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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铸九鼎与三代王权
□蔡运章

早期铜鼎的考古发现1

鼎本是中国古代
煮饭时使用的炊具，
也是宗庙祭祀常见的
重要礼器。偃师二里
头和郑州商城考古发
现的早期铜鼎实物，
使我们联想到夏禹铸
九鼎来作为王权的象
征，以及围绕着九鼎
迁徙而演绎出来的许
多有趣故事。

大禹治水成功，建立夏朝，把全国划为九州，并
铸造九鼎来作为九州和王权的象征，从此开启了中
国古代王朝政权的序幕。

■禹“画九州”政治举措

禹“画九州”是夏代初年的重大政治举措。据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
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
不扰。”

这是说大禹把全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域来进
行有效管理，修建九条大道相连接。百姓有安定住
所和祭祀的庙堂，禽兽有茂盛的野草来生活栖息。
百姓与禽兽各有居住的地方，被此和谐共生，不相
打扰。这个故事得到大量史籍和金文资料的佐证。

《诗·商颂·玄鸟篇》载：“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同书《长发篇》说：“帝命式于九围。”《殷武篇》也说：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这里的“九有”“九围”
都是指九州讲的。特别重要的是，春秋时期的《叔
夷钟铭文》说：“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
剪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
之堵。”

这是说成汤得到天帝的佑助，剪灭夏师，在伊
尹的辅佐下，取得九州的统治权，把国都迁到大禹
居住的地方。这说明商代继承夏禹划分全国为九
州的政治制度。

大禹把全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划，每个区划名
之为“州”。每个州的牧守都由中央王朝派遣任
命。这就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氏族统治，极大地
加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权力，开了中华民族大国治
理的先河，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夏禹“铸鼎象物”

夏禹“铸鼎象物”的故事，见于《左传·宣公三
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
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
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
上下，以承天休。”

语言学家杨伯峻注：“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
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祭，
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故其先秦时人犹能说其图
以著于册。”这说明九鼎上铸造的图象“有国名、有
山川、有神灵奇怪”等物象，所谓“国名”实即九州之
名。“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就是用来沟通天地、
人神的紧密联系，从而得到天帝的佑助。这是夏禹

“铸鼎象物”的根本目的。由此可见，九鼎具有沟通
天地、人神的宗教功能。也就是说，九鼎实为用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宗教法器。

夏禹“画九州”“铸九鼎”是夏代初年的重大政
治事件。这九尊大鼎既是祭祀和沟通天地神灵的
重要礼器，也是夏代王权统治的具体象征。

鼎本是中国古代煮饭时使用的炊具，也是宗
庙祭祀常见的重要礼器。《说文解字》：“鼎，三足
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汉书·五行志中》说：

“鼎者，宗庙之宝器也。”鼎由最初的炊具，演变为
宗庙祭祀常见的礼器，再到国家王权的象征，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纹铜鼎

青铜器是夏商周文明的典型代表。1987
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鼎，敛口、折沿、鼓
腹、圆底，下有四棱锥形足。沿部两侧有半环状
立耳，腹饰带状网格纹，壁胎较薄。口径 15.3 厘
米，通高 20 厘米。（图一）这件铜鼎的形制，由仰
韶文化陶鼎演变而来的脉络，清晰可见。这是目
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铜鼎。

■考古发现的商代铜鼎

郑州商城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遗址。1974

年，郑州市张寨南街出土一件方形铜鼎，直口、
折沿、方唇、斗状深腹、平底，左右两沿有拱形
立耳，圆柱状足。腹饰兽面纹和乳钉纹。口沿
长 62.5 厘 米 、宽 60.8 厘 米 ，通 高 100 厘 米 。

（图二）
安 阳 殷 墟 是 商 代 晚 期 的 都 城 。 自 20

世 纪 30 年 代 以 来 ，安 阳 殷 墟 出 土 大 量 青
铜 礼 器 。 其 中 ，以 1939 年 安 阳 武 官 村 北 地
出 土 的 司 母 戊 大 方 鼎 、1976 年 安 阳 小 屯 村
妇 好 墓 出 土 的 司 母 辛 大 方 鼎 和 1959 年 安 阳
高 楼 庄 后 冈 祭 祀 坑 出 土 的 戌 嗣 子 圆 鼎 为
代 表 。

司母戊大方鼎为长方体，折沿、方唇、深腹、
平底、四足。两侧沿上有立耳，四角有扉棱，四
壁周边饰夔龙组成的兽面纹。口径长 116 厘
米，宽 79 厘米。通高 133 厘米，重 875 千克。器
形典雅厚重。该鼎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商周青铜
礼器。

禹“画九州”与“铸鼎象物”2

王朝更替与九鼎迁徙3
夏禹铸造的九鼎不但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宗教法器，而

且是九州和夏朝王权的化身，因而也成为夏、商、周三代王朝
更替的传国重器。于是，便演绎出许多“迁鼎”“问鼎”等有趣
故事。

■商汤灭夏“鼎迁于商”

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举兵灭夏，建立商朝，迁都西
亳（今洛阳偃师市境）。据《左传·宣公三年》载：“桀有昏德，
鼎迁于商，载祀六百。”今本《竹书纪年》说：“商汤‘二十七
年，迁九鼎于商邑’。”“商邑”即商都西亳。这说明夏朝灭
亡，九鼎迁于商都。后来，由于商代王都的变化，九鼎也就
随着不断迁徙。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建立周朝。据《逸周书·世
俘解》：“辛亥，荐俘殷王鼎。”同书《克殷解》载：“武王‘乃命
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西晋孔晁注：“九鼎，王者所
传宝。”《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
魏晋学者杜预注：“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由此可见，武王
灭商后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置洛邑，说明他已决定把国都
建在这里。

■周成王“定鼎于郏鄏”

武王死后，周公继承武王的遗志，营建洛邑，名曰成
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
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从此，西周王朝便有了两座都城，
西方的镐京为宗周，东方的洛邑为成周。《左传·宣公三年》
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郏鄏”是洛邑的别称。《汉书·地理志》载：“河南,故郏
公式地。周武王迁九鼎。”成周城太庙就是存放九鼎的
地方。

■楚庄王“问鼎”周疆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相继称霸中原。《左传·宣公三年》
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
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这时，因东周王室得
到北方霸主晋国的支持，威力尚存。楚庄王无奈，只得扫兴
而归。

■秦兴师“而求九鼎”

战国中期后，秦孝公任用商鞅“修刑变法”，国力日渐强
盛。据《战国策·东周策》载，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
之，以告颜率。颜率东借救于齐，将九鼎许归齐国。便对齐
王说，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
王大悦，发师五万人，将以救周。秦国无奈，只得罢兵。

■秦武王举鼎“绝膑而死”

公元前309年，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车通三川，以
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公元前307年，秦军“拔宜阳，斩
首六万”（《战国策·秦策二》）。

秦武王率领大军来到周都王城，便闯入周王室太庙。《史
记·秦本纪》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史
记·赵世家》也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

■秦昭王“取九鼎宝器”

战国末年，周王朝的统治，早已名存实亡。公元前256
年，秦昭王使将军摎攻灭西周。《史记·周本纪》：“西周君犇
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秦
取九鼎宝器。”公元前249年，东周公国灭亡。

夏禹“铸九鼎”的故事，发生在夏代初年。这九尊大鼎
的形制大小如何？今天，我们已很难确知。然而，我们可从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里，窥见当时铜鼎形状、大小的一般
状况。

（本文图文由蔡运章先生提供）

富郑公园，是北宋名相富弼所建园林，在道德坊
（在今洛南安乐窝一带）。富郑公园南区以水为中
心，周边布置游赏建筑；北边以竹居中。南北各有一
小山相对而立。园区筑有三台可登高远望，北边竹
林中散布五亭，竹中穿越“四洞”。整个园区景物优
美，清净古奥。

富弼亲自设计营建

《洛阳名园记·富郑公园》记载：“洛阳园池，多
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
这里是说，洛阳的园林，多是在隋唐时期的园林基
础上翻新或者原址上重修的，但是富郑公府的园
子是完全新建的，景观设计也是最美的。

富 弼（公 元 1004 年 — 公 元 1083 年），字 彦
国，洛阳人。富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
大度。

他为政清廉，好善嫉恶，历仕真、仁、英、神宗
四朝，官居宰相；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
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富弼乃北
宋名相，多次出使辽国，颇有建树；后以司空、韩国
公致仕，退居洛阳。

《洛阳名园记·富郑公园》里说富弼“自还政事
归第，一切谢宾客，燕息此园……亭台花木，皆出
其目营心匠”。

富郑公园是富弼致仕退老休养之宅园。富弼
退休以后，亲自设计营建此园林，园林设计“逶迤
衡直，闿爽深密，皆曲有奥思”。

临水赏竹环境清幽

富郑公园景物美，有水有竹，有亭有台，可临水
赏竹，也可登高远望。

进入富郑公园，经探春亭，登上四景堂，即可俯
视整个园林。向南经过通津桥，登上方流亭，可遥
望紫筠堂。右转进入花木丛中，有百余步的小径，
沿途经荫樾亭、赏幽台，到重波轩而止。再向北
走过土筠洞是一大片竹林。这里所说的“洞”，其
实就是在竹林中用青竹搭出来的竹桥小路，横向
一条，名土筠，纵向三条，分别称为：水筠、石筠、
榭筠。

经过此“四洞”继续向北，有五个亭子，错落建
于竹林之中，分别命名为：从玉亭、披风亭、漪岚
亭、夹竹亭、兼山亭。折向偏南方向登上假山上的
梅台，能看到南边还有一座天光台，台子比周围的
竹木还要高。东南方向望去，在竹林的东边有一
座卧云堂，与四景堂南北并列。左右两座假山，分
别落在溪流池塘之畔。坐在此地，满园胜景，美不
胜收。

一株凌霄别成风景

富郑公园北边竹林中散置五亭，南边方流亭、荫
樾亭掩映在花木中。

竹挺拔、修长，四季青翠，凌霜傲雨，备受中国人
民喜爱，成为“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和“梅松竹”岁
寒三友之一。中国文人喜竹，把竹子空心、挺直、四
季青等生长特征赋予人格化，使竹成为高雅、纯洁、
虚心、有节、刚直等精神文化象征。

富郑公园所植花木，除竹子“尤盛”外，应有凌
霄花、梅花等。陆游《老学庵笔记》曾记述园中凌
霄花：“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生者，唯西京富郑
公园中一株，挺然独立，高四丈，围三尺余，花大如怀，
旁无依附。宣和初，景华苑成，移植于芳林殿前，画图
进御。”景华苑在汴京。由此一记载，可见园中花木
之盛。

富郑公园设计疏密有致，曲径通幽、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等布局，皆展现了富郑公的独具匠心，也从
一个侧面折射出北宋文人士大夫的高雅情趣和审美
追求。

本报记者 刘永娟

富郑公园：
名相富弼亲设计
环境清幽竹尤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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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启事
段 耀 强 于

2014年9月26日
在洛宁县赵村乡
抱养一女孩，取名
段天宇，出生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现寻其亲生父

母，知情者请联系66042920。
洛宁县公安局赵村派出所

减资公告
河南恒灵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
本由壹仟万元减为壹佰万元，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洛阳万里足下足浴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公章号:41030300
98771，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481625，姓
名为雷皓宇，出生日期为2016
年 6月 2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洛阳林风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为 410394000021188
（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洛阳林风商贸有限公司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分类广告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咨询电话:18739808680 | 洛阳日报社63217552 | 市民之家65988322（周一至周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