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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知之也

泰州地处江苏东部、兰水(江水、海水、谁水)交汇之处，为长

三角经济区 16 座中心城市之一。至今有 2100 多年的建城史，

秦称海阳，汉称海霞，外|建南唐，文昌北宋。区位住越，有"水陆

要津， Q国喉据君在"之称号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域，有"需风之盛，凤

冠淮南"之誉。 2013 年，泰师成为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第 120 个

历史文化名域。发掘历史文化遗产，彰显历史文化展蕴，让丰富

的历史文化助推"文化名城"新泰姆的建设，这是泰州人民的历

史担当和文化境界。在泰州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作

为泰判"文化名城"建设新成果的《泰1+1历史文化丛书》出版在

即，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文化盛事。编委会的同志邀我作序，我

放然为之。

泰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域，文物古迹众多。境内有距今

4000 多年的龙山文化遗址，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属的古文化

遗址，西汉初开凿的吉运盐河遗址。战国时期的昭阳墓 .<U/(讲

传》作者施酣庵墓，扬州八怪之一郑摄榜的墓，南京吏部左侍郎

绪也墓墓等亦在泰州。此外还有始建于东晋的江准名恙IJ光孝

寺，唐建明修的南山寺大雄宝殿和城瞿窟，明建清修的庆云寺、

东岳1吉、捂安定祠堂、岳飞生祠、崇儒梅、胡公书皖、马普普书院、襟

江书院和扬郡试院。古典园林有吕涉园和李园，另有郑极桥、刘j

黑载、文tlOO铠等故居。 700 多年前，马可·搜罗潜历泰州，称赞

"这域不很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飞足以让听闻者心向

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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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家果戈理说 u城市是一本石头的大书，每个时代

都留下光辉的一页。"这一页一页地叠加起来就是一部丰富厚重

的商史。泰扑i地区泣围内的众多人文景观与名胜古迹，隐藏着

历史的根。我们驻足泰州大地，漫步于泰州的山山水水，都肆约

能移感受到有一条游、远流长的历史文脉。这条根，这支文睐，起

起伏伏、葱、费忽晤，有待勾勒、有待发掘。建设"文化名域"新泰

州，需要我'有1穿越岁月的丛林，重翻页页篇章，去寻找这座城市

的历史之根、去接续文化之睐。这正是编撰《泰外!历史文化丛

书》的动园。

《泰州历史文化丛书》由南京师范大学泰外!学院泰外i历史文

化研究院组织编写，分为两类:<<泰外!文化识一卷〉、《泰州通史》

(兰卷)。泰安N历史文化研究院成立于 2010 年，旨在发挥学皖学

科专业和人力资漂优势，着力挖掘、传承、丰富和弘扬泰州历史

文化。它是南京师起大学泰州学在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

能、承载服务社会的使命的重要载体。本套丛书全方位地展现

泰州历史发展沿革与文化风貌演变，是泰扑l历史文化研究院为

泰州"文化名域"建设贡献的首批成果。丛书酝酿于 2010 年，历

时四年，主甸人员钧沉史料、深入研究、精今撰写，文高深入浅

出、图文并菇、鲜活生动。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丛书为我们展现了泰判人民

创造历史、揭步前行的足迹。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泰州行政建

制的历史沿革、鱼米之乡的发达农桑、烽火岁f]的风云变幻、先

贤名人的文章气节、市井民俗的千姿百态，都在书中出点及西、

铺陈开来，全书引经据典、诠证严谨，但又绝非书斋里的高头

讲章。

文化是一痊城市的灵魂，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灯塔。国时代

变迁与区域差异，每座城市都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也正因不同

的文化滋养，各个城市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自"汉唐古郡"商来

的悠久JJî史，孕育了拉特的泰州文化 {需家文化、盐税文化、

宗教文化、戏曲文化、水文化，这是千百年来泰如人民勤劳与智



慧的结晶。文化浸润之下，风城泰州坚毅丽灵动的品格吕益呈

现。丛书多角度全方位把握了泰辩文化的血路和走向，传承给

当代泰外|人以文明、智慧和精神。当时序进人新的时代，历史的

夜淀与文化的积累无疑给新泰州注入无穷魅力。历史烟消云

散，沧桑与荣耀远去，但泰州人民摄费斩棘、自强不息的精神却

代代相传;历史的车轮滚滚，未来与梦想召唤，兼收并蓄的胸襟，

会挂动着泰州这座城市继往开来、再割辉煌。

《泰扑i历史文化丛书》策划、出版工作得到了泰州市各级领

导租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泰州市委宣传部和文化档

案系统的相关人士给予的悉心指导和提供的无租的帮助。在此

应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如衷心的感谢!

王毒草之《兰亭序》中说"后之视今，茹犹今之视苦。"希望本

套丛书为后人留下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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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三

泰州，吉称"海阳"又称"海陵"、"吴霞"是一座地处江苏中

部、长江北岸的历史文化名域。

一、自然地理

根据泰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资科@，泰外i 位于北纬

32001'57"一33010'59"、东经 119038'21"-120032'20"。其甫部癫

i拖长江，北部与盐城毗邻，东I陆南通，西接扬'用。全市除靖江有

一独立山丘一一-孤山外，均为江淮南大本系冲积平原。地势呈

中 l可高、南北低走向，南边沿江地区真高〈海拔)一般为 2 米 5 

米，中部高沙地这真高一般为 5 米 7 米，北边里下河地区真高

为1. 5 米二5 米。全市总面较 5787 平方子米，其中陆地菌积占

77.85% ，水域面和、占 22.15%。市这面租 639.6 平方千米。

泰州境内?可陪密布，纵横交织。北部地区地势抵洼，水网呈

向心状，由四周向低处集中，其湖泊分布较多。

江淮分水岭由西向东从中部穿过泰捕，其境内河流大致以

通扬公路为雾，路北属准河水系，路南属长江水系。人们习惯上

把属于长江水系的老通扬运河和与之梧连接的河流称为"上

河"雨把属于淮河水系的薪通扬运河和与之梧连的河流称为

"下河"。在高水位时，上河水位高于下河水位1. 2 米左右，平均

水位差为 0.9 米。

① 中国·泰州.http://www.taÌzhou.gov.cn。以下对泰纯在然地理

的描述，多引自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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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娟市处于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受季风环流前影响.具有

明显的季风性特征。这里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

雨，具有元霜黯长，热量充裕，降水丰沛，雨热同期等特点。

泰翔的气温最高在 7 丹，最能在 1 月，冬夏季南北的温差不

大，年平均气温在 14.4"c←15.1
0

C 之间;年平均降水量 1037.7

毫米，降爵吕为 113 天，但受季风的影碗，降水变率较大，豆离北

地域之间亦存在着差异。泰扑|地区的温度带属亚热带，干湿区

属湿润区。

泰州地区一般在 3 月底、4 月初进入春季， 6 月上、中旬进入

夏季， 9 月中旬开始进入秋季 .11 月中旬转入冬季。大致上每年

冬季有 4 个多月，夏季有 3 个多月，春季、秋季各 2 个多月。

一般情况下，泰州市的四季气候特征比较费显。冬季冷空

气活动频繁，易受到寒潮侵袭。当冷锋过境时〈部北方冷空气南

迂时) .全市普遍薛温，气压上升，有时还会出现大风、爵雪、霜冻

等天气现象。冷锋过境后，天气转睛，形成"三日寒，因吕暖"的

寒暖交替的天气变化过程。如果遇到强冷空气爆发离下(即冬

季风强烈自作用)， 48 小时内气温骤降 10"C以上，就是寒潮天气。

寒黯是该市冬季主要的气象灾害。寒潮入侵时，会造成剧搜降

温，有时还会出现大风、大雪、冻冻等灾害性天气，这对农业生

产、水陆交通、市政建设及人民的生活等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春季，泰外!天气多变。春季冷暖气团互相争雄，族进麓退，

因此天气时寒时暖，乍晴乍雨。正如搭话所说的那样"春天孩

JL菌，一天有三变。""春雨贵如油气春雨对兰麦、油菜等越冬作

物的返青、生长，以及春播作物的及时下种和萌发都是极为有

利的。

当春天远去的时候，来自太平洋上的暖湿气流会给泰州带

来一段高温多雨的天气。泰外i夏季最典型的两种天气是梅雨和

伏旱天气。正常年份的和夏(6 月中下旬至 7 月中主旬)多出现

明雨连绵的天气，这是由于冷暖气团在江淮地区势均力敌，形成

准静止锋天气系统。这时正好是江离的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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