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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溪”地望试说

贺旭英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叄）》提到了古地名“卢溪”，本文将结合《史记》的相关内容对其地望进行

试说。

关键词：卢溪 古地名 岳麓秦简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岳麓书院藏秦简（叄）》中《多小未能与谋案》：“【敢】 （谳）之：十二月戊午，

军巫闲曰：‘攻荆卢溪口口故（？）秦人邦亡荆者男子多。’”
1

注释者对于简文中提到的楚国地名“卢溪”注释如下：已见于《二十七年质日》简 32，

作卢溪，似系楚乃至秦县名。不见于《汉书·地理志》，据《二十七年质日》简记载推测，

治所应在洞庭湖附近，或许在今湖南岳阳一带。
2

按，注释者据《二十七年质日》简推测的“卢溪”地理位置可能并不恰当。其理据是：

其一，《二十七年质日》的“丙午宿卢溪”的注释为“卢溪：地名，今湖南境内有泸溪

县，但从简上的行程看，不大可能是今湖南泸溪，其具体地望不详”
3
，它并未对“卢溪”

进行地理定位。

其二，《二十七年质日》提及的地名有“丙戌宿沮阳”、“丁亥到介”、“癸卯起江陵”、

“甲辰宿阴娶”、“五月乙巳宿户灶”、“丙午宿卢溪”、“己酉宿下隽”、“庚戌到州陵”、

“甲寅宿武强”、“丙辰宿□亭”、“戊午波留”、“己未宿□□”、“庚申宿杨口”、“癸

亥之鄢具事”和“甲子之起室”，其中字迹不可识别的有“丙辰宿□亭”和“己未宿

□□”，地望不详的有“介”、“阴娶”、“户灶”、“波留”
4
、“杨口”和“起室”，

地名基本可确定的为“沮阳”
5
、“江陵”

6
、“下隽”

7
、“州陵”

8
和“鄢”

9
，另“武强”

与“卢溪”均在湖南地域有相类似地名，但从简上的行程看，不大可能是其地。或因“卢溪”

之后的“下隽”和“州陵”皆与洞庭湖水域相近，但行程的路线并非距离远近安排的，比如

“沮阳”至“江陵”之间有“鄢”，却并未直接由“沮阳”至“鄢”再至“江陵”。因此，

1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6，第 141 页。

2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6，第 143 页。

3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2，第 58 页。

4 有学者认为“波留”一词并非地名。可参见郭涛：《岳麓秦简<二十七年质日>“波留”或非地名》,简帛

网，2011.12。

5 沮阳：地名，南朝宋置县，治今湖北保康县南。沮：水名，在湖北省中部偏西，源出保康县西南。见朱

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2，第 51 页。

6 江陵：县名，秦置，治今湖北江陵。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

版社，2010.12，第 56 页。

7 下隽：地名，西汉置县，治今湖北通城西北。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

海辞书出版社，2010.12，第 58 页。

8 州陵：地名，西汉置县，治今湖北洪湖东北。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

海辞书出版社，2010.12，第 58 页。

9 鄢：县名，秦置，治今湖北省宜城南。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

出版社，2010.12，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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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二十七年质日》中几个地名的地理位置从而确定“卢溪”的地理位置是不恰当的。

我们认为注释中的推断不妥，那么，“卢溪”又应该在哪个区域范围内呢？《多小未能

与谋案》中的简文内容或许有助于确定“卢溪”一地的大体范围。

简文中的“攻荆卢溪”，既明确指出“卢溪”属楚地，也说明其地应在“攻荆”的战争

范围之内。简文中军巫闲告发此案的时间是“十二月戊午”，注释推测为秦王政二十二年十

二月丙午朔十三日。
10
也就是说简文中提到的“攻荆”的时间应在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

225 年）十二月戊午之前。

《史记》中关于秦攻荆楚的记载主要有以下三次：

（1）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 235 年、楚幽王三年）

《史记·楚世家》：“幽王三年，秦魏伐楚。”
11

（2）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 226 年、楚王负刍二年）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李信攻平舆，蒙

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

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12

《史记·楚世家》：“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
13

（3）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楚王负刍四年）至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 223

年、楚王负刍五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

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

﹑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14

《史记·楚世家》：“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蕲，而杀将军项燕。五年，秦将王翦、

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
15

据前文，简文中“攻荆楚”的时间应在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 225 年）十二月之前，

排除了《史记》所记载的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至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 223

年）间的最后一次战争，在时间上前两次战争都是有可能的。《战国策·魏四》：“魏、秦

伐楚，魏王不欲。楼缓谓魏王曰‘王不与秦攻楚，楚且与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战，王交

制之也。’”
16
可见，幽王三年，秦魏伐楚中魏国并无诚心去伐楚，且奏谳书具有一定时效

性，故战争年代应与秦王政二十二年相差不会太远。由此推测，简文的“攻荆楚”可能性最

大的当为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 226 年）李信攻荆，初胜，后大败而归的这次伐楚战争。

“卢溪”为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 226 年）秦攻打的楚国属地，“卢溪”肯定在此次

战争范围之内。《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简略记载了此次秦攻楚的路线，即李信和蒙恬（蒙

武）
17
兵分两路攻打,而后李信与蒙恬（蒙武）会合：“李信攻平舆，后攻鄢郢，蒙恬攻寝，

李信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

（1）平舆
18
：

《史记正义》
19
：在预东北五十四里。

10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6，第 143 页。

1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11，第 1736 页。

1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11，第 2339 页。

13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11，第 1736 页。

14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11，第 234 页。

1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11，第 1737 页。

16 缪文远、罗永莲、缪伟译注：《战国策》，中华书局，2007（重印），第 347 页。

17 有学者指出，此时蒙恬尚未封将，应为蒙武之误。

18 平舆一地于李信败走之后复归楚地，参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9 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均为中华书局版《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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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汇释》：颜注：应劭曰：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先谦曰：后入楚，王翦

至平舆，掳荆王，见《始皇纪》。《续志》，后汉因。《一统志》，故城今汝阳县东南六十

里。
20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楚越》
21
，平舆在今河南平舆北方稍偏西。

“预”通“豫”，沿自《禹贡》九州岛之豫州，秦时为三川郡的简称，汉时为河南郡的

简称，地理位置相当于今河南省。汝阳县今已归入洛阳市。《史记正义》、《汉书地理志汇

释》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结论基本符合，即平舆在今河南平舆北方稍偏西。

（2）城父：

《史记索隐》：在汝南，即应乡。

《史记正义》：言引兵而会城父，则是汝州郏城县东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郏城

县东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许州华县东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

即杜预云襄城城父县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误也。左传及注水经云‘楚大

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谓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

说，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颍川父城县，沛郡城父县。据县属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

故使其名错乱。”

《汉书地理志汇释》：补注：先谦曰：陈夷陵，楚取之，见《左僖传》，后改名城父，

见《昭传》。章邯杀陈胜于此，见《秦纪》。刘贾屠之，见《项羽传》。高帝封尹恢为侯国，

见表。……后汉改属汝南。《一统志》，故城今亳州东南城父村。编者按：治今安徽亳州东

南。
22

楚国有两个城父，一为安徽亳州之城父，李信攻楚之时属于楚地；一为今河南平顶山市

西北之城父，李信攻楚之时属魏。故此城父当为上述三家皆提到的汝南城父，即安徽亳州之

城父。

（3）鄢郢：

一般认为此处鄢郢即指鄢。春秋时楚文王定都于郢，惠王之初曾迁都于鄢，是楚国的别

都，故历来鄢郢连称，鄢与楚都郢相距不远。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楚越》可知鄢在

今湖北宜城东南。但笔者认为处鄢郢绝非湖北宜城东南之鄢。《史记》秦楚战争中关于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的鄢地主要有以下两次记载：

《史记·秦本纪》：“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
23
，赦罪人迁之。二十九

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
24
为南郡，楚王走。......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

反我江南。”
25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

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
26

据《史记》，鄢﹑邓二地已于公元前 279 年至公元前 278 年的战争中被秦人占领，且二

地均属江北，无像“楚人反我江南”之类的记载，因此李信此次攻楚之时仍为秦地，李信没

有必要攻打汉水以西的秦地鄢，此处鄢郢绝非湖北宜城东南之鄢。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

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也就是说从鄢郢至城父是一个向西的行军方向（城父基本

上所附。

20 谭其骧主编、周振鹤编着：《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6，第 116 页。

21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0，第一册，第 45-46 页。

22 谭其骧主编、周振鹤编着：《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6，第 169 页。

23 《史记正义》：鄢、邓二城并在襄州。

24 《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郢城在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楚平王筑都之地也。”

2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11，第 213 页。

2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11，第 2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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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确定为安徽亳州之城父），但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楚越》，安徽亳州之城父在鄢

的东北方，而非西方。学者何洁在其文《昌平君及其反秦的几个问题》中认为鄢为陈，因此

鄢郢即为郢陈，“引兵而西”为“引兵向东”之误
27
。笔者却认为鄢郢或为两个地名--鄢陵

（安陵
28
）和郢（寿春

29
），相应的在《史记》中应断句为“信又攻鄢、郢”，那么从郢（寿

春）“引兵而西”至城父的记载也就无误。

（4）寝：

《史记集解》：徐广曰：“今固始寝丘。”《索隐》：徐广云固始寝丘。固始，县，

属淮阳。寝丘，地名也。

《汉书地理志汇释》： ，补注：先谦曰：“秦蒙恬大破荆军于此，见《王翦传》。”

颜注：应劭曰：“孙叔敖子所邑之 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编者按：在今安徽临泉县。”
30

两家对寝论述一致，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楚越》所标注的地点亦符合，寝即位

于今安徽临泉县。

此次秦攻楚战役所提到的主要地点会用下划线标注在下图：

31

通过对平舆、鄢郢、寝、城父等地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李信攻打楚国波及到的

区域，除了寿春，大部份战争均发生在淮河以北，那么“卢溪”作为被攻打的楚地也应大致

在淮河以北及淮河稍向南的区域范围内，而洞庭湖水域的岳阳在鄢地的南方，且已属于长江

流域。因此，注释中“据《二十七年质日》简记载推测，治所应在洞庭湖附近，或许在今湖

南岳阳一带”并不恰当，我们认为，“卢溪”的具体地望应该是在楚国的淮北地域及沿边，

再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楚》（见上图），或可大致将“卢溪”划定在汝水以东、

涡河以西的陈郡32中部。

27 何洁：《昌平君及其反秦的几个问题》，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4期。

28 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楚越》，安陵不仅一处，在地图上相隔不远便有两处地方均叫安陵，

鄢陵（安陵）于图中指近平舆和寝之安陵。鄢陵（安陵），位于今河南省漯河市东、上蔡北。

29 郢（寿春），即今安徽寿县。

30 谭其骧主编、周振鹤编着：《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6，第 121 页。

31 地图选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楚越》，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0，第一册，第 45-46

页。

32 辖今豫东、豫南及安徽近 30 个县市的广大地区，领多县：陈县、固陵、阳夏、柘县、苦县、新阳、汝

阴、寝县、新蔡、平舆、上蔡、项县等。陈郡其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周口市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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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岳麓秦简《暨过误失坐官案》中“□溪卿（乡）仓天窓（窗）容鸟”提到了地名

“口溪卿（乡）”，“溪”字的前面所残的字或许就是“卢”字，如果此说可以成立的话，

那《多小未能与谋案》中“卢溪”后所缺的两字中，第一字很有可能是“乡”字，如果这个

推断可备一说的话，那“卢溪”也许就是乡一级的行政单位，《汉书·地理志》上之所以没

有记载此地名，很可能是因其行政级别太低而未载于其中。因此，注释者推测的“似系楚乃

至秦县名”的说法也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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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LUXI

He Xu-ying

(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As a toponymy，LUXI was mentioned in Qin bamboo slips kept in Yuelu Academy, the paper

try to analyse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Lu Xi with the records of Shi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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