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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漓江（桂江）水系名称的变化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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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漓江从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一直至今。历史上漓江（桂江）曾分别被称丽

水、（丽 水）、离水、漓水。从这些称谓中可看出，!((( 多年以前古人就认为漓江

是一条非常美丽神奇的水系，这与今天人们对它的评价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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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审定桂林漓江

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景区范围包括桂林市、阳朔

县以及临桂、灵川、兴安等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达

!(((>?! 以上。景区风景优美，有“桂林山水甲天下”

之称，尤其是岩溶地貌景区和桂林—阳朔岩溶峡谷峰

林、峰丛地貌景区风景更加美丽。笔者曾在《中国岩

溶》杂志上发表过相关文章，论述了桂林热带岩溶地

貌的特点与它的科学价值［" @ 6］。本文再就漓江（桂

江）水系在历史上名称的变化及其意义作一探讨，藉

以为深化对漓江风景名胜区的文化研究提供一点资

料。

" 历史上漓江（桂江）水系的几种称谓［# $ %!］

现今的漓江水系发源于兴安县猫儿山（海拔高度

!"6" &:?）东麓，是珠江水系的组成部分，主源称“六垌

河（又名华江）。南流中东纳黄柏江，西汇川江后，称

大溶江；在大溶江镇附近又与灵渠相会，始称漓江。

现在人们对漓江水系有个分段叫法，即：平乐县以上

称漓江；平乐县以下至注入浔江（西江）口称桂江。这

一名称的划分法在历史上则有不同。根据《中国历史

地图集》（"<8: 年出版）有以下划分法：

" &" 战国时期（公元前 &’# 前 %%" 年）

我国古代，春秋及春秋以前（包括夏、商、周）为奴

隶社会，从战国时期开始，渐次进入封建社会。史载，

春秋时期（公元前 68: 前 88( 年）开始出现行政区划，

但还未有漓江（桂江）水系的表示，春秋时期以前更无

资料表示。

战国时期，桂江水系处于桂越、苍梧（仑吾）之地，

那时称桂江水系为“丽水”或丽 水（图 "）。

图 " 战国时期漓江水系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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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指美丽、壮丽、明丽、绮丽之意；

：其音读（!"，几）。

! #" 秦朝时期（公元前 ""! 前 "#$ 年）

桂江水系统称“离水”，隶属桂林郡，郡址设在现

桂平市西南。

公元前 $$% 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之后，又派

遣尉屠睢率军 &’ 万分五路南征“百越”，平定“五岭”

（越城岭、都庞岭、萌诸岭、骑田岭），公元前 $%( 前 $%)
年命史禄在现兴安修建一条运河（或称秦凿渠），沟通

了湘水（江）与离水（江），连接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

系，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渠）之一。于公元前

$%) 年完成了统一大业，在岭南设三郡管辖。但此时

期在图上只有运河或渠的标示，并无灵渠的名称。这

时桂江水系称“离水”（图 $）。

图 " 秦时期漓江水系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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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是离开、相距、隔开之意。笔者认为，由“丽

水”改称“离水”应是修建“秦凿渠”（古运河）时人们就

已经知道了湘水（江）与丽水并不是同源之水，而是被

现称的越城峤（宽 >’’;、高 >’; 许）把二条水系隔开

了一段距离，故而将丽水改称“离水”。离水的这种称

谓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否定了人们的“湘漓同源”的说

法。

! #% 两汉时期（西汉时期、东汉时期）

在西汉时期（公元前 $’? 公元 $) 年），桂江水系

跨越二个刺史部。今阳朔县以北属荆州刺史部；阳朔

县以南属交趾刺史部。东汉时期（公元 $&$$’ 年）基

本相同，只是把交趾改称交州刺史部。

两汉时期，桂江水系仍沿用秦代的“离水”叫法。

秦凿渠（古运河）只有符号表示，并无灵渠之名（图

>）。

! #& 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公元 $$’$@’ 年），属吴，以永安 & 年

（公元 $?$ 年）的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北部属荆

州辖；南部属交州辖。桂江水系这时由“离水”改称

“漓水”，离左边加了“氵”，灵渠仍以符号表示，无“灵

渠”之名。

图 % 西汉时期漓江水系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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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推断，这时“离”改“漓”的原因有三：一是离、

漓为谐音；二是秦凿渠又以三、七分湘水（江）入离水，

增加了“离水”流量，所以离改“漓”比较符合实际；三

是“漓”有淋漓尽致之意。说明漓水既有自己的源流，

又加上了灵渠水，使之更趋淋漓尽致了。

! #’ 两晋时期

两晋时期：西晋时期（公元 $?&>%? 年）、东晋十六

国时期（公元 >%D)$’ 年）。西晋以公元 $@$ 年（太康

三年）的政区设置为准；东晋十六国时期以公元 >@$
年（太元七年）的政区设置为准。西晋时，桂江水系属广

州辖，仍称“漓水”；东晋十六国时，桂江水系北部隶属荆

州，南部属广州辖。桂江水系也称“漓水”，与三国、西晋

时相同。灵渠均以符号表示，无灵渠之名（图 )）。

! #(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公元 )$’&@( 年）的南朝又分宋、齐、

梁、陈四个时期。

（%）宋时期（公元 )$’)D( 年），以公元 )?) 年（大

明 @ 年）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北段属湘州辖；南

段属广州辖。桂江水系仍称“漓水”，灵渠仍以渠的符

号表示，还无灵渠之名。

（$）齐时期（公元 )D(&’$ 年），以公元 )(D 年（齐

建武 ) 年）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北段属湘州辖；

南段属广州辖。桂江水系仍称“漓水”但其上表示出

几条支流，如：平乐水（即恭城河）、濑水（即今荔浦

河）、灵溪河（即今思勤江）等。灵渠仍以渠的符号表

示，无灵渠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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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西晋时期漓江水系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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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时期（公元 ;<=;;> 年），以 ;%? 年（梁中大

同元年）的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的表示法与“齐”

时基本相同。按历史上的时间推测，这时才有郦道元

的《水经注》，才有“湘漓同源”之说。但从图上表示

看，桂江水系基本与“齐”时相同，并无同源表示。宋、

齐时，桂林仍称始安郡，但到梁时已称为桂州，州治在

今桂林市。

（%）陈时期（公元 ;;>;@A 年），以公元 ;>= 年（陈

太建四年）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北段属桂州（州

治在今桂林市）；南段属静州（州治在今昭平县）。桂

江水系统称“漓水”，齐、梁时期所表示的几条支流未

标出，灵渠仍以渠符号表示，无灵渠之名。

" $# 隋朝时期

隋朝时期（公元 ;@B?B@ 年），以公元 ?B= 年（大业

@ 年）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大部分位于始安郡

（郡治在今桂林市），只有南部一小段属苍梧郡（郡治

在今梧州市）。桂江水系仍称“漓水”，在其上又标出

了一些支流，如：洛溪水（今良丰河）、濑水（今荔浦

河）、平乐水（今恭城河）等。这时灵渠不但有渠符号

表示，还有“灵渠”二字标记。这是灵渠之名第一次出

现。为什么称灵渠？笔者认为，漓江上游向北东有条

支流称灵河，它上游称始安水，灵渠就是挖开了始安

峤与始安水及灵水相通，灵渠的“灵”字可能因“灵河”

而得名。

" $$ 唐朝时期

唐朝时期（公元 ?B@A<> 年），以公元 >%B 年（开元

=A 年）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由北而南隶经桂州

（桂林）、昭州（平乐）、富州（昭平）、梧州（梧州）。这时

桂江水系称漓水，又称桂江，图上表示为漓水（桂江）。

这是第一次出现“桂江”之称。为什么称桂江，可能因

桂州或桂林而得名，因为那时已有“桂林”之称谓。此

时期图上的桂江水系又加上了几条支流，如：相思水

（今相思江）、平乐水（今恭城河）、荔江水（今荔浦河）、

骆驼水（荔浦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富川水（今思勤

江）。灵渠既以符号表示，又有文字注明（图 ;）。

图 % 唐朝时期漓江水系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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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 A<>A?< 年）。桂江水系处于

南汉之地，以公元 A;? 年（乾和 B; 年）政区设置为准。

桂江水系由北而南穿越桂州（桂林）、昭州（平乐）、富

州（昭平），注入梧州郁江（今西江）。桂江水系总称为

“漓水”，无桂江表示。图面上无任何支流表示，且灵

渠也只有渠的符号表示，无灵渠之名。

" $"’ 北宋与南宋时期

（B）北宋时期（公元 A?<BB=> 年），以公元 BBBB 年

（政和元年）政区设置为准。

桂江水系属广南西路，桂江水系称“漓水”。由北

至南途经桂州（今桂林市）、昭州（今平乐县）、梧州（今

梧州市），汇入浔江（即今西江）。水系上又增加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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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支流，如阳江（今桃花江）、平乐水（今恭城河）、荔江

（今荔浦河）、骆驼水（荔浦河上游南支流）、富水（今思

勤江）。灵渠既有渠符号、也有灵渠文字标注。

（!）南宋时期（公元 ""!#"!#$ 年），以公元 "!%& 年

（嘉定元年）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统称“桂江”，由

北而南经静江府（今桂林市）、昭州（今平乐县）、梧州，

注入浔江（西江）。水系上标有多条支流，如甘水（今

甘棠江）、阳江（今桃花江）、安乐水（今迂龙河）、平乐

水（今恭城河）、荔水（今荔浦河）、骆驼水（荔浦河上游

南支流）、富水（今思勤江）。灵渠既有符号表示，亦有

“灵渠”二字标示（图 ’）。

图 ! 南宋时期桂江水系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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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朝时期

元朝时期（公元 "!#""?’& 年），以公元 "??% 年（至

顺元年）的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处于湖广行省中

部，统称“桂江”。它由北而南经灵川、临桂（静江路）、

阳朔、平乐（平乐府）、龙平（今昭平）至苍梧（梧州路），

注入西江。在此期间桂江水系由兴安灵渠开始（只有

渠符号，无名），桂江上游源头亦未伸出灵渠，支流表

示亦少，只有阳江（今桃花江）、荔江（今荔浦河）及多

贤水（可能是当今的夏郢河），见图 #。从图上可以看

出，桂江水系源头是由灵渠开始的。可能受“湘漓同

源”说的影响，而不像前述几个朝代标注的那样，即桂

江水系源头以灵渠为始点。

" +"# 明、清朝时期

（"）明朝时期（公元 "?’&"’’" 年），以公元

图 $ 元朝时期桂江水系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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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年（万历 "% 年）的政区设置为准。桂江水系由北

经灵川、临桂（桂林府）、阳朔、平乐（平乐府）、昭平至

苍梧（梧州府），注入浔江（西江）。此时水系称“漓江”

（桂江），似有平乐以北称漓江，以南称桂江之意（见图

&）。水系上标出的支流比较多，如：融江（今川江）、阳

江（今桃花江）、相思水（相思江）、平川江、乐川水（今

恭城河）、势江、南平江、西水江，均为恭城河上的支

流，荔江（今荔浦河）、思勤江（今仍称）等。灵渠既有

符号，又有文字标注。

（!）清朝时期（公元 "’’""$"" 年），桂江水系变化

及流经路线与明朝时基本相同，桂江水系全称桂江，

无漓江之分。水系之支流基本与明朝时相同。灵渠

既有符号，又有文字注明。

从以上资料所述可知：

（"）漓江（桂江）水系，在约 !C%% 年的历史长河

中，其名称有过 ’ 次改变，即：战国时期称“丽水（江）”

（丽 水）；秦朝及东西汉朝时期改称离水（江）；三国

时期又由离水改称“漓水（江）”直至隋朝。唐朝时期，

又将漓水改称漓水（江）、桂江齐名；到南宋时期，则统

!$" 中国岩溶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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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明朝时期漓江（桂江）水系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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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桂江”。明朝时期，漓江桂江通用；清朝时期，称桂

江；现在人们又把桂江水系分段称呼，即平乐以上者

称“漓江”，平乐以下至入西江口段称“桂江”。漓江水

系的这些称谓及其演变，既有人们对该水系实际情况

认识上的定名和改名，如：丽水（丽 水）、离水、漓水；

也有因流经地点名称的改变而随之改变，如桂江；还

有因人为因素而改变者、如分段称漓江和桂江之名。

（8）早在 8999 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把漓江（桂

江）水系看作是一条美丽、壮丽的水系。尤其是桂林

至阳朔 %:;6 的峡谷河段，是热带岩溶发育最完美

的、最壮观的一段。后人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江作

青罗带”与前人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意。

（:）秦朝，在开凿“秦渠”时，就已认识到“湘、丽

（离）并不同源”，也不是同一条水系，所以才把“丽水”

改称“离水”，取离开、相距之意。而北魏地理学家郦

道元（？ 公元 <8= 年）的《水经注》中的湘漓同源则晚

于秦渠 =99 多年。所以几百年来人们对“湘漓同源”、

“湘漓异源”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漓江（桂江）水系在图上的上游都超过灵渠的

源头段，即漓江上游的大溶江六垌河主支流源头段。

除元朝时期的表示图之外所有时代的表示图上均可

见，只是未标注水的名称。元朝时漓江（桂江）水系的

源头是以灵渠为始（图 =），这是不对的。之所以这

样，可能是受“湘漓同源”说的影响。

（<）从战国时代至清朝为止，漓 江（桂江）水系在

图上的标注由简至繁，越来越趋于实际，到明清时代

已与现在基本相同。

" 讨 论

历史上，漓江既有“湘漓同源”说也有“异源说”，

还有“多元说”。现在人们倾向“多元说”。因为现在

已有比较精确地地形图，如比例尺 ? @ < 万和 ? @ ? 万地

形图，也有航测照片，从图和航片上可一目了然。漓

江水系源头在猫儿山（主峰海拔 8?>? $ <6）东麓，上游

有黄柏江、六洞河、川江三者汇合后称大溶江，在大溶

江镇附近又东汇灵渠之水，始称漓江。它流经灵川、

桂林、阳朔至平乐，称漓江；由平乐以下经昭平、至梧

州注入浔江（西江），中途又汇入多条支流，称桂江（见

图 A）。

图 # 漓江源头至桂林段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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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河段上由桂林 ! 阳朔段，它流经热带岩溶

区，山青水秀，洞奇石美，风光特别美丽、壮观，举世无

双，是热带岩溶发育的模式地区。这里既有国际公认

的桂林南边山泥盆纪与石炭纪副层型剖面；也有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热带峰丛峰林地形；还有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桂林市。所有这些都是将漓江列入世界文

化、自然遗产名录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们应该

好好地珍惜并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唯有这样，才无愧

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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