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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洮阳县是今全州县的前身，县治遗址在今全州
永岁镇梅潭村。古城距今两千多年，比今桂林的前身
始安县还要早，是今桂北建制最早的县。久远的岁月
给这一古城蒙上神秘的面纱，多年来笔者想一睹其真
容而总未成行，今年国庆才终于圆梦。

古城寻迹

古洮阳城遗址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普查时被
发现，本不容笔者今天才去寻找。去永岁梅潭村也容
易，沿国道过永岁镇政府不远向右沿乡道直行，经过
有桂北著名古建筑燕窝楼的石岗村，再东行四里即
到。但如果你找到梅潭村，仍然不知道古城在梅潭村
的哪个方位，村中没有标识指引。笔者先后找了两位
村民，又经指点再找到曾随同考古人员实地勘察的年
近八十的蒋忠民老人，在其带领下才找到古城遗址所
在。

梅潭村紧临湘江，村口即是横跨的湘江桥。老人
带我从湘江桥头左方而下沿江行走二百余米，可看见
1981年全州县政府所立的“洮阳城址”标志碑，碑阴
刻着古城简介。碑前一条小坡道，应是古城遗址入口
了。跟在老人后面先进入一大片柑子林，老人说这里
就是古城的内城，以前在这里随处可捡到陶片之类的
遗物。这也说明，内城还没有作过考古挖掘，如果在
内城进行挖掘的话，可以清楚地知道古城布局，可以
发现许多遗存，可以推测古城居民生活状况，也有可
能发现县治行政公署所在。

在柑子林中四顾，四周明显有大土埂围绕，这些
大土埂应该是尚存的内城土夯城墙。依照资料介绍，
城墙东西长300米，南北长200米，这样大小的规模与
兴安发现的城子山古城和灵渠漓江汇合口的太和铺通
济村古城几乎一样。但洮阳古城还有外城，老人带我
穿过柑子林，又穿过土城墙体的间隙，在长满杂草灌
木中有依稀可辨的小径，一路顺坡而下，走了近百米
才是平地，便到湘江边。老人站立在略高的沙石埂上
告诉我，他正站在外城的墙基上，外城是沿江环绕
的。现今外城虽难觅踪迹，但当年考察后顺外城间隔
一段竖立的一根界桩，表示了外城的走向。这样看起
来洮阳古城规模是要大于兴安的两座古城了。老人说
原先这里是城门，有码头，停着许多船，很繁忙。又
说以前湘江水位很高，水量充沛，他小时候常到江边
放牛，也到江中嬉游。而眼前的湘江，水道已浅，江
中裸露一堆一堆的鹅卵石，无疑这里大规模的采砂已
经破坏了河床。

回头再看内城，残存的土城墙上连绵的树木茂密
葱郁。古城建在一块高地上，内城地势高于江边的外
城，从江边往上看，当年的内城墙就显得高耸了。查
看了一下高德地图，湘江在古城之东，在这里拐了一
个 120 度的大弯，古城这块小高地就像伸出的舌头，
被湘江于北、东、南三面包住。这样的地理形势非常
独特，从防卫上讲易守难攻，古人建城选址从交通功
能和城防功能上是有足够考虑的。而取名洮阳，因古
城南有一条湘江支流洮水。

本想沿江循着外城将古城走一圈，因时间关系，
便顺江边小路返回到立碑的入口处。

历史寻踪

资料介绍，在1960年考古普查发现洮阳古城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都认为古城建于西汉武帝元
鼎六年（前111），因为《汉书·地理志》记载元鼎六
年置零陵郡，列出的零陵郡十三个县中有洮阳。其实
应该知道史籍记的元鼎六年是置零陵郡的年份，并不
表明零陵郡的十三个属县都是这个年份新置的，当然
零陵郡的属县固然有这一年新置的，如始安县（今桂
林前身），但大部分县都建于元鼎六年之前。直到
1981年广西资深考古学家蒋廷瑜《广西最早的古
城——— 洮阳》一文发表，才知道《史记》记载元鼎六
年之前的十多年就有人被封洮阳侯，这说明已有洮阳
古城的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又有两大考古发
现，一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帝时代的长沙国南
部地图，地图标明有洮阳。二是另在长沙发现汉文帝
时代古墓，墓主曾担任洮阳县令，有两枚县官印为
证。这样又将古城始建时间再往前推了五十多年。蒋
先生文章说这还不算早，他又根据史学界对上世纪五

十年代考古发现的“鄂君启节”的研究结论，判断古
城的创建年代还可上推二百多年。

考古发现的“鄂君启节”是状如半个竹筒形状的
青铜器。所谓“鄂州”即今湖北鄂县，是楚国末期楚
怀王儿子的封地，这位王子名“启”，“节”表明这
是像竹节形状的免税通行证，“鄂君启节”就是鄂君
启专用水陆贸易免税通行证。“节”上的铭文全是古
金文，规定了贸易车、船可以到达的地方，而在楚国
南部湘江上游的地方就出现了洮阳。这个“节”的制
发时间是楚怀王六年（前 323 ），规定可到达的地方
涵盖长江和湘江中、下游。因为在楚怀王之前五十多
年的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楚国向东向南扩张疆土，
一度成为战国一强，于是楚国的行政势力最南到达湘
江上游，洮阳则是楚国最南部的一个行政县。这就又
可以推断在这位鄂君贸易车船队使用这一免税通行证
之前，即楚悼王的楚国南扩至湘江上游时，为了巩固
楚南疆而置了洮阳。而洮阳设置之时，越城岭之南还
是瓯、骆部族所在的蛮荒之地，直到秦南征置桂林、
南海、象三郡才正式有郡县行政区划建置，比如有了
桂林郡，才有郡治布山县（今贵港），那是比洮阳古
城晚了二百多年的。所以虽不能确定洮阳始建的具体
年份，但建置于楚怀王之前是可以断定的。蒋廷瑜先
生依据国内最新考古发现和史学研究成果来作判断，
所以得出洮阳古城是今广西最早的县城的结论。

到蒋先生发表文章的 1981 年，国内史学界基本统
一了对洮阳古城始建年代的判断，然而 1981 年全州县
政府所立“洮阳城址”标志碑仍然刻写着古洮阳是汉
武帝元鼎六年所建，这个说法一直保留到现在，令人
费解。

国内史学界对洮阳古城始建年代的确定是费了一
点周折的，这里可将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的有
些细节介绍一下。

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发现了“鄂君启节”
后，学者研究铭文中记载鄂君商贸运输大队可到达的
众多地方，因古金文难辨，分歧不少，而其中一个带
“阳”的地名特别难认，连参与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
郭沫若也一时难解。 1962 年，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奠基
人谭其骧研究后写了篇《鄂君启节铭文释地》，指出
这个难辨的古金文是“洮”的古异体字，这个地方就
是史籍记载的“洮阳”。当然这篇文章不是单单解决
“洮”的古篆异体识别问题，而是将铭文记载的所有

水陆贸易可到达的地方都疏理了一遍，还绘图以示
意，可见他在这一学术领域贡献之大。同样，因为谭
其骧的研究论证，也使广西最早建制的洮阳古城的研
判尘埃落定。

二是在谭其骧一辈的老学者相继过世后的世纪交
接期，考古界又有了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这两个有
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一批青年学者依托最新考古史
料的研究，证明在楚秦时期还有一个被历史淡去的楚
国最南端的苍梧郡的存在，又考证了苍梧郡所属的十
三个县，其中就有洮阳县。这样新的史料提供新的证
据有力地支持了原先的结论，又将老一辈的研究推向
新的阶段。

■结语

结合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证明洮阳古城建于楚国
后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广西方面对今桂北在战国时
的归属问题的判断。因为错误地理解元代史籍相关记
载，会使人以为战国时荔浦以北都“属于楚”。是否
属楚要看是否在楚中央行政势力范围内，是否有归属
中央的行政建制。现今已证明古洮阳建于楚后期，且
是楚国南扩后最南端苍梧郡的属县，在楚国的行政势
力范围之内，而那时今桂林至荔浦区域还是部落散居
状态，不在楚国行政范围之内，这就没有什么行政归
属问题可言的了（详见笔者于2017年2月26日桂林晚报
18版《战国时期桂林属楚吗》一文）。如果说荔浦以
北“服于楚”是可以的，而“服于楚”与“属于楚”
是两个概念。

判断古洮阳建于楚国后期，还可帮助我们认识古
洮阳的经济发展水平。笔者问过蒋忠民老人，你们这
里不产林木皮革牛羊，靠的是什么，老人答祖祖辈辈
种稻谷。是的，古洮阳处在湘江谷地，多条湘江支流
在此汇合，笔者推测楚国时洮阳的农耕水平是远高于
越城岭以南的，而鄂君启的贸易船队到洮阳主要做稻
米交易，楚国是将洮阳作为战备粮食生产基地来看
待，并将古洮阳纳入长江湘江中下游区域经贸范围。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有历史启示的。再看洮阳古城，
地处小高地，有内外双城墙，三面以湘江做天然护城
河，古城有如此的多重保险，楚国在洮阳城建上着重
考虑城防能力是应该有的选择。

寻访全州古洮阳遗址
■余福州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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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入口处的古洮阳城简介碑

湘江边外城界桩 树木葱郁的内城墙残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