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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同心的泰伯
、

仲雍

仲 明

早先
,

苏州市内有两座古庙
,

一座在间门内下塘混堂弄西侧
,

原名
“
至 德

”
庙

,

俗 称
“
泰伯庙

” 。

另一座在干将路西段
,

正名
“
交让王庙

” ,

但大家习惯把
“
交

”
字略去

,

只称
“ 让王庙

” 。

这两座古庙所祭祀的就是开发江南
、

创立吴国的泰伯与仲雍
。

晋代诗人陆机在

《 吴趋行 》一诗写下了
“
泰伯导仁风

,

仲雍扬其波
” ,

歌咏这两个开创昊国历史
、

奠定吴文化

基 础的历史巨人的名句
。

据史籍记载
,

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纪
,

周太王古公直父生有三子
:

长 曰泰伯
,

次曰仲雍
,

仲雍一名吴仲或虞仲
,

少 曰王季
。

季生有一子名昌
,

贤德聪慧
,

古公宜父十分喜爱
,

说
:

将

来能兴王业的
,

一定是昌
。

意欲传位给季
,

再 由季传昌
。

但是按当时的礼法
,

应传于长子
。

于是古公宜父就将季的名字改为季历
。 “ 历者适也

” , “
适

”
就是

“
嫡

”
的意思

.

泰伯
、

仲

雍听到后
,

知道父亲想把权位传给季历
。

于是
,

兄弟俩借故托词去南岳衡山采药
,

率领随从

南奔
,

避居到江南
“

荆蛮
” 之地

。

他们入乡随俗
,

尊从当地的风俗
,

断发文身
, “

为 夷 狄 之

服
” 。

后来
,

季历传位给昌
,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文王
。

周文王任用姜尚发展农业
,

增强国

力
。

到他的儿子周武王时
,

率军讨伐商封王
,

灭掉 了商朝
,

建立了西周
。

泰伯
、

仲雍让国避

位的行动
,

为周朝八百年统治奠定了基础
。

此事被孔子大加赞美
,

历代也传颂称道
,

赞之为
“ 让国

” 。

苏州胃门外有座泰让桥
,

就是因称道泰伯让 位之举而命名的
。

由于当时江南一带比中原落后
,

泰伯
、

仲雍迁居到了这里后
,

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农耕文

化
。

他们对当地人民十分尊重
,

因此
,

得到人们的信赖
。

他们兄弟让国的义举
、

美德
,

也得

到人们的敬仰
。

因此
,

人们由
“ 义之 ”

而
“
敬之

” ,

进而
“ 君事之

” ,

闻风来归者一千余

家
,

自然形成了一个部族
,
并推泰伯为主

,

定号
“
句 ( 音勾 )

「

昊
” 。

` 句昊” 地处太湖边缘
,

地势低洼潮湿
, “

有江海之害
” ,

威胁着
“
句吴

” 的安全
。

泰

伯
、

仲雍带领当地人民
,

在无锡东南开渠道与太湖沟通
,

既解除了涝害
,

又疏通了河流
,

且可引水灌溉
,

防止早灾
,

这条河道被叫作
“
泰伯读

”
或

“
伯读港

” 。

不久
,

慕名 “ 句吴
”

而来归的更多
。

经过泰伯
、

仲雍兄弟俩的教化熏陶
,

江南地 区文化日见昌明
,

经济愈趋殷富
。

当时商朝已在灭亡的前夕
,

诸侯纷争
,

兵荒马乱
,

小小的句吴一区
,

反倒成了阜民乐业的好

地方
。

为防止战祸的波及
,

泰伯就在梅里平墟 ( 今无锡县境 ) 营建城廓
。

周围三里二百步
,

四

郊合计三百多里
,

称
“
吴城

” ,

也称
“
泰伯城

” ,

实际上就是昊最早的国都
。

泰伯死了以后
,

就葬在无锡梅里
,

现在还有
“
泰伯家

” 。

因泰伯无子
,

仲雍继位
。

仲雍

继承泰伯的许多做法
,

发展
“
句昊

”
的生产

。

不久
,

仲雍 也死了
,

就葬在常熟虞山
。

因仲雍

也叫仲虞
,

虞山也因此而得名
。

句吴传到五世孙周章时
,

被周武王正式封为同姓子爵的诸侯国君
。

周章 以后 卜四世
,

传

到寿梦
,

已是春秋时代
,

吴 日益强盛
。

成为江南大国
,

于是进而称王
。

再传到诸绳
,

氏梅里

迁都苏州
。

到公元前 5 14 年
,

吴王阖间时
,

任用楚国亡臣伍子晋
,

大兴土木
,

建成 了苏州城
,

这是苏州建城最早的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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