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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虫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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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盟 1 本文对夏文和1:.代文明的几个重妥问题展开论述，对某糊的历史地位、"反后氏官商"、

《禹货> "九州"以J.t1:.书、夏历、1:.礼请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

[关键诩}三代早期国家形态及礼

真朝一一三代社会之首

夏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本是不存问题的问题。但从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来，冀
朝历史受到质疑，有时认为剧历史不可靠，即人糙的神话。此町，影响圄
颇大，时至今日，仍然有…些外国学者不相信夏朝的历史。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古史研究学者对疑古思潮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大家

努力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里史问题，分别从梳理先秦文献和开展夏文化考古探索两

方面进行研究，并把它列入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使夏史研究大大推进一步。

研究历史不要一昧地借古，要有确当的疑古精神。但是疑古过了头，否定夏朝的存

在，这也是不可取的。

从先秦文献上肴，把夏商周作为"三代"连称日是由人的习惯用语。按最晚估计，

从周人开始，夏朝的历史巳深深刻印在当时人们的记忆中。先秦儒家商必称"王代"。

《论语.J!灵公》引孔子语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以后《孟子·滕文公

上》、《离粪上》、《葡子·玉制》、《儒效》也多次称"兰代"。另外， <墨子》书中"二

代"一词更是频频出现(见于《尚贤中》、《节葬下》、《夭志上》、《天志中》、《天志

下》、《明鬼下》、《非命中》、《非命下》、《贵义》、《公孟}) 0 /G仅儒墨两家称"三代

法家著作《商君书.7f鑫》、《韩非子·饰邪》等也有"二二代"之称。因此可以认为古人

是不怀疑夏朝的存在的O

此外，在先秦文献中，多有关于三代杜会制度传承关系的论述，如把夏礼、殷礼和

周礼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另外还可以罗列许多存在着类似的传承关系的制度。如明

堂制度， {周礼·考工记》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犀……周人明堂。"社祀制度，

《论语·八伯}: "夏后氏以松，股人以柏，周人以束。"学制， {孟子·滕文公上》云:

"夏日校，股日序，周日库，学制三代共之。"贡赋制度， <孟子·滕文公上》云"夏后

氏五十时觉，殷人七十时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列举上例，可以证明夏朝

建立的制度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它为后来商周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先秦典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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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提到《夏书》、"反礼"、《夏历~ (或称《反时~)、"反政"、"反肉之间iì]典"等。闪

此，夏朝的历史是抹杀不掉的μ

先秦文献中有许多夏史资料，如何鉴别和使用它们，从中寻觅真实的"史影将其

连级都来，构架一部接近真实的夏史，已成为古史学者们迫求的日标。学者们将《诗》、

~t5~ 、《左传》、《闲话》、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先在的子、《大战礼记庭小正》

等有关资料分为"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形态，确定哪屿是JlT{市的，哪叫是半

信半疑的，哪些是不可倍的。另外，不久前发现的金文资料(如《滋公豆豆铭文) )和战时

楚竹简(如《郭店楚简》和《上博战国楚竹书)))中也有豆豆史资料，号|扭学界的关注。

而《史记·夏本纪》则是夏史研究的Jf山之作。其内容包括Jf.王时系、反朝兴亡、夷Ji

之争、夏朝都邑和地域以及11.朝脱邦等。司马迁参阅了先秦典籍、国家归案、谐牒和传

问调费等，他著《史记·夏本纪》不是凭空编造，而是有历史依据的。

关于夏文化考古探索，从 20 世纪五卡年代开展工作，至今已有 50 余年。在夏朝的统

治中心地区豫西假师二，里头谴址和晋南夏县东下问遗址，以及周阳|地区 }I才提 r大自;工作。

其研究成果已反映在相关遗址的出土报告中，如反映王权的宫殿遗址，反映可;银制度的

基葬群，具有草创阶段城市规划构想的道路网络以及子工作坊遗址、祭祀坑。肯铜器、

二IsXi器、大量陶器的出土，还有反映夏人信仰的绿松石Æ形器等的发现，者[5为反朝 Jjj史

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物证。①

"夏后氏官百"

"夏后氏官百此诵出自《礼记·明觉位~ ，所称"有-Ff" .数字未必可靠， {ê. 自]î

禹建立第一个王朝. 11.":E成为最高统治者，在11.王之下必然要设置众多的官署，任用一

批官吏管理国家，逐渐形成早期国家的官制。

关于三代官制，由于"文献不足征"研究者们对它的认识尚比较模糊c 先从内用官

制说起，四周官制有《周官~ ( {周礼~)作参考， {rI. f~îTM本书看法争议大，理想化成

分浓，不能全当作四周的'B制看待。近现代'于:斤j车)fJ ~川礼》外的其他先秦文献作佐证，

特别采用金文资料，时四周官制作校核， l'史内i },'IJ Ù' i!ílJ fVJ 印J Æ.9来。殷商1:ì制也涌到相同的

境遇，传世文献留存相关资料很少，学者们多川J I jl 什文资料米钩沉，显现出殷商官制的

"史影"。研究夏代官制更是难上加难。在未发现反代文字资料之前，只有从先秦文献中

寻觅反官的蛛丝马迹，并参考商周官制、做出比较合用的推测，现试作分述如下:

"六卿"、"六事之人"。此职见于《向 fì. 甘苦~ ，这是一篇战前翠玉启召集"六卿"

发布的功员令。"六卿"是辅佐玉的重要'白'职，在平时是行政长官，在战时又是领兵的武

官。可见，早期国家的官僚是文武不分、官无定职的。 正如 ~H誓~ "六卿"下郑玄注:

"六卿者，六军之将。周礼六军皆命卿，则三代间矣。"商周时称为卿事. ~尚书·做子》、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憔师工里头~ ，中国大时科余书出版社， 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市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巾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If."杜~鹏、许宏主编: {1棋师二

职头遗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It1 阅历史博物馆、 111四省考古研

究所~夏县东下吗~ ，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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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洪范》以及商甲骨文多有"卿事职务，它们是从夏代"六卿"延续 F来的。

管理宫廷内部事务的官职有"车正"、"阳正"、"牧正"0 {尔雅·释ìð}: " 肢，长

也同l官长之义。《周礼》巾有宫亚、 i西正等官职。

"车.iE"。此职见于 ttc传·定公元年}: "薛之皇榈莫仲居薛，以为夏车臣。"杜预

注英仲为夏禹掌车服大犬。"是说"车正"为夏朝宫内负责车舆lH行和服饰的札官。

"启正"。此职见于《在传·哀公元年}: " (少康)逃奔有!莫，为之剧正。"杜预注:

"府正，掌膳裁之宵。"少康避难逃奔，当了有E袁氏族邦宫内的饮食宫。此后， {问礼·

·家飞的属下就有"陆人"职宵。

"牧正"。此职见于《左传·哀公元年}: "后绵方振，端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

弱，为仍牧正。"杜预注牧正，牧官之正。"少康长大后任有仍氏族邦的牧官之长。此

, {周札·地官·词徙》属下有收人掌牧六牲，阳阜辞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散见于史籍的夏宫涵有:

御龙氏。是为夏王驯养龙的官(龙的信仰是一种神物，这里讲的龙，可能是愕但或

某种其他的动物) 0 此职见于《左传·阳公二 1-九年》记:从帝舜开始设此官，夏王孔FfI

找到刘累，刘累曾"学拢龙于蒙龙氏以事孔阳 能饮食之0][后嘉之，赐氏日御龙"。杜

预注数龙，官名，官有世功，则以官氏。"

"穰"宙。主管农业的官。此职见于《罔语·周i舌上》记背我先王世后穰， !)J服

事虞、夏。及夏之表也，弃穰弗务，我先玉不窗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周先祖 ·团·

不帘曾任夏朝的"棍"宫。至IJ 了夏末，农业生产荒废，社会衰落，不*失掉了"棍"官 一一一

职务，流窜到戎狄之间。

71<宫。主管水利之宫。此职见于《剧情·鲁诺上} ì己冥勤于其宫附;1<.死。"韦昭

注冥，契后六世孙根罔之子啦。为夏水宫，到J于其职而死于水也。"网冥治水有功，

受到商后人的尊重殷人精替而郊冥。叼商人每年要向先祖冥举行郊祭。

赣氏、和氏。掌天文之官。此职见于《史记.][本纪》记帝中版时，裁、和涮

淫，废时乱日。" {尚书·尧典》记载，早在尧时，能氏、和民就负资1见象授时。《史记·

五'市本妃} {集解》孔安罔日在1黎氏之后，载氏、和氏tIt掌天地之宵。"一直到周代，

这个氏族的首领仍然1让受其职。

太史。反架时有太史令终古。《吕氏春秋·先识》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

而泣之。 豆豆架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阁法，大概是大文阁类之 |3 ，

那时太史之职也兼管天文。

:f: 03二察狱之宫，戒称大册。辩时任东夷族首领泉陶作士，主管1时报。雨继位后，

意欲推荐泉陶做继承人，后因为事陶先卒而未果。《墨子·尚贤下》把"禹有阜陶"与

"尧有舜，舜有禹"并列，从中推测泉陶可能在禹时也担任过士官。"夏有乱政而作禹

刑。"③还设立了监狱，名叫"夏台"。③这些机构当然要有执法人员来管理。

掌管军事是国家机构的重要职责。夏三巨娃最高的本事统帅。上面提别的"六卿"既

cü {札记·祭法》。

(2) (左传·昭公六年》。

() {址~ì己·发布;纪}: ( "月召汤闹剧之庭台，巳而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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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辅佐玉的行政长官，又是无回军队的指挥官。由于当时以卒兵为主，驾车的御宵地位

很重要。秦人先祖"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其后费目曾为夏末御宵"当夏乡悔之

时，去夏阳商，为汤御，以败架于鸣条"。①费昌的后人世为殷商的御官。

此外， <左传》寻 I <夏书》供文中也避摇出度代职宫的某些信息，如:

瞥和商3险。皆出自《在传·昭公十七年》寻 I <皮书》日瞥苦差鼓，谢犬驰。"瞥，

是古代乐师。《周札·春官·宗伯》有"曹牒职掌"宽诵诗，并诵t险系"。啬犬，其

职责不清，有"司空属官说吏啬夫为"检柬群吏之官说人啬夫为"检柬百姓之官

说另有杨伯峻据《韩非子·说林下》认为是"县邑官说"。②

璐人。此职见于<tr:传·蝇公十四年》寻 1 <皮书》日迪人以木悻饷于路。"杜预

注行人之官也。木悻，木舌金铃，伺于赂，求歌谣之育。"而《尚书·孔安国传~

"迪人，直令之官。"两者并不矛盾，都是讲遭人手摇木锋，在道路上巡行，宜布政令教

化。《周礼》元遭人之官。但《周札·天官·小宰》和《地官·小司徒》等职都有"饲

以水锋"的记载，可见上古时代有类似遁人之官担负向民众宣布政令的使命。

窗尚。卡 3夜之宵。此职见于《左传·哀公十八年》号 1 <皮书》曰官白，惟能蔽

志，昆命于元龟。"杜预注官占， 卡就之宫。" <tr:f专正义》寻|孔安国云官占之法，

先断人志，后命于元龟。"就是说夏玉在决断国之大事前先要由官占施行卡短程序。

以上所列主主官名称不成系统，当阙失甚多，但从中也能反映出早期国家形态的特点:

首先国之大事，在祀与成。咱夏代官制更能充分体现这阅方回职能。一是祭祀职

能。如牧.ïE，负责供祭之牲牲。官占负责卡娥，与神;走向j匾。瞥H蒙是札之一，

奏乐器和诵诗，撰定世谐。太史，即大史，负责国之文书，在国家礼典活动中协同赞助。

二是军事职能。如"六卿在战时统领军队作战，受夏王直接指挥。与军事相关的还有

掌刑法的.如士担当执法职能。

其次，夏代尚处于国家机树的雏形阶段，官僚机构不健全，带有若干氏族制残余，

如i藏人、啬犬，类似氏族社会的乡霄，由长老扣任。

最后，就其官职的任用来看，当时往往实行世官制度。如"棋"官，由周人世代主

管农业。闹事是氏、和氏则都是世世代代从事现象授时、制定历法的天文官的职责。秦人

祖先静于驯养鸟兽，在夏商王朝世代任御宫。另外，当时的w职不专一，常常兼摄其他

职务。如"六卿"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将领。

〈禹员} "九州"

"九州、1" 地域范阁的论述，在先秦文献中有习之间的版本。第一个为《尚书·禹

贡》。其《尚书序》曰禹别九州，随山梭川， 11:土作页。"其.ïE文表述"九川、1" 的地

理市固有:费州，未标明其区域范围。接着分述济河惟究州，悔岱惟肯州，晦岱反谁惟

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i可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四河惟

① 《史记·秦本主己》。

(易杨伯峻<春秋专注》第阴册，

③ 《左传·成公十三年》。

, 1981 年，第 1385 ff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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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州。最后作如下结论九州攸间，四懊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隙，九洋既隙，四海

会间。"

第二个版本为《周札官词吗·职方氏}: "辨九州之圃，使问赏利。东南日扬

州|……iE南日刑州……河南日豫州……iE东日育外|……河东日究州……正因日雍州……

东北日幽少1.1......河内日冀才、H......正北曰并州。" ~逸周书·职方解》的"九州"说与《周

札·职方氏》相同。此说与《禹货》相比， ~禹贡》中的徐州、|、梁州分别合并于青州、

雍州，农明当时7号徐、梁雍发股起来各自连成一片。另外，于冀州之北另辟幽州、并州，

并得到开发。

第三个版本为《尔雅·释地》。其"九州、1" 说为"两河间日冀州，河南日豫州，河

西日雍州，汉南日荆州，江南日扬州，济问问日充州，济东日徐州1 ，燕日幽州，齐日营

州。"此说与《禹贯》相比，梁州并人推州(与《周礼·职方氏》问) ，于冀州之北立幽

外1 (与《周礼·职方氏》同 ， {B.:兀"并州、1" 之说) ，背州即青外10

为何出现这三个版本的差异?明学者章潢(曾吏持白鹿书院)著《九州昂镇川降辨

古》作如下解释: "111+1 者， {禹贡〉之冀、究、青、徐、扬、荆、豫、梁、雍，夏之制

也。《尔雅》之冀、幽、营、充、徐、扬、荆、豫、雍，商制也。《职方》之扬、荆、豫、

、究、雅、幽、冀、井，则制也。"

"九圳、1" 说娃非常古老、真实观念的流传。大概早在夏代以前的"五帝"时代，人们

就有了"九州"观念。①《禹贡》虽不是夏代的作品，但其成书年代不会晚于西周后期。

至于《周礼.;(官司马·职方氏》和《逸周书·职方解》的写作大致也不会晚于东周之

韧。至于《尔雅·粹地》则是战国时期孔子后学解释经义的典籍，其中搜集许多古老的

义训，尤弥足珍贵。先秦时代，人们把华夏族所剧和南教所及"四夷"之地笼统称为

"九州、1" ，因此，夏商周三代人们普遍认同"九州"说。 但由于时间的推移，政局的变化，

人们对"九州"的名称及其范围的认识出现主个不同版本的变异，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但像章横判断的那样是反商周制之别，则是牵强附会，令人难以置信。

除以上提及的兰种版本的"九州、1" 说外，先秦其他载籍也常见"九州"说，只不过

它们的含义各不相同而已。

作为地理区划说的则有: {诗·商颂·玄鸟》云九有有载此" 1L有"皆ä为

u JL~川、1" 0 <<左传》中更屡有" 1L1+1" 说。如《左传·宜公二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

远方因物，页物九收。"杜预注使儿州之牧员金。" {左传·草草公四年》号 1 ~虞人之

箴》日芒禹迹，国i为九州，经启九逝。" ~左传·附公四年} ìê: "(可马侯)对日:
‘恃险与马，而!英邻|虱之难，是确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宝、荆LlJ 、中雨，九州

险也，是不一性。， "此说讲的足"九州"之内有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

春秋前期的齐叔夷博、钟铭云戚有儿州，处泉之培(土) 0 "更足以证明"九州"观

念在咨秋以前已深入人心。到了战同时代九州"观念则更为普遍。至于〈左传·附公

i己"九州之成"， {回 i自·郑i吾》记"谢网之九州"等语，都不是指"九州"

的地理范围，而是指基层组织党、州、乡之州，每州二千五百家，与大"九州"之说毫

不相干。

④ 仰望半{禹 iíl ")L州、1" 的斗学研究~. {考占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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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1" 现念的产生和演绎，先要从"州"的!原初本义说起。 Ip 金文都有

"州" ，芋，罗振二E释此字旁象川流，中央象土地。" {说文解字·第十…》牛. .州，

水中 μJ届日州，周绕其旁，从重)" ，背尧i茸洪水，民居水中高地，或日九州。诗日在河

之州。一日州畴也，各畴其土陌生之。"可见"州"的本义是以水环绕的一块陆地。后米

由于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不断拓展空间，问加上放邦、邦盟的形成和l交往，各地区白然

人文因素产生差异和不平衡，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会出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 l走

划观念。 这可能就是《尚书·尧典) .~己就"嚷十有二州、1" 和《禹贡》记载"禹别九州"

的依据。

到 r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大国兼并，列国提域犬牙交错九州"观念和列国

瞪城不相吻合，两者曰A~干系。战间的期受"大一统"思潮的影响，有随学者为了规划

未来统呻罔家的陈罔，他们误认"九州"是古代的行政区划，而且一自沿用下来 ， J日行

政区划说来解读《禹贡》九州。如顾炎武《日知录》在工 f工有"九州、1" 条指出谓

《禹页) JL州为尽虞夏之疆域者，疏矣。"就是从政治蜡峨角度来解释"九州"说。接着

又称反商以后，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皑理所及时分之，故每代小平于不同。"仍然

把"九州1" 说当作政泊疆域的民界，这是一种说段。我们认为先秦"九州"现是自然、

人文地理概念，是对"九州1" 民城的 11J岭、河流及其走向、流向，破碎、土壤、物产、

人口、贡赋、交通道路等自然、人文地理的概述，它不具有行政区划的含义，而是对自

然、人文地理范围的界定，是当时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地理知识的总结，而不是任何政治

现念。

至于说度王朝敬和统治区域，是以豫丽、背雨为中心，东达豫东、鲁附，四至1块

东， :l ~iU冀南，南及徐准，而其声教所及(或日文化影响)则东沽山东半岛， I书及杭嘉

平原，四至川北，北播西辽河一带，也可以说夏禹文化影响到"九州"地域，这可能就

《禹贡》九州的号|申含义。

夏书 I历 ;皮书L

与;反书相连带的问思是夏代有没有文字。这是一件学术公案，至今尚未解决。夏代

文字涉及文字的起源，为此学者们探索了新石器时代陶器 l二的许多姿IJf国符号，称之为陶

文，尤其是假师二号:头遗址出士的陶器上巳发现了许t多亥IJí国符号， Jt=字形叮辨，有些符

甲骨文字形相似，号|人注目 。

我们认为夏代可能有文字，其理由申述如下:

首先，夏代以前的"五帝"时代，从发现的陶器刻画符号来看，已具备文字构成的

个别因絮，从文字的发育到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我们可以认为那些陶义是文字产生

的萌芽Q

再从殷商甲骨文的成熟程度来往前推测。著名甲骨学家陈梦先生认为卡吕手中的

殷代文字，是流传下来最古老的文字。在它以前的文字是有的， {E!还没有发砚像卡辞那

样完善的。武丁卡辞中的文字代表了定型 f的汉字的初期，并不是中国 u瓦格的应该是

汉族)最古老的文字，在它以前，应该至少压有 500 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大约在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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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20 世纪已经开始战已经有了文字。"也〉显然先生估计·夏代有了文字，确是有一定道理

的。我们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二里头文化遗址至今尚未见到可确认的成篇文字，

很呵能受到文字载体质料和用喊环境所限，若当年的成篇文字写在竹、木、归类材料上，

便很难保有下来。我们知l.ìll商代是有竹木简册的(有卡辞"典"、"册"二字为证) ，倒

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现在只能见到战闷和秦汉的简册，且多出士于楚地和西北河西

一带。夏代文字的发现仍然是大家期盼着的事。

在先秦文献中，屡有代文献的记载，其名利;有"夏书"、"夏礼"、"夏时"、"豆豆

令"、"禹之总憾"、"{lfJ胞之竹"

光;来文献多有叶川J <夏书》的事例，如《左传} 'jl用 15 次， <国语~ 3 次， <日氏春

秋~ 1 次。引用者有孔子和"君子曰还有苦大夫、鲁田君、鲁大夫、周卿士、蔡大夫

等。虽然他们所引用的《夏书》早已供失，但是这些篇章频繁地在先秦文献中得到引用，

我们把它们辑快赳米，多少能透露这样…个历史信息，即夏代不仅有了文字，而且可能

有成篇文字的典册。

《夏日j>) 是在尧舜时代毒草氏、和民JJj象日月里辰、草创历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比较先脏

的阴法。《在传·阳公卡七年》记梓慎叫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

月。"此话证明 rM历与商用J)j法确实不同 今人通称农历为夏历，则夏Hî以寅月(即后

阶所称的农JJi iE J] )为岁目的说法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先秦文献有关于《夏令》和<时》的i己棋。如《闰诏- .周1:15-中》记" <夏令~ -

曰:九月除i茧， t-月成梁 J" <论语·丑j过公~ ì己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为邦之道时，首先提

tf:\要"行反之时"。再有《札记·礼运》记孔子曰我欲观麦道，是故之把，而不足征

也，否得《旦时》后0" <夏日。就是爱代的历书。可马迁认为孔子正度时，学者多

传《夏小iO 泣。"必后来到1玄比《礼远》注得反阴时之书也，其砰者;有<小正~o"

据此，可见从孔子时代到汉代学者们都认为《夏小正》与夏代历法是有联系的。

《夏小iE~文句古奥，不易i卖懂，相传它是反代施行的历日制度遗篇。从内容上反映

当时天文官根据黄昏时观察到的若干恒星(参、大火等)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

及北斗斗柄的指向，作为一年中某片的起怡的标准点，再根据"历数日月星辰"的运行

规律，参照气象、物{段等情况来制定年历敬授民时把它删告于民众。

夏礼在Jt秦文献中多有记录，而且往往把它与商礼、周札联系在一起表述。孔子精
辟地用"损益"二字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周代的制度文化是参考了夏商两代的

制度文化而制定的，所以周代制度文化最齐备昌盛，达到了"郁郁乎文哉"的境界。

关于三代礼的时异，孔子lf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三代之札一也，民共由之。成素;战

，夏i在殷|啡。" (;2) 其恶忠是三代之礼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都被百姓共同遵守，仅是仪

式细节上有哩差别，它们之间是"夏选殷闲"的关系，即夏时创造，殷代因袭的关系。

夏礼处处体现在反贵族的口常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O 如朝聘礼，见诸文献记载的有

"涂rlJ之会"、"钩白之卒"、"仍之会"以及会稽山上的祭山神活功，出现了"执玉阳者

① 陈梦家{殷撼，卡醉部述}，巾然fì局， 1956 年，第 644 页。

② 《史 i己.Jl才叫己}，

C:ü {札记·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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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壮观场景。再如磐祀札，问样也十分庄重。占|、过程本身都要按礼制程序进行。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占卡用的碎骨。夏代的占2在法名叫 o巫山易} ，倒早已失传。人既有

自然神崇拜、天神崇拜，又有祖先神崇拜。祭祀祖先神分楠、椒、郊、寐以及报祭，等类

别，反映出祭祀过程中的等级意义。①此外夏人还有社祀、穰祀。夏王祭祀在"世室"中

进行②世室"即宗庙。二里头遗址发现多处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址，其形制规格都是

按…定札制规划的

(本文依据拙著《走近夏代文明》一书改写)

(作者:詹子庆，江苏扬州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邮编: 130024) 

Four Topics about the History of Xia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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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discourse upon 肥veral important issues about the history of 

Xia Dynasty and civilization of Xia Dynasty: Yu Gong Jiu zhou , Xia hou shi Guan bai. the 

publication of Xia Dynasty , the proprieties and the calendar of Xia Dynasty. 

Key Words: Three A时暗自try the modality of forepa时 nation the proprieties of Xia 

Dynasty 

① 《国语·鲁语 Uì己夏后氏棉黄帝而视敝琐，郊鲸而宗禹抒能帅禹者，夏后氏报焉。"

② 《周礼·考[ì己》。

C如 以上引用的考古资料均tH 臼(< f阪师:.fI!.头》和j {小



论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

圈圈圈

[提 要]西汉时期亡人"在北边有活跃的表现。"亡人越寨"现象，因事关人口控制、物资控

制、 2卒在 3事苦情报j控空制而受到边地2笨在政长官的笠视Q 对于斗非卡;法杂越境的"亡人" 予以.， i边运捕I搜吏索

代长城体系戍守#刽部~队的防务内容乓之乙一。有汉J五巳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

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寨"、"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①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

孙;②边人奴烨您辛辛者;③盗贼群辈犯法者。西汉"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

农现极端的激烈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产生了积

极的作用 O 其突出表现是，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和西域地区，从而

促进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融。考察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对于认识西汉外交史、军事史、

氏族关系史以及边地社会生活炎，都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西汉灿亡人越塞匈奴 回

四川t会中的"亡人\作为执政者无法控制的流动人口，具有与编户齐民社会结
构也式背离与叛逆的身份门他们在各地方的活动，是行政管理者十分关注的政情之一。

"亡人"数睦J~成规愤，可能导致严歌影响杜会秩序的流民运功。⑦河西地区出士的汉代

简牍资料中 ， nJ 见"亡人"称谓。这一称谓所指代的身份，反映了当时北边地区人口构

成中具有较显著流动性的特殊人群的存在。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往往对社会

的稳定有所冲击，另 - ji面，或许对于激发社会活力亦叮显示较为特殊的作用。在北边

农拼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地区，由于军事关系、外交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情势，

人"的活动可能会形成!t鼓琪的影响。"亡人越葱即非法流入匈奴地方，他们的民族

立场和文化表现作用于文明的交汇和融合，也有积极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汉人人匈奴数最最多的时期是在西汉"。②考察西汉北边"亡人越主运们现象，对于认识

四汉外交史、罕事史、民族关系史以及边地社会生前史，都有积极的意义。

张家LlJ汉简《二年伸令·亡律》说到的"亡包括"克民亡

cc 雪辛辛苦余嫌{州以流民问题J探敝~， U[四师也大学学报); 1994 年销 3 期;王子今((附汉流民

运动及政府对策的得失~， {战略与管用~ 1994 年第 3 期;李伟、报际存{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兰州

大学学报>> 200\年第 l 期;查明辉: {汉武帝时期的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湖北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12 期;张功{仅代逃亡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81…91

② 吴明月: {谈两汉时期汉人人用匈奴反其影响>>， ~内蒙古师大学报>> 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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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亡"以及"鬼薪白架"等"亡

人"\，即《亡律》所}谓目"亡"这种行为的主体，不渺及在"亡"之前各自的具体身份。

周延汉简可见"亡人"称谓。如因亡人曰" (E. P. 1'59 : 869) , "四亡人命占缓

臼" (E. P. 1'59 : 613) 。据简义反映的信息亡人越塞"是常见的情形例如1 : 

日 i进行廿三黑久视天田中间玄有亡人越黎出

它句:界中 11夹长候史A 日 i边卒:业靡不言i在L刁 (ιP. T51 : 411) 

对于"亡人越塞\边防军人有严密曾戒的责任。又如:

四亡人迹人止塞长北部候长别囚 (104.43 ) 

对于"亡人"的"遥捕搜索\似乎也足北边Jl1 在门常重坚防务内容之…。我们

看到:

匿界中书到遣都史与县令以下追捕搜索部界中听亡人所隐匿处以必得为故诏所

名捕

当奏闯毋留如诏书律令 (179.9)

据所谓"都史与县令以下涩捕搜索部界巾"， iiJ知这种搜捕有叫能处陆方政府和1l!1防

部队的联合行动。执行情形"当秦['I1'J" ， ap要求政时向敢向执政吁同报.，如诏朽伸令"

字样，表明这种行动的正义性有皇权利国法以为肯定性的确认。类似的简例还有:

巳宋捕验亡人所依倚匿处必得得诣如书毋有令史民相牵证任友书以书宫谨杂

与候

史廉辟北亭长欧等八人戍卒孟阳等十人搜索部界中口亡人所依 11 处发书相

(255.27) 

如果管辖区界中有"亡人必须搜查"亡人" t~身地点，些求"必得即完全捕

获。" 衔得‘
发书"飞，\， e叫即IJ1有jB员1民人联名i证E实，同时承.J'El.责任。"亡人" #:随身处所，向文称作"亡人所隐

院处\"1工人所依陪处"、"亡人所依f倚奇拉阪f处

i通丽告敌，怕悄的!烽峰火制度'也要求对"亡人越宰"寻~n发布信号口女n时M1又简可见这样

的内容:

出亡人赤农火一函 (212. 9) 

出亡人赤农函…北

iL康二年囚'1各渠梵长白

昏时四分时来胡荧长口付口山变长普函行二时中程(当02.3)

第二例除了 "tH亡人亦;在"外，甚至还看到二名"义长" ~(JL ..亡人"的行为相继传

递f:f息。有…例简文 l可见"罚金"书，成i午贞H:J自究有夭:
当罚 λ 俨

(j) 张家山二二四七号汉墓竹简黯Y甲小组{张家!l1 ~义主主竹简〔二四七号·骆宁n ， 交物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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