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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川关深藏在秦岭腹地，与湖北郧西、上津
毗邻。历史上很长时期，这里都是“百艇联樯，
千蹄接踵”“北通秦晋，南联吴楚”的水旱码头、

“货积如山”的南北商贸集散地。
漫川关历史悠久，考古学家在漫川境内

先后发现了土地岭旧石器点和乔村新石器遗
址。土地岭旧石器点的发现，表明漫川关在
一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乔村新石器遗址位
于靳家河畔，离漫川街 2 公里，总面积达两万
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深厚，考古学家在这里
采集到不少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的文物，器
型复杂，内涵丰富，历时较长，具有仰韶、龙山
和 老 官 台 多 种 文 化 类 型 ，为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存。乔村新石器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实在
原始社会这里就有大批先民定居、生活。但
是，那个时候漫川叫什么？“漫川”一名是怎么
来的？一直是个谜。

要破解这个地理密码，得从古蛮子国说
起。史书记载的蛮子国，在当今的河南省洛川市
嵩县、伊川县境内。《左传·成公六年》：“三月，晋
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雒之
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大意是，这
年三月，晋国伯宗、夏阳说，卫国孙良夫、宁相，
郑人，伊、洛戎人，陆浑，蛮人入侵宋国，由于宋
国拒绝参加盟会。）杜预（魏晋时期军事家、经学
家和律学家）注：“蛮氏，戎别种也，河南新城县
东南有蛮城。”新城县即今伊川县，蛮城正在伊川
县东南。

蛮子国，系曼姓，即蛮姓，古又称蛮氏。因与

戎人杂居融合，叫戎蛮子，以养蚕取丝为生，过着
半耕半牧的生活。

戎蛮子在春秋中期的晋楚争霸中，亲近晋
国。公元前 526 年，楚平王派大将然丹，采用诱
骗手段杀了戎蛮子嘉，娶了蛮氏。时间不长，又
立嘉之子为戎蛮子，戎蛮子国从此成为楚国的附
庸。公元前 491 年，楚昭王派兵攻打蛮城，蛮氏
溃败，首领蛮子赤逃向晋阴地（阴地，古地区名，
春秋晋地，大致在今陕西省商洛市至河南省嵩县
东北一带）。《左传》载：“楚人即克夷虎，乃谋北
方，蛮子赤奔晋阴也。”那时候的漫川也是晋阴

地，《郡县志》有：“上洛县（今商州）
南一百里即晋阴地。”楚国左司马
販率兵一直追击到“上洛”（今商
州）、“菟和山”（今丹凤的紫峪岭）
和“仓野”（丹凤县西），截断了戎蛮
子西逃入秦国（今陕西关中地区）
的秦岭和进入巴国（今四川东部和
重庆一带）的大巴山之路，胁迫晋
阴 地 大 夫 士 蔑 交 出 首 领 蛮 子 赤 。
这个时候，晋国内部韩、赵、魏争斗
激烈，士蔑只得答应引渡条件，把
蛮子赤押送到“三户”（今丹凤竹林
关），交给了楚军。中华民族史学
专家何光岳在《邓国、曼国、蛮子国
来源和迁徙——论最早融入华夏
族中的三个苗族小国》文末中说到
戎蛮子：“有一部分南迁至今郧西
县 北 四 十 里 ，北 魏 于 此 曾 设 漫 川
县 ，漫 川 即 曼 川 。 然 而 到 东 汉 末
年，他们也终于融入汉族了。”

明代伍余福的《陕西通志》也

说：“古蛮子国，曼川县地。”言下之意，北魏时期
的漫川，以前有过“蛮子国”的历史。换言之，至
少是蛮子国的辖地。

由此可见，自从部分曼姓戎蛮子来到这里繁
衍生息时，就把此地叫作“曼川”了。到了西魏废
帝二年，山阳县南部和上津镇北部被设置为漫川
县，漫川之名便一直沿用下来。

漫川关现存许多与蛮氏有关的地名和传说，
如蛮王寨、蛮王洞、蛮王冢等遗迹，以及广为流传
的民间传说《杨八姐智斗蛮王》，都在佐证一个事
实，那就是漫川这地方曾经被蛮人统治，这里的
蛮氏势力很大，有着自己的军队，曾犯上作乱、自
立为王，惹怒了朝廷，朝廷派兵来围剿过。虽然
故事发生的背景被后人放在了在宋代，有张冠李
戴、以讹传讹之嫌，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些事
件应该是确定的。

漫川设“关”历史悠久。西晋泰始二年（公元
266 年），以县治设置“丰阳关”。《山阳县志》载：

“丰阳关，县南一百三十里，南阳郡析县。丰阳
城，今漫川，古丰阳。”到西魏废帝二年（公元 553
年），在“丰阳县”地增设“曼川县”，“丰阳关”也
随之改为“曼川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
1161 年），宋军收复畀金的上津和漫川（《宋史·
高宗本纪》：“十一月戊寅遣将杨坚复漫川县），
在此置漫川县，同时设漫川关，扼守咽喉。”

如今，当地人的身份证上的住址写的是“陕
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但人们习惯叫它

“漫川”，听起来又悦耳、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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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 前 后 ，镇 安 板 栗 市 场 格 外
红火。

熙 熙 攘 攘 的 大 街 上 ，栗 农 车 装
担挑、背扛肩驮，风尘仆仆地赶往农
贸市场。

交易市场异常繁忙，背篓挎箩、
篾笼烤筐、木框纸箱一字排开，粗细
高低颜色各异的编织袋都盛装着褐
红锃亮的新鲜板栗，摊主热情地招徕
顾客和外商。

商店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造型高
端、典雅精美的包装礼盒，陈列着各式
各样的栗品，让人应接不暇。

镇安位于秦岭南麓腹地，属亚热
带向暖温带过渡段，植被葳蕤繁茂，气
候温和，最适合栗树生长，多为家种板
栗树与野生芽栗树嫁接而成。这个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区，在周
代就有栽培板栗的历史，距今已 3000
多年。据《陕西通志》记载：“镇安大板
栗，秦为贡品。”人们习惯性称其为“木
本粮食”“铁杆庄稼”。

镇安板栗个大圆润，褐红油亮，营
养丰富，品质独特，药食同源，吃起来
粉甜清香、黏软糯面，因而久负盛名，
被誉为“中国板栗之乡”。

板栗以炒食为佳，当地百姓仍沿
用着最朴素的传统方式，以保留食材
最初的味道。摊位边支起几口大锅，
灶口火焰燎红，铁铲随砂粒在锅膛奔
忙，栗子不停地翻滚，一浪接着一浪。
食客簇拥在旁边，等待着锅中板栗微
裂笑口、肉膜分离、脆软适中、剥落自
然的最佳时机，个个垂涎欲滴。现炒
现卖的糖炒栗子热气腾腾，整个山城
随之飘满了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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