看，当时苏朔地区己出现

了贫富的分化和私有财产。特别是商座男女合葬墓，更为引

人注目，它们都按男左女右方式埋葬，而且其中男性作俯身直

肢葬，女性作部身葬。这种墓葬方法，表明女性己薛到从属于

男性的不平等地位。可丑当时苏州i地区己确立父权制，并实行

一夫一妻制，母系家庭5过渡到父系家庭社会了。另外，在草

鞋出遗址较上层〈堆积层愈上，时代愈近〉的墓葬中，还发现了

一座一个男性甜葬两个女性的墓葬，商旦这两个女性是分两

次葬入的，在墓葬的外边又殉葬了一条猪。这又表明，一夫一

妻制曲父系家庭后来逐渐为一夫多妻能所取代了。就在这个

墓葬中，器葬品又多了玉琼、玉璧。据考证，玉琼、玉璧是祭祀

天地的礼器，是权力的象征。显然，这个墓主的身分非同一般，

而是掌管祭祀天地权力的民族贵族，即最早的奴隶主。这个

墓葬的出现，从销商告诉我们，父系家庭社会末期，奴隶制已

经出现。

从草鞋山和梅堪这两座新石器对代遗址，可且使我们想

见当时苏州地区的母系社会曾有过一个繁荣时期，以后又为

父系社会历代替，最后又出现了奴隶制。这就是今天所能了

解的，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太摆平原上如何活动的一个

大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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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国的崛起与称雄一~、

苏期地区勇来简称为"吴气这里的方言也称作必吴语气现

在苏热市区的紧邻还叫吴县。考其渊摞，是理为这里曾是几

千年辑吴国的国土。

据史籍记载，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正当殷末周兴之际，

周王吉公直父生了三个儿子，即泰f虫、仲雍军在季历。周王特

别宠爱小丸子季历，有意要把王位传于他。泰伯和仲聚着透

了父亲的心思，就不告而辞，避居江南，住在梅里平墟〈今无锡

东南〉。当碍，中票是文化发达的地区，长江以南还比较落后。

泰伯、仲雍来到吴地之后，"断发文身气蹬从民间风倍，并加

入了当地的越族。不久，他的的德行为当地居民所闻知，于

是由a义之"而"敬之"，进商"君事之'F，并有千百户人家来妇附

于他的，自然地形成一个部族，泰{自、仲雍也就成了当地居畏

的首领。以后建立了一个弹丸小菌，定号为"勾吴气开始了吴

国的历史。自此，泰伯、仲蕴可~说是吴国的弄出握。过去在

苏炜有两座古窟，一座在闰门内下塘混堂弄西甜的泰铛庙〈又

称至德窟h 一座在干将路西段的"让王鹿"(又称交让王庙)，

就是纪念这两个历史人物的。

泰伯、持雍商来建国后的数百年，充分利用本地得天独厚

的天时地理，垦建荒凉的需泽地，使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

展.组是，它钙然是个弱小国家，与其他诸侯国家很少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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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康的诸侯国家，把这个小小的国家也著作是"蛮夷之

邦"，根本不放在眼里。直到公元前五八五年，即泰伯、持雍的

十九世孙寿梦接位，吴国才逐渐强大起来。当传$lJ寿梦的孙

子阎部的时候，吴国已有相当实力，已成为东南一霸了.

寿梦当政苦心经营

寿梦接位后，到公元前五六一年逝世，这是吴因为了自

强，苦心经营的二十五年。

寿梦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君王，他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

状态，就注意向当时的先进国家学习。在他接位的第一年，亲

自带队到洛邑去朝见周天子，并沿途坊间不少中京国家，决心

把别匪的先进文化程先进技术吸取过来，如速本国的发展。

他到鲁国坊问时，曾与晋、鲁、齐、宋、卫、郑等各国大夫会盟于

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鲁威公为越演奏了全套扎乐。礼

是当时奴隶制贵族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乐是祭柿、宴会、行

军时演奏的乐曲，这些都是当时先进文化的标志。寿梦政赏了

这些礼乐后，赞叹不已，并产生了模仿租学习的愿望。相传，

在他的娼导下，吴国向中京文化学习，一时形成风气。此后，

吴国同中原诸国的交往也就自益频繁起来。寿梦还曾摄自己

儿子季札等λ代表吴国到中原各国涯礼。季札娟习礼乐，长

于外交，善于观察和分桥事物，是当时吴国的杰出人才。季札

出使中原，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他历

经鲁、齐、卫、晋等强国，考察各国情形，结交良臣名将。鲁国

国君请他欣赏了周代传统的音乐诗歌，如《周南》、《召南队

。事》、《唐~))..<<卫》等，还请他现看《大武》、《韶护》、《大夏》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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