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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洪泽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苏北平原的中部西侧、淮河中下游结

合部，其水域是淮河河床的一部分，分属江苏省的淮安市和宿迁市，是江苏省的

省内湖。它又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型水库，具有防洪、灌溉、航运等多种流域

性综合服务功能。同时，又是全国著名的淡水水产品基地。

洪泽湖是五大淡水湖中最为年轻的一个湖泊。公元12世纪末，黄河夺淮以

后，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清口以下的河床，成为黄河和淮河的共用河床，清口也成

为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枢纽。公元16世纪，黄河全流夺淮以后，清口上下河

床淤垫加快、决溢频繁，不仅酿成众多的洪涝灾害，而且影响京杭运河的漕运。

为此，明万历初年，总河潘季驯创行“柬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治河治运方略，即

坚筑高家堰(洪泽湖大堤)，拦蓄并抬高淮河水位，使其成为淮湖汇一的今天意

义上的洪泽湖。同时，令淮河、洪泽湖之水专出清口，冲刷清口以下河床中黄河

所淤垫的泥沙，从而大大减缓清口以上黄河河床(其中200余里即运河河床)的

淤浅，保证运河畅通。其后明清历任河臣奉行此策，然而，由于“黄强淮弱”，每

黄、淮并涨，黄河往往倒灌洪泽湖，致湖底日益淤垫，高家堰也因之越筑越高，洪

泽湖遂成为著名的“悬湖”o其湖底高程比堤东的里下河地区高出5米～8米。

“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这一民谚，正反映了洪泽湖的这段肆虐的历

史。

1855年，黄河北徙后，洪泽湖决溢为害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是，1921年、

1931年的特大洪水，仍使里下河地区化为泽国，浮尸如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把治淮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淮河、洪泽湖流域的各

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

召，多次加固了洪泽湖大堤，新建了三河闸，疏浚并大规模调整了淮河入江水

道，开辟了苏北灌溉总渠和分淮入沂工程淮沭新河，建成了横跨几个地区、覆盖

数千万亩农田的洪泽湖灌区，使洪泽湖成为苏北广大地区农业、工业和城乡居

民生活用水最主要的水源。近年来，又相继开辟并完成了洪泽湖上游的分淮入

湖工程怀洪新河和洪泽湖下游的淮河入海水道，圆了百余年来志士仁人导淮入

海之梦。洪泽湖对淮河水的调蓄能力进一步增强，其关键性作用更加凸现。

其间，洪泽湖的治理与开发几乎是同时进行。首先是水产资源的开发和滩

地资源的开发，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洪泽湖周边各县就已相继跨入全国水

产基地县的行列；洪泽湖12．5米以上高程的滩地上，稻菽盈野。洪泽湖区蕴藏

着多种极具开采价值的非金属矿床，近十多年来陆续得到开发利用，其中，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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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芒硝等已经迅速崛起为地区性的支柱产业。洪泽湖区自然环境优美，历史

文化积淀深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具有

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近些年来，这些资源的开发被提上议事日程，并

初见成效，形成了方兴未艾的好势头。

在目前的世界性水荒中，中国是一个缺水尤为严重的国度，是否切实保护

和科学利用好有限的水资源，已经成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成为我国

的三大基本国策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淮河流域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

发展，淮河、洪泽湖水资源污染也一度日益加剧。近十多年来，治理力度逐步加

大，收效日益显著，洪泽湖区正在重现碧水蓝天、鸟聚鱼跃的自然生态环境。近

年来，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全面启动，洪泽湖已正式承担起这一工程中的

蓄水池和中转站的作用。

《洪泽湖志》作为记述洪泽湖及其周边地区自然和涉及湖泊的社会历史与

现状的第一部志书，从开始动议到征集资料、编纂成书，周折有年，其筚路蓝缕

之艰辛，非亲历者不能深知。该志的编纂，又是在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

尾声中和续修志书提上议事日程之际，方志界对志书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为

此，我们在成书过程中，坚持以精雕细琢、务求精良为绳墨，屡易其稿；在志稿交

付出版社审读期间和审读之后，我们还深怀履薄冰临深渊之恐惧，反复修改，反

复校对，力图使该书成为资料性、学术性、权威性、可读性均较强的具有社区特

色的山水志。目前付梓成书的《洪泽湖志》究竟如何，还有待专家学者和广大读

者的品评，更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官修志书由领导人或名人写序由来已久，近二十多年来更成为法式o《洪

泽湖志》作为一部官修志书，我们也早就向有关领导提出写序请求，然适逢党中

央对领导人写序、题词作出有关规定，故《洪泽湖志·序》只能由我这个主编自操

其觚了。这恐怕也是新时期官修志书中的一个特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该志能为我们进一步治理利用好洪泽湖提供

借鉴，使洪泽湖在造福国家、造福民众、造福子孙后代方面发挥更加充分的作

用，那将是我们的最大欣慰。

孙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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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实事求是地记述洪泽湖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为

洪泽湖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依据，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0

二、本志采用篇章节结构，主体内容共分19篇，彩色图照、综述、

大事记置前，附录和三个索引殿后，一般图表随文插置。
三、本志记述的空间因内容而异，涉及水利功能等内容的，延伸

至流域，一般则为洪泽湖水域及其周边地区与湖相关的内容；时间上

限不限，量事追溯，下限截至公元2000年底(大事记和附录除外)o

四、历史纪年均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o

五、行政区划、机构、职官及地名、计量单位等一般依当时名称，

需用简称者，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古地名视需要括注今地名。中华民

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

六、各种数字书写规范，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各类档案、正史、旧志，有关报刊和

专著。除第十九篇《汇考》和个别必须注明出处者以外，一般资料不

注明出处。
·

誊，

善；÷乜§辨啦；．，毒：，。{。，窜{}乳，：0；¨鼻口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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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and Regulation

I ms圳chronicle records and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Hongze Lake alL'-

ea by就地truth from facts．h provides the basis for Hongze Lake comprehemiv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e，achieving the soal which咖nalTa：te its history，support its policy—making，teach its eiti—

Ze璐．‘

Ⅱ眦s local chronicle adopted structure with sections and chapters．Its main content includes

19 sections．Placed the color pictures，summaiize，chronicle of events in front part，with an appen-

dix．and three indexes in back．1he chart is inserted in the article．
j

Ⅲ‰local chronicle sive an account of its唯啪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then changed

its size．

Substance that involved the fun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xpanding to the a戌爝睁which the rivers

flow．

In general the content includes the water an绷峙of Hongze Lake and the districts around the lake．

It traced back to the times without upper limit．|Ille lower limit closed to the end of 2000 years．

(except chronicles of events and appendix)

Ⅳ’11le history w鹅narrated by the old way of numb蒯ng the years，by putting the Christian era

in brackets．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using the Christian era to record

events．

V|Il屺nam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Olgan Post and rank used the Im眦of that time，as

weU a8 the place nalI七and meas㈣nt units．

If it nee(18 to use the abbreviated form of a naIl圮。it is annotated when it印peam for the flint

time．The old place n舭圮。noted with the new r岫埘屺in brackets．

Before or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8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called before or after the

foundiIlg of new China for short．

Ⅵ AⅡkiIlds of figures a弛wriuen up tO the standard，∞cordiIlg to the national spoken and

written laIl|guge work committee about“11le stipulation OH the way of figures a坨tO be used on publica—

tion”．

Ⅶ，11li8 local chronicle’main material conic from different levels and kinds of files，history

books written in biographical style，old local chronicles，old newspapers，唰nefl and special

works．

These materials don’t indicated the 8叫rces except verifications in 19 sectionsand one or two that

must be 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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