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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節

國夏朝初少康王封次子曲烈于鄫，約當公元前 21 世

紀，傳到鄫 54 世子：前 580 年姒巫奔魯，去邑為曾巫，

成為「曾氏始祖」，其遷徒線路源流，借由古代鄫國

與春秋諸侯方國間的互動碰撞，找出上古鄫氏的淵源故事。

公元前 11 世紀中期，周武王最終消減了商朝，為安撫前朝遺民而大

規模分封諸侯。武王之子成王繼位後，周公旦攝政東征，平息商朝王子

的叛亂，勢力達於黃河下游，於是重定封國，並大行封建，據學者統計

西周諸侯方國高達 3000 多個。進入東周春秋時代，各諸侯方國間相互摩

擦、碰撞、攻擊、兼併，總數逐漸遞減到公元前 6 世紀的春秋末葉，大

約還有百來個諸侯。今以鄫國為中心，來認識相關諸侯歷史故事。

(1) 鄂(噩)國：周初複封鄫國於方城繒關，並與鄂(噩)國為鄰。周

厲王(前 878～841)擊敗噩國，噩國人分烈為二，部份噩人被鄫

國兼併。遠古鄫氏於是含有噩國人的血統。

(2) 東虢國：西周末葉與鄫國為鄰，鄭公賄賂取得滎陽鄫國十邑

之地，鄭氏族人開始取得居住土地。

(3) 申國、犬戎：西周末葉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申國乃與方城鄫

國，聯合引犬戎進攻周室，殺周幽王及鄭桓公。周平王乃東

遷雒邑，而被稱為東周（前 770～256 年）。

(4) 東夷、淮夷：春秋初，鄭公指使鄫國去討閥淮夷，而便鄫、

夷結成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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鄫國與春秋諸侯方國的碰撞

公元前(8～5)世紀

鄂(噩)國
周厲王擊敗

部份被鄫國兼併

鄭 國
陷害並搶奪鄫國土地

東虢國
鄭國占鄫國十邑

申國、犬戎
烽火戲諸侯殺周幽王

宋 國
提倡弭兵之盟二次

鄒國(邾婁)

流氓怨殺 52 鄫世美

齊 國
春秋五霸提尊王壤夷

魯 國
建立聯姻保護鄫國

楚 國
威脅隨(曾)國

曾子 35 歲仕楚

晉 國
認定莒國滅鄫國

東夷、淮夷
51 鄫朴被綁

為人牲祭神

鄫 國
夏→商→周→春秋

前(21～5)世紀

莒 國
趁機利用婚姻

立外孫滅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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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齊國：齊桓公於前 681 年召集諸侯會盟，成為歷史上第一個

自稱為中原盟主的諸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成為中

原霸主。後宋國違背盟約，齊桓公以周天子的名義，率數國

諸侯伐宋，迫使宋國求和。在這個年代，鄫 50 君主：700 沛恩

再從商丘，遷到山東青州之瑯琊，受齊魯的保護。

(6) 宋國：宋國是商朝東夷人的後代，周初受封於商丘。魯僖公

十六年(前 644 年)，鄫 51 君主：鄫扑赴宋國召開的會盟路上，

被綁架至東夷作為人牲祭神。

(7) 鄒國（邾婁）：邾國長期受魯國的壓迫，邾國強大變成流氓，

被稱「邾婁」。魯宣公十八年（前 591 年）秋七月，邾婁將

怨氣投射到鄫國，年邁的鄫 52 君主：世美因而被戕殺。

(8) 莒國：莒國也是東夷人的後代，鄫 53 君主：時泰將女兒嫁為莒

國夫人，生一子為時泰的外孫。莒國趁機利用婚姻關係，挾

持時泰要求立外孫為世子。

(9) 魯國：在春秋爭霸新局下，魯鄫二國早有聯姻關係，魯襄公(前

572～542 年)的母親姒定為鄫女，推算是鄫 52 君主：世美的姊

妹，因此鄫世美為魯襄公的舅舅。莒國挾持時泰要求立外孫為

世子時，鄫 54 世子：姒巫奔魯國向母舅魯襄公求救，魯國派兵

救援，但被莒、邾聯合打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A4%A9%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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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晉國：在文公之前，晉國沒有參加齊桓公發起的「尊王攘

夷」活動，少有關心華夏諸侯的會盟與戰爭，而是獨自滅

掉同處汾水流域的小國，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令晉國領土

大為擴張。但自文公開始，晉國儼然成為齊桓公霸業的繼

承者。他一即位時就請來周襄王，並召集齊、宋等大國在

踐土（今河南廣武）和諸侯會盟。史稱：“踐土會盟”。晋國

的霸業其後持續百餘年。魯襄公六年(前 567 年)，鄫 53 君主：

時泰歿，七月，莒國公子入繼鄫子，此舉不合《春秋》宗

法制度，各國譏笑，視同莒國滅鄫。晉國因而責難魯國，

任憑莒國公子入主鄫國。魯襄公乃派季孫武之子，季孫宿

出使晉國說明，姒巫去國奔魯，去邑為「曾氏始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90%E6%A1%93%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A%E7%8E%8B%E6%94%98%E5%A4%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A%E7%8E%8B%E6%94%98%E5%A4%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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鄫國與春秋諸侯方國

公元前(8 世紀～5 世紀)

 鄫 51 君主：鄫扑 自瑯琊遷古鄫城，被被綁架至東夷作為人牲祭神。

 鄫 52 君主：世美 被流氓邾婁戕殺。

 莒國挾持鄫 53 君主：時泰 要求立外孫為世子。

 鄫 54 世子：姒巫去國奔魯，去邑為「曾氏始祖」。

鄫 48：方埕

鄫 50：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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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噩) 國

商代→西周：公元前(1100～840)年代

鄂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方國。據《史記》等文獻記載，商

代時，鱷廣泛分佈于黃河中下游及長江流域，一個以捕鱷為生，且

以鱷為圖騰的部落，便以鱷為部落名稱，在商代時形成了鄂國，

地點在今山西鄉寧縣。商代末期，其地為晉所併，鄂國遺族乃南遷

而活躍在漢淮一帶，仍叫鄂國，並與方城鄫國為鄰。西周早期記載，

周王南征路線有在曾、噩二地駐紮的事實，湖北隨州出土的西周早期

噩侯青銅器群，和大量曾國青銅器群，證明噩與曾的中心在江漢一帶。

西周時，噩國為南土之大國，其地處漢水以北、淮水以西，是中

原與江淮之間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成為西周南疆之

屏障，周王室倚以經營南方以及控制南淮夷及東夷，因此，頗受周王

之重視，常給予豐厚賞賜並與其通婚以籠絡。也正因此，一旦噩侯馭

方率領南淮夷及東夷進行叛亂，聲勢就十分浩大，並曾攻入西周腹地，

對周王室造成嚴重威脅。

周厲王（前 878～841年）爲了保衛京都和周的社稷，從宗周調來

西六師的部隊，又從北部調來殷八師的大軍，從西、北向河洛地區聚

集，企圖形成夾擊之勢， 擧一 殲滅噩國軍隊，才取得伐噩勝利。周王

乃命令不僅要徹底消滅鄂侯馭方，連其老幼也一併翦除，周王對噩侯

叛亂的深切痛恨，也說明周王室對於南疆的重視以及淮夷問題的重要

性。

噩侯馭方兵敗被擒後，噩國族衰弱離散，無力立于諸侯之林，顯

赫一時的鄂國從此滅亡，而噩國銅器也再未出現。戰後噩國族人分裂，

一部分南逃為後來楚國的東鄂土人，一部分北遷成為申國的私屬，還

有一部分噩人連同部分國土被鄫國兼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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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國

公元前(806～375)年

鄭國，別名為奠國，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國君為姬姓，

伯爵。公元前 806 年，建國者為周厲王少子，周宣王弟王子友於鄭

（今陝西華縣的東方），成為鄭國第一代君主，是為鄭桓公。

鄭國初為周王朝的畿內諸侯，周室衰微，鄭桓公積極謀尋全身之

策，不與周室共存亡。他仔細分析了當時形勢，只有濟水、洛水、

黃河、穎水之間比較安全，那裡沒有大國，虢、鄶兩個小國國君「皆

有驕侈怠慢之心」，稍加武力或賄賂，就可以對付。

鄭桓公利用自己王朝大臣的身份，通過向虢、鄶國君賄賂，取得

十邑之地作為新鄭國在東方的立足點。當周室東遷，鄭國的鄭武公

和鄭莊公亦相繼為王朝大臣，他們常借天子之名行兼併之實，兼併

了週邊的一些小諸侯國，包括虢、鄶兩國。鄭國由畿內諸侯成為畿

外諸侯，侵奪許國，干涉宋、衛、魯等國。它還助齊國趕走入侵的

北狄，

鄭莊公之時的鄭國，儼然是春秋初年第一大國。鄭莊公死後，鄭

國即陷入內亂，經過幾次君位爭奪，鄭國國勢大不如前，而週邊列

強則紛紛而起。南方的楚國早已不再尊重周王室號令，求加爵位不

成之後自立為王，並大肆兼併漢陽諸姬，直接面對鄭國。而北方的

晉國，曲沃一族對晉國公室的鬥爭取得了絕對優勢。齊國則實行了

改革，齊桓公開始稱霸。鄭國位置處於四戰之地，無險可守，且夾

於大國之間。因此列強爭霸，常把鄭國作為戰場。在對外政策中，

鄭時而親楚，時而親晉，但大多數時期親楚。

進入戰國，鄭國仍然得以苟延殘喘。此時鄭國最大敵人已經是新

興的韓國。公元前 375 年，鄭國滅於韓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6%88%B0%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B%B8%E4%BE%AF%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7%AC%E5%A7%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8E%89%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AE%A3%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5%AD%90%E5%8F%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91%E6%A1%93%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91%E6%AD%A6%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91%E6%AD%A6%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91%E5%BA%84%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D%90%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37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_(%E6%88%B0%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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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國（又名邾婁、鄒國）

周初 → 公元前 340 年代

邾國的地理位置在現今的山東省鄒城市、滕州市等魯南一帶。首

都「邾」位於現今的山東省曲阜東南方的南陬村。按史書記載，周

武王時，封其顓頊的後裔曹挾於邾，且為附庸，建立邾國，所以邾

國為曹姓國，其爵位為子爵。

邾國長期受到魯國壓迫，後來一度投靠晉國以求庇護。春秋時

期，邾國逐漸強大，稱「邾婁」。至魯穆公(前 415～383 年)時，邾

國改稱鄒國，降為附庸。後來，邾國為楚宣王(前 369～340 年)所滅。

犬 戎

周朝 → 唐代

犬戎，中國古代周朝時期活躍在周朝西部（今甘肅東部、寧夏

一帶）的少數民族部落，其語言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犬戎自稱

祖先是兩白犬，崇拜白犬圖騰，屬於西羌族的遊牧部族。犬戎族是

炎黃族之大敵。周穆王(前 1001～946 年) 時，犬戎勢力逐漸強大，

與周朝時有衝突，穆王乃西征犬戎大勝，獲其五王，又得四白狼、

四白鹿。

公元前 771 年，應申國侯邀請，與方城鄫國共同攻擊周幽王，

佔領周都城宗周，殺死周幽王，擄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九鼎”被

掠，秦襄公發兵救之，並派兵護送周平王回京，此時鎬京殘破，周

平王東遷都城，西周滅亡。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1%B1%E4%B8%9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1%B1%E4%B8%9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B%95%E5%B7%9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1%B1%E4%B8%9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1%B1%E4%B8%9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2%BE%E5%AD%90%E6%8C%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B%B9%E5%A7%9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B2%8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9%8B%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8%A5%E7%A7%8B%E6%97%B6%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8%A5%E7%A7%8B%E6%97%B6%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B2%81%E7%A9%86%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5%9A%E5%AE%A3%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82%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1%E5%A4%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1%E5%A4%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8%E8%90%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8%97%8F%E8%AF%AD%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8%97%8F%E8%AF%AD%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7%A9%86%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77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B9%BD%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5%9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4%92%E5%A7%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A6%E8%A5%84%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B9%B3%E7%8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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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虢 國

西周初年 → 公元前 767 年

周武王滅亡商朝後，周文王的兩個弟弟，就是周武王的兩個叔

叔，都被封為虢
ㄍ
ㄨ
ㄛ國́國君。其中虢叔被封在雍地，稱作西虢

ㄍ
ㄨ
ㄛ，́虢仲

被封在制地（今河南滎陽），被稱作東虢。這兩個國家起著周王室

東西兩面屏障的作用。公元前 767 年，東虢被鄭國滅亡。

申 國

西周初 → 公元前 760 年代

申國是周代的一個諸侯國，姜姓，封為伯爵。申國始封於周初，

春秋初期為楚文王吞併，其地被楚國設置為縣。

申國的肇始是周王朝封申伯。申伯是周王室的母系親家。周宣

王時(前 827～781 年)，申伯以王舅身分擴充封地於謝與鄫國為鄰，

並派大臣率兵為申伯建築長城。申國的封地是周王朝控制南方的門

戶重鎮，宣王還協助申伯經營，設立公田，以便迅速建立統治地位。

周幽王時(前 781～770 年)，皇后是申侯的女兒。幽王因褒姒的

緣故廢了皇后以及太子宜臼，而改立褒姒的兒子伯服為太子，使得

申后的父親申侯震怒。公元前 771 年，申侯聯合繒國和犬戎一起進

攻幽王。幽王用烽火召集諸侯，但無人響應，最後幽王被殺於驪山

下。申侯、繒侯和許文公在申國另立了周平王，也就是幽王的太子

宜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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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國

西周初 → 公元前 221 年

齊國是西周初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分為姜齊和田齊

兩個時代，始封君為周武王國師、軍師太公望姜尚。齊國三傳至

齊僖公，先後與鄭莊公及魯隱公結盟，得到兩國幫助，在其後十

數年間齊僖公先後主持與多國會盟，平定宋、衞與鄭三國之間的

鬥爭，計有：

 以宋殤公不向周天子朝覲而討伐宋國、

 以郕國不聽從周天子之命令而討伐郕國、

 平定許國逼使許莊公出走，立其弟許桓公為國君、

 平定宋國華督之亂。

 前 706 年，又在鄭國幫助下打敗狄戎。

 於前 702 年，齊國在鄭國要求下聯鄭伐魯。

公元前 699 年，又應宋國要求，聯合宋、衞、燕三國討伐鄭國，

齊國遂形成一個小霸之局面。到了僖公之子襄公在位時，國力更

強，在前 690 年降服紀國，前 686 年又與魯國討伐郕國，郕國降

齊。

到齊桓公（前 685 年—前 643 年在位）任用管仲為相，推行改

革，實行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齊國逐漸強盛。齊桓公於

前 681 年召集諸侯會盟，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自稱為中原盟主的諸

侯。後宋國違背盟約，齊桓公以周天子的名義，率數國諸侯伐宋，

迫使宋國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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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原華夏各諸侯苦於戎狄等部落的攻擊，於是齊桓公打

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北擊山戎，南伐楚國，桓公成為中原霸

主，受到周天子賞賜，將齊國的霸業推至高峰。

齊桓公晚年昏庸，當賢臣相繼逝世，齊國開始走下坡路。齊

桓公餓死，五公子互相攻打，齊國一片混亂。公子昭逃奔宋國求

救。前 642 年春，宋襄公聯合曹國、衞國、邾國領兵攻齊，以助

公子昭歸國爭位。此次動亂之後，齊國國力衰落，齊桓公霸業告

終。

姜齊傳至齊康公時，大夫田和放逐齊康公於臨海的海島上，

「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為國君，是為田齊太公。前

386 年，田和被周安王列為諸侯，姜姓齊國被田氏取代，田和正

式稱侯，仍沿用齊國名號，世稱「田齊」，為戰國七雄之一，周

顯王三十五年（前 334 年），齊侯田因齊正式稱王（史稱齊威王），

前 221 年被秦國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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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國

周初 → 公元前 286 年

宋國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國君子姓，位於現在河南

商丘一帶。周武王伐紂，商朝滅亡。按照分封制的禮法，朝代雖然滅亡，

勝利者仍然不能讓以前的貴族宗祀滅絕，因此當武王分封諸侯時，仍然

封紂王的兒子武庚於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後，武庚叛亂，被周公平

叛殺死，另封紂王的庶兄，當年曾降周的微子啟於商邱，國號宋，以奉

商朝的宗祀。宋國人墨子是墨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祖先為宋國貴族，

是宋國君的後裔。

春秋初年，宋國仍奉行著「兄終弟及」的傳位制度。公元前 690 年

宋國內亂，諸公子紛紛外逃。宋國後來逐漸發展強大，宋襄公(前 650～

637 年)曾經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在齊國內亂時幫助齊公子復國，

想代齊作為盟主，但沒有軍事實力。歷史記載宋襄公於公元前 638 年，

宋、楚泓水之戰時，在嚴謹軍事作戰的戰場上實行不切實際的「仁義」，

結果被楚軍擊敗，宋襄公也因傷重身亡。

此後在北方晉國和南方楚國爭霸時，宋國夾在中間，戰事連年不斷。

公元前 546 年，宋國大夫向戌因為和晉楚兩國令尹有私交，又正當兩國

交兵疲憊之際，由宋國權臣華元發起和平大會，倡議弭兵，最終得到響

應，在宋國召開十國參加的「弭兵之盟」，使宋國保證了十餘年的和平時

期，中原得到四十年較為和平的環境。

戰國時期，宋國同齊國發生卿大夫奪取政權的事，子姓的宋桓侯由

戴公後裔戴族的司城子罕所取代，成為了宋國國君。具體情況難考。公

元前 318 年，宋君戴偃稱王，是為宋康王，即實行政治改革，宋遂強盛

起來。他東敗齊，南敗楚，受到齊、楚大國的忌恨，後國內亂。前 286

年，被齊國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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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 琊 郡

瑯琊郡（秦始皇統一後設置）的遺址，面積大約 20 平方

公里，曾是一個繁華的大都會。而以瑯琊郡為中心的古代居

民，多是外地移民而來，現在居民大部分是明代移民的後裔。

古籍多有記載，公元前 482 年，勾踐趁夫差北上黃池爭

霸，趁虛而入，攻入吳都姑蘇，殺吳太子。夫差返國後被迫

向勾踐求和。不久，勾踐再次攻吳。勾踐二十四年（前 473

年），越軍圍困吳都三年後終於破城。夫差困於姑蘇山上，

求降不得而自殺，吳亡。勾踐隨後北上遷都琅琊，與齊國、

晉國等諸侯會盟於徐州（今山東滕縣南），周元王正式承認

為霸主。

越王勾踐(前 497～465 年)遷都瑯琊時，隨軍家屬、奴

僕 、工匠等總數在萬人以上。越王建築瑯琊臺、修軍港、

建兵營 、起宮殿，將瑯琊建成春秋時期中國北方政治、經

濟、軍事、文化中心之一。

據《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

帝少康之庶子也。」《吳越春秋》也認為「至少康，恐禹跡

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餘。」也就是說，

勾踐是夏禹的後代，而夏禹的姓氏是姒，所以勾踐可能是姒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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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夷、淮夷

上古時代 → 秦漢

夏朝以前，生活在山東、河北的民族被稱作「東夷」。傳說中，

著名的東夷部落首領蚩尤，在與炎帝、黃帝部落在涿鹿大戰，蚩

尤大敗，導致了東夷部落的瓦解。他們當中，一部分與炎黃部落

融合，另一部分則向南遷移到淮河流域。從這之後，這些人被稱

為「淮夷」。

又過了幾百年，淮夷不斷對佔領中原的華夏族發動戰爭，可是

時戰時合。導致淮夷與華夏族的科學文化融合，也導致華夏族追

逼淮夷退到江南。於是淮夷與當地苗蠻族融合，逐漸變成了百越

的一個分支，是今天苗族的祖先。

東夷人的文字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之一，而且可能是商代甲骨文

的重要來源之一。據中國典籍記載，東夷人是弓箭的發明者，東

夷擁有很高的陶瓷製作技術。東夷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鳥形的陶瓷

表明，東夷人以鳥為圖騰，是一個崇尚鳥的民族。東夷人同時也

是中國最早使用銅和鐵的民族。

龍山文化(前 3200～1900 年)的研究表明，東夷人也是禮制的

發明者。龍山文化禮制表明其社會階級和國家的形成。因此，中

國學者俞偉超認為「如果 4000 多年前不發生那次大洪水，我國最

初的王朝也許應該是由東夷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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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 國

周初 → 公元前 431 年

莒國自周初始封，至春秋魯隱公元年(前 772 年)的莒國歴史

空缺。莒國承襲了東夷風俗，國君無諡號，只在名字上冠以地名，

用作在世時的稱號。莒國與齊、魯兩大鄰國關係很不穩定。

齊桓公(前 685～643 年)即位後，齊國稱霸，局面發生改變。

齊桓公為公子時，曾到莒國避難。返回齊國當了君主之後，卻不

念舊德，不久齊國向東方擴張。紀國和杞國首遭侵略，亦見「伐

莒」之文。莒國似乎明白這個情勢，以後不再向北發展，轉向西

南方，開始與魯國、鄫國發生糾葛。

當時，莒是齊國和魯國之外的東方大國，附近的貴族與國君，

在本國住不下去時，都喜歡投奔莒國。這時，在莒國的外國貴族

有魯慶父，魯國乃賄賂莒國交出魯慶父，但又食言不送賄款，以

致魯國和莒國之間曾數次發生戰爭，莒國被打敗。結果，魯莊公

(前 693～662 年)便對莒國有防備戒心。

晉文公繼齊桓公後當霸主，到楚莊王繼為霸主的時代，莒國

歷經四代君主，外交上初步活躍。前 599 年之後，齊國想要吞併

莒國，魯國想要吞併邾國，二大國的首領經常派使者會晤。此後

十年間，齊國自恃強大，開始欺負魯國，又侮辱晉國派來的使臣，

形勢發生變化。於是，莒國得以恢復，又可參加以晉國為盟主的

會議。其後，晉悼公(前 572～558 年)領導的晉國重新稱霸，宋國

乃建議晉、楚弭兵，爭霸局面稍得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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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十年之內，舉行大會盟 24 次，莒全部參加。由於多次

參加盟會，莒似乎逐漸以大國自居，莒的君主自以為很了不起，

開始對外用兵。一開始，就與邾國聯合，共同侵略鄫國。鄫國向

魯國求援，但是魯國被打敗，鄫國終於為莒所滅。

魯國君主認為受到了威脅，乃加強東疆的防護。由此看來，

莒漸漸強大之後，也想拚命侵略鄰國。史書評價「春秋無義戰」，

莒也不可能例外。在晉國為靠山之下，莒國的兵力看上去很強，

經常挑戰齊國及魯國，以致齊國對莒開始有報復之心。

到春秋末期，晉國內耗無暇外顧，莒失去援助。其後進入戰

國，莒事無記載。到公元前 431 年，楚國滅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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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國

周初 → 公元前 256 年

歷史上的魯國有兩個，其一為夏商時存在的魯國，史稱西魯，

西魯歷史悠久，夏商時已存在，可能是夏商時的一處重要方國。

其二為西周至戰國的魯國，史稱東魯。

東魯：周公旦的魯國，是中國周朝的一個姬姓諸侯國，為周

武王的弟弟周公之後。西周初年周公輔佐天子周成王，周公東征

打敗了夥同武庾叛亂的殷商舊屬國，分封周公長子伯禽於其中的

奄國故土建立魯國。魯國先後傳二十五世，三十六位君主，歷 800

年左右。首都在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略有今山東省南部，兼

涉河南、江蘇、安徽三省小部分。魯國是孔子的出生地。

西周時期，魯國對穏定周王朝起了很大作用。春秋初期，魯

國為東方強國，多次戰勝齊、宋等國，且不斷侵襲杞國、莒國等

小國。

春秋中期之後，社會變革，政權轉入貴族大臣手中。長期掌

握實權的主要是魯莊公(前 693～662 年)的三個弟弟季友、叔牙、

慶父的子孫，稱為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他們都是魯桓

公之後，也稱三桓），即所謂「政在大夫」。魯國是保存西周禮

制較多的侯國之一，但受當時形勢的影響，也展開了一系列變革

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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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魯昭公(前 541～510 年)被三家驅逐，客死異鄉。

其後不久，三桓屬下的家臣陽虎等人控制國政，一度形成「陪臣

執國命」的局面。魯定公時(前 509～495 年)，陽虎失敗出奔，三

桓重新掌權。其後，魯哀公(前 494～468 年)圖謀恢復君權，同三

家大臣衝突加劇，終致流亡越國。

戰國初期，約在魯元公時(前 436～416 年)，三桓逐漸失勢。

魯穆公(前 415～383 年)以後，政權又回到國君手中。戰國時國力

已衰弱，仍多次與齊國作戰。戰國末年，楚受秦進逼而東遷，對

魯國的攻伐隨之加劇。公元前 256 年，楚國吞滅魯國，魯頃公被

廢黜，魯國至此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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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國

周成王 → 公元前 223 年

楚國，又稱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

國。楚國國君羋姓熊氏。最早興起於丹江流域的丹水和淅水交匯

的淅川一帶， 最終在公元前 223 年亡於秦國。

楚國由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地開始，居楚地丹陽，從一個小國

逐漸變成春秋戰國時代一個擁地千里的一個強國。公元前 706

年，不滿自己國大爵小的楚君熊通認為其先祖是周文王的老師，

有輔佐文王推翻殷商建立周王朝的功勞，只因早死而僅得到子級

的爵位，遂攻打姬姓諸侯隨國，要求周天子晉陞其爵位，遭拒，

熊通率兵再次征討隨國（今湖北隨州），迫使隨侯投降。熊通因

此在公元前 704 年自稱為王（後諡武），成為華南的霸主。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於郢（今湖北省荊州區西北），此後為擴

充領域，楚國與中原諸侯國經常發生戰事。楚成王時，楚在令尹

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後來的楚莊王武功彪炳，又勵精圖治，

選拔孫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國經濟繁榮、文化鼎盛。公元前 606

年莊王征伐陸渾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問九鼎之輕

重。

公元前 597 年，楚圍鄭，迫鄭降，晉派兵救鄭，兩軍於邲會

戰，晉大敗。此後，陳、蔡、鄭俱從楚。公元前 594 年，楚圍宋，

宋告急於晉，晉不能救，宋遂與楚言和，尊楚。這時中原各國除

晉、齊、魯之外，盡尊楚莊王為霸主，確立了楚莊王(公元前 613

～591 年)在春秋五霸的歷史地位。史載，透過戰事，楚國先後吞

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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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06 年，楚昭王時，吳國君主闔閭派孫武、伍子胥率

軍攻打楚國，楚軍大敗，楚國幾乎覆亡。這時越國勾踐趁機攻打

吳國，秦國也出兵幫助楚國，楚國得以保全。及後楚惠王即位，

繼續執行安邦定國、伺機發展的方針。對外，并蔡、杞、莒等國。

進入戰國時代，主要的六大強國皆曾進行政經改革，唯有楚

國故步自封未曾稍加變法。公元前 400 年，自晉分家的韓、趙、

魏三國屢次聯軍攻楚。當時在位的楚悼王為求富國強兵，任用吳

起開始變法興革，楚國勢力迅速強大起來，吞滅西陽曾國。由於

楚悼王早逝，吳起失去堅強的靠山，被舊貴族殘酷殺害。楚國由

於變法時間不長，變法的成果並未完全鞏固下來。

公元前 241 年楚考烈王又遷都至壽春，國力一蹶不振，逐漸

走向衰落，於公元前 224 年，大敗於秦。但楚人對秦國懷有切齒

之恨，所以後人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來項燕之孫項

羽果然滅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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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國 

西周初 → 公元前 376 年

晉國是西周初期為拱衛北方而分封在今山西省境內的一個姬姓

諸侯國，因都城在故唐都城附近，故國號仍為唐，始封國君為周武王

之子、周成王同母弟虞，後世稱為唐叔虞。虞子燮即位後改國號為晉。

傳到西周末葉的晋文侯七年（前 774 年），周幽王因為寵愛褒姒，

公然違背周禮，廢黜正妻申後和申後之子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為後。

晋文侯十年（前 771 年），申後的父親申侯乃聯合鄫侯，糾合犬戎攻

打王室，幽王被殺於驪山之下。申侯立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接著，

晋文侯、鄭恒公支持協助周平王東遷於洛邑，為東周締造立下大功，

也因所受到平王獎賞。

晉國沒有參加齊桓公發起的「尊王攘夷」活動，而是獨自滅掉同

處汾水流域的耿、霍與魏，並將所得土地魏分封給大夫。一系列的軍

事行動，令晉國領土大為擴張，疆域包含整個汾水領水流域，並將勢

力範圍延伸到黃河以南。

在晋文公之前的君主，少有關心華夏諸侯的會盟與戰爭，而自文

公開始，晉國儼然成為齊桓公霸業的繼承者。他一即位時（西元前

636 年－前 628 年在位），就請來周襄王，並召集齊、宋等大國在踐

土（今河南廣武）和諸侯會盟。史稱：“踐土會盟”。

周天子策封晉文公為“侯伯”（諸侯之長），並賞賜他黑紅兩色弓

箭，表示允許他有權自由征伐。晉文公正式成為制霸中原的「霸主」，

開創了晉國長達百年的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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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長期爭霸中原的晉楚，早已不是齊桓公和宋襄公時代以尊

王攘夷為主要目的了，雙方對夾雜其間的中原諸侯國家爭奪得非常激

烈，雙方勢力此消彼長，夾在其中的諸侯國時而親晉，時而近楚，令

他們苦不堪言。。

春秋後期，各國君權衰弱，大夫勢力逐漸上升鬥爭，中原諸侯希

望能有一個太平的國際關係。而楚國為了全力對付日益強大的吳國也

有意同晉國會盟。乃於晋平公十一年(前 546 年)，夏王，及大小諸侯

各國，前往宋國會盟，第二次弭兵之盟得以成功。終於結束了晉楚兩

強的長期軍事對峙，從此中原 60 多年間沒有出現大的戰事。

會盟後，晉國已是退出爭霸的行列了，以換得良機來進行晋國內

部出現的異姓卿大夫專政鬥爭。到欒氏被滅後，晉國大的卿族剩下還

六家，即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趙氏、魏氏六卿，剛好一家佔

一個卿位，從此晉國君權不振，取而代之的是六卿專權時代。

第二次弭兵之盟 60 年結束之後，晉國六卿中的范氏和中行氏同其

餘四家不和，乃聯合魯國支持兩家意圖借機獲利。這次內亂最終被晉

國平亂，范氏和中行氏被驅逐，其封地被另外四卿瓜分，至此晉卿還

剩下知、韓、魏、趙四家。

其後，卿族之間的鬥爭更加劇烈，晉的土地持續向北擴展。公元

前 453 年，知氏聯合韓、魏兩家圍趙氏的晉陽，但在關鍵時刻，韓、

魏反過來同趙氏，合力滅掉了最強大的知氏，並三分其地，至此晉國

實際上已被三家瓜分。

此後名義上的晉國還繼續存在，但韓、趙、魏繼續瓜分晉國剩餘

土地，只有絳與曲沃兩地留給晉幽公。從此韓、趙、魏稱為三晉。十

八年後，周威烈王正式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晉國宗室乃於公

元前 376 年絕祀，建立近七百年的晉國徹底滅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8%A5%84%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A1%8C%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_(%E6%88%98%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8F%E5%9B%BD_(%E6%88%98%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A1%8C%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A1%8C%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8E%9F%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B%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2%E6%B2%83%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5%B9%BD%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A8%81%E7%83%88%E7%8E%8B


2.R：（參考文獻） 2.99

謨聖徐、裕光程主編，《中國歷史地圖》，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台

北，1980 年。

 禹貢九州圖

 夏商周三代圖

 戰國七雄圖

 少康中興圖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中國地圖出版社，上海，

1985。

 夏時期全圖

 商時期中心區域圖

 西周時期全圖

 西周時期中心區域圖

 宗周、成周附近

 春秋鄭、宋、衛圖

 春秋齊、魯圖

 春秋楚、吳、越圖

 戰國諸侯稱雄形勢圖

官方網站：維京百科「諸侯方國」條目

 噩（鄂）國

 東虢國

 申國、犬戎

 鄭國、杞國



2.100 第二章：《上古鄫國遠祖遷徙史地》

 宋國、瑯琊

 邾（鄒）國

 魯國、楚國

 隨國、晉國

 鄫國、曾國、鄶國

官方網站：考古出土報告文獻

 1978 年 考古發掘曾侯乙墓、曾侯乙編鐘

 2011 年 考古發掘湖北隨州葉家山之西周墓地

 2005 年 方城古繒關

 2010 年 發掘湖南滎陽聖水峪之潧水城遺址

官方網站：夏商周朝代歷史

 商朝、周厲王

 周平王

 兩周中原列國源流

 西周的衰亡

 春秋左傳

 春秋時期


	鄂(噩) 國
	東 虢 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