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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陽市漢文化研究員王世明先生的新作又出世了，其

名曰《棗陽歷史地理人文大事記》。這部著作從根本上顛覆

了棗陽歷史，詳析如下數點：

一、把不是棗陽歷史的東西說成是棗陽的歷史

1、按《棗陽縣志》記載：“棗陽春秋屬唐國，戰國屬

楚。”這裡只講唐國，而王世明先生卻說棗陽確實有兩個唐

國，唐子鄉有名字並且有遺跡，只是被古人作注解時把他忘

掉了。這話聽起來實在嚇人，《棗陽縣志》到民國初年一共

五版，哪一個“縣志”講到過棗陽屬兩個唐國呢？此言有何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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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二、把不是棗陽的事說成是棗陽的事

1、該作在“棗陽大事與奇事件”中言：西元 103 年，

劉珍始作《東觀漢記》。按劉珍實僅為棗陽人的後人，棗陽

不過是他的祖籍而已，他所做的事實際是朝廷的事，把這件

事拉來做棗陽的大事，這是打腫臉充胖子，還是看走了眼。

2、《大事記》言：“明帝時馬香徙棘陽侯，至香後五

代孫馬醜，桓帝時以罪失國，後棘陽為縣，因此應召曰 :棘

陽縣，漢置為侯國，在棘水之陽（今唐河下游之東）填補了

棗北東漢至隋前無地名的空白歷史。”  

此一派之言純屬空穴來風：

①　馬香徙棘陽與棗陽有何關係？

②　棘陽在馬香尚未徙棘陽之前就是侯國，是壯侯杜

得臣之封地，司馬遷《史記》記載為縣。這裡把馬醜失國後

才變為縣的，不是在胡咧咧嗎？

③　棘水在哪裡？此著在上述之言的括弧中注為“今

唐河下游之東”有何依據！可以說除王世明先生有此言之

外，任何人（包括唐河人在內）、任何著作都沒有這個說法。

④　棘陽建縣時間是在漢高帝七年，並封杜得臣以此

地為侯。該縣該地一直存在到南齊建武五年。王世明言：杜

得臣子“杜武嗣封亡後國除地入宛，後更名為射陽”。這是

其在棗陽歷史第二題秦時期說的話；到第五題東漢時期第二

點卻又變成了“明帝時（58—75）《馬成傳》成孫馬香徙棘

陽為棘陽侯”；至第十一題歷史人文大事記第十五點稱其為

“填補了棗北東漢至隋以前無地名的空白歷史”。

分析王先生關於棘陽的此三點言論，可以得出三個結

論：A、棘陽在杜武后已非侯國，其地入宛縣並改名射陽；B、

馬香徙棘陽成了棘陽侯，這個棘陽是從哪裡來的？ C、填補

棗北無地名，是用什麼填補的！這三點必須給出一個相互照

應且合情合理的說法。



121三、無中生有地捏造歷史

關於馬香徙侯之地名，王先生謂：“徙棘陽為棘陽侯”。

查《後漢書·馬成傳》：“（建武）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

（中華書局版·卷二十二）此處用的是“徙封棘陵侯”，浙

江古籍出版社《後漢書》同傳的表述和用字與中華書局版

同。

填補在什麼地方：是河南省的某個角落，還是在棗陽

的某個地點；如在河南的最西南角落的蒼台，那算是棗陽嗎，

他當時是否已被已有的湖陽縣管轄？棗北的襄鄉縣算一個政

權（比馬香徙侯早的多）早在棗陽的時候，蔡陽縣仍管轄著

唐子山（隋書地理志的注語），向蔡陽算不算一個政權，你

作一個東西要填補一下，又不敢補訓棗陽的地面上，你到底

是出於什麼心思，結果就是非得把棗陽的地面割出一部來填

補屬於那個進來的政權所管，就同王先生所言：“棗陽是蔡

陽縣，棗北是棘陽縣，”從而顛破了棗陽的歷史。骨子裡只

有一條：把東漢的開國功臣岑彭所寫成拉進棗陽歷史，從而

將棗陽的臉打胖，豈有豈哉。

王先生所言因馬香徙侯而填補進來的棘陽，既不是曾

經為吏的棘陽，更不是劉秀兄弟在此大戰過的棘陽。那麼國

史是否側過來重寫一遍？先生的擔向力實在太豐富了，證明

想就怎麼說，不計後果，怎麼得了呀！

馬香已無地所徙

如上王所說：棘陽地入宛，改名射陽。

四、肆意詆毀棗陽的歷史記錄，致其筆下的棗陽歷史

被扭曲，地理被割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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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其一：“歷史四，王莽時期改舂陵侯國為舂陵鄉，除

襄鄉侯國地入棘陽。”

其二：《棗陽縣志》雲，建武五年（30）東漢世祖改

舂陵為章陵，後置襄鄉縣，與章陵、蔡陽三縣分治。考：①

章陵縣地位與棗南至東南，治今（吳店）舂陵村東；②蔡陽

地位棗西南，治今蔡陽鎮；③襄鄉地位於棗東北，治今鹿頭

鎮西。按此棗中、棗北、棗西北之地無政區設置（無地名）

也無明確的政區（郡縣）管轄。它是誰，誰是它？”

其三：“和帝時（89-105）和帝封鄭眾為鄛鄉侯，說

文曰：鄛為南陽，棗陽鄉，屬棘陽縣。”

分析：1、王莽除襄鄉侯國，其事應在西漢末年，則此

前應有“襄鄉侯國”是與其他縣國並列的東西。查漢《地理

志》不見其名；則“地入棘陽”又何從而來？根據《棗陽縣

志》語，襄鄉是與朝陽、章陵三縣分治的，那麼它應是從蔡

陽分出後為才能形成“三縣同治”，所謂“國除地入棘陽”

就是假話。

2、關於棗北無政區（無地名）也無明確的郡縣管轄問

題。答案是非常明確的，棗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地名：唐子

鄉。至於說他應該誰來管轄，《隋書•
 

地理志》說的非常明

確：蔡陽縣，有唐子山，大鼓山，有瀴水。至於說到棗東北

的襄鄉，本為蔡陽縣之鄉，建武兩間升為縣，這不就是明顯

的一個政區嗎？

3、王先生的第三條，引經據典，結論為：“棗陽鄉屬

棘陽縣。”細查《說文解字》原文”屬棘陽縣“四字是後人

錯誤衍生出的譯文，到《康熙字典》依然如故，為啥不看看

這些名作。

分析之二：關於馬香徙棘陽從而填補了棗陽北部的空

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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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陽北部的確在粗看上是比較遼闊的地方，但那也不

是寥天野地，都是有官管的地方，具體地說，都是蔡陽的屬

地。與上唐鄉相比，唐子鄉和襄鄉還是離蔡陽比較近的地

方。這兩個鄉的正北方向，在漢代有複陽、平氏（故湖陽之

樂鄉）。湖陽、新都（故新野之東鄉），新野五縣恒亙在那

裡，你把馬香所徙的棘陽拿過來，往那裡擺合適？

總結：王世明先生沒有考慮合適不合適的問題，他的

思想只有一點，如何根據他所看到的資料來把棗陽與棘陽的

關係拉為同一關係或者拉為半同一半不同的關係，至少要把

它整成各占一半，結果就是他說的：“今棗陽之地周為唐國，

漢時棗南是蔡陽，棗北為棘陽 ...... 不能混為一談。”劃

破棗陽的歷史和地理是王先生的始終目的。這是此文思想上

的要害；方法上自相矛盾、似是而非，邏輯混亂。這兩個方

面即思想和方法方面的問題在王世明所有關於棗陽與棘陽關

係的文章中都有體現。這種文風弄的人心煩，故此本文草草

並告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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