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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常听老人讲：“穷帮穷，亲帮亲”，穷人与穷人之间，更应懂得彼此的不容易，

互相帮衬，弗要“和尚见不得癞痢头，叫花子看不得讨饭佬”！溧阳这句老话融合了溧阳

人民的智慧，揭示了人性的劣根性，可以说是古今通用，中西皆宜。

记得媒体几年前曾报道过一则新闻：2011年8月13日，在温州打工的许兴权带着即

将分娩的老婆坐中巴车赶往医院待产，结果半路上老婆的羊水破了，司机觉得又脏又

臭，把他们赶下了车。司机无情，乘客冷漠，许兴权的老婆只好路边产女。故事本身已

很悲凉，关键是歧视他们的并非什么权贵，而恰恰是和自己同属一个阶层的穷人，这远

比“富人歧视穷人”更加刺痛我们的神经！

八十年代末期，由于父亲早逝，我们家孤儿寡母受尽了邻里的白眼和欺侮。其实他

们比起我们家，粮不多一粒，地不多一分，钱不多一毛，唯一多的是几个不读书在家务农

的儿子。而我们家的孩子除了大哥已高中毕业在社会上谋职，其余的孩子全部在校读

书，可笑的是读书的我们居然要被谩骂、被贱待，只因我们不是当时的劳动力！

真是“和尚见不得癞痢头，叫花子看不得讨饭佬！”。这样的场景让我们看到穷人间

互相撕扯的影子，只要比对方稍微“强势”那么一丁点儿，这种“强势”立马化作歧视更弱

小的同一阶层人的优越感！不管这种优越感有多么可笑可憎，它都远比落差鲜明的歧

视来得更加伤人！

现在这句俗语经常用来比喻同事之间、同行之间互相看不起。这句话包含的生活

道理再浅显不过，却直指人性的弱点。说明溧阳人民不仅善于认识自我，而且勇于解剖

自我。大家都要混口饭吃，弗要“和尚见不得癞痢头，叫花子看不得讨饭佬！”。

和尚见不得癞痢头、叫花子看不得讨饭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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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溧阳人，要了解地方的

历史文化，有三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

一、溧阳地名之由来；二、溧阳地名之

沿革；三、溧阳地域之演变。

一、溧阳，地名何来？

清康熙《溧阳县志》云：“以在溧水

之阳而名（水北曰阳）。其先曰濑渚，

曰固城（今在高淳），名异而地同。”那

么这里讲的溧水又在哪里呢？康熙溧

阳县令徐一经考识：“高淳县治游山之北

有二峰，原名溧山，水出其下，汇流入湖，

复经当涂，芜湖，会入大江，即溧水也。”

有人言，溧阳为“濑阳”之古吴音，

溧水即濑水，对不对呢？徐一经云：

“而溧水，志谓溧阳西北四十里有濑

水，吴音讹濑为溧，盖误指。旧县之水

出自曹姥山者也。不知濑渚、溧阳各

有取义，旧县徙自唐初，溧名溯于秦

始。东坝既成，湖水不与县通，指濑为

溧所由来也。至吴记以今治之山为溧

山，特临文疏忽之过，不足辨矣。”

溧阳，溧水之北称阳，高淳有峰称溧

山，其下有水称溧水，邑名由此而来矣。

二、溧阳地名，始于何时？

嘉庆《溧阳县志》云：“《吴越春

秋》、《越绝书》（记）春秋时已有溧阳之

名矣。”明朝万历进士邢一凤在《溧阳

县志》中云：“溧有邑，自秦始。溧邑有

志，自宋乾道始。秦之先，非无溧也。

固城筑于吴，平陵城于楚，逮罢侯置

守，溧阳之名著矣。”康熙《溧阳县志》

王锡琯撰序曰：“县建自秦，而平陵、陵

平已互著于吴楚，沿革至今。”乾隆《溧

阳县志》吴学濂重辑云：“建邑之始，溯

在春秋吴越争衡之际，代因代革。”

溧阳之名，春秋时应有。嘉庆《溧

阳县志》在“疑辨”一辑中曾提出疑问，

但又言：“《吴越春秋》、《越绝书》记子

胥乞食事，已称溧阳，则非秦始置。又

二书并无濑渚，陵平，平陵诸名目，吴

书系汉人所撰，其不以汉县追改春秋，

亦明矣！”

溧阳之名，春秋有之，后虽地名、

地域有变更，但到了秦朝建县便定了

下来。后又有永世、永安、永平等县名

更替，到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

建邑旧县，基本定局，沿革至今。

三、溧阳地域之演变，来来往往，
分分合合，错综复杂。

康熙甲子年邑人陈时泰作邑志

序，云：“溧之见于夏，曰：中江；见于

周，曰：濑水。秦汉而下，史不一书

矣。乃三千余年志乘阙略也。楚场吴

疆，一彼一此；宋州元郡，城郭变迁。

乾道、景定诸志，直于草木同腐。”由此

可见，由于史书的缺略，地名、地域变

迁难辨。

夏代，溧阳地属古扬州。商代末，

溧阳地属勾吴。春秋属吴，战国初属

越，后来又属楚，县志所在地不详。秦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设置溧

阳县，归属鄣郡。

西汉时，溧阳仍属鄣郡，县治不

详。东汉时县治在高淳县固城，汉武

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割溧阳之

东为永平县（今古县）。东汉建武元年

（公元25年）改永平为永世，三国吴宝

鼎元年（公元266年）又改为永安，晋武

帝泰康元年（公元280年）又改永安为

永世，公元304年又置永世、平陵两县

属之。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

废永世并入溧阳县。开皇十八年（公

元598年）又废溧阳并入溧水县。唐高

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废永世县入溧

阳县，割溧水东部复置溧阳县。唐昭宗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县治迁至现址。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作为一个

溧阳人，我们应该为家乡悠久的历史而

感到骄傲，为她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自豪！

图片来自溧阳发布（微博）

历经沧桑而流传下来的老地名，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信息，凝结了一代代溧阳人的生命记忆。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

历史，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血脉，承载着很多民众浓浓的记忆。很多城市老地名的消失，更多的

原因在于缺乏历史文化审美，缺少保护老地名的文化责任感和长远眼光。曾经有一位台湾老先生对某地民政部门说

过：“你们经济发展好，建设也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溧阳老地名”专栏旨在挖掘、整理包括村镇街巷、山川桥梁、园林古刹等地名文化，让一个个老地名把根留住，让一

缕缕动人心扉的乡愁长存民众心间。希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互动，来稿请寄 tmhzhangg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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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有“溧阳”

嘉庆县志中的手绘溧阳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