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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荆州有关的经典古籍（下）
□ 谢葵

洪湖市名溯源
□ 余恒坤

人文荆州

荆州籍开国将军知多少②

荆楚文物之最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段成式(约 803 年—863 年)字柯古。临淄

(今山东淄博东北)人。世居荆州，父文昌，官至宰相。段成
式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至吉州刺史，终太常少
卿。酉阳，即小酉山(在今湖南沅陵，古属荆州之地)，相传山
下有石穴，中藏书千卷。秦时有人避乱隐居学习于此。

段成式早年随父宦游剑南、淮南、荆州诸地，晚年历任
吉州（今江西吉安）、处州（今浙江丽水）、江州（今江西九江）
刺史,当他坐累解印，闲居襄阳之时,对当时那些尚属蛮鄙
之地的习俗风气很感兴趣。六朝写《搜神记》的干宝、写《幽
明录》的刘义庆都是北人南仕,从而为志怪小说拓出新境
界。唐代前中期的传奇作家张鷟、沈既济、李公佐之辈多是
北人,到了北人南仕、两次任武昌节度使的牛僧孺，志怪之
风更盛。何况祖籍临淄的段成式与荆蜀之地的关系更深,
史称其“世客荆州”“先人坟墓在荆州”，甚至被目为“南郡
段成式”( 参看新、旧《唐书》本传，《旧唐书·李商隐传》)。因
此宋人周登为《酉阳杂俎后序》曰：(段父)文昌少客荆州，酉
阳，荆之属，成式岂尝寓游于此耶？余闻《方舆记》云：昔秦
人隐学于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书千卷。梁湘东王尤好聚
书，故其赋曰：访酉阳之逸典。或者成式以所著书有异乎世
俗，故取诸逸典之义以名之也。”

《酉阳杂俎》是荆楚风俗与作家趣味相契合的产物,
《四库总目》称：“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是一部内容
驳杂的志怪传奇小说集，以其奇诡谲怪的独特魅力吸引着
众多读者。

《渚宫旧事》
《渚宫旧事》，唐余知古撰。《唐书·艺文志》载为《渚宫故

事》。渚宫，在楚郢都之南，楚成王所建，此书记鬻熊至唐末
荆楚之事，故名。《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均载为十卷，
至《书录解题》所载只有五卷，止于晋，与今本同，盖此书于
宋末已佚后五卷。

余知古，生平籍贯不详。《北梦琐言》载：“余知古、关图、
常修，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段成式曾有《寄
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见《文房四谱》卷二）。
秀才，在唐代为进士之别称。余知古著作除《渚宫旧事》外，

还有与温庭筠、段成式合撰的《汉上题襟集》，今已佚。余氏
两书都与荆楚密切相关，想必曾长期居于荆楚，故《北梦琐
言》称其为“荆州之居人”。《唐书·艺文志》谓余知古系文宗
时人，《渚宫旧事》卷五载晋王元达事知古注曰：“名犯宣宗
庙讳，今称其字也。”王元达即王忱，与唐宣宗李忱同名，则
知古当卒于宣宗之后。《渚宫旧事》题衔曰：将仕郎守太子校
书余知古撰。大概知古曾任此职。

《渚宫旧事》记载荆楚地区近两千年中君臣人物事
迹，仅在现存的前五卷中，引用的典籍就有 30 多部。作
者对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材料并不只是简单的汇集编
次，而是进行认真选择整理、加工考订。他所见到的古
代材料远比今天为多，因此《渚宫旧事》保留了许多珍贵
的史料。

《北梦琐言》
《北梦琐言》三十卷(现存二十卷，逸文四卷)，唐五代之

际蜀人孙光宪所撰。
孙光宪(约 900 年—968 年)，字孟文，贵平（今四川仁寿东

北）人。此书写于荆州，因《禹贡》和《左传》有“云土梦作乂”
“畋于江南之梦”等语，而荆州又处长江之北，故名《北梦琐
言》。此书记载唐武宗迄五代十国的史事，包括朝野佚闻等
诸多史料。从荆南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及孙光宪的创作
实际来看，孙光宪有可能看到并抄录五代实录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充满血腥与战乱的大
分裂时期。数十年间，中原数易其主，中原周边割据政权立
国建号，形成“国中有国，朝外有朝”的混乱局面。其时“群
雄竞逐，九土分裂”，而致“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
事迹差舛”（《资治通鉴》语）。《北梦琐言》为当代人记当代
事，有其独特价值。新旧《五代史》《十国春秋》《资治通鉴》
都将《琐言》作为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纵观以上六部古籍，有一个显著特点：前三部均产生于
南朝时期，江陵曾为萧梁都城，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后三部
产生于唐末五代时期，荆州曾为唐南都、荆南国国都，与梁
朝情况类似。宋元之后，湖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南北交
通枢纽东移武昌，荆州渐趋沉寂。再度辉煌，要等到五百多
年后的明代“公安派”崛起。

荆州本土自《楚辞》之后，还有几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诞生于
荆州、或与荆州密切相关。

洪湖市初名洪湖县，得名于湖北省第一大湖泊、全国第
七大湖泊的洪湖，兼有纪念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意。其来
历蕴含自然地理的沧桑变迁和红色革命的风云际会，曲折
而意蕴丰厚。

洪湖作为地名，始见于明嘉靖《沔阳志》所载：“上洪湖，
在州东南一百二十里，又十里为下洪湖，受郑道、白沙、坝潭
诸水，与黄蓬相通”“夏洪湖大水，湖河不分，容纳无所，泛滥
沿岸，诸垸尽没，湖垸不分”。新石器时代晚期，洪湖的螺
山、乌林和黄蓬山等地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形成了邑居和群
落。其古为云梦泽，大小湖泊、沟渠汊套星罗棋布。历史更
替，沧海桑田，水道迁徙，赢缩变幻。据《水利考》记载，明代
沔阳州湖泊，北以李老为大，西以西湖为大，南则黄蓬为大，
东则太白为大。诸湖皆透迤入太白湖。太白湖上接夏水，
下纳沔水，是长江和汉水的分洪孔道，均至沌口入江。其
间，江汉经常溃口，携带泥沙涌入湖泊，使诸湖无法容纳长
江、汉水分泄的洪水。至明成化到正德年间（1465 年-1521
年)，南北江襄大水，堤防崩溃，垸螣倒塌，河湖淤浅。“最患者
茅埠江口，更三十年不治，东南尽成水区矣”。茅江就是城
区新堤左近的长江段面，由于水患连年，水流冲击，泥少淤
塞，其下游黄蓬湖湖床抬高，致使上端的小湖小汊连成一
片，面积越来越大，形成一望无涯的湖泊，百姓皆称大湖，每
每下湖捕鱼采莲，都说到大湖去，谁也没有关注它的正式名
称。然其水汤汤，浩无际涯，鱼翔鸭浮，莲香荷馨，渐成富饶
之域，声名远播。

据传，清康熙二年（1663 年)，康熙皇帝找到隐于湖北武
当山修道的父亲顺治帝后，于是鸾驾亲临武当，向父皇请
安。事毕，心情舒畅，便取道荆州遍游江南。到达荆州府
后，府官接驾，礼毕闲叙，府官提及新堤西北有一秀丽富饶
的大湖，名闻遐迩。龙心大悦，问道“是什么湖？”府官奏曰：

“尚无湖名，今躬逢圣驾，祈赐名为幸。”康熙皇帝欣然应允，
问明来由后，略为沉思，即说：“既是洪水冲积成的大湖，朕
就取名洪湖吧。”

今洪湖市境域，夏商时代为古云梦地，属荆州之域；西
周时，周武王封为州国，都城在今黄蓬山；楚武王四十年（前
701 年)，州国和江汉间其他小国都被楚国吞并；秦昭襄王二
十九年（前 278 年）后，古州国地属南郡；西汉初年（前 206 年）
更南郡为临江国；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恢复南郡，设置州
陵县，县治在黄蓬山；新莽代汉，南郡改称南顺郡，州陵改为
江夏，县治在今新滩口；东汉建武元年（25 年)，恢复西汉郡县

原名；东汉建安十三年（208 年)，州陵属东吴江夏郡；西晋永
兴二年（305 年)，割南郡的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
合四县侨置成都郡，隶属成都王颖国；南朝时，州陵县先后
属巴陵郡、州城郡；西魏大统十七年（551 年),裁撤州陵、惠怀
二县，改置建兴县，隶属沔阳郡，县治迁到今仙桃市沔阳老
城；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洪湖境域疆属屡更，郡县变动频
繁，大多与沔阳有分有合，或升或降，其间曾名玉沙县、附廓
县、文泉县等，1912年，废州置县，沔阳县属湖北省江汉道；
1926年废除道，在新堤设市，直隶属湖北省政府。未久，撤
市并入沔阳县。

1927 年，在中共鄂中特委和沔南区委领导下，9月 10
日，萧仁鹄、刘绍南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戴家场暴动，打响
洪湖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
年 1月，以秋收暴动人员为骨干，建立由彭国材、夏道美领导
的洪湖赤卫队，他们高唱“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有人要
捉我，除非是神仙”的歌谣，赢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1929
年，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先后成立鄂西游击队、洪湖游击
总队，并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中国工农红军第
六军。1930年 7月，红四军更名红二军，二、六军合编为红
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9月，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成立，
邓中夏任特委书记，周逸群代理特委书记兼联县政府主席，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形成。1930年冬至 1931年春，敌人集合
3万余众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一、二次“围剿”。这时红
二军团渡江南征远离根据地，驻守江北的洪湖赤卫队在周
逸群、段德昌领导下，运用游击战术，奇迹般取得一、二次反

“围剿”的伟大胜利。1931年 1月，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
西联县政府转移至洪湖北岸瞿家湾。3月，南征攻打长沙的
红二军团受到严重损失，改编为红三军，返回洪湖。6月，成
立湘鄂西临时省委、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成立
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瞿家湾成为红色根据地首府。然而，
左倾路线横行，错误地大杀“改组派”，段德昌、彭国材等一
批革命中坚人士惨遭杀害，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932
年，红三军被迫撤出洪湖，后与红六军团会师，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对此，毛泽东主席有
过高度评价：“红军时代的游击战争，坚持数年之久，都是河
湖港汊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正因为洪
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区域，为纪念湘鄂苏区革命，
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设立洪湖县，1987年撤县建市。

红色洪湖，源远流长，初心不改，永志不忘。

中将顿星云（1912 年-1985 年）湖北石
首人，1929 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30 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第四十六团
班长，红三军第二十三团排长、连长，第七
师十九团连长，红二军团总指挥部作战科
科员，第四师十二团营长，红二军第六师十
六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团
长，七一四团团长，延安军政学院学员兼区
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八军
分区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旅长，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旅长，第
一野战军二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
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
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
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1985年 1月 14日在北京逝世。

中将黄新廷（1913 年-2006 年）曾用名
黄新亭，湖北洪湖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任红三军第九师连长、营长，第四师十
二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
六团团长，三五八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
期，任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旅长，西北野战
军一师师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成都
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
甲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
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
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三
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
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
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
员。2006年 5月 12日在北京逝世。

1992年 9月 11日至 15日，中国湖北荆州楚文化节在
原荆州地区隆重举行。当时，开幕式在迎宾路原荆州体育
场举行。1992年荆州地区下辖11个县市，总人口1109万，
总面积29033平方公里。

楚文化节期间，组委会分别在荆州群艺馆（现荆中路荆
州区宝安商业步行街西侧）举办了荆楚风情摄影展和民间
工艺美术展；在荆州三国公园举办了古城灯会；在张居正街
荆楚名人蜡像馆举办了荆楚名人蜡像展，可惜的是，蜡像馆
后因房屋产权问题被撤销了，现在是一间餐馆；在原荆州地
区工人文化宫举办了商品交易会和荆州知名画家李青萍泼
彩图画展；在东门外马河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龙舟赛。期
间还发行了有奖彩券，一组 403张，每张 2元，宣传“人人都
是东道主，一张彩券一片心”。

楚文化节结束后，江陵县集邮公司还特别发行了实寄
纪念封二枚，分别为黄色、绿色。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曹禺
亲自题词“弘扬荆楚文化、振兴荆州经济”，曹禺祖籍属当时
原荆州地区所辖潜江市。

当年举办楚文化节，还在荆州城内荆中路原荆州商场、
新华书店路口修建了一座过街天桥，现在桥面上还能看到
1992年楚文化节的会标。

1992年中国湖北荆州楚文化节
□ 易跃

耒耜，先秦时期的一种粗糙的原始农
具，是将耒与耜合并成为一个农具的两个不
同部件。

1979年，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楚国
故都纪南城遗址内的一座古井之中，意外地
发现了一种楚人制造的古老农具——耒。

其实，“耒”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曾经出
现过。《易经·系辞下》中说：“神农氏作斫木为
耜，揉木为耒。”

在此之前，“耒”究竟是什么样子，现代人
不得而知。考古人员发现的这件传说和文献
中的“耒”全长 109 厘米，柄长 59 厘米，齿长
33.5厘米，柄用木头做成，上细下粗，上圆下近
方，上部稍向后曲，下部有二齿，齿略向前弯，
柄和齿间作成近方形的板，以利脚踩。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木齿的末端，套有
铁口，铁口呈凹字形，刃部弧形。

也许是因为经常使用，这件耒的双齿非
常光滑，铁口的出现，证明了战国时期的中国
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制铁技术。

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使
用的农具。从农具的材质来看，最早的是木
器、骨器和蚌器，然后又是铜器和铁器。楚国
农具发展，走的当然也是这一路径。

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表面，早在殷周之
际，先民们就已经用木制原始农具代替了石
制、骨制的农具。“耒耜”，是“耒”与“耜”的结
合体，在横木之下设计有刃，农人在翻挖土时
用脚踏在耒耜的横木上，利用身体的重量把
耜刃压入土中。

从荆州纪南城遗扯出土的这种双齿下端
与凹字形铁口相接的木质器具，历经 2000多
年仍能保存下来，显得特别的弥足珍贵。经
过文献检索，专家发现保存较好的实用双齿
耒耜的发现，在全国还是首次，为探索楚国农

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无独有偶。考古人员还先后在浙江余姚

河姆渡和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了骨耜与木耒
耜各一件，分别为距今 4000 多年或 7000—
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证明，“耒
耜”是远古时代水稻耕作的主要工具。

“秉耒抱插”“蹠耒而耕”与“作耒耜”“修
耒耜”……都是古代文献中关于“耒耜”的一
些记载。“双齿”“套铁口”，是荆州出土“耒耜”
的主要特点与时代特征，除了在纪南城发掘
出土的三件“耒耜”实物外，在荆州凤凰山167
号汉墓中出土“抱耒木俑”，也是中国农具史
上不可多得的珍品，是楚人“对新石器时代先
民农作工具的一种继承”。

耒耜经过经历漫长的历史阶段，才由骨
质、木质发展到金属套口。楚国位于云梦古
泽，水田众多，耒耜双齿中间有空隙，在翻耕
土时，水可以从双齿中通过，减轻了水的阻
力，其功效远远高过其他农具，直到汉代仍在
楚地广泛应用。

对此，武汉楚史研究专家程涛平先生说：
“楚国的农业一直是以耒耜耕作为主。从耜
在楚国农业中所占据的实际上的主导地位来
看，我们把楚国的农业称之为“耜耕农业”，也
是毫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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