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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周灭亡原因的新思考

宋　　江　宁※

李峰认为，“周人的历史性灭亡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被每每提及和讨论。这部分是因为孔子曾赋予

周王朝以高度的声望，……。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人们必须回答一个萦绕着周人这一声望的问题 ：倘若

西周王朝果真如孔子说的那般完美，政治清明，制度合理，那么何以它还会灭亡，而且被一个政治失序

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所取代？”他还认为，“这个问题，尽管是个历史问题，但对后世的政治家和史学家

而言，显然有着重要的道德和隐喻性的含义。”1）对于这个认识，笔者深以为是。因此，虽前贤珠玉在先，

仍不揣鄙陋，基于考古学研究成果和方法，以水资源和地理景观为视角来做一探索。

　一  以往研究角度及存在问题

西周的灭亡，就其本质而言是西周王室和主要贵族在一次突然的军事打击后，放弃了整个西土（渭

河平原和黄土高原南部）而迁往东土的历史事实。

1400BC-771BC 的西土是周人最重要的历史舞台 2）。历史和考古资料表明，周人是落后的西土族

群中弱小的一支。通过运用政治联盟和军事打击两种手段，他们整合西土族群后挥师东进，征服了先进

而又人口众多的商王朝，建立西周。但在整个 1400BC-771BC 时期，周人始终与西土的敌对部族进

行着军事拉锯战，并在西周晚期时被犬戎等赶出了西土，被迫迁往东方 3）。

以往研究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地理景观等几个方面。

政治、军事方面。杨宽先生总结了西周后期王室的衰落（昭王后逐步衰落，懿王时戎狄入侵）；西

周末年天灾人祸 ；西土大臣的封邑东迁中原 ；郑之东迁 ；秦与西戎的战斗等因素。李峰指出春秋至清代

的研究只关注褒姒的作用或强调幽王的财政 ；谷口义介认为西周的灭亡源于幽王时期的即位争端 ；沈载

勋指出幽王和太子是两个派别 ；他自己则认为西周的灭亡是国家内部政治的一种自然和符合逻辑的发展

4） 。
经济和环境方面。杨宽总结出西周末年天灾人祸 5）。蒙文通指出，“ 厉幽宣平凡历一百五十余年 , 

而旱灾与人民之流徙不绝于诗 , 此国史上一大故也。”6）黄春长等认为环境恶化和水土资源退化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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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西周时期遗址分布图

周人都邑迁移的主导因素 , 虽然游牧民族南侵占领是其迁移的重要驱动力 , 但是引起游牧民族南下的根

本原因 , 也同样是环境恶化、干旱化和水草资源的退化 7）。还有多位先生总结了西周时期 , 尤其是其后

期和东周时期 , 气候极度干旱 8）。西周晚期旱灾、水灾多发，震灾 9）等。

地理景观方面。李峰第一次指出“西周国家的政治中心与东部平原实际上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

但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他并未就此展开讨论 10）。他还从地表形态、西周国家的基本结构特征和统治

原理中寻找逐渐衰弱的根源，为理解西周国家的宏观历史框架做出了精彩的探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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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西周时期东土与西土间遗址分布状况

以上总结和研究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西周的灭亡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笔者却以为更重要的原因尚不

在此。理由如下 ：王朝灭亡的原因不外以上诸点，建都于关中的诸王朝也都会面对从北方高原而来的敌

人，再者西周的灭亡并不是王朝的灭亡，而是王室和贵族放弃西土而东迁。以上研究皆不能解释王室为

何要东迁，而不是反击回去，或者进攻方的犬戎等为何不趁势直取东土？西周时的西土与秦汉唐时期有

何不同？

　二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笔者曾以水资源和地形为基础，考察聚落分布与二者的历时性关系，发现了关中平原仰韶至秦汉时

期的中心区转移现象，进而对西周时期周原与丰镐遗址物质遗存面貌差异巨大的现象做了社会史和经

济史的双重解释，也纠正了此前的旧识，即周文王从周原迁至丰镐的原因是后者地理自然条件的优越

12）。 

图三　西周最晚期至春秋早期东土与西土间新出现的重要遗址

12）	 宋江宁 ：《关中盆地史前到秦汉时期的中心区转移现象考

察—兼论周原与沣镐遗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南方文

物》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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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１　周原遗址内下切的河谷

图四　关中平原重要都邑里下切的河谷

图四－２　周公庙遗址下切的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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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３　丰镐遗址内沣河下切的河谷

图四－４　凤翔水沟遗址下切的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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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循此思路，仍以水资源和地形为基础，进行两个方面的考察。第一是考察整个西周时期的聚落

分布，分析其形成原因。第二是对关中平原西周至秦汉时期的聚落分布的考察，分析其变化与原因。

　三  认识一 ：西周王朝的地理结构

首先需要声明的一点是，由于各省考古工作的不均衡和笔者当前认识的不足以及其他客观原因，陕

西省之外的遗址尚无法做到标记在地图上，只能将重要的遗址点标记出来。这一点将影响到地图的准确

性，尚祈理解。

图一显示了西周时期遗址分布的整体格局，也就是西周王朝的地理结构。首 先，关中平原东部的

考古资料很充分，我们可发现如果穿过丰镐遗址画一条南北向直线，其东西两侧的遗址数量明显形成对

比，西侧稠密，东侧极其稀疏。从地形和水资源分析可知，丰镐以东以冲积平原为主，台塬面积极小，

因此适宜农业的区域少，无法发展农业遗址自然就稀疏，人口也会稀少。其次，黄河至洛邑之间的豫西

晋南山地考古资料不充足，无法制作精确的遗址分布图，但我们却清楚在此区域内还没有发现一处重要

遗址，因此可以推测缺少重要遗址。此区域内普通遗址也应该极少，对此笔者曾有过简单论述 13）（图二）。

第三，西周最晚期至春秋早期豫西晋南山地间“突然”出现了虢国和芮国这样的诸侯国（图三）14）。    
基于前两点发现，我们可以认为西周王朝存在着国土东西分离的地理结构，丰镐与成周之间的距离约为

600 里，也就是东西国土之间存在一个东西长约 600 里的近似空白地带。第二，结合西周灭亡的历史

事实和地形、水资源的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豫西晋南山地间“突然”出现的两个诸侯国就是王室和贵

族东迁这一事件的一部分，也就是证据之一。

　四  认识二 ：关中平原重要都邑自西周晚期以后至今的废弃

笔者在关中平原西周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两个很普遍的现象。第一个是重要都邑自西周晚期以后

至今都一直处于普通村落的状态 ；第二个是这些都邑除丰镐以外都位于北山山前冲积扇上，其所在的河

流都下切严重。周原遗址西周水渠的考古发现表明，现在的沟深远远超出西周水渠的渠底了，也就是河

水无法自流进水渠（图四）；再者，已发掘的西周水渠都废弃于西周晚期，淤土已将水渠填满。基于此

两点，再结合文献中西周晚期的各种旱灾、地震等环境恶化的记载，笔者认为，在西周晚期确实发生了

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表现在考古资料上可能就是河流下切，水利系统崩溃，城市失去存在的基础 15）。

　五  总结
   

13）	 拙著《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商代关中的考古学研究》（花

木兰出版社 2018 年 4 月第一版）第 217 页指出，关中商代

区域社会研究得以开展的第一个前提是，根据目前的资料，

二里头时期关中地区遗存很少，文化水平也低，导致关中

地区形成了人烟稀少的“真空地带”。其实，这里未涉及的

整体认识是，二里头文化崛起前夕的龙山时代晚期，各种

全球性的自然灾害导致了遗址数量的大幅度降低，也就是

人口大量死亡。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到商早期持续扩张，

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其原因就是二里头和商早期的

文化扩展是以人口的迁移为载体的，因为土著人口已经大

幅度降低了，所以关中平原二里头和商早期的遗址很少，

但呈缓慢增加的趋势。同时，关中平原的资料表明，适宜

农业的丰镐以西遗址数量远远多于以东地区。同理，晋南

豫西山地在此种去实习下，遗址数量也应远远少于丰镐以

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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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确的水资源和地形考察为切入点，通过聚落分布的考察发现西周国家国土分离这个现象，结合

此前研究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就能理解王室在西周时不仅要征战东方，更要独抗西戎，而王室

仅直接拥有关中平原和洛阳平原，故其衰败自是必然。到西周末三王时天灾人祸频仍，城市近乎崩溃，

贵族已生出逃之心，因此才会在一场战争之后王室和贵族集体放弃西土，迁往东方。所以，对西周灭亡

原因的探索既揭示了王朝地理结构的先天缺陷，又寻找了王室和贵族放弃关中平原的一个原因。 
至于秦汉以后诸定都于西安的王朝在抗击同样来自或穿越黄土高原的敌人时，为何不再出现东迁而

不再返回这样的现象，也许图五可以有所说明。秦王嬴政时期郑国渠的修建开发了关中东部的冲积平原，

使得国土间的分离只剩下晋南豫西山地这狭窄的一段了，国土分离的现象大为减弱。

图五　秦汉时期关中平原遗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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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dscape and water

resources

SONG Jiang-ning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actually did not mean the collapse of the dynasty; it in 

essence much more revealed an important fact that both the Zhou royal court and the 

elite abandoned the western land in North China where the capital was located and 

migrated to the eastern land. With the benefit of access to fresh excavation materials, 

this paper employs diverse approaches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to unveil the Achilles’ 

heel of the Western Zhou state at its very beginning – the country consisted of the two 

main parts, the west land and the east land, separated by a vast no-man’s-land.Due 

to the geographical structure, the Western Zhou had to not only march eastwards but 

also resist the assaults from the western barbarians (Xirong).Since the reign of the last 

third king, the major cities and their habitants had endured numerous droughts and 

earthquakes and therefore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were problematic 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