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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古代史概述

湖州是江南著名古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湖州的开发史还可以上溯

到远古时代，早在 80 万年前，湖州就有人类居住。浙江虽然是全国最后一个发现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省份，但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上马坎则是浙江发现的第一

个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地点。从上马坎遗址时期到当代，在湖州这一方土地上，

人类活动从没有间断过。丰腴、富饶的湖州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也吸

引了无数名流学者到此安身立命、建功立业。

湖州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经济上，钱山漾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

4700 年前，湖州农业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当时农业生产是湖州先民的主要经济

形式，湖州人已从生荒耕作制过渡到了熟荒耕作制，并有了较高水平的人工灌溉和

施肥技术。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残绢，表明湖州先民已掌握了高超的丝织技术，同时

也证明湖州是中国发展蚕丝产业最早的地区。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汉的开发，从六

朝开始，湖州经济有了较大飞跃，《资治通鉴》卷一六三称：“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

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三吴”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指吴兴、吴郡、会稽，

另一种指吴兴、吴郡、丹阳。不管何种说法，吴兴和吴郡为“三吴”中的“二吴”，这是

没有疑问的。经过南朝、隋唐的发展，到了唐代后期，包括湖州在内的长江下游地

区经济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时有“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的说法。当时湖州的情况是“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

可见其时湖州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宋室南渡后，随着可耕土地的彻底

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湖

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时谚“苏湖熟 , 天下足”充分说明了湖州

粮食生产在全国的地位。以粮食的发展为基础，经济作物、渔业和畜牧业等得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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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发，经营性农业有了长足发展，宋代湖州传统农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农

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与进步，经济的内在活力得以充分激

发，从而提升了宋代湖州整体的经济水平。明代湖州在重赋的压力下，自觉调整产

业结构，“苏湖熟 , 天下足”逐渐为“湖广熟 , 天下足”取代。湖州从全国著名的产

粮区转而成了粮食进口消费地区，但与此同时，湖州则打造成了闻名全国的湖丝生

产基地。“丝绸之府”的湖州在清代进一步发展，所产丝质量为全国之冠，湖丝畅销

于海内外，各地的高档丝织品原料均依赖湖丝。康熙时湖丝已是我国主要出口货

物之一；乾隆以后，丝织品的出口数量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湖丝出口额增加更多，

湖丝成为当时出口最主要的物资。丝织业的发展带动了湖州经济的全面发展，当

时浙江省 11 个府中“唯湖最富”。（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在文化领域，湖州的成就也很突出。文学方面，梁朝文学家安吉人吴均，诗文

清拔，创“吴均体”，时人多有效仿；南朝文学家、史学家武康人沈约在诗歌理论、诗

歌创作及文学活动上都有杰出贡献，其创立音韵四声并在诗歌创作上的应用，开创

了中国格律诗的先河；唐代诗人钱起、孟郊、皎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相当地位。

吴兴人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以擅长应酬诗为时人所重，朝廷公卿出牧奉使，

若无钱、郎二人赋诗送别，则为时论所鄙。武康人孟郊以“苦吟诗人”著称，他的《游

子吟》为后人广为传诵。长城（今长兴县）人皎然是湖州古代文学史上写湖州题材

诗歌最多的诗人，并著有诗论《诗式》《诗议》等，对中唐诗歌理论的发展有较大贡

献。唐代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为传奇，而德清人沈既济的《枕中记》《任

氏传》则是唐代传奇创作开始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其中《枕中记》即为著名成语

“黄粱美梦”的出处。宋代词人张先是乌程人，以善于用“影”字著名，时人称之“张

三影”，其词作较多采用慢词形式，对慢词发展与推广有一定的影响。明代小说家

乌程人凌濛初所著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与冯梦龙所著“三言”

齐名，世称“三言二拍”，是我国最早的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小说集，凌濛初也因此

成为我国小说史上最杰出的白话小说家之一。

史学方面，南朝史学家武康人沈约所撰史书《宋书》，以及唐朝史学家武康人姚

思廉所撰史书《梁书》《陈书》均列入我国著名的“二十四史”。元朝史学家乌程人

陈绎曾，作为四大纂修官之一，参与撰写由脱脱等人领衔修撰的《辽史》。明代政治

家、史学家乌程人朱国祯所作《皇明史概》，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明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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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由于清初的“明史案”，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武备志》是由明朝归安人茅元

仪所作的军事史著作，被史家誉为“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

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浙江是全国有名的方志之乡，而湖州则为浙江方志发

展的重要地区。湖州方志起源于六朝，唐代湖州方志继续发展并逐渐成为浙江方

志的发展中心。两宋期间，修志之风盛行，湖州纂修志书数量占全省第二（仅次于

杭州，与绍兴并列），其中州志数量在全省各州中位列第一，种类有图经、地记、统记

志等。明代湖州府纂修志书数量列全省第三位，其中府志纂修在全省各府中位列 

第一。

艺术方面，有“中国绘画史半部在湖州”之说。六朝时的曹不兴、张僧繇、王羲

之、王献之、智永，唐朝的颜真卿、高闲，宋朝的燕文贵、张先、宋伯仁、文同、苏轼，元

朝的钱选、赵孟 、管道升、赵雍、王蒙，清朝的沈铨、费丹旭等湖州籍或客居湖州的

书画家们在中国绘画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即出自吴

兴太守张僧繇绘画的传说。湖州人赵孟 为元初书画界宗主，书画双绝，其书法韵

度丰艳，圆活遒丽，人称“赵体”。湖州人王蒙为元代四大画家之一。德清人沈铨的

画不仅扬名国内，而且驰名国外。雍正九年（1731）日本天皇聘其前往授画，一时

学者云涌，许多画家探究沈铨画法，摹效其画风，形成了日本的南苹写生画派，对日

本绘画艺术影响很大，其被推为“舶来画家第一”。音乐方面，南朝武康人沈充自制

乐曲 7 首，以居住地武康前溪命名，称《前溪曲》，授于歌舞伎女弹唱。以后前溪遂

成为南朝习乐场所，到唐朝时仍有几百人在前溪学习音乐，故人称“江南歌伎大半

出自前溪”。南宋寓居湖州的姜夔除擅长作词，还兼通音乐。他所著的《白石道人

歌曲》是历史上注明作者的珍谱，是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带有曲谱的宋代歌集，被

视作“音乐史上的稀世珍宝”，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科技方面，五代十国时学者吴兴人丘光庭阐述了天体结构，极大地影响和启发

了后人，宋代朱熹的天体结构说很大程度上是对丘光庭理论的发展。南宋时普州

安岳（今四川安岳）人秦九韶，因母丧离任回湖州守孝（湖州是秦九韶的外家）。其

间，专心致志研究数学，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数书九章》是中国数学史上光

彩夺目的一页，对后世数学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著名科学史家 G. 萨顿说

过，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

一”。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乌程人陈杰，在观象台率天文生长年累月地实测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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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的交角度数，最后精确地测得黄道、赤道的交角度数是 23°27'，这在我国天文

学史上还是首次。明代水利专家乌程人潘季驯曾经 4 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为

治理黄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以水治水”的方法和所著《河防一览》《两河

管见》两书，丰富了我国水利科学的宝库，对后人治河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唐代陆

羽写于湖州的《茶经》，北宋归安人朱肱的《北山酒经》《南阳活人书》，北宋末、南宋

初客居湖州的陈旉所写的《农书》，宋末德清籍高僧赞宁的《笋谱》等在中国科技发

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陆羽《茶经》首次创立了中国茶道，是世界首部茶学专

著。此书对推动茶叶生产与茶文化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茶经》被奉

为茶人之圣经，陆羽被尊为“茶圣”。朱肱的《北山酒经》罗列了制曲酿酒的方法，

并对其中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完整体现了中国黄酒的酿造工艺，反映了宋代酿酒的

特点。《南阳活人书》是一部论述伤寒各症的医学专著，是张仲景《伤寒论》颁行近

一千年来能阐明其奥义的第一家，清代名医徐大椿称：“大有功于张仲景者，《活人

书》为第一。” 陈旉《农书》是我国最早的以总结种稻、养蚕经验为主的江南农学专

著，也是私人著作的地区性农书的典型，它标志着宋代湖州农业所达到的新水平。

赞宁的《笋谱》是中国最早的竹笋专著，对不同时令的竹笋及其生物学特性已有相

当的认识。

经济发展、人才辈出与古代湖州的教育及藏书、出版、发行业的发达紧密相关。

早在唐代，湖州就设立州学和县学。宋宝元二年（1039）, 湖州知州滕宗谅奏请朝

廷在湖州设立学校。翌年获准，宋仁宗赐名“州学”，并赐学田 500 亩。同年，安定

先生胡瑗应滕宗谅之邀以保宁节度推官衔教授湖州州学，胡瑗主持湖州州学长达

12 年。在执教湖州州学期间，胡瑗锐意进取，勇于改革，教育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不仅“四方之士，云集受业”，京城开封设立的太学也“取胡瑗法以为法”。可见胡瑗

主持的湖州州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社会影响。

湖州藏书、出版、发行业也很发达。南朝武康人沈约藏书 2 万卷，而当时国家

藏书也不过 2 万卷左右，时人称“京师莫比”。他还编著了我国早期的专科图书目

录《宋世文章志》，被后人公认为“开浙江图书收藏之先声”。南宋湖州私家藏书之

风更盛，其中陈振孙藏书 5 万余卷，超过了南宋之初秘书省的藏书量，陈振孙的藏

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湖州图书发行业始于明代织里的书船。书船为织里人所造，并由织里及织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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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郑港、谈（荻）港等地村民经营，船中满载各种图书，浮家泛宅，贩销于大江

南北。书船鼎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至清代经久不衰，它是湖州

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保存了大量的图书典籍，沟通了江南图书文化市场，推动了经

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中叶后，湖州套版印刷迅速崛起，湖州成为全国印刷业的中心之一。万历年

间（1573—1620）湖州乌程闵、凌两大家族，练市花林的茅氏家族及长兴的臧懋循

等将套版印刷应用于刻印书籍，有两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印刷。其中臧懋循校

订编印的《元曲选》收录元人杂剧 100 种，对元杂剧的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湖

州套版印刷，就雕印技艺的进步而言，历来评价颇高，它在全国居领先地位，代表着

中国 17 世纪印刷技术的新水平，是中华印刷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著名人士对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

的作用。长兴县是陈朝皇帝的家乡，在梁末大乱中，长城县（今长兴县）人陈霸先

取代梁朝建立陈朝，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南方华夏传统文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陈霸先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史称“江左诸帝，号为最贤”（明·归有

光《圣井铭并叙》碑）。此外像客籍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政治家、军事

家谢安、谢琰父子，政治家殷康以及著名诗人杜牧、书法家颜真卿、政治家萧定、文

学家苏轼等，均曾主政湖州（隋以前为吴兴郡），并颇有政绩。殷康主政吴兴郡时，

“开城南荻塘，溉田千顷”；谢安则在乌程开城西官塘，号“谢公塘”；颜真卿用自己

的俸禄邀请名儒高客编撰大型文字音韵类书《韵海镜源》360 卷；萧定主政期间，吏

部考核全国各地刺史政绩，结果是“唯湖州刺史萧定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

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复归、户口增加，萧定又冠焉”（《旧唐书·萧

定传》）；苏轼主政湖州时，筑堤挖塘，后人称之为“苏堤”。所有这些造福湖州百姓，

促进湖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人士，为湖州人民世代所记取。

原载《浙江月刊》（台湾）第 46 卷第 5 期（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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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城置县及其他

摘　要：周显王三十五年（前 334）楚灭越，但并未在越地普遍建县。菰城县

为楚考烈王十五年（前 248），春申君黄歇封吴后所建。春申君以什

么身份置县？为何在此地置县？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菰城置县　黄歇　湖州

对于菰城县的设置及黄歇与湖州的关系，传统说法是：楚考烈王十五年（前

248），春申君黄歇徙封于吴，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故名。[1] 最近，

湖州市社科院沈文泉先生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楚怀王二十三年（前

306），楚灭越，在五湖（今太湖）南岸置县，以“泽多菰草”而名菰城县。楚考烈王

二十二年（前 241），春申君黄歇由淮北徙封于吴，菰城为其封地之一。这一说法与

传统说法相比较，有几处是相异的：一是黄歇由淮北改封江东的时间；二是楚灭越

的时间；三是菰城县设置的时间，是楚灭越后立即设置的还是黄歇改封江东后设

置的；四是菰城县由谁设置的，是由楚政权设置的还是黄歇设置的。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重新阅读了《史记》《资治通鉴》《越绝书》《战国策》及湖州历代方志，对上述

问题作如下考证。

一、黄歇由淮北改封江东的时间

春申君封江东之事，《史记》《资治通鉴》《越绝书》均有记载。

[1]　王克文《湖州市志》，昆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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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楚世家》记载：“三十六年（前263），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

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据此，黄歇

封吴在公元前 263 年。

《史记·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记载：“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

闻，事楚顷襄王。”“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

（前262），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

‘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

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对此，《资治通鉴》卷第五“周纪五”、卷第六“秦纪一”有类似记载。“周赧王

五十二年（前 263）”载：“黄歇至楚三月。秋，顷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黄歇为相，

封以淮北地，号曰春申君。”昭襄王二年（前 248），楚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

于齐，其事急，请以为郡而封于江东。”楚王许之。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

室极盛。

据此，黄歇封淮北在公元前 262 年，过了 15 年，即公元前 248 年才改封于吴。

然《史记·春申君列传第十八》又有如下记载：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

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考烈王

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客有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

不然。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

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

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

楚于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野王，作置东郡。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

相事。

此段《资治通鉴》卷第六“秦纪一”昭襄王六年（前 241）是这样记载的：

楚、赵、魏、韩、卫合从以伐秦，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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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皆败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观

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君用之而弱。其于英不然。先君

时，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厄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

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魏割

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于是去

陈，徙寿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于吴，行相事。

对上述两段话的理解应是这样的：公元前 241 年，楚、赵、魏、韩、卫等国担忧

秦国的攻战征伐无止无休，不能遏制，就盟约联合，西伐秦国，楚国国君任盟约之

长，春申君当权主事。联军到达函谷关后，秦军出关应战，联军战败而逃。楚考烈

王把作战失利归罪于春申君，春申君因此渐渐被疏远了。这时宾客中有个观津人

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们都认为楚国是个强大国家而您把它治理弱了，这种看法我

认为不对。先王时与秦国交好二十年，而秦国不攻打楚国，是为什么？秦国要越过

黾隘这个要塞进攻楚国，是很不方便的；要是从西周、东周借路的话，它背对着韩、

魏两国进攻楚国，也是不行的。现在的形势就不是这样了，魏国危在旦夕，不能吝

惜许和鄢陵了，答应把这两城邑割给秦国。这样秦国军队离楚都陈只有一百六十

里，我将看到的是，秦、楚两国日甚一日地交兵了。”楚国此次战败后，将都城从陈

（今河南淮阳）迁到了寿春（今安徽寿县）；而秦国则把附庸卫元君从濮阳迁到了

野王（今河南沁阳市），设置了东郡。春申君从此到了封地吴，同时任宰相职务。

《越绝书》第十四卷“越绝外传春申君第十七”记载：（春申君献李园妹十年后）

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环使园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后告园：“以吴封春申君，使

备东边。”园曰：“诺。”即封春申君于吴。幽王后怀王，使张仪诈杀之。怀王子顷襄王，

秦始皇帝使王翦灭之。据此黄歇封吴时间为楚考烈王死后三年，即公元前 235 年。

以上史料都与黄歇封吴有关，时间有四个：公元前 263 年、公元前 248 年、公

元前 241 年和公元前 235 年。对以上日期，笔者认为，公元前 263 年是司马迁记

载上的误笔。《越绝书》所记公元前 235 年不足信，与《史记》有异，且史料排列混

乱。《史记·春申君列传》称，春申君任宰相的第二十五年（前 238）楚考烈王刚死，

春申君就被李园所派刺客刺杀。《史记·楚世家》所记，楚威王之后为怀王，怀王

之后为顷襄王，顷襄王之后为考烈王，考烈王之后为幽王，幽王之后为哀王，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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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为楚王负刍，负刍为秦所灭。故《越绝书》上此段文字不足以信。黄歇改封

吴地应为公元前 248 年，据《战国策·楚策四》，黄歇向楚考烈王提出改封是接受

了虞卿的建议，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今楚王之春秋

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为君虑封者，莫如远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

而后不免杀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后王夺之。公孙鞅，功臣也；冉子，亲

姻也。然而不免夺、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于齐，邵公奭封于燕，为其远王室

矣。”这段话的大意是：我听说，为人要居安思危，居危思安。现楚王年岁已高，您

当下最急于解决的是封地之事。我认为您应将封地尽早改迁，离郢（楚都）越远

越好。昔日秦孝公封商鞅为相，孝公死后，商鞅被戮；冉子在秦惠王时受到重用，

但惠王死后也未免于一死。商鞅是功臣，冉子与秦王有亲姻关系，为什么在孝公、

惠王死后，仍被剥夺权力并被处死？只因为两人封地距咸阳（秦都）太近，遇事难

以尽快脱身，更无自立抵御之力。周武王时，太公望（吕尚）请封于齐，邵公奭请

封于燕，齐、燕距镐京（周都）都很远，周室内乱之时，未能祸及两人。”出于“远楚”

的考虑，公元前 248 年，黄歇以“淮北地区靠近齐国，那里情势紧急，请把这个地

区划为郡治理更为方便”为由，向楚王进言，同时献出淮北十二个县，请求封到江

东去。考烈王答应了他的请求。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作为自己

的都邑。但公元前 248 年黄歇改封于吴后，由于身为令尹，并深得考烈王信任，

一直没有就吴地。公元前 241 年，黄歇因指挥诸侯联军西伐秦国失败而遭考烈

王疏远，同时也听从了朱英的劝说，从此到了封地吴，同时任宰相职务。

二、楚灭越的时间和无疆之子受封乌程地

楚究竟何时灭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记载：“（越）王之候卒，子

王无疆立。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 …… 齐威王使人说越王 …… 越遂释齐而伐

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

此段叙述事实清楚，但未说明是哪一年。因此，文后紧接《集解》：“徐广曰：周显王

之四十六年。”经查，周显王四十六年，已是公元前 323 年，时楚威王已于 5 年前（前

329）去世，明显有误。楚威王接位于公元前 339 年，即周显王三十年，逝于公元前

329 年，即周显王四十年。楚灭越当在这个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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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把楚灭越定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前 334），光

绪《乌程县志》把楚灭越定在周显王三十三年（前 336）。《资治通鉴》卷第二“周纪

二·显王三十五年（前 334）”条下记载：“越王无疆伐齐。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

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

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由此条可知：（1）楚灭越时间

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前 334）；（2）楚灭越，杀越王无疆后，越人分为许多小的集团，

由各君王统治，臣服于楚。从臣服于楚而言，应该把楚灭越时间定位在这次战争上，

时间为周显王三十五年（前 334），万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的记载是正 

确的。

《新唐书》及湖州方志还记载，楚灭越后越王无疆之子蹄受封乌程。《新唐书》

卷七四“宰相世系表”云：“欧阳氏出自姒姓。夏少康庶子封于会稽，至越王无疆为

楚所灭，无疆子蹄更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遂以为氏。”嘉泰《吴兴志》

卷十八“事物杂志·乌程县·欧阳亭”载：“欧阳亭，《旧编》云：在县东十六里，《地

理志》云：乌程东有欧阳亭，以其亭在欧山之阳也。”由此可见，楚威王杀越王无疆，

兼并其地之后，越人内部仍然有自己的君长。公元前 306 年，楚怀王乘越人内乱，

进一步夺取越旧地，在江东设郡加强对越人的控制。

三、前人对菰城的记载及考证

菰城，在郡南二十五里，即今下菰城。建于战国楚，至北宋时仍“重城屹然，略

不聩毁”，至乾隆年间“基址犹存，四门遗迹略可辨”[1]。

关于菰城，嘉泰《吴兴志》载，（乌程）“战国属楚时已为县，曰菰城，即春申君黄

歇封邑也”[2]，并引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春申君黄歇于菰城县起楼连延十里，

西接黄浦”  [3]，引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春申君立菰城县，在郡南二十五

里”[4]，又引北宋《续吴兴图经》：“春申君始建城，距今千余岁，重城屹然，略不聩毁，

[1]　乾隆《湖州府志》卷七“古迹·下菰城”。

[2]　嘉泰《吴兴志》卷一“建置沿革·乌程县”。

[3]　嘉泰《吴兴志》卷十八“事物杂志·乌程县·下菰城”转引。

[4]　嘉泰《吴兴志》卷一“建置沿革·乌程县”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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