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鸡父”地望考辨

樊　宁

　　提　要：吴楚鸡父之战是春秋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关于鸡父的地望，杜预认为在安丰县南，但安丰县在
何处，历来却有固始与寿县二说。综合正史地理志、《水经注》和 《太平寰宇记》等史籍的记载，可分析得出

寿县说为误，进而探讨致误缘由：最晚至南朝齐梁之前，安丰县一直位于河南固始县东南，后经三次迁徙，到

隋初迁至安徽寿县西南。然唐宋以降，一些学者未能理清历代沿革与县治变迁，将寿州的安丰县误当作汉晋时

的安丰县，导致谬误陈陈因袭，留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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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父之战见载于 《春秋》昭公二十三年 （前５１９）：“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
于鸡父。”① 《左传》释经曰： “吴人伐州来，楚鑅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锺

离。……戊辰晦，战于鸡父。”② 清华简 《系年》第１５章亦载有此事：“伍鸡将吴人以围州来，为
长壑而縧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縧。”③ 《杜注》云：“鸡父，楚地，安丰县南有鸡备亭。”④ 此

处鸡父亦读为鸡备，根据 “古无轻唇音”音理⑤，轻唇音 “父”与重唇音 “备”上古同音，故二者

可通。杜预认为鸡父在安丰县南，此无异议。但安丰县具体在何处，后人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固始说，认为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此说始自 《水经注》⑥，洪亮吉 《春秋左传

诂》⑦、沈钦韩 《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⑧、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⑨、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

图集》瑏瑠 等采纳了此说。

二是寿县说，主张在今安徽省寿县西南。此说出自唐宋之时，张洽 《春秋集注》瑏瑡、王脄，

张廷玉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瑏瑢、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瑏瑣、江永 《春秋地理考实》瑏瑤、顾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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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事表》①、竹添光鸿 《左氏会笺》② 等亦持此议。

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至清乾嘉时期达到顶峰，一时学人无不兼治，然千虑难免一失。今以

“鸡父”为例，通过对安丰县治历代沿革变迁的考辨，纠正存留至今的谬误，并分析其致误缘

由，以求正于方家。

首先分析固始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 《水经注》，其 “决水”条云：“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

大别山，北过其县东，又北过安丰县东 （郦道元注曰：决水自雩娄县北经鸡备亭，《春秋》昭公

二十三年 ‘吴败诸侯之师于鸡父也’……），又北入于淮。”③ 学界一般认为 《水经》是三国时

期的著作，书中基本反映的是东汉三国时的情况。据此，《水经》所载的安丰县应当在东汉庐江

郡雩娄县北、大别山东北，决水经过其东部。此安丰县亦见于汉晋时期正史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 “六安国：县五：六、蓼、安丰 （《禹贡》：大别山在西南，王莽曰美

丰）、安风、阳泉。”④

《续汉书·郡国志》： “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 〔三〕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十四

城：……雩娄……安丰 （有大别山）……”⑤

《宋书·州郡志》：“安丰县名，前汉无 （卷后 《校勘记》云：按 《前汉志》六安国有安丰

县，此云前汉无，误），后汉属庐江，晋武帝立为安丰郡……”⑥

由上，汉晋正史地理志所载安丰县亦在大别山东北，与雩娄县邻近，可以断定与 《水经》

所载为一地。据此可梳理出安丰县的建置沿革：西汉属六安国；东汉除六安国，将其并入庐江

郡；魏晋分庐江郡设安丰郡，下辖之。在此期间，其县治城址并无迁徙，查阅地图，应位于今河

南省固始县东南。杜预为西晋初人，故所指安丰县即此地。可见固始说依据的史料丰富翔实，论

证严谨，较为可靠。

而关于 “鸡父”的具体位置，史书并无详细记载。唯清同治 《霍邱县志》卷１《舆地志八》
曰：“鸡备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 ‘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杜预 《注》

曰 ‘安丰南有鸡备亭’，今讹为箕子城，在开顺。”⑦ １９９２年出版的 《霍邱县志》进一步解释

云：“《春秋》鲁文公五年，楚公子燮灭蓼，设蓼邑属楚，后又分蓼邑设雩娄邑 （邑治在今固始

县陈淋镇附近）和鸡父邑 （邑治在今金寨县开顺镇）。”⑧ 开顺镇后属霍邱县，１９３２年划归金寨
县，而金寨县是民国时析霍邱、固始、商城等县部分区域组成。据 《水经注》载：“决水自雩娄

县北经鸡备亭，在光州固始县东南。”⑨ 可知鸡备亭位于决水 （后称史河）边，固始县东南。开

顺镇亦位于史河边，在固始县东南约７５里，此可备一说。
既然固始说无误，因何会产生寿县说？又为何致谬？要解决此问题，关键在于理清安丰县的

历代沿革和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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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提到，魏晋时安丰县属安丰郡。此后情况开始复杂，从 《宋书》 《水经注》 《南齐

书》《太平寰宇记》等史籍的记载来看，从东晋南朝直至隋初，安丰县的建置发生了几次重大

变化。

首先，据 《宋书·州郡志》云：“安丰太守，魏文帝分庐江立。江左侨立，晋安帝省为县，

属弋阳，宋末复立。”① 可见东晋时安丰已由郡降为县，直至南朝刘宋末年复立为郡。

其次，从南朝齐梁直至隋朝初年，安丰县治历经三次迁徙。《水经注·决水》注云：“安丰

县故城，今边城郡治也，王莽之美丰。”② 《南齐书·州郡志》： “安丰郡：雩娄、新化、史水、

扶阳、开化、边城、松滋、安丰。”③ 郦道元所说的 “安丰县故城”，应是固始县东南的汉晋旧

县城址，南朝齐梁时此地已为边城郡治，而 《南齐书》安丰郡下辖有边城县与安丰县，可知安

丰县治发生了迁徙，已不在固始东南。但迁至何地，正史未载，翻阅史书，唯 《太平寰宇记》

中的有关记载，更合乎史实，纤悉无遗。其 “霍邱县”下 “古安丰州”条云： “在县西南十三

里，北临淮。……武帝元狩二年属六安国……梁天监元年移此县于霍邱戍城东北置安丰。至大同

元年又改为安丰州，此城遂废。”④ 其下 “废安丰州”条又云：在县南四十里射鹄村。……大同

元年徙旧安丰郡于此置州。……北齐天保七年废州为县，遂于无期村置安丰县，入楚州。隋开皇

三年移就芍陂下，此州遂废。⑤ 此处明确记载了南朝梁时，安丰县已迁至霍邱戍城东北，并升为

州，后此地又入东魏，北齐时又废为县，迁至无期村，至隋开皇年间，又迁至芍陂附近，唐

因之。

综上所述，汉晋的安丰县与隋唐以降的安丰县并非毫无联系，后者实为前者迁徙的结果。最

晚至南朝齐梁之前，安丰县一直位于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后经过三次迁徙，到隋初迁至今安徽寿

县西南，唐因之，至明初省入寿县，即今安徽省寿县安丰镇，芍陂在其境内，今名安丰塘。

至于迁徙原因，史料残缺，已无明确记载，唯清人提出了侨置郡县的说法：“安丰故城，在

寿州南，汉安丰县在今河南固始县界，东晋始侨置于此。”⑥ 查阅史书，发现的确有一些记载能

支撑清人的这种解释，最主要的是 《宋书·州郡志》中的两条记载：“安丰县……江左流民寓寻

阳，侨立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⑦ “安丰太守，魏文帝分庐江立，江左侨立，晋安帝省

为县，属弋阳，宋末复立。”⑧ 这两则史料皆有 “侨立”二字，且时间都在东晋，联系到当时的

社会大背景，自然使人想到 “侨置郡县”这种特殊区域建置，清人的这种解释似乎有些道理。

但笔者却认为清人的此种观点难以成立，这两条史料存在明显的相互抵牾之处。从第一条史

料可以得知，东晋侨置的安丰郡应在寻阳境内，但东晋的寻阳在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不管是与

河南固始，还是与安徽寿州，皆相距太远。而第二条史料却记述东晋侨置的安丰郡 （后省为县）

在弋阳郡附近，东晋的弋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北，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河南淮河以南、

竹竿河以东、灌河以西地。《宋书·州郡志》对同一地方却有不同的记载，反映出当时地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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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的混乱。

至于应如何认识，笔者认同胡阿祥的看法。胡阿祥在其 《〈宋书·州郡志〉考疑 （十六）》①

一文中对这两条史料进行详细的考证，认为三国魏文帝分庐江郡所立的安丰郡与东晋侨立的安丰

郡并非一郡，东晋侨立的安丰郡在寻阳界内，并于东晋安帝义熙土断时与松滋侨郡一起省为松滋

国。而魏文帝所立的安丰郡，即弋阳郡所领的安丰县 （晋安帝时省为县），宋末复立为郡 （治安

丰县）。《宋志》的第二条史料将安丰侨郡与安丰实郡混淆为一郡，故胡主张应删去 “江左侨立”

四字。据此，清人 “侨置郡县”的说法不足为信。

然唐宋以降，许多学者将寿州的安丰县误认为是汉晋时的安丰县，从而产生寿县说。如宋人

张洽 《春秋集注》云：“安丰县南有鸡备亭，今属寿州。”② 而此观点实源于隋唐正史地理志的

记载。《隋书·地理志》：“淮南郡 （开皇九年曰寿州），统县四：寿春、安丰 （有芍陂）、霍丘、

长平。”③ 《旧唐书·地理志》：“寿州，旧领县四：寿春、安丰 （县界有芍陂，灌田万顷，号安

丰塘）、霍山、霍邱。”④ 此处的安丰县位于寿州⑤，始建自隋朝，是汉晋旧县历经迁徙之后才至

此地，唐因之。此说与 《左传》杜预的注释明显不相符，可见寿县说无疑是不成立的。

其实这种错误观点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多见于唐人的经史之注中，如 《后汉书·窦融列传》

云：“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唐李贤注：

“安丰，今寿州县也，故城在今霍山县西北。”⑥ 李贤即认为东汉时的安丰县位于寿州。虽然亦

指出了安丰县故城的位置，但仍是不确切的。唐初的霍山县在汉飅县之地，后改名为 “盛

唐”⑦，当在今安徽六安市附近，距离今寿县较远，不可能为安丰县故城。⑧

唐宋以降，寿县说被历代学者陈陈因袭，如 《舆地广记·淮南西路·安丰县》云： “汉阳

泉、安风、蓼三县地，属六安国。东汉属庐江郡。魏置安丰郡。晋、后魏、梁、陈皆因之。隋开

皇初郡废，属寿州。唐因之。有芍陂，楚相孙叔敖所造……”⑨ 又如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

三·凤阳府·寿州》下有 “安丰城”云：“春秋时六国地，汉置安丰县，属六安国。后汉建武中

封窦融为安丰候，寻复为县，属庐江郡。三国魏置安丰郡……晋安丰县属安丰郡，安帝时郡废，

县属弋阳郡。宋末复置安丰郡治焉。齐因之。梁置陈留、安丰二郡。……隋郡废，县属寿州。唐

因之。”瑏瑠

综上所述，依据正史地理志、《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史籍的相关记载，笔者对安丰县

的历代沿革与县治变迁进行了梳理，判定寿县说为误，进而分析致误缘由：汉晋时的安丰县治一

５７《春秋》“鸡父”地望考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胡阿祥：《〈宋书·州郡志〉考疑 （十六）》，《学海》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２０页。
张洽：《春秋集注》卷９，《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５６册，第１４７页。
《隋书》卷３１《地理志下》，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标点本，第８７４页。
《旧唐书》卷４０《地理志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标点本，第１５７６—１５７７页。
我们也可以根据县界内的芍陂来判断其位置。芍陂之名，始见于 《汉书·地理志》，凡二见：“庐江郡潜山

县”条云：“?水，?山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六安国六县”条云：“如溪水，首受?，东北至寿春入

芍陂。”又 《后汉书》卷７６《循吏列传·王景传》：“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耕地力有余而食不足。邻界有楚
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李贤注：“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陂径百里，灌田万顷。芍音鹊。”由此，此安丰

县位于寿州。

《后汉书》卷２３《窦融列传》，第８０６页。
参见 《旧唐书》卷４０《地理志三》，第１５７７页。
此处 “霍山”或为 “霍邱”之讹，李贤可能指的是安丰县第一次迁徙至霍邱县的故城。

欧阳?著，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２１《淮南西路》，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０６页。
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２１《凤阳府》，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２０页。



直位于今河南固始东南，后经三次迁徙，至隋初迁至今安徽寿县西南。然唐宋以来，一些学者将

寿州的安丰县误认为是汉晋时的安丰县，如上文提及的张洽、江永、高士奇、顾栋高等均有此

失。至于因何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古人写作有因袭前人旧说的习惯有关，或因时空变迁，或经

传抄致讹，使得部分学者对一些问题没有理清从而产生谬误，后代学者往往不加审察，因袭旧

论，以致谬说存留至今，这也正是我们在平时的阅读、研究中须多加注意的地方。

汉唐安丰县变迁图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传承：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实录》
丛书出版发行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的 《传承：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实录》丛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分１０大类４０卷，共计８００余万字，以口述史的形式，对河南省已公布的８３２位国家
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地挖掘与整理。书中附有大量图片、音像资

料，对非遗传承人的技艺文化和其 “背后的故事”进行全景扫描和鲜活展现。该丛书的出版，

是河南省地方史志战线向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和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的献礼，对推动河南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６７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