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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一千八百年 雪泥鸿爪知多少

赓续文脉赓续文脉 侨见未来侨见未来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少康封无余於越
早在夏朝建立时期，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广泛分

布着众多的部落，历史上以“百越”著称。《吕氏春秋·
恃君》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百越”也被称为

“扬越”或“夷越”。他们居住在山地、丘陵、盆地、河谷
等地势较高的地方，农耕、渔猎，开始以农业为主、定
居为主的生活方式。

百越集团是从广西地区向周边区域扩散的。
“於越”是百越集团中的一个部落，世居在江浙故

土一带。“於越”，亦称“于越”。在新石器时代，越地先
民创造了上山文化、小黄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
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良渚文化，至马桥
文化时期经历多次整合与嬗替后形成土著部落，他们
是开拓越国文化的先驱。

考古发现，安吉龙山源出土的古城遗址和龙山贵
族墓群遗址，疑是早期於越部落的活动中心，即很可
能是於越土著时期的都城。

越境是大禹治水中心，专家推测，癸卯年（前
2058），大禹传后六世，夏帝少康封庶子无余於越，旨在
守护禹冢。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载：“昔者，越之先
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於越，以守禹冢。”又载：“无余
初封大越，都秦馀望南。”《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
封其庶子於越，号曰无余。”《读通鉴论》卷三言：“越
者，大禹之苗裔。”自此，於越辖地升格成为夏帝封疆
之领土，部落由帝二代主持，号称大越，恰如其分。

为祭祀禹祠方便，无余建都会稽，始称大越，简称
越。於越以会稽山为中心，都城播迁于今诸暨北部的
埤中与绍兴南部的嶕岘大城之间，从事于山间盆地与
河谷地的开拓。《太平御览》：“山南有嶕岘，中有大城，
越王无余之旧都也。”《路史·国名记》载：“封云西瓯处
于啤中，削发文身以负俗，曰无余。”“越……一曰於
越，处埤中，号无余。”埤中和嶕岘大城，是部族酋长的
驻地。埤中故址在今诸暨次坞、店口至阮市一带，与
萧山、绍兴交界。另据史料或考古认定，诸暨境内的
大部、句乘也建立过都城。

无余受封於越，当时开拓艰辛、生活简朴。《吴越
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无余受封，人民山居，虽有
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
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
所居。”人民过着半农半猎的生活。

有关於越的历史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周
成王六年（前1037）於越派遣使者与周朝确立了君臣
关系，部落地位明显提升，经常进贡珍宝、水产品、白
雉甚至舟楫。《竹书纪事》有周成王二十四年（前1019）

“於越来宾”的记载，证实於越走上历史，载入史册。
无余以於越部落为基础的大越，肇始于夏代前

期，后延续于殷商西周，再发展至春秋越国，跨越漫长
的历史阶段。《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载：“无余
初封大越，都秦馀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句践。”

从无余到句践，经历千余年沧桑岁月，从於越、大
越到越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部落到国家的嬗
变。按计算，无余到句践立位，为1562年之久。春秋
之越国，标志象征国家政权性质的社稷、宗庙、税赋和
管理体制等已经逐步发展完善，称谓国家，越国之始。

至春秋时，越国已成为天下强国。齐桓公说“天
下之国，莫疆（强）於越”（《管子·轻重甲》）。“越侯传国
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潭，子曰允常，
拓土始大”（《史记正义》引《舆地志》）。周定王六年
（前601），楚主动与越结盟。

吴越争霸，句践战败
与越国相邻的句吴，居太湖流域东北，建都苏州，

与越以御儿一带为界。句吴靠近中原，易接受中原文
化，自然条件也比越优越，发展比越要快。吴国，吴姓
人的发源地。从西周“武王封泰伯于吴，到夫差，计二
十六世，且千岁”（《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越国与吴国为互争霸业，常起战事。吴、越交兵，
始于周景王元年（前544），止于周元王三年（前473），
较大的战争有8次。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夫潭生允常，常
立；当吴王寿梦、诸樊、阖闾之时，越之兴霸自允常
矣。”公元前510年，即越王允常元年，吴伐越，该书徐
天祐音注：“吴之伐越，见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
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允常兴霸图强，在位
15年，于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卒。允常子句践即
位，越移治山北，建都于山麓冲积扇、接近平原的低山
区平阳，趋向平原发展。

允常死次年，吴王阖闾乘机伐越，允常子句践出
征迎战，在吴越边界槜李（今嘉兴市西南部的草荡）两
军相遇，阖闾兵败，负伤身亡。从此吴越结下世仇。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越王句践在位3年发兵
伐吴。吴王夫差（阖闾次子）调集10万精兵，在夫椒与
越军大战。战前句践不听范蠡劝阻，想在吴兵未发之
前去讨之，加上错误地任命了贪而好利、斩杀无罪、欲
独专其权的石买为越军主帅。结果句践惨败，收拾披
甲带盾的五千残军，仓皇撤退，弃守平原，南渡钱塘
江，再退之今萧山的越王城山、西山、绍兴的越王峥，
像鸟一样栖息在“会稽山中”。

越王城山，又名城山，即春秋时期的固陵城，位于
湘湖北岸，“中卑四高，宛如城堞”，是句践退守屯兵之
所。明孙学思有《越王城吊古》诗：“越峤迢迢旧有城，
越王曾此驻行兵。”

西山，史称萧然山。吴越争霸，句践兵败，撤固陵
城后曾登西山而发“四顾萧然”之慨，山取名萧然。

越山峥，地属绍兴夏履镇，句践于此栖兵，也名栖
山，山顶有走马岗、伏兵路、支更楼、逍遥天故址。晚
清陈得明《绍兴县天乐乡富家墩村志》记载，吴越之战
时，范蠡曾率士兵在山顶用巨石击败了吴国水师。

越军受困山中，形势危急，越派文种去吴国求和。
周敬王二十七年（前493）三月，吴越议和。次年

五月，句践偕夫人和范蠡入臣于吴，正值汛期，“群臣
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阻道，军阵固陵”（《吴越春秋·
句践入臣外传》）。

大水过后，句践一行3人(另说共有300人质)。从
今萧山县城西北15千米的鸡鸣山渡口落船渡钱塘江
去吴。离别时，群臣垂泣，莫大咸哀。在江上，句践夫
人据舷泪流，空自悲戚。

句践等人入吴为奴，蜗居石室，豢养马匹，品尝粪
便，磕跪作蹬，面无恨色，首尾3年后被赦归越。

位于今浦沿镇境内的鸡鸣山，海拔28.1米。在越
国时曾是钱塘江南岸的一处重要渡口。《越绝书·越绝
外传记地传》记载：“句践将降，西至浙江，待诏入吴，
故有鸡鸣墟”乃作佐证。越时的临江渡口，后演变为
重要集镇。以致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9）至隋开皇
九年（589）间，成了永兴县治所在地。清嘉庆《重修一
统志·绍兴府志》记：“永兴县旧治在县西长兴乡”，斯
于此。

卧薪尝胆，灭吴雪仇
周敬王三十年（前490），句践被释放回国，吴封以

百里之地。句践负辱忍让，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重振
霸业。

定国立城 振兴图强 句践为振兴图强、报仇雪
耻，决意在百里封地内“定国立城”。越王句践七年
（前490），选择今绍兴城区建立都城。范蠡建都规划
时“观天文，拟法于紫宫”，兴建时遵照“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守民”指导思想，先在卧龙山南麓构建小城，继
而在外郭建筑大城，合称大越，作为越国之都。

小城位于今府山及其东南平地上，“周千一百二
十一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
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

大城筑于小城外郭，“周长二十里七十二步”。城
郭朝北，西北缺墙，进出方便，既示臣服吴国，又便于
出兵攻吴，为军政谋略所致。城郭时称大越城，缘于
范蠡主持所筑，又名蠡城，后人叫山阴大城。

为句践观天怪，察气象，在龟山即今塔山东南司马
门，筑起“怪游台”“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
步。”显示越国在筑城立郭同时，非常重视观察气象。

山阴城作为越国的国都，在春秋时期，起到了强
越灭吴的重大历史作用。

顺民所喜 敬德保民 句践为振兴越国，凝聚人
心，提出了“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的强国良策，倡
导“敬德保民”思想，认为“士民者，君之本”，把“士”

“民”提到国家之根本的重要地位。同时采取“洁其
身、美其服、饱其食”的招贤纳士措施，为国家献计献
策。时范蠡的“保人身”说，文种的“爱民论”，计倪的

“仁义之治”论，均体现了顺民所喜的精神。国以民为
本，民以国为生。越国上下形成了艰苦奋斗、发愤图
强的局面，出现了为国出力“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
勉其夫”的动人景象。

大增国力 重振霸业 句践立志发愤图强，重振霸
业，注重经济，大增国力。积极发展农业、畜牧业、纺
织业、冶炼业、制陶业、酿酒业、武器制造业和其他手
工业，壮大整体实力。

越王句践接受大夫计倪“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
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吴越春秋·越绝
计倪内经》）的建议，把“劝农桑”作为图强振兴的重要
国策，提出“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鼓励人民发展农业。

冶炼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和战斗力的提高。
“若耶之溪，涸而出铜”，为越国发展冶炼业提供了物
质条件。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和铁器制造技术，已达到
相当高的水平，所生产的青铜生产工具有刀、削、锯、
犁、锄、铲、镬、镰、斧、凿等，铁制生产工具有刀、锄、
镬、镰等，其器形与铜制的完全相同。越王句践剑、越
王戈、越王矛等青铜器物，成了越王句践和越军将士
的重要武器，为吞吴扩疆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中国几何印纹陶文化的鼎盛时代。
中国几何印纹陶文化时代，发展于商周，全盛于春秋，
渐衰于战国，距今有3500年历史。绍兴、萧山是我国
制瓷业的发祥地和制陶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句践、范蠡在治国兴国中运用计倪的经济理论，
付诸实践，仅七年时间，就生产发展、科技进步、物资
丰富，为备战吴国大振了国力。

卧薪尝胆 富国强兵 句践在新建的城郭内，住王
室，坐明堂，行宫台，重持国政，但“翼翼小心，出不敢
奢，入不敢侈”。“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
于口”，并以薪为被垫而卧，发愤复仇。句践在卧薪尝
胆的同时，还抓军事建设，训练强化了一支“习统二千
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的国粹部队，为纵
兵灭吴做了精心准备。

外交近攻明选左右 句践九年（前488）正月，越王
召五大夫（范蠡、扶同、苦成、浩、皋如）共商治国大计。
扶同提出“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后事于范蠡
像吴”。乃句践定“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之策。

句践十年（前487）二月，越王句践与相国范蠡、大

夫文种、句如之属相盟。计倪进“明选左右，得贤而
已”的用人之道。文种为越复仇报怨、灭敌破吴陈献

“九术”。
句践为灭吴复仇，听取文种献给的灭吴九术之

谋，仅采用三术即破强吴。
“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句践

“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丝之布”，送给吴王夫
差十万匹葛布作贡品。

“贵籴粟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吴越
春秋·句践阴谋外传》越国向吴国“请籴”粮食，“吴王
仍与越粟万石”，二年后，越国粮食丰收还于吴。

“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句践派范蠡选
美女西施、郑旦送吴。

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艰苦奋斗，国力大
增，终于富国强兵，于周元王三年（前473）一举灭吴。灭
吴后，句践渡江北上争霸，次年迁都山东琅琊，疆域包括
山东东南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等。

楚败越，秦灭越
振兴于春秋后期的越国，衰败于战国中期。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载：“允常子句践，

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句践子与夷，时霸；与夷子
子翁，时霸；子翁子不扬，时霸；不扬子无疆，时霸，伐
楚，威（怀）王灭无疆。”

越国与楚国早有对立，周显王二十二年（前347），
越为楚“累”，楚怀王城广陵以拒越。周显王三十年
（前339），楚怀王伐越，“五战三胜而亡之”，越人几乎
全军覆亡，楚亦损失惨重。

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越王无疆征伐中原，举
兵向北，欲攻打齐国。时，齐威王派遣使者，唆使越王
西征楚国。齐使者以楚国正分兵列国争胜、国内空虚
为借口，诱导越国伐楚。周赧王三年（前312），无疆中
计，联魏伐楚。楚怀王领军迎战越军，再进攻越国，并
在北边徐州大败齐军。周赧王四年（前311）楚怀王派
大司马邵滑任职越国，利用5年时间瓦解内部、搞乱越
国，为楚怀王彻底击垮越国提供了帮助。至周赧王八
年（前307），楚怀王败越，杀死无疆。越败后，次年楚
国尽取句吴故地，至钱塘江北岸。无疆被戳，称霸不
成，君统未绝，王室重返旧都，退缩大越会稽。无疆生
前，无指定王位继承人，导致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
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统一中国，“王翦遂
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
纪》）。次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
大军，分五路南征百越，攻取东瓯、闽越、南越、西瓯。
秦王政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命任嚣和赵佗再次
进攻百越各部族。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
东游会稽，改大越为山阴。会稽郡治在吴（今苏州），
而不在大越（今绍兴）。会稽郡辖今江苏南部、上海、
浙江大部分及安徽皖南部分。

西汉司马迁认为越国肇建于夏朝少康“中兴时
期”，又晋贺循《会稽志》载：“少康封其少子，号曰於
越，越国之称始于此。”按此，自夏帝少康封无余于越
（前2058），到秦王翦降百越之君，越亡止（前210，大越
改为山阴），越国的历史大约延续了1848年。

后话 自楚败越，又秦灭越，“越以此散”。越人散
居，按不同方位逐渐形成东越、南越、西越等的越支
族，分地域有外越、内越，出现“闽越”“东瓯”“南海”

“南越”“西瓯”“骆越”以及“滇越”等越人族名（或国
名）。直至汉武帝统一西南夷、南越和闽越后，百越名
称及各支族称谓逐渐消失。越人山居浙、苏、皖、赣一
带后形成的“山越”，唐以后山越名称也消失了。

越王句践(图中)雕像（摄于越城山句践祠)

中华历史5000年，越国存续1800余年。萧山，
古属越国，是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越”字即是“钺”，古作“戉”，为良渚文化时期
陶器的刻画，商代的甲骨文，出现于卜辞中和越国
青铜器上，是越民族文化的独特标志。

越国历史悠久，建立于夏朝前期，延续于殷商
西周，振兴于春秋后期。曾一度战败，濒临灭亡，但
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覆灭强吴，一跃而
成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霸主。

自夏帝少康封无余於越，到秦王翦降百越之
君，越亡止，越国大约存在了1800年。

越国虽已经远去，但古越精神留了下来，四顾
从此不再萧然！

《句践灭吴》连环画插图

绍兴越王殿壁画(句践卧薪尝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