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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事省委副书记文选键在永州考察时说<<张家界是一

幅画，永州是一本书。永判人有责任把这部书考证好、注释好、导

读好。'这是对永州历史文化的高度概捂和充分肯定，也是对所有

承州人特到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拮作《古今永州》就是

对永州这本书进行考证、注释、导读的一种尝试。

未到是一个古老百神奇的地方。这里风光秀商，资摞丰富，气

候温和，商量充津。自古以来，生活在永州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

仅剑造了大量的物盾时富，商且越造了主lr娃的历史文化。道县玉

蜻岩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1.2 万-1.4 万年之前的远古时期，生

活在这一带的先民已经从原始持猎文伫向原始农耕文化过渡，开

始种植水稻。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种植最早的水福，苟且

把人类种植水稻的历史由前推进了 4但即多年。原始社会末期，中

华琵族的人文初程、伦理道德文化的奠基者一一舜帝南巡，"崩于

苍梧之野，葬于江离九疑"，对此后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

其深远的影响。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请居永州 10 年，

寄情永判出水，写下了《永州八记》等千古名篇。理学开出鼻在周

敦颐，书法大)}ifi怀素、何结基等，都是在永州这块土地上诞生的。

到了近代，来州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始人之一一一李达，中

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李启汉、陈为人，北伐名将蒋先云，抗日名

将郑作民，型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无产阶级革命家商铸、江华

等。所有这些说明，永州是中国古代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野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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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底蕴非常深厚，并为中华文晓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永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

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永则步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经

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建

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水、电、路、讯、越等基础设施不黯改善，各

项社会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城乡人民的物盾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

提高。当历史的车轮驶入 21 世纪后，我们的祖国百临着新的发展

轨遇，永州也是如此。放跟未州，到处呈班加快发展的新气象。随

着洛湛铁路、衡枣高速公路、永连公路和永英机场的修建和交付

使屑，永翔的面就已经从根本上改现。全市人民正以饱满的热情
和崭新的风统，投入到建设永姆的热潮之中。

作为一个来州人，都应该为永判悠久先11烂的历史文化感到骄

傲，为永刻现代化建设的每一项成就感到白豪，西旦有责任有义

务研究末到，宣传承刻，推介末到，让世界了解永判，让永州走向

世界。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理，人们对于未判有着银多偏见甚

至误解。外地人谈到永州，除了‘永州之野产异蛇"之外，就知之

甚少了。还有银多永州人也看不起永#1，一谈到永刻，总有那么点

儿自卑。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对永州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够，宣

传得不够。为此，我在工作之余，致力于永判历史文化的研究。

1985-1986 年，在当时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桂陪同志的安排下，

我与蒋政平、王建虱国志主笔编篡了简明地方志一一《零段要

鉴>> ，填补了永州自清道光年间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空白。 1997

年，我出版了个人专著一一《永判史话>> ，记叙了原始社会末期至

1949 年的承州历史。这两本书，对于人4日正确地了解永州，消除对

永州的各种偏见，都起到了我极作用。特剧是文选德同志对永;t\

历史文化作了新的诠释后，我深受鼓舞。考虑再三，决意编写一部

全面地系统地反映永辫历史文化的资料性书籍，作为吉己对来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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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奉献。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紧张编写，终于写成现在与读者

见面的《古今永州》。

《古今永州》上起原始社会末期，下止公元 2叹泊年，个到内

容延至 2∞2 年。全书共分五篇，即地理篇、经济篇、文化篇、社会

篇、人物籍。每篇下设若干章，每章写一个方富的专题内容。通过

各篇各章节的记叙，基本上形成了一部涉及永则地理、历史、政

治、经济、文化、人物、地方风情的小百科全书。一书在手，如果

能对读者全E系统了解古今永州的靖况有所帮助，笔者就本是政

慰了。

当然，要把古今永州的情况全百哥系统地叙述清楚，实在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笔者在这方否尽了很大努力，想把内容写

得全面准确一点，但最子笔者的学识本平和表述能力，全书还是

有很多不尽人意甚至错漏的地方。在本书与读者见面之际，真诚

希望各位读者对本书的不当之处加以批评指正。与此同时，对所

有为本书提供帮竭的服友，在此一并表示诚挚前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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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第一节地理位置与区位特点

一、地理位置与E积

永判市位于湖南省南部，五岭山脉北麓。东与湖南衡阳市的

营宁、梆州市的临武、嘉禾、桂陌裙连:离与广东清远市的连州、广

西贺然地区的贺州、桂林市的富JII交界;西与广西桂林市的恭城、

灌宿、全州接壤:北与衡陆市部祁东、邵阳市的邵阳、新宁毗邻。地

理坐标为北纬 24039'-26051' 、东经 111006' -112021'之间，南北最

长距离 245 公里，东西最长距离 144 公里，土地总面积 22441.43

平方公里，合 3366.55 万亩，占湖南省总面积的 10.55%，占全国总

医积的 2.3%0。

二、区位特点

永炖地理位置优越，南连商广，靠近港澳，是中E草地区和期南

连接南部沿海地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前沿基地。从永判到广

州，只有 450 公里。连接永安H与广东连州的永连公路通车后，到广
然只需 5 个小时。往西南，通过 322 国道和部将通车的衡〈阳)昆

(晓〉高速公路，可以通往大西南各省区，并可从广西北海、防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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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湛江出海，是中原和华东地区通往大西南的通道。往北可通

过湘桂铁路、正在修筑的洛湛铁路、衡昆高速公路和湘江水道，到

达华中重镇武汉，北上中原，东出华东。与此同时，永州的军事位

置也十分重要。这里是控制中原和华东进入广西和广东的重要通

道。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都庞岭与萌清岭之间的狭长谷地，是两

条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走廊，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史称永州"距水

陆之冲，当楚粤之要，遥控百蛮，横连五岭，梅庚绵亘于其前，衡岳

镇临于其后"镇东北可入中原之腹地，控西南扼广西边睡之咽

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节零陵、永州的得名

零陵、永州是两个重要的古地名。永州在隋朝以前称零陵。隋

朝以后，永州、零陵成为一地二名。

一、零陵的得名

零陵得名于舜葬九疑。《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持，崩于

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说的零陵，实际上就

是舜陵，或者说是舜陵的别称或美称。把舜陵称为零陵，源于娥

皇、女英千里寻夫的动人故事。舜帝南巡死于九疑后，舜的两个妃

子娥皇和女英，千里迢迢从中原来到九疑，想要找到舜帝的陵墓。

她们一路寻找，一路伤心落泪，直到泪尽泣血。泪血洒到竹子上，

留下泪斑，使竹子成为泪竹，又称为斑竹。毛泽东的诗句"斑竹一

枝千滴泪"，用的就是这一典故。但是，娥皇、女英最终没有找到舜

帝的陵墓，在返回中原的途中，双双投水自尽于洞庭湖。为了纪念

娥皇、女英的多情，人们将舜陵改称为零陵。在这里，零陵的"零"

字，是"涕零"即落泪、掉眼泪的意思。现在，有的人误以为零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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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字，是表示没有或表示无穷大的意思，认为零陵表明舜帝死

后没有坟墓或是一座空墓，甚至认为零陵表示舜陵是由上最伟大

的陵墓。实际上，在汉代以前，"零"字根本没有表示数字的功能。

东汉许慎编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一-一《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

"零，徐雨貌。"也就是说，"零"表示黯缓缓而下的样子。涕零〈落泪

的意思〉、凋零(落叶的意思〉中的"零"字，都是往下掉或落的意

思，是"零"的本义的引申。"零"用来表数，则是明代以后的事。因

此，零陵就是舜陵，是舜壁的那称或美称。秦始皇统一中自后，设

立零睦县，也有纪念舜帝之意。

二、永蝉的得名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按"存要去弱，并小为大"的原则，疫除

州、郡、县制，实行州、县制。国郡西南有u永出永水"将零陵郡改

童永州总管府。这里所说的郡西南的"永出永水"，指现在的豆豆牌

县永江乡一带的山水。自永江乡流入潇水的河流称为永江，也叫

"永水"。这一带的山，当然也就是所谓的"永山"了。从置永知i总

管府到现在，永州这一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己经存在 1400 多

年了。现在，有的说永州这一边名的历史比零陵更久远，这是没

有依据的。双辑县永江乡一带称为副永山永水"，据称是由于当时

这一带居住着西周时期诸侯国永的后裔。相传西周灭商后，曾大

封诸侯，永是封国之一。但当时的永昌具体位于什么地方，笔者

没有考证，不敢妄言。又相传到了春秋时期，永被大吕兼并后，永

国王族外逃，几经迁挺，定居到今双牌永江一带。即使将永炖

"承"前历史追溯到西周时期，也要比"零陵"这一地名的历史晚

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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