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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季札出使看春秋晚期吴晋的陆路交通

石晓琴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本文简要叙述了春秋晚期吴国和晋国之间的陆路交通情况。 对季札出使的路线进行分析 ,重点考证了彭城、

戚等邑的具体地点 ,并指出了它们在吴晋交通线上的枢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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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代 ,随着军事的慢慢强大 ,经济的逐

步发展 ,吴国同中原各国间外交和军事活动日益频

繁 ,通往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渐渐完备 ,把吴国和北

方各国紧紧连接起来。

关于交通线上各重要地点的具体位置 ,前辈学

者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清朝对春秋战国史地

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一书。

此书对各国的地理形势进行了梳理 ,考证了一些重

要古城的大概位置。现代学者的历史地理研究涉及

春秋战国间交通问题的著作有石泉先生的《古代荆

楚地理新探》
[1 ]
、谭其骧先生的《长水集》

[2 ]
、黄盛璋

先生的《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
[3 ]
等等。 童书业先生

的《春秋左传研究》的相关章节也涉及了吴国的交通

问题。

吴晋之间交通路线的开辟主要是晋国为了找到

对抗楚国的新盟友 ,积极主动地打开通往吴国的交

通线。

根据《左传》的记载 ,晋国通吴始于成公七年申

公巫臣出使吴国
[ 4] 689

。此时吴晋之间还没有畅通的

交通径道 ,虽然七年云“通吴于晋” ,云“以两之一卒

适吴 ,舍偏两之一焉。 与其射御 ,教吴乘车 ,教之战

陈 ,教之叛楚” [4 ]689等等 ,并不是当年发生的事 ,都是

《左传》提前叙述后来的事情。所以 ,成公八年有记载

“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 ,假道于莒。” [4 ] 696由于交通不

便 ,申公巫臣必须假道于莒国 ,辗转才能到达吴国。

应该是申公巫臣于成公八年完成了出使的使命 ,成

公九年晋国开始了与吴国的接触 ,史书记载晋人“会

于蒲 ,将寻马陵之盟” [4 ]700 ,并且希望吴国能会盟 ,

“是行也 ,将始会吴” [ 4] 700。但是因为此时吴晋会盟的

条件还不成熟 ,特别是交通不便 ,“吴人不至” [4 ]700 ,

吴国没有参加此次盟会。

与晋国同时 ,吴国也作出了响应。成公七年 ,“吴

伐郯 ,郯成。” [4 ]687童书业先生分析说: “伐郯之役 ,盖

欲启通晋之道 ,与`上国’ 盟会 ,非欲侵犯中原也。

……成八年晋、齐、鲁、邾四国伐郯 ,传曰: `晋士燮来

聘 ,言伐郯也 ,以其事吴故。’此说可疑。 晋何至远与

吴争东夷之小国? 且郯近于鲁 ,郯服于吴 ,在鲁为威

胁 ,又何以`公赂之 ,请缓师’ 乎?” [5 ]79童先生指出了

《左传》记载的前后矛盾 ,并且联系后文成公八年晋

等国伐郯 ,是作为当时盟主的晋国响应吴国伐郯 ,真

正目的也是通吴。

整个成公时期 ,吴晋两国不断的与楚国进行大

大小小的战争 ,努力打开两国的通道。 在成公十五

年 ,“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

父、郑公子 、邾人会吴于钟离” [4 ]737 ,吴国第一次与

中原各国会盟。 但此时吴晋间的交通线并不畅通。

徐州自古至今都是交通枢纽 ,这里“汴泗交流 ,

山岗四合 ,接齐鲁之疆 ,通楚梁之道” [ 6] 5601 ,是吴地

北上的交通要地 ,今安徽、江苏、河南、山东四省交界

处。 吴 晋 往 来 必 经 彭 城 (今 江 苏 徐

州 ) [7 ](卷六中· “徐州府”条 ) ,此时彭城属于宋国。 成公十八

年到襄公元年 ,楚晋两国展开了争夺宋彭城的战争。

《左传》对这次战事的记载如下:

(成公十八年 )夏六月 ,郑伯侵宋 ,及曹门外。 遂

会楚子伐宋 ,取朝郏。 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 ,取幽

丘 ,同伐彭城 ,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

焉 ,以三百乘戍之而还。书曰“复入” ,凡去其国 ,国逆

而立之 ,曰“入”。 复其位曰“复归”。 诸侯纳之曰

“归”。以恶曰复入。宋人患之 ,西钅且吾曰: “何也? 若

楚人与吾同恶 ,以德于我 ,吾固事之也 ,不敢贰矣。大

国无厌 ,鄙我犹憾。 不然 ,而收吾憎 ,使赞其政 ,以间

吾衅 ,亦吾患也。今将崇诸侯之奸 ,而披其地 ,以塞夷

庚。逞奸而携服 ,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 ,非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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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晚期的徐国与当时的吴国关系密切 ,徐子

章羽乃是吴出 [4 ]1242 ,昭公三十年被吴所灭 ,楚迁之

于城父。一般说法把未迁的徐国定在今江苏省泗洪

县南。 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的说法前后不

大一致 ,昭公四年注云: “徐国在今安徽省泗县西北

五十里” [ 10] 1252。昭公六年注云: “徐国本在今江苏泗

洪县南” [10 ]1280。泗县与泗洪县相距甚近 ,都离徐州不

远。 《左传》云吴灭徐时“防山以水以水之”
[4 ]15 86

,决

的应当是泗水 (《春秋大事表》卷六中“泗州”条 )。此

时的徐国在泗水附近 ,而泗水在今泗阳附近 ,离泗洪

也很近。《水经注》云: “泗水又东南迳魏阳城北 ,城枕

泗川。 陆机《行思赋》曰:行魏阳之枉渚。故无魏阳 ,

疑即泗阳县故城也。” [9 ]895徐国应当在今江苏省泗洪

县南。

季札自卫如晋 ,《左传》记载经过了戚邑 ,而《史

记》却说是宿邑。 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太史公欲自

为一家 ,事虽出左氏 ,文则随义而换。 既以`舍’ 字替

`宿’ ,遂误下`宿’ 字替於`戚’ 。 戚既是邑名 ,理应不

易。今宜读宿为`戚’ 。 戚 ,卫邑 ,孙文子旧所食

地” [8 ]1458。 当是经戚邑 ,再西行至晋。戚在今河南省

濮阳县北而稍东。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 ,春秋时

期的多次会盟都在此举行 ,如成公十五年 ,晋、鲁、

宋、郑、卫、齐等国同盟于戚
[4 ]736

;襄公元年冬 ,以晋

国为首的各诸侯国大夫又会盟于戚 [ 4] 799。顾栋高《春

秋大事表》七之二云: “盖其地濒河西 ,据中国之要

枢 , 不 独 卫之 重 地 , 亦 晋、郑、吴、 楚之 孔 道

也。”
[7 ](卷七之二· “戚”条 )

襄公二十九年时 ,吴都已迁之吴 ,今江苏苏州。

季札出使的路线为:从吴出发 ,先至鲁都曲阜 ,再至

临淄 ;由临淄至郑都 ,今新郑县 ,然后北行到卫都帝

丘 ,今濮阳县 ,再由帝丘经戚邑至晋。

季札的这次外交活动 ,足迹遍及当时所有的中

原大国 ,说明其时吴晋之间的陆路交通已经通畅 ,吴

国的北上交通已经打通。 季札出使是吴国文化与诸

夏文化的一次重要的交流。

以上探讨了春秋晚期吴国通往晋国的陆路交通

线。关于吴国到晋国路线中吴楚交界地段的情况 ,学

术界已有较多的研究 (如石泉先生的《古代荆楚地理

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续集》 ,其中《从春秋吴

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从春秋吴楚边境战

争看吴楚之间疆界所在》等文 ;谭其骧先生的《长水

集》中《鄂君启节铭文释地》等文 ) ,本文不再论及。春

秋晚期吴晋之间的交通已经相当发达 ,这对两国经

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也大大

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加速了吴国的华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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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into the L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Wu and Jin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rom Ji-zha Visiting Northern States as an En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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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 su　 210093)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 ly described the land communica tion betw een the state of Wu and Jin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rom researching the route Ji-zha visiting no rthern states, w e can learn that the

ci ty such as Peng-cheng and Qi w e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land com munication betw een Wu and Jin.

Key words: The state of W u; The state of Jin; Peng-cheng; Bi-yang; Ji-zha visiting northern states as an

en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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