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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与第一山得名

说说江浙地名中的“浜”

盱眙自古为东南名郡，川泽丰饶，

丘峦逶迤，历史名人辈出，文化遗产星

罗棋布。盱眙山水钟秀于第一山，这座

层岩叠翠，清幽素雅，气势巍峨，峰峻

岭秀的文化名山一直据盱眙城的核心地

带，成为盱眙运河文化遗产的精华。长

淮翠屏第一山，原名都梁山、泗州南山，

在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因大文

豪米芾在大运河上吟咏的一首《第一山

怀古》而得名“东南第一山”。

盱眙是秦汉古县，山水名城。魏晋

南北朝时期，盱眙因盛产“都梁香草”

而得别名“都梁”，这座都梁山，一般

认为即后来的第一山。

隋朝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混

乱局面，重新实现中国大一统，建设南

北纵贯的大运河便成为稳固政权、发展

经济的“国家工程”。大业元年（605），

隋炀帝登基伊始，便开始大修运河，《资

治通鉴·隋纪四》记载：“发河南淮北

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

浜是环太湖地区很有地方特色的

通名。根据公开的地名数据，我们查询

后发现浜在江浙地区分布地域比想象中

要大。它北起阜宁，西到常州，东到海边，

南到台州。主要集中分布有三大块：北

部盐城、淮安一带，中部太湖以东地区，

南部浙东台州沿海地区。呈现出南北两

头小而疏，中间广而密的分布特点。其

中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

上海冈身以西分布最密集，嘉兴、苏

州、上海三地“浜”地名数量占到全部的

93%。统计结果与人们传统印象一致：

“浜”是太湖平原地区的特色地名。

江浙地区如此多的“浜”地名它们虽

然都用同一字记录，但我们考察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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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又称汴河，以东都洛阳城为起点，

向东南绵延近 1000公里，逶迤而入淮

水下游的泗州，运河全程纵横中原沃野，

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水系，成为隋代运

河体系的中坚部分。

隋炀帝在开通济渠的同时，“又发

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山阳渎），自山

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

御道，树以柳”，沟通江淮，自淮河下

游的楚州末口（今淮安市淮安区北）到

江都（今江苏扬州）以南的扬子津（今

江苏仪征东南）沟通长江。再加上大业

四年（608），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

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起黄河，

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

疏浚江南运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

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至此，隋代大

运河体系正式形成，而盱眙成为汴河经

淮水连接邗沟的重要枢纽。

大运河开辟之前，北周静帝大象二

年(580)，在宿预县(今宿迁市东南)设立

泗州，因其地近淮河支流泗水而得名。

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汴河开通后，淮

河与汴河汇合处的汴口（也称淮口）地

位急剧上升，唐长安四年（704）在此

设置临淮县，属泗州。唐开元二十三年

（735），泗州州治迁徙到汴口临淮县，

遂以临淮县城为泗州城。

泗州迁到汴河河口后，唐宋泗州

城据汴河南端，淮水转运东南之枢纽，

实为“东南咽喉地”。“北枕清口，南

带濠梁，东达维扬，西通宿寿，江淮险

扼，徐邳要冲，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

会也。”

汴河入淮口隔淮相对的，正是当时

称为泗州南山的第一山。往来于运河之

上的文豪、墨客，“自泗道出南山岸”，

游赏第一山，俯瞰汴、泗、长淮，题刻

瑞岩、秀岩间，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

南宋《方舆胜览》便对第一山诗文荟萃

的景象有描绘：“面对汴口，下瞰城郭，

亭后石壁峭列，东坡、米元章诸公皆有

诗词刻于上”。于是，大文豪米芾闪亮

登场。

米芾（1051—1107），自署姓

名米或为芊，芾或为黻，自号襄阳漫

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又称“米襄

阳”“米南宫”，北宋书法家、画家，

书画理论家，“宋四家”之一。米芾祖

籍今山西太原，后徙今湖北襄阳，其父

母迁居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故《宋

史》称其为“吴人”。米芾为宋室勋贵

后裔，其父字光辅，赠左武卫将军，其

母曾侍宣仁皇后藩邸，米芾也因此恩补

秘书省校书郎，而入仕途。米芾长期在

地方为官，先后任临桂（今广西桂林）

尉、浛光（今广东英德）尉、长沙椽、

知雍丘（今河南杞县）县、监中岳祠，

绍圣四年（1097）任涟水军使，元符

二年（1099）改除蔡河拨发。宋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至崇宁二年（1101—

1103），米芾为江淮发运司属官，往

返江淮，后改太常博士、书学博士、

知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崇宁五年

（1106）擢升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

在当时的书画坛一时宠誉无比。大观元

年（1107）改知淮阳军（今江苏邳州），

卒于任上。米芾晚年寓居丹徒，遂归葬

焉。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米芾

赋闲居留润州丹徒，朝廷重新任命他为

涟水军使，米芾匆匆前往东京（今河南

开封）领取诰命，然后沿着汴河一路南

下，自泗州汴口入淮，前往涟水军。

汴河自今河南开封蜿蜒东南经商

丘、宿州而至泗州城南古淮口，沿途一

马平川，且地势越来越低。据沈括《梦

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测量“京

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口”高程，“京师

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

北宋时期黄河仍然流入渤海，淮河流域

地面尚未因黄河泥沙淤积而抬高，因此，

船行汴河入泗口，泗州城南淮河对岸

的南山翠屏也要显得更加耸峙。于是，

这首《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应

运而生：

京洛风尘千里还 ,船头出汴翠屏间。

莫论衡霍撞星斗 ,且是东南第一山。

米芾此时已客居江南丹徒，仕途却

多在中原，这次赴任涟水军，走的即是

上任之路，其实自京城归家同样是这条

道。所以米芾云“千里还”。汴河入淮

处的那一片翠屏，也令见惯名山大川的

米芾万分欣喜。东南名山，以南岳衡山

（衡霍、霍山）为宗，汉武帝封禅南岳，

即今安徽西部的天柱山，直到隋代才见

南岳移到今湖南衡山。自黄淮的千里原

野到东南丘峦叠翠，米芾泊舟淮口处的

第一山，咏诗题壁，将“东南第一山”

的大名冠于此，于是，“米芾题字题诗

不但改变了盱眙此山的名称，而且成为

这一方山水之灵魂。”

各地“浜”的读音和词义不尽相同，也就

是说它们实际是同形异义的。

我们先看太湖以东地区，这里是

“浜”地名最主要的分布区。浜，普通话

读音bāng，据《当代吴语研究》苏州方

音[pã44]、嘉兴[pᴀ̃51]、上海[pᴀ̃52]，均

音同“绷”。《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小

河”，这大概是源自吴语“河浜”的泛称。

太湖平原河道密布，以前人们生活生产

都离不开这些水道。因此当地对各种类

型的河道、不同功能的水道有一套分类

细致的称呼。苏南浙北地区“浜”是水系

的末端，指只有一头通外河的水道。明

李翊《俗呼小录》“绝潢断港谓之浜”，

清《吴门补乘》“断港谓之浜”。说明明

清至今太湖地区“浜”的词义没有变过。

在江南农村人们逐水而居，村民出行靠

船，因此河道就必须延伸到村内，延伸

到村子里的河道当地就称为浜。浜的一

头通往主要河道，村内的一头往往是不

通的，在尽头形成一处比较开阔的兜状

水面叫“浜兜”，浜兜常常成为村民歇船

之所。如果和陆上道路系统作个类比，

那么“浜”就是通往新村、小区的支路，

一头连接大路干道，一头通到每幢居民

楼。居民楼前比较宽敞的停车场就是“浜

兜”。所以宋朝韵书对于“浜”的解释是：

《广韵》“安船沟 ”，《集韵》“沟纳舟

者曰浜 ”，韵书正是从浜的功能来说明

的。除了交通功能外，“浜”在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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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语地名的清代记忆

活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通往村落的

“浜”成为农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淘

米洗菜、洗衣刷盆都离不开它。通往农

田中的“浜”除运输农产品外还有水利灌

溉功能。所以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的衣

食住行都离不开小小的 “浜 ”，地名、

村名中有成千上万的 “浜 ”也就不足为

怪了。

接 下 来 我 们 来 看 看 苏 北 地 区 的

“浜”。苏北的浜主要分布在盐城市盐都

（盐城郊区）、建湖、淮安市金湖、扬

州市高邮等里下河平原地区。带“浜”的

村名大多是方位/性状+沟浜（东沟浜、

南沟浜、下沟浜、横沟浜、新沟浜、柴

沟浜）或某家沟浜（丁家沟浜、孙家沟

浜、颜家沟浜、冯家沟浜、曹家沟浜），

总数大概有60个左右。苏北的“浜”是个

构词语素，不能单独成词。“浜”也没有

造词能力，通常只固定在沟浜、河浜、

港浜等词语之中。苏北方言中的“河浜”

和苏南完全不同，根据《盐城方言研究》

河浜指“河边”，“浜”在东台话中指河边

的地（王健先生惠告）。“沟浜、港浜”

就是 “沟边、河边 ”的意思（湖边、海

边不能说“湖浜、海浜”）。“浜”盐城等

地读[pa31/pã31]，音“帮”，东台等地读

[piŋ31]，音“宾”。实际上苏北的“浜”可

以看成是 “滨 ”的异体字。《正字通 •水

部》“浜，俗滨字”。这一点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日语中的“浜（ハマ）”。日本城

市“横浜”中文译名“横滨”，“浜”是“濱”

的日文简体（石汝杰先生惠告），中文

如今则简化为“滨”。“浜”在日语中即是

海边、水滨的意思。

最后我们来看浙东地区的“浜”。浙

东地区的浜地名主要分布在舟山和台州

沿海，如：青浜山、肚浜小礁、跳浜、

钓浜山、石浜山、舵准浜、尖浜头嘴、

蚊虫浜屿、大浜头洞，数量大约有十几

个。当地方言中 “浜 ”也读 [pᴀ̃533]。浙

东地名中的“浜”可能是个记音字，历史

文献中往往记成“繃、帮”。如：《台州

府志 •卷四二》“钓繃山，在赤礁山东。

《戚志》作钓棚，《王志》作吊帮山”。

康熙《定海县志 •卷五》“青帮山，定海

外洋”。民国《定海县志•册一》“青浜山，

也作青帮山”。《普陀县地名志》解释“当

地人又称海边为浜 ”。我们根据调查认

为地名志解释不确切，当地“浜”是指突

出于水中的小块陆地，类似于通名“嘴”。

该义可能是“滨”水滨义在方言中词义的

引申，这种方言义向北一直延伸到苏州

的西山岛。西山位于太湖中，属于吴县。

西山话中“断头河”不叫“浜”而叫“小港”

（在吴县地区西山是特例），但是西山

话把“伸入太湖中的石码头”叫“浜嘴”。

“浜嘴”中“浜”和浙东沿海地名中的“浜”

词义一致。

综上，我们可以将江浙地区地名中

的“浜”归纳如下：

其中乙、丙两类“浜”可能和“滨”

有关，而主体太湖平原的“浜”是个当

地方言俗字，宋代以后才被文献著录。

根据顾国林对苏州吴县村名的研究，吴

县的“浜”地名形成历史不是很长，近

代还在大量产生，所以造成了苏沪嘉地

区“浜”地名的密集分布。

成府地名考

成府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

大街中部，北京大学校园东侧。作为聚

落已沦失，现在仅存地名，如成府路、

成府公馆、成府宾馆等。成府历史悠久，

考古专家曾在这里发现过史前的石器，

战国的瓮棺，汉代的灰坑，明代的寺庙。

自有清以后，成为繁华的集镇。在明代

成府就是一个村落了。清代由于圆明园

的建成，成府成为很繁华的集镇，除民

房外附近有许多园林，兵营的建筑。20

世纪上半叶，燕京大学迁至成府之西。

1952年北京大学合并燕京大学。50年代

初中国科学院驻中关村。街巷密集，人

员辐辏之地。旧日繁华，风流云散。代

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街道和高楼。现在

不少人依然沉浸在成府历史上的回忆及

梦想中。

成府地名原称陈府 《日下旧闻考》

说： “陈府村有内务府包衣三旗营房。

（《旗册》）”又说“陈府村有紫竹林、

碧霞宫、太平庵。（《五城寺院册》）”

唐黎标

下有注释“紫竹林、碧霞宫皆羽士居之。

碧霞宫，铁磬一，有嗣教弟子郭庆元万

历二十八年造等字。太平庵相传系旧刹，

本朝重加修葺。” 《钦定日下旧闻考》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成书。文中所

引《旗册》和《五城寺院册》都是清官

署的档案卷册，有史实之用。明代陈府

虽为村落，但有着几座寺庙，可见村庄

规模尚可。光绪三十三年（1907）直隶

地图标明还标为“陈家府”。1935年《旧

都文物略 •旧都附郭疆域总图》依然名

“陈府”。可见“陈府”地名沿用至清朝民

初。民国以后始称“成府”。

成府的原始地标是座 “阜 ”， 2000

年以后成府聚落因为单位占地和市政修

路，居民区拆迁了，成府村的地形原貌

显露出来，村西低东高，南接海淀高地，

北下为清河谷地。西部竟然出现了一座

高高长长的土山，由于修路土山的西侧

被修路挖平，东侧土山高出西部平地约

5米，据测北京大学的海拔约在 50—52

米，高地最高处海拔约57米左右，如果

没有岁月的剥蚀，人工的扰动，应该还

要高些。土山的高位相当原街巷的槐树

家胡同以及前罗锅胡同和后罗锅胡同一

带。在先民生活的时代里，在成府没有

大规模人文建筑之前，这座土山在广袤

的大地之间豁然是明显的地标，高大的

土山正是古人所说的“阜”。因“阜”名地，

就有了陈“阜”，北京的蓟丘就是因“丘”

得名。因此，成府之“府”很可能是“阜”

的通假字。

何谓 “阜 ”， “阜 ”是象形字，形似

台阶，拾级而上，取象古“梯”字。进而

会意土山，丘陵之意。在古代先民的意

识中，“阜”的很早就是表示土山。《说

文解字》说：“阜大陆也，山无石者，

象形。凡阜之属皆从阜 ”（古文上象絫

高，下可拾级而上）。段玉裁《说文解

字注》说：“山下曰有石而高，象形。

此言无石，以别于有石者也。”《广雅 •

释丘》说：“无石曰阜。”《释名》说：“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