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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末盐城县名始见时间再考证
冯雁军

（江苏看见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盐城　224000）

【摘　要】盐城县由盐渎县更名而来。盐渎县首置于汉高帝六年（前 201），三国时废，西晋太康二年（281）复置，东晋末

更名为盐城。缘于战乱和废县、复置等多种原因，史料佚失，古籍载述盐渎更名盐城的具体时间语焉不详，《宋书》载：“盐城令，

晋安帝更名。”明万历《盐城县志》载：“晋始更今名（盐城）”。《盐城市志》载：“义熙年间‘土断’，‘盐城’之名始见经传，

并一直沿用至今。”作者综合史料研究考证：盐城县名始见时间为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三月。

【关键词】晋代；盐渎县；盐城县；义熙土断；刘裕

一、正史中的“盐城”之始

南朝梁 • 沈约《宋书》载：“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

断分广陵立。山阳令，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盐城令，

旧曰盐渎，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

太康二年复立。晋安帝更名。”这是“盐城”最早出现在官方

正史中的记载，为后世史家引用。

唐 • 杜佑（简）《通典》载：“盐城，汉盐渎县。晋安帝

更名为盐城。”

南宋 • 欧阳忞《舆地广记》载：“盐城县，本汉盐渎县，

属临淮郡，东汉、晋属广陵郡，后安帝改曰盐城县。”

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宋志》、明•陈循《寰宇通志》、清•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沈宗敬《御定骈字类编》、清《大

清一统志》、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三国两晋南朝卷 1》

等均引用了沈约《宋书》中的原文，即“盐城”系晋安帝于“义

熙中”“土断”时由“盐渎”更名。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

人，出生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自称“少好百家之言，

身为四代之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房玄龄《晋

书》，是史家在事隔若干年以二手史料写历史。沈约时任太子

家令兼著作郎，奉命修撰《宋书》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书中所

载史料的真实性更接近于客观。

但是，《宋书》中关于“盐渎”更名“盐城”具体时间载

述模糊，史家征引粗忽，致使后世对盐城首次出现时间造成混乱。

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载：“宋书郡国志并记云，

安帝义熙元年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立山阳、东城、左乡

三县为山阳郡。盐城县，本汉盐渎县，属临淮郡，晋安帝更名

盐城县。”

乐史非原文引用，而是加了个人主观信息。其一，乐称宋

书“郡国志”，宋书称“州郡志”。其二，乐称“义熙元年”，

宋书称“义熙中”。其三，乐称“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

宋书称“分广陵立”。

乐史的错误载述，被清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原文照搬。

清 •光绪《盐城县志》，则载为“义熙七年置山阳郡。”

从宋书最早记载的“义熙中”和“土断”关键词入手，可

以从当时与晋朝政局、军事动态相伴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

展的走向和变化中找到事件的精准时间节点。

二、“义熙中”的年代范围

“义熙”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使用的第四个年号，由刘裕

起义反桓恢复晋安帝为皇帝时所起。

以司马德宗使用这个年号开始为标志，刘裕已是东晋朝廷

的实际操控者。

“义熙”这个年号前后共使用了14年，即：405年 -418年。

按前、中、后三段均分，“前”：405年-409年；“中”：410年-414

年；“末”：415 年 -418 年。

那么，“义熙中”当是指“义熙六 -九年（410-413）”。

三、“义熙土断”是刘裕借皇帝之名为刘氏建天下基业的

重大决策

1　 南朝梁 •沈约《宋书》卷三十五志第二十五 •州郡一。

西晋亡国后，东晋衣冠南渡，中原人民为逃避战祸纷纷南下，

三国时期的弃地堂邑、舆、东阳、安平、盐渎成为众多南下流

民栖居之地。至东晋后期寓居长江流域各州的侨民在70万以上，

侨居今江苏省的人口最多，其中南徐州（今镇江）的侨民达22万，

比当地居民还多了 2万。 

侨民初至，保留有原籍贯，享受免交税赋和徭役等特权。

随着侨居时间延长，经济差距与当地居民越来越小。寓居侨民，

大都被迫在大地主的庄园里耕种土地。因为身份是流动人口，

没有本地户籍，不算在向国家缴纳租赋的人口中，有利于大地

主更多地剥削农民，而国家却得不到任何实际利益。

403 年桓玄篡位称帝后，寒门庶族出生的刘裕在讨伐桓玄

中崭露头角，但他依然保持着普通人的生活本色。处于权力顶

峰的刘裕，面对连冷暖不知的白痴皇帝和没有真才实干本领又

控制着国计民生的士族地主，取而代之的意念油然而生。

义熙元年（405）开始，刘裕成为晋朝的实际最高决策者。

晋国即刘裕，刘裕即晋国。皇帝司马德宗只是名义上拿着国家

权力公章的木偶而已。因而，借皇帝“土断”之名，将中饱地

方豪强私囊的流民之利纳入国库，是为日后刘氏天下奠基的最

好手段。

四、“义熙中土断”的时间点

（一）“义熙前”，即：405年-409年，东晋政治、军事大事。

义熙元年（405），1月19日，晋安帝被桓玄逐出建康赴寻阳。

3 月 24 日，刘裕起义反桓救晋，刘裕由此开始实控晋朝。桓玄

在这次战斗中大败，挟晋安帝逃往江陵。6 月 19 日，刘裕矫诏

伐桓，晋安帝被恢复为帝。6月26日，桓玄的将军桓振攻陷江陵，

晋安帝被俘。

义熙二年（406），三月二日，晋安帝被刘裕从叛军手中再

次解放出来，迎回建康。

义熙三年（407），二月已酉，车骑将军刘裕诛东阳太守殷

仲文、南蛮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骆球等。八月，

刘裕遣刘敬宣持节监征蜀诸军事，攻蜀。

义熙四年（408），正月，车骑将军刘裕为扬州刺史、录尚

书事，入朝辅政。

义熙五年（409），三月，刘裕率军攻南燕，转广固。九月

进太尉、中书监，固让。诸葛长民任青州刺史，领晋陵太守，

镇丹徒。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二）“义熙中”，即：410年 -414年东晋政治、军事大事。

义熙六年（410），二月丁亥，刘裕离京北上拔广固，南燕

亡。是月，晋广州刺史卢循反，五月兵至京口，进逼建康，刘

裕急速南归护驾，固守建康。刘毅讨卢循大败。十二月，刘裕

破卢循于豫章。

义熙七年（411），三月，刘裕开始普查全国人口，发现“会

稽余姚大族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刘裕毫不留情地诛杀了

虞亮。杀鸡儆猴的同时，还将其自己的政敌、虞亮的保护伞会

稽内史司马休之免职，以此树立个人权威，为将要开展的“土断”

改革进行预热。

义熙八年（412），九月，刘裕杀右将军兖州刺史刘藩、尚

书左仆射谢混。庚辰，刘裕矫诏称刘毅苞藏祸心，与刘藩、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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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图谋不轨，赐毅死。乙丑，刘裕帅师袭荆州，裕参军王镇恶

攻陷江陵，刘毅兵败自杀。在消灭政治对手刘毅后，刘裕上表

请求皇帝下诏：“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通过冻

结“流动人口”，下令精简各地劳役，安定民心，为“土断”

做进一步铺垫。

义熙九年（413），彻底清除异已后，边疆相对安宁，开展

“土断”水到渠成。于是，刘裕在二月自江陵回建康的途中上表，

请求“土断”。沈约《宋书》载，义熙九年（413）“二月乙丑，

公至自江陵……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

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时民居未一……于是依界土断，唯徐、

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三）“义熙九年（413）”，三月正式开始“义熙土断”。

沈约《宋书》载述“义熙中土断”，如果是指三年前的“义

熙六年（410）至义熙八年（412）”开始，在性质上是属于先

斩后奏，对于一手遮天的刘裕来说，他没有这种必要。

更重要的是，在义熙九年之前，刘裕操控下的东晋仍然处

于内忧外患状态。北有南燕侵扰，南有卢循叛乱，内有政治对

手刘毅、诸葛长民等虎视眈眈，他还不可能腾出手来做“土断”

这件大事。

根据对《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 三国两晋南朝卷》行政区划

调整统计，义熙九年（413）“土断”涉及 4 州 20 郡 77 县。其

中山阳郡、历阳郡、义安郡 3 郡为新置，旧郡复置 15 个，改属

郡 2 个，新置县 12 个，旧县改名 3 个，旧县复置 56 个，旧县

改属 6 个。旧县更名 3 个，分别是射阳县更名山阳县、盐渎县

更名盐城县、褒中县更名苞中县 2。

可见，“义熙中土断”，不是少数侨流郡县省并的局部动作，

而是根据战争形势发展需要的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

五、盐渎更名盐城的时间推断为义熙九年（413）农历三月

《宋书 • 武帝纪》载，刘裕为防不测，于义熙九年（413）

二月底的最后一天深夜潜回健康。次日，即三月初一上午，施

计杀了前来拜见他的最后一个政敌诸葛长民。

刘裕上表“请求土断”的时间是返回健康途中的二月。以

其一贯雷厉风行作风判断，“土断”的具体时间肯定是在翦除

诸葛长民后的三月上旬迅速展开的。

四月，晋安帝的皇后死了，刘裕就上表请求（实际上是命令）

2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史 •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上），P807-890 页，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5，上海。

晋安帝撤销皇后享有的临沂、湖塾一带原用于资助其化妆品开

销的 40 顷良田赏赐穷人。

整整一年，“土断”就实行得差不多了，刘裕也在这年开

始恢复经济，增强国力。

故而，综上推断，盐渎更名盐城的时间为义熙九年（413）

农历三月。

义熙十年（414）以后，东晋政治安定，官民休养生息，国

家安宁。420 年，刘裕建宋代晋。

六、结语

盐渎历经多次战乱而废县、重置和改名，史籍佚失，明万历、

清光绪、民国和解放后所修《盐城县志》及编纂《盐城市志》

时，想了解盐渎县更名盐城县的具体时间尚不具备条件。而今，

中国古代政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学术界对两晋政区设置已有

较为清晰的认识；一些刊载两晋南朝行政区划信息的出土文献，

为了解晋末南朝政区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

随着科技进步、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深入，相信关于盐渎

县更名盐城县的历史信息会有更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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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智慧档案馆的建立，能够给档案管理体系带来新的生机，

在推动数字化档案信息建设的过程中，获取更高效的服务能力。

3.2.4 完善人才培养及管理机制

在进行数字化的档案管理平台建设时，为了更好的促进平

台的推广与使用，需要针对性的培养大量的档案管理专业人才。

这些人才不止需要具有档案管理相关技能，更需要具备数据化

应用与管理的能力。同时，聘用大量的年轻后备人员，提高档

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使其满足档案管理云平台的需求。在

人才管理过程中，以大数据为背景，创新档案管理的生态环境，

提高个人档案信息的共享性，把政府、企事业单位（或其他产

业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建立平等互动的交流平台，打造完

善化的档案管理数据服务平台，提高数字档案管理的服务水平

与工作效率，更好的满足客户对档案数据的实时需求。

结论

在科技进步和全球大数据化的新形式下，传统的档案管理

方式无法满足当前的服务性需求。档案管理平台的顶层设计功

能缺失、档案管理人员大龄化、档案管理数字化程度不强等外

在原因，给新形式下的档案管理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

完善档案管理体系，强化档案管理云平台的应用力度，培养年

轻数字化应用人才，通过智慧档案馆的建设和大数据思维的建

立等方式，能够为档案管理体制带来新的生机。在创新时代的

今天，只有创新档案管理服务，才能确保档案管理服务工作能

够更好的适应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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