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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文史资料从1957年起就开始征集。文拉大革命前曾

油印过10期，稿件45篇。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所在

集的史斜，也几乎散饮黯尽。 1980年县政协恢支以来，仍纪文

史资料的征集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又继续开展了这项

工作。到目前为止连同文化大革命前共抽印了《文史资料》

47期，发表了150篇文章。

为使这些资料能在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榜样文明、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住后人能了解过

去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蛮侵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朽没落‘

旧社会剥削除级的尔虞我诈 z 了解革命先辈为救国救民、流血

牺牲、言"卡后继有多少成功失放的经验z 懂得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革命成果来之不

易。我们编选这些资料的吕曲，就是要高举爱国主义旗艇，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以及加强对青少年一代

热爱祖医、热爱乡土的教育。同时也为编捞地方史志提供资

料。我们这次选编了27篇文幸作为《江都文史资料选编》第

一辑。今后将陆接选编出版。

第-辑《文史资料选编》的稿源一部分是经过调查、核

实撰写面成的，大部分是当事人、知情人亲见、亲阁、亲身

经历的史料。为存真求实起见，我们在编辑这些稿件时，只

在文字上稳作改动，基本上保持了原稿的面貌。

《文史资料选编》因为是首次击版，所以尽量照顾到地

方特点，在内容方面安排有草地方史的来历，军事、政治、

经济、教育情况，重大斗争事件，人铀传记等，停使读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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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县史料有个完整的了解.我们是拐次编刊，缺乏经撞，

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拉评指正，以便今

后不断改造.

4 

璋换江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江都县历史之来历
王进

江都县的历史来厉，起摞于西汉，属揭掰蔚拾，是随郭吉

县，它的治所一直设置在扬颊。所以要考查江都县历史沿革

变化情况，它与扬分i市是难以分开的。笔者在叙述江部历史

时，只有先从扬姆入手，予以简介。

扬州从历朝以迄于建国，名称屡有改变，追颜其来页，

可称历史悠久。旱在大禹治水~J天下为九州时，即有扬州，

是为古扬捕。后来，周武王受命为天子时，亦称九辩。按史

书记载I "东南日扬州，其出镇5 会稽，其泽豪日具区，

其)if三江，其浸五期。纱当时娼员广阔，东起海滨，西沿芳:

楚，南至福建，北界徐州，包有东南数千里之封域。春秋时

〈约在公元前510年前)，扬州这个地方先是属吴，后来又属

越，秦始皇统一中国，改天下为郡基时，属九江穗，称广陵

县。称广段者，是以其地多丘阜故。楚、汉相争期i胃，项项

建都彭城〈今徐州〉称扬州为东楚。汉初，钙称广陵郡。离

祖刘邦之侄刘澳封为吴王时，曾建都于此，称吴国。夜景啻砖

更名为江都国，江都之名，始见于史。称都者，按郭瑛江赋

云 I "表神委于江都"，大攘是以江水都聚于此，故而得名。

一说，称江都者， "乃江淮的一大都会。"二说孰是，尚待

详考。

东汉时，辑:扬翔为广霞嚣，此后，从三国魏、吴直至西

誓，普称广棱郡，统属谁弱、射~a (今注安〉、安平〈今宝

应〉、高部、海段〈今泰州〉、撞捕〈今清江〉、广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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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八县。北齐肘，初改广陵为东广州，后又改称为江阁。

情，大业间，又改江南为江都郡，统属东至宁海〈今如牵〉

西至全椒，北至吁除，南至曲商(今丹阳〉及江阳、江部等

十六县。窘高桓武德七年〈公元624年) ，先改江都郡为南充

姆，寻又改称部江。

部江这个名称的来历，也是历史悠久，据《左传)>lG载z

"吴城部向遥江准， (注 z 有于市沟筑域，穿梅东北通紫阳

湖，出朱口入准，通糠道也。)"梧传吴王夫差欲争霸中原，

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八十年间，他发动民夫，穿沟江淮，以道

通部旗下，故名部江，郎今之吉运坷。

五代时，扬吴曾建都于此，称江都府。宋，至远三年

〈公元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此属淮南东路，扬州只统有

江都、广棱二县。历史上称一府两县。元至正二十二年(13

62年) ，明朱元璋克定扬州，称维扬府，宣德元年〈公元14

26年) ，改称扬州菇，直辖京师，统属高郎、通、泰三判及

江都、泰兴、仪征、大合、兴化，宝应、如泉、海门、崇明

九县。

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 ，析江都以西之地为甘泉

县，同治于扬州府域。部县分析后，江都辖境，均在府城东

南，地形离随江势遥远西向，与仪征伊委坷交界，北与甘泉斜

亘相连，东与泰知之樊)IJ、招贤关接壤。民国初年，废府存

县， 1912年撤甘泉合并为江都县。

以上说明，江都一直隶属揭州府洁，辖境包括搔州府

域。

建雪后，江都县治所设仙女庙，即今之江都镇〈有关仙

女店的历史来源，另有专题载述) ，当时的辖壤，包括现在

的部江县。 1956年经医务院拉准，街县境以西之地为部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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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江都县的辖嚣，北与高部交界，东和东南与三泰〈泰州、

泰县、泰兴〉毗邻，西与部江接壤，全撞土地肥沃，再网交

错，物产丰富，是扬~Hi地区产粮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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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食 ζ 二

l~ 号式 V
i一一一一一… 他女庙的由来

严索恕

f由女鹿原名寨家庄，地处运盐河南岸，它南韩长江，北

通运前，东邻泰州，西接维扬，是水陆交通要道，历史上

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本来是一个较大的水乡村落，脑词数百

家，自然成市，是米、木商业集散的地方。店在运盐洞北岸

(NP瑛在江都米厂地址) .凡舟梧来往必经其门，鹿字宏

段，有黠、有楼、有精舍、有戏台。清诗人李廷芳过他女涵

赋诗云s

一掉娼波驿路长， 他人搂阁白云乡 F

英岚棋爽蟠幢肃， 佳气童在氢草木香。

运蛐犹留 18螺黛， 余霞想见画衣裳，

影莺飞去无消息， 江水悠悠江月凉。

这首诗对我们今天研究拙女庙的历史是在帮勤的，从中

可以看到他女庙当年的盛况。但自民初以来，无人修聋， a 
黯荒芜.正如晚清诗人李括经过他女窟诗云z

原草绿妻妻， 轻翻转碧嚣，

近江琉水急， 到岸客辄低。

庙宠镜旗石， 墙花剥 18泥z

f出踪不可间， 费怅臼沉西。

从这首诗中很清楚地看到诗人面对他女庙的兴衰，所好

友前怀古幽情。我家从前住在南北，离店很近. J[.时窜到店

里去嚣，所克到的也是这种破敷景况，真是僧察玲藩，殿宇

萧条，四壁蛛丝，满器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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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由女店虽远远闻名，但该店祀奉的是何 f出女，是何时

人，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JL时也看到正殿上供一木主，题为

杜康二女像。庙中原有雷以缄的碑记勒石，后亦不知下落。

今据扬州府忘记载1 "江都〈即扬步Ii接〉东三十里为铀女

庙"，亦不详其出处。《后汉书》嚣国志上载s"女子杜姜，左

道逼神，县以为妖，闭猿桓梧，卒变形，莫知所终，以找上，

因以其地立庙， J苗号日东棱圣母押。东陵就是今天的宜陵，

它原名东原，东汉明帝时改称东霞，以前有东段圣母祠，后

来地方上人改为东岳庙，迷信传说，圣母国不愿改窟，常常

降灾焚烧，地方上人害怕，便把后殿仍改为东陵圣母裙，而后

始安。今天的抽女庙在宜陵西三十里，所以社他女银可能就是

东段圣母。又见段成式的《离阳杂起》记载z "扬到东霞圣母

庙主女道士康紫霞待奉圣母多年，一旦自 a 飞升，化为白

龙商去"。所以康拙女是店主女道士无疑。根据张华《博物志》

记载z"东段圣母广凌人"。再据汉书郡国志和汉明帝改东原

为东霞的说法，可见杜康二位女是东汉时人。今天宜霞、他

女庙，在圣母的里居都不远，所以都祀圣母，康紫霞只不过

葫圣母以传商己。其实"仙女"本来是没有的，只不过是一千

多年前，封建统治者臆造神怡，立店祀奉，藉以愚惑人民，

要人民迷信神板，好戴眼贴贴地受他幻的剥酷和压追，不敢

反抗，这是不足为怪的。从这里可以说明仙女店的出来，实

际都是封建迷信传说，是造神运动塑造出来的。

由于这个庙宇历史悠久，远远闻名，因此，就以庙名代

替了地名，蔡家庄之名，从此就理没无闻了。

他女庙又名龙)11，或自龙)11。其说有二I 说是从前

者自龙在三阔棒、七阔桥〈瑰二桥已合并为七拥替，原桥在

新桥北约二里，现已拆除〉之间乘云登天，故人们相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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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JII"。也有谓‘三阁桥和七阔桥之间，江水汇流，中间是

陆埠，叫中州岛(现名劳动街) • 1南端突出的地方盹"龙尾"

〈五民年淹大水乡~!大提姆在i挖去) J 北端叫"龙头" (即

现在党校以北一带) ~故名 U芫)11"。一说是三闰桥、七阁

桥之间，螃导向〈今谐音叫芒秸河〉水环绕，其形蜿蜒如龙，

所以叫"龙剂"。又因静导滴水清澈，其色纯白，故在"龙
)11 "二字前，冠一"白"字，曰"自龙}I\"。不但指明了他

的形貌，雨旦还有美化它的作用。二说柜比，本人认为后一

种说法较为可靠，故骚人墨客在作品中吟咏"龙JIj"的屡见

不鲜。

清咸丰初年， fÙI女庙改为他女乡，隶邵鹊起检司〈克《甘

棠小志训。民国后先设仙女区，后设{由女镇，属江都县第四

区。由于军阅割据，国民党反动1摄专横跋庭，捐税繁重，以致市

面萧条，人姻玲落，特别是口本军国主义信略中国，他女!亩

沦陷后，日伪政府更是惨无人道，奸淫虏掠，无所不为。一

九三七年吉历十一月十五日，自寇魔爪1*向 f出女庙，一次就

将运黯北岸三百多家民房焚烧殆尽，杀死我同胞吕百多人。

抚今追昔，记忆犹新。建国后江都县治历设始女庙，称仙女

镇，后又改为江都镇，直到现在。解放三十多年来在我党领

导下，江都镇建设日新月异，百度俱兴。寻i江枢纽工程建筑

在新通扬运河上，是远东在名的一大翻本站F 年产囚万吨的

化肥厂，建立在镇东孔家庄z 邵挡词句北直至金湾陆有水泥

厂、砖瓦厂P 沿扬洁公路两侧，有外贸出口的铿刀厂、工

艺厂，有产品销到全国的机械厂，有为全县农业生产必需的

农具厂、农就厂。此外，镇办工业，还有数十家之多。市区

街道宽广，商店林立，马路纵横，人烟稠密。今昔对比，不

啻霄壤，感?既之余，陆诗以志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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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民解放笑声哗，

摸布高楼遥自月，

引江水送三千里，

更喜宏器规四化，

1苦水欢肆庆物华z

星罗工厂烛云霞。

雨露恩f占百万家，

伫看华夏放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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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f自镇历史之简介
王进

〈一〉

部拍镇，原名步邱。称部få者，是从东晋谢安出镇广段

窟，在步邱筑捧治水有功，后人为纪念谢安哥改称部伯的。

据《晋书·谢安列传》记载z"……安出镇广载之步邱，筑域

自新城市居之。" <<资治通鉴》注有"今揭;+\邵结镇即其地

也，晋人谓之部{自埠。"由此现之，召ßf白之名，亦很古远，

就从谢安亮时起算，距今也有一千五百九十五年了.

谢安，何许人也，他是怎样出镇广睦的?为了说明这一

史事的来龙去脉，律者不得不从这儿多说凡句话。谢安，字

安石，少负盛名，时多爱慕，裔文帝时为宰相，时垣温为大

司马，执掌兵权，简文帝病笃，桓温心怀篡逞，在新亭，大

肆兵丑，将移晋样，逼简文帝i插终前，要诏书捧位于己，或

者代太子当窟摄位。简文帝露于桓温之威，遗诏"大司马温

拔周公摄政故事炒。又曰"少子可辅罢u辅之，如不可，君自

取之。"时f寺中王坦之与海安同辅草草政，觅之，持诏入内，

对篇文帝道主 "天下者，宣、元之天下也，撞下何得商专

之。纱乃改诏为"国家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lE相

故事。纱温见诏，疑是谢安、王运之蔚为，心怀恨之，欲召

谢安、王坦之商害之。王甚镖，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设

道z "晋样存亡，在此一行。"既币兑溢，安乃谈笑自若，

就坐而对桓温道"安闻语候有道，守在西方，明公何须壁

后置人邪。纱桓温笑道a "正自不能不忽耳。'他的密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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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道破，不敢加害，于是遂与安笑语移吕。

筒文帝莞后，朝议立太子昌明NP帝位，是为孝武帝。孝

武帝年幼，苦苦安辑政时，桓温掌管兵权，威振内外，朝臣上

下，互相攻汗，当面离谈朝政，背后赔互生异同，谢安与王

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穆，卒安晋室。

时晋室衰傲，秦王荐坚强盛，边撞屡遭佳寇，诸将败退

相继，帝甚忧之，乃诏求文武宣将可以镇北方者，谢安乃举

虱子玄应沼征讨，统北府兵，驻京口〈今镇江市) ，民古人议

之，说谢安当权，用人唯亲。时中书侍郎都超素与安不睦，

i哥哥叹之，说"安违众举亲，胡也，玄必不负举，才也。"

这是谢安举贤不避亲，知人善任，都不妒贤嫉能，不排拇胜

己，在i国家为重，公而忘私，贤商可贵。后"肥水之战飞晋

兵能以少姓多大败荷坚之兵，皆安、玄之功ω

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三月，如封谢安为太保.

时会稽王道子专权，宵小谙媚之佳，连结扇动，说汉朝政，

帝与道子性皆嗜酒，高居深宫，猝呢奸语，一些奉承拍马阿

读之佳，乘机子避，制造谣言，多毁安短。道子乘机进安诲

言，由是武帝对安稍有疏忌。安欲避之，会秦王存空为慕容

垂历逼，修好求教于晋，安乃请主将往救之，于是出镇广陵

之步路，筑垒日新城市居之，这就是谢安出镇广睦的经过。

潜安居新珑，考察步邱地势，西高，期水浅，尝苦旱，

东纸， ÌI提水涨，尝没农田，安为之筑埠以界之，使高于南

利，民皆呼便。从此，堤以西无旱忧，堤以东无涝患，后人

追思其德，立庙以祀之，称甘棠。盖比之召公，称部{自者，

盖古之召与邵通用。捧名邵{自壤，期名邵f白期，以怀前贤之

不忘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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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伯镇，从东晋直至现在，虽数易朝代，而邵徨之名未

攻。历史上就是扬到府城东北有名的重镇。该镇地处水陆交

通要逞，离旗往来，代有记述。明、清时代，都曾设有部f白

这检司和部伯驿站，隶江都县。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

巡检朱仁开即驻键部f自主隶。洁，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折

江都斟酒之地为甘泉县，邵{自隶属首泉管辖。离{白这捡司管

辖的地界，北至露筋镇，东北至永安镇，接高郎县，东至了

梅镇，接江都界z 稍北为逍遥港〈今陆巷大队肖苏桥) ，接

泰州界z 南至命家庄接江都界。邵{自驿属一等兵站，原设马

四十匹，马夫四十名，粮、草鞍舆等岁共支出银三千七百四

十.二雨，可见罪站支出之大。铁牛湾设扬关分收税局，较落

地税，直属扬判关务巡抚镇道督理。由此可见，邵伯镇的行

政管理和邵信罪站，都没有府县重要机构督理地方。

在军事上，这个地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宋朝，金兵

南犯时，邵信就是淮东就金的军事重镇。据《宋史》记载z

"建炎匹年(1130年〉王德，鄙琼以轻兵渡江败金带骑于邵

{自埠。"又《宋史·刘铸传>> "绍兴三十-年(1161年〉金主

亮离下，错为淮西制置使，以兵屯清商口，金人以毡裹船载

较高来，铸使善没水者凿沉其舟，因战事失辛苦，从楚州〈今

淮安县〉退屯邵伯，铸将王权又军溃昭关，错引还扬捕。"

又建炎四年三月，金将宗粥南侵;民安〈今杭州〉掠其金串子

女丽还，过镇江，韩世忠以水师屯焦出以邀之，择其将铁月1

鹰李选，后韩世忠奉调镇扬#)，水师即从沿江屯邵 f自捞一

带。

景炎元年NP元世祖十三年(1276年〉夏，宋翠相文天祥使

元军被执，自镇江与其客杜讲等十二人逃亡，夜入真如I (今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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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县〉与守将吉再成议兴复之计，准备遣使结集两推诸[路之

兵，收复江南失埠，扬邦制宣使李远芝轻f言逸卒谣言，疑文

天祥是来说阵的，闭门不纳。到鼓，抵城下，国侯门者说制

置枝欲捕文天祥甚急，众相跨:而去。行入板桥，远金伏兵，匿

草丛中乃免 ω 至高郎和家庄，由樵夫费耸遣子蓓润卫送泰

翔，遂串通州入海抵达温州军福安，又重新组织了抗金小王

罄。文天样夜过去i汀自曾在-诗云 ε "今朝车马地，苦自战争场F

我有维葫鹤，挂在部的捧?一再流水小，数声故撮荒z 回首

江南路，青山断夕阳。丹

是年款，宋太皇太后及帝显降元，北去大都，次瓜刻，元

将两珠要太皇太后诏谕李庭芝使降，无耻的大皇太后，窟然

语谕"今我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庭芝不既，

杀使者，既雨雨术造博罗惶攻FiI新域，即今之邵{击镇，想~

军事压力威服庭立，会福王运毛主来召，庭芝欲赴召，使命付

制置使朱换守扬，自与其将姜才率七千人将东入海，衍至泰

然北门被叛将孙贵、李遇春等历执，死难扬州。说明历史上

部组就是两淮兵家必争之地。部放战争期间，一九四六年八

月，国民党反前添大学远程我苏北解放区时， "邵{自保卫

战"也是以步'胜多 地名全国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

这个地方，历史上也是文人芸萃之埠，不少诗人骚客，

过邵伯，都曾窜诗品谢安之遗迹，发怀古之由情。元时，注入

赵民，富丽好文，在邵伯有一座明月楼，赵子昂题书联日 z

"春风阁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 P 宋，徐锋那伯主主寄

高部静、郎中诗 z ι故人相别动经年，侯馆梧逢佳惨然z 顾我

饮水准辍棒，感君扶病为开篮。到湾水浅翘秩莺，梯岸风微

噪暮虫草。欲识酒醒魂归处，语:公祠畔客捍前。"宋，苏辙邵

f自主5秦少带诗= "蒙蒙细雨温部挠，蓬底安眠昼据袭z 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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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家在此，速将诗卷挠闲憨。 P 秦现改韵子由邵fé域晃JJlJ

诗 z "强蓬短掉沂再流，无赣寒侵萦鳝袭 s 邵 fé雄离春欲

尽，为公重黯伴牢愁。"又秦少游还自广援诗z "南北悠悠

三十年，器公遗埠故钱然z 欲论旧诗无人共，卧听钟鱼古寺

边。 P 其它，有关文人对邵伯怀古的作品，这里不一一妙

录，敬望古典文学爱好者，能整理成专辑，停后人读之，对

邵lé有所怀思。

〈三〉

稽之古史，邵{自镇也是人口众多，市场繁荣的大镜，特

别是太平天国奠者在南京，横扫江南，兵镇扬声i时，江南大商

富户多流寓于此，由是人 Q益繁。离族往来，多依此作为南

北通商的集散地。市镇是离菇林立，街道是纵横交错， {<甘

棠小志》里巷记即载有2 "邵f白镇有真武搂，真武楼外有更

搂，两楼之剖，东有太山宫，西有太ÙI庙，又称奶奶庙，从

座右北出有援桥，名万福桥，是通北乡往来的门户。出太出

宫前向西抵运堤，有街市，街西尽是，就是奶奶届上下货的

码头。街中有石桥，立逼包塘，南为上夹海后街，街右里巷

有蔡家巷，潘家巷，义井巷，杨家巷，龚家巷，郑家巷，馆

驿前，坝巷口，竹巷口，朱家巷，店巷，仓巷，大码头等，

都是人声嘈嚷喧闹异常的市井地方。

该镇古建筑物亦很多，者在因年淫岁久，倾坛无闻。如甘

棠庙，究竟建于何年，史失记载，雍正时《江都县志》只说

了"甘棠窟 IE :tB晋太搏谢安，岁久庙坦。"又《甘棠小志》

应该说是邵倍的专史了，也只记有"按公祠莫详所始，然有

此雄，即当在此祠。月 "谢公书院，今俱莫详其迹@纱由此

可见，述往事，留之于时，传之于后，是多么地重要。论其

轶事，一经失去记载，括人就无从考查u 明，施锦访谢太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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