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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处安徽南端，东毗浙江，西邻江西，古称裁安郡，

唐肃宗时易名歙州，宋徽宗时始用今名。徽州境内有黄山、白

岳、新安江等风景胜地，历来以山水之美、林茶之富、商贾之

多、文风之盛而蜚声海内外，素有“东南邹鲁”、 “文物之

海”和“无徽不成镇”的美称。

古往今来，徽州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人才辈出，涌现了一

大批出类拔萃、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隋、唐和北宋末年，

有揭竿而起的汪华、方清和方腊等获民起义领袖；明末．有坚

持民族气节、慷慨就义的金声、江天一等民族英雄；程朱理学



宅ll始人程颐、程灏、朱熹的祖籍是徽州， “新安画派”，。新安

医学派”的发源地也是徽州。由明代文坛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发

起的昊浙徽文士盛会，头东道主就是当时的著名诗人、散文

和杂剧作家、歙县人汪道昆。在近代和现代的徽州历史上，又

诞生了杰出的理财家王茂荫，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戴震，

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以及在提倡

白话文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胡适。他们与徽州历史上涌现的

‘兄弟丞相”、 “父子尚书”、 “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

等上下辉映，闻名遐迩。加上。徽墨”， “歙砚”， “徽派版

画”， “徽渗篆刻”、 。徽派刻书事业”等等方面的创始人，

可谓群星璀灿，繁盘一对。

徽州文化发达的经济基础是徽商。据考证，徽商起于东晋，

衰落于晚涛，在中国商业舞台上至少活动了一千五，六百年。

明清之际的三百几十年，是徽商的鼎盛时期。当时，称为。徽

帮”的徽州巨商大贾，以无可抗衡的地位雄踞江南，与同一时

期的“山西帮”韭称为我国的两大商业壁垒。乾隆皇帝下江南，

接见的八大巨商中，就有一半是徽商。徽州文士之多、文风之

盘，同巨商、显宦的活动自然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社会主义文明，要在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人类文明的全部有价值的

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为了借鉴，为了使今人和后人能从祖先

的身上去吸取有益的营养，地委宣传部和地区文联选编了这本

锻州历史人物小传，名之日：《新安人物志》。这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春风和煦，百卉苏生大好形势下的又一产物，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徽州是个古老的文献之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志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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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亟待纂修．这部《新安人物志》所立传的只限于已故名

人，都是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影响范围较大的人物(包

括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的正反两方面人物)，监

且以本籍为主，也适当选些在我区有深远影响的外籍人物。按

照上述原则，初步排出应立传的历史人物共四百多名，编入本

集的共一百一十四人，其余待以后出续集。在编撰过程中，编

者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按历史的本来

面貌秉笔直书，力求做到观点鲜明、材料翔实、事实准确、彰

善眨恶，不背离“志为信史”的准则。但因经验不足，资料缺

乏，时问匆促，因雨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专家、学者和

广大渎者惠予赐教，以便进一步修改补充，使之日臻完善．

一九八三年一月于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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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华

(公元58了——648年)

汪华，字国辅，一字英发，唐代新安郡绩溪人，隋末农民

起义领袖，后归顺唐，对巩固唐王朝政权立下了卓著功勋。

汪华祖上世代为官，太祖在南朝便任宋司马，以后三代都

在陈做官。

汪华从小死了父亲，家境贫困。母亲郑氏带着他回到歙县

娘家，不久也去世了。九岁的小汪华只得替舅舅家放牛。

汪华成年后，魁梧强壮，蓄了一把很漂亮的大胡子，练得

一身好武艺。这时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汪华参加了由郡府招募

的地方军队，因作战勇敢有战功，深得将士的拥戴。因此，郡

将张某却非常嫉恨汪华，每欲置之于死地。汪华不堪忍受，便发

动兵变，率领将士冲入府衙；张某慌忙逃走。士兵们请求新安

刺史委任汪华为兵营将领。宣州刺史听到消息后却派兵来剿。

汪华宣布起义，亲率精兵攻入宣州境内，击斩敌将罗明。宣州

刺史只得开城投降。接着他又攻下杭州、睦州、婺州、饶州。

他手下的将领议论说：“如今天下大乱，而你拥兵十万，据有六

州，仅用刺史的称号统领大军，恐怕不足以安人心。”于是，汪

华建号称为吴王，并把新安郡府从黟县迁往休宁的万安山。后

又迁往歙县的乌聊山。这六州在汪华掌权的十几年里，政治清

明，境内安定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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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称帝，秦王李世民率师南下，汪华说．“现在太

阳、月亮都出来了，我这火炬不是可以熄灭了吗?’，便于公元621

年(唐武德四年)上表归附唐朝。高祖下诏表彰他说：汪华在

天下大乱的年代里，保境安民，镇静一方，以待太平，英武诚

实而识大体。特封他为越国公。

这时，杜伏威占据丹阳，自称行台，派王雄诞领兵来攻打

汪华，汪华苦战退之。不久，杜伏威也归附了唐朝，而王雄诞

却叛乱自称皇帝．汪华又率大军讨伐，平定了叛乱。

公元628年(贞观二年)，汪华到了长安，受封为左卫自

渠府统军．644年改任忠武将军右卫积福府、折冲都尉。太宗

进军辽东．命汪华为九富留守。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汪华死

于长安，享年六十四岁。 +

吴少微

(公元70,5年前后在世)

吴少微，歙县人，后迁居休宁石舌山，是唐代文学家。唐

中宗神龙年间，少微考中进士，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县尉，

与雍州武功人富嘉谟同官，相交甚厚。在此以前，读书人作文

章都喜欢模仿徐庾体，并以此为文坛正宗。但这种文风气调益

弱，低沉颓废。缺少生气。唯有吴少微和富嘉谟一反常态，以

儒家经典著作为楷模，所作文章诗词，雄迈高雅，格调清新，

感情奔放。给了徐庾体以严重的冲击，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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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受时人喜爱，纷纷仿效，把他和富嘉谟的文章监称为“富吴

体”。其中吴少微所作《崇福寺钟铭》，富嘉谟作《双龙泉》

以及《千烛谷颂》，尤为世人推崇。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长史张仁宣，待少微以特殊礼遇，连座位都要与他靠在一起．

与少微同时代的谷倚，当时也在担任太原主簿，且以文词著称

于世，世人将他与吴少微、张仁宣并称作：“北京三绝”(唐代

以太原为北京)。中兴初年，吏部侍郎韦嗣立推荐吴少微和富

嘉谟同时担任左右台监察御史。吴少微卧病在床，当他听说文

友富嘉谟病死的消息后，悲恸不已，哭而赋诗，不久自己也死

了。吴少微有文集十卷，遗憾的是，后来他的好友谷倚客死于

他乡，竟使少微的许多文章遗失不存了。

． 吴少微之子吴巩，也以文章道德闻名乡里。开元中期授以

中书舍人之职。因他家两代皆出名人，于是，乡邻们便将他们

父子所居住的石舌山，改名为凤凰山将莲池改名为凤凰池。

吴仁欢

(公元了15——T75年前后在世)

吴仁欢，唐代$1Sfl县城西武陵人．生卒年月无法查考．。史

书记载他生活于唐玄宗至唐代宗年间，也就是公元八世纪的中

叶．他是$1Sfl建县后的第一任县令。



很受时人喜爱，纷纷仿效，把他和富嘉谟的文章监称为“富吴

体”。其中吴少微所作《崇福寺钟铭》，富嘉谟作《双龙泉》

以及《千烛谷颂》，尤为世人推崇。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长史张仁宣，待少微以特殊礼遇，连座位都要与他靠在一起．

与少微同时代的谷倚，当时也在担任太原主簿，且以文词著称

于世，世人将他与吴少微、张仁宣并称作：“北京三绝”(唐代

以太原为北京)。中兴初年，吏部侍郎韦嗣立推荐吴少微和富

嘉谟同时担任左右台监察御史。吴少微卧病在床，当他听说文

友富嘉谟病死的消息后，悲恸不已，哭而赋诗，不久自己也死

了。吴少微有文集十卷，遗憾的是，后来他的好友谷倚客死于

他乡，竟使少微的许多文章遗失不存了。

． 吴少微之子吴巩，也以文章道德闻名乡里。开元中期授以

中书舍人之职。因他家两代皆出名人，于是，乡邻们便将他们

父子所居住的石舌山，改名为凤凰山将莲池改名为凤凰池。

吴仁欢

(公元了15——T75年前后在世)

吴仁欢，唐代$1Sfl县城西武陵人．生卒年月无法查考．。史

书记载他生活于唐玄宗至唐代宗年间，也就是公元八世纪的中

叶．他是$1Sfl建县后的第一任县令。



唐玄宗后期，荒淫嬉戏，政治腐败，导致“安史之乱”。

统治阶级的压榨，战祸的摧残，灾荒的侵蚀，使百姓无法生活

下去，农民纷纷起来造反，全国哀鸿遍地，农民起义的烈火到

处燃烧．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江南大饥荒，歙州

人方清率领饥民起义。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第二年，起

义军屯兵于秋浦的乌石山，接连攻下好几个县。代宗永泰元年

(公元765年)，攻下了歙州，杀死了歙州刺史庞溶。他们占

据了黟县赤山镇，设置了间门县，建立了农民政权，把守险关

要隘，以作持久争斗。唐朝廷派遣将军陆渭前来镇压，无法攻

入，吴仁欢见有机可乘，就招募了本地武装数千人，配合官兵

行动，攻剿方清。由予吴仁欢是本地人，地理熟悉，人也能干，

有些军事政治才能，因此第二年就击破了方清营垒，在镇压农

民起义中为唐王朝立了功。

歙州新任刺史孙公缂，将吴仁欢的功劳上报朝廷，朝廷就

将方清设置的闾门县改名为祁门县，任命吴仁欢为这个新县的

第一任县令。由于县内有祁山、闾门二景，因而命名“祁门”。

所以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历史上才有祁门县

建制。

唐代宗为嘉奖吴仁欢镇压方清起义的功劳，特旨召他入京

晋见，并提升他为朝散大夫，石州刺史，兼管平蛮卫军政事，

负责镇压少数民族，恩赐紫金玉带。但是，靠起义农民鲜血浮

上高官宝座的吴仁欢，不能适应京城的宦海生涯，借故父母年

老，返回祁门，带着刺史官俸仍做祁门县令。

吴仁欢连任了九年祁门县令，由于他对祁门情况熟悉，人

又很精明，因此在任上颇注意对百姓的安抚，使百姓在兵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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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流离失所的长期痛苦生活中稍稍得到休养生息，逐渐取得

了祁门百姓的拥戴。九年后，朝廷又升他为郑王府长史，但吴

仁欢自觉年事已高。精力减退，坚决辞谢。他带上儿子吴蔚9，

回到家乡武陵源埒古仙隐处，住在茅棚内开荒种地．不问政

事，过着耕读隐居生活。

吴仁欢死后，葬于城西三十里的乌门，送葬那天，祁门百

姓如丧考妣，哀声彻境，祁门百姓对他的政绩是肯定的。他死

后，祁门百姓在武陵源建了“吴长史祠”纪念他。五代时，祠

被兵火焚毁，北宋端拱年间，知县张式移建到闾门之南。明嘉

靖三十年，再移到县衙右边。该祠土改中分配给农民居住，现

已在祠址上改建了祁门县防疫站。载有吴仁欢事迹的碑记，现

在还保存在县文物管理所内。

张志和

(公元756年前后在世)

张志和，字予同，本名龟龄，原为金华人，晚年定居祁门

县西北一都的张村，是唐代著名诗人。

张志和是唐肃宗时的著名诗人，他的《渔歌子》词(西塞

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

须归)，脍炙人I--I，唐时就传到国外。日本诗人、平安朝的嵯

峨天皇就曾经仿效张志和的《渔歌子》作过五首《杂言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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