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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露毕

宿迁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众多。项王故里建筑古朴、宏伟庄

重．乾隆行宫重檐斗拱、金碧辉煌，极乐律院、真如禅寺重现昔日

佛风。名胜古迹，不胜枚举。

宿迁人杰地灵，英雄人物辈出。一代仁君徐偃王，盖世英雄

项羽，一代枭雄伍子胥，三国名士鲁肃，民族英雄杨泗洪，人民炮

兵创始人朱瑞，舍己为人小英雄韩余娟。群星璀璨，光照千秋。

宿迁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刘少奇、陈毅、邓子恢等老一辈革

命家曾在此运筹帷幄，浴血奋战；彭雪枫、吴苓生、江上青等上

万名革命烈士长眠于宿迁大地。

宿迁是一块充满生机活力的沃土。1996年建市以来，宿迁

人敢试敢闻，务实苦干，再创辉煌。各项改革事业大力推进，中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基础设施投入日臻完善，城乡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古人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具

有“存史、资治、教化”和对外交流的作用。地方志作为中华民

族的一项优良传统，经历长期的发展、变化，已固定为生生不息



的文化传承，并因其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性著述，而可信可读

可用。

宿迁建市已经十五年，确实需要一本综合反映全市历史文

化、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的地情资料书。地方志工作者辛勤耕耘，

求实存真，在浩瀚的史志资料中，集成浓缩、概括著述成一本文

化快餐，可喜可贺。

《宿迁风物志》穿越历史时空，经时纬事，将这片古老神奇而

又充满青春活力的宿迁大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朴实强悍而又

勤劳善良的宿迁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极具地域特色的宿迁风

物．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记述，是一本介绍宿迁的小百科全书。

该志言简意备，图文并茂，体现英雄故里、楚风徐韵的地域

特征，突出人文宿迁、魅力无限的时代特点，读来饶有兴味。本

地人读了，会为作为一名宿迁人而骄傲；外地来宿迁创业的人读

了，会为有这样的第=故乡而自豪；希望了解宿迁的人读了，会

为之向往。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受益。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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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宿迁建立地级市15年来，需要一本综合反映全市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的地情书。行政区域的调整可以是一纸行文，但文化的融合、心理的认同却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本专志试图填补空白，做文化融合的助推者。

二、本专志依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实事求是

地记载宿迁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专志力求简明扼要，突出人文宿迁，体现英雄故里、楚风徐韵的地方

特点和时代特色。

四、本专志记述时限上起远古，下至2010年。方言、民风民俗重点记述民

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变化。

五、本专志以1996年7月，行政区划调整后地级宿迁市行政区域为记述范

围，择其要者，兼顾平衡，力求全面。

六、本专志采用章节体，分章、节、目三个层次，部分目下设子目，不同层次

用不同字体区分。事以类从，横分纵述。

七、本专志纪年，中华民国建立前采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

国纪年止于民国38年(1949年)9月30日，随文不再进行括注；从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采用公元纪年。未注明世纪的，如“70年代”

即指20世纪70年代。

八、本专志赞成“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社会发展、文化繁荣有突出贡献和

重大影响的在世人士，以事系人，人随事出，亦作适当介绍。如“艺海明珠”。

九、本专志使用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1996年6月1日实施的《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涉及土地面积，仍沿用传统习惯以“亩”为计量

单位，括注公顷；涉及长度单位用丈、尺的，随文括注米、厘米。

十、本专志中组织机构等名称按当时称谓记述，一般用全称，用简称时均在

第一次使用全称时予以注明。

十一、本专志使用地名以民政部门认定的地名为准，使用古旧地名时括注

今地名。

十二、本专志资料源于各地历代县志、文献档案、报刊、专著及调查访问记

录，均经核实载入，一般不说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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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宿迁市位于江苏北部，淮水之阳。古为东夷族首领少吴氏遗墟。春

秋时为砻犹、钟吾、徐国地，相继为鲁、齐、吴、楚所辖。秦统一中国后，

域内属泗水郡、薛郡、郯郡，置县有下相、凌县、徐县。汉代分属临淮郡、

东海郡、彭城郡，置下相县、厚邱县、阴平县、建陵县、凌县、旮犹县、泗阳

县、于县、泗水国、徐县、高平县等。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置宿预

县，县城并为宿预郡的首府。北齐天宝元年(550年)下相县废，地入宿

预县。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宿预县城迁址原下相县古城，仍名宿

预县。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为避代宗李豫之讳，改宿预为宿迁。

域内先置宿迁、厚丘、沭阳、淮阳、徐城、临淮等县。其后至宋、元、明、清

时期各地屡有废替。1955年3月，泗洪县由安徽省划归江苏省后，域

内属淮阴专区。1983年属淮阴市。199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县

级宿迁市，设立地级宿迁市，辖沭阳、泗阳、泗洪、宿豫四县和宿城区。

2010年宿迁市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和宿豫、宿城两个行政区，以及宿

迁经济开发区、骆马湖现代农业示范区(湖滨新城)和苏州宿迁工业园

区三个经济开发区。总面积8555平方公里，人口540万人，分别列全

省第4位和第7位。

宿迁市介于北纬330 8’～34。25’、东经117。54⋯119 10’之间，属

于长三角经济圈(带)、东陇海产业带、沿海经济带、沿江经济带的交叉

辐射区。总体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最高点海拔高度71．2米，

最低点海拔高度2．8米。属暖温带季风性气候，年均气温14 2℃，年

均降水量910毫米，年均日照总时数2291小时。

宿迁交通十分便利，自古便有“北望齐鲁、南接江淮，居两水(黄河、

长江)中道、扼二京(南京、北京)咽喉”之称。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京

沪、宁宿徐、徐宿淮盐、宿新高速公路，新长、宿淮铁路，205国道穿境而

过。西距徐州观音国际机场60公里，东南距淮安涟水机场、东北离连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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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港白塔埠机场均在100公里左右，空港优势非常明显。

全市耕地面积681 6万亩(45．44万公顷)，人均耕地1．26亩

(0．084公顷)。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农作物、林木、水产、畜禽种类

繁多。

宿迁是优质农副产品产区，也是著名的“杨树之乡”，盛产粮食、棉

花、油料、蚕茧、术材、花卉、食用菌等，所辖三县均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

和全捌平原绿化先进县，以意杨为主的木材成片林251万亩(约16 73

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约1000万立方米，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4 3％。

沭阳县是远近闻名的“花木之乡”，花卉苗术品种繁多，争奇斗艳。

宿迁是闻名中外的“水产之乡”，水域面积350余万亩(约23 33万

公顷)，境内有洪泽湖、骆马湖两大湖泊，水质均达国家二类标准，盛产

螃蟹、银鱼、青虾等50多种水产品。泗洪县还被原国家农牧渔业部命

名为“中国螃蟹之乡”。

宿迁矿产资源丰富，非金属矿藏储量较大，目前已经发现、探明并开

发利用的矿种主要有石英砂、蓝晶石、硅石、水晶、磷矿石以及黄砂等；

有待探明和开发利用的矿种有云母、金刚石、铜、铁、石油、钾矿石等。

宿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境内泗洪县双沟镇发现1800万年前“双

沟醉猿”被称为“亚洲第一猿”；多次发现距今1000万年长臂猿化石的

天岗湖乡松林庄，被誉为“古猿化石宝库”：双沟地区在距今约5万年前

就有古人类下草湾人逐水而居。据考证，这里是世界人类起源中心之

一。相传夏、商、周三代，古族徐夷在境内生息。公元前113年，古泗水

国在此建都，历时132年。

宿迁是革命老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此创建的淮北抗日

民主根据地为全国19个根据地之一。

宿迁大地哺育过无数英雄豪杰，西楚霸王项羽、南宋抗金名将刘世

勋、晚清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杨泗洪、民国时期抗日名将孙明瑾、中国

人民解放军炮兵奠基人朱瑞等都诞生于这一方热土。北宋著名科学家

沈括、清代大诗人袁枚等曾在这里为官。刘少奇、陈毅、邓子恢、粟裕、

张爱萍、张震、李一氓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运筹帷幄，浴血奋战；彭

雪枫、吴苓生、江上青等上万名革命先烈长眠于宿迁大地，为世人所敬

仰。



第一章历史沿革

第一节远古时期

考古学家在泗洪县双沟地区发现距今1800万年以前“双沟醉猿”

(中新世长臂猿)，考古专家称其为“亚洲第一猿”(此前亚洲发现的古

猿化石为1 100万年前)。另外这里还发现有50万年至100万年前的

江淮宽齿猿、人猿超科未定种，它们是人类祖先的同辈。2002年联合匿

教科文组织率领世界100多位人类学家、考古生物学家、古环境学家前

往考察，认为“双沟地隧是古生物进化的平台，是孕育人类的胎盘”。戏

沟醉猿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及亚洲其他地区已发现的长臂猿，据此他

们对欧美流行的“人类起源于非洲”提}B了异议，推测出苏皖为人类起

源中心之一。

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在测洪县双沟镇地区，考古还发现“下草

湾”人(即“泗洪新人”)化石，距今约4万年至5万年，为更新世晚期的

人类。出土刮削器、尖状器等。连同此前中国境内发现的⋯石器初期

的云南“元谋猿人”、陕西“蓝日=『人”、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旧石器中

期的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和“泗洪新人”同

泗*县双沟镇T草湾道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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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H石器晚期的内蒙占“河套人”、凹JI|“资阳人”、广西“柳江人”等一

道，推定出“中国现代人的直接来源是中国本土”。

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宿城区有仓集宗墩遗址。宿豫区有井儿头遗

址、关庙镇黄泥滩遗址、保安乡风凰墩遗址、来龙镇路墩遗址、来龙镇王

墩遗址、晓店镇青墩遗址。沭阳县有万匹乡万北遗址、阴平乡铁架岭遗

址、马厂镇马厂遗址。泗阳县有卢集乡朱墩遗址。泗洪县有梅花乡顺

山集遗址、双沟镇东山头遗址、双沟镇施马庄遗址、上塘镇菱角张遗址、

归仁镇李圩子遗址、梅花乡赵庄遗址、梅花乡龟墩遗址、上塘镇弥陀寺

遗址、魏营乡驼龙寺庙台子遗址、陈圩乡张墩遗址等。距今约为7000

年至4000年不等，出土有多种陶器、石斧、石锛、石刀、骨针、骨匕、玉石

质或骨质装饰器等。

第二节上古传说时期

宿迁古称少嗥遗墟。少嗥(一作昊)，名挚(一作质)，又称青阳氏、

金天氏等。相传姓己，或说赢姓。是古代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部落首领。

初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后在就任联盟首领位时有风鸟飞来，改拜凤凰

为图腾。所辖部族皆以鸟名，有风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24个部族。

以各种鸟命名文武百官，分管春夏秋冬四季及军事、教育等事务。又设

农正、工正官员，管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少嗥创建了初步意义上的社

会管理机构，酝酿着国家文明的雏形。东夷族活动于山东西南部、江苏

西北部以及河南南部，安徽东北部一带，宿迁为其中心地带。

第三节先秦时期

宿迁县夏时地隶徐卅|，周并徐于青，为旮犹国隶青卅『属鲁地，春秋时

为钟吾国属宋、属吴，战国时属鲁、属宋、属吴、属楚。

沭阳县夏商时属徐州，周时为鲁地属青州，春秋末为鲁南境，战

国时属楚。

泗阳县周时属青卅l为办犹国，春秋时属吴、属越，战国时属楚。

泗洪县夏商时属徐州，周至春秋时为徐国，春秋末属吴，战国时属

吴、属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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