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鲁西南，曾有两个姬姓
小国：茅国和极国。茅国是周公
的直系后裔，极国是戎人建立
的鲁国附庸。一个是兄弟之
国，一个是姻亲之国，都指望
着鲁国给自己撑腰，可谁想
到，这两个国家最终一个因鲁
国而亡，一个亡于鲁国之手。弱
肉强食的时代，血缘关系真心
靠不住。

提起茅国，如今已经很少
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了。茅国名
气不大、土地不广，却和一位传
奇人物——— 周公关系密切。

武王当年将周公封到了曲
阜，但是因为开国之初百废待
兴，朝廷实在离不开这位肱股
之臣，周公就让自己的大儿子
伯禽来到鲁国就封。此外，周公
其他几个儿子也得到了朝廷褒
奖，有的在中央任职，有的在外
获得封地。

茅国就是周公的另一个儿
子茅叔的封国。如此看来，茅国
很特别，它是除了鲁国以外，山
东地区少有的周公直系后裔，
虽然国家不算大，但是血统高
贵，政治地位颇高。再加上鲁、
茅两国距离很近，两国的开国
国君是同姓兄弟，打断骨头还
连着筋，所以茅国和鲁国的关
系一直较为紧密。

茅国故地在哪呢？汉代学
者杜预注《左传》时指出：“高平
昌邑县西有茅乡。”提起昌邑，
今天很多山东人并不陌生，可
此昌邑却非彼昌邑也。山东大
地上存在过两个昌邑县：“年
长”的位于菏泽巨野县大谢集
镇前昌邑村，是秦始皇设置的
昌邑县；“年幼”的就是现在的
潍坊昌邑市，北宋建隆三年（公
元962年）置县，两者差着将近一
千二百岁呢。显然，茅国故地位
于古昌邑县茅乡，大体相当于
现在的巨野、金乡交界处一带。

按说有鲁国这个老大哥罩

着，舒舒坦坦过日子的茅国应
该很有安全感，可谁想到，茅国
倒霉就倒霉在鲁国身上，稀里
糊涂招来了无妄之灾。

茅国旁边除了鲁国，还有
一个虎视眈眈的强国：邾国。鲁
国和邾国都属于有野心的类
型，只要条件允许，总想着不断
扩张。可一山不容二虎，两国的
矛盾愈演愈烈，从公元前716年
到公元前488年的二百多年里，
鲁国和邾国的共同话题就是打
仗、打仗、继续打仗。

到鲁定公和邾隐公的时

候，情况终于有所缓和。鲁定公
崇尚以儒治国，重用孔子，对外
比较友好，因此和邾国的关系
有所改善，两位国君还举行了
会盟。可好景不长，新登基的鲁
哀公把他父亲那套仁义礼智信
抛到了脑后，当年冬天就命人
在漆地筑城，准备出兵收拾邾
国这个老冤家。第二年，仲孙何
忌出兵进攻邾国。又过了一年，
再次出兵攻打邾国。

邾国虽然强大，但和鲁国
比起来，实力还是差一大截。眼
见自己硬打占不到丝毫便宜，
邾国便投出了糖衣炮弹，用漷、
沂两地的土田作为贿赂献给鲁
国，希望鲁国退兵。见有土地可
得，鲁国便和邾隐公在句绎结
盟，达成了停火协议。

邾隐公是出了名的暴脾
气，虽然面对强敌只能卑躬屈
膝、进贡赔礼，可他心里的那股
怒火却根本收不住。恼羞成怒
之下，邾隐公居然调转枪头，瞄
准了茅国，一顿胖揍，轻轻松松
就把茅国给灭了。

天下终究归一统，小国早
晚会灭亡，可像茅国这样遭受
灭顶之灾的，也算是够无辜的
了。对邾隐公的强盗行径，鲁国
并没有多大的反应，从此茅国
故地就归属了邾国。而茅国公
族子孙以及国民就以国名为姓
氏，称茅地氏、茅成氏，后简化
为单姓茅氏、茆氏、菅氏。
在山东金乡、鱼台一带，曾

经存在一个小国叫极国。很长
时间里，它都是鲁国的小伙伴，
可最终还是亡于鲁国之手。

极国的来历颇为神秘，普
遍认为是姬姓国，但孔颖达在

《春秋左传注疏正义》中称：
“极，戎邑也。”极国居然是戎族
人建立的国家，这让不少人大
跌眼镜。在传统观念里，戎族主
要是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国西部
和北部的游牧民族，周幽王末

年戎人一度攻入了京城，灭亡
了西周。

戎族的生活习惯、礼俗、语
言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差异
很大，被视为蛮荒之族，可殊不
知，周人的先祖正是从西部发
迹的，在很长时间里，周人和戎
族是既斗争又融合的。春秋早
期，戎族势力很盛，中原华夏诸
国受其威胁较严重，即使晋、齐
等大国也经常要遭到戎的侵
袭。此时，戎族大体可分为七
支，有一支叫“己氏之戎”，还真
就活跃在鲁西一带，今天曹县
安蔡楼镇就曾有他们的城邑。
如此看来，极国是戎人建立的
国家就不足为奇了。

长期以来，戎人极国和鲁
国和平相处，互不相扰。鲁惠公
的时候，极国向鲁国求亲，希望
结盟。鲁惠公对戎人心存芥蒂，
对此表示了拒绝。但是到了秋
天，他就改变了主意，答应了极
国的请求。

不知极国的祖先本就为姬
姓，还是因为和鲁国联姻后成
为姬姓，总之，这个戎人建立的
小国摇身一变成了鲁国亲属、
姬姓同宗，身份不俗。但到鲁隐
公的时候，极国却栽在了自己
最倚仗的鲁国之手。

关于极国的灭亡，《左传》
记载很简约；“无骇帅师入极。”
这话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暗含
着春秋笔法。“无骇”仅仅是名，
史官故意隐去其姓氏。无骇是
鲁孝公曾孙，在鲁隐公时担任
鲁国的司空之职，所以也被称
为司空无骇。

既然是鲁王室正宗，无骇
自然是姬姓了。兄弟阋于墙，姬
姓子孙灭亡姬姓小国，这在以
礼乐正统自居的鲁国那里显然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良史直
笔，焉得无讥？”虽然明着不好
说，但是暗地里鲁国的史官还
是玩了这么个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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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恭何曾
来过阿掖山

【有此一说】

人们都知道，陕西秦始皇
兵马俑以其宏大的规模、磅礴
的气势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
迹”。而在山东青州，也有一批文
物不啻为一座小型的兵马俑阵
列。其文物数量之大，种类之多，
彩绘保存之完好，实为国内罕
见。这就是青州香山汉墓彩绘
陶俑。

2006年6月，青州谭坊镇大
赵村村民在建设取土时，在香
山北麓发现一处古代墓葬陪葬
坑，立即上报文物主管部门。随
即,山东省考古所和青州市博物
馆联合考古队立即对陪葬坑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
香山古墓墓葬形制为“甲”

字形，边长35米，墓道长40米。从
墓葬形制和出土物来看，该墓
年代应属西汉中前期。青州香
山汉墓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6
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出土文
物种类丰富，按材质可分为陶
器、铜器、铁器三大类，其中以陶
器为主，约2000件。陶质文物分
装在3个木箱内，其中有人物俑
约800件，陶马约350件，陶猪、狗、
牛、羊、鸡大约250件，生活用器
物有鼎、盒、壶、盆、盘、尊、奁等，
在同一坑内分上下两层埋葬。

该墓葬发掘后，墓主人的
身份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问
题。据分析，墓主人很可能和西
汉菑川国有关。而根据墓葬情
况与历史文献相互考证的过
程，犹如剥茧抽丝，还颇有几分
曲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森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
发现，认为此墓主人为汉高祖
刘邦之孙、西汉菑川国第一代
国王刘贤。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香

山汉墓所在地属于西汉菑川国
地域，墓正北方10公里处即为菑

川国都剧县(今寿光市纪台)遗
址。据历史文献记载，菑川国管
辖地域大约相当于今天山东淄
博、寿光、青州等地。香山汉墓与
剧县相距咫尺，具有明显的密
切对应关系，墓主人来自剧县
也就合乎情理了。

而从墓葬情况来看，墓主
人身份较高，当为王侯级别。据

《宋书》记载，南朝宋孝武帝大明
三年（459年），“民焦恭破古冢，

得玉铠。”“古冢”据《太平寰宇
记》记载为“纪侯冢”，与今香山
汉墓位置是吻合的。但香山古
墓在考古发掘时已被确定为西
汉中前期，因此“纪侯冢”的说法
便不成立了。《宋书》记载中的

“玉铠”极有可能就是玉衣，而根
据汉代礼制，当时只有皇帝、诸
侯王、列侯、长公主、大贵人死后
才能享用玉衣。此外，从墓葬形
制来看，该墓为“甲”字形土坑竖
穴墓，规格较高，且陪葬坑中出
土了带有“行宫”字样的封泥。因
此，墓主人极有可能就是菑川
国国王。

尤为特殊的一点，是香山
汉墓的陪葬品埋藏草率，该墓
虽然属于规格较高的大型墓
葬，但与已发掘的西汉王陵相
比还是显得有些异样，特别是
经过考古钻探只发现一座陪葬
坑，且陪葬品在坑内分两层叠
压排放，显得比较凌乱。既然贵
为一国王侯，为何下葬竟如此
草率？这要从西汉历史中寻找
答案。汉景帝三年（前154年），菑
川王刘贤参加了以吴王刘濞为
首的“七国之乱”。兵败回国后，
刘贤畏罪自杀。由于参加过叛
乱，刘贤死后的下葬待遇必然
会被降低，这当是该墓陪葬品
埋藏比较草率的合理解释。

当然，香山汉墓主人为刘
贤也只是李森教授根据历史文
献和现有考古资料得出的一个
合理推断，实际结论还有待于
将来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来加
以印证。

尽管香山汉墓的墓主人是
戴罪下葬，但这并不影响陪葬
品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陪
葬品中以人物俑和陶马最具代
表性，造型优美简练，姿态生动
传神。人物俑可分为立俑和骑

俑，从冠饰和服饰还可看出地
位高低的差别。

立俑绝大部分为男俑，分
为三种：地位较尊贵者头戴鹊
尾冠，颌下粘附冠带，身着交领
右衽曲裾长袍，大袖，外衣曳地；
次之者头戴冠，中分发式，颌下
彩绘冠带，表情优雅恬静，双手
合抱于胸前；地位最为卑微的
应为侍俑和兵俑，体型最小，头
戴冠，表情谦卑，绝大多数身着
紧身齐膝长袍，少数身绘铠甲。
女俑数量稀少，均为瓜子形脸，
身形纤瘦，黑发绾髻长垂，体态
婀娜，楚楚动人。骑俑为仪仗俑，
与部分陶马配套使用，呈跨坐
式，身着交领右衽长袍，身披云
肩，腰间束带，左手似牵缰勒马，
右手似手握兵器，昂首挺胸，精
神抖擞，呈现出威武雄壮的姿
态。人物的五官、胡须均用细笔
勾勒，俑身上的彩绘在地下历
经两千多年仍然能够保存完
好。古人是如何做到的？这还有
待于文物保护人员以现代科技
手段来揭示其中奥秘。

陶马按体型分为大、中、小
三种，立姿。细看这些陶马，两眼
圆睁外凸，嘴微张开，脊背微凹，
臀部浑圆厚实，前腿挺直，后腿
微屈，马尾下垂，末端打结。马周
身饰以彩绘，马具纹饰色彩鲜
艳，线条清晰流畅，绘画技法高
超，立体感较强，给人感觉马具
好似真正的皮革制品披挂于马
身之上。放眼望去，犹如一匹匹
真正的骏马呈现在人们面前。

作为青州市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香山汉墓彩绘陶俑将汉
代人的审美观表达得淋漓尽
致。该批陶俑对研究当地西汉
时期的历史、社会、艺术及丧葬
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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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恭（585－658），字敬德，唐
朝名将，官至右武侯大将军，封鄂
国公。他勇武善战，玄武门之变助
李世民夺取帝位。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过年有贴门神的风俗，尉迟恭
与唐朝另一名将秦琼，是深受欢迎
的一对门神。

尉迟恭，这位千古留名的历史
文化名人，传说他与日照还曾有一
段缘分呢。

日照市岚山区阿掖山东北麓
曾有一座古刹，名曰卧佛寺，古称
卧佛院，民间俗称下寺(山顶还有
一座上寺)。光绪《日照县志》载，

“（卧佛寺）有唐碑，火毁；元大德
碑，尚存。寺前银杏二株……”在古
卧佛寺遗址处，这两株历经劫难的
古老银杏树，现今仍然存活，挺拔
直立，超然物外。据古卧佛寺遗址
处存放的碑文记载：“（卧佛寺）自
前唐时建于尉迟公（敬德）实平辽
屯兵报捷处也。”现今在两株古银
杏树前，景区管理部门立起一块宣
传牌子，辑录了碑记文字，以此告
诉游人：这里遗存历史典故。

对于上述碑文所记，笔者一直
不敢相信，心存诸多疑问：尉迟恭
平辽怎么会取道于此？屯兵报捷又
是向谁？除了上述碑文片言只语之
记载，缘何再难寻旁证？数百年来，
为什么不见有人论究此事真伪？可
是，碑文言之凿凿，又不由人不信。

最近，笔者浏览国学达人高文
秀老先生的博客，其中《尉迟敬德
成为门神及尉迟恭敕造寺庙的来
由》一文，读后让人茅塞顿开。文中
说：“明太祖朱元璋整饬佛道，规定
天下寺观，凡不是名胜来历久远的
寺庙一律取消，且不得新建。在这
种情势下，许多寺院都冒充古寺，
选唐朝是比较合适的，谁建的呢？
尉迟。尉迟在这里不单单是用来冒
充，其实更有作为护法神的意思。
因为许多城池也号称尉迟敬德敕
造，城池没有必要冒充古老，唯一
的解释是把名将尉迟作为城池的
建造和保护神，祈冀城池永固，‘尉
迟恭(敬德)敕造’砖不过相当于尉
迟的法印、符箓而已。出家人不打
诳语，尉迟恭(敬德)敕造是将尉迟
作为寺庙保护神，至于让人误解，
阿弥陀佛，施主自误。尉迟与佛教
也是大有因缘，尉迟的侄子就是大
名鼎鼎的窥基法师，玄奘得意弟
子。还有，唐代一位著名的佛教壁
画画家叫做尉迟乙僧。这些都可以
增加尉迟恭(敬德)入选的砝码。”

熟悉朱元璋历史的人都知道，
他出身贫贱，曾出家为僧，游方乞
讨，因此对寺院经济比较了解。再
说，朱元璋一生崇尚节俭，深知一
座寺庙从建立到运营消耗巨大，他
惯以重典治国，确实曾下令限制僧
道数量。如洪武六年，朱元璋诏令:

“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
而处之”，以防“徒众日盛，安坐而
食，蠹财耗民”。不可否认，朱元璋
时代，催生了若干尉迟恭与寺庙结
缘的传说，以至于后世以讹传讹。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国内不少
地方的寺观塔庙都与尉迟恭存有
渊源——— 不是说这些建筑是由尉
迟恭敕造、监修，就是说尉迟恭曾
在这里住过宿、洗过马，说法五花
八门。当然，也有选择其他历史名
人做幌子的，譬如，唐朝的李世民、
秦琼和薛礼（字仁贵）等。稍加分析
不难判断，大凡寺观与尉迟攀缘，
如果是到了明朝才诞生故事传说，
概难逃有冒充和附会之嫌。故此，
绝不可因阿掖山存在碑文记载，就
认为尉迟恭必定曾经来过阿掖山，
不出意料的话，这只是上述国内
普遍现象之一例，除非有新的重
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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