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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漫忆：说说“光州”一词的含义

杨 峰

我们经常说起或回忆起光州。我突然在想，我们所说的“光州”

一词到底指的是什么？作为一个州城、一个州治、一个地理概念、一

个文明的历史，“光州”一词里又有多少内涵值得我们去了解？

先百度一下，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

光州，中国古代州名。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清雍正二年升格为直隶州，

民国二年（1913 年）全国政区改革，光州州治更名潢川。

光州辖区包括今潢川县、光山县、息县、固始县、商城县、新县、淮

滨县七县全境和安徽金寨县部分地区。光州襟带长淮，控扼颍蔡，自古为

江淮河汉的战略要地。从公元 220 年至 1952 年，光州（潢川）历朝历代

均为豫东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光州为黄国故里，又有“唐人故里，闽台祖地”的称呼，是诸侯向东

南沿海开辟探索的重要桥梁，也是中国各氏族南迁北移的重要枢纽，苏、

浙、渝、赣、沪、川、闽、台湾等地也有许多春申君雕像和光州志族谱。

光州今特指潢川县。

通过百度可以知道，在地理指称上，“光州”是中国古代州名，

广义上的“光州”包括今天的潢川县、光山县、固始县、息县、商城

县、新县、淮滨县和金寨县西半部。在狭义上特指今潢川县。这一点

就像我们今天说潢川县属于信阳市。但信阳市的概念除了泛指豫南这

一块（包括下辖浉河区、平桥区、羊山新区三区，潢川县、淮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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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新县、商城县、罗山县、光山县七县）以外，更是特指由浉河

区、平桥区、羊山新区组成的信阳市区。

顺治《固始县志·疆至》

查看顺治十七年《光州志·疆域》：“清 疆界，光州在汝宁府东

南二百七十里，延二百六十里，袤三百里。东至固始春河铺七十里；

西至本州寨河店三十里；南至本州江家集店六十里；北至息县华家埠

四十里。”这里很明显的把“光州”的疆界限定在今潢川县境内。这

个在顺治《固始县志·疆至》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西属光州，七十

里垮春河入其境，一百四十里抵郡治。”

顺治十七年《光州志·城池》中《州旧弋阳城》介绍：“《地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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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在定城县。汉为弋阳国，后魏置郡，唐改光州。《一统志》：古黄

国在定城废县西一十二里，今州南城即其地。黄城即定城，定城即弋

阳，弋阳即光州也。”此处的“光州”，毫无疑问就是特指光州城了。

另外在人物家乡或者出生地的指称上，“光州”更是特指光州州

城或者特指今天潢川县境内。

保存在顺治《光州志》中的卷之九《人物考》（上）《乡贤》篇记载：

“元 张铉 字用鼎，州人......

明 张安仁 州人......

王义 州人......

陈固 州人......”

“蔡翠 字羽秀，固始人，家于光......”

卷之十《人物考》（下）《忠孝》篇记载：

“万凰 上油岗人.......”

卷之十《人物考》（下）《武（职）》篇记载：

“（唐）王潮 为威武军节度使，弟弟邽为泉州刺史，审知、梁以为中

书令，封闽王。兄弟乘唐末之乱，割据闽中，其后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

多能自言其上世出于浮光者。一作潮为光州固始人。”

“胡海 光州台头子人......”

由此亦可见，《光州志》的编撰者是不会把一位可以列入名人行

列要纪念之人的籍贯搞混淆的。一个“上油岗”、“台头子”也会表达

的清清楚楚。更不会直接把固始、光山、商城、息县人称为光州人的。

比如说固始虽隶属于光州，但对固始称谓就是固始。即使是前面

要加上“光州”，也会说：“光州固始”，而不会简单的以“光州”代

指“固始”。这个可以见顺治十六年《固始县志》中卷之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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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家》篇记载：“唐 王潮，字信臣，固始人......”卷之十《艺

文》中《宋詹统制墓表》篇记载：“侯，光州固始人......”等等。

由此可见，《固始县志》对固始籍名人介绍也不会简单的以“光州”

指代。必写明：“固始”或者“光州固始”。

黄国青铜器：叔单鼎

光州还承载着超过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其历史沿革及传承上的脉

络是清晰可辨的，都是有文字或者考古实物可以印证的，这是值得我

们今天所有潢川人骄傲的。光州的历史，从西汉初（公元前 206 年）

置弋阳县距今是 2200 年左右；而从现今考古可以知道，在这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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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存在的时间是 1400 年左右，直至公元前 648 年为楚所灭，黄地

入楚截止；而这二者之间还有 400 年左右亡国后背井离乡，散居四方

的苦难岁月。这三段加起来的历史超过四千年。

潢川古为光国。《光州志·点校本》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为姓

一十有二，其结姓分国，见之于古籍者，一曰光。”《国名纪》云：“《春秋

图》有光国，今光州是也。”《禹贡》载：“为扬州之域，三代因之，春秋

时为黄国。”

春秋时为黄国。是中华黄姓发源地；战国四公子之一，楚相春申君黄

歇故里。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 648 年)，楚灭黄，黄地入楚。 黄国虽立

国久长，但在历史上不过是一个势力不大的弹丸小邦。两周之际，随着楚

国日益强大，不断向四周扩张势力，黄国与随国（在今随州）结成同盟，

共同抵抗楚国的威胁和侵略。《十三州志》云：黄不事楚，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正是黄国的大意以及黄、随的抵制惹恼了楚国，最终

导致“鲁僖公十二年，楚灭之。”因而今潢川在战国时期属楚。

秦并诸侯，分全国为 36郡，今潢川地属九江郡。

西汉初(公元前 206 年）置弋阳县，隶汝南郡。东汉初(公元 26 年)改

弋阳为弋阳侯国，仍隶汝南郡。

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置弋阳郡，弋阳县为郡治。

南北朝时期：宋武帝永初三年（422 年）弋阳郡辖弋阳、期思、安丰

3 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 年）以蛮民居地立茹由、乐安、光城、雩

娄、边城、史水、开化 7 县，均隶弋阳郡；孝武帝大明元年（457 年）分

弋阳郡立光城左郡，八年（464 年）省光城左郡为县，仍隶弋阳郡；齐高

帝建元元年（479 年）弋阳郡领弋阳、期思、南新息、上蔡、平舆 5 县；

武帝永明十三年（495 年）弋阳郡属北魏，只领弋阳 1县；梁武帝太清元

年（547 年）在南光城郡置光州，治光城县（今河南省光山县）；简文帝大

宝元年（550 年）弋阳县归属北齐；北齐武平元年（570 年）省北弋阳入

南弋阳，更名定城县，治今潢川南城；陈宣帝十一年（579 年）北周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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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城，改弋阳郡为淮南郡，省定城为郡治。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较多时

期内以淮河为界，北朝占据淮北，南朝占据淮南（光州位于淮南）。各朝

或为安置流亡人口而侨置州县，或为招纳士族而虚设官衔，州郡越变越小，

县越来越多，甚至有名无实，直至隋朝才渐趋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南朝

梁设置的光州，尽管后来名称多变，却是唐至清代都比较稳定的地方政权。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年）废淮南郡，复置定城县，仍隶弋阳郡。

唐代光州属淮南道。唐高祖武德三年（620 年）改弋阳郡为光州，以

定城为弦州，领定城县；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废弦州复光州，属淮南

道，领定城、殷城（今商城）、光山、乐安、固始 5 县。唐睿宗太极元年

（712 年）光州州治由光山迁至定城，州辖定城、光山、固始、仙居、殷

城 5 县，隶淮南道；弦宗天宝元年（742 年）改光州为弋阳郡；肃宗乾元

元年（758 年）复为光州，隶淮南道。

五代十国期间：五代十国时期，光州辖县仍旧与唐相同。梁太祖开平

元年（907 年）光州归后梁，乾化二年（912 年）属吴国；后晋高祖天福

二年（937 年）隶南唐；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 年）归后周。

两宋时期光州均隶属淮南西路。太宗至道二年（997 年）领定城、固

始、仙居（南宋时省入光山县）、光山 4 县，原殷城县先改称商城县，后

废县改为商城镇，并入固始县。仁宗皇祐三年（1051 年）光州隶淮南西路；

徽宗宣和元年(1119 年)光州升为光山军，不久又属光州；绍兴二十八年

(1158 年)宋高宗为避金太子光瑛讳，改光州为蒋州，定城均为州郡治；理

宗嘉熙元年(1237 年)兵乱，光州徙治金刚台。

元代，世祖至元十年（1273 年）置光州招讨司，十二年光州属黄蕲州

宣慰司，二十三年划归淮西道宣慰司，三十年光州改为汝宁府，领定城、

光山、固始 3县。

明代，太祖洪武元年（1368 年）省定城为光州治，四年光州改属中部

临濠府（治今安徽省凤阳县），十三年仍属汝宁府，原定城县省去，由光

州管实土；光州管辖范围扩大到息县。州领三县：固始、光山、息县；宪

宗成化十一年（1475 年）析固始置商城，隶光州，光州辖光山县、固始县、

息县、商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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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光州领属沿袭明治，雍正二年（1724 年）升光州为直隶州，

直隶河南布政使司，仍领光山、固始、息县、商城 4县。

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废州设道，光州改为豫南道（民国三年改

为汝阳道），州治更名潢川。光州下辖光山县（今光山县、新县），固始县，

商城县，息县（今息县、淮滨县大部）。民国 17年，为第三行政区治所，

辖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信阳、罗山、正阳八县；民国 21年，

为河南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信阳、

罗山、经扶县（今新县）八县。

1949 年 1 月 31 日潢川解放，设潢川专区，辖潢川、光山、固始、商

城、息县、淮滨、新县七县。1952 年，潢川及其辖县并入信阳地区。

大唐开元 23年光州刺史王府君夫人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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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几本古地理书中对光州的记载：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汉民族现存最早的古代总地志。

写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年），是中国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对

古代政区地理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简称《元和志》。）记载：

“光州，中。弋阳。本属淮南道，贞元已後隶蔡州节度使。开元户二

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乡六十一。元和户一千九百九十。乡六十二。

《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弦国之地，鲁僖公五年，楚人灭弦，弦子

奔黄。

在秦属九江郡。在汉为西阳，属江夏。晋安帝立光城县，理於此。梁

末於县置光州，隋大业二年，罢州为弋阳郡。武德三年，改为光州总管府，

贞观元年为光州都督府。太极元年，自光山县移於今理。

州境：东西四百四十三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

八到：西北至上都一千七百三十里。西北至东都九百二十里。东北至

寿州四百三十里。西南至大别山三百里。西南至申州二百六十里。西北至

蔡州三百里。

贡、赋：开元贡：葛十匹，生石斛六十斤。赋：纟?，绢。

管县五：定城，殷城，固始，光山，仙居。

定城县，上。郭下。本汉弋阳县，属汝南郡。自汉至萧齐，常为戈阳

城。武德三年置弦州，领定城一县，贞观元年省，定城属光州。”

清朝初年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

要》，古代汉族历史地理、兵要地志专著。常简称《方舆纪要》。共一

百三十卷。作者于明亡后隐居不仕，历时三十年，约在康熙三十一年

(1692)成书。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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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光州襟带长淮，控扼颍蔡，自古戍守重地也。萧齐永元二年，寿阳

降魏，魏将宇文福曰：建安（见固始县），淮南重镇，彼此要冲，得之则

义阳可图，不得则寿春难保。遂攻建安，建安降。胡氏曰：魏兵南来，齐

兵北向，建安皆当其冲要。魏得建安，则西南可图义阳（齐司州治义阳）；

若齐增建安之兵，北断魏援，东临寿春，则寿春难保矣。又魏宣武时，田

益宗议取义阳曰：请使扬州之兵，顿于建安。扬州，谓寿春也。今自光州

东至寿春四百余里，道皆险厄。唐元和中平吴元济，以濠、寿之兵胁其光

州。其后朱温侵淮南，不能得志于光州，而杨吴之势遂成。周世宗用兵淮

南，亦遣偏师争光州。盖有事淮、蔡，未有不从事光州者。若夫自光山会

军渡淮，出黄州，围鄂州，而江表震动，此蒙古寇宋之道也。光州岂惟为

淮西之藩蔽，不且扼全楚之噤喉欤？”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光州卷》记载：

“光州直隶州（在河南省治南八百里。东西距二百四十五里。南北距

二百里。东至安徽颍州府霍邱县界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汝宁府罗山县界一

百二十里。南至湖北黄州府麻城县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汝宁府新蔡县界八

十里。东南至湖北黄州府罗田县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湖北黄州府黄安县

界二百十里。东北至安徽颍州府颍上县界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汝宁府汝阳

县界一百三十里。本州境东西距一百里。南北距一百十里。东至固始县界

七十里。西至光山县界三十里。南至湖北黄州府麻城县界七十里。北至息

县界四十里。东南至商城县界六十里。西南至光山县界三十里。东北至固

始县界七十里。西北至息县界六十里。至州治至京师二千四百里。）

【分野】天文角亢分野。寿星之次。

【建制沿革】禹贡扬州之域。周初为蒋黄弦三国。春秋时为黄弦二国

地。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置弋阳县。属汝南郡。后汉因之。三国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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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置弋阳郡。（南境为庐江郡地。西北境为江夏郡地。晋书地理志。弋阳

郡。魏置。）晋及宋齐因之。（宋于西南境分立光城左郡。）后魏分置南北

二弋阳县。郡治北弋阳。梁置南郢州及定城郡。(时始置光州。在今光山

县。）东魏因之。北齐废定城郡。省北弋阳入南弋阳。改曰定城县。隋开

皇初。州郡皆废。以县属弋阳郡。唐武德三年。置弦州。贞观元年州废。

县属光州。太极元年。始移光州来治。天宝元年。又改曰弋阳郡。乾元初。

复曰光州。属淮南南道。五代因之。宋置光山军节度。属淮南西路。（宋

史地理志。宣和元年。赐军额。绍兴二十八年。改蒋州。嘉熙元年。徙治

金刚台。寻复故。）元省定城县入州。属汝宁府。明洪武初属凤阳府。十

四年任属汝宁府。本朝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

领县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