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桀囚汤于禹州

夏桀是夏朝的第十七任国王，也是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

夏桀生于公元前 1777 年，即位于公元前 1752 年，当时夏桀 25 岁，正是血

气方刚的时候。他生就的豹头虎眼，鹰鼻蛇舌，鬼面狼声。站立在朝堂之上，使

群臣望而生畏，不敢仰视。群臣越是这样，夏桀心里越是越是畅快、自昂。

夏朝后期，从孔甲开始，许多诸侯王国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称霸一方，甚

至与朝廷相抗衡。因此，征伐之事已经逐步下移至诸侯。

这时，黄河下游有一个诸侯国首先强盛起来，这就是商。商是一个历史悠久

的部落，子姓，其始祖名契，是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夏朝建立后是夏朝的

一个属国，从契到汤已经传了十四世。

商汤是商侯主癸之子。《有夏志传》载：“商侯主癸，生于夏王扃之十三年，

即公元前 1818 年。三十岁而娶有莘氏之女为妻，后 20年生子，名履，字天乙，

是为成汤。汤生而聪明睿智，好礼乐善，尽孝主敬，内外敬服。夏桀十五年，汤

的父亲主癸去世，汤当年五十二岁，守孝三年，于夏桀十九年癸亥元月吉日即侯

位。

商汤贤良无比，他以仁义治国，以礼貌待人，百姓都说遇到了一个明君，周

围的诸侯国也都敬服他，与他和睦相处。

商部落在汤的领导下日益向黄河中游发展。

有一天，夏桀听说有一个诸侯王居然比自己贤良，而且大多数诸侯都听他的，

就有了后顾之忧。为了铲除后患，夏桀便号召属国在有仍氏地方会盟，联合攻汤。

当时，有缗氏与汤的关系比较好，听说攻商，带头叛夏，众诸侯群起而效之，夏

桀众叛亲离，陷于孤立，攻商计划流产。

夏桀见此情状，害怕商汤起事，急令部下去亳邑擒拿商汤。《夏志》曰：“夏

桀二十四年戊辰四月，前期 1728 年，命熊罴二将，领甲士一千，槛车一乘，来

亳擒商侯。商侯欣然就车，即日起行。有商之民，老幼数万，拥车号哭。死不放

行。二将、甲士戈戟开道，不容商民遮道乱哭。商民已被打伤，犹不肯止。”

商侯哭泣告民曰：“请民众返回，我一定会归也。”老幼哭送五十里，诸臣

子哭送百二十里。长子太丁，相尹伊，莱朱等随车在途。四月十一日发，十二日

至汴阳（今开封市），廿一日至夏都（即今河南省禹州市）。”囚于钧台，也叫夏

台，是有史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国宴的地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监狱，比“纣囚西伯于羑里”还早几百年。

夏桀欲设朝，当面责问商侯，而后杀戮之。是时，天乃大雨如倾，酒池成海，

糟堤成泥，雾迷朝市，迅雷摧殿。宫中白昼出鬼，宫成内皆成大水。大臣恐商侯

逃匿，问于夏桀，桀曰：“南有夏台，下有穸室（地下室），远僻（偏僻而荒凉），

囚之，勿与饮食，饿杀之。”从此囚商侯于夏台。

夏台在夏都南十里，非常荒僻，周围空旷，不邻村舍。台下之穸室无窗无洞，

极黑，周遭尽草莽地穴，无限毒蛇怪狐。二将居于台上，商汤囚于台下。熊罷曰：



“商侯囚于里边，别说没有食物将他饿死，光是那些毒蛇、怪狐等就把他吃了！”

商汤被夏桀囚进夏台时，伊尹正在商那里做丞相，见商国无君，心急如焚，

就生了一计，派人到国内各地去广收财宝，挑选美女，并派一个巧舌如簧的使者

到夏都去贿赂夏桀。夏桀见到一队美人外加许多金银财宝，便不顾国家安危，把

商汤给放了。

汤从夏台回到自己的领地，就派伊尹以答谢夏桀为由，到夏桀宫中去探听夏

朝虚实。

伊尹回来说：“夏桀整日迷于喜妹，耽于筵乐，不听众言，大臣们一个个心

怀怨言，上下深受其苦，民怨沸腾，凭大王的功德，定能一举灭夏！”

汤首先以替夏伐罪的策略，对自己周围不大听话的诸侯国兴师问罪。比如葛

国，就是今天的长葛，商汤以其不祭祀祖先和天地为名去责问他。

葛王说：“我们国小，没有牛羊。”

汤就派人送去了牛羊做祭品。

葛国把牛羊杀吃了，仍不祭祀。借口说：“葛国人少，地荒了，没有粮食啊，

怎么祭祀？”

商汤又派人去葛国帮助种田，还派儿童给耕田的人送饭。葛国竟然把耕田的

人和送饭的儿童给杀了。汤于是一举把葛国给消灭了。而后以同样名义寻找借口，

消灭了今天的睢县、杞县、柘城、砀山、丰县等周边小国。

接着，对夏朝在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国韦国、豕国（都在今河南滑县东南）、

顾国（山东鄄城东北）、范国（河南范县）等进行试探性地攻伐。商汤的意思是

看看夏桀有何反应，看看夏桀还能指挥多少侯国，还有多大实力。这一招果然激

怒了夏桀，他下令九夷部族联合发兵攻打商汤。汤的丞相伊尹看到夏桀目前的势

力尚大，于是赶忙向夏桀请罪，并且急忙恢复进贡。夏桀表示宽宥，商汤也暂时

放下了灭夏的念头。

过了一年，商汤通过各种渠道，对东夷族中的一些国家进行策反活动。东夷

族的许多国家也受不了夏朝的压榨和勒索，逐渐叛离夏朝。商汤和伊尹一看时候

到了，就召集同盟国将士举行攻灭夏朝的誓师大会。汤对大家说：“我部是要进

行叛乱，实在是夏桀作恶多端，上帝难容，降旨要我消灭他，我部敢不从天命啊！”

同时有宣布了灭夏的纪律和奖罚，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消灭夏朝。

桀得知汤要造反，马上派兵讨商。双方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结果夏

桀大败，逃往施国（今合肥市东）。商侯问伊尹：“还要穷追吗？”

伊尹说：“一日之劳，百年之逸矣！”

于是，商汤乃命庆辅统三国之师，命湟里且统四国之师，两面夹击，合攻施

氏。商汤则从正面长驱直入，且以木栅堵进，缕索萦绕，万箭齐发的方法，使夏

桀没有还手的能力。施国国君见势不妙，便用药酒将桀劝醉，趁其麻醉熟睡之机，

缚以麻绳百道，献出而朝商汤。其它诸侯国也纷纷擒了君主或夏桀亲信，前来邀

功请赏。至此，夏朝彻底灭亡了。

诸侯请杀夏桀，商汤不许。众诸侯说：“若全其性命，需贬放之，使其不得



害人。”

商汤说：“放到哪里为好？”

众诸侯说：“南方有构巢氏之国，昔人构巢而居，一夕，四面陷落成湖，水

深数丈，此巢独存。今名亭山，广数里，惟船可以通行。将其放置此地，派死罪

之人伺候，一旬送一次食物，平时不准舟船往来，看他还有用武之地吗？”

于是，商汤纳诸侯之言，放夏桀于南巢。

夏桀放声长叹曰：“吾恨当初没有杀汤于夏台，致有今日！”

此后，愤闷抑郁，忧苦痛恨，三年而薨。时在公元前 1683 年。

汤闻桀死，禁歌乐三月，葬之南巢，谥之曰“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