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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为了加强新安

江流域整体文化研究，日前，由淳安县新安文化研究会、安

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淳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

室）共同举办的“新安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淳安召开，共有来

自安徽、建德、淳安等新安江流域的学者及海内外的新安文

化专家及学者五十余人，相聚千岛湖畔，共话“新安”。

新安文化
让新安江流域的他们在淳安“围炉畅谈”

淳安建县始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

斯年，孙权遣威武中郎将贺齐击山越，平黟、

歙，分歙东之叶乡置始新县。其后，淳安七

易县名，至南宋绍兴元年（1131）定县名“淳

安”，后一直沿用至今。

对于“淳安”一名的来源及含义，现在

较普遍采用的一种说法是取“淳而易安”之

意，此说法源于明嘉靖《淳安县志》卷一记

载 。 另 有 一 说 ，认 为 淳 安 系 原 县 名“ 还

淳”“淳化”之“淳”与“安”组合得名，其出

处源于明万历《郡县释名》（浙江卷），“淳

者还淳、淳化之旧，安者新安之旧也”，寓

期望淳地安宁之义。

民国《今县释名》一书中亦认为，淳安

县的得名，系取之于“兼取还淳、新安二

名”。笔者认为，淳安一名的来源及含义于

并不能单纯说是这本史书对那本史书错，

其实上述史书的二种解释并不矛盾，只是

二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明万历《郡县释

名》中除提及淳安一名的含义外，重点解释

淳安一名的来历，而明嘉靖《淳安县志》上

则只是解释了淳安一名的含义，并没有去

解释其来历。

我们再抛开“淳安”二字的表面字意，

从更深一层去理解，笔者认为，淳安历史上

几次与农民起义有关的县名更名，均寄托

着封建王朝的愿望和期盼。从这个角度去

看，当初更名“淳安”的真实含义应该是，

封建统治阶级期望百姓不刁蛮、勿强悍，做

封建王朝的温驯、“淳朴”之民，不再发生

反抗封建统治之事，让此地从此成为“民风

淳朴、社会平安”的“淳而易安”之地。此

前，唐永徽四年(653)，因梓桐源陈硕真发

动农民起义，淳安就被朝廷视为不淳之地，

于唐开元二十年（732）改新安县名为还淳

县，以期恢复淳朴敦厚之民风；北宋宣和三

年（1121）五月，方腊农民起义被镇压后，青

溪县就被更名为淳化县，以示淳民接受王

化之义。

由此可见，“淳安”的“淳而易安”之解释

系断章取义。当然，淳安人民不但具有敢于

反抗封建统治，而且出同样具有淳朴、敦厚

之性情。

王拥军

“淳安”县名之新解

胡月华 徐华健

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原主任、研究员

翟屯建《新安文化的体系构成》中写道“新安

文化的定义”：新安文化是新安江流域古代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对于新安江流域

的范围，他则认为即古徽州一府六县：歙县、

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以及新安江中

游的淳安、下游的建德为核心区域。

人类社会文明源起于河流文化，人类社

会发展积淀河流文化，河流文化生命推动社

会发展。源于安徽休宁县，流经安徽省屯溪

区、徽州区、歙县、黟县、祁门县、绩溪县，浙江

省淳安县、建德市等地的新安江，不仅滋养了

流域内一代又一代的新安人，还孕育积淀了

光辉灿烂的新安文化，催生发展了独具特色

的流域文明。

对处于中游的淳安来说，新安江这条母

亲河更是见证了县域的历史变迁、发展变

化。淳安是新安江流域面积最大的县。新安

江总流域面积 1.185 万平方公里，其中淳安

境内流域面积 4341 平方公里，占三分之一。

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淳安从建安十三年（公

元 208 年）贺齐置新都郡起，至唐神功元年

（公元 697 年）睦州州治迁建德梅城止，前后

490年，一直是郡（州）治所在地，是新安文化

的重要发祥地，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素有

“文献名邦”之称。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国家建设新安江

水电站，拦江筑坝，截断了新安江。河流的

截断，这不仅使淳安成为古老的新县（淳安

建县于公元 208 年，具有 1800 余年的历史；

现在的淳安县是 1958 年由原淳安、遂安两

县合并而成），还使淳安成为欠发达的富裕

县，淳安由建库前的甲等县成为建库后的欠

发达县，目前仍然是浙江省 26 个加快发展

县之一。同时，淳安在建设新安江水电站后

拥有了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的千岛湖。

依托得天独厚的千岛湖，淳安因湖而名、因

湖而兴。

新安文化，滋养流域内的“新安人”

据了解，本次新安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

的专家学者，既有造诣很深的国内外顶尖学

术大师，也有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研究的文化

专家。可以说，这次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内外新安文化研究

整体水平，是新安文化研究方面学术层次最

高的一次研讨会。

会议立足于新安江流域整体文化，着眼于

打通新安江上、中、下游联系，以及新安江、富春

江、钱塘江的联系，从经济、民俗、工艺、戏剧、文

学、书画、文献文书、教育、建筑、饮食等方面进

行了研讨交流。据悉，本次研讨会会前共收集到

论文22篇25万余字，汇编成册，在会上进行书

面交流，有16位专家进行了学术性主题发言。

新安文化交流架起新安江上中下游之间

的桥梁，淳安“两高”时代的到来，杭黄高铁和

千黄高速的开通，将成为连接新安江流域的

快捷通道，而新安文化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

的精神纽带，下一步不管是距离还是精神，文

化融合得将更为完整。

25万余字共话“新安”，“两高”时代让新安流域更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