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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颍上，地处淮北，“控扼颍尾，远带长淮。"从周秦到东晋名“慎’’，刘宋到陈

名“楼烦’’，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名颍上，迄今已有2700余年的悠久历史，

是古老县置之一。多少世纪以来，蕃衍生息在淮颍之滨的劳动人民，同大自然

斗，同剥削者斗，演出了无数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诞

生过一批批精诚报国的志士仁人，分布着众多令人心驰神往的名胜古迹。古代

有大政治家管仲，年少才高的甘罗，有孔子止宿处“文地春风"，有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住宿过的古刹——清凉寺，有驰名遐迩的管鲍祠、甘罗墓，有淝水之

战秦将苻融屯兵30万的颍口。由于这块宝地，河湖交织，风物佳胜，使古代多

少学者名流倾心向往，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梅尧臣、屠隆、黄仲则等都有

诗文赞咏。在现代革命斗争史上，这里曾震响过黄坝孜武装暴动的春雷；掀起

过三十铺打土豪杀“王家”的斗争；创办过传播革命火种的“甘罗乡村教育社’’。

这里还有为解放颍上而“英名留沙北，碧血化长虹"的中共颍上县委副书记杨

金辉、王怀仲，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为长淮清颍增荣添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颍上人民同

心同德，战胜艰难，改变穷困，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

开放，使工农业持续协调全面发展，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城乡人民生

活进一步改善。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年产400万吨的谢桥煤矿；有横跨颍河、沟

通南北要道的颍河大闸；有创古启今、穿越县境北部的阜淮铁路；有被联合国

授予“全球环保五百佳"光荣称号的小张庄、八里河。这些地方风物和英雄业

绩，均应载入史册，传之后世。

颍上修志，始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曾经万历和清朝顺治、乾隆、道光、

同治，共七次修志，志书大多散佚。民国后期修志三起三落，未有结果。建国后，

于1960年复修一次，但因种种原因而中止。因此，从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

后，县志失修120余年，以致文献散失，掌故无存，令人殊深惋惜。当此社会主

义新时期，盛世修志条件日趋成熟，如再不及时填补这段历史空白，我们将愧

对后人。随着这次全国性的普修地方志，县委、县政府于1981年底作出编修新

县志决定，并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编纂《颍上县志》。历经

10个寒暑，广征博采，呕心沥血，辛勤笔耕，完成初稿。讵因本县于1991年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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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编纂人员反复雕琢，层

策，发挥优势，振兴颍上。因此，既要重视修志，更要重视用志。新编《颍上县

志》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经世致用的辅治之作，其意义和价值，将日益

为人们所认识：一
一

编修新县志，是我县建国以来的盛举。我受命来颍，主持县政，适逢此举，

承前任之重托，继修县志，决心重其事、竟其业、成其果。并以此“考地方之利

弊，验风俗之盛衰"。追溯已往，颍上自晚清以来，即称“地狭民贫，为皖北最瘠

之区。"解放后，颍上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旱涝频仍等多种原因，现仍为

全国贫困县之一。亟应和全县人民一道，踔厉风发，和衷共济，立志改革，致富

人民，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城乡安定，生活富裕，环境优美

的新颍上，方可无愧于颖上璀璨的历史，无愧于颍上伟大的人民，无愧于当今

辉煌的时代。 ．

新编《颍上县志》合成即将问世之时，县志办公室同志再三嘱托作序，情难

推却，书此数行，权以为序。

中共颍上县委书记洪秀岭

1993年5月14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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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颍上县志》，十度寒暑，数易其稿，终于成书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颍

上县第一部志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是彰往昭来，益国利民，裨今世而惠

后代的千秋大业I是全县人民渴望已久的一件大喜事。

颍上，自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以后，编史修志中断了124年。其间风雨

沧桑，颍上人民迈过曲折而光辉的路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借鉴；古人

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值此盛世，编修新志，赓续颍上历史，藉以察往知

来，确属一件顺应时需的大事。

颍上，地处淮北，历史悠久，土肥水甘，物阜粮丰，灵秀独锺，名贤辈出，其

炳彪史册者不胜枚举。春秋时期有大政治家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

下"；战国末期有甘罗，年十二，出奇计，驰名列国，声称后世；唐代有张路斯为

宣城令，兴农治水，退隐颍上故里，被人民奉为龙王；元代有章克让，系元统年

间迸士，任繁昌县尹，明敏果断，兴利除弊，既归，家徒四壁；明代有秋茂、杜焕

都曾任按察司检事，铁面无私，廉洁著称，“巡视八郡，惟食青菜一，被人民赞颂

为“杜青菜，秋打鬼一；清代有高炳、高泽生、汪振基、黄家鼎等，清介自守，筑河

堤，课农桑，使人民悦服。他们的文治武功，勤政爱民，廉洁自持，可与管鲍先后

辉映，光耀史册。在近代史上，颍上有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甘罗乡村教

育社，还有黄家坝农民暴动的纪念地。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颍上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英雄儿女前仆后继，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

建国后，颍上百业兴旺，城乡繁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农业生产

突飞猛进，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农业、水利、林业、交通跃居全省、全国先进行

列。

我奉命来长颍上，适逢修志完稿送审，并获省批准出版。这部卷帙浩繁，长

达百万言的长篇巨著，是全体编修人员广征博采，细检精编，沥血化珠，撮要集

成。这部志书体例得当，史料详实，具有时代风貌和地方特征。我对编者的辛勤

劳动，聊表寸心，并以致贺!，

鉴往知来，温故知新。当前我们面临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筹划未来，任重

道远。我们要振兴颍上，务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当然前进路上，必有坎坷，但我们坚信，勤劳勇敢的颍上人民，一定会

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庄严的使命感，齐心协力，勇挑重担，在历史的车轮上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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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记下新的创业篇章。美好的未来是属于开拓前进的人们的。

在《颍上县志》行将付梓之际，征序于予，特不辞固陋，乐为之序。一以应
约，一以自励，故赘数语，以飨后人。

4

颍上县人民政府县长 曹立胜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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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与中共中央保持

一致，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体现出新时代的特点及本县的特色。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图表随志，力求文

图并茂，富有资料性和可读性。

四、本志横排门类，排序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全志以经济诸篇为

重点，揭示本县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和依据。

五、本志通贯古今，但略古详今。上限不作统一规定，凡有资料可循的，尽

量向上追溯。为了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县发生的巨大变化记入本志，将

下限断至1988年底。因成书周期长，对1989年至1993年发生的大事，撰写成

《大事续补》，载入附录。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在章法上只记史实，寓褒贬于记实之中。

七、本志数字及计量单位均按照国家语委等7部门1986年所公布的《数

字用法试行规定》和《法定计量单位》规定的标准书写。数据，一般均用本县统

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字。

八、遵循史志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本志入传者遴选当地著名革命烈士，知

名人物，社会贤达，能工巧匠，以及对科技方面有所建树者，实事求是地加以记

述，并选择个别反面人物入传，以昭后世。

s!j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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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上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在南照区小润河边发现

的铜台子遗址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春秋时期建制设邑，秦汉置慎县，刘宋到陈名“楼烦’’，隋大业二年，定名颍上，

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其间出现不少杰出人才。春秋时有“相桓公，霸诸侯，一

匡天下抑的大政治家管仲，有知人让贤的鲍叔牙；秦时有名位显赫，出将入相的

甘茂；有能言善辩，年少才高的外交家，秦上卿甘罗；汉、晋、唐、宋名贤寥寥，淹

没无闻。逮至明清，科甲渐起，据旧志载：在此数百年间，有文武进士12名，文

武举人76名；贡生331名。特别是近、现代英模人物，革命烈士，更是光耀史

册，书不胜书。

颍上位于淮北平原南部，东邻凤台，西毗阜南、阜阳，北连利辛，南与霍邱、

寿县隔河相望。全县总面积1988．5平方公里，辖15个区，2个区级镇，68个

乡，5个乡级镇、682个行政村，7个居委会，4380个自然村，总人口1227475。

人，耕地165．5万亩。县城海拔25．5米。地势西高东低。南临淮河，中贯颍水，

淝履东北一隅，济河、小润河、／＼里河流经县内。全县有大小湖泊72面。年平均．

气温为摄氏15．1℃，平均无霜期221天，年最大降水量1170毫米，最小降水量

389．8毫米，6～8月为汛期。这种河渠纵横，湖泊星罗，洪涝灾害频繁的自然环

境，对全县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旧中国，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旧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颍上的物产资源等优势得不到有

效地开发和利用，潜力得不到发挥。加之兵匪祸结，宗派纷争，水、早、虫、风灾

害频仍，致使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解放后，

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以公有制

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生产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和改革，生产力不断发
展，颍上的资源和潜力得到了有效地利用和发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

出繁荣兴旺景象，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这充分说明，地理环境虽是社会发展的

必要条件，但不是决定的条件。社会经济生产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主要取决

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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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大山”的压榨，经济发展缓慢，文化落后，

天灾兵祸，民不聊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瘠民贫。据旧志记载：元朝末年，沿淮人民多次起义，元王朝对沿

淮人民大肆屠杀，民问传说，“三洗凤阳”、“七洗颍州"，而颍上居凤、颍之间，难

免其难，相传人死七、八。颍上城东乡的七里叶家，即是当年在七里路内幸存一

户姓叶的人家。明朝洪武七年(1374年)从浙江、福建、江苏、山东迁入人口，补

充颍上垦荒生产。清朝顺治年I'．-1(1652"1661年)又大肆镇压农民革命。由于～一一’1
战乱不停，天灾频繁，农民死亡逃离，人烟稀少，耕地荒废549100亩，当时熟地

仅有222800亩。大面积土地无人耕种，十室九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皇

粮收不敷出。为了挽救困境，官吏督导开荒，而生产资料又极端缺乏，或数家一 ，

牛，或多家一犁，主要靠人力耕种，农民生活艰苦万状。康熙年问，战乱逐渐停

患，清王朝又采取豁免田赋，奖励垦荒等措施，生产进入恢复时期。逮至清末，
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民国初年，军阀割据，连年混乱，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据 ．

民国《颍上县志稿》载：“本县界淮、颍、淝三水流域之间，土地肥多瘠少，物产虽

非丰富，亦非缺乏。"但“自民国26年以来，中日相见以戎，重以连年水灾，兼之

币值低落，物价高昂，且军用浩繁，人民负担增重，一般生活逮兹困苦极矣l"特

别是1938年，黄水夺淮以后，大片农田受黄水冲积物复盖，面积达41．3万亩， ，1

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9．8％，在黄泛区形成沙土、青沙土、两合土、淤土等带

状土壤，其中沙土产量低而不稳。农民形容沙土地是：“湿了板，干了松，三天大

风刮成岭，雨天哑叭涝，旱天火烧苗。"建国前夕，全县有耕地面积185万亩，其 1

中砂姜黑土地110余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52．9％，分布13个区，大多瘠 ‘

薄、板结、易旱易涝。当时流传着：“犁似灰堆，耙如面蛋，种一葫芦斗，收一茶

罐"的民谣，年年收获，除交租赋，所剩无几，“唯食糠菜。一因此，农民生活极为

困苦。

第二、洪涝频仍。颍上滨淮跨颍，湖泊沟渠，纵横交错，素有“七十二河归正

阳，七十二湖布颍上"之喻。水利资源丰富，农牧兼宜，所以有“走千走万不如淮 ，

河两岸"的赞誉。早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颍上就建制设邑，但世代沧桑，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殃及淮河。宋绍熙五年(1194年)以来，黄河多次决口

“夺淮"，黄水横流，淤积本县境内的河湖沟洼，使淮、颍河蓄泄功能遭到极度破

坏，形成。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斗的局面。本县自然气候的特点是：季

风降雨量强度大，暴雨次数多，雨水失调，分布不均和自然地形复杂，这是本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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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据明正德《颍州府志》、清同治《颍上县志》及有关史

料记载，公元前185年(汉高后三年)至1988年的2173年内，本县主要水旱灾

害发生374次，平均每5．8年一次，其中主要水灾197次，平均每11年一次；

主要旱灾175次，平均每12年一次。一般水旱灾害几乎年年有之。本县水旱灾

害规律是：连年干旱有，但不多，而旱后多雨或大旱后大水及连年洪涝年份，确

系常见。总之，水旱灾是循环往复，交替发生，当然也有连年水灾或连年干旱现

象。加之历代统治阶级从不关心人民疾苦，淮、颍河水利资源不仅得不到利用，

而且河水泛滥成灾。民国时期，虽有导淮工程，仍是薄堤敞沟，陋涵几座，既难

抗洪，又无以御旱、涝。乌江、济河一带又被当时导淮委员会弃为黄泛分洪道，

沿岸群众受害深沉。尤其是1938年国民党企图引黄水抵御日寇，炸开花园口

黄河大堤，以致黄水先后4次南泛，撮合天灾人祸，导致黄泛加剧，使颍上长期

沦为著名的老灾窝。

第三、交通闭塞。本县地处淮、颍河交汇处，部分村庄分布在河湾湖汊，进

出不便，陈桥、谢桥一带，尤为偏僻。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条从颍上城至阜阳和正

阳关的土公路，俗称。官路"，晴通雨阻，除淮、颍、淝河可通舟船外，商旅行人，

在陆路主要靠毛驴、手推木轮车和畜拉四轮车为客运工具，以致城乡物资进出

艰难，交通运输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第四、宝藏“沉睡"。本县陈桥、谢桥、江口一带，向称。穷乡僻壤一，地下却蕴

藏着开采价值极大的煤炭。历代统治者无力开采，致使宝藏长年沉睡地下。

第五、兵灾匪患。旧志谓：“颍上东连三吴，控扼陈蔡"?为皖西北重镇，阜阳

东南门户，人民屡遭兵燹之害。晋代的“淝水之战"苻融带兵30万屯干颍口；元

朝的南侵，元末的“三洗凤阳’’、“七洗颍州"；近代的军阀混战，颍上人民疲于支

应。而军阀败军，奸淫虏掠，无所不为。仅军阀张敬尧败退县境南照集，一次即

勒索银币7000余元。1938,--,1945年日本侵略军的魔爪，曾四次伸向颍上，所

到之处，奸杀焚掠，使颍上人民蒙受损失，难以数计。抗战胜利后，蒋家王朝妄

图维护其反动统治，掀起内战，加紧搜刮，并极力扩充匪霸武装。当时盘踞颍上

的有国民党省保安团一、二、三、十团，以及阜阳、太和、沈邱、项城、临泉5个县

的自卫队(群众称为“吃拿队’’)和国民党各县政府官员共3000余人。此外，有

新桂系夏威部下的五十五团，原骑二军军长廖运泽的“天九部队’’，国民党第八

绥靖区颍上前进指挥所等反革命武装。还有国民党收编的大河湾土匪，命名为

。正义部队"，大小股匪数千人，与国民党县政府、反动会道门互相勾结，狼狈为

奸。这些匪特武装麇集颍上，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颍上，向属“地狭民贫"，

又屡遭兵灾匪患，实令人痛心疾首。在解放战争中，勤劳勇敢的颍上人民参军

支前，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盘踞在颍上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铲除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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