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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齊珍 

棗陽地域，自秦（前 221年）始立蔡陽縣，至西漢元帝年間

分縣之白水、上唐二鄉置舂陵侯國（東漢初升為章陵縣，東漢

末升為章陵郡，故城在今吳店鎮舂陵村），到東漢末年，又分縣

東北地域置襄鄉縣（故城在今沙河東岸東園村一帶），至此，蔡

陽縣地一分為三，即蔡陽、章陵、襄鄉，三縣同屬南陽郡管

轄。之後，蔡陽縣境內又置瀴源縣（故城在原耿集老街）和南

陽縣（後改雙泉縣，故城不知何處）。章陵郡，後又降為安昌

縣，安昌縣境內又置清潭縣（故城在今吳店鎮清潭街）和豐良

縣(故城不知何處)。一個縣域內分置這麼多縣，足見其地域之

廣，版圖之大。 

一、 蔡陽縣的歷史沿革 

蔡陽縣，秦置，治所在今湖北棗陽西南。西元前 221年，秦

始皇兼併六國，實行一統，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棗陽地

區始設蔡陽縣，屬南陽郡管轄。 
西漢：漢元帝初元四年（前 45 年），分蔡陽縣的白水(今吳

店鎮一帶)、上唐(今隨州市隨縣唐縣鎮一帶)兩鄉，置舂陵侯

國，治所在今吳店鎮北的舂陵村境內，屬南陽郡管轄。 
東漢：光武帝建武六年（30 年），為提高家鄉建制，升舂陵

侯國為章陵縣。東漢末期，又分蔡陽縣的東北地域置襄鄉縣。 
三國魏：蔡陽縣屬南陽郡管轄。 
晉：蔡陽縣屬義陽郡。東晉時屬新野郡管轄。 
南北朝：宋初屬新野郡。大明元年（457 年）省蔡陽縣。大

明三年（459 年）複置蔡陽縣，屬河南郡。梁因之。 
後魏：在蔡陽置南雍州。西魏改曰蔡州。領蔡陽、千金二

郡。 
隋：開皇三年（583 年）廢郡存州。仁壽元年（601 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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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廣昌縣為棗陽縣。大業（605-618 年）初，改州為郡，蔡陽縣屬

舂陵郡。 
唐：唐初省蔡陽縣，併入棗陽縣。 
至此，蔡陽縣在經歷了八百多年風風雨雨後，完成了自己

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隨由棗陽取而代之。 

二、 蔡陽縣的始建年代 

清乾隆《棗陽縣誌》記載，蔡陽縣始建於秦代，即西元前

221 年。我們通常所講的秦，是指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秦，在考

古學上，將秦劃分為兩個階段，秦始皇統一六國前稱為先秦，

統一六國後則稱為秦。根據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暨地學研究

所教授、新加坡籍華裔棗陽人薑道章教授的考證，蔡陽始建縣

是在先秦時代，即秦始皇統一六國前。薑教授在他的《棗陽的

建置與行政區劃之演變》一文中載：“在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前，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在棗陽境內置蔡陽縣，這可能

是棗陽境內最古老的行政區劃，距今大約 2300 年。” 
為了證明這一觀點是成立的，薑教授列舉了《史記》的記

載作為依據來證明蔡陽縣始建於先秦時代。《史記》秦本紀第五

載：“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

陽郡。”然秦本紀只記載了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初置

南陽郡，而沒有明確南陽郡管轄多少縣？具體有哪些縣？ 所

以，薑教授又引用《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來證明蔡陽始建縣的

時間，《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載：“南陽郡，秦置。…

轄縣三十六，…蔡陽。”薑教授的觀點是依據郡管縣這種體制而

推理出來的，因南陽郡是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年）設置

的，南陽郡又管轄蔡陽縣，所以，薑教授推理蔡陽縣也是在這

之前或之後建立的。 
秦始皇在兼併六國的過程中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漢

承秦制，這樣《漢書》中就有了“南陽郡，秦置。…轄縣三十

六，…蔡陽。”的記載，三十六縣中明確的記載有蔡陽縣，間接

的證明蔡陽始建縣是在先秦時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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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後，而不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秦代（前 221 年），這就順理成

章地把蔡陽建縣的時間向前推進了 50 年左右，所以，蔡陽建縣

距至今已有 2300 年的歷史了。 

三、 探尋蔡陽古城 

蔡陽縣作為南陽郡東南邊陲的一個大縣，因為是古唐國之

地，所以，其疆土也就比四周其他的縣，如襄陽、新野、棘

陽、湖陽、平氏、隨、南新市、竟陵、邔縣等都要大許多。其

邊境東接隨州的吳山、洪山之境，南達宜城的板橋、王集之

地，西臨漢水、唐河一線， 北可到唐梓山、桐柏一帶。涉及今

隨州隨縣的吳山、唐縣鎮、萬福店農場、環潭、洪山、雙河，

宜城市的板橋、王集，襄州區的黃龍、峪山、張集、雙溝等

鎮、場的部分或全部。偌大的一個縣，縣治所地在什麼地方？

規模有多大？帶著這些問題，筆者將通過文獻資料、縣誌記

載、文物考查一一去探尋。 
關於蔡陽古城，史書記載不多，這可能與劉秀這個皇帝有

關，史學家們只顧關注舂陵古城而忽略了對蔡陽古城的記載。

但也有記載，主要有三個版本，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讀

史方域紀要》和清鹹豐《棗陽縣誌》的記載，認為蔡陽鋪（今

日蔡陽鋪，絕非當年蔡陽城，筆者注）是蔡陽故城；第二種觀

點是《水經注》的記載，認為琚灣鎮的翟家古城村是蔡陽故

城。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種觀點是怎麼說的。據《讀史方域紀

要·卷七十九》載：“蔡陽城，縣西六十裏。漢縣，屬南陽郡。王

莽母功顯君食邑於此。後漢仍曰蔡陽縣。光武封劉本為侯邑。

晉屬義陽郡。宋初屬新野郡。大明元年省。齊複置蔡陽郡，屬

寧蠻府。梁因之。後魏並置南雍州治焉。西魏改曰蔡州。隋時

郡廢。大業初，州廢，縣屬舂陵郡。唐初縣省。今有蔡陽店。” 
清鹹豐《棗陽縣誌·古跡》載：“蔡陽故城，在縣西南六十

裏，今名蔡陽鋪，其地有白馬廟，即當日城隍祠。” 
《讀史方域紀要》和鹹豐《棗陽縣誌》不但記載了蔡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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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城的方位和里程，而且還確切地認定蔡陽鋪就是蔡陽古城。鹹

豐《棗陽縣誌》記載的則更詳細，肯定蔡陽鋪東邊的白馬廟就

是當年的城隍祠，以此來證明蔡陽鋪就是昔日的蔡陽古城。 
蔡陽鋪究竟是不是蔡陽古城呢？讓我們先來瞭解一下上世

紀五六十年代蔡陽鋪的歷史面貌。 

筆者的老家距蔡陽鋪不遠，步行也就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一個很小的集鎮，少年時期經常去那兒趕集，對蔡陽鋪依稀還

有個大概的記憶。它處在一個東西向的臺地上，臺地高出地面

約 0.5-1 米，街道呈東西向，是個直筒街，長約 300 米，寬約 3

米，街道兩旁佈滿商鋪，房屋低矮，參差不齊，全部是小青瓦

覆頂，整條街好像沒有帶碼頭的牆，商鋪的門都是單塊的木板

拼合的，後面是人們居住的地方，有單間的，也有幾間連在一

起的，還有四合院形式的。在街道靠北方向，有殘存的土牆，

可能是城牆，也是東西向的，最高處也就 1米多，牆根部寬大約

2 米多。城牆中部有一個缺口，應該是城門，從北邊去蔡陽鋪趕

集的人，都是從這裏進去的。再往北有一條壕溝，疑是護城

河，由於人為的開挖，河道顯得很寬很淺，並栽了樹。東、

南、西三方沒有看到城牆，可能是居民建房將其挖掉了，解放

後，曾是鄉（小鄉）一級政府所在地。一九九 0年第二次文物普

查時，筆者再次去

到蔡陽鋪，由於人

為的開發建設，原

來的老街已面目全

非，大部分商鋪和

居民已遷往新街

（見左圖），還有

部分居民仍住在老

街，但原來的土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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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瓦蓋已換成了紅磚樓房，老街的氣息已蕩然無存。 

再來看第二種觀點。《水經注·卷二十八》沔水載：“浕水又

西逕蔡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於白水。又西逕其縣南，建武十

三年，世祖封城陽王祉世子本為侯國。” 

根據這一記載，查棗陽地圖，浕水（古名，今名沙河，是

白水的最大支流）自棗陽城西南流，在琚灣鎮東約一公里處與

白水（古名，今名滾河）會合，兩水會合後仍稱白水，而不稱

浕水。白水流經琚灣鎮西，在錢寨村向西北繞了個“Ω”形大彎，

而後由北向南在翟家古城村東流過，後在其村南折向西流，翟

家古城村被白水半包圍，這就是水經注所記載的蔡陽故城的具

體方位（見下圖）。需要說明的是，考浕水自棗陽城至琚灣這一

段流域中並無《水經注》所描述的場景，也無叫古城的古遺址

存在，而且白水也寫成了浕水，這可能是作者記錯或者筆誤，

也可能是傳世中誤寫。 

以上兩種觀點，孰是孰非？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是成立

的。《水經注》明確指出，蔡陽故城是處在浕（白）水的折轉

處，其水在城東自北向南流，到城南時又呈東西走向，西岸上

即是蔡陽故城。

翟家古城村所處

的地理位置符合

上述方位要求，

而且，經過幾次

文物普查，證實

這裏是一處大型

漢代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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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我們再來看蔡陽鋪是否具備古城的條件，無明顯跡象。第

一，蔡陽城作為一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古延續至今

兩千多年仍是一條街，規模不大。第二，蔡陽縣唐初已被撤

銷，縣城早已荒廢，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蔡陽鋪整體面貌保

存較好。第三，它沒有水經注中作者當年對蔡陽故城地理方位

的描述，而白水則是在它的南方由東向西流過的。雖然它們都

在白水之陽，名字都叫蔡陽，但它們的本質卻相差甚遠。所

以，推斷它極有可能是宋代以後以蔡陽命名興建起來的。從蔡

陽鋪名字字義上看，後面帶有鋪字，鋪，字典釋義為驛站，驛

站是供南來北往的商旅之人歇腳和暫住的地方，後來逐漸發

展，變成了一個商貿集市。如果這個推斷成立的話，此蔡陽與

彼蔡陽相距應在千

年以上。 

蔡陽城是什麼

時間建的?暫不可

考。唐代章懷太子

李 賢 （655-684

年）在為《後漢

書》作注時說，

“蔡陽，縣，故城

在今隨州棗陽縣西

南。”這裏的故城

即指蔡陽故城，證實了蔡陽縣在唐初已被撤銷，但故城依然尚

存。唐代詩人孟浩然（689-740 年）《夕次蔡陽館》詩，開頭兩

句“日暮馬行疾，荒城人住稀”，尤其是“荒城人住稀”這句，清楚

地描繪了蔡陽城當時的情景，勾畫出蔡陽城已從繁榮走向蕭

條，從昌盛走向衰落。又經過了宋、元、明、清，古城逐漸變

成了耕地。今存的古城遺址，分為東西兩個部分：東部仍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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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民居住地（即今翟家古城，見右圖）西部為耕地。整個遺址地

勢北高南低，東、南為滾河環繞。從東邊高坡地帶俯瞰城內，

仍然殘存著許多古城的資訊，到處散佈著殘磚碎瓦，也有一些

過去的碾盤、碾滾及磨盤之類，特別是牆壁上殘存的帶有各種

文化符號的古磚，凸露的磚花，紋印清晰，線條明快，展示著

前人在這裏生息的場景，標明著不同時代的歷史陳跡和文化元

素。雖經過幾次文物普查，只調查了西部的耕地部分，並未對

東邊現居民住地做調查，上文提到的一些歷史文化資訊，只是

表像，未涉及真正的歷史文化內涵。 

遺址西部，即耕地部分，呈長方形，東西長約 1000 米，南

北寬約 800 米。據勘察，城址分為外城和內城，外城東西長約

420 米、南北殘寬約 290 米，西北角外突，西城垣夯土較為明

顯，長約 420 米、厚約 32 米、高出地表 1-2.5 米不等；北城垣有

少量殘存。內城位於外城中部，高出外城地表約 2-3 米，原有高

大城垣，西、北、南有三個門，上世紀四十年代被平。城外

西、北兩面有護城河，寬約 20米、深約 1-2.5米。文化層很厚，

地表暴露的遺物十分豐富，多系陶器及瓦當、筒瓦殘片。其質

以泥質陶為主，夾砂陶較少；色以灰陶比重大，紅陶少見，偶

見黑皮陶；器表多素面，亦有弦紋、雲紋、戳印紋和刻劃紋；

採集的遺物有：盆、甕、罐、瓦當及筒瓦，可辨器形有缸、

盆、甕、豆、鼎等,多為漢代。1992 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佈

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村內現立著兩座牌子，右邊的一塊為“翟家古城遺址”保護

牌子，級別為縣級，時間 1981 年 4 月，棗陽縣人民政府立；左

邊的一塊為“中共鄂北特別委員會和工農革命第九軍鄂北總隊”

的保護牌子，級別為市級，襄樊市人民政府立，時間 1984 年 10

月。它們向前來探幽的人們講述著當年的諸多故事。 

蔡陽古城，經歷了兩千多年風風雨雨，興衰更迭，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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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人也不斷注入新生力量，翟姓人後來居上，成為主導，古城也

隨之取名為翟家古城，所以，文物普查時便將古城遺址命名為

“翟家古城遺址”。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文獻記載，現代研究，還是城址規

模，以及採集的文物標本等考證，都證實這裏就是有著兩千多

年歷史的蔡陽古城無疑。不過，保護單位上的“翟家古城遺址”

應改為“蔡陽古城遺址”，這樣更符合歷史。 
 

沈齊珍              2023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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