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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编第一部《铜山县志》，披沥五载，数易其稿，卒

得杀青付梓。她的问世，堪称铜山文化史上一大盛事，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又一

硕果，值得为之举杯相庆，击节为歌。 。

’

铜山地处江苏西北部，苏鲁豫皖交界处，环绕徐州市。铜山古称“大彭氏

国"，迄今已有四千余年历史。秦始置县，历称大彭、彭城、徐州和铜山，自古

就是人文荟萃、商贾云集和兵家必争之地。两汉时期十八代封王之遗陵和众多

的楚汉古迹、历代文物，使这里成为以汉文化为主的艺术宝库；楚汉龙虎争斗

和闻名遐迩的淮海大战给这里留下了金曲悲歌；历代和当今辈出的才人名士为

铜山历史增添了璀璨的光彩。然而，解放前的铜山，由于黄患频仍，兵燹交加，

却是灾荒连年，民生凋敝。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

人民筚路蓝缕，励精图治，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沧桑巨变。往昔的荒山童

岭已变成葱郁的果园林海；过去的洼涝碱滩，已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地下资

源的深度开发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这里成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

地和淮海经济区的中心腹地。所有这些仁人志士、万千民众创造的伟大业绩，理

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以激励今人，启迪后代。

铜山自唐虞迄今，“历年既久，称名迭易"，名非地是，故方志册集亦是纷

繁迭宕。现存最早志书为明正统三年(1483年)本《彭城志》，今尚存明之弘治、

嘉靖、万历，清之顺治、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和民国县志等十五种。因年

久事湮，大量的史料亡佚失传，仅存者亦多为孤本、珍本。自民国本(1926

年)至今，修志已中断六十余年。方今，政通世昌，古老的铜山已跨入蓬勃发

展的历史时期。盛世修志，世之传统。根据上级指示，八十年代初，我县相继

成立了编史修志办公室、县志编纂委员会，并于1986年始，着手广集资料，披

览典籍，擘划布局。其间，全县党政工学成与其事，群团各界共襄盛举。洋洋

洒洒百余万言巨制，实为全县人民通力合作之产物，各方专家学者鼎力支持之

结果，修志人员心血汗水之结晶。

县志是一县之地的“资治通鉴一、“百科全书"，具有“资政、教化、存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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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新编《铜山县志》在编纂过程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意于择取基本，扬旧

志之精要，弃旧志之伪谬，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于一体。按方

志规范，对铜山的自然地理、历代沿革、社会状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

面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述。全志资料翔实，统属得当，布篇谨严，网罗

万象，是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彰往昭来，为人们察古通今、了解县情提

供历史借鉴和比较系统的资料，是对全县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祖国、

爱家乡教育的乡土教材，也是帮助侨居各地的乡亲以及海内外朋友了解家乡、

熟悉铜山，以增进亲情，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一个窗口和通道。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当今的铜山人民仍需继续在祖辈生息的土地

上奋斗不懈。宏图已绘就，任重而道远。愿本志能够成为读者益友，激励我们

捐私利、效公益，跃身于振兴中华之行列，奋力于建设桑梓之伟途。这也是编

者诸君殷殷期待的。
’

中共铜山县委书记 高之均
． 铜山县县长 郭希忠

一九九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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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适当追溯；下限一般断至1985

年，大事记则止于1990年。

二、本志体裁，记、志、传、图、‘表、录等并用，以专志为主体，图、表

分别插附于有关记述之中。

三、本志横分门类，纵写史实，层次按篇、章、节排列。首冠概述，纵横

结合综述县情；次设大事记，编年与记事本末相结合；附录殿后。各篇之首均

设无题小序；各篇节以下(含节)记述，宜横则横，宜纵则纵。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不设专篇，散见于大

事记和有关篇章。

五、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且不为生人立传。记县领导人更迭，限副县级

以上，余则取以事系人办法散见于各类之中。

六、凡历史纪年、地名、人物职称等，均依当时习惯记载。各节首出历史

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多次使用

的一些名称，除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外，以下均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1948年12月1日全

县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等。

七、记述建国前内容时，计量单位一般沿用旧制；记述建国后内容时，一

般采用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具有统计意义

数据时，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一

八、本志资料大部源于国内各级档案、图书、文史部门及县内各有关单位，

少部来自采访的口碑资料。各种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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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县位于江苏省西北部，是苏、鲁、皖三省结合部，环绕历史名城徐州。东部与邳

县、睢宁县交界，南部和西部与安徽省灵璧县、宿县、萧县接壤，西北部与丰县、沛县毗

连，北部滨临微山湖与山东省微山县和枣庄市为邻。东西相距64．5公里，南北相距61．5公

里，总面积2825平方公里。1985年全县总人口146．9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520人。在总

人口中，汉族占99．9％以上，少数民族有回、蒙古、藏、布依、彝、朝鲜族等17个，但人

数甚少，占总人口不足0．1％。全县现设1镇、38乡和14个农林场圃。

铜山县历史悠久，据近代出土文物考证，早在五千多年前铜山就有人类定居、生息繁

衍。尧曾封彭祖于此，建大彭氏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始置彭城县，为建

县之始。至元初，废县入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徐州升州为府，以境内微山湖中的

铜山岛之名增置铜山县。民国时期虽隶属不一，而铜山之名终未有易。徐州城区为铜山所

辖，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始从铜山析出，成立徐州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铜山

县曾一度撤销，1953年4月恢复建置。原隶属徐州行政公署领导，1983年实行市管县新体

制后隶属徐州市。

(一)

铜山县自然条件优越，兼有南北之长。西北、东南系黄泛冲积平原南缘，地势平坦，河

道纵横，田园平整。东北、西南和东南部分地区为丘陵山区，是沂蒙山区南缘的剥蚀残丘，

有大小山头800多座。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县北部，废黄河自西北而东南穿越县境，另有郑

集河、桃园河、房亭河、不牢河、奎河等主要河流，计18条。构成“三片平原三片山，中

间一线黄河滩”的地貌特征。

铜山县地处北温带，气候属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的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

照充足，降水量较为充沛。近40年，全境年均日照2366小时，为可照时数的54％。年均

气温13．9℃。1月最冷，月均气温一o．4℃；7月最热，月均气温26．8℃。极端最高气温

40．1℃，极端最低气温一23．3℃。年均无霜期209天。年均降水量869毫米，年均降水日

81天。夏季降水最多，平均509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58％。

铜山自然资源丰富。县内盛产小麦、水稻、山芋、大豆、花生、棉花、芝麻、干鲜果

品、蚕茧、鱼虾等，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江苏省优质棉生产基地之一。珍贵动物资源有

水貂、黄鼠狼、野鸭、狗獾、土鳖、全蝎、水蛭等。珍贵植物资源有软籽石榴、玫瑰花，山

楂、白菊花、韭黄等。素有“玫瑰之乡”美称的汉王乡，已有200多年的栽培历史。全县

玫瑰油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六分之一。夹河乡的韭黄以其“叶似金条、茎自如玉”、清香可

口而久享盛誉，北宋诗人苏轼曾有“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的赞美诗句。铜

山自古“地产坚金”，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主要有煤、铁、铜、石灰石、白云岩、石

英砂岩、大理石、粘土等10余种。其中煤炭、铁矿石储量尤为丰富。利用乡境内铁矿石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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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丰、品位高、品质好，且含有铜、金、银等稀贵金属。早在西汉时，利国就设有“铁

官一，专事采矿冶铁。隋唐时期，徐州被列为国内主要冶炼场所之一。北宋时利国设有专门

的冶炼机构——利国监，“凡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统计，

当年产铁30多万斤，约占全国铁产量的5．6％。铜山又是徐州煤田主要所在地，遍及十余

乡。自北宋苏轼发现煤炭充作燃料起，历代都有开采。目前境内省、市和外市县属及乡村

办大小矿井星罗棋布，年产原煤1800万吨左右，是全国重点产煤县之一。

铜山向为“五省通衢”，交通便利。古代这里曾是西通中原、南达吴越的必经之道。隋

唐之际，这里是漕运枢纽。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后，这里成为沟通冀、鲁、豫、皖、苏五

省之咽喉。元、明两代，已形成由水路和陆路组成的向四方辐射的交通运输网，彭城驿、房：

村驿、利国驿等为水陆交通的重要站点。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和民国12年(1923{

年)，津浦、陇海铁路建成，贯通县境南北东西，后又建有徐州至贾汪、沛屯、阜阳等支线

以及煤矿、工厂等铁路专用线计31条。公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全县主要干、支线公路

及乡村公路246条。外通四面八方，内达各乡镇，村村有行车大道。；

铜山山川秀丽，胜迹颇富。有蔡丘、丘湾、台上等新石器时代、商代古文化遗址；有

建圯桥、燕桥等古建筑，显示东方古老建筑艺术特色；有汉王拔剑泉、楚王山千佛洞、白

云洞、狼虎洞等风景名胜。特别是两汉时期先后有13代楚王、5代彭城王及其皇亲贵戚归

葬于此，形成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两汉的艺术宝库。经多年发掘考证，仅汉代墓葬就有

11处，如茅村乡境内的汉画像石墓、北洞山汉墓，青山泉乡境内的白集汉墓，夹河乡境内

的楚王山汉墓、卧牛山汉墓，拾屯乡境内的小龟山汉墓等。其中以北洞山汉墓建筑之宏伟、

墓室之多、结构之复杂、布局和葬法之独特，为国内仅有。境内出土大量文物，既有上新

世时代的中国羚羊牙齿化石，又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和奴隶社会以来的陶器，汉、宋时代

的铜器。特别是茅村出土的汉画像石尤为珍贵，2l块画像刻有车马出行、珍禽异兽、人面

兽身、歌舞杂技、楼台宴会等内容，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为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瑰宝，与

南京六朝石刻、苏州园林齐名，谓之江苏“三宝”。

(二)

铜山地处要津，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从夏代帝启派彭伯寿率师征西河起，到解放战

争时期的淮海战役止，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重要战事就有200多次。春秋时期，晋、楚、韩、

齐、魏等10余国曾进行过历时8个月的彭城争夺战。秦汉之际，铜山一带又是楚汉相争的

重要战场。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曹操引兵进击徐州，与吕布、袁术、刘备互相争逐达5年

之久，先后斩吕布、擒关羽、屠彭城。尔后，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过程中，彭城都是志

在必得的争夺目标。南北朝时刘裕北伐，唐秦王李世民平定徐州割据势力，朱全忠攻占彭

城，宋时金兵南下攻陷徐州；明燕王朱棣伏兵九里山，清兵攻克徐州等。近代的张勋复辟，

军阀张宗昌、孙传芳争夺徐州，蒋、冯联军与北洋军阀争夺徐州，蒋、冯、阎会战，等等，

都是发生在铜山一带的重大战事。这些战争无不给铜山二带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抗日战

争时期，以徐州为中心展开的与日军的徐州大会战，曾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解放战争时期，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歼敌55万的辉煌战果取得了伟大胜利。

泪谚：卜．％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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