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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地区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下辖巢县、含山、和

县、无为、庐江、肥东六县(一九八三年行政区划变更，始

将肥东划归合肥市管辖)。巢湖水陆交通纵横交错，旅游十

分方便。地处于江淮之间，地理优越，气候宜人，农林牧副

渔五业俱兴，素有鱼米之乡美称。

《巢湖风物志》一书，着重介绍以巢湖为中心的历史文

化、各类名胜古迹、革命遗址、山水风光、民间神话传说、

重要历史人物(包括题咏巢湖的诗和诗人)及一些著名的土

特产。为了使读者能循序地欣赏本书，我们对六县的历史、

风情、古迹、名胜采用综合分类编纂，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

础上，使本志书成为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兼而有之的读

物。文字力求简练，一般都以白话叙事文体为主，通俗易

懂。这是一种新型志书，与历代志书根本不同，也是过去无

法能办到的。

巢湖历史悠久，她有四十万年前的和县龙潭洞完整的猿

人头盖骨化石出土，这是自三十年代北京猿人化石发现以来

在八十年代考古史上又一重大突破，因而震动了中外学者。

稍后在巢县银屏山又发现了猿人头部的枕骨，这充分说明箍

们的祖先早已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生存，繁衍后代。

巢湖风光旖旎，她有岗峦起伏的大山名川，诸如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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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浮槎山、褒禅山、鸡笼山、冶父山等。她有神话人物壬

子乔修道处王乔古洞里摩岩石刻，是安徽境内仅有的一处摩

岩造像。她拥有一百一十二万亩水面的淡水湖——巢湖，她

有一百多公里的沿长江北岸线，银屏奇花——自牡丹堪称一

绝，就座落在这里。这些山山水水构成了一幅幅天然图画，

美不胜收。

巢湖名胜古迹众多，有远在春秋时为逃避楚平王搜捕而

一夜急白须发的伍子胥所潜越的昭关；有“力拔山兮气盖

世"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项羽因被刘邦战败而自刎予乌江的

纪念地霸王庙；有不合时宜、傲世疾俗、任无为知军的宋代

大书法家、画家米芾的“宝晋斋"、 “拜石亭打l有唐代大

文学家、诗人任和州刺史的刘禹锡住骈“陋室"。此外，还

有历代修建的庙宇十多处，宋、睨、清古塔六座；造福人民

的温泉三处。一九八二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来安徽视察时，

明确指出要把霸王庙、昭关重新修葺，并要把唐代诗人杜牧

一首《乌江亭》、宋代诗人王安石一首《题乌江亭项王庙》

镌上石碑，以教育后人。

巢湖文化发达，世世代代出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

家、骚人墨客。文，诸如被项羽尊称为亚父的范增，就是巢

县人，诗人张籍、词人张孝祥、歌豪杜师雄，就是和县人，

被人称为铁面无私的包拯就是在肥东县文集公社诞生的。

武，有丁汝昌、吴长庆(功过是非待评)是庐江人；现代的

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合称巢县三上将。群众传说，这是

巢湖姥山上竖立了“文峰塔”的缘故。

巢湖遍布革命胜迹，早在南宋时就有著名的将领刘琦领

导柘皋抗金之役、朱洪武能战胜元将蛮子海牙，全靠巢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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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俞氏水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几越巢湖，数度占

州夺县。太平军东关之战亦颇盛名。大革命时期的无为六州

暴动，解放战争时肥东的黄疃大战、新四军七师长期在以巢

湖南作为根据地，为抗日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渡江

战役总前委，据说设立在肥东的瑶岗。这些革命胜迹遗址，

都证明革命志士为人民、为革命曾洒下了斑斑碧血，立下了

汗马功劳。所以巢湖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名不虚

传。

巢湖的土特产古来就在省内外享有盛誉，诸如巢湖银

鱼、虾米，庐江小红头、明矾、苍山磨刀石，无为熏鸭等等

不一而足。由于巢湖山光水色，风景迷人，名胜遍布，传闻

累累，所以勾起许多诗人墨客唱和吟咏，留下了大量的赞美

诗文，著名的有李白的《望天门山》、杜牧的《乌江亭》、

刘禹锡的《陋室铭》、王安石的《褒禅山游记》、《题乌江

亭项王庙》。唐代罗隐在《登巢湖圣母庙》一诗中就有“借

问邑人沉水事，已经秦汉几千年”的名旬，道出了陷巢湖的

传奇。

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进行爱

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人民群众热

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提高民族自尊心，以

及为地方有关部门提供史实参考资料，为旅游服务，促进我

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编印了《巢

湖风物志》。《巢湖风物志》由巢湖行署文化局文物管理所

主办，并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各县文化局及地直有关单位

发动群众组织撰稿，编委会在兼收并蓄基础上编纂而成。由

于时间短促，不免有遗漏之处，和一些文字上的误谬，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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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阅后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予以订正。书即编成，恭候反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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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县古城垣

李 廉

巢县古称南巢，春秋时属巢伯国，战国时属吴、楚之

她。秦朝推行郡县制，始设居巢县。两汉承袭不变，三国时

为吴、魏交战之地，仍名居巢县，东晋以后废置，隋朝属于

襄安县，唐朝初年改名巢州，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改

为巢县，此后县名基本上无改变。

巢县是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县，什么时候才开始建造

城垣的呢?

据有关资料记载，唐以前的县治不在现在的巢城，唐代

设巢县时还没有城垣。元朝末年，合肥人王娃镇守巢城，为

了镇压农民起义，开始建造砖城，墙高一丈，周围四里一百

九十步，后因年久失修，城墙倒坍，只剩下东门和北门两座

破城楼。

明朝嘉靖二年(公元一五二三年)，知县李漠在旧城址

上临时建造了一道土城墙。嘉靖三十七年，日本海盗侵扰长

江下游沿岸城市，为了抵抗敌寇，第二年知县严宏建j造砖

城，墙高二丈三尺、厚六尺，周长十二里，东北据山，西南

临河，并且造了四门城楼：南门叫“迎薰”，北门叫“拱

摄"，东门叫“朝阳"，西门nLl“滨湖”，城楼上都有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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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额。隆庆四年(公元一五七。年)，知县易可久在北门城
外增建月城，匾额上大=转： “镇朔重关”四字。

清朝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年)，发生过一次大地．

震，城墙崩坍十余处，共二百多丈。知县于觉世重修城墙，

增高城垛，雉堞一新。此后又经过多次维修，一直保存到巢．

县解放以后。

古老的巢县城墙，负山临水，婉蜒起伏，雉堞连云，气，

势雄伟，蔚然壮观。它是封建王朝的历史遗迹，也是劳动人

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这座经历四百年风雨，砖上刻有“大

明”字样的古城垣，于一九五八年“大跃逍”时被全部掂^

毁。今天还能从南门临河一带看到古城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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