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地方名产（续）	

芜湖“三刀三画” 

  芜湖传统特产“三刀三画”，除了以上所说的“芜湖铁画”外，还有“堆漆画”、“通草

画”。其中芜湖铁画“堆漆画”，“通草画”是十分珍贵的手工艺品，现在已经十分难得一见。

“三刀”是指“剪刀”、“菜刀”、“剃刀”。“三刀”为芜湖市的传统产品。剪刀生产始于明末

清初，做工精细讲究，为全国三大名牌剪刀（即芜湖赵云生剪刀、杭州张小泉剪刀、北京王

麻子剪刀）之一。其中，杭州“张小泉”剪刀，也是师出芜湖（张小泉，明末安徽黟县会昌

乡人。其父张思家，自幼在以“三刀”闻名的芜湖学艺。小泉在父亲的悉心指教和实践中，

也练就了一手制剪的好手艺。）可以说芜湖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剪刀之乡”。厨刀处理后可做

到一刀三用，即前部用于片，中部用于切，后部用于剁。芜湖剃刀，式样美观大方，刀口锋

利，耐磨经用，轻便灵活。 

芜湖四鱼及大闸蟹 

因为芜湖处于我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之畔，又是我国江南重要的水乡之地，因此，芜

湖的水产特别丰富。芜湖四鱼指：鲥鱼、刀鱼、鲑鱼、黄鳝。其中“鲥鱼、刀鱼”更是名列

“长江三鲜”之中状元、榜眼之位！   

  芜湖产的蟹，黄多，膏实，壳薄，油脂丰厚，肉质饱满，味道鲜美。施今墨，可以

说是一个“品蟹专家”，也是为蟹分等级的人。民国早年，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是个

出名的喜爱食蟹的饕餮者。他把各地出产的蟹分为六等，每等又分为二级：一等是湖蟹，阳

澄湖、嘉兴湖一级；邵伯湖、高邮湖为二级；二等是江蟹，芜湖一级，九江二级；三等是河

蟹，清水河一级，浑水河二级；四等溪蟹；五等沟蟹；六等海蟹。他说，海蟹也有好的，如

福州的海蟹，从内河随水流出，品质颇佳，可列入四等。 

芜湖腐乳 

将豆腐切成小块，发酵成霉豆腐，待霉菌绒毛长到 2、3 厘米长时可将霉豆腐装入坛中，

再倒入适量配好的盐水和各种辅料就可以封坛了，盐水比例以每 100 毫升水加食盐 20 克为



 

撇去浮沫，再切成小块后加凉水，再加葱姜等佐料炖熬，待羊肉八成熟时加入精盐、冰糖、

辣椒、酱油，烧好盛盆时加入味精、香菜。 

羊肉性温味甘，入脾、胃、心、肾，功能温经补血，益肾壮阳，强精壮骨，该种羊肉的

做法就是保留了羊肉的全部精华。 

虾籽面     

  有着近 90 年历史的“耿福兴虾籽面”，是芜湖著名小吃佳品。凡到芜湖市的人，都

要慕名而至，以亲口尝为快。有 20 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及上千名国际友人、港澳同胞曾先

后品尝过。     

  虾籽面的面条，原是手工制作的小刀面。随着销售量的增加，手工操作已远远满足

不了需要，后采用精白富强面粉作原料，机械压制，为九口刀机制细面。     

  下面前，在碗内放入虾籽、猪肉、葱花、酱油等佐料待用。锅内放入清水，用旺火

煮沸，将面条拌散，下入锅内，煮沸后略加冷水煮养片刻，捞起装碗后，兑入膏汤冲面拌和

均匀后再食用，虾籽面采用宽汤窄面方法，每碗 100 克面条，10 克虾籽。     

  煮熟的虾籽面，色白、汤清、味浓、喷香、食之颇有韧性，是早餐及午餐前后小吃

的理想佳品。     

 

第八章	名校展示	

皖南医学院 

学院概况 

  皖南医学院坐落于安徽的江城芜湖，是安徽省属普通高等学校，位于长江之滨的芜湖市

铁山北麓，东邻风景秀丽的赭山公园，校园占地面积近 937 亩（分为三个校区，南校区毗邻

长江，北校区毗邻赭山，另已在南校区旁新增土地，尚未开发）。前身是芜湖医学专科学校，

建于 1958 年。1971 年并入安徽医学院（现为安徽医科大学）为其皖南分院。1974年国务院

批准独立建院。该院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确定的具有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授予权院校之

一，于 1998 年顺利地通过了国家教育部关于本科教学工作的合格评价。如今，皖南医学院

已发展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基础较为雄厚，办学效益显著，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地



 

学校、全国教育网络系统示范单位、国家教育部十五重点课题“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与师

德建设的研究”实验学校。中国西部教育顾问单位。   

 

第九章	文化名人	

徐仁   

  徐仁（1910 08.22—1992 11.18）  古植物学家、植物学家、孢粉学家。他是中国从生物

学角度研究化石植物的首创人，奠定了中国化石植物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他又是中国古孢粉

学研究的创建人，亲自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古孢粉学的研究者。他对东亚和北美植物间断分

布的独到见解科学地回答了 140 年来植物地理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他通过化石植物的研究

论证了青藏高原隆升的时代、原因和幅度。他的《地质时期中国各主要地区植物景观》一书

开创了中国古景观学研究的先河。 

生平活动 

徐仁，字本仁。1910 年 8 月 22 日生于安徽芜湖。祖父徐性初是清朝拔贡，父亲徐晋早

年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后在北京中国银行任职。徐仁幼年随祖父生活在济南。

1918 年随父亲到北京。1923 年返回安徽，就读于芜湖一所教会中学。1925 年，父亲去世，

家中境况不佳，依靠伯父和亲友资助维持生活。1929 年，徐仁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在植物学家张景钺的影响下，他接受当时生物学系系主任陈祯建议，到生物学系学习，主修

植物学。1933 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徐仁受聘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任助教。1939

年转到云南大学生物学系，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1944 年，西南联合大学开设古植物学

课程，经张景钺举荐，徐仁决定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古植物学。时值第二次世界大件期

间，交通中断，未能成行。此时，印度勒克瑙大学研究院古植物学家 B.萨尼（Sahni）教授

邀请徐仁到勒克瑙大学任客座教授。    

 1944 年春，徐仁开始在勒克瑙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研究了中国云南泥盆纪植物，

对克什米尔地区地质和地层进行了考察，他还研究了克锐阿峡谷紫色砂岩中的微体化石。徐

仁对微体古植物的成功研究使他成为国际上微体化石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6 年勒克瑙大

学授予徐仁哲学博士学位，并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表彰他在古植物学研究方面的贡献。1946

年徐仁回国，他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和地质学系任副教授，讲授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和古植



 

大学毕业，盛云鹤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奔赴江苏省黄渡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她追随陶

行知先生，把训练乡村教师与改造乡村生活结合起来。数年后，回南陵县任幼稚园主任，把

希望寄在幼儿培养上，常说“三岁看到大，七岁看到老”。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旌德县江

村宁属六县联立中学讲授抗战救国道理，鞭挞汪伪卖国罪行，鼓动学生参加新四军抗日。抗

战胜利后，又到黄麓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教育学生扎根、改造与建设农村。 

解放后，先后在南京市 5 中、武汉市 21 中任教，并兼女生指导。她重视德育，认为道

德是做人的根本，亦为教育之首，并以刻苦自励、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朴实无华、端庄整

洁的生活作风，潜移默化地陶冶着学生的情操。 

1958 年，盛云鹤贴出一张“一个说谎的干部”的大字报，有人扬言要将她划为“右派”，

让其劳改。盛对此惊恐不安，遂黯然离校，在芜湖市大官山街道代销店卖货谋生，直至 1966

年孑然病逝。1979 年，中共武汉市第 21 中学支部书记郑凤英来芜向盛亲属、街道居委会声

明：“1958 年反右派定案，上级并未批准盛云鹤为右派。” 

第十章	隶属县市	

镜湖区 

湖区概况 

浩荡长江，孕育千古英杰伟业；    

不老湖山，目睹今昔江城巨变。   

镜湖区是芜湖市的中心城区，东接鸠江区，西濒长江，南与弋江区隔青弋江相望，北与

芜湖经济开发区毗邻，辖吉和、北京路、弋矶山、汀棠、天门山、镜湖、东门、北门、赭山、

赭麓、荆山 11 个街道办事处，56 个社区居委会，2个行政村。区域面积 58平方公里。   

镜湖区地势较为平坦，平均海拔 6‐10 米，其间有零星山丘散落分布，主要有弋矶山、

赭山、狮子山、范罗山、邢家山、曹家山、营盘山，其中赭山最高，海拔 84.8 米。气候为

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6℃，降水量 1195 毫米，日照

2075 小时，无霜期 240天左右。    

 镜湖区是芜湖的古城区，历史悠久。自吴黄武二年（公元 223 年），东吴孙权将芜湖

县城由鸠兹迁此，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

了《中英烟台条约》，把芜湖列为通商口岸之一。第二年，英国首先在范罗山上建起了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