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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1997年冬，我曾有幸为吴文化研究促进会张

永初先生主编的《(勾吴史集》一书写序，谈到吴国

在古代历史上有重要作用，而吴国研究中最关键

的问题，莫过于太伯、仲雍建国一事，与吴国族属、

世系、年祚、都邑等等有关的各种争论，都和此有

直接联系。+

太伯、仲雍的事迹，明见于《论语》、《左传》

及《史记》等书，记载清楚一致，历代本无异说。

近世学者所以怀疑，如我在《勾吴史集》序中所云，

主要原因是不相信当时江南有比较发达的文明，

认为吴地直到春秋还属于蛮荒，不能同中原相提

并论。这种观点，已经为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所否

定。事实证明，吴国的文化尽管不同于中原，却仍



拉
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并且与中原等地有着密切的

关系。屏弃了“中原中心论”的偏见，才有可能深

入认识吴国在古代历史文化演进中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吴国早期历史的最好的实物证据，是

1954年发现的“宜侯矢簋’’。我的前述小序也曾提

及，该器于丹徒烟墩山出土后，陈邦怀先生首先释

读，考定为周康王时物。唐兰先生在《宜侯矢簋

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文内释出了簋

铭中“虞"宇，说明“虞"就是“吴竹，器主正系

吴君。后来我写了《宜侯矢簋与吴国》(《文物》1985

年第7期)、《宜侯矢簋的人与地》(苏州《传统文

化研究》第2辑)两文，推阐唐先生之说，并说簋

铭地理与苏南一带地貌相合，由世系推定器主乃是

柯相。

最近，由于研究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14号墓出

土的“叔矢方鼎"，发现宜侯矢簋的“矢"其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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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音在精母职部的“矢"字，而是与“吴"，“虞竹

同音，即为疑母鱼部，同晚出的职部的“矢竹仅

系同形。大家知道，“柯"字见母，和疑母相邻，“相”

‘字阳部‘，同鱼部对转，可见簋铭的“矢"确应该

就是文献中的柯相，柯相正好在康王时。因此，铭

中的虞公即武王所封的周章，父丁即周章之子熊

遂。周章以下世系的可信，间接证明泰伯以来的传

流绝非子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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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言‘泰伯可谓

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

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升是

知泰伯事迹湮没已久，司马迁做了研究，才毅然以

《吴太伯世家》列为世家之首。这方面的历史，还

需要历史学、考古学界进一步探讨，也希望社会广

大读者支持和关心。相信《泰伯遗迹志》的出版，将唤

起大家更加浓厚的兴趣。

鸯謦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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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征史 探源索流

． 吴惠良

古代的百越民族，创造了包括吴地在内的、古

老的吴越文化。泰伯奔吴，则又把中原文化融合进

了吴文化之中，进一步推进了吴地经济的发展。本

书从民俗学、文献学、考古学的角度，经长期考证、

探讨了与泰伯奔吴相关文献历史和遗址遗迹，提

出了：泰伯先奔陕西吴山的西吴，再到今无锡梅村

一带的东吴——这一“西东两吴说"的新论点，受

到史学界的重视。美国历史学家邓尔麟教授说作

者“以他多年对各种资料考证的工夫为本，历史学

家与汉学家非注意不可。"

作者在泰伯奔吴“西东两吴说升的基础上，以

遗迹征史的层面，用图文并茂的手段和通俗的传说

形式向读者介绍了泰伯奔吴的历程，这将有益于先

秦史的学习与探讨，有利于推进先秦史的研究：



作为吴氏后裔和华夏子孙，更为看重的是先

祖泰伯让国之举，避免了历史上的一场残酷的权

力斗争，‘既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得益于国民，

也由于泰伯之让，其弟季历茳政，修先王之业，守

仁义之道，才有以后武王灭纣一统天下、开创周朝

八百余年的基业。

作为无锡吴氏大宗，泰伯奔吴最终来到江南，

并带着先进的中原文化，入乡随俗，甚至“断发纹

身竹，与当地民众融合在一起，兴水利，务农桑，养

畜禽，建村立巷，构筑吴墟土城，为后来强大的吴

国奠定了基础，为江南水乡无锡经济的发展建立

了不朽的功绩。吴地文化也从无锡梅里故地发展

壮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因此，我们在弘

扬民族文化，振兴吴地文化的事业中，永远缅怀让

国先贤泰伯、仲雍的崇高品格，继承民族团结的爱

国传统，使这一古老的文明之光在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更加光辉灿烂1

2002年6月28日

于无锡惠山至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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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奔吴，吴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文献派

东吴说’’虽占上风，但也不时受到挑战。

作者不才，所提“西东两吴说’’，即泰伯先奔西吴，

后落脚无锡梅里，虽为众多学者、专家认同，但为了

进一步探讨、证实这个重大问题，作者在此以早期

’张永初提出“西东两吴说"
j匠年{I苏省{土科院t戛史亿静坛，与无铬‘是主杷，，‘江啊文博)

等刊．帽继发丧了段市昊文化学者张木椰先生，了作‘豢伯奔凳三论，．

受到堂学界的最税。史中对。豢伯奔翼．昊在韩里”珥出的新观点．璺

引起拳界昀关注。
毒伯奔昊．吴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张永研先生经教十年的研

究与考证．从文献学．民俗掌．考古学=者结台．提出了“西东两翼说。

的魂煮，即泰侗．仲雍先奔西凳(夸陕西昊山)建立氏族小国。不久古

公■父焉新．泰伯，仲雍回螋山奔丧后仍固娶山．为衷示决不反顿之
心稻季昕的前米纠塘．艟芈磋岗迁．最后落脚悔‘翌(今无辫梅村镇一

带)．建立了勾昊小国．开劬了六百多年的吴蔺史．理由翻三：

一是史科翔实可证。文中到举了‘左传'．(謦天子传’、<虫记'．
‘{￡浯'、‘诗经>．‘周锖'．‘吕氏春秋'．‘涅书’．《越绝书’．‘舆地记'以

至请多地方史老等先奏与两汉占籍的记载：认为往考古{殳村更大：复

现足以否定Z前．文献资辩显得格外重要：囊伯远奔之是．结论为无

塌之梅里：
=是遗名港址扰在。蜘东汉永*二年桓青藏令四宅为舄，蛤建搴

伯庙于弗里．同年在鸡山謦建搴伯墓。悔村、翘村、譬巷俱是古代遗

名。伯壤、九泾．史书I己载为囊伯所曾。肆l己．肆文自汉至淆，代代皆

立．至今尚有12方完好无韫。
三是口肆传说永存。如石牌坊。至奄名邦。传力孔子所书，塞

菠河．马夫浜、龙盒街．尸鲁坝．型厦亭．孵城轿、猪苹毪等

传说．瓤与豢伯智关．血肉车满．镘往了听代劳朗人民婀无
暇热情．并育众多豹遗照可印证。它的史抖价值掇丈．往往

拇示了历史的可值性．叉育历史的可靠性．罡远古文钫的
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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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考查、研究所得，图文并陈，以供有志者研

究参考。 ．

研究上古史，离不开民俗学、考古学和历史

学的综合考察。“神话和传说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是对历

史的折射，也是远古文物的再现。”赫胥黎说过：“这种

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

郭沫若、吴晗也曾明确指出，除了其中有些神话，

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能的现象以外，大都是鲜明、生

动、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

炎黄蚩三祖，不也是这样认定的吗?据此，从我

提供的这些口碑和泰伯的遗迹中足可说明是有一

定证明价值的依据。

当然，对待历史传说，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判断，才能“一餍

众望"哩。



黄帝 姬姓

黄帝，姓姬，号轩辕，三皇五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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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二帝是上古时代北方两个兄弟部落的首

领，暨南方部落首领蚩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古国的奠基者，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祖先。

史称黄帝是少典族后代，生于轩辕(今河南新

郑市西北)，所以号称轩辕氏；因他长于姬水(约

今陕西北部)，故以姬为姓，成为后世姬姓和所有

从姬姓分衍出的姓氏如吴氏、张氏等最初的祖先。

又因他在有熊建国，所以又称有熊氏。，
。

黄帝行道正，曾教会百姓种地、养蚕，还发明

了文字，制定了音律和算数，制造了舟车和弓箭。

他的25个儿子，以后也成了十二个姓的祖先。

黄帝与正妃嫘祖生子玄嚣和昌意。玄嚣继承

了黄帝本姓姬，吴姓即从玄嚣这一支派递传而来。

“黄帝崩，葬桥山”，黄帝崩于河南荆山，葬于陕

西黄陵县城北桥山西麓。汉代在此建立黄帝陵。宋

太祖开宝五年(972)，将之迁于桥山东麓，以后历

代不断维修，至今保存完好。明代老道诗云：“古

柏参天黄帝陵，苍烟缭绕晓风轻。桥山彻底高耸翠，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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