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历史沿革 

淮安沿革 

夏商周时期 

市境已获相当程度的开发，“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既有邗沟（即京杭运河的扬州至

楚州段）沟通江、淮，又有陆上干道—善道通达南北，故成为春秋战国列强争夺的重要地区，

先后为吴、越、楚所有。 

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市境始置县邑有淮阴（今楚州区）、盱眙（今盱眙县城北）、

东阳（今盱眙县马坝）。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淮安人民蜂起响应。著名军事家韩信即于此

时仗剑从戎，立下赫赫战功。西汉年间，市境又增置淮浦（今涟水县西）、射阳（今楚州区

东南）、富陵（今洪泽湖中）等县。秦汉时期，境内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灌溉条件得到显著

改善。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今洪泽湖大堤）30 里，遏淮河洪水，保护农田，

并修破釜塘灌溉农田。铁制农具和牛耕也得到推广，故虽迭经战乱农业生产仍有较大发展。

同时交通运输也有改善。秦始皇修筑的驰道自境内穿过，陈登则筑邗沟西道，使江淮交通更

便捷。由此，承平之年，境内手工业和商业比较繁荣，文化也发展到较高水平，汉代兴起家

学和私学，并涌现出一批文学大家，如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 

魏晋南北朝时期 

市境长期处于战争和对峙的前沿。长年战乱带来的是“江淮之间，赤地千里”的凄惨景

象，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 

隋唐五代时期 

境内长期处于安定的环境，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和重新繁荣。其间大运河的开凿和淮北盐

场的建滩对市境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隋大业年间，自洛阳至扬州的漕运（供给皇粮的

水上运输）要道——大运河凿成，境内则成为漕运重要孔道。自隋至清末，朝廷一直在淮安

设置官署，委派大员掌管、督办漕运。唐初，涟水成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为运销淮盐，垂

拱年间开运盐河，淮安盐运又兴。楚州（治今楚州区淮城镇）、泗州（治今盱眙县城对岸）

成为运河沿线的两座名城，其中楚州被白居易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素有“襟吴带楚客

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 

宋元时期 

北宋年间，境内较为太平，漕运、盐运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府鼓励垦殖，修复和增建灌

溉设施，引进推广“占城稻”。“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正是这一时期的生动

写照。南宋和金、元对峙时期，市境再度成为前线，遭受兵火的长期荼毒。经历长期战乱，



 

淮安市的林业资源以人工林为主，兼有天然林，树种资源比较丰富，有木本植物 79 科，179

属 410 种，其中乔木 328 种，灌木 65 种，藤木 17 种，约有 172 种人工栽培种。 

盱眙县境内西南丘陵山区是淮安市天然次生林分。该县 1985 年组织的普查显示，共有

木本植物 234 种（含变种），其中栽培种 60 种，隶属于 34 科 146 属，其中裸子植物 22 种，

被子植物 212 种。分布较广，较具有代表性的大科有：裸子植物的松科 3 属 5 种；柏科 7

属 11 种；被子植物的蔷薇科 12 属 31 种；蝶形花科 8 属 12 种；杨柳科 2属 11 种；木樨科

7 属 10 种；壳斗科 2 属 6 种；榆科 4属 7 种，以及竹亚科 4属 12 种。调查还发现江苏公布

新记录的三个树种：漆树、毛叶欧李、迎春花。该次生林全是建国后封育而成。绝大部分在

丘陵下部谷地及其侧山腰。这些地方几乎遍布裸露的乱石，藤棘丛生，交通极为不便，形成

了天然保护区，因而保留了较为繁多的树种资源和其他植物资源。 

全市主要栽培树种有：杨树、泡桐、柳树、水杉、刺槐、马尾松、黑松、板栗、毛竹等；

珍稀树种有黄檀、黄连木、野核桃、红脉钓樟、山胡椒、漆树、毛棣、毛叶欧李、迎春花、

羽叶泡花树等。 

野生动物资源 

淮安市位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利于野生动物的生存，

市境内的野生动物种类以鸟类居多。目前，全市野生动物有鸟类 321种，经济鱼类 83 种，

爬行动物 48种，哺乳动物 49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9 种，二级保护动物 43 种。 

据 1987 年鸟类普查统计，全市鸟类资源有 125种，隶属 15目 38 科。生态类群有陆禽、

游禽、鸣禽、猛禽、攀禽、涉禽。生态分布有森林灌丛环境鸟类、水环境鸟类、农田鸟类、

居民点鸟类四大类。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丹顶鹤、白枕鹤、白鹤、黑鹤 4 种，二级保护动

物有大天鹅、小天鹅、虎鼻天鹅、鸳鸯等，三级保护动物有大鸭、灰鹤及分布在全市的猛禽

所有种。江苏省重点保护鸟类鸿雁、灰雁、鹤鹑、黑嘴鸥、鹰头杜鹃、回声杜鹃、大杜鹃、

戴胜、绿啄木鸟、斑啄木鸟、星头啄木鸟、喜鹊、大山雀、银喉长尾山雀、灰喜鹊、黑枕黄

鹅、画眉等。在 1992 年—1993 年蛇类资源普查中，淮安市发现蛇类资源 10 种，分属 2科 5

属。其中腹科 1 种，游蛇科 9 种，属江苏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5 种，即赤链蛇、黑眉锦蛇、

棕黑锦蛇、乌梢蛇、腹蛇。兽纲、两栖纲可能分布有貉、猪灌、赤狐、黄鼬、松鼠、东方铃

蟾、东方蝾螈、棘胸蛙、黑斑侧褶蛙、金线侧摺蛙及爬行纲龟类，它们都是江苏省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第四章 风土人情 

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都天庙于农历五月十六日出会，俗称大都天会。相传都天大帝是唐代

开元进士张巡，安史之乱时坚守睢阳，至死不屈，后人仰其忠义，各地立庙奉祀。都天大帝



 

飞巡之日，神像坐 8 人绿纱敞轿，前头鸣锣开道，后随两排“肃静”、“回避”肩牌、虎头牌

和街牌，接着是各业的班会执事。有新增的南北货业的“宝安”，家具业的“锲安”，茶馓业

的“新安”，泥瓦业的“成安”和木匠业的“福安”等班会。神轿前，五班六房，排列金瓜

铖斧等仪仗执事，并有瘟船沿途收灾。轿后高举青罗伞盖，前护后拥，状极威严。执事中亭

台伞扇，台阁秋千花船?胸挂金表，躯干矗直，耸立于大人肩上，威风凛凛。还有以昂贵的

玉器珍玩，制成精巧玲珑的花担，让健壮熟练的少年挑着，伴以闹钟铃铃之声，双手叉腰，

行步如飞，让人惊叹。都天神像出巡，途经三城内外。由琵琶刘巷过花巷，转人茶巷，经估

衣街、二帝阁，沿新城，穿联城，进北门至五神庙登坛，然后出西门经湖嘴大街回銮。回銮

时，神轿必须从庙南允台楼下不偏不倚地穿门而进，经庙前广场径趋大殿。神轿抬到大殿台

阶前，突然急转弯，使轿门转向朝南，然后直奔神座，平稳地将神像置于原地。 

河下的河北都天庙会于农历五月二十六出会，俗称小都天会。班会执事规模稍小于河下

都天会，但增添了搬运业的“隆安”、纺织业的“财安”、腌切业的“鲁安”和盐碱业的“民

安”等班会。执事主要有香伞、玻璃伞、珍珠伞、样桥、龙亭、玉器亭、楠木亭、降香炉亭

和万寿山亭等。尤多民间文娱节目。文娱节目中，以陈庄和王庄的高跷会最为有名。木跷高

约 8 尺，绑于腿上，身着戏装，或为八仙，或为杨家将，或为雷万春和南霁云等。其特技表

演为打飞脚。即一脚着地，一脚飞起，离地丈余，难度极大。都天神像上午 9 时起坛出宫，

经小市口到达程公桥。程公桥为石桥，台阶数十层，足踏高跷，上桥下桥，必须手扶竹竿。

技艺高超者竟徒手稳步而过，令人瞠目结舌。又有花鼓会，与会者足登木跷，高二三尺，由

8 人或 10 人扮成“梁山伯与祝英台”、“老渔翁捉鱼”、“花和尚拐老婆”等戏。领头一人，

涂红脸，扎抹额，颈挂大串佛珠，扮作武松，手执两根短棒，相互敲击，声音忽慢忽快，并

有锣鼓伴奏。众人随棒声鼓点的节奏舞蹈，作跌叉、抢背等表演。高晓会和花鼓会所经之处，

殷实商铺多放鞭炮迎接。待其献技以后，则犒赏茶食两包，此外，还有黑叫驴、跑旱船、大

补缸和蛤蜊精等节目。又有手捧画眉笼、反穿皮马褂、头戴破笠的假四老爷，侧坐于两人肩

抬的竹械上，以尿壶当酒壶，作饮酒的样子，以滑稽可笑逗引观众。都天神轿经过程公桥，

从石工头转人花巷，由湖嘴上运河大堤，进西门，出东门，沿涧河到下关关帝庙登坛，然后

回銮进殿。 

河下和河北的都天会有时在东岳会前举行，会期为农历四月中、下旬。车桥于农历四月

二十日出都天会。都天大帝出巡之时，仪仗执事规模也较大。据考证，河下和清江一带的都

天庙会系明清之际由徽州盐商兴起。抗日战争爆发后，都天庙再未出会。 

淮安地处我国南北气候、文化的过渡地带，这些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淮南爱吃米，淮

北爱吃面 



 

从地理角度来说，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的南北分界线，中学地理课本上都有记载。而从

淮安本身的情况来分析，气候、地貌提供了很多依据。 

自然南北差异，包括地貌、气候是个渐变过程，淮河两岸差别自然不大，但以此为界，

越往南北去，差别越大。从自然景观地貌来说，淮安境内是典型的冲积平原，淮河以南多是

丘陵地带，由盱眙到南京逐渐明显。而淮河以北，往徐州宿迁一带去就是平原居多。从气候

特点来说更为明显，淮河以南是亚热带气候，而以北则是暖温带气候，淮河以南一月平均气

温多在 0℃以上，而以北就稍微冷一些，越往北多是 0℃以下。 

而从降水量来看，在淮安以南降水量大约在 900多毫米，而往北徐州一带降水量只能在

600-700 毫米之间。淮安以南有明显的梅雨季节，以北则没有梅雨季节特征。淮安以南多是

水田，种植水稻、甘蔗、茶叶为主，以米食为主。而北面多是旱地，主要是小麦和杂粮，以

面食为主。 

而从植被种植来看，淮安以南多是常绿阔叶林植物，针叶林少。而越往北针叶林越多，

落叶阔叶林大面积存活。 

从节日习俗上来看，春节时，淮北（如淮阴区等）通常与北方大部分地区相同，吃饺子，

而淮南（如楚州区等）则通常吃元宝（即汤圆）。值得注意的是，地处淮南与淮阴区一河之

隔的清河、清浦两区，由于与淮阴区地理相近、人员来往密切，饮食、风俗习惯、方言等已

在向淮北地区靠拢。 

从历史人文方面来看，淮安历来就有“南船北马”之称，古时，浙江、江西、福建等地

人，都是到淮安清江闸下船登陆，换乘马车，由此向北。而北方人也是在淮安弃车马坐船南

下。所以不难看出，自古淮安就是南北分水岭。 

别看现今的这条古黄河（古淮河）河道仅有五六十米宽，元代，《马可波罗游记》里记

载马可波罗乘船经这一带时，河宽一英里，也就相当于近 2 公里的宽度。也许是两岸相隔甚

远，所以淮河南北两边的民风民俗也有差别。 

从语言上来看，淮安地处江淮方言区，属于北方方言区与吴越方言区的过渡地带。淮安

语音，尤其指楚州口音，有“淮平子”之称。南称蛮北称侉，而淮安的语音也就是不蛮不侉

的意思，相对较平。淮安内部来说，南部县区方言尤其是楚州方言，具备典型的南方方言特

征，入声词汇众多，无卷舌音，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难以听懂，而北部县区，北方方言色彩

开始呈现，一些词汇、发音有别于南部县区，并开始出现卷舌音。 

从戏曲上来看，淮安北部（如淮阴区等）流行粗犷、豪放的淮海戏，而淮安南部（如楚

州区等）则流行较为柔情的淮剧，甚为有趣。两个剧种都是“淮”字打头，然而唱腔风格各

异，淮海戏与流行于安徽的泗州戏、徐州和鲁南地区的柳琴戏，同属拉魂腔。 



 

知名人士为证婚人，双方家长为主婚人，保山为介绍人，分别在结婚典礼上致词祝贺。拍结

婚照，设筵席招待宾客。此种婚礼，当时仅在军政界和文教界流行。一般民众在 40 年代仍

沿袭旧式婚礼，只是新娘改穿女式便装。在民主根据地，干部结婚须遵照"二八、五、团"

的规定，即男人年满 28岁，参加革命 5 年以上，系团级干部，女人亦须经组织审查，才被

批准结婚。抗日战争期间，条件艰苦，不举行婚礼，仅开个茶话会。根据地的群众受到革命

风尚的影响，新郎新娘只是身穿新衣，放鞭炮行礼，贴张红喜。新娘到婆家，路远的骑驴，

路近的步行。在城镇，一般人家婚嫁不用轿，而以人力车代之。50 年代，轿子淘汰。结婚

前一天，用一辆平车将嫁妆送到男家；婚日上午，男家派自行车迎娶新娘。年轻能干的姑娘

充当伴娘，骑自行车背新娘到男家，举行婚礼。当日回门，女家设宴；当日会亲、男家请客。

80 年代以来，城乡多使用汽车或手扶拖拉机娶亲。婚礼仪式以举办结婚酒宴为主，也有旅

行结婚。一对情侣事先商定旅行路线，在办好结婚登记和婚假手续后，即启程旅行。回来时

简单宴请亲友。还有举办集体婚礼，由工会、共青团组织主办。主办单位负责人任证婚人。

举行简单的仪式，证婚人致贺词，家长代表讲话，新婚夫妇代表讲话。主办单位向新婚夫妇

赠送纪念品，最后是文娱活动。淮安各乡镇多举办集体结婚，受到婚龄青年的欢迎。现在淮

安青年普遍晚婚，男满 25 周岁、女满 23 周岁才申请结婚。农村晚婚的比城镇少，并出现少

数“无证夫妻”，即未经领取结婚证而同居。其中包括：早婚者、近亲婚配者、换婚者、患

有禁止结婚疾病者和强娶强嫁者。 

老年婚姻是社会上议论较多的婚姻话题。丧偶离婚的老人，在重新择偶、组织家庭时，

多数得不到子女的谅解和支持。男方子女担心晚娘要分去父亲的遗产，女方子女认为母亲再

嫁有失“体面”。近年来，在法律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老年婚姻的障碍开始减少。 

第五章 行政区划 

淮安市的区域划分：清河区，清浦区，楚州区，淮阴区，经济开发区。 

淮安市辖县：金湖县，盱眙县，涟水县，洪泽县。 

在 2010 年 9月，淮安市辖 5 个市辖区、4 个县。 

淮安市面积 8962 平方千米，人口 537万人（2010年）。 

清河区面积 134 平方千米，人口 32 万人。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北路。清浦区面积 293

平方千米，人口 32 万人。区人民政府驻兴淮西路。楚州区面积 1439 平方千米，人口 119

万人。区人民政府驻淮城镇。淮阴区面积 1264平方千米，人口 87 万人。区人民政府驻王

营镇。开发区面积 132平方千米，人口 13 万。区政府所在地驻徐杨乡金湖县面积 737 平方

千米，人口 36 万人。县人民政府驻黎城镇。盱眙县面积 2430 平方千米，人口 74 万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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