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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大捷形势同

三河大捷形势图

』复制于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
(图二)



太平天国铜胞：

5 0年出土于三河

镇。炮身铭文：上部

为：“太平天国辛酉十

年本月吉批九门御林

朝王宗谒天义陈正铸庖

创造。”下部为计重

趣百斤，吃栅蕞斤。”

(图三)

太平天国铣炮：

5 7年出土于三河

镇术瓜园。炮身铭文

为：“太平圣炮，安徽

省造。”

这两尊炮现存南京

太平天国博物馆。

陈锡银摄

(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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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河镁位于合肥南八十里的巢湖西岸，有二千多年厉

史，古名“鹊渚"，为兵家必争之地。一八五八年(清成车

八年)十一月，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吴定规，

在三河人民支援下，于此歼灭湘军悍将李续宾，曾国华部六

千余众，取得了近代史上有名的“三河大捷，，。老人们关于

“九垒’’的回忆和解放后在三河西北五里之地木瓜园出土的

铁炮，是那次历史鏖战的见证。三河镇地处肥(西)、舒

(城)、庐(江)三县交界，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于此，具

有“外环两岸∥、“中峙三洲”的独特地貌。周围河流纵横，

圩堤交错，紊称“鱼米之乡黟。历来商簧云集，车船辐辏。稻

米鱼虾，山货特产，京广百货，经此集散，流向四面八方，

故又有“皖中商品走廊黟之称。

如今，三河古镇充满生机，更是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巳

从过去纯消费集镇，变成生产、贸易齐头监进的新型集镇。

工业产品达三百余种，八种产品畅销国外市场。一九八三年

工业总产值一千四百五十四万元。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星罗

棋布，一九八三年商品销售额达到五千四百多万元。文化、

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很快，现有完全中学，初级中学各一

所，小学四所，幼儿园一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材。镇内



有医院一所，医疗站七个。电影院、剧场、文化馆俱全，群

众生活丰富多彩。

三河交通十分便利，水路上达大别山东麓，下穿巢湖，抵

合肥、芜湖，公路通舒城、上派．合肥等地。随着三河大桥

的建成，公路将穿镇而过，连舒城，贯庐江，达枞阳，勾通

黄山旅游区。今日的杨婆圩，即将成为高楼耸立，缘讨成阴

的新镇。计划到一九九。年，修通环镇马路，开辟三个农贸

市场，建设新型的工厂区、商业区、文化区和居民区。今日

的污水河将治理疏通，还其清水长流的水乡古镇风貌。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这本

《古镇三河》，较全面地反映了三河镇的历史风貌，为我们

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它嘉惠后人，

启迪来者，将对我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着借鉴及促

进作用，亦为妖三河镇志))的编写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是值

得我们庆贺和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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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肥西县三河镇委员会

肥西县三河镇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肛⋯⋯一·’⋯__⋯_·+⋯·塞誊婴霖要煮
· ●， ， ‘‘ -。 。●

、

三河史话⋯t．．⋯和⋯“．．．⋯⋯⋯”．，．⋯∥”w，马骐(．、l。：l

太平军三河大捷⋯⋯．w牌⋯。“一、“⋯一-l=．⋯羹’奇(12)

三河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w⋯⋯∞．．％”．r．．⋯范先荣(16’>

日本侵略军在三河的暴行”⋯·”·一t．．．、v一一路锡银(23‘>
三河军民的抗日活动⋯⋯⋯⋯⋯⋯⋯⋯⋯⋯王达然(28)

三河解放及市政权建立：⋯‘·：·：⋯·：·：·：⋯-·：-汪自恒(34)

孙仲德同志在三河商装队·厶⋯⋯二⋯·”⋯⋯·趑理珊(38)
余衡同志在三河的革命活动⋯．．-⋯⋯⋯一⋯曹萍(42)

圊亿余衡同志⋯一一·一⋯⋯⋯⋯⋯⋯⋯⋯二·刘业建(_五7 7】

故乡之恋⋯⋯⋯⋯⋯⋯⋯⋯⋯⋯【美国】·一T玉麒(．·60．)

三河中学简史⋯⋯⋯⋯⋯⋯⋯⋯⋯⋯⋯⋯⋯陈康(54 j1

q



私立三河中学校歌⋯⋯⋯⋯⋯⋯⋯⋯马骐供稿(62

学塾改进会⋯⋯⋯⋯⋯⋯⋯⋯⋯⋯⋯⋯⋯⋯夏仰之(63

庐剧《小辞店》与三河⋯．⋯⋯⋯-．．．．．⋯⋯⋯偶然(64

赵劭希先生传略⋯⋯⋯⋯⋯⋯⋯⋯⋯⋯⋯⋯刘倚天(68

三河文物古迹⋯⋯⋯⋯⋯⋯⋯⋯⋯⋯⋯⋯⋯萁奇(72

三河基督教简史··：⋯．．．⋯⋯⋯⋯⋯王恩文方忠常(77

月夜舟自三河归(诗)⋯⋯⋯⋯⋯⋯[明]崔冕(82

弧山舟申(诗)⋯；i⋯山·；⋯”"moe·Bj⋯[清]李恩绶(83

三月，是少年一故乡纪行(诗)．．．k·-k⋯刘祖慈(84
三河对联选辑⋯’?*ohioo"‰‰·％““，．‰．．．．北斗。．趣理(，8，9

早点(散文lr·¨．．．。⋯⋯一一“一；··：：⋯⋯·期祖慈(j 9l

皖中搿商品走廊兢—一三何镇～’一～～*一⋯一o⋯⋯⋯·⋯叩

矗⋯⋯·：—～⋯⋯⋯i·：新华赴记者’姚燕戈t壬礼贶(97)

解放前三河行店概况⋯⋯⋯⋯⋯⋯⋯⋯⋯⋯颜德恺(101>

三河米业⋯⋯⋯⋯·冒⋯⋯：⋯⋯·王济生毛玉发等(106>

三河名菜名点⋯⋯·h“⋯⋯⋯⋯⋯⋯一～·沈国银等(111)

兰河解放前私营商业的人事管理方式⋯⋯⋯岳松乔(118)

兰河医药概述·：⋯⋯⋯⋯⋯⋯⋯⋯⋯⋯⋯⋯·划逸非(120)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同春和及孙大生药号·。?⋯．．⋯⋯·?⋯：⋯·‘．：．‰刘逸非(}23j)}
三河“一鸣诊所彦”⋯。·-⋯⋯⋯⋯⋯!⋯⋯夏仍之(127>

光绪二十二年三河种牛痘告示碑文··¨·一⋯-·?·：．．．⋯⋯⋯⋯·

⋯⋯⋯⋯⋯⋯⋯⋯⋯⋯⋯⋯⋯⋯⋯⋯倪运西供稿(129)

三河纺织业今昔⋯⋯⋯⋯‘∥⋯⋯⋯⋯⋯⋯⋯徐传钊(131)

三河名酒⋯．．⋯⋯⋯⋯⋯·⋯⋯⋯。⋯⋯三河酒厂供稿(133)

驰名中外的三河羽毛扇⋯⋯⋯⋯三河羽毛扇厂供稿(135)

三河容烟业的兴衰⋯⋯⋯⋯．．．⋯⋯脚m·m呻·孔撵桢(t37 l

三河航运史⋯⋯_⋯：．．．．．．．，．．．航管站水运公司供髓．(，,140“>

旧社会船工生涯⋯⋯⋯⋯⋯⋯⋯⋯⋯⋯⋯⋯赵士明(148)

隆武功丑闻⋯⋯⋯⋯⋯⋯⋯⋯⋯⋯⋯⋯⋯⋯王世瑛(150>

商装队及巢警队⋯⋯⋯⋯⋯⋯⋯⋯⋯⋯⋯⋯孔祥漆(152)

肖竹樵血洗巢警队_⋯⋯_⋯⋯⋯⋯⋯⋯⋯北斗(154)

青红帮三河之争⋯⋯·+⋯⋯⋯／⋯⋯⋯⋯⋯⋯．．奠奇(158)

我被骗六万元经过⋯⋯⋯⋯⋯⋯⋯⋯⋯⋯⋯踪浩然(159)

解放前三河的烟、赌、娼⋯⋯⋯⋯⋯⋯⋯⋯北斗(161)

合肥的“三县桥’’⋯⋯⋯⋯⋯⋯⋯⋯⋯⋯⋯藏臂(166>

暑



聿卜自s 4三河镇新发现李鸿章亲笔书信(15>_ 扬振宁与
： 兰河(126) 阎王渡(153) r曾国藩挽李续

⋯ 宾、曾国华(167)。 ，

、 ．： 、．，
1·

· ‘

图片：三河港一角(插页) 三河大捷形势图(插页)

三河出土的太平天国铜炮、铁炮(插页) 鹊渚

桥(插页) 三河名酒(插页) 三河羽毛扇

(插页) 。三河中学一角(61) 三河古碑
一· (76) 三河古城墙(122) 7新竣工的三河

。一一 大桥(t39> 李鸿章亲笔信(157) o；

： ’ ‘

．
‘；

’

．
。．‘

F 、。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168)

后记⋯“⋯⋯⋯⋯⋯“⋯⋯⋯．．⋯⋯⋯⋯⋯““⋯⋯·‘(170)

4

本书发稿日期：一九八四年十--Yl

(本书内部发行)



三河史 话

马。 骐
．

三河镇地处巢湖西岸交通要冲，战略和经济地位，历来

都很重要。《中国名胜词典》将“三河镇，，列为“安徽名

胜，，。随着经济建设、旅游及编史修志等项工作的需要，人

们对这个古镇的历史日盆重视，但一直未有对此进行系统研

究和论述的文章。本人不揣浅陋，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本

文在进行沿革的探究和史迹的钩沉时，将对古今史，志、典

籍中有关口三河，，史实的误说作些辩析‘。不妥之处，尚待大

家指正。 ．+ ．’、

．
f

(一)三河起源及先秦时期‘

三河镇的起源，与巢湖有直接的关系。 ．

·

巢湖，古亦称焦湖，它的形成约在距今一亿三千万年的

燕山运动后期。在一百万年前就基本稳定下来。巢湖形成以

后，起初是很大的，今之自湖及杭埠河，、丰乐河的下游皆属

其范围。后来，由于沿岸丘陵冲积物淤积尤其是舒城西山大

量泥沙的流入，使湖面逐渐缩小，成为今天的面貌。

在三河镇，历来相传本地原是巢湖中小洲，因鸟类栖息

其上，名曰“鹊渚"’后来渔人结庐避风，始有人住，由于

l



泥沙淤积，渐渐与湖岸相连，成为陆地。这个传说与巢湖西

岸的变迁史是完全吻合的。三河镇河南下横街旧城门上，原

有“古鹊渚镇”四字C l 9 6 O年拆毁)，城H；IIE有一古代

木桥名“鹊渚桥"(1 9 6 9年毁于洪水，1 9 8 2年重修

为水泥桥)，这块街区在l 9 4 9年前为“鹊渚保’’(保、甲

是旧基层行政单位)，其南侧的“斑鸩园"(今砖瓦厂及油

毡厂一带)地势在三河镇最高，名称亦与鸟类有关。这些都

有力地证明了三河起源的传说。

巢湖西岸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夏，商时期，这里

为g东夷，，， “淮夷，，之地。大禹治水时，分天下为九州，

这里屠“扬州”(《尚书、禹霄篇》)。商、周时期，在今舒

城、庐江等地，活动着“群舒黟部落，(亦称为“国，，)三

河属其中的“舒捣”(在今舒城中部和东部)等国活动范围。

春秋时期。C鲁)僖公三年C公元前6 5 7年)，原在北

方(今泗县)的徐国入侵占了舒地，三河属徐。僖公十五年

(前6 4 5年)，楚国的势力从南方伸过来，逐走徐人。三

河之地属楚。公元前5 8 0年左右，本来偏处江南的吴国强

磕起来，逐渐向北发展，吴楚两国1i笙群舒之地和巢湖长期战

争，三河成为重要战场。著名的“鹊岸"之战就发生在这

里。

括鬃左传》记载： 拓昭公五年(公元前5 3 7年)冬，

十月，楚子以话候及东夷伐吴。遽不设备，吴人败藉鹊岸，，。

晋代军事家、学者杜预在“鹊岸，，下注日： “庐江舒县

有鹊尾渚．93。

杜预指出晋代庐江郡舒县“有鹊尾渚"，但没有确指它

在舒县何地。后世的历史，地理、方志、词典等书籍对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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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纷纭。笔者认为，春秋“鹊岸"，晋“鹊尾渚”即三河镇之

地。理由是：
·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五云：“鹊岸在舒城县”。

清嘉庆《续修庐州府志》卷三在引《舆地纪胜》这段话后

说： “今考在县东北六十里"。

按舒城东北六十里之处，正是三河镁。r -，一

‘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嘉庆、光绪((舒城县志》

皆明确写道： “三河，鹊尾渚在此，即鹊岸，旧有鹊亭"'

“三河，县东北六十里，亦名三汊河，．相传即古鹊尾渚，北

岸合肥界。，， 。；
·

t一 这些说法与三河起源的传说及三河的地理位置相符合，

也符合杜预的注文。 ·

可是，从古至今。关于“鹊岸一、“鹊尾渚，，，还有另

外一些比较流行的说法，且多出自权威性的史、志典籍。但经

考证这些说法皆不能成立，如：一

甲)、唐杜佑((通典》说鹊岸“在大江中，，，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说在(铜陵)“鹊头山"，((续修庐州府

志》说在“繁昌三山，，。按：这几说皆在大江以南，古舒县

在江淮间，从不包含江中或江南地，故此几说与《左传》杜

注明显矛盾。
·． 乙)、明、清(<一统志》、《续修庐州府志》、《中华大

字典》、《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说鹊

岸在无为江岸。经考：无为从两汉至晋，皆为居巢、临湖0

襄安三县地。韭不属舒县。故此几说亦不符合(‘左传》杜

注。 ‘ ’ ’+

根据《左传·昭五年》对鹊岸之战前后楚军行动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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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略)也可清楚地看出．，这次战役是在巢湖之滨进行

的，韭未涉及到江边；楚军与繁阳之师在淮北的夏讷(《中

国历史地图集》注在安徽肖凤台县境)结集，然后东向伐

吴，其前锋在鹊岸被吴军战败r楚大军赶到鹊岸附近的“罗”

'衲乃(史，志皆未洋何地，笔者认为即声江县罗埠河，在三

河镇南三十里)抓住前往鹊岸犒军的吴王之弟。楚军向东进

军最远处为“莱山、南怀、汝清"(清汪永《春秋地理考

实))云“在今江淮间，，。)根本未到江边。楚看吴国“有

备，，、“不可入"，遂于“坻箕山’’(《明一统志》卷十四

注t即巢县东南三十七里踟蹰山。)“观兵"(阅兵)后，

“无功而还黟。由此： “鹊岸，，在地处巢湖西部的三河镇之

地而菲在沿江，甚明矣。

公元前5 l O年，吴军在伍子胥的指挥下击败楚军，三

河之地属吴。公元前4 7 3年，越王勾践灭吴，把江淮间地

复还给楚。自此至战圆时期，三河皆属楚。

秦朝实行郡县制。三河属九江郡。 ‘

。，

在秦以前，三河地名“鹊渚力、“鹊岸”。
’ ” ‘

．
： ‘

(二)汉、晋时期

，： 汉初，。三河先后属英布的九江王国，及刘长的淮南王

国。文帝六年刘长谋反死。十年后又封刘沃子刘安为淮南王

(都寿春)，刘勃为衡山王，都六(今六安)。三河地处淮

南、衡山两国交界处。武帝时两国废为九江、庐江郡。自

此至晋代，三河皆在庐江郡的舒县及九江郡的合肥县分界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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