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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弥宁，鄞县（宁波）人，嘉定五年
（1212）知武冈军，后又知邵阳，存《友林乙
稿》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笔力“清
警”，“以词意推之，盖作于史弥宁知邵阳时
也”。史弥宁心性淡泊，有山林之好，在武
冈、邵阳任内，对境内风景名胜多有游历。

梅坡

史弥宁尊崇同乡前贤林逋，集中《吊和
靖》《孤山》《访孤山》诗，均为尊怀林逋之
作。林逋性孤高淡泊，隐居西湖孤山，植梅
养鹤，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句，为千古咏梅之绝唱。《访孤山》云：

“君看疏影暗香句，二百年来无此诗。”史弥
宁也喜爱梅花，在邵阳衙署园林专辟有“梅
坡”并建有小亭，此亭或名“望仙亭”。据南
宋祝穆《方舆胜览》：“望仙亭，在郡圃。”集
中《和叔振晓上梅坡小亭》一诗写和友人登
临梅坡亭赏暖冬晨色，“巡檐诗袖涨寒香，
日炙南枝泫晓霜”。《邵阳郡圃梅坡》里描绘
的是寒梅乍放的情景：“楚山活脱青屏样，
影得疏花分外明。”

六亭

六亭又名六岭，位于邵阳市中心，古称
六亭岭。其时有号为“千岩翁”的文士著有

《千岩续稿》，对六亭风景多有吟哦。至史
弥宁知邵阳时，“六亭仅一存”。集中有关
六岭的除《六亭为邵阳登临之胜……》长题

诗外，还有七律《六亭宴雪》和古风《六
亭》。《六亭》极言六亭之山体秀丽蔚然，

“邵阳城中景何好，峻屏四面森围绕”，又
言山势之奇伟：“上有蝉聊百雉堞，下有
鳞差之晴烟。人指山形似龙跃，绣谷峥
嵘露头角。”《六亭宴雪》诗末表达瑞雪兆
丰年的愿景：“一稔明年宽万虑，更催三
白瑞资江。”

云山

云山为武冈著名风景名胜区。集中《王
令君惠示用少陵韵奉和》开头说，“邵陵壁立
三奇峰，温泉云山接长龙”，可见云山古有盛
名。云山峰峦簇峙，云雾缭绕，集中《云山诗
境》有“云巘浮春晴嶂暖，烟岩积雪晓屏寒。
平林淡抹精神妩，小景横陈气象宽”之句，描
绘的正是早春时云山的旖旎风光。

栖真观

《赋栖真观月季》写史弥宁前往栖真
观，入门即见姹紫嫣红，感慨月季独树一
帜，四季开花可赏：“不逐群芳更代谢，一
生享用四时春。”武冈法相岩有栖真洞，
明张元汴《游法相岩仙院记》云：“洞凡八
门，曰栖真，曰上屏……”但此栖真观或
在邵阳六亭岭。据《宝庆府志》载：“山
（指 六 亭）其 一 为 鹿 头 山 ，又 名 栖 真 山
……山后有白鹤观，下有饮鹤池，皆称吕
仙翁遗迹。”

桂庄

嘉定中，周昉回故乡（今新宁县马头桥
镇），于其先祖周仪读书处——“翠岩”石洞下
复建书院，名曰“桂庄”。史弥宁与周昉交往甚
密，集中《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
万个，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
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
为赋一绝》一首，正为其居“桂庄”时所作。此清
幽竹林今犹在，小坡翠雾，碧涧双溪，一如宋时。

八叶山

文士雅士多爱竹，集中又有《题萧氏竹
坡》，诗云：“鲜碧缘坡古径深，夜窗风雨作龙
吟。自从八叶传芳后，数到孙枝玉满林。”

“萧氏竹坡”即今八叶山，在武冈邓家
铺镇聚宝村与新宁县丰田乡长冲谭村交界
处，竹林连绵数百亩，遇风如潮水，奔涌起
伏，声浪阵阵，蔚为大观。山坡有凉亭，亭
下有石板路，即诗中“古径”。

诗中“八叶”，指萧（肖）氏，源自“八叶宰
相”的典故。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统这一派
中，有八位后嗣自唐初至唐末相继出任宰相，
史称唐萧氏“八叶宰相”。今萧姓为邓家铺镇
第一大姓，据《湖南氏族源流》，邓家铺萧姓迁
入时间在“宋绍兴十四年（1144）”，至嘉定中史
弥宁前来拜访时，已逾四五代近百年，正是子
孙“玉满林”了。而八叶山之名或正得自此诗。

（阿旧，新宁人，学者）

●史海钩沉

“邵阳城中景何好”
——史弥宁笔下的邵阳风景名胜

阿 旧

“武冈”这个地名是由同保山
演变而来的。同保山位于武冈市
城北 2.5 公里处的迎春亭街道同
保村。

东汉以前，同保山叫都梁
山。山上生长着一种兰草叫都梁
兰，又名都梁香。北魏郦道元《水
经注》记载：“县西有小山，山上有
渟水，既清且浅，其中悉生兰草，
绿叶紫茎，芳风藻川，兰馨远馥。
俗谓兰为都梁，山因以号，县受名
焉。”另据《武冈县志》记载，汉元
朔五年（公元前 124），长沙定王
刘发次子刘遂被封为都梁敬侯，
建立“都梁侯国”，故址在今迎春
亭街道七里桥。

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时期，武
冈均以“都梁”命名。郦道元《水
经注》记载：“县左右二冈对峙，重
岨齐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
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
即其称焉。”“后汉伐五溪蛮”这一
历史事件发生在东汉桓帝元嘉元
年（151）。因高额赋税，辰阳县（今辰溪县、麻阳县）和零
陵郡都梁县（今武冈和城步部分地区）苗民起事反汉，武
陵郡（今常德市）苗民首领詹山聚集兵员四千多人，齐心
协力，抗击官府，锐不可挡。这年七月，詹山一路攻城略
地，带兵攻破位于七里桥的都梁县城，生擒县令。破城
后，朝廷一片惊恐，急遣大将窦应明率兵镇压。起义军固
守城内，因物资储备丰富，官军进攻屡次受挫。窦应明为
了筹建屯兵大本营，只得另处寻地“筑城伐蛮”。官军有
朝廷支持，兵员与物资不断补充，攻势越来越凶猛，都梁
县城在战火中遭到毁灭性破坏，成为一片废墟。

县城遭毁后，起义军被迫退到西北都梁山上的密林
中安营扎寨。山的北麓有多处宽阔而幽深的岩洞，从岩
洞口到山脊是一脉平缓的土坡，进退两便。白天，起义
军将士坚守山岗阵地；晚上，则在洞内枕戈而卧。主峰
的其他三面巨石林立，悬崖高耸，尤其是西麓，全是峭岩
绝壁。起义军与官军交战不休，战斗非常惨烈。官军竭
尽全力攻打，起义军同心协力拼死共同守卫山岗，因此
后来都梁山改称为同保山，又称武冈山。永兴元年
（153），朝廷撤换武陵郡太守，应奉继任。应奉知道面对
宁死不屈的起义军，硬打难以取胜，于是进行安抚招诱，
示以恩信，多加抚慰。在攻心战中，起义军或降或散，终
被平定。

“武冈”作为县名，从东汉詹山起义后一直沿用，隋
文帝开皇三年（583）改名武攸县，唐高宗武德四年（621）
复称武冈县，以后设置过军、路、州、府。除明末清初设
过奉天府，其他朝代“武冈”二字一直未改变，沿用至今。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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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属古代荆楚之域，秦置昭陵县，晋
避文帝司马昭讳，以在邵水之阳，始更今名。

邵阳何时称邵州？学界的主流观点
是：唐贞观十年，始有邵州这一称呼。笔者
认为，唐贞观年间邵阳称邵州的观点，仍有
商榷的余地。

隋唐交替之际，又是行政区划多变之秋，
虽然当时的变更情形难以悉数复原，但仍有
蛛丝马迹可寻。隋朝大业年间编修的《区宇
图志》《诸州图经集》等名重一时，惜已散佚；
唐朝有《邵阳图经》，宋朝有《邵州图经》，仍有
少量文字留存。邵阳的地方志，譬如明朝隆
庆《宝庆府志》、康熙《宝庆府志》、乾隆《邵阳
县志》、嘉庆《邵阳县志》等都记载了隋朝开皇
年间就有“邵州”这一称呼。为何这么多资料
被忽视，原因还得从道光《宝庆府志》谈起。

道光《宝庆府志》卷一“大政纪”记载：
“考《隋书》《唐书》《元和郡县志》《舆地广
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皆无邵阳隋
时改名邵州之语。又考《魏书·地形志》东
雍州有邵郡，皇兴四年置邵上郡，孝昌中改
邵郡。《隋书·地理志·绛县·有垣县》注云：
后魏置邵郡，后周置邵州，大业初州废。垣
县故城在今垣曲县西，是则隋时仅有垣曲
之邵州，无邵阳之邵州。”按照道光《宝庆府
志》的说法，《隋书》中有关“邵州”的记载，

都与邵阳无涉。
道光《宝庆府志》因其“博赡精详、典雅宏

丽”，被《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誉为“足推为湘邑
志中之冠”。道光《宝庆府志》的这一观点被光
绪《邵阳县志》、光绪《湖南通志》，以及1993年
版的《邵阳县志》、1997年版的《邵阳市志》、
2008年版的《湖南通史》《湖南通鉴》所采用。

历代名典没有记载，并不能否定特定
时期有些历史的存在。我们先来看《元和
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的记载：“邵
州，秦为长沙郡地，汉为昭陵县，属零陵郡，
吴分置邵郡，今州是也。宋齐并为邵陵王
国。隋开皇十年以邵陵郡属潭州，隋末陷
于寇贼。武德四年平萧铣，属南梁州，贞观
十年改为邵州。”这记载是粗线条的，把隋
朝一笔带过。记载全域行政区划的典籍，
记录地方上的史料往往比较简单，对其中
的许多周折甚至略而不谈，它的史料价值
有局限，反而不如一些府志、县志的记载。

明朝隆庆《宝庆府志》卷一“图考·府境”
记载：“隋初罢郡，并省武冈、夫夷入邵阳县，
以属潭州。开皇中复置武冈为武攸县即邵阳
县，置建州，寻废，置邵州。唐初置南梁州，并
置邵陵县及省建兴入武攸，仍为武冈县。贞
观中改为邵州，省邵陵县入邵阳，与武冈俱隶
邵州而属江南西道。”嘉庆《邵阳县志》卷二

“建置·沿革”：“隋文帝开皇十年废邵陵郡，省
武冈、夫彝入邵阳，属潭州。十年复置武攸县
即邵阳县，置建州，迁城于县治之江北。十年
复改邵州，建城于江之南。十五年分天下为
四总管，并扬、荆、益以诸王为之，邵隶荆部。
炀帝大业年间复改邵州为邵陵郡，治县如
旧。”这些记载具体而周详，必有所据。

《古今图书集成》卷1240“宝庆府部”引
唐宋时期的《图经》称：“春秋时，白公善筑城
于今县治，迄隋改邵州为建州，遂迁城于县治
之江北，寻废，复为邵州，仍建城于江之南，即
今郡治。”同卷还记载：“辰溪县……隋改辰阳
曰辰溪，属邵州，大业初，州废，以县属沅陵
郡。”辰溪县隋时属邵州管辖的记载，还可得
到其他资料的佐证。《古今图书集成》卷1263

“辰州府部”：“辰溪县，本汉武陵郡辰阳县。
梁置南阳郡建昌县，陈省入辰阳。隋改曰辰
溪，属邵州。”以上记载表明，隋朝时南方设有

“邵州”这一行政区划是毋庸置疑的。
《隋书·王劭传》：“开皇初，邵州人杨令悊

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
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
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叶紫。”明朝隆庆

《宝庆府志》卷二“天文考·祥异”引用了邵州
杨令悊得奇石一事，渊源有自。《隋书·于玺
传》：“转邵州刺史，在州数年，甚有恩惠。后
检校江陵总管，州人张願等数十人诣阙上表，
请留玺。上喜叹良久，令还邵州，父老相贺。”
明朝廖道南的《楚纪》卷五十一、康熙《宝庆府
志》卷一，均记载了邵州刺史于玺的这件事。

综上所述，隋朝时邵阳已称邵州，信而
有征，理应可据。

（易立军，隆回人，中国屈原学会会员）

●史海钩沉

邵阳何时称邵州
易立军

武冈历史久远，官宦、文人过往繁多，名僧、高道
驻锡亦频繁，所以留下了大量诗咏，沉淀了丰厚的文
化底蕴。

清人朱景略，金陵（今南京）人，曾任武冈州同，代理
知州。其《武冈道上》云：“钩衣箐路密，策马乱山陬。风
日迟渟水，人烟接邵州。宦情强弩末，归梦大刀头。喜听
蛮烽靖，村灯照戌楼。”地处荒僻，竹木丛生。幸喜烽烟已
靖，州稳民安。至此为官，已是强弩之末，只想还乡了。
意为年高志衰，无仕途锐进之思。大刀头，还乡的隐语。
因刀头有环，环、还同音。汉使李陵故人任立政至匈奴，
一面说话，一面注视李陵，屡次用手摸自己的刀环，暗示
李陵归国。

虽然思归，但其为官还是尽职尽责的，于其《武冈春
日咏怀》可见：“唐糺山下雨初晴，资水环流绕故城。地瘠
每思民俗俭，徭烦敢说长官清？身无善教情难得，狱必持
平法尚轻。最爱蛮歌声四起，乌犍稳跨试春耕。”见地瘠
民俭而不敢“徭烦”，觉身无善教而公平执法、刑狱轻减。
最喜爱乡民歌声四起，在田野忙着春耕。

吴鸿，生平不详，但与彭而述、潘应星等交好，留有唱
和之作。其《武冈》诗云：“重城突兀枕崇冈，前代藩封旧
战场。千仞屏开山对面，双桥虹合水中央。啼鸟野戍连
城步，如马春流下邵阳。行到风门重回首，绿云铺地似江
乡。”概括力强，境界开阔。第一句写地形，第二句写历
史，侯国、王府、战场，尽收七字之中。第三句写山，第四
句写水，形胜之美尽在一联之内。五、六句推及南北地
域，说明位置重要。如马春流，春江涌浪，如野马奔腾。
风门，应当指宣风楼门。尾联言其名胜引人，风光如绣。
大开大合，非局促之作。

●邵阳诗韵

文明久远诗咏多
刘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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