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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 

序

王兴尧

在洪泽县"率先全面达小康、迈向基本现代化"进程中， {洪泽县文化志》

应运而生，成为洪泽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文化志，这是洪泽文化自

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一种表现，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

洪泽县虽然建县相对较晚，但这块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O 旧石

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逐步形成了历史上独特意义的淮楚

文化:南北兼容，雅俗共赏，胸襟开阔，豪爽气派，产生了集喜怒哀乐互应共

鸣颇具地域特色的多元文化。 历史上帝王将相，文人名士很多都曾在这里留

下足迹和诗篇 。 近代史特别是抗战时期，无数仁人志士在这块土地上浴血奋

战，把光荣和梦想留在了这片热土上 。 史学家剪伯赞称洪泽湖地区浓缩了中

华民族的半部文化史。

近年来，洪泽县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挖掘、创新和提

升，培育了独具特色、独具魅力的洪泽湖文化，打造了"洪泽湖国际大闸蟹

节"、"洪泽湖水文化节"、"洪泽湖大讲坛"、"洪泽湖渔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文

化品牌"文化洪泽"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渐扬大江南北 O 洪泽湖的大文化建设

正在为洪泽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O

盛世修志，修史编志是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 我国是具有悠久

修史传统的国家，从古至今，每个朝代、每个时期、每项事业都有大量的史料

流传下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正因为拥有翔实，丰富的史料，我们才

能更好地传承文化，回顾历史，放眼未来 t

《洪泽县文化志》的编笨，是全县文化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承

担编慕任务的同志不负重托，精心编修，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态

度，出色地完成了这部文化志，在这里，谨向他们和所有为本志编慕作出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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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O 洪泽县丰厚的文化资源 、深厚的文化底

蕴，以及县委 、县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必将激励全县广大文化工作

者继续发扬同心协力 、 开拓创新的精神，在繁荣文化事业 、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0一二年一月

(作者系 中 共洪泽县委书记、洪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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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宇

泱泱大湖，阅尽万千美丽;巍巍长堤，铭刻沧桑岁月 O 古老的洪泽湖水天

秀色，孕育出白鱼青虾大闸蟹、交实莲子菱角米等绿色自然资源;千里淮河

奔腾下泄到这方平原，楚天云梦，水乡泽国，演绎了大禹治水、降妖伏魔的神

话传说，成就了老子炼丹、普渡众生的历史典故 。 千百年来，洪泽湖和洪泽湖

大堤，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

地方文化，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辈们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并成

为洪泽人纯朴热忱、敢于担当，不畏艰险、攻坚克难，扶弱济困、包容齐心的

大湖文化的精神源泉。 洪泽历史上人杰地灵、人文答萃:曾出过灿若星辰般

的名人，如汉代的陈琳善为诗赋，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建安七子"之一;南宋

的龚开能诗善画，生前即享有"得片纸如得连城壁"的美誉;清代的郭大昌通

晓治水方略，是战国以来著名的水利人物;更有如隋炀帝、清康熙、乾隆等帝

王多次巡幸于此;又有如白居易、韩愈、刘禹锡、苏轼、米苦、杨万里等历代文

人墨客留下诗文足迹和动人故事 。 烟云历历，芳草萎萎，这是洪泽湖深厚的

文明积淀和文化底蕴的最好佐证。

"春潮水天飞白莺，万顷碧波一望平" 。 在党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十七届六

中全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指引下，女口今，古老的洪泽湖

文化正焕发出青春的朝气、彰显着时代气息、闪耀着夺目的光彩:洪泽文化

中心、洪泽湖文化广场、新世纪文化广场等相继建成开放，图书馆、文化馆跨

入国家一级馆行列，博物馆成为全省同行业的后起之秀，县区创成全国诗词

之乡，洪泽湖渔文化生态保护区全省首家获批 。 洪泽湖大堤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镇水铁牛一道被列入大运河中报世界文化遗产

的重要节点;高良涧进水闷、二河闭、三河闸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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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三河闸、江淮大学遗址被评为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省、市"十大新发

现" 。 洪泽湖水上运动会、洪泽湖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洪泽湖农渔民读书节成

功举办，洪泽湖国际大闸蟹节荣获"中国十大品牌节庆"称号 O 繁荣昌盛的洪

泽湖文化，为新时期的赶超跨越增添了无穷的动力，为洪泽发展增添了无限

的魅力，也进一步提升了洪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盛世编志，志载盛世。 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组

织编基《洪泽县文化志~ ，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大事 o ~洪泽县文化

志 ~，既展示了洪泽文化事业丰硕的发展成果，更凝聚着广大文化工作者的

辛勤汗水;既浓缩了辉煌的历史，更昭示着美好的未来一一洪泽文化必将更

加绚烂多彩!

二0一二年一月

(作者系洪泽县人民政府县长)



凡例 . 5 . 

例凡

一、《洪泽县文化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洪泽县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突出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专业特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

二、《洪泽县文化志》 作为本县首修文化志，上限不定(尽量向前追溯) ，下限断至

2010 年 。

=、本志记述范围以现洪泽县行政区域为主适当旁及历史上曾隶属洪泽县的洪泽

湖滨其他地区 。

四、本志从文化部门分工出发，继承"横分门类，纵向叙述"的传统格局，着重描写文

化事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其顺序为群众文化事业、文化艺术团体及创作、文化遗产保

护、新闻出版业、文化产业、文化机构、文化人物、文选与作品等。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体裁，以志体为主 。

六、全志之首设综述，紧接着设大事记，志体原则上设章、节、目 。 图表和有关照片随

文设置(部分照片集中于卷首) 。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文化局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的资料库和县以上公开出版

的刊物中，少数摘自有关报刊和个人回忆录 。 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八、本志采用记述体和现代语体文，全志一律用第三人称。

九、本志使用简化字以国务院 1986 年 6 月 21 日批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

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

十、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写朝代年号;新中国成立前，先写中华民国年号，后用括号

以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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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1 . 

综述

洪泽县地处江苏省西北部，淮河下游，位于北纬 3302'-34024人东经 118028' -11909' 。

东携白马湖，与楚州、宝应、金湖水陆相依;西揽洪泽湖，与泪洪、酒阳隔湖相望;南与吁胎

毗邻;北与淮阴区接壤。 东西约 63 公里，南北约 39.4公里，总面积 1289.02 平方公里，其

中水面 733.16 平方公里、平原 537.14 平方公里、丘陵岗洼 18.72 平方公里 。 地势西高东

低。 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性地带。

纵贯县境南北的一条古老雄伟的洪泽湖大堤，将县境一分为二。 西部的洪泽湖，形似

一只昂首展翅欲飞的天鹅，镶嵌在苏北平原上，湖面烟波浩森，水光接天 。 堤东部是河渠

纵横的微斜水网平原。 洪泽素称"水乡泽国主要河流有三河、草泽河、1寻河、二河、张福

河、苏北灌溉总渠、人江水道等。 境内的洪泽湖为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隋前称破釜塘，隋

称洪泽浦，唐始称洪泽湖，正常控制水位 12.5 米时，湖域面积 2069 平方公里 。 山丘有老

子山、长山、龟山 。 老子山踞洪泽湖南岸，海拔 42 米 。

洪泽，夏为淮夷人聚落，西周为徐国腹地。 春秋属吴、越，战国属楚，秦汉以后隶属多

变 。 民国时期，西、南属安徽泪县和吁胎县，东北属淮阴(今淮阴区)、泪阳、淮安(今楚州

区)、宝应四县 。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开辟洪泽湖地区根据地，境内先后建立淮宝县和洪

泽县，后撤销 。 1956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重设洪泽县，县人民委员会(后称县人民政

府)设在高良涧镇。 县内除汉族外，还有回族、壮族、满族、瑶族、朝鲜族等 19 个少数民族。

洪泽是苏北革命老区之一，故革命纪念地遍及全县。 有坐落在县城西北部顺河集的

二十六烈士墓;县城东边岔河镇的邵伟光、魏其虎烈士陵园;县城南边共和集的李绍武烈

士墓和参加衡阳渡战斗的高祖山等 25 烈士基;县城东南仁和集的"左家楼"， 1942 年曾

作"江淮大学"校部，原新四军 4 师陈毅、彭雪枫、邓子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

开过重要会议，左家楼被载人新四军征途记事、新四军大事记、新四军 4 师战史画册、江

苏党史寻迹等书;县城东边的曹王庄，曾为新四军抗大四分校校址。

洪泽地区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 。 距今 1800 多年历史的洪泽湖大堤，是全国文物

保护单位 ;康熙年间所铸镇水铁牛洪泽境内现存 4 头，造型美观，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老

子山上有老子炼丹台、仙人洞、凤凰墩遗址;龟山上有明清数座碑存，百年银杏树 1 株，安

淮寺碑、淮渎庙碑等几块碑记和传说中的囚禁水怪巫支祁的石井 1 口 。 县境内有新石器

时期至汉、唐时期的古遗址 30 余处，古基群 10 多处，古碑石数百块，百年以上柿树、银杏

树 3 株，馆藏文物三级品 12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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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内的传统文化活动，多以民间自发为主。 群众日常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生动活泼，趣味盎然 。 主要有读书、看报、看电影、看电视、跳舞、打扑克、打麻将、下象

棋等。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不定期地包租放映专场电影给

农民群众观看口 后来发展到农民家里有喜事晚上包一场电影给亲友及乡邻观看。 1962-

1966 年期间每个周末县文教局组织集体舞会参加者大都是未婚男女青年。 1978 年以

后，县城群众自发地组织晚间集体舞会，主要活动地点是步行街附近的"虹桥广场"、砚临

河西岸广场。 由专人放舞曲，收取一定费用，每天有数百人参加 。 县城和部分镇还有舞厅，

白天和晚间都开放 。 农村过去插秧时，为了增添劳动乐趣，消除疲劳，还有一些青年妇女、

小伙子演唱民间小调助兴。 有的农家青年男女结婚或老人过生日，请来乐队播放喜庆歌

曲，有亲友点歌，表示祝贺 。 "文化大革命"前，县里每次召开大会，会前，单位与单位之间，

还互相拉歌，集体演唱革命歌曲 。 岔河镇群众爱好淮剧、蒋坝镇群众爱好京剧，老子山镇

群众爱好黄梅戏，他们有时组织戏剧演唱活动 。

节庆文化活动隆重热烈 。 每年春节、元宵节、国庆节等节日，各乡镇都有高晓、花船、

龙灯、花鼓灯、花篮担子、龙船、玩"小驴子"等形式的文化活动 。 渔鼓舞在水乡老子山镇广

为流传。 高皖、花船等活动主要在岔河、三河、仁和 、黄集等地流传，舞龙灯主要在蒋坝、三

河一带流传。 他们有时也来县城演出 。

2005 年起，县连续举办了六届"中国洪泽湖水文化节 ·水上运动会" 。 聚集了全国五

大淡水湖的运动健儿，特色彰显，场面壮观。 同时，举办两届"大湖讲坛邀请专家、学者

演讲，弘扬了大湖文化。 晚间举办文艺晚会，分别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周涛、董卿、鲁

健主持，著名歌手那英、谢霆锋、田震、林依轮等参加演出 。

2009 年 9 月 19 日至 11 月 18 日，洪泽举办首届"中华水典 · 中国洪泽湖国际大闸蟹

节" 。 称"中华水典"立意高远，内涵丰厚，因为它是所有水文化、水运动的总汇，是敬水、爱

水、治水、护水、乐水、观水、品水活动的集大成，是对"洪泽湖水文化节"地位的提高、品位

的提高、档次的提高 ;称"中国洪泽湖大闸蟹节是因为洪泽湖大闸蟹品位独特，品性优

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全国可谓独树一帜 。 内容丰富多彩，围绕"水涌四方，蟹霸天

下，舞动长堤，潮涌蟹都"四大活动板块，策划了 24 项子活动，整个典庆历时两个月 。 尤其

令人期待的是节典所创造出的"十二震撼首创长江、黄河、淮河三江源水汇聚洪泽湖 ;

中国首个水典仪式和水典盛况在洪泽诞生;中国最具影响的渔民水上运动会扬帆洪泽湖

湾 ;洪泽湖大闸蟹首越大洋访问联合国总部;洪泽湖蟹王蟹后慰问共和国三军仪仗队 ;共

和国十大老将军蟹趣书画创作专场 ;洪泽湖大闸蟹走进上海十大商会 ; 千年古堪演绎洪

泽湖百里蟹宴 ;胖美女、蟹美人，全国首选洪泽湖大闸蟹形象代言;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

持人董卿主持的"欢乐中国行"文艺演出，首次激情洪泽湖畔 ;洪泽湖大闸蟹新闻节目上

映央视八大频道;世界首本大闸蟹典藏邮册出版发行。

另外，洪泽县还先后举办过戏剧节、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大型文化活动，有汇演、比

赛、展览等。

羊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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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建县以来，多次举办文艺调演、文艺会演。 "文化大革命"中，举办京剧样板戏

折子戏汇演，每次演出都评出一、二、三等奖 ;还多次举办青年歌手大赛、诗词竞赛、舞蹈

比赛以及广播文艺比赛;建县 40 周年、50 周年，举办了洪泽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大型图片

展览 。

洪泽地区人杰地灵、人文套萃，古代和现代出现的文化名人代表有 :南宋景定年间，

淮阴龟山(今洪泽县老子山镇)人龚开，是负有盛名的画家;清代山阳拓塘(今洪泽县岔河

镇)人丁晏，是著名的朴学大师;清末仁和人晃大来，为一代工艺大师。

唐代诗人白居易、陆龟蒙、崔颗、李绅、韦应物、常建宋代诗人苏舜钦、苏轼、苏辙、王

安石、范仲淹、杨万里、米帝、张宋、梅圣俞、秦观、贺铸、汪藻、徐积，元代诗人张以宁，明代

诗人张禧、郑真，清代诗人曹若真、黄景仁等游历洪泽湖，留下许多脸炙人口的诗篇。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张爱萍在戎马俊惚之际，分别写下《过洪泽湖》 、 《让两淮》和《平

定洪泽湖》 、 《反敌伪顽夹击》 、 《飞舟行·过洪泽湖》等诗篇。

1956 年建县后，有少量新诗问世。 1958 年，出现一些讴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

公社"的新诗。 1978 年后，诗风渐盛。 1984 年，县成立春涛诗社，开展创作活动 。 陶绍景、

高家韩、卡开初、陈兴复、蔡厚泽等人的诗词作品，先后在省、市以及全国报刊上发表。

20 世纪 70 年代起，县内书法爱好者增多，创作活跃，有的作品在省 、市报刊上发表

或在省、市展览中展出 。 书法家有夏克智、单柏生、王明生、韦可忠、张一彬、姜书海、束其

虎等人。 夏克智、束其虎、张一彬的书法作品曾在全国书法竞赛中获金奖或大奖。 夏克智

书法作品多次在日本展出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直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间，县内的作家、诗人勤奋创作，

写出了一批省内外、乃至全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十品、万福建、陈志厦、高锦潮、季大相

等人出版多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专集和选集。

建县 50 多年来，洪泽县文化机构设置。

1956 年重建洪泽县后，县人民委员会设立文教科，管理文化和教育工作 。 1959 年 7

月，洪泽县文教科改称文教局 。 1966 年 9 月至 1967 年 3 月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掌

权，取消了文教局 。 1967 年 4 月，县革命委员会设立文教卫生委员会，下设文化组，管理

文化工作 。 1968 年 9 月，撤销文教卫生委员会，成立文卫科。 1975 年 3 月，撤销文卫科，成

立文教局，由 1 名副局长分管文化工作。 1979 年，县文教局内设文化股，具体管理文化工

作 。 1990 年 1 月，文化、教育分开，分别成立文化局、教育局 。 1984- 1988 年这一段时期，在

宣传部曾设"文教股当时顾海础为股长，王素梅为副股长。 负责全县文化工作，其中剧

团、文物工作都是他们负责 。 2009 年 12 月，县文化局与县广播电视局合并，成立县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同时挂文物局、版权局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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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起，文化部门下属单位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图书馆、湖光电影院、洪

泽湖影剧院相继建立 。 1956 年建立县文化馆。 1969 年 3 月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文

化馆撤销 。 1973 年，宣传站撤销，恢复文化馆。 1976 年，建立县图书馆，与县文化馆合署办

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业务分开。 不久，图书馆析出，单独办公 。 1958 年 8 月，建立江苏

省新华书店洪泽县支店 。 1963 年 7 月，成立县电影管理站， 1969 年管理站撤销， 1973 年

恢复， 1984 年 8 月改称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 1958 年建成县人民剧场， 1984 年拆除 。

1979 年 l 月 建成湖光电影院 2008 年 9 月拆除。 1987 年，洪泽湖影剧院成立开业。 1992

年建立县文化活动中心坐落在大庆南路，2003 年 12 月在北京东路新区举行洪泽文化中

心奠基仪式。 2004 年 3 月 16 日正式破土兴建，2005 年 12 月 30 日落成并投人使用 。

基层文化工作 。 县文化局对乡镇文化站的管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两种模式。

" -=:个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后两种模式"即行政管

理模式和业务指导模式。 "文化大革命"前，乡镇文化站的人事任免、工资待遇、活动安排

等，由主管局直接负责，实施紧密型领导 。 在管理形式上，形成了站长例会制度、工作评比

制度、干部述职制度等 。 除岔河、仁和、万集、蒋坝、老子山、西)1民河、半城是公办文化站外，

其余乡镇还没有建立文化站 。 "文化大革命"中，其余乡镇办起了民办文化站，民办站长不

拿工资，拿工分。 当时文化站以宣传"文化大革命"为主，主要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

大、小生产队社员，排练"红色节目教学"忠"字舞等，乡镇和县每年搞一两次"红色节

目"调演、比赛，文化站的其他功能完全弱化 。 这一时期，主管局靠边站，完全由文化站自

行活动，组织上受各乡镇造反派组织指挥。 "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拨乱反正，文化站纳入

乡镇直属单位，定为事业性质，人员任免、工资待遇由乡镇负责，一度人事任免由县委宣

传部负责 。在业务上接受主管局指导，主管局由行政领导型转变为业务指导型 。 一部分民

办文化站其待遇同公办文化站一样。 这一时期，乡镇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全部建成了集文

化、娱乐、教育、科技于一体的文化中心，基本满足了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 2002 年，在

机构改革中，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成立了文广站，整合了文化资源，适应了群众文化生

活的需要 。

乡镇电影放映活跃于 20 世纪 60 年代。 老子山镇建立了水上放映队，高开良队长带领

放映队员驾着小船，在湖边、滩头、渔民居住点放映，他们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高开良

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化系统表彰会。 各乡镇成立了电影队，配备 1 台 16 毫米的电影放映机。

电影发行放映部门在旺盛时期拥有放映队 34 个、放映员 80 多人 。 他们深入到村间田头，

为科教兴县、娱乐百姓作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岔河、高良涧、老子山、蒋坝等乡

镇建起了影剧院。 全县的电影放映由单一的流动放映，发展到流动和阵地相结合，每年放

映近万场。 2008 年 3 月 21 日，高良涧镇洪泽湖电影放映队被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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