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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禹凿江而通九路”与九江山关联考释
孙友虎

《淮南子·地形训》是继《尚书·禹贡》、《山海经》之
后的又一地理名作。《禹贡》、《山海经》 均载有“九江”，

《淮南子·地形训》有“九山”、“九水”，却无“九江”，仅
在《淮南子·要略》中写有禹“剔河而通九岐，凿江而通九
路，辟五湖而定东海。”文中“凿江而通九路”，是否与“九
江”之名有关？（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二：“《淮
南子》‘凿江而通九路’，《说苑》‘凿江而通九派’，太史公
曰：‘余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而孔安国亦云‘江于此州分为
九道’。在汉以前，九江故道尚存，故言之凿凿如此。”
（清）胡渭《禹贡錐指》卷七：“《淮南子》曰禹凿江而通九
路……寻阳自西汉以迄东晋，皆言大江至寻阳分为九江，禹
之所凿而《浔阳记》《缘江图》，又备列其名。”淮南王刘安

所在的淮南国曾是秦汉的
九江郡，编撰 《淮南子》
当不会遗忘“九江”，秦
蕙田、胡渭引证 《淮南
子》 道出了其中的关联，
江水“九路”当指“九
江”。

“九江”作为水名、
地名无争议，作为“山”
之存在，其理由有三：

1.“九江”名列 《禹
贡》“导山”群山中，当
为 山 。《禹 贡》“ 导 山 ”
云：“过九江，至于敷浅
原。”“九江”名列其中，
水除“河”作为“四渎”
之一外，甚至没提其他

“三渎”，文中“九江”当
不是“水”。“导山”除

“河”、“海”水名外，涉
及二十八个地点，已知有二十七座山，独余“九江”为水？
若“九江”是水，何以言长江之支流，而独不言“主干”之

“江”？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战国楚怀王所制“鄂君启
节”，其中舟节西南水路铭文为“自鄂 （今湖北鄂城） 往，
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并未言及“九江”，说明
时至战国“九江”仍不是重要的运输水系。从中可知，《禹
贡》之“九江”，当是山。

2.《淮南子》“禹凿江”所“凿”之对象当为山。凿山
之说，《禹贡》早已记之，且在古代多为沿用。《尚书注疏》
载，“九江从山谷所出，其孔众多，言治之难也。”（宋）程
大昌《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九江之地，孔安国第言
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在庐江属县之浔阳，应劭释

九江亦曰江至寻阳分为九，然汉寻阳之地在今蕲春县境，此
地与彭蠡会江处，止二三百里，中间须有一山可名，东陵乃
与经应。”这一疑问，“中间须有一山可名”，可能即是久已
遗忘的“九江山”。

这一说法，还有对“凿江”之“江”为山的总体考察佐
证。对《四库全书》“凿”之对象进行考察，输入“凿山”、

“凿河”、“凿江”、“凿水”等关键词，结果发现： “凿”的
对象主要是“山”或江、河中的障碍物。治理长江的一个亮
点是疏通九江，《淮南子》云“禹凿江而通九路”，所“凿”
之对象当是与疏通江水相关联的“山”，因江水“通九路”
而名之曰“九江”，而凿通之山则以水而名为“九江山”，当
可信之。

3. 唐宋占星学家从天文角度认定 《禹贡》“导山”之
“九江”为山。唐人李淳风《乙巳占》卷三引纬书《洛书》
将此二十八山与天上二十八星宿对应：“……（南方七宿）：
井，荆山；鬼，内方山；柳，大别山；星，岷山；张，衡
山；翼，九江；轸，敷浅原……”（宋） 朱震《汉上易传》
卷九《说卦传》亦载“ 荆山、 内方、大别、岷山、衡山、
九江、敷浅原，南方七宿。”尹荣方 《大禹治水祭仪真相
——以〈山海经〉“日月出入之山”与〈禹贡〉“二十八山”
为视角》（《中原文化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一文指出：
“《禹贡》二十八山中‘九江’被怀疑非山名。‘敷浅原’，
孔《传》云：‘敷浅原，一名傅阳山，在扬州豫章界。’《禹
贡》这部分总名导山，且二十七山皆山名，则‘九江’亦必
山名也。则《禹贡》亦必有天文学之背景。”

山名九江者，《四库全书》至少有三处：一是浙江诸暨
九江山 （施宿 《会稽志》 卷九）。二是江西南昌九江山
（《江西通志》卷五十九）。三是淮域九江山（陈耀文《天
中记》卷四十三）。这三山均与《禹贡》“九江山”无缘，仅
从侧面证明了“九江山”作为大禹治水地之存在。

符合《禹贡》的九江山在哪？九江山与“九江”的地缘
有关联。《禹贡》四次提到“九江”，知“九江”在荆州境

内，导山至衡山以后，始与九江相遇；导江至九江之后，始
到达东陵。高师第《〈禹贡〉荆州所谓“九江”究竟分布在
今何处？》一文考证，“西汉时已有东陵乡与西陵县的设置。
例如《地理志》庐江郡下曰：‘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
（淮水当为灌水之误）。’此东陵乡，依据 《中国历史地图
集》西汉扬州刺史部，约在今北自金寨与罗田之间，南至宿
松与黄梅之间。又 《地理志》 江夏郡下曰：‘西陵有云梦
官。莽曰江陵。’此西陵县，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
荆州刺史部，约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因此，以上所述东陵
与西陵，可谓东西相望，也正好控制《禹贡》‘九江’的上
下。”西陵与东陵之间，西汉有枝江县，其得名于“江泛枝
分”（《水经·江水注》），其“泛”字恰恰道出了“九江”
治理前之状况，且有长江支流沱水流经。“九江山”当为汉
代枝江县与金兰县东陵之间的某座山，大约在今湖北黄冈、
罗田、黄梅一带。

“禹凿江而通九路”，（汉） 高诱注 《淮南鸿烈解》
（《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一注云：“江水通则为九。”刘文
典、陈广忠、何宁等名家之注大都简约，均未涉及“九江”
之名，或者说对治理“九江”在整个长江治理中的独特价
值，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注《淮南子》不易，译《淮南子》更难，尤须注意其中
之韵文结构。《淮南子·要略》云：“剔河而通九歧，凿江而
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文中有“‘歧、海’支之合
韵。”（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 河“九歧”、江“九路”
与“五湖”是大禹治水中的三个关键点，前后呼应。 “九
歧”之“歧”，意为叉开，李昉 《太平御览》 则引 《淮南
子》“疏河而通九支”及高诱注为“支，分”（中华书局
1960年版）。江“九路”，指九江，也可泛指多路江水。为
避开“九江”与“九路”连用之叠字，并植入“九江山”要
素，我将该段翻译为：“疏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九江
（山）而沟通多条水道，开五湖而注入东海。”

安徽地域文化一
般分为三块，即皖北
淮河文化、皖南徽州
文化与皖中的皖江文
化。其中，皖北淮河
文 化 最 为 久 远 而 厚
重，在安徽地域文化
乃至中华传统文化中
有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影
响。一个地域的文化
传统是该地域的突出
优势与发展力量，但
也需要进行辩证性的
扬 弃 与 创 造 性 的 转
化。分析淮河文化的
历史特色，促进淮河
文化的创新发展，对
于坚定文化自信、推
动文化繁荣兴盛具有
重要意义。

淮河文化的历史特色
淮河是道家文化

的母亲河，安徽境内
的淮河两岸自亳州、

阜阳至淮北、淮南一带的皖北地区养育了管子、老
子、庄子、淮南子、陈抟等不同时代的道家思想代
表人物。由此给淮河流域奠定了道家文化的深厚底
蕴与文化取向上的种种特点，成为淮河流域最主要
的文化基因。

其一，历史悠久，农业发达。中国文化历史悠
久，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不尽相同。大概言之，
则有质朴与文华之分，这从炎黄二帝始就已初步形
成。炎帝因教民农耕、制陶、医药，故谓之“神
农”，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之后
的黄帝因制作衣冠、宫室、文字，创造了中国的礼
乐文明，被称为“人文初祖”。农业文化当然也是
人文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根本的方面，但相对而言

“质而少文”。这是滋生道家思想文化的经济基础。
淮河流域正是炎帝部落势力长期统治与影响的地
域，也是我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国原
始第一村”安徽蒙城尉迟寺新石器遗址，就充分展
示了淮河流域原始农业5000多年前的灿烂文明。

其二，民性质直，行为好义。道家文化影响下
的人生取向是自然纯朴，不假文饰，重农轻商，尚
勇争气等。这些文化品性或文化取向都是由 “直
道”而来的，故一言以蔽之，曰“直”。但“直”
在古代文献中有直率、正直两种含义。质直即率
直、率真，这是人生的天然之性，而正直则是就直
于道、直于理而言的。从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有关淮
河民性的历史记载看，说的最多的是“质直”，与
此相关的还有“朴直”“悍直”等。孔子曰：“质直
而好义”，说的是性情直朴的人处处喜欢义、追求
义。 《国语·周语下》曰：“义，文之制也。 ”韦
昭注曰：“义，所以制断事宜也。 ”这是关于义的
最早解释，也是后世对义的标准界定。 “义”之所
以为“义”，首先就在于“制断”，也即果断、果

敢。制断的一大表现是担任、担当。从古代农民起
义的发端，到当代农村改革的发源，都是这块土地
上的人民担当起来的。制断的另一表现就是坚守、
坚持，表现在文化上就是自足、自信，重传统、传
承，不会轻易受到外部文化影响。

其三，生命茁壮，英雄辈出。 “自古淮上多豪
杰”，楚淮除了地广人众、经济雄厚等外在因素，
更有其道家文化基因的内在原因，因为不失人生原
有的茁壮生机与直朴本性。淮河人最突出的特点是
体型高大、胆力绝人、生活简朴、豪气干云、讲义
气、重友情。他们敢于反对强梁，以至革命起义；
或者坚守不移，无外慕之好，也无流俗之弊。从陈
胜、吴广，到项羽、刘邦，都是淮河文化孕育出的
杰出人物。汉唐以下，同样是人才辈出，屡屡左右
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舞台。正如梁启超所说，“有
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
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淮河流域，阳开阴
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
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

淮河文化的创新
淮河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家文化，但道家文

化是淮河文化尤其是皖北地域淮河文化的重要基因
与底色。因此，实现淮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要在把握特色的基础上，辩证取舍、推陈
出新，使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

1、建设文化淮河，促进文质统一。一般认为儒
家重文，道家重质，其实这并不全面。老子只是对

“文胜质”的虚伪现象进行清醒的批判，但并不反
对文；孔子强调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推
动淮河文化创新，就是要全面把握和吸收优秀传统
文化，并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文化观念创
新，文化内容创新，文化业态创新，加快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文化淮河，让“质直少文”
的农耕文化、“重质”的传统道家文化走向文与质
的高度统一，全面提升群众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
度。

2、提炼文化精神，弘扬正直正义。传统文化是
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需要具体分析，辩证取舍。淮
河文化品性有“质直而好义”的特色，但这里的

“直”与“义”，贵在正直与正义。这就要求顺理而
行而不是率性而为，遵从文明礼仪和规范，遵守社
会规章制度。因此，要总结提炼好淮河文化精神，
弘扬社会主义先进道德，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以古人
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为淮河地域经济社会发
展营造有效的社会治理与良好的社会秩序。

3、坚定文化自信，铸就新的辉煌。人类的文化
是多样的、动态的。传统文化应该是活态的，与时
俱进的。淮河流域的道家文化本身，从老子到庄
子，再到黄老道学、魏晋玄学等，也是随着时代的
变迁而丰富发展的。推进文化创新，就要坚定文化
自信，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
一起来，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在继
承中转化，在创新中超越，努力铸就淮河文化新的
辉煌。

浅谈淮河历史文化中的几个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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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形成的时间在一万年以上，淮河流域以其较早的农业文
明，加上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之间，南北文化的并蓄，孕育
了特有的信阳历史文化。千百年来，信阳人杰地灵，淮河之水滋
养了大批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大批信阳历史文化名人的涌现，
不断丰富了信阳历史文化的内涵，也使信阳历史文化人文内涵具
备了突出的特点。

人文内涵之一：友善
淮河与长江、黄河相比，主干流流程较短，只有一千公里，

但在主干流两侧却支流众多，流域面积甚广，因而水系发达。这
是地域特点形成的一种吸收与接纳。淮河流域在夏商之际及以后
的西汉、三国等朝代曾涌入了大量的移民。民族的不断融合互
补，创造了淮河流域灿烂的农业文明和淮河文化。这是不断的征
战造成的一种吸收和接纳。吸收和接纳，包容与融合，形成了朴
实、敦厚的民风，这民风的根本和基调便是人的友善。友善在孙
叔敖、管仲、司马光等文化名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传说孙叔敖少年的时候，在地里锄地，突然看见一条两头蛇
横卧在路上。他曾听人说，两头蛇是不祥之物，谁若碰见就活不
成。他暗想，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让你活着再去危害别人，于是
就挥锄将蛇斩死了。为人着想，冒险除害，既是勇敢，也是友善
之举。

被传为佳话的“管鲍之交”，说管仲、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
钱时，鲍叔牙让管仲多取言其家贫。管仲三次当官三次被罢免，
鲍叔牙为他解嘲说没遇到好机缘。管仲三次作战三次败北，鲍又
为他打圆场说家有老母。后来鲍又向齐国国君推荐管仲做相，自
己甘当管仲的副手。这个故事过多地褒扬了鲍叔牙，其实，如果
管仲不是知情识义的友善之人，鲍叔牙能和他结为知己吗？那管
鲍的“莫逆之交”也就不会千古传颂了。

“司马光砸缸”更是妇孺皆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年
纪小小的司马光在小孩掉进水缸里，其他小孩惊恐万状、四处逃
散之时抱起石头猛砸水缸，使小孩很快得救了。其时他所表现的
不仅仅是机智，更重要的是友善。后来，司马光任宰相，和新法
的提倡者既是政敌，又是诤友，在变法斗争中，虽是政敌，但却
友善相处，礼遇对方，光明磊落，决不暗中伤害，其待人友善情
深，为后人所称道。

人文内涵之二：自律
淮河主干、支流航道，通航历史久远。船行河上，驶船人须

知风识水，胸有成竹。货装多少为止，何时起航为宜，什么风向
打什么帆，什么水流掌什么舵，何地停泊有利，怎样卸货最佳，
都约定俗成，有规有矩，驶船人要条律铭心，牢牢遵守，不可忽
视造次。自由与限制，放纵与收敛，在船与水的关系中处理的是
那样和谐与自然。淮河文化受其影响，在其人文内涵中也就自然
带上了自律甚严的色彩。这种严于律己的品行在孙叔敖、费祎 、
何景明等文化名人身上都可以找到。

孙叔敖虽任楚国令尹，但为官清廉，不积家私，死后“其子
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由此引发了“优孟衣冠”的悲
喜剧，说的是孙叔敖之子侨一日打柴归来，碰到楚宫里专门为楚
王娱乐的优孟。优孟见侨这般穷困，甚是过意不去，便穿戴孙叔
敖的衣冠，模仿其神态，往楚庄王前祝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
敖复生，要他继续当令尹，优孟这才趁机讽谏，感动了庄王。庄
王于是召见孙叔敖之子，封之寝丘 400 户。遵守法度，严于律
己，使孙叔敖成了清官，落了个两袖清风，留下了令后人啼笑皆
非的故事。

蜀国尚书费祎在诸葛亮去世后担任着蜀国的军政重任，他不
仅自律甚严，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要他们布衣素食，出入不骑
马、不坐车，和平民百姓一样不搞特权。律己能清廉，清廉能生
威。费祎在任期间能出将入相，号令三军，继续诸葛亮未竟的事
业，为后人所称道，与其严于律己的品行是分不开的。

明朝的文坛领袖何景明，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
来，不取地方官吏贡献的一金一物。就任陕西还里时，《明史》也
明确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封建社会官场中真是难能可贵啊！

人文内涵之三：勤奋
淮河支流众多，在干流两侧呈明显的不对称分布：南侧支

流，河短流急，水量丰富，暴雨时易形成洪峰；北侧支流，源远

流长，弯多水浅，流速缓慢。两侧支流的汇入，就使淮河干流或
呈现出激流勇进奋发有为的势态，或表现为经磨历劫自强不息的
风貌。两侧流域若雨水过多，极易形成洪涝灾害，人们反复耕种
勤奋劳作才能收获。因此体现在淮河文化的人文内涵中便有了永
远的勤奋，像淮河流水一样日夜不息地向东方流去。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勤奋好学，于戎马
生涯中手不释卷，尤喜读军事和文学著作，曾反复阅读《孙子兵
法》，并予作注。爱登高赋诗，又懂音乐，今存的二十多首乐府
诗，人们仍十分喜爱。

司马光勤政闻名，任宰相后更是“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欲
以身殉天下。”而在修史著述方面，其勤奋之至，更是世所罕见。
为编篡《资治通鉴》他耗费了 19年的心血，这部史学巨著上起周
威烈王 （前 403年），下止后周世宗显德六年(85年)，横跨 1362年
历史，真是宏大无比，浩如烟海。司马光说：“臣之精力，尽于此
书。”书成之时，司马光“精疲力竭，牙齿所剩无几，”其耗时之
长久，其笔耕之艰辛，其付出之巨大，令后人肃然起敬。

清朝状元、植物学家吴其睿在全国许多地方做过官，为官
时，仍潜心研究植物，每到一地都采集植物标本，并向当地劳动
人民请教，对罕见植物不仅观其形，还尝其味；对可疑植物，虽
经研究比较，仍不能肯定的下结论。辛勤的观察研究和严谨的治
学精神，成就了植物学巨著《植物名实图考》。

人文内涵之四：忧患
淮河没有直接的入海口，历史上须展转入长江而后入东海。

因此遇汛期常泄洪不畅，使流域内不少地方形成洪涝灾害，有时
水患连年，庄稼绝收，房屋倒塌，人们流离失所，不能安居乐
业，久而久之便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耕种了能不能收获、住
下了能不能安心的对水患的忧虑情绪。这种健康的忧虑情绪反映
在淮河文化的人文内涵中，也就是较为正常的忧患意识了。忧患
意识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息夫人、蒋光慈等文化名人身上。

传说美貌倾城的息夫人虽是女流之辈，却素有大志，嫁给息
侯后，见息侯疏于政事，心怀忐忑，忧国忧民之心寤寐不忘，就
想方设法诱劝息侯，息侯听了劝导，使息国慢慢走上了自强的道
路。后来，蔡侯为讨好楚王，极力向楚王称赞息夫人貌美，好色
的楚王便以武力将息夫人抢去作夫人，息侯不堪蹂躏而死，息国
自此灭亡。息夫人在楚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终日怀念故国，
牵挂息侯，三年不语，最终自尽而死。“三年不语”，既表现了息
夫人坚强的反抗意识，也足见她为国为民为家的深深的忧愁思念。

现代诗人蒋光慈很早就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当中
国的无产阶级跨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以“时代的忠实儿子”“暴
风雨的歌”的姿态跃居文坛，他的不少文艺作品鼓舞激励一代青
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但也流露了不少哀愁和忧郁，如 《新梦》、

《少年漂泊者》等，这也是忧患意识的一种体现。
淮河历史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经过许多文化名人的发扬和完

善，不少人文内涵已成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
精神行为，绽放着熠熠夺目的人文光辉。近年来，信阳各项事业
蒸蒸日上，不断繁荣，尤其是“五个信阳”建设目标的提出，更
加鼓舞人心。在高品位的魅力信阳建设中，如果我们能不断汲取
淮河历史文化中的人文内涵，以友善、自律、勤奋、忧患等人文
精神鞭策自己，激励自己，鼓舞自己，更会使我们的“五个信
阳”建设动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