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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49年—

徽印象酒邀您一起品读

历史上，安徽境内存在过很多小国

家，除却前面所说的古钟离国、古皖国等

等，还有不少小国家。

越王国 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

(今浙江绍兴市)，以奉禹祀。越王勾践在

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年)灭亡吴国，

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王国 楚国历史悠久，早在商武

丁时代就是南方著名的部落方国，秦王

政二十四年(前 223 年)，为秦所灭，时逾

千年。

吴王国 祖先是周古公亶父长子泰

伯、次子仲雍，为禅让逃到梅里(今江苏无

锡市东南古泰伯城)，建立吴国，为少数民

族首领(蛮人君长)。

蔡侯国 周文王子叔度的封国。先

后为吴、楚附庸，历5世46年，至鲁哀公十

六年，为楚灭亡。

宋公国 周成王二年，封商纣王庶

兄微子开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市南)，春秋

时已是大国。

英国 是皋陶后裔以花为图腾的氏

族方国。故城位今六安市西、金寨县东

南，英山、英山河均以古国为名。

巢伯国 夏、商方国，周初延封。古

巢国是巢湖沿岸的游牧国，旧称南巢。

春秋时期，为吴、楚争夺的中心。

萧国 殷代六族所建的方国，子姓。

萧故城位今萧县城西北7.5公里，现已圮

为沙滩。

焦国 也作晋，与晋同姓姬。原在今

河南陕县南，后迁今亳州市。

宿国 为太皞后所建的风姓国。原

籍在今山东泰安一带，后为齐灭。

舒国 在今庐江县西南20公里古舒

城立国。春秋时为楚附庸。

舒庸 由南下的舒人和东迁的庸人

在今无为县姚沟一带立国。今舒城县东

25公里的舒 为其故城。

舒鸠国 是舒、鸠部族南下江淮地

区，在今舒城县立国。春秋时期，先后为

楚、吴附庸。

越章国 楚熊渠在周夷王时北上，

封少子执疵所建越章王国(古为扬粤，或

豫章)，位今铜陵市、县一带。

尘封深处的小国历史

西周初年，大夫皖伯被分封到大别山，爵等

不低，获得的封地也不小，大概占了现今大别山

东麓安庆市的一半左右。

封地有了，总得找个都城。找来找去，皖伯

将都城选在了潜山（今安庆市潜山县）。

关于选都，皖伯的眼光很独到——首先，潜

山离长江直线距离100公里，不用担心江水泛

滥时威胁都城；其次，潜山境内有“皖水”，河流

不大，但在当时用来作为农业灌溉肯定是够了；

皖水发源于大别山，而且还从“神峰”天柱峰下

流过，很符合传统中国“山水兼一”的风水观念。

于是，皖国都城最终就落在了这里。

皖国立国400年，几乎每一任国君都是人

中翘楚。当时的皖国外围还有两个小国：桐

国与舒国。尽管这两个小国立国的时间比皖

国要早，但因为国君不争气，最开始几十年，

桐国、舒国还能与皖国三足鼎立，国力不相上

下，但到了东周初年，皖国的发展势头完全就

压过了邻居，舒、桐两国的居民纷纷向皖国迁

移。以至于后来，往往都会说：“皖伯必临”，

意思就是说皖伯必须参加，桐、舒的国君来不

来都行。

春秋后期，皖、桐、舒三国最后都被楚国吞

并了。

皖国：山水兼一的都城选址

六国是偃姓国，夏属皋陶后裔

封地——英(今金寨、霍邱境)、六(今

六安市北)尧舜禹时期，六国是偃姓

皋陶部族活动和聚居地。

汤伐夏，建立商朝，六又是商朝

重要的封国之一。从《尚书序》、

《史记·周本纪》等都可以看到六曾

参加淮夷叛周。这次六的叛周规模

很大，周成王特派召公征伐，“六”

战败降服。至周穆王时，六都和周

保持臣服关系，还为周朝建立的功

勋，被封为伯爵，受到奖赏。

周穆王正月，庚寅这一天，穆王

这样对六国国君说“自从你的祖先

对于周朝有功勋，辅助开辟四方，赐

与大的天命，你要好好继承下去不

让它失去。”穆王为了要六国国君继

续效忠周王朝，实现除了晋升爵位

外，此时还表彰其祖先，赏赐大量物

品，并使其得专征伐。

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楚国

势力强大起来。楚穆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622年）灭六。

从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

到楚穆王灭六，皋陶后裔在“六”这

个地方立国长达约 1500 年之久，

是我国历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方

国之一。

楚国灭六后，“六”成为楚的属

邑。

六国：
皋陶后裔的聚居地

古桐国在今安徽桐城市北，与群舒方国关

系密切。

《兵圣孙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豫章地

区附近一带，存在一些独立的小诸侯国，这些

国家每年都要向楚另交纳大量的赋税，才能获

得楚国暂时的保护。孙武利用这些小国对楚

国的不满，使桐国背叛了楚国，同时争取了舒

鸠国为吴所有：他让人到楚国对楚国游说：“吴

人很害怕楚国，他们说，若是楚国攻打吴国，吴

国只能用代楚国去讨伐叛逆的桐国来讨好楚

国。”楚令尹囊瓦果然经不住坐收渔人之利的

诱惑，率领楚军去讨伐吴国。

楚军进入豫章后，便驻扎观望吴军“伐桐”

的行动。孙武见敌人中计，便一方面将吴舟师

派往豫章南部的江面上，作出要讨伐桐国的架

势，继续迷惑楚军；另一方面，孙武暗中指挥吴

军主力，将其调至豫章地区中段的巢城附近集

结，以候有利战机出击。

最后楚军驻扎豫章达数月之久，征讨吴国

没有任何成果，又不见吴军攻打桐国，以致士

气低落，军心涣散。吴国主力这时突然进抵豫

章，将楚军包围，只留一个缺口，对楚军发起了

猛攻，楚军措手不及，拼命朝缺口逃窜，吴军乘

势掩杀楚军，大获全胜。

当时，桐国大体为北上争雄南方大国楚、

吴、越国附庸，时而依附吴，越灭吴后，属越。

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灭越，桐国再

度附楚，在强邻环伺的春秋时代，弱小桐国不

得不朝吴暮楚，战战兢兢揣摩大国脸色，可最

后被楚吞并了。

桐国：朝吴暮楚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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