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受姓祖先韦伯遐 雄才大略可安邦

《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记载：“韦伯遐二十四世孙孟，为汉楚王傅，去位，徙

居鲁国邹县……”这里提及的韦伯遐何许人也？他就是韦氏家族受姓祖先元哲之裔孙。

如前述可知，豕韦国被灭掉之后，元哲子孙并没有因为国灭而消极沉沦，萎靡不

振，而是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然后颠沛流离，寻求可以安身谋生之地。豕韦氏封立

的韦国旧贵族，有一支辗转逃到了今陕西雍州、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形成韦谷、湋

水、湋川、湋渠等名称。甲骨文刻“甲午卜，韦、贞，住羌”
[1]
。意思是，豕韦国被商

所迫，而居住于西羌。

根据各种史料综合分析，最先到达陕西的一支元哲后裔即韦国旧贵族住在雍州湋

川（今陕西扶风县），首领叫韦定，在周诸侯国（邑城，今扶风县与歧山县交界的周原）

的辅助下建立韦方国。韦定之后有韦宣，韦宣的第八世孙叫韦广，韦广的第十五世孙

叫韦瑞。韦瑞之后有韦遐。到韦遐的时候，经过几十代人的艰苦创业、勤勉奋发，加

上韦遐折节苦读，心高志远，雄才大略，治国安邦，励精图治，综合国力逐步雄厚。

韦方国逐渐强大之后，被商朝廷所重用，并受封为伯国爵位，国君韦遐也称韦伯遐。

于是，韦方国改称韦伯国，国君被商王朝恩赐“彤弓斯征”。《辞源》：“彤弓，朱弓，

古以赐有功之诸侯者也。《公羊传》‘天子雕弓，诸侯彤弓’”。韦伯遐受彤弓之赐，与

大彭佐助大商朝征伐敌国，抚慰安民，拓域扩疆，功勋卓著，业绩辉煌。

韦伯国经历商朝后期的天子有：二十三世祖庚（约公元前 1212-前 1202 年），二十

四世祖甲（约公元前 1201-前 1169 年），二十五世禀辛（约公元前 1168-前 1165 年），

二十六世康丁（约公元前 1164-前 1157 午），二十七世武乙（约公元前 1156-前 1122

年），二十八世文丁（约公元前 1121-前 1107 年），二十九世帝乙（约公元前 1108-前

1100 年），三十世帝辛（约公元前 1099-前 1066 年）。豕韦国经过 140 多年的休养生息，

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国力大振，方兴未艾。

韦氏历史的车轮总是要前进的，越往前奔驰，韦氏所建立的韦伯国就越强盛，而

韦伯国的更迭，历史是不会忘却的。到了商朝末年，由于纣王风流好色，纵情享乐，

荒废朝政，怪诞无耻，荒淫暴戾，斥逐忠良，拒绝直谏，是典型的荒嬉无道的帝王，

引起朝廷内外的强烈反抗。由于天昏地暗，商王朝内各诸侯国怨声载道，纷纷起兵反

商，其中声势浩大的就是武王伐纣。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向东进军灭商纣王时，韦

伯国的国君韦伯遐率军参加，立下战功。

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在周公旦辅佐下建立了西周王朝。新朝的建立，必然要封

赏有功之臣。周武王论功行赏，仍封韦国为“伯”爵国，国名仍称韦伯国。周出土的

甲骨文中记载为“韦伯”。这个“韦伯”，古今的姓氏书无考证和记载，不知其名字。



我们据《新唐书·宰相世系四上》的记载考证所说的“韦伯遐”就是指的这个“韦伯”。

因为在周代，所分封的诸侯国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伯”排在第三位，与

“侯”同属中等之国。《左传》成公三年载鲁大夫臧宣叔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

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

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臧宣叔所说的“古之制”，就是西周制度。杜预注：“古制：

公为大国，侯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这就说明了在周代不仅诸侯国的卿大夫有上、

中、下之分，而且不同诸侯国的卿大夫在列国间的交往中地位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

“韦伯遐”即名叫韦遐，冠之以“伯”，是尊称，这是他作为韦伯国国君的不可动摇的

封号。韦伯遐被封于万福河西岸（今山东省西南成武县、邹县一带），继称豕韦国。这

就是《韦贤传》中所说“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旂。……至于有周，

历世会同。”

后来，宣方国（在今山西垣曲县）复叛，《逸周书·献俘解》记载说：武王令韦伯

遐率军和王室军一起讨伐，灭了宣方，又立下战功。武王为表彰韦伯遐的功绩，便封

迁韦伯国于其祖先的豕韦国故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 50 里的妹村），重建豕韦国，

仍称韦伯国。又封其同宗的彭伯国后裔于今河南原阳县，复立彭伯国。这就是《中国

历史地图集》中的“商时期中心区域图”所标示的“韦（豕韦）”之地。因此，史学界

一般以韦伯遐为韦氏受姓的本家族祖先。

周武王去世，周成王继位。由于周成王年幼继位，由叔父周公旦摄政，兄弟们认

为周公有野心，欲篡王位，怨言蜚语四起，周公也主动避嫌于今陕西商州的楚国内。

被封于今河南淇县的纣王子武庚，乘机勾结成王的叔父管叔、蔡叔、霍叔及东方（今

山东）奄国、薄姑等叛乱。在此危急形势下，周公急回京师镐京（今陕西长安县丰漓

村），说服召公、毕公，解除成王疑心，毅然率大军东征，平定了叛乱，维护了刚刚建

立的西周政权，受到成王称赞。周成王在论功封赏时，依周公的建议，封立宗室人去

东方立国（含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大臣），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其中封成王的叔父

康叔于卫，都于商末故都朝歌（今淇县），民与封土最多。成王又迁封韦伯国于防（今

山东成武），加强对夷地的统治。世代相传的韦伯遐子孙失载其名，但都忠于周王室，

与齐、鲁（均在今山东）大国共同护卫王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且韦伯国与彭伯国

的贵族还有入朝任史官的。

到周幽王时，因他昏庸无道，宠爱妃子褒姒，废王后申氏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

王后，立其子伯服为太子，引起一些贵族不满，诸侯叛乱。水、旱灾害又导致阶级和

民族矛盾尖锐。在此形势下，废王后申氏的父亲、封国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申侯，联

合在今河南拓城的缯国，以及活动在今陕西西北泾河上游的犬戎，从东、西北两面进

军，在骊山（今陕西临潼）杀周幽王。犬戎俘获了褒姒，不久又予以杀害，推翻了西



周腐朽王朝。申侯等拥立废太子宜为王，称周平王，以雒邑为都（今河南洛阳王城公

园处），时为公元前 770 年，史称春秋，亦称东周。春秋时期，周王室地域狭小，政权

衰弱，中央控制不了诸侯，有“政出诸侯”之说。当时有晋、齐、鲁、燕、秦、宋、

郑、卫等十多个诸侯国，不仅互相征战，争夺地域，而且还公然侵占王室的土地，周

王无力讨伐。韦伯国到这时已经逐渐弱小，被鲁国逼迫，又西迁于同宗的大彭国故地

彭城（今江苏徐州），仍称韦伯国。它和位于今河南原阳的彭伯国，均相继有国君或贵

族被召入雒邑王室任史官。

然而，到了周朝末年，周赧王
[2]
听信谗言，受谮使坏，唆使鲁国兼并豕韦国，即《韦

贤传》中说：“王赧听谮，实绝我邦”。韦伯国传至战国时代周赧王（公元前 314-前 256

年）时，被鲁国兼并而灭亡。

这是韦氏在历史上的第三次劫难，第三次亡国！

自此，豕韦古国在中国历史的版图上最终消失！“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

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遂。”
[3]
豕韦国被灭亡之后，政教

逸漏，王者无威，朝纲不正，大权旁落，从此开始分崩离析，不久周王朝也灭亡了。

周王朝灭亡之后，历史的车轮驰进了春秋战国时期。豕韦国灭亡之后，战国末期

豕韦国祖先仍有任东周王室史官的，世代以诗书传家。到了战国末年，“秦王扫六合”，

统一全中国。自此，韦氏先祖逐渐衰微。

--------------------------

[1]《殷契粹编》一一三五。

[2]周赧王，姓姬名延，东周末代天子，公元前 314-256 年在位。他在位的时代为战国末年，周分裂为东周、

西周两个小国，他有名无权，寄居西周国。“赧”是“赧然惭愧”之意，是其谥号。公元前 256 年，赧王发

动东方各国合纵抗秦运动，命西周公组织队伍屯兵伊阙，以待诸侯之兵到齐后进攻秦国，结果响应者寥寥，

抗秦失败。

[3]《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