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第
&!

卷
!

第
%

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0,,+123)4

5

2,+6(*7,-8+294*:2;

<

!

/4

=

;47>4*?!"#$

!!

@(-?&!

!

6(?%

收稿日期!

!"#$A"GA"D

作者简介!千泽星$男$河南武陟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

历史+民族研究

蔡叔度始封地考与郑州祭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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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蔡国是西周初年的重要封国$后来蔡叔参加三监之乱而被流放$其子蔡仲后被复封$致使蔡的始封地真相扑朔迷离&

本文通过分析传统的关于蔡叔始封地的说法$在文献基础上结合金文中的蔡和简帛中的祭字$来肯定郑州祭城是蔡的始封

地$并分析祭城的演变情况&

关键词!蔡!祭!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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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公认周初的的分封进行了两次&一次在武

王时期$一次在成王时期&武王初灭商以后$为稳定

殷商故地的稳定$采用双重手法$在%.立王子禄父$

俾守商祀/安抚殷余民的同时又.建管叔於东$建霍

叔'蔡叔於殷/对殷余民进行军事监视*

#

+

B##

&因此$

蔡国在西周早期政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武王死

后$蔡国的始封者蔡叔度参加了管叔主导的三监之

乱&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蔡叔度被流放$后来他的

儿子蔡仲改易德行$得到周公的举荐再次恢复分封&

蔡国早期历史上的一封一废导致了蔡国的始封地定

位扑朔迷离$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学界目前对蔡叔始封地有以下说法%

一是.河南上蔡说/$见于,史记5李斯列传-引

.*索隐+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县$云.古蔡国$周

武王弟叔度所封/!

*

!

+

!B&%

二是.山阳蔡城说/$见于 ,后汉书郡国一-河内

山阳邑条注.蔡城&注蔡叔邑此$犹郑管城之类

乎4/

*

&

+

&&%B陈昌远先生在,有关古蔡国的几个历史地

理问题-中提出东汉山阳县在今河南北修武县地$离

新乡卫辉市不远$正在殷都朝歌"今淇南之西南#之

西$蔡叔度始封地应在今卫辉市睟城无疑&

三是.长垣说/$见于,逸周书5文政解-引朱右

曾%蔡叔食邑疑即大名府长垣县之蔡城$其后成王改

封蔡仲於蔡$今汝宁府上蔡县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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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叔始封地传统说法分析

#一$(上蔡说)分析

俞樾认为.复封胡于蔡$曰复封$则所封之蔡即

蔡叔之封国可知矣/

*

G

+

#&

$李召文在,蔡国历史'地理

与蔡人的迁徙论考-中同意以上观点$并提出在武王

时代就已经分封齐鲁防御东夷$分封燕国防御北方$

以蔡叔度镇守淮河上游&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太保-铭文记载%.王曰$太保$令克侯於

燕/

*

B

+

#&D#&

$.召公作保$周公作师/是发生在成王时期

的事情$因此燕的分封也只能在成王时期&,诗经5

?宫-中的记载%.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大

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於东&赐之山

川$土田附庸&/王为成王$王叔父为周公$鲁的分封

明显也在成王时期&以上说明武王时期分封鲁'燕

作为东方'北方屏藩的史实和看法是不准确的&,逸

周书5世俘解-记载武王灭商后.遂征於四方$凡憝

国九十有九国/

*

#

+

G&GAG&B

$从庚子到乙巳$五天的时

间$周人灭掉厉'宣方'霍等国$并且返回商都$可见

所伐之地当是商周围四方之国&从现有的文献材料

来看$武王时期的战略防御重点在殷商故地的中原

地区$而在文献和金文记载中对南方进行大规模军

事行动的现象大多发生在周昭王时期$将蔡叔封于

今上蔡镇守淮河上游的看法与周初的战略重点相矛

盾&其次所谓的.复封/$认为是於原地重封的说法$

是不确切的&复封的用法在史记及其他文献中多次

出现&,史记5吴太伯世家-引%.*索隐+%杜预曰.季

子本封延陵$后复封州来$故曰延州来/

*

!

+

#GB#

!,史记

5陈杞世家-%.太公望$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

齐/

*

!

+

#BDB

$然太公又为吕氏$.虞夏之际封于吕$徐广

曰%.吕在南阳宛县西&/或封于申$姓姜氏&*索隐+

曰%,地理志-申在南阳宛县$申伯之国&吕亦在宛县

之西也&/

*

!

+

#GEE

!,史记5三王世家-.宣帝初立$推恩

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

侯!*正义+曰%,汉表-在巨鹿郡&立燕故太子建为广

阳王$*正义+曰%,括地志-云%.广阳故城今在幽州良

乡县东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

!

+

!#!"

&以上季

子由延陵复封到州来'太公由吕或申复封到齐'燕王

之子的复封由燕复封到安定'广阳$都不是在原地&

从文献中的用法来看$.复封/应该是指代第二次分

封$前封和后封是不同的地区&,史记5管蔡世家-

谓%.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复封胡于蔡$以

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

*

!

+

#B$B

&,后汉书5郡国二-

上蔡注.本蔡国&/

*

&

+

&G!G蔡仲所封之蔡$当在上蔡&

考虑到上文提出的复封是二次分封$但前封和后封

并不是同一地区的现象&作者认为上蔡并非蔡叔度

始封之蔡&

#二$(长垣说)分析

,帝王世纪5周-记载%.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

监之!殷都以西为睟$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

监之&是为三监/

*

$

+

%"

&,逸周书5作雒解-.建管叔

於东$建霍叔'蔡叔於殷/$

*

#

+

B##由此看来蔡叔所监之

地的大致范围在殷$应离商都不远&其次则位于商

都之西的地方&如果蔡叔分封在长垣的蔡城$那么

其位于殷都朝歌"淇县西南#的南部稍偏东$就位置

而言$蔡叔监於东比管叔更有利$又何用管叔监东&

有关的历史文献表明长垣之蔡城可能与黄帝之后有

关&,潜夫论5志氏姓-篇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

66篯氏封于燕66篯氏之别$有阚'尹'蔡'光'鲁'

雍'断'密须氏&/

*

E

+

G"%

,汉书5地理志上-东郡条下有

南燕注篯姓$黄帝後*

D

+

#BBE

&篯姓之燕位于东郡$相

对于召公之子克之燕$地处南$又称南燕&.南燕国

都故址$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

北约四十五里/

*

%

+

GB

$长垣蔡城地近南燕$古代氏族

有聚集的特点$如东方多为嬴姓$西方多为姜姓&因

此$作者认为长垣的蔡城为篯姓之蔡&

#三$(山阳说)分析

,后汉书5郡国一-河内郡山阳邑有庸城杜预曰

古雍国$在县西&有蔡城蔡叔邑此$犹郑管城之类

乎&

*

&

+

&&%B管'蔡'霍的分封当在三监之前$蔡叔作为

监被封于古睟地&如果蔡叔始封地在山阳蔡城的

话$作为三监之一的蔡叔从睟地的蔡城徙封到距离

不远的睟$从情理上是说不通的&所以这里出现的

蔡城不是蔡叔的始封$当与蔡叔监睟有关&在早期

历史中经常出现以旧有的徽号命名所居之地的习

惯&例如太王徙於周原$以周为号$其后所迁徙之

地$皆冠以周&郑桓公徙国於雒东$国名'地名依然

沿袭旧有之名!所以睟地的蔡城作者认为是蔡叔监

睟的时候$在此居住过$以自己的封号命名的&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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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州祭城说

#一$古文字中祭与蔡的关系

胡吉宣先生在,释蔡杀-中认为.蔡'

#

实为一

字$引,三体石经-'蔡太师鼎'蔡篯
"

中蔡字的字为

$象杂草丛生之形$小篆体取整齐$因变为
#

&

#

与

祭音近$古人假祭为
#

$复以?名而加?为蔡$假之

既久$遂分为二字/&古文字中常常在原字右边加邑

字表示地名&如%,玉篇-

#

%周公所诛叛国商奄也&

?%鲁季氏邑$论语作费或?!庸又作睟&春秋时期

蔡字作 $到了战国晚期的鄂君启车节中蔡作 $在

公布的,清华简5祭公之顾命-中$祭公之祭作

./

*

#"

+

!!%

$以
#

字作声符$邑作义符&去掉因字形变

化产生的缀符$可以肯定祭城的祭原始写法与蔡是

同一个字&后来在文字演变中二者产生了不同的变

化&,逸周书5文政解-.唯王十又三祀$王才管$管'

蔡开宗徇王/&

*

#

+

&E&王莅临於管地$管'蔡也在管地分

宗&事件却未提及霍叔$是因为霍叔封于霍$其地较

远&在这里管蔡可以同时於管地见于周王$说明管'

蔡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学术界公认管地在今郑州管

城$而郑州东北十五里有祭城&所以$作者认为$祭

城是蔡城&周公平定管叔'蔡叔及武庚之后$中原出

现真空&成王时期进行了第二次分封$康叔被分封

在康丘$监护殷余民!管叔原来的封地设置了管

监*

B

+

"#D$D

$祭国则被分封在蔡叔原来的封地$填补原

管叔'蔡叔的位置&

#二$祭城地理位置与演变

考之于文献$与管城相近的祭城有四处%

#?

长垣县祭城!见于,水经注卷八-杜预曰%陈留

长垣县东北有祭城者也$中牟之祭亭*

##

+

!"G

!?

中牟祭亭!见于,水经注卷八-杜预曰%陈留长

垣县东北有祭城者也$中牟之祭亭!,后汉书5郡国

一-有蔡亭*

&

+

&&D%

$蔡古与祭通&因此$蔡亭亦作

祭亭&

&?

郑州之祭城!见于,史记5周本纪-*正义+曰%

,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郑州管城县东北十五里$郑

大夫祭仲邑也&

*

!

+

#&$

G?

荥阳祭城!见于,史记5周本纪-*正义+曰%

,释例-云0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周公后所封

也)&/

*

!

+

#&$

江永认为中牟祭亭乃是祭仲封邑$长垣之祭为

周后胤$周东迁祭伯改邑于郑州之祭城&郑州祭城

是祭伯改迁的食邑&

陈?主张祭伯由长垣祭城迁徙至郑州祭城$再

到荥阳祭城&

作者认为郑州祭城乃是蔡叔的始封地$周公平

叛后$成王在第二次大分封时将郑州祭城封给了周

公之子$并以原地名作为其封国名&而中牟祭亭和

荥阳祭城是郑州祭城在春秋前期的衍生&

,史记5郑世家-记载.庄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集解%杜预曰今荥阳京县&

*

!

+

#EB%

,左传5隐公元年-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严邑也$虢叔死

焉&注即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公社$亦名虎牢&请

京使居之&66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於己66大

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杜注则在今河南省延

津县北而稍东&/

*

%

+

#"A#!以上材料中分封太叔段的地

域及相关地理说明庄公元年郑国的势力既已达到今

天的荥阳至郑州'中牟的广大黄河南岸地区$而这样

的地域是在武公时期奠定的&郑在桓公时期东迁$

东迁二年桓公被杀於骊山&,清华简5系年-记载周

亡$诸侯立携惠王於虢%.立
$

有一年$晋文侯乃杀惠

王於虢$周无王九年$66晋文侯乃逆平王於少鄂$

立之於京师$三年乃东迁$止于成周$郑武公亦正东

方之诸侯&/

*

#!

+

#&D从郑东迁到周东迁$期间三十余

年$经过武公的经营$郑国占据了原来的虢'郐之地&

而且周东迁的时间节点是在武公末年$祭伯如果是

在周东迁以后迁到郑州祭城$在郑国不遗余力的消

灭其他邦国的政治环境中接受一个外来势力不合情

理&加之上文提到蔡'祭古通$故作者认为长垣祭城

就是蔡城$乃是篯姓之蔡$与蔡叔'祭国无涉&

郑州祭城位于郑州祭城村$现已发现西周时期

的城址$东西长约
#&D"

米$南北宽约
#"""

米&郑国

乃周末迁徙到郑地$祭城的存在历史要早于郑国&

郑州祭城不是祭国迁徙而来的$在郑东迁之前就已

经存在&祭亭处在祭城和新郑之间$距离郑国更近$

祭城既然为祭伯封国$那么$祭亭就是蔡仲的封邑&

#三$荥阳祭城的来历

杜勇在,清华简祭公与西周三公之制-中分析

,祭公-载穆王曰 .祖祭公/$断定祭公谋父与康王同

辈$其父则与成王同辈$适为周公之子&因此$祭乃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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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公之后$和周王室保持密切的联系&

春秋.隐公元年十二月&祭伯来&/,左传-注.非

王命也&/

*

%

+

#%

,公羊传-解释%.祭伯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

*

#&

+

#%那么祭伯出奔是什

么原因呢4 杨伯峻认为.祭音债$祭伯王朝卿士$祭

是其食邑$即今河南省郑州市祭城公社/&在祭伯奔

鲁之前$与祭伯封邑紧邻的郑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郑

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

己/$并与武姜合谋袭郑&夏五月郑庄公粉碎叛乱&

接着十二月就出现了祭伯奔鲁的事件$二者之间不

可谓没有联系&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首先$祭城

作为原住的独立采邑$在刚迁到此处的郑国消灭了

原来的虢国和郐国积极扩大郑国的版图的大背景

下$与郑国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其次$世代在周担任

卿士的祭族$与周王室保持有紧密联系&而自东迁

后郑武公'庄公相继独霸周王卿士的职务$招致周王

的猜忌$在这种情况下$祭伯于公于私都将郑国作为

敌对者方$支持共叔段叛乱可以借机分裂'削弱郑

国$也可以削弱郑国在王室的政治影响力$祭伯站在

共叔段的一方也是情理之中&此外$在郑庄公平叛

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333祭仲不容忽视$

在这里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巧合细节$首先是祭伯

和祭仲都以祭作为氏$其次$祭伯'祭仲的排行顺序$

而在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祭伯能够继

承采邑$祭仲则不可以&无继承权的祭仲$作为大

夫$依附於郑国&在协助庄公平定共叔的反叛中$祭

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积极制裁共叔段$之后又参

加了庄公对周王的战争&,左传-桓公五年记载.曼

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

*

%

+

#"B

&之后祭仲更是.有

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

*

%

+

#&!

&通过郑庄公平乱和扩

张$祭仲成为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既赶走

祭伯$成为祭氏的首领$也使祭成为了倒向郑国的势

力中举足轻重的一支&作为失败者的祭伯在祭城被

郑占据后$回到了周王的阵营$其后代一直效力于

周&,公羊传-桓公八年记载%.祭公来&遂逆王后于

纪&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

*

#&

+

E#以及庄公二十

三年记载.祭叔来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

臣也&/

*

#&

+

#GB虽然失去原来的封地$但是回到周王室

的的祭氏$作为天子卿士$仍然拥有自己的采邑&

,释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周公后所封也/&

,史记5高祖本纪-引%*正义+曰%.孟康云%.敖$地

名$在荥阳西北&山上临河有大仓&/,太康地理志-

云%.秦建敖仓于成皋/$

*

!

+

&E&此祭城即为荥阳祭城$

远离原来的祭城$且靠近成周$作为祭伯的改邑合情

合理$同时也可以解释荥阳祭城与郑州祭城同为周

公后代的矛盾&

我们大致勾勒出这样的线索$周初蔡叔度被分

封在祭城$后由于蔡叔参加管叔的叛乱而被流放到

郭邻"辚#$他所空出的封地被周公之子替代$但是依

然沿用其称谓&蔡叔之子在得到周公举荐后$由于

原地已被祭占有$就被改封到现在的上蔡$但是也沿

用其氏作为国名$以奉父祀&周公东征后将其子分

封在祭城$蔡'祭在此时出现分流&而祭城在春秋早

期的斗争中出现分裂$支持周王的祭伯被赶走$祭仲

继承祭氏的领导者$成为倒向郑国的政治力量&导

致了祭城的第二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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