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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鲁阳关述论

陈习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历史上有两个鲁阳关，楚国鲁阳关是其一，并且是鲁阳关的专称。 鲁阳关历史悠久，虽然明确记载在战国时

期，但可能早至春秋，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与中原各诸侯兼并的产物。 鲁阳关初名鲁关，得名于鲁县，又随鲁县称鲁阳县

而名鲁阳关。 鲁阳关是春秋战国延至明清的三鸦道上要隘，是第二、三鸦路的起点，成为历史上汝州与南阳的地理坐标，
一关两城分跨在历史上汝州与南阳交界处分水岭南北河水（鲁阳关水）谷地，相距近 １０ 里，今属南阳市南召县皇后乡分

水岭村，鲁阳北关约在分水岭北四十里铺与五里铺间对角沟的地方，即“南召县鲁阳关———楚长城遗址”处，横跨瀼河

（北鲁阳关水）河谷；南关约在分水岭南，横跨鸦河（南鲁阳关水）河谷。 鲁阳关在中国关津史上较为重要的地位体现在

军事重地、交通要冲、历史典故及文学创作题材来源等方面，又以历经两千余年风云变幻的军事要冲为著。
关键词：鲁阳关；名称；楚国；时代；演变；地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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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两个鲁阳关。 一个是汝州鲁阳关，
另一个是兖州鲁阳关。 《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

世家》：“（齐威王）六年（前 ３５１），鲁伐我，入阳

关。”《正义》：“《括地志》云：‘鲁阳关故城在兖州

博城县（治今山东泰安市东南三十里旧县）南二

十九里，西临汶水也。’”① 此为《魏王泰括地志》
卷下所载②。 这是兖州鲁阳关。 《史记》卷四三

《赵世家》：“（惠文王）九年（前 ２９０），赵梁将，与
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正义》：“刘伯庄云：‘盖
在南阳鲁阳关。’”③《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邓州南阳郡向城，“上。 武德三年以县置淯州。
八年州废，隶北澧州，州废，来属。 圣历元年曰武

清。 神龙初复故名。 北八十里有鲁阳关”④。 这

是汝州鲁阳关。 汝州鲁阳关是自隋唐时而言。
《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七》汝州⑤：

　 　 今理梁县。 在周为王畿。 春秋时，
戎蛮子之邑，亦楚郑二国之境。 七国时

属韩。 秦属三川郡。 汉属河南、颍川二

郡地，后汉因之。 魏晋属河南、舞阳二郡

地。 后魏属汝北郡。 后周属南襄城郡。
隋初置伊州，炀帝初改为汝州，后废州，
以其地分属襄城、颍川二郡。 大唐为汝

州，或为临汝郡。

①　 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２０－１２２ 页。

②　 王谟辑：《汉唐地理书抄》，北京：中华书局影印，１９６１
年，第 ２５４ 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 １２０－１２２ 页。
④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９８２ 页。
⑤　 杜佑：《通典》，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４６６０ 页。

鲁阳关位于邓州与汝州交界处，既在邓州也

属汝州。 同书同卷汝州鲁山县条：“汉鲁阳县。
今有鲁阳关。 古绕角城，在县东南。 有汉犨县故

城，在今县东南。 后周置三鵶镇，在县西南十九

里，亦名平高城，以御齐。 高齐则于县东北十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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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鲁城，以御周。”①但从鲁阳关的起始年代来论，
可称楚国鲁阳关。

鲁阳关历史悠久，早至春秋战国时期。 这里

在前贤今彦研究的基础上②，从鲁阳关名称、时代

与演变、地望、地位等方面对楚国鲁阳关作一系

统、全面的梳理和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不吝

指正。
一、得名于鲁县的关名

从上引《史记·赵世家》来看，汝州鲁阳关的

名称起初并非是鲁阳关，而是鲁关。 到南北朝时

仍有鲁关称名。 如《北史》卷六二《王思政列传》：
“（西魏大统）十三年（５４７），侯景叛东魏，请援乞

师。 当时未即应接。 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
悔无及，即率荆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 周文

闻思政已发，乃遣太尉李弼赴颍川。 东魏将高岳

等闻大兵至，收军而遁。 思政入守颍川。 景引兵

向豫州，外称略地，乃密遣送款于梁。”③

《武亿跋墨子》（《授堂文钞》）认为“鲁关”的
“鲁”指鲁阳④：

　 　 《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注云“墨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而不

著其地。 惟《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

注：“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

秋时属楚。 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

字，是其例也。
《十三经注疏·左传春秋正义》昭二十九年

（前 ５１３）：“龙一雌死，（刘累）潜醢以食夏后。 夏

后飨之，既而使求之。 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

也。”晋杜预注：“鲁县，今鲁阳也。”⑤此说虽有道

理，但单名与双名还是有别。 如《汉书》卷二八上

《地理志上》：南阳郡鲁阳，“有鲁山。 古鲁县，御
龙氏所迁。 鲁山，滍水所出，东北至定陵入汝。 又

有昆水，东南至定陵入汝”。 师古曰：“即《淮南》
所云鲁阳公与韩战日反三舍者也。”⑥可见，《汉书

·地理志》仍然认为古鲁县是后来的鲁阳县，名
称不一样。 不过，说“鲁山，滍水所出”有误。 《水
经注疏》卷三一《滍水》：“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

尧山。 守敬按：《汉志》，南阳郡鲁阳鲁山，滍水所

出。 鲁山为尧山之误。 《说文》，滍水出南阳鲁阳

尧山，此《经》亦云出县西尧山，其明征也。”⑦

据前引《十三经注疏·左传春秋正义》昭二

十九年所载，似乎在夏代孔甲时已经有鲁县，这显

然有误。 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有郡县的设置，

鲁县的设置最早也不早于春秋时期，这是以春秋

时期的地名来说明夏代所在的地方。 春秋时期鲁

县一名当来源于域内鲁山，因山得名。 那鲁关是

否也得名于鲁山？
就地望而论，鲁关也是在山上（详下），但不

是在鲁山，就是因山得名，当也不是因鲁山得名。
因此，鲁关的得名只能源于鲁县，因县得名。 但春

秋时期也见鲁阳一名。 《墨子间诂》卷一一《耕
柱》⑧：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大国之攻

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 ……”毕云：
“《文选》注云‘贾逵《国语》注曰：鲁阳

文子，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鲁阳

公’，即此人。 其地在鲁山之阳。 《地理

志》云‘南阳鲁阳有鲁山’。 师古曰‘即

《淮南》所云鲁阳公与韩战，日反三舍者

也’。”苏云：“鲁阳文君即鲁阳文子也。
《国语·楚语》 曰‘惠王以梁与鲁阳文

子，文子辞，与之鲁阳’。 是文子当楚惠

王时，与墨子时世相值。” 诒让案： 《楚

语》韦注，说与贾同。 文君即《左》哀十

九年（前 ４７６） 《传》 之公孙宽。 又十六

年（前 ４７９）《传》云“使宽为司马”。 《淮

南子·览冥训》，高注云“鲁阳，楚之县

公，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今南阳

鲁阳是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杜佑：《通典》，第 ４６６０－４６６１ 页。
主要研究成果有潘民中：《平顶山市境域古代名

关考实》，《平顶山师专学报》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第 ６８－７２ 页；
杨晓宇：《春秋楚长城五大名关》，《平顶山师专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第 ２６－２８ 页；陈江霞：《中原古代关隘研究》，郑
州大学 ２００９ 年硕士学位论文；徐少华：《〈水经注〉所载鲁

阳关水及相关地理考述》，《历史地理》２０１１ 年第五辑，第
２９－３７ 页等。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８３８页。
孙诒让：《墨子闲诂·附录》 （下），孙以楷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６２５ 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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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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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公孙宽

受封鲁阳县公，说明鲁阳县的存在。 就是说，在不

晚于春秋战国之际，鲁县也称为鲁阳县，因“其地

在鲁山之阳”。 当然，与鲁关因鲁县得名一样，鲁
阳关也是因鲁阳县得名，因县名的变更而随之

变更。
值得注意的是，杜佑《通典》卷一七七《州郡

七》邓州向城县条提及鲁阳关及鲁阳山：“汉西鄂

县故城在今县南。 有鲁阳关及鲁阳山及精山。 汉

张衡墓亦在县南，崔瑗作碑，见在。 百重山在县

北，即是三鵶之第一，又北分岭山岭北即三鵶之二

鵶也。 其第三鵶入临汝郡鲁山县界”①。 但又没

有指出鲁阳关和鲁阳山的方位，鲁阳关还能理解，
但鲁阳山何所指，不明。 汝州有鲁山、鲁关，邓州

有鲁阳关、鲁阳山，似乎有两山两关。 此所记邓州

向城鲁阳山似有误。 《通典》之误似源于《水经

注》。 《水经注疏》卷三一《淯水》：“淯水又东南

流历雉县之衡山，……其水南流迳鲁阳关，……左

右连山插汉，秀木干云，是以张景阳诗云：朝登鲁

阳关，峡路峭且深。 亦司马芝与母遇贼处也。”②

这里说鲁阳关是司马芝与母遇贼处。 据《三国

志》卷一二《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司马

芝字子华，河内温人也。 少为书生，避乱荆州，于
鲁阳山遇贼，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独坐守老母。
贼至，以刃临芝，芝叩头曰：‘母老，唯在诸君！’贼
曰：‘此孝子也，杀之不义。’遂得免害，以鹿车推

载母。 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③这里是说司

马芝与母遇贼处在鲁阳山，鲁阳关与鲁阳山是为

一处。 鲁阳关因在鲁阳县与南召县交界，在鲁阳

县西南，那鲁阳山也就在鲁阳县西南。 但实际上

鲁山在鲁阳县东北十数里。 《水经注疏》卷三一

《滍水》：“滍水又东北合牛兰水。 ……又东南迳

鲁山南。 阚骃曰：鲁阳县，今其地鲁山是也。 会贞

按：《元和志》，鲁山在鲁山县东北十里。 在今县

东北十八里，山高耸，迥出群山，为一邑巨镇，又曰

露山。”④当然，也可能是杜佑将鲁阳关所在的山

称为鲁阳山，鲁阳关所在的山实际上也是在鲁山

之南，称作鲁阳山也是说得通的。
二、春秋战国延至明清的三鸦路口要隘

鲁阳关的始置年代，因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
出现不同的观点。 有认为始置于战国中期⑤，也
有认为鲁阳关“在夏商时代已有，是春秋楚长城

上最险要也是最古老的一个关口”⑥。 还有两处

鲁阳关的提法，不同处鲁阳关所置年代也不一样，
“从战国中期楚国始置鲁阳关到魏时期八百多年

间，鲁阳关位于今鲁山县与南召县分界处的分水

岭上、距鲁山县城约四十华里。 后周为了御齐在

鲁山县西南十九华里的平高城置鲁阳关，沿用到

唐代，以后鲁阳关又迁回原址，至明清未再变”⑦。
苍茫指出，鲁阳关之外，还有一处小鲁阳关，“在
南召县北侧与鲁山县四棵树乡交界处的小分水

岭，还有一个小鲁阳关”⑧。 这实际上也是两处鲁

阳关的说法。
就文献而言，如前所引《史记·赵世家》，鲁

关最早见于战国时期： “（赵惠文王） 九年 （前

２９０），赵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 《正

义》：“刘伯庄云，‘盖在南阳鲁阳关。’”但鲁阳关

到底什么时候设置，又为谁所置，没有明确的记

载。 《新唐书》 和 《太平寰宇记》 认为汉置 （详

下），显然与史实不符，应该说汉代仍然有鲁阳

关，但汉代并非鲁阳关的始设年代。 潘民中将鲁

阳关的始置年代推测在自楚肃王十年（前 ３７１）魏
国从楚国手里夺取鲁阳县至文献所载鲁阳关的赵

惠文王九年（前 ２９０）之间⑨，虽仍然属于战国中

期，但是这一问题的推进。 关津的设置早至西周

初期，当然那时的关津主要置于边境之地，西周实

行的宗族分封制，在境内设关置守的必要性不大。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各诸侯国势力盛衰消长，兼并

活动逐渐展开，到春秋初期，成百上千的诸侯国仍

然存在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了。 为保境安民，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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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在险要之地修筑长城、关防城寨已经是必

然之事。 鲁阳关一带作为楚国和中原诸国势力北

上南下的要冲，筑城置关毋庸置疑，鲁关之设早至

春秋时期已经存在，并非不可能之事。
两汉时期鲁阳关的情况，《汉书》《后汉书》无

载，但据《新唐书》，汉代仍然设关。 《新唐书》卷

三八《地理志二》：汝州临汝郡鲁山县，“上。 王世

充置鲁州，武德四年废。 俄以鲁山、滍阳复置鲁

州。 贞观九年州废，省滍阳，以鲁山来属。 有尧

山。 有银。 有汉故关”①。 “汉故关”即指鲁阳关。
宋人《太平寰宇记》卷八汝州鲁山县鲁阳关：“《淮
南子》云：‘鲁阳公与韩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
日为之反三舍。’即此地也。 汉故为关曰鲁阳。”②

把鲁阳关说成始置于汉时关隘是不准确的。 但说

明汉时仍有鲁阳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要地鲁阳关屡见记载。

《晋书》卷一一三《载记·苻坚上》：“遣其尚书令

苻丕率司马慕容暐、苟苌等步骑七万寇襄阳。 使

杨安将樊邓之众为前锋，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一

万出鲁阳关，慕容垂与姚苌出自南乡，苟池等与强

弩王显将劲卒四万从武当继进，大会汉阳。”③鲁

阳关是前秦南攻襄阳的重要节点。 《宋书》卷四

九《蒯恩传》：“（南朝宋）高祖（刘裕）伐司马休之

及鲁宗之，恩与建威将军徐逵之前进。 逵之败没，
恩陈于堤下，宗之子轨乘胜击恩，矢下如雨，呼声

震地，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 轨屡冲之不动，知
不可攻，乃退。 高祖善其能将军持重。 江陵平定，
复追鲁轨于石城。 轨弃城走，恩追至襄阳，宗之奔

羌，恩与诸将追讨至鲁阳关乃还。”④司马休之时

为荆州都督，反对刘裕篡夺东晋政权，联合雍州刺

史鲁宗之起兵。 兵败，鲁宗之之子鲁轨军被一路

追击，从襄阳直到鲁阳关。 南北朝时，鲁阳关也是

南朝与北朝攻防军事通道上的关防。 《周书》卷

一八《王思政传》：“（西魏大统）十三年（５４７），侯
景叛东魏，拥兵梁、郑，为东魏所攻。 景乃请援乞

师。 当时未即应接。 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
悔无及。 即率荆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 思

政入守颍川。 景引兵向豫州，外称略地，乃密遣送

款于梁。”⑤侯景叛东魏，王思政自荆州从鲁关过

阳翟到颍川应援。 有说北周在平高城又置一鲁阳

关，“后周为了御齐在鲁山县西南十九华里的平

高城置鲁阳关，沿用到唐代，以后鲁阳关又迁回原

址，至明清未再变”⑥，显误。 这里后周即北周，齐

即北齐。 北周在平高城所置为三鸦镇，非鲁阳关

（详下）。
隋唐时期鲁阳关有废置。 《隋书》卷三⚪《地

理志中》：襄城郡鲁县，“后魏置荆州，寻废。 立鲁

阳郡。 后置鲁州。 开皇初郡废。 大业初州废。 有

关官。 有和山、大义山”⑦。 “有关官”表明隋代鲁

阳关的设置。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邓州向城

县“鲁阳关”条载鲁阳关在向城县“北八十里”，
“邓、汝二州于此分境。 荆豫径途，斯为险要”⑧。
前引《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邓州南阳郡向

城县条载“北八十里有鲁阳关”。 据前引《通典》
卷一七七《州郡七》汝州鲁山县条，为了防御北

齐，北周实际上在三鸦路修筑了三鸦镇，又称为平

高城，而不是所谓的鲁阳关。
宋元时期，亦置关防。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

八《靖康中帙六十三》载北宋佥书枢密院张叔夜

《乞迁都劄子》云：“自颍昌而南，唐州方城县最为

诸路会口，井邑亦甚繁富，汝州鲁山县三鵶路亦进

军马，今既欲都襄阳，则方城恐当升为郡，鲁山亦

当为路口；两头置立关戍，以备虏骑南向。 其襄阳

之西柳子等关，虽路险不通兵车，然去陕府六百余

里，亦合严立戍守。 取进止。”⑨鲁山县三鵶路段

为第三鵶段，第三鵶段的入口有鲁阳关，出口在三

鵶镇。 鲁山县境内的三鸦路自鲁阳关起有 ５０ 里

之距（详后），这是建议在鲁阳关建设关城驻兵防

守外，在三鸦路的路北口也设置关城。 但这也说

明唐五代乃至北宋时期，鲁阳关可能已经废弃，到
两宋之际因南北争夺的形势下又复置鲁阳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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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诗选三集·庚集》收录的廉访月鲁不花《拟古

十首》之一有“月照鲁阳关，风吹汉江水”（详后），
这是元时鲁阳关的记载。

明清时期，仍然有鲁阳关的记载。 《明史》卷
四二《地理志三》南阳府南召：“府北。 成化十二

年十二月以南阳县南召堡置。 北有丹霞山，一名

留山。 北有鲁阳关，即三鸦路口也，兴鲁山县界。
有鸦路镇巡检司，成化十二年（１４６６）十二月移于

洼石口。”①《大清一统志》卷二二五汝州关隘“鲁
阳关”条载鲁阳关“在鲁山县西南六十里，与南阳

府南召县分界”②。 《读史方舆纪要》载鲁阳关在

南召县“北五十里，与鲁山县分界，即三鸦路口

也”③。 同书卷五一南阳府南召县鲁阳关：“在县

北五十里，与鲁山县分界，即三鸦路口也。 ……今

为鸦路镇，有巡司戍守。”④据《读史方舆纪要》，清
代鲁阳关改为鸦路镇，设巡司守卫。 这说的是北

鲁阳关，并把北鲁阳关等同于鸦路镇。 北周时鲁

山三鸦路上开始设镇；据《明史》，明代南召在三

鸦路上也设鸦路镇，并设巡检司，只是没有说明具

体地址，后来移于洼石口。 清代南召所设鸦路镇

及巡司，极可能是明代时期镇司的恢复沿设，而不

是鲁阳关的改置。
清末民国初年以后，三鸦通路渐趋衰落，三鸦

口的鲁阳关废弃荒芜，现代的焦柳铁路、南（阳）
云（阳）公路自鸦口穿过。 如今的鲁阳关一片荒

野，峡谷中孤零零矗立着河南省政府于 ２０１３ 年竖

立的“南召县鲁阳关———楚长城遗址”巨大标志

牌，是北鲁阳关的地方。
三、汝州与南阳的地理坐标

鲁阳关的地望，史籍记载较多，但理解还是很

有不同。 今人的观点在大致的方位和地域上区别

不大，但具体的确切的地址上，则观点不一致。 主

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认为鲁阳关在鲁山县与南召县交界的分

水岭。 如潘民中认为“鲁阳关位于今鲁山县与南

召县分界处的分水岭上，距鲁山县城约四十华

里”⑤，杨晓宇指出鲁阳关“在三鸦路的第二鸦，即
鲁山县与南召县交界的分水岭”⑥。 苍茫经过实

地考察，指出了分水岭的具体地址，“鲁阳关所在

位置，为南召县皇后乡分水岭黑龙潭与鲁山县五

里铺村的交界处，也是南召鸭河与鲁山沙河的分

水岭，此处往南的水流入鸭河、白河，汇入长江；此
处往北的水流入瀼河、沙河，汇入淮河”⑦。 但据

《河南省地图册》南阳市南召县，分水岭、黑龙潭

与五里铺都是南召县皇后乡三个自南至北分布的

行政村或自然村⑧，这样，分水岭就放在南召县

了，并非鲁山、南召两县的分界处，前后矛盾。 实

际上，现在的分水岭就在南召县。
二是认为鲁阳关在分水岭之北。 徐少华指

出，“三鵶路，亦称三鸦路或鵶（雅）路，大致以今

鸭河口附近的北（百）重山为起点，溯鲁阳关水而

上至分水岭下，为第一鵶，约 ６０ 里；分水岭至鲁阳

关为第二鵶，南北 １０ 里；由鲁阳关沿三鵶水（亦称

鲁阳关水，今瀼河）而下，至鲁山县西南之三鵶镇

（今瀼河镇），为第三鵶，约 ４０ 里，全程 １１０ 里左

右”⑨。 这里未说明分水岭和鲁阳关所属市县，只
是表明分水岭与鲁阳关不是一地，相距约 １０ 里。
类似的观点有苍茫，他认为“三鸦路最早应为‘三
垭路’。 ‘三垭’所指，即这条古道之上的三处‘垭
口’。 第一垭在宛城北 ６０ 里古向城县（今南召县

皇路店镇）北的百重山；第二垭在分水岭（鸭河与

空山河交接处），与第一垭相距 ７０ 里；第三垭在分

水岭以北的南召与鲁山县交界处，距第二垭 ８０
里。 再往前走，山势渐平，就是鲁山县的瀼河河谷

了”。 这里，第二鸦的位置不同，之间的距离也

不同，不过，第三鸦指的鲁阳关是显而易见的。 孙

保瑞也提出了一条不同的三鸦路：“三鸦路全长

３０ 多公里，第一鸦在南阳北部太子山和九里山，
汉时称云阳关；第二鸦在南召分水岭至鹿鸣山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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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分水岭距第三鸦较近，鹿鸣山在二鸦路中段，
与第一鸦和第三鸦分别相距约 １０ 余公里，是一个

环山小盆地；第三鸦在鲁山西南，也就是历史上著

名的鲁阳关。”①三鸦路起止不一致，一致的是，鲁
阳关也是在分水岭北，属鲁山县。

三是认为鲁阳关包括三关。 鲁山县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 年所立平顶山市文物保护单位鲁阳关遗址

碑介绍说，鲁阳关“即为楚长城记载‘鲁关’，其一

关至三关为鲁阳关水（又称鸦水、鸦路）道，为楚

国到鲁阳再北抵洛阳的咽喉峡谷，三关之间峡长

５０ 华里。 今焦枝铁路、豫 ０２ 公路经此。 第二关

交口为楚长城遗迹干线所经处，列入《楚长城遗

址》另述。 本关为鲁阳第三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豫 ０２ 公路即河南 Ｓ２３１ 省道。 据标识碑所

在地，第三关约在昭平台南干渠瀼河渡槽与薄原

线（河南 Ｓ２３１ 省道）交叉口东南，属于瀼河乡瀼

西村，据说遗址稍东就是刘秀寨（图 １）。 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所公布的南召县鲁阳

关楚长城遗址标识牌所在地，第二关约在薄原线

四十里铺与五里铺中间，大致在两者之间对角沟

的地方。 第一关所在地未作说明。 据薄原线上第

二、三关所在地间大约 １９ 公里的里程来看，第一

关所在地大致在皇后乡北 ６ 公里左右的地方。

图 １　 鲁山县瀼河乡瀼西村所谓的“鲁阳关遗址”碑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第三关应该就是三鸦镇

所在区域，大致是今天的瀼河乡。 昭平台南干渠

瀼河渡槽与薄原线交叉口的西北就是平高城村，
交叉口的东北就是瀼河乡，以瀼河为界。 鲁阳关

遗址、平高城村、瀼河乡三地相距为 １ 公里左右，
这里就是历史上的三鸦镇的范围。 三鸦镇就是后

来的平高城、现在的瀼河乡，此处的瀼河到沙河河

口约 ２ 公里。 从实地也可以看出，除鲁阳关遗址

处有山丘外，隔河对面及瀼河乡所在地都是一片

平旷之地，非设关守险之所，这是把三鸦镇泛称为

鲁阳关了。
四是认为鲁阳关在鲁山县交口村。 萧鲁阳认

为鲁阳关在今鲁山县西南 ４５ 公里处的熊背乡交

口村②。
五是认为鲁阳关在南召县四十里铺。 王文楚

认为“鲁关即鲁阳关，在今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

北 ４０ 里，与其南之鲁阳关水相去 ７ 里”③。 具体

地址没有交待。 不过，云阳镇北 ４０ 里是南召县四

十里铺。
另外，仍有仅指出鲁阳关的大致方位，如前引

孙保瑞认为鲁阳关在鲁山县西南。
那鲁阳关到底在哪？ 《水经注》卷三一《滍

水》：“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郦道元注：
“滍水又东迳鲁阳县故城南，城即刘累之故邑也。
有鲁山，县居其阳，故因名焉，王莽之鲁山也。 昔

在于楚，文子守之，与韩遘战，有返景之诚。 内有

《南阳都乡正卫为碑》。 滍水右合鲁阳关水，水出

鲁阳关外分头山横岭下夹谷，东北出入滍。 滍水

又东北合牛兰水，水发县北牛兰山，东南迳鲁阳城

东，水侧有《汉阳侯焦立碑》。 牛兰水又东南与柏

树溪水合，水出鲁山北峡谷中，东南流迳鲁山西，
而南合牛兰水。 又东南迳鲁山南，阚骃曰：‘鲁阳

县，今其地鲁山是也。’水南注于滍。 滍水东迳应

城南，故应乡也。”④滍水即今沙河；此鲁阳关水为

北鲁阳关水，唐宋称三鵶河，清代以后称瀼河。 由

此可知，鲁阳关是在分水岭的北面。 《水经注疏》
卷三一《滍水》所载略同⑤：

　 　 滍水右合鲁阳关水，水出鲁阳关外

分头山横岭下夹谷，东北出入滍。 守敬

按：鲁阳关及分头山并详《淯水》篇。 鲁

阳关水有二，此则关北之水也。 《元和

①

②

③

④

⑤

孙保瑞：《古三苗北疆衡山考》， 《荆楚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１７ 页。

萧鲁阳：《抗金名将牛皋简论》，《平顶山学院学

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５８－６２ 页。
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

通发展》，《史学月刊》１９６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５－３０、３９ 页。
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郦道

元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７ 页。
郦道元撰，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第

３函第 ２册，线装本，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 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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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鲁阳关水，俗谓之三鵶水，经鲁山

县西七里。 《方舆纪要》：鵶河在鲁山县

西南，自南召县流入境。 据此注则下入

沙河，正当鲁山县之南也。
滍水又东北合牛兰水。 水发县北牛

兰山，守敬按：《续汉志》，鲁阳有牛兰累

亭。 《注》引谢沈《书》云牛兰山也。 山

在今鲁山县西北，水即今县北之达老河。
东南迳鲁阳城东，守敬按：即上鲁阳县故

城也。 水侧有《汉阳侯焦立碑》。 守敬

按：汉阳侯焦立，不见于史。 碑，欧、赵皆

不著录，洪但载郦说，盖已佚。 牛兰水又

东南，与柏树溪水合。 水出鲁山北峡谷

中，东南流迳鲁山西，而南合牛兰水。 会

贞按：水在今鲁山县东北。 （牛兰水）又

东南迳鲁山南。 阚骃曰：鲁阳县，今其地

鲁山是也。 会贞按：《元和志》：“鲁山在

鲁山县东北十里。”在今县东北十八里，
山高耸，迥出群山，为一邑巨镇，又曰露

山。 水南注于滍。 守敬按：今达老河自

鲁山县北，东南流，至县东入沙河。
鵶河即北鲁阳关水，杨守敬认同北鲁阳关水

自南召县流入鲁山县，就是说分水岭属南召县。
不过，将“鲁阳城”等同于“鲁阳县故城”，似误。

《水经注》卷三一《淯水》：“淯水出弘农卢氏

县支离山，东南过南阳西鄂县西北，又东过宛县

南。”郦道元注：“淯水导源东流，……淯水又东南

流历雉县之衡山，东迳百章郭北，又东，鲁阳关水

注之，水出鲁阳县南分水岭，南水自岭南流，北水

从岭北注，故世俗谓此岭为分头也。 其水南流迳

鲁阳关，左右连山插汉，秀木干云，是以张景阳诗

云：朝登鲁阳关，峡路峭且深。 亦司马芝与母遇贼

处也。 关水历雉衡山西南，迳皇后城西，建武元

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节迎光烈皇后于淯阳，俊发

兵三百余人，宿卫皇后道路，归京师，盖税舍所在，
故城得其名矣。 山有石室甚饰洁，相传名皇后浴

室，又所幸也。 关水又西南迳雉县故城南，昔秦文

公之世，有伯阳者，逢二童，曰舀，曰被。 二童，二
雉也。 得雌者霸，雄者王。 二童翻飞化为双雉，光
武获雉于此山，以为中兴之祥，故置县以名焉。 关

水又屈而东南流，注于淯。”①《水经注疏》卷三一

《淯水》所载略同②：
　 　 淯水又东南流历雉县之衡山，东迳

百章郭北，又东，鲁阳关水注之。 水出鲁

阳县南分水岭，守敬按：县见《滍水》篇。
《通典》：“向城县北有分岭山。” 《寰宇

记》：“分水岭在废向城县北七十里，即

三鸦之第二鸦也。 从此而北五十里，为

第三鸦。”今水曰鸦河，出南召县西北。
南水自岭南流，北水从岭北注，守敬按：
此南水也，北水见《滍水注》。 故世俗谓

此岭为分头也。 守敬按：《滍水注》作分

头山，沿俗称。 其水南流迳鲁阳关，守敬

按：《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九年，赵

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 《正

义》引刘伯庄云：“盖在南阳鲁阳关。”则

关之设旧矣。 《元和志》：“关在向城县

北八十里，邓、汝二州于此分境，荆、豫径

途，斯为险要。” 在今南召县北，即三鵶

路。 左右连山插汉，秀木干云，是以张景

阳诗云：朝登鲁阳关，峡路峭且深。 守敬

按：此景阳《杂诗》，见《文选》，峡作狭。
又云“流涧万余丈，围木数千寻”，亦山

高木乔之证。 亦司马芝与母遇贼处也。
《笺》曰：《魏志》：“司马芝字子华，……
遂得免，官至大司农。”关水历雉衡山西

南迳皇后城西。 ……关水又西南迳雉县

故城南。 ……关水又屈而东南流，注于

淯。 守敬按：今鸦河东南流，迳南召县

南，屈而西南入白河。
淯水，今名白河。 南鲁阳关水，明清时称鸦

河，或名口子河。 这里，鲁阳关在分水岭南，南鲁

阳关水流过鲁阳关。 如此，据《水经注》则有两鲁

阳关，设置在分水岭南北，为南北鲁阳关水流经

地。 这南北鲁阳关统称鲁阳关，就是说一关两关

城，南北鲁阳关水谷地上各一座关城。 一关两处

关城，古代也见于别的关隘。 如春秋以来的“义
阳三关”之一信阳冥阨关（平靖关），两处关城相

距约 １０ 里③。 只是平靖关为一路上的两处关口，
而鲁阳关则分居分水岭下的两条河谷上。 据清人

①

②

③

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第 ７８６页。
郦道元撰，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第

３函第 ２册，线装本，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 １３－１５页。
陈习刚：《平靖关考》，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活动周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５３－３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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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等，北鲁阳关是鲁山与南召两县的分界，分
水岭和南鲁阳关都在南召县。 当然，除分水岭外，
关的具体地址不明。

鲁阳关为荆豫径途上的要冲。 《元和郡县图

志》卷二一邓州向城县“鲁阳关”条载鲁阳关在向

城县“北八十里”，“邓、汝二州于此分境。 荆豫径

途，斯为险要”①。 鲁阳关在古向城县北 ８０ 里。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邓州南阳郡向城县：
“上。 武德三年（６２０）以县置淯州。 八年州废，隶
北澧州，州废，来属。 圣历元年（６９８）曰武清。 神

龙初（７０５）复故名。 北八十里有鲁阳关。”②古向

城县即今南阳市南召县皇路店镇，鲁阳关在今南

阳市南召县皇路店镇北 ８０ 里左右的地方。 鲁阳

关是三鵶路上的第三鵶口，是第三鵶路的起点。
前引《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七》邓州向城县：“有
鲁阳关及鲁阳山及精山”，“百重山在县北，即是

三鵶之第一鵶，又北分岭山岭北即三鵶之二鵶也。
其第三鵶入临汝郡鲁山县界”。 《读史方舆纪要》
卷五一南阳府南阳县：“百重山，府北七十里。 山

峦重复，几及百重，其最著者曰鹿鸣、武阳、乱石、
拓禽、鲤鱼五山，皆高峻深险，乃三鸦之第一鸦

也”；“分水岭，府北七十里。 水自岭而下，南北分

流，俗呼为分头岭。 其水为鸦河，亦说鲁阳关水，
北流入汝水，南流入淯水，此三鸦之第二鸦也”③。
又同书同卷南阳府南召县：“鲁阳关。 在县北五

十里，与鲁山县分界，即三鸦路口也。”④这是认为

第三鵶口是南召与鲁山两县的分界，是北鲁阳关

的地方，而分水岭在南召县一侧。 而百重山就在

向城县北，是第一鵶的起点。 《太平寰宇记》：“分
水岭在废向城县北七十里，即三鸦之第二鸦也。
从此而北五十里，为第三鸦。 今水曰鸦河，出南召

县西北。”⑤《太平寰宇记》所记似有误，分水岭为

第二鵶，说自第二鵶起北 ５０ 里为第三鵶，是将第

二、三鵶作为同一个起点，第二鵶的里程呢？ 这

５０ 里应该是第二、三鵶的全程。 分水岭在废向城

县北 ７０ 里，鲁阳关在废向城县北 ８０ 里程，那第二

鵶的里程约 １０ 里，或者说南北鲁阳关间的里程约

１０ 里，第二、三鵶的起点应该是南北鲁阳关所在，
正位居南北鲁阳关水谷地通道上。 《清一统志》
云：“三鸦路以百重山为第一鸦，分水岭为第二

鸦，鲁阳关为第三鸦。”⑥《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

南阳府南召县：“三鸦水，在县北鲁阳关南七里。
亦谓之鲁阳关水。 源出南阳县分水岭，下流东北

出而入鲁阳县界。 亦谓之鸦河。”⑦这也是说北鲁

阳关与南边的三鸦水间有 ７ 里的距离，那南北鲁

阳关间约有 １０ 里的距离。 前引王文楚所说的鲁

阳关与其南之鲁阳关水相去 ７ 里。 这与南北两关

间的里程大致相合。 正如前述徐少华的观点所

说，“三鵶路，亦称三鸦路或鵶（雅）路，大致以今

鸭河口附近的北（百）重山为起点，溯鲁阳关水而

上至分水岭下，为第一鵶，约 ６０ 里；分水岭至鲁阳

关为第二鵶，南北 １０ 里；由鲁阳关沿三鵶水（亦称

鲁阳关水，今瀼河）而下，至鲁山县西南之三鵶镇

（今瀼河乡），为第三鵶，约 ４０ 里，全程 １１０ 里左

右”。 可见，三鸦路是毋庸置疑的，但三鸦的起止

点及相互距离，文献所载及今人观点是有分歧的。
其中，致误之因有将鲁阳关南北关混淆，有的为至

北鲁阳关里程，有的为至南鲁阳关里程。
实际上，第二鵶就是分水岭。 实地考察可知，

分水岭是一段地势高平的山岭，山岭上下坡间近

１０ 里，与文献所载接近（图 ２）。 第二、三鵶的起

点分居分水岭的两侧，也就是南北鲁阳关水谷地

上的鲁阳关，三鵶路就是沿南北鲁阳关水谷地之

道，而鲁阳关就是控制分水岭两侧的鵶路要冲。
鲁阳关北关防控北面汝州而来的攻伐，南关则防

控南面南阳而来的攻伐，防控易势，反映南北双方

攻守易势。 统而言之，说鲁阳关是分水岭，或者说

鲁阳关是汝州与南阳的分界，实不为过。 鲁阳关

堪称汝州与南阳的地理坐标。
今鲁山县与南召县的分界处在鲁山县西南的

熊背乡交口村小交口自然村与南召县皇后乡分水

岭村四十里铺自然村交界⑧。 熊背乡小交口自然

村，“郑南西线公路穿村，西有焦枝铁路交口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阳县中潬城条，
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４４ 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９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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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南召县皇后乡分水岭村分水岭

桥。 村旁为古三鸦路口”①。 说明这是古三鸦路

所经之地。 具体而言，鲁阳关在今属南阳市南召

县皇后乡分水岭村，北鲁阳北关约在分水岭北四

十里铺与五里铺间对角沟的地方，即“南召县鲁

阳关—楚长城遗址”处（图 ３），横跨瀼河（北鲁阳

关水）河谷；南关约在分水岭南，横跨鸦河（南鲁

阳关水）河谷。 实地考察可见，今北鲁阳关处瀼

河谷地两岸丘山对峙绵延，瀼河溪水汩汩南流，山
丘树木茂盛，楚长城遗迹掩映其中，今焦柳铁路与

薄原线公路夹河谷西东绕行，实为置关守险之处。
就地址而言，分水岭及两侧的南北鲁阳关今都属

南召县了，我们仍然说鲁阳关，只是延续历史上的

惯称。 今走薄原线，从皇路店镇到北鲁阳关约 ９０
里，到分水岭南的第二鸦口即南鲁阳关约 ８０ 余

里，就是说第一鸦约有 ８０ 里。 二、三鸦口间约 １０
里，自北鲁阳关到三鸦镇（今瀼河乡）约 ４０ 里，整
个三鸦路实约有 １３０ 里。 这与前述徐少华的观点

略有出入，实地行走薄原线，皇路店镇北到云阳镇

就约有 ６０ 里（参见图 ４）。

图 ３　 南召县皇后乡分水岭村“南召县鲁阳关

———楚长城遗址”（北鲁阳关）处

四、历经两千余年风云变幻的军事要冲

鲁阳关在古代关津发展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

历史地位。 这主要体现在军事、交通、社会文化等

方面，尤以诸侯争雄、南北割据、农民战争等时期

的军事战略要冲凸显其重要地位。
（一）军事重地

关于鲁阳关的军事地位，《读史方舆纪要》有
精要评述，该书卷五一南阳府南召县鲁阳关②：

　 　 《史记》：“赵惠文王元年（前 ２９８）
赵梁将兵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
《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战酣，日暮挥戈，
日返三舍”，即此地也。 （东）晋太和二

年（３６７）荆州刺史桓豁攻宛拔之，（前）
燕将赵盘退保鲁阳；豁追擒之。 太元三

年（３７８）苻坚遣兵分道寇襄阳，使其将

石越等率精卒出鲁阳关。 关控据要险，
自昔为必争之地矣。 今为鸦路镇，有巡

司戍守。
据前引《史记》所载，赵梁将兵与齐合军攻韩

之事发生在赵惠文王九年（前 ２９０），这里有误。
鸦路镇也非鲁阳关，前已论述。

鲁阳关的军事地位，还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
《晋书》卷一一三《载记·苻坚上》：“（前秦）遣其

尚书令苻丕率司马慕容暐、苟苌等步骑七万寇襄

阳。 使杨安将樊邓之众为前锋，屯骑校尉石越率

精骑一万出鲁阳关，慕容垂与姚苌出自南乡，苟池

等与强弩王显将劲卒四万从武当继进，大会汉

阳。”③“精骑一万出鲁阳关”，说明鲁阳关所在为

突袭便道。 《北史》卷二六《韦阆传》：“（北魏）孝
文复南伐，路经珍郡，加中垒将军，正太守。 珍从

至清水，帝曰：‘朕顷戎车再驾，卿恒翼务中军。
今日之举，说欲引卿同行，但三鸦险要，非卿无以

守也。’因敕还。 及孝文崩于行宫，秘匿而还，至
珍郡，始发大讳。”④韦珍为韦阆族弟。 孝文帝南

伐身死，回到鲁阳才公布死讯，“三鸦险要”可见

一斑。 《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西魏大统）

①

②

③

④

鲁山县地名办公室编：《河南省鲁山县地名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２５６ 页。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４１４ 页。

唐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１０２８ 页。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９５９页。



陈习刚：楚国鲁阳关述论

－ １０　　　 －

图 ４　 鲁阳关水与三雅路示意图①

十三年（５４７），侯景叛东魏，请援乞师。 当时未即

应接。 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率荆

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 周文闻思政已发，乃
遣太尉李弼赴颍川。 东魏将高岳等闻大兵至，收
军而遁。 思政入守颍川。 景引兵向豫州，外称略

地，乃密遣送款于梁。”②《周书》卷二八《权景宣

传》：“及侯景来附，（王）思政遣（郭）贤先出三

鵶，镇于鲁阳。”③前引《宋书》卷四九《蒯恩传》所
云“江陵平定，复追鲁轨于石城。 轨弃城走，恩追

至襄阳，宗之奔羌，恩与诸将追讨至鲁阳关乃

还”，追兵止于鲁阳关，说明鲁阳关是重要的防御

要地。
（二）交通要冲

鲁阳关所在的交通道路是中原地区与富庶的

南阳盆地之间两大交通路线之一。 王文楚指出，
“古代政治、经济重心的中原地区与富庶的南阳

盆地之间的联系，不外乎两条路钱：一是取道于南

阳盆地东北端方城县附近的缺口，自开封或郑州

经许昌、襄城、叶县、方城以至南阳，今姑名之方城

路；另一是从洛阳经临汝、鲁山，沿瀼河、口子河河

谷顺白河南下抵南阳，今姑名为三鵶路”④。 这是

广义上的三鸦路，狭义上的三鸦路是指三鸦所包

含的路程，具体就是古向城（南召县皇路镇）至三

鸦镇（鲁山县瀼河镇）间的道路（图 ４）。
如前所述，早至春秋战国时期，这条路上已经

设置关隘，这条路的通行历史则更早。 三鸦路是

唐宋之后的名称，也非大道，不过，西周时期这条

道路应该存在。 隋朝时有鲁山道之称。 《隋书》

①

②

③

④

徐少华：《〈水经注〉所载鲁阳关水及相关地理考

述》，《历史地理》，２０１１ 年第五辑，第
２９－３７ 页。

李延寿：《北史》，第 ８３８ 页。
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 年，

第 ４８１ 页。
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

通发展》，《史学月刊》，１９６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５－３０、３９ 页。



第 ２３ 卷总第 ９２ 期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 １１　　　 －

卷五五《侯莫陈颖传》：“数年，转陈州刺史。 平陈

之役，以行军总管从秦王俊出鲁山道。 属陈将荀

法尚、陈纪降，颖与行军总管段文振度江安集

初附。”①

鲁阳关是中原进入汉水流域重要通道上的要

冲。 前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邓州向城县“鲁
阳关”条载鲁阳关在向城县“北八十里”，“邓、汝
二州于此分境。 荆豫径途，斯为险要”。 说明鲁

阳关不仅是邓州（今南阳市）与汝州（今平顶山

市）的分界处，而且是荆州（以今湖北荆州市为中

心的地域）与豫州（河水与汉水间的地域）间交通

要道上的险要之地。 前引《晋书》卷一一三《载
记·苻坚上》所载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一万出

鲁阳关大会汉阳之事，这里汉阳即指襄阳，石越

所率精骑达襄阳，说明经鲁阳关可达汉水上重

镇襄阳，这条通道上的鲁阳关是一重要关隘。
如前引《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六十三》所云

“汝州鲁山县三鵶路亦可进军马，……鲁山亦当

为路口两头置立关戍，以备虏骑南向”，也说明

鲁阳关在中原与汉水流域间的交通冲要地位。
《元诗选三集·庚集》收录有周砥《拟古十首》之
一所云“迢迢远别离，相去几万里。 月照鲁阳

关，风吹汉江水” （详后），同样表明经鲁阳关是

进入汉江流域的通道。
鲁阳关所在鸦路也是荆州、南阳通关中的道

路。 《资治通鉴》卷一五○梁武帝普通六年（５２５）
十二月条：“（北）魏更以临淮王彧为征南大将军，
将兵讨鲁阳蛮，司空长史辛雄为行台左丞，东趣叶

城。 别遣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王罴将兵

一万，自武关出通三鵶路，以救荆州。”②

鲁阳关所在鸦路是南北对峙时期的重要军事

通道。 如前所述，这条通道凸显的是军事作用。
又如《金史》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正大九年

（１３２３）正月癸未，“大军发邓州，趋京师，骑二万，
步十三万，……是日，次五朵山下，取鸦路，北兵以

三千骑尾之，遂驻营待杨武。 杨武至，知申、裕两

州已降。 七日至夜，议北骑明日当复袭我，彼止骑

三千，而我示以弱，将为所轻，当与之战。 乃伏骑

五十于邓州道。 明日军行，北骑袭之如故，金以万

人拥之而东，伏发，北兵南避。 是日雨，宿竹林中。
庚寅，顿安皋。 辛卯，宿鸦路、鲁山。 河西军已献

申、裕，拥老幼牛羊取鸦路，金军适值之，夺其牛羊

饷军”③。

鲁阳关所在鸦路也是行旅商贸往来的重要交

通道路。 《全唐诗外编·全唐诗续补遗》卷三元

德秀《归隐》：“缓步巾车出鲁山，陆浑佳处恣安

闲。 家无仆妾饥忘爨，自有琴书兴不阑。 （《古今

图书集成·职方典·汝州部》）”④陆浑，治今河南

洛阳市嵩县东北。 孟郊《鸦路溪行，呈陆中丞》⑤：
　 　 鸦路不可越，三十六渡溪。 有物饮

碧水，高林挂青蜺。
历览道更险，驱使迹频 （一作顿）

睽。 视听易常主，心魂互相迷。
浪石忽摇动，沙堤信难跻。 危峰紫

霄外，古木浮云齐。
出阻 （一作徂） 望汝郡，大贤多招

携。 疲马恋旧林，羁禽思故栖。
应怜泣楚玉，弃置为尘泥。

可以看出，鲁阳关所在鸦路虽然便捷，但行走

艰难。
商贸往来方面，典型例证就是《驼客驼厂铁

牛庙分水岭买道路文约碑》。 南召县文物管理所

收藏有在皇后乡分水岭村所发现的《驼客驼厂铁

牛庙分水岭买道路文约碑》，该碑立于清道光二

十一年（１８４１），是反映道光十三年、道光二十年

本地业主、驼厂及甘肃、山西、陕西、河南众驼商三

次出资购买铁牛庙至分水岭的道路文约，文约中

所购买的道路正是“宛洛古道”中的“三鸦路”的
一部分。 这也说明三鸦路这条曾经车来马往的古

驿道已经变成了仅能骆驼来往的茶丝古道⑥。 应

该说这条路不是车行道，而是人、驼马等通行的

捷径。
（三）文学创作题材

如前所述，鲁阳关是《淮南子》所载“日反三

舍”典故及《三国志·魏书》所云“司马芝孝母”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魏征等：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 年，第

１３８１ 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６ 年，第 ４７０７ 页。
脱脱等： 《金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２４７３ 页。
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录：《全唐诗外编》，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７５－３７６ 页。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七七，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第 ４２２５－４２２６ 页。
苍茫：《古鸦路行记》，《躬耕》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２５－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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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发生地。
鲁阳关也是历代诗赋等文学作品创作的素

材，相关作品虽不多，但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如

《文选》卷二九《杂诗上》所收录张景阳《杂诗十

首》之六云①：
　 　 朝登鲁阳关，狭路峭且深。 流涧万

余丈，围木数千寻。
咆虎响穷山，鸣鹤聒空林。 凄风为

我啸，百籁坐自吟。
感物多思情，在险易常心。 朅来戒

不虞，挺辔越飞岑。
王阳驱九折，周文走岑崟。

张景阳即张协，字景阳，是西晋太康时期诗坛

著名诗人，其诗被列入《诗品》上品②。 该诗从对

鲁阳关一带险恶形势的勾勒，到从西汉时王阳经

九折坂畏险而返，周文王经山避险如避风雨的历

史经验生发出“经阻贵勿迟”的处世哲学，景物描

写虽然粗放，但画面大气磅礴，诗人的创作是由

“感物”而生“思情”，将写实和象征结合起来，而
关山险峻，正是世路险恶的隐喻，使景物具有强烈

的情感意义和象征色彩，深化了行旅的主题③。
唐人诗中，有诗仙李白创作。 《全唐诗》卷二

○李白《相和歌辞·豫章行》④：
　 　 胡风吹代马（一作燕人攒赤月），北
拥鲁阳关。 吴兵照海雪，西讨何时还。

半渡上辽津，黄云惨无颜。 老母与

子别，呼天野草间。
白马（一作百鸟）绕旌旗，悲鸣相追

攀。 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
本为休明人，斩虏素不闲。 岂惜战

斗死，为君扫凶顽。
精感石没羽，岂忘 （集作云） 惮险

艰。 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
此曲不可奏，三军鬓成斑。

该诗反映作者所见安史之乱对当时社会所造

成的深重灾难，为平叛盘踞在鲁阳关等鲁山县一

带的安史叛军，连只懂农事耕耘而不习弓矢的新

兵也不得不辞别亲人走上战场。 晚唐有罗隐作

品，其《送汝州李中丞十二韵》⑤：
　 　 群盗方为梗，分符奏未宁。 黄巾攻

郡邑，白梃掠生灵。
尘土周畿暗，疮痍汝水腥。 一凶虽

剪灭，数县尚凋零。

理必资宽猛，谋须籍典刑。 与能才

物论，慎选忽天庭。
官品尊台秩，山河拥福星。 虎知应

去境，牛在肯全形。
旧政穷人瘼，新衔展武经。 关防秋

草白，城壁晚峰青。
破胆期来复，迷魂想待醒。 鲁山行

县后，聊为奠惟馨。
该诗反映唐末农民起义后“关防秋草白，城

壁晚峰青”的衰败残破景象，是战乱之后汝州鲁

阳关一带萧条瑟缩的真实写照。
《元诗选三集·庚集》收录有匊溜生周砥《拟

古十首》之一⑥：
　 　 迢迢远别离，相去几万里。 月照鲁

阳关，风吹汉江水。
宵梦不可托，路迷复中止。 登山还

有屐，涉水亦有舟。
我心如悬旌，摇摇独亡休。 常恐瑶

华落，春风不能留。
岂君弗识察，故此长悠悠。 安得白

鹦鹉，衔书东海头。
匊溜生是周砥的号。 虽然关山阻隔，江河流

逝，但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是借鲁阳关、汉江水喻

别离相思之情。
（责任编辑：汪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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