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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历史上第一部《古邳志》的编撰成功，是古邳人民的一件大事。

本志重点记述了从1911年至1987年古邳镇的自然风貌、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教育和风俗>-7惯等方面的演变过程，较为客观地反映了

古邳的这段历史。

古邳原称下邳、邳州，其历史可上溯到五千年前的石器时代。从商

至唐，下邳曾为郡国封邑22次；从宋到清康熙年间，是历代军、州、县的

治所。康熙七年(1668年)，下邳城始毁于地震，继没于黄水，城池终

成一片泽国。二十年后，筑新城于艾山之阳，作为州府治所。邳州残

址，从此称为旧城，或旧州。幸免于难的居民迁居原城南废黄河堤下，

经历数百年的经营，始有今天的古邳镇。

近百年来，饱经战乱和水患的古邳人民，为了民族的生存，人民

的解放，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北伐战争时期，进步青年郭子化在这块

土地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共产党人冷启英在这里建立了第

一个党支部。1930年，震惊徐海的下邳暴动，打响了古邳人民进行革命

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938年，邳县、睢宁县、被日军侵占后，古邳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地抗击日寇，在极为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建立

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抗战胜

利后，国民党军重占古邳，残酷镇压革命干部和基本群众。但古邳人民

并没有屈服，他们以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1948年的解放，随即以空前

的革命热情，全力以赴，支援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为全中国的解放作

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

·1 ‘



志昂扬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五万多古邳人

民用勤劳的双手，送走了贫穷落后，使昔日十年九荒的盐碱不毛之地变

为鱼米之乡；昔日沙土蔽天的黄河滩变为花果飘香的绿洲。尤其是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经济发展促进了各项事业的不

断发展，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当前，全镇人民在改革

开放中阔步前进，正在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然而岁月易逝，韶光难留。许多荸命战

争年代的亲历者，朝为健翁，暮已作古。许多历史资料，未能昭示后

世，实为憾事。故编撰这部《古邳志》，存史资治，告慰先烈，启迪后

人，以期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古邳志》在编撰过程中，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对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基本

上作了客观真实地反映。但由于史料残缺，加之编撰人员水平所限，谬

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撰《古邳志》过程中，一直受到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得到

了睢宁县、邳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本镇各单位亦通力协作。因此，

这部《古邳志》实际上是许多同志共同劳动的结果，是集体智慧和心血

的结晶。在此，谨向关心《古邳志》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感谢l

古邳人民既能为过去写下光辉的一页，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

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能谱写出更为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

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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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立大事记、概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

社会、人物共九编，三十八章，共二十二万字。

二、本志资料来源于《邳州志》(咸丰版)，邳、睢两县档案，镇

档案室资料和部分同志回忆录，此外又搜集了大量的口碑资料，为节省

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三、本志记事从1911年始，至1987年止，也有极少数内容向前追溯

或迄于完稿之日。

四、本志所涉及的古代年号均以公元纪年注释。

五、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散见于《大

事记》和有关篇章，不另立章节。在本地区没有什么影响的政治运动未

作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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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大事记



1911—1987年大事记

11)11年

秋，美籍牧师卜德生派江北区会传教士钱景山到古邳木社店，在陈井沿建耶稣堂小学

(木社店清时属睢宁县招义乡木社，咸丰十年建圩．习惯称古邳木社店．即今之古邳镇)．
11月l 3日黎明，原驻清江的清新建陆军第十三混成协部分官兵千余人，攻陷并洗劫了木

社店．

11t11年

元旦(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改州为县，实行市、乡制。木社店改为旧城市。古邳玉带

桥以东的旧城市属邳县，玉带桥以西的1日城市属睢宁县，后更名为河北市。

8月，柳湖地方学者崔荣申攘办圯上学堂，并纂名为旧城峄阳高等小学。

日城峄阳高等小学停办。

1915年

1914年

春，地方自治停止，市乡议会解散．

6、7月，阴雨连绵，沂水，运河水涨，淹没房屋田地无数．

8月，旧城人魏馥彝在旧城东火神庙办学．翌年。迁入峄阳小学。初名“圯上初级小

学”，后改为“峄阳第二高等小学” (邳城为第一高等小学)．

9月，刘肃庵、刘焕坡主办的书塾合并为“并树小学堂”，校址在古邳中州会馆(今古
邳镇政府所在地)．

1915年

“月，张成斋在张家堂借沈氏地基建邳县第十二国民小学．

古邳人李风翔妻董氏，用蒲草编织成名为“怀中抱子”的桃形扇．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

二等奖(同时得奖的尚有贵州茅台酒和徽州墨)，奖牌长期挂在“快哉池”浴室内，供人观
赏．

1916年

1月，劝学员宋香池在宋家湾创办邳县第十三国民小学．

2月，五工头建邳县第十四国民小学．

7月7日夜12时，烈风自西北面东南，仅30分钟，拔木无数，庄稼倒伏，草屋倒塌十之

八九，瓦屋脊檐也被摧塌甚多．7月l 4日、15目，18日至22日，大雨连绵，汪洋一片．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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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潦。罕有之灾．

1917年

8月10日降雨至11月1 5日停，洪涝灾情严重．

中国对德宣战，本乡庆安村顾景兰、宋庄宋友谦(小龙)，官庄薛振堂，古邳薛德福、

章荣昌、吴口沈士俊，郭楼郭×X等应募赴法国做工．

夏大旱。年降雨量仅442mm

1918年

1919年

5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峄阳高等小学师生开展打神象、反礼教、求解放、

争自由的反封建斗争。

6月，邳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峄阳高等小学学生宋绮云担任古邳学生联合分会会长，组

织学生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

夏大旱，年降雨量350mm。

伤寒病流行。

耶稣教堂牧师在古邳旭升街盐店南创办培淑女校，李金生任校长，1938年春停办。

1920年

5月4日，古邳学生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

5月上旬，八义集小学学生整理公布了大地主、集主，董事曹赤烽剥削压迫农民的十大

罪状，并向邳县县公署提起控诉。古邳学生上街游行，支持八义集学生的正义行动．

夏大旱，年降雨量为528m m．

是年“天花”病流行．

1921年

春，匪首顾小需、刘秀春、张存田、黄开吉等聚众数百，蹂躏废黄河南北．

4、5月间，政府决定向黄河故道两岸耕种官地的农民收缴租税，称“官租”，激起农民

的反抗。古邳西以张老芳为首的千余人齐集古邳，向“官租”征集人示威。

4月，黑热病蔓延，死亡甚众．

夏，郭子化等学生暑期回乡，在蛆山四周村庄创办成人识字夜校，向农民宣传“实业救

国”思想。

秋，古邳学生致电省、县教育机关，声援土山学生对校方和区董的斗争．

国民党员魏馥彝、谢福球在山西会馆(今古邳粮管所)创办私立徐东中学(1925年停

办)．

连旬暴雨，雨量达700至800 m m．大水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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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股匪张守之攻据河北市茅墩村圩，又攻据清水泮，惨杀村民20余人。

1922年

春，旧城共和党人在张公祠(今旧城小学)建私立明新中学，崔荣申任校长(仅办一年)。‘

春夏间。匪曹传金、李克祥、王保山等聚众数百，践踏河北市。4月3日，江苏陆军一

旅二团往河北市古墩一带剿匪；5月20日又一次进剿，由西北乡汤家园，追至河北市青山头

一带，时经8日。毙匪90余人。

秋，峄阳高小师生集会庆祝我囝向日本收回胶州湾。

12H，峄阳高小进步师生痛打校长魏馥彝，将他驱赶出校。

1925年

7月，旧城市开设同仁医院(今粮管所西)，为古邳第一所西医院，医师张宝青。

秋，市政局借古邳街民房办一所女校，翌年奉军过境，因老师辞职而停办。

睢宁县中师校及第一高等小学两校学生检查日货，与城关商人发生冲突，官府袒护商人。

学生遂停课抗议．古邳徐东中学学生也步行至睢宁声援。

是年大阜，华降雨量498m m。

o。j，-q+“

鬃磷著旱复蝗。
奉军一部分由南向北经过古邳， 沿途勒索抢劫。

1925年

3月，峄阳高小师生集会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

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各校师生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

行．

秋，大雨成灾。

12H中旬，北伐军宣传队来睢宁。女队员皆大足剪发，亦到古邳宣传，激发民众，打倒

军阀．古邳人周兰英(宿迁培贤女校学生)亦回乡宣传，改陋习，放大足，古邳女生亦有人

仿效。

1926年

6月，大雨，诸河并决，平地水深数尺，灾情严重。

1927年

4月28日，官兵剿匪行至古邳，与匪曹文行相遇，激战lo小时，毙俘60余，追至岖山，

适有鲁军截击，曹匪溃散。

12月20日(农历1 1月27日)，股匪陈茂昭等1 500余人猛攻古邳，至21日黎明攻陷，打死

群众3人，伤60余人，所有商店及居民家中财物，被劫掠一空．23日离开古邳时掳去居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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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

1928年

2月，峄阳小学奉命改名为邳县第二学区旧城小学校．8月，中共党员冷启英任校长，

与党员教师李列曼、王之一等建立古邳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李任书记。

’夏，古邳设公安分局。

实行禁烟禁毒，凡吸大烟者，勒令至戒烟所戒除，所址在羊山前。

秋，邳县早期中共党员戴绵泽到m巨山前花庄校任教，后在当地发展王恒谷、王恒介和山

后余耀海、花广太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
l o月，吕钦之在并树小学的基础上改办古邳初级小学。

是年，睢宁县河北市改为第七区(玉带桥西)，邳县旧城市改为第四区(玉带桥东)．

激进的民主革命者姚尔觉在睢宁推行新政，革除陋习，再次掀起反礼教、打神象的新高

潮．古邳小学师生把火神庙的神象推进庙西大汪里。

中共邳南区委成立，书记许守信，区委机关设在许党庄。

1929年

春，由李凤岐、吴铎锦等人发起成立古邳京剧团。

2月9日夜1 l时地震，有声如雷，自西北而东南，墙皆觉震动。

春，宿迁小刀会暴动。占据皂河、窑湾两镇，古邳亦受影响。4月12日(农历3月3

日)，号称“大同革命仁义兴龙(隆)军”四，五百人，于午后2时，占据河北市，14日至

魏集、姚集，后退入邳县境。

3月，中共邳南区委在垣山花庄村领导贫雇农进行了要求增加短工工资的斗争。

4月，庆安集农民在女巨山前农民增资斗争胜利的影响下，组织短工会、长工会，向地主

展开增加工资的斗争．

春，废黄河沿岸农民爆发抗官租斗争，东至清水泮，西到风山、马浅一带的农民齐集古

邳羊山，烧毁收租人房屋．

岖山前后分别成立两个中共党支部，山前由王恒谷任书记，山后由余耀海任书记．

5月，中共邳县县委总结花庄短工会斗争经验，向全县发出“积极组织农民协会。领导

群众开展经济斗争”的指示．

6月初，旧城小学党支部领导全校师生驱逐训育主任李之鹏(国民党员)出校。

6月12日(农历端午节)．中共睢宁县委书记贺涤华在张圩遭地主武装伏击。身负重

伤，转移至古邳医治，终因腹部伤重不治，葬于圯桥附近。

6月25日．国民党邳县公安局长王兰田亲率武装到古邳旧城小学逮捕共产党员冷启英、

李列曼、王之一等3人。

8月，国民党员阎又陵接任旧城小学校长，该校教务主任王树璜离校任中共邳县县委书

记。

9月中旬，中共邳县县委在呕山破庙内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作出了“继续肃清右倾机会

主义影响”， “更加隐蔽革命活动”， “清理销毁不必要的文件”， “做好党员思想工作”

等四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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