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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具有科学性和资料性的工具书。可

供专业文物工作者应用和其他文化、宣传、科研工
作者及有关领导人参考借鉴，也可作广大人民群

众访古导游之用。

二、本志收录时限：上至远古，下至1992年

底。其中大事记下至1993年底。

三、材料收录范围：主要是淮阴市13个县

(市)、区的文物古迹、文物藏品和文物事业发展状

况等，并对出自淮阴藏于外地的文物珍品作出记

录和介绍。还附录了与文物有一定联系的山水、园

林、古树名木、自然保护区等风景名胜。
四、本志共分10章’52节，前有概述和文物一

览表，后有文物大事记，总计立题记物叙事1000

余条‘。并附有主要文物点分布图和部分文物照片，

可供查阅对照。

五、有少数条目内容在分类上相互交叉，本志

采用互见法处理。

六、本志未设“人物志”章节，对有关人物采用



以事带人方法作简要介绍。

七、本志“文物大事记”总体上以时间先后为

序，内中有少数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对事情发展

过程作了简明记述。记事尽可能明确年、月、日，查

不清具体时间者记明朝代或年、月。

八、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者用

考古时期或朝代年号，重要者夹注距今年代或公
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者，采用公元纪
焦

l o

九、地名记载：一般均使用当时地名，必要时

亦夹注现代地名。

十、全书有“概述”，各章有无名小序，帮助读
者把握淮阴文物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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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码头镇漂母墓

淮安城镇淮楼

淮安城关天培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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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淮阴地处淮河下游苏北腹地，新沂河、废黄

河、苏北灌溉总渠道横穿东西，京杭大运河、淮沭

新河纵贯南北，襟洪泽、骆马、白马三湖，扼水陆交

通要冲。全境地势平坦，水域开阔，气候温润，物产

丰富，适宜人类繁衍生息。

淮阴历史悠久。《禹贡》记载，这里北属徐州、

南属扬州；商周史籍称为东夷、淮夷之地。春秋末

地属吴越，战国时属楚。秦统二中国后，始建淮阴

县，因其地处淮河之南而得名i隶属泗水郡。西汉

以后，曾因地域划分不断变化，淮阴又先后隶属于

沛郡、临淮郡、东海郡、下邳郡、广陵郡。南北朝以

后至南宋期间，淮阴名称又有不少变更，曾改称过

兖州镇、淮恩县、寿张县、山阳县、清河县等。

清河县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移治清江

浦。因其地处京杭运河之孔道，为清政府漕运中



心，向北运河水浅，南北各省往来官员和客商，都

在此舍船登陆，取道北上进京，因此这里成了“南

船北马”的“九省通衢”之地。除清河县衙之外，还

先后设有南河总督、河道库、淮扬道、漕运总督、清

军同知、东河船政同知、淮安府同知、淮扬镇总兵、

江淮巡抚、江北提督等二三十个官署，名扬全国。

辛亥革命后。1 914年清河县复称淮阴县，仍

治清江浦，并设淮扬镇守史衙门、淮扬道伊衙门于

此。1927年底，为淮阴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

地。1937年底j江苏省政府迁避于此。抗日胜利

后，于1945年’9月，取清江浦简称成立清江市，为

革命根据地苏皖边区的首府。

解放后，清江市几经更名，但一直为淮阴地区

行政公署所在地。1 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

淮阴地区行署撤销，原清江市改称淮阴市，上升为

省辖市，下辖二区十一县，面积1 9600平方公里，

1 990年叭口为990万余。

淮阴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是革命老区，历史文

物和革命文物都很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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