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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擊鼓

《詩經．國風．邶風．擊鼓》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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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 孔穎達《毛詩正義》：「〈大司馬〉云：『五人
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
、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
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不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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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大司馬》以「五人為伍」，為古代軍隊
之最小單位。這五人在戰場上排兵佈陣時在一起
，平時駐紮時也在一起，所以這五人最親近。

•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指同伍的五位士兵在
大戰要來臨之前，大家執手相約立下誓言，在戰
場上要相互扶持，並同生共死。

• 《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所編之史書重新修
訂而成，記述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間二百四十二年
之歷史，後人把書中包括之時代稱為「春秋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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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 ‧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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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傳」為註釋《春秋》之書。有左氏、公
羊、穀梁三家。

• 晉范寧：「《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
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
也俗。」

詩經 · 邶風 ‧燕燕

•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 之子于歸，遠送於野。

•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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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 之子于歸，遠於將之。

•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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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 之子于歸，遠送於南。

•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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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 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

• 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

• 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於野，作詩見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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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

• 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 公問於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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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
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
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夫州吁弒其君而虐其民，於是乎不務令
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
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
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厚從州吁如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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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
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
，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
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

•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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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隱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夏，（魯
隱公）公及宋公遇於清。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

• 《禮記．月令》：「（孟夏）是月也，繼長增高
，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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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國風．衛風．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於農郊。
四牡有驕，朱幩鑣鑣，
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葭菼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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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記．月令》：「（孟夏）是月也，繼長增高
，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
」

• 《左傳．隱公四年》記載此戰：「故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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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 ‧秦風 ‧駟驖

•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於狩。

•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 遊於北園，四馬既閒。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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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詩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
園圃之樂焉。」

• 《說文解字》：「輶，輕車也。」

• 鸞鑣：繫鸞鈴的馬銜

• 《說文解字》：「獫，長喙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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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禮·夏官·職方氏》載，豫州兗州（今河南、
山東等省）、雍州（今陝西、甘肅等省）、幽州
（今河北省境內）和并州（今山西省境內）都有
馬匹產出，其覆蓋範圍主要為黃河中下游地區和
黃海淮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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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於戰爭中的春秋戰國時期，馬的需求量較大，
中原地區自然注重養馬，久而久之，必然形成產
馬區。齊、韓、魏、趙等國家就在此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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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長城以北的廣袤的草
原盛產良馬，即如今的內蒙古、寧夏等地區。春
秋中後期，北方少數民族進入遊牧時代，馬群規
模更加龐大。當時趙國的版圖已經到達了山西、
河北北部及內蒙古一部分地區。趙國毗鄰塞北產
馬區，便於通過交易獲得馬匹。



詩經與科技狂想05 擊鼓

20

• 「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北攻樓煩、林胡等遊牧
民族，設置雲中、雁門、代郡等郡，這些地區就
是當時的產馬區。由於趙國代地「其民鄙樸，少
禮文，好射獵」因而有學者把趙國的西北高原地
區（亦稱作代地），認定為畜牧區。趙國的代地
馬之良，在《戰國策》中多次提到。趙國「胡服
騎射」改革後，軍事力量大增，和良馬眾多也有
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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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趙策》：「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
可見燕國遼東地區當時就以畜牧而聞名。

• 戰國時期七個大國都擁有自己的產馬區，各國也
都十分重視戰馬的養殖培育，這是騎兵能夠規模
化的先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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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各自國家的面積和地理位置不同，在戰馬飼
養和培育方面上有所差距，從《戰國策》中縱橫
家口中的各國車乘、騎兵數量來看，各國所能供
應的戰馬數量並不一樣。

• 秦、趙、燕三國，因為地理位置上的優勢，自身
除了有大片的牧場外，還可以從鄰近的遊牧民族
那裡引進優良的馬匹。因此他們在建立騎兵部隊
上，有先天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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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馬坑

• 殉馬坑最早發現於1964年。當年因為修公路挖
路基，發現一處春秋時期的墓葬群。這個墓葬群
有大、中型墓 20 餘座。其中 5 號墓的周圍發現
了大規模的殉馬坑：大量完整的死馬骨骼有序排
列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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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墓穴群從發現到1982年徹底清理結束，統
計的殉馬多達六百餘匹。據專家考證，這個五號
墓穴葬的就是春秋後期大名鼎鼎的齊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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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戰國策》：春秋戰國時期，衡量諸
侯國的軍事實力，最常用的指標就是看它擁有多
少輛戰車，當時有「萬乘之國」與「千乘之國」
。而「千乘之國」已是「威加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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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五霸之一的齊國，軍事實力是「三千乘之國
」（管仲評公子小白）。齊景公用六百匹馬殉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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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戰國所說的「一乘」，就是一輛戰車，一輛
戰車要用四匹馬拉，六百匹馬可以武裝一百五十
輛戰車，相當一個小諸侯國的軍力。用六百戰馬
殉葬，等於消耗了近二十分之一的齊國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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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殉馬坑考古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結論，由這個結
論還能引出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這些馬匹並非
老弱病殘，大多是 6─7 歲的壯年馬，並且是人為
處死，然後按一定葬式排列而成，馬分兩行，排
列整齊，姿態都是昂首側臥，四足蜷曲，呈奔跑
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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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馬死得非常安詳，它們像是在熟睡中肢體還
很柔軟的情況下，被整齊地置於地下，並擺出安
葬者需要的姿態。更重要的是，殉馬坑裡沒有發
現任何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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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發現有些馬匹頭骨正中有椎擊痕跡；殉馬坑
的高效率屠殺技術之謎現在還沒揭開。而二千多
年前，中國古人就在大屠殺技術方面取得的了難
以想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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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敦煌》

• 趙行德在這一年間參加了三次與回鶻人的戰鬥
。行德在三次戰鬥中都昏迷不醒，而且還兩次負
重傷，總算每次都被戰馬馱了回來。西夏的騎兵
為了在昏迷後不至於從馬背上掉下來，他們用一
根鉤索將自己的身體縛在馬背上。所以戰鬥結束
之後，經常會有戰馬將戰死的、負傷的和昏迷的
士兵馱回營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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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行德在隊伍中擔任砲手。在他的馬鞍上備有
一門旋風炮，他用這種武器一邊將石塊投向敵方
，一邊向敵陣衝殺。趙行德是個書生，他無力在
馬上舞刀弄槍。好在操作旋風炮並不十分費力，
所以他還勉強可以勝任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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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趙行德經歷的三次戰鬥中，他都充當砲手。當
時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身子伏在馬背上，也不
朝前看，一個勁地朝前面投石塊。本來，不惜性
命地衝鋒陷陣對於初次參戰的行德而言並非易事
，好在他的戰馬久經沙場，騎在背上的主人又身
材瘦小，所以無須加鞭，它總是拼命地朝前奔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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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行德都是人事不省，等到甦醒過來時，已經
回到自己的營中，被人從馬背上放了下來。到底
是怎樣從戰場上回來的，他自己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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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次戰鬥中，身上受了幾處刀傷。醒來時
，其他人已經幫助包紮好了，他也不知道何時負
的傷，心想，可能是昏迷之後負的傷吧。經歷了
幾次戰鬥後，他覺得打仗也不過如此而己，有何
難哉。投幾個石頭，然後就昏死過去，聽天由命
。能否回營，那要由他的老馬來決定了。

孔子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nTj88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