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他们是少昊后
裔，有人说他们是商族分支，
有人说他们是秦人祖先。这
个山东地区实力最雄厚的商
代方国，曾经有三十年作为
王朝的权力中心，曾经在周
初掀起腥风血雨，也曾经是
周公最挂念的地方。奄国虽
然仅存续了约三百年，但它
对整个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
是深远而巨大的。

嫡系方国

曾是商都重地

奄国，这个存续大约三
百年的古国，因为参与周初
那场叛乱，所以在历史上赫
赫有名。奄国的来历颇为神
秘，往前可以追溯为少昊后
裔。一般认为它是子姓之国，
是从东夷部族分化而出的商
族分支。

今天提起商朝来，人们
往往把目光投向河南安阳的
殷墟。实际上，殷墟只是商朝
后半期的国都所在，商人昔
日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早
期的商族主要活跃在河南东
部和山东西部一带。比如现
在的菏泽、济宁等地，在当时
多大湖大泽，土壤肥沃，物产
丰富，很适合人类生存，也是
传统的商族势力范围所在。

当商汤成功代夏，取得
了天下后，商族各部旋即扶
摇直上，奄国也被封为方国。
商代名义上方国林立，但多
数方国不过是一城一邑的规
模，而奄国却大不一样。在当
时的山东地区，奄国基本上
是一家独大的局面。奄国在
商朝的地位和后来鲁国差不
多，不仅是出身显赫的嫡系
方国，而且兵强马壮、疆域辽
阔，周边不少小国都沦为它
的附庸，堪称“东方一霸”。

但是，商朝自身的中央
政权建设却存在问题。受洪
水、内部权力之争等因素影
响，商朝早期的政权很不稳
固。于是就出现了很奇特的
现象：商朝国君时不时带着
人迁都。因此在豫东南和鲁
西南，多处地方都曾是商朝
国都所在，其中就包括奄，也
就是今山东曲阜。

《古本竹书纪年》里记
载：“南庚更自晓迁于奄。阳
甲即位，居奄。”可见，在商王
南庚和阳甲时代，商朝的国
都皆在奄地。此后，阳甲传位
给了弟弟盘庚，盘庚又做出
了迁殷的举动。南庚在位25
年，阳甲在位7年，如此算来，
奄作为商朝国都至少也有30
年。

有个情况是应该说明
的。奄地成为商朝都城的时
候，奄国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奄国能够让出一部分土地，
作为商朝中央政权驻地，而
两任商朝国君能够踏踏实实
在这里住三十年，足见商君
对奄国的信任和奄国对商朝
的忠诚。

尽管后来商朝再次迁都
到了河南安阳的殷地，并一
直延续到商末，但是奄国的
地位没有因此而削弱，对商
朝的忠心也丝毫没变。可恰
恰是这份忠心，最终给奄国
招来了灭顶之灾，奄国成为
了商王朝的殉葬品。

响应叛乱

为商王朝殉葬

在那个通讯不便的年
代，还没等远在东方的奄国
醒过神来，周人的大军就已
经攻进了朝歌，很快就江山

易主。为了展示新王朝的仁
德，周武王并没有打算对商
朝贵族赶尽杀绝，反而让纣
王的儿子武庚保留了其祖先
的土地，让他依旧住在朝歌，
定期给祖先们烧烧香、上上
供。

但是，毕竟周人长期耕
耘在西方，入主中原不久，百
废待兴，对东方鞭长莫及，因
此，周武王对武庚还是保持
着十足的戒心。为了杜绝武
庚联合其他残商力量谋反，
武王将监视武庚的任务委托
给三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
和霍叔处，史称“三监”。

可是，周武王还是棋差
一着，算来算去，没算到自己
的三个兄弟竟会胳膊肘往外
拐。登基两年，周武王就去世
了，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周公
与召公辅佐，政令基本上都
出自周公之手。这下子，“三
监”的心里可不平衡了，对周
公凌驾于自己之上很是不
服，渐渐对周公以及朝廷起
了异心。

见此情景，武庚找到“三
监”，做起了策反工作。双方
一拍即合，借口周公有不臣
之心，起兵对抗朝廷。好不容
易有了反攻的机会，东方的
那些商朝遗老遗少兴奋不
已，纷纷起兵响应。原本就是
殷商“铁杆”的奄国自然不会
错过这个机会，并且因为实
力雄厚，奄国一参战就成为
当时东方各国反周的中坚力
量，上了朝廷的黑名单。

朝廷可不是吃素的。公
元前1104年，周公率领大军开
始讨伐叛逆，不久就杀死管
叔鲜，流放蔡叔度，将霍叔处
废为庶民。周军旋即飞渡黄
河，与武庚展开决战，朝歌城
再次陷落，武庚战败逃跑，在
北窜途中被擒获，身首异处。

几个领头的都被收拾干
净，按说大势已定，可东方的
叛军并没有就此收手。周公
思忖良久，决定借此机会一
鼓作气，将东方各国好好敲
打敲打，让他们从此再无叛
逆之心，从而彻底巩固住大
周政权的万代基业。

周军采取了“枪打出头
鸟”的策略，把矛头指向了

“造反派”里实力最强的奄国
和淮夷。周军先是挥师东南，
打败以徐国为首的淮夷各
国，然后由南向北继续进军，
一路拿下昔日臣服于奄国的
附庸小国，剪去了奄国的羽
翼。随后，周成王派毛叔郑前
来助战。在两路大军的合围
下，奄国无力抵抗，城破国
灭。

古简面世

或为秦人祖先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周
公对奄国不再心慈手软，一
定要将其斩草除根。奄国族
人被打得七零八落，有的四
处流亡，有的则成了周军的
俘虏，被遣送到偏远之地。总
之，就是不能让他们留在原
地，若干代后再有翻盘的机
会。

因此，在许多地方，都能
找到奄国存在的痕迹。奄国
后裔中，有的迁至山西太谷
县的奄谷；有的经奄中南逃
至江苏常州奄城，后被吴国
所并；有的北绕渤海湾迁至
辽宁盖州、盖平，而入盖马大
山，到达朝鲜半岛；有的甚至
渡海到达日本。

即使如此，周公还是觉
得不踏实。于是，在东征胜利
后，周公以朝廷名义，将自己
最信任的长子伯禽分封到了
奄国旧地，建立鲁国，并赐其
殷民六族。从此之后，周公一
族世代替朝廷镇守在东方，
紧盯着殷商后裔，再没有给
他们以可乘之机。鲁国替代
了奄国，周文化替代了商文
化，对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
影响是划时代的。

不过，以上种种还不算
是最神奇的。在世俗观念中，
建立起大秦帝国的秦人起源
于西方，与戎族有密切的关
系，并逐步向东方推进，最后
统一了中国。但是，近年来，
学术界“秦出自商奄”的声音
越来越响，正颠覆着传统的
认知。

收藏于清华大学的战
国竹简俗称“清华简”，是近
年来历史研究的新宠。其中
的《系年》第三章中记载：

“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
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
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
是秦先人。”这话翻译过来
就是：奄国灭亡之后，周成
王强迫一部分“商奄之民”
西迁到“邾”（今甘肃甘谷县
西南），成为一部分秦人的
先人。

其实，“秦出自商奄”的
提法，在马王堆帛书里面就
出现过，可是当时孤证难立，
学界并不认可，这种状况一
直持续到“清华简”的问世才
有所改观。2013年9月6日，李
学勤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

《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
要发现》一文，轰动了学界，
也使得人们对奄国有了更加
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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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京剧里有一出有名的老生剧
目《击鼓骂曹》，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
演义》中的第二十三回“祢正平祼衣骂
贼”。讲的是名士祢衡被孔融推荐给曹
操，曹对其轻慢，罚作鼓吏以示羞辱。
祢衡击着《渔阳三鼓》的鼓调来到堂
前，当着满朝文武大骂曹操，并借击鼓
泄愤。这位不畏权势，恃才傲物的名
士，字正平，是东汉时期文学家，留有
传世名篇《鹦鹉赋》，其故乡就在今临
邑县德平镇的小祢家村。

德平镇位于临邑县的最北部，地
处临邑、陵城区、宁津、乐陵、商河五
县、市、区交界处，是该县最大、最繁华
的乡镇。历史上，这里是已经消失的千
年古县——— 德平县县治所在地。

德平的历史可上溯到东汉时设立
的平昌县和安德县。五代后唐时期（约
923—936年），将安德县东北部和平昌
县合为一县，两地各取一字，命名为德
平县，这就是其县名的来历，也是其设
县之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宋元时期
属德州，明清时期属济南府，建国后归
德州专署。

1956年3月，在全省行政区划调整
中，德平县被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归临
邑、商河、乐陵和德县（后为陵县，即今
德州市陵城区）。现临邑县的德平、翟
家、理合务、宿安，乐陵市的化楼、孔
镇，陵城区的糜镇、宋家镇、义渡口，商
河县的怀仁镇等地，均属原德平县辖
区。祢衡的故乡——— 小祢家村早已不
复存在，现在其原址上建起了祢衡公
园。公园内有一口古井，深达七米，相
传为祢衡家人当年的吃水井，人称“祢
衡井”。历经千年，井水仍甘甜清醇，为
当地名胜。

位于鲁北平原的德平县面积虽然
不大，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除祢衡
外，唐代著名诗人、《游子吟》的作者孟
郊，祖籍平昌，后属德平。“三朝元老”
葛守礼，德平葛老庄人，辅佐明朝四十
七年，被万历皇帝誉为“柱国名臣”。宋
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曾在此担任监镇
官一年，并写下了“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名句。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
“沧州的狮子景县的塔，德平有个一丈
八。”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说的是德
平的“镇县之宝”——— 丈八佛。据史料
记载，原县城西南的龙泉寺内有一尊
高大的佛像，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
年），系由汉白玉雕刻而成，高一丈八
尺，故称为丈八佛。佛像工艺精细，栩
栩如生，代表着我国古代宗教艺术和
石雕艺术的杰出成就。1937年龙泉寺
被日军烧毁，但丈八佛得以幸存，现珍
藏在临邑县文化馆内。

德平大秧歌2009年被评为山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流传的“丁家村
的鼓子、王连州的伞，赫家的秧歌扭得
欢”的民谣，形象概括了其跑、舞、歌相
结合的表演特点。德平大秧歌参演人
数多，气势宏大，场面壮观，风格粗犷，
是鲁北地区民间艺术的优秀代表。它
和德平细米窝头、德平熏鸡一样，成为
已经消失的德平县为数不多的文化遗
存。

说起古县被撤销，老德平人充满
惋惜和怀念之情，当地民间流传着许
多传说。如当年撤县之时，当地民众代
表曾赶到北京，找到抗战时期曾在冀
鲁边区战斗生活过的肖华将军，想请
他帮助说情保留德平县，未有结果。德
平如一棵大树已深深扎根在当地人心
中，他们对故乡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当地人称“俺”为“囡”（音
nān），这是德平最具特色的方言。一
句“囡来了”，就会引来一声惊喜的问
候：“你也是德平的？”顿时增添了几分
亲切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祢衡故里话德平

【消失的古县】

□张永红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期，当时我的爷爷（中间
留须、坐者）已过花甲，老人从三百里开外的鲁西北，步行三天
来到济南看望他的儿子、我的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欢迎，父
亲、母亲带着爷爷、我的哥哥姐姐等一家人来到济南劝业场一
家照相馆留下了此照。想不到，这竟成为我爷爷一生中唯一的
留影，也是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

照片中右三站立、穿白色长衫者是我的父亲张森修，字益
臣，当年已近40岁，是一名专做橡木桶、木盆、锅盖等圆活的细木
工。父亲一辈子只认识三个字，却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自
兴益”，这是他木工作坊的招牌字号。据说是一个算卦的人专为他所取，意为父亲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兴盛家族。

父亲技艺精湛，人送“精工匠”之号。他1912年只身一人来到济南学徒，虽然没有文化，却懂圆周率，因为他经常念叨“圆三径一
不径一”的口诀，意思是当圆周长是3的时候，它的直径不够1；而当圆周长是3 .14的时候，直径才是1。他对几何也略知一二，如“方五
斜七不差一丝一厘”，意思是边长为5的正方形，其对角线为7。父亲为人正义、仗义，生活贫穷的人来买东西时，他总是把价钱定得低
一些。而对当时在济南的日本人来买东西时，却是分文不让。父亲说，八路军打日本人，保家卫国寸土不让，我对这些些日本人也是分
文不让。

我今年72岁，我们家这张快80年的全家福照片里自然也就没有我。尽管这样，我仍时常把全家福捧在手中，细细观看。如今不只
爷爷，就连父亲、母亲（左三）及哥哥（右二）、嫂嫂（左二）也都先后作古。但他们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做人做事事要善良厚道的品质却
已被我们家后人继承了下来。

忠厚传家远

【老照片】

□张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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