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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I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寿县的经济、政治、自然地理以及文化等各

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分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志、附录五个部分；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

形式，以志为主。

三、本志贯串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对事物的记述，上限溯自发端，下限断至

1987年底。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只记

事实，不作评价，寓褒贬于客观记述之中。

五、对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般不作集中的详细记述，分

述于大事记与有关章节中。

六、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以本县籍为主，亦载

少数长期活动于寿县的客籍人士；立传人物只记事实，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

为序排列。

七、纪年，遵照国家有关出版物的规定，清代以前用帝王年号纪年，注以公元纪年；民

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1月17日寿县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县档案资料，各专业志和正史、旧志、家谱，以及有关报、刊、

专著，除少数摘录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所用数字，一律用寿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或与有关单位数字有出入

者，经过考证，采用有关单位数字；数字书写，依照1987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本志使用计量单位，个别地方沿用旧制时用括号加注说明；历史地名、职官等用当

时的称谓，必要的以括号加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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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寿县志>即将付梓问世，这是我县一件大喜事，是时代的新篇。它不仅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依据，而且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

寿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它是我的故乡，一些风情习俗，我虽有所了解，

但知之还是不深。我自1987年主持寿县人民政府工作以来，为更好地了解寿县的地理、

历史、政治、经济等演变过程，经常披阅<寿州志>及有关寿县方面的历史资料。阅后，方知

寿县修志源远流长：寿县最早的志书始于南朝，有<九江寿春记>、<寿阳记>，这两部志书是

安徽省最早的志书；隋、唐时有<淮南记>、<寿春图经>。以上四部志书，均因年代久远，时

局沧桑，湮没无存；明、清时期，寿州曾修志书8部，其中明代3部：弘治<寿州志>已亡佚，

嘉靖<寿州志>8卷，是现存最早的也是目前社会上最易见到的寿州志。万历<寿州志>已

亡佚。清代有志书5部：顺治、乾隆、道光、光绪<寿州志>和光绪<寿州乡土志>。民国时期

寿县无志，仅有石印本<寿县修志馆凡例目录草案>一册，现存于安徽省图书馆。目录分

为：图20余幅，记2门，考16门，列传3 f-1，杂类1门，表数十张散附于各个门内。

以上诸志，体例严谨，收录宏富，记述较精确，工力亦较深厚。但其缺陷亦多，如对封

建忠孝节义，攸关化理者，竞竞致意，浓墨重彩，而对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记述过简或无。

建国后60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倡导修志，我县始组织力量，续修县志。越三年，编写了打印本<寿县县志>。因时间短促，

致该志体例不当，门类不全，类似革命斗争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拔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工农业生产逐年发展，五谷丰登，

商业繁荣，人民生活空前提高。盛世修志，洵为盛事。我县于1982年4月成立编史、修志

领导组，后成立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配备专人，发动各个部门搜集资料，

认真剪裁，去伪存真，四易其稿，于1992年6月完成志稿。

<寿县志>上自春秋战国，下至公元1987年，较全面、真实地记述了寿县2000多年来

的历史沿革、地域变化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等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稿成时，县志编纂委员会嘱我作序。我心虽惶恐，但义非可辞。故写此短文以为序。

寄语后之来者，以“志”为鉴，致力于寿县人民的建设事业。

寿县人民政府县长乔传秀

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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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寿县，位于淮河之南，八公山之阳。春秋时为州来国地；战国末，荆楚徙都于此，始号

寿春；秦统一中国后九江郡治所设此；秦以后为历代郡、州、府治所；民国元年(公元1912

年)改州为县。地势险要，为古代军事重镇，故<方舆纪要>称之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

蔽”。魏晋用兵，江东争雄，必先夺寿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民性强悍。革命

斗争烽火，源源不绝。辛亥淮上起义，兵不血刃，光复寿州；民国12年这里就建立了安徽

省最早的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民国20年爆发了震惊江淮的瓦埠暴动。无数革命先烈在

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寿县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

了辉煌的胜利。为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化，载入史册，寿县于1982年成立修志机构，配备

专人，历经十载，四易其稿，编成了<寿县志>。

<寿县志>统摄古今，较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寿县2000余年的历史地理。同时又详细

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8年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情况。全志除图片、

凡例、概述、大事记外，正文计32章，189节，共约120万字。分建置沿革、自然环境、人

口、农业、林业、养殖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食、工商管理、财税、金

融、党派群团、人大、政协、政府、公检法司、民政、人事、劳动、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

体育、宗教信仰、方言民俗、人物传略、附录等。门类齐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便于查阅。

可供各级党政领导从中了解寿县情况，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本县领导机关能够据此全面

掌握县情，借以制定措旌，求取效益，作出更大的成绩；全县人民读后，也可了解寿县各方

面的情况及其优势和欠缺之处，以便努力奋斗，发挥优势，以补欠缺，在物质、精神文明建

设方面作出贡献。

<寿县志>还详尽记载了本县杰出人物、革命英烈、名胜古迹、名优特产、楚文化等。人

们读后更加热爱乡土和自豪，从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部很好的社会主义乡土教材。

编修<寿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它的付梓问世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这

是与各部门、各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资料，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笔耕，精心著述，各地专

家学者们的热心帮助指导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大家谨表谢

意!

中共寿县县委副书记兼

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葛宗举

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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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寿县志)成书付梓，是寿县人民精神生活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原寿县志办公室主任孙子连诗云：“十年志海苦操舟”，诚哉斯言!为了编修一部新方

志，县志编纂人员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数易其稿，终于奉献出洋洋百万言巨著。功在当代，

惠及子孙。在此，我们谨代表中共寿县县委、寿县人民政府和全县百万人民并以个人的名

义，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寿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革命老区。<陈书>云：“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

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历史上这里曾编修过数部志书，惜多散佚，仅存明嘉靖<寿州

志>和清光绪<寿州志>，瑕瑜互见，讹漏颇多。民国期间无志书，留下了数十年空白。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盛世修志，<寿县志>遂应运而生。纵

览这部志书，上自寿地事物之发端，下迄公元1987年，悠悠2000余载。举凡地理、建置、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等，无不备载。尤其是突出了博大精深、光耀

千古的楚文化和<淮南子>，突出了以举世闻名的八公山、安丰塘为轴心的山川之秀和风物

之美，较好地体现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

我们于1992年奉调来寿主政，短短几年，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地方，

并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期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

下，寿县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浪潮汹涌澎湃，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步伐加快，工农

业生产蒸蒸日上，财政收入创历史新水平，精神文明之花竞相开放。这些成绩无疑是在寿

县历届主政者坚实的工作基础之上取得的，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人民公仆所应该做的工作。

由于县志受下断时间所限，未能载入，但毕竟为将来续修县志积累了生动丰富的资料。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寿县志>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必

将传之久远，发挥着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它是人们必备的典籍，可为我们鉴古知今，了

解县情，擘画蓝图和正确决策提供依据。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

相结合的命题，使我们认识到传统不是古玩，更不是华贵的摆设，而是一种优势，一种有待

发掘的智慧和效益，从而促使我们考虑如何做好这篇大文章。它又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用以激发人们对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无

比热爱，从而为振兴中华、建设寿县而竭智尽力。

爰为之序。

中共寿县县委书记王文有

寿县人民政府县长汪镊文

199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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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全国粮食、生猪、山羊板皮、草

的商品生产基地县，其粮食、油料、水产品生产已跨入全国百强县之列。境内古老的安

塘(亦名芍陂)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大塘。寿县八公山是豆腐的发祥地。中共寿县小甸集

支是安徽省最早的党组织之一。著名的淝水之战和声震江淮的淮上军起义、中共瓦埠

动，都发生在这里。寿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资源丰富，历来是

治、经济、军事的要地。

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南岸，八公山南麓。在东经116。27，-117。04、北

31。54—32。4仃之间。东邻长丰县、淮南市，西隔淠水与霍邱县为邻，南与肥西、六安县毗

连，北和风台、颍上县接壤，面积为298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183万亩。县境处于

江淮分水岭，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南部多丘陵，中部为平原，西、北为淠、淮流域湖洼

滩地，岗湾分明，故民间有：“十日晴为旱，三天雨成涝”之说。境内有三大湖，以瓦埠湖为

最大，水面约20万亩；次为寿西湖、萧严湖，面积分别为8万、4万亩。1956年起，先后建

机电排涝设施，辟为国营农场或集体耕地。全县公路总长660公里，交通方便。平均气温

14．8℃一14．9℃，一月均温0．7℃，7月均温27．8℃，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年降水量

906．7mm，无霜期213天。

全县设7个区，2个区级镇；49个乡(其中1个回族乡)，12个乡级镇，2个乡级回民街

道；3个省属农场。城镇居民委员会10个，农村居民委员会626个，总户数为286660户，

人口1094058人，其中农业户238860，人口952354人。全县共有9个民族：汉、回、藏、

苗、彝、壮、满、侗、哈尼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97．6％。

寿县，古称寿春、寿阳、寿州。夏属扬州。殷商是南方诸侯的封地。后为蔡地，楚灭蔡

属楚。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徙都寿春命日“郢”，历经四王。秦为九江郡治。

汉高帝更名为淮南国。英布降汉，属布封地。汉灭布，刘邦立其子长为淮南王都此；长死，

其子安袭之仍都此。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废淮南国，复九江郡，郡治寿春。东汉

末年，改称淮南郡，辖寿春、下蔡县，属扬州，扬州刺史和淮南郡守治所设此；袁术称帝，都

寿春。三国时属魏，仍称淮南郡，治寿春。西晋依旧。东晋改称寿阳，太元八年(公元383

，士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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