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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最早见于西汉。当时的辞赋大家杨雄，在其《蜀都赋》
里写到：“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堂，火井龙湫。”过了约300
年，西晋辞赋大家左思写《蜀都赋》，又写到铜梁：“外负铜梁于宕
渠，内函要害于膏腴。”这一路下来，歌颂声连绵不断。

铜梁一名，虽然久远，但以铜梁名县，是从唐朝长安四年（704
年）开始的，当时在此置铜梁县。铜梁得名的原因，笔者经过梳
理，大致归纳了四个，下面一起来看看：

因山梁如铜而得名

1.阳光照射，山梁如铜
这是铜梁人津津乐道的起源说。“关于铜梁得名，据《县志》记

载：县东70里，嘉陵江南岸有‘小铜梁山’，屹若玉屏，斜阳辉映，其
色如铜，因而得名。”（《四川省重庆市地名录》）这是县志的说法，
我们不知道此说出自哪本书。

2.山梁华泽如铜
这种说法与上一种说法不同，不借助于阳光照射，你就可以

看到山石坚硬，望之若铜，因而取名铜梁。“铜梁洞在合川县城的
涪江南岸的铜梁山上，因其山的北段和东段岩质黝黑华泽，仿佛
如铜，故名铜梁山。”（《合川县文化艺术志》）

因产铜而得名

铜梁因产铜而得名，但产铜的时间非常久远，已经被人们忘
记了。今天，我们仔细查找，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元和郡县
志》卷三十三云：“铜梁山在（合州石镜）县（今四川合川）南九里，
《三都赋》曰‘外负铜梁于宕渠是也。山出铜及桃枝竹’。”“山出
铜”，这三个字道出了铜梁得名的原因。

笔者朝着“铜梁产铜”这个方向追查，翻了许多书，最终发现了
任乃强关于“铜梁山出铜”的论述，真是拨云见日，心中豁然开朗。

铜梁县与巴县地，有断陷部……此断陷部，古代产铜，故华蓥
山脉古称铜梁山。唐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于陷口之北置铜
梁县，因山名也。汉时尚能产铜。其铜用人力运至长江，舟运出
川。后巴县“铜官驿”，即古铜官监运处也，今已久不产铜，而旧名
犹存。四川采铜历史，此为最古，临邛铜山次之。飞鸟铜山又次
之。然皆属侏罗纪铜矿，采之易尽。不似东川，会理藏量之富，迄
今未竭。（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

读罢任先生的论述，笔者好像突然明白了在杨雄、左思的时代，
它们为什么那么热爱铜梁山，就是因为此山曾经产铜，所以崇拜。

楚人带来的名称

西晋陈寿撰写的《益部耆旧传》里面有一句话：“昔楚襄王灭
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益部耆旧传》失传了，但这
句话却被保存在《舆地纪胜》中传了下来。这句话成了铜梁得名
的另一个说法。

笔者个人觉得，这“铜梁”二字极有可能是楚国人带到铜梁来
的。楚之废子（一说庶子）并不是被封在铜梁的，而是濮江之南，是
号铜梁侯。据说曾国藩的老家湖南湘乡双峰就有一座山叫铜梁
山。而今还可以查到，双峰县有铜梁村、湘潭县有铜梁村，并且仍有
铜梁山。楚人带着一个封号到铜梁来命名一座山，是完全可能的。

濮人取的名称

铜梁，在云南有一个孪生兄弟，叫堂琅。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种观点认为，云南有一支较大的濮族部落，他们从云南

迁徙到重庆铜梁。他们似乎就叫“堂琅/铜梁”部落，他们曾在云南
堂琅县采铜，并留下了“堂琅”这个县名。他们来到铜梁，同样采
铜，并且也留下了铜梁这个县名。堂琅，铜梁，读音很相似，只是
记音用的汉字不同罢了。（李正清《僰人考》，载《大理民族文化研
究论丛》第2辑）

铜梁得名的四个原由，笔者都列举出来了，那么铜梁到底得
名于哪一个呢？

想来想去，最后，笔者把这一票投给“因产铜而名铜梁”的说
法。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杨雄、左思，他们为什么会歌颂铜梁？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铜梁产铜。在春秋战国以前，四川产铜
的地方屈指可数，因而产铜的山，都被人们当作神山来供奉。到
了杨雄的时代，铜梁虽然不产铜了，但是她的名气还在，还有不少
人崇拜。 （作者系重庆江北区文化馆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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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钦差拿错圣旨而得名
关于彭水县与黔江区的地名，民间有一传

说：彭水和黔江置县时，朝廷颁圣旨命名，并派钦
差专程递送。走到三峡后，钦差认为走旱路比走
水路快，因此改走驿道。经湖北巴东，过重庆石
柱，到达唐岩河（阿蓬江）畔的石城县。按圣旨，
石城县赐名彭水县，彭水县赐名黔江县。由于下
达圣旨的官员粗心大意，误将位于乌江（黔江）边
的黔江县的圣旨交给了石城县令。石城县令领
旨一看，明知错了，但因是圣旨，不敢提出纠正意
见，只好收下。钦差随后把赐名彭水县的圣旨，
递送给本应叫黔江县的县令。钦差送错圣旨，导
致黔江和彭水地名互换，各级官员怕皇上问罪，
只好将错就错，隐瞒不报。

以上故事仅够博人一笑。古时车马慢，效率
低，但工作准确度极高，如果皇帝交办的事谁出了
差错，要被杀头的。何况以黔江命县名，始于唐玄
宗天宝元年（742年），较彭水命县名晚了149年。

二源于郁江因古族更名
据史籍记载，彭水县原名涪陵县，汉武帝刘

彻公元前140年始置（如按里耶秦简，涪陵县置
于秦朝），治所今郁山镇。公元221年，蜀汉昭烈
帝刘备置涪陵郡。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涪陵
郡复归中央朝廷管辖，因其名已用于故枳县（今
涪陵），特命名奉州，公元593年在古涪陵县地置
彭水县。彭水之名始于此。

《元和郡县志》载：黔州贞观四年（630 年），
“自今州东九十里故州城移于涪陵江东彭水之
南”。涪陵江即今乌江。彭水即今郁江，隋代称
彭水，明代改称郁江，彭水地名实则因水而名。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涪陵郡，巴
之南鄙。从枳南入，【折】丹涪水，本与楚商於之
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於地置黔中郡
也。”文中所言丹涪水，便是郁江。

丹涪水是如何更名彭水的呢？这需从一个
古老的族群“彭人”说起。

资料显示，彭姓是颛顼帝后裔。颛顼曾孙中
有一人名吴回，在帝喾时为火正祝融（用火的
官）。吴回有六子，第三子名铿，后获封于大彭
（今江苏徐州），是夏商两代的诸侯国。彭铿是个
有名的长寿者，故称彭祖，是彭姓的得姓始祖。
殷商时，大彭国曾受命于商王征讨东夷部落，为
其开拓疆域，势力得以壮大，但也引起殷商王朝
的担忧。商王武丁即位后，国力复盛，在其王后
妇好的协力下，先是征讨羌方和土方等西北少数
民族部落，转而向东征伐大彭国，并灭其国。（《国

语·郑语》）
大彭国被灭后，并
未绝祀，其后裔四

处迁移，以
国为姓，其

中一支辗转迁徙到房陵（今湖北房县）短暂立
国。西周建立后，因彭是其盟国，论功获封伯爵，
封地在今河南原阳，大彭国国祚得以延续。（《尚
书·牧誓》）

周平王东迁，周天子势力日益衰弱，南方楚国
崛起，彭国在约公元前710年为楚所灭。部分彭
人被迫流入巴地，经数百年融合，彭人和巴人衍变
为一个新族群——板楯蛮。板楯蛮在秦国镇压白
虎巴人起义和楚汉争天下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因而享受到低赋免役的优待，称“賨人”。

公元217年，刘备发动汉中之战，曹操败退时
把汉中人口（含板楯蛮）悉数迁往关中、洛阳、陇右
等地。在曹操迁往略阳（今甘肃秦安）的賨人首领
中，就有成汉开国皇帝李雄的曾祖父李虎。

晋元康八年（298 年），略阳、天水等六郡賨、
氐、叟、汉等民数万家十余万口，“以郡土连年军
荒，就谷入汉川”。西晋朝廷下诏书劝阻流民，令
其返乡，但都充耳不闻，还要求进入蜀地。益州各
地立即封关，禁止入蜀，结果益州“【户曹】（侍御
史）李苾开关放入蜀”，流民遂大量涌入巴蜀之
地。（《华阳国志·大同志》）。率流民入川就谷的六
郡上层人士中，就有李雄的父亲李特。后李氏家
族率流民起义，夺取了巴蜀、南中、汉中等地的统
治权，建立成汉政权，也曾一度控制过彭水等地。

魏晋南北朝时，部分彭人（板楯蛮）自渝东北
经开县渡过长江，进入郁山地区，参与制盐炼
丹。这些板楯蛮原本与成汉政权地方留守势力
同宗同族，便迅速融合，逐渐壮大并控制了丹涪
水流域。彭人特别眷念故土，凡属他们聚族而居
的地方都会用“彭”来命名，于是将丹涪水更名为
彭水。古今地名中，诸如彭州、彭城、彭泽、彭蠡、
彭溪、彭原、彭山……比比皆是。

唐朝建立后，朝廷对彭水（黔中）等地的管控
加强，彭人失去了生存空间，只好抛家别业，扶老
携幼，举族溯郁江走向武陵山深处，进入施南盆
地（今湖北利川等地），再进入酉水流域。此后近
千年，彭人曾长期控制酉水流域，最为盛者，当属
元明时永顺、保靖彭氏土司。湘西彭人，如今多
已衍变为土家族。

唐太宗贞观四年，彭水县治迁移到今县城的
县坝，沿乌江两岸先后修建县州道三级府衙，逐
渐发展成今天的彭水县城。宋嘉定元年（1208
年），取“盐泉流白玉”之意，在彭水故县理置玉山
镇。明景泰元年（1450年），玉山镇因避皇帝朱祁
钰名讳，更名郁山镇，沿用至今。

三“彭彭”水声而得名
此前公布的重庆市38个区县名由来的资料

中，把“‘彭彭’水声作县名”当成彭水地名由来的
依据。解释为：“《彭水县志》记载，彭为鼓声，当
时流经境内之乌江峡水澎湃发出“彭彭”似鼓之
声，故名彭水县。”估计该版县志的编撰者或因资
料查证不全，或未查证彭人曾占据郁江的史实，
或是不知郁江在隋朝时称彭水，实为错讹。

1997年《彭水县志》载：“隋开皇十三年（593
年）置彭水县，治今郁山镇，属黔安郡。今郁江时
称彭水，县以江得名。”

彭水县，以故事得名，实属无稽之谈。
彭水县，以水声得名，难免牵强附会。
彭水县，以江河得名，更显名副其实。
故彭水之名源于郁江，更为靠谱，应成共识。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河流地理散文集《川江博物》出版
近日，重庆作家陶灵的河流地理散文集《川江博物》由百花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出版社组稿，收入作者近年来创
作的数十篇散文，也是“百花·中国自然写作书系”板块中的一本
散文集。

全书贯穿着鲜活灵动的“博物志”风格，收录作品分为水
志、航录、岸闻三个部分，戒除了一般专题散文集的依题材简
单分类以及工具书词条式的呆板同质化写法。

虚实错综、悲欣交织的故事，正犹如一声声享誉世界的川
江号子，经由作家的解释与重述，它们穿破时间的烟瘴，重新
炸响在激荡的川江浪尖，旋绕在曲回的蜀道重峦。

□铁笛

名源于郁江？彭水


彭水县，全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位于渝东南，处武陵山区，居乌
江下游，县城在乌江和郁江交汇处，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始名彭水。

彭水因何得名，却众说纷纭。

究竟因何得名铜梁

山梁如铜？产铜而名？
楚人带来？濮人取名？

彭水县
城郁江两岸
（图片源自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