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棗陽現在的地域範圍內，自秦（西元前221—前 207年）

設立蔡陽縣至隋仁壽元年(西元601年 ) 改廣昌縣為棗陽縣，

這 800 多年的時間裏，在這片土地上，曾先後設立過許多

州、郡、縣，到北周時境內二州、四郡、八縣並立⑵。二州，

即：蔡州、昌州；四郡，即：蔡陽、千金、廣昌、安昌；八

縣，即：蔡陽、雙泉、瀴源、廣昌、 潭、舂陵、安昌、豐

良。蔡州領蔡陽、千金二郡；昌州領廣昌、安昌二郡。蔡陽

郡領蔡陽、雙泉二縣，千金郡領瀴源一縣，廣昌郡領廣昌、

清潭二縣，安昌郡領舂陵、安昌、豐良三縣。可謂“十裏一

 ! "!



"!#$%

縣，百戶一邑”。

 曾幾何時，人們把棘陽和棗陽聯繫在了一起，社會上曾

有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棗陽原來叫棘陽，以後改叫棗陽。

另一種說法是，棘陽的“棘” 字拆為上下結構，就是棗陽

的“棗”字的繁寫體“棗”。 也有把棘陽當著棗陽寫進文

章裏的。上世紀 70 年代，棗陽城中建有“棘陽酒樓”， 如

今“棘陽賓館”仍矗立在棗陽大十字街的東南角。

 棘陽與棗陽究竟有沒有聯繫，有什麼聯繫？棘陽城在哪

里？棘陽、棗陽因何而名，始於何時？本文將根據文獻記

載，附以個人拙見，辨析棘陽與棗陽二者之間的關係，供愛

好文史者參考。

 關於棘陽，許多文獻史書都有明確記載，且較為詳細。

（《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載：南陽郡，

領縣三十六，其中有棘陽縣。應劭注曰：在棘水之陽。

（《後漢書》志第二十二·郡國四）載：南陽郡有棘陽縣。

棘陽縣境內有藍鄉，有黃淳聚。

（《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第一上）載：十一月，

有星孛於張。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眾起兵。初，

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 及見光武

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複為之”， 乃稍自安。伯升

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光武初

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

財物不均，眾忿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

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樑丘

賜戰于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水經注》卷三十一·淯水）載：又南徑棘陽縣故城西，

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是知斯水為棘水也。⋯⋯棘水自新

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淯水，謂之為力口也。棘、力聲相近，



當為棘口也。

（《南朝宋會要》方域）載：宋孝武帝大明（西元

457—464 年）中，以新野之棘陽、義陽之襄鄉屬河南郡。

河南郡領河南、新城、河陰、棘陽、襄鄉五縣。

（《南朝齊會要》方域）載：雍州河南郡領河南、新城、

河陰、棘陽、襄鄉五縣。

（《輿地志輯注》卷十四·荊州）載：統郡二十二，縣

一百六十九。⋯⋯義陽郡，晉置，統縣十二，新野、穰、鄧、

蔡陽、隨、安昌、棘陽、厥西、平氏、平林、朝陽。

（《讀史方域紀要》卷五十一·河南六·南陽府）載：

棘陽城縣東北七十裏。古謝國也。或謂之黃棘。楚懷王

二十五年，秦、楚盟於黃棘，是也。漢置棘陽縣，屬南陽郡，

以在棘水之陽也。高帝⑶封杜得臣為侯邑。王莽地皇三年，

劉演自湖陽進拔棘陽，既而敗于小長安聚，又兵還保棘陽。

晉屬義陽郡，後屬新野郡。劉宋屬河南郡。齊因之。⋯⋯《元

志》棘陽鎮在新野、湖陽二縣間，是也。又棘陽有鄛鄉。東

漢和帝⑷封宦者鄭眾鄛鄉侯，即此。

《辭海》的注釋是：棘陽，古縣名，西漢置，因在棘水

之陽得名。治今河南省南陽市南。

以上是文獻史書關於棘陽的記載。這裏講的漢棘陽，也

稱北棘陽。

綜觀上述，棘陽是西漢朝廷設立的一個建制縣，因城座

落在棘水之陽而得名，其城在今新野縣東北七十裏，新野與

湖陽之間。棘陽自西漢建縣，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

關於棗陽，史書文獻也有很多記載。

（《隋書》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載：棗陽

舊曰廣昌，並置廣昌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縣改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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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初置舂陵郡。又西魏置東荊州，尋廢。有霸山。有溲水。

（《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二十一·山南道二）載：棗陽縣，

上。本漢蔡陽地，屬南陽郡。後漢分蔡陽立襄鄉縣，周改為

廣昌，隋仁壽元年改為棗陽縣，因棗陽村為名也。

（《舊唐書》卷三十九·志第十九·地理二·山南道五）

載：棗陽，漢舂陵縣，屬南陽郡。隋置舂陵郡。武德三年，

改為昌州，領棗陽、舂陵、清潭、湖陽、上馬五縣。其年，

分湖陽、上馬置湖州。五年，廢昌州及清潭縣。貞觀元年，

省舂陵入棗陽。其年，以廢湖州之上馬、湖陽來屬。九年，

廢顯州。自此移唐州於廢顯州，仍屬焉。十年，改屬隨州

（《新唐書》卷四十·志第三十·地理四）載：棗陽，

上。本隸唐州。武 五年省唐州之清潭縣入焉。貞觀元年又

省唐州之舂陵縣入焉。十年以棗陽來屬。有光武山。

（《輿地廣記》卷第八·京西南路）載：棗陽縣，中下。

本二漢蔡陽縣，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廢焉。置廣昌縣

及廣昌郡。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昌州。隋開皇初郡廢，

仁壽元年避太子名，改廣昌縣曰棗陽縣。大業初州廢，置舂

陵郡。唐武德初郡廢，五年改昌州為唐州，九年州徙治北陽，

正觀十年以棗陽來屬。

（《輿地紀勝》卷第八十八·京西南路）載：棗陽縣，

中下。倚郭舊唐志雲，漢舂陵縣屬南陽郡。隋志舂陵郡，武

德三年改為昌州，領棗陽、舂陵、清潭、湖陽、上馬五縣。

其年分湖陽、上馬置湖州。五年廢昌州及清潭縣。貞觀元

年，舂陵入棗陽。其年以廢湖州之上馬、湖陽來屬。九年廢

顯州，自此移唐州於廢顯州，仍屬焉。十年改屬隨州。國朝

嘉定十三年升為軍。

（《方輿勝覽》卷三十三·京西路·棗陽軍）載：本漢

蔡陽縣地，屬南陽郡。後漢分蔡陽立襄鄉縣，屬南陽郡。後

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昌州。後周改襄鄉縣曰廣昌縣。隋改廣

昌曰棗陽縣。唐改昌州曰唐州，以棗陽縣屬焉。國朝因之，



中興以來屬隨州，莫將申請升為軍，尋降軍使，後因京湖制

置趙方申請升為軍。今領縣一，治棗陽。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四·山南東道三·隨州·

棗陽縣）載：州西北二百里。舊十五鄉，今一鄉。本漢蔡陽

縣地，後魏于此立南荊州。隋大業初改置舂陵郡，仍改邑為

棗陽縣。唐初郡廢，而邑隸隨州。

（《元豐九域志》卷第一·京東路·隨州·棗陽縣）載：

中下，州西北一百六十裏。一鄉。有濜水。

（《讀史方域紀要》卷七十九·湖廣五·襄陽府）載：

棗陽縣，府東北百三十五裏。東南至德安府隨州百六十裏。

漢南陽郡蔡陽縣地。後漢析置襄鄉縣，後廢。晉亦為蔡陽縣

地。西魏置廣昌縣及廣昌郡，並徙昌州治焉。隋初，郡廢，

而州如故。仁壽初，改縣曰棗陽，以棗陽村為名。大業初，

改州為舂陵郡。唐武德三年，複置昌州。五年，州廢，以縣
屬顯州。貞觀九年，顯州廢，改屬唐州。明年，改屬隨州。
宋仍為棗陽縣。紹興中，升為棗陽軍。元複為棗陽縣，屬南
陽府。至元十九年，改屬襄陽路。今城週三裏有奇，編戶
四十五裏。
 《辭海》的注釋是：市名。在湖北省襄樊市東部、滾河

上游，鄰接河南省。漢丹鐵路經過境內。秦置蔡陽縣，隋改
棗陽縣。
 由以上文獻史書記載可知，棗陽是因棗陽村而名。棗陽

縣的前身是廣昌縣，隋初為避太子楊廣諱而改名棗陽。自隋
仁壽元年（西元 601 年）改廣昌縣為棗陽縣，距今有 1400
多年的歷史，棗陽一名至今延用。1987 年，改棗陽縣為棗
陽市。

棘陽與棗陽究竟有沒有聯繫，有什麼聯繫？肯定地說，

棘陽與棗陽本身並無直接的聯繫。首先，從時間上來看，棘

陽是西漢時設立的一個建制縣，是在西元前；而棗陽則是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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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在原來廣昌縣的基礎上更名的，是在西元後，二者相距

800 多年。其次，從地理位置上看，棘陽在棘水之陽，屬南

陽盆地，在棗陽的西北方向；而棗陽則處在古隨棗走廊上，

在棘陽的東南方向，濜水岸邊，二者相距 200 多裏。再次，

《元和郡縣圖志》載：棗陽縣，本漢蔡陽地，屬南陽郡。後

漢分蔡陽立襄鄉縣，周改為廣昌，隋仁壽元年改廣昌縣為棗

陽縣。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以棗陽為中心的地域，秦漢時

屬蔡陽縣管轄。後漢分蔡陽縣地立襄鄉縣，棗陽地屬襄鄉縣

轄。北周時改襄鄉縣為廣昌縣，棗陽地屬廣昌縣轄，經文物

普查確認，現在的市政府一帶即廣昌故城，此時已形成了以

廣昌城為中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至隋仁壽元年改廣

昌縣為棗陽縣，棗陽一名沿用至今未曾有變，幾次更名，並

未有棘陽一說。四，自秦設立蔡陽縣至隋改廣昌縣為棗陽

縣，其間幾百年的時間裏，在棗陽現在的地域範圍內曾設許

多縣，蔡陽、舂陵侯國、章陵、襄鄉、安昌、東蔡陽、西蔡

陽、豐良、廣昌、南陽、雙泉、瀴源、清潭、舂陵，在這眾

多的縣名中，也未有棘陽。所以無論是從置縣時間，還是從

地理方位，或者從置縣名稱來看，棘陽與棗陽都沒有直接的

聯繫，而且也沒有棘陽一說。

  棘陽與棗陽雖然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它們之間存在著某

種間接的聯繫。是什麼聯繫呢？那就是棗陽現在地域的一部

分（楊壋鎮全部或部分、太平鎮的湖河），可能屬於當時的

漢棘陽縣管轄。依據是：一、根據《讀史方域紀要》的記載，

“棘陽城縣東北七十裏，古謝國也。⋯⋯漢置棘陽縣，屬南

陽郡，以在棘水之陽也。高帝⑶封杜得臣為侯邑。⋯⋯晉屬

義陽郡，後屬新野郡。劉宋屬河南郡。齊因之。” ⋯⋯“棘

陽鎮在新野、湖陽二縣間，是也。”它準確地告訴了我們漢

棘陽城的地理方位和建置沿革。棘陽城縣東北七十裏，這裏

的縣是指如今的新野縣，湖陽即今唐河縣的湖陽鎮。這二者

都與現在的棗陽接壤，田地相連。二、根據《後漢書》的記



載，岑彭、馬成都是漢代時的棘陽縣人，可棗陽非要把他們

說成是棗陽人，明代萬曆年間，棗陽知縣王國甯竟然還為他

們樹碑立傳，碑文為“漢歸德侯岑彭、全椒侯馬成故里”。

還有唐代的大學士岑文本，史書記載他是漢南陽棘陽人，清

代修的《棗陽縣誌》也將其收錄志中。這是為什麼呢？隨著

朝代的更替，行政區劃也不斷的變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

或擴大，或縮小，有的縣被省併，有的又新設，有的被更名，

有的則易地重置。特別是從十六國至南北朝期間，朝代更替

更為頻繁，像走馬燈似的，瞬間即逝。《魏書·地形志》載：

新野屬新野郡，北周改曰棘陽。《北周地理志》載：“棘陽，

今河南新野縣南，舊曰新野。《隋書·地理志》載：新野，

舊曰棘陽，開皇初更名新野”。《讀史方域紀要》載，“後

魏置漢廣郡，治南棘陽，兼領西棘陽。”根據這些記載，可

以推斷，在後魏時期或在後魏之前，漢棘陽縣已經被省併，

但又易地重置，將縣治所遷至新野，改新野為棘陽。為區別

原來的漢棘陽，稱新野為南棘陽。漢棘陽縣被省併後，其地

域可能被鄰近周邊的縣所分割，漢棘陽縣的東南部分（現在

的楊壋、太平的湖河）與當時的襄鄉縣（現在的棗陽）地域

的西北部分接壤，所以現在的楊壋和湖河有可能就是漢棘陽

縣省併後劃分給襄鄉縣的。岑彭、馬成、岑文本這幾個人的

原籍都是漢棘陽縣的，漢棘陽縣省併後，他們的家鄉劃分給

了當時的襄鄉縣（現在的棗陽）管轄，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

成了棗陽人，後人按照新的籍貫關係把他們寫進了棗陽的歷

史，符合社會的變化，地域的變更，也符合社會進程中的各

種變化關係。所以人們的籍貫是隨著行政區劃的變更而變更

的，這就是岑彭、馬成、岑文本原本不是棗陽人，而隨著籍

貫的變更卻成了棗陽人的原因，棗陽為他們樹碑立傳將他們

收錄《棗陽縣誌》中也就順理成章了。那麼，要說棘陽與棗

陽有什麼聯繫，那就是：棗陽地域的一部分（楊壋和湖河），

歷史上屬漢棘陽縣管轄，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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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棘陽就是棘陽，棗陽就是棗陽，它們是兩個不同時代、

不同地域、相距 800 多年的兩個相同級別的建制縣，二者之

間並無直接的聯繫，但存在著一定的間接的聯繫，就是：棗

陽地域的一部分（楊壋、湖河），歷史上是漢棘陽縣的版圖，

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