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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地名源流考 

彭雪开

（湖南工业大学 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通道地域，宋崇义元年（１１０２）置罗蒙县，以罗蒙砦为名，治罗蒙砦（今县溪镇）。罗蒙得名，实为彝人迁居此地有
关。崇义二年（１１０３）改罗蒙县为通道县，县治原址，属诚州（后属靖州）。其得名，当与知诚州周仕隆奉命“开边功”，开辟今
湘、桂边界通道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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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地理志》记今湖南省通道县：“元丰七
年（１０８４）置罗蒙（砦）”，隶诚州。“崇宁元年
（１１０２）置罗蒙县，治罗蒙砦，隶靖诚州。”［１］１４７９自此
后，国史、地志皆以此为据，罗蒙县以罗蒙砦为名。

共和国《通道县志》及有关史料记：宋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诚州杨光富率其族二十三州峒，归附宋朝。
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受招抚，通道地域内上江诸团及
芙蓉、石驿诸团，皆纳土归附宋朝。为绝边患于元

丰六年（１０８３），置收溪砦（今通道县树团），元三
年（１０８８）废。元丰七年（１０８４）置罗蒙砦，隶诚州。
“崇年元年（１１０２），置罗蒙县，治罗蒙（今县溪镇）。
以治地有罗蒙山而得名。”［２］１０

以上记载值得商榷。北宋罗蒙县，当以唐罗蒙

县为名，为移借地名。一是今通道县内无“罗蒙山”

记载。清康熙《通道县舆地图》，清道光《湖南通志

·通道县图》，以及共和国《通道县志》，与各类国

史、地志，均无“罗蒙山”记载。１９９９年《通道县志
·地貌》亦无“罗蒙山”记载。今考通道县境内海

拔８００米以上峰２４１座，较为著称者有三省坡、天
堂界、八斗坡、将军坡、青龙界等［２］７５６。罗蒙县著以

“罗蒙山”为名，即使海拔不高，亦当为县内名山，历

代县志、地志皆不记，故“以治地有罗蒙山而得名”。

显然依据不足。

二是罗蒙砦即为罗蒙寨，砦，即为寨，即营垒、

军营。《三国志·吴志·朱恒传》：“魏庐江太守文

钦营住六安，多设屯砦，置诸道要”。［３］《陈书·熊

昙朗传》：“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砦。”《篇海类编·

地理类·石部》：“砦，垒也。”这表明自三国后军民

在险要处砍伐树枝设障如鹿角，又垒石为壕，故曰

砦。《广韵·光韵》：“砦，山居以木栅。”《集韵·光

韵》：“柴，篱落也。或作寨、砦。”明、清后砦多写作

寨。兵乱国无宁日时，常有族人立寨拒盗匪及官

兵，故曰寨。后亦指山地偏僻处的村庄为寨。罗蒙

砦，为宋代驻境的军事管理机构，为战略要地之处，

驻兵多少，难以稽考，隶属诚州。辖境相当于今通

道侗族自治县的大部分，兵力应不少。《宋史·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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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二》记：宋乾道七年（１１７１）辰州“是时，本州厢禁
军一千四百余人，沿边一十六砦，士兵六百余人，皆

可赡给。”由此推断，今通道北宋崇宁年间设置“罗

蒙砦”，驻兵约１２５人。因此之故，不可能以史籍上
无记载的“罗蒙山”为名。

三是《旧唐书·地理志》：“遵义……贞观九

年，置恭水县，属朗州。十一年省，十三年复置。属

播州。十四年，改为罗蒙。十六年改为遵义。”［４］治

今遵义市西南。至此后，罗蒙县不见史籍。唐末五

代时，一支世居鳖水流域的彝人，迫于动乱，从今贵

州清水江流域（沅水上游），进入今湖南境内，再溯

沅水支流渠水而至今通道县内，族居在今锅冲乡及

县溪镇深度村一带，为纪念先祖置罗蒙县域之功，

遂将今通道四乡河命为“罗蒙江”。清光绪《黎平

府志·卷二苗蛮》中《驭苗疏》：“汉人因天灾人祸，

相率投彝，仅以苗家为安身之处。”说明其时在今湘

黔边界处，有一支彝族势力强盛，足以庇护汉人。

这一支彝人极有可能由黔境鳖水流域迁来。清光

绪《湖南通志·山川·通道县》：罗蒙江在县西四十

里，其源有三：一出县西南佛子山为羊镇堡江；一出

县西南天星里为天星江；一出贵州洪洲长官司界为

洪州江，合流经县西南流至广西怀远县界，入古州

江。［５］罗蒙江恰好处于今湘黔边界处，与贵州黎平

县相邻。这应是彝人迁移境内命名这一河流的实

证。五代初，今通道县诸侗民于江口倒牛合款，卜

问去向，嗣后许多侗民沿渠江而上，进入通道各山

寨定居。后少数彝人，多被侗民同化，仅剩“罗蒙

江”地名，载于清代地志。这也是宋代罗蒙县仅存

一年，便被通道县取代的深因。宋罗蒙县，实为唐

罗蒙县移借地名。

四是罗蒙，亦为侗语译音。“罗”为小之意。

“蒙”为首领之意，唐代记为“蒙”。洪迈《渠阳蛮

俗》：“所部之长‘都模’，帮人称之曰土官。”宋代境

内小首领叫“罗模”，大首领叫“都模”。明代记

“蒙”为“猛”，皆一字而音变。其本义罗蒙为首领

之意。宋置罗蒙砦，或含以彝族、侗族小首领之义。

但其时已距唐初约３００余年，况宋代“罗蒙”已写作
“罗模”，即使置砦，应以“罗模”名之。以“罗蒙”名

砦，应多是依彝人命名的“罗蒙江”为名。亦或含有

侗族小首领之意。

多星砦。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境内置罗蒙砦前，已
置多星砦。《宋史·南蛮夷二》：“元丰三年……徙诚

州治渠阳而贯堡为砦如故。上江等诸团果皆纳土，

于是增筑多星等砦，还连微、广西融州王口砦焉。”这

表明其时多星砦，已开通至广西融州王口砦的交通

要道。《宋会要·藩夷·五之八九》《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三四五》均记：“开道通广西融州王口砦焉。”

多星砦，何以为名？多，数量词，与少相对。

《战国策·东周策》：“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多

器重宝。”《尚书·泰誓下》：“维我有周，诞受多

方。”《诗·小雅·小》：“谋夫孔多。”（孔：蓬）星，

本指天空星辰。《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

递癤。”《尚书·洪范》：“四曰星辰。”《礼记·月

全》：“孟春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古今文中有多种释义，其本义指星星。此处

“星”乃境内杨姓移民变音字。《湖南地名志·通

道县·县溪口》：“多星，据传有两兄弟分家，弟弟迁

此居住，因心计较多而致富，故名‘多心’，后演化今

名。”［６］昔《通道县志》记该社境内有六景：“月山产

秀，罗蒙烟雨，室潭鲲浪，范岭阴晴，溶渚欧栖，多星

樵唱。”今多星村多杨姓居住。

有关史载：唐末五代初，杨氏飞山蛮酉杨再思

（侗族），占住今靖州县内飞山，故名。五代时，飞山

蛮曾多次对抗楚王马殷政权征讨。五代梁开平四

年（９１０），楚将吕师周率军偷袭飞山寨，潘金盛、杨
承磊等首领被杀，杨承磊族人杨再思迫于楚军威

势，清《宝庆府·大政记》：杨再思“以其地附楚”，

被楚王马殷奉命为诚徽州刺史。杨再思分其地为

十峒，以其十子分别掌管，自己为十峒首领。［７］该村

是否为杨氏兄弟首迁居住，无考。但依当时杨氏势

力看，极有可能为杨氏后裔族居。如今村内仍有杨

家团自然村名，亦可为证。故“多心”地名，后依杨

氏谐音转名为“多星”地名。由此推断，多星得名，

当在杨再思当政之时。元丰三年（１０８０）置多星砦，
当以多星村寨为名。宋初，杨氏归附宋王朝，宋熙

宁八年（１０７５），诚州杨光富率其族及二十三州峒，
归附宋王朝。五年后，朝廷为绝边患，增筑多星砦，

驻兵防守。元丰四年（１０８１）改徽州为莳竹县（今
湖南省绥宁），元丰六年（１０８３）置收溪砦（今通道
树团），是年置多星堡，旋废。元佑二年（１０８７）改
诚、徽州为渠阳军。元佑三年（１０８８）废。崇宁三年
（１１０４），复置。

崇宁元年（１１０２）置罗蒙县，治罗蒙砦。次年改
罗蒙县为通道县，县治原址（今县溪镇）。

通道。《宋史·地理志》记：崇宁二年（１１０３）改
罗蒙县为通道县。通道始名于国史、地志。［８］北宋政

和元年（１１１１），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今湖南部分），政
区图表上已列通道县名。通道，何以名之。通，到

达、贯通之意。《国语·晋语二》：“道远难通，望大难

走。”韦昭注：“通，达也。”《说文》：“通，达也。”古今

文中有３０余种释义，其本义指到达、贯通。道，路、
路程之意。《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孙子·军事》：“日夜不处，信道兼行。”《说

文》：“道，所行道也。”古今文中有４０多种释义，其本
义指路、路程。通道，即指通行的道路。

通道得名，与知诚州周士隆治政有关。《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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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二》记：宋嘉佑三年（１０５８）
六月，邵州武冈杨昌透反，钜鹿人“郭逵知邵州，以

三千人攻杨昌透，为贼兵追袭至牛脊岭，日幕几陷

没，赖（潘）夙遣裨将刘果引兵救之乃免；又遣周士

隆、丁佑尧以众深入，据要害，贼窘，遂出降。”《长

编》又记：元丰六年（１０８３），权知诚州周士隆，因治
政有功，受到朝廷重奖。元丰七年（１０８４）辛卯，权
知诚州周士隆言：“准诏酬赏招纳溪峒、开修道路有

功人。第一等刘锡、田延邈、何广各赐绢三十”

（“十”凝为“千”字）。后帝诏延邈迁一资，锡下班

殿待，广军将。可见刘、田、何三人，因开通道路立

殊功受奖封。这与《宋史·南蛮夷二》中记载：多星

砦，还连“广西融州王口砦焉”，有契合之处。宋哲

宋元元年（１０８６）四月，“知诚州周士隆抚纳溪峒
民一千三百余户，赐士隆银帛。”［１］２０１次年七月，改

诚、徽州为渠阳军，强化该地军事统治。结果遭到

少数民族首领杨晟台、粟仁催反对，他们聚众反抗，

朝廷派兵万人至渠阳军，仍无法平息反叛。朝廷于

是招抚首领，废渠阳军为寨，属沅州，撤戍兵废官

吏，择授土官治政。土官领众民入砦为安。崇宁元

年，始置罗蒙县，次年改罗蒙县为通道县，县治均治

罗蒙砦（今通道县溪镇），属靖州。由此可见，元年

七年（１０８４），诚州知州周士隆，已遣刘锡、田延邈、
何广开通湘、桂边界道路。有关史料记：宋知诚州

周士隆遣刘、田、何三人，由今通道树团乡收溪小径

趋广西，观察山川地势，自寨而南三十里至佛子坡，

即广西界。后拓宽此道至广西境内，故称通道。［２］８０

共和国《通道县志·大事记》记载：崇宁二年

（１１０３），“宋朝官吏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峒乡９０７
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里，‘自以

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从此沟通湘、

黔、桂毗邻地带，因此改罗蒙县为通道县，通道县名

始此。”此说实可商榷。

一是《宋史·蛮夷一》记载：宋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章奉朝廷之命开边经制江南，“进兵
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

所，寻又置诚州。”“又自广西融州创开道路达诚州，

增置浔江等堡，其地无所有……”这表明今广西融

水县至湖南诚州（今靖州县渠阳镇）之间的官道，早

在３１年前，为章经制江南时所开通。何谓宋崇
宁二年（１１０３）由王祖道所开辟，“从此沟通湘、黔、
桂毗邻地带”？

二是《宋史·列传第一百七·王祖道》：“蔡京

开边，祖道欲乘时缴富贵，诱王江酋杨晟免等使纳

土，夸大其辞，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

十余万口，其旁通江洞之众，尚未论也。’”又言：

“黎人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愿为王民，得地千

五百里。”史载王祖道知桂州四年，其政绩颇受《宋

史》责疑，直言“祖道在桂四年，愿以官爵金帛挑诸

夷建城邑，调兵镇戍，辇输内地钱布、盐粟，无复齐

限。地瘴疠，戍者岁亡什五六，实无尺地一民益于

县官。”宋徽宗“谓其论事无足行，依阿苟容”，由吏

部员外郎出知海州，后转辗“加直龙图阁知桂

州。”［１］８８００崇宁五年（１１０６）八月下旬，广西经略安
抚使王祖道和张庄等人游览桂林，题刻留名碑数

件，又将《崇宁新建平、允、从州城寨记》，刻于伏波

山高岩壁上，炫耀所谓“开边建邑”政绩。次年王祖

道升为刑部尚书，张庄升为广西经略安抚使，主持

桂州政务。《宋史》称为“当时柄臣（蔡京）揽为绥

抚四夷之功。奏贺行奖，张皇（夸耀）其事。”“祖道

用是超取显美。”这样一位“张皇其事”“超取显美”

的空谈官员，怎能一就任，就开通湘、湘通道？王祖

道知桂州，可能途径今湖南通道县，但王非湖南主

政官员，怎能途径非辖地，“开通道路一千二百里”？

通道地域，上古属三苗国地。春秋战国属楚黔

中郡。侗族先祖骆越人，大量散居境内。秦属古镡

成（城〕地，属象郡。［９］汉、三国至两晋为武陵郡镡

成县地，以后为属数变。自置县后，县名两易，县域

数改，县治两迁，归属累更。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４年
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境内山地纵横，河网密布，

多林产。主要风景名胜有万佛山风景区，皇图侗族

文化村，马田鼓楼，白衣观，回龙桥，红军长征通道

转兵纪念地恭城书院等，［１０］皆为游人观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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