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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章丘》特开辟《绣江亭》专版。《绣江亭》主主要包括“我拍我
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
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自然风风景，以及和它们有关
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己创作的散文、诗歌
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稿邮箱:qlwbjrzq@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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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古古国国、、古古城城、、古古县县详详考考

吕国、济川国

吕后掌权的产物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
汉王朝。在秦朝中央集权制度
的基础上，西汉建立了更加完
整、严密的统治机构。但与秦朝
不同，西汉实行郡县并存和封
国制。刘邦，在逐步消灭异姓诸
侯王的同时，又大封刘姓子弟
为王以镇抚天下。汉六年，刘邦
封庶出长子刘肥为齐王，都临
淄。

在所有封国中，齐王的封
域最大，而且有相当大的政治
独立性，诸侯王在封国内是最
高统治者，各自纪年。齐国在相
国曹参的辅佐下，国力强盛。汉
惠帝六年(前189)，刘肥去世，
其子刘襄继位，即齐哀王。次
年，齐哀王元年(汉惠帝七年，
前188)，惠帝去世，吕后(吕雉)
称制专权，天下事皆决于吕后。

吕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
吕王 (吕肃王 )，将齐国的济南
郡(辖境相当于今济南市区、章
丘、济阳、邹平等地)划为吕王
奉邑。颇具军事才能的吕台就
是吕国的第一任国王，都城就
在今东平陵城。其实，吕台未就
国，他的主要精力在京城，与吕
产、吕禄共同掌控着驻扎在京
城南北的两支卫戍部队。吕氏
权势如日中天，偏偏吕台受封
未几，一病身亡，谥曰“肃王”。
后其子吕嘉袭封。不久，吕后以
吕王嘉“居处骄恣”，又废掉了
他的王位，同时封吕产(吕嘉之
叔)为吕王。高后七年(前181)，
吕后又徙梁王刘恢为赵王，封
吕产为梁王，封刘太(惠帝子，
实为吕氏之后)为吕王，同年，
遂改吕国为济川国 (原吕国疆
域)。

高后八年七月，吕后病逝。
周勃、陈平联合朱虚侯刘章、东
牟侯刘兴居等诸侯反吕，发布
文书遍告诸侯王，不久，吕氏政
权土崩瓦解，吕国逐渐消失在
历史的长河里。诸吕被平定后，
刘太徙封梁国，后被诛。现发掘
的洛庄汉墓，其墓主人就是当
年显赫一时的吕国国王吕台。

阳丘国、阳丘县

章丘建县始于2165年前

汉文帝四年(前176年)，封
齐悼惠王刘肥的七个儿子为诸
侯王，其中刘安被封为杨丘侯
(即阳丘侯)。景帝四年(前153
年 )第二代杨 (阳 )丘侯刘偃因
坐(犯法)出界，削职为司寇，国
除，阳丘国改阳丘县。这就是章
丘境内建县之始，距今2165年，
章丘可谓两千年的古县巨邑。
阳丘国(县)的都城(县治)在今
绣惠镇回村南部。

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引
《水经注》云：“百脉水西北流，
经汉阳丘故城中，城南有女郎
山，其水西北出城。按：百脉水
出土鼓城西，今之明水镇东也。
北流为绣江，经章丘之东关外，
又经女郎山之东北，西折而经
康家庄之南，直西入回军镇中。
南望女郎山不过五六里许，与
郦《注》所言甚合。则今女郎山
北之回军镇其为汉之阳丘无疑
也。”又曰：“《齐乘》误以此为朝
阳 城 ，而 指 阳 丘 城 在 东 南 十
里。”

经与当地有关学者座谈交
流，尤其是查看了马纯悦老师提
供的回村南部出土的汉代瓦当、
汉砖等文物，可推知：阳丘故城

的主体部分应当在今回村东南。
这里还应有一小山丘，绣江河当
为早期阳丘城的北部护城河。根
据丘墟文化的传承，古先民一般
居于河之南，以防洪灾。有的学
者认为阳丘故城的主体部分在
河之北，应不妥当。到北魏时，阳
丘作为古城池，可能周边扩展很
大，河之北可能有民宅，但古城
之主体应在河之南。

汉文景之治时期的阳丘国
(县)十分有名，以至于后来的章
丘先贤，无论在何地为官，常常
以阳丘人称之；如同近现代海
外的华人常以唐人自居一样。

济南有记载的最早诗歌

源自谭国

还有学者认为阳丘就是商
丘，是殷商相土的东都。细细读
来，皆因以《齐乘》的错误考证
为前提推出的结论，笔者不敢
苟同。谭国是章丘最早的古国，

早期为东夷赢姓国。到了殷商，
武丁之世不断被征伐，谭国改
姓易封为商族子姓，成为殷商
王朝在东方的屏藩。谭国地处
齐、鲁、燕、卫等大国之间，为了
生存发展,采取的外交方略是与
强国建立稳定的亲缘关系,形成
了谭、齐、卫、邢之间的联姻。但
国势一直不盛，不久便沦为齐
国的附庸国。

齐襄公时期，齐国内乱，公
子小白流亡路经谭国，谭国国
君礼貌不周。十余年后，公子小
白战胜公子纠，回国登基，即为
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当时
诸侯皆遣使道贺，惟独谭国毫
无表示。桓公二年 (前 6 8 4年 )
夏，桓公伐宋，于乘丘(今兖州
境)大败于宋军。冬，桓公班师
回国，途经谭国，即以当初谭君
无礼貌、不朝贺为罪名，趁势占
据谭国，谭君逃奔莒国。《左传·
庄公十年》这样记载：“齐侯(齐
桓公)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
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

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
子奔莒，同盟故也。”有近千年
历史(前11世纪至前684年)的
古谭国遂告灭亡。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秦并天下。秦始皇“分天下以为
三十六郡”，采用整齐划一的行
政方式统治全国。秦将齐国故
土分置齐和琅邪二郡，郡下不
置县。齐郡治临淄，平陵属齐
郡 。汉 高 祖 三 年 ( 公 元 前 2 0 4
年)，置平陵县，仍属齐郡。高祖
六年(前201年)，分济北郡南部
置博阳郡，治博阳(今泰安泰山
区)，后博阳郡徙治于平陵，以
其地在济水之南，遂改名为济
南郡。济南之名始见于此，平陵
县始入济南郡。吕后六年 (前
182年)，因关中长安附近也有
一个平陵县，故又改称为东平
陵县。西晋泰始元年(265年)复
名平陵县，仍为济南郡治所。永
嘉末年(312年)，济南郡治由平
陵迁驻历城。

谭国留给后人的最重要文
化遗产之一，是那首被收入《诗
经·小 雅 》里 的 著 名 诗 篇《 大
东》，也是济南地区有记载的最
早诗歌。《大东》是周代东方谭
这样的诸侯小国怨讽西周王室
诛求无已、劳役不息的诗。齐桓
公灭谭后，改谭为平陵邑。此为
平陵地名的最早出处。

《左传》注：“谭国在济南郡
平陵城西南，此言甚确。其以东
平陵为谭国者，误矣，旁有城子
崖亦呼为山城。”显然，谭国故
城当在城子崖附近，今山城村
的东北一带。该地从地理位置
上与史书吻合，按《水经注》所
说，武原水北经谭城东，又北经
东平陵县西。谭城在关卢水与
武原水之间，又与龙山镇相对，
故山城村的东北方向当为周代
谭国古城。

这是笔者的观点，一般考
古学者认为周代谭国就在城子
崖之上，但商代谭国在城子崖
并没有可靠的史证。其实，在公
元前1062年,谭子将国都南迁于
城子崖，而原来的商代谭国都
城便逐渐废弃，其位置在城子
崖之北，所以考古人员在城子
崖永远找不到商代谭国。

历史上，章丘
疆域内先后出现了
许多古国、古城、古
县，主要有：吕国、
济川国、阳丘国、阳
丘 城 、阳 丘 县 、谭
国、谭国古城、巨合
城、谭州城、平陵县
城、全节县、东平陵
城、章丘土城、章丘
城 、章 丘 县 、广 宗
县 、广 宗 城 、平 郭
城 、乐 盘 城 、崔 氏
城 、蠡 吾 县 、蠡 吾
城 、肥 乡 县 、肥 乡
城、台国、台邑，等
等。根据史料记载
和实地考证，详考
如下：

古国古县图

东郡齐国间诸侯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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