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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考辨了《汉书 》中 “陇西郡”是因该郡位于陇坻 (今之陇山 )以西而得名之说,认为该说符合实际,是正确的, 而

《水经注 》有关 “陇西郡 ”是因其郡治所狄道位于滥水流域的另一个 “陇坻 ”之西而得名之说,实证不足,有失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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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将 “天下”分为三十六郡, 其中最

西边的一个叫 “陇西郡 ”。陇西郡成为后来的甘肃省的主
要部分, 因而甘肃省的简称是 “陇”。陇西郡也是中国历史
上著名望族 “陇西李氏” (含汉代飞将军李广 、东晋十六国
时割据敦煌的西凉武昭王李暠 、唐高祖李渊 、唐太宗李世
民 、诗仙李白以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陇西李氏的广大后

裔 )的发祥地。在近年来海内外兴起 “寻根”热的情势下,

旅居海外及国内的广大李姓人氏, 对陇西郡似有特殊的感

情和关切。
据史载:东周安王姬骄十八年 (公元前 384年 ), 秦献

公兵临渭首, 灭狄 、豲二戎, 始建狄道县。秦昭王二十八年

(公元前 279年 )设置陇西郡, 郡治狄道 (今之临洮 )。秦 、
汉因之。本文作者们对陇西郡得名之缘由进行考辨工作时
发现, 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两部著名巨著《汉书 》和《水经注 》
中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为了弄清哪个说法是正确的,作者

进行了必要的钻研 、考辨和请教。发现《汉书》的说法符合
实际, 是正确的, 而《水经注》的说法缺乏实据, 有失正确。

弄清这个问题, 对关心陇西郡的李姓人氏和关心史地研究

的学者们都是很有意义的。在学校史地学科的教学中有参
考价值。

一 、多数学者公认的《汉书》观点
在《汉书》“陇西郡 ”注中说:“应劭曰:有陇坻, 在其西

也。师古曰:陇坻谓陇阪,即今之陇山也, 此郡在陇之西, 故

曰陇西” [ 1] 。这说明 ,陇西郡是因在陇山之西 (或者说该郡

东有陇山 )而得名。我们将此称为 《汉书》观点, 简明扼要,

符合实际, 因而也为后来多数学者和典籍所接受。例如宋

元之际的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注 “陇西”时说:“扶风 、汧
县之西有大陇山, 名陇坻, 秦以其地置陇西郡 ”。现今的
《辞海》[ 2]释郡名 “陇西”说:“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治所在

狄道” 。关于陇山,前面说过, 古名陇坻,也称陇阪, 位于扶

风 、汧县之西。 《辞海》指出:陇山即六盘山南段别称, 古称

陇坂 (作者注:“坂”同 “阪” ),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延伸于

陕 、甘边境。南北走向, 延长约 100公里。海拔 2000米左

右, 山势陡峻。
还需指出, 有人曾把《汉书》注中 “应劭曰:有陇坻, 在

其西也”中的 “其”字理解为 “陇西郡”的代词, 这样,应劭的

话就是 “有陇坻,在陇西郡西也”之意。如果再按上述理解
推理, 那么 “应劭曰:有陇坻,在其西也”中的 “西 ”字自然是
“东”字的误写了。不过, 作者认为, 这样的理解和说法是

不对的。其中, “西”不是 “东”的误写, 而是本该如此。 这

是因为,应劭的话是对 “陇西郡”的注。主语是陇西郡, 应

劭把主语省了, 话中的 “其”字, 实质上是 “陇坻 ”的代词。
原话就是 “有陇坻, 陇西郡在陇坻之西也 ”, 这样理解符合
原意,也符合颜师古对它的注。

二 、独特的《水经注》观点
下面转向对不同于《汉书》观点的另一种所谓 《水经

注》观点的介绍 。为此, 我们先把 《水经注》卷 2《洮水》 [ 3]

中与之有关的部分录之如下:“洮水又北迳降狄道故城西,

阚駰曰:今日武始也 ,洮水在城西, 东北下。又北, 垄 [李克
家云:垄当作陇 ]水注之,即 《山海经》所谓滥水也。水出鸟

鼠山西北高城岭, 西迳底 [ “陇坻”,袁勒 ] , [谢兆申云:据宋
本作西迳陇坻 ] 。其山岸崩落者, 声闻数百里, 故杨雄称响

若坻颓是也。又西北, 历白石山下。 《地理志 》曰:降狄道
东有白石山, 滥水又西北, 迳武阶城南。 又西北, 迳降狄道

故城东。 《百官表》曰:县有蛮夷谓之道, 有公主谓之邑。

应劭曰:反舌左衽,不与华同, 须有译言乃通也。汉陇西郡
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应劭曰:有陇坻在其东, 故曰陇西

也。 ……。滥水又西北流, 迳注于洮水。” (此段话以下简

称 “郦文”,并把其中的主要人物的时代及相关地名等注于
文后” [ 4] )。

细查 “郦文”, 不难发现, 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 即,

陇西郡是因其郡治狄道 (今之临洮 )在 “底” (被前前后后的

注者们改成了 “陇坻”,它是不同于陇山的另一个陇坻 )之

东而得名的。这个观点, 我们可称为 《水经注》观点。 显
然,这一观点与《汉书》观点相左。其正确与否, 下面将作

出考辨。
三 、对 《水经注》观点的考辨
经作者调查研究, 发现《水经注》观点实据不足, 有失

正确。理由有三:
第一, “郦文”中的 “陇坻”,指的是滥水 (今临洮县境之

东峪河 ) “西迳底”中之 “底”,经过传抄和注者的改造制作,

在宋本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就变成 “陇坻”了。到清代的
《合校水经注 》[ 5]中, 不仅把滥水 “西迳底”改成 “西迳陇
坻”, 而且把它作为 “经文 ”用大字排印出来了。 滥水, 《合
校水经注》中注明, 俗称东峪河, 现在的临洮 (古称狄道 )人

也是这么叫的。那么, 它的流域有没有一个叫陇坻的地方

呢? 窑店镇是东峪河流域的重镇,作者之一长期在窑店中

学任教,调查很方便,曾多次访问过东峪河沿岸的老人,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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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没有任何一个老人知道东峪河流域还有一个叫 “陇坻 ”
或 “底”的地方。 甚至连有关的传说也没有听说过。作者

也查阅过《临洮县志》, 其中东峪河是有的, 但没有关于 “陇
坻”的记述。这个 “陇坻”除了在与《水经注》有关的文献中
可以找到外, 其它文献中也未发现过。据此作者分析, 《水
经注》观点中不同于陇山的那个 “陇坻”, 是校注者们为了
适应郦道元所引的应劭话中的 “陇坻”由 “底 ”改造制作出
来的, 实名叫 “陇坻”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在东峪河流域是不
存在的。

第二, 郦道远在 “郦文”引用了 “应劭曰:有陇坻在其

东, 故曰陇西也”的话。不过,笔者没有查阅到应劭关于他

讲的 “陇坻”指的究竟是陇山还是《水经注》中讲的滥水 “西
迳底”中的那个 “底”的有关资料。但作者认为, 这里的 “陇
坻”应与应劭在《汉书》注中所讲的 “陇坻”指的是同一地
方, 而且指的就是陕甘间的陇山。这是因为比应劭早几十
年的东汉张衡在他的 《西京赋》中说过:“右有陇坻之隘, 隔

阂华戎。”这里的 “西京”指长安, 右指长安西, “陇坻 ”显指

陇山。笔者推断, 应劭在《汉书》注中讲的 “陇坻 ”和东汉张
衡在《西京赋》中讲的 “陇坻”同指陇山, 而非别处。唐代颜
师古 、宋元之际的胡三省就是这么看的。 作者赞同他们的
看法, 又因应劭话中的 “其按原意是陇西郡的代词, 因而应

劭的话等同于 “有陇山在陇西郡之东, 故曰陇西” 。但按
“郦文”之意, 应劭的话却不能和此话等同。首先, 应劭话

中的 “陇坻”不能换成陇山, 按 “郦文”, “陇坻”是滥水经过
的那个 “底”的别称。前面讲过把这个 “底”叫 “陇坻”的事

实是不存在的。其次, 按 “郦文”, 应劭话中的 “其”字也不
是 “陇西郡”的代词, 而是其郡治狄道的代词。从而 “郦文 ”
中, 应劭的话似可直译成:“应劭曰:有底在郡治狄道之东,

故曰陇西也。”这实际上有违应劭的原意, 同时又是一句不

伦不类的句子。作者认为, 这些矛盾, 是由于 《水经注》注
者郦道元把应劭话中 “陇坻”和 “其”的真正所指 “张冠李
戴”而产生的。

第三, 作者还认为, 陇西郡是因郡的东界陇坻而得名

的, 而不是因郡治所在地 “狄道 ”的方位而得名的。例如,

我们知道, 陇西郡的郡治在秦汉时期是狄道, 但在三国曹魏

时, 陇西郡治由狄道移至襄武 (今陇西南 )。从此, 郡治虽

迁移了, 但还叫陇西郡。 郡名未因郡治之变而改变。这一
事实, 就足以证明作者的论点是正确的。 从而也说明陇西

郡以郡治狄道的方位而得名的《水经注》观点有失正确。
本文的主要论点, 曾请教过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陈守

忠教授等。对他们的指教, 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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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物和地名主要是:
人物:
阚駰:西晋敦煌人,著有《十三州志》.
李克家:元末明初人,与人合撰《水经注校》.
谢兆申:明万历贡生.
杨雄:即扬雄,西汉末辞赋家.
应劭:东汉末汉献帝时 ( 189— 2202年 )人。所著《汉书集解

音义》唐颜师古注《汉书》多所征引.
班固:(公元 32— 92年 ), 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阳 )人, 著有

(汉书》.
师固:(即颜师古 )唐代西安人, 注《汉书》.
郦道元:( 466或 472— 527年 ), 北魏地理学家, 撰 《水经
注》.
张衡:(公元 78— 139年 ) ,河南南阳人, 东汉科学家.
地名:

洮水:经狄道故城西,南北向, 当地人叫洮河.
狄道故城:现在临洮人说的 “番城”.
山海经:共十八篇,四篇系汉初作品, 十四篇系战国作品.
滥水:文 [ 5]注中说,俗称东峪河, 今临洮人也叫东峪河.
高城岭:今渭源县北分水岭 (俗称关山梁 ).
白石山:在 《中国历史地图集 》, 北宋秦凤路 20— 21图中,

狄道东,滥水北岸有个 “白石山 ”, 而现今地图中找不到。
但可见到另外的两座白石山, 一在康乐与卓尼交界处,海拔

4390米;一在卓尼东北部, 海拔 3888米。
其他:
《地理志》 、《百官表》:均系《汉书》重要组成部分.
[ 5] [清 ]王光谦等.合校水经注 [ M] .新和三味书室, 1985

年 6月出版,第 33— 34页。

(上接第 175页 )是 “猪”, 那简直是表示极度厌恶的骂人
话。所以, 第一种译法让一位大家闺秀自称 “猪”, 实在令

人不可思议, 不如第二种译法好。
3.结合课文内容, 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新视野大学英语》中每篇文章都包含有丰富的西方
文化知识, 反映西方国家的社会风貌和环境特征。但这些
文化背景知识在文章中很少加以说明, 如果靠学生自己来

阅读, 在理解文章方面就会增加难度。因此, 教师在讲解文

章之前, 先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是教学过程中不可缺

少的环节, 也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新视野大学英语 》
第二册中有这样一篇文章:MarriageAcrosstheNations。该
文章描述了一桩跨国婚姻面临的种种质疑和尴尬。因此,

教师应多花些时间介绍美国婚姻。 例如:美国人的婚姻分
宗教 、世俗和习惯法婚姻。宗教婚姻是传统的通过教堂由
牧师文持宗教仪式的婚礼而结合的婚姻。在美国是一种较
为普遍的形式, 美国约有 30个州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婚

姻, 例如南部有些州禁止白种人与黑种人通婚;东部 、北部

和中部各州对异族通婚不加限制。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知

识,学生才能更明了课文内容, 从而更理解作者当时的感

受,也达到了深刻理解课文的目的。

四 、结束语
任何语言都必须植根于特定的文化母体中, 由于英汉

语言国家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特质文化环境不习相同, 两种

语言直接反映的文化也互相有别。因此 ,教师应该在英语

教学中有意识地向学生导入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等国情知

识,丰富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增强学生对于文化差异的敏

感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的能力, 打好文化基础, 提高文化

素质并能得体地进行语言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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