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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朝歌曾是殷商时期武丁
!

武乙
!

帝乙
!

帝辛四个帝王的国都所在地
"

据史料记载
#

淇

县
#

远古时称�
"

殷王武丁
!

武乙曾徙都于�
"

公

元前约
!!!"

年
#

殷王帝乙定都于�
"

帝乙死后
#

其子帝辛在�继位
#

因�邑城西有朝歌山
#

帝辛

遂将�邑改为朝歌邑
"

帝辛
#

名受
#

史称
$

殷纣王
%"

公元前
!#$$

年
#

周武王起兵反殷
#

攻破朝歌城
#

纣王被迫自

焚而死
#

殷朝灭亡
"

由今淇县城东行
%

公里
#

来

到淇县西岗乡河口村的淇河大堤上
#

可见纣王

及其王后和妃子的三座坟墓呈南北排列
"

纣王

墓前有一通巨碑
#

碑上
$

纣王之墓
%

四个大字
#

由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于
!&%'

年题写
"

日前
#

记者随同淇县文物旅游局的逯喜春

来到纣王墓
#

留心观察是否还会有其他人也来

这里看看这个长眠于淇河边的千古帝王
"

可是

我们在墓前停留了多时
#

也未等到其他人的到

来
#

我们怅然而返
#

只有周谷城先生题写的那通

墓碑在默默地守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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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一带
#

千百年来流传着这样一句歇

后语
&$

纣王的江山
!!

铁桶一般
%"

就这句歇后

语的来历
#

记者采访了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
!

淇县朝歌古都学会会长燕昭安先生
"

燕昭安说
#

殷纣王是帝乙的儿子
#

殷商末代君王
#'

史记
(

中

说他
$

资辩捷疾
#

闻见其敏
#

材力过人
%#

有倒曳

九牛之力
#

具托梁抚柱之威
#

深得先王帝乙的喜

欢
#

虽非长子
#

却让他继承了王位
"

纣王继位时

殷商王朝已成了个烂摊子
#

朝廷内部因纣王以

次子身份为王而产生了派系争斗
#

外部又有劲

敌东夷的频频侵扰
"

面对内忧外患
#

纣王励精图

治
#

决心宏振殷邦
"

他将国都�邑改名为朝歌
#

取
$

高歌猛进
#

兴旺发达
%

之意
#

表明了他的决

心
"

为了平定东夷
#

征服八方
#

建立统一霸业
#

纣

王一边训练军队一边打造兵器
#

造就了一支攻

无不克的威武之师
"

他率兵东出淇水关
#

与各路

诸侯会师后转战安徽和山东征讨东夷盟国
#

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

纣王平定东夷
#

迫使八方

诸侯纷纷臣服
#

让殷王朝的疆域扩展到了江淮
!

浙赣
!

四川
!

陕西
!

内蒙等广大地区
"

在征战当中
#

殷王朝获得了大量的财物和

俘虏
#

国力大大增强
"

纣王为了巩固江山
#

他

在朝歌城外围扩建了三道城墙
#

城池规模庞

大
#

坚不可摧
#

展现出
$

邦畿千里
%

的大国风

貌
"

他又在先王王宫的基础上扩建纣王宫
#

纣

王宫有宫殿区和御苑区两部分
)

在宫殿外修建

社稷坛和宗庙
)

将王城向南扩展一倍以上
#

称

为
$

二道城
% **

从而显示出朝歌城的繁荣和

坚固
"

因此
#

民间历来有
$

纣王的江山
!!

铁

桶一般
%

的说法
"

纣王在位
"(

年
#

他叱咤风云征战八方
#

开

创了华夏统一的基业
"

在治国方面
#

纣王励精

图治
#

推行改革
#

兴利除弊
"

他继位后废除了

杀戳奴隶和俘虏的旧制
#

让他们发展生产
#

为

国家创造财富
"

纣王还积极推广使用耕牛
#

开

展集体生产
#

普及雍土施肥和灌溉排水等先进

的耕作技术
"

纣王统治时期
#

中国的文字
!

音

乐
!

天文
!

历法等多方面都有所发展
#

促进了

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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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晚期有
)

个帝王以朝歌城为国都
"

而

纣王作为末代帝王
#

在周灭商之前经过努力又

让殷商王朝一度成为强大的帝国
#

显示出了覆

灭前的回光返照
"

这期间
#

从里城被赦免放出的周文王回

到自己的封地后
#

表面上对纣王俯首称臣
#

暗地

里却在不断扩充实力
#

收拢了很多诸侯国
#

大有

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势
"

周文王死后
#

他的儿子周

武王继承了父亲反殷的遗志
#

派人到朝歌打探

实情
#

准备进攻殷纣王
"

据史料记载
#

在公元前

!#$$

年即周文王死后第四年
#

周武王趁纣王对

东夷用兵
!

朝歌城军力空虚之机
#

率戎车
*##

乘
!

虎贲
*###

人
!

甲士
)+"

万人由西安东进
"

行

军
("

天后
#

周武王与各路诸侯会师
#

大军渡过

黄河继续东征
#

直逼朝歌
"

纣王得知消息后仓

皇至极
#

只好把近卫军和大批俘虏武装起来前

去迎战
"

双方军队战于牧野
#

纣王军队的前锋

与周兵刚刚交战便纷纷倒戈
"

周武王大军乘胜

追击直取朝歌
#

昔日固若金汤
!

令纣王感到自

豪的朝歌城被周武王一举攻破
"

纣王见大势已

去
#

向西逃往鹿台后被迫自焚而死
"

周武王追

到鹿台砍下纣王的头颅
#

把纣王的尸体抛弃在

荒野
#

把纣王头颅悬挂在旗杆上示众
#

宣告了

殷商王朝的灭亡
"

淇县朝歌古都学会会长燕昭安说
#

纣王所

经营的强大的殷商帝国最终不堪一击
#

原因之

一是当时正值纣王对东夷用兵
#

朝歌城无可用

之军
#

足智多谋的周武王经过长期的军事准备

后乘机起兵
)

二是纣王临时武装起来的俘虏兵

无心为殷商打仗
#

他们临阵倒戈
#

壮大了周武

王的兵力
)

三是纣王在后期变得骄傲自大
#

刚

愎自用
#

不听劝谏
#

残害忠良
#

造成朝廷内部

矛盾激化
#

使他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

就这样
#

周武王轻而易举攻取朝歌城
#

纣王自

焚而亡
#

殷商王朝随之灰飞烟灭
#

被西周政权

取而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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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灭亡后
#

如何来统治殷商遗民就成了

摆在周武王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
"

大臣们纷纷

为周武王献计献策
"

有人主张把殷商遗民全部

杀掉
#

以绝后患
)

有人认为应该区别对待
#$

有罪

者杀
#

无罪者活
%#

不应斩尽杀绝
)

有人提出实行

笼络的办法
#

分化利用殷人
"

周武王决定采取笼

络之策
#

于是他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禄父
#

将武

庚留在朝歌
#

通过武庚来控制和管理殷商遗民
#

以达到
$

以商治商
%

的目的
"

武庚接管朝歌城以后
#

将父亲纣王与苏妲

己的尸体收殓起来
#

葬在了朝歌东面的淇河边

上
"

武庚虽被周武王封为禄父
#

但是他并不甘心

被周统治
#

在周武王罢兵回师后他暗中笼络殷

民
#

伺机叛周
"

淇县史志工作者闫玉生告诉记者
#

周武王

当然对武庚心存戒意
#

为防武庚有变
#

他在封武

庚为禄父后
#

采取
$

三监
%

之策对武庚进行监督

和约束
"

他以朝歌为中心
#

在朝歌周围设立了

邶
!

�
!

卫三个封地小国
"

朝歌北面为邶国
#

国都

在今汤阴县境内
)

朝歌西面和南面为�国
#

国都

在今新乡市境内
)

朝歌东面为卫国
#

国都在今浚

县卫贤
"

邶
!

�
!

卫三国分别由周武王的三个弟

弟管叔
!

蔡叔
!

霍叔统治
#

从而严密监视武庚的

动向
"

昔日的殷商国都朝歌在
$

三叔
%

的包围下

沦为
$

三监
%

之地
"

令周武王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

他以良苦用

心设立的
$

三监
%

后来竟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周

复殷的战争
"

那是在周灭殷的两年后
#

周武王去

世
#

周成王继位
#

而周成王因年幼不能料理国

事
#

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代行天子之职
"

周公

旦的行为引起
$

三监
%

中管叔和蔡叔的不满
#

他

们认为周公旦要篡夺王位
#

于是这两位王室宗

亲与禄父武庚串通一气
#

联合东夷各诸侯国发

动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
#

周王朝危在旦夕
"

周

公旦率兵二次东征朝歌
#

战争持续了三年
#

周公

旦得胜
"

挑起这场战争的武庚
!

管叔被处死
#

蔡

叔被流放
#

霍叔被贬为庶民
"

武庚叛周被杀后
#

朝歌的纣王宫被周公旦付之一炬
"

闫玉生说
#

在二次东征朝歌胜利后
#

西周王

朝深切地吸取了武庚叛周的教训
#

把朝歌的殷

商八大贵族统统迁到了洛阳定居
#

八大贵族定

居的地方后来被称为王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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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
#

人们普遍认为纣王是个不可救

药的一代暴君
#

把他等同于洪水猛兽来看待
#

一

提到他便很自然地想到
$

助纣为虐
%

这个成语
"

在淇县
#

流传至今的许多民间故事与一些真假

参半的殷商遗迹列出了纣王的种种罪状
#

如摘

心台
!

肉林酒池
!

折胫河
!

鹿台等等以及它们的

故事
"

'

淇县志
(

中也说
#

纣王到了晚年变得荒淫

奢侈
#

他储酒为池
#

悬肉为林
#

让众多美女裸体

追逐跳
$

北里之舞
%"

为了镇压反对派
#

纣王设炮

烙酷刑
"

当时西伯侯姬昌暗中表示不满被人告

发
#

纣王把他囚禁在里城长达七年
#

又把姬昌

儿子的肉剁碎做成包子让姬昌吃
"

纣王的这些

所作所为自然令人痛恨
#

于是随着历史的演进
#

纣王在人们心目中变得一无是处
#

是一个只知

道享乐而又惨无人道的暴君
"

然而
#

自春秋的端木子贡开始
#

历代不乏有

识之士为纣王鸣不平
"

有人认为
#

纣王是一位胸

怀大略的卓越政治家
#

他曾让摇摇欲坠的殷商

王朝扭转乾坤并且一度处于中兴时期
"

纣王世

世代代遭人唾骂
#

大概是应验了
$

胜者王侯败者

贼
%

这句话
#

将纣王极尽妖魔化的徐仲琳也是以

这种心态来写
'

封神演义
(

的
"

周王朝取代了商

朝
#

也取得了对历史的解释权
#

即美化自身丑化

纣王的权力
#

纣王的许多罪名都是西周统治者

强加的
" '

封神演义
(

对纣王的描写更是空穴来

风
#

有悖于历史事实
"

纣王是个巨过掩功的历史

人物
#

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来看
#

应该说纣

王是中国历史上有贡献的帝王
"

记者在淇县采访时
#

当地史学界人士引经

据典罗列出了古今各方面人物对纣王的评价
"

早在春秋时代
#

孔子的高徒子贡就说
&$

殷辛之

过假于夏桀之过也
%#$

纣之不善
#

不如是之甚

也
"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

天下之恶皆归焉
" %

子贡

认为
#

纣王不像夏桀那么坏
#

讨伐纣王的人害怕

坏名声落到自己头上
#

所以极力宣扬自己而诋

毁纣王
"

孟子也认为纣王
$

故家遗俗
#

流风善

政
%"

宋代大学者朱熹说齐国
$

民苦虐政之甚
#

异

于纣王之犹有善政
%"

!&"&

年
#

著名历史学家
!

考古学家
!

文学家

郭沫若到访安阳时也曾赋诗为纣王鸣不平
&$

偶

来洹水忆帝辛
#

统一神州肇此人
"

百克东夷身自

殒
#

千秋公案与谁论
+ %

在郭沫若看来
#

纣王平定

东夷
#

保卫了国家安全
#

创立了中华民族统一的

基业
#

是统一中国的最早奠基人
"

他解放了大批

奴隶
#

把华夏文明传播四方
"

纣王死后却背上骂

名
#

应该有人为他说说公道话
"

郭沫若还赋诗

曰
&$

殷辛之功迈周武
#

殷辛之罪有莫须
"

殷辛之

名当恢复
#

殷辛之冤当解除
" %

在淇县的采访中
#

记者曾听当地人说
#

纣王

在前三十年是个有道明君
#

后半生是个昏君
"

此

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

总之
#

曾经创造过辉

煌的殷商王朝最终在纣王手中灭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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