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池州市是中国第一个生态经济示范区， 

池州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池州市是全国双拥模范城， 

池州市是中国金融生态城市， 

池州市是全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 

池州市是安徽省园林城市， 

池州市是中国傩文化之乡， 

东至县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 

东至县是“全国优质棉基地县”， 

东至县是“全国速生丰产林基地县”， 

东至县是“全国绿化先进县”， 

东至县是“沿江渔业高效示范区”， 

东至县是“全国红茶出口基地县”。 

池州市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 

池州市是实施《中国 21世纪议程》全国十六个地方试点之一， 

池州市是“生态安徽”建设试点市， 

池州市是长江经济开发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池州港是长江干线重点港口之一，为一类开放口岸， 

池州自古就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 

池州市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出口红茶、茧丝绸和速生丰产林基地。 

 

第二章 池州概况  

概况 

池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北与安庆市隔江相望，南接黄山市，西南与江西九江市为邻，

东和东北分别与芜湖市，铜陵市，宣城市接壤，是长江南岸重要的滨江港口城市和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也是安徽省“两山一湖”（黄山、九华山、太平湖）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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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良好，经济与人口、环境协调发展，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 

中文名称： 池州  

外文名称： Chizhou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 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等  

政府驻地： 池州市贵池区百牙中路  

电话区号： 0566  

邮政区码： 247000  

地理位置： 安徽省西南部  

 面积： 约 8271.7 平方公里  

人口： 158 万（2008 年）  

气候条件： 气候温暖，四季分明  

著名景点： 九华山风景区，牯牛降自然保护区，升金湖自然保护区，杏花村  

火车站： 池州站  

车牌代号： 皖 R  

市树： 樟树  

市花： 杏花  

建置    

池州：唐武德四年（621 年）    

池阳郡：唐元和（806—820 年）年间    

池州府：明清    

贵池县：1912 年    

池州专区：1949 年    

池州地区：1970 年    

贵池市（县级）：1988 年 8 月 17 日    

池州市（地级）：2000 年 6 月 25 日    

池州市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实施《中国 21 世纪议程》全国十六个地方试点之一、

“生态安徽”建设试点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安徽省园林城市、

中国傩文化之乡。池州是长江经济开发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池州港是长江干线重点港口之一，



 

为一类开放口岸。池州自古就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出

口红茶、茧丝绸和速生丰产林基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仅中药材就有 1300 多种。

已探明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矿藏 40 余种，其中铅、锌、锑、锰等有色金属矿产储量居安徽省

首位。 

历史文化 

池州自唐设州置府已有 1380 多年历史。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一代代文

人墨客、俊才名流。晚唐杜牧、北宋包拯曾先后任池州刺史、知府，陶渊明、李白、杜牧、

苏东坡、岳飞、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曾驻足池州，留下了数千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唐代大诗

人李白三上九华、五游秋浦，写下了数十首赞美池州山水的传世诗篇，吟唱出“妙有分二气，

灵山开九华 ”、“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 ”的不朽诗句，九华山由此得名。杜牧的千古绝

唱《清明》诗更使贵池杏花村名播青史，名扬中外。历代名家大作为池州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千载诗人地”的美誉历经岁月磨砺更加灿烂。始于母系社会的贵池傩戏被誉为中国“戏曲

活化石”，为池州旅游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池州佛教文化特色鲜明，源远流长。闻名遐迩的九华山是以悠久的佛教文化和自然景观

为特色的山岳型风景区。公元 719 年，新罗国（今韩国）国王近亲金乔觉（法号地藏）渡海

来唐，卓锡九华，苦心修行 75 载，于 99 岁圆寂，其生前逝后各种瑞相酷似佛经所载的地藏

菩萨，僧众们便认定他是地藏应世，九华山遂被辟为地藏菩萨道场。地藏菩萨立下了“众生

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宏大誓愿，是大愿菩萨，他能帮助信众实现各种

美好的誓愿。其后僧众云集，寺院日增，特别是明清以来，香火之盛甲于天下。 

行政区划 

市辖区 

贵池区  

面积 2432 平方千米，区人民政府驻长江南路。    

下辖 8 个街道、9 个镇：池阳街道、秋浦街道、江口街道、里山街道、马衙街道、墩上

街道、梅龙街道、秋江街道、牛头山镇、梅街镇、殷汇镇、涓桥镇、乌沙镇、唐田镇、梅村

镇、牌楼镇、棠溪镇。 

行政县 

东至县 

面积 3256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尧渡镇。    

下辖 12 个镇、3 个乡：尧渡镇、东流镇、大渡口镇、胜利镇、张溪镇、洋湖镇、葛公



 

镇、香隅镇、官港镇、昭潭镇、龙泉镇、泥溪镇、花园里乡、木塔乡、青山乡。    

石台县  

面积 1403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仁里镇。    

下辖 6 个镇、2 个乡：仁里镇、七都镇、仙寓镇、丁香镇、小河镇、横渡镇、大演乡、

矶滩乡。    

青阳县  

面积 1181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蓉城镇。    

下辖 8 个镇、3 个乡：蓉城镇、杨田镇、庙前镇、朱备镇、木镇镇、新河镇、陵阳镇、

丁桥镇、杜村乡、乔木乡、酉华乡。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境域变迁 

宋、元、明、清时期，池州地区境域，至明代基本定型。据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池

州府志·舆地志》，池州府的疆界，府东以青阳县荆山为界 150 里接宁国府。西以东流县方

家庄为界 240 里接九江府。南以贵池县兴孝乡为界 200 里接徽州府。北以贵池县清溪口江北

干为界 15 里接安庆府。东北以石埭县沓口铺为界 200 里接宁国府。东南以建德县昭潭为界

320 里接饶州府。东北以铜陵县荻港为界 200 里接太平府。西北与北同。全区广 390 里，袤

400 里。自池州府城（贵池县城）至南京陆行 500 里，水行 550 里；到达京师（北京，1421

年自南京迁）陆行 2800 里，水行 4050 里。    

清代至民国时期，池州的境域与明代池州府大致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池州地

区两次撤销，三次重建，辖区和疆界也多有变化。自 1988 年 8 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池州地区

至今，全区辖 4 个县级政区，即贵池市、东至县、石埭县、青阳县（包括九华山管理处），4

个政区均位于长江以南，其中贵池市、东至县滨临长江。全区的疆界是：东连黄山市黄山区

（原太平县），以及铜陵市的铜陵县、芜湖市的南陵县、宣城地区的泾县，与青阳县、石埭

县接壤；西邻江西省的景德镇市、波阳县、彭泽县，与东至县毗邻；北和西北，与安庆市区

以及望江、怀宁、枞阳 3 县隔江相望，区界沿江而上，贵池区、东至县南接黄山市所辖祁门

县、黟县、石埭县与之接壤。全区境域总面积 8271.7 平方公路。 

历史沿革 

夏商王朝时期，区内政区设置无考。周朝按山川物产分天下为九州，池州属扬州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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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两级政区制，区境大部属扬州之鄣郡，西南境属九江郡之鄱阳县。   

西汉时，区境大部初属鄣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改鄣郡为丹阳郡，今贵池市、青阳

县、石埭县以及东至县的大部地区均属丹阳郡。区境西南部——今东至县——部分，属豫鄣

郡鄱阳县地。    

东汉至三国时，池州属吴国丹阳郡地。丹阳郡属扬州。    

西晋、东晋，池州属扬州宣城郡、豫鄣郡地。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豫鄣郡改属江

州，池州属江州豫章郡地。    

南朝（宋），先属扬州宣城太守之域，后属宣城郡、淮南郡地。    

南齐，属南豫州宣城郡地。    

梁，属扬州宣城郡、南陵郡地。    

陈，属南豫州宣城郡、北江州之地。    

隋，隋开皇三年（583）罢郡，以州统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复改州为郡，以郡统

县。隋代，池州先后属宣州、宣城郡。    

唐武德四年（621）始置池州，州治石城，至贞观元年（627）撤，领地还隶宣州，池州

属宣州之地。    

唐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原池州地称秋浦郡。《通典》“秋浦郡”注：“池州分宣州

置郡”；清刘世珩《贵池县沿革表》：“池州为秋浦郡，实唐天宝年间之称”。    

唐永泰元年（765）复立池州，隶属宣州观察使，州治从石城迁至鱼贵口（今池州专署

驻地）。    

唐元和年间（806—820），改池州为池阳郡。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世珩《贵池县

沿革表》：“池州为池阳郡，宋《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皆言因唐之旧，不言始于唐何年”，

“池阳郡名，必立于永泰、元和之间也。”    

五代十国，池州之地先属杨吴，后属南唐。南唐升日元二年（938），改池州为康化军。   

宋，置池州池阳郡。《宋史·地理志》：“池州池阳郡，领县六”。宋至道三年（997）池州池

阳郡属江南东路，绍兴初年属江南路。    

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池州为池州路，先后隶属江浙行中书省。    

明，池州先后为九华府、华阳府、池州府，直隶南京。    

清，如明制。池州府先后隶属江南布政使司、江南左布政使司、安徽布政使司。    

民国 3 年（1914），池州府裁撤，原池州府属县划入芜湖道。    

民国 17 年废芜湖道，各县直属安徽省。    



 

民国 21 年（1932）至 38 年，设立安徽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贵池县，直隶

安徽省。1949 年设池州专区，属皖南行署区。池州专署驻贵池县，辖大通市及贵池、至德、

东流、青阳、石埭、太平、铜陵等 7 县。    

1950 年撤销大通市；原芜当专区所属繁昌县划入池州专区。辖 8 县。    

1952 年撤销池州专区。将贵池、铜陵、青阳、至德、东流 5 县划归安庆专区；太平、

石埭 2 县划归徽州专区；繁昌县划归芜湖专区。    

1959 年东流、至德二县合并成立东至县；1965 年 7 月由原石埭县（1959 年与太平县合

并）的部分县域并入贵池县西南划出的二区、八乡置石台县。    

1965 年复设池州专区，专署驻贵池县。原属安庆专区的贵池（驻池州镇）、青阳（驻蓉

城镇）、东至（驻尧度街）、铜陵 4 县划入池州专区。由太平、贵池 2 县析置石台县（驻七里

镇）。辖 5 县。    

1970 年池州专区改称池州地区，地区驻贵池县。辖贵池（驻池州镇）、铜陵、青阳（驻

蓉城镇）、石台（驻七里镇）、东至（驻尧度街）等 5 县。    

1974 年将铜陵县划归铜陵市领导；原属徽州专区的太平县划入池州地区。辖 5 县。   

1980 年 1 月 29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池州地区，所属的贵池、东至两县划归安庆地区；青

阳县划归宣城地区（1983 年青阳县划归芜湖市）；石台、太平两县划归徽州地区。    

1988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池州地区，辖芜湖市的青阳县，原安庆地区的东

至县、石台县、贵池市。共有 14 个区公所，13 个镇、94 个乡。    

2000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池州地区和县级贵池市，设立地级池州市。 

第四章 风土人情 

池州傩     

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几乎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都有傩事活动。目

前，流行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它的活动，仅仅以家族

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社祭祀圈为范围。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

色。    

傩，源于原始社会的逐疫，甲骨文中即有室内驱赶疫鬼的卜辞。《论语·乡党》已有“乡

人傩”的记载。到了汉代，宫迁每年举行“大傩”仪式，除了戴面具摹仿十二种神兽，舞蹈



 

现，志书上从未有过杜牧去过山西汾阳的任何记载；而且汾阳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常年春

旱，不可能出现“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在古代的山西各级方志上汾阳县均

没有杏花村的地名。  

这些证明杏花村“山西汾阳说”无法成立。南京出版社出版的《金陵掌故》一书中《杜

牧诗吟杏花村》文提到，“杏花村原是在南京”。郎永清认为，南京杏花村兴于明成化年间，

到清嘉庆年间已“陋甚”。在《江苏省南京地名录》、《江南胜迹》书中，所列“古胜迹”中

均无“杏花村”之名，而《江南胜迹》书中，却将贵池“杏花村”和“杏花村古井”列入江

南名胜古迹内，并加有文字说明。所以“杏花村南京说”也不成立。而湖北的《杜牧与歧亭

杏花村》一书，认定“真正杏花村，乃今麻城市歧亭北郊之杏花村”，更是主观推断成分多

于文献资料佐证。据湖北《麻城县志》记载，麻城歧亭北郊杏花村起于宋代元丰年间，是由

于苏轼的朋友隐居于此，苏轼经常与朋友往来村中而名传。当地志书中未见杜牧游歧亭杏花

村的记载，也无杜牧《清明》诗。 

千古名村在贵池 

郎永清说，杜牧《清明》诗吟的乃安徽池州贵池城西杏花村，这在古代《江南通志》、

《池州府志》和《贵池县志》上均有详细记载，《杏花村志》作为全国惟一村志被收入《钦

定四库全书》，史志证实，贵池杏花村因晚唐会昌年间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春游杏花村，作《清

明》诗遂成千古名村。 

为了从另一方面证明杏花村“安徽贵池说”，郎永清还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２日前往贵池

杏花村探古寻幽，在濛濛细雨中领略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意境。２００２年清明前后，

他又对省电视台播放的４月１日至４月９日池州天气逐日作了登记，除２日和８日“多云”，

其余７天全是雨天，“清明”那天是“雷阵雨转多云”，他说这些都说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正是池州清明时节气候、物候的真实写照，《清明》诗吟杏花村当属安徽池州杏花村。 

郎永清说，各地关于“杏花村”地望之争也见怪不怪，本着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通过考证予以澄清，这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做。  

第五章 风景名胜 

九华山风景区  

景区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