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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琊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
的以“琅琊”命名的城邑，位于今青岛
西海岸新区琅琊镇驻地。早在周代，
它就是齐国东部的一个重要城邑。赵
歧《孟子注》说它是“齐东境上邑”。琅
琊邑历史悠久，以富饶繁华著称于春
秋战国。先为齐邑，后为越都秦郡。
　　《越绝书》载，越王勾践灭吴，徙
都琅琊，歃血盟，会诸侯，以尊周室，
都琅琊224年。《竹书纪年》载，勾践于
公元前468年迁都琅琊，传五王，都琅
琊90年，亡于楚。后齐败楚，琅琊复归
齐。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以齐琅琊
邑为琅琊郡和琅琊县治所。

　　

　　历史上的琅琊县，以其治所不
同，共有4处。
　　第一个琅琊县为秦置。秦始皇二
十六年（前221年）灭齐，改齐琅琊邑
为琅琊县。并设琅琊郡治于此，郡县
同城。之后，西汉、东汉、曹魏琅琊县
皆治于此。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
年)裁琅琊入东武和诸城。从秦始皇始
设到晋代裁撤，第一个琅琊县设置长
达500余年。
　　第二个琅琊县为南北朝时期刘
宋置。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灭晋
后，于平昌郡置琅琊县，辖境在今安
丘市西南一带，治郚城（今安丘市西
南60里有郚山乡，似是郚城旧治)。后
魏、后齐、隋初沿置。隋大业初改琅琊
县为郚城县。刘宋所设琅琊县历后
魏、后齐和隋初建置百余年。
　　第三个琅琊县建于隋代。隋文帝
开皇十六年（596年）于秦汉琅琊县境
设置丰泉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
年）将今安丘境内的琅琊县改为郚城
县，将今青岛西海岸新区境内的丰泉
县复为琅琊县。一说唐高祖武德年间
裁琅琊县入诸城县，建置20余年。另
据有关史书记载，唐高祖武德初年仍
忙于战事，各路诸侯归唐后权置许多
州县，数量空前，根本无暇顾及旧郡
县省并。至唐太宗贞观年间，方行大
量省并郡县。另外，颜师古贞观中被
封为琅琊县男。据此推测，唐省琅琊
县当在贞观年间较为合理。
　　第四个琅琊县建于唐代。唐代于
岭南道析岭方县设置琅琊县，治所在
今广西宾阳县。历经五代十国，至宋代
省。唐代岭南道琅琊县始置年代不详，
但《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的唐玄宗开
元二十九年（741年）唐代十五道州县
图中已标注“琅琊县”。据此推算，唐代
广西之琅琊县至少也有200年建置。

　　历史上琅琊郡设置最繁，自秦至
唐，几乎每个朝代都设琅琊郡。按琅
琊郡治所分，共8处：
　　第一个琅琊郡为战国楚设置。辖
境为今琅琊台以西，鲁东南地区。战
国末期山东六国多效法秦国在边境

改县为郡，《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标
注。田齐败楚，仍设琅琊郡。
　　第二个琅琊郡为秦置。秦始皇二
十六年（前221年）灭齐，继齐又置琅
琊郡，治所在琅琊古邑。但辖境扩张
至山东半岛南部全部。西汉沿置，辖
境缩小。吕后七年（前181年)改郡为
国，封汉高祖刘邦族弟营陵侯刘泽为
琅琊王。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刘泽
徙封燕王，除国复郡。王莽天凤元年

（14年）改天下郡县名，琅琊郡改为填
夷郡。更始帝刘玄更始元年（23年）复
旧名。刘秀建立东汉后，于建武十七
年（41年）改郡为国，封自己的儿子琅
琊郡公刘京为琅琊王，建都于莒（今
山东莒县），章帝建初五年（80年）移
治开阳（今临沂市北）。自秦始皇设置
到刘秀改郡为国，青岛西海岸地区的
琅琊郡建置达260余年。
　　第三个琅琊郡为三国时期曹魏
所置。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废琅琊国
复置琅琊郡，郡治开阳，建置45年。公
元265年，晋武帝灭曹魏，封皇族27人
为王。琅琊改郡为国，封司马懿第九
子司马伦为琅琊王。公元317年，琅琊
王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东晋政权，西晋
亡。开阳沦为十六国。后赵、前燕、前
秦、后燕、南燕等国皆沿置琅琊郡，治
所仍在开阳。时间长达百余年。
　　第四个琅琊郡为南北朝时置。南
朝的刘宋、魏、南齐和北朝的北魏、东
魏、东齐等国的琅琊郡移治即丘(今临
沂市西南)，疆域也向西南扩展，已远
离秦汉郡境。这一时期建置约170年。
　　第五个琅琊郡为东晋侨置。东晋
元帝司马睿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

（今南京市）以南侨置琅琊郡，仅有郡
名而无实土。咸康元年(335年)桓温为
太守时，分江乘县为实土，治金城（今
江苏省句容市北)。公元420年，宋武帝
刘裕灭东晋，改为南琅琊郡。建 置
160年。
　　第六个琅琊郡为南齐置。公元479
年，南齐高帝萧道成灭刘宋，迁南琅琊
郡于白下（今南京市北，幕府山西南)。
公元557年，陈武帝陈霸先灭梁后废南
琅琊郡。白下的琅琊郡建置78年。
　　第七个琅琊郡也为南齐侨置。南
齐侨置东莞、琅琊两郡于朐山城(今江
苏省东海县)，一城置两郡，有官无民，
有郡无土，徒有空名20余年。
　　第八个琅琊郡为隋置。公元589
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后，复置琅琊郡，
治今临沂市北。唐贞观年间省并，建
置40余年。这是最后一个琅琊郡。

　　历史上的琅琊国，按封王计应有
7处，但有3处封地不详，或许以郡、县
为国，或许原本就无封地。
　　第一个琅琊国为西汉建。西汉吕
后七年（前181年）改琅琊郡为国，封
汉高祖刘邦族弟营陵侯刘泽为琅琊
王，治琅琊古城。汉文帝元年(前179

年)改封刘泽为燕王，除国复郡。立国
3年。
　　第二个琅琊国为东汉建。东汉刘
秀建武十七年（41年）改郡为国，封刘
秀第十一子琅琊郡公刘京为琅琊王，
建都于莒，后移治开阳（今临沂市），
七传至汉献帝初平年间国废。立国
150余年。
　　第三个琅琊国为三国时期东吴
建。始建年代，封地皆不详。据三国孙
吴皇族世系记载，孙权第六子孙休被
封为琅琊王。公元258年，孙琳废会稽
王孙亮，立孙休为东吴景帝。 
　　第四个琅琊国为西晋建。晋武帝
司马炎泰始元年（265年）灭曹魏建立
两晋，大封同姓27人为王。琅琊改郡
为国，封司马懿第9子司马伦为琅琊
王。咸宁三年（277年)改封司马伦为赵
王，改封东莞王司马伷为琅琊王。国
都 在 今 临 沂 市 。司 马伷三 传 至 司
马睿。
　　第五个琅琊国为东晋建。琅琊王
司马睿居京师期间，素与琅琊士族王
导善。王导常劝司马睿离京到自己的
封国去，培植自己的势力。永嘉初年

（307年)，琅琊王司马睿用王导计，出
镇建邺。晋怀帝司马炽蒙尘平阳后，
王导、王敦等琅琊贵族拥立司马睿为
晋王，在建邺培植自己的势力。公元
316年，晋愍帝司马邺被杀，司马睿便
于建邺称帝，都建邺，并改名建康(今
南京市)，史称东晋。东晋建国，完全依
赖琅琊士族势力扶持，时人谓“王与
马共天下”。司马睿称帝后，封自己的
儿子司马褒为琅琊王。江南琅琊国封
地不详。但自司马睿渡江后，琅琊王
在江南传4代10王，立国103年。自司
马睿以下，有6个琅琊王登基称帝，占
东晋11帝的半数以上，是晋代27个王
族中的旺族。公元420年，南朝宋武帝
刘裕灭东晋，琅琊国亡。
　　第六个琅琊国为南北朝时期北
齐建。据南北朝皇族世系记载，北齐
武成帝高湛（561年即位）之子高俨被
封为琅琊王，始封年代与封地皆不
详，一代而已，未有传封。
　　第七个琅琊国为唐代建。据唐代
皇族世系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第八子
李贞封越王。李贞之子李冲封琅琊
王。而李冲之子李琳又嗣封越王。李
冲琅琊王始封年代与封地均不详。
　　另外，从南北朝至元代，先后封
琅琊公主十多人，这些琅琊公主只
是 食 琅 琊 郡 俸 禄 ，并 不 涉 及 行 政
区划。

　　1914年，民国政府于今临沂市境
置琅琊道，为山东督抚派出机构，辖
临沂等7县，1928年撤销。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安徽、浙
江、江苏和四川5省因历史原因，先后
以“琅琊”命名了多处行政区划，主要
有琅琊区和琅琊乡、琅琊镇等。

　　主要有2处：一是在今青岛西海
岸新区。1946年以古琅琊邑为中心设
置琅琊区，为藏马县政府派出机构。
1958年后陆续改为胶南县的区、公
社、乡、镇。二是在安徽。安徽省于
1992年设立滁州市，辖琅琊、南谯2区
及6县市。

　　有3处：一是在今青岛西海岸新
区。1958年胶南县将琅琊区改为琅
琊乡，之后陆续改为公社、乡和镇，
镇驻地为春秋齐之琅琊邑、越之国
都、秦汉之琅琊郡、县、国治所。二是
在浙江金华市。曾建琅琊乡，之后改
为镇。因该镇始居民为琅琊徐氏而
命名。三是四川渠县。因境内有琅琊
驿而置琅琊乡，2004年将原琅琊乡
改为镇。

　　青岛西海岸新区境内的琅琊湾、
琅琊港，安徽琅琊山的琅琊寺、琅琊
溪，江苏南京、安徽合肥、山东临沂的
琅琊路等皆属衍生，此不赘述。琅琊
山有3座：
　　第一座琅琊山是最早的琅琊山，
即琅琊台。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
内，距古琅琊邑5公里。据《史记·封禅
书》记载：姜太公封齐后，在齐国作八
神祭祀，其中第八神为“四时主”，祠
琅琊山。越王勾践徙都琅琊后，在琅
琊山上起观台，望东海、会诸侯、歃血
盟，以尊奉周天子，并建望越楼于台
东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
县，登琅琊台，大乐之，留三月，迁民3
万户筑台，刻石颂德；派徐福率童男
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终始皇一生，
五巡天下，三至此山。汉武帝效法秦
始皇，封禅求仙。他一生九巡天下，四
至此山。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留下大
量诗词，歌颂此地山海天色。琅琊山
以琅琊台驰名天下，是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台上现有秦始皇遣
徐福入海求仙群雕、望越楼、琅琊刻
石、徐福殿、秦御路、观龙阁、琅琊文
化陈列馆等景点。
　　第 二 座 琅 琊 山 在 安 徽 省 滁 州
市。《太平寰宇记》载：东晋元帝司马
睿为琅琊王时，避乱此山，因名琅琊
山。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所说“西
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琊也”，即指此山。山中有琅琊
古寺、醉翁亭、东坡刻石等，是皖东
名胜。
　　第三座琅琊山在浙江金华，因
山下始居民为琅琊徐氏永嘉南渡而
得名，现改称琅峰山。素以岩石 峻
秀，清溪逐流而著称。山中有白沙古
庙、观音阁、乐寿亭等文物。粟裕、刘
英 等 曾 在 此 山 创 建 浙 西 革 命 根
据地。
（节选自《青岛西海岸历史文化概览》）

古今琅琊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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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琅琊命名的
自然实体

　　自西周迄现代，以“琅琊”命名的行政区划，若以朝代计，多达五
六十处。若以其治所计，也有20多处。即1邑、4县、8郡、7国、1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