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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窦建德借助玄圭之锡的符瑞$建立夏国&玄圭之锡源出于/尚书0$本为对功臣之赏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成

为帝王受命的符瑞&在隋唐之际$存在窦姓源出少康的说法$而少康即夏禹之苗裔&窦建德建国为夏$正是以大禹之后自居&

窦建德建立夏政权$也对隋唐之际的政局也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窦建德!夏国号!玄圭之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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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政权于隋末唐初雄踞河北$建立夏国$?

赫一时&关于窦建德及其夏政权$学界已取得丰富

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姜伯勤先生研究最为深

刻,

#

-

!"?&#

&然而学界大多将其纳入农民战争史的语

境中来分析$重点探讨窦建德政权性质的变化&然

而窦建德为何要建国号为*夏+4 学者却罕有措意&

李锦绣先生怀疑夏国号或许与赫连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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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观点启发了笔者$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夏国

号到底有何含义4 笔者不揣冒昧$尝试做一番探讨&

一"夏国号的由来

#一$玄圭为符瑞

在探究窦建德*夏+国号含义之前$有必要了解

建号的过程&史书对其有详细的记载&/旧唐书0卷

五四/窦建德传0云%*武德元年冬至日$于金城宫设

会$有五大鸟降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经日而去$

因改年为五凤&有宗城人献玄皀一枚$景城丞孔德

绍曰%*昔夏禹膺$天锡玄皀&今瑞与禹同$宜称夏

国&+建德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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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窦建德定国号

为*夏+$是因为有人献玄圭一枚$而玄圭瑞应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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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毅超%略论窦建德*夏+国号

与大禹受命相侔&大禹受命与玄圭之锡到底有何联

系呢4 孙英刚认为$*唐人刘庚/稽瑞0引孙氏/瑞应

图0曰3王者勤苦以应天下$厚人而薄己$水泉通$四

海会同$则玄皀出&夏禹之时$卑宫室$尽力沟壑$天

赐以玄皀(&可见玄皀确实是夏德的祥瑞$窦建德建

国为夏$因此取玄皀为符瑞&孔德绍所说$并非妄

说$而是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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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孙文所言$玄圭之锡确

实与夏禹受命紧密相联$窦建德假借的也的确是夏

德的符瑞&然而玄圭之锡到底有什么意涵4 又是怎

样与帝王受命紧密联结的4 苟不明乎此$则不能了

解窦建德集团为何以玄圭作为受命之符瑞&

玄圭之锡$源出/尚书0&/尚书2禹贡0曰*禹锡

玄圭$告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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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传曰*玄$天色&禹功尽

加于 四 海$故 尧 赐 玄 圭 以 彰 显 之&言 天 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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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孔德绍所说的玄圭祥瑞$其源头

应当出自/尚书0&孙氏/瑞应图0中的玄圭瑞应$应

当也是由/尚书0的记载发展而来&/史记2夏本纪0

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天下于是太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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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节正义曰%帝$尧也&

玄$水色&以禹理水功成$故锡玄圭$以表显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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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玄圭是对大禹治水成功的表彰&之

后大禹又得到帝舜的指定$终于即天子之位&至此$

玄圭之锡还只是对功臣的赏赐$尚未明显传达出帝

王应运受命之意&然而到了东汉$玄圭的涵义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东汉王符/潜夫论2五德志0云*后

嗣修纪$见流星$意感生白命文明戎禹&其耳参漏&

为尧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画九州$制九贡&功

成$赐玄皀$以告勋于天&舜乃禅位$命如尧诏$禹乃

即位$作乐大夏&世号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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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符的笔

下$大禹流星感生$而且相貌非凡$已经颇具神异$更

值得注意的是$玄圭之锡与舜禅位$禹即位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完全具备了帝王应运受命的寓意&究其

原因$盖西汉中晚期之后$谶纬之学大盛$直到东汉$

依然是极为流行的学说&大禹作为上古时功勋卓

著)建立夏朝的帝王$自然成为伪托谶纬符命的对

象&于是玄圭之锡便从/尚书0中单纯的赏赐功臣$

逐渐向帝王应运受命发展$在后世产生了长久的

影响&

中古时期$人们普遍认为$*龙飞九五$配天光

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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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受命$必有

符瑞$玄圭之锡便是一种帝王受命的符瑞&/宋书0

卷二七/符瑞志上0记载了玄圭之锡的符瑞$略云%

*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

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55当尧

之世$舜举之&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

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讫$授禹/河图0$言

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禹治水既毕$天锡玄皀$以

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

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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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锡玄皀$以告成功+$紧接着便*夏道将兴+$天命

转移了$可见玄圭之锡已经成为了帝王受命的符瑞&

降至刘裕代晋建宋$出现了称引玄圭之锡的成功实

践&东晋末年$当孙恩卢循乱后$晋室陵迟$王纲不

振$刘裕遂总揽大政$渐生不臣之心&义熙十三年

"

A#$

#$在刘裕压力下$晋安帝下诏$进宋公爵为王&

其文略云%*朕闻先王之莅天下也$上则大宝以尊德$

下则建侯以褒功&是以成勋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锡$

四海来王$姬旦飨龟)蒙之封55相国宋公$天纵睿

圣$命世应期$诚贯三灵$大节宏发&拯朕躬于巢幕$

回灵命于已崩$固已道穷北面$晖格八表者矣55朕

每仰鉴玄应$俯察人谋$进惟道勋$退惟国典$岂得遂

公冲挹$而久蕴盛策&便宜敬行大礼$允副幽显之

望&其进宋公爵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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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公刘裕进爵为宋

王$是亡晋成宋的关键一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专

制朝政的权臣进爵为王$就是即将改朝换代的一个

清晰信号$这充分展示了刘裕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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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注意的是$诏书起首部分同样称引了玄圭之锡的

典故$*是以成勋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锡$四海来王+

之句$而*文命+$相传是大禹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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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

借用了玄圭之锡中所蕴含的帝王受命之意&在安帝

下诏进爵宋公为王后仅一年$刘裕更进一步$*受相

国宋公九锡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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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刘裕正式受禅

称帝&

无独有偶$萧梁末年$侯景进据建康$梁武帝)简

文帝接连为其所害$一时海内无主&徐陵遂上劝进

表于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表中也同样称引玄

圭之锡$略云%*伏惟陛下$出/震0等于勋)华$明让同

于旦)55抑又闻之%玄圭既锡$苍玉无陈$乃蒶朴

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贡55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拯

万邦之命&岂可逡巡固让$方求石户之农!高谢君

临$徒引箕山之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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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劝进表作为一种劝

登帝位的文体$通篇都是服务于敦促主公即位的$徐

陵为了劝萧绎早日正位$将他比作放勋"尧#)重华

"舜#$又称引*玄圭既锡+"禹#$同样是取其帝王受命

之意&萧绎不久便正式即位$是为梁元帝&可见直

到南北朝末期$隋朝建立的前夜$玄圭之锡依然被士

人当作受命的象征&

关于赫连勃勃称夏的问题&据/晋书0记载$赫

连勃勃是*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55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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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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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

勃勃是凭借匈奴为夏后氏苗裔的身份$建立夏国的&

他自称为大禹之后$同样也称引了玄圭之锡$*巍巍

大禹$堂堂圣功&仁被苍生$德格玄穹&帝锡玄皀$

揖让受终&哲王继轨$光阐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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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帝锡玄圭+与*揖让受终+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是作

为应运受命的象征而使用的&可见赫连勃勃为了建

立政权$煞费苦心$以夏为国号$以跻身华夏正朔之

林&至于窦建德建夏$应当是直接比附夏禹&赫连

勃勃治国无方$以好杀著称$声名狼藉&崔浩云其

*刑政残虐$人神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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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0记载*勃勃

性凶暴好杀$无顺守之规+$史臣称他*虽弄神器$犹

曰凶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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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0成书于唐初$故史臣

对赫连政权的评价可以代表隋唐之际士人的态度&

窦建德以仁义相号召$如果继承赫连夏的国号$明显

不利于笼络人心$是难以得到士人支持的&由此看

来$窦建德与其比附声名狼藉的赫连夏之夏$不如直

接比附夏禹$这样才是最优选择&事实也正是如此$

*有宗城人献玄皀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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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玄圭之锡的

典故还原出来$可见窦建德建夏是精心模拟了大禹

受玄圭的场景&

由上述可知$玄圭本为玄色的玉圭$而玄圭之锡

源出于五经之一的/尚书0$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

渐具备了帝王受命的寓意$成为了膺受命的符瑞&

宗城人进献玄圭$孔德绍倡言建国号为夏$便是对大

禹受玄圭遂即位的模拟$取其应运受命之意&这是

夏国号由来的直接原因&

#二$窦氏源出于夏

窦建德模拟大禹受玄圭$制造了受命的符瑞$然

而见诸载籍的符瑞数不胜数$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

之大$又为什么偏偏要模拟大禹受命呢4 笔者认为$

窦氏源出于夏$应当是窦建德建国为夏的根本原因&

窦姓出自夏禹$在文献中有丰富的记载$唐林宝

/元和姓纂0云%*窦$姒姓$夏少康之后&帝相遭有穷

之难$其妃后缗方娠$逃出自窦$而生少康$支孙以窦

为氏&至周$世为大夫&窦韜为晋大夫$仕赵简子$

裔孙汉丞相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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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0卷七一下/宰相

世系表一下0有更为详细的记载%*窦氏出自姒姓$夏

后氏帝相失国$其妃有仍氏女方娠$逃出自窦$奔归

有仍氏$生子曰少康&少康二子%曰杼$曰龙$留居有

仍$遂为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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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窦氏源出于少康$而

少康正是大禹苗裔&然而/元和姓纂0成书于元和年

间$/宰相世系表0更是成书于北宋$二书虽然有窦氏

源出夏禹的记载$然而隋末是否已经有此说法$却难

以凭此坐实&仇鹿鸣在论述渤海高氏攀附齐国高氏

时$认为士族谱系有层累造成的特点$/新唐书2宰

相世系表0虽然有完整的高氏源出齐太公的记录$却

难以尽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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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仇文启发了笔者&如果窦氏源

出夏禹之说最早见于中唐的/元和姓纂0$那么隋末

的窦建德能否知晓窦氏与夏禹的联系$就难以说明

了&如果能找出与窦建德同时代$或者更早的材料

支持窦氏源出夏禹$则可以证明窦建德建国为夏$是

借助了窦氏源出夏禹之说&

笔者揆诸史乘$发现在隋以前$已经出现了窦氏

源出夏禹之说&汉应劭/风俗通义0云%*窦氏$夏后

相遭有穷氏之难$其妃方娠$逃出自窦$而生少康$其

后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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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记载虽然是佚文$不见于传世

本/风俗通义0$但据王利器先生辑佚$唐写本/唐韵

2五十候0/广韵2五十候0/通鉴注2汉纪五0及/姓

解2一0等唐宋时的古书$均征引过/风俗通义0中此

条记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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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可以据此推测$隋时流传的/风俗通

义0$必定也有此条记载$则隋时已经出现窦氏源出

少康的说法&

与窦建德同时代的李百药$曾作/洛州都督窦轨

碑铭0$也能证明隋唐之际已经出现窦氏源出夏禹的

说法&其文略曰%*公讳轨$字士则$扶风平陵人&受

终若帝之初$大启鸿业!中兴复禹之迹$因生命氏&

广国追让之风$声高外戚!安丰功烈之美$义正中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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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终若帝之初$大启鸿业+$指的是

禹受禅即位$受终即承受帝位之意&*中兴复禹之

迹$因生命氏+$描述了少康中兴与窦氏由来$这与

/风俗通义0中窦氏源出夏禹的说法如出一辙&可见

隋末唐初之时$窦氏常常把自己描述为夏禹之后&

李百药将其写入/窦轨碑0中$可见此说已为官方所

认可&窦轨自称扶风窦氏$实为鲜卑窦氏$纥豆陵氏

所改$本非汉族$实为*虏姓+&

,

#D

-

#$@?#D"然而经历北

魏以来百余年的汉化进程$鲜卑窦氏已经充分建立

了华夏认同&/窦轨碑0记载%*"轨#十二叶祖统$大

将军武之从子也&武以大功不遂$为阉官所诛$统避

难$亡奔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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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武为东汉末年名士$与

陈蕃谋诛宦官而未果$反遭杀害&/后汉书0记载窦

武家属流放到日南,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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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即今越南中部$而窦统

偏偏能独自*亡奔出塞+$这样的说法令人生疑&值

得注意的是$窦轨将鲜卑窦氏与窦武联系起来$而窦

武是*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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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融是汉文帝窦皇后之弟,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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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窦皇后

为*赵之清河观津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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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轨碑将鲜卑窦

氏的谱系进一步延伸$与西汉的窦太后联系起来$并

最终追溯到夏后氏&鲜卑窦氏的攀附十分巧妙$虽

然窦氏源出清河观津$但观津窦氏世系遥远$西汉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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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毅超%略论窦建德*夏+国号

便寂寂无闻$在地理位置上距关中过远$如果攀附观

津窦氏$则难以令人信服&而攀附扶风平陵窦氏则

不然$扶风窦氏同为外戚$东汉一朝$代有人才$声名

显赫$而且地理位置上与西魏北周的鲜卑窦氏同位

于关中$深合宇文泰*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

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

集团+

,

!"

-

#GD之遗意&

与窦轨同时代的窦建德及其谋臣$自然知晓窦

氏源出夏禹的说法$他们借此大做文章$建国为夏&

那么窦氏真的源出夏禹吗4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

武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日知录0卷二三/氏族相传

之讹0中认为%*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

可尽信55窦氏$古无所考$类族者不得其本$见/左

传0有*后缗方娠$逃出自窦+之文$即为之说曰%帝相

妃有仍氏女$逃
"

自窦$奔归有仍$生少康&少康次

子曰龙$留居有仍$遂为窦氏55窃意古地以窦名者

甚多$必是以地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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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此言颇

具启发性$独具只眼$氏族由来$似不可尽信$需仔细

分析&顾炎武的同乡$顾颉刚先生在/夏史三论0中

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应劭作/风俗通义0$

甚至于异想天开的替窦氏寻出了他们受姓的根源

来%窦氏$夏后相遭有穷之难$其妃方娠$逃出自窦而

生少康$其后氏焉&"广韵引#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

也一定要待少康中兴故事风行后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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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与顾颉刚的论断发人深省$揭示出历史演化

的多重面相&至于窦氏是否真为夏禹之后$需要大

量的史料证明$非笔者学力所及$本文不拟讨论&需

要指出的是$不论窦氏是否真为夏禹之后$在隋唐之

际$即窦建德活动的时代$存在窦氏源出夏禹之说$

且被窦氏引以为荣$是无可怀疑的&在窦建德及其

谋臣看来$只要存在窦氏源出夏禹之说$便可资利

用$真伪反而不甚重要&

窦建德是*贝州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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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漳南与扶

风关河悬远$如果像窦轨一样$也称扶风窦氏$则难

以令人信服&如果称观津窦氏$则顺理成章&按张

守节/正义0*"观津#在冀州枣强县东北二十五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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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漳南不过几十里$两地密迩相接$容

易掩人耳目&于是在武德二年"

%#G

#迁都?州$稍稍

安定以后$窦建德又*使人如灌津祠先墓$置守冢三

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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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墓$即窦建德祖先*汉景帝太

后父安成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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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之墓$窦充是辅佐文景武三

朝的窦太后之父$又有安成侯的爵号$也算比较尊显

的祖先&禹陵远在会稽$不在窦建德控制范围内$难

以祭祀$而窦充墓恰好位于管内$于此时祠窦充之

墓$大概也有强调自己来历$凝聚人心的作用&值得

注意的是$成书较早的/旧唐书2窦建德传0于卷首

并未提及窦建德为窦充之后$而成书较晚的/新唐书

2窦建德传0则于卷首称窦建德*自言汉景帝太后父

安成侯充之苗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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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疑/新唐书0以后事系

于前$窦建德初未自言充裔$而是起事之后才攀附

的&窦充虽然仍嫌稍远$总归有所裨补&窦建德自

称窦充之后$颇有伪托的嫌疑&因为窦建德世代为

农$父祖姓名不见于载籍$遑论窦充至建德数百年间

的世系&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世系真假$而在以何

人的名义伪托&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

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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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之后$才有事成的可能&中

古时期$攀附先世是常见的现象&利用攀附的血缘

建号立国$也是代不乏人&窦建德之后的武周$便是

利用自己的姓氏$攀附姬周$从而建立新王朝的&武

则天要以女主临朝$便不得不比男性君主做出更多

的准备$她不仅将自己父系追溯至周平王少子$还称

母系杨氏出自姬周$这样便能名正言顺的打出大周

旗号&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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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窦建德自称窦充之后$借助窦充向上

追溯到少康$追溯到夏禹$便是为自身正名的重要步

骤$也是夏国号由来的根本原因&

二"夏政权的建立对唐初政局的影响

窦建德建立夏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以夏为国

号$在凝聚人心)争取士人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对隋唐之际的政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窦建德在称夏王之前$曾占据乐寿$自称长乐

王$年号丁丑&关于丁丑年号$顾炎武在/救文格论0

*论以干支为年号+条中认为%*昔人未即帝位$有谦

让止称元年者$有以干支纪者&李詗改元庚子$窦建

德改元丁丑$盖云庚子年)丁丑年耳$近儒不晓$遂谓

以此二字立号$然则将有庚子二年)丁丑二年$其谬

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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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丑年号反映窦建德此时羽翼未丰$

故而以干支纪年$谦冲自守的心态$诚为不易之论&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窦建德力量逐步壮大$再以长

乐王的名号为号召$便不敷用了&在谋臣宋正本和

孔德绍的建议之下$窦建德于武德元年冬至日$借口

*五 大 鸟 降 于 乐 寿$群 鸟 数 万 从 之$经 日 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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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年号为五凤&又*有宗城人献玄皀

一枚$景城丞孔德绍曰%3昔夏禹膺$天锡玄皀&今

瑞与禹同$宜称夏国&(建德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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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

成功以夏为号$建立政权$实际效果如何呢4

首先$夏国号得到了众多士人的认同&窦建德

以夏国号为号召$招降纳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他

虽然出身草莽$然而对待士人却与其他农民政权颇

为不同&*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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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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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隋郡长吏

稍以城降之+&在窦建德建国为夏之后$一些山东士

族也积极加入了夏政权&/旧唐书2文苑上0云*崔

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后魏七兵尚书光伯曾孙也&祖

鄉$北海郡守55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欲

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为建德鸿胪卿$说信明曰%

3隋主无道$天下鼎沸$衣冠礼乐$扫地无余&兄遁迹

下僚$不被收用$豫让所以不报范中行$只以众人遇

我者也&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负而至

者不可称数&此时不立功立事$岂是见几而作者

乎4(信明曰%3昔申胥海畔渔者$尚能固其节$吾终不

能屈身伪主$求斗筲之职&(遂逾城而遁$隐于太行

山&贞观六年$应诏举$授兴世丞&迁秦川令$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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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清河崔氏青州房的崔信明虽

然没有加入窦建德政权$然而他的族弟崔敬素却加

入了夏政权$不但加入了$而且洋洋得意$身自为说

客怂恿崔信明出仕&崔敬素实际上是以豫让漆身吞

炭以报智伯知遇之恩的典故自况$并称*夏王英武$

有并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负而至者不可称数+$虽有

夸张$却反映了崔敬素对夏政权的认同$他无疑是以

夏为本朝的&窦建德一称夏王$便有*士女襁负而至

者不可称数+$可见夏国号在收揽人心方面也发挥了

不小的作用&同样的例子还有李大师&李大师为著

名史学家李延寿之父$出身陇西李氏$是累叶重光的

大族&他*身长七尺五寸$风仪甚伟&好学$无所不

窥$善缀文&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

物$皆得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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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占据山东后$*被

召为尚书礼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师$因送同

安公主$遂求和好&使毕$还至绛州$而建德违约$又

助世充抗王师于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

世充)建德寻平$遂以谴徙配西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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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李

大师在夏政权担任礼部侍郎$正是量才进用&虽然

因为窦建德败亡而得罪$发配边州$然而李大师仍然

怀念夏国&*武德九年$会赦$归至京师&尚书右仆

射封德彝)中书令房玄龄并与大师亲通$劝留不去$

曰%3时属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

道&(大师曰%3昔唐尧在上$下有箕山之节$虽以不

才$请慕其义&(于是?装东归&家本多书$因编缉前

所修书&贞观二年五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

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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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李大师举了许由不仕唐尧的典

故$即*箕山之节+$作为自己不仕唐的交待&然而大

师于隋亡之后又仕夏国$却没有类似不愿出仕的言

行&*箕山之节+作为成语$揆诸正史$只有/汉书0一

见%*薛方尝为郡掾祭酒$尝征不至$及莽以安车迎

方$方因使者辞谢曰%3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

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

说其言$不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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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师为史学名家$谙

熟历朝掌故$当是以薛方自况$不欲再次出仕&值得

注意的是$请薛方出仕的是臭名昭著的篡汉贼臣王

莽$可见李大师于唐夏之间$自有轩轾&其内夏外唐

之情$跃然纸上&可惜一代史学大家$竟终老于荒郊

野社&类似的例子还有同样仕于夏政权的孔德绍与

刘斌$都是宁死也不愿降唐的$兹不赘述&总之$窦

建德以耕氓而崛兴$如此低微的身份$却能得到不少

士族出身之人真心的拥戴$并充分认同夏国$可见夏

国号在山东士人心中是有一定地位的&

其次$夏国号成为刘黑闼反唐的号召&窦建德

救援王世充$于武牢战败被俘$被押解回长安$斩于

长安市&其部属呼吁*无为涂炭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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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

放弃抵抗$各自散去&然而唐王朝*征建德故将范

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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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

建德故将考虑到唐朝屠灭王世充故将的先例$遂相

与谋反&*"范#愿等相与谋曰%3夏王往日擒获淮安

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

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雠$实亦耻见天下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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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窦建德复仇为名$于武德

四年"

%!#

#七月$*设坛于漳南$祭建德$告以举兵之

意$自称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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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连捷$屡次击败唐

军&*于是移书赵)魏$其建德将士往往杀官吏以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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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镇守黎州的名将李世眅也抵挡不

了刘黑闼等人的攻势$*弃城走保?州+$*黑闼追击

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殁于阵$世眅与武通仅以身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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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于夏的隋降官王琮与刘斌又再度

出山$辅佐刘黑闼&到了武德五年"

%!!

#正月$刘黑

闼*至相州$僭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以范愿为左

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又引建

德时文武悉复本位$都于?州&其设法行政$皆师建

德$而攻战勇决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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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师法窦建德$

以夏国为号召$本来潜逃于各地的夏国文武百官$一

时都各自归位$可见窦建德夏国影响力之大&同时

期覆亡的诸割据政权$没有一个能东山再起的&这

固然与唐王朝河北政策举措不当有关$但同时不得

不承认$夏国在河北地区虽然立国不长$但是确实有

较为深厚的根基$否则是不能短时期内连破唐军的&

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汉东$即窦建德赐予的名号&刘

黑闼亡归窦建德时$*建德署为将军$封汉东郡

公+

,

&

-卷
@@

$

!!@D

$虽然改元天造$不再用五凤年号$但王

号仍然由夏国时黑闼所受爵号发展而来$仍处处可

见夏国的痕迹&以夏国相号召$正是刘黑闼迅速起

事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中对于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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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闼的王号还有不同的记载&/唐陈君"善#墓志0云

*随逢隋季$时山东)河北并委质伪庭$唯有高邑独归

圣化&刘黑闼奋触山之力$率跋扈之徒$自号夏王$

围城数匝&君尚年幼$困守危城$督励骁勇+

,

!D

-

%@?%%

$

是则刘黑闼亦曾效法窦建德称夏王&孟繁峰先生认

为*/唐书2刘黑闼传0载武德四年七月刘黑闼自称

大将军$五年正月号汉东王&推测此次唐军坚守高

邑之役$可能发生在武德四年下半年内$其时刘未称

王$仍以建德为帜&志文所记概见当时激战情

景+

,

!G

-

A!&

&孟先生的推断颇有道理$可见刘黑闼的

确以夏国号为号召$自称夏王$师法建德$以图再起

的&后虽由于唐王朝政策转变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

悬殊$刘黑闼等失败&但是河北地区义军再起$并得

到州县屡次响应$也给唐王朝敲响了警钟&诚如汪

先生所言$*在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的统治以后$

刘黑闼的两度起义更加深了唐初统治者对人民力量

的恐惧&同时$由于李建成采用魏征的对农民让步

的办法迅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唐初统治者就找到

了一条稳定对全国统治的道路&所以$刘黑闼的起

义在推动唐初统治者采取对农民让步的政策上面$

特别 是 在 促 成 贞 观 之 治 上 面$起 了 重 大 的

作用&+

,

&"

-

!$

三"结论

总而言之$窦建德夏国号直接源自玄圭之锡$玄

圭之锡典出/尚书0$不仅是对大禹治水的表彰$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更是成为受命的象征&窦建德匹夫

起事$亟需正号以进一步凝聚人心$而在隋唐之际$

存在着窦氏源出于夏禹的说法$窦建德及其谋臣$便

量身打造了*夏禹膺$天锡玄圭+的符瑞$使夏国号

能顺理成章地成立&窦建德建立夏国$还对唐初政

局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窦建德以夏为号

召$收揽人心$招降纳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另一

方面$窦建德败亡之后$刘黑闼继承其遗志$处处师

法建德$震动河朔$不自觉地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做出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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