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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風》所見「周公之東」史跡考
曹勝高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季札觀樂言《豳風》體現了「周公之東」，後世學者多將《豳

風》後五篇與周公之事相繫。將這些詩篇置入歷史現場，可以發現

〈東山〉言出征宜社之禮，〈破斧〉為凱旋告社之歌，〈伐柯〉乃禖祝

之辭，近於豳詩。〈九罭〉言季冬始漁之禮，近於豳雅；〈狼跋〉為

郊祀文王之禮，近於豳頌。諸篇之中，蘊含了周公率豳師救亂、克

殷、營洛，以及還政、追封之事，《豳風》亦賴「周公之東」得以東

傳至洛，再傳至魯。

關鍵詞：	豳風　祀禮　周公之東　史跡考證

*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專案「樂經形態研究」（17YJZH00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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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文獻對《豳風》最早的闡釋，出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所載季札觀樂事。季札先言《王風》為「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東乎」，乃謂周王室東遷洛邑。又言《豳風》：「美哉，蕩乎，樂而

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則明確認定《豳風》體現了周公東遷至洛。

季札論樂之辭，見於聘禮之中。1 魯之公族皆為周公之後，陪同季札

觀樂者為精通禮樂的叔孫穆子。季札所言又為魯史官錄之，顯然其

所論合乎史實而為史官所錄以褒之。其所謂「周公之東」，是言周

公將《豳風》傳之洛邑。2《毛傳》、《鄭箋》釋「周公之東」為周公

東征，遂將《豳風》諸篇皆置於周公東征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解釋，

認為其多體現成王對周公的誤解以及周公驚懼不安之辭，此顯然與

季札所論《豳風》「美」、「蕩」的音樂特徵有所不同。《豳風．七月》

所描述的物候與農事，按照仲春、中秋、祈年和蠟祭的祀社之禮的

結構篇章，3《豳風．鴟鴞》則保存著周人由豳遷岐的史料。4 我們可以

從《豳風》其餘篇章的內證中對周公之東的史事進行考訂，並在此

基礎上觀察《豳風》諸篇如何體現了「周公之東」，觀察這些篇章

的生成機制，對《豳風》的生成及其題旨進行一個深入的分析。

一、〈東山〉與豳師東征的宜社之歌

豳為周之故地，自公劉至於亶父，周族長期居住於豳，從〈七

月〉所賦的物候、農事，可見周族居豳期間已經建立武裝，形成

完備的農政系統。5 古公亶父率領周族再遷岐下時，豳地一度讓於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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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精銳部隊，至少存在了兩個世紀。厲宣時

期，文獻不見有豳師記載，玁狁能夠長驅直入，可能與豳師撤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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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諸侯之師，周公統帥著周族軍隊，協同作戰。周族軍隊由周公、

召公二人統領，武王即位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

王」，9 二公作為武王的左膀右臂護衛之。武王伐商成功之後曾在豳地

大會諸侯。《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

商邑」；《逸周書．度邑》載之為：「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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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周公旦並不在周地，其能「即」、「亟奔」到周王身邊，說明其當

在關中。武王與周公旦遂定下營洛之計，將周之戰略縱深延展到中

原地區，以便於周之兵力能抵達殷之腹地，以控制商之遺民。這是

「周公之東」總的戰略背景。

武王尚未開始營洛便去世，隨後發生三監之亂。周公不得不率

豳師東征，而將關中軍事管轄權交給召公處理。《豳風》所錄〈東山〉

之歌，便是豳師東征時的宜社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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