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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雪判，秦时置县，始名"爱段"。汉初玫称在宛棱异。障'

代易名"宣域"。自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起，为历代郡、

1+1 、路、府i自EJf，今为中共宣域地委、宣战行政公署驻地。1987

年2月，经国务院ttt准 j敌?自宣城县，设立直到市。

宣础，由于得地理气候之利，吉为江东上都名邑，具有店

史笠;久、物产丰锤、交遭侵科等特点。尤自东晋南迂以后，历

代名人贤士p 先蒜苔萃于此，名篇佳作，层出不穷z 有宋以来，

宣;在海民、贡族，人文蔚起，历代不衰@

地灵使人杰，人杰倍地灵。当今的宣烟，系全国商品棋生

产墓地县:市〉之~，全国煤炭生产重点县〈市)之一s 金离体育

先进县「市)之一。以 α皖东南大1'1"的重妥位置，列为安徽省

重点建没边区之一。

系统地了辑、研究宣州市自然、人文、社会的历史布现状爹

对全市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安

市边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在在集大量文献资料、口碑资料

和实边勘察的基础上，经过整理考证、分类汇辑，搞成这本《宣

判i摄览》。

全书共分《历史沿革》、《名人踪迹》、《江城风云》、

《宛陵名姓》、《风情掌故》、《土特名产》、《宣外i新貌》

手口《历代名人咏宣外I ))等八个部份。编者力求融知识性、实用

性和帮i吗?注于一体，使人归j览以最乡可知宣判古今概况。

"君自故乡来，Ji空如故乡事气我深f言，宣jii市的广大干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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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和在外地工作的宣如i籍人，如能揭读一下《宣;1'j 概览))，一定会

增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桑梓之情，更会为提兴宣如雨争戴

二十智。

宣判素有((JD水之郡"、 ((诗人之地"的称誉这本书也是

为来宜州市进行科研考察、兴舟、实业、洽谈贸易、撞撞?揽腥的

崩友的提供咨询与导游，并以i运作为宣;1-1; 人民热tt欢迎诸桂先

酶的一份丑百礼物。

承安徽省黄 tl! .cß社及时为本书编审出版，藉此诚表谢意!

在"玉兔，" 跃然去， α持龙"步云来之际，为《宣判模

览》的m.运问世，赘写数洁，权以为序。

主

立州市常务副市长
注吉手王

军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主任

1988年 3β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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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沿革

地理位置

宜升i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的长江以商，黄出之北，皖走出

这余黯与长江中下器冲积乎原结合地带。南北长83公里，东西

宽58公丑。地理座标为东经118 0 28'一-119 0 04'，北纬30 0L13'o

-310 19'。东邻郎攘，南接宁国，西摸离陵，北界当涂。东

北与南京市高津县盹邻，西北与芫崩市郊区县连境，东南与广

德基相界，西南与泾县接壤。黑连八县，拉居中枢。自西?又迄

今两千多年来，为历代郡、州、府及行政公署所在地。

宣州的地理位置，古代有"土控吴兼越， )11连款与地。出

需地襟带、军模国藩雄"之评F 近代:有"宁、芫屏藩，散、梳

项背呼之誉，当代有"安辙东南大仔"之称。

山 J 1I 概挠

全市总商积为2533平方公里。其中{岳出这面积占18佑，丘

陵区噩积占53 c 5% ，好理豆区面军只占21. 5铃，湖洁、河流噩积占

7 '1奋，大致为六山〈丘陵)一水三分目。全境地形蛊茵茵向东北逐

渐债主斗，南骂:;二百最高程为70-110米，中部地面景高程为2&--

69米，北部地面最高程为6-13米。地辑特征z 南部峰峦摇钱，

联蛐国溪F 中部岗冲交错、丘陵横亘J ~~部再离奕织，自画乎

1 



整。境内最高山峰一一一峰尖，海拔1095公尺s 最长梅、河流---

本陆江，贯穿南北达90公里E 最大的湖泊一一蔚溺端，面积达

160余平方公里。由于地形地貌多样，出水离地兼备，如之气候

温和，商量充楠，生态环撞优越，素有"襟山带水之地，海陆

丰饶之区"的美称。

建置沿革

宣城吉代为山越人聚活之地，历史悠久。据主城境内多次

发现前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来看，宣城在史前期就唁人类的活

动。春秋以前地名不可考，春秋时期始定名爱跤，此为宣棋运

名之始，先后为吴、越、楚等诸侯国所辖。秦置县，仍名爱陵，

属扬乡fi 章E郡，因汉更名为宛陵，属主毒判丹捆君在z 新莽时期曾更

名为元宛，属药乡N，东汉复名宛段，先后属玛二帕♀宣域和丹阳

郡p 西晋属揭:JoH宣壤君1)，刘宋、齐、梁仍之。黯代改宛棱县为宣

城县，仍属菇姆宣战部，自此，宣城县名沿昂至今，麦 i爱、宛

霞遂成古名。唐代宣城县先后分属宣州总管府、宣判都苦、江

南道、江南西道、宣教观察使、宁国军管辖的宣州或宣域嚣。

宋代宣战县先后分属江南道、江南路和江南京路的宣判，南宋

骂江南路宁国府。元代设省，宣城先后焉浙江行省、江南行省

的宁国路和宣州府。明代宣域县先后属中书省、六部、南京管

辖的宁国府s 清代先后属江南省徽宁道，安徽省数宁道、做?

太广远、徽宁池太广道等所辖的宁国婿。民国时期，宣城县先

后属安徽省，安徽省芜语道、第九区行政警察专员公署、第六

区有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雷或立后，宣城县先后属

安徽省皖南仔政公署、宣域专员公署、芜湖专员公署、芜湖边

在革命委员会、宣域地区行政公嚣。1987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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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县为宣州市，仍属室撞地区行政公署.

资源举要

矿产资源z 境内理巴探弱的矿产有煤、铜、挠、镜、铝、

错、锤、石墨、大理石、珍珠岩、石灰石、青石、红砂、石英

砂、高lÌl专土等十多种。其中煤矿储藏量达4千万畴，疏、铁矿储

藏量达2千5百余万吨，新型轻最建材一-珍珠岩矿砂膨胀系数

达1:l3，吕前居全国首位。

森林资源=全境森林资源西积近百万亩。地带植被常绿裙

种及落叶树种达40余释，林木总蓄积量达15万立方米，野生药

蜀植物达300余种。

水产资源z 全境总水面约50万亩。水生动物〈仅鱼、虾、

蟹、鳖等〉达60余手中， 7j(生撞物达20余种。

全境耕地面军只85万余亩，栽培作物有粮、油、梅、薛、茶、

姻、豆、瓜、果、蔬菜及绿胆、药物等15科近百种。家禽家畜

有十多个品种。野生动物达20余种，其中扬子跨、四不象均系

菌家一类保护动物。鸟类达十多种，其中天鹅、竹园骂均系国

内稀有珍禽。吉古以来被誉为 Uì工东臭壤纱、 "鱼米之乡"。

地名探涝、

宣判最早的地名，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期间，叫"爱

陵" (名由失考〉。秦统一后，置郡、甚制，定名"爱睦县"。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首U'109年与政爱肆名"宛肆"。以县 i台位

于宛漠湾滨，段阳山麓，取J1-1水首字命名。睛开皇九年〈公元

598年九改宛陵名"宣域"。宣城原是两汉初期的一个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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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当时的宪陵西60华里(郎今甫陵县青t江镇)，古名"宣邑飞

《韩诗传>>: "窒者，显也。"自邑"为县城的古132。古代过

江南地区开支较晚，春秩战国时期的青戈江镇，由于交通之利，

先后成为吴、越、楚诸侯国的名邑商显磊于江南，故名"主邑气

西汉韧泣县于i毡，运名自宣城"，属丹5日都@J辛苦斗当时的丹南

部治载在宛段。东汉永和四年(公元139年 j丹阳都改名"宣域

都pe 郡洁的设在宪段。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随言Ei支

的主展，先撞运棋、成为显茹于江南的名虽，市青戈江镇均"宣

邑"之都已名不持实了。嚣i毡，隔开皇九年改宣域都为宣判 ~1f

j台设在宪障)，自时将治于青t江镇蛇宣城县撤销，并于宛段县

境，并将宛陵正式改名为宣域。从此，宣域县的建直在ζ缸，

历经一千四百余年未作变更。

黯唐至北来的四百余年，宣城一直是宣判的州治庆在地，

南宋至洁末的七百四十余年，宣城又一直是宁自府的清洁所在

主ii乡民i毡， "直到纱、 "宁国府"运模作为主域历史上的主

称。

陆上述正名、别称之外，室或还有几个雅号，即"小谢J成气

"谢公攘纱布 α谢Jt城F。这些到名，均来自于离开诗人首tELi幸

践是名重离卉的山水诗人，后人为区到先成名于他的刘宋著名

诗人 Uj灵运，蘸称1i且为"小谢" 0 ~j黠出任宣域郡太守时约在军

年，在富城写了提多诗文， 1白流传于世的诗作，有四分之一是

在宣城写的，他的诗集被命名为《谢主城诗集》。由于这住在

诗歌创作有"承汉窍唐之功挣的山水诗人主守过 α出水之郡"

的宣撮， 13斤以历代文人墨客常在诗文中雅称宣城为((/j、诸城窍，

G谢公主』29 和"谢挑搜罗 3

1987年8月刊日，国务院批准撤消宣城县，设立宣判市。这

样，历史上的到称一一直到，现今成为正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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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境春秋

宣域的域:也给筑于三国自古代，据宋《嘉定志》载:"吴

悲乌二年号公元239年)敷诸君R治其域郭乡江南之君在有域始览。"

虫此可见 r 当时的宣城为江南~耳一一一丹:白郡的部治所在地，

必然筑有;在苔，但其规模?在国，史无iff芒。

经考z 宣域域垣的筑修，史作确切记载的有三次大筑，七

次掺茧，现分述如下z

第一次大筑为"晋成幸n初/公元32号年〉，内史桓彝，遂域宛

踵，今世传子读彝所筑。"〈清光绪志〉。桓彝m筑子擒，规模

不大，城tEJ岳、 t乏实;七里左右。城池凡乎全部和黑了睦阳出丘，

居高拍下，这可能是为了当时的军事需要。

第二次大筑为: "陪开主中(公元191年)，辑史主选，议宛

殷商北形势p 别筑罗域，广袤至三十里乡究:王贯其中。……东

自路子门提下案，西至城子门，南起商堤、出上南门，北囊驼

应洪为弄，坟中裹宛瑛?漠之南北列工楞，各有水门，唐·桂

技诗云zζ敬亭山下百顷竹，中有诗人小诸城。"气?青先结志)。隋

到史王选，看到桓彝子城过小，西北地形高爽，对以将城池内

吉拉方一直开拓到敬辛白白远。向东跨过宛摸河，喷油总长为

三十豆，是历史上宣拔起大的一次增拓城池工程， J都罗城。

第三次大筑为"五代乾稳如:公元964一-965年).南唐来u

史林仁壁，以李惺命乡在军犬二千为之。……今域铺盖出其所

画，襟山带溪，得势之便，省龟为形，南苔郑尾，为城门楼者

八，始坞工于:f:戊，而这于要亥。" (宋嘉定志〉 南唐黯史林

仁肇，可能是因为东嚣的水患和西北商过广，遂命工千军役，

到时一年另二个月，在南城莲圈内，又修了新城。离捂文人辛苦

王



熙载庆写的《宣州筑新城碑i己》载z 该域自金光门〈估计为南

门〉西北转至崇德门〈住计为北 1'1 )的东北角，共长五里三百三十

步，自崇德门转至金光门东长野里二百三-r步，总共长十一里

→百九十三步〈总数大于前两数的总和，可能是加入城门或瓮

城部份长之故)。新开之护城河，自金光门转透宛摸，河长为

八百四十九丈，揭二丈，深三丈。经考，林仁肇待地势之便，

将塘边规划为整龟形状，这就是后人所谓 d宣域是乌龟地"传

说的自来。

宣珑的城池注围，从北宋初起，基本定局，未作大的变更。

自宋~J洁，先后作过七次修茸整治。即z

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儿都守吕好坷，奉诏痛中都钱五

万结缮拓之，有周紫芝《薪域黯》。

元至正中，廉访使道童，重力军瓷器，更定五门名额。

明知府鞠腾霄、宋献、叶锡相继伤治。

清照治辛邱〈公元1651年)，城西顿三十余丈，如府管起岚、

知府王理春修筑，王白为记。

颇治畏己〈公元1653年九复颓，知府秦宗尧，移垒向内加

筑。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东南隅整峰嘴城根馁塌，知府孔

贞来，垒葡l}f~石。

目E黯十九年(公元1680年)，规府王国柱、知县又ß栓，沿城

修整，又于整峰前域上置月台一野，梯整跳之胜。

经过历代的修茸，宣域城垣的结撑(蹲撞墙垛)~ IB一万三

千多个，明崇祯间知县梁应奇，静三为二，计八千九百七十垛。

警锦〈即驻兵哨所)， ra十三荫，后增设，共一百九十二所。清

初陆知五家梁，于各要害处，建鼓台一坐，共十西庆，请来均

段。 n:五z 皆童失摇摆〈即玻瓣f1)，撞揉悉具，东自阳德f1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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