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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楚笔记⑦

荆史探微

沙市，在旧中国的镇域面积小得可怜：在那时节，只要一过九十埠、大赛巷、便河
桥、旅寄坊、塔儿桥、板门子与赶马台一线，再往前行就是城乡结合部了。“小市集”的简
陋，与“小汉口”的繁华，在这个传统的消费型市镇形成一种绝妙的畸形搭配。仗着开
埠后这些年生意好做，众多商民强烈要求要大力加强本地的市政建设。

为了谋求市政设施的尽快改善，沙市商会的头面人物几乎年年都在来往于当地
驻防的国民党驻军官长中尽力周旋，希望能仰仗枪杆子做后盾，快速推进市政建
设。而商会方面在刚刚开始着手于实施市政建设起步之初，之所以会提出要像汉口
那样辟建一座纪念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的公众游乐园，也就是认为，舍此则根本
无法破除那片压在市镇头上数百年的那道荒冢野坟之鬼魅恶魇！

可是，那些年间来往的各级官长就像走马灯，来往匆匆，以致令商会打的如意算
盘，一次次落空。1932年底，蒋介石委任徐源泉出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主任，他这才
在沙市长驻下来。此间，徐本人为笼络地方人士，不仅满口应承出面组建沙市市政
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整会）、自任主席，并另派其副军长马登瀛兼副主席主持日
常事务；再任命童月江任工务股股长，特聘工程师王信伯统筹一揽子市政建设项目
的规划与设计。诸事俱备，工程便自1933年元月正式启动。

整个工程分两步推行：首先是将原青石街与三府街连为一体，筑成一条“中山大
马路”，同期再整修几条老街，并新建两个菜市场；其次是迁转平毁市镇北缘全部荒
坟野冢，腾出地面，辟建中山公园与体育场等。其最可忧者，乃是后者——作为被市
整会聘邀来擘划中山公园兴建布局的李宝常，便不得不煞费苦心。

毕竟，在旧时代。对于平坟掘墓之举，一向被视作是一项有损阴德、人神俱愤的恶
行；更何况沙市这片“旷野”系经年累摞积压而成，朽木枯骨，堆累如山；即或连市整会
的执委中，也有人觉得于心难安。李宝常虽不是佛教徒，但多年间亦曾精研佛理，拥有
以儒释互证的厚实学术渊源。为安抚人心，他乃草拟一则《建立心经碑记》，再借用驻
军首领马登瀛的名义公开发布。碑记写道：“沙市为鄂西巨埠，华洋辐辏，水陆交驰。
惟其地束堤面，江廛庐湫，隘市后累累万冢，人鬼与邻，重为拓新巨碍……既先徇众请，
延僧斋荐，以妥其灵。复由世界红卐字会建议，秉老祖之训，伐石树碑，镌般若波罗蜜
多心经其上，用慰宅幽”云云，动员凡是有主墓茔，皆一概限时将棺木迁葬他处；并按四
期完成的时限，分片实施，对届时未迁者，皆视作无主荒坟等，清除平毁。

说来，这项举措虽是仗恃有枪杆子做后盾，但由于此间民智渐开，风气刷新，人
们也乐于接受改善市政以有益民生的兴革举措。因而，自碑记发布之日始，众商民
均皆乐于遵循；至于那些积年累叠的朽木枯骨，便由市整会雇工掘出，当下即集中至
公园规划区域内的古香山寺遗址，掘一巨坑一概“聚骨焚化，以资尊节”。

随后，有人提议，为镇魇祛邪起见，将前些年因驻军不慎失火被焚毁的原山陕会
馆中幸得保全的古戏台，作整体性拆迁，再重建于这“聚骨焚化”的古香山寺遗址，以
期借重关圣帝君的赫赫威灵，驱魅避恶。这个主张刚一提出，当下便获市整会的全票
通过。于是，王信伯工程师当即布置实施，在修复拆移过来的古戏台时，一则遵循传统
营造法式，同时施以新的建筑工艺，使之修复后愈显雄伟壮观，并命其名曰：“春秋
阁”。后来，鉴于财力短绌，有人觉得既是请来关圣帝君的神灵坐镇于兹，任何鬼魅邪
魔皆不敢在此作祟，故那块原已规划的《心经碑》到后来并没付诸实施。只是事情已
过，亦无人纠缠，而最后仅以这篇碑记被收录进1936年所编印的《市政汇刊》作罢。

1935年3月20日，沙市中山公园举行盛大“总理纪念碑揭幕典礼”，宣告本期统
筹实施的这一揽子市政建设项目基本结束。昔日荒冢野坟之地，面貌为之焕然一
新：步入园内，但见阡陌纵横，环列交错，河渠贯流，平沼连通，青草如甸，花木扶疏，
自此便成为人们假日休闲的绝佳去处。

公安县名前身公安县名前身““孱陵孱陵””沿革新考沿革新考
□ 王福王福学学

明嘉靖《荆州府志·舆地志》序云：“荆
州，分野于天，有宿度；建置于地，有因革。”

说公安县名的沿革，首先得说公安县名
的前身。

公安县名的前身叫孱陵县。
关于孱陵县建置时间，过去的史籍中大

都说是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县域辖
有今公安、石首、监利和湖南安乡、津市、澧
县、华容等地。明嘉靖《荆州府志》卷之一
《舆地志》“州县世表”中秦时没有“孱陵”，只
在“两汉”时出现“孱陵”二字。所以在新中
国成立前最后一部公安县志（同治十三年，
1874年）卷一《地舆·沿革》中便有这样的文
字：“考《禹贡》荆州之域，北距南条荆山，南
尽衡山之阳。九江孔殷即今之洞庭，公安奥
处其中。第秦拔郢置南郡以前，无事实可
考，故沿革断自汉始。”（南郡为秦48郡之一，
治所在江陵县。）

事实上，孱陵县的建置时间并不是汉
代，而是秦朝或以前。关于这一点，有以下
两个方面的史料为证。

一是明朝英宗正统元年（1436 年）公安
县儒学教谕房龄编修的《公安县志》序文曰：

“粤自《禹贡》分别九州，荆州具其一，公安则
为其属邑。东连石首，西接江陵，南拒澧阳，
北控潜江，其山川之形胜如此……”《禹贡》
为《尚书·夏书》篇名，大约成书于周秦之
际。《禹贡》把当时中国划分为九州，论述各
区域的山川分布、交通、物产状况以及贡赋
等级等，是我国最早、最有价值的地理著
作。后来地志之书，自《汉书·地理志》《水经
注》以及后来各代地理专著，无不以《禹贡》
为依据。

新中国成立前，公安县自明成祖永乐十
年（1412 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共修
志十部。这十部县志中，只有上述第二部明
确记载孱陵县为禹划九州之荆州属邑，第三
部、第四部序文中分别说到“公安为荆土上
邑”“公安分治荆之邑也”。

二是2002年 6月，考古专家在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古城 1 号
井发现了 38000 余枚秦简。这批简牍主
要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公文档案，内容涉
及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法律、文化、职
官、行政设置、邮传、地理等诸多领域。学
术界称这批简牍为里耶秦简。年代为秦
始皇二十五年（前 222 年）至秦二世二年
（前 208 年）。

邮传包括地名和里程。里耶秦简邮传
地名里程简 16-52 有这样的记载：“鄢到
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卌十六里，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
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
十里”。

上述秦简中的“鄢”指今湖北宜城，秦时
为鄢县；“销”指今湖北钟祥北；“索”指今湖
南汉寿县，秦时为索县，西汉因之。

健全的公文传递系统，是国家机器运行
的基本保障。秦朝中央政府的行政文书，由
都城咸阳送到洞庭郡，再由郡依次向下传送

到所属县廷。公文到达迁陵，迁陵丞负责办
理，或再将公文下发到乡、里，通过邮驿系统
完成传达。里耶秦简中有各类行政公文、副
本及其邮传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秦朝各级政
府是通过快速、高效、安全的接力邮传，以保
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之间行政公文和
军事情报高效地上传下达。

简牍是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记录，所以孱
陵县建置时间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秦朝
或以前已毋庸置疑。里耶秦简的记载，用实
物颠覆了历来“孱陵沿革断自汉始”的结论，
也填补了明嘉靖《荆州府志》卷之一《舆地
志》“州县世表”中秦时没有孱陵的空白，对
于研究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

再回头看清同治十三年《公安县志》卷
一《地舆·沿革》中那段文字，前言后语本身
也自相矛盾：既然前面说“考《禹贡》荆州之
域……公安奥处其中”，那么后面又怎么说

“第秦拔郢置南郡以前，无事实可考”呢？“奥
处其中”不就是“可考事实”吗？

为什么取名孱陵县？目前尚未见到史
籍上的相关记载。我们姑且从地理位置和
字面意义上作一些分析。从地理位置上
看，孱陵县史属武陵郡，系武陵山余脉。这
一余脉一直延续到今公安县章庄铺镇玉虚
阁村。这似乎可以说是“陵”的来源。关于

“孱”字，《辞源》上有六种注释。既然孱陵
县属山之余脉，我们试取其一：“狭窄”。即

“狭窄的山陵”。其六为
“高貌”。但“高貌”用
在山之余脉上可能不太
合适。

关于“孱”字的读音，
《辞源》上有三种注音：一
读 “chán” ； 二 读

“zhàn”；三读“jiān”。
其中标明用作“孱陵地
名”时读“zhàn”，而且仅
此一用。但多少年来，公
安人都读作“chán”。也
许是“约定俗成”的原因，
新 闻 媒 体 也 读 作

“chán”，现在要纠正，可
能很困难。

对“孱”字的写法，包
括公安本土的行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门牌上，也
有误写为“潺”的，这种

“画蛇添足”的作法完全
改变了孱陵县名的来源，
是不可取的。

现在再说一说公安
县名的由来。

关于“公安”这一名
字，所有史籍的记载都是
一致的。距今最近的是
清张仲炘、杨承禧等撰，
民国十年（1921 年）重刊
本，《湖北通志》卷五《舆

地五·沿革》中的记载：“公安县，汉为孱陵
县，属武陵郡（《汉志》），后汉因之（见《续汉
志》）。吴大帝推先主为将军领荆州牧，镇油
口，时号先主为左公。”其时民间流传着这样
一个故事：说先主刘备在油口安营扎寨后，
其旧部时有来信问候“左公安否？”刘备回信
曰：“安好！”为了安抚旧部，刘备便将孱陵县
改为公安县。时在公元209年（建安十四年）
春，这里的油口即指现在的斗湖堤。北魏晚
期郦道元所著、我国历史上最具地理学意义
的《水经注》中云：“以左公之所安，故号曰

‘公安’”。左是指刘备当时被封为左将军。
“左将军”是官衔（如大书法家王羲之称为
“右将军”）；“公”是尊称。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派大
将吕蒙袭取荆州后，任吕蒙为南郡太守，封
孱陵侯，又恢复县名为孱陵。西晋太康元年
（280年），分孱陵立江安县，以江之安得名。
江安县城设二圣洲。公元548年（梁平正元
年）改江安县为公安县。公元589年（隋开皇
九年），将孱陵县和永安县（侨县）并入公安
县，改名为公安镇，不久恢复为县。公元
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公安县升为公安
军，置镇抚使。公元1135年（绍兴五年）撤销
公安军，恢复公安县建置。1949年7月，公
安县解放，县人民政府驻南平。1952年新设
荆江县，县城迁驻斗湖堤。1955年，荆江县
与公安县合并，县城为斗湖堤。值此，公安
县名再没有发生变化。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秦简（里耶秦简博物馆藏）。

新锐史学家王伟在《楚国简史》“动荡在
曲折中寻觅光明”一章中，用了大量篇幅细
致地讲述了伍子胥的复仇过程。作为“春秋
战国时期实施复仇计划并得以成功的第一
人”，伍子胥既是荆楚文化名人，又是一个非
常有争议的古代人物。

说伍子胥是英雄，是因为“为了复仇，他
不惜背负历史骂名。他宁愿背叛自己的国
家，背叛自己的百姓，只为替父亲替伍家报
仇雪恨”。从这上点来说，他也许可以算作
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不愧为是伍家的子孙。

说伍子胥是“带路党”，则是因为他为了
私仇“背叛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君王，背
叛自己的百姓”，居然于前506年引吴军入
郢，毁灭了楚国国都纪南城，大量屠杀了都
城里的百姓。楚史里说，“吴军进入楚国的
地盘，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掳，整个郢都瞬
间变成了人间地狱”。这还不算，伍子胥甚
至还企图毁灭整个楚国。幸运的是，伍子胥
老乡、好朋友申包胥却以一己之力，几乎扭
转了整个战局。申包胥是春秋末年楚国的
大夫，与伍子胥都是监利人。

伍子胥在逃亡宋国的途中，遇到了刚刚
出使外国刚回来的申包胥。伍子胥痛哭流
涕地讲了父亲和兄长的悲惨遭遇后，咬牙切
齿对申包胥说：“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一定
要报仇雪耻，灭了楚国。”申包胥义正辞严地
说：“你要想消灭楚国，我就要保卫楚国。请
相信我们的友谊，我是不会把今日相见的事
告诉别人的。”申包胥一番话，既体现了对友
情的珍重，也表明了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伍子胥知道
仅靠自己是杀不了楚王的，要实施复仇计
划，只能借用敌国的力量了。本来，按照中
国传统文化，“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事情
往往都有两面性。不过，伍子胥做得太绝
了，他不但与吴王阖庐和孙武率吴军大破楚
军，打败20万楚国大军，攻陷了楚国的国都
纪南城，还掘毁楚平王墓，鞭尸三百，成为中
国的第一大掘墓贼。

当代社会，有人常常纠结于国家与个人
的关系。社会利益的纠葛，时常会让一些人
走向极端，甚至做出反社会、反国家的行
为。伍子胥因为私仇而成为“带路党”，主动
带领吴国“侵略军”攻占了自己的祖国。虽
说是楚王对不起伍子胥，但他甘当“带路
党”，引来“侵略军”，使许多无辜的楚国人民
死于非命，也难怪伍子胥的报仇血恨，会引
来了骂声一片。从历史传统来说，中国人的
国家观，与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完全
不同。中国人自古是天下观和文化观，“中
国”这两个字的意义更多在于中原之地的华
夷之辨，是一种文化意义和地理意义的自我
认同，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在于是否
庇护和坚持这种文化传统。

孔子说“春秋无义战”，或许从另一个侧
面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并没有建立起
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来判
断战争的正义性。不过，同是复仇，与伍子胥
引来骂声一片的复仇不同，越王勾践“君子报
仇，十年不晚”的复仇行动，却更多的成为褒
奖的范例。可见，是非公道自在人们心中，人
们的心中总是有一种最为朴素的道德标杆。

楚昭王十五年（前506年），吴国联合唐、蔡

两国对楚国发动全面攻势，伍子胥用计帮助吴
军五战五胜，打败了楚军，攻破了位于江汉平
原腹地的国都纪南城。当楚国遭受灭顶之灾
时，伍子胥的好朋友和老乡申包胥赶紧跑到
秦国去搬救兵。他本来以为，秦哀公的女儿
是楚昭公的夫人，秦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哪知，秦国国君秦哀公也有所顾虑，并不愿出
兵救楚。为了楚国，申包胥跪在秦国王宫外
面，不吃不喝地整整哭了七天七夜，“哀号之
声不绝”，甚至连眼睛都哭出了血。《春秋·左
传》说，“哭秦庭七日，救昭王返楚”。后来，
秦哀公被申包胥的赤胆忠心所感动，口诵
《无衣》诗一首，表明了愿意与申包胥一起奔
楚、救楚，随即派出了由500辆战车组成的精
锐之师赶赴楚国。楚军在秦军的配合下，赶
走了吴军。楚昭公在重建了国都和王宫后，
便要重奖申包胥，但却被他拒绝了。他觉得，
救亡图存是每个国民都应该做的。申包胥见
多次辞谢行赏都没能得到楚王的批准，就悄
悄地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从历史记载来看，2400多年前的破楚与
救楚，两个监利人在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史书为申包胥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而伍子胥的脸谱却有些模糊，忠奸难
分。有人说，伍子胥的一生，是复仇的一生，
也是痛苦的一生。同样是荆楚名人，关公身
在曹营心在汉，其忠义之心日月可鉴，从而
走上了神坛；屈原眼看国衰欲破，自己的政
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忧心如焚，写下了大量
抒发忧愤的诗文后，于绝望中投江自尽，被
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专家学者认为，
在许许多多楚国人民勇赴国难、可歌可泣的
事例中，申包胥“恸哭求援”的故事，堪称流
芳千古。他以一己之力，凭借着智勇和坚
韧，搬来秦国救兵，让楚国绝处逢生。

我想，当年伍子胥和申包胥这两种截然
不同的所作所为，一定也曾在这片土地上引
起过广泛的讨论。或许，正是在这种讨论中，
楚人才逐渐明晰国家的概念，才有了后来吴
起、屈原以死救国的决心、担当和牺牲精神。

伍子胥与申包胥，一样的监利人不一样的情怀
□ 张卫平

沙市中山公园的兴建，对我市中心城区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
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这座江汉平原上最大公众游乐园的诞生，是当
年时代风潮带给这座荆州外港市镇最为珍贵的一大赠馈。

荆州文史学者张世
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40多年前就开始古城
荆州文字砖（铭文砖）的
研究，并出版专著两部，
成为系统研究荆州文字
砖的第一人。

荆州城的周长达
11多公里，他或骑自行
车或步行，城墙内外都
留下他的足迹，每发现
一块文字砖就细心地用
宣纸拓下来。他对文字
砖的分布如数家珍了如
指掌，熟悉哪一段城
墙、哪一块城砖上有何
文字砖。

这些年，他拓片用
去宣纸34刀，完成极珍贵的拓片1800件，其中城砖文字完整成型的拓片达240多件。

1999年7月，历时6年研究的《荆州城文字砖》由武汉出版社出版，2017年，专著
《荆州城》（文字砖与典故）出版，进一步总结完善了对文字砖的研究。

张世春对荆州城墙文字砖研究学术成果，论证了全国唯有荆州古城墙是跨越年
代最长的城池。

目前发现的文字砖，上自宋代下至民国时期，跨度达800年。其中数量最大的
是明代洪武年间，其次是万历初年的张居正造城砖。宋代文字砖不多，南门城墙文
字砖为清代单个字居多。如南京城文字砖数量虽大，但集中在洪武年间。

荆州城墙文字砖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及贡献：它搞清了文字砖的断代，跨
越年代和数量，证明了城墙主体为明代万历城墙，并有一段完整的宋代文字砖砌体，
荆州城墙并非清代所建，为纠正清代史志的错误，提供了实物史料佐证。

万里长城上最好最漂亮的一段是张居正所建。荆州城墙也是因为有一段完好
无损的万历城墙（张居正建造），后人才能看到如今的“南国完璧”。

据考，张居正组织军队修钟祥显陵，费用由国家支付，当时张居正认为这些工匠
技术精湛，就调派去修荆州城。孔自来撰《江陵志余》中有载：“万历初邑人张太岳，
在朝俾增甃之”，翻译成白话就是：我们老乡张居正在朝廷掌权，他指挥军队，拨款调
人增修了江陵城墙。

明洪武年间的文字砖上，记载了当年关于乡镇建设、基组织建设的资料，诸如某
某村、里长、甲长是谁都有标明，此研究成果曾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所引用。

“现代简化汉字”，在文字砖中屡有出现，如宋砖：号（號），明洪武和万历砖中有
刘（劉）等多个简化字，说明推行简化字古已有之，是历史的传承。2000年，《简化汉
字和文字砖》一文，被台湾江陵同乡会转载。

张世春研究文字砖，是受到妻亲舅黎眷阶的影响。1975年，黎眷阶任江陵文化
馆书记、文物办负责人，参与决策并主持现场指挥了对大北门段的城墙按旧貌翻修
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对文字砖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拓制拓片是研究古城文字砖的基础和必要手段，他经过不断探索，在实践中探
索文字砖和石碑拓片时的湿度不同区别，克服了操作过程中的困难，可以完美制作
拓片。1994年，《中国收藏》上刊登了他的文字砖拓片。

张世春——古城荆州文字砖研究第一人
□ 朱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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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城墙文字砖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