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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地名源流考 

彭雪开

（湖南工业大学 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南岳，古名祝融峰，其得名当与祝融部落南迁有关；衡山，《南岳志》云：“以其星宿当翼、轸，度应玑衡，故为名。”南
岳，为四岳、五岳之一，得名当在春秋之际。南岳，历属衡山县。民国之后归属多变。共和国成立后政区随衡山归属而累改，

终置南岳区，属衡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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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岳，“尧时，南岳在荆州南境。舜时，属荒服，
夏商未变。实为三苗蛮族和杨越杂居之地。”［１］４７事

实上《尚书·禹贡》中，列“九州”，始有荆州之名，

但其时荆州，是以自然地理实体为界限的区域地

名，并非政区地名，称之为“荆”。《释名》：“取名于

荆山也。”

《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

蠡。”杜佑《通典》：“今岳州、潭州、衡州，皆古三苗

国。”《国语·楚语》《逸周书·尝麦篇》《战国策·

秦》《吕氏春秋·荡兵》等典籍中，皆有九黎部落联

盟崛起，蚩尤率九黎部落联盟与炎、黄帝部落联盟

长期争战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一五》：“黄帝与

蚩尤九战九不胜。”后炎、黄帝部落联盟联合起来，

最终在涿鹿（今河北涿鹿）“遂禽杀蚩尤”。［２］据地

下出土文物证实：古代三大部落集团之一三苗氏一

支，确在南方活动，其活动范围正是南方几何纹陶

主要分布区。［３］这表明古越文化与三苗文化有传承

关系。湖南地下文物考古发掘证实：商周至春秋中

期，广泛分布着越族，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才逐渐

取代了越文化。至战国中晚期，楚国已全面掌控今

湖南全境。［４］

楚悼王（前４０１－前３８１）用吴起为相，实行“吴
起变法”（前 ３８２－前 ３８１），《史记·吴起列传》：
“南平百越，北平陈、蔡。”威震中原诸侯国，秦、晋也

为之震惊。《反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

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２００３年湖南龙山县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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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简出土，其中有“洞庭郡”“苍梧郡”之载。秦初

沿袭楚制。这表明约在楚悼王时期（前 ４０１－前
３８１）已置楚“洞庭郡”“苍梧郡”，实行郡辖县。其
时，南岳境域，当属楚“洞庭郡”亦或“苍梧郡”无

疑。秦汉之后，归属数变，难以详述。［１］４８－４９

南岳境域，历有祝融峰、衡山、南岳之称，皆有

历史文化渊源可考。今择其祝融峰、衡山、南岳、衡

山作初步考释。

祝融峰。何以得名？祝，古文中指祭祀时司祭

礼的人。《诗·小雅·楚茨》：“祝祭于?，祀事孔

明。”《楚辞·招魂》：“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王逸

注：“男巫曰祝。”《说文》：“祝，祭主赞词也。”在甲

骨文中，祝字形象人跪于地有祷告之形。古今文中

有十几种释义，其本义指男巫，后多引申为祭神祷

祝词。

融，古文中有明亮之意。《左传·昭公五年》：

“明而未融，其当旦乎？”《墨子·非攻》：“天命融隆

火。”古今文中有十几种释义，其本义指炊气上出，

亦或指祭祀时祭坛之火星外爆之状，近似甲骨文

“融”字古形，后人却释之为炊气上出之状，应为引

申之义。祝融，实为上古时主祭火神的官。《史记

·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

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后以封号为氏，曰祝融氏，

亦称为祝融部落。

由此知之，祝融峰得名，与祝融部落密切相关。

祝融氏为炎帝后裔。《国语·晋语》《左传·文公

十八年》《管子·五行》《史记·五帝本纪》《路史·

前纪》皆载炎帝、黄帝生成于今陕西省渭水上源岐

水流域，为胞族。不过，张玉勤先生依古籍及地下

出土文物考证认为：神龙、炎帝非一人，为先后两个

原始部落；炎帝、黄帝并非族胞。炎帝成于姜水流

域，黄帝部落成于黄河中流流域今河南省郑州一

带；炎黄两部落部并非争战中原，而是首争于“浊

陆”（涿鹿）即今山西省运城盐池一带。战国时期，

始有炎黄为族胞之说。［５］

《世本·氏姓篇》：“姜氏，炎帝生于姜水，因氏

焉。”《水经注·岐水》：“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

水。”《大明一统志》谓：“凤翔府宝鸡县（今陕西宝

鸡市渭滨区）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今地

下文物考古证实：今宝鸡市石鼓山墓地，“其族属有

可能是古代姜氏族群。”经专家考证：石鼓山墓地主

人为姜太公之女———邑姜。［６］

之后，炎、黄部落与居于少昊之都的九黎部落，

皆向中原争夺。结果炎、黄两个部落联合，擒杀九

黎之君蚩尤于冀州之野———今河北涿鹿县。不久

后，《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诸侯”，而诸

侯又“咸归轩辕。”《大戴礼记·五帝德》：“炎帝与

黄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终

于战胜炎帝成为华夏诸部落的共主。炎帝部落大

部分融入黄帝部落。《国语·周语下》：诸夏人自称

“皆炎黄之后”。

据《左传·昭公八年》《左传·昭公十七年》

《帝王世纪》载：炎帝战败后，一部分部落后裔被迫

南迁至今河南省郑州市北部一带，“初都陈，又徙

鲁。”（《帝王世纪》）今学术界多认同炎帝后裔东移

至今河南省淮阳市（亦说陈仓）。“初都陈”时，创

造了大河村类型文化。王震中先生考证：大河村类

型文化，当是祝融部落先民。［７］

约在炎黄时代，祝融氏主支，又南迁至江南历

山（烈山，厉山）。《左传》《礼记》《路史》皆载：随

州上古为烈山氏。《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元丰

九域志》皆认同此说。今湖北随州地下出土文物

有：“花园遗址”及“冷皮垭遗址”，其文化内涵为屈

家岭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之遗存。随州市共出土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５０多处，出土文物３
０００余件。［８］由此可推定：历山氏源于中原祝融氏
之主支。《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

云：“历山在随州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

［昔］神农氏生于历山，所谓烈山氏也。”《春秋三

传》谓烈山氏，“放火烧山而耕种也。”历山自古流

传有农业和医药发明之神农氏的传说。《左传·僖

公二十五年》《庄子·缮性》中有“神农氏”之载。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集

解］引班固曰：“教民耕农，故号神农。”［索引］云：

“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

……皇甫谧所云‘帝榆罔’是也。”

炎帝神农氏合称，始于秦汉间《世本·帝系》。

有学者认为：由于战国时代学者的综合整理，故有

炎帝神农氏之合称。［９］郑樵《通志·三皇纪》：“炎

帝神农氏起于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连山氏，亦曰

大庭氏，亦曰魁隗氏。”《国语·鲁语》：“昔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

后弃继之，故祀以为稷。”三国韦昭注：“烈山氏，炎

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历山

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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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断，约在屈家岭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亦即

传说为帝榆罔时代，烈山氏之子曰柱时，已号炎帝

神农氏。

祝融氏后裔之一支，何时迁至南岳衡山（今湖

南衡山）一带，难以稽考。不过，亦有史踪可寻。其

一，古籍有载。《尚书·大传》：“南方之极，自北户

南至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礼记·月

令》：“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吕氏春秋·孟夏纪》：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高诱注：“炎

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王天下，是为炎帝，号神

农。死，托祀于南方，为火神之神。”《管子·五

行》：“黄帝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列子·汤问》：

“楚之南，有炎人国。”《越绝书》：“祝融治南方，仆

程佐之。”《淮南子·时则训》：“南方之极，自北卢

孙之外，黄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炎

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帝王世纪》：“南方

曰炎天，其帝炎帝……祀夏，配神农，从祝融。”

其二，地下出土楚帛书、楚简可证。楚帛书《五

星占》：“南方炎，其帝赤帝，其臣祝庸（融）。”此载

与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乙篇：“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

降，奠三天”相吻合。商代卜辞中有对南方“火日”

的祭祀。如合 ２０９５“壬午，扶幸火日，南雨。”合
２１５８１“火日”。沈建华先生指出：“‘火日’，很可能
是人神化的被祭火神，故称‘南’。《睡虎地·秦

简》１８３支：‘烦及岁在南方，其人赤色，死，火日。’
从秦简‘火日’来看，与卜辞的‘火日’有相类似的

系统。”［１０］《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

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

祝融。”长沙子弹库楚帛记：“雹（伏）戏”和“祝融”，

道出了楚人远祖与祝融的世承关系，填补了神话传

说史的空白。《海内经》又云：“黄帝生昌意，昌意

生韩流，韩流生颛顼。”《史记·楚世家》：“楚之先

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

阳生称，称生卷章（［集解］引谯周谓“老童”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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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吴回为重黎后，复为火正，为祝融。”

以上记载，虽为传说，但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

楚简第２１７支和２３７支简，分别记载有：楚先祖老
童、祝融等族祖名。甲骨文中有“融”字初形。《楚

帛书》中“融”字形，与包山竹简 ２１７、２３７支简中
“融”字形相近。陈梦家先生认为“［虫虫］”（即古

融字）与神及“五土”（“东、西、南、北、中土”）关系

密切。［１１］这与楚帛书中“五行”观念相合。《左传·

哀公九年》史墨曰：“炎帝为火师，姜胜其后。”《左

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楚人让

之……”然后又灭之。楚人自认祝融为其先祖，在

殷商时期被楚人所祭祀，极有可能。饶宗
"

先生引

《国语·楚语》云：“‘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

地以属民。’以神与民分掌，各有所属。如天地之划

分，下土设官，独后代天文上之天官，分为五区，天

人合应，然迹其所自始，殷代已然。”［１２］

其三，地下文物出土遗址亦证实，炎帝后裔祝

融氏曾在今南岳衡山境内活动过。在新石器时代

晚期龙山文化时期，有一支源自中原文化的部落，

活动生息在今南岳境内。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
衡阳市陆续在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东８公里处，发
掘了彭家岭遗址，范围约１万平方米，出土石器石
斧、锛等，均磨制；陶片有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

灰陶、夹砂黑陶以及印纹硬陶；纹饰有回纹、菱形

纹、人字纹、波浪纹、绳纹、蓝纹、方格纹、附加堆纹

与镂孔，其中方格纹多见；器形有罐、釜、壶及锅形

器等。遗址下层以夹砂红陶为主，属新石器时代晚

期龙山文化时期；上层以印纹硬陶、泥质灰陶为主，

相当于商代。另外，衡阳县福溪乡１９７４年发掘有
金山岭龙山文化遗址。商代陶片多印纹硬陶，与彭

家岭遗址印纹硬陶相同。衡南县泉湖乡发掘罗卜

滩龙山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与金山岭遗址相同。

１９８６年耒阳市大市乡长洲村发现宜塘坳遗址，文化
内涵与金山岭遗址相同。［１３］以上龙山文化遗存，与

中原文化有渊源关系；商代文化遗存，多属古越人

文化。

综合古籍文献所载及地下文物考古发现，可以

初步推断：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即

相传为炎黄时代黄帝之孙颛顼时期，高阳之曾孙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命曰祝融，后族属祝融

部落，其首领历为炎黄部落联盟火官，功高威重，后

为华夏族部落尊崇。至尧、舜、禹时代，祝融部落首

领，仍袭华夏部落联盟“火正”之职，且分居四方。

其中一支约在距今４６００年左右夏禹后裔帝榆罔时
期，仍继任火官，并委以“司徒”重任，主政南方，族

居在今湖南南岳衡山一带。《路史·卷八》载其首

领“其治百年，葬衡阳之阳，是谓祝融峰也。”

祝融首领死后，奉为南岳衡山之神。共和国

《南岳区志·大事记》：“周（代）祝融峰顶建祝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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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其时，是否建庙，待考。共和国《衡山区志·概

述》：“史籍相传舜帝南巡，曾会诸侯于此。大禹治

水经过衡山，曾在中紫峰（位于今县城南郊）登紫金

台望九嶷祭舜。”这些实难稽考。不过，也非无据

之说。

有关史料载：西汉武帝元朔三年（１２７），始在祝
融峰顶原屋宇遗址上建禹王殿，亦称禹庙、禹祠，殿

内塑有禹王像，为汉人纪念大禹所建；东汉顺帝时

（１２６～１４４），张道陵创五斗米教，奉老子为教主，从
浙江天目山来南岳，谒二坛，礼祝融祠，道教始传衡

山；西晋末年（３０５～３１６）衡山已有寺庵。隋朝南岳
衡山已列入国祀。［１４］

由以上判识，约在楚悼王（前４０１－前３８１）任
用吴起变法（前３８２－前３８１）时，楚人于此建庙祭
祀祝融先祖，极有可能。《后汉书·南蛮传》有“洞

庭郡”“苍梧郡”之载。秦初沿袭楚制，故楚在吴起

变法时，于湖南境内设置了洞庭郡、苍梧郡。其时，

南岳境域是否置县，无考。后属秦洞庭郡（秦初旋

改为长沙郡）当可信。楚人于南岳衡山主峰建祝融

庙祭祀先祖，故名祝融峰。

衡山。何以得名？衡，古文中多指绑在牛角上

的横木，以防抵人，有平衡人与物关系之义。《诗·

鲁颂·?宫》《周礼·地官·封人》皆有载。后又

泛指北斗星系第五星为衡。《广雅·释天》《史记

·天官书》：“衡殷南斗。”张守节正义：“衡，斗衡

也。”《汉书·天文志》：“衡殷南斗。”颜师古注引晋

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文选·张衡（东

京赋）》：“摄提运衡”。李善注引薛综曰：“衡，玉

衡，北斗中星，主
#

转。”由此可知，古文中“衡”皆

持平衡之义。

山，古今文中多指由土石构成突隆的部分。

《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周易·说

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左传·成公五年》：

“山有朽壤而崩。”《说文·山部》：“山，有石而高。”

玉筠句读：“无石曰丘，有石曰山。”

衡山，汉《甘石星经》云：九州中，正南面是荆

州，荆州最著名山叫衡山。东汉郑玄注释为：南岳

衡山，是据天上的星宿分野而得名。在上天为管生

死的星宿，在下则管生长发育，象一杆秤一样，保持

平衡，故名衡山。这是两汉时学者所言。

其实，衡山得名，约在战国中期。后代学者多

释为：因衡山对应天上二十八星之“翼”“轸”，度应

玑衡，要像衡器一样，秤出天地轻重，保持天地平

衡，“铨德均物，”褒贬人间真、善、美等。《南岳志》

云：“以其星宿当翼、轸，度应玑衡，故为名。”《方舆

胜览》：“衡山者，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翼、

轸，钤总万物，故名衡山。”以上言之衡山得名约在

战国末。因“二十八星”之说，源于战国末楚人甘德

《天文星占》和魏人石申夫（石申）《天文》。衡山得

名诸说，皆承天地对应“平衡”之义，而各自引申，实

为衡山得名之渊源。

历史上衡山地望有数处，［１５］而最早称名者，当

为今湖南之衡山。其一，《尚书·禹贡》：“荆及衡

阳惟荆州。”孔安国注：“北据荆山，南及衡阳之

阳。”即认为“衡山”为今湖南衡山，亦指历史上所

称“江南衡。”《山海经·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

山。”并自注：“南岳”。郭璞注《山海经》：“今衡山

在衡阳郡湘南县，南岳也。俗谓之峋嵝山。”

其二，《周礼·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镇

曰衡山。”东汉郑玄注：“衡山在湘南。”晋代郭璞

《尔雅·释山》于“江南衡”条下注：“衡山，南岳。”

又引《尔雅》云：“霍山，今庐江潜县，潜水所出焉。

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故移其神于此。

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郭璞明指汉武帝始改

霍山（天柱山）为南岳。《史记·孝武本纪第十

二》：西汉元封五年（前１０６），汉武帝“登礼潜之天
柱山，号曰南岳。”共和国《南岳区志·大事记》：

“西汉武帝建元初（前１４０）因惮于衡山道玩，乃据
黄帝曾以安徽潜县霍山为南岳衡山之副为由，而将

南岳之祭祀改至潜霍。”这是有一定依据的说法。

其三，古代衡山地望，亦当指今湖南衡山。《尚

书·序》称：殷人八迁，“汤始居亳，从生生居。”今

考有郑州商城及河南偃师之说。至盘庚定都殷（今

河南省安阳市）“至封之下，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

都。”故商又称殷商。殷商所称“荆山”或“荆楚”、

“荆州”，当指今湖北省南漳县西“荆山”之广大南

方地域，并非实指行政区划地名。《尔雅·释地》：

“汉南曰荆州。”实指殷商正南向“荆山”之南广大

地域，其正南向之山镇，应指今湖南衡山。故《汉书

·地理志》：“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明

确将湘南衡山与荆州山（“镇山”）联系起来。由此

推知，两汉之前“衡山”在江南，是非常明确的。

其四，《尚书》《周礼》《战国策》《史记》《汉书》

注疏引中，皆言“衡山”为今湖南衡山者，有《孔安

国·尚书传》、郑玄《三礼注》、贾公彦《周礼·注

疏》、鲍彪《战国策注》、裴
$

《史记·集解》、乌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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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

注》、顾殷《括地志》等。［１６］以上学者，皆为经学大

师，都众口一词，古籍经典中所言“衡山”为今湖南

衡山，即“江南衡。”郦道元《水经注·湘水》：“湘水

又北经衡山县东，山在西南……《山经》谓之峋嵝，

为南岳也……禹治洪水，血马祭，得金简玉之书。”

《水经注·渐江水》亦记会稽山“石匮山。”此山即

《吴越春秋》中所指衡岳。由此观之，郦道元《水经

注》所记“衡山”在今湖南。

其五，《墨子·兼爱中》：“禹治天下，南为江汉

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楚越之南夷之民。”

文中“江汉淮汝”多指长江流域之北，所言“五湖”，

一说指太湖附近蟢、洮（长荡）、射、贵为“五湖”，一

说指洞庭、青草、彭蠡、具区、洮蟢为“五湖”。从墨

子所言中，当指后者为“五湖”。由此，亦不排除大

禹治水时期（非一代大禹治水），登上今湖南衡山，

“血马祭”。

其六，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

一册》在“战国·楚越”版图上明确标记：江南之

“衡山”在今湖南，江北之“衡山”在今安徽。这表

明在战国时期，“衡山”之名，已称名于长江南北，是

著名的山系地名。衡山，上古称为祝融峰，其得名

当与楚人先祖祝融部落密切相关。周初至春秋时

期，衡山已得名。其得名当与“四岳”之封有关。最

迟当在楚悼王“吴起变法”时期，于今湖南置郡、县

时，便已得名祝融峰。衡山得名当在此之先。但其

时，江南衡山之名，被江北霍山移借亦称“衡山”，史

书上称之为“江北衡山”。这大概与楚国吴起变法

时“北平陈、蔡”有关。

综上所述，南岳衡山之称名，应早于江北之衡

山。约在春秋时期之前，“四岳”之封中，当有江南

之衡山；约在战国中晚之交，古之“四岳”才加称为

“五岳”。江南之衡山与江北之衡山，同时著称大江

南北。其主因可能是便于周王室及江南江北各诸

侯国首领，在自己封国内，登“五岳”祭祀天地、祖

宗、神灵。吴起变法（前３８２－前３８１）时，楚悼王开
拓南疆时，将江南“四岳”之衡山地名，移借于江北

之霍山（今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亦名“衡山”，含

有宣示楚国北部疆域及主权之意，亦便于臣服的诸

侯国祭祀。

南岳，其得名，与古之“四岳”有一定联系。南，

古文中为方位字。在甲骨文中，“南”字形几变，但

不离本宗。其字形下部象倒置瓦器，上部象悬挂瓦

器之绳索。唐兰认为此指瓦制之乐器，借为南方之

称。［１７］《周礼·地官·大司徒》：“日南，则景短，多

署；日北，则景长，多寒。”《墨子·贵义》：“子墨子

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说文》：

“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难以释其字义。《玉

篇》：“南，方名。”古人认为面对日出方向左手向为

南，与北相对。今文义同古文。

岳，古文中多指高峻的山。《诗·大雅·崧

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史记·周本纪》：“我

南望三涂，北望岳鄙。”南朝齐孔稚皀《北山移文》：

“偶吹草堂，滥中北岳。”皆持本义。《国语·周语

下》：“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史记·五帝本

纪》认为“四岳”为官，分掌四岳之政；亦指尧时分

掌四方外事部落首领叫“岳”。后人常把主管外事

的岳官与岳官驻地的大山名称统一起来，便名四方

大山为“四岳”，实指岳官。

实际上，岳官当是指在四方崇高之山上，祭祀

封国内天地、祖宗、神灵的官。《后汉书·顺帝纪》：

“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王夫之《尚书·稗

疏》引《朱子言》及《周官》“内有百揆四岳”认为：百

揆是朝廷九官之长，四岳乃十二牧之长。郭沫若认

为四岳为祝融后裔之一。由此观之，唐虞三代出现

“四岳”，虽为传说，应有其据。因以后裔朝京都，累

遭变迁（谓之八迁），所封“四岳”，皆在黄河流域，

有古文献可考。周初之后，“四岳”之封主要在黄河

流域，亦涉及江南。只是未记载而已。

春秋时期，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国语·郑语》：“故先王以土与金、

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载：子罕说：“天生五材（指五行），民并用之。”自此

后，“五行”之说，始行国中，至战国时颇为盛行。战

国中晚期，由于齐人阴阳家邹衍（约前 ３０５－前
２４０）倡行此说，演变成“五德”始终论后，才渐行
“五岳”之说。故《诗话》云：“唐虞四岳，至周始有

五岳。”《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岳。”因此之故，江南衡山，始成“五岳”之

一。吴起变法（前３８２－前３８１）时，才使江南衡山
（今湖南衡山）与江北衡山（今安徽潜山县天柱

山），并列齐名，为各诸侯国祭祀之山无疑。

秦置衡山郡，郡治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西北。

古称邾，当以江北衡山（天柱山）为名。汉武帝遂改

江北天柱山（霍山）为“南岳衡山”，便于祭祀。汉

６４



彭雪开：南岳地名源流考

文帝十六年（前１６４），以淮南地刘安、刘勃、刘赐为
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汉武帝元狩元年（前

１２２），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案发，自杀。元狩二
年（前１２１），汉武帝取消衡山六国，并以安风、安丰
等县首字，改衡山国为六安国，含有“六地平安，永

不反叛”之意命名（今安徽六安市），延用至今不

变。其后，汉武帝逐以江南衡山辽旷，不便祭祀，乃

改江北天柱山（原衡山国祭祀之山，亦名衡山）为南

岳衡山，并以为祀。《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汉

武帝元封五年（前１０６）“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
岳。”由此可知，江北衡山实为秦始皇时设衡山郡

时，名声日隆。至隋文帝初（５８１－５８６），复定祭祀
南岳于衡山。《湖广通志》载：隋文帝诏定衡山为南

岳。为方便国祀于赤帝峰麓新建南岳神祠（即今南

岳庙前身）。自此后，江北诸“衡山”之名（含天柱

山）渐息，（南岳）衡山之名，历唐、宋、元、明、清、民

国及共和国成立，至今不改。

南岳境域，在尧、舜、禹传说时代，属荆州地域

（非行政区划）南境，夏禹之后实为三苗国后裔及杨

越族杂居之地。战国中期楚相“吴起变法”（前３８２
－前３８１）时，属楚。秦属洞庭郡，后属长沙郡。汉
属湘南县，三国吴属衡阳县（非今衡阳县）。晋惠帝

永熙元年（２９０），衡阳县更名衡山县，以境内有衡山
而得名。历属之。至唐代属衡州，宋属潭州，明、清

复属衡州。民国至共和国，隶属衡山县时多实行

“双管”制，隶属名目多有署、厅、县、局、区之称；名

称更改无常，有局、处、区、县、组、区之谓。直至共

和国１９８４年５月，设置南岳区，隶衡阳市，与省辖
管理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１］４７－４９实为政区管理及

利益分割之制。

南岳，秀冠五岳，名扬国内外。在南岳区内，座

落着南岳衡山７２峰之 ４３峰，且有 １０岩、６洞、１２
台、１坛、１０泉、４池、６潭、８溪涧、２云梯、１石林、１
“仙境”等众多胜迹。集山之秀、林之幽、泉之奇、物

之美于一体；集道教、佛教、书院文化之大成，实为

中国文化名山。自民国至今，广植竹木，拓修街道、

兴办公益，保护古迹，振兴文教，形成享誉全球独特

的宗教文化及福寿文化景观。今工商竞奔，文化繁

育，学者、文人、官员、游者不绝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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