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开脉肇端是韦城 创立韦国奠基元

一、夏时期全图有韦国

肇端，是开端、起始、原初之意，系指氏族先祖的策源地、发祥地和肇基地。

韦氏肇端，史籍早有明载。《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陆德明释文：“韦、顾，二国名也。”就是说，“韦”、“顾”、“昆吾”，都是夏时的诸侯

国（也称方国）。这表明，“韦国”在夏朝时就已经存在，而且是重要的诸侯国之一。

由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夏时期全图”中（见图），标明韦国

在今河南安阳滑县东南，并用⊙符号标示。在地图上，这⊙个符号是指方国，即诸侯

国。据《古本竹书纪年辑本》记载，当时夏朝都城在“阳城”，即今河南开封一带，用

符号◎来标示。韦国、顾国、昆吾国在夏时期全图上所标示的符号是相同，都用⊙符

号。这三个方国都在夏都“阳城”附近，韦国在“阳城”的西北边，顾国在东南边，

昆吾国在南边。这就清楚地说明，这三个诸侯国是夏朝国都“阳城”的屏障，是夏时

期的重要诸侯国。这一点从《姓氏追根寻租》一书可以得到佐证。书中写到商氏的来

源就涉及到韦国：“夏朝末年，商族首领成汤，任用中国第一贤相伊尹，先灭了夏朝三

大诸侯国即顾国、韦国、昆吾国，剪除了夏王朝的羽翼，然后一举灭掉了夏朝，建立

了商朝，历三十五帝，立国六百二十九年，最后在商纣王时被周武王灭掉。商帝子孙

以失国为姓，是为最早的商氏。”这也清楚地说明，韦国与顾国、昆吾国并列为夏朝的

三大诸侯国。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也写道：“为了对付夏桀，汤乘夏自顾不暇的时候，灭掉

夏的一些属国，所谓‘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继灭掉韦、顾两国，

最后灭掉昆吾。在伊尹辅佐下，举兵伐夏，灭夏桀，代夏而有天下。”
[1]

从以上引证的史料可以看到，“韦国”作为重要的诸侯国，在夏王朝时就已经存在，

青史明载，无容置疑。

那么，远古时代夏朝之“韦国”的策源地和发祥地在什么地方？韦氏的肇基地又

在哪里？

《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中言及，韦贤之先韦孟有诗云：“肃肃我祖，国自豕

韦”。《唐书》卷七十四上《宰相世系表》说得更清楚，“韦氏出自风姓。颛顼孙大彭为

夏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韦城也。豕韦、大彭迭为商伯，

周赧王时，始失国，徙居彭城，以国为氏。”《姓苑》写得也非常清楚：“韦氏出自颛顼

大彭之后，夏少康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苗裔以国为氏。”



这些记载中的“大彭”是古国名，国都彭城（今徐州），范围包括以今徐州为中心

的苏鲁皖豫交界处。徐州，古称彭城，历史悠久，距今约有 2600 年，《尚书·禹贡》

中所列九州之一。相传为尧所封大彭氏国地，彭氏部落在这里建立的大彭国是中国奴

隶社会时期东方最重要的方国。夏商时徐州睢宁(suī-níng) 一带还建立过一个邳国。

大彭国奠基者是尧舜时代的大臣篯铿，篯铿由此成为大彭国的先祖，后世遂尊称

其为彭祖。夏启破坏禅让制并统一天下后，分封股肱之臣，篯铿之子篯寿因此正式建

立方国，号曰“大彭”，篯寿本人为诸侯国之长，号称彭伯。

大彭作为夏朝的方国，地位十分重要。它地处夷夏之交，东为蚩尤故土，西接中

原腹地，是拱卫夏朝、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到大禹为华夏部落联盟最高军事首长时，

彭寿任彭祖氏族部落长，和禹的关系亲密。禹在涂山（今安徽省怀远）大会诸侯时，

彭寿亦去参加。禹建立夏朝（公元前 2070 年）后，封彭寿（后世文献称其为彭伯寿）

为大彭国君，定都于彭城（今徐州）。夏王启十一年，封于西河（邑城在今山西汾阳，

辖地相当于今山西西南及陕西关中华阴、大荔等黄河以西的地区）的启长子武观反叛，

彭寿奉命带大彭国军去征讨。武观投降，回朝（今河南省巩义市）向父王启请罪，被

赦免为朝臣。彭寿因功被晋爵为“伯”（夏代的诸侯国称“氏国”，设有公、侯、伯、

子、男之称，《逸周书》称其为“彭伯寿”，当是周史官的观念），其封国亦称彭伯国，

是夏代东方的一个大诸侯国。彭伯国忠于王室，相继为伯的国君一直听从王室调遣，



与夏王室关系亲密。后羿、寒浞篡夺夏政权后，彭伯一直不叛夏朝，后来又出兵助少

康夺回了王位，立下大功。少康登上王位后，论功封赏，便封彭伯（名字失载）的支

族元哲于韦地（今河南滑县，邑城在县东南 50 里的废韦城，今名妹村）立国，与“彭

伯”比肩并称“韦伯”。由于元哲的氏族是以豕为图腾的，又善于制造大鼓，故改姓为

豕韦氏。因而其封国便以豕韦（或韦）为名，韦、韦城或豕韦、豕韦城之名，均以豕

韦氏封立于“韦地”而得名。

夏少康之时，大彭因为旁支豕韦的分出而削弱了自身的实力，丧失了侯伯的地位，

而昆吾及其旁支顾国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夏之侯伯。夏代时，彭伯国势力大，地位高，

其裔支豕韦国地位也较高。夏王朝传到夏王桀时，成汤为商国君主，国力强大，开始

灭夏。《竹书纪年》载：“（外壬）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嚣，邳人、姺人叛。（河亶甲）

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入于班方。彭伯、韦伯伐班方，姺人来宾。”就是说，大

彭氏和豕韦氏的势力在河亶甲时期开始膨胀，进而影响到了宗主国商王朝的利益。彭

诸侯国在汤的劝说下归服，与夏王朝关系亲密的韦、顾、昆吾等国忠于夏王室而不叛。

成汤在稳定东方后，向西进军，便先后灭了韦、顾、昆吾等小国。公元前 1600 年商朝

建立后，被灭掉的韦国余民有的沦为新封刘累（帝尧后裔）子孙韦国的奴隶，旧贵族

则四散逃亡，约定以国名“韦”为姓。

这就清楚表明，“韦国”的策源地与发祥地是河南滑州韦城。《后汉书·郡国志》

载：“东郡白马（县）有韦乡。”杜预曰：“县东南有韦城，古豕韦氏之国。”《水经注·河

水》及《济水》也引此说，并谓：“韦城古津，亦有韦滓之称。”陈奂《毛诗·传疏·卷

三十》述：“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孙膑兵法·擒庞涓·篇释地》

1977 年第 2 期载《文物》，黄盛璋认为“韦城即今之妹村，隋于此置韦城县，在今河南

省滑州市东南五十里滑州北之卫河，即以卫人也即韦人居此而得名。”《续汉书·郡国

志》注：“黄帝推分星次……曰豕韦人之次，今卫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正是春

秋时卫国之地，也即夏代豕韦之地”。《正字通·韦部》：“韦，豕韦，国名，今滑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韦城，古豕韦氏之国，隋置韦城县，金圮于水，遂废。”这

些记载，无可辩驳地说明，韦城，古已有之，是古豕韦氏之国都所在地，是韦国的策

源地和发祥地，后来被洪水淹没而毁坏。所以今天我们无法在地理上找到“韦城”。但

是，我们还可以从夏时期全图看到“韦”，这便是古韦国的遗址。

二、韦国在夏王朝时期是五霸之一

概而言之，夏朝韦氏，亦称韦国，据《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记载：元哲出任韦国

诸侯后，经历的天子有：一世少康（约前 1868-前 1848 年），二世杼（约前 1847-前 1831

年），三世槐（约前 1830-前 1805 年），四世芒（约前 1804-前 1787 年），五世泄（约



前 1786-前 1771 年），六世不降（约前 1770-前 1712 年），七世扃（约前 1711-前 1691

年），八世革（约前 1690-1670 年），九世孔甲（约前 1669-1639 年），十世皋（约前

1638-1628 年），十一世发（约前 1627-前 1615 年），十二世杰（夏杰）（约前 1614-1562

年），共 250 多年。韦国国富兵强，为夏王朝的重要支柱。如《风俗通义·五霸篇》云：

“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韦氏复续其绪，所谓王道废而霸业兴者也。”把豕韦氏列为

五霸之一。

在韦城地上建立的韦国，韦国在夏朝时已是势力强大、显赫一方的诸侯国。韦国

何以强大发展起来？综合各种史料、信息分析研究，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韦氏先民以从事农牧业而发家立国。

“韦”，本义为熟治之兽皮。元哲的氏族是以豕为图腾的，又善于制造大鼓，故改

姓为豕韦氏。

如前所述，“豕”，在《辞源》中解释为“家畜名，俗谓之豬，本为野猪之变种，

体肥满，鼻长尾短。……岁产子二次，每次至十余头，故繁殖甚速，为肉食之常品。”
[2]
《辞海》中，“豨”解释为古代的大野猪。

豕韦氏最初名称封豨氏。古籍中有“封豨（封豕）”氏的提法，“封”，古释为大。

封豕、封豨称大猪或大野猪。封豨氏或封豕氏也就是豨韦氏或豕韦氏，是最早驯化野

猪圈养而成“家”的氏族之一。由野猪向家猪的驯化使猪的神秘力量贯穿了狩猎时代

和农耕时代。在农耕时代，经过艰辛劳作，把野猪驯养成家畜之后，一头母猪一年产

子二次，每次产十余头猪崽，“繁殖甚速”，必然使家畜业得到迅速发展。这样，不但

使自己经常有肉食，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而且还可以拿去交易，换回自己

缺乏的生活必需品。这本来就是农业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和关键过程。

由于韦氏先民在农耕时代就把野猪驯养成家猪，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民众

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国力必然逐渐强盛。

第二，韦国先民又是从事手工业而日益发展强盛的。

据《辞源》对“韦氏”的解释：“韦氏：攻皮之工，治柔熟之皮者也”
[3]
。《正字通·韦

部》：“韦，柔皮。熟曰韦，生曰革。”《周礼·考工记·序》：“攻皮之工，阴、鲍、轷、

韦、裘”。据《辞源》解释：“《考工记》书名一卷，即周礼之第六篇，言百工之事。周

礼六官，本阙冬官司空一篇，汉人求之不得，以此补之，故亦名冬官考工记。然冬官

所掌实不止此。”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设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冢宰—

—管理官吏；地官司徒——掌管土地和户口；春官宗伯——专事宗教祭祀；夏官司马

——掌管全国军政和军赋；秋官司寇——掌管司法和纠察；冬官司空——掌管全国水

利、土木及百工等。韦氏先民从事制造皮革业，当属百工之一，是发展手工业的体现

和反映。



一个方国综合国力逐渐强盛，除了发展农牧业之外，手工业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原因。

第三，韦国先民还从事饮食业等商业活动而不断壮大发展。

《姓苑》在解释韦氏策源地——韦城时说：“能豢龙，故韦城，古城内豢龙井尚存。”

豢龙者，养龙也。龙也就是蛇。养龙做什么呢？这很可能是对龙的崇拜。黄帝氏族部

落联盟以龙为图腾，这是最早的图腾崇拜之一。

养龙也可以把龙肉当作美味佳肴来吃。在古人看来，龙老要脱皮，脱皮而不死，

还可以新生，从而长生不老。人老不能脱皮而会死去。因此，古人以为吃了龙肉就可

以长生不死。故吃龙肉本身也包含有对龙的崇拜。中国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对龙的

崇拜是很自然的。韦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崇拜龙是不言而喻的。可以想见，韦氏

先民能豢龙，理所当然是可以把龙肉做成美味佳肴了。做美昧佳肴除了自己吃之外，

还可以拿去交易，这就很自然的和饮食业联系起来了。可以想见，韦氏先民很早就已

开始学会从事饮食业等商业活动了。这一点，从韦氏改为刘姓可以得到旁证。

据《春融堂集韦顾昆吾考》记载，豕韦国在殷商武丁五十年被征伐灭掉，然后派

刘累后人去管理，豕韦氏就改为刘姓。刘累，何许人也？据史载，上古圣帝尧，号伊

祁氏，分有伊、祁两姓。在祁氏后裔中，有一支被封在刘国，其中有个名叫刘累的人，

曾跟古代豢龙名师董父学过养龙。因夏帝孔甲喜欢龙，于是刘累就当了孔甲的养龙师。

可是养了没多久，死了一条雌龙，刘累就偷偷把死龙做成肉羹呈给孔甲吃。孔甲吃后

觉得味道鲜美无比，大加称赞，问是什么肉，刘累荒称是野味。孔甲就命刘累捕捉这

种野味，并且点名要吃这野味的幼仔。刘累没法，又耽心事发后受到惩罚，就偷偷跑

到鲁县隐居起来，不敢用原姓祁，就以名为姓，称刘氏。刘累是夏时的养龙能手，他

的后裔继承祖业，从事养龙专业是顺理成章的。豕韦国被灭掉，为什么不派别人去治

理豕韦，而派曾经是养龙能手的刘累之后裔去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豕韦国的国民有

豢龙的传统，派懂行的人去治理才能孚众望，顺民意，得民心。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韦城故地上的先民之所以能建立较为强大的韦国，不但驯

养了肉食动物猪，保证生活必需品的要求，又善于从事农牧业和手工业，而且还初步

学会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国力

的强盛，是与社会大分工同步的。恩格斯曾指出，人类社会的大发展是与社会三次大

分工密切相关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商业从手工业中进一步分离。从历史发

展看，从事农业的氏族，发展相对缓慢，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氏族，发展相对迅速。

韦氏先民较快地从农业分离出来，先是学会驯养猪而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尔后又

从事“治皮”的手工业生产和“豢龙”的商业活动。因而迅速发展成为夏朝的三大诸



侯国之一，是顺天应人的，也是符台社会发展规律的。而韦国被成汤灭掉之后，韦国

先民以国为氏，也就很自然的了。但是，这时的韦氏，已经多了一道光环，由地名姓

变成国姓了。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夏时期全图看到“韦”，这便是古韦国的遗址。

尽管岁月悠悠，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韦城已随流水去，此地空余豕韦国。但是

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韦城，是韦氏的肇基地——韦氏灵玉的原初——韦氏始祖的摇

篮。

综上所述，韦国是韦氏的策源地与发祥地，韦城是韦氏的肇基地，这与中国姓氏

文化中姓氏起源“以国名为氏”、“以地名为氏”是不谋而合的。这就充分说明，韦氏

的产生是与中国姓氏起源的规律相吻合的，也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统一。

由此可见，韦氏产生的历史极早，只不过由于历史久远，代没年湮，沧海桑田，

世事如烟，特别是在殷商以前的上古社会，尚无通行文字和诸多遗物可考，这就给我

们今天的寻根问租，探本溯源，缜追苍基，造成极大的困难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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