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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都梦想着遨游太空、登上火星，但中国第一个
“登上火星”的却是楚人的先祖祝融。只是，此“祝融”非彼“祝融”。这个
登上火星的“祝融”，是以楚人先祖之名命名的“祝融号”火星车。

2020年4月24日，国家航天局公布了中国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
融”，全称“祝融号”。2021年5月22日，祝融号火星探测车成功到达火
星表面。中国太空探秘的新动向，让楚人的祖先祝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
野。祝融虽然并没有直接登上火星，但在楚人的心目中一直就有一个

“太空梦”。记得十年前，当“神九”飞船驶向太空时，有家网站就广泛征
集网友对航天员的提问。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楚国大诗人屈原就在
《天问》一文中向天界提出了147个问题。

不言而喻，从嫦娥奔月的遐想，到屈原的天问，古代中国人也有一个
飞天梦。那天，当祝融号火星探测车成功抵达火星表面时，我正好经过
荆州古城东门，不经意间看到了伫立已久的荆州古城城标——昂首飞
天、踩着巨大火轮的火凤凰。我想，作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和
楚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凤凰是否也寄托着楚人的太空梦想呢？这，不禁
让我想到了2000年荆州博物馆从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人
鸟合一的漆凤鸟羽人。

所谓羽人，顾名思义，就是浑身上下长着羽毛的人。看到出土的楚
国文物羽人，我很自然的就在脑海中将其命名为中国“古代航天员”了。
这件出土文物，由羽人、凤鸟、蟾蜍三部分组成。在器物的顶端上，立着
一个羽人，人面鸟嘴，人身鸟尾，人腿鸟爪，双手相合，作持物状，体态肥
硕，双乳隆起，臀部浑圆，似人非人，似鸟非鸟。底座上的蟾蜍，张口露
齿，双目圆瞪，四足紧紧抓着一条蛇。通体髹黑漆为地，以红、褐、蓝等色
绘制羽纹图样。人非人，鸟非鸟，变身凤鸟，又脚踩蟾蜍。专家解读为，

“蟾蜍代表月亮的精神和生命，凤鸟是飞翔于天地间的神鸟，羽人又是变
化莫测的神人，三者合而为一，寄托了楚人遨游九天、生命永恒的愿望，
呈现出一幅人类遨游太空、探索宇宙的美好图画”。

哦，似乎扯远了点，还是让我们将话题回到祝融身上吧。在《山海
经》里，祝融被描绘成为长着兽身人面，架乘着两条巨龙，直接听命于天
帝的火神。后来，司马迁给了他一个非常明确的、与荆州人密切相关的
身份——“楚人祖先”。于是，我们在《史记·楚世家》中看到：“楚之先祖
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
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
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
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这段话说起来有些绕口，用
新锐史学家王伟先生的话来说，“楚人的祖先就是祝融，因其擅长点火，
被楚人奉为‘火神’”。从史书记载来看，祝融隶属炎帝系统，祝融之子叫
作陆终，陆终生有六子，分别名为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和季连。
而季连属于芈姓，楚人就是季连的后代 。

火正，是古代五行官之一。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古之火正，谓火
官也”。有学者认为，祝融名字中的“祝”字，代表着永远，而“融”则象征
着光明。楚史专家魏昌先生在《楚国史》中明确地说，楚人对天象的观察
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最早拥有天文学知识的氏族集团。而在《长沙子
弹库楚帛书》乙篇里，也记载了祝融拯救天地宇宙的传说，说是天地间突
然出现“晨祎乱作”的局面，祝融“绝地天通”，改变了天地混乱的局面

据《史记·楚世家》和《国语·郑语》记载，早在重黎时，就为帝喾高辛
的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能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因
而获得“祝融”这一称号。当时，火正的职责是“观象授时”、指导先民按
时放火烧荒，进行农业生产。《左传·襄公九年》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
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可见，祝融就是依据观
测大火星和鹑火星的位置来确定农时的，他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文
学家，也是中国最早与火星相关联的历史人物。

“《山海经》在记录火神祝融的早期样貌时，称之为‘南方祝融’，这主
要是受到了五行观念的影响。慢慢地，祝融就被描述成为南方之神。”上
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指出：“大约在东汉时期，祝
融神话走向了成熟，祝融成为兼火神、荧惑星神、南方神、夏神等神格于
一身的重要神祇。作为中华创世神话之一，祝融神话起源于原始火崇
拜，发展于刀耕火耨的早期农业生产中，并随着天文学和五行观念的发
展而逐渐成熟。火神祝融在中华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中国火星探测计划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意义重大，可以与祝
融“永远给人带来光明”的意义相辉映。因此，中国首辆火星车就被命名
为祝融号了。对此，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先生说，“无论是我们的北
斗，还是嫦娥，无论是天宫，还是命名火星车为祝融，都是我们悠久灿烂
的传统文化所挖掘出的资源，它表明我们中国的航天事业一直和我们中
华传统文化在一起，航天之未来，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力量”。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就一直在做着
飞天梦，并将这一梦想融入到自己对凤凰的崇拜之中，不断制造出体现
飞天精神的器物。于是，我们在荆州博物馆见到了许多楚人为沟通天
地、引渡灵魂升天的凤鸟造型和图案。而虎座凤鸟悬鼓则是荆州楚墓中
出土最多、最具楚文化特征的器物，展现了楚人灵魂飞天的引导神。在
上古及先秦时代，凤、虎、鹿，都被视为神鸟和神兽，都具有沟通天地、兴
瑞辟邪的功力。楚人在制作这件器物时，将凤鸟置于中心地位，将虎、鹿
的功力集凤鸟于一身，使凤鸟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神力。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我们做什么、干什么、想什么，都是为了“实
现中华民族千年的梦想”。从“神一”到“神十五”，从“神舟”飞船到“嫦
娥”工程，都有着无比深厚的历史沉淀和国人对于祖先梦想的回应。

禹划九州 既有公安
——公安县名前身“孱陵”沿革再考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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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本人写过《公安县名前身“孱陵”沿
革新考》一文，用湘西里耶古城一号井出土的秦
简关于“孱陵”的记载，证明“孱陵”沿革并非“断
自汉始”，而是始于秦朝或以前，通过网络进行了
发布；8月5日《荆州日报》“荆楚往事”版刊于头
条，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

今又以“禹划九州，既有公安”为题再作考
证。其依据有二：

一、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公安县儒学教谕
房龄编修并为之撰写的《公安县志》序文开头语
曰：“粤自《禹贡》分别九州，而荆州居其一，公安
则为其属邑……”其措词是“属邑”，而不是“属
地”。邑，县也。也就是说，公安是禹划九州之荆
州的一个县。由此推断，公安的历史沿革可以追
溯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二、清同治《公安县志》（1874年）卷一《地舆·
沿革》导语云：“考《禹贡》荆州之域，北距南条荆
山，南尽衡山之阳。九江孔殷既今之洞庭，公安
奥处其中。”“公安奥处其中”，奥者，深也。其实
这句话已经表明，公安当时既在“《禹贡》荆州之
域”，与前文所引说法一致。

然而，这个导语在“公安奥处其中”后面却出现
了一个多余的转折——“第秦拔郢置南郡以前无事
实可考，故沿革断自汉始”。无论是从行文逻辑还
是语言逻辑上看，这段导语都是前后自相矛盾。因
为前面已经说明“公安奥处其中”，已然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怎么后面又说“无事实可考”呢？而“沿
革断自汉始”这一结论实为讹误甚至荒谬，导致以
后以讹传讹，将“公安县沿革断自汉史”。

为什么我们把《禹贡》的划分看得如此重
要？又为什么说《禹贡》是我国最早、最有价值的
地理著作呢？因为“上古无分野之书，而八寅八
紘诸说又荒诞不经”（清康煕巜荆州府志》序）。
至大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以后要纳
贡赋，才有行政区划，山川分布，也才有了掌管地
图与四方的官员（职方或职方氏），以重封疆而厚
邦本。《广雅·释诂》：“贡，税也。”《广雅·释言》：

“赋，献也。”就是向朝廷进献方物。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在禹划九州，公安隶属荆

州之邑时，公安之名尚叫孱陵，刘备牧荆州屯兵油
口后才将孱陵改为公安，明清时的志书编纂者便
以公安之称，而不以“孱陵”之称，本文亦如是。

既然禹划九州，既有公安，那么我们得了解
大禹其人。

禹（生卒年不详），姒姓，夏后氏，名文命，上
古时期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历史治水名
人，史称大禹、帝禹、神禹。黄帝的玄孙，颛顼的
后代，鲧的儿子。相传，禹治理洪水有功，接受帝
舜禅让，继承部落首领。在诸侯的拥戴下正式继
位，国号为夏，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

司马迁有《史记·夏本纪》（引文略）。
有资料显示：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

前1600年），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
朝代。由此算来，夏朝距今已有 4000多年历
史。既然“禹划九州，既有公安”，那么，公安也无
疑有4000多年历史。在时间上，与 1996年发
掘的位于公安县狮子口镇清河村的鸡鸣城遗址
又基本吻合。因为鸡鸣城遗址距今已有5000
多年历史，是一处展示史前时代生活的“博物
馆”，说明5000多年前既有公安先民在此繁衍生
息和耕耘。

古人云：“一邑者，天下之分；天下者，一邑之
积。”意思是一个县是一个国家的分支，一个国家
是由一个一个的县组成的。弄清一个县的历史
沿革，也是弄清国家共同体的历史沿革。清康熙
《荆州府志》有序云：“郡之有志，亦犹国之有史。”

在民间，有一副对联久传有续：“忠义传家
久，诗书继世长。”说明一个家族的传承一靠忠
义，二靠读书。窃以为，一个国家的延续，不外乎
一靠人脉，二靠文脉。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之一，也是在文脉方面从来没有出现过断层的国
家，所以，说中国具有5000年文明史是当之无愧
的。其原因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少文人
墨客和有识之士，在不断地发现，不断地研究，不
断地传承和延续着中国文脉。而这些人不一定
都是专业部门或在职在岗人员，也许就是一个普
通的文化爱好者，也是一个国家的文脉传承者。
这是大而言之。小而言之，一个县的历史沿革，
也可比作一个人的身世和个人档案。当今中国，
每一个公民都有身份证，国家和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都有个人档案，即使是打工仔，企业也有个人
档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把一
个县的历史沿革弄清楚。

我已退休多年，退休前也并未在史志部门工
作过，只是受聘担任过《公安县志》总编辑，可能
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和研究本县历史沿革，但
为什么又老是“盯”着这些事。一方面，我总记得
现当代大诗人艾青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充

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很深。”一方面，
有过总编一部县志的经历，从此对地方历史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惜代价地关注和研究。

比如考证公安县名前身“孱陵”沿革，原本是
在2016年出于对书法的爱好，在所购《里耶秦简
博物馆秦简》（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
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
编著，中西书局出版，2016 年 7 月第一版 P70）中
偶然发现有“孱陵”二字。

出于一种文化自觉，发现后一直想去里耶秦
简博物馆见证实物，因交通不便未成（几年过去
了，好像没有人去考证）。今年7月21日，我邀请
县作协主席谭维帖先生驾车自费同去。到了里
耶秦简博物馆游客登记处，为了节省时间，我们
找到导游负责人说明来意并问询“孱陵”简牍所
在展柜，没想到这个导游对此简牍十分熟悉，不
假思索地说：“孱陵简牍不仅在展柜里面有，在博
物馆大厅正面墙上也有仿制品。”说完，她径直把
我们带到博物馆大厅和“孱陵简牍”展柜分别进
行了解说，并热情地与我们合影留念。

不要说开车从荆州到湘西里耶秦简博物馆
需要的费用，一个“古稀”老人，来回要坐十一二
个小时的车，也是一种辛劳的付出，这就是代价！

但是，付出这种代价又是值得的。
据了解，里耶秦简博物馆于2010年10月28

日开馆，每年约有三四十万参观者。对于里耶秦
简关于“孱陵”的记载，或许过去有关部门早有人
知道，但知道了没有转化成历史，等于不知道。
或者说，本县以外的人已经知道，而县内的人却
不知道，这便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而我，毕竟知
道并形成了文字。

今年8月中旬，中办、国办颁发的《“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中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
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要求“深入研究阐释中
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加强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
研究成果、中华文化典籍等全媒体传播”。运用
科学考古成果和文化典籍等研究一县之历史沿
革，应该属于《“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内容。倘
若相关部门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将本人对公安历
史沿革“新考”“再考”内容纳入落实上述文件精
神范畴，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发布，以还历史真
面目，则不至于让已经启封的几千年前的历史继
续尘封。如此，则为时代之幸！一县之幸！亦为
个人之幸！

吕諲（yīn）（712 年-762 年），唐朝蒲州人
（今山西运城永济市）。他和诗人杜甫同年生，
在唐肃宗时代，曾经担任过同中书门下平事（唐
代无丞相官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使丞相职），
名声不佳。后来贬官，担任江陵府尹，却政绩斐
然，号为“良守”。

勤谨的基层小吏
吕諲从小勤奋好学，注重操守。但是家里贫

穷，生活艰难。当地有一位叫程楚宾的富翁，很
欣赏吕諲的才华，就把女儿许配给他。程楚宾预
感吕諲以后会出人头地，送给吕諲很多财产，吕
諲用这笔钱结交天下名士，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唐玄宗开元末年，吕諲进京赶考，中了进士，
朝廷派他担任宁陵（今属河南省）县尉。吕諲的
起步顺利，很多人都赏识他。采访使韦陟（697
年—761 年）邀请他担任支使（支使先后隶属于
巡按、采访使、观察使、节度使之下,在安史之乱
后成为观察使、节度使等使府的重要文职僚佐），
做文案工作；名将哥舒翰（？-757年）任河西节度
使（驻武威,设立于711年），是十大节度使里军事
实力最强的节度使），又推举他做度支判官，掌管
财赋的统计和支调。

吕諲很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业余时间，别
的同事都去游玩了，他仍然伏案清查账目，非常
敬业。他这种谨慎勤勉的作风，使哥舒翰很感
动。哥舒翰多次向朝廷推荐他，吕諲的官职也逐
渐提升，如太子通事舍人（东宫属官，掌传达令旨,
内外启奏）、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
出纳及宫门内事，及京畿纠察事宜）等等。虽然
如此，他实际上一直是哥舒翰的幕僚。

唐肃宗的亲信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

（今河北涿州市）起兵造反，进攻长安。哥舒翰在
潼关一带迎战叛军，结果大败。安禄山攻陷长
安，唐玄宗仓惶逃往四川，途经马嵬坡（今陕西兴
平县西北）时，随行的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
大将军陈玄礼请求李隆基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
妃，迫于态势，李隆基不得不忍痛割爱，杨国忠被
乱刀砍死，高力士缢死杨贵妃后，六军才兵分二
路，护玄宗李隆基入蜀。太子李亨趁机在灵武
（今宁夏灵武县）登基，率兵与安史叛军周旋，是
为唐肃宗。当时李亨身边的文武官员不满30人，
于是，李亨召唤朝臣到灵州勤王辅政。

作为哥舒翰幕僚的吕諲，此时也吃尽了战
乱之苦。他听说新皇帝登基，就历尽千难万险，
跑到灵武去投奔唐肃宗，被拜为御史中丞（主要
负责监督中央官吏和弹劾百官犯罪，审理刑事
案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日子里，吕諲多次向
皇帝献策，取得信任。后来，唐肃宗移驾凤翔
（今属陕西），吕諲随即升官为武部侍郎（武部，
即兵部）。

757年三月，以兵部侍郎吕諲同中书门下平
事，迁黄门侍郎。后累加吕諲银青光禄大夫，封

东平男。
吕諲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是一位勤勤恳恳的

官员，但到了上层，就暴露出许多缺点，多次遭到
人们的指责和讥讽。

唐至德二载（757年）九月，唐军于香积寺（今
长安县南）北、沣水以东地区，大败叛军安庆绪
部，收复京城长安，局势得到了扭转。以前安禄
山得势时，许多朝臣迫于形势，或主动或被动地
依附叛军，做了伪官。著名的大诗人王维就是伪
官之一。

吕諲和李岘等人一起负责审理伪官。许多
人其实是被迫从贼。为了安定人心，稳定大局，
是不必苛求、过份计较的。但吕諲一律从重处
罚，得罪了不少人。傅斯年抗战后处理北大事
务，可能曾受他的影响。

唐肃宗提拔吕諲不久，吕母去世，他便辞官
守孝。只过了三个月，肃宗就再次拜他为相，这
是很荣耀的事情。拜相后要赐门戟（唐代一品之
门设戟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赐戟谓皇帝特
赐门戟，以示优宠），吕諲就脱了丧服换上吉服，
一时舆论哗然，物议纷纷。他还把岳父程楚宾任
命为卫尉少卿（掌管仪仗帐幕），大舅子程震提拔
为郎官（备顾问差遣等侍从之职）。这种任人唯
亲的行为，受到朝野指责。

吕諲还和负责传旨的太监马尚言交好。有
人向马尚言求官，吕諲把那人封为蓝田县尉。
他的政敌将这些事情向皇帝举报，马尚言被处
死，吕諲被贬为太子宾客，掌管太子的调护、侍
从、规谏等。过了不久，皇帝又把他外放，担任
荆州长史。

唐初承隋制，其领军出征者为行军总管或大
总管。至武德七年（624年），复以总管府为都督
府，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而行军总管及大总管
不变。大都督常以宗王遥领而以长史代理其
职。都督府的设置带有选择性和临时性，其军
事性质和目的很明显。据《文献通考》载：“凡大
都督府置大都督一人，亲王辈为之，多遥领其
任，亦多为赠官。长史居府，以总其事。”所谓

“遥领”，就是只挂名，不亲往当地任职，长史则
是实际负责人。唐朝担任过荆州长史的人，先后
有张说、杜暹、张镐、张九龄、李岘等名臣，很多人
当过宰相。

江陵良守
吕諲虽然被外放，仍然是唐肃宗的亲信重

臣。他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同时还兼任荆澧
朗硖忠五州节度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当时天下形势不靖，吕諲上书朝廷，要求将
荆州升格为南都，建设成一个制约吴蜀的军事重
镇，唐肃宗同意了。这是荆州历史上首次作为封
建王朝的陪都。于是，改荆州为江陵府，吕諲担
任府尹，统率一万人的永平军。“遏吴、蜀之冲，以
湖南之岳、潭、郴、道、邵、连，黔中之涪，凡七州，
隶其道。”（《新唐书·吕諲传》）吕諲在江陵府尹的
任上，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

地方军阀陈希昂，曾经担任荆州司马，仗着
手下兵多，逼着原荆州长史张惟一诛杀了将军牟
遂金，夺了他的兵马，在荆州一带横行霸道。朝
廷没能治他的罪，反而封他为常州刺史。吕諲上
任后，趁着陈希昂入府拜见的机会，设下埋伏，将
陈希昂及其亲信几十人处死，尸体堆积在府门口
示众，登时“内外震服”。（《 新唐书·吕諲传》）

有个邪教组织者申泰芝，走了太监李辅国的
门路，被封为谏议大夫，并且在邵州（今湖南邵阳
市）、道州（今湖南道县）一带领兵。申泰芝为了
发财，就将唐朝的高级官服出卖，诱骗当地的少
数民族首领，怂恿他们花钱买官。这些少数民族
首领很想做唐朝的大官，手里金银不够了，就带
人到处抢劫，为害一方。潭州刺史庞承鼎了解到
情况后，设计把申泰芝诱捕，查到了他各种罪证，
上报朝廷。但大太监李辅国却伪造诏书，把申泰
芝带到长安去，反过来又陷害庞承鼎。唐肃宗被
李辅国蒙骗，下令吕諲审查庞承鼎。吕諲派判官
严郢审查，弄清了事实真相，如实向唐肃宗汇报
申泰芝的罪行。唐肃宗惹不起太监李辅国，仍然
下令将庞承鼎赐死，将审案的严郢流放。不久，
申泰芝因别的罪行暴露，受到了惩罚，庞承鼎这
才被平反。

吕諲在处理这件复杂案情时坚持原则，受到
了人们的称赞。

吕諲在江陵，小事情不计较，大事坚持原则，
“刚果不挠”。又善于用人，以前在河西时，曾经
考察过许多良将，以江陵后，把这些人都提拔起
来，使他们为朝廷效力。

在改善民生方面，吕諲号令严明，赋税公平，
又善于整顿治安，创造了一个宽松安全的生产生
活环境。百姓们编了民歌来称赞他。

吕諲发现了杜鸿渐、元载等人才，向朝廷推
荐，后来这两人都官至宰相。

吕諲体质很差，死于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任
上，时年五十一岁。朝廷赠他为吏部尚书，多年
后，又追谥为“肃”。

他活着的时候，百姓就给他建造了生祠（纪
念馆）。死后一年多，部下的官吏又凑了十万钱，
在江陵府衙西边为他另盖了一所祠堂。在古代，
这便是最隆重的纪念了。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 年），欧阳修贬官夷
陵（今湖北宜昌市），经过荆州，拜谒了吕諲祠堂，
看到唐代元结撰文、书法家顾戒奢书丹的石碑
（杜甫晚年在公安县遇到顾诫奢，曾作《送顾八分
文学适洪吉州》），他非常惊喜，精心制作了拓本，
并在《集古录跋尾》记载此事：

唐吕諲表，上元二年。右《吕諲表》，元结撰，
顾戒奢八分书。景祐三年，余谪夷陵，过荆南，谒
吕公祠堂，见此碑立庑下。碑无趺石，埋地中，势
若将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

寥寥数十字，不但抒发了对吕諲怀念敬仰之
情，也对元结的文章、顾戒奢的书法给予了高度
赞扬。可惜，此碑早已湮没无闻。（参考文献《新
唐书·吕諲传》）

治荆名臣④

请置南都的江陵府尹吕諲
□ 谢 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