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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甸镇志)>是我县的第一部乡镇志，自一九五二年问世后．即得到我国方志学专家朱士嘉等先生的肯定，并将其收入穴中国地方志综录够。这次再版，作者郝树对原志作了增补、润色和一些必要的注释。史料翔实，文字精湛，饱含乡土感情。这次再版，采用私印公助的方式，由我们代为办理。限于我们的水平，在校印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使其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宝应县档案馆政协絮应县开宅枣Il及k^划则蜣粕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卡月



郝树及其《：曹甸镇志：》

郝树，又名郝绍洲，现年七十四岁，宝应曹甸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擅长诗词书画，是一位难得的民问学者、诗人。原祖居_临渠别业．1于一九四。午惨遭日机轰炸，夷为平地，他被迫避难到宥城等地教书，生活清贫。一次，他返回故里，只见满堆瓦砾，不胜伤感，低吟道：1当时梅菊园门好，龌龊平堆瓦数层。一抚庭阶一洒泪，此问曾点读书灯。．I抗战后期，他辗转去上海谋生，以卖诗文书画糊口，直到一九五六年被动员还乡当民办教师。在上海期问，他与易君左、吴调公、董天狂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办1．乐天诗社k，为上海文艺作家协会^一九四七年五月成立_)会员，并分别为I-海天联谊会．1中诗社、书画浊组织成员，曾在鸡尾酒群贤文会中与姚雪垠、赵丹等人即席唱酬，举行纪念I．五四．I等活动。著作有：众郝树诗抄v、众孝洲纸谈v、穴曹甸镇志v、众诗口阳举



倒v、众广曹旬志v、众鹤墅随笔够，众淮甸春影录￥、众曹旬诗话蟛、众曹甸艺文志v、众汉字声韵分类法够、众增订诗品释例v

等十余部，计数十万言。

一

1．当年夏愠^庚辰v今三续，春恩欲来寒思初。明月倒寻乡里

梦，逝川旁画野村图^指曹甸图v

o谁教夔蜀留诗史，使我乡园入志

书。历尽艰难当乙酉，明年宜食太平鱼o-^众孝洲纸谈v

v众曹甸镇志够始作于一九四。年，草成于一九四五年，其1条文大纲有八，合之正名区域，纲目凡十，子目三十有九-，载有曹甸区域、

舆地、河渠、建设、人物、艺文、民俗等方面内容o

1舆地志历史为首，古迹殿之．I，1河渠而又分沟渎，风水而附于地理-，1在方言谣谚音韵之后，附研究法及分类表，于青年谈文字者不无小

补．I

o追本溯源，史料翔实：又字精湛，饱含乡土感情。此镇志于一九五二年问世后，即得到我国方志学专家朱士嘉等先生的肯定，并将其收入众中国地方志综录v。在中华书局建局七十周年时，郑逸梅先生在众学林漫谈v中发表纪念文章，特提及郝树著众曹甸镇



志够一卷等，藏上海图书馆。

几十年来，郝树先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光明与民主，爱围爱家乡，以诗词书画等文艺形式官一传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I-独抱诗书随我贱，不能商贾有人嗔。伤情一语吾难述，总把诗人当废人o．I^众申江诗草眵v这首诗写于解放前的上海，道尽了作者在旧社会的苦衷与艰辛。随着时代的前进，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唱道：，雪月风花归民主，诗词歌赋老伊人．J、，枕头笑我明科学，老去方知废六经。．I他虽已年逾古稀，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又倍受磨难，但仍不辍写作。他说：f-解放后，地方之河渠水利，建设交通，以及工商之发展，倍于从前。凡近来新兴之气象，为祖国官一扬光荣与进步者，皆待于后起之秀。鄙人虽年过七

秩，但或假我数年，有人臂助，老马之役，亦不敢辞义务也o
k

^语见众曹甸镇志．跋v

v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他精神振奋。为保存文化典籍，他曾多次自筹资金，准备铅印和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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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曹句镇志v等书。现由财政部门批拨专款资助再版(<曹甸镇志>)o

．

初啻著名诗人王勃说过：1老当益壮，宁移自首之心?穷且益

坚，不坠青云之志o-谓斯人欤，

杨贵时周访贤

何

林

一九八五年十月



贺《：曹甸镇志：》出版

马

济

中

读罢瑶编叹几回客秋寄上西游赞清词丽句必为邻底事自家谦抑甚晚景桑榆尚可追好将镂月雕云手风雅由来欲附难千年坠绪凭君拾不妨隔县建诗坛

曹句昔年曹属我^县v②

^注u①指书中汉字声韵法。

②曾甸原隶属淮安县，后划宝应县管辖。

席，现巳离休。年届八秩。

如君的的是全才真个抛砖引玉来啸傲湖山几十春仅称曹甸一诗人拈须我道胜扬眉指点江山咏盛时阴阳声韵有谁探
使我重听古调弹①

同把风骚两地担先生也算半淮安

一九六。年前后，诗作者任淮安县政协主





五 四 三 二

曹甸镇志目录

自序

凡例附动机因缘通告三则

曹甸小志初稿八则

曹甸镇志

一

正名

甲曹甸

区域

甲交通
舆地志

甲历史
河渠志

甲水利
建设志

乙又称楚甸

乙户口乙地理乙淘凑

丙古迹丙湖荡

甲村庄乙街市丙巷口

丁园林戊楼字巳堤防_庚学校辛祠

寺壬坊表^新增烈士墓v癸桥梁其他^附筑土城记v

六民俗志



甲风俗
七人物志

甲科贡

乙谣谚丙方言丁音韵附^汉字声韵分类法二章v戊氏族与宗教

乙列传丙艺林丁列女

八艺文志

甲书目乙题赠丙
附声韵合切法^平韵入声合表v

重印记略

遗著丁近人诗录附((古今词钞))



而有
重铭
谓旌

量趸
蠢茎
志景
妻尢

黍雾
可而
夫强

豢耋
可宋

；望
申尢
麦皇

育舅
少痴
洲人
郝如
树我

望有
：．情
太饮
晋恨

东谓
野地

1瓣
堂＼时

自

．督

曹甸乡园也岁戊寅掘冢平墓初为墉堡次年巳卵增而高之渐为土城庚辰夏秋以军旅之驻师也有姜某治帷幄焉韩军顾帅下视民间曹甸车桥宣于报纸日尊贵日重娶尊之者贵重之乃要于乃凿深池加雉堞迭濠沟排门垒俨然为重大城池加以淮宝失陷衙役来此酒褛茶社无限纷华一问两间之屋颇极租银之贵区十乡镇集千万家于是而舟车至矣人力通矣电线多矣风俗华矣乃至于军声振矣羽檄驰矣飞机来矣炸弹落矣寇至矣甸空矣火余砾瓦数十百次飞灾人走乡村南北东西而散噫国戚联家息矣淮潮入甸流矣人家悲瓮鳖天咫忌城狐矣怀惠皆君子吞灾是庶民矣竞有空霄雷一掷做成亘古落花天矣遍地繁华忽吹散满天雷电绕龙蛇矣^位杜伤元集句v呜呼天心民

视语云盛极则衰地方之兴废岂非自启之哉

或日志大文也州有志县有志若而乡镇假名于曹甸可乎日地方之轻重时势为然天下之交通名阜非必皆为郡县洛阳园小有关天下子独不闻之乎苏北弃而淮安失淮安失而楚甸兴地蹲三里为齐楚者曾以占有之为得三角英雄大军屡至之矣故日乡镇而不废可以不志无庸乎为志也乡镇而牺牲矣牺牲之亦为国也匹夫匹一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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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2

本书为区镇小志范隧较小凡赋税政治官宦诸目见县志者从略

本志条文大纲有八合之正名区域纲目凡十子目三十有九

或旧留匈或日楚匈仿像氏越绝考例前日正名省而县县而镇者盖亦小矣虽然

正其名欲谈历史必先区域而况交通户口亦有关于天下乎

历史者求古迹也古迹中有历史焉舆地志历史为首古迹殿之

河染而义分沟决风水而附一。地理文字巾宜合宜分小规模势必如此
建没志村睡园林楼字巷口次删寺学校等十项可觇曹甸镇房屋工程

民俗志风俗稿颇为一般人忌我手我口直笔书之在方言谣谚音韵之后附研究法及

分类表于青年谈文字行不尢小补

人物忠科贾依肄雅求所找^厶媾注盐籍者v增补术科三人列女依县志所收兼考宗谱非核诚者末政私加列传三十余条大鄢访渚父老考之前人之笔记诗文文字则自

我为之他日得便当就正于有道焉

艺文志从简则仃失义献从繁州章页倍增客大r主不得已仅列书目一面以题赠为一

卷遗作为一卷近人渚浏之选钞留于最后着手

产诅忐多与县志相同此仪火慨_u之



3

杂志中本地事物仿各县县志之例就耳目闻见言之联语姗攸关我地文化择要录之附联百余则多取之前人笔记各篇附录诗词文字非点缀也资兴趣可参考也其中曹甸十

二咏各什亦有古迹回味之余音

附录一^动机v甲申年三月下旬几转飘蓬客处于太仓南里固晋草堂盖亦患难因缘乐君少山之所约也四月日自西之东适过谢氏商店乃鼎叔曾自牖招话谈诗词及于文献有日吾乡吾族文墨凋残文章必期于有用大志所在地方掌故之记载尔少洲曷令为之树日诺姑自勉之偶编乡前辈诗读县志及艺文志漫为小志初稿十二看{^录八v附录一l(因缘v四月初九初草文例布局立意兼为小引初十午前写正名区域二节次日又续历史地理两篇午后往成灌庄十三日绕道南河迳谒志清夫子之门数语之下呈阅此草我夫子愕然失声称奇者再诧日何尔我巧相同也即以案上草稿掷前命视题目崔堡小志甫成建置河渠二篇适才之所作也噫师弟之因缘文字之因缘欤文

字之因缘志相同慨相若矣

．

附录三^通告v余为曹甸镇志书籍无多见闻有限其要者古迹历史风俗掌故而外凡一切人物列传文艺著作以及前人笔记某也佳话某也唱酬敬求乡里同文资我臂助或
通片纸或予话言少分茶后之闻略慰窗前之苦假以参考与以正误则遗益于后学者皆今日之先生也他日有成必以诸公之所述详志本原明载章页如少芗夫子述信今录梁君星乙语日古刻郑板桥集有致郝表弟书言及曹甸之郝家舍^近刻巳删v友人王云言及味静斋集诗文引语并假淮流一勺寄庐笔记二种^刻本与抄本各一册v陈翁稼秋



借与养一斋集志清夫子赐阅溪堂琐记山阳诗征宾楚丛谈又若干之手抄本尤可珍贵他若蒋姻叔耀山惠检淮安府志古色古香王姻叔谨如假读重修之山阳志^非续纂本亦昝初本v乃鼎叔曾代检宝应耆旧传国学丛报含真阁集正甫大叔惠阅淮雨丛谈淮治吡泥泶彦斋再叔幼岑再叔言及乡党全文晒腹渊源记少卿再叔言及古麻雀庵^一作马家脆v佑人再叔留宿烈帝庙之夜谈琥仲一一叔之手抄郑仁甫^父子v遗著嗣后六宣三叔强读陈钟凡编盐城县志废旧制小志初稿改为纲目其他家藏之参考书及得人所赠送^非文人v者目录如下初本山阳县志续纂山阳县志宝应县志淮安考古录山阳所见集淮人咏淮诗淮山肄雅录寄庐诗话南溪草堂诗略^初刻本_)殷芷南水利文方言考略风俗史话无尽庵集剑虹居颐志斋椿花阁等诗文九种月刊五册报纸十余种社刊二

种家谱四种余略

一九五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_。页曹甸镇志一卷郝树编五二年油印书存上海图书馆^书名索隐注曹甸镇志见江苏补遗v上海图书馆线装书目^方志类v卡片编号四一四六二八((曹甸镇志)>一卷郝树编油印本镇为

江苏淮安县属^今为宝应县属由宝应印刷厂重印当记于此v

曹甸小志、初稿八则

曹甸于淮安府。淮安府志援引旧山阳志宋嘉定志谓楚州城外东南二面往往皆多长冈卷四于朱河胡河徐河侍河塔儿头河皆注以上堙塞^树按此语大谬v陈河之下注日



借与养一斋集志清夫子赐阅溪堂琐记山阳诗征宾楚丛谈又若干之手抄本尤可珍贵他若蒋姻叔耀山惠检淮安府志古色古香王姻叔谨如假读重修之山阳志^非续纂本亦昝初本v乃鼎叔曾代检宝应耆旧传国学丛报含真阁集正甫大叔惠阅淮雨丛谈淮治吡泥泶彦斋再叔幼岑再叔言及乡党全文晒腹渊源记少卿再叔言及古麻雀庵^一作马家脆v佑人再叔留宿烈帝庙之夜谈琥仲一一叔之手抄郑仁甫^父子v遗著嗣后六宣三叔强读陈钟凡编盐城县志废旧制小志初稿改为纲目其他家藏之参考书及得人所赠送^非文人v者目录如下初本山阳县志续纂山阳县志宝应县志淮安考古录山阳所见集淮人咏淮诗淮山肄雅录寄庐诗话南溪草堂诗略^初刻本_)殷芷南水利文方言考略风俗史话无尽庵集剑虹居颐志斋椿花阁等诗文九种月刊五册报纸十余种社刊二

种家谱四种余略

一九五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_。页曹甸镇志一卷郝树编五二年油印书存上海图书馆^书名索隐注曹甸镇志见江苏补遗v上海图书馆线装书目^方志类v卡片编号四一四六二八((曹甸镇志)>一卷郝树编油印本镇为

江苏淮安县属^今为宝应县属由宝应印刷厂重印当记于此v

曹甸小志、初稿八则

曹甸于淮安府。淮安府志援引旧山阳志宋嘉定志谓楚州城外东南二面往往皆多长冈卷四于朱河胡河徐河侍河塔儿头河皆注以上堙塞^树按此语大谬v陈河之下注日



在治东南入射阳湖村镇籀号一体称坊如塔儿头坊徐甸坊曹甸坊太仓坊左家包^堡v坊崔家包坊小奈沟坊南瑶坊等九树按曹甸与徐甸并飘一地位不联而徐甸尤小v左堡崔堡并称足见访问者囫固字面一无方向之次第其他可知u太仓小奈沟南窑例序

奈瑶错字亦可见笔记者紊乱不清

曹甸于山阳县

山阳县志于县治之东南乡塔儿头黄家口甸畿头下但日凹甸二字惟予古迹之末小字附日山邑地濒湖荡沟渠浦港所在异名。所在异名四字包括一切算了凡射湖西南西北及曾甸东西二方皆无记载修志者如此疏忽可笑可恨^重修山阳县志对于曹甸之记载v重修县志于曹甸地方有云东汇巨津沮洳弥望有萑苇茭蒲之属居民伐苇取鱼待日而饱或编苇织芦以为庐自食其业。树按沮茹云云可指曹甸北五里东十余里绿草荡周围而言若以此浑括全区无怪兴化江文藻氏有汪洋浩瀚汉若无居民之说所以然者志中亦日东南乡文士较少心无大志堤河皆无呈报故也呜呼以河堤之无呈报乃断为文士之少编者浑涵其辞以广数十里之曹甸五百余年之人文千数百年之地方历史万数千家之淮东南乡一日沮茹弥望一日编苇取鱼待日而饱同治年序

皆甸镇乃似太古之荒民更有江文藻若无居民之说呜呼文献之予地方不其重哉

续纂山阳县志对于曹甸之记载续纂志中记曹甸事稍详人物中补郝权矣^权公为乾隆科宦民国始补记之v选举申补铝郝云台矣^注补遗v艺文中但补含真阁集^艺文所缺尤多v补科贡者有人补列女者有人寺观载毗卢庵^注在曹甸v有木香亭二帝阍魁星楼等桥渡载邵沟古渡并记前甸之三大桥泾河之历史稍详耳洞之水利见重虽然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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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未叙记也列传未附录也坊表来志古迹未谈以及地方之文献地方之历史皆未详述

即如曹甸之风俗谚语亦未可一例城中^详见((淮甸春影录))v不宜太简

曹甸于淮安之地位自来言县政者佥日曹甸车桥或以河下并称三镇又日东南乡曹甸为首全县凡十二区论广大虽日车桥^百零八巷v言富庶多称曹甸盖此地周围田土六七万担禾麦之收入几为甸人所占有国变前后取税征者重要责成四七两区曹甸为第七区^四区车桥乡户多产旱谷v缴纳数目之大颇足惊人加以陆地交通有出入偏隅之隐水渠穿插有往来分合之多已卵庚辰以后韩顾军旅重视而环居者此也^注一v张鸿烈钞本县志有日有形之形胜胜在地利无形之形胜胜在人谋山阳之东南^近曹

甸处v阻湖濒海而河淮贯之利于兵戎之出入

曹甸于淮安之区政曹甸初分四镇以泾河南北南刘场沟北石桥沟为别总为一镇之时立区公所兼鞲崔堡镇古塔镇^塔儿头√太晋镇^太仓固晋v金于乡^金吾庄子家湾v横东乡^横河东至后堤v施横乡^横河西至大施河即府志侍河v蔡胡乡^蔡桥胡杨庄v祝林多^祝舍林庄v南徐乡^南河徐甸v为第七区南起徐甸北至陆河南岸婉蜒十八九里东起太仓西至蔡桥通计直线约卅余里十乡镇属曹甸区南有南荡北有北荡东有绿草荡下接丰湖舟楫往来户口繁增邮穿吏役奔走之烦有上下相孚之感^注二v镇志记事篇日语云皇帝远而民知恩官衙近而民知法吏役愈多民生愈困户口役代金钱者或者税轻自喜自幸或者税重相怨相争今日易保长也明日增爪牙矣老成
户主勤俭持家之人至f见保长而生畏惧凡五六年不知生活之可爱解放后乃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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