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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编号为O411384132，姓

名为王若曦，出生日期为2014年
6月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栾川县庙子乡农村集体
三资监督管理服务中心开户许
可证丢失，核准号为 J493400
0148403，声明作废。●编号为O411839867，姓

名为陈韬宇，出生日期为2017年
8月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常静娟位于伊川县鹤鸣
西路北侧鹤鸣花园17号楼3单
元东门1楼，证号为字第14024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
废。●洛阳瑞普机械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法人印章，印章字样：
付银霞印，声明作废。

太康失邦与羿代夏政
□蔡运章

后羿受天帝派遣“因夏民以代夏政”的事
迹，被视为解除夏朝民众忧虑的正义行为。于
是，这位善射的后羿，被演绎成古代神话中的英
雄人物。

中华先民盛行崇拜太阳神的社会习俗。《管
子·枢言》载：“道之在天者，日也。”房玄龄注：“日
者，万物由之以煦，万象由之以显。”孔颖达《诗·小
雅·十月之交》疏：“日者，太阳之精，至尊之物。”太
阳是人们感触到的最大天体，太阳的运行决定着
人类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古代各民族崇拜太阳神
的根本原因。

帝俊是太阳神的父亲。据《山海经·大荒南
经》记载：“帝俊之妻，生十日。”这说明帝俊之妻羲
和生了十个太阳，而天帝帝俊就是太阳的父亲。
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创世神话有“日
月俊生”的记录。这说明“日月”是由帝俊所生的
传说，产生的年代非常久远。

神话传说中有棵供十日栖息的扶桑树。《山
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
居上枝。”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
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论衡·说日》也说：

“日中有三足乌。”相传，“三足乌”是负载太阳运行
天际的神鸟。这说明天上的十个太阳，平时居住
在东海的一棵扶桑树上，每天由三足乌驮着一个
太阳在天空中值日，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其
余的九个太阳，则留在扶桑树上休息。

羿是古代神话射落“九日”的英雄人物。相
传，有一天十个太阳打破常规，同时出现在天空
中，天下百姓酷热难耐，禾稼焦枯，“而民无所

食”。《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矰
（zēng），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这是
说帝俊不能容忍十个太阳出来胡闹，命后羿带着
彤弓素矰下凡人间，除去广大百姓的祸患。

《楚辞·天问》载：“羿焉彃（bì）日？乌焉解
羽？”这是在问：后羿为什么要射落九日，太阳中的
乌鸦怎么会死去？《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
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
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
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
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
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
子·氾论训》说：“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后
羿不仅射落九日，还射杀封豨、修蛇等猛兽，为民
除害。羿死后，天帝就封后羿为除害降魔的“宗
布”神，受到世人的祭祀。

射落“九日”的“羿”与有穷君“羿”本为一人。
《汉书·古今人表》记载有“羿”。颜师古注：“羿，有
穷君也。”神话学家袁珂指出：这里只载有羿而无
后羿，列于夏代有扈氏之后，当然是以羿为后羿
了。袁说甚是。

由上所述，“羿射九日”神话有着深刻的政治
背景。考古发现说明，这个时期从南方的良渚古
国、石家河城邦到北方的石峁古国等方国诸侯，都
急速消亡，退出历史舞台。“羿射九日”神话，正是
华夏文明从“众星捧月”到“月明星稀”，从“诸侯万
国”到王权一统历史演变的缩影。从“众星捧月”
到“月明星稀”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而从“十日并
出”到“羿射九日”是政治干预和军事征伐的结
果。帝俊命“羿射九日”，正是夏代中央王朝铲除
群雄割据，走向全国一统的政治产物。

夏启晚年，生活淫纵腐化，史书屡见记录。据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
舞《九代》。”郝懿行疏：“九代，疑乐名也。”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
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
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
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郭璞
注：“嫔，妇也，言献美女于天帝。”“夏后开”即夏后
启，因避汉景帝讳而改。这是说夏后启曾三次献
美女给天帝，把仙乐《九辩》与《九歌》偷窃下来，演
奏享乐。这些记载虽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
夏启晚年贪图享乐，是可以肯定的。

《左传·昭公元年》载：“夏有观、扈。”这是说夏
启当国时，曾发生“五观”和有扈氏的叛乱。

《逸周书·尝麦解》载：“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
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
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朱右曾集训校释：“五
子，五观也，亦曰武观，启子。”“殷”“偃”音近义通，

“殷”即偃师。这里的“五子”当是夏启的第五个儿
子，因封于观地，故亦名“五观”。

“观”的地望在哪里？古史学家有不同说法。
《国语·楚语上》载：“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
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
德也，而有奸子。夫岂不欲其善，不能故也。”韦昭
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观，洛汭之地。”这
是说观地在洛水沿岸。

《集解》引徐广曰：“观，县名也。属东郡，光武
改曰卫，公国。”因其地临近河津，亦名“观津”。《后
汉书·郡国志·东郡》载：“卫，公国。本观故国，姚
姓，光武更名。”这是说“卫”曾是“姚姓”观国的故
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据《汉志》，观国在
山东观城废县治西，今范县境内。”这说明观国当
在今河南范县东。

夏启“征西河”与“武观来归”。古本《竹书纪
年》记载：夏启“二十五年，征西河”。夏启“征西
河”的具体时间，还有“三十五年”和“十五年”等不
同说法。《帝王世纪》说：夏启“三十五年，征河西”，

“河西”当指西河。《韩非子·说疑篇》说：“其在《记》
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
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
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
国、伤民、败法类也。”这里把“武观”叛乱的事件，
与“丹朱”“商均”“太甲”“管蔡”类比，将其视为“奸
子”，而被诛灭。然而，今本《竹书纪年》则说：夏启

“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
观来归”。这是说夏启十五年，“武观”在西河发动
叛乱，彭伯寿受命带兵征讨，“武观”前来归降。

西河的地望与观国相近。《吕氏春秋·音初》
载：“殷整甲徙宅西河。”古本《竹书纪年》说：“河亶
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方诗铭、王修龄《辑证》指
出：“是西河即相，今之河南安阳，与观地（观在卫）
相近，所谓‘启征西河’，疑即指启诛五观。”此说甚
是。由此可见，所谓“启征西河”就是夏启征讨“五
观”叛乱的军事斗争。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位。太康也是个沉湎酒
色的君王。扬雄《宗正卿箴》说：“昔在夏时，太康
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这是说太康不顾王室
的祸忧，与有仍氏的二女恣情游乐，最终酿成兄弟
五人都失去家乡的悲剧。

《尚书·五子之歌》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
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
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
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

这些记载说明，太康继承王位后，贪图享乐，
丧失德行，引起民众不满。他游猎无度，到洛水沿
岸畋猎，三个多月也不知返回。这时，有穷氏的首
领后羿，利用民众对太康的怨恨，把太康拒阻在黄
河岸边。太康的兄弟五人护送着他们的母亲，流
落到洛河下游。兄弟五人感慨哀怨，回想起先祖
大禹的告诫，作了一首歌谣来述说太康的过失。

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的政治变革。据《左
传·襄公四年》记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杨伯峻注：“鉏，今河
南滑县东十五里。穷石，即穷谷，在洛阳市南。”这

是说在夏朝刚衰落的时候，后羿从东方的鉏地迁
到夏都西南的穷石，依靠夏朝的百姓取代了夏朝
的政权。《楚辞·天问》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这说明是天帝派遣后羿下降人间，来解除夏朝民
众忧虑的。

羿代夏政与夷、夏集团的斗争。《后汉书·东夷
传》载：“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夷人”即指
尧舜时期与华夏集团联合执政的东夷集团。这说
明太康迁都斟鄩后，因荒疏朝政，失去民心。东夷
族的首领后羿，便乘机攻占夏都斟鄩，取代了夏朝
的统治。羿代夏政反映的是东夷部族希冀取得全
国政权的政治诉求，也是东夷与华夏两大集团间
政治斗争的产物。

后羿拥立仲康为夏王。《史记·夏本纪》载：“太
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杜预《左传·襄公四
年》注：“禹孙太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
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
穷。”这说明后羿从太康手里夺取夏朝政权后，立
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这时的仲康名义上是王，
其实并没有实际权力。仲康死后帝相继位，后羿
取得了夏王朝的全部政权。

61年的考古工作成果表明，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
平方米，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都邑。作为王都，二
里头的核心地位体现在哪儿？今天，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副馆长赵晓军要从二里头的都邑规划讲起，带您看看这里的
王朝气象。

“九宫格”搭配“四合院”，王都布局严整

二里头遗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
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北部被今洛河冲毁，
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400万平方
米左右。

这是一座经过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王国都城。遗址分
为中心区和一般活动区。中心区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至中部一
带，由宫殿区、官营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等
组成。一般活动区位于遗址的西部和北部区域，目前仅发现
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及小型墓葬。

遗址中心区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系
统，并将整个遗址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祭祀活动区、宫殿区
和围垣官营作坊区，沿南北向依次分布于“井”字形道路划分
的“九宫格”的中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即位于

“九宫格”的中心，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城城墙内为宫殿
区。宫殿区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殿建筑群和最早的
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这些宫殿建筑群
形制规整、规模宏大、排列有序，体现了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
度集中。祭祀活动区、贵族聚居区和墓葬区、官营作坊区都拱
卫在宫殿区周围。

中心区北部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
域，有圆形类似于后世的“坛”、长方形半地下的遗迹及祭祀的
墓葬。中心区南部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
已发现有专为贵族服务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和绿
松石器制造作坊。在祭祀区和中心区的以东区域分布有较密
集的贵族墓葬。

“九宫格”的分布格局与《尚书·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
“天下观”十分契合，说明夏代统治者在都邑建设和国家治理
中可能已遵循《周礼·天官·序官》所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
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建国和统治理念，而《禹贡》
的九州观念在当时可能也已经出现。

文献中的夏都斟鄩，就是二里头遗址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来看，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
古本《竹书纪年》《逸周书·度年》均记载：“太康居斟鄩，羿

又居之，桀亦居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仲康即帝位，据斟
鄩。”羿即后羿，为东方夷族的首领，因太康无道、夏民怨愤，其
入居当时的都城斟鄩并执政。太康死后，他扶仲康即王位，仍
居斟鄩。

那斟鄩在哪儿呢？不同的历史文献指明了同一个方向——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

夏之居。”《史记·夏本纪·正义》中提到：“《商书》云：‘太康失
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羿亦居之，桀又居
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
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周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
亡。”《括地志》指明：“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
所居也。”

据此判断，斟鄩正是位于伊洛盆地西端的二里头遗址，是
夏朝自太康至桀时期的王都所在地。

“金字塔”式统治模式，辐射整个中原地区

除夏都斟鄩规划缜密外，当时的夏王朝统治疆域内也形
成了“金字塔”式、分等级管理的统治模式。以二里头遗址为
中心，中原地区分布着400余处与二里头有着共同陶器组合、
共同文化特征的遗址，它们的分布范围为探索当时的夏王朝
统治范围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这些聚落的分布可以看出，当时夏王朝的社会统治机
构大体分为四级：第一级为约400万平方米的王都斟鄩；第二
级为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城邑，如距二里头
遗址不远的巩义稍柴遗址、新郑望京楼城址、荥阳大师姑城址
等；第三级为数万至20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城邑，如集中于
郑州至洛阳一带和分布于颍河、汝河流域至三门峡一带的河
流水系近旁交通要道的 20 多处大中型聚落，如临汝煤山遗
址、伊川南寨遗址等；第四级为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的村落,如
登封玉村遗址、洛阳皂角树遗址等。

考古发现证明，当时的中原腹地，形成了以王都斟鄩为中
心、等级结构分明且由河流水系有效连接的包括整个中原范
围的庞大聚落群，很可能已经构成了夏王朝国家政治实体所
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域范围，充分显示了夏王朝所具有的发达
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本报记者 智慧 实习生 王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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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失邦与羿代夏政

帝俊“生十日”与羿“射九日”神话

夏启淫纵与“五观”叛乱

夏禹死后，其子夏启继承王位。夏启果
断平定有扈氏的叛乱，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
建立了不朽功勋。然而，他晚年淫纵腐化，
导致“五观”叛乱、太康失邦和羿代夏政的局
面，使夏朝政权面临重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