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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国志》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讲述了先秦时代二百余个古国的历史，分为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七
编，展现了先秦“万邦时代”的古国风貌。这二百余个古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少有记载，它们的
故事鲜为人知。本书以传统文献为基础，结合现代考古、民俗传说等资料，详细叙述这些先秦古国发
人深省的兴衰成败、光怪陆离的异世奇闻、炫人眼目的奇珍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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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国志》

作者简介

林屋公子，本名熊伟，江西人，从事法律工作。工作之余醉心诗文，缱绻山水，酷爱先秦史，在阅读
中发现不少精彩的小国历史零碎为人遗忘，于是有为小国立传的想法，为此翻阅大量资料并行走半个
中国，笔耕不辍终成此书。

Page 3



《先秦古国志》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华东古国
徐国
燕卵孵出的徐国
徐偃王有筋无骨
朝吴暮楚
季札挂剑
首次攻城水战
钟吾国
甲父国
群舒（舒、舒蓼、舒庸、舒鸠、舒尨、舒鲍、舒龚、宗、巢）、桐国
皖国
钟离国
州来国
英国、六国、蓼国
萧国
王亥服牛
宋闵公棋品不佳
胡国
楚灵王杀庆封
鸡父之战
沈国
彭国
诸稽国
辄沐国
邗国
薄姑国、奄国
有穷国
防风国
郯国
谭国
郭国
莱国
莒国
公孙敖抢莒女
灭鄫
孟姜女的原型
莒国的终结
向国
鄫国
偪阳国
菟裘国
于余丘
阳国
遂国
纪国、鄣国
夷国
极国

Page 4



《先秦古国志》

介国
牟国
根牟国
淳于国
费国
蛰伏
三思而后行
作三军
可怕的敌人
食言而肥
任国、宿国、须句国、颛臾国
滕国
滕成公之死
孟子PK陈相
薛国
邾国、小邾国、茅国
淫棍邾夷父
死于洁癖的邾庄
茅夷鸿叛变
凫雁食秕
鄅国
郜国
鄟国
诗国
第二编　中南古国
西陵国
有莘国
河国、洛国
昆吾国、顾国
苏国
鬷国
豕韦国
西虢国
虢季子白盘的前世今生
烽火戏诸侯
虢公梦见白虎
假道伐虢
扁鹊与虢太子
焦国
东虢国、郐国、鄢国、敝国、补国、舟国、依国、国、历国、华国、胡国
戴国
滑国
共国
南燕国、偪国
邘国
樊国
周国
召国
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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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臣刘康公
王子朝之乱
单国、檀国
盘的故事
单氏取周
荣国
毛国
夷国
原国
应国
凡国
胙国
祭国
尹国
甘国
井国
雍国
西周国、东周国
权国
罗国、卢戎国
随国、贰国、轸国、绞国、州国、蓼国、郧国
季梁与少师
落难的楚昭王
谢国、申国、缯国、吕国、息国、邓国、谷国
房国
江国、黄国、道国、柏国、弦国、厉国
赖国
东不羹、西不羹
唐国
许国
世界第一位女诗人
许僖公担任楚共王车右
许国六迁
炎人国
第三编　华南古国
盘古国
缚娄国、阳禺国、驩兜国
第四编　西南古国
巴国、蜀国、苴国、丹国、犁国
杜宇啼血
地崩山摧壮士死
第五编　西北古国
丰国
毕国
南国
成国
芮国
梁国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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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国
褒国
西戎（亳、荡社、荡氏、彭戏氏、邽、冀、杜、郑、小虢）
夨国、国、散国
第六编　华北古国
沈国、姒国、蓐国、黄国
郇国、董国、贾国
骊戎
翟柤国
杨国
耿国、魏国、霍国
虞国
冀国
倗国、霸国
邢国、軧国
黎国
赤狄（皋落氏、廧咎如、潞国、甲氏、留吁、铎辰）、长狄（鄋瞒）
白狄（肥国、鼓国、仇由、鲜虞—中山）、代国
白狄东迁
赵无恤杀姐夫
胡服骑射灭中山
第七编　东北古国
肃慎
东胡
濊貊
附　录　先秦古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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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国志》

精彩短评

1、第一小节就这么精彩！
2、书印刷错误，有缺页
3、非常通俗好玩的一本书
4、班车上没事看着玩
5、作者花费一些精力整理这些文献可以肯定，但作为一本书籍出版，确实没见其中精彩之处，觉得
也就很一般吧
6、林屋公子的好书，中华的智慧都在先秦了，很不错，非常值得一看。
7、一般般，模糊的史料，加一点小调侃。
8、群舒国 陆终六子 祝融八姓 越绝书 三桓 阳虎之乱 殷民六族 帝乙归妹 汉阳诸姬
9、挺有意思的一本书，作者查阅了很多资料，作为看春秋战国史的补充也挺不错的。
10、先秦的历史书，写得很新颖
11、2016年3月12日读，2016-76，图58。
12、这个比较差！当段子书看还可以
13、这本书再次告诉我们，不要相信豆瓣红人的作品，他们都把时间混豆瓣了，哪有时间做学问？所
谓的志，根本就是百度百科词条的整理而已。
14、作者写得真好，应该做了不少功课。
15、一本短小的春秋政治史。了解到我的姓氏来源。还挺有意思的。最感概的要算伍子胥了。吴国真
是成也伍子胥，败也伍子胥呀.能力是开挂级别的。但这识人之明真够差劲的。导致吴国灭亡的两大主
力夫差和伯嚭都是伍子胥给大力推到政治舞台上⋯⋯
16、内容不一定很准确，但题材非常感兴趣，有一种填补业界空白的感觉。推荐！
17、历史好书
18、题材很好，语言很风趣，考据不够严谨。另外吐槽下出版社，实在是渣里面居然有40页错订！
19、哈哈，宋，这个国号以前混这么差，宋国人常被笑话，宋朝为啥还要用呢，好奇怪。
20、很好，很用心！
21、题材很有趣，写得比较模糊。
22、书名改称东南古国史我可以打4分。连孤竹、青丘都没有。西南古国也是一笔带过。
23、文笔差了点
24、本书对于先秦古国的邦国做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可惜限于史料的缺乏，很多国家甚至连君主姓氏
都已经湮没了，不过仅仅是史书上只言片语的记载，好歹让当代人认识到这个国家曾经是存在过的，
那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连国名都没有流传下来，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将来能让更多的历史得以还原也
是对这块土地的尊重
25、本人就是教历史的，觉得很实用
26、优点是能够补充春秋以前的列国历史知识，缺点是受限于体例而太过零散。华东古国最详细，其
余地区古国略显不足。算是一部瑕瑜互见的三代与春秋列国历史普及读物。
27、不错，五星推荐。
28、好书，值得一读。
29、难得有一番功夫整理，加上历史地理，两周史基本可以讲清了
30、这个。。。其实看看作者名字和出版社就不该读的。
31、挺有意思的。
32、现在太大众的知识确实难以引起兴趣，所以这类能把冷门知识串起来的书绝对让人眼前一亮，看
得出作者是下了大功夫的
33、神秘神秘还是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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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国志》

精彩书评

1、最剽悍的秦国骑士，最凌厉的攻城掠寨，在西部，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冲撞出来的帝国土地上，发
生了什么？有哪些回味至今的背影？那些歌吟中不断重复的故事，哪些史籍里依然鲜活的面孔，让我
们循迹而仰望，沿路而重拾吧。一本书，一个坐标系，在时间和地域的象限中，勾连起古国史，英雄
志！
2、/儿歌在拿到这本书前，早有耳闻三千年前的先秦，在中国版图的大大小小角落，散落着一群小国
寡民式的邦国，当时以为是史书夸大秦乃“万邦治国”王畿万里。没料到《先秦古国志》中却详细记
载了当时大大小小的国家，不论是最为研究历史的参考还是当作本“野史”看个热闹，这本书在可读
性上都毋庸置疑。全书按地域划分十分精妙，共分为七章，记载了207个具有典型代表的邦国。一般我
们都知道，夏商周到先秦这个时期，记载的历史以神话为主，而且史料不全不同版本流传的史书也有
诸多矛盾，有些小国家或者说是城邦都是一笔带过，作者能从零散的史料剔除细枝末节并从神话中引
经据典整合一个个的史实，使每个国家的发展脉络都客观呈现，确为难得。如果没看过上古历史，你
一定会觉得《先秦古国志》书中的城邦名字很奇怪，什么诗国、东不羹、西不羹、炎人国，针对这些
城邦古国，书中当然会为你解答这些国家名字的来历，书中的半数国家也都记叙名号的来历，方便可
寻。但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看出来是按照姓氏定的国名，如：许国、徐国、钟离国等，尤其是这些
城邦中的“大国”，都有各自的故事，透过一个个故事，可以了解古代人们的生活，了解古人的思想
，甚至可以从蛛丝马迹追到上古神话的影子，耐人寻味。自古各国讲究个某图强权和霸业，虽然秦是
统一了六国，但是在先秦却远没有那么太平，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在骚动着，即使是一个千人众的国
家也要分一杯羹，书中各国大致还有个特点无论大小都进行了不少战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徐国是
个大国要固守疆土和开拓资源自然战争也频发，在他的土地上，商王汤发动鸣条之战大败夏王桀灭了
夏朝；周穆王与徐偃王之战；楚徐的淮夷之战；徐国和钟吾国之战等，仅仅作为万邦之国的一个代表
，就与周围城邦发生了这么多摩擦，各国的兴盛衰微仅在这些“王”的权利、势力博弈里摆弄，着实
令人感到那个时代局势的动荡和一切的不确定的性，如果中世界是西方最黑暗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
也一定是中国政权更替最快的时代。鸿图霸业谈笑间，动荡何止三千年！最后要说的就是书中一些国
家奇怪的习俗，如吃人：“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意思是说，这个
楚南之国有个特殊的习俗，谁家生了第一个孩子，必是先杀掉分吃。而且“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
其父”。如果人肉鲜美，还要献给君王。君王吃的高兴了，就会大加赏赐。“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啖
其肉”，将犯人处死，要当面吃掉他的肉。这还不算，还要拿他的脑袋当酒壶用，“又取其骷髅破之
以饮酒”。“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战场杀敌还要把敌人吃掉，这也可能是杀急了眼
。但“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乡里死了人，乡亲们也是分而食之，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习俗了。书
中多引经据典《春秋》《尚书》《山海经》《史记》等一些史书作者都有涉及，读起来很真实，是一
本整理的不错的书。
3、乱世烽烟，古国遍地开花文/泊南我国的疆域最广的时候当属元朝，当年元朝的铁蹄已经踏遍亚洲
大陆，可是在先秦时期，疆域可是没有那么广的，当年战乱烽烟四起，就是那么一点土地，也是四分
五裂成好几百个“国”，可见，这些国在今天看来，领土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吧，我估计。以其
中某一个国家为例吧，“单“国。西周的时候就是今天陕西的眉县，眉县有多大呢？我百度了一下，
截至2012年，全县总面积863平方公里。陕西总面积20.58万平方公里，想一下比例，觉得先秦有那么多
国家也就不奇怪了。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战斗力相比也比今天差多了。今天的核武器，战斗机，坦克
等等一应俱全。古代上等的战斗工具也就战车战马，箭弩了，好一点的大一点的国，战马战车会多一
点，小一点的估计战斗力就很弱了，即使分裂自己独立成国，也只能是附属的命。记得在看《三国演
义》的时候，对草船借箭记忆深刻。想一想吴国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个数一数二的富庶国家，在对战的
时候，仍然需要大量的武器，时间不足，都需要从曹操”借“。小国怕是借也是没地方借的哦。因为
战乱，凡是有点能耐的，都不想听别人发号施令，大诸侯国”挟天子以令诸侯“，小的就先独立后依
附，总之，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还是得听我得，至于外交听谁得，那就看形势，谁厉害就依附谁。
所以就有朝三暮四的变化。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先秦终于在秦国的最终强大后，统一了，结束了
今天上午独立称王下午就被灭那些林林立立国家的乱局。为了那些生命力没多久，却又存在过的古国
，免于被淹没的命运，能把他们写进书里，也是个很好的办法。
4、列国时代《先秦古国志》中国历史最有趣的是什么时候？应该说是唐以前，如果范围再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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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国志》

那就是秦以前。那是一个列国纷争的时代。当年上师范的时候图书馆里有一套柏杨的《现代语文版资
治通鉴》当时只出版了前面的三十六本，我特别喜欢，结果被同学们看到了，大家就都去借，都传着
看，毕业以后好几个同学都买了七十二册的全套，可是再读的时候，还是只读到了三十六本，后面就
是唐朝里，一进入唐，中国的史料一下子增加太多，很多故事，很多人物都不熟悉，就好像调到历史
的海洋中给淹没了。还是唐之前，那些故事我们多少都比较熟悉，都有耳闻。这套通鉴其实最精彩的
还是秦以前的列国时代。这本《先秦古国志》就是为那些列国时代的小国做志的，说到战国，我们都
知道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其实战国以前的春秋时代，列国纷争，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胜数，
即便到了战国，除了七雄，也有很多小国夹杂其中。上演了一幕一幕精彩又有趣的故事。讲述这段历
史的书也不少，有《春秋》，有《通鉴》，有《战国志》，有《东周列国志》等等，这段历史中有很
多不是很靠谱的成分，但是却有因为你没有别的资料，你只能感觉不对劲，但是你却没办法去推翻，
就算你证明这资料不正确，你也没有可以替代的正确的东西了。这本《先秦古国志》不仅仅是建立在
这些传统的历史书，和野史上面的，还利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近年来关于先秦的考古不断有新的发
现，对先秦的文献的解读也有新的资料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对先秦的了解，甚至可能比宋唐时期甚至
汉朝占有的资料更多更丰富。所以才会有这么一本《先秦古国志》的出现吧。没想到作者竟然收集到
了这么多个小国，虽然有的资料和故事多一点，有的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既然叫《先秦古国志》就应
该比较全面，所以作者尽可能的列出这些国家来，然后按照方位进行归类，大大小小的有上百个吧。
其中很多国家都和姓氏有关，这也是作者比较独到的地方。很多国家虽然消失了，在历史上也没留下
什么，可是这个国家作为姓氏却流传了下来，这也是值得历史学家注意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
想关的资料非常少，就无法去做到取舍，不过仅仅是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就已经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情了，书里面还配了很多照片，作者遇到故事的时候，文字还是很不错的，历史毕竟不是小说，想要
达到《盗墓笔记》那种效果是不可能的。作为历史书，重要的是史实，作者在这个方面还是没少下功
夫的。相信如果作者继续沉浸在先秦列国的历史当中，还会有优秀的作品出现的。
5、看完了《先秦古国志》，学习了，又涨了好多芝士。有一种蛋蛋的忧桑叫做被高中历史课本欺骗
。原来“烽火戏诸侯”不是真事，平王东迁之前还有“二王并立”，赵氏孤儿的故事也是虚构的，等
等等等。还有共工，盘古、夸父、后羿、精卫等等这些神话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并不完全是出自远古
时期人们的想象。依稀记得“神话”的名词解释是：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
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只记得大概了，还是翻了一下书），嗯，现在更能理解这个定义了。以前看过的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
、精卫填海、盘古开天、共工怒触不周山都只是看了选段，而且看完没多想，一直以为这些人物也是
虚构的，真没想过这些人是真实存在过的。总之就是，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时常会有“啊我读书少你
是在骗我吧”这种感受。这本书一共讲了207个先秦古国，大部分国家都有好多精彩的故（ba）事
（gua），太后杀手叔孙侨如、向姜夫妻吵架赌气离家出走导致娘家被灭国、鄫国国君居然撇掉亲孙子
让外孙做继承人神马的，比小说电视剧精彩多了，一边看一边脑补根本停不下来啊⋯⋯——seriously，
这些故事能让我这种文盲了解很多典故的前因后果，尤其是《诗经》《论语》里的，看完对于《诗经
》《论语》的部分篇章也有了新的理解。这本书的叙述方式比较随意，感觉就像林屋公子正坐在对面
给读者讲述这207个国家的故事。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的幽（dou）默（bi），弹幕比比皆是（这也是我
脑补根本停不下来的原因）。看得出来林屋公子在语文这门课上绝对是学霸，遣词造句十分接地气，
语文水平简直炉火纯青。比如讲到文姜和兄长的关系，林屋公子的描述是文姜“据说从小就和哥哥多
有身体接触”——不愧是学法律的！再比如“徐国国君的后妃怀孕，生了个蛋”——哈哈，这句怎么
读都会觉得哪里不对啊，笑得根本停不下来。“宋闵公手下有个大夫叫南宫长万（一听名字武功就很
好）”，“南宫大侠是个血性汉子，直接抄起棋盘一下就拍死了老宋（对领导有意见者请勿模仿）”
，这括号里的内容不就是弹幕吗？简直不能更赞啊。还有一点不得不赞，大部分国家的介绍里都会有
这个国家的遗址和相关景点介绍，还有相关的考古资讯，此书可称旅游景点大全。感兴趣地驴友完全
可以按图索骥，想去哪里点哪里，so easy。感觉这本书唯一的不足在于地图太少，我这种文盲本来地
理就不好，再加上这些古国很多还搬迁过，反正在我的脑子里没法给他们定位。还有各个国家的关系
，貌似很多国家的关系中地缘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吧，没有地图真的太抽象了。还有各种战争
，没有地图只看文字完全抓瞎⋯⋯
6、真是一部奇书！一拿到书，就先找到两个本县地域内曾出现的古国，浏览之下，对故乡源远的历
史至为自豪。然后又看了临沂市地域曾经有过的其它10个古国，再看了曾在山东地域出现的其它2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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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这样，在这207个古国中，山东一地竟占了39席。当然最多的是河南，占到了68席。这两个省份
就占了本书207个古国的一半以上。中华文明的源头虽然很远，但有文字的历史很短。秦始皇帝的一把
火，更使先秦文明的记载失去了源头活水。虽然凭着一些通儒的记忆及断壁残垣间的一些出土，部分
先秦文献得以整理，但这与其本来面目，不知有了多少距离。对于这些虚实难辨的整理作品，惟能从
中一窥先秦的影子了。在生产力低下的先秦上古时期，中华大地小国星罗棋布，号为“万邦”。其国
力强大事迹显明者，已入《史记》，得以流传。但该书不收的诸多小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已湮
没无闻，只能在古代文献中找到只言片语。我们在阅读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章时，经常会遇到这些不甚
了了的国家名称。现在，林屋公子以一个业余先秦史爱好者的身份，能够对这些先秦典籍进行爬剔梳
理，为这207个神秘的先秦古国立传，可谓慧眼独具、心裁别出，是一项填补先秦历史研究空白之作了
。其功甚伟！并且，本书读者定位为大众，故表述语言通俗易懂且不乏幽默调侃之语，读起来毫无晦
涩之感，惟觉时时如春风拂面。在书中，作者把能见到的有关一国的资料进行整合，把一些歧见也择
要罗列，资料极为宏富，殊为难得。读过之后，对一国的现今方位、姓、建立和灭亡的时间、主要人
物及重要事件就有了一个全面、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些国家最为详备的介绍了。
从中更能获得一些别于俗见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如在介绍有穷国时梳理了后羿射日的真相，及嫦
娥奔月的现实指向等，可谓受益匪浅。书末附录“先秦古国一览表”更收到了提纲挈领、一目了然之
效，非常实用，非常贴心。值得点赞。美中不足之处，是书中没有地图。这样，读者对这些国家的地
理位置只能凭借脑中的印象了。序言中建议阅读本书搭配使用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
手头正好有其简编本《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但毕竟大众读者没有这么方便。如果能把该图集中相
关的几幅图附录书中，读起来就更方便了。文字指瑕：1.第12页末段首行，“前578年，中原各国与吴
国在淮夷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与吴国会盟”中，“与吴国”重复。2.第86页，第三行有“在营国向
城开会”，“营”当为“莒”之误。3.第286页，倒数第八行有“重建天日”，“建”当为“见”。4.
第299页有“‘巴’是重庆市的简称”。重庆简称宜为“渝”，“巴”为重庆别称。
7、部分精彩书评：　　★春秋时期，或者更早，有很多诸侯，各个都很小，最后到秦统一时，一个
都不剩了，其中大国如齐、晋、赵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但其余小国，都是怎样的名目和故事，关注
的人并不多，然而这些古国也有自己的欢喜悲哀和起伏荣辱，它们的名目甚至和我们许多的姓氏相连
结，这本书就是讲述这些不知名却有“名”的小国故事。　　——潇水(《先秦凶猛》作者)　　★先
秦之史料既缺且乱，记载相互矛盾之处又多，欲理清大国之史迹尚且不易，何况小国乎。林屋公子之
《先秦古国志》，偏广罗太史迁所未立传之小国二百余个，遍览古籍，掇珠成串，迷失数千年之古国
仿若清晰可见。旁征而博引，可谓操舟有楫，筑室有基，其为学之严谨，亦足称道矣。　　—— 醉罢
君山(《春秋无义战》《战国全史》作者 )　　★远古万邦，铸成华族。万邦不泯，永生于民族基因链
内。溯流探源，慎终追远，善莫大焉。　　——虎公（天涯论坛知名写手，《晋国诸卿家族史》作者
）
8、我们能了解到的先秦历史大抵都是从《左传》《国语》《史记》《战国策》等等史书中获得的。
而这些史书并没有事无巨细地记载先秦时期所有国家的历史，由此，我们也仅是知道个大概而已。林
屋公子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经过考究，为我们带来了那些几乎不曾在史书上出现过的先秦时期的历史
。就体例而言，《先秦古国志》颇有《山海经》之风，但又比《山海经》出色不少，在介绍每个国家
的时候，开篇先以简答形式将该国的方位、姓氏、建立或灭亡时间、主要人物等进行了罗列，如此让
读者读该国历史之前便对其有了大概的了解。就内容而言，《先秦古国志》为我们展现了200多个先秦
古国的历史，既有历史又有民俗传说，可以说其是异于史书的一种先秦古国风情志。因这些小国史书
少有记载，林屋公子能够穿越千年的历史迷雾，搜集钩沉，使这200多个先秦古国的历史活灵灵地展现
在世人面前，可见其功力之深。《先秦古国志》虽是个人创作，其风格与正规史书不同，但其内容如
史书一样值得阅读、借鉴。就语言而言，《先秦古国志》颇有通俗小说意味。其语言口语化较强、通
俗幽默。没有生气的上古历史在林屋公子的笔下就像说书艺人口中的故事一样徐徐流淌而出，令人在
听书的氛围内完成了了解历史的任务。匆匆的社会，高速的信息轰击，让人已经没有去静心了解历史
的心情。但是当将历史和八卦式的口吻和内容结合在一起，带给人的感觉就美妙非常了！
9、这本书从第一眼看到就特别喜欢。因为设计挺厚重古朴，感觉好像《山海经》一样的古书。再一
看介绍，作者林屋公子是个有心人，由于喜爱历史，所以搜尽字缝，走遍神州，将中国先秦时代出现
过的国家的信息进行汇总分类。书拿到手一看，体例还真是与《山海经》类似，按照方向方位，将这
些国家分类，然后一一进行介绍。但是山海经是带有想象色彩的地理书，那个世界是假想不变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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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大山都是稳定不动的。但是介绍这些先秦古国可就难多了，他们会移动，还有跟周围国家错
综复杂的关系；更为难搞的是关于这些国家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大多是些小国，历史上偶然露
一小脸都很难得，后人凭着这些浮光掠影的信息得出的结论自然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难得的是作
者持论比较公允，无法主观断定谁对谁错就选一般公认的观点，而且基本上全书没怎么出现前后矛盾
的地方，看来作者还是真的下了一番功夫的。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走在街上可以看到附近大楼上写着
几十年前的口号和标语，心里感叹，历史总会留下痕迹。读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又回想起当初的感叹
，我们现在的很多地名和姓都来自先秦古国，比如江苏和山东的很多地名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些先秦古
国的国名，而一些有趣的姓氏也是。比如，英这个姓来自一个叫“英国”的先秦古国，作者特地注明
，非英吉利。汉高祖的猛将英布就是这个古国的后裔，作者说，后来这个姓氏就没什么有名的人物了
。但是我心里自己就脑补出了英若诚一家。可见作者写的真是引人入胜。讲个书中的小故事，这类有
趣的故事在书中俯拾皆是。宋闵公有个大夫南宫长万，武功很好。可是有一次南宫打仗被鲁庄公抓获
以后，放了回来。这个宋闵公就瞧不起南宫长万了。有一天俩人下棋，明明南宫赢棋，宋闵公要耍赖
。南宫不答应，这个宋闵公就骂开了：“以前还把你当个人看，现在都当了俘虏，你神气个什么？”
南宫长万性如烈火，抄起棋盘就把宋闵公给开了。杀了国君，南宫长万从宫内杀出宫外，连上前询问
的大臣也一掌给劈了，连牙齿都飞出来钉在柱子上！然后南宫索性立了另一个宗室子弟做国王，自己
掌了大权。这个南宫长万真猛！这样也能行，真真服气了。先秦时代大概只有围棋，所以南宫肯定是
抄起围棋盘把国君给开了。《笑傲江湖》中梅庄四友中的黑白子也是用棋盘做武器，金庸说黑白子以
前用大铁牌做武器，后来讲路数融入棋盘。明明这棋盘武功有渊源嘛，南宫一派呀。下棋确实容易起
争执。我有个老外朋友，夫妇俩都喜欢下棋，但是俩人从来不下，因为只要一下棋必起争执，一争执
就影响夫妻感情，所以干脆夫妻俩不下，跟别人下。下棋看来是雅事，其实比起琴书画那三样，拱火
儿多了。最后就是感慨一下，到底那个时代约束少，人性飞扬，君主嘲笑大臣，惹火儿了也会丢命。
而人类社会的规矩越来越多，获利的只是那些善于在官场钻营者，现在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就是百
般嘲弄，下手大概连回嘴的也很少吧。我喜欢这本书！
10、越是一个民族民间的故事传说，往往越能够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文明或者说文化内核。就比如说在
彭国一篇中引用的关于彭祖的民间传说里，彭祖妻子因为炫耀而无心泄露了彭祖不死的秘密，虽然这
个故事颇多不合情理之处，但仍不免令人联想到了君子慎独的精神。似和大洪水的传说类似，乎东西
方都有类似的故事传播。于是，我们这些后人就能够知道了，真正的秘密是藏在一个人的心里，若是
两个人知道了，这个秘密都不算秘密了。隐藏在历史迷雾背后的先秦古国，通过作者整理出的这个简
明的谱系，来为我们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老实说，作者所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不会讨我们这
些普通读者的好罢了。该怎么说呢，反正，如果你也是一个非历史研究者，只是单纯的处于对历史的
普通读者，你想在书里看到的是什么？⋯⋯难道会是那一连串的皇帝谥号，皇家的各种礼仪祭祀活动
，某年某月的天文异象⋯还是会是宫廷中你死我活的夺位阴谋，会是朝堂上风云诡谲的党派之争，会
是战场上刀光剑影的血腥搏杀⋯⋯不！至少对于我而言，这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重复出现的近乎于
千篇一律的内容，都不会是我想要看到的，像这么高大上的东西，还是留给那些专门的研究人员吧。
我所想要看到的，只会是更实际些的内容，比如：当时的人吃的是什么、穿的衣服是怎样的、他们如
何出行、居住环境和格局如何呢？或者，当时有什么奇异的风俗，有些什么样的娱乐活动，科技的发
展等等的又是怎样的呢？——可惜这些我想看的，在该书中几乎都没能找见。大概是描写春秋战国的
历史书籍我也搜罗得不少了，再看书里的这些故事就感觉太多重复了。比起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我
倒是更好奇更古之前的人们，在不同的地域是如何生活的。很明显的，除了涉及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
又少量描写之外，作者更感兴趣的是自有据可查的史料中建立起一个分类检索的谱系。也有一些关于
先秦古国的风俗描写，但是往往都一带而过，没能深入发掘。比如说炎人国的葬俗吧。“父母死后要
把他们身上的肉用杀猪刀一块块剔下来扔掉，这才是孝子”，究竟是子女为父母送葬要这样做，还是
所有人死后都要这样处理呢？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揣测，炎人国的葬俗说不定就是天
葬的前型。只能说，这真是该脑洞大开的时候不脑洞了，不该脑洞的时候却脑洞了。书里东拉西扯的
很能侃，而作者本人的历史知识面广，又对于这些民间的故事传说了解颇多。能看出在文字的背后作
者为了搜集相关的资料所下的功夫，至少这书的知识性是足够了的。只是，虽然作者下笔的时候极力
往“轻历史”的那种风格靠，但该书的内容所限，引用的资料过多，多是用的陈述性的语句；反之，
有些口水话没让人感觉诙谐幽默了，倒是有种‘贫’过了头的感觉，让人看着有点腻歪了。再有，书
里翻译过来的对话部分，为什么没有附上文言文或古文的对话原文呢？用现在这样口头语翻译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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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好能够附上最初没经过翻译的原文，一方面让书的内容更加充实些，另外这样的对比也能够显
得更加的翔实可信。怎么说呢，细看的话感觉这书真还没什么意思，大约是素材太少，勉强的拼凑成
了这种厚度。实话说，这书用来研究国人的姓氏史变迁倒是不错；或者，要写关于那段时期的东西，
将该书作为背景资料的侧面补充也成。其余的，还是算了吧。PS.看这本书先别看目录，先看封面图，
封面上插小旗的城郭（郢）名的大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统统都没有，当然，像是战国策里的东西周就
另当别论了。
11、于今时遥望先秦万邦——评《先秦古国志》文|杜子腾笔者对先秦列国的迷恋始于中学阶段初读《
东周列国志》，通俗易懂的文字再加上妙趣横生的情节很容易让血气方刚的青少年为之一快。而今，
眼前的这本《先秦古国志》则干脆将先秦以至上古可考可查的列国统统分门别类，记录下来，颇叫人
期待。经过两天时间的细细品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本书：其一，全书编排上共七编，是
以地理位置为依据，主要是以大区划为参考，分为了：华东古国、中南古国、华南古国、西南古国、
西北古国、华北古国以及东北古国。这样的分类更多的是参考了现行的政治区划，有助于读者对于对
应地域历史上古国的探究。笔者本人就是有选择的从华北古国部分开始了本书的阅读。其二，针对每
一编内出现的各国，似乎并没有遵循一定的先后顺序，但在记录时统一在开头以类似档案标签的形式
备注了该国的国名、方位、姓、建立、灭亡以及主要人物等信息。毕竟全书记录的古国多达207个，私
以为这样的细节特别有助于以后查阅本书。简言之，作者的法学背景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留下了很深
的痕迹。其三，就是从具体的内容上来讲，从大众普及的角度上来讲，知识性得到了很好地体现，但
稍显遗憾的是内容的趣味性上有所欠缺。这里的原因既有前秦古国本身缺乏详尽史料的支持，也有作
者在组织行文与案例选取上的问题。当然了，前者的因素可能远远大于后者。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们很容易发现本书对于华东古国与中南古国记录的详尽程度远远甚于其余部分。而对于华东与中南
古国这两个内容较为丰富对象的叙述过程中也稍稍欠缺了一点儿趣味性，读起来相对枯燥。特别是对
于各种佶屈聱牙的人名、地名，不抱着一本字典很难顺利的阅读下去。当然，如此反推作者在写本书
时所付出的精力与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综上来看待本书，我们基本上能得到一个较为客观的说法
就是：这是一本介于工具书与历史演义之间的一本先秦古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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