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历代名人（续） 

王亚樵 

王亚樵（1887－1936），抗日英雄，民族志士，字九光，谱名王玉清，又名王鼎，别名王擎

宇，1887 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曾与戴笠  、胡宗南是结拜兄弟； 

人物简介 

  王亚樵，1912 年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6年在沪组织公平通讯社，

宣传讨袁护法。1918 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20 年赴安庆，组织民权协进

会，反对武人干政，遭通缉，再次亡命上海。1921 年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1923 年 11 月暗

杀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事发后投奔卢永祥，任浙江纵队司令。1926 年任安徽宣

慰副使，返上海，鼓动北伐。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多方联络反蒋势力，先后策划刺蒋、刺宋、刺汪暗杀，闻名

于世。1932年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积极配合 19 路军抗日。同年联络韩国临时政府主席

安昌浩，派尹奉吉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次年赴福州参加成立福建人民政

府。1936年 10 月在广西梧州被国民党特务刺杀。 

人物生平 

王亚樵自幼读书，聪颖过人，曾参加前清末科考试，名列前十名。家世贫寒，祖父王榜，

父王荫堂，均耕种地主田地。虽其父王荫堂行医，亦以务农为本，历年所收，均不敷所出，

因欠租无法交付，被地主孙有富告到官府，受处罚后佃季家围田，收谷太少，又被地主季广

德摘佃逐出。只得移居到磨店镇上，开设一个小染坊糊口，屡被土豪劣绅李竹斋家丁恃势不

付钱取染，吵打数次，反请酒赔礼。王亚樵目睹豪强、清廷官吏压榨人民，痛恨入骨。当时

正值英、法、日、俄、德列强汹汹入侵，瓜分中国。目睹清廷媚外无能，民族濒临灭亡，每

与合肥、巢县、寿县青年志士谈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慷慨悲歌。王亚樵秉性倔强，

嫉恶如仇，见义勇为，不屈不挠，邻里友人多赞亚樵有古烈士风。后与友人组织“正气学社”，

探讨文山公生平事迹，结识吴旸谷、柏烈武等。    

 1912 年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6 年在沪组织公平通讯社，宣传讨袁

护法。1918 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20 年赴安庆，组织民权协进会，反对

武人干政，遭通缉，再次亡命上海。1921 年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1923 年 11 月暗杀直系军



 

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告戒人们应当相信科学，铸造起钢铁长城，不要让骗子们有机可乘，

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共同努力。 

《李清照》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秋，赵明诚卒于建康城（南京），留下半卷《金石录》

和满堂古物。葬毕，清照大病。王御医欲向李清照购古玩，并带来赵明诚“玉壶颁金”的谣

传。此时金兵压境，朝廷欲南移。李清照毅然决定携所有石器追赶朝廷献宝，为赵明诚洗清

罪名，并保住文物不流散。为此，她跨山越海，颠沛流离，处处扑空。一年多后，李清照终

于找到弟弟李航，不料所带文物被盗，她一病不起。绍兴二年，右承务朗张汝舟巧言说动李

航，骗娶了李清照。婚后，张汝舟野心暴露，他名为娶妻，实为霸占文物，并以此换取官位。

李清照好言相劝，反遭责难。她看清张汝舟之所以得逞，皆因朝风不正，决意告发其“妄增

举数入官”，诉之公堂，以正世风。依宋朝刑律，告发亲人者不分青红皂白都“徒二年”。而

李清照宁肯坐牢，也要守住灵魂的洁净，为此她坐了九天牢狱 

《休丁香》 

  该剧的故事在安徽民间流传甚广。剧情叙述善良的郭丁香由父母包办嫁给浪子《休

丁香》张万郎，最后被休弃。后张万郎家败，投河而死。 

第十章 隶属县市 

庐阳区 

历史由来 

  明代合肥别称为庐阳。明代学者潘镗编有《庐阳志》、杨循吉著有《庐阳客记》等“合

肥，别称庐阳（明代后），以地处巢湖、淝水之北，州境主要在南方而名。”今合肥旅游景点

有“庐阳八景”这说，“庐阳”为 4城区之一，所辖是以合肥老城区为主体。     

区情概况 

庐阳区以安徽省合肥老城区为主体，向西北延伸与长丰县、肥西县接壤。总面积 139.32

平方公里，人口 41.47 万，辖 1 乡 1镇、11 个街道。逍遥津街道、三牌楼街道、县桥街道、

益民街道、安庆路街道、光明街道、亳州路街道、双岗街道、杏花村街道、海棠街道、杏林

街道、大杨镇、三十岗乡，作为省会城市的核心区，庐阳区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金融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