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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关 注

我和夾谷山结缘，是在20年前，在当年的“安厦水泥”工作时。那
时每当下雨，我隔着朦朦胧胧的玻璃，凝视着夾谷山孤傲而神秘的身影。
不禁自问，为什么叫“夾谷山”呢？

后来应同窗师兄郭明泉之邀，拓读了同治三年（1864）峄县县令孙承
薪在夾谷山上立的 《游山记》 碑，碑文：“环峄皆山也。而夹谷之名特
著，县志以为孔子相鲁君会齐侯之地也，所谓地以人传者焉”。恍然大
悟。此山夾谷之名，起因于孔子在这里主持过独一无二的“夾谷会盟”而

“地以人传”得。
随着对夾谷山的逐步了解，才知道在古今繁杂的文献里，对“夾谷会

盟”是哪里？众说纷纭，被称为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2009年，在我市著名文史学者柏恕斌、陈如德、梁锡功等先生的带领

下我们力图破解这个“千古疑谜”。2010年10月14日《市中新报》的前
身 《市中通讯》 刊发了陈如德撰 《夾谷山——春秋齐鲁会盟的形胜之
地》，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011年8月16日，市中区委、区政
府联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召开了“首届齐鲁夾谷会盟研讨会”。
与会的全国著名孔学权威专家骆承烈、夏乃儒教授一致认为：夾谷会盟

“枣庄说”的理由，要比其他“三说”（“赣榆说”“莱芜说”淄川说”）
更多一些，值得继续寻找更多的佐证；也有人认为：孔子是万邦师表、缔
造世界文化的四圣之一。夾谷会盟，是孔子政治生涯中显示才华、扬眉吐
气，是以礼治国，最为辉煌的代表作。夾谷山“地以人传”是此山把孔子
的政治生涯抬举到了高潮，而且孔子政治生涯也在此谢幕于夾谷，不久齐
国用“送女乐”的手段，离间孔子与鲁君的关系，迫使孔子离开鲁国，开
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样一个被后世津津乐道的醒世典故，能发
生在荒郊野岭夾谷山吗？谓必不是山顶，或是山下的“封土堆”！

会后，围绕专家给出的课题，针对社会各阶层的不自信和半信半疑。
近几年来，源泉文化工作室组织有关文史专家，先后对先声夺人的“赣榆
说”和历史上的学界主流“莱芜说”进行了实地考察、分析论证。

夾谷会盟是齐国预定，在齐鲁两国境外举行的
再读《左传.定公十年》和《史记、孔子世家》得知，齐听说“鲁用

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夾谷”① 和“公会齐侯于祝
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
兵鲁劫侯，必得志焉”② 请注意“使使告鲁”和：“孔丘知礼而无勇，若
使莱人以兵鲁劫侯，必得志焉”在文献的字里行间里，告诉我们，在会前
齐景公听信其大夫黎弥的计策，强势“使使告鲁”把会盟地点定在有莱人
的夹谷之地，预谋借好会之名，劫鲁候挟孔子，嫁祸于莱夷。因此可以
说，齐国定不会明目张胆、背负不义之名在本国境内兵劫鲁侯。也不会悍
然冒险在鲁国兵劫鲁侯。鲁国也不会同意齐国带兵入境。

再看《左传》下册 郭丹 译，记载：“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齐鲁之
故，吾子何不闻焉？事即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
乐不野合。”③ 郭丹译：“齐景公准备设享礼款待定公，孔丘对梁丘说齐鲁两
国过去的惯例您怎么没听说过？会盟已经结束，却又设享礼这是给执事增
加劳累，而且牺尊、象尊不国门，嘉乐不在野外合奏。”④“且牺、象不出门，嘉
乐不野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次会盟，是在齐鲁两国境外的夹谷之地举行
的。

在往下看《孔子家语》接着说：“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
“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候出疆，必具官以
从。...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⑤从孔子告诉鲁定公“古者
诸候出疆”和齐景公“归而大恐”。出疆的“疆”字是领域，边界之义。“归而大
恐”的“归”字是返回、回到本国之义，再一次说明，鲁定公和齐景公是在国土
以外的“夾谷”进行会盟的。

造成“夾谷会盟”在哪里？这个“千古疑谜”是明末清初顾炎武的
《日知录》影响至今。让我们在分析一遍《日知录》卷三十一--2“○夹
谷”的原文：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传》曰：“公会齐侯于祝
其，实夹谷。” 杜预解及服虔注 《史记》 皆云在东海祝其县。刘昭

《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谓夹谷山 在今赣榆县西南五十里。按赣榆
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
之观不过曰“遵海而南，放于琅琊”而已，未闻越他国之境。

《金史》云：“淄川有夹谷山。”《一统志》云：“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
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即齐、鲁会盟之处，萌水发源于此。”《水经
注》：“萌水出般阳县西南甲山。”是以甲山为夹谷也。而《莱芜县志》则
又云：“夹谷在县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据。然齐、鲁之境正
在莱芜。东至淄川，则已入齐地百馀里。二说俱通。又按《水经注》“莱
芜县”曰：“城在莱芜谷，当路阻绝，两山间道，由南北门。旧说云，齐
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禹贡》所谓莱夷也。
夹谷之会，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是则会
于此地，故得有莱人，非召之东莱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
远求之海上矣。”

可见，当年顾老先生受交通水平、文献占有的影响，凭着个人推断，
首先依据“按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
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曰“遵海而南，放于琅琊”而已，未闻越他国
之境”。否定了“赣榆说”，其实“赣榆说”不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
莒国在齐鲁之间，夸诈剽轻、争衡齐鲁、互不信任。没有“裔夷俘兵”齐
国无法实施“兵鲁劫侯”的预谋，这才是否定了“赣榆说”的主要原因。
在《日知录》后一段，顾老先生在淄川说与莱芜说之间，先说“二说俱
通”，评估之后，还是舍淄川而取莱芜。在我们来看无论齐之境还是鲁之
境，都不是历史的选择。更不可能骑在长城上会盟。因此我们可以说：传

统上的“三说”无论是谁，列举多少理由，只要是齐鲁两国境内的夹谷，
和没有“裔夷俘兵”无法实施“兵鲁劫侯”的地方，都不是齐国的选
择。一定是在有莱人的友好邻国之夾谷。

在小邾国的夾谷举行会盟是齐鲁两国的同工异曲
齐国“使使告鲁”在小邾国的夾谷举行会盟，是当时齐、鲁、小邾三

国之间微妙的关系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最大公约数。
据朱广平所著《邾国史话》载：“小邾国它的辖区约相当于今山东省

枣庄市市中区全境，山亭区的中部、南部........。”⑥(见图)。是齐鲁两国
的友好近邻邦。小邾国既是鲁国的附庸国，又是齐国极力扶正的子爵国。
对鲁国是俯首听命，对齐国更是畏威戴德、忠心耿耿。

先看鲁国与小邾的关系。据朱广平所著《邾国史话》载：小邾国国君郳
犁来，于公元653年夏天，专程去鲁国朝见鲁僖公并商谈“倪、（兒）”改小邾
国号，僖公同意请奏周天子，正式得到准奏，从此倪国正式改国号为“小邾
国”。⑦小邾国不仅是鲁国的附庸，而且是姻亲国家。小邾穆公娶鲁国大夫
季公婼的姐姐为夫人。借齐鲁在夹谷会盟之机，正是小邾国向鲁国示好的
机会。鲁国认为齐鲁在夹谷会盟，亦臣亦亲的小邾一定会为鲁国提供文事
武备、藏兵夹谷的方便。

再看齐国与小邾的关系。据朱广平所著《邾国史话》载，齐桓公时
期：“小邾国国君郳犁来多次依附齐国，尊从周王室。由于齐桓公的帮助，
奏请周天子，正式得到了任命，被封为子爵，称为小邾子”。⑧之后小邾国历
代国君都对齐国感恩戴德。齐国在会前听信其大夫黎弥的计策，把会盟地
点定在小邾国的夹谷之地，是有历史原因的：《左传·襄公六年》载：十一
月。齐侯灭莱。……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⑨《左传·
正义》对此解释说：“迁莱于郳”：郳即小邾也。二年传曰：滕、薛、小邾皆不
至，皆齐故也。小邾附属于齐，故灭莱国而迁其君于小邾，使其寄居以终身
也。⑩齐国想用胜者为王的身份迫使小邾国的“莱人以兵鲁劫侯”小邾国
得知齐国想在小邾国的夹谷与鲁国会盟虽然心情很复杂，但是欣然同意，
以此借机向齐国谢恩。

齐鲁在小邾国举行夹谷会盟的记载 由来已久。2003年，我市历史学
者郭明泉在枣庄市市中区夹谷山顶发现了同治三年（1864）峄县县令孙承
薪所撰《游山记》石碑。开篇直接点明以“县志”为据，这里是“孔子相
鲁君会齐侯之地”。《峄县志》有多个版本，目前较早的乾隆廿六年版县志
则有记载：“夹山：县北七十里，或云即夹谷（旧志云：“《通典》：‘东海怀仁县
有夹山，春秋之夹谷也。’《左传·定公十年》：‘公会齐侯祝其，实夹谷。’汉有
祝其县，此非其地，传者误耳”。按《地理志》：“济南淄川甲山，亦名夹山，上
有夹谷台。”又《春秋汇纂》谓“即今莱芜县之夹谷峪。”《通志》以在莱芜、淄川
近之。讫无定名，故更引诸说存考。）其地又有夹儿山”。⑾乾隆廿六年版

《峄县志》 实际已将齐鲁夹谷会盟枣庄说 （滕、峄今属枣庄市） 与赣榆
说、淄川说、莱芜一并列为“诸说存考”。另外清代的朱鹤龄、沈钦韩等
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枣庄说”。

还有，史为乐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于“夹山”条目下，列
出五处，其五：“在今山东枣庄市北。”并引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卷三十二峄县：明于慎行撰《兖州府志》峄县：“夹山在县北……或云即
夹谷也。”《明一统志》卷二十三：“夹山，在峄县北七十里，即夹谷也。
春秋鲁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即此。”⑿可见至迟在元代，已有夹谷
会盟地在今枣庄地区一说。

夾谷会盟很可能是：“会‘邾其’实夹谷”
最早记载“祝其”的是《左传》载：（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祝

其，实夹谷 ⒀ （杜注：夹谷即祝其也。） 历来的学者们都认为找到了
“祝其”就找到了夾谷。其实非也！上下二千年，纵横十二国，古今“祝
其”混谐，南北“夹谷”的同名，连司马迁都搞不清，索性在《史记》里
只写“夹谷”不提“祝其”

此“祝其”到底在何处？传统说法有三：淄川、莱芜、赣榆三地都有
“祝其”。淄川、莱芜属于齐鲁之境，前述已论“鲁定公和齐景公是在国境
以外的进行会盟的，况且莱芜没有“祝其”不必在提。赣榆有汉置“祝
其”但是属于莒国，当时齐、鲁、莒之间互不信任，主要没有莱人，齐国
无法实施“兵鲁劫侯”的预谋。用顾老先生的话来说：“与齐、鲁之都相
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不必在讨论何时建置“祝其”。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助理 周海生教授，在 “首届齐鲁夾
谷会盟研讨会”说：“从字音上来说，朱、邾、祝三字同音，祝其也可能
在小邾国附近，我们认为夹谷会盟“枣庄说”值得重视，这或许就是“夹
谷”之谜的谜底”。笔者个人认为《左传》的原意很可能是“公会齐侯于

“邾其”，实夹谷”。（“其”为第三者代词）而不是“祝其”。
眨眼又到深夜，此文收笔之际，回首往事，转眼吾已过甲子，离岗十

年来，魂牵于夹谷、梦绕于复兴、敦求于忘年之师、砥砺于同窗师兄、探
寻古籍，圈点于字里行间，搜寻网页，透析于真伪判断。拍照录像，记录
于峡谷山河。汇编论文十万，制作电视四篇。踏沟壑，登崮峰。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枣庄市中区夹谷山就是因孔
子主持的“夾谷会盟”而“地以人传”。

孔子主持的“夾谷会盟”在枣庄！已经传播，《人民日报》原副主编梁衡、
清华大学国学院研究院院长陈来、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委院长黄朴民等全国
著名的专家学者纷纷造访，传递了其他地市借助“夾谷会盟”这一题材发展
旅游的势态，对我市利用“春秋齐鲁夾谷会盟”这个得天独厚、独一无二、金
山银谷的题材开发文化旅游提出了殷切希望。

注：①《史记》（文白对照） 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华书局2008年出
版 1074——1076页.
②《左传.下册》郭丹译定，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 1022 页

③《左传.下册》郭丹译定，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 1024页
④《左传.下册》郭丹译定，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 1025页
⑤《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年3月出版 7--8页.
⑥《邾国史话》朱广平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336页，
⑦《邾国史话》朱广平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345页，
⑧《邾国史话》朱广平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345页
⑨《十三经疏》春秋左传正义 卷三十中华书局出版 235页
⑩《十三经疏》春秋左传正义 卷三十中华书局出版 235页
⑾《峄县志》（点注本）主编：赵亚伟 长城出版社 33页
⑿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主编：史为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962---963页
⒀《左传.下册》郭丹译定，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 1022 页

（作者系枣庄市源泉文化工作室高级政工师）

枣庄夹谷山“地以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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