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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 拯传~

如泉，闻名遐逐的世界长寿养生福地、中国花木盆景

之都、江苏历史文先名域，是我既熟悉雨又不熟悉的地

方 O

说熟悉，因为我在江苏省政府工作期间分管文化工

作，曾多次去过如泉资查研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如呆

滨江近海，一马平川，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交通便捷，文

化成蕴深罩。那双城河环绕的千年古城，那吕家级文保

单位、有徽i敌国林建筑"海内弧本"之称的水绘园，那有被

誉为"当代中国佛像之冠"的千年古刹定慧寺，那名满中

外的如涯盆景……至今，我仍历历在目，记仨犹新。

说不熟悉，因为我不是如呆人。尽管我的儿女亲家

在如桌，也听他幻说过一些，但那都是一鳞半月1 的。对如

呆悠久的历史文化，我勃然知之甚少 O 调至北京工作以

后，了解如袅的机会便不多了。如牵成为中 E长寿之乡，、

百岁老人人数居全E各县(市)之首，并连续举办两届"如

泉·中国长寿文化节"等信息，我也是从媒体中得知的 G

最近，如泉市政协的领导向志给我送来了《如泉历史

文化》的书稿，请我为它的出版写几句话，这为我了解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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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的历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认其商读了《如泉历史文生》全书，深感如幸市政

协敛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件。这本书从历史变迁、古

邑遗存、历代名人、教育文位、民 i司艺术、长寿文化、花木

盆景、民俗风靖、宗教文化、制盐历史、如泉方言、坟食文

化以及名人吟咏如泉等十三令方噩，系统、全吉、深入地

展示了如呆地烂的历史文化c 从现实意义上说，这本书

为开展爱国、爱乡的乡情教育，为宣传如泉，让更多的人

认识如豪、了解如泉，提供了一份知识性与可读性兼备的

好材料。从深远意义上看，这本书是研究如泉历史，领略

如泉古代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地方优秀文化薪大传承，繁

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摞。无疑，对于维护健康

的文化生态，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形成地方高雅的文化品

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者ß具有不可保住的作

后 c

我为如泉市委、市政府对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而高

兴，为如泉市政接扎扎实实办实事的精神感到政题。同

时，也对为撰写本书计出辛勤劳动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敬

做!

沧海桑围，风云变幻 c 历史在延伸，时代在前进。历

史上的如呆曾经以制盐为主导产业"富 E裕民"铸就了

往 E 的辉煌。今日的如去已进入全萄建设小康社会、加

速实现现代化的抉车道。如泉市委、市政府从本地实际

出发，赖应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现统领经济、社会发展



rf 

的全局，正带领全市 145 万人民谱写历史新篇章。我坚

信，在如泉这片沃土上，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

建设既有深厚历史积淀，又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增强全市人吴的凝聚力和

创造力，始终保持昂杨向上的模神状态，如泉的明天一定

会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2005 年 12 月 24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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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去口奉市委书记 陈至升

如卒市人民政府市长 同绕在

如泉一一这是一颗金光她始的长江明珠，这是一块

闻名遐远的长绿宝土，这是一座誉满全球的长寿古邑。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勤劳智慧的人民经过数千年的东

苦奋斗，创造了独特而又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写下了无

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O 今天，政协如泉市委员会、如呆

市政协联谊会，组织撰写了《如呆历史文化》一书。这是

对如塞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如泉历史文化的

提炼和升华. . . . . . 

费开这本书，我背]仿佛一下子被拉回到那十分遥远

的历史年代，一位历经沧桑的历史老人正面对我信自豪

地讲述着那如呆的成陆、如辜的远古人类、如泉的得名由

来、如辈的建置沿革、如呆先民的摄辛劳作和发费创造、

如亲长寿老人的生活习俗和长寿税、诀……我如跟着导潺

走进了神奇迷人且宝藏十分丰富的历史古城，眼前古邑

遗存遗迹、古河自然风光、古木盆景艺术、古时民俗风情、

古典民闻工艺、古代特色佳肴……使人罢不暇接，赞叹不

己。终于，我 1fJ明白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真正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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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我们无法追寻，当初最早开垦这片江海宝地的先民

姓甚名谁:我们也无法想象，打坡那芦获萧萧、水草萎萎

的洪荒与沉寂，需要怎样的坚韧和黯强G 但我们却亲眼

看到，今天的如泉人已根据先贤雷给白己的这些宝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骄傲地市世人亮出了"江苏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花木盆景之都、世界长寿养生福地"三张拉特雨

丰富-美耀攘的名片。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今天的如泉根据这"三

张名片"借助于得天桂厚的这位优势和资挥条件，借助

于全省新一轮沿江开发战略的实施，借助于与上海经济

的深度接轨和与苏甫的 5 益融合，大力开展捂商引资、全

民创业和"六域同创"等活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实现了全

UiH李越发展，成为江苏沿江发展最快的县(市) ，跻身全国

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和全富中小城市综合实力吉强

行列 O 然而，今天的如辜人怎么也不会忘记其先贤留下

的宝贵的物质如精神财富 O 认真地揭读《如泉历史文化》

这本书，细细地品味如泉历史文化的内涵，感受如率先费

的人格魅力，必将需冶心灵，升华品性，受到莫大的教益、

鼓舞与启遣，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树雄心、立壮志，

自强不息，为了理想，为了事业，为了建设我们更加美好

的家菌，去追求、去奋斗、去超越G

"人为地传、地为人传"。控握如泉历史文化资源，弘

揭钝秀民族历史文化，是时代戚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

我1fJ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市政协在研究和保护如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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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方E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现在又在时间短、人手

少、任务重的'请况下，撰写了《如呆历史文化》一书，实属

不易 G 在此，我妇谨向该书的出援表示祝贺，并向为该书

出叛付出艰辛劳动的徐建平等老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如泉历史文化》一书的出版，不仅对宣传、保护、开

发和科Jt]如泉历史文化资海，延续如泉历史文掠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肃，高且对提高如泉知名度、促进如泉经济社

会的全面持续跨越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G 今天， 145 万如

辜人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拐的斗志，认真贯街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挂动如呆经济社会的全否持续跨越发展，向着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E 标阔步迈进，

在此，我们希望全市各仔各业的民志，特知是各级领导和

广大青少年，以及吕内外关心和支持如呆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界朋友，都来认真读一读这本书，以便了解如泉、认

识、如泉、宣传如率和推分如泉，并从中获得知识，吸取力

量，增强信心，为推动如象经济社会的全面持续跨越发

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如谐社会的

E 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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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秦乃长江三角辨!江海平原中见诸历史最早的地区。千百年

来，如辜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宝地上辛勤地耕耘，创造了闪光的

业绩，书写了辉煌的历史，赢得了"金如牵"的美称。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比如辜县志》攘述了如牵之形胜"东

i匾沧海，势压岛夷:南控巨江，气吞吴会。提摩i丐之秀雨，拱淮酒之

遥远。区域虽小，形势亦有可观矣。"其时，如泉"地广一百八十

里，袤一百七十二里飞全县土地面积约 35∞平方公里。历代县

志还记载"会盟原在县东十里，相传春秋鲁哀公吴楚会于市沟即

此。今为部沟铺(现如泉如城镇十里铺}o"鲁哀公元年为公元前

494 年，以此推论，如辜已有 25∞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然丽，{左传》中的一黯贾大夫射娃的故事，将如泉之得名撞

至公元前 678 年。如泉迄今己有 2680 多年的悠悠岁月。

在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辜历经了多少沧桑亘变，谱写了多少

壮丽篇章。清乾隆十五年( 1750) 知县郑见龙曾写下"……夫为

如泉场、为如牵镇、为如牵材、为主日泉县、为东南、为海陵、为海南、

为宁海、为海安、为古廊，以及立发受淮之委，据港、丰和j握海之吭，

石庄、自蒲承江之汇，青可指掌计之也。稽其风俗之漳漓，学校之

因筐，经籍艺文之繁篱，则夫宋代之俭朴，明初之殷庶，以及胡安定

之理学、三王之经济，与夫孙山甫、何梧斋、冒巢民之健行文艺，许

忠憨、李尚窒之忠烈，迄今犹炳若日星也。"尽管此文所叙如辜人

文萎萃的内容尚不够全面，然已显露出如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之

端键。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茄史己掀开薪的一页。跨入 21 世纪，让

芭界了解如辜，让如牵走向世界。"江苏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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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盆景之都"、"世界长寿养生福地"三张名片应运而生。 2∞2 年，

《吉邑如辜一片金》一书的出版，向世人震示了如牵丰富多彰的旅

游文化资源。紧髓其后，{如泉长寿文化芸萃》、《如泉长寿研究文

集》、《如辜花木》、《如牵盆景》、《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如果》七年级

乡土教材等书籍陆续出板，均有助于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继承地方

优良传统、提高地方文化品位、促进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繁

荣发展。

如泉历史文化是一部大书，是如牵"三张名片"之摞。离开了

历史文化"三张名片"便黠然失色、索然无味。江苏历史文化名

域，名在历史悠久、建县之旱:名在人文景观之丰富、文化底蕴之深

厚;名在"金如泉"之美誉、"全国第一大县"之殊荣(1948 年国员

政府内政部户口统计，江苏如率与湖离邵阳人口单数均在 150 万

以上，并列全国第一) ;中国花木盆景之都，贵在星罗棋布、年逾千

载的古树名木，贵在巧夺天工、百代传承的盆景艺术;世界长寿养

生疆地，强特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交通便捷、一马子川的江海平

原 ;5虫特在长寿历史源远流长、长寿文化她烂迷人、长寿风情丰富
多彩. . 11 11 • • 

文章合为时商著。撰写本书基于时代发展之需要。牵邑，政

城河环绕的千年古城，底蕴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丽传奇的旅游文

化资摞，在江海平原强占荤头，在全国亦独特雨罕见。然雨，如泉

此前尚无一本全面、系统、深入分绍其历史文化的专著。旧时县志

对如泉历史文化的记载虽然比较全菌，但藏本极少，有的仅为孤

本，有的残缺，有的侠失。由于时代的局限，内含不少糟稽，有些记

载与史实不尽符合，有些重要内容缺漏。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的

征程中，社会主义物贡文晓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辅梧

成，缺一不可。丽文化建设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一个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但要凭借强大的经

济实力，商且要凭借强大的文化实力。进入 21 世纪，如泉全国建

设小康、和谐社会，加速实现理代化，必须顺应时代要求，重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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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先进文化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撑。无疑，

历史文化是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资摞。如泉能够成为全国扰秀旅

游城市，最根本的就是凭仗如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地方政

府、各级干部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如辜数十万青少年学生均应对这

方面有所知晓。爱国、爱乡之情，建设、发展桑梓之惠人皆有之。

而对家乡之历史文化有比较深刻了解并引以自豪者则其数甚寡。

为官者，常因对如辜历史文化知之甚少而影确对外宣传，工作中对

优秀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杨方面缺乏认知。不少的人"不

识庐出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些有历史、科学和文化拚值

的物质遗存遭到踱坏，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接艺、习恪、礼仪等

等文化遗产已经或者正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乏人

…所有这些，都呼唤人们必须对如泉历史文化进行系统、全面、

深入的调查、收集、整理、挖摇和研究，以"益于当代，惠及后世"。

在如泉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如辜市政快的直接领导

下，如泉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政褂联谊会文史工作研究会具体

承担了本书的撰写任务，作为付口呆文史》第十七辑。两年多来，

经过撰写人员夜以继目的艰苦努力，终于 2∞5 年岁末杀青付梓。

本书共有十三章。

第一章，叙述如辜的成陆过程、早期人类、得名由来租建置沿

革。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基本考证如泉最早成陆的地这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最早出现的古如辜人距今已有 5∞0 年左右。

历来争论不体的如塞得名由来，亦因贾大夫"义不仕晋"而"御以

如牵射雄"的故事传说，将如泉得名推至公元前 678 年。

第二章，记述吉邑遗存，在全面综合历代县志所载的如牵河渠

ÙJ丘、吉域名镇、明清建筑、名人故里、古墓古迹的爵时，增补了 1日

县志中未曾记载的不少重要内容，如同乡会馆、同业公既等鲜为人

知的历史掌故和妙趣横生的遗黯轶事。

第三章，评析如泉历代名人，重点介绍如辜这片沃土上孕育成

长起来的上自春秋、下迄清末的民族精英、时代骄子。对政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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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学艺术界、医药界、教育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的名人以及颇

具影E白的名门望族进行了分类叙述，并从数以千计的名人中精选

出最为杰出的十大名贤，攒了详尽分绍，充分说明如暴自古以来即

是人文套萃之地。

第四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南唐至清末民初 900 多年来如

泉教育的起摞、发展和兴盛。从需学(县学)、社学、书院和学塾的

创办时间、规模，从宋、元、明、清历代如泉罪现出的状元、进士、举

人的数量之多，从遍布县城的科名坊，从北宋的著名教育家胡爱到

近代教育奠基人沙元;柄以及久负盛名的名授、名师，无不显示如泉

自吉就是尊师重道的"教育之乡"、"教育大基"。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名拐全国的东泉印派，独树一帜的如寒风

筝，色彰斑斓的如塞贴绒，遐逐闻名的戏罪tl歌舞、民间歌谣、民间舞

蹈、木偶戏剧、节目灯彩、丝毯壁挂和砖木雕刻等，全方位地反映了

异彩给呈的如辜民!可艺术在全国民间艺术百花苑中的结特地位。

第六章，从县志书源、长寿华章、物贵遗存、长寿习俗等四个方

面演绎了如泉源远流长的长寿历史。以方志中所记载的数于名莹

莹老人、数十位百岁寿星以及孝者寿、善者寿、淳者寿、睦者寿、勤

者寿、乐者寿等传统长寿文化、丰富多彰的长寿风情，深刻揭示了

今 B名揭四海的中自长寿之乡、世界养生福地是如辜历史长寿现

象的延续和发展这一重要史实C

第七章，选辑驰名中外的花木盆景，描述了如泉十大名花的种

檀历史、古树名木的分布现状、如派盆景的起源及其特色，以及古

盆摞流与收藏。全章以丰富的史料证实今日验名中外、独具魅力

的花木盆景，皆源于历史悠久的花木盆景之乡 c

第八章，从宗教传人如拳之久、寺现庙宇之盛、高槽名道之多、

文化交流之广，多视角地展现了如辜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其中

重点介绍的十大高憎名道均为名贯佛教、道教界的旷世奇才，有的

人选《高僧传)，有的被载入《中国人名大辞典》。

第九章，记述了如泉历史上岁时节庆、婚娼习俗、宴客礼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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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乔迁、丧葬程式等缉丽多彩的民结风J情。这些富有浓郁地方特

色的民俗，不仅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洒，反映了如辜民

风的淳朴、典雅，而且颇具知识性、趣味'性。

第十章，叙述富国裕司的煮海最i盐。制盐业是如泉吉代的主

要产业，对国家租如辜经济文化的兴盛贡献极大。本章系统阐述

了如辜能盐业的起摞与发展、如泉帘j盐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如泉

制盐的强特方法，并重点介绍了如牵制盐业富国裕民的历史贡献。

第十一章，简述了如泉方言的文化底蕴、地域差异，并连选

100 多个常南方言语语租短句加以考证和注释，以体现如泉方言

的悠久历史租深军的文化底蕴O

第十二章，详细介绍了江海平原的美食之域一一如辜的传统

名菜、名点、荼食、名酒、名位食品。这些美食佳肴，有的铁誉大江

南北，有的风靡华夏、走俏欧美。得天强厚的自然条件、人文套萃

的悠久历史，创造了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赢得了"美食在如泉"

的赞誉。

最后一章为历代名费晾如泉。历代名贤著文、写诗、填词、谱

曲，赞美如辜之作浩如烟海。因篇蝠所限，本章仅精选诗词 72 题，

辞约而旨达，以表其意而已 c

撰写本书绝非易事。现存七部如牵旧志多达 1∞余卷，数百

万言，本书绝不能写成18志的缩写本，必须剔除糟柏，撤取如牵历

史文化之精华。如泉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非县志所

能涵盖，且县志所载内容亦有与史实不符之处c 因此，必须从宏观

的视角上广泛收集有关史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进行认真的榄理、研究，以达到"存真、求实、完美"的要求。

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力求使语言通倍易懂，文字准确、鲜明、生动，

雅信共赏。为了增强知识性、趣味性，书中引用了部分有史料价值

的故事、传说。作者着眼于如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着眼

于如辜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为先进文化建设提供

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撰写此书，时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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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缺乏，而且，撰写人员均非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员，其难度是可

悲而知的。

本书十三章分别由徐建平、吴希林、黄裕龙、章跪林、黄天娃、

周恩璋、徐琛、李实秋、吴凤山等人撰写。市政协李四海、严伟参加

校对。实际上，本书每一章节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正如苟子所

说"骥骥一跃，不能十步;驾马十驾，功在不舍。"如果本书能得到

读者的认可，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对作者的最大慰藉。

中共如泉市委书记陈嘉娟、市长周铁根、市政协主席浦文海、

副主席章建平、政协联谊会常务爵理事长对桂江及其他有关领导

十分关心本书的撰写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全国政褂副主席张

怀西百忙之中拨元，欣然为本书作序，在或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徐建平

2∞5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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