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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说起(代序)

杨培金

中国是龙的故乡，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桐城与龙更结下了

不解之缘，这里有以“龙黟命名的龙眠山，龙眠河，大龙山、小

龙山等等。尤以龙眠山闻名遐迩，几乎成了桐城的代名词。宋代

大诗人黄庭坚还留有咏龙眠诗句； “诸峰何处是龙眠，昔日龙眠

今不眠，闻道巳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一

也许是龙的召唤，早在5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

生息，繁衍，辛勤劳作，代代相继，不断开发这块宝地，也许是

龙呼风唤雨，使这里气候适宜，万物滋生，山川秀丽，形成诸多

景点，也许是龙的灵气所钟，又使这里人文荟萃，俊采星驰，构

成“文化名邦"的历史地位。当然，这种地位的形成，是经过数

千年的历史沉积，数千年的文化积累，特别是“桐城文派∥的出

现，才充分地显现出来。从而使桐城的名气，桐城的影响，播及

神州大地，为举世所瞩目。

在历史的长河中，桐城这块土地，也曾经历过无数次各种灾

难的袭击，然而具有龙气敢于奋起的桐城人总是凭着自己的智慧

和勤劳的双手，一次次地医好创伤，并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

在建国以后，显得更为突出。而今，改革开放的春风，又给桐城

大地增添了活力，使桐城展现出无限生机⋯⋯
‘

桐城历史光辉灿烂，桐城文化丰富多彩，=者是不可分割的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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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体。准确、金面地反映它的历史和现状，并用以激励桐城儿女

继承、发扬传统，这是我们亟待完成的一项重要建设工程。而《橱

琥文化志》，又是这项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已编纂庸

书，值得高兴。 ．．
。

通览这部志书，感到它史料比较丰富，可以从中领略桐城文

化的古貌新颜，掌握桐城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它跳动的脉搏。这无

疑是今天桐城人不可缺少的一部乡土教材。为此，我乐于应约，

撰写这篇短文，并期待有关学者、专家给予扶植，不吝赐教，促

使这部志书日臻完善，富有特色，起到存史和启迪后人的作用。

-?‘龙，’总是要不断飞腾的。今日桐城人将继承、弘扬桐城文化

，的精萃，．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去创造桐城更加美好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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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尔文

干。他们前仆

绣田园，面且

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桐城文化。从而使这块普通

的土地，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光彩，成为古往今来，世人瞩目的文

化之乡。． t“L～’ t：
．’

。
，，、

桐城设治于唐代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末出一曹松，：以诗

名，北宋出一李公麟，c以画显。尔后偶有作者，微不足道。至明

嘉靖年问，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一作家诗人接踵而出。

或以气节名垂青史，或以文章传诸后世，或以讲学造成声势，或

以结社领略风骚。桐城之名，由是大振。有清一代，更是人文荟

革，群星灿烂。方以智、钱澄之的学术建树，异峰突起，堪称学

啉泰斗，戴名世、方苞，刘大槭、姚鼐的文学造诣，海内称颂，

推为一代文宗。方、刘、姚等人开创的“桐城派"学者归附，主

宰文坛200余年。一时间，文艺百家，举不胜举，著述之丰，浩如

姻海。于是乃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之说，桐城的知名度，一

￡是而进入更高的层次。

进入近代尤其是现代，桐城的学术风趋、文化艺术，随着历

史潮流的演变，又展现出一种新的姿态。在哲学、史学，文学、

辱{-技，艺术等领域中，桐城人卓有成就的数以百计。诸如美学家

]／，



朱光潜，哲学家方东美，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画家张玉良、，

文史学家叶丁易，音韵学家方孝岳，等等，都是蜚声海内外的一

代名流。他们的丰硕成果，既丰富了祖国的文学艺术宝库，也为

桐城文化史注入了新的血圹二增添了新的光采。至于在桐城的人
文景点，历史遗迹、民间粤罘，乡土文学，亦极为丰富，别具特
色，耐人欣赏，值得一书。

然而，如此千姿百态的桐城文化，除了少数乡先辈作了某些

单项记述外，至今仍没有一部概括全貌的文化专志，有识之士，

引以为憾。填补这项空白，我等责无旁贷。1985年，我们开始筹

备专志编纂工作，至1987年冬正式上马，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一

都初具规模的《桐城文化志》终于脱稿。但愿它能激励家乡人民

珍惜历史，着眼现实，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为发展，繁荣桐城

文化，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再展雄风，谱写新的篇章。

由于这部专志，历史跨度较大，涉及面广，史料浩繁，工程

艰巨，兼之我们经费严重不足，尽管编纂人员多方努力，遗漏和

差错定然难免。敬请领导，专家批评指正，促使这部专志日臻完

善，庶几无愧于祖先，有益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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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大别山东麓，历史悠久，人

文继胜，为安徽文化古县之一。按史志记载，其沿革如下。

夏、商、西周·桐城属扬州。

春秋。为桐国，属楚，后属越。 ，

战国：属楚。

秦：秦分天下为四十郡，桐城属九江郡。 ，

西汉t属庐江郡，《汉书·地理志》云：庐江郡领县十二，

内有龙舒、枞阳=县。、- ．1‘

。

东汉：为龙舒侯国，属庐江郡，隶扬州刺史部。

三国。为舒地。初属魏，后属吴。

西晋l复名龙舒，属扬州庐江郡。
。

东晋I改龙舒为舒县，初属豫州庐江郡，继属豫州晋昌郡，

后属豫州晋西郡。

南北朝：宋，齐改舒县为阳安县，后为吕亭左县，复为舒县，

属庐江郡。梁、北齐，改舒县为枞阳郡，同时恢复西汉枞阳县。

先属南豫州，后属晋州，北齐时改为江州。周、陈，废枞阳郡，1

属晋州晋西郡。

隋l改枞阳县为同安县，属熙州。大业三年(607)改属同安

郡。大业九年筑同安故城于县郭东门外(今县治)。 ，，

唐·武德四年(621)，改同安郡为舒州，．．阿安县属舒州。天宝

．元年(742)，复改为同安郡。至德二年(757‘)j。改同安县为桐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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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今县名由此始。

五代：属南唐舒州。 ．

宋。北宋先属舒州，后属德庆军。南宋先属安庆军，后属安

庆府。

元：属安庆路。 ”一

明：先属江宁府，后属安庆府。

清：先属江南省安庆府，后属安徽省安庆府。
、+ ，中华民国：初属安庆府，、继属安庆道，后属安徽省第一行攻

督察专员公署，抗战胜利后属安庆专署。’．：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属皖北行政公署安庆专区，后皖北，皖

南两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从此一直属安徽省安庆行政

公署。 ．

原桐城疆域t东界无为，东南接贵池，南接怀宁，西界潜山，

化界舒城。解放后，皖北行政公署划桐城东乡和南北乡相连地区为’

舸庐县(今枞阳县)。1979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又划桐城大枫，罗塘，，

芘山、杨桥四公社归安庆市管辖。独改罗塘公社鲟鱼大队为鲟鱼

管理区，仍属桐城。现桐城疆域：东邻枞阳县，南邻安庆市、怀

宁县，西邻潜山县，北邻舒城县。领8区，5镇、52乡，。面积1664平‘

方公里，人口74万。‘
’

．． ，’_：?

， 、

桐城最阜见诸史册的历史人物，为秦末政治家、项羽的谋士一

范增(前277一前240)，史称其居邺(属桐城南，一说属巢县)．其

人足智多谋，硕羽尊称他为亚父。后项羽中刘邦反问计，削其权

力，他愤然离去，项羽也就从此走向灭亡之路。其次是西汉时大

司农朱邑(7．一前58)，初为桐乡啬夫(地方小官)，后入朝任大司

农，躬处节俭，。名秩公卿，尝以奉禄j布施乡里，邑人感萁德，

世代袍之?今范岗镇朱公村犹存其墓冢9 ⋯
。桐城设治以后，率先进入史册的为唐末诗人曹松(约8；移一一

2



：903)，史称其舒州人(即桐城，一说潜山．)，著有(<曹梦征诗集》传世。’

其次是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1049--1100)，其作品甚多，以《五

马图》等影响最大。晚年隐居龙眠山庄(在县治以北，一说山庄在

桐舒交界处舒城一侧)。此后，偶有文人，而不著声于世，于是出

观400余年沉寂状态。

明嘉靖(1522)以后，桐城人文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

作家诗人接踵而出，考其原因有四。(一)桐城各族，大都在元明

之际，由江西和徽州迁来，至此已安居乐业，日趋富庶，为发展

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明王朝初建都于南京，又重视开科取’

士，桐城地属畿内，得风气之先。后虽迁都北京，而南京仍为留

都，条件基本未改，故桐城以科第进士，举人起家的层出不穷。

(---)原桐城东乡枞阳，为当时潜，怀、舒、六漕米集运之地，商业

较为发达，从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文人讲学，多设馆于

此。戏曲“高拨子’’也由此流出。(四)明中叶以后．鞠政日趋腐

朽，-有识之士遂大兴讲学论政之风，冀挽时艰。在桐城，进士何

唐率先弃官归里，聚徒讲学i继有童静斋设辅仁馆，赵锭与其子

鸿锡组织陋巷会，方学渐开桐川馆，聚徒讲学达数百人，影响颇

大。明季讲学之风更盛，钱澄之主持复社于桐城，方以智、方文、

孙临，左国柱、周岐，吴道凝等结泽园社，胡如理，方咸亨、吴

应宾、吴道兴、蒋臣，潘江等也组织了各种文会。由于结社者皆

为当时名流，影响所及，风靡一时，桐城的文学声势，便由此一

发而不可收。 -‘

明代，全县以名宦，气节、学术载入史志的不可胜举。其中

有抗倭名将阮鹗，有敢于同阉党作殊死斗争的东林党重要成员左

光斗，马孟祯等，有严守情操的大学士何如庞等。在学术上负有

名望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结社者外，还有徐之鸾，戴耆显，胡瓒、

马茂功。，赵锐j叶灿，方大镇、方大铉，方孔熠，方维仪(女)一．．

姚希颜。姚康、姚孙柴，白瑜等等。诗文创作，极为丰富，有九

Q／，，



十三家文作收入《龙眠古文》(李芥须，何存斋辑选)，有数百家

诗作收入《龙眠风雅》(潘江辑)q由于明季不少桐城士子，在作

品中寄以明亡伤感，至清代被列为《违碍书目》，遭到焚毁的有

30余种，占当时全国总焚毁书目的百分之一。

有清一代是号称桐城人文鼎盛时期。在桐城派未形成以前，

有识之士，即鄙弃时文，倡导古文写作。方以智、钱澄之、方拱

乾等均推崇左(传)国(语)班(固)马(司马迁)为文章不易之宗。钱

澄之并身体力行，为写作树立典范。戴名世虽是时文高手，却极

力反对束缚士子的科举业，主张为文立诚有物，率其自然，提倡

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就是在

这种学术风趋的直接影响下，提出“义法，，文论的，并以“学行

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而自负。后经刘大槲、姚鼐等人．

的继承发展，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桐城派文学理论。于是学者归附，

树帜文坛达200余年之久，几乎与清王朝共始终。先后拥有作家

640余人，遍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甚至影响到海外日本。在本县

继方、刘、姚而起的有叶酉，姚范，王灼，朱雅，方正嫒、方东

树，姚莹，刘开，戴存庄、方柏堂、吴汝纶、徐宗亮，苏悖无、

马通伯，陈澹然，姚永朴、姚永概等著名作家70余人。与桐城派

同时的还有名宦兼学者姚文然，张英，张廷玉、汪志伊等，文学

家兼科学家方中通、方中德、方中履，胡宗绪、叶棠等，戏剧家

左潢，杨隆寿等，小说家许奉恩等，马宗琏，马瑞辰等则为著名

的汉学家。人才济济，蔚为大观。

桐城亦称诗歌之乡(也有人称“桐城诗派黟)，明清两代能诗

者达1000余人(据徐激《桐旧集》)，女诗人近百家(据《桐城名嫒

诗钞》)，诗人有集的多至600余家。桐城派文人和其他方面的学

者，大都同是著名诗人。诗家以方、姚二姓最多。方文，方贞观、

方世举有“方氏三诗人"之称。方维仪，方孟式，方维则被誉为

“方氏名媛诗人，，。姚孔铜，姚士陛，姚柬之等则为姚氏著名诗



人。至于潘江、徐激等，既是诗歌采集者，也颇负诗名。在诗人

行列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太平天国诗人酆漠、乡土诗人姚兴泉，

打鱼诗人徐翥、理发诗人吴鳌等。 ．

在书画苑里，桐城明清两代，亦颇著声势。见于《墨林今

语》，《历代画家汇传》，《中国画家大辞典》等书的桐城书画

家有刘鸿仪、方孟式、方维仪，方以智、姚文燮，吴廷康、李魑、

姚元之、张似谊，张若霭、张若澄，张敌，龙汝言、阚岚，姚康

Z，张祖翼等数十人，其中不少人学识全面，既以画显，也以

文名。如方以智则是集哲学、史学，文学，科学，书画于一身的

“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另据安徽省博物馆辑成的《安徽书画

家》，其中收入桐城历代(包括近现代吴芝瑛，姚达之，光元鲲、

方晓蛉等)书画家达130余人。

清末，伴随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领域里也展

开了一场学校与科举、西学与中学新旧嬗替的斗争。继京师大学

堂出现之后，吴汝纶即创桐城学堂于安庆，并提出口中西学结合垮

的办学宗旨。这是开本县学堂之始，也是开本县新旧文化嬗替之

始。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

幕，宣扬程朱理学的桐城派，遭到猛烈抨击，在全国尤其对桐城

震动很大，有识之士，遂纷纷转向新学，一时全县出国留学的多

达70余人。各类学堂也在全县随之兴起，加速了新旧文化嬗替的

步伐，为桐城新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

及至30年代，以旧文学著称的桐城，便以新文学开始引人注

耳。桐城派世家后裔方令孺、方玮德率先以新月派青年诗人驰誉

文坛，受到闻一多，徐志摩等名家的高度赏识。朱光潜，方东美

等也以青年美学家、哲学家引起轰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桐城又有不少文学青年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潘

动，为桐城文学艺术的进步与革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桐城老

一辈文学艺术家硕果累累，贡献卓著，中青年一代茁壮成长，成

·绩斐然。其中巴故的如美学家朱光潜，文史学家叶丁易，作家方

令孺、音韵学家方孝岳：文学翻译家范任，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

凤英、世界近代史和国际关系史专家光仁洪等等，都是蜚声海内外

的一代名流。正在全国各地继续奉献的文化名人，举不胜举。其

中突出的有文史学家马茂元，，作家舒芜、艺术家艾丁等等。桐城

在各地出版著作的有百余家，作者中大多数享有教授、研究员、

编审等高级职称。 。 7：，、

在县内，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艺事业也日趋繁荣，文

学新人脱颖而出，各类创作喜获丰收。截目前为止，全县在全国省

以上报刊发表各类作品已达2000余件，累计500余万字。其中获奖

作品150余件。在创作上卓有影响的有诗人陈所巨，已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出版5本诗集。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何传真，创作成果

也较丰富。全县另有27人分别加入省文联所属各协会。

桐城旅居海外的学者，名人，有“一代大哲"之称的方东美

．(已故)，历史学家严阱望，多产女作家张漱菡，著名画家余伟、

张舒伯(女)等(以上均旅居港台地区)。旅法已故著名女画家张玉

良，系本县名宿潘赞化如夫人。 ．

’

桐城，西北环山，东南滨湖，土地肥美，风物宜人。早在I

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留下了各种历史见证。。尤：

其是明清以来，随着人文的崛起，又留下了丰富的名人遗存，从

而使这里的自然景观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珠联壁合，形成诸多．

名胜古迹，耐人鉴赏。 ，

有“钟灵毓秀黟之称的龙眠山，在历史上一直是名人隐居和

，酣游的胜地。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晚年隐居于此，收山中诸景作

一《龙眠血庄图》，其挚友苏轼专为此图作跋，苏辙、黄庭坚亦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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