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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各州、郡、县的地名，有因山命名者，有因地形、地貌或史事得名者，有因水著地者。其中，济源、济宁、济南、济阳就
是“因水为名”的典范。这些城市其实都是曾经济水沿岸的重要城市，济源的本意就是济水源头的意思，济宁是巨野泽湖边重
要的城市，济南的泉水天下闻名，有的学者认为“济南的泉水就是济水的地下水，是济水三次隐身地下的一段而已”，济阳是济
水注入大海前的重要城市。

早在西汉初年，谷梁赤就在《谷梁传》中总结出“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济阳因位于济水之北故命名
为“济阳”。历史上有不少地方以济阳为地名，笔者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对以济阳为地名的地方进行了粗

略考证，自古以来以“济阳”命名的地方不少，但是建制时间比较长的济阳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今
菏泽市东明县南部河南省兰考县东北部在战国时期就出现的“济阳”和金天会年间（1129年）

建置的“济阳县”，都历时800余年。

济水

谈济阳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济水，因为济水是济阳命名的前提和依据。
古人把有独立源头，并能入海的河流称为“渎”。《尔雅》中提到四渎：江、河、

淮、济，就是古代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济”就是济水。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
市王屋山上的太乙池，其源头以地下水形式出现，向东潜流七十余里，到济渎和
龙潭地面涌出，形成珠、龙两条河流，再向东，不出济源市就交汇成一条河流，叫
水，到温县西北开始叫济水。然后潜入黄河地下，到了荥阳，再次浮出地面，经
过原阳时，第三次潜入地下，到山东定陶再次浮现出来，与北济会合形成巨野

泽，然后经过大清河也就是济水的下游而流入渤海，谓之“三隐三现”。先秦时
期，济水包括黄河南北两部分：《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这是河北部

分；“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这是河南
部分。两汉以后，“济水故道有二：一是自河南仪封县界流入曹县北三十里，又东北经定

陶县南谓之南济；二是自隶东明县流入，经菏泽县南谓之北济。二水在巨野合流（入巨野
泽），北经郓城县南，又东北入东平州界。再经大清河（当时的济水下段）入渤海”（《菏泽县

志》）。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地貌的变迁，济水在东汉王莽时出现旱塞，唐高宗时又通而复枯。黄河又多次改道

南侵，作为穿越黄河的济水，自然就成为黄河经常夺道的最好河床，在黄河的多次改道中，黄河逐渐冲入济水河床而入海。济
水沿途最大的湖泊巨野泽逐渐被黄沙淤积，现已经见不到巨野泽的痕迹了，巨野泽岸边曾经的城市济宁早已成为内陆城市，
看不出与济水、黄河的关联了。黄河下游地段以及大清河（原址为东平湖到黄河入海口一段）、小清河（东阿镇西东平湖入黄
河的一小段河叫小清河），就是原济水故道。

带“济阳”的几个郡县

济阳县
战国魏邑。《竹书记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前341年），城济阳。”（梁惠成王三十年修筑了济阳

城，汉中六年景帝封梁孝王子刘明为济川王时就是封在济阳县）《史记 苏秦传》：苏代（战国时
纵横家。东周洛阳人。苏秦族弟）曰：“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秦国掘开白马渡
口的黄河堤岸，魏国将失去外黄和济阳这两个县）秦国统一后实行郡县制，《秦集史·郡县
志》载：“砀郡，统十九县，内有济阳。”治所在“曹州冤句县西南三十五里”，故城在今河南
兰考县东北四十里堌阳镇。 西汉，《汉书·地理志》载：“兖州刺史部，陈留郡，统十七县，
内有济阳。”东汉，《后汉书·郡国志》载：“兖州刺史部，陈留郡，十七城，内有济阳。”三
国时期，《中国历史地图集》载：“兖州，陈留郡，领县十四，内有济阳。期间，废东昏县，
其地入济阳、外黄。”晋代，《晋书·地理志》载：“兖州，陈留国，统县十，内有济阳。”南北
朝北魏，《魏书·地形志》载：“梁州，阳夏郡，统县五，内有济阳。”唐代，《旧唐书·地理志》

“济阴郡冤句县”条目载：“武德四年(621年) ，分冤句县西界置济阳县，属杞州。贞观元
年(627年)，并入冤句。”

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侨置（所谓“侨置”，是将异地之名借来作为本地地名。侨置地
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历史原因，某一部分郡、县的地域划入与它邻近的一个或多个

郡、县，原郡、县不复存在，地名就被另一个地区拿来作为自己的地名，志书上称为侨置；二是由于
民族或政治集团之间发生战争，强者吞并弱者的地域，被吞并地区中的名门望族为了保持其原有名

望而移徙到另一地域，不愿忘却原来的地望，又要享受原来的特权利益，因此将所居新域仍用故地之名，
这也称作侨置。临邑县的侨置属第一类情况。西晋末年江苏省的南兰陵郡和南东莞郡属第二类情况。西晋末

年，中原地区先后爆发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地方割据势力连年混战，争斗不休，使得民不聊生，许多人流离失所，逃亡他
乡。此时的南方却相对安定，西晋驻守南方的宗室建立了东晋王朝，暂保一时平安。北方人民和世家大族，为避战乱大批渡江南
迁。为安置流亡江南的士族，并维护他们的特权，东晋及以后的宋齐梁陈各朝先后在其管辖地区内用北方的地名设置了一批州、
郡和县，后世称为侨州、侨郡、侨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集中在永嘉年间（316年前后），史称“永嘉南渡”。当时今北京、河北、山东、
河南等地区的人，相继渡过淮河、长江向南迁徙。南迁人口达九十万之多，约为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南迁集中在江苏、安
徽、四川、湖北及江西、湖南诸地，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人口大迁徙。唐朝国土辽阔，边疆郡县常遭攻袭，也曾为沦陷地区百
姓设立侨置郡县。宋元之际，国土割裂，多方对峙，侨置制度也有出现。《晋书·地理志上》：“ 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於徐 ，非本所
也。”《宋书·州郡志一》：“自夷狄乱华，司 、冀 、凉 、青 、并 、兖 、豫 、幽 、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清毕
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序》：“夫晋世版舆，上承三国之瓜分，下值南朝之侨置。”东晋、南朝所设的侨置郡县在隋统一后，完全废

除。）济阳县，属马头郡。故址在今安徽怀远县境内。南齐废（一说是北齐时撤销）。
南北朝时期，北朝曾置两个济阳县，一在今安徽境内，一在今河南潢川县境内，置县时间、撤销时间
等具体情况不详。

隋置济阳县，故城在今山东曹县西南五十里。唐贞观元年（627年）废。
唐朝景龙元年（707年），在高苑县地于梁邹废城（今邹平县韩店镇旧口村）置济阳县，隶

属淄州。唐朝元和十五年（820年）并入高苑县，遂废。宋移邹平县至此。即今山东邹平
县治。

金天会七年（1129年）析临邑、章丘二县地置济阳县，属济南府。治所即今山东济
阳县。《郡县释名》山东卷上：济阳县“以在济水北，故名”。又清乾隆《济阳县志》：“邑在
大清河之北，本济渎也。自清河合济入，通得济之名。济水绕其南，故曰济阳。”元属
济南路。明、清属济南府。1913年属岱北道（次年改称济南道），1927年直属山东省。
1940年属鲁北第二专区，1944年1月属渤海行政区第二专区。1949年7月属泺北专
区，1950年5月属德州专区，1956年2月属惠民专区。1958年12月并入临邑县，属聊城

专区。1961年10月复置，属德州专区。1967年属德州地区。1989年12月，划归济南
市，为市管县。2018年10月，济阳撤县划区。自此，延续889年的济阳县不复存在。

济阳郡
古称济阳郡的地方有三个：东晋时期（317—420年）改济阳国（济阳国，西汉时期，汉元帝

永光三年（前41年），汉元帝刘奭封皇子刘康为济阳王，置济阳国，济阳国的国都在陈留县（今河
南开封市东南陈留镇）。建昭五年（前34年），济阳王刘康徙封（改封）为山阳王（山阳在今河南焦作

山阳区东），而济阳国则改为陈留郡）置，治济阳县（今河南兰考县东北）。辖境相当今河南省兰考县东部
及山东省东明县南境。北魏废。

晋明帝司马绍时期（322—325年）侨置，治毗陵郡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北）境内。南朝齐改南济阳郡。南朝梁
武帝天监年间废。

唐天宝元年（742年）改济北郡置，治卢县（今山东长清县孝里镇广里村）。辖境相当今山东省平阴、阳谷、东阿、肥城、长清
及茌平南部等地。天宝十三载（754年）省。

济阳堂

“济阳堂”是一个堂号。堂号是宗法社会中氏族文化的一致反映，是一个家族或支派的代称。宋代，堂号已较普遍，明清
两代，堂号达到鼎盛时期。在家谱中，堂号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系的意义，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

堂号有的以家族特色人物命名，如曹氏的“三桂堂”（源于曹操三个儿子即曹丕、曹植、曹冲，人称“三桂”），有的以祖先的
生平或传说等命名，如陶氏的“五柳堂”（以陶渊明的号五柳先生命名）；有的以良好祝愿为堂号，如“安乐堂”“安庆堂”；有的以
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为堂号，如孟姓的“三迁堂”（源于“孟母三迁”的故事）；有的以封爵、谥号或旌表褒
奖为堂号，堂号由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恩赐、旌表而来，如“忠敏堂”“节孝堂”“孝义堂”；有的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为
堂号，如“香山堂”（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等等，不一而足。

最为普遍的堂号是以郡望命名的堂号，有“堂号”即是“郡号”之说。郡在秦汉时期是行政区域建置，郡望是各个氏族根源
的标志，是各姓氏祖先的发祥地。据不完全统计，百家姓前15位姓氏中大多以郡望命名堂号，如李氏的“陇西堂”就是以陇西
郡命名的，王氏的“太原堂”以太原郡的名字命名，陈氏的颍川以颍川郡命名。“济阳堂”是以济阳郡（与上文第一个济阳郡区位
一致）命名的堂号，丁、卞、江、柯、却、陶、庾、蔡等姓氏以其迁所地济阳郡为其堂号，因此叫济阳堂。济阳堂是通用的总堂号，
其使用范围最广，名气最大，其余的堂号都是分支堂号。 （济阳区党史研究中心 肖端良）

按 语 ：
济阳因位于济水之北故命

名，历史上先后以济阳命名的地方达十
余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寻根问祖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内在需求。蔡姓、丁姓、查姓等姓氏后人纷纷到现

在的济阳（建于金天会1129年）来寻找族谱,寻找族群,寻
找先祖,寻找亲人。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济阳进行解读，以期
读者能从多个方面认识在历史中沉浮摇曳的济阳。作为“四
渎”之一的济水是认知济阳的第一步，济阳因济水命名，因
济水的变迁而变迁。大多济阳县和济阳郡与济水相关，也
有例外，所以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命名现象——侨置。堂
号是一个家族或支派的代称，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
系的意义。以其迁出所在地济阳郡为其堂号的

济阳堂成为丁、卞、江、柯、却、陶、庾、蔡等姓
氏后人到济阳寻根问祖的重要线

索。

古
来
﹃
济
阳
﹄
知
多
少

（上接第二版）远亲不如近邻，黄栋梁又给6名村干部每人安排
了2-4户贫困户形成结对帮扶，组成6个脱贫互助小组，由中国
重汽提供启动资金，针对不同贫困户的现状，分别采取帮扶措
施。

87 岁的王玉荣老人住进了改造好的新房子，拉着黄栋
梁的手，激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我还能住上新房子。”独
自抚养女儿的贫困户姜美花，在接到爱心企业捐赠的 1500
元教育救助金后，感动地流下眼泪；67 岁的贫困户潘成秀，
更是成为远近闻名的脱贫典型。起初，黄栋梁带领“党员突
击队”对她的小院进行改造，在闲散土地上种满了韭菜、油
菜、木耳等“懒人蔬菜”。几个月后，黄栋梁看着一地绿油油
的韭菜，不禁感叹，“这么好的纯天然有机韭菜，不包水饺太

可惜了！”从此，“潘老太纯手工水饺”成了这个村的名片与
招牌，潘成秀接待了一拨又一拨游客。

2018 年 11 月，他成功策划了王元气村第一届乡村旅游
节，前后接待游客近1000人。如今，潘成秀能熟练的操作微
信二维码收款，实现了自主增收脱贫。孰不知，就是这韭菜水
饺，启发了黄栋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思路。

心怀梦想 建设田园综合体

虽然是小村庄，黄栋梁却有个大梦想。党的十九大提出
了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嗅觉敏锐的黄栋梁以质量兴农、绿
色助农、品牌强农的全新理念，带领村民又开始了一场能深刻

改变农村未来发展格局的产业变革。
2017年寒冬腊月，黄栋梁带领2个小组到河南小刘固村

学习日本农业专家川崎广人的有机堆肥技术。有着20多年
黄瓜种植经验的村民王怀俭，笑谈自己是个“瓜迷”。而一
提到黄书记，他总是抿着嘴笑，说自己活了半辈子，做梦也
没想到跟一个毛头小子，因为种植黄瓜成为了“战友”。回
来后，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在村里开始了实验。王怀俭家里
的3个黄瓜大棚成为了实验基地。

“我俩天天在微信里发图片，讨论黄瓜长势。”黄栋梁与
王怀俭的微信对话框里，讨论的话题永远是“黄瓜”。2019
年春节，王怀俭的有机黄瓜上市一个月，就收入7.6万元。

有机蔬菜项目的成功，让村民尝到了甜头，黄栋梁并没

有停下脚步，他又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注册了笠夫家庭
农场，专营高端精品箱菜和有机盆栽蔬菜的销售业务，并通
过“简素有机生活馆”微信公众号，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新零售方式，实现了有机蔬菜的直供，进一步满足了市民的
健康生活需求。他梦想着把王元气建设成春赏花、秋摘果、
四季休闲的田园综合体。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支部书记王堂林忍不住告诉我们：
“黄书记为王元气村付出太多了！建水泵站的时候，他崴过脚；
建民宿的时候，他闪过腰；孩子生病住院的时候，他在村里忙的
不可开交……正是他这种精神感动了我，激发了我，无论如何
我也得让王元气村变个样！”如今的王元气，干部有了正气、群
众有了志气、村子有了名气，小村庄的大梦想真正一步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