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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Arts

成都得名考 （三）

□李殿元

方
地地

关于“成都”得名问题，文史

学者李殿元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述“成都”

如何得名的文章，从各方面阐述

了“成都”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

思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

功之都”。“锦水”版分3期连载，

以飨读者。

前后蜀时期成都城复原图
绶草是

我的救命草
□曾照

物
风风

我老家在崇州市无根山脚下一
个叫罗家碥的地方。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乡间阡陌纵横的村道全是
土路。每到清明节前后，这些路边
的草坪中，总能见到星星点点分布
生长着一支支直立花箭，以及附生
在花箭上呈螺旋排列的紫红小花，
沿着花箭盘旋而上，宛如绶带。这
就是绶草。

一首歌曲唱胡适先生的诗，有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之句，兰
花草指的就是绶草。绶草是一种兰
花。所以有人说，绶草是世界上最
小的兰花。它分布范围广阔，生于
海拔 200-3400 米的山坡林下、灌丛
下、草地或河滩沼泽草甸中。绶草
的花序如同绶带一般，故得名，被誉
为“通往天国的阶梯”。

我与这种草有着特殊的缘分。
在我四五岁有些许记忆时，就已经
在母亲的教识下，从野外的林边道
旁辨识了绶草。小时的我瘦弱不
堪，肠胃不佳，不贪饮食，这成了母
亲的心病。每到清明后，她总时不
时会挖取些正开着花的绶草、带根，
洗净后混着炖猪蹄或猪肉，要看着
我吃肉喝汤。母亲管这种草叫“猪
獠（牙）参”，说是能补体虚，强筋
骨。现在想来，叫这名完全是因为
它有如猪牙一般粗细的肉质根。总
之，不同地域的人们总会不吝赐予
这种草花一个他们能理解的或雅或
俗之名：盘龙参、红龙盘柱、一线香、
龙报柱、猪牙参等。在崇州乡野，绶
草的花期是清明后一个半月左右，
其他时候你根本不会注意到它，没
有花箭伸出，绶草就会泯然于众草
之中而难以显现。

《诗经.陈风》有云：“中唐有甓，
邛有旨虉(yi 四声），谁侜(zhou 一声)
予美，心焉惕惕。”其中的“虉”，《尔
雅. 释草》作虉绶，晋代郭璞注：“小
草有杂色，似绶。”这是关于绶草的
最早记载。“邛有旨苕”和“邛有旨
虉”之“邛”，《说文》：“土之高也，非
人所为也。”也就是说，“邛”的本意
是指自然形成的土丘，这与古蜀语

“邛”的“碉楼 、居 所 ”含 义 不 同 。
“虉”就是兰科的绶草，分布于语山
坡林下或山间草地。孔颖达《毛诗
正义》说“美草多生于高丘也”。那
么说绶草生于自然形成的土丘符
合绶草的自然生长规律。也就是
说，“邛有旨虉”不是瞎话，算是花
言巧语的美词吧。

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雄才
大略，也有闲情逸志，诗情喷发之
时，就曾写过一首《初夏》诗：

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
阴阳深浅叶，晓夕重轻烟。
哢莺犹响殿，横丝正网天。
佩高兰影接，绶细草纹连。
碧鳞惊棹侧，玄燕舞檐前。

诗中的佩兰与绶草都会在初夏
开花，细长的蓝色花朵，无意中也入
了帝王之眼。

上世纪末，随着农村中农药化
肥尤其除草剂的泛化施用，加上乡
村道路硬化，野外已再难见到绶草
娇小美丽的身影。如今，竟成国家
二级濒危保护植物。如果你能在你
生活的环境周围发现这种世上最小
的兰花，请别伤害它。从另一个层
面说明，你生活的大环境是优美健
康安全的。

今年春天细雨时节，我走在回
家的路上，偶然发现一株绶草，不禁
想起逝世多年的母亲。

候季季

立春已过，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
新季节就渐次打开。

春的正剧启幕前，序曲已铮然奏
响。美妙的旋律，蕴藏于自然物象细枝
末节的微妙变化里，也镶嵌在我们身边
那些温馨的场景和日常生活的肌理中。

时入腊月，低迷了许久的人间烟火
气息，像打开风门的满膛炉火，呼啦啦
雄旺起来。都市里，街头重现熙熙攘
攘、车流如织的繁荣景象。如今，各具
风情的灵动面孔如同异彩纷呈的花朵，
恣意怒放在浩茫的天宇下，芬芳在澄澈
的阳光里。生命的坦诚写真不再蒙尘，
清新的空气透彻鼻息，舒张着勃勃律动
的心肺。

街头巷尾的餐馆酒店，生意的瞬息
火爆几乎令所有店家都有些措手不
及。久违的老同学老朋友聚会，大家族
小家庭的团年饭，熬过寒冬的企业的感
恩团拜，千万里迢迢归乡游子的洗尘
酒，因疫情延迟举办的喜庆婚礼和隆重
寿宴⋯⋯太多的心绪需要释放和抒达，
太多的情谊期盼交流和倾诉，太多的孝
爱急于弥补和奉呈。包席订单天天客
满，连走廊和街沿边也挤置了座席。店
主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嗨嗨，好久
没见过这样兴旺的人气了！”

这个新年闹得格外喜庆。川西平
原的城镇乡村，缺席多年的传统节目一
个个重新上演:灯会、庙会、耍龙、舞狮、
迎财神、川戏围鼓、祠堂坝坝宴。时尚
新潮的阵仗也纷纷登场：迎春交响音乐
会、现代劲歌热舞、本土网络春晚⋯⋯
到处是人山人海，笑语欢歌。大年三十
前后，一些区域烟花爆竹解禁了，火树
银花、悦耳脆响，热气腾腾烘托出一大
片红彤彤的不夜天。浪漫温馨的贺词
里都少不了互致一句“平安健康”。尘
世间的广庭大众共同掂量出这句短语
无以取代的分量。

旅游度假火爆得令人咋舌。许多
人无惧舟车劳顿，举家前往各路名山大
川。“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许多人或许
并未读过张晓风的文章，但是，有过足
不出户地“宅家静默”的人们，此刻，其
心境与这样的诗境正好契合，一个个忘
情地张开怀抱，深情融入美轮美奂的大
自然，陶醉于无拘无束的山水行游之
中。路途拥堵航班延误，一些景区客满
限流量，度假村房价大幅上涨，仍然挡
不住八方游人蜂拥而至。那些被疫情
耽误了的风花雪月，恨不得一古脑儿找
补回来。

人们的亢奋与欢喜，不仅是因为挺
度时艰后的欣慰鼓舞和高度紧张之后
的轻松释放，更源自于共赴生活新希望
的期冀。

人世间日渐回暖的精气神，是大自
然春天序曲里的主乐调，与冬春更迭的
时令足音浑然一体。春节假期后几日，
一连几个暖阳，我居家的旌城南公园一
片树林，枝叶间隐隐约约浮起一抹赤色
云霞。走近细观，原来是满枝头刚刚绽
苞的红梅，尖尖的一丁点儿，酷似小鸟
的嘴喙。旌湖岸边婀娜的垂柳开始吐
露鹅黄的嫩芽，几只从南方早归的燕子
在丝绦间飞来掠去，有如倏忽的黑色闪
电。波光粼粼的旌湖，水位正在潜滋暗
长。三五只色彩斑斓的纸筝，被孩子们
奔跑着放飞，在略为零乱的风向中，摇
摇晃晃升上天空。

春意袅袅，春天的大幕已然彻底
启开。

春意是城市的表情
□潘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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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都在秦统一后的强势崛起

因为秦对古蜀的统一，古蜀文化湮灭
了，巴蜀文化出现了断裂，这是古蜀之地的
不幸；但是，由于秦的统一让巴蜀地域自此
纳入中原管辖，并因作为统一全国大战略
的后方基地而加大了对巴蜀地域的管理和
建设，从而让此地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进入
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这又是古蜀之地
的大幸。

秦在此置蜀郡、巴郡，并因军事的需要
而修建都江堰。《史记·河渠书》说：“此渠皆
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历史
的发展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本不主要
是为农业灌溉而修建的都江堰，却在“有余”
即它的次要目标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成
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大发展。

刘邦继秦始皇之后，重新建立了大一统
的汉帝国；而刘邦的成功，正是依靠蜀地丰
富的物质和人力。所以，西汉开国后，蜀地
受到重视，经济、文化、教育都有大的发展。

在汉代，蜀地在经济上取代关中成为天
府之国。据《汉书·食货志下》：“遂于长安及

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
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
师。”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
都”之一。

经济的繁华必然带来文化的繁华。汉
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所
地方官办学校——“石室”，创立不久，即以
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创造了文章大雅，不
亚中原的奇迹。史书说：“蜀地学于京师者
比齐鲁焉”“蜀学比于齐鲁”。“原是‘蛮夷之
邦’的四川，在文化学术上竟可以 同孔子、
孟子的家乡，历来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
媲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汉武帝对
文翁设学之举甚为赞许，于是下诏令天下郡
国皆立学校官。

汉代文学承楚辞余绪，盛行辞赋，最有
代表性的是“汉赋四家”。在“汉赋四家”中
竟有 3 家出自蜀地，即司马相如、扬雄、王
褒。首创断代史、撰写《汉书》的班固称赞他
们“文章冠天下”。

在班固所撰的《汉书》中，司马相如是卷
五十七、扬雄是卷八十七，这两卷，是分了卷
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
在《汉书》对人物事迹的记载中“享受”了此

“待遇”的，唯有开国君主刘邦与司马相如、
扬雄这 3 人，除此之外，再无他人，其他汉代
的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
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

司马相如绝对是汉代最伟大的文人学
者。他学问渊博，特善辞赋，其代表作品为

《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
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

“辞宗”。2000 多年来，司马相如在中国文

学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扬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
言学家，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

《太玄》，又作《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
言，无论是学识、学力和研究兴趣，都堪称西
汉末至东汉初那个时期学术界的著名领军
人物。

西汉的严遵即严君平，《华阳国志》说他
“专精《大易》，眈于老庄”。代表作是《老子
指归》，此书将人的命运分为三类：一是先天
带来的“天命”，由不得自己；二是因外界环
境的“造命”，有时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环
境；三是因自己行为而取舍的“随命”，去就、
吉凶皆由本人。这些思想与《易》所说的“君
子自强不息，朝乾夕惕”是完全一致的。《老
子指归》是汉代道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
时人称之为“道书之宗”。

汉代崇尚儒学，要通儒家古代经典，就
要懂语言文字之学；文学家们写辞赋，需要
积累大量词汇，也要研究语言文字学。所
以，中国第一本汇总、解释先秦古籍中古词
古义的《尔雅》备受推崇，成为儒生们读经、
通经的重要工具书。而为《尔雅》作注的就
是姓“郭”的“犍为舍人”，他是犍为郡管教育
的“文学”吏。

巴蜀文化在汉代的强势崛起，使汉代的
四川在文化方面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赶上
了先进地区，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正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经济文化之铺
垫，后来的“天府之国”“扬一益二”及抗战大
后方，都是因为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最先
进入大一统，它彰显了国家统一的成功之都！

秦汉时代成都略图

秦始皇能够最后统一中国，不是他一个
人的功劳，而是“奋六世之余烈”，是在他之
前 6 代君主，长达百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秦孝公开
始，连续不断的 6 代君主，都能够大量选拔
秦本土和关东各国的第一流人才，逐步形成
系列正确的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使秦国从
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其中，突出的有两人：
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司马错伐
蜀则奠定了军事基础。生活在秦惠文王、秦
武王和秦昭王时期的司马错，提出了“得蜀
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的军事战略思想，并
具体指挥了伐蜀战役、平定蜀乱和黔中战役
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为秦横扫列国实现
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王方欲谋
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
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
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
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
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
下并矣。”惠王曰：“善。”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
秦惠王前》也有类似记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
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
其说。”⋯⋯ 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
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
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
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
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
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
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

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
策，司马错认为，先南下伐蜀对于秦实现统

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理由
是巴蜀不仅在物资上“其国富
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
其战略地位更是“水通于楚，有
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
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
则天下并矣”。何况当时蜀国
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
此时南下入侵巴蜀不仅有“禁
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
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

可以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很
快就得到了验证。张仪、司马错率军攻蜀成
功之后，秦国不久便将巴蜀的锦绣山川打造
成了后方的战略根据地，以此不断向南向东
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及诸夏之地。

秦统一巴蜀后，在蜀郡之下设立的成
都、郫、临邛这三个县，从字面上看，都富含
中原文化含义，且文字也是中原文字；所以，
必须认定，这是占领蜀地后的秦统治者极力
消除古蜀文化，强力推行中原文化的证明。

“成都”的“成”字，按现在的理解，例如
《新华字典》的释义：做好了，办好了；事物生
长发展到一定的形态或状况；成果，成绩；可
以，能行；够，达到一定的数量；已定的，定形
的；几分之一，全部是平和之词，所以有学者
释“成都”其名为“成功了，成就了”也是可以
理解的。

但是，“成都”的“成”字在古代不是这样
的写法，翻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就知
道，它比现在多一划，是由“丁”与“戈”所组
成，所以，《辞源》释“成”字就有如下说法：

“⋯⋯四、和解，讲和。《诗·大雅·绵》‘虞芮质
厥成。’《左传·桓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
章求成焉。’五、平服、平定。《春秋·桓二年》：

‘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注：
‘成，平也。’六、必、定。《国语·吴》：‘夫一人
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又：‘吴楚争
长未成。’七、并。《礼仪·既夕礼》：‘俎二以
成，南上。’引申为整⋯⋯”这些释义，显示出
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的强势意
蕴。兵丁、刀枪等在军事方面的意味非常明
显，而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说的就是秦征
服古蜀的事实。

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
实施。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也是

秦统治者所确定并实施的。那么，他们为这
个新设立的县、新修建的城取名为“成都”，
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成都”这个名
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
战略意图非常吻合，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

“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应
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

从另一方面理解，“成都”两字的含义不
仅显示了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也体现了
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四川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辉煌的文化。
它在数千年的演进历程中所形成的巴蜀文
化，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奉行交流与
开放、重视文教与科技、坚持统一与安宁、倡
行道义与责任。不容置疑，这几个特点都是
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历史上，在为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反
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中，巴蜀人不仅冲
锋在前，甘洒热血，还多次以巴蜀地作为全国
的战略后方。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
战”，在《尚书》《华阳国志》等古籍里，都记载
说“武王伐纣”中有“巴蜀之师”。《华阳国志》
就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
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武王
伐纣，前歌后舞’也”。巴蜀之师英勇顽强、一
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为历代史籍所载，
流芳百世。秦和汉都是以巴蜀之地为后方战
略基地，从巴蜀之地开始统一全国的。

尤为可贵的是，历来巴蜀地域内部的统
一与安定，还多服从于全国形势的需要，多
服从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安定。每当全
国呈现统一趋势时，巴蜀总是很“顺从”，服
从统一大局的需要。秦攻占蜀地，仅仅一个
月就取得胜利，足见抵抗不强烈。虽然后来
有蜀王族、蜀大臣的反叛，但很快平息，足证
作为蜀人的普通民众是支持统一的。以后
三国时期的刘禅、五代十国时期的孟昶等地
方政权，都是顺应统一趋势，采取不抵抗方
式，使中央政权较为轻松地将巴蜀之地纳入
天下统一的潮流。

由此观之，“成都”之名与蜀人始终坚持
统一与安定的状况相合，确实体现了秦统一
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蜀人始终支持天下统
一的历史情结。“成都”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
走向成功之都的——这是我的“成都”得名
系列研究之最后结论。

五 秦的统一战略与“成都”得名

各类古字体的“成”。（选自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

绶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