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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游埠有史以来第一部《游埠镇志》出版问世，是金镇人民

的一件大喜事，意义极为深远。

游埠历史悠久，远在东晋年间，兰溪尚未建县以前，已是

婺州三河戌西部农副产品集散地。建县以后，商业繁盛，被誉

为“激西重镇黟。1949年10尸∥’壤，随着经济的发展，各项

亭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沁日趋窄庶，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

兴。但是这个遐迩闻名的古镇，却无系统的文字记载，实为一

件憾事。

当前，处于改革、开放的囊呼时机，自古以来，“盛世修

志，，。为使生于游埠、长于游埠、工作予游埠的人，以及身居

异地的游埠籍人，能了解游埠镇的概貌、自然、经济、政治、

文化，风俗等演变过程，我们于1987年9月提出编纂《游埠镇

志》的倡议，立即得到各方面盼赞同，历时一年总纂成书。它

将为游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睨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

料，并可作为对广大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的乡土教材。

修成这部镇志，是各方面通：力协作的结果。感谢浙江人民

出版社与兰溪市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与指导，感

谢各有关单位为我们提供资料，感谢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劳

动，精心编纂。

·1·。



我们要“以志为鉴，，，充分认识游埠的历史，研究游埠姆

兴衰得失，兴利除弊，更好地建设游埠，振兴游埠。

· 2 ·

邵马高 周荣彩

1988年9月



凡 例

一，新编《游埠镇志》，上起所载事物发端，下迄公元

1987年。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二、本志首列概述、大事记。依次分述地理、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人物等六篇。附录载子有关章节之后。

三、本志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入传人物以原籍

本镇的近代现代人为主。 。

四、本志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记述，而散记

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中。

五、体裁采用史志连贯，分别以图、文、表、记等形式，

用语体文记载。

六、本志叙事依时间顺序排列，但章节：艺间的衔接不受时

序所囿。
‘

．七、本镇体制变更频繁，涉及附近几个乡，本志如实分

录。

八、本镇历来为区所在地，本志有的数据涉及全区或几个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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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

游埠镇位于兰溪市西南，径距18公里。东南濒衢江与金华

县相望，西南与龙游县和本市圣山乡接壤，东北与金湖，下

王、中洲乡毗连，略呈葫芦状。全镇总面积22．34平方公里，辖

2个居民委员会、17个行政村，人口16532人。

本镇为龙游县下游的商埠，故名游埠。．

西南丘陵起伏，最高点海拔67．5米。东北大部为冲积平

原，最低处海拔31．6米。衢江环流东南，游埠溪横贯镇内。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7．7℃，

年平均降雨量1504毫米，全年无霜期达280天。

据出土文物及古遗址考察，游埠成为埠头，至迟当在东

晋，兰溪建县之前。明万历年间已称为镇，以后建制多变。

1985年11月，游埠乡并入游埠镇，成为现在的建制镇。

游埠镇历来为区政权所在地，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清代初年及抗日战争期间，又曾长期驻军。清同治元年

’(1862)太平军与清兵左宗棠部，在游埠展开攻防战约二个

月。民国15年(1926)北伐军在游埠附近柴埠头、柴埠江一

线，全面击溃五省联军孟昭月部，故又为历史上的军事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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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游埠镇工商业素称发达，因地处龙、兰、金三县之交，得

衢江水运之便，上溯可达衢州、常山，顺流直抵苏杭。旧时陆

路又有马车大道，通往龙游、汤溪，寿昌诸县，水陆辐辏，成

为周围各地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市场，与义乌县佛堂

镇齐名而为旧金华府八县的重要乡镇。

自清末至民国，全镇工商业有三场(小猪市场，粮油市

场、花纱布市场)、三缸(酱缸，酒缸、染缸)，五坊(豆腐

坊、糖坊、榨油坊、炒坊、磨坊)：六行(米行、猪行、柴炭

行、竹木行、茧行，运输行)、十匠(铁、铜、锡、木i篾、

石、泥水、雕花、鞋、漆)等行业。 一

商业中的百年布店祝裕隆，信誉卓著。协通当铺为兰溪乡’

区三大当铺之冠，资金雄厚。游埠盛产的两头乌猪种，腌制火

腿，昧美质优，运销各省，有“金华火腿兰溪出，，之谚。游埠

酱油，制法精良，驰誉邻省。兰溪为全国“乌桕之乡"，游埠

产量占三分之一，油坊林立，加工便利。所产桕油，洁白细

腻。游埠因桕油、酱油闻名东南，故清咸丰、同治年闯官方文

书往往将“游埠”写作“油埠"。

据资料记载，民国24年．(1935)游埠有坐商212家，从业人

员693人，资本额银洋178808元，营业额银洋617697元，当时商

业之盛，可见一斑。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七月廿二日，游埠

有传统庙会，进行物资交流。省内各县商贩云集于此，江西夏

布、安徽药材、茶叶，亦到此倾销，每次赶会人数上万，陈弛

货品近千。
‘

、 一-’
’

抗日战争开始，绍兴富华丝厂迁址游埠．1942年县城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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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商民纷纷前来避难，开店设摊，街道为塞。钱庄，运输

行，花纱布市场等亦应运而生，工商业进一步繁荣。

建国后，公路交通取代水运，游埠至杭州、金华、兰溪、

龙游等地均通汽车。对工业原材料、产品的运输和商品流通起

重要作用。供销社商场、邮电、农业银行营业所大楼等相继建

成，大街小巷，铺设水泥路面，市容焕然一新。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至

1987年底，全镇共有镇属以上工厂27家，年产值达2171．05万

元。其中镇办企业16家，年产值1113．65万元，比1979年增长

58．2倍。有商店26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32万元。

，镇属17个行政村从事农业。建国前以生产粮食为主，但丘

凌地易早，沿江地易涝，农具简陋，操作墨守陈规，产量极不

稳定。经济作物以柏籽，油菜籽、棉花为大宗。建国后，经过

兴修水利，旱涝保收田已达81．55％。1980年落实生产责任制

后，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1987年总产量达8433400公斤，比

1949年增加二倍。近年来，调整了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镇办，

村办、户办企业。1987年底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3199．65万元，

其中工业产值(包括村、户工业)2225．53万元，占总产值的

69．56呖。 、

：

现在游埠镇经济已向农工商并举方向发展。 ，

(三)
●

、

游埠镇文化教育事业向来比较发达。明代兰溪状元唐汝

楫，曾就读于镇北兜率寺，清末徐炳珧主讲大街经馆，光绪庚

子科解元曹清泉，即在此受业。章蒜主讲潦溪桥经馆，人才辈

出，后受聘去龙游，余绍宋亦出其门。光绪三十四年(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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