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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位于安徽中部、江淮之间，东濒巢湖之

滨，西靠大别山之麓j南接安庆之地，北极合肥市郊。

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舒城县

志》记载： “淮南羽翼，皖北咽喉”、 "-tz省通衢，五

方冲要"。
’

’

舒城，历史悠久，建置较早。现存的古遗址和大量
。!

|出土文物证实，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人类祖先即在此

劳作繁衍。史书记载，此地周朝为群舒国，汉初始建龙
。

舒县，唐代开元年间置舒城县：沿用至今。

舒城，仕宦名流，历代颇不乏人，如汉羹颉侯刘

信开凿之七门堰；汉初蜀郡太守文翁之故里I三国东吴

都督周瑜故地之周瑜城；宋代名画家李公麟归隐之1日

居。

舒城还有多处古城址、古遗址、古墓葬以及大量出



±文物·时代久远。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价值很高。

青铜器牺鼎，为国家珍藏之精品，多次出国展览，建载

座，为我省首次发现，其铭文，考古价值更大。特别是

在现代革命史上，舒城人民为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

革命事业谱写了新的篇章，留下了很多珍贵文物。

为了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繁荣舒城经：济，

促进舒城腾飞，我们对舒城文物全面地、系统地进行了

普查、搜集、整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首次编撰《舒城县文物志》。诚

以古国文物之源，历代治世之道，光辉革命之史，明鉴

今人，启发后辈，兴利革弊，继往开来。值此志成之

际，谨作此文以为序。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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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舒席参加宣统二年物产会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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