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間
5 4 

即
院

l
h
開
U

M
文

uwmf 帥
"
大

軒
明
明

之

Y

叫

U
」
可
斗

，g
u
m國

周代封建制度之建立與破壞

林成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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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征商與武裝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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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封建與城邦

f丘、封建典詩:法

陸、封建陵夷與宗法破壞

*閻立移是1 闢際大學中文系副教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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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是

探討古代中凶的政治祉會結構，其中最重要的議帥，當屬

封控制度所造成的影響。床1沁白而用封建制度建立以來，整個

t古時期中闊的文化社會政治無不受其影響。所以這一個

論點的討論 ， iE R: 解開古代中關文化形成的重要切入點。本文

但是掃環透過時，早閃眾的分析，重建封建制度咐現的具體情

境。 'ìíz經由各師向的討論，豈顯問代封建制度的建問與破壞。

民下將分六節進行此論腿的討論。首先，本主:將討論商閉關

係，並說明周人代商的主因與「民J] J 有密切的關聯，而非純

學家以道德性因素的解釋所能完常說明的。其次，以「武裝殖

民」的觀點，分析用人封建的特質 G 第三 τ 則論述周人封疆控

器的設計。第間，在忙述的討論基礎上 ， ~J、封建與城邦的關

係?闡發封建國家的關 l一規劃反其後的秩序意義。第五，則以

封律與宗法的關係!論析血緣關係在政治鴨制內的滲透現象。

最後，以各供國對宗法之禮的破壞，點明 r 國家 J 與封建血緣

的關係tJJU窮途末路之時，新型態的「國家 J 即將躍登歷史舞

J_, " 
口

關鍵詞“血球、封建、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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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占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其中最草耍的議題!當屬古往制度所造成

的影幹~本 13什丙j/!]封建何反建立以來!整位主古持期間圓的父化 社會 反

悄無不受Ji、影響。月1法jE 伺論點的討論!在是解閃古代中凶文化形成的重要

句)}'-~自 立文便是希望泣過時空巨素的自吋亡，重建封建制!艾山反的具體情境-

，'(';:r.'早日多面向的討論!早早扎司代封建甘J!主的建立與破壞。民卡將分/，節進行此

論逝的討論-首先，本文將:討論商周 I~M係，收說明周人代回扣主問與 武力

而需切的關聯!而非經學家以;直令tjff 附素的解澤所有E完全說明的。其次 1 以

「式史研足 的觀點，分H二何人主':"ill的特賀。第二三， ~I 論述周人封擴建祥的說

汁。第山，在忙述的討論基礎:-.' ~ÄY建與城邦的111: 1，萃，商發封注:判家的岡 l

說副政 __ H，:後的研序意義 "CG 丘， ;11]以 jJ起與宗法的頭係!話析血緣關係在政育

體制內的滲透現象 最後，以各使凶對宗法之祿的哎f~ ，點明 I 凶家 !M封建

1m綠的1"係主孔窮途末路之哼!軒主憊的 國家 FHl14躍榮歷史舞台 c

殼、商周關係的必J54

古代山間三可能)}Hl織!是也 l::+l 豆豆 ft討論自1;，拉今汁的學界，仍士是 個未

定的論遣。(注 1) {一從考上出 1 的文物基礎上!犯們仰盯tj肯正在殷吉祥I~ , 

古老的中岡!誰己出現了 位I三已有主 i :t----:[[ , ns'支記性r?):~t)B干體。比之〉因為

從郭城的規模!與青銅神甘苦的便問上台 J ;管理階1世 VJJJEj734叮避免的

-11 管JFfl)-gj倍!!!現!到權力組織的複雜與什1:二恆不是簡單的氏族的估刑態，月可

能出A慨捐。 l比妒，從 p辭斗的 、tr- "己錄 1:中現 l 囚}j J 的概念!快去

們口可際俯至 j'li ["告也王悶」的政治rl態!在此時也匕!t巨雛形( ，土 4) <前

亨氏為政》眾 段百H/~ 夏可童 問ItfEHEf哩 J '三ft- 觀念的出現!便是

這崔 I 普世主l;.J 的堉，11'巾估立!也就 E悶為這種縱向的織7丘觀念， 1 JQ , IW 、

呵 成]'，!品有巾區丈化、tJ;'戶形成過程中F去世耍的過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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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殷商EK其他丘吉的凹的關係 7 雖時有征伐此交好的情形，也就是具

有「聯盟的形式七足從武 f0J乙干的iJ伐行動中，高之作為宗主國保EE小

烈的態勢J一把常羽顯呵上" )所以，如果將封住關係但廣泛的解棒!商代的

止:一現袋，求始/、能弓 1') ，封建內1_然而式文討論的 l 封控制一!士是何應於西

jt 「封起親戚!以苦)#J封 l 只J血緣μ，(別卡之一封建肯I 丙此，問雖在政治的

統治→!是持續商人 l有來 ， J i::討論 l 封廷 則不得不山周論起→然而山於周的

:Þ:'~主 8:J代間的行的有頂大的瀾係!所以 l 商J封 l 的關係!實千j必要加以思考。

我到|上文附注?方已盡相殷商之可jfb關供足叛服如常，用人~J崗的關係!夕)、

2 t::':JL 扑A， E -:IJ虹的熱「資料袒， ;I~ J]三代戶「記載的 1、辭 z 記錯 f武丁璞

崗一吼叫一的資抖。悶:啟蒙 1I 其巾的十立候!、辭，如

今放z主用。(前 02 ， 1 ) 

倉促述用， (別二束，手另)

巨弗拉用。(拾 4 ， 12)

←辭;1主權可放j青JljfH品士刮目:于熹5良的，正 n 許悼三先I1 不1][[一基礎上!認

為k 乎常是回人直原，þj:J~;:分域進入商人勢力範間，所引起的民族衝突。杜王勝

P::i y!'j1.茫 lf起文化 E句:可論中!推測太半時ftFjh武孫子告 1 因此!武 r -
辭中的，_是，~J '常非三/tJ之而!而;?:!~9: r去於J叮闊的害。 1 H) 

式了 1、辭雖然無法提供需時 商「罔 l 蘭(兵的血紅 1 但是近年周J京臼 l

f可 批 '1'呵呵久?仰自有清禁地宗明二7月的關係 從 1959 記到 1976 年間，大陸

的考"工以幫丹， i:H樣丘史文獻j!'}!SI汀，布恢巨的岐11 i縣及技岡縣!相繼挖出

先問及內l問時代的父物!話至在 1976 位三 2 f' 24 卡l 在山t{::: [ I縣l戚雛村商，發現

7周初的Ut哭耳}.~ , i刊 {í: 1977 土三 3 ) J '川從平相!古般的 11 號已z穴/哇 31 號害

火!發玖/一段/了一夸尺的市啊!其「卅字的卅句 --p八卡今} '[" ，共後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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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號脅穴，再J史發坡 9)'\ 帶字←骨。另外在扶風縣辦家村 )(J採到帶字卡骨 6

片， (~主 9 )這總計*~J..:~Fï九十多片的帶宇: r、骨，成為探討禪周|的係的重要材

料 n

從這批!li土的←特與《竹需紀年》的記載結合，我們可以看出股周關係中

既有也服也有敵ifJ的關係。首先，從〈紀年》中我們óJ以發現「太 j 四年，持j

人伐余無之戒，克之。問王季命為股牧師 J' (垃 1 ()) í 太 r I 常是「文 fJ 之

誤。因為根據{衍生]')武乙 十的年 3 闇王平懷才來朝，、ik 且在武乙三十h年

伐凶譜鬼戒，所以周王季當是武乙末世司與商建立也屬關係。 1m 且在《晉雷

束?;傳〉及《史通〉的<疑古>、<雜技>-，前任 1 (紀年)及{汲*古n

峙 c太 rJ 均作「文T lo( 往 n) 是放 1 太丁J 當指「文TJ 。根據《紀年)

所記!在文 r~ 年、四年、七年十 年，季監且是開他對凹周鄰邦的攻伐，逐

步地誰食了商末的周違勢力。(址 12) 文]起初採取7G"好態度，叫命事歷屆殷牧

師。但是在他肅清殷郁的外圍族群之後，商周關係便起7變化，艾一l一主苛求股之

安?是終於殺死了季眩 u 此常即後來{紀年)所去 「帝乙處gil: 0 二年，周人伐

崗山D)的主圈。此時伐商齒，當是總季腔而立的丈X'

以上可以看肘兩周關係?具有臣服與敵對的二層面俏。 ifríiï 用原月1 骨的出

現後，上述說法更是獲得了證賞。周王季1ft之iiH主鬼哎，始自武乙，仆的問煦

11 號草草;/( 8 號|、甲上有 f 入鬼蛇乎(呼)支(宅)閥的 J' (說 H) 吏當事!入

，\1，事即指鬼入事，此則說明了到文t:之際鬼已入事宜服于周，證實T (紀年}

中周與J且我之iiE幟。 11J，代表 rbl季憶起 τ 周巳問始其 f 站商 l 的行動， (詩 1-' ) 

同原甲骨顯現出的另一個訊息，便是間曾與周保持過良好的關係。關於這

點， ttJ，和今日所見的古典文獻之說，並無太多出入。根據J古j原甲骨 11 號害穴

的兩片卡申 U l: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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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文武

1 王其叫H部)帝(神)

天(大) fU?) 些曹(告)

用方白(伯)口口口口西

正，亡戶(左)

口口王受( ? )又(有)又(桔) (82 號)

貞王其主佈

大甲骨(告)用方

白(伯)主(光)西正

不戶(左〕于是

有站 (84 號)

在以上的這兩片←甲，我們可以看到周文主被冊命為「周方伯 J '而且周主亦

曾祭ffiE商人的先王大甲!充分地表現出周人對崗的臣服。此外在 112 號

226 號、 261 號的←甲棍，亦記載了周人祭司E殷商先王的文字。(註 m 出土資

料的記錄，實是清楚地證實了文獻資料的可信度。

然而!周人是絕不會甘於這種臣厲的地位。周之作為一華爾小邦既然有代

商承命的企圖，則在策略上便不能使商對周康生祕心，所以i量也就是為什麼周

人要祭品E商王的可能原因。在這 場政治的角力場上，殷商希望透過愚威並施

的手段，使周永遠臣服於商 l 而周人則虛與委蛇地，以祭ifrE商王與接受冊命，

來緩和商人的響覺性。「以小事大」的政治經驗， (註 18) 終於使得這場「共主」

地位的爭奪戰裡，間人代商而成為新的天下共主。

其實，檢視前述的商周關係 3 我們必須注意一點，那即是周之代商，不應

全以傳統道德性的觀點!來看此種政治權力的轉移。毋寧更需要注意到其中的

「武力」性質。同站在傳統的觀念裡，對於武王伐衍，周人代商 事，受到後



叫 i':_H花布IZFE主有三)'!J，I坡這 巧!

來的歷史問海)y_政治哲學的影響 ， ;JJ.\.六、闖京的f!<:標轉俗之蛇口史的，共正常

生的:某礎是在於文二之德 性的將羽!所以「/\命時苓周人 ， j;_ 1'-國家的

、泣權J史順利lt轉換完成 丸之'"在這科組;有民-人們白質:tf1:l 國家一本質

問題街市化!例紅國家與人民的關係為H 。共主自己統治封正常性為何?便易忽

略。進而U_t丹慮權利義務湖係的古巴jf手捏，是可耐( 1- 人民主倍(生 ，反而彩m:l f

1 ;fJ;三主體J生"於足「巫朮」成為天之 1 "{-人民主{天的月 p主主之

敬轉移到一君].，近呵神里們的分至，使得 l 茗三)的統治權成為不可挑戰

iIZ質疑的最高原則

不過， / i 趣的是後來儒者在周人/弋問-耳!捧到強詞「噁 )..'，; 1:專移政權ι

昌性的品法，木意是為了~1愿「人民主體性 J ' jlll' 白令?是7.':'後世統治苦連山政

?台力主:妻混進去11識的解釋權中!持JH始儒家，f{ ;;:S Ú"J批判精神轉化成 芒宅 的

守護者，反而在某撞在rt f 凸豆豆( c 君士j 體性

的文;向AJ古人代院的-)貝重大耳素是「武力， öH'j' 1: '從市公巨父脫離我

狄之I口:<三E上J吉原以告 c ，在室 詞始 ι20 )周人使化這種流哥拉芳:中， l古話出

璋 憎惡足三哉。這稀世也改誡他問人深深體會到，/、管娃『以/凡事大，克

，江火事;J\ '缺乏( j}~.)J '頁'1只能為人Wj者。所以說!周人1{S';!~過/Lrrh

EF三人的門 1，、經營、 1 逐漸在武力，取flfF!甘乎還天 l、的白力( ，乘JT的 t!~

川是f\悶的時機的;已。 個新的政治權力的支配群體!終於要在這塊土地上!

民頃其Gf盛的企區，[，、了

且t 、征商與武裝如民

確立 7j胡人以武力~-:/凶基礎俊!及711更能掌怪叫人封住士可基式在賞。:旦

罵人封建的完成}是/，一武力的J仙F丘之後， 77卅一τ話。月f/)JS三亞將論述崗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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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午去式裝史伏的Jf{[0 ，逐步建iT.其封建市L立的條件。

式王{兌付的記載!扭了三總依<ì~j書 牧誓》與《史吉已 j吉木和D 的說法為

三， i日 立未發現有出 j'_n-jc可一手史料， rJ資憑依。買到 197 fí 克在放到臨注

有給吋!U土 f kJTft的育制~~L/J& ' 上，，)武土伐肉的立宣性?終育確立。

挂不 1- ，過去的文獻 !ELl{ 尚書牧誓卜〈車市井阱誓}及{逸間有吐

俘}均提J史武十/，可于那天的早上!於牧野與fL~*-;t展開 支峙決疋州的戰役!

而訂可丑惡 ì，?l出!的《列主}鈴又哩甲 f較」的市現!干干實令研究者興

奮小已其銘父月 r之 2 l)

一式往南， "1t 甲于制， ~t (h支)鼎(貞) ，克手耳，夙又(有) j，呵。

辛未王才(在〉古色已 τ 錫又(有)事牙'1金 1 月作持公有尊拜。

在這段銘文中 1 倍切地標明 l 尹于 J :=1的早上"武=伐霞，汀三不背 叉的河

問!他將而打擊敗!七天後〔羊~)武 -::7于「育一質詢打功的利， {利寫〉

f句:在段的文 'fj 力;i\~~笠阱，博純文眉立的言已紋。然 rrl;~~k _(武士位辟的時間~

後!更f立得Ji們注意的累了人如何有1，';←及准備一立場牧野之戰?

從<牧害>九I芒辭中!可午1發現!抨擊何約的還/共他問族的領1111人物!

是武三位1龍有人共估計)J的上去三l去， <'i;_t~>又 (,,124; 

今河王哇!惟抖言是肘。昏幸戚肆花，弗荐，辛棄成了主 E 父母

弟!不迪 D 乃 11'四方之多罪?是迫，是崇是長!是信是仗?是以

為大夫i~p -1了!俾暴jfF 于百姓!以在記于:可巴

IJ從于歷 λ一之稱營巨土以來 τl克人 力[而31\-tr.殷商!另一)J面又從殷商巾

分化其熱))11"1團結，從1f，'使得商糾成為眾叛親離的「共主 J " ~， 策J守可就叫

Jb成功!女II Jlt →仗，武一兵見，~ 1:"11 :t j- ~-H分化的I'\)~文字?策時!現數載;三J刃!牧野

役!終於代而而有 l詞。(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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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捏造露出武王之征商成功，事實上是借了商人自己的力量而達成的。雖

然閑人本身亦有相當之武力 τ 但是以「小邦周」之軍隊而言，若是直接以周人

之武力與商材對擊!恐怕仍力有未逮。因此，透過對商內部的分化策略，削弱

了商王的賞力，武王之克商才有可能。而也就是基於這樣的歷史處境，用人深

深警覺到股遺勢力之危險，所以牧野一役雖已代窩，但真正克商，則不得不由

周、召二公等人的緩靖東土、南疆，克商始稱完成。(注u)而保障此克商果實

之不墜的便是「武裝殖民。(註27)

基本上 r武裝殖民一與傳統所謂的「封建 J '看似不同，但就周人原始

的封建作意 τ 卻不能忽略本文再提及的「武力」性質，否則不只誤會歷史事

實，甚至在意義詮釋上，亦將落入平面之見，無法發掘周初史實中所蘊載的歷

史意義。周人「封建 作犯功能性的目標來看，其主具價值殆在於鞏固核心或

中央的手段。 o生 28 )這與後世但食采皂的「封建一是截挾不同的。因為後來的

封建雖享有經濟的支閉目中華 τ 但對於人民及土地之控制，則與周代不同。此即朱

元璋所謂「列風而不臨民，分藩而不賜土」。既然土地與人民之支配權不在分

封的貴族上，則意昧著政治權力的行使，使非藩侯所應干涉。如此一來，封建

藩國的「國 J '將和擁有土地、人民、經濟結合一體的「武裝殖民」有了差

異白這種差異可以表現出古代中國人在思考到「國家」與「家」的關係時，採

取了何種角度。因此!探討周初「武裝殖民」的歷史實況!將可廓清封建本質

在中國歷史的積澱中!所造成的混亂。

武王在牧野一役後!在位兩年，便告崩姐。(注圳面對殷遺蠢蠢欲動的危

險情勢，以及部族內部的分裂，周公教然扛起了「平商」與「東征」的重賣大

任 ω{尚書 大詰}描述閻公獨排諸重巨「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的異議，力主武力經營武王舊業，討伐管蔡及武康。其主要原因常在於周

公體會到周人雖伐商成功!但面對廣大的東士及「目前孔，若不能先行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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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符股遺址東夷為f哩!光是以內部的紛亂，周人將自行瓦解。

(尚書大f專}稱「問]公攝政，一年敘亂， 一年克殿， 三年踐奄!凹年建佼

衛雖然點出陌]公的功業!但就闖入對東方的經營!恐非短短數年之內 z 便能

12-竟其功防治從後世出土的計多銅器銘文，便可窺其端倪。(，:1:刊)然間，這裡

所提到的「建伐Wj I 車，卻透露出出]人之 I 封建 J '只實是必須透過艱苦的

武力征伐，封JJt刁有可為。斷非天降大命，間人便坐享天下!輕易的舉行封

建 2 附此， 1_Q們對於(7引導 定公的年〉的記載，當將Jt宜於l刮初的眼前環境

巾間考。

從歷史文獻來看，閻公時代的東方，常非周人所能照制，處在這 片所謂

I 大東小東 1 的土地上前 31 )散佈著許多 t著族群皮三代以來的「移民 J '如

准夷、精姑 奸、奄等， (;132) 統稱泊「東夷東夷自商以來，便是商人在

東方的最大敵人， I、辭叩的「怔夷方」及《定傳。昭公十七年》的「討克東夷

而隕其身 l' 那代表著東夷作13314方的 大勢力，是不容宜蜓的。這H~龐大的

力量在閥切!亦成為周人的，[，、腹大ι慰。所以閻公在平定三監之亂!震儡股頑之

後， Ot 33) 便辛苦于對撒克展開捕清的行動。《在傳 定公四年〉的封建親戚，

便是在此 情勢，作為闖入 r 武裝殖民 l 的策略下，所行之封建。在這段記錄

中，載明了分封伯禽於少晦之I午 1 並領股民六族歧崗奄之民!分封康叔于股

!品，兼領股民七紋。即合 h營生R r 成肉 , J3j公構築 r幾道叮攻可守的前進戰

j車 o n~ 34) 

從出土的招物及銘文的記載巾 3 上述的說法大抵可言。《沫討J徒 i:;. 主主》

T:. ，-王來伐問自!址(誕)寺(命〉康侯吉I (晶 1) 于衛，他 35) 便是指山

康侯與t末日J徒於衛I也成守。拿{左傳。定公間年}所言之事與(沫司徒土LIE 〉

相較，或有出入。因為，恨據「鄙作為「 j鼻芭 I I而訝，當非封國 (在 36 )且

若已封闕，則《康侯丰1]鼎}何以稱「康(侯)李(封) ) (詩 3 1) 何不 ;n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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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故此時應屬「武裝殖民」之初，周公於克殷後!命康侯於衛建立據點 1

至於正式封於衛 z 是否於鄙衛之後，便立刻進行封建，由於未見有力資料 τ 不

敢妄測。但由後來封於殷墟!以領殷民七族來看，閻公封康叔於衛! 方面鎮

壓殷遺 方面取得了向東前進的有力據點。時間必定在平定管蔡武庚之亂

後。

小束之地既平!則深入東夷故地，建立灑頭堡，乃成為急務。前引《左

傳 定公四年}之文，明言伯禽封為魯侯!領殷民有六族。唐蘭認為{大祝禽

鼎}之「禽J 不是「伯禽是以雖為周公東征「婪侯但「伯禽是否已

封，則不知。( ~:主 m 不過從《魯侯尊}的記載中有「魯侯」 名看來，則伐東

國之後!魯國當有參與。(Of. 39) 所以「魯國」之受封當是事實且為東進戰線考

量下的結果。因為其後伯禽可能擔任進一步肅清東夷的責任， <尚書 費誓》

云 「徊茲准夷徐戒並興 J' <書序〉也說 「魯公伯禽，宅曲車!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J 。所說當是伯禽續伐東夷事。此外 r少晦之虛」

即指「曲車地己深入東土。配合上營都洛巴!周人的戰線 τ 便可依次打

開。

再有進者!包括太公治齊!都於營丘。東伐萊夷，薄姑!使周人力量深入

山東半島。而清成豐年間出土的「梁山七器 J (或云八器) r詐，e) 則又使得與

周公齊名的召公功價，傳於今日。在這「七器」中!有{大保籃}云 「王伐

是在于國!鹹〔厥)反!王降位(徵)今于大(太)保」白川靜以「是于 」

當章也可是父」令全文當是王令召公伐綠父一事， n主'l)唐蘭以為「是至于 l 只是

高主宗族，未必為武庚，故此次征伐只為鞏固北疆而已。(~主 42) 其實根據梁山

地望來看，地當齊衛交處註 43 )可能是召公東進時的一個據點。召公本為周

初開國重臣之一，最後是還職於宗周，所以梁山所藏器當羊毛鎮守此她的召公家

族所有。但近年河北房山琉璃河出土燕園器物， (屆主抖)或許更確定召公家族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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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北方經略之責。(~!盯)不過召公的功E頁，尚有肅清南疆之功，其可能的駐紮

地點是在今河南的區以睛。{話“)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周人在克商之後所經歷的六大小小戰役，促使

周人在1正伐的過程中!不斷適時地分封建藩!採取武力的威嚇作用 1 運用這種

層層的軍事包圍圈!不只捍衛了宗周，更是使東土正式納入用的勢力內。(在'"

而在這種軍事的武裝殖民底下 c封建」制度不斷地在分封過程中，轉變成新

時代的政治組織。其代表的體史意義，便即在此。 (~t 48 )而且在這種以武力為

封建本質下所建築出來的制度，背後潛藏著時人對於「國家」觀念的基本預

設。因此下文將討論封建對象及完成的時間?說明問人封疆建藩的歷史實況。

參、封疆建藩的完成

周人封疆建藩的目的，誠如上文所言，是為了鞏固中央而設。但這種意義

下的鞏閩中央，與中央集權下的鞏固中央!又有些本質上的不同。首先前者透

過武力征服之手段，包括遷移某些勝國遺民於領地，其目的無非是要前朝遺民

在控管下(但殷遺之命運並非如想像中之悲慘 u生 49)) ，臣服於周人的統治以

及肯定周人的宗主地位已在這種基本目的下，作為低於王室的政治組織或群

體，其與王室之間的閱(系 1 無法純以「支自己」的角度視之。雖然用王有冊命之

權!但其冊命之權在西周晚朝之後，便已少見。(在刊)對作為一個「主權」國

家型態而且，更接近了一步。這種看來像「國 4 中有「國 的型態，不僅是天

子所轄之天下如此，即連諸侯國亦然!是以封建型態之鞏固中央!便是以這種

類似「同心圓」的方式，拱衛了周王室。(~主 -'1 ) 

其次!後世郡縣制下的地方與中央的關係，自11毫無疑問的是 種上下的

「支配」關係，這與前此封建的「同心圓」似的結合方式!有著基本體質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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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檢討這種體質的差異!其質就{I 於封建制的精神有強烈的「血緣J 考慮，

而郡縣制則去除此種刷緣關係對政治事務的直接干預，體琨出君王憫人意吉布

制度上的強力表現。

{在傳 ar{公一|六年》載 m >2) 

昔武正克般，成玉靖問方，康玉息氏，正建母弟以蕃揖用，亦

曰吾無專乎又武之功，且為投入之迷敗傾覆而溺入卦蟬，則振

控之。

文獻的訊息，告訴裁們用人的封建大抵完成於成康之際。{詩 執競〉也說

r 不顯成康， .t帝是皇。問彼成康，奄有四方 J 大抵也說明周人認為成胺之

世，是聞人完成對鏈的時代。 1976 年在快回抉風所發現的{史培盤〉有文

E IE聖成王 '1右鞭銀剛做，用草收周邦。叫起康玉，分尹 i7r直至 J 學

昔認)，0i'iJ以佐證前述文獻史料。 Ul 刊)史稱康主時刑措叫十餘年詩 54) 堪稱

封建完成之峙的安樂景象，然此期的銘文仍見有軍事行動之記載，借口)或許

這正是周人武裝殖民過程中 z 必然WJ見的現象吧!

封建最車婪的內幕本條件，便是寸地的取得。Il;們看問周初見:殷乃至其後的

111:伐東夷南疆的行動裡，落間 的運立，便是土地支配權已轉移到周人手中

的最好證明。在這種征服痘民的過程懼， 1左傳 他公 -1 四年》富脹的 段

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其結果，其言 Ot 56) 

j司公弔二缸之不成，故封建親成以蕃屏月，管、慧、師、霍、

骨、 {II ‘毛、輯、郁、雅、曹、峰、畢、 }ft. 、豐戶、郁、文之昭

也。 11' 、骨、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郁、芽、昨、早、

周告之曲L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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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c: j 六國幾乎全是j商人殖民過程中的í[服果實。當然 l二述的封建侯闕並非同

時間所紋立， 1叮是將過長時間的武裝殖民過程中 1 迷-而立。在今天可見的

出←器物巾，仍見此二十六國之物。如〈屜公鼎)(應公方m~) <應公尊}之

「應J' (井~f..主茲)(麥方蟬)(麥方鼎》之 I ff~ l' (Jjl籃)(毛公鼎)(毛的敦)

之[' ~-8 I 0 可見左傳{倍公千二十四年)的記載，的有根據。

《尚書 顧命}曾去 !背者文武，丕平語，不務咎，時五齊佑，用昭明

于天下。 皇天用訓慨道，付昇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J (垃 m

正說明了崗人分封同姓諸侯的作眩，這與{左傳 定公凹年}的傳文相結合 1

可謂~Jtî卅陶初武裝殉民的政治意義。

但是{苟于 懦效》亦:iiJ可公時 rJf七↑一一圈，如姓獨問:丘十三人 J '川

具姓諸侯的分封，常亦屬重要之列。然則周人在分封同姓之餘，又注意分封異

悅，其意為何呢?其實， I甸人以 f 小邦周 J 經由文玉武王乃至用公對東方

的總營，方才相具關家規模。但是 I '8'足之蟲 1 死而不僵 J ' -，.-個盤接共主地

付數百年的殷王朝，一旦失去天干宗主權，便會完全瓦解「嗎 9 尤其是四周初

悍的「闖京 J 型態，乃的 f 城于 5 J 的形式，出現於歷史舞台。而城邦中的組成

分子，除了質族階層外，當包括1i參政權的 l 關人」。根據前人的研究，間人

分封過程中的某些殷遺鼠，也是組成國人份子的部份。(說到〕這些國人難道

是山周人予以完全監投嗎?換諸史實，恐怕不然。

的f'li宜先生在研究古代封建制時，曾指的早在武丁時代便有分封同姓血親

自鳴1度了。甚至也有其他做國方怕的分封。(誼 59) 其實古史難徵'武T時代是

古已有分封同~I 血親或是明確梢建立一套制度，在更多的文獻的土之前，恐難

時速下定論。{日是兩!目相]年封建的對象{'(I苦悶姓與其姓的錯侯，卻是確然叮

知。尤其是用J人東進，】時之間 τ 恐難以消化所佔領之土地與人民，此時惟有

適度地分子I有功的具姓功問及歐用當地或的平月1it老，否則新生的周人政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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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將隨時有瓦解之虞。這便是異姓諸侯國出現的歷史契機。

歸納周人封建侯國的對象而言，可區分為三種， 是向姓諸侯 二是異姓

諸侯 三是古聖王之後。(在已0) 第三種後來在西周歷史的發展中，影響力不

六!只在周初作為政治號召而已。但前兩類型，貝IJ構築成周人封建的主體。而

異姓諸侯則分原有方國及功臣兩類。

除開周人同姓諸侯的分封外，異姓諸侯的分封，恐白是以重新冊命原有方

圓的歸附者為多。例如 c姜 J 姓集團與周人的關仔就極為密切。根據先秦經

籍所載?可為姜姓候國者!如齊、許、申、呂、向、紀、郭、漿等國註 6) ) 

其分布之地望，大抵不出奇日的河南，山東 帶。(註 62)此外， (亞1!i)(斐方

鼎卜{孝自卜《 角》等金文中亦可知「 或「亞 」也屬姜姓古圈。而

從{已華父鼎》之「巳」看來 C J C 已」可能便是文獻上的「紀 J' (註 63 ) 

所以由文獻和金文論之，周人東進的行動中，對於山東古國的冊封，是相當用

心的!撰其作意!恐怕是有政治安撫的作用。{尚書牧誓}提到隨武王伐衍

之族有「庸、蜀、荒、擊、微、盧、彭、樸 J 多為西土之人，但其後經營東

方若不敢用當地人士?恐怕以少數的西土之人是無法完全勝任。因此，分封原

有的勢力以治理東方!其所付出的成本，將能減至最低!所以說!周初之分封

異姓諸侯與同姓諸侯的惡本山發點 l 雖有不同!咱圳、但就「目的 視之，則

維護周王室的共主地位，當是一致的 E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確定周人的武裝殖民運動!大抵在成康之際的分封，

達到了最高峰。其所分封的問姓諸侯與異姓諸侯構成封建的主體，成為捍衛周

王室的重要力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種歷史情勢下的封疆建藩，雖出於

一時的歷史因素，但由此所發展出的權力分配型態下的意識層面(血緣關係與

國家) ，卻成為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發展過程中的 項重要因素。令我們在研

治古代文化問題時，應當加以深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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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封建制度的基礎在武力，其封建的關鍵是土地。因此!當武力征服的

活動停止，或武力征服受挫之後，土地的取得呈現負成長，如是一來，則分封

侯國的基礎與關鍵俱受破壞，封建自然停止。成康二世，雖號稱周人之盛世，

但從康王之後! 買 1I東方已定，征服的活動停止!二則來自西方的威脅日亟，

無暇另闢疆土。(註 65 )所以封建的活動約在此時完成。然而完成即是衰微的開

始，傳統的武裝殖民精神消失之後，周人在坐享武裝征服的果實時，內部的分

化， (~生 06) 促成權力下放的加速。此種演變導致了原有封建的本意與特質被破

壞，時主 67) 而經濟條件的改變亦加速了前述的破壞，在此江河自下的變遷中，

封建原始的保衛周王室之意!反諷式地被霸主據為擴犬實力的政治口號。逮至

戰國來臨，擴大軍備的逐鹿中原，產生了新的行政單位郡縣，從此封建不得

不退出於歷史的主流外。但是，若不深入探究周人封建制度的特質 τ 則又無法

切中當時情形，所以以下兩節將從城邦與宗法的角度，分析封建國家的特質。

肆、封建與城邦

《周禮天官家宰〉云 「惟王建閣，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以為民極 J (註 68)其中的「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體現7封建國家的關土

規劃是「建囡」的要務。此一要務之經理，主要是使封建秩序在台音體制的規

定下，表現其差等關係 a 讓空間格局與政治秩序融為一體，從而使人民由空間

到心理，以至表現於行為上，都在此一差等網絡中，依「禮」行事，進而保障

了周王室的支配統治。

基本上，古代所稱的「國 J '主要是和「皂」之意相近，同指具有城牆以

防洪水的建築墓地。巾的)因此，其意當近於「城芭」。此外 c邦」字也常

作為描述方國之詞，此或與於領土邊界處，打土秀實，植樹為界有關。(註 70 ) 

所以討論古代的封建侯圓，當分廣狹二義 一指「城自」之「國 J ' 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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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 UiJ 1-野的ift冶區域乙「邦頁。但是此一義下的凶 J ' 旦與支-f-rt!候

岡結升起來 ， WJ其次攻出j\i:?'等秩序，~是封住精神的具體表現。

恨按 l 文「行了車 1 討論Nm的「商 必須將之宣於 城邦一則態下刀11以理

解，是以當封娃秩陌生早在花七具體的空間格局時!大小差等便是此等秩序(直

接尊卑)的什馴服!ili" : ,,1 7!)民|、的討論!將從封間只旦前幫巳小雙大的時史

情勢及抓j成所顯露約2主治秩序，了持港社會的變動!進而說明封建jlJ lJ皮解體的來

~:'1i 

l甜人的武裝殖民產生許今軒的諸侯g' 這些新成立的各:國可分jb 「發內諸

侯」與 直是外諸侯」。中 72) 大體忙!西同時代所分封的值1家或版有的方園，

共統治區域，應該有-)/[、穴。雖然後irHi料!如{晏「在秋 內雜下》芝以太公

封;t'~Tî_度已，，'九九{禮品 明章位〉之說荒公封地七百里 n主 74 )甚辛到了

(間可惜 站F 大司徒〉將分封型數與爵制自己台[叮宇以做度flfit7日常上 7叫

恐芒吉Zf71可喜秋戰區以後的列閱調域何一ibjF測依據的問題。(三 76J{1:J.<聞記

工制〉所言的叮旦七一旦、 1I 十旱的諸位等級!則與〈店易長卦}， <孟

子 已 f下;又馬車~->之說:吻合!耳兄們}[市市'-~ 77)此當是復也「肖 l~!f主

于J稱呼之己來】

今打細考令文門I女1I芳l 具體安二坐車主者，可tl)i時{付自) ，其文j臼 (,:l 7H J 

性↑又二月初主 T9戶。 休王自殺事(使)高(賞)畢上方

Jd一堂。

:東夢至三以為北吾吾之 召 l 豈是成三日手之早公布。(，;1:→的觀~t掰一三載，其為當口乎

是臣所1~~主才一之古時I)j、不過冗 FEo 又如:金文中多見賊 問 'm" 一日」

「冗|盯 (~80 J 最多#ñ1主「白問 三"<)王，.<]稚釋計算單位的一囚一為

1 i句，他說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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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者服J 叮以回 γ! 叮叮控之「有J .1 于【 {月才1: . .j、司徒〉

呵并為且，回在 11 邱?四邱晶晶'J I 汪 「句之三主呆也 」

(詩 {~南山} I信往南山 τ 推禹句之， J 芷 「 π十四升為

句，世i J毛主 來，以為賦， J (司馬法}云 「呵邱為旬，旬，可

十四升 1 出長較一吏。」古旬，車門聲，仗(I'l 被 稍人}、

《桂花郊特性》均i'.-邱乖!即邱句也。

在《淺井刑法汁;)告說古代 I |Ell 們可一 ι ，iJJ拭六四白并 c 巾 83 )賦之

~l 算 7jl白玉一凶內的7耕地2頁頁1] , ;'仆'2]白共51! 6 ，400 行方主 且主;郁先4:據那

irl i 《 Hr直 小斗11> I 甸 jJJ1 、早 7 限價?王詞有 64 荒方里，行的:cm 6 ， 4日日半

方L巴 C'" 84) 2司此，全文{/':吐籃〉乙古甸的可倒地之賜，當1晶晶哎哎，封的最高

企在 j"J，
_)"I'X. 

前正主要注後世史J!_::.1-J 將齊魯封H!諾大之練，比重J金文所」i之資抖，在早jb太

公、開公報1業申抖，也不應起卅1r."旦太多{卉。甚古自立副主宅主丘吉u圈。巾 831

伏|此!科冉:111'或許較ftffJZ侯為大!但只應是例外!不:~視沁常規。(注 86 ) 

i)1以鋼拈來看'1'可附于1l上出已在于J地里數上，注入秩序等級的政yfj竺概念 u 扶

可"同出交替，三權號:亨!吋划所封的數以r~ 的 問 到了春秋幸↑廿!也只

肯且是 l 今共作者?撫對| 立 n) 這.Nl封區數的銳減 ， \~(z非出l叉子I取消采

[二!成徙計戶'1造成!而是主會經濟變動下，所帶予建必然的戶主物。門東J有以來!

生時技術I'IS'改三芒!拉J扁了 '1 建)} ，尤其是三產工具 鐵製農具叮【|說'"工 8 日 l 

寇斯[~t挂了上代的耕/J-c:生產力毛導致的結祟(立娃主:if守 H也的需求!日益殷

切 υ 泣;i，]Ì將濟上的t!';:1;逆反映到政消領域哼!便是誰併小 ，，).((j-動約時中 當故!

這愧于拉到的催化ì'，:小足打掃旬的白午 1明史自E起烏拉特娃完成 u ft(17巴;此毛主

化!直言:r<:三毛笠lvt fHJ文恃liU i'i力 J泣的一 l UI 以思考 刀1坎城阿史竹~I;主持gr:蔽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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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r王綱解統 J 的意義表現在封關采色的大小時，是大關兼併小盟的

風潮磁行。在這種風潮底下，周王室對諸侯闊的路制已是昨日黃花，甚至到了

王敬縮小 j 財政開銷難以維持而不得不向諸侯求助的宮積。悍的)觀史至此，

亦當知周室封述之破壞，已是不得不能的趨勢了。

此外，就都城的變化而言!其代表的政治意義，亦透露了封建制度的破

壞 ω 《吳越春秋》曾云 lZ車城以衛君，造郎以守民 J '城ßliJ郭的山現，雖分

屬不問時期，但這段話，卻說明了中國古代 f 城 J 的政治性功能。這種政治們

功能表現在 l 城 j 的規模!以及 I 城」與住氏的關係土。前者代表了封建精神

的秩序觀，後者說明了基層社會與統治權力的互動關係。問H~附者的變化，都

指向封建解體時代的來臨。

《在傳隱公JC年}帶去 1 都、城過問雄，國之害也。先王之前l 大

部!不過參國之一?中，丘之 ，小，九之一。 .1 I蚓於其中「煒」之算法，鄭

玄時已有兩說註 90)組法辯明。但是1;(祭仲的話中 ， Jx~ 個j叮讀出荒遲在春

秋ÐJ年部城」制度已終受到挑戰。依此上推，則凶周時代的都城，必有足

則。雖然未必去11後世所罰，天 f國方十二里(此「闊」指「城 J) ，諸侯大國九

旦、次國七月1 小側冗里!或天子城方九里!諸侯大閥七里!次關 fl黑，小關

盟。(位 91 )但是「都城有定制以Jjlj I 封住等級應該可以肯茫。

這種「都城 有定圳的情形!不只表現11:天 :rU1J諸侯的分封關係 l一，同樣

他也表現在諸侯對其封士和內的反 F賞賜上。前述問周時期，封建諸侯的針地泄

不犬。所以今臼傳jIt之金文，月1見的錫賞，向多見於周玉之錫，諸侯較少，因

此，都城定制的封建啦!係'常仍以去， f 與諸侯為了踅嬰。然而，在凹周末葉以

來， '1士說成構不振!號令難行，大關兼併小闊的行動，蔚為時代主制之後，諸

侯封凶內的再分封 3 圳的亦將關關部城擴張的時代1月5力。<隱公JC斗>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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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相情-t~只趁此時眾多事?可叮 例什~/

恨搜尋u的發射而司確定為西j叮叮代的郁城吉甚I}J 已史載市公筒、Ei141郁?芒

f司 7絨方千七~ 丈!手1\ j) 七卡車 J 主也， :11; 百郭jt! ' !司初有~i或是否卡

利， ì~H存;可諂 u 以 93 )扶 111 朱/1自認?高于七百二十丈，富汗古代岡力)1.里之H l 

(~ 94) 貝叫 1 立翩卡推定(，百初的丹ílr克制度合於後來的記載 1 但是從 1954 佯

l艾先的考古發的， ~:令發現/，洛~;'~ J以北， ;1的河兩岸 tjlkl昔迫址外!注~ì~下游的w:

r) l{M岸 IcH可許多少〉間草地 ι 圳市垠據城抽泣址言|贊!北1習約 2 ，890 公尺、

取措殘長 1 ， 000 公j< ' 城 l司長 12 ，000 公尺 (注 9的)以也方九L已桐較，此城略

/叭。三 9ì 不過此以之神建r{) 'þi;!-不秋lι期之前! 做定川東l封王城。但是抗日主

岸fHJI杰臨￡著何一出內用手在非巾!而出三至 Tý:玉 J )、保需 「康f口 1rI懋

父 l 毛Jtl 等人封銘文 阿此!尤tdb丙阿貴族草草盔，當無疑義 而已周

春哎父J古族基}þ捏住又忌地，通常/、這 (主 018) 所以 7可 l吉士rtl成T克當泣於澤河

附泣。然遺址穴頭!不限公:測。

雖然州市 ~;~m末見，位從今天可見的東志丹:城來看， Wj封Eii等級的W_，汁，

豆豆已蕩扶 G 前IJI# ，I合J王城 l荒叫 12 ， 000 公尺!今門考古發掘山!間浴城間長

21 ，433 公". \~ : 11:1 ~_;'I怯怯jμ11 ，771 公尺!新郡的東坡j古Jlytk西城j古1長 ， ~E~品

1 公l已!何苦:新7HT 站曰牛村、半望、市1:1台、泊在、三王五個古城所組成!

叮以'1 村h城閻長天津 S ，SHO 公尺!、l'笠較f戶村小。如果冗(出土城力日起來?其

成長恐怕也丹、會太滾!奈何1雍ltEIl周長約 13 ，()()(]公尺!秘的，孔，位大成約

12 ， 175 公尺 l 詩:正故城刮μ月:'，_) 10 ， 610 公尺 2 門~~) M~;計以土八i阿都城!其規

模相去六人是， 0;J-;:3;公時代Þh划的郭城泣的1 '連嗅闕封I宮內部有封建耳級之別有

來!車市的的LtU且是I FA/I 諸位可罰的預'Y~ ， 拾JL書ti了 J 于盯在立 國沁大

l在， ~'、L 干L C 一 l' 1ω) ':1， 1外版止這組 L十HI:~ 前情l 正主，主技fTW試 E， , 



I~H怯j 拉加陡乙1%:，/r~!歧梭 的5

止外，<們呂立 >~E;~站起三的情築有內;，.';t外:T;之Er! 然而若依其說 1 貝 JèY阿

拉J偉F且將打1、這 120 公 11長的外郭!這種說法在今H 的 0' ，片成績 ?恐↑竹難

以說'~~ " 惜ld先生EE 忍了J可問 ;'ZT 1=\.::甘外亨1;-;:打!)27拉古岸!靠近1古代洛陽城北邊

J在Jt~有止一帶口 c ，，1口L 但是毛卡城三1:之遺址的發:f.li訢!川尚待考證。

L文曾說古代城市有政治犯位?止三千上選出常越明豆豆 豆 102 )但是全存

坎i'!~， r~: )k併言r;阪的行動開始唉， J成 '1 的沾自毛也ι挖苦時:?~f~幸/川的芹% ' ))U入其J包

責複給攻Jl}j肯~(並注f可以控.(基J腎叫民刊統治者的現1系。

已先!{禮記問:中}去 C/于六道既1321 六 F為這各親其親!符于其

于 7 位jJE毛已 7 夫人刊:J屯~人;也可哩!拔郭j掉市以為固 , ~亡 t (3) 讀這三5克拉)).\此論

有ft;J、來!民風~、 lti! 望人鐘時[下'iif'i J•信 '1'就成7月í~l月口?可求[t+;J 之哥?自 l芯涵t，~

打開始ffFIL軍于其性的功能 1ι出現有 C J成 J革前」的浪潮裙。(詩 104 )我們試

散布~'i}秋斗突的許多λ戲!那位及城叫作Jhtfftk外信而建的記載(1'1: 105) ，便

告 ljt軍事'tS)j Íì E的紅昇。

J-C次，春秋以爽的幣濟條件與前此而時代心上t ，進步許多。也正經濟條力，仗

?斗之後的一項變化!便是人口的增加 3 人鬥 旦iE7月 1 計合約ì'~!fb'J臼然 H能繁

複 !5令?且有~f6\濟條f 及在惜的社會候f!';于::XI 下。商美恃之九l城市功能，使3土)W取

代原打的政治 I'l城「行 。史故當時你市問美仔羊毛于J早在1兄!生動鮮活!去 I '間消甚

言?可古 共民5元~f吹芋鼓話，弦琴呼:筑!叫難走狗、博繭稍有 o }&I; ì'箭之設中

科陸 人 l口，1\ 注在玖1喂!再i快 ，bX掉"恥 h&月一上 1 cr;)七如此熱鬧在象的

?後 !;;1 人 Ul些 JJ[的何?付:'jj:~，旦到一

外軒的't" f'呵，或許:-:，;:j'閃應著人口工目前的位官叮是ficIlM常蹲在城夕|所思

丹，除國事未此時入城去于 1 也有 已是起7人市而咕4.:~~ 的耐人。此外 ì~毛

有 些的位:民是， )世邦」恃代的「野人 l 。這些人不位」繁榮了城內的各種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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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帶動了1月是外的發達，進而成為統治者稅賦的 犬來源。 U，主 107)但在當時

兼併行為，一日較一日熾烈的情形下!戰爭的規模也日趨盛犬，所以為保護城

外的住民 z 建築外郭便是必然的趨勢了。於是在商業背景與軍事考量的兩重推

力下，城邦時代的舊社會，正式透過「城市革命」的手段，向傳統告別，邁入

新的「向城外郭」時代。這 個新的變動，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等級秩序瓦解，

也揭開了新政治社會關係的序幕。

過去在城邦時代，城內的住民以「國人」為主體，有參政權與自由遷徙權

郊外的「野」則以「野人一為基礎，不能與間國政也不能遷徒。(註 108 )但

是自春秋以降，各種經濟環境的改變，尤其是為因應戰爭的新稅制，帶動整體

社會環境的變動。(註 109 )人口增加，商業行為鼎盛，人口集中於都市!種種

社會關係的變化，表現在具體的空間格局上!便是「門城外郭」的新都市出

現。這一個新都市的歷史意義是標誌新的社會身份的出現，及舊傳統封建等級

關係的模糊。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總結前述的分析 1 封建的制度是城邦時代基礎下的歷史產物。統治者透過

種種等級的區別標準 v 從空間格局的架構下，限制了時人的思考模式，希望永

遠保持 個恆定的穗困狀態。但是歷史扉頁的翻動，常非人們有意識的造作所

能阻止。社會、經濟等人造的集體行為，也不是少數人所能控制。於是從空間

格局的變化到社會關係的重組 j 我們從其中當可窺見統治者與基屑社會關係的

新型態。

恆、封建與宗法

封建作為權力分配的政治目的而存在，宗法制則是封建的基本骨幹。不

過!我們必須辦明的一點是 封建制並不等於宗法制。「封建」是基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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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削盟i '以政治的手段，這過分封緩和了權力分配的衝獎。其考居世HJ{_l因素

不以「血緣關係 l 為焦點，甚五常常在政治利設的考!41下!分封 r其姓侯凶。

但是 i 宗法 則以「血緣關係J 所組成的群體!才是其航行的基本範間。進

沙說， lIiJ宗法是與父系宗族出現以來的 f 親疏遠近」之別有關的ffi物。不過，

當 f 果法」成為封建的構成原則之後， r 1阻緣關係」便成jb 「國家」內部的權

力分自己服則，所以其與「闖攻 關係'之所以獲得緊梧的聯繫，當非盯然關係

的聯結。因此，三省存在著本質 t lt'J荒異，不在混同。(詩 110)

從第 節lf1周初處塌的討論，我們知道周人的封建，確質是從政治上的角

度著眼。歸納其考量點，可分如干二項 首先，用人克商切始?上距太王遵岐

亦不過區經一代而日。雖然太王桐睬，戮力於勢力範闋的開拓，但是偉以:代

的努力，人口的增加恐怕有限。然而沒有足夠的人口，則無論創業有玉如何地

努力，其政權瓦解的危機，永~1存在。尤其是與經營東方數百年的商王朝相

較，其人rJ結構之單薄!是相當穎而易見的。在這種問勢的考最下!鞏固政權

的穩固，成為首要任務。問此，周初的封建快閣中!承認原有的方關是為大

宗， iíij間的諸侯及異性功l泣的分封 'M目帶有j監控的意味。所以!封建的基木本

質是w權力分配的政治目的有關。

其次，周軒J之大封間的仗闢 τ 除了前述監控之目的外 r 迅連擴張勢力 l

也是其考慮的要點。間為闖入飢伙人的不繁 τ 而東方之地又有大批殷遺，要想

在這塊土地 t取得絕大的優勢!只有畫畫代聞之初的氣勢加以震悔，並將閑人置

於各地，賦以領導統治權力。周人司有辦法在短期內，聞控散哀!擴張其質力

於各屁!完成 r f)i在肝j句」的政治目的。

周人的封建既如 I 述是有政治上的彗星!是故輕學JtftH年「封建」等同於

「宗法， '則有混淆史貨真憫之「置。其賞後人觀念中的「宗法 J 是依「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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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小宗 ;7別而作裁壘的。這時1 r 宗法」觀念在封建制度中之具有需要影響

力，其時間恐怕是較為筱起之事。牡iE勝師從前服彈i民的角度認為閣制]之封

建， ，)fi非是由l後世「宗法一原則下的「親疏 l 式封建，而是「不一味強調氏族

長制，不再聽文主以|、一脈柵{串的世系'Mi至也無所謂的 t 大小宗"' ' I盯重伸

『一親疏」的棋親政策/訂 111 )正說明「大小宗」之後起。從另 傾向「寶來看

, lilJ指周初封建某於權力分配的政治理由，不只承認原有方國之統治權，甚至

在同性諸侯的分封土，也只能快復較早期共權時代的權力分配方式一 r Ofl穆

市L 。

基本[-， '昭穆」是古人間2分 jU…代的一立方法，但是藉由世代身份的確定，

進而表現到生涓胸前的種種事務。譬如昭穆次序就與 l 墓葬制度」、 1 宗廟制

服」、 I 祭而巴制度 J 、「族燕制度」、， 1:，戶制葭 l 、「命氏制度 1 、「繳承制

度」、 1 婚桐制度」等你關。(這 112) !一述的種種制度，與「昭穆」身份的次序

，有極大的關迪。其中最具幣叫ð~於「封建(吳國」苦，殆以「繼承制度 J &，

最。但是推測 1" BLl穆」的形成，恐怕tll '婚捌制度 Jn密切的關係。

根據近人的研究，不管足主張 r 干部族婦制 J (Moieries) , (注 1叫或 1 等

級婚制一， (諒 114 )或「亞血族群婚制， (註 11 S )或 f 兩台氏族婚姻組織 J' (詩

116) 其謀本的推論均和古人 liJi.:分身份世代以進行婚姻有關。古人為何要在婚

炯制度[-， '作身份1'"代的問:分!反而在如肯絡中所給心的類似 1'[\百l姓不蕃J 的

優生學特量計 1 J 7 J 貫而是難以確如何雖然其悶難以獲得臨然性的答來 z 但

是經由上述婚姻組合，所戶手側的世代晶石分，卻桶叮能是 '1昭穆 l 的原始由來。

l 昭穆 J 主要的特點是父子典的穆 1 父搞的，則子為穆， Itl~t!!UJíH孫同昭

穆。劉敢益先生根據售市發1M及古典文獻的討論，歸納的周的研32聯姻狀態 τ

認為的問| 玉裡!從武王至I厲王之間，結隔一代，周正使1墨一名姜女為苦。

(平 118 )這種婚姻狀態正1日隔代同昭穆的情形→致。從這種隔代聯捌與隔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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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右來 1 lfd ,% __! i':~它代主fJ?F(iE士生與結蚓']恆密切的留係 c

當然「叮

份''1位代抽出、 !hf揭示(市代氏族的迫習【人}，l:~型單位與括:Jdlj疏遠立的嚴啃

I 父權家長制 而明顯約差祟。(許: 19;' 8; 者強詞T代華J分之間(氏!後音:岳、調山

緣關供的Z月 Jfr[ 前 JfR體現了λ反共同體干共1令 精I1 ' í& 古彩站了父吏i泛的

權威主格 問此!袁琨it反共榷的 1 [({穆 l 市 '1較表現父子 兵的一大小宗 l

更(IEH昨沾J\;放 (lS"~: ， Ci力?更能制 rJ 1 qJ:族的的泣。

周人克J惜之初，人 11既然咒繁!表現芒主I娃的曹JZ 卡，只好 JJ囝7比忠g(

勾勢力!站 方百則透過 l 而恨」的，已族共懼， );_-:;:-':阿拉為是 D 比當是因初封

娃的 大牛仔已 ~L'主木了r之侶，太， '、 IC沖的î~人于341 封τ季之恨叮就j以

討(中于提敏、;可嘿 Col1 訂')~，t iJ:Jrff司姓的大的~--{:!公布于持。 (ι 121) Jll J.i' 

封建的基礎不仁於 怕的叮叮!土 ltl的取得幣投征服問朽的泣民事業1l姐夫

Î"巨julJFF吐，貝 1，一::tj取得且已成品，而人，又是止成μ 、這H-#i安 FF 古忍!一地剖l

耳!絞土主類似罔初的/'(就心封娃，勢必不能，如J必J;台人:慌不繁的 I 們正學 共

掌!耳1恃無法施行。所以!強調父權家i品1) ry,] i 穴， 1、示， J 的1月Jfr~m近似貝 j , )'J 

成為停止「何取共權役的封住骨悴，稱413 「失法

lZ三法」的1月~it~臼方來未必與封起訴丹!j主要主idbU甘當:V系，位常統治者

之族裔-沛增多，父恤ü;p什封其他族雪月il位時， _Ij~釘封地句織品懼，就成為

在f~~白這族坎貝E督的fffZi 沾了解決這主可能造成已耕牛三殘的HEld〈Im緣關

係之親航!作站繼用JGLRL1z乎成解決 l 述難題的方;1:; " 

具體的「大小米 之區別!有誰家的文章tl!JLjh清楚的n己哉!付1:是

太恃〉說 L 土 m 、

.ií'; 于 j") 祖!戶 1 月1; ;角丘，繼捕者 J，小于。有百世不遷之哼!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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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則還 ζ 「頁。百世 Y三連者， )ì IJ 于之使也!主 7: 戶:~'t別予之所 11 出

者，市扯不 I主持也三其續高祖占一!五世只l]:ì~者也 c 草才旦故批

示， ~，:t ，，~、牢祖 ζJA也 L

;'3.泣正站恃ft! ~7 宗 l去 何荒疏精神， f)、討其系本的~!_U台、!豈不口父玄畏的權威

苟明 71t:1<λJ有>之詞 hiK候正了 lλ小宗 ;;<_}原則!另一方面貝I 可，主

迫這5~'、工緣關↑手而同的!全計地區約j}j:j什J去的 ËJ族成員， I吏古恨之後， )1..'，~天之

人亦能~Th划已之所出， ;w可與宗主~!j (尤其是天下之大祟的 c 百二五)形成吉

主欠三位間內舉伊夾說 !JILl;tf( 天下之A京)守~，他民族子孫分封辛1]忽地!迅

些 f一系早佇立別于 以唐而市!周土;1 河x' T;;I] ( ，受封ET魯!伯禽1\封!則反公

J 忠字雪花，伯禽w 為 l 戀JJUÄ宗 n 後之微生有魯吉王若!原主夸大方!也足百jtI:小遷

之于y; l'曰:台之大失;去於1弔 x子而亢， ~，CH、宗 ， J父、之六求是歸ttJEj 天 J

21l c 所以即使自世之後!紅姓子孫吱然4、會混亂己之門ri:i 並龍:吉建罔大子足

為/拉族之六hT1 以二是別川要河:有水族的族裔均能 揖且去之巾f{ :1_J 敬[七日;三

市 ?那「大鼠 ，也/勻的鞏司詛 'f'T"~. , 后 123 ) 

上括科一 了太小京 后吉、的恨基如父家族權威千j 詞， JllU]J是說過去共，在河

11: '爪股權力械/-)益與吱計 1J:! 尚有簡單的「氏 r 規划!族長六必能具嫩芽、

市定權(.'于:~ J {;::，訓，又恢μ權))大于1]脫離-Jt ;i{l":生質 7 貝 lJ 某一家族成為氏族山

的古族或所治家族。繼承D' 統治支族丹 n史足f盟各(;oI 謂之大去 3 所以尺京

的意義，必須'è'.tr時父家長的權威中險稅 i

~，過， )扎一大小示的汁:由?太T泣如 ;tÞ.緝及大京 的總泣?是汗和摘

試制 卡|樹 立來，關在~"~j_içjz_ ，-宗法制l 時，大抵慌了至于炳良，!'青先'7).日《公羊

悼}云 l 行過以1、不以們!立于J-/、車司、以長.1(<口公元年〉) (是1制於

炳旻 REjzl lIFZ政治持f，7~\l~童的確定時代，夫兒也請有較 或以為 I ~古 J比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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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性主 J r<H\ '裘錢三失_ 'i可l指凶{，閉骨文巾出皮的 f' J 有「晶」之苛!而

親臨桶前'1"有「介工 介r 一、 '1'父」 介 tl l:宇:己載 s 站此，早在高

I- \，:區分府庶旻幼，結設立是很明確之事一、山J j jf、E商↑(_l~(:"_) )1_宜之亂 l 更

士正確斗蚓庶長幼的豆要|拉~j~ ~.'~- 126) 不過，若就後世叮宇豆。曹例吾來!蝸1、市'J

tf周代是否被確立地'<'1γt，!不無疑問l 所以!但-[~-::勝叭從古典文 "fJJ: →!好結

l中I 「 F之于制 的「斗 之五式!自己台上絢與泣的附加充分條件?或許更能說明

J古'j{-( r 宗法 Lh'，:~主史實現之凹J

然有!不管宗法 巾的 I)\_小京之繼承娃否村的長必然叫樹，其主;趕來

的垃念，副主甚遠崑!I'; !山綠|位l快和對安政體的月刊滲透 u 首先 !Flj、封

建的動機與 的!昨然是以(其護政權的政治后的沁主!位1， 封建的骨幹精神

缸子 τ 卻是將親親原則的宗法觀念!折合上草草的政治!H則 1 因此!而

7位j_{ 1-_' 難扶宗法」成 I 戚家的重要構成原則，但七其區層卻鍋菜以l

祿同~1JZ，rú倚仗的網絡!形成「巾緣與國家 't."不可分的緊常聯的 u 不過!

這室主緊J二的聯侃，是台使 IIJ品為一而緣關係 l 倍{~替文叫J 政治組合湖(只

而成1卅一戚家 l 口 IIf 的閱(來!在而C'1.~代中凶的統治 'W係!茫冉 來父長

制」的調說觀， 1、Ij r'~:待討論

其次!我們必須吐互到的是!政官上的分封!七某種宅院卡!卻有力l1;也

「宗族 l 分~l-:的現立! 我們試敵?芒 宗族 ，t'涉及權力分吭一芋!几山綠除f僻

的宗族青"芯，較易維持(日在宗法一制 F封封建!到7允計獲得政治 權)j

者， ， '1 閻軒枝。如戶大小京 之叭， 11.[以使許多裂土封咬呂?自成 族之JJi

l世。 tr干 l主有裂主封侯的卿大夫!也 nJ以 f:!< 宗主」歡芳分山許多新的

, _l::\ 1 0 ~~~， W_~ ~仁足~)，f_土'l!日 宗族」斗、新地什Li' 相|弓Jtt，宗族 l育感也入低地淡

化。此富士ttt、以 '*;1、 維堅持宗族情感以鞏涓周天子把它的 1月1~~~初衷!向始只

來及的目llfff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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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的討論!我們 iiJ以看到不管周人封建過程中，阿f吋能叫摯的 I U({ 

穆」共權!或{宗法」之 r ;，大， '1小J弘、京 J '其慕J冷$

I 嚀尊 l 的附大!即且、則!以f使史划!肉封言荒三可以d水〈遠稽固 0 然I!u引而u每 個 f 制f皮i空E 」的運用'

J此t頁正的敗果，娃否如f理盟斟t論晶 t 自的守 J推f推住缸;論晶 致， "刊干{←、待事賞的驗證 3 昆難以生封知fh立道且。當

然!聞人透過這些制度的運用!後來確賀創造了中關歷史上最長久的王朝，然

而去ë， 1 特殊的時空{酷的之間已合 ， J詞之封建是否能使國祥如此長久， WJ尚未可

知 3 何有 點 πI以fEjEm l穹的是!而這:nr( r 封建」與[宗法」相結合的情況

下， r 1m綠 l 原則和1 r 闖家」觀念備成的複雜閱(系，卻成知巾國政治發展史

上， 1最重要的1 脈。後[廿許多研究中關「闖家」觀的著作 1 無f、從此切人， {ll 

111於這種結合關f系的複雜 τ 以致許多說法，連失在表面的關係仁，乃至最判 r

古代中凶的「家」與「閻家」關係。

除、封建l竣夷與注:法破坡

造成叫人封鍾的原因，不!I 端。|司標均!封建的破壞做不是根一閃眾所

能促成。但是，如果一個制度背後的背幹梢神，巳遭到做壞的話，則此 制度

已走向前台死亡的蹄子 n 即使外品的制!旦形式，仍然被保留 1"來，其全面性的

敗壞!也只是時間中映的問題而曰。

周人封娃的骨幹精神在於1等血緣關{泣的「宗法 J 制?運用到政治領域的

「國家」制庭上。使 r 關家 龍在強調血緣情感的「示法 J 中，獲得歧久而穩

定的統治狀照。所以《禮記大俾}就說 u主凹)

是拉人道，現親也。親親故尊祖 n 尊祖故址:長。敬了7 故收族回

收在故~~J_WJ 辰。京廟嚴吐重社報 a 童不土使故童百姓。全百姓故

刑罰中 n 刑罰中 J'Pl 庶民妥。 庶民安挂財用足固吋用足故百志

成。百志成故禮í~刑 u 禮俗刑，然使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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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認為透過「自然， rm緣關係的擴充，可以便 f 非自然J 的政治關{系，也能

緊索地聯締。但是這種「擬即緣」的組合關f系，司已竟和自然的血緣關f果不同。

問1.:'11政治領域所觸及的事務，常非僅止於家姓之家務 l 統治者所面對的人

民，也不是家內的兄弟姊妹。所以這種關係的擴充，根本是~、穩固的，更遑論

在宗族分化之後!即緣情感師臨權力分配的爭奪時，其淡薄早已無以復加，又

如何能報盼 r收族 J 呢。是以常「親親」的原則，遭J"Jft皮壞!無法成為封建的

骨幹精神J'時，封建制度的陵夷 z 使成定局了。底 F將分析間 魯、管等圓的宗

法精神破壞貨例，以明封建的解體。

慕4:上，封建制!藍的存在繫淤「武力 J ;fI) '宗法 兩根基呵成康之際，用

人都威遠於巔峰，但 1 物極必反， 0 此後，用人的力量使逐漸消褪 v 尤其是在

有五時代!雖號胸中興，然rlií南征北伏的結果，換來的是耗損間力毛主鉅!乃至

不得不「料民」於太原。〔垃 1則其後，王室潛犬成之啊，市主東遷。東遷之

後，王直覺縮小!財政他難，周天予的成權瓷喪?於是富有的封建制度開始動

搖!大關兼併小闕，周天于不僅扭力阻止，甚至對於悶姓被滅的事情. \11只能

任其發生。如「周之于孫在漠}II者!楚實讀之 J ((左傳 定公四年))。於是在

武力不可恃 z 何宗族分化又日趨熾烈，想靠「宗法以「收族 l 對必不能的情

況下，血緣基礎的分離，實巳指向了封建的崩潰。

用王%.lH於宗法制度的破壞，早在軍X.對於魯公的廢了7. J'. .使巳見端倪。

(詩 131 )何對於王軍內部成員 'l月親」之義的服壞 1 貝'11.患於班主壁之後，才轉l:.\嚴

重。根據立獻的記載，東遷之後的王室頗不安寧，內亂時起。口I知的重大內亂

有莊芳:時代的 'x于克之晶L J .惠王時代的 r+.子額之亂 J 喪王時代的 l 王子

帶之亂.以及為禍最烈的景玉的「土于朝之亂。他問)這凹起掌大的茫茫內

亂，正是在圳的所說「並的、匹楠、兩政、調國伏在傳相公|八年))的

背景下l而發生。其後柴，則是在爭權奪利的政治哼最下!無復血緣關係之惜

后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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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問宮內亂，口1以發現在激烈的王仿爭奪戰裡 1JL阿lii現的一個問題!

便是在於「玉位繼承 j 上，摘l甘爭ii:的事情，常是問題引發的關喘口如莊王與

其弟王子克，惠三E與其叔玉于顏，漫主與其弟主子帶!或是最7TiLElk子玉子背j

t!U景更他于悼王子猛，敬王于之爭。在也顯示的宗法制中，的極重要的「摘長

耐心，未必能「思亂 [t平 o 'Ó至{I爆發衝突時 1 還被扭曲引用?如去于朝就曾

做出以往先王之命門戶后無過 1 則擇 )~l長 3 年$~以德，德鈞以← J ({左傳的

公二十六年的的說辭!但卻故意略去「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J

( ~主 1圳的部份。所以，以王室之軍事，自斷宗法，母fT鄭等國，會不顧「以蕃lJi

周」的古訓， 1市與周督單干目前u 0 (詩 134)在這種骨肉相殘的可是權等位裡兄弟

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間，毋紹其親，親之i且也 J

({左傳 文公十五年))的理想，早已拋諸腦後了。

周王軍如此，天 F之前曾讓歸之處的「魯 J 亦不遑多讓。魯閩的公眾繼

承，論史者向來臨引{公羊博}叔牙之語「魯 惟及J(<罰1:公三十三年>)

反{史記魯1甘苦之}所記「 繼泣，魯之常也」以證魯圓的總承制口J能遠紹

殷習!何非闖京法之父F爪子離制 n 然而很據《史記 魯壯語之}所排的魯世系自

{白禽以下至莊公為止，計 i 六世中，父死 i一繼有卡!兄死弟及有六。看似符合

「一繼~&J 之說， {且深究其中原委， riJ以發現兄死弟及的六公中，除凶i周二

投無疑義外，魏公是試幽公後而立，獻公貝IJJË經由魯人擁立 I[口繼位，孝公買[J而

宜互攻殺f白相I之後 j 線詢而立: td一公則經由政變而!I 。從此四例中 r兄死弟

歧」恐非常態。(計 135)

既然「兄死弟及 J :-ì[z非常熊，貝[J其中透露的訊息，恐怕正u克明權位的織

法，是~J骨肉的相殘，作為代價。經學家或論史者認為「一繼 及」乃魯閻說，

態，若非只純就現象何霄，也許便是他們在為「尊者諱」的情結1'"所作出的

美化。但是只要我們凹歸史實， J!iJ [血緣統帶崩解的情形，反映於權位的爭奪

上，正該是此時 l 兄死弟歧 J 的真正:當義，我們干能輕易忽視。



司(七封建制芳:三廷~與破壞 75 

公宣布部紛紛提擾 ):';Ðrj私災封關/系?更早丟在出「親荒草」之義的兀自 l

我們試到魯悶最大的三官大家直系l又 叔孫1，、李孫氏。曰於均是山 i 桓

公!又稱三泣。他們是在東門喪i'I'殺情立庶斗才是!成 J.:!;魯迪拉句權對ír'J家電 c

il可以史稱 I 有計此公眾卑! 桓弦 (前 136 )公室卑對後果;三成出千五J萃，但

右失去權對!封建宗法的 火宗」已經1肯為傀儡 c 從文公以主的公、品公!三

可到公至叮閱(黑!就處/，腎張狀驚r:-: <布傅 哀公 |仁午} :Ê 一公患三

迂之1ft也!封、以諸侯互之。三位泊、思公之安也!故沿且多1-'J:包 就iJi牛動將

相 fJJ土上京之間的緊張|胡1茶!表指無遣。有泣軒I情形一守，封住京出的特):作研方 i !l

~;J':: ;:'n失殆盡

再從苦悶來幫?百頁擁右，霍勢的 ft有共組成的米族教他國複雜，如可IJ述

的魯R' 控有立權者Jb公族!可是甘，i;J日 l不然 c 先梭的任宵ít:~苦!也t2:i晉國凶

王村叔 系的公族/主台商當京之公故。持外 Ili. 1I liiJ1異J\; .其性異氏 (士 1 叭

耽快!叫毛主秋以夾!公立掃蕩公跋!真m公主權威!就 138) {;:i羊毛姓又氾涅工具純

(:~族的)1" 位 c ET逆苦悶J 執政兵對!拉史見之-制制一句J血緣肯憑 1 平:就

難以駁駁!尤J-t在it豈場混酷的奪權Iμlτl' .想從牛的釋一生了述 的血緣的巨!

無異緣木求魚 c

很接 1965 到 1%6 主三明的 111""考古譜肘，苦羔叫:書 l EfI阿三抖，市、曹州

市 JZL IPA甚 J \: ;在干懼而青肉引1矮的 盟誓 l 從 UI上可辨目前的六百 !I 一 /.:.f!

玉"戶!但于W'J符合成 I 宗捏一 一委質 一納主 「言『于fjJ 「 l、益等

均(，_: Lì9) 其中主盟者的身份!後廿有 j);!' -'1屆世筒子趙E火， 'j:C!，J 自f'iJ: f ，{三

京 J 若1~K' 有， 11.j ()'守自之事常只t<!_!J元自主世軒在刀苦悶=有抑的f'T: 若比?在1月

貝 lt主m公元的 424 ::L~-:趙去 il\ 1^:凹的手你歷史許川、不過從 1979 Þ 只 d:十

三~)且稀世吉「戶1年代有成!侯馬盟古;及溫縣且丘吉當司JK否定公 五年主一六年lltj

E廿一終(叫 JZ'î兀自才 497- 百元計 496 年)， ,:,:l" j叫:肉上午盟辛辛三GE 且開 f 泊

于l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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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盟書所載是指趙敏與趟櫻的鬥爭記錄。二人同出一氏 τ 但卻由於

五百家百姓的問題，同宗操戈。咀 1仿)首先，趙缺囚殺趟午。隨後趟午之子趙

櫻聯合中行寅，范吉射!進攻趙棋。趙騏則與韓簡子、魏室里于為盟，反攻趙

傻，並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趙敏系成為音圍內有力的宗族。在這種連番的

鬥爭中 z 為固守己方陣營，互為盟誓，成為取信的手段。而盟誓中對於敵方的

咒詛'便是表達對己方陣營的忠誠。其中，詛咒類的文辭，對於同宗趙氏的咒

詛，實已完全無法看出任何「親親」之義7 。而宗盟類的文辭，更是顯示趟氏

族的分裂，根本無法再有一絲封建宗法的「兄之道」了。我們試觀在詛咒敵

手中「蠱而死，在盟誓辭中，誓言背班者將遭「麻夷非是」之災!便可知道

侯馬盟書中的文辭，是極其嚴厲而惡毒，難以重尋任何宗族情感了。 0:主 1斜)

總結以上所述，周人封建等級的秩序觀，是建立在「親親」與「尊尊」的

結合上，其中，尤以「大小宗」想要透過「尊過去之祖以敬目前之宗」的方

式，最可看出周人欲藉此種結合以鞏固政權的企圖。但是，面對權位的誘惑，

血緣情感的紐帶，便在不斷的政治鬥爭中，被 消磨殆盡，令人喘噓。本

來!屬於宗族的「血緣關係」與屬於國家的「政治關係」根本就是兩回事。宗

族成員依血緣關係所自然形成的秩序，和國家內部成員的種種人為組合關係下

的秩序， 為自然形成， 為人羊毛造作，兩者白不可混同。因此!若是混同二

者，而將「國家體制 的運作植基於「血緣J 基礎上，又無一套自足的法定制

度以規範國家機器的運作 j 則這樣的國家體制會遇到的動搖變數!實是極多。

因為將異質的兩項關係，硬加湊合，其產生排斥衝突的現象，必然不可避免。

尤其是當「國家」成為 家姓的私產時!有資格成為統治者的所有宗族成

員，質容易在權力的誘惑下，反作出破壞宗族團結的措施。這不是理論的推

論，而是歷史的實證。所以在破壞了「親親尊尊」的精神後，就等於破壞了封

建宗法下的等級秩序。國家乃至天下的秩序，自然不保。這便是春秋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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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崩樂壞」的實惰。然而人類營群體社會生活，是不會容許「失序」狀態的

長久存在。諸多的對治方法，常常就是新制出現前的試驗品。所以取代封建秩

序的新秩序，便在戰國以降的動亂中，逐步掙脫血緣關係的直接擴充!發展出

套新的政治秩序的運作規則。透過對「血緣關係」的重新思考!為「國家

機器的運作提供了新的方向 a

詮釋

註 1 c夏代」之作為…個重要的概念 早在先秦的丈獻上便已出現@然而從考古的成

績來看!目'I C夏文化」的探討 i 恐怕尚處於草創制時1 0 因此，學界1m C 炭代」

是否已有頭似「國家」的機構!崗佇立主論 c 請參 杜正勝 {古代社會與間家}

(台北允展文化， 1992 年)， <夏代考古與早期國家> 丈 1 頁 134 -. 155 。

張光直 《中闊青銅時代 1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3 年) , <從夏商周

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軍的形成>-)(，巨 31 -肘。孫器， (夏商

史稿)(北京主物出舟l社， 1987 年) ，頁 101 ~ 201 鄭許鮮編 〈夏文化論

文選集 1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註 2 計伸雲曾指出殷商時代是個沒有主權與疆界觀念的「昔世王國」。見氏著， {中

國古代文化的們質 1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8 年)頁 39 0 

註 3 判斷 個 l片代「間家」的產生成們通常可藉由「都城」與「青銅禪扭J 的使用

作為判擎固閃3萬「都城」的建造，代表著「城哪」與管理階層出現 1 而「市銅

禮器」的[即11 ，也說明 f ['權力」分化的可能。這些訊息都透露了「國家」的在

主，因均有了城鄉就有了地方與中央!有了管理階闢或權力的分化!就意謂著

「統治者」與「植統治者」的山悶。參在 1 '杜正勝，耳 192 張光宜，頁 62 ' 

註 4 在←辭的 C J、作」記錄巾 「凹土~四)j j 便已出現 B 陳夢草根據先華文獻的

考查!發現與凹方~ 1[[封的概念?是指「王闆中國 J 闢邦~ c有周r 所以

從股開始，一個土張「中闢」即「天下」的想法 早已誕生。見陳莎萃， {骰蟑

1、辭綜述 1 (北京中華書局， 1988 年) ，頁 319 -. 321 。

註 5 夏代考占蠍欽尚未1j突蔽性的進展!然古代中國 立將天于宗主權的涯擅!由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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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掉起守在形成強烈的三代缸“這此對代表古人的品jfJ:___E現心內是從要

持跑到商用“

!注 6 武下時代對於上}j 、 rrUJ的以付之!以此="1'1'於入方、豆豆方 y-.lj正討!都是為 f尖

誰討.];[:泠股古之7小川 Ir{~下 4 ' t fi:;， !l色、了有 312

前 7 -=C~:土 4 . .;綜垃} _;:~ 291 ~ 292 

在 8 先同文化的發淤地!千古來也有「挾阿拉 E!JI 山荷花 j 之')' '祖傳統主獻來右，

主充耳訊問 ，}~較1蔓支持 種情~有多認為令峽亞省扶h且1 帶赴向人發源地 錢

恨、 tn腎、 1- T~ 卜;午悼~wri 1 張 I[ 主石CJ_" 說: _ll 多27;直:l!來前!圳、難;最T定

前已譜是多 杜止吵J . 占 ff此即與亞軍)'_H 274~]10 能根 r用叩抽昭寺

、， ，叫於〈 f占/7-、寺、報》品 10 期、 tn衡，<諭咒Jll:\(化>，收於{ rjl J:月考古EF第

次I[ 宙論文章: í (北永 文物出院中一 )uT 長甘?久 :jCI問族沾上再來i車、于 1 1. 1曰>，

技投 f中4文史才會叢}， 1982 佯 3 間， .仲雲!、呵!走史H台北 聯經山似事

告公司， 1 9i1 4 生) ，頁 42 ~ 50 

~少 I~錫~í，品卉， I用 L，(川 r戶λ綜述) ( ，的句 三泰山立足而) ，主[3 ~ 9 " 

在 10 方討5名王修自"} (市本叫苦紀年輯詩) (台北草世:!i版社， 19的)互 35 0 

i主 11 IriJ '-話!吉 34 、劉封幾苦，前走且在擇 呂思勉評 〈史出釋評) (自11 華|付出

1之前， 1981 句 >> 缸 460 ' 563 。

在 12 {竹古紀年}ι J\T 年 l 有J人(主燕京之說 J - AT四年 1 何人伐余無之挖一

「太一三1，=，何人吱Mil呼之戒「十年，問人伐罰徒之或 uπ 話: 1 Ü '頁.1 4

- 36 

計 10 而且t '] 0 '肚 ]7 0 

F主 14 工丘上 9 ' 只 19 

計 1 可 今~憬lμJ克拉:r~時!便是叫荷 J ;1\]咒的!也是1微般干!可殼的主戶 ."\1以安r(文

正叫2月一文;一 方立相般有建立假如一關係 另方j:flLJ可處?止J立即之小們 泣種

不官司三5.'1\1;+時】划用人JE 訂了可1峙的力_lt:; ;w~ r_~主!只 175

註 16 -::i_卡拉!日 57 ~ 60 "霏俏穴山 I ' r =i Ji'計文主然而時間~祭日人給大中 這向片←

巾 可以很吋位~-'J看引 l有J人吋主服t<::- f1安 o {/_:~'!，lj_ 萬公:司令下} .l、 文二內心ft

之判l卅!以.j;材 o ýJ、且說考這再往屬關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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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17 112 號←甲泣 「務文武!必貞 ETF盯乙茵 J' 226 號←叩2、 「且乙 J 0 261 

也是下叩玄 'inLE~;jO lij多~' (爾雅 釋天〉去 'X幸也 J 固同卜註!巨 72

102 ' 107 。不摳，周人之祭i~~商毛之說 懷疑者舟、多。 1別為「神不故圳類

民;fI~~~同，~ , 1悶悶討論!請見社正勝， (古代社會與國家卜良 305 ~ 306 c 

註 18 (芷寸 梁車正刊就很清楚地記載I持人 x鄰關之道」。其云 「惟仁者為能

以大事小!是妝品草草!文-f.)#且夷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火，故太干-!#梅爾， 1~J 

踐事吳~ ，恢輛， (品于正義) (台jt ，丈津::H版1- '1988 1字 ) ，直 111 。正極

「以小事火」的經驗、使用人在爭天下時 1 得主員利成功 ω

討 19 天命有德.1 ú(_成1法雖較天命為于牲且行獨有的觀立進步 但是自周拉J以來的這種說1

法、 ~tt丹、冗全是人君一持祖， '天命.1 {~峭E來歸。因為一個胺群的「德J 之興

在恐JI 人力所能操持 e 所以表現在「天命!的流伸 r_' r德」雖拖拉本慷件，

WJë充份僻1'1 相關研究!前見 了正健文， (古代中關的「間家J 概念及其正當

性幕睡) (台北台灣大學監控:所博 i 論文， 1991 年) ，耳 42 ,.__ 62 0 

訣別 {詩斜 λ雅楠》對這段時史有詳細且丹:動的描述 a 詩云 「綿綿D!腿。民之

初J咕臼 i 沮漆片公曹父!陶但附穴來剎車笠，古公RT丈 來朝走馬， òf'siiÿ 

7kì~t 至于岐下 是及華立!車來宵 y'j吼叫黑牌， iïf余如品。是始是謀，置契

我值已 I"-I_J!" :-111年築主于茲。抽取迺止!迪在適右，迺疆迺理 迺在迺敵 u 自附

有1東!別是執事固/日召叫啊， )J甜可徒!俾 1'/皇家們 J 且開萬H!_' (詩經詮釋}

(台北聯需山版事業公 i.;J ' 1983 年) ，頁 459ι

諒 2J <俠的~1!;l草鞋上見此土 jlE i-1詞話> • lljJj~ (文物) 1977 年 8 期 頁 1 -- 8 " 

註 22 (逸j甜苦歧苦} L< 于1性中(-，克致天之大中jJ <牧語>丹、主 峙中 f 眛

與 1 王朝至于間郊牧草fi 乃誓JC車間吉世俘解}古 月既夕"鬼 v 鸝 fi 日

甲子朝卒，接于商， !lI]風劉間 FM~ 。

討 23 時草帽j晶， (商!詞青銅器銘文選) (文物山版社)第 附!買 13 固的關， (西周

i'f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苦悶， 1986 件〕頁 7 。

;:124 It IJ，揖哩， (尚且;集體) (台北聯經:tr版事業公司， 1983 年) ，頁 112 。

lt 25 周人代醋的史實!屜來常以「他 J .l~政權取代的依蟑且其實從以 k的論述看來!

策略的運用得;有 想'LJ才是最大的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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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6 吱lf 役之筱 J叫人Pir掌控的地方 l 只是商都 帶!對股股太的東1.. ' rbj沒千古先

平地控制)J 附以川桔等:tr.' h'tl 、召公的持積征伐 1 間可ïM1l安定的可位

二主 27 r~~人'tH~束的輕時是掠fy 征服 l 洹耳」什事」 有齊T的方法J. f: Jf勝

M之弘一 JJ:V且我民 _R，氏著】《古代社肯與閥家)，頁 333-...-394"

主 28 這種:它叩中央拘段~-.，矢口「都縣訓 l 下的 "央集權頭文 /、耳，文將何許

=A 
"fR 

~j: 29 武十克殷後!乃C:立主多久T;L~ ? ~命者&:!'lq' 有以知 午、六年 七年、九年 p 狀間

從《有吉 "e接， "且正克商 勻 1 至于司法"，豫」 則午」之說 1:[得立，1;(

支持 一;但再 三，)，中書》少1、三 互LZ克骰_:I.-f ' ;::↑火寧而出一」所以「二

L一尺之三古常收得↑市rr 固

吉、 lO 例如 <Á~;:禽鼎><明公益><小直至三籃><召尊 ><A保盒>等 均且已栽了，ry

人對東方的持總位1主 J

;iJ.: 31 請參 穹昕竿，<大東小東說兼7烏魯燕齊吾J封在0'何東育投乃桌邊> -).r_' 收於

<f考 d:丘先主主主) (台北 台灣大學， 1952 年) ，第月 111' , 

許 32 l'弓忱。{東夷雜考、( 111頁 齊魯手持社， 19盯年) ，頁 16 -- 17 、

丘上 33 {問苦 多 u 文!但是院士;出誡股)正{氏的文點 J 共內容制古若嵐戚並施的話

群

之.14 杜止勝 z、 一公訴 'Ui方:j\ r口段時是建斗叫筒據點，三道戰線!以大 l 樞紐的成

I c'，U~車進的大水持 //，，1皮J耳不， w;J、東月 Y:l1J r介衛國站支援軍進的補梢的 l 以來人

苦地的會也為只單可向íjU門!科以單[肘。4城!於是明小東" '大來 1 都在當TF

之呵!又可 lt r燕n ，南下徐市 1下荒草線是齊魯!單線是衛部 l 第棋是

丘克闕，包次j'(.衛;丁、吏。 10) 主 1 '主 337 ' 

~t 3 月 IriJtt: 23 '研項， ~ál月內到」器銷Å7于代史告卜互 27 ' 

在 36 {í汽 11在大門花草 I恭祝 :tS' I 邦到，都罰。「部部」間悄「返巴 :f{~可固

~t 37 向三 35 去日 G

~t 3S 向上H' 此 39 0 

t土 39 戶_i r.i;主!只 i 泣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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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 40 同上在!宜 83~840

註 41 (f川靜，<周初般人之活動>，收於( 11本學者論中聞史站著選譯) (jUX 中

幸在苦悶 1993 年) ，第 巷 l 耳 136 。目外!貝誰要茂樹的直兇也是認真'$.于

市」即為】祿艾 j 見J，著，<關股股米開初的東方經略>，收於《刊本學者論

中關史論著選譯卜第一巷，頁 91 -肘。

H42 向社呵!頁 81 '杜正勝疑「象 J 即 1 六」 地罪在令官體六安縣，銘文中有

「余土J 一字，當指「徐隨之地」 ω 所以<大保囂〉乃的公經略東南的記錄。見氏

著，<封建與吉、法〉 丈， ItiJt主 1 '頁 344 。

註 43 提111位於齊張縣東南約 33 公唔，東平縣的南 24 公盟 鄭城縣東北 27 公里汶

上縣閃出 35 公理直 向註 41 民嘩茂樹， _i.1[ 58 0 杜正勝2年一步指出潛山在曲

卑不 1血泊的叫端三角頂點上!是召公桌進仿重要據點。同註 1 '頁 342

註 44 <北京琉璃河 1193 號大基暑跑簡報〉。刊於{考古) 1990 年 1 期。丘 20

- 31 。

註 4S 提出.i:.(，~物東看!衍公家旅布周初的責任相當中LA:. 0 不懂梁山出土之器為召公軍

族所有，河北眉山琉璃何所出之器亦多「腥 J f;是所有@故召公家農除車進 l對祖

之外，向讀經略jt疆。

註 46 令洞兩國峨時J下!但進λ出稱「南國」的湖北東部 帶 n 召公的怔，或許開駐紮

此卅 o (詩篇大雅 ZI 瑾}記宜去命召虎平准南之頁時有去 「來句來窟。文

武受命，付公雄翰 E 無F1: D 予小 f .!l '甘公是似。?在敏或公 用錫爾祉﹒ 1 1\持

以「區 J 可位有二指 為北京南方， 為河南師岫 u 這些都表示 r召公車族在

間軒j草的的見世。相關討論，請參杜正勝，<封建與宗法>，同前甜。

註 47 事實上，周人從南方的經常，放未知東土的順利。昭茫的南征不起，即是明正在

即使建完了「禮帽諸9月垃， ' 1狗，都只是小閥而已。對於南方的屏衛!沒有太大的功

能。

計 48 胡厚官認為間人的封建--'(;'Ii]於商制ql找到 是推論太過的說法。其間即在於忽略

了周人武裝殖民的精神，致使 1 封建 j 的討論，缸，留般平面的比對。其說見於

胡厚'ff ' <殷代封建制度考>，收於{甲骨學商史論董) (台灣 大遇害同) ，初

集上 1 頁 31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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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9 同註 1 >自 509 ~ 539ω 

山 50 儕忠和考春秋史事，發現與周最親之魯圈，僅相成立公曾受錫命固且相之

命!還是多E挂i的情。故知 l 常東置之極!間王錫命之箏，已概不移了。押恩和

{巾閥史探研) (台北弘文館I:H間社， 1985 年) > <間代錯話l了禪考> >:q肘。

U 51 這梅「闢1 [:，\崗 l 式的封建國軍 1 個ffo:iriîl由 1 械曰 J 作為政泊社會基本軒在的設

計!拱衛了中央 o ，昏黃> (中尉上前史新探) (台北 明文告崗， 1985 年) 0 直

635 。

討 52 楊伯峻> {有秋在NIìD (台北源mE山版社， 1982 年) > è冊丘 1475 0 

註 53 月註口，馬軍源編(銘文選} 崑 154 0 J去蘭《史徵} 具 448 ,._ 451 司另外，

桐關研究，計有唐藺〈峙論西間甜甜1家族會藏銅拇鮮的重要意義 快門扶風新山

埔盤銘立解釋> 李學勤〈論史捕盤及其意義〉恥情中舒 <Vllj:司抽盤銘文雷禪

〉。甚錫圭<史端盤銘解釋>。于有TI<措總銘文十 解>。于'"亮<峙攏銘文

考釋〉。戴笠作<培盤銘文jj!j譯〉。洪家義〈培總銘文考釋>。李仲操<再論培

?是年代，微草闊別〉呼文，咿c1fi (悶悶微氏家族吉[鍋irð祥研究) (北京 文物出

版社， 1992 年〕 置自

說 54 (史吉日 閱本紀) T. 成使之際，天 F安寧。IfUI告別十餘年。」見 司馬軍!

《史記) (台北華主印書削)>頁 77

註 55 <小E鼎>銘立的就事行{ljJ ' 便是明誨。

討 56 同註 52 ' 1', 111) 且 420 ~ 423 。

註 57 同註凹，頁 244 --- 2肘。

註 58 杜正膀> (間í\城邦)(台北聯經IH版事業公司， 1979 年) 0 直到。

說 59 如武 I 諸于被封的 有手書、于三千三、于具、于備、于漁恥所封之地!畫畫皮凹

力 ω 至於功I?受封昔 >1'f 月茲在 且 自恥謹此都顯示在殷l為時代，似乎由告

了相當完整的封建制度了。 1"1註 48 >巨 37 -晶。

討: 60 請參仕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卜頁 349 ~ 352 。

註 61 相關資料，請兒 陣樂> {春秋大學在列|晶酹姓及存蝸表撰異)(台北 中央研

究院陸史語古研究所， 1988 年)

討 62 向上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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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3 同註 1 ' (古代社會與國家)，頁 371 ~ 373 陳體也認為「已」即「紀」。同

上註 a 頁 328 0 

註 64 周人分封|司姓是以血緣的力量，保護王室 分封具姓除有安撫賞功之外， Ç)萬制

夷亦是其著眼點。所以鞏固「權力I机心」的目的雖 !然出發點並不相同 a

註 65 此外，南方的征伐時時街小挫，但對於南方的民族卻已達到震攝的申黑了。同註 8

'回午悼雲， (西周史 l' 頁 81""" 85 。

註 66 這捏所說的「分化J '是指人口增多之設 分享權力者早!自然會促成爭奪回其

結果是統禍中心」必然釋出更多的「權力」。

註 67 封建的'"君是鞏固中央!保衛周王室其特點是在權力的分配上!依血緣親疏而

有上卜之序 D

註 68 孫詰讓 {周禮正義 1 (北京 中華書局， 1987 年) ，頁 9 ，-..，.， 15 。

註 69 許進雄， (中國古代ilìt會) (未出版之修訂版) ，頁 290 ""-'且呢。

社 70 ;邦」字，甲骨文作「晶」 ω 申下之因為土， (說丈〉云 「邦，國也」。正是取

意於在領界處，苦土植樹有關。李幸定 《甲骨文字集釋 1 (台北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2 年) ，頁 2167"-' 2169 0 

註 71 賀業是E認為1訓吧都城!凡有三級!各位等級!不可惜越。這種具體的規範 清楚

地表現了 貴賤尊卑 J 的區別。請見!實業鉅， (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論叢3

(北京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86) ，頁 5

証 72 呂立郁， (周代采芭制度研究 1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 ，頁 19 -甜。

註 73 張純一校注， {墨子春秋校注 1 (台北 世界書局， 1958 年卜下冊!頁 168 句

註 74 孫希旦， (禮記集解 1 (北京 中華書局， 1989 年) ，巷三三+-，頁 8位。

註 75 同註 67 '第三l間，頁 727 0

註

76 同註 71' 頁 30 。

註 77 (周恩霞卦}去 「震驚百里，不'"匕盟」以及 t孟子萬章 Fl 云 「夭于

之削，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且，伯七卡里 l 于、男五十里!凡四等。」

註 78 同註 23 ' (銘文選) ，頁 72 。

註 79 陳夢萃， (西問青銅器斷代) (二)， (考古學報}第 10 期 1995 年 5 頁 105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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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0 用十盯」者自n<不壁畫>.. r用問 J 者，如<卯革〉。同註 23 • (銘文

選).頁 310 ' 173 固

在 81 <散甚〉載 1 敢 d蔓賜「宮女五卡出 l 一半丘十問」。共計百出 u 阿 U:主 1 頁 286 ' 

誼的 主關維. (王制堂先正常集}胡編十 (台灣大通書局). <不管敦蓋銘等釋>

!頁 4939 ~ 4940 ' 

註 83 (澳益，補注)(台北藝丈印書館) .直 499 ' 

註 84 同註 71 .頁 124 ~ 125 。

在 85 (益于 甘于f)立志為此公封齊地和I諸公封魯，都只手這百盟而tll 非如{晏于林

秋〉與〈位把}所言之大。

垃 86 齊魯…關你用代時富有特殊的地悅。{史記 宇平世家}載太公被允許「東至誨，

商巨徊，南至裡糙 .jl至無W. 瓦侯九伯!宜得征伐。~ (史記 魯[甘家) PIJ 

記 「魯1-1天于體樂者 l 以食開公之德tÞ， )所以太公利周公在同初是存1(當且要的

人物 e 其人的事功!先步*w籍問j多載記。

註 87 同註 52 . (左傳哀公七年) .且 1642 。

誼 88 鐵製暐具對於農業生產的影響!並不亞於撞來「工業革命J 對人們的影曹 :tJt 
是其生產力的提高 1 且是多方面地影響了春秋末期的中關社會固請參 黃!正岳 i

<關於中關開始消鐵洞1使用鐵器的問題> 立。啦於 ( Ij'l闖社會給濟史參考}

(市北雄世IH服圳， 1984 年)直 153 ~ 171 。

注明 {在秋隱公三句)秋武1，于來求將~.贈者，助喪之財物。{公羊悼〉認

br喪事無求!求時非鵑~ .故書以讓之。阿J見得用王室的財政!已到括Il'l難堪

之地了。〈桓公 Hi年>且<立公九作>且各~l; I周 .. T京戶三R*J r 求全」之

事. {元(每桓公十丘年}去 「↑→丘年春，天 t使東父來求啦 JI 祿的。諸侯

司、t~~ij1i '夫子不私求財. ~封建時代， J1j: tl阻乃在 t有關下者，故諸侯不上且正

f 同樣地 l 夭于亦不應私自向諸侯求取錢財 1 以!(\啦i.;_i.[埠級故序。請參 來當伯

睡. (春秋左傳!t) .頁 24 ' 142 ~ 143 ' 572 。

註 90 詳細討論，請參什伯事光鴻. (在傳會審) (台北天 L~崗. 1988 'I' Jo:I1 21 

日主 91 rr-吾兒劉文淇!恃千古1\博省注晶的(台'jt : ~月倫Hi#IiJ~:士 1970 年) .頁 7-8

註咒 朱右間 (通苛幸集訓限擇) (台lt : 1" 界串局， 1962 W) 】〈作雄> ' U_ 128 0 



岡比心起'.;，J.I立之娃一;_I院1 月支 1;:J_ 8 月

已 93 現有的主于叮豈料 1 尚無法訝;i梨!司以 )n~i史 l_~t手H-jl\ 1 凶， 中古沛其 郭一

情注;/A平校以後 -1- ::'_rU I :;~寸古jC， 杜!f勝 <間從站立于 市現第一次 I 城 r

Eib 」〉!收民{ ~-1-記吐白與國眾)，式 653

于 94 戶士;主 91

~t 95 榕在 、中現川仁師叫;;:1舟史μ1究H 上站 占才有的: j i~ijt上 199 .1 fF-) , R 50 c 

F二9G洛陽淵潭主趕到泊之l 位叫幫叮> ' -jil L'士": --;幸 IIJ Ef于::;!j 1959"1 站立掉l

斗_ 97 鬥計 19'~~12!

計9s 同計 94 '五、 50 ~ 52 

,1 99 棉計以j_:_ 8 個都城!誰什胡;，f.'r刃 {J.~m安三三外 J{~-社 6 í~1都峙的ET 米:~ ，乃弓|巳

杜iH品 (7可司向 h的 ~:l圍在 j' 盯 555 ~ 556 -:r.股新川平 l古巴數棒!吉苦苦 惱

:\l' < Ij I s;;t~ 呵都站制度也昕究j' 頁 73 ~ 74 ' S7ι 

主 !OO kf.::月者!韋-]({;:三{湖 n于} C 台" 1葉立久，七事業布限公司】間的作)， <楚

~2f 1-_> '口 547 0 

~t1()1 I司計 94 'E 51 0 

社 102 同三三 19 '巨 123

戶 103 !口iJ ~三 7 .1 卷一 1-- , <-.f~哥拉生> λ583 

計 104 站扯才十止防〈正代，í 會n凶家} , w: 609 ~ 695 0 

至于 105 Cdw 情公十年 「誦/丈械/的空氏之有j' 懼彭:軒HI 2 <草公 咒年>

E言r , 70俗~ ;f.~:':: ' 主的~-~"'Í; "立-t_::，: 'f.'口hi → 城 ，'~x.-!~ -

在 106 j:~:土 54 ' <穌莘列問， ，接六! -:)-_, ' _.C{ 90! 

;1 107 了在 1 ' 古J司、"j 曰:可區支) ，山 673

計 10Sπ 計可8 '頁s7勻

社 109 t存砍立公正'\'.> 的初晚到」 Eli[代院l去相 j(過草 F 沮去們說:4是採取

想人」的)fr.: ' t去位資相 "1且常新耕地用叫! 又未作錄於1年#tm耳lt~ fjf-之

付哼， :1-'，:位做人」方式?只 l新加之r 廿日"川、闖出 c 忱i甘苦而挾持較 J、 1 '必

羽毛j卅叫變芷若 汁春秋之梭各耳戰役抽雪是軍 'Cr:t:d::在;三!傳統稅u、已不

九三H革 所以， ，'1還以而:f9 1 (付之，悼})便叫警而牛了 u 蓋率_l;-;f: <占↑ t lJiI:會f，!'lluJj

家)，口 6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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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0 請參錢杭， (周 I~;'i'法制度史研究 1 ( [，治學林出版恥， 1991 年) ，頁 50

~54 凹

注 111 同 l芷 1 ' (而代Irrl 俞別國家l' 巨 401 ' 

往 112 請參字樓J閱 (論的1月制度) (f î北文沖:.1.:版社， 1992 年) ，頁 3 ~ 13 

詰 113 且想勉， (先秦吏) (台北 閻明晶，店， 1941 年) , fi 立的。

註 114 郭沫若編， (中;呵成:稿) UC京人民間版社， 1976 年)頁 261 -- 263 0 

註 115 李叩農 {拿IE展史t:布韋) ( ，[，海 人民出版咐， 1978 年)， <周胺的氏族制興

拓拔的llíl封建制>，口 239-"2抖。

,:1116 I叫在 111 '反 77 ~ 101 。

詰 117 {ldW 倍公 !三年}扭曲說 I !h ft: lfi]姓，其生不蕃，<陌公元句>于產也

說 I 內，白~、及同性 'WE干殖。美先j晶亮，則相生疾，

it.t 118 盟If&做， <V!i周全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刊於《考市與文物卜 1980 旬，第 4 期

?五185 ~ 89 。

"主 119 主王枝， (中國家長制軍官制度史) (正津 天津社會科學院的版社， 1989 年)

民 47 。

前 120 號叔!唬仲的r1í封地 l 究竟M人才是「東嚨禹「而嚨尸自漢以來!早已無法

考證 賈達‘三章的均主就仲1:j東嚨， ':/JR 叔為f"í鞭 {帝王 l'昨日， 11 預{世族

譜} 虹仁傑{兩7至刊話:捕遣)，則反之 u 詳論請見 I東槃， {Ij，耳其)， rilH主 60 ' 

第 1 冊，頁 312 -- 316 

註 121 干部王軍族干!同初的影響力極大 l 尤其是召公揖m:是與閻公並稱 周召 l' fn.是召

土豆究是周之何宗!或由市之裔餌， j;l1J有兩說 n 陣總明《經典碑文〉以為召公可能

為黃帝值裔!常學位tHIJ主周宗在《竹告義證} 1:1. 1 , 'r1i氏說明fi公乃用公之間

故程Æ稱之為立即dl!iIil公 l 列組fi公。然近人1'1川靜】則又提山fi公乃殷系早在柱之

訕。二說紛紛，欲以古史雖擻，暫以fti之間姓視之相關討論，請見 陳槃

〈謀與)，個]註 60 第 1 冊耳 156 -- 166 。白川帥， <P呵初j般人之活動>，啦

於《日本學者~I究中關史論著選譯}草草~'D:12S 固

註 122 同註 73 '自 914 -- 915 0 

社 123 不i且這種「收旗 J 的方式 與 日前程 J 之團結跌入的方式相1:t ' [，16 ，聖許多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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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124 事實上!這禪 'li架內崗賢 l 的習慣!在統泊家族H:P:3;I之後，仍扶持{i 許多， :g-

位 j 的繼承，並未必妙"車可 r' ~首長 l 的;丁、法制 a 詰參 《古代社會與回家) , jO( 

431 ~ 435 

註 125 衷錫主認!， c艾 F相攜， .之制'fI武丁時代值已建立與i1t相應的:iE: r 摘~ c庶」

之付出現。詰參 裘錫主 <關股商代的宗接組織與貴脹和平民荊州階級的初步

研究> 丈!收於氏善.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 [I蘇 江蘇占籍出版社， 1992 

年) ，巨 296~3100

註 126 {史記 股本紀}誼通巾]之後!有所謂的「九世之晶 l ~ ，此mJ弟之于與其比之 F

爭立的事情 所以錢抗認，~ r')L jII:之自 l ~是摘仿制建立的關鍵則。阿拉 109 '且

27~28 0 

言t 127 1叫註 1 . {古代月il:f會問國家卜且 419ι

誼 128 (在傳 隱公八年) ::i:: r- 無駁卒，羽父站站~ii~族。公間放於t也許 l' .軍仲對日

『天于建德 !t正:止而命之氏"詰i拉以字1，~議!閃以為膜。官有世功，則有口

族!自亦如立。』公命以三五拓展1-\ 0 .1楊寬據此以論古代命j足有三 1..~ I 以干了

1)氏 .J :-}J, r 以 l呂搞氏」 站「以且為.L~ J 請見其<試論問周春秋間的宗

法制度不[1m朕飢餓>一立，故於 氏害. (古史新r~) (未標lU版時卅) ，頁 177

~ 178 ' 

討 129 1"1註 73 頁 916 ~ 917 

挂 130 (閥話 問ER上}云 「立王既喪南岡之師， )~科院青青太睞。{中 111艾揀 cl r 1已不

叮料也 1 夫古者不料民ifii的1其多少 。 II無故而料此，天之所惡也，在於政

1111妨放使桐. ~同說卵，頁叫~ 25 0 

註 131 {國語 聞語t-J :X;' .魯此公以的問戲兇J'._I立戲，~仲11戊論問 『不可

)/: t:b, !不服必犯， l日正命品、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 a 令之不行，政之小立 1 行而

不怕!民將軍 1 .二是下車 C， '少事長!所以1訓自由。今天于:(7.諸位 r(rf建其少 是

教甜甜。主T品加之二ifij~1H划生之 l 玉命將有所、i哇!若干、{創刊誅之 1 是白誅 T 命也。

丑事咐，誅羽失!不誅泊':k '天 flt間之! <~主 y~([之語民師而不!及ßi-人體

懿位問了主伯拉卜 J 所以周玉宜早已率先舵壞宗法制度了， 1司上前，頁泣。

註 132 王子蚓搗亂提f中正 歌正制朝，若從于朝之始亂，可溯白罩 E ' ftlL":作亂時期軒I

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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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133 見(在悼 袁公三十一年}穆，1，宜之語。

註 134 {左傳 相1公丘:îf} ，郵國與周王戰于儒耳!祝明甚至射主中肩。

在 135 同註 109 '頁 134 ~ 138 0 

註 136 (史記魯世家卜

在 137 與音公室同姓異氏者有高氏中行氏!知氏!籍氏魏氏與靜公室豈有其姓異

氏者有 趟氏(嬴姓)、范氏(祁姓) ，士氏(同范姓) ，先氏(與范氏同祖) ，的

氏(宋裂公佳)。同註 1帥，頁 235 0 

註 138 在(在傳 証公二十三年3 的記載中，音獻公大力掃萬帽、莊公臨之事，正是此

種歷史現象的代表。

註 139 (侯馬盟書) (台北 w仁書局， 1980 年) ，頁 2-3 0 < 可是馬盟書，的發現‘

譯制yq幸在理情況>，刊於《文物卜 1975 1千 5 期，頁 7 ._ 11 。

註 140 馮時，<侯馬盟書與溫縣盟書>，刊於{考古與文物)， 1987 年 2 期 1 頁的。

註 141 閉關丘，<使馬盟占主盟人考>， (香港 吾港大學與美國史丹福大學合辦「第

一眉宇傳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1994 年 6 月 28 日- 30 日)頁 1 0 

註 142 同上註 a

註 143 {左傳定公十三年}詳載其事回

5上 144 杜止勝認為H;~夷非是商卅「夷三脹」之刑，其說頗狗可觀。見氏苦， (編戶碑上去}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0 年) ，頁 442'""- 4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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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 日hm巴nt and Demolishment of the 
Feudal System in th巳 Chou Dynasty 

Chi-Ping Lin" 

Abstract 

When wc 圳dy thc p 可 litical a口d ，叩<1 1 structurc in ancicnt China, 
。nc ()f thc m的t critical1ssues Jlllün日 othcrs is thc impact of the feuda叫l 

叮S泣"臼m. S缸ll1ce lt \1/們 C出臼泣t臼ahl仆lis吋hc吋d 1tl t山h】e 口可 nast叮)'0吋f 可\Y，T，乍e凹S吭t 仁hoo圳， t出h ，

f跆euda叫1 ，叮pr臼em has e.x crtl< 已d 311 avc盯r刊刊、"、吋'

叭》κ已C13叫1 ， and political duuensions of the pre-historic timc in China 

fherefore to discuss thc impact of thc fcudal system Îs to hold the key 

\vhich G \l1 upm up thc process of cultural formation in ancicnt Cbina 

This papcr attcmpts to rcconstruct the authentic situation ()f the 

rise of the feuda! system in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axcs and to 

prC\l:nt th<.: founding and thc dc~truction of thc feudal system III the 

Chou Dyn凹tv from divcr、c pcrspc口 lVC~ 丁hlS papn will hc dividcc\ 

lntO six parts. First of all, 1 will discu臼 the relarionshlP bctw叫n rhc 

Shang and thc c:hou Dynastics and arguc th位 lt IS hy force of arms 

and Jl ot by some moral factors thar causes the fall ()f the Shang Dynast、

<l nd the rise of the Chou 口ynasty. !'\exr, 1 wdl dnalyze the traits of the 

fcudal sv叫Clll of the ChOll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九rmed

colonuatlon." Thirdly, 1 will in、山"伊tc tl刊 ChOll Dyna咐 's schcmc tu 

人們()(.:l:lte Pτofes ， or and Acring Chair, DC' partmcnt of Chincsc Lallgua自c and Litcraturc , 
~atioIl al Chi l\an LJrllveτ~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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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 a feuda! prefecture and to found a vassal 5tate. Fourthly可 1 will 

base my inte叩開阻tioo of the land plan of the feudal sta個 as well as i的

order significance 00 the above discuss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αty-state. Fifthly, 1 will base my analysis of 

the Înfiltration phenomenon of blood rel泌的nship within 出e political 

bo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uda! system and the dan 1aw. 

Lastly, 1 will argu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刮目 aod the feuda! 

blood ti臼 has drawn toward its end becaus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lan law by marquis states. This critical moment is the time for the 

ncw type of “5tate" to come 00 the hîstorical stage 

Keywords : blood, feudal, 5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