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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秘语之一

许昌之许，因“许由”而起
许昌因“许由”而起，因“曹操”而昌。
因为许由，所以称之为“许”，因为“魏基昌于许”

而被曹操的儿子曹丕定名为“昌”。
许由与曹操，一个在此牧耕，一个在此屯田；一个

在此创业，一个在此建都；一个是起源，一个是辉煌。
“在许昌，提起许由都不陌生。”9 月 1 日上午，市地

名办主任李军丽告诉记者，要想解释许昌名字的由
来，就要先解释许昌中的许字。

许由是尧、舜时代的一位部落首领。他举贤荐
能、克己谦让、为民谋利、德高望重，很受尧帝的器重
和黎民的爱戴。

根据《史记·伯夷列传第一》记载：“尧让天下于许
由，许由不受，耻之，避隐。”遂隐居于箕山之下，以耕
作为食。不久，尧又召由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
于颍水之滨。许由怕尧再派人来召，于是率领部族出
箕山沿颍水而下，来到今许昌县东、鄢陵县西一带，他
看此地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林木茂盛、獐鹿成群，就
停了下来，伐木结草为庐，成为该地域的主人。

经过数个春秋的艰苦创业，这块土地在刀耕火种
中变成了良田和牧场，到处生机盎然。许由氏族在此
繁衍生息，过起了“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亲其亲，爱其
爱，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康乐生活。

追溯到西周，许地的许氏发展成为庞大的宗族群
体，成为许国的开国之本。今建安区陈曹乡许田村相
传是许由垦种的中心区域，这里早年建有许由庙（为
纪念许由而建）。今许昌市鄢陵县西 12.5 公里的陈化
店 镇 常 庄 村 ，旧 称“ 许 由 寨 ”，是 当 年 许 由 居 住 的 地
方。寨北端有许由墓，许由长眠于此。

许昌之昌，因“曹操”而昌
记者当日来到曹丞相府，该府邸是一个全方位展

示曹魏文化的主题院区，是古时曹操的大营和办公的
地方，也是曹操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

对于许昌之昌的来历，李军丽告诉记者，秦时置
郡县，许昌当时隶颍川郡（郡治阳翟），到了东汉建安
元年（公元 196 年）八月，曹操迎汉献帝刘协于许（今许
昌县张潘故城），称许都。魏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文
帝曹丕以“汉亡于许，魏基昌于许”，改许县为许昌县。

那么，曹操为何选择许昌？我们先来说说曹操与
许由。“说起曹操与许由的缘分，还要从《度关山》这首
诗里寻找。”许昌学院教师、许昌市古迹遗址研究会会
长黄杰说，“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
戚。”曹操在这首诗中特别提到了许由，他非常仰慕许
由的道德品行、做人准则，认为许由操守清正、行为高
尚，不为名利，尊贤逊让，重视农耕，与民同劳，躬耕田
亩，不受禅让，是做人的表率。

许昌地区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水资源
丰富，在两汉时期就是农业、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

从许地到颍川，许昌地名的千年演变历史

许昌之名，由何而来？

□ 记者张铮

地名是一种地理符号，也是
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内涵丰
富。

日前，《许昌市标准地名图
集》编纂印制完成。该图集是许
昌首部标准地名图集，也是许昌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转化的重
要成果之一。

那么，许昌之名，由何而来？
9 月 1 日，记者对许昌地名

由来进行了探源，根据《许昌市
志》《许昌地名志》等资料记载，
许昌因传说人物许由和曹魏时
期“魏基昌于许”而得名。

虽然该地受到汉末烽烟的波及，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大
冲击，但是其独有的地理环境优势依然存在。汉献帝
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曹操在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后，
充分利用许昌地区的地理环境优势，采纳谋士枣祗的
建议，以许都为中心，采用民屯与军屯双管齐下的方
式，大力发展农业与经济，为曹操集团四方征伐、平定
天下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定都许昌，对曹操广纳人才非常有利，尤其是对
颍川及汝南地区的人才吸引。东汉时期，颍川与汝南
地区豪族汇集、名士辈出，其中又以颍川地区为最。

曹操帐下庞大的谋士团队中，以颍川籍的豪族名
士为主。自荀彧加入曹操集团后，不断地将该地区的
荀氏、陈氏、钟氏、杜氏、辛氏、赵氏、郭氏等名门望族
的子弟推荐给曹操。其中较为知名的，例如荀攸、钟
繇、陈群、杜袭、辛毗、赵俨、郭嘉等人，这些人都是当
地士族中的精英人才，而且在曹操谋士团队中占有绝
对的主导地位。

地名演变，默默诉说千年变迁
千年以来，许昌地名几经变迁，它记载着城市的

历史溯源、见证着城市的沧海变迁、体现着城市的风
土人情、彰显着城市的发展进步。

“从许地到颍川，再到许州，许昌地名经历了多次
演变。”李军丽说，夏朝建立，许地属豫州之域。商灭
夏，昆吾族移居许地。西周初，武王分封诸侯，太岳伯
夷之后文叔受封于许，史称“许国”。

秦时实行郡县制，许地始称许县，属颍川郡。魏
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汉献帝禅位曹丕，魏文帝曹丕
以“汉亡于许，魏基昌于许”，改许县为许昌。

经过历史风云，朝代更迭，到了唐朝，改颍川郡为
许州，鄢陵、长葛、阳翟，许昌诸县属之。后虽然经过
数次变迁，但许州之名得以延续。

民国时期，许昌曾先后属河南省第二和第五行政
区。

1947 年 12 月 15 日许昌首次解放。1949 年 2 月，建
立许昌行政区专员公署，辖区包括现许昌市、平顶山
市、漯河市全部和周口市的扶沟、商水、西华、川汇四
县区，共 18个县市。

1970 年，许昌专区改成许昌地区。此后经多次调
整，1986 年 2月撤销地区建制，许昌成为省辖市。

许昌地名的变迁，蕴藏着历史文化、文脉传承。
部分地名背后，是生动的城市故事。如今，市地名办
开展地名普查转化，规范地名，在实现“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的基础上，还要让大家从具有符号意义的地
名中“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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