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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我們平常熟悉的歷史，包括國家的歷史，社會的歷史，乃

至山川河流的歷史等，如果放在陽光下曬一曬，可能都會有長長

的暗影。這些暗影，由一些不為人知或僅為少數人知的人和事組

成。它們不顯山，不露水，千年保持沉寂。然而，往往正是這樣

一些人和事，左右了歷史的走向，正像大江大河中的暗流可以改

變輪船的航向一樣。

間諜和刺客，其行事基本都是秘而不宣，正是歷史中的暗

影。如果當時人莫知所以，不予記載，後人更是渺然無從知曉，

茫然無從稽考。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戰國時期的戰略間諜蘇秦，如

果不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馬王堆出土帛書，人們始終難以確定其

行間經歷。

如果依照今天情報學的界定，刺客其實也屬間諜的一種—

可稱之為行動間諜，二者其實可以歸為一類。孫子說“事莫密於

間”，各種間諜活動都需隱匿行跡，只因特殊的工作性質使然。

間諜史，也是歷史中的暗影。

和間諜隱秘行事相類似的還有小偷。間諜很多時候就是以

偷摸為手段，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會徒勞無功遭到抓捕，出師未

捷身先死。基於這個緣故，不少人把間諜視同小偷，更多投以鄙

夷。殊不知二者在性質上有著本質差別：小偷堪稱社會毒瘤，而

間諜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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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通常都與戰爭行為息息相關。如果說戰爭現象暫為人類

社會無法避免，那麼間諜自當有恰當理由存世。一直以來，人們

習慣於將戰爭分為正義和非正義兩種，間諜其實也可以相應地分

為仁與不仁兩種，至少不能像對待小偷那樣一棍子打死。在筆者

看來，戰爭或許是人類成長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間諜，總有不

少間諜，在執著地努力，試圖使得這種代價變得更小。此故，我

們需要對間諜抱有較為客觀的認識。很多時候，很多間諜，都是

距離戰爭硝煙最近，距離死神最近，卻又能表現出凜然氣概，無

所畏懼。不少人欣賞荊軻，欣賞的就是其“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的凜然之氣。

我們平常所看到的外表平靜的河流，其間往往有暗礁潛伏。

由於它們的存在，表面平靜的河水下面才會有暗流湧動，令來往

船隻搖曳難行。間諜有時也會像暗礁一樣，令歷史長河帶有一絲

乖戾之氣，難以捉摸。當然，間諜卻並不只會阻隔河水和破壞航

道。他們有時也會成為推動歷史前行的大英雄，令歷史長河加速

向前，更加洶湧而且富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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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時期，各部落為了爭奪獵物、土地、水源

等資源，不免會使用武力，甚至發生戰爭，間諜和

偵察活動便由此而生。從《左傳》等史籍中我們可

以看到，夏朝可能已經有了組織嚴密的間諜活動。

到了夏朝末年，伊尹甚至親自擔任間諜，在展示出

高超的諜戰謀略的同時，也成功地幫助商湯打敗了

夏桀。包括周朝的建立，呂尚行間也在其中起到了

關鍵性作用。在改朝換代的重要時刻，總有諜影乍

現，飄若驚鴻，建功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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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艾間澆

據說“女艾間澆”1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間諜活動。這段故事雖

說存在於口耳相傳的歷史之中，卻也演繹得非常飽滿而精彩。

起初，夏啟改“公天下”為“家天下”，希望江山永久地在自

家流傳，沒想到的是，等到其子太康繼位之後，情況就立刻發生

了變化。太康繼承王位後不久，便因為耽於遊樂而丟了王位。東

夷的有窮國后羿乘太康不備，起兵奪取政權，史稱“太康失國”。

有意思的是，后羿在得到王位之後也一直耽於田獵，疏於朝

政，故而又被寒浞奪走王位，從而使得這段歷史變得更加曲折。

太康失國之後，他的兒子相逃到了帝丘（今河南濮陽）。精明

的寒浞在得知這一消息之後，立即派兒子澆將其殺害。此時，相

的妻子緡氏有孕在身。她僥倖從牆洞逃回娘家有仍國，幾個月後

生下了少康。劫後餘生的緡氏，含辛茹苦地在娘家把少康拉扯成

人。少康天性聰慧，發誓要報仇雪恨，奪回祖輩創下的基業。

寒浞曾派手下一位名叫椒的殺手潛伏在有仍國，伺機殺害少

康，但此次行刺並未獲得成功，少康及時得到消息，迅速逃到有

虞國避難。有虞國國王伯思看到少康年少有志，非常喜愛，就把

兩個女兒許配給少康，並分給他一些土地和士兵，大概有十里土

地和五百來人，少康由此邁出他復國中興的第一步。

1 女艾，據《左傳》杜預註：少康之臣。女，音汝。澆，音敖，寒浞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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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寒浞因為已經佔據夏朝基業，力量非常強大，人口、

土地和軍事實力等，均大大優於少康。所以，少康並不敢魯莽行

事，他決定選派間諜尋機鏟除寒浞的重要羽翼，以此削弱對手，

進而尋找勝機。很快，女艾便被選定執行這次行刺任務。

女艾秘密潛入有窮國。經過一番努力，他成功地找到澆的住

所。經過打探，他得知這澆愛好打獵，也非常好色，並經常在一

個名叫女歧的寡婦家過夜，便乘著夜黑悄悄潛伏到女歧家裡。這

天晚上，他手持利刃，撲向臥室，照著床上酣睡之人猛力刺去，

可結果發現，他只是誤殺了女歧，澆在當晚根本沒有出現。

這次行刺失敗後，女艾並沒有氣餒，而是繼續努力打探澆的

情況。他得知澆對待手下一貫粗暴，不得人心，便決定從收買其

侍從入手，尋找更好的機會。不久之後，他成功收買了澆的一名

侍從。從這個侍從口中，女艾得知，澆不久之後要去一個名叫尚

干的地方打獵。女艾於是喬裝打扮，扮作獵人模樣，帶著得力隨

從和兇猛獵狗，在獵場埋伏下來，靜待澆的出現。

獵場之上寂靜無聲，荒草瘋長。女艾選擇路邊非常隱蔽同

時又非常適合出擊的處所，不動聲色地悄悄潛伏。侍從果然沒說

假話，澆準時出現在獵場。這時候，女艾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

瞅準這個機會，他立即放出獵狗，將澆撲倒在地，迅速砍下其首

級，完成了刺殺任務。

又過了一段時間，少康的兒子柕又尋機除掉了寒浞的另一個

兒子豷。寒浞少了兩個重要助手，立即變得勢單力薄。少康抓住

時機，積極拉攏和收買夏朝舊臣，號召他們一起討伐寒浞，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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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消滅了對手，重新奪回王位。少康即位後，通過積極有效的治

理，使得國力有了很大提升，史稱“少康中興”。

女艾行間的歷史，可能先經過口耳傳說，後又藉助於《尚書》

《左傳》等古籍的記載，因此而被後人所知曉。中國的古史和世界

上諸多古史一樣，都存在著一個口耳相傳的時代。這些歷史固不

能完全作為信史，但也不可盡廢。1所以我們不妨相信，夏朝歷史上

可能確有過這麼一位間諜，為了少康的中興大業，冒著生命危險

做了一次超級間諜，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左傳》中說“（少康）使女艾諜澆”，一個“諜”字，生動

地道明了女艾的身份，但女艾是男是女，並未說明。如果女艾是

男性，則女艾間澆正如荊軻之刺秦，女艾可謂“行動性間諜”的

鼻祖。我們不妨懷想，暗殺這種手段在中國可能存有著悠久的歷

史，並在後世不斷得到效仿。利用這種方式，可對敵方關鍵性人

物進行打擊，付出代價相對較小，收到事功相對較大。如果女艾

是女性，那麼少康所施展的可能是一齣美人計，可比西施之事

吳。當然，女艾的行刺又不僅僅是女色之誘，同時還需要其巧妙

佈局和親身刺殺。從這些經歷可以看出，遠古時期女性剛烈之風

凜然，雖男兒，不如也。

1 諸如《離騷 》和《天問》等詩歌中，“澆”這位力士，也曾被數次言及。從《論語》中

可以看出，孔子師生也曾討論過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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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滅夏

夏王朝到了末期，統治集團日漸腐朽，居住在黃河下游的商

則悄然興起，先是與夏形成對峙局面，後來終於推翻了夏王朝，

建立了商王朝。在商滅夏的戰爭中，諜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孫子兵法．用間篇》中說：“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其中的

“伊摯”，就是伊尹。“伊摯在夏”說的正是伊尹深入敵國擔任戰略

間諜，大量收集軍政情報的歷史。這些情報對商湯滅夏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故此孫子才會說“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伊尹，生卒年不詳，相傳為河南開封陳留人，本名摯，也有

史書稱之為阿衡或保衡。伊尹是鳴條之戰的指揮官，也是輔助商

湯滅夏的功臣，並被視為中國古代第一位名相。

據說伊尹曾經多次在夏和商之間徘徊，卻一直不受重用，只

此我們便可以想像他的內心一度何等失望。《冊府元龜》等書都說

伊尹“黑而短”，其貌不揚，不知何據。如果此說屬實，伊尹一度

不受重用也許與“長得醜”有很大關係。大概“以貌取人”是自古

便有的習慣，伊尹深受其害。

在多次往返夏、商兩地，經過反覆比較之後，伊尹最終決定離

開夏而投奔商。看到商湯對自己的廚藝非常感興趣，伊尹便以“知

味”為喻，建議商湯要像“調和五味”一樣來治理國家。商湯由此

得知伊尹的賢能，於是選擇吉日，在宗廟舉行了隆重儀式，破格任

命伊尹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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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上任後，建議湯不要急於對夏用兵，而是要一面努力發

展自己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一面注意多方收集有關夏的各種軍政情

報，對夏王朝的政治動向和發展態勢進行嚴密跟蹤，力爭抓住最佳

用兵時機。

為了搞好敵情偵察，伊尹甚至親赴險地，打探敵國第一手情

報。為了不使夏桀起疑心，伊尹故意犯下大罪，然後負罪逃跑。

伊尹在到達夏之後，設法獲得了夏人的信任。他以廚師的身

份四處活動，多方刺探情報。在前後共計三年左右的時間裡，他

收集到大量關於夏的軍政情報乃至桀本人的生活秘聞。伊尹的這

次行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不久之後，他秘密地潛回商都，

向湯作了一次詳細彙報。伊尹告訴湯，夏桀沉湎女色，寵信小

人，不顧民眾死活，終於使得“上下相疾、民心積怨”，可以說，

夏朝正是大廈將傾，國運衰竭。

伊尹這次入夏總共三年時間，1三年應該是一段不短的時間，

從中可知伊尹行間的艱辛。這三年當中，伊尹收集了多少有關夏

朝和夏桀的情報，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信的是，伊尹對於夏

朝的情況已經掌握得相當清楚。湯在聽取了伊尹的彙報之後非常

高興，獲得了更大的信心，也更加堅定了決心，與伊尹一起細緻

周密地籌劃起滅夏大計。

在看到商湯有如此堅定的滅夏決心後，伊尹再次潛入夏朝，

1 這是《竹書紀年》的說法。據《竹書紀年》卷上：“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

伊尹歸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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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更多地掌握夏桀的兵力部署和防線調整情況，好為湯

確定進攻路線做好情報保障。伊尹此次赴夏之後，選定夏桀所寵

信的妃子妺喜作為用間對象，力爭對她進行策反和拉攏，發展為

內間，為自己所用。在此之前，伊尹已經了解到夏桀的脾性和愛

好，知道妺喜具有非凡美貌，是個能左右夏桀言行的女人。

伊尹潛入夏之前，妺喜已經在夏桀左右，可知妺喜不是伊尹

預先安插，而是後來經過收買或策反才成為內間。那麼，其貌不

揚的伊尹又是如何成功地收買了貌若天仙的妺喜，則成為一個巨

大的謎團。

據《竹書紀年》記載，好色的夏桀因為得到了新寵，自此厭

倦乃至拋棄了妺喜。妺喜則由此而心生怨恨。這個時候應當是伊

尹收買妺喜的一個重要時機，以伊尹對於夏的了解程度，他應該

不會錯失這個良機。

可以想見的是，為了策反妺喜，伊尹一定在她身上用盡了

各種心思，使出了各種手段。如果是金錢收買，那麼這筆錢的

數目一定不在少數；如果是投其所好，伊尹一定是對妺喜做了

充分研究，甚至不惜將稀世珍寶奉上。作為交換，妺喜將夏

朝的軍力部署情況悉數透露給了伊尹。妺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裡，實則參與和影響了夏的國政建設，而且對夏的軍事力量和

兵力部署等情況也了如指掌。故此，她才能為伊尹提供很多富

有價值而且非常準確的重要情報。

在古代典籍中，只有《呂氏春秋》詳細記載了妺喜將夏的軍

情和兵力部署情況透露給伊尹的經過。據《呂氏春秋．慎大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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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妺喜趁人不備時悄悄告訴伊尹：“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

日，兩日相與鬥，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據後人分析，妺喜這

裡所說的東方與西方、勝與不勝等，都是極具情報價值的暗語。

把這些暗語和當時的地理聯繫起來，恰好提示了夏朝防務的虛實

之處，從而為伊尹後來選擇進攻方向和路線提供了重要的參照。

妺喜很可能就是這樣與伊尹完成情報傳遞的，除此之外，伊

尹必定還通過其他手段，在把夏的軍情摸得清清楚楚之後，才有

了具體作戰思路。如果說伊尹第一次赴夏考察的多是社情和民情

的話，這一次則更多關注軍情。夏的底細已被伊尹悉數掌握，滅

亡為期不遠。

就在伊尹赴夏行間期間，湯也沒有閒著。在他的領導之下，

商繼續擴充經濟和軍事實力。數年之內，商先後滅掉葛、韋、顧

等周邊小國，疆土進一步擴大，實力也得到進一步增強。而夏王

朝則由於桀的暴虐和無道，已經日顯頹勢，行將分崩離析。此消

彼長，雙方實力已經非常接近。夏王朝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大舉進攻的時機即將到來。

伊尹知道進攻夏桀必然牽扯多方面利益，尤其可能引發一些

鄰國的激烈反應。這些鄰國中，有的曾經是夏的屬國，有的則是

剛剛投靠商的，有的則至今尚抱著觀望和搖擺的態度。所以，為

了慎重起見，伊尹建議考察一下夏周邊小國的態度。

為此，他建議湯即刻停止向夏納貢。夏桀得到這個消息之

後非常憤怒，立即號召周圍眾多的小國聯合起兵攻打商湯。眾多

小國不敢怠慢，響應了夏桀的號召。看到夏桀尚有相當大的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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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伊尹認為，進攻夏的時機此時尚未完全成熟，於是立即向夏

補繳貢品，將出兵之事暫且按下。第二年，伊尹如法炮製，情形

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夏桀再次號召周圍小國聯合起兵攻商時，遭

到周邊小國的一致抵制，根本無力組建起一支像樣的軍隊。失道

寡助的夏桀和他的夏王朝，其潰敗速度，竟如此之快。伊尹和商

湯由此判定，夏桀已經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進攻時機已經到來。

根據行間所得情報，伊尹制訂了迂迴進攻的策略。由妺喜所

提供情報可知，夏在與商接壤的邊境集結了大量的兵力，所以商

湯的軍隊避開了這條防線，大隊人馬悄悄地一直往東進發。這進

攻路線的選擇出乎所有人意料，當然也同樣地大大出乎夏桀的預

料，讓夏桀來不及做出反應和調整。

在成功鏟除夏在東方的輔助勢力之後，伊尹突然揮師西進，

出敵不意，迂迴至夏的都城。夏桀的軍隊來不及進行調整，即刻

陷於混亂。雙方的軍隊一直纏鬥，雖然湯的軍隊是勞師遠征，但

其軍隊並不處於下風。戰至鳴條（今河南封丘東）附近時，兩軍又

進行了一次大決戰，史稱“鳴條之戰”。決戰之後，夏桀的軍隊被

最終摧毀。湯成功地覆滅了夏朝，自此建立了一個完整和強盛的

商王朝。

孫子說“知迂直之計者勝”，伊尹和商湯所指揮的這次滅夏

之戰，進攻路線的選擇出人意料，正是典型的“以迂為直”。當

然，伊尹此前扎實的情報工作，也是他們順利取勝的一個更為關

鍵的因素。正是有了可靠的情報，才可以制定出“以迂為直”的

作戰路線，取得最為理想的作戰效果。春秋末期的著名軍事家孫



諜 影 乍 現  0 2 1  

武在他的《孫子兵法》十三篇中明確說道，“殷之興也，伊摯在

夏”，把殷商的興盛與伊尹的行間直接因果，這充分說明了伊尹在

商滅夏過程中所扮角色和所起作用。

伊尹在被湯任命為相之後，敢於深赴敵國，極富冒險精神。

伊尹假裝得罪商湯，以獲罪的名義逃離商湯，潛入敵國，可謂深

諳諜報經營之術。此後歷史上種種間諜派遣之法，諸如政治避

難、苦肉計、逃亡等，莫不由此翻出。伊尹親為間諜，有著顯而

易見的優長：一方面，他與商湯之間的這種垂直領導，並無其他中

間環節，這有利於情報的保密和傳輸；另一方面，伊尹的研判情報

能力，也使他在獲得大量社情、軍情後，能夠及時合理地進行分

析和研究，並以此作為出發點，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戰略方針。伊

尹選擇妺喜作為行間對象，也被證明極具戰略眼光。妺喜的暗語

為伊尹和商湯選擇戰略進攻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據。伊尹在對敵國

的情況了如指掌後，善於分析，周密籌劃，成功地找到了一條破

敵路線，並制訂了周密而富於奇效的進攻計劃，可謂善於經營戰

略情報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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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尚伐殷

商代統治凡五百餘年之後，國運開始衰落，西北的周族趁勢

崛起。當商周對決之時，周的實力仍然處於下風。按照當時雙方

實力對比，商朝尚且不至必敗。但是，雙方角力的結果，力量相

對處於劣勢的周人戰勝了實力明顯佔優的商人，成功地改寫了歷

史。周人能最終戰勝強大的殷商，呂尚所實施的情報戰和戰爭謀

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呂尚是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軍事史上佔有著重要地

位。史稱呂尚“多兵謀與奇計”，故此，後代言兵，“皆宗太公為

本”。

姬昌起用呂尚的過程，歷史上說法不一。影響最大的一種說

法見諸《史記》，即後來廣為流傳的關於一根釣鈎的故事。

呂尚聽說姬昌是個重視人才的賢能之君，便帶著釣竿趕到

渭水之濱。這是渭水河濱一處水草豐茂之地。呂尚貌似神閒氣定

地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河面上水波不興，呂尚的內心卻是激流奔

湧。聽說他時常會來這裡獵取一些野味呢，不知道今天會不會

來？這樣想著，呂尚便感覺到他手裡這根魚竿的分量了。這時候

有人過來問：老人家，你這魚鈎是直的，根本釣不到魚啊。呂尚聽

後只是微微一笑，並不理會。這樣子不知道過了多久，姬昌終於

帶著一班隨從出現了。看到呂尚，姬昌心生驚訝：好一個氣宇不凡

的老者！隨即恭敬地迎上前來給呂尚行禮。呂尚頓時明白，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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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關於姬昌賢達的傳言果不為虛，於是就和姬昌攀談起來。交

談之中，呂尚更加感受到姬昌的求賢之心，便把胸中丘壑和盤托

出。姬昌也察覺出呂尚的賢能，立即拜呂尚為師，掌管三軍。

呂尚深通經國要領，所以能夠很好地輔助姬昌。周本偏處西

隅，是個彈丸小國，但由於他們君臣協力，治術得當，不久便開

始走向強盛。呂尚告訴姬昌，如果想謀得“大治”，必須要先把無

道的殷商王朝政權推翻。而滅商大計，最要緊的不外乎四條：其

一，發展壯大自己；其二，迷惑紂王，不能給他察覺出姬周的真正

意圖；其三，全面掌握殷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其四，尋機

策反商紂的羽翼，使紂王陷於孤立。

呂尚早年曾有過在殷商的經歷。這使得他對商紂的軍政概況

有一定了解，但他認為僅有這些還遠遠不夠。於是，在呂尚的巧

妙部署之下，姬周的情報人員不斷地潛入殷商，呂尚因此得知商

紂“欲殺文王而滅周”的核心機密。這可說是一件令呂尚和姬周上

下都立即寢食難安的麻煩事。呂尚苦思對策，認為姬周眼下的最

好辦法便是製造大量假象麻痹紂王，使其立即調整戰略矛頭，不

與姬周為敵。

呂尚勸諫文王的主意，後人曾有託附：“鷙鳥將擊，卑飛斂

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1這段話的實

質，就是韜光養晦，麻痹對方。呂尚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他

認識到，如果不能及時打消商王對姬周的征伐念頭，以當時雙方

1 見《六韜．發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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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力對比，很可能招致滅頂之災。如果能很好地隱藏自己的實

力和戰略意圖，並偽裝臣服商王，使其放棄對姬周的武力征伐，

便可以最終實現“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再進一步將殷商擊潰。

在呂尚的勸導下，文王立即在周原建立宗廟，祭祀商的先

祖，以表示順從。姬周還答應商王到周的轄區進行狩獵活動，滿

足他的口腹之慾。除此之外，呂尚還在國都建造玉門和靈台，並

安置大量侍女，每天鳴鐘擊鼓取樂，竭力給紂王造成周文王耽於

女色和沉湎享樂、不思進取的假象。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姬

周聯合起反對殷商的一眾小國，表面上臣服紂王，暗地裡卻一直

發展壯大實力，擴大同盟力量。

紂王終於被呂尚一系列假情報所迷惑。紂王判斷，姬昌並

無與商爭奪天下的實力與志向，大體屬無能無用之人。他對姬昌

的忠心表示欣賞，並委以軍權，可以對不聽話的小國動用武力。

而紂王則從此把戰略矛頭瞄準東方國家，在西部防線僅投放了少

量兵力。這樣，商不僅在與東方之敵的交戰過程中不斷地消耗實

力，同時也在戰略後方埋下了一個巨大隱患。

殷商的所謂東方之敵主要是指東夷。呂尚經過細緻分析後認

為，曾是殷商屬國的東夷其實可以引以為西周之援，而發展為殷

商之敵。故此，呂尚在仕周之後，又去殷商大行間諜活動：策反東

夷叛商，讓他們加入周王伐商的隊伍中來。即便不能達成這個目

標，也一定要爭取讓這些東方小國能轉移商紂的注意力，打亂其

兵力配置和戰略部署，好為下一步周王的征伐戰爭做好準備。

所謂東夷主要是指徐淮夷一帶。這些東方諸侯方國既是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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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屬國，同時也是商最為重要的戰略後方。故此，呂尚選擇這

裡作為行間對象，在戰略上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有人說，所謂東

夷，即指東海，也就是呂尚早年居住過的地方。既是早年的居住

地，呂尚對此地風土人情等不會感到陌生，故而便於其開展間諜

活動。

呂尚選擇了適當時機，成功越過商的邊境，打入商的後方，

從事策反東夷的工作。他來回穿梭於東夷各個方國之間，向東夷

國王數落商紂的暴虐，並且詳細介紹了姬周的賢明政治和逐步發

展壯大以及受到越來越多擁護的基本情況。在呂尚的勸說下，東

夷王決定用舉國之力，協助姬周。

由於歷史久遠，呂尚行間的具體情況，古籍中鮮有記載，故

此其中的詳細經過尚待繼續考證。總之，呂尚一定是在東夷進行

了一系列艱苦運作和一番煞費苦心的經營之後，才能成功地使得

東夷背叛商紂，站在周的一邊，成為周滅商的同盟軍。東夷叛商

之後，立刻成為商紂的心腹大患。商紂得知這個消息後，震怒之

餘，也不得不立即調整戰略部署，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對付東方之

國，並從此陷入了耗時久遠的戰爭。在經過多年的征討之後，商

紂終於使東夷再次臣服，但自己也是元氣大傷，國運開始日趨衰

落，而一蹶不振。

商、周在西線對立之時，東夷乘機叛之，則可知東夷與周的

聯盟行動，也可知其中必有間諜和情報來往，以作協調和溝通。

東夷與姬周，分處東西，其間正好隔著殷商。必經之地就是敵

國，情報傳遞必然遭到嚴密的盤查，這給他們之間的協調聯絡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