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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置湘南县，县治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梁天监（５０２—５１９年）中，置湘潭县，辖今衡东县及攸县西乡地域，治今
衡东石湾附近。以县治临湘江，境内湘、

"

、浊、永乐诸水多深潭，故名。唐天宝八年（７４９年），迁置湘潭县，县治从石湾迁驻
洛口（今湘潭县易俗河城塘镇）。其时湘潭县域，约为东汉时湘南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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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县地，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境内发现大溪文
化遗址，先民由狩猎、?集活动，进入畜牧稻作，形

成定居。［１］７６７－７７６上古属三苗国地。商周之交，属祝

融部落后裔、苗蛮后裔及古越人属地。周代初中

期，为杨越人方国之地。春秋中期之前，属杨越人

族居之地。春秋中期之后，为杨越人、楚人族居之

地。其时，名义上属周朝“荆州”之域，但杨越人仍

占主要地位。这早为江汉考古文物所证实。［２］战国

中晚期，约在楚国吴起变法（公元前３８６年—公元
前３８１年）时，楚于今湖南境内置苍梧郡、洞庭郡；

约在楚威王（公元前３３９年—公元前３２９年）、怀王
（公元前３２８年—公元前３００年）时，又置黔中郡、
巫郡。［３］湘潭县地，当属楚洞庭郡。

秦灭楚，于今湖南境内，置秦苍梧郡、洞庭郡。

后遭楚人反抗，便撤秦洞庭郡并撤分秦黔中郡东偏

南“沙乡”之地，后置长沙郡，时限当在秦始皇二十

五至二十六年。［４］又置附廓湘县，县治今长沙市城

南；亦云己置湘南县，湘潭县地属之。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２０２年）改湘县为临湘县，以县治临湘水得
名；又分临湘县南境置湘南县。《汉书·地理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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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下》：“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５］１３０９有１３
县，其中有湘南县。明崇祯《长沙府志》《大清一统

志》均载：湘南县，秦置，属长沙郡。清光绪《湘潭县

志》谓：以地临湘县之南而得名，县治今湘潭县古城

乡古城村（今石潭镇古城村），属长沙国。今湘潭县

域，湘河口（原涟口）以南属湘南县，以北属临湘

县。［１］８后属长沙郡。由此，汉置湘南县，亦可视为

今湘潭市建置之始。

不过，共和国《长沙县志》载：秦置湘县，属长沙

郡。是否当此，仍可探讨。本文认同秦置湘县、湘

南县。因湘县之设与湘水密切相关，亦与秦始皇南

巡前，知晓湘水之神湘山及虞舜二妃寻夫跳入洞庭

湖而亡的传说故事相关。

湘南，何以为名？“湘”，实指湘水。作为河流

专称，源于《山海经·中次十二经》：“帝之二女居

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６］为楚

文字书写，源于《鄂君舟节》铭。从楚铭文中得知，

“湘”字，从水，从相。从水，其字形为河流流向状

貌；从相，当为用人之双目察看树木。湘，从水从

相，以水为形符，以相为声符，当指河流专称。其得

名约在春秋时，即楚武王（公元前７４０年—公元前
６９０年）时期。

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武王灭罗子国

于今湖北枝江，迫楚罗子国后裔，迁于今平江县罗

水流域，楚允许罗子复国，筑城族居为罗城（邑）。

约在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５４８年），今湖南湘阴、
平江县及长沙、望城等县部分地域，属罗子国。楚

王令尹（相当于后世宰相）子木上任之初，即命司马

%

掩，整治军赋，实地查考九种不同地形地貌之状

况，大量登记田土、山林、草地、湖沼、河流，计算出

等级，编入簿籍，以征收军赋。其时，罗子从之。其

时罗子国军政长官，与族居活动于湘水下游之楚

人，依古越人读音，将《诗经·采萍》中之“湘”字，

假借为“湘”水名。“湘”作为河流专称，由此

得名。［７］

南，古文中有数种释义，其本义为方位字。

《诗·小雅·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然罩

罩。”［８］《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９］《左

传·成公九年》：“使与之琴，操南音。”［１０］古人以面

对日出向为东，右手向为南，与北相对，示意方向

（位）。楚人则以南向为尊，故以南定方位。

湘南县作为区划地名，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

昔学界多有疑义。今考战国中晚期，楚国在今湖南

湘资、沅上游，设置了辰阳、溆浦、?阳、垒（耒）阳、

酃籣、郴、宠、临武、兆阝阳等县邑或封邑。［１１］笔者在

拙文《秦置攸县及时间考》中认为：秦在公元前２２１
年，已置攸县，茶陵县。另据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１日红
网报道：今湖南湘乡市市区三眼井发现战国楚简

７００枚，经专家认定，三眼井遗址为楚国晚期（公元
前２５０年）湘乡城邑。《包山楚简》有“酃籣”地名，
学者多释为楚战国未之县邑。以上均未见文献记

载。秦初袭楚制，由此推测，楚、秦于今湖南境内置

县，应多于两汉史载数量，尤以秦多为；明清国史、

地志皆言秦置湘南县。秦置湘县、湘南县，是可以

成立的。湘县为长沙郡附廓县，其辖地应包括今长

沙市区、长沙县及周边地区。湘南县，包括今湘潭

县、湘潭市区、湘乡县、株洲县、株洲市区，以及攸

县、衡山、衡东、耒阳部分地域。

东汉，从湘南乡析置湘乡县，以临湘水西岸乡

域而得名。三国吴太平二年（２５７年），湘南县治，
为衡阳郡治，并从湘南县析置湘西、建宁、衡阳（非

今衡阳，故域及县治在今衡山县）县。三国吴，湘南

县治，迁今湘潭县石潭镇石潭村。南朝齐建元二年

（４８０年）析湘南县入湘西县。［１２］今县域分属湘西、
湘乡、新康等县。

梁天监（５０２—５１９年）中，分阴山县地之北偏东，
置湘潭县，辖今衡东县及攸县西乡地域，治今衡东石

湾附近，属湘东郡。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茶陵、攸
水、阴山、建宁县，并入湘潭县，湘潭县域大扩；衡山

县因有湘西、湘乡县并入，县域亦扩大。今湘潭县

治，仍在今衡东县石湾附近，隶长沙郡。唐武德四年

（６２１年），从湘潭县域复置茶陵、阴山、攸水、建宁县
地。唐天宝八年（７４９年），湘潭县大部划属衡山县，
又将衡山县北部及攸水县西部小部分地域，划属湘

潭县，县治洛口（今易俗河镇城塘），属潭州。

湘潭，何以为名？湘，当与湘水得名，有渊源关

系。今湖南地名中凡“湘”之名，皆与湘水（湘江）

相关。今湘阴县之“湘”，即为春秋楚附庸国罗子国

命名的一条河流。不过，有学者称“湘”源于“相”。

“相”有看管、帮助之义。商代武丁有子封于相。

《尚书·咸有一德》：“河甲居相。”北魏时有相

州，即今河南省临漳县西。周时战乱，相人一部分

南迁今河南、湖南等地，故在今河南上蔡、湖南都出

现了湘水。《后汉书·南蛮传》载：
&

君蛮五姓中有

相姓氏。湘水与相氏南迁有关。［１３］这可能是楚人

在今河南书写成“湘”的原因。但今湖南之“湘”，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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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楚人与罗人借《诗经》之“湘”命名的河流。因

罗子国依附楚国，为楚人入湘之先遣，势力强大。

湘水被楚人、罗人、越人视为养育他们的母亲河，岂

容势力弱小南迁的相人命名。

潭，古文中有几种释义，其本义指深渊。今多

释为深水池或深水坑。《楚辞·九章·抽思》：“长

濑端流，?江潭兮。”王逸注：“潭，渊也。楚人名渊

曰潭。”［１４］《论衡·率性》：“百兽率舞，潭鱼出

听。”［１５］郭璞《江赋》：“若乃曾潭之府，灵湖之渊。”

李善注曰：“楚人名渊曰潭府。”［１６］古文中潭通覃。

覃，深广之意。

湘潭，意为湘水中深渊。其得名历有二说。一

说是明嘉靖《湘潭县志》载：“地濒湘水，境内有昭

潭……唐改为湘潭，因以潭名也。”［１］７６７清光绪《湘

潭县志校勘》：“凡湘域有潭之处皆可以命名……梁

时湘潭地域，
'

水经其腹，阴山江纬其北，永乐江纬

其南，
'

水亦有所谓白牛潭、洋潭，永乐江亦有所谓

青石潭、潭湖港。今湘潭地域，潭之名尤著，昭潭、

石潭、龙潭均已名地，安见其不受潭名也。”［１］３６

笔者认为，以上说法是颇有说服力的。因南梁

时分阴山县西北部置湘潭县，县治今衡东县石湾

镇，临靠湘江；县域大部分被湘江及其支流
'

水、永

乐江环绕，这是湘潭为“湘”的依据。又因县域内诸

水域多潭，这是湘潭为“潭”的依据。这是依县域内

水系状貌之特征，而得名“湘潭”。

二说“非以潭命名。”清光绪《湘潭县志》：“时

更阴山县西立县，反又近湘，故曰湘潭。潭，覃也，

非以澄渊名潭也。”［１］３６在这里作者把“潭”义释为

地域深广之意，这是《集韵·覃韵》之释义，尹知章

注《管子·侈靡》亦有此意。《汉书·杨雄传下》：

“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师古

曰：“潭，深也。”［５］２６５４作者引“覃”为深，但“覃”有

多义，本义为深，其实也是指河流深广之意，而非地

域深广之意。故湘潭“非以潭命名”是缺乏实证依

据的附会之说。

今有人谓湘潭县内有“昭潭”，故名湘潭，更属

无稽之据。一是南梁天监二年（５０３年），分阴山县
西北部地域，置湘潭县，县域大致包括今衡东县域

全境，攸县
'

水流域以北、浊江流域以西，北至今湘

潭县荣恩寺、株洲县淦田，南达今安仁县北部等广

大地域。其时，今昭潭（今湘潭县昭山下湘江有潭，

故名）并不在其时湘潭县之内。再说，其时湘潭县

治，在今衡东石湾镇附近，与今湘潭县治不能同语。

何以“湘江”与“昭潭”联缀成“湘潭”？

二是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至唐武德四年（６２１
年），湘潭与茶陵、攸水、阴山、建宁、湘乡、湘西、衡

山诸县，撤并、分置交替。［１］３５唐天宝八年（７４９年），
将南梁湘潭县北部少量地域，与衡山县北部（今衡

东县）地域，迁置湘潭县，县治从石湾迁驻洛口（今

湘潭县易俗河城塘镇）。湘潭县域，约为东汉时湘

南县地。其时，“昭潭”地名，属湘潭县。唐天宝初

置湘潭县，实属南梁湘潭县之移借地名，但亦不排

除辖境内有“昭潭”之状，而更立湘潭县。

南宋（１１２７—１２７９年）年间，湘潭县治从洛口
迁驻宋家桥西（今湘潭市观湘门直街）。由此得之，

今湘潭县名，当为南梁时县域小部及县名之延续，

但县治、地域大异，不能同语。

湘潭县作为政区两次更立，皆与时局相关。梁

置湘潭县，当与梁武帝治政密切相关。《梁书·本

纪第二·武帝中》：“（梁天监）十三年……秋七月

乙变，立皇子纶为邵陵郡王，绎为湘东郡王，纪为武

陵郡王。”［１７］《湖南古今地名辞典·湘潭县》：“南朝

梁天监年间，析阴山县置湘潭县（非今湘潭县，在今

攸县境）。是为今省境置湘潭县政区之始。”［１２］１１３

《湘潭县志》亦有同载。以上所载皆与《梁书》合。

故梁天监二年（５０３年）立湘潭县，十三年（５１４年）
始立湘东郡，湘潭县属之。

《梁书》载梁武帝萧衍（４６４—５４９年）：博学多
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曾任齐雍州刺史，镇守

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史书载：梁武

帝萧衍，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残酷剥削农民，

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大建寺院，利用佛教统治人们，

并三次舍身同泰寺。后接受东魏降将侯景，其人引

兵渡江反叛后，攻破城池，梁武帝在动乱中患病而

死。梁武帝在重用士族时，尽量平衡分配统治阶级

内部利益，满足皇族及士族的各种奢求。其时，置

湘东郡并以皇子萧绎为湘东郡王，立湘潭县为其提

供租税，供其更好享受。

唐天宝八年（７４９年）湘潭县更立，也有深因。
这一次调整县、州政区，当与唐玄宗李隆基整顿政

区地名有关。《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载：唐

玄宗为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性英断多艺，尤知

音律，善八分书。”［１８］１１１他从小就在李唐宗室与武

氏集团争权夺利中度日，后瞅准时机联合大臣，发

动宫廷夺权，登上帝位，并在平定太平公主及其党

羽后亲掌政权。在位期间，唐玄宗注重起用良相，

６８



彭雪开，米雄辉：湘潭地名源流考

选拔人才；纳谏从善；精减沉员，改革机构；重视农

耕，兴修水利；大兴文化，编撰大典《唐元典》。安抚

边境而致安宁，史称“开元盛世”。其后，唐玄宗好

虚名而兴武功，终于引发“安史之乱”。

不过，天宝之初，史载唐玄宗李隆基仍有不少

作为。其中，在政区地名更改方面，力度空前。《旧

唐书·本纪第九·玄宗下》载：天宝元年九月，“更

改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十一处。”［１８］１４４据华林甫教

授引周振鹤《唐代地名“标准化”概念》一文称：开

元十三年，唐玄宗正式提出地名整理原则的诏书。

隋唐时期，开皇三年废郡，大业二年废州，贞观年间

省并州县，开元十二年更改若干州名，至天宝元年

（７４９年）更改１００多个重名县名。在政区地名整
理方面，取得了可观成就。后来，他因憎恶安禄山

而更改地名，自此导致众多避讳地名出现，给后世

政区地名的命名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唐天宝八

年（７４２年），划衡山县北部等地域，置湘潭县，当是
唐王朝政区地名整理之余韵，显然与李隆基治政有

关，其对县级政区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湘潭自南梁置县后，县名不易，县域大变，县治

三迁，终治今址。县治迁入洛口后，县域初定。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域１１次析
出划入，共减少２０００余平方公里地域，终定现域。
置县后归属，随历朝郡、州、路、府、道、区、市等，更

改而属之。１９８３年７月，终属湘潭县。［１］３５－３７

湘潭县域，人文蔚起，古迹众多。今境内，择其

要者有韶山毛泽东故居、彭德怀故居、齐白石故居；

古迹有陶侃衣冠冢、关圣殿、大唐兴寺遗址、唐兴

桥、文庙、鲁班殿、江西会馆、汉城桥。另有名胜昭

山、昭潭、昭山禅寺。今人乐而游之，不绝于途，其

中，毛泽东故居，尤受游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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