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历代名人（续） 

 

丁汝昌 

人物简介 

丁汝昌（1836.11.18—1895. 2.12）晚清北洋海军提督。字禹廷。安徽庐江县人。早年参

加太平军，当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

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 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 年 1 月，率北洋水师

官兵 200 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1888 年出任北洋海军提督。

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

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拒绝了伊东祐亨的劝降和瑞乃尔等的逼降，

服毒自尽以谢国人。 

概述 

  早年参加太平军，当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

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 

人物生平 

1879 年（清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 年 1 月，率北洋水师官兵 200

余人赴英国，接带清政府在英订购的“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1888 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

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贪腐严重，但其人严重依赖李鸿章，言

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李氏家军。  

1891 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

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1894 年 7 月丰岛海战后，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9 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

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17 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

所取接敌队形严重失当，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    

1895 年 1 月 30 日—2 月 11 日，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

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拒绝



 

年，侯教授出版了《中国植被》（附图 300 页），包括 1∶800 万中国植被图和中国植被分区

图。1965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图集》大型图集的编辑中，侯氏主编 1∶1000 万中

国植被图，得到国内外的好评。在《中国植被》研究的基础上，侯氏又出版了《1:100 万中

国植被图集》，该图集详细描绘了我国 11 个植被类型组、54 个植被型的 796 个群系和亚群

系植被单位的分布状况、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同时揭示了我国 2000 多个植

物优势种、主要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实际分布状况及优势种与土壤和地质地貌的密切关系。

由于种种原因，该图集正式出版时间为 2001 年，离开侯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以侯学煜为

主编的《1:100 万中国植被图集》的正式出版，多少挽回了《中国植被》在主编一事上对侯

氏的不公正待遇，慰藉了他的在天之灵。 

病逝 

  1991 年 4 月 16 日，因病逝世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十章 隶属县市 

庐江县 

基本概况 

庐江（方言音 yu jiang）位于安徽省中部，地处沿江开放开发经济区，全县进入国家级

产业转移示范区——皖江城市带。北接省会合肥市，东临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南近“黄金

水道”长江。县域面积 2348 平方公里，2007 年末户籍人口 118 万人。庐江属北亚热带季风

性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境内多为丘陵地貌，其中森林

面积 37789 公顷，耕地面积 92230 公顷。 

庐江地处多条高速公路、铁路交汇点，交通十分便捷。县城距合肥骆岗机场 60 公里，

距铜陵长江大桥 70 公里，距南京碌口机场 200 公里；京九铁路合九段（合肥─九江）、沪蓉

高速公路（G42）合界段（合肥-界子墩）、合安段（G4212）（合肥-安庆）、京台高速（G3）

合（肥）铜（陵）黄（山）段穿境而过；水路南入长江，北进巢湖，目前全市首家由水泥生

产企业和航运公司联合建设的专用码对外交通头——大江航运码头工程正在紧张建设当中，

建成后船舶可由此码头直达苏、浙、沪及沿江各城市。    

庐江县历史悠久，民风古朴，文化积淀深厚。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建县至今，

已有 2100 多年历史。历经千百年苍桑巨变的庐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楚文化和淮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