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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华夏化是中国古代史上十分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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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来的研究者都局限于以族群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故而未能窥其全貌。本书搁置族群属性与族群融合的相关讨论，采用政治体的新视角来研究华夏与华夏化，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很有学术创见。

内容简介

本书从政治体视角出发，尝试为理解古代华夏提供一条新路径。无论是商末西土联盟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夏，以及与秦汉帝国政治体系绑定的华夏，都是一种由政治关系维系的人群集团。华夏帝国通过开疆拓土将一些非华夏族群纳入统治，也利用文化霸权创造了华夷符号秩序以及关於周边异族的经史知识体系。魏晋以下帝国分裂，北方五胡政权颠覆了华夷秩序，南方山地诸族在局部地区也获得了优势，但随着两者的政治体演进，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华夏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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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二节 从诸夏列国到华夏帝国

西周亡于犬戎，平王被迫东迁，王室衰微，夷狄转盛而诸侯坐 大。西周时以宗法制度所维系的政治秩序失去根本，新的秩序尚未形 成，这一社会秩序和政治文化大转型的过程，便是儒家所哀叹的“礼 坏乐崩”。春秋时的霸主，除晋国以外，齐、秦、宋、楚、吴、越皆 非姬姓，齐之姜姓尚可算是周人姬姜集团的核心氏族，剩下的宋为殷 人之国，秦、楚、吴、越皆曾被视为夷狄。[61]姬姓在北方的燕国险 些为山戎所灭，在中原的邢、卫国为狄所攻，赖齐桓公得以存续，成 周王庭也无力抵抗戎、翟之侵，[62]而南方“汉阳诸姬，楚实尽

之”，[63]姬姓的衰落于此可见一斑，《公羊传》所说“南夷与北狄 交，中国不绝若线”[64]绝非夸张。即使世与诸姬为婚姻的姜姓齐 国，也未必全心辅翼周室。后人追述齐桓公称霸之时曾道“昔三代受 命，亦何以异于此乎”，欲行封禅之事，[65]也反映出齐桓公的“尊 王”不过是笼络诸侯的幌子。在这种情势下，以姬姓为主体的“周 人”认同不再具有团结诸侯的力量。于是周初的“有夏”再次被标举 出来，因为不再有唯一的核心，而是一群并列的诸侯，遂称为“诸 夏”。此“诸夏”概念何时由何人提出，今已无法确考。童书业曾 说：“自东周以前，未闻有以夏泛称中原者。”[66]检诸文献，“诸 夏”一词首见于《左传》闵公元年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诸夏亲昵， 不可弃也”。[67]如前所述，“有夏”在周初指“西土之人”，其核 心莫过于姬姜二姓，对于姜姓而言，要寻找一个认同符号，得以合法 地凝聚姬姜诸国，且能使姜姓获得与姬姓一样的地位，莫过于“夏”

字。[68]因此 “诸夏”一语颇有可能创立于齐桓公之时，是他号令中 原诸侯，共抗北狄南楚的一面旗帜。“诸夏”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其 中周王室不再是核心，姬姓也不再是主轴。齐桓公之后，“诸夏”的 大旗又为晋国接掌，在春秋数百年战争中，夷夏之别越来越得到强

调，诸夏作为认同的符号也牢固确立下来。

春秋时形成的诸夏概念，所指范围要大于此前的“周人”或“诸 姬”。如杞国，在西周中期被称为“杞夷”，但在春秋时似已进入诸

夏之列。杞与鲁、晋皆有婚姻联系，鲁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诸

侯城缘陵而迁杞，[69]《公羊传》言主持此事的人是齐桓公。[70]齐桓

公是高举“攘夷”大旗的，但杞却在被保护之列，攻击杞的徐与莒则 是夷。后来母亲为杞国女的晋平公也曾命鲁国还侵杞之田。杞东迁以 后，《春秋》数次书以“杞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解释说“用 夷礼，故曰子”。[71]更多的时候，《春秋》称之为“杞伯”，故

“杞子”是特别的贬斥书法，正说明杞本来应该在诸夏之列，行诸夏 之礼。如果夷人行夷礼，又何须贬斥？另一个例子是陈国，陈国是虞 舜之后，妫姓，在西周时与杞国地位应该相似，到春秋时也被视为诸 夏或诸华。《左传》记魏绛劝晋侯勿伐山戎而保护陈国，说道：“劳 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 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72]可见陈被晋视为诸华之国。不仅诸夏

一方如此认识，楚人也以陈为诸夏。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楚

庄王入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73]《续汉书志》刘昭 注以此夏州即夏口城外之洲，[74]这也是以陈为夏之证。而春秋后期 吴国大夫申胥也说“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 东国”，韦注：“诸夏，陈、蔡；东国，徐夷、吴、越。”[75]可见 吴人也有同样的认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宋国，鲁昭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517），赵简子合诸侯以戍王室，且输王粟，

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 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 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会大 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 [76] 宋右师所说“于周为客”或许在礼制上仍是成立的，但在实际政 治中，宋人早已和诸夏各国绑在一起，并在会盟中宣誓“同恤王 室”，因而也就没有理由逃避诸夏同盟的义务了。可见，是诸夏还是 蛮夷戎狄，政治立场比姓氏血统更为重要。秦本与齐晋等国同盟抗 楚，等到崤之战与晋相攻，《穀梁传》就说“秦之为狄，自崤之战

始”。[77]等到秦与晋重修旧好，又重新被接纳为诸夏。因而《诗 经》十五国风仍收入《秦风》。[78]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宗法制崩解以 后，集结在新的诸夏大旗下的诸侯国，不再以血缘关系为我群的标 志。“尊王攘夷”意味着，只要在政治上尊重周天子即站在齐、晋领 导的诸夏集团一边，文化上使用周的礼乐制度，就可以不被视为夷 狄。[79]如果在此之上能成功地将祖先世系与周人的祖谱搭上关系，

便彻底完成了加入诸夏的历程，吴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80]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诸侯国内部，周公对东方进行二次征服以 后，将大量殷遗民氏族分配给鲁、卫、晋等封国，号称“殷民六族” “殷民七族”或“怀姓九宗”（即赤狄）等，使之成为“国人”，既 消除他们在原住地区的威胁，又整合为各诸侯国的统治力量。[81]其 他东方诸侯国也与之类似，姬姓或姜姓周人只是最上层的统治阶层， 其治下的国人和野人有殷人也有夷狄，学者将这些邦国与近代殖民政 权相比不无道理。春秋初年，怀姓九宗曾将出奔在随国的晋侯迎回到 鄂，[82]显示他们在列国的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春秋末年鲁国阳 虎仍“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83]说明这些“国人” 始终保持着残留的“殷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西周时的“周人” 所指范围应该只包括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诸侯和贵族，不包括列国 的广大民众。春秋以下，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 中，各国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不管是诸侯、大 夫还是士和平民，战争的威胁使他们成为紧密结合的利益共同体，超 越家族姓氏的新群体认同由此形成，而诸侯国成为一个基本的认同单 位。加之南方的楚和北方的狄，对中原旧有的诸侯国普遍构成了巨大 的威胁，“被发左衽”的夷狄，成为拥有衣冠礼乐的诸夏的共同的外 部边界，这使得殷人周人之分变得不再重要。于是殷周旧国再合成一 体成为复数的诸夏。孔子以殷人自命，[84]但不妨碍他赞叹管仲之

仁，因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明了诸侯国内部殷人、周 人对“诸夏”的共同认同。《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 夏而外夷狄”，所传达的也是这样一种从本国到诸夏，再由诸夏到夷

狄的我群与他者的新区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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