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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瓜片”茶诞生于“六安茶”之
中，是清朝名茶中之精华。根据六安
史志记载和清代乾隆年间诗人袁枚所
著《随园食单》所列名品，以及民间传
说，六安瓜片于清代中叶从六安茶中
的“齐山云雾”演变而来，当地人流传
“齐山云雾，东起蟒蛇洞、西至蝙蝠
洞、南达金盆照月、北连水晶庵”的说
法。正史也好，传说也罢，六安茶好还
是得益于六安的山水。
同属于皋陶后裔、偃姓方国的六

国、群舒，甚至于桐，英国实在没有给
后人留下多少史料，显得扑朔迷离。
相比较而言，《扑朔迷离探“英”国》学
术论文性强了些，但也有其价值和意
义，一并刊出，供文史爱好者们参考
研讨。

说到六安，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声名远播的茶叶———
“六安瓜片”。“六安”与“瓜片”四个字，仿佛像孪生兄弟紧

紧捆在一起。
的确，位于安徽西部的六安，是驰名中外的古老茶区，

产茶叶始于东晋，自唐朝便久誉盛名，唐宋以来已成为山区
农民的一项重要产业，有着源远流长而成熟的制茶工艺，

“六安瓜片”始终位于中国十大历史名茶之列。六安不仅茶
历史积淀深厚，茶香四溢，而且茶文化内涵丰富，格调高雅。

“以茶待客”、“以茶交友”成为这里的风俗。
建国后，“六安瓜片”声名鹊起，与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

的“六安瓜片”情缘、情思是分不开的。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
基辛格博士首次秘密访华，回国时，周总理将一桶“六安瓜
片”赠送给他。自此，“六安瓜片”作为礼品，进入国际交往的
礼仪之中，成为表达友谊的象征。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问
俄罗斯时，也带去“六安瓜片”赠送给普京总统。周总理和夫
人邓颖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也依然情系“六安瓜片”,他们
的六安茶思，成为“六安瓜片”的佳话和六安茶文化史中永
久的记忆。

但六安，并非只有茶叶。好茶必有好水。这座城市地处
江淮之间、大别山北麓，依山襟淮，天然形成的山地、丘陵、
平原三大自然区域，毓秀钟灵，碧水长流，以其得天独厚的
水资源而更吸引世人瞩目。

这里的水资源包括区域内河川径流，淮河过境径流和
地下水源3个部分。地表水资源总量为99 . 9亿立方米，平均
每平方公里产水53 . 5万立方米。丰富的水资源，让六安境
内形成了7条河、6大水库、三湖一塘一灌区的河渠纵横、水
网密布的水乡特色。

7条主要河流，分属淮河、长江两大水系。史河、沣河、汲
河、淠河、东淝河由南向北汇入淮河。杭埠河、丰乐河由西向
东流经巢湖注入长江。民谣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淮河自桐柏山而下，蜿蜒向东，沿途支流呈羽状排列两侧，
像一把巨大的蒲扇，摆放在中国版图的中央。其中被喻为六
安母亲河的淠河，全长260千米，是淮河南岸水量最大的支
流，位于各支流首位，发源于不同区域的两个源头，在六安
市城区交汇后，像一条飘带似地由南向北绕城飘过，上游分
别建有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和响洪甸4座大型水库，成为
国内灌溉面积最大的淠史杭灌区的主要水源，下游流至寿
县正阳关入淮河。淮河南岸另一条一级支流的史河，全长
220千米，在六安境内110千米，上游金寨县，建有梅山水库，
是“六安瓜片”的原产地、主产区；下游入淮口的霍邱县，三
面环水，南拥沃原，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总产量稳
居全省第一。

由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响洪甸、龙河口、白莲崖6大水
库及数百座中小型水库组成的六安水库群，在大别山中被
纵横交错、蜿蜒数百里的淠河、史河、杭埠河等河流连在一
起，宛如绸带串起的珍珠，独具特色，记载着中国水利建设
史上众多的“第一”。如称为“新中国第一坝”的佛子岭水库
大坝，是亚洲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当年号称“世界第
一高坝”的梅山水库大坝，是由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完成的
拱拱相连的连拱坝；淮河流域蓄水库容最大的响洪甸水库
大坝，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等半径同圆心混凝
土重力拱坝；被称为佛子岭水库姐妹库的磨子潭水库大坝，
是当年国内首创的混凝土“大头坝”；被誉为安徽“千岛湖”
的龙河口水库大坝，是世界第一座人工土石大坝；安徽省目
前唯一一座主坝高度超百米的白莲崖水库大坝，主坝施工
首次使用省时、省材料的宽河谷碾压混凝土技术。这些“第
一”表明：六安水库群，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库大坝建设历
史的博物馆。

如今，这些蓄水成湖的水库，因其水面碧波荡漾，清澈
纯净，与周围群山秀峰，绿树竹海相映成趣，风光旖旎，相继
开发成为国家5A/4A级风景旅游区，人们来这里在欣赏美
景秀色时，亦能品读到记录新中国水利建设发展的人文景
观。

融天然与人工于一体的“三湖一塘一
灌区”，地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氛围独
特。“三湖”是位于霍邱县的城东湖、城西
湖和寿县的瓦埠湖(2015年前属于六安区
划)。

“一塘”是位于寿县城南30千米的安
丰塘，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中
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
塘”。始建于春秋楚庄王时期，距今2500多
年，蓄水量达1亿立方米，“纳川吐流，灌田
万顷”。2015年被评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一灌区”是有着“丰收之源”、“生命
之源”赞誉的中国最大的淠史杭灌区，横
跨皖豫两省，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按现行
的行政区划，包括六安市的金安区、裕安
区、叶集区、霍邱县、金寨县、舒城县、霍山
县和淮南市寿县，合肥市的肥西县、肥东
县、长丰县、庐江县，合肥市郊区和河南省
的固始、商城等地。这项蓄水于高峡，行走
于岗脊的“人造天河”工程，以水资源100

亿立方米的总量，通过纵横交错，密如蛛
网，类似于血管动脉的渠塘堰沟，组成总
长2 . 5万千米“长藤结瓜”式的灌溉体系，
灌溉 1 000多万亩土地，发挥着以灌溉为
主、兼有发电、航运、养殖、城镇供水、旅游

等综合效益，成为名副其实的江淮大地的粮
仓，区域发展的命脉，人水和谐的福地。这首
在灌区内广为流传的“淠史杭水滚滚流，流
来幸福流去愁，流来幸福满河面，流去苦难
不回头。”的民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灌区人
民热爱淠史杭的真情实感。

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灌区节水改造等
续建配套工程日趋完善和科学管理日益规
范，水利资源的利用率持续地提高，防灾抗
灾的能力极大地增强，实现了雨洪资源的科
学利用和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区域内维
护良好生态的源头活水，1330万人的生命之
源，为建设生态安徽，打造滨水六安提供了
用水保障。历史上“赤地千里”的丘陵地带，
如今随处可见“天河漾波，名湖闪耀”、“三秋
桂子，十里荷花”的美景。

走进“六安瓜片”里的六安，四处弥漫着
茶香；茶叶之外的六安，呈现出“美丽中国”、

“魅力安徽”天蓝、地绿、水清的鲜活样本。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

的润泽，使六安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生机，
山岗丘陵郁郁葱葱，平原圩区物阜民丰，河
流湖泊生态优美，为六安经济社会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也为六安人民带来了巨大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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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身边2600多年前于春秋时期被楚所
灭的方国——— 英国，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史
记·夏本纪》中的：“帝禹立而皋陶荐之，且授政
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
后举益，任之政。”相比同属于皋陶后裔、偃姓方
国的六国、群舒，甚至于桐，英国实在没有给后
人留下多少史料，显得扑朔迷离，以致于我们只
能从蛛丝马迹中继续探寻了，以尽可能地接近
历史面貌。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第一
册(1)——— [原始社会图组、夏、商、西周图组]，在
夏朝时地图标注分别为英、六、巢+涂山氏，商朝
时分别标注为六、英、南巢氏，西周时分别标注
为六、英、群舒。在谭其骧、李学勤两位史学大师
的眼中，英国作为一个小方国有很长的存在历
史。正如李学勤先生在为孙合肥博士著《安徽商
周金文汇编》作“序”中所写:“今安徽省境，在商、
西周时期多有庶姓小国，比如英、六、桐及群舒，
传为偃姓，……这些国族大多有长远的历史，或
是上古遗留，或由远方迁 ，它们与王朝关系多
变，时叛时服。”他在《皋陶事迹辨误》中说：“六、
英迤南，以舒城一带为中心的群舒，也是偃姓。
这样，江淮之间，巢湖以西的一大片地区，是偃
姓聚居之地，与赢姓并不混同。”

《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异》将
“英氏、国(英氏)”列入208个爵姓(国)第84(氏、
国)节。笔者摘录节中要言：“《史记·夏本纪》等
并作‘英’”，“熹平石经公羊春秋残石作‘央’。案
英，古读同央。”“案梁(梁玉绳)说是。英在今安
徽六安县，蓼则初居今郾城县，后迁安徽霍邱县
西北之蓼县故城。又英，皋陶后，偃姓；而蓼则庭
坚后，姬姓。居地固不同，祖姓亦异，是英、蓼各
自为国，无缘混为一事也。”“《路史·后纪七》云：
皋陶次子仲甄，‘事夏封六，其后分英’。是谓英
乃六之分封也(李学勤在《皋陶事迹辨误》中说：
未必有据，但不失为一种合理推测)。未详所本。
[都]今江南六安州西有英氏城。”尽管此节长达4

页，但涉及英氏(国)史实寥寥无几。
为了深探英、蓼究竟是否为一国或是蓼国

承继了灭亡后的英国，笔者又阅《春秋大事表列
国爵姓及存灭表 异》之[后叙·其次论始封]中
曰：“亦有旧说缪误而顾氏竟不能辩者。例如蓼，

表云[皋陶后]，此据杜预集解说也。案世本，蓼实
姬姓，庭坚之后。杜氏误。懒真子、路史、傅逊、崔
述、雷学淇诸氏辩之，是也。”结合其它史料和李
学勤(见《皋陶事迹辨误》第203页第4段)等学者
观念，笔者认同英、蓼各自为方国，且无承续关
系。

依据相关史料，笔者认为英国与六国当为
姐妹型小方国，它们同出于东夷皋陶，为偃姓。
正如李学勤在《皋陶事迹辨误》中说：“六国是皋
陶的直系后裔，六在今六安，英在六安西，两国
密迩。”英国、六国等偃姓诸国祖先皋陶与商朝
祖先契在族源上同属东夷集团，应当具有某种
天然的亲近感，于是在周初百余年历史期间叛
逆周朝较多且较激烈。根据与周公东征有关的

《 鼎》 文“隹(唯)周公于征伐东夷。”《大保
簋》铭文：“王伐录子 ，睿 反，王降征令(命)

于大保。”及《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及周成
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又《史记·鲁公世
家第三》：当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小即位时，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
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
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
周。”周公去世后，“伯禽(鲁公)即位之后，有管、
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兴反。”等准此分析，英
国与六国在周朝初期虽然屡次参与东夷其他部
族的反周之乱，但自知弱小，很快就归附了周王
朝，使其得以保存。同时，为了统治广阔的淮夷
地区，周灭商和东征以后曾大规模分封诸侯，
英、六当是受封方国。

时服时叛，是淮夷诸国(包括英、六等国)在
周朝初期的主要特征。至春秋中期，由于楚人的
东进，在楚人的军事威逼下，英国遂成为楚国附
庸。后为楚国所灭，成为淮河中游被楚人灭亡的
第一个诸侯国。英被楚灭后，其地遂为楚国所

有。于是出现了《公羊传·僖公十七年》载：“十有
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夏，亡项。”僖公十七
年为周襄王十年，即公元前643年。项国，为今河
南项城。[传]“十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
娄林之役也。”据分析，僖公十五年，楚败徐于娄
林。英氏是楚的盟国，早时可能参加了娄林之
役，故而，到鲁僖公十七年的春天，齐国因为徐
国的缘故攻打英国，以报复英国参加了娄林战
役。此时的英国已为楚国所灭，齐人所伐的“英

氏”，当为英国灭亡后的英氏集聚地而非英国都
城。所以《春秋》与《左传》均不言“英”而言“英
氏”，言“英”者即为方国了。

英人的后代在国灭后，以国为氏，秦汉之间有
英布，项羽分封其九江王，汉初刘邦封英布为淮南
王。《史记·黥布列传》曰：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隐》曰：“布本姓英，英，国名也，咎陶之后。”
笔者认为，英国地望在现六安城区西稍偏

南的霍山、金寨及叶集至河南固始的蓼城岗沿

史河一线，又及至河南商城汪桥镇区域。英国东
为六国，南为群舒、桐、宗国，北为州来、钟离，西
有蓼、黄国、楚国。固始县的平寨遗址、商城县汪
桥镇的安陂城遗址、叶集区姚李镇的红墩寺遗
址有可能为英国城邑。1983年在金寨县斑竹园
(历史上曾属于河南商城)出土了商代的《父癸
爵》，笔者认为有可能为英国所制造。1978年3月
在霍山县大沙埂公社黄泥塘出土鼎、壶、敦、盘
等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或有可能为英国器。六国
地望在沿淠河中游一带，现六安东城都遗址最
为可能是其城池。群舒方国沿杭埠河等河流山
川散布，地域较广，舒鸠、舒蓼留下史实较多。

在商代甲骨文卜辞中，多次出现“子央”一
词，有学者认为卜辞中的央即为商代的英国，子
当为央的爵位等次。李雪山在《卜辞所见商代晚
期封国分布考》中认为甲骨卜辞中有：“贞令永
途子央于南。”以证明子央确实在南方活动过，
封地在“安徽省境内英山附近”。对于甲骨文卜
辞“子央”的认识，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朱凤
瀚等先生均不认同。然而，随着青铜器《伯(歼)父
簋》铭文中的(英)字被揭示，笔者觉得甲骨卜辞
中子央也许与青铜器中(英)字有某种联系。
《伯(歼)父簋》铭文
隹(惟)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

伐(服)子(孳)、(英)、桐、 ( )。白(伯)父从王伐，
(亲(执)讯十夫，(馘)廿，得孚(俘)金五十匀(钧)，
用(作)宝(簋)，对扬，用 (享)于文且(祖)考，用万
年眉寿，其子孙永宝用享。

《伯(歼)父簋》铭“桐”前一地名(或族名)，
“子、(英)、桐皆相邻或相近。昭王南征诸地属楚
荆，其地当在今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和安徽西南
部长江以北一带。”李学勤先生认为该字从“央”
声，当即史籍里的“英”，或称“英氏”，汉石经《公
羊传》作“央”，系偃姓古国，传皋陶之后，在今安
徽六安西。伯(歼)父簋的制作时代，叶正渤结合
宗周钟等铭文研究认为应该属于西周昭王时
期。《伯(歼)父簋》铭文记载伯(歼)父跟随西周某
王从成周出发南征，有所俘获，因作宝簋祭祀文
祖考事。笔者认为，《伯(歼)父簋》铭文的(英)字
的发现及解读虽然尚在初期，但仍引起我们的
注意，它或许为我们解开历史古国——— 英国之
谜拍打出一片美丽的浪花。

扑朔迷离探“英”国
戚卫国

淠淠史史杭杭灌灌区区

佛佛子子岭岭水水库库

响响洪洪甸甸水水库库水水清清漾漾波波

青青青青茶茶园园

采采茶茶

弦纹铜斝，商代，原六安县土产公司
废品仓库拣选

编者按：

根据青铜器《伯(歼)父 簋铭文》中
提取并作美化处理的“英”字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