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宣城是第三届中国·宣城文房四宝之乡， 

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乡”， 

宣城是“中国诗山”， 

宣城是“扬子鳄故乡”，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是“全国中小学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宁国市是“中国山核桃之乡”， 

宁国市是“中国元竹之乡”称号， 

郎溪县是“鱼米之乡”， 

郎溪县是“天然植物园”， 

郎溪县是“中国绿茶之乡”， 

郎溪县是全国茶树作物无公害用药示范基地县”， 

广德县是“竹子之乡”，  

广德县是“板栗之乡”，    

旌德县荣获“全国林政管理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桂冠， 

绩溪县被中国烹饪协会确认为“中国徽菜之乡”，    

绩溪县被国务院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绩溪县被联合国确认为“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 

宣城市毛竹蓄积量居全国第七位， 

宣城市毛竹蓄积量居全省第一位，有“竹海”之誉； 

宁国市元竹、笋用竹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首位，被评为“中国元竹之乡”， 

“鱼米之乡”“河蟹之乡”“水运之乡”——宣州区水阳镇， 

郎溪县素有“鱼米之乡”、“天然植物园”之美誉， 

郎溪县是安徽省粮油、蚕茧的重要产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 

郎溪县被农业部授予“中国绿茶之乡”和“全国茶树作物无公害用药示范基地县”。   

广德县有“竹子之乡” 、“板栗之乡”之称。    

广德县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乡”、“茶叶之乡”， 



 

广德县获国家“粮棉大县”、“商品粮基地县”、“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范县（市）”的称

号。 

广德县是“中国竹子之乡”、“中国板栗之乡”， 

广德县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范县”和“全国经济林建设示范县”。 

 

第二章	宣城概况	

宣城位于安徽省东南部，与江浙两省接壤，是东南沿海沟通内地的重要通道。地处皖南

山区和长江下游平原的结合部，东连天目，南倚黄山，西靠九华，域内襟山带水，风景绝佳。

敬亭、柏视、水西、龙须四山峰峦叠翠；青弋江、水阳江两水相依。宣城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自古便有“南宣北合”一说。自西汉设郡以来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为中国文房四宝

之乡、山水园林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一翼。 

中文名称：  宣城   

外文名称：  Xuancheng   

别名：  爰陵、宛陵、宣州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安徽省   

下辖地区：  宣州区等 1区 1 市 5 县   

政府驻地：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鳌峰东路 31 号   

电话区号：  0563   

邮政区码：  242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东南部   

面积：  12340 平方公里   

人口：  281万(2007年)   

方言：  江淮官话洪巢片、吴语、徽语等   

气候条件：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敬亭山、太极洞、桃花潭等   

火车站：  宣城站、绩溪站、宁国站等   

车牌代码：  皖 P 

气候环境 

宣城地区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具有以下特点：     



 

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本区地处中纬度地带，是季风气候最为明显的区域之一。由于受

海陆热力性质差异的影响，夏季盛行来自海洋的偏南风，冬季盛行来自内陆的偏北风。夏季

受热带海洋气团控制，天气高温多雨，冬季受欧亚大陆气团控制，天气寒冷少雨，雨量在年

内分配很不均匀。春暖、夏热、秋爽、冬寒，四季分明。     

光温同步，雨热同季，日照与温度的年内变化趋向一致，降水集中在暖热季节。     

地形气候多样，气象灾害频繁，由于境内地形复杂，山体相对较大，气象要素随山体坡

向、坡度呈现不同的分布类型和规律，从而构成立体气候景观。 

行政区划 

市辖区：     

宣州区 面积 2533 平方千米。区人民政府驻叠嶂中路。     

辖  济川街道  鳌峰街道  西林街道  澄江街道  敬亭山街道  双桥街道  飞彩街道  金坝街

道  水阳镇  水东镇  孙埠镇  狸桥镇  向阳镇  朱桥乡  周王镇  杨柳镇  沈村镇  洪林镇  古泉镇 

养贤乡  寒亭镇  新田镇  文昌镇  黄渡乡  溪口镇  五星乡 

县级市：      

宁国市 面积 2447 平方千米。市人民政府驻河沥溪街道。     

辖  西津街道  河沥街道  南山街道  天湖街道  汪溪镇  竹峰乡  港口镇  中溪镇  云梯畲族

乡  南极乡  宁墩镇  万家乡  梅林镇  仙霞镇  霞西镇  青龙乡  天湖镇  方塘乡  甲路镇  胡乐镇 

宣城市行政区划   

县：     

郎溪县 面积 1105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建平镇。     

辖  建平镇  十字镇  涛城镇  梅渚镇  南丰镇  东夏镇  毕桥镇  新发镇  幸福乡  凌笪乡  姚

村乡  飞里乡     

广德县 面积 2165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桃州镇。     

辖  桃州镇  柏垫镇  誓节镇  邱村镇  新杭镇  卢村乡  东亭乡  四合乡  杨滩乡     

泾 县 面积 2059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泾川镇。     

辖  丁家桥镇  云岭镇  琴溪镇  汀溪乡  蔡村镇  昌桥乡  茂林镇  泾川镇  榔桥镇  桃花潭

镇  黄村镇  

旌德县 面积  905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旌阳镇。     

辖  蔡家桥镇  三溪镇  白地镇  云乐乡  兴隆乡  孙村乡  旌阳镇  俞村乡  庙首镇  版书乡   

绩溪县 面积 1126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华阳镇。     



 

辖  华阳镇  长安镇  伏岭镇  上庄镇  板桥头乡  扬溪镇  家朋乡  临溪镇  瀛洲乡  金沙镇 

荆州乡 

宣城，自公元前 109 年设郡以来，历代为郡、州、府城，相沿二千多年而不辍，范晔、

谢眺、沈括、文天祥等先后出守于此，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相继来此寓居，众多的

人文遗迹，优美的自然风光，使得这座古城不仅赢得“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的赞辞，更因

谢朓、李白、杜牧等人的大量歌咏，而享有“宣城自古诗人地”的美誉。     

宣城人文胜迹遍布。临风怀古，谢朓楼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四大名楼；

“兹山亘百里，合敬亭山沓与云齐”的敬亭山，自南齐谢朓以采，先后 300 多位诗人墨客登

临此山赋诗作画，留下诗文 600 多篇，为名符其实的“江南诗山”；现存敬亭山麓的广教寺

双塔，以其对唐塔风格的继承与革新，成为全国仅存，因而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大文学

家冯梦龙发现并称为“天下四绝”之一的太极洞，以其中空博大的气象成为溶洞奇观；以三

雕艺术、徽墨、徽菜。明清古民居居称誉海内外的绩溪，历代人才辈出，著作《笤溪渔隐丛

话》的胡仔，红顶商人、一代巨贾胡雪岩，徽墨传人胡开文，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湖

畔诗人”汪静之，小品文学家章衣萍，新文化出版家汪孟邹等，使绩溪赢得“邑小士多”的

美名；黄山北坡之下的江村，古称金鳌，村中聚秀湖、狮山古庙、江氏宗祠等古迹文气盎然，

江淹、江泽涵、江绍原等名流硕儒皆从此村走出；泾县桃花潭不但因夹岸十里皆桃花而得名，

更因李白一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而名扬海内外。 

第一章 历史沿革	

宣州春秋时名爰陵，古越族聚落生息于斯。     

秦初正式置县。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丹阳郡郡治设在宛陵（今宣州区）。     

晋太康二年（281）析丹阳郡置宣城郡。自此，宣城一直作为州、郡一级政区存在。     

隋初废郡，改南豫州为宣州，不久又改称宣城郡。     

唐初置宣州，中间一度改称宣城郡，以后复称宣州。     

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宣州改为宁国府。     

元代为宁国路所在地。     

明、清为宁国府所在地。     

安徽正式建省后，宣州在皖南的地位与皖北重镇合肥并提，号称“南宣北合”。     



 

民国期间，宣城先后为第九和第六行政督察区。     

解放后，1949 年 5 月成立宣城专区。1952 年 1 月，宣城专区撤销，辖县并入新成立的

芜湖专区（1971 年改称芜湖地区）。     

1980年 2 月，芜湖地区改名宣城地区。1982 年 4 月，行署机关移驻宣城。     

1987年 8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宣城县，设立宣州市。     

2000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宣城地区和县级宣州市，设立地级宣城市；宣城市

设立宣州区，以原县级宣州市的行政区域为宣州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叠嶂中路。     

2000年 12 月，正式撤市设区。2001年 2 月正式挂牌成立。 

第四章 风情文艺	

水东民俗“六月六”荷灯会 

        7 月 27 日（农历六月初六）,宣州区水东镇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传统民俗活动——“荷灯

会”。 

夜幕降临时分，村民们驾起小舟，载着荷灯，慢慢驶向江中，将红纸、绿纸、蜡烛等材

料制作好的上千只荷灯放入水阳江中。荷灯随水漂流，寄托着水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河面游动的点点灯光如天上闪动的星星，加之岸上燃放的五彩缤纷的烟花，把水阳江沿岸装

扮的绚丽多彩，引来十里八乡群众前来观看，成为诸多摄影者爱好者的追捧，他们不时按动

手中的快门，留下这美好的瞬间，充分展现了水东“荷灯会”这一民俗活动她独特的艺术魅

力。据当地的老人介绍，举办荷灯会是为了纪念唐朝的杨泗。关于杨泗的传说有很多，其中

一则说，杨泗在黑沙河砍柴，看见河中有一条龙想把船打翻，于是他跳进河中和蛟龙搏斗，

后斩杀此龙。船上的人得救了，但是杨泗却牺牲了。而杨泗所救的人正好是一位“皇帝”，

于是皇帝就封他为“平浪王”。后人感于他的舍己为人，就立庙纪念。每年的农历 6 月 6 日，

人们还以放荷灯的方式纪念他。 

宣城人庆寿习俗 

        宣城解放前，民间有过“小生日”（每年的生日）和“大生日”（逢 10 生日）之分。大

生日从 50 岁开始，谓之“大寿”，而后是 60、70……，30 和 40 岁很少做寿。俗有“男不

做 3（30 岁忌谐音“丧”），女不做 4（40 岁忌谐音“死”）之说。又有“男不做虚，女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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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跃上开元塔顶，卸下捆锁在身上的铁链，盘挂在塔刹的相轮四周。卞通身立塔顶，呵呵大

笑一阵，随即如轻燕般飞落于塔下，从容地由街房屋脊向东而去。 

监斩的王知府及官吏、衙役，望着塔顶上的铁链，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从此，

他们有悸于这些“飞天本事”的“强盗”早晚要来造自已的反，因而不得不对敲诈百姓的行

为有所收敛，于是这条盘挂在塔顶的铁链，成了警告贪官污吏的一只“警钟”。不久，宣城

民间流传出这样一首民谣“府官县官休太辣，宝塔顶上铁链挂。好汉迟早要回来，当时把尔

狗头杀！”由于民心所向，约定俗成，自此以后，每次重修此塔，塔身外形和塔内结构均有

变动，而塔顶上的铁链却无人愿作改动，此说虽非正史，而宣城人民却凭着这铁链一代代的

口传至今。而现在铁链全无，“见物思情”的传说，恐怕就要消失了。 

 

第五章	名胜古迹	

敬亭山   

敬亭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宣州城北 5 公里的水阳江畔。敬亭山原名昭亭山，晋初为

避晋文帝司马昭名讳，改称敬亭山，属黄山支脉，东西绵亘百余里，大小山峰 60 座，主峰

名一峰，海拔 317 米。南齐诗人谢眺《游敬亭山》诗有“兹山亘百里，合杳与云齐，隐沦既

已托，灵异居然栖。”的描绘；唐代李白先后 7 次登临此地，且留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

亭山”。 

敬亭山的诗词 

随着谢李诗篇的传颂，敬亭山声名鹊起，直追五岳。继谢李白之后，白居易，杜牧，韩

愈，刘禹锡，王维，孟浩然，李商隐，颜真卿，韦应物，陆龟蒙；宋代苏东坡，梅尧臣，欧

阳修，范仲淹，晏殊，黄庭坚，文天祥，吴潜；元代贡奎，贡师泰；明代李东洋，汤显祖，

袁中道，文征明；清代施闰章，石涛，梅清，梅庚，姚鼐等。相继以生花之笔，为敬亭山吟

诗写赋，绘画做记，寄情山景，抒发胸怀。据初步统计，历代咏颂敬亭山的诗，文，记，画

数以千记，被称之为“江南诗山”，饮誉海内外。     

自南齐谢朓《游敬亭山》和唐李白《独坐敬亭山》诗篇传颂后，敬亭山声名鹊起。谢李

之后，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梅尧臣、汤显祖、施闰章、梅清、梅庚等慕名登临，

吟诗作赋，绘画写记，历代吟颂敬亭山的诗、文、画达千数，敬亭山遂被称为“江南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