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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与会的代表大都
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成汤
所居的“西亳”，所论证的二里
头文化晚期第三、四段是成汤
以来的“早商文化”，邹衡则以
自己十多年研究表达了完全
相反的意见：“16年前，我们也
曾相信‘西亳说’，并为之寻找
了不少的文献根据和考古学
上的根据。不过，我们当时把
整个二里头文化（包括早、晚
两期）都当成了先商文化。可
是从 1964年以后，反复推敲这
些文献根据和考古材料，却作
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否定
了西亳说和先商文化说，初步
确立了郑亳说和夏文化说。
到 1973 年更进一步否定了四
亳说，即使其中的北亳说，其
文献根据也是站不住的。总
之，所谓四亳说，都是汉以来
的学者所附会，没有什么过硬
的证据。那么，成汤所都之亳

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就
在郑州。郑州并非仲丁所迁
之嚣或隞，而是成汤所居之
亳，郑州商城就是成汤的亳
都。从东周以来的文献记载
和解放以来的考古材料都可
以确证这一点……我们之所
以确定二里头文化早、晚期都
是夏文化，就是首先认定了商
文化。”

邹衡所说的“西亳说”的
“西亳”，是由古地名“亳”衍生
出来的一系列以“亳”字为地
名的都邑。先秦文献中记

“亳”的地名当属《竹书纪年》，
但无自然实体位置所指，仅言

“商侯履迁于亳”（成汤元年）；
“二十八年……商会诸侯于景
亳”；之后便是“汤在亳”和出
现了九次之多的“居亳”，最后
是仲丁元年即位，“自亳迁于
嚣，于河上”。司马迁作《史
记·殷本纪》，也是“汤始居亳，

从先王居，作《帝诰》”。加了
专名的“亳”，则出现在东汉班
固的《汉书·地理志》偃师县
注，东汉郑玄所注《书·帝告
序》，魏晋杜预注《左传·昭公
四年》，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
纪》：“盘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
川，自祖辛以来奢淫不绝，乃

南渡河将徙都亳之殷地……
亳在偃师。”（清钱熙祚：《帝王
世纪》道光二十年校梓版）；有
明确方位的古地名“三亳”则
出自《尚书·立政》：“夷、微、卢
烝，三亳、阪尹。”“阪”，是自然
地理位置很险要的地方；“尹”
为防止这三个“亳”地叛乱而设
置的封疆之官。唐孔颖达引郑
玄注云：“‘三亳’者，汤旧都之
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
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
南轩辕、西方降谷也。”南宋蔡
沈（另作蔡沉、蔡渖）《书集传》：

“此王官之监于诸侯四夷者
也。‘微’‘卢’见经，‘亳’见史，

‘三亳’：蒙为北亳，穀熟为南
亳，偃师为西亳。”（《书集传音
释》书卷第五“立政”，元至正十
一年（1351）徳星书堂刻本）清
儒于“三亳”考证更勤：“契之所
封商邱，商洛是也。商土于迥，
为卫是也。而学者以商邱为契

封，谬矣。汤始居亳，学者咸以
亳本商帝喾之墟，在《禹贡》豫
州洛河之间，今河南偃西二十
里尸乡之阳亭是也，以为考之
事实，甚失其正。今梁自有二
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
偃师也。……殷有三亳，二亳
在梁国，一亳在河洛之间，穀
熟为南亳，即汤也。蒙为北
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
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也。故
《立政》（周书）篇曰‘三亳、阪
尹’是也。”（清宋翔凤集校《帝
王世纪》“世纪四”，清嘉庆十七
年刻本）除了历史文献的“三
亳”，尚有山西运城垣曲的“上
亳说”，陕西长安的“杜亳说”，
河南内黄的“黄亳说”，河北涿
鹿的“燕亳说”，山东曹县的“曹
亳说”，对所有这些

“亳”，邹衡全部否认掉，
只以自己新提出的“郑
亳说”为要。

《大夏禹都》节选

太原城的那些花木地名
郝 波

宋元时期，太原就有“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美誉。宋代词人沈唐赞道：“山光凝翠，
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以花木命名的地名便是很好的例证。

中国有近千个市辖区，除少数
民族地区外，区名为三个字的并不
很多，其中以花木命名的更是屈指
可数，而这屈指可数的三字花木区
名中，太原就占了三个，更为难能
可贵的是，这三个区名里竟然就涵
盖了草、花、树。

尖草坪
尖草坪，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

一块长满了尖草的草坪。“尖草”是
什么草？据《太原市北城区地名
志》记载是“叶尖带刺的野草”，然
而似乎并没有一种草叫“尖草”。
其实，“尖草”为“菅草”之误，菅草
是一种生长于海拔 300 米至 2500
米的山坡灌丛、草地或林缘向阳处
的叶长根坚的常见草，可能是由于

“菅”字生僻，所以后来误传为“尖
草”。在民国以前，这里是荒丘野
坡，人烟稀少，十分荒凉。上世纪
30 年代，随着西北炼钢厂的建立，
工人和商贩陆续在这块“草坪”上
开荒建房，这里才逐渐有了居民。
此后，由于太钢的扩大，这些“草
坪”上或建起了厂房，或盖起了宿
舍，形成了街巷，其中最大的一条
主街就在 1955 年被命名为尖草坪
街。此后的尖草坪街道、尖草坪区
与此一脉相承。以尖草坪命名的
街巷还有尖草坪南巷、尖草坪北一
巷至尖草坪北四巷。

杏花岭
与尖草坪比起来，杏花岭的出

身正规了好多。此地原为宋朝太
原城外的山脉，地势较高，形成山
岭，明朝太原城扩建后并入城中。
因为这里多植杏树，风景优美，所
以成了晋王府的花园，杏花岭也由
此得名，并从一个园林名发展成为
街巷名，再到街道名，直至成为一
个城区名，同时，它还是太原众多
老地名中为数不多的不加通名直
接以专名称呼的街巷名。日军占
领太原后，砍伐所有杏树，开辟成
空地作为操场练兵。新中国成立
后，政府将原先的操场修建成杏花
岭体育场，现已成为住宅区。因杏
花岭得名的街巷还有杏花岭一条、
杏花岭二条、杏花巷。

万柏林
万柏林位于太原的汾河西岸，

俗称河西。民国时期，当地广植柏
树，因为数量众多，因而被称为万
柏林，并逐渐演变成地名，至今仍
有万柏林路。太原在民国时期被
划分为内 8 区和外 8 区，1949 年以
后对区划进行了调整，并于 1954年
将原第五区改称万柏林区。1957
年，万柏林区撤销，后改为河西区，
1997 年在太原市最近一次区划调
整中，以原河西区为基础重新启用
了万柏林之名。

太原知名度最高的花木地名其
实并非这三个区名，而是得名年代相
差 900年的柳溪、柳巷和桃园。

柳 溪
宋天圣三年（1025年），陈尧佐任

并州知州。为防汾水之患，他下令在
东岸筑起长堤，又引水于堤内蓄成湖
泊，并在堤旁湖畔修建亭台楼榭，栽
植柳树，形成园林，取名“柳溪”，柳溪
也成为宋金时代太原的风景胜地。
正因此，其时的太原也就有了“锦绣
太原城”的美誉。元末，由于年久失
修，美丽的柳溪逐渐泥沙淤积，岸边
草木也渐成残花败柳。至明朝中叶，
洪水冲毁堤坝，500 年园林终成废
墟。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已是一片
荒地。1954年，十三冶公司在此修建
职工宿舍，形成街道。1958年铺沥青
路面，当年 7 月 15 日，正式将此街命
名为旱西三巷。1982年 6月 18日，因
处柳溪遗址，又更名为柳溪街。如今
的柳溪街绿树成荫，由于植被覆盖率
高，已是太原有名的林荫大道。

柳 巷
柳巷之于太原，正如王府井之于

北京，南京路之于上海。关于柳巷得
名的来源，即柳老太太掩护常遇春的
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里
不再赘述。但是，因为这个故事并未
出现于史志古籍，只是口口相传，令
人不禁怀疑其真实性。现在所能见

到的最早的关于柳巷的记录就是
1408 年编纂完成的《永乐大典》卷五
二〇一中的“元坊名……皇华坊（即
小柳巷）、澄清坊（即大柳巷）”。小柳
巷即今柳巷，大柳巷即今西肖墙和上
肖墙，由此可见，此二坊在元代时为
坊，在明初时可能已得名大、小柳巷，
故需备注。现以柳巷命名的街巷还
有柳巷南路。

桃 园
相比于得名数百年的柳溪和柳

巷来说，得名仅 90多年的桃园可算是
小弟弟。这里原为荒滩堤坝，明清时
曾设演武场。1930年，城内有人出资
在此种植树木，尤多桃杏，方圆百亩，
四周土墙，设东门，南有土路，通水西
关。每逢春暖，桃杏花开，色彩诱人，
芳香扑鼻。城中的红男绿女都来此
地游赏，而且游者踊跃，时人称桃花
园，颇有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之景
致。然而解放战争时，阎锡山为给军
队空投食物，将这里的桃杏树全部砍
伐。新中国成立后，此地又兴建市委
宿舍，楼群林立，形成道路，因在原桃
花园旧址，故名桃园北路。迄今为
止，因桃园而得名的街巷共有 27条之
多，是我市有派生街巷最多的地名。

三个与花木有关的区名 最有名的花木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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