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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刘　锋

历时一年多的 《老陈说鄱阳事》集结成书了，它由荧屏转向

书面，鄱阳县广电局和电视台做了件有价值的事。我相信此书将

为更好地宣传鄱阳起到积极作用。

鄱阳电视台开办 《老陈说鄱阳事》节目以来，我一直坚持收

看。《老陈说鄱阳事》不但较系统完整地回顾了鄱阳的历史，而

且还充分注意到谈鄱阳事时也谈文化。历史如果仅仅是事件的集

合，毫无疑问是干瘪的，只有具有文化的历史才是饱满的。

鄱阳地处赣东北的西端，不仅与鄱阳湖相邻，更与鄱阳湖同

名，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县史，是江西建县最早的县之一，这是引

以为豪的；鄱阳在两千多年里拥有了众多出类拔萃、享有盛誉的

人物，这是引以为荣的；鄱阳人在中国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自己

的风俗习惯、人文精神，这是引以为快的。通过 《老陈说鄱阳

事》，我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到鄱阳工作六年多了，在工作过程中，我加深了对县情的了

解，对鄱阳的眷恋与喜爱之情也愈来愈深。鄱阳地大物博，享有

“鱼米之乡”的美誉。鄱阳人孜孜不倦的好学风尚，坚韧不拔的

精神，在几千年的岁月里，谱写了辉煌的历史，创造了自己的文

化。有人说鄱阳穷，我不这样看。鄱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鄱阳湖形成后，鄱阳受湖的滋润、滋养，滋生和滋长了不少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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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的文化，这就很富有。美国学者波特说： “一个地方最大的

资源是文化，一个地方最能打动人的是文化，一个地方与外地人

交流最好的资本是文化。”

文化的表征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支配人们行动的伦理观

念。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

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

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

以有永续的智能。品位、道德、智能的总和是文化。文化实际上

是一种坚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文化也是一种传承，一

种尊重，一种尊严，一种包容和爱心。文化不但是一个民族得以

生存和繁荣的纽带，也是一个地区繁衍发展的基础。我们正处在

一个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抢占机遇，迎接挑战，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需要文化的自信和自重。

鄱阳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不光是与外界交流的平台和

名片，更是激发我们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最好触点。这种文化的自

信和自豪来自历史的深处，是从岁月深处溢出的内敛和进取。吴

芮气魄、陶母风范、陶侃胸襟、汝砺品格、洪皓精神、姜夔才智，

加上颜范遗风，这就是鄱阳文化的精髓，是鄱阳文化价值观的集

中体现。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需要

的就是这种文化；全力实施县委、县政府的湖城战略，需要的仍是

这种文化；改变鄱阳面貌，促进鄱阳崛起，需要的还是这种文化。

我对鄱阳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 《老陈说鄱阳事》，使我完

全了解了鄱阳人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追求。我敢断言：鄱阳的明

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序者为中共鄱阳县委书记）

２

　老陈说鄱阳事　



序二

也谈 《老陈说鄱阳事》

邵小亭

《老陈说鄱阳事》集结成书了。一个过去的鄱阳，在七十多

期的 《老陈说鄱阳事》电视节目中渐渐地从历史长河深处走来。

虽说这个 “过去”由于岁月弥久，许多史实湮没无闻，以至线条

较粗，但脉络清晰。当然，这一家之言，并不能完完全全地将几

千年鄱阳的历史说得一清二楚。但是毕竟通过 《饶河两岸》电视

专栏，通过 《老陈说鄱阳事》这个栏目，让不少鲜为人知的人和

事，走近了当代鄱阳人，实现了让鄱阳的灿烂历史走进现代人视

野的目的，这对于了解鄱阳这个千年古县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参考

价值，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对 “说鄱阳事”有存疑，抑或认为不

全面，但整理和展示本地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本身就是一种

文化建设。凡是热心鄱阳历史与文化的人，都可以去大胆地挖

掘、求证，还鄱阳历史一个更完整、清楚、全面、真实的面貌。

或许，这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所能完成的，但只要有更多的人

愿意花时间去做这样的学问，就可敬可喜了。

鄱阳的确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一县之长，我在来

鄱阳后，在五年来的工作实践中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

鄱阳建县时间长，是个人杰地灵的所在。从江西建县最早的

县之一，到因物产 “饶衍”而立郡，再到北宋之后成为赋税大县，

无不体现了鄱阳无愧于以丰饶为州名，无愧于历经元明清，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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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中华民族璀璨文明所作的贡献。

鄱阳文化底蕴深厚，体现在鄱阳从建县之始有番君吴芮到陶

母、陶侃、蔡明远、“四洪”、姜夔等等这些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

璀璨光辉的人物，及他们身上所遗存的宝贵精神财富；或是鄱阳

人民长期以来经过生产实践所探索出的耕作、渔猎、戏曲、曲艺

等非物资文化遗产，汇聚成一道独特的地方文化风景，一座蕴含

丰富的文化宝藏。

鄱阳的过去是值得认真回顾的。

历史是时间流动的沉淀，鄱阳的昨天记载着辉煌，鄱阳的今

天在建设中国湖城的伟大征程中也必然镌刻光辉。要镌刻鄱阳今

天的光辉，就需要全县人民奋发努力，乘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的大好时机，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打造湖城的战略，着力提升

产业竞争力、城市辐射力、城乡统筹力、文化软实力、体制创新

力、社会和谐力，为鄱阳更美好的明天打下坚定的基础。这是我

和我的同事及鄱阳所有人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的决心。借 《老

陈说鄱阳事》出版之际，以期共勉。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序者为中共鄱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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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的由来与秦朝建县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是文化的土壤。要了解鄱阳文化，

必须先了解鄱阳的历史。

鄱阳有五万年生存史，九千多年文明史，两千多年建县史。

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２２１年）建县，是江西建县最早的县份
之一。关于江西建县最早的县份，到目前为止有两种说法。一是
两县说，这是依据陈文华、陈荣华编写的 《江西通史》，说 “秦
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江西地区至少设置了番 （音Ｐó）县和艾县两
个县级行政机构”。番县指鄱阳，艾县是现在的修水。持两县说
的还有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许怀林，他在其所著 《江西史稿》中
说： “春秋后期至战国期间，在分封诸侯国之外，出现了县邑，

江西地区有番、艾记载。”另一种是三县说，这是依据魏嵩山、

肖华忠编写的 《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一书所说： “至秦统一始
有政区建置，但文献确切记载仅有番阳、庐陵、南野三县。”庐
陵在现在的吉安市，南野在今天的南康市。不管两县说还是三县
说，鄱阳都在其中，可见鄱阳是江西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这是
不争的事实。

我们知道，秦始皇在公元前２２１年做了两件对后来影响很大
的事：一是议帝号，嬴政认为自己 “功过三皇，德盖五帝”，于
是自定称号为始皇帝。这种称号的采用，表明了皇权专制主义的
成立。二是定制度，确定推行郡县制，这标志着中央集权国家的
出现。那么，为什么在秦朝时，鄱阳就被列为县的建置呢？秦朝
立县的具体数字，史料并无记载，据现代史学家周振鹤 《体国经
野之道》一书的推测，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确定县的建置， “在
一千之谱”，总共１０００个左右。而鄱阳则在其中，里面必定会有
原因。对这个问题，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 《鄱阳县志》里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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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它说春秋时期，鄱阳的属地范围是：南接豫章，东接姑蔑，

北连鹊岸，东北鸠兹，西南艾，西北灊。按照现在的地名对照，

鄱阳在秦时和此前的管辖范围，南边到了南昌市，东边与浙江衢
县相接，北面与安徽铜陵的鹊头镇相连，东北过了安徽芜湖市
东，西南边是修水，西北边到了安徽省霍山东北地区。那时的地
域范围，照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但基本囊括了今天的上饶、景德
镇两市的辖区，还包括了安徽池州、芜湖、铜陵、安庆、六安等
部分地区。

鄱阳为什么在秦朝以前有这么大的县域范围呢？春秋战国
时，实行的是封建制，即封邦建国。凡封建必封土。鄱阳在秦以
前不是叫番邑嘛？邑和县看似是一个意思，实际上还是有区别
的。县虽然在战国时已经产生，到秦朝完全成了一级行政建置。

邑不同，它一直是指封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周天子将王
畿以外的天下土地分给诸侯建国，诸侯再把国都以外的地域分给
卿大夫，卿大夫还可以进一步往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家臣。在这
个时期，所谓的国就是城，城外为郊，郊外为野。由此可见番在
春秋至少是某位卿大夫的封地，所以称作为番邑。那时，封野的
划分主要以氏族聚居点为辐射范围，也就是主要是划地圈人，是
大概范围的，不像现在这样准确，精细到哪个村落、哪个山头、

哪支水流为哪个地区的管辖范围，并准确计算出土地面积。以吴
国为例，当时的吴国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那么一点地
方。然而，那一带是发达地区，尽管与北方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但人口相对集中，比起鄱阳来还是发达得多，鄱阳当时只能算是
不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中部地区。此外，从当
时的生活环境看，我们这一带生存条件还比较恶劣，司马迁在
《史记》中说：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男人比较缺少。这里顺
带说明一点，古代我们这里并不像现在这样四季分明，有点像广
东，气候是随着时间而慢慢转变的，尤其是鄱阳湖形成后，对我
们的气候变化改变很大。司马迁又说： “地广人稀，饭稻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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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火耕水耨。”从当时看，鄱阳还是有着一定发展潜力的地方。

因为鄱阳在当时的辐射范围，基本上都是尚未稳定的长江流域的
彭蠡泽，这里水网交织，水患频频，气候条件较差，生产力比较
落后，按照我们历代县志的记载，为 “荒服地”。何谓荒服？就
是荒芜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西汉。但是在江南地区，鄱阳又
是人口相对较多的地方。秦始皇设县时有一个规定，县的人口在
万户以上的，行政首长称县令，由朝廷直接任命。县的人口不满
万户的设县长，由郡守辟举，再由朝廷任命。吴芮是鄱阳第一位
县令，可见番在当时不但设了县，行政首长政治待遇也很高。此
外，鄱阳能够成为县的建置，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那就是当时已经有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吴芮。

说鄱阳有五万年生存史，九千多年文明史，主要是以鄱阳在
古代也就是汉以前的县域范围而言的。新中国建立后，大量的考
古发掘，证明了这个地区的久远。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江西省考古工
作队，在乐平涌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制的旧石器，这些石
器距今约五万年左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江西
省考古工作队先后两次在万年仙人洞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到九千多
年的新石器时期磨制的石器、骨角器、蚌器以及水稻遗存。乐平
是在东汉永和中期即公元１００年左右建县的。万年更晚，在明朝
才设县。此前，他们都属鄱阳的范围。由此可见，鄱阳在距今约
五万年的时候就遗留下人类活动的足迹，九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
农耕文明。

至于 “番”字的出现，大约在夏末商初。据 《汉源流史》的
作者何光岳先生考证，番字和宋、鲜于、邓等３３个姓氏是同时出
现的。

中国姓氏的起源，是从人们对自然的图腾崇拜开始的。母系
氏族社会初期，人们认为某种自然现象、某种动物、某种植物，

与本氏族有关联，于是把它作为图腾。比如说伏羲氏、女娲氏就
以风为姓，而黄帝则自号有熊氏。东汉训诂学家许慎在 《说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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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是这样解释 “番”字的： “兽之足谓之番，从采从田，象
其掌。”可见 “番”的出现是动物崇拜的结果，后来，姓氏也有
依地名的，至于番字是先为姓氏还是先为地名，目前仍是个谜。

不过，高家岭镇包丰村委会有个叫番水的村子，保留了古音古
字，为什么？这个谜有待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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