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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色 正 国

嘉山县，居于皖东淮河下游。地处江淮丘

凌，东邻江苏省盱跆县，西接定远、风阳两县，

南界滁州、来安县，北滨淮河、隔淮与五河、泗
洪两县相望。津浦铁路横穿南北，池河自西南横

流东北，沿河湖泊星罗棋布，乡镇公路密如球
网，交通便利，资源恒丰，山川秀丽，土壤肥
沃，气候四季分明，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嘉山于一九三二年划眙盱、滁县、来安、定

远四县之地而置，虽建置较晚，但从现存的大量古
遗址和出土的大批文物说明，早在五千年前我们

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耕耘劳作，给我们
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和灿烂的文化遗迹，如招

信城、九山城、柴王寨，沿湖两岸古墓群密布。
天监十三年南朝梁武帝企图以水代兵而建筑的“

浮山堰”，现遗址尚在，因当时酿成巨祸而载入

史册。
据《泗州志》记载并经考证，明太租朱元璋



出生在嘉山县城一～明光近郊赵府村。他的外祖
父、二姐、三姐即太祖所封扬王、太原长公主、

曹国长公主的陵墓也座落在嘉山境内。省内唯一
的元代建筑兴慈宝塔，耸立于大横山上，独具风

貌。

建国以来，出土有古生物化石、商代铜器，

宋代的白瓷花瓶，影青子母粉盒，元末红巾军

“管军万户府”钢印等都是省内较为珍贵的历史
文物。

建国前后，我县的历史文物，遭至严重破
坏，各种寺庙和名胜古迹面貌皆非，但浮山洞、
灵岩寺，抹山寺，净明寺，横山寺，龙泉寺，广

恩院，甘露寺，嘉裙院等遗址犹在，现保存较好

的仅有清代的古戏台与火神庙e我县珍藏的相传
是唐代画家吴道子水陆图一套，共108轴，在日本
侵略中国期间失落殆尽。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物工作，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嘉山县文物

管理所，配备了专业工作人员。几年来在县委、
县政府的关怀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

过和区、乡文化站同志的共同努力，在文物普

查、征集、整理及研究、保护工作中，都做了大．



量、细致的工作，为撰此志打下了基础，准确

地说，此书为广征博集，众手成志。因此，对关
心、支持我县文物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

嘉山文物志，所以能早日成书，亦与滁州报
社印刷厂大力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这里深表

感谢。
为发展文物事业，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篆成志。录道前人，启迪当代，惠及子孙。爰以
作序志之。

一九八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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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历史沿革

嘉山县地处江淮之间，位于安徽省东部，东北与江苏接壤，

西临五河、凤阳、定远三县，南界来安县、滁州市。

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倾斜，趋于平缓。南部群山相连，陵谷

交错；审部丘陵起伏，岗冲相间j北部平坦，地处淮河毛忭游
原，淮河流经这里，注入洪泽湖。女山湖和七里湖，分布在县境

的北部。南沙河、池河，自南向北汇集，进入女山湖。白沙河和

涧溪河，由南而北汇入七里湖。我国的交通大动脉一津浦铁
路，贯穿县境内。总面积为2335平方公里，人口达523149人。

嘉山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远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

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并刨造了灿烂的文化，留

下许多古文化遗址、遗迹。

嘉山县，汉代为盱眙，淮陵二县地，属临淮郡。南朝时，

宋侨置睢陵县。北弱，北魏改睢陵为济阳。《隋书、地理志》北

齐改池南县，南陈复名睢陵县，北周改为招义县。北周大成初年

改招义为化明县，属钟离郡。唐复名招义，属濠州。宋改为招信

县，置招信军。元并招信县入盱眙，属招信路。明属凤阳府，清

属直隶泗州。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由内政部批准，析

盱眙南十七个保，滁县北六个保，定远县东六个保，来安县西三

个保，共三十二个保，合并新置嘉山县，县治三界镇(今老三

界)。

1949年元月27日，嘉山县全境解放，当时属淮南解放区。当

l



i年2月上旬，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划归滁县专区。

第二节文物概况

嘉山县旁依淮河水系，气候适宜，丘陵、平原、河浇，灞泊

分布境内，这给人类具备了良好的繁衍和生存条件，先民们渔

猎，农故在这块土地上，并创造了古代文化。近年来在全县境内

发现多处古文化遗址，遗迹，为研究本县的政治、经济、科学、

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古遗址。巳发现的有8处，大多分布在淮河，女山湖、七里

湖、池河沿岸以及部分丘陵地区。主要遗址有泊岗、津里、明

东、IB县、柳巷、石坝、邵岗等。因仅作过一般调查，标本大都

采自地表，现遗址多作为农田、宅基、渠道等。从采集的标本和

暴露的遗迹判断，新石器时代遗址1处；商周遗址2处，秦汉遗址

5处，采集的标本主要有石铲、陶鬲足、夹砂红陶片，双系圆腹

灰陶罐，红陶碾，铜鬲、斛等。陶器的纹饰以细绳纹、凸方格

．纹、蓝纹、弦纹为代表，铜器则以窃曲纹为主。

古墓葬。保存比较完整或已被挖掘过的古墓近百处。多位于

女山湖、七里湖与池河沿岸地带，主要有津里、旧县、城郊、官

山、包集、石坝、魏岗、马岗、卞庄等地。墓室结构有汉代的土

坑墓、砖室墓；宋代砖室墓；明代砖室墓。据史料记载，有明太

祖长姐太原长公主并荣禄大夫驸马都尉汪清合葬墓，曹国长公主

并曹国公李贞合墓葬、扬王墓等。

出土文物主要有：津里乡汉墓群出土的铜弩机，目光镜、陶

瓿、双系泥质灰陶鼎，红陶盂；涝口乡，钱国墓出土的青铜剑，卞

庄乡映山村隋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镜，铜弩机；旧县唐墓出土的青

瓷图系流；韩山汉代土坑墓出土的陶俑、陶鸭、陶罐等。

古城址。有迹可寻的有汉淮陵城，唐睢陵城，宋招信城，都

-梁市等。有的墙基尚存，有的还遗留有字砖、、花纹砖、路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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