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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智氏在灭亡前的
活动范围。《春秋》记载：“哀二十七
年，晋荀瑶伐郑，次于桐丘。杜预曰：
许昌东北有桐丘城。”还有一处：“哀
二十七年，晋知伯伐郑，入南里，门于
桔秩之门。”这个地点在新郑市。顺
便说一下，春秋后期，晋国是君弱卿
强，四卿（韩、赵、魏、智氏）把持朝政，
谁攻占的地盘就是谁的私人领地。
在当时智伯的势力是最大的，其他三
家是不敢惹他的。所以智伯攻占的
地方自然没人敢争，赵国“南并智氏”
指的就是这一带。正是因为赵国吞
并了这里，才会是三晋中最强。赵国
此时的南界是在许昌一带。此时也
是赵国疆域的鼎盛时期，疆域至少有
四大块：晋阳一带、中牟一带、邯郸一
带、代郡。但是它们并不是挨着的，
都要经过别的国家。管理起来有些
不便。于是才有“献侯少继位，治中
牟”（语出《史记》）。不过他很快被
赵桓子赶下台，“桓子自立于代”（语

出《史记》）。建都于代（河北省蔚
县）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虽然他
保住了权位，却让赵国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代地周围都是少数民族区
域，他们阻断了与邯郸的交通，传达
政令很不方便。《史记·赵世家》记
载，直到赵惠文王二年才“代道大
通”。这就导致中牟一带距离国都
太远，政令传达要绕道山西才能到
中牟，管理起来诸多不便。韩、卫、
魏三国也看到这一点，迅速瓜分了
这一带，中牟落入卫国。两国并不
满足，又向邯郸一带进攻。此时赵
国才有动作，修筑平邑城（在河南南
乐县）来防卫。此时的赵之南界初
步稳定在漳水一带。一直到赵敬侯
继位，迁都邯郸。敬侯是一个有作
为的君主，他不仅打败魏、卫两国，
还把疆域向南推进到今天的清风县
境内，还在这里修筑三座城：顿丘、
兔台、刚平。《史记》里说：“筑刚平以
侵卫”。在这里反反复复打了几年，

终于有一年大败卫国，夺了72座城，
包括中牟城。后来魏文侯迁都大梁
（今开封），赵国把中牟换给了魏国，
魏国则把繁阳（今河南内黄县）给了
赵国。换地的资料出自李晓杰的
《赵国时期魏国疆域的变迁》。此后
赵之南界基本稳定在繁阳一带，前
面那些史料说的赵之南界到达某
水，指的就是这以后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
各国大乱战的年代，谁胜了就能夺
得一片地方，败了就丢掉一些地方，
边界自然也随之变动，这是各国时
常有的事。就不举例子了。赵国的
边界也是这样，经常变动，尤其是在
中原地区，更是争夺的重点，几乎是
年年打仗。边界变动尤为频道。赵
献侯都中牟是春秋时期的事，要想
用边界来排除中牟县，那就必须用
当时的边界，看看是不是包括中牟
县，用六七十年后的边界来衡量，本
身就是极不严谨。

回顾历史，探索中牟邑与中牟的关系
□齐治平

赵之南界，顾名思义就
是赵国南部边界。本来一
个古代国家的边界并不是
什么热门话题，但是赵国边
界牵扯到中牟邑的归属，这
才让它成为历代史学家研
究的热点。

名词解释：中牟邑

赵国于公元前 423 年
由山西晋阳迁至河南中牟，
历经桓子、献侯、烈侯、武公、
敬侯等国君，后于公元前386
年迁至邯郸，为以后赵国进
取河北平原、攻灭中山、拓扩
西北边陲疆域，乃至最后定
鼎邯郸，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中牟曾为赵都达38年，
是赵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
的重要转折时期。

关于赵之南界究竟在哪里，
历代史学家也是众说纷纭。臣
瓒的《汉书音义》说“当在温水之
上”；《春秋左传正义》引用臣瓒
的话却是：“赵界自漳水以北。”
《水经注》里引用的又是“当在漯
水之上矣”。《水经注疏》里又成
了“赵南至浮水繁阳”。还有史
料说是南至湿水、清水。倘若除
去有传抄中的错别字，至少也应
该是三条河。这些河都在今河
南河北两省的交界处一带。这
里离中牟县远着呢，所以才把中
牟县排除在外。事实真的是这
样吗？其实不然，与他们说的大
相径庭。以《春秋左传正义》为
例，杜预虽然引用臣瓒的话，并
且也认为他说得对，但是杜预也
坦言臣瓒的话没有证据。原文
如下：“瓒言河南中牟，非此中
牟，诚如其语。谓此中牟当在温
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据也。”河南
省博物院研究员许顺湛的《说赵
都中牟》中也说：“臣瓒说，‘中牟
在魏地，因为赵界自漳水以北，这
话是对的。’但是指赵迁邯郸以后
的疆域，没有说明赵迁邯郸以前
的中牟在何处。”可见，用赵之南
界到某某水的说法来排除中牟
县，还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

现在就让我们来详细破解赵之
南界的说法吧。

首先要证明晋国的疆域是否包
括中牟县。这是赵国疆域是否包括
中牟县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的证
据很容易找到，单单是《春秋》中就
有很多。

一是“成四年，晋伐郑，取汜、
祭”。《读史方舆纪要》注释：汜在中
牟南，祭即祭城。二是“伐郑，围长
葛”。三是“晋师侵陈、楚”；“克段于
鄢、晋败楚于鄢陵”。作者注：鄢陵
是楚之边邑。

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史记》里也
有，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上三条中，

南汜水在中牟县南三十里左右，东
汜水在今县城南。长葛市在中牟县
南二百里左右，鄢陵县在中牟县南
三百里左右。以上这些证明晋国疆
域已经到中牟县南了，肯定包括中
牟县。

那么晋国有没有占领中牟邑
呢，在《古代中牟的地形》一书中，在
齐桓公之前，中牟交通枢纽的地位并
不太明显，人们可以从孟津渡黄河，
翻越太行山去卫、邢、燕、齐等国。到
了公元前660年以后，河北大部被戎
狄攻占，这条路就不通了，邢、卫两国
也迁到黄河以东。从此人们去东部
诸国只能走中牟，这里很明显就是一

个交通枢纽，齐桓公发现了这里的重
要性，就修筑一座中牟城，从此这座
城就成了各国必争之地。晋国有没
有占领中牟城呢？答案是肯定的。
《春秋》中记载：“晋车千乘在中牟。”
可见，晋国不仅从郑国夺取了中牟，
还把这里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基地，毕
竟千乘兵车当时相当于一个中等国
家的兵力了。

既然晋国的疆域包括中牟县，
那么赵国作为晋卿之一，占领中牟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据《史记·赵
世家》记载，在韩、赵、魏三家灭智
氏以后，“北有代郡，南并智氏，强
于韩、魏”。

关于赵国边界
历代史学家众说纷纭

用历史典籍破解赵之南界的具体位置

战乱年代边界变动频繁，不能作为中牟邑的判断标准

一 家 之 言

中牟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