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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汉江，源远流长，碧波荡漾，千古流芳。数千年前，我们的

祖先把流经古均州（今丹江口市）一段的汉水取名为“沧浪之水”，因

其“色若结绿，纹如湘簟，较之他水，百倍澄鲜”而闻名四海。古往

今来，数不清的文人雅士为之讴歌，道不尽的志士仁人为之绝唱，濯

足濯缨，洗身洗心，造就了贯古渝今的沧浪文化，演绎出一曲流芳百

世的民族画卷。 

我们丹江口市，古称均州，得天地之灵气，山水隽秀，受日月之

华精，人杰地灵。其山武当为道教之圣地，其浸沧浪为人文之精髓。

浩瀚的历史典籍，记载了舜尧躬耕，大禹治水，孔子闻孺子歌，屈原

与渔父歌的先贤遗事；众多的民间传说，讲述了范蠡、西施、杨贵妃、

陈世美……的传奇篇章。民风淳朴、物产丰美、精神与物质共存；商

贸发达、书香充盈、经济同文化齐驱。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自古延续

至今。 

《沧浪地源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为沧浪之源理出了头绪，列出

了证据，丰富了沧浪文化的内涵，为我市沧浪文化的重新崛起营造了

契机。历史文化不能湮没，文脉渊源应当延续，古人留下的宝贵文化

遗产应当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更加发扬和创新。 

由于历史的原因，丹江口市虽然经历了多次变迁，丹江口水库的

兴建使古均州城永没水下，沧浪亭、沧浪洲、关门岩等众多历史古迹

已不复存在，但是，沧浪之水依然存在，沧浪文化的精髓仍然留存在

丹江口人民的心中。消失了的沧浪古迹仍然可以在丹江口库区沿岸恢



 

 

复重现，沧浪精神仍然会在丹江口市人民心中永远流传。如今，国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建成，丹江口市有幸成为调水源头，水都人民

正竭尽全力将洁净的、无污染的、原汁原味的沧浪之水源源不断送往

首都北京，润泽北方大地，并努力将博大精深的沧浪文化推向全国。

让我们振奋精神，为沧浪文化的发扬光大、为物质和精神的文化遗产

之传承延续而努力。 

该书的出版是丹江口市文化研究的一件幸事，值此付梓之际，应

王永国先生之约，聊作数语，权且为序。 

 

 

丹江口市人民政府市长  曾文华 

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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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用几千年来关于沧浪的史、

志、文献、传说、图画论证：在 4200 年

前后的夏商周时期，现湖北省丹江口市市

域就被冠以“沧浪（洲）”的地名，自此

便有了“沧浪”；2200 年前的秦朝在该域

设置武当县，于是便有了“武当沧浪”；

1400年前的隋开皇5年在该域设置均州，

于是便有了“均州沧浪”。从而证明了均

州武当沧浪的原始性、古老性，由此而得

到“均州是中国沧浪地，均州武当沧浪文

化是沧浪文化之源头”的结论。 

鉴于史料的不同表述，我们不妨将

“武当沧浪”、“均州沧浪”通称为“均州

武当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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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地源考 
 

王永国 
 

在 4200 年前后的夏商周时期，现湖北省丹江口市市域就被冠以

“沧浪（洲）”的地名，自此便有了“沧浪”。我们的祖先把原均州一

段汉水称为“沧浪之水”，其地域文化便是沧浪文化的雏形。数千年以

来，大禹沧浪治水、《沧浪歌》的诞生、孔子沧浪闻《孺子歌》、屈原

沧浪与渔父歌、杨玉环夜游沧浪、陈世美沧浪读书……为沧浪文化增

添了无尽的色彩和神秘。宋朝的时候，在与均州城隔江相望的陡峭山

崖上修建了沧浪亭之后，无数的官民游客、骚人墨客登上沧浪亭，触

景生情，有感而发留下了大量的诗、词、赋、记，丰富了沧浪文化的

内涵。而今在国内有七个地方称沧浪地，并衍生出体现当地特点的沧

浪文化，沧浪文化传播之广泛可见一斑。沧浪文化是汉水文化乃至楚

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生态沧浪地在

哪儿？沧浪文化发源何地？千百年来众说纷纭，长期无定论。而今，

从我们所收集的历史上有关沧浪的诗、词、赋、记、传说、记载、文

物、图画等史料，以及众多专家之考证足可以证明：均州（现丹江口

市）地域是中国沧浪地，均州武当沧浪文化是沧浪文化之源头。 
 

一、中国沧浪地——丹江口市历史沿革 
 

丹江口市，地处汉江中上游、鄂豫两省交界处，东临湖北襄阳，

西连十堰，南接房县，北交河南南阳。东西最大横距 73 公里，南北最

大纵距 81 公里，总面积 3121 平方公里。总人口 45.8 万人。全市辖

20 个乡镇办和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地形呈心脏形，南有武当山，北

有横山，最高点为武当山主峰，海拔 1612.6 米，最低点为潘家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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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87 米。 

丹江口市市域远古时期属三苗。在 4200 年前后的夏商周时期，就

被冠以“沧浪（洲）”的地名，自此便有了“沧浪”。传说大禹治水到

此，称汉水此段为沧浪之水，而使“沧浪”名进入了中国的历史及地

理版图，为豫所辖。春秋归麇管辖。战国时楚灭麇后归楚管辖，位于

楚国西北境，因境内的均水称均陵。秦王政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

设立武当县。汉承秦制，隋开皇五年（585 年）始称均州。后置武当

郡等。明洪武二年（1369 年）省武当归均州，至清末。民国初年始称

均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称均县。1960 年 7 月改均县为丹江

县 3个月； 1960 年 10 月与光化县合并为光化县，1年 8个月；1962

年 7 月恢复均县建制；1983 年 8 月，撤销均县建制，设立丹江口市（省

辖县级市）。 

丹江口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源头，核心水源区。 

1973 年建成的汉江丹江口水库（也称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是

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工建设的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其控

制性工程——丹江口大坝（拦河大坝）坝址位于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

合口下游 800 米的丹江口市城区。距丹江口市城区汉江干流上游 60

公里的地方就是老均州城遗址，1967 年，丹江口水库蓄水，老均州城

没入水下。亚洲第一大人工湖——丹江口水库横跨湖北、河南两省。

位于丹江口市的腹地，自西向东将丹江口市划分为水库以南和水库以

北两大地域单元，丹江口水库在丹江口市水面面积为 346.7 平方公里。

2006 年 12 月，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南水北调中线输水总干渠开挖

工程、南水北调中线输水总干渠立交穿越黄河工程相继开工，标志着

南水北调中线二期工程开始实施。待南水北调中线二期工程全面完工

后，丹江口水库水位增高、水面扩大到 1050 平方公里。丹江口水库在

丹江口市水面面积增加到 452.5 平方公里，是丹江口市总面积的

14.5%。丹江口市境内湖泊、沟、河、库、荡密布，有浪河、官山河、

青塘河、五龙池、黑沟河等 130 余条汉江小流域，水域总面积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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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 16%。 

滚滚流淌了亿万年的三千里汉江，跨越时空矗立的八百里武当，

孕育出了丹江口辉煌的文明史，造就出了丹江口两大国家级、世界级

的工程：武当山古建筑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形成了三大主体文

化：汉水文化、武当文化、楚文化。三大特色文化：沧浪文化、均州

文化、水都文化。被推誉为两都：中国水都、中国道都。这就是丹江

口历史的昨天，发展的今天，这就是世人瞩目的湖北省丹江口市。 
 

 丹江口市沿革一览表  
 

序号 地域建置名 起止年代 跨越年 备注 

1 沧浪（洲） 夏商周，前 2200－前 475 年 约 1725 年 地名 

2 均陵 战国，前 475－前 221 年 约 254 年 地名 

3 武当县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 年）－明洪武

二年（公元 1369 年） 
1590 年 建置 

4 均州 
明洪武二年－民国元年（1369－1912

年） 
543 年 建置 

5 均县 民国元年（1912）7 月—1960.7 48 年 建置 

6 丹江县 1960.7－1960.10 3 个月 建置 

7 光化县 1960.10－1962.6 1 年 8 个月 建置 

8 均县 1962.7－1983 21 年 建置 

9 丹江口市 1983.8－2010 27 年 建置 

合计 
夏朝至今 4211 年 至 2010 年 

秦朝建置至今 2232 年 至 2010 年 

 
 

二、七大历史名人、二大无名氏与沧浪地考证 
 

（一）大禹在武当沧浪治水。 

1.大禹简介。 

禹姓姒，名文命，被人们尊称为大禹、夏禹、

戎禹、神禹。大禹的父亲叫鲧。鲧是黄帝的后代，

昌意之孙，颛顼之子，家世显赫。 

据王大有先生考：大禹生于公元前 2176 年，

卒于公元前 2076 年，寿 100 岁
[1]
。 

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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