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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实证析疑义
üü关于蚌埠初始地名起源所涉几个相关问题的探究

ǃ辛 建 文/图

蚌 埠 古 今

去年5月底以来，笔者依据历史
资料，先后在《蚌埠日报》小南山专版
上发表了数篇文章，对蚌埠初始地名
出现的时间ʩ名称和历史地理环境，
以及称谓嬗变的历史轨迹等进行了
研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
见解ʪ

这些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对蚌埠
历史与地名变迁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关
注，不少读者对研究蚌埠之域初始地
名持肯定态度，认为这对于澄清事实，
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当地历史实属必
要；有的读者提出，已发表文中Ž埠ž字
作为新兴汉字，在明代才开始流行的
说法语焉不详，希望对此能够作进一
步说明；有的读者提出，应当怎样看待
以往有关著作里关于蚌埠初始地名起
源的某些观点，诸如Ž蚌埠地名早在南
宋期间即已出现žʩŽ蚌步应为蚌埠的
初始地名ž等，表达了读者对本地历史
关切之情；还有读者在认真阅读后，对
完善稿件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ʪ考虑到以上反馈意见，笔者在已
发表的前文基础上，拟再对与蚌埠初
始地名起源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探
究，并提出一孔之见，以供读者参考ʪ

一ǐĀ埠ā字作为新兴汉字在

明代才开始流行的史实依据

地名，是人们对特定方位ʩ范围ʩ
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予约定俗成的
文字代号；作为个体地域的指称，则是
语言的ʩ地理的ʩ历史的多侧面的综
合ʪ蚌埠之域地名的出现当然也不
例外ʪ

前文所述蚌埠初始地名Ž蚌阜ž，
是由Ž蚌ž与Ž阜ž组成，这两个字都是
比较古老的汉字，均被收入成书于先
秦时代的我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专著

《尔雅》之中，也为汉代许慎所撰我国
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
字书《说文解字》所收录ʪ

与Ž蚌阜ž的Ž阜ž字不同，Ž蚌埠ž
的Ž埠ž字是一个较晚出现的汉字，无
论是先秦时代成书的《尔雅》，还是东
汉成书的《说文解字》《释名》（刘熙
撰），直至北宋成书的《广韵》（陈彭年ʩ
丘雍编撰）等都没有收录这个Ž埠ž字ʪ

那么，Ž埠ž字究竟是从何时出现，
又是何时开始流行的呢？根据清代学
者翟灏的考证并得到学界认可的看
法，Ž埠ž字Ž宋以前未见用之ž，进入元
代之后作为新兴汉字的Ž埠ž方才开始
零星见诸于史籍记载（参见翟灏：《通
俗编¢地理》）ʪ而且有确凿史料证明，
直至明代，Ž埠ž字才被各类字书所收
纳，例如明万历年间方以智撰《通雅》
卷十七中就有Ž埠头，水频也ƀƀ按吴
楚间谓Ż浦ż为Ż步ż，则非特唐有此音
矣，后人遂作Ż埠ż（音Ż步ż）ƀƀ今积
贩泊商之所曰埠头ž的注释（参见图
三）；其后是明末张自烈所撰《正字通¢
土部》中有：Ž吴楚间谓Ż浦ż为Ż步ż，俗
遂作Ż埠ż字ž的记载ʪ也正是在明代，
Ž埠ž字作为地名才开始普遍在南北方
地域流行，成为比较常见的地名后缀
用字ʪ具体到蚌埠之域，依据可靠的
文献资料证实，也是在明中叶后，这里
地名才逐渐由Ž蚌阜žʩŽ蚌 ž过渡到
Ž蚌埠ž称谓，并自此固定下来ʩ沿用
至今ʪ

至于Ž埠ž字的主要源头，依据专
门研究汉语方言与壮侗语族语言的广
西民族大学康忠德教授，对汉字Ž埠ž
来源及与Ž步ž字关系的多年研究 ，
Ž埠ž当是一后起的古越语词，是随着
古壮字的兴起而产生的专门用来表示
码头的古壮字，后来被汉语吸收，于是
出现了以Ž埠ž代替古汉语词Ž步ž的现
象；从现有资料看，以Ž埠ž代Ž步ž的时
间不早于明朝（参见康忠德：《释Ž步ž
Ž埠ž》，载《民族语文》2010年第5期，第
35页）ʪ这也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佐
证，直至明代作为汉字的Ž埠ž字才开
始作为地名流行的基本事实ʪ对照这
一事实，再依据历史文献记载，研究有
关蚌埠初始地名的起源，才会有比较
可靠的基础ʪ

二ǐ对有关Ā蚌埠ā地名早在

南宋即已出现说法的商榷

上世纪80年代编史修志以来，曾
出现过有关蚌埠之域地名Ž蚌埠ž早在
南宋期间即已出现的说法（以下简称
Ž南宋说ž）ʪ这种说法出现较早的版
本是本市地名委员会于1985年编印

《安徽省蚌埠市地名录》，在该书第119
页有如下记述：Ž北宋时蚌埠泛指渡河
码头的两岸人家；南宋时宋ʩ金隔（淮）
河而治，始称河南岸码头小店为蚌埠
店，称河北的金治区为小蚌埠žʪ

考察Ž南宋说ž，不仅有悖于Ž埠ž
字在进入元代之后方出现于史籍记
载ʩ明代才开始流行的基本史实，更主
要的是缺乏历史文献等必要佐证ʪ由
于书中所载Ž南宋说ž对我市甚至全省
编史修志影响较大，已被多种涉及我
市初始地名的有关史志著作当作依据
沿用，所以笔者认为有商榷ʩ辨正的
必要ʪ

依据笔者对存世古代文献的考
察，历史上最早出现Ž蚌埠ž地名记载
的是成书于明代成化六年（1470年）柳
瑛编撰的《中都志》，在该书卷一Ž疆域
道里ž部分记载凤阳县地界时称Ž东至
临淮县界九洪桥十里，西至怀远县界
蚌埠四十里，南至定远分界岭五十里，
北至五河县界淮河中流一十五里ž；而
最早出现Ž小蚌埠ž地名记载的则是在
明中叶Ž蚌埠ž地名正式定型之后多
年，成书于清代雍正四年（1726）的官
修《古今图书集成》，在该书Ž方舆汇
编¢职方典ž第827卷Ž凤阳府部汇考
一¢凤阳府疆域考ž所载地图上，首次
在长淮卫西北淮河北岸方位标出Ž小
蚌埠ž地名（参见图二）ʪ所以，从实证
角度看，无论是Ž蚌埠žʩ还是Ž小蚌埠ž
之称出现的时间都是在进入明代之
后，而非之前ʪ

笔者无意质疑这部《安徽省蚌埠
市地名录》整体上的准确性，并认为其
对于研究ʩ规范当地地名具有重要意
义，但其中个别提法受当时条件所限，
如存在不甚妥当的现象，就应与时俱
进ʩ予以完善，比如有关蚌埠初始地名
起源于Ž南宋说ž恐系此例ŸŸ因为经
考察与梳理，现存明代之前形成的各
类历史文献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有关
考古资料，迄今均没发现南宋时期淮
河两岸有过Ž蚌埠žŽ小蚌埠ž地名称谓
的任何记载ʪ既属史无确证，此说似
应在修正之例ʪ

三ǐ对有关Ā蚌步ā地名称谓

早于Ā蚌埠ā之说的商榷

除了蚌埠最早地名出现在南宋的
说法外，笔者还注意到另一种比较流
行的看法，即认为在Ž蚌埠ž地名出现
前，蚌埠之域称谓为Ž蚌步ž；先有Ž蚌
步ž之称，后有（改）Ž蚌埠ž之名ʪ对
此 ，笔者认为也有依据史料澄清的
必要ʪ

如前所述，Ž蚌埠ž的Ž埠ž字在先
秦至东汉期间的《尔雅》《说文解字》等
书中均未收录，可见其为一晚出之字；
而与其同音的Ž步ž字上述各书皆收
之，其义均指Ž行走ž之意（参见《说文
解字》卷二：Ž步，行也；从止相背；凡步
之属皆从步ž），直至北魏郦道元所撰

《水经注》中，始赋予Ž步ž以Ž水边码
头ž之意（参见《水经注》卷三十九《赣
水》：Ž步，即水渚也ž）ʪ在Ž埠ž字出现
并流行后，由于Ž步ž与Ž埠ž的中古音
一致，所以出现了与Ž步ž字通假（意为
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的
现象ʪ

Ž步žʩŽ埠ž虽然通假，但用于地名
称谓也应从实际出发视具体情况而
定，似不应一概而论ʪ而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有的史志著作仅据此现象，
对蚌埠初始地名作出如下推断：Ž古代

Ż步 żŻ埠 ż通假，所以这里（指蚌埠之
域ŸŸ引者注）古称Ż蚌步集ż；明清时
形成渔村集镇，遂有Ż蚌埠ż之名ž（丁
剑主编：《安徽掌故》，黄山书社1990年
版第712页）ʪ另外，还有较具权威与
影响的辞书也持此类似观点，如上海
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古今地名

对照表》第170页则称蚌埠市Ž原为凤
阳县蚌步集（后改蚌埠集）ž，同为该出
版社2012年版《大辞海¢中国地理卷》
第150页也载有蚌埠Ž原为凤阳县蚌步
集，Ż步ż后改Ż埠żžʪ

笔者认为，确认一地地名起源，最
主要的恐怕还应是以确凿史料为依
据；如果单凭Ž步žŽ埠ž中古音通假这
一现象，而缺乏可靠文献史料或考古
资料作为支撑，就推导出Ž蚌步ž为Ž蚌
埠ž地名前身的结论，可能未必与史实
相符ʪ

首先，依据现存历史文献，明末清
初之前蚌埠之域从未出现过有关Ž蚌
步（集）ž的记载，有记载的蚌埠之域初
始地名Ž蚌阜ž在元末明初出现后，经
历了Ž蚌 ž阶段，才于明中叶后过渡
到Ž蚌埠ž地名的正式定型，在这段时
间内也从未与Ž步ž字产生过任何交
集ʪ而同样依据现存的历史文献，只
是迟至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Ž蚌步集ž之称才首次在灵璧县知县贡
震所撰《灵璧志略》中出现，而且依据
其书中地图ŸŸ灵璧县Ž南乡图ž所标
Ž蚌步集ž（当时地属灵璧县）方位，是
在今淮河北岸小蚌埠之域，并非南岸
蚌埠之域（参见图一）ʪ由此可见，Ž蚌
步集ž只是清代灵璧县官修方志对当
时还属该县辖地的淮河北岸小蚌埠之
域的地名称谓，与早在明代就出现特
指淮水南岸属凤阳县辖地蚌埠之域的
Ž蚌埠集ž地名称谓的涵义ʩ所指对象
有明显不同ʪ

其次，称蚌埠Ž原为凤阳县蚌步
集，后改蚌埠集ž之说，还忽略了一个
基本史实ŸŸ从明初洪武七年（1374）
凤阳建县到Ž民国ž三十五年（1946）期
间，蚌埠之域一直在凤阳县治下，而现
存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各种版本的官修
凤阳县志，无论是明代编纂的《凤阳新
书》，清代乾隆《凤阳县志》ʩ光绪《凤阳
县续志》，还是Ž民国ž二十五年（1936）
编撰的《凤阳县志略》诸书中，在记载
地属该县管辖ʩ位于淮河南岸的蚌埠
之域时，出现过Ž蚌埠žŽ蚌埠村žŽ蚌埠
集žŽ大蚌埠ž地名之称，而从未有过
Ž蚌步（集）ž称谓的记载ʪ

再者，从考察明清时期史志文献
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看，还有一个不
争的史实是：Ž蚌埠集ž称谓在历史上
出现在前ŸŸ载明代天启元年（1621）
官修《凤阳新书》），而Ž蚌步集ž之称则
出现于后ŸŸ载清代乾隆二十三年

（1758）官修《灵璧志略》ʪ即Ž蚌埠集ž
之称出现整整137年后，方才出现Ž蚌
步集ž之名，两者孰先孰后，岂不使人
一目了然？

另外，依据山东省史志学者的研
究和实地调查，作为地名用语的Ž埠ž
字在我国南方多起源于Ž步ž字（表示
Ž水边ž），而在北方则应是Ž阜ž的分化
字（表示Ž高坡ʩ土陵ž）ʪ例如山东内
陆栖霞市就有Ž荆子埠žŽ宋家埠žŽ前
埠ž，莱阳市也有Ž张家埠žŽ水盛埠ž
Ž沙埠ž等地名，均为地地道道的远离
港湾的陆地，该Ž埠ž字用于地名当从
地形特点ŸŸŽ地势高ž而来，因此，从
字源关系上看，Ž阜ž也应视为Ž埠ž字
的又一来源（参见婴里：《步¢埗¢埠》，
载烟台日报2021年12月7日第11版）；
蚌埠之域地处南北交界，地名形成与
定型可同时受到南北两方影响，但也
有自身独特的嬗变轨迹，从Ž蚌埠ž地
名Ž埠ž字由来的实证角度看，应当说
有受Ž步ž（水边）影响的因素，但主要
还是源于Ž阜ž（高坡）（参见前文《 蚌
阜¢蚌 ¢蚌埠ŸŸ明代蚌埠之域地名
嬗变的历史轨迹》，载蚌埠日报2022年
12月5日第12版）ʪ

笔者通过以上探究，意在追寻实
证，辨析疑义，以求澄清史实，比较准
确地了解蚌埠之域地名的由来与变
迁ʪ不妥之处，尚祈读者指正ʪ

时下，草长莺飞，山花烂漫，春意
正浓ʪ蚕豆花虽然开得不如桃花娇
艳，也没有梨花清纯，但也是姹紫嫣
红ʩ芳香浓郁，吸引着不少的游人流连
其间ʪ

Ž蚕豆已经长出来了！ž正在花间
拍照的一个女孩突然有了惊喜的发
现，她的惊叫瞬间打破了人们沉醉于
赏花嗅香的宁静，大家不约而同地把
目光投向了小女孩，小女孩有点不好
意思，脸羞得如同蚕豆花一样粉中带
红，低头含笑ʪ

原来靠近蚕豆根部的枝杈上，在
凋谢的花朵下面，一只只嫩嫩的荚果
从叶腋里伸展出来，荚果肥厚，表皮翠
绿，还披上一层细细的绒毛，胖胖的，
嫩嫩的，用手捏捏，还弹性十足ʪ

Ž是呀！再过月把就能吃上新鲜的
蚕豆了ʪž一位老爷爷也凑过来看热闹，
Ž蚕豆一旦结荚，长得非常快，它们会一
天一个变化，五一前后，就可以吃了ʪž

Ž五一就可以吃了 ！ž我一听到
Ž吃ž字，两眼就闪起光来，一副吃货的
形象顿时展露得一览无余ʪ

记得，每到蚕豆上市的时候，剥开
充盈的绿荚，三五颗蚕豆米并排横卧
在襁褓里，就像产房里刚刚出生的多
胞胎婴儿，个个鲜嫩嫩的，闪烁着清
新ʩ明艳的生命灵光ʪ这时候，母亲总
会给我们做上几道关于蚕豆的菜肴，
如：清炒蚕豆米ʩ红辣椒炒蚕豆米，尤
其是鸡蛋炒蚕豆，那叫一个绿黄分明，
清爽可口ʪ金黄色的鸡蛋在嫩绿嫩绿
蚕豆米的陪衬下，倍感鲜亮，犹如一碟
装饰富贵的鲜花，艳压满桌的菜肴，成
为大家餐桌上的宠儿，倍受欢迎ʪ

又过一段时间，蚕豆就成熟了，农
家人把它晒干扬净，装藏库存，以备后
用 ，我的母亲就是一位收存蚕豆的
好手ʪ

还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看
望母亲，临走时，母亲非要送我一些蚕
豆，说是自己家种的质量好，带给孩子

炒了做零食吃ʪ但由于一时没有找到
合适的袋子，母亲还连忙从她的Ž百宝
箱ž拿出来一块金黄的布料，缝了一个
小布袋，然后装上她精心挑选的几斤
蚕豆，最后还用一段绿色的毛线扎上
袋口ʪ

我临走时，母亲非要送我去乘车ʪ
那时候，我们老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要步行到离家四五里的集镇上，才能
乘上通往城市里的大巴车ʪ那年，母
亲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人了，但母
亲腰不弯，腿不疼，走起路来，就像一
阵风，让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大男子汉
都感到自愧不如ʪ多少次我想接过她
手里的那袋蚕豆，让她歇一歇再走，她
总是说不累，也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带
着我走向通往集镇最便捷的小路ʪ母
亲一边走一边和我聊天，总是聊我不
在她身边的日子里发生的人和事，有
让她高兴的，也有让她愤愤不平的，有
乐事也有她的烦心事ʪ

母亲把我送上开往城市里的汽车
后，她却没有忙着离开，而是一个人一
直站在路边向我挥手，不管我怎么示
意让她回去，可她一直没有离开，直至
我转过弯去，看不到了她的身影ƀƀ

由于乘车的人很多，上了车我很
久都没有找到座位，虽然我一直都是
在站着乘车，不管汽车多么的摇晃，或
者乘客多么的拥挤，但我都没有放下
那袋母亲亲自把它送上车的蚕豆ŸŸ
手提累了，我扛在肩上，肩膀累了，我
抱在胸前ƀƀ如同拉着母亲的手，一
样温暖和不舍ʪ可是，没过多久，却从
老家传来了母亲意外病逝的消息，我
崩溃了ƀƀ

看着眼前一大片正在盛开的蚕豆
花和那刚刚结出的一只只娇嫩荚果，
我眼睛湿润了，仿佛看到了一个身影
在我的前面为我拨棘探路，带我一路
前行ƀƀ

我爱春天 ，更爱春天的蚕豆花
儿艳ʪ

闲 趣 周文静 摄

蚕豆花正艳
ǃ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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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灵璧志略》所载灵璧县南乡地图（局部）所
标Ā蚌步集ā的地理方位（在淮河北岸，与小蚌埠方位一致）Ǒ

图二，清代雍正年间官修《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凤阳府疆域地图
（局部）所标Ā小蚌埠ā的地理方位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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