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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盐城市地方
志办公室在编纂市志的同时，又编纂了《盐城人物

。志》，并邀我为本书作序，颇感欣慰。 ，．，

。

． 盐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滨海城市，从汉武帝建
、盐渎县起，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她襟淮抱海，

农副产品丰富，滩涂开发前景广阔，工业生产已具，

，一定规模，城镇建设发展较快。．盐城人民是勤劳
的，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开拓了光辉夺目的历史，而
且正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

在盐城这块丰蕴灵秀的土地上，孕育和造就了

一大批历史上有影响的爱国志士，文化名流，政治
’家，教育家和实业家。南宋末年，陆秀夫与国共存

亡，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元末张士诚揭竿起

。。 义，踞苏州称吴王。’施耐庵曾隐居白驹，著就不朽

名著《水浒》。明代哲学家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
’

名闻全国。著名书法家宋曹的作品飘洋过海，饮誉
，扶桑。清初诗人吴嘉纪，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历代群



贤共放异彩。晚清状元徐开业镇守潼关，以身殉

职。在中国近代史上，盐城出现过水利专家冯道

立，新闻界老前辈戈公振，左联作家孙石灵、 “五

卅"反帝爱国先驱顾正红等著名人物。特另lj是1941

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这里尸度
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在刘少奇，陈

毅，黄克诚、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

下，盐城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前仆后

继，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

革命烈士。这些不同时期的著名人物，是我们民族

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把这些人物的光辉事迹记录下

来，编纂成书，激励后人，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

责任。 ，’‘”。‘』．．．‘、+．‘。。t， 一一．
·

7。

《盐城人物志》较系统地收录了盐城的古今人

物，内容广泛，史料翔实，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

鲜明的时代特点。它的出版，对于了解盐城历史，

熟悉盐城人物，激发盐城人民爱祖国、爱家乡的热

情，振奋民族精神，发扬革命传统，无疑是大有裨

益的，感谢盐城的史志工作者为大家办了一件好

事。祝愿盐城人民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伟大事业中，造就和涌现出更多的英雄模范人
物，为建设盐城、振兴中华作出更大贡献。t．，，
‘。：7：讳j，”、 。’一一‘ ‘：1991年7月1日j“：一，、‘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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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秀夫

”浮海南奔拥六飞，

石衔精卫心犹壮，

．粤屿草荒枢密冢，

．可怜旧国还祠庙，

孤臣血泪洒朝衣。

鼎抱龙髯愿不违。

压门花满侍郎矶。

正芴忠魂归未归?

这是I殂朝天启年问盐城县令苏茂相题“陆忠烈公祠"的

碑文。．； ．

4

、 j

_陆忠烈公名陆秀夫，．字君实，南宋民族英雄。端平三年，

(1236)十月。八日生于盐城县长建乡长建里(今建湖县建阳

镇)，8岁随父迁居镇江朱万镇(今丹徒县境内)。童年时
’

代，从其乡人孟先生读书。他聪明颖悟，先生“刮目待

之万，在一百多个学生中，屡屡称赞秀夫，‘‘此非凡儿

也嚣。陆秀夫15岁通过了州府试，18岁通过省试，接着，寄’

读于镇江南郊的鹤林寺，准备参加京试。在这里，他写下了

有名的诗篇《鹤林寺》。“岁月未可尽，朝昏屡不眠。窗前

多古木，床下半残编。放犊饮溪水，助僧耕稻田。寺内火断

扫，分食愧农贤。劳镇江焦山现有刻着这首诗的石碑。南宋

宝桔四年(1256)，20岁的陆秀夫与文天祥同榜登进士。当
’

时，两淮制置安抚使李庭芝坐镇淮南，慕秀夫的才名，请他，

入幕府，主管机要文字。他才思敏捷，沉着干练，深得李
’

毋
’

1’



庭芝器重。咸淳十年(1274)擢升参议官。南宋德桔元年
(1275)，元军大举南下，水陆并进，攻占苏州，常州， ．

深入江浙腹地。淮南官吏纷纷离职逃亡，只有陆秀夫和几位．-

幕友坚守岗位。李庭芝见陆秀夫忠于职守，才能出众，就推

’荐他刭南宋朝廷任司农寺丞，负责京城粮食仓库管理和百官。

禄米供应。不久升迁宗正少卿兼起居舍人，直到礼部侍郎。

次年正月，他奉命和兵部侍郎吕师孟等人，去元军大营议

和。谈判中他坚持民族利益，拒绝屈辱条件，和议“不就而

返一．。 4 t⋯‘ ： j ’：一

·r■南宋德梏二年(1276)三月，宋恭帝赵燕随太后谢道清
、

， 率文武百官向元军投降，临安(今杭州)陷落。陆秀夫与同，

僚追随由海路南走的两个幼主赵罡，赵呙到温：!}H，派人召集
‘

大臣陈宜中和大将张世杰等聚会计议，共同拥立赵罡在福州 、

?称帝，史称宋端宗。陆秀夫担任端明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

事。同年十一、十二两月，陆秀夫与张士杰等拥赵罡南走潮

， 州、’惠州。南宋景炎二年(1277)初，元军攻占广东全省。 ．

九月，陆秀夫奉赵罡迁居潮_!fII的浅湾，后又将南宋朝廷移上

船队，硝播越海滨黟，坚持抗元斗争。当时，海上和沿海抗

元武装尚有正兵十七万(内江淮精兵一万)，民兵三十万。：
’

南宋景炎三年四月，1l岁的赵罡在碉州(今广州湾)病

死，搿群臣皆欲散去"。陆秀夫却慷慨激昂地说。 “古人有，

以二旅(五百人)一城中兴者，今百官有司(官吏)皆具

． (备)，士卒数万⋯⋯此岂不可为国耶?”他坚定的态度，

稳定了军心，与众人拥立8．岁的赵呙为帝。他受命于危难之 ．

一中，出任左丞相，与太傅张世杰、少保文天祥“共同秉

政黟，苦撑危局。六月，迁海上朝廷至广东新会南八十里的
2 。7峄、

‘



崖山海面。崖山为扼守南海之门户，形势十分险要。陆秀夫

与张世杰商定，在这里设立“海上行朝"，作为抗元据点。

他外筹军粮，内调工役，部署人事，供应后勤，有力地支持

了张世杰，文天祥等人多次在华南滨海地区挫败元军的进

攻，受到华南广大人民的爱戴和赞颂。 ：

南宋祥兴二年(1279)二月，宋、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

场生死决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崖山海战。宋军把二十余

万军队布置在一千多条大船上，依山靠岩，碇泊海疆，中舻

外舳，用绳索连接，四周搭起楼棚，犹如城堞，整个船队排

成一字长阵，准备死守。元军统帅张宏范，率几百艘战船对

朱军发动数次攻击，宋军船阵坚不可摧。元军继用茅草膏洫

乘风纵火，宋船早已涂抹胶泥，安然无恙。张宏范只得封锬

海口，切断宋军的樵汲要道。宋军吃干粮，饮海水数日纷纷

呕泻，人人困乏。二月六日早晨，元军张宏范和副统帅李恒

分率船队乘潮南北夹击，发动总攻。杀声震天，短兵相接，

宋军背水一战，英勇搏斗。在紧要关头，不料宋将翟国秀．

凌震等解甲降敌，船阵被元军突破。但张世杰仍率领江淮精

兵拼死激战，坚持到日落时分。这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便
盆，海面上波涛翻滚，船只颠簸，军士疲乏不能再战。张世

杰见大势已去，派小船迎取幼主，准备突围。陆秀夫恐幼主

冲不出去，被元军俘辱，不让赵呙下船。不一会儿功夫元军

四集，陆秀夫见已无法走脱，便将舟中之物抛入大海，然后

拔剑驱妻儿入海。妻子挽舟不肯，秀夫说t “尔去，怕我不

来?黟妻子和三个儿子遂入海中。接着陆秀夫对小皇帝赵呙

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榷皇帝(赵霆)受辱已

甚，陛下不可再辱。劳说完，就整理好朝衣朝冠，藏玉玺予



幼主赵呙之怀，并将其背起，命人用一匹洁白的锦帛将君臣

二人捆紧，而后从容投海，秀夫时年43岁。后官皇室亲属和

百官吏士，赴海从死者一万多人，张世杰和苏刘义见幼主入

海，遂斩断绳索，乘乱突出重围，后覆舟而死。据传，陆秀

夫的遗体七天后浮出海面，当地人民收葬于潮州南屿(今海

南岛)。一说未得其尸，衣冠葬之，以慰忠魂·：

为了纪念这位与国共存亡的民族英雄，后人将其遗著汇

编为《陆忠烈集》。在陆秀夫的故乡(今建湖县建阳镇)，

曾立。宋左丞相陆秀夫墓"石碑。盐城西门大街，曾建过街

牌坊“陆忠烈公坊芹，儒学街上l立有“宋丞相陆公故里

碑移，上镌有口海国孤患，，四个大字。这些纪念碑坊，屡经

战乱，均已毁没。唯明嘉靖十年(1531)，在盐城儒学街所

建的靠陆忠烈公祠"尚存，现经修复，基本恢复原貌，供人

们瞻仰。，·：． 一j jj 。 ．’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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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士诚

张士诚，元末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元至治元年一

《1321>生于泰州白驹场(今大丰县白驹镇)，兄弟四人，

士诚最大。乳名九四，幼年随父母烧盐。他生性稳重，膂力

过人，酷爱武艺，家虽贫困，却仗义助邻。
‘

、一

张士诚19岁时，与弟士义、士德，士信以运盐为生。

他们为生计所迫，也贩些私盐，常受关卡勒索，盐商地主欺

压，遂产生反抗思想。
i ，r 。

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的一天，张约集三个弟弟及张

天骐，吕珍，徐义：蒋辉、徐志坚、史文炳，张辰保，周国

俊，。大眼张和李伯升父子在草堰场界牌头北十五里庙，密谋

起义，誓反元廷。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杀死了自驹闸驻防

守兵，放火烧毁了自驹场盐课司署，接着召集煎丁数百人，

拿起扁担、铁叉，分水陆两路向草堰进发。进至丁溪，遭到

当地大地主刘子仁的武装阻击。打头阵的张士义不幸中箭

牺牲，张士诚悲愤至极，重新组织队伍与刘子仁决战，杀

得刘子仁狼狈逃窜。张士诚得胜后，带着队伍，直奔兴化，

戴窑，贫苦窑丁和当地穷人纷纷参加起义，一下子队伍扩

大到一千多人o．三月张士诚率部攻下泰州，元朝政府大为

震惊，令高邮知府李齐招安。接着又派淮南，江北行省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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