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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县建于汉武，州建于南唐，历史文化名域的关名亭替中

外。 2100 多年前，泰州的先民们使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

耘，繁衍生息，用汗水和智慧创造了丰厚而灿烂的文明 O 经年累

月，他们垦荒修舍，建筑了一座座家阁，一个个村庄。"暖暖边人

村，依依墟旦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朵树颠。"这既是古诗里描绘

的美丽乡村画面，也是泰州若干个古村落的真实写照。

沧海桑闭，岁月变迁。一些古村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没

灭，一些则历经风雨沧桑绵延至今。这些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

"见证者"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是我们共有的精神

家园 O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当今人们生活方式

的改变，很多流传至今的古村落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一些

文化记忆在令人惋惜地丧失，一些历史文脉在悄无声息地被割

断，…些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古才是旧居在悄然荒废。如何将惋惜

之情化作保护之举，把品鉴之心化作发扬光大之贵，常要我们进

行深入理性的思考。这既是轧们应有的文化自觉，更是我们文史

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职责所在。

失去的再也寻不田，留下的应当倍加珍惜。泰州市历届政协

都非常爱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连年组织委员对古街、古镇、古

村、古建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视察协商，先后编辑出版了《泰

州老字号》、《泰州老街老巷老镇》以及《泰州古镇》系列丛书。今

年，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在市政协主席王守法的关心、指导下，

在主席合议的重视、领导下，联合各市(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精心组织\周密策划，编辑出版了这本《泰州古村》。 这既是对过

、去所出版系列文化遗产丛书的完善，义适应了当前正在实施的全

市"旅游业跃升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可谓是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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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怀着挚爱家乡的赤子之心，

落，通过细致的走访、深入的调查，在最间大量古籍的基础上，用约 5 1.8 万

字和 426 楠照片阁文并茂地对暴州各个古村落的形成、演变、现状及其文化

内涵作了详细介绍。阅读此书，犀蜜的历史文化感让人如同行走嚼回忏陌

之间，粉墙黛瓦，炊烟缕缕，茶香袅袅，让人不忍桦卷，欲罢不能。

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有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正在有序铺开。习

近乎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特别强调，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不能

大拆大建，特别是要保护好合村落。习总书记的话为我们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明了方向。我想，这个"新

否定，而是对"1旧曰"的扬弃'是对蕴含在古老村庄内历史积淀的升华。中国

的乡土文化、乡土文明之所以充满魅力，是因为在田野乡间，更多的保存着

中华文明的血脉。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好古村落，也正是成们保护好文

明的源头，我们的魂，我们的根。

《秦 1-1、|古村》是我市第一部专题介绍全市古村落的史料书籍，希望这部

书的出版发行，能够引起广大读者欣赏、研究古村落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增

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更加努力地去实施古村落的科学保护和合现开

发，让我帘的古村落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谨为序。

~-Ilm 

2015年 9 月 8 日

(作者系中共泰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泰州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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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陵 003 渔行村/孔令挥

。12 老东河村/黄炳煌

021 森森庄/黄炳煌

024 头营村/黄炳煌

026 响林村〉货炳:应

高 港 031 王营村/朱长1顿

035 戴集村/戴兴达

041 集成村/王洪卢

046 官河村/ I凋7;陈玉俊混进

053 界牌村 11割台薛福荣张荣1.-

059 万El:村 11割台碎庆陈仁政 日

065 二7铺村 11硝古江春阁采年喜 就

073 马龙村/钱正宝

082 艘鱼沙/ ~李庆生

088 撤头村/陈连龙金家，也

093 万厦村/朱元国

097 庸家村/宗家林

103 霍堡村/马永宏

108 杨营村/何锡龄钱正宝

"鼻、‘ 114 大棚村/钱正实

119 康乐村/刘冬生

125 观五村/ I消古孙永忠黄志勇

133 9:.庄村/史根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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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陈家合/章庆生张长荣

要 罐 145 角墩村/丁治安 γ文锦
，~ 

153 膺罔村/郑校发 蒋存忠

158 前由是村/钱索 jf 黄稳成

162 城北村/1f.核发黄稳成

167 读书址村/花红梅马向F日

173 湖北村/齐荣书 稳炳宫

178 商寺村/齐荣书 手里炳宫

186 湖南村/胡.:1l亭

194 湖四$/肖娟娟 朱根庆 J瓦应义

200 千佛衬/俞扬高 手里炳宫

204 蒋垛村/钱鸿江

211 土山村/宋文琴宋钢

218 张匍村/魏文彬程炳宫

224 沙梓村/并~桂发鲍嗣宏

231 玉石村/钱存平 手里炳宫

237 坡岭村/郑应柏郑JlL松

242 梁徐村/张学兵 陆训元

248 自米村/度成官黄稳成

253 孔庄村/黄稳成

258 播庄村/杨宝旦在 胡.:1l亭

265 l'庄村/陈巧宝 陈和平

272 安庄村/管建新

278 单塘村/丁宝东 -rJt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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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小甸址村/ :朱爱军潘和j颖左爱虎

287 二里泽村/ :朱爱~ 潘利颖 左爱虎

294 花庄村/夏荫视周林戈

299 叶甸村/杨永华 熊千才

304 仓场村/朱书忠

310 里华村/纪立仲富强某荫祖

315 四资村/缪玉仁肖萍

320 陈庄村/ :窦立E乎 也会山

325 状元村/五长荣 曹海展

兴 化 333 -*塔村/张从义张培元

338 东泉村/张从义张培元

344 曹垛村/张从义张培元

350 :J t山子村/张从义张培元

354 边城/张从义张培元

3当9 十盟亭材/张从义 张培元

363 湖四口/张从义张培元

366 穆家堡/张从义张培元

370 禹庄/张从义张培元

374 旧坟头·新技头/张从义 张培元

379 革堪潜/王寂生

、啕

383 中长村/张从义张培元
、

泰 兴 389 桑/农村/张明乔

397 封盘村/ ;椅也

…003一



靖江

<<1唰翩翩邸俑酬棚唰阴阳瞰.. 

406 刁家网村/顾知礼钱国良李桂荣

413 顾庄村/燕丽娟 吴来庆

419 周庄村/周祥笔

426 傅家垫田/傅文章

431 祁巷衬/钱汉文

440 察巷村/何锡龄

446 分界$1何锡铃陈迎春

451 翁庄村/何俊昌 翁振锋翁振权

455 尹垛村/何锡龄

461 龙稍港/五伯生

467 皂桥村/孙长进

472 严徐村/严德陆顾实依

475 自家$1 白建华

479 五黑墩村/叶子

485 野芹庄/顾知礼钱国良

489 北森庄/徐晓章金华堂徐宏林

495 学化村/周美萍

501 石桥村/徐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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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行衬

，~叶古树

孔令捍

北门直北顺街行，七里鱼行可计程。

旧日女墙无觅处，至今人尚说新域。

这是清咸丰年间(1850-1861 年)海陵诗人储树人"海陵竹枝词"~古诗咏温行》

中的一首。 诗中表明渔行村在海陵"直北u "计程川七里"。

由海陵城中心区坡子街北行，沿海陵北路一直向北，跨过新通扬河上的迦江桥

(旧名赵公桥) ，大约六七里路程就到了温行村。 这里曾经是海陵的一座古村落，现

在是温行社区，隶属城北街道办事处管辖。 如今的渔行社区北倚宁启铁路，南临新

通扬运河，东傍卤汀河，西靠海陵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和城北物流园区。 社区南

北长约 1∞0米，东西宽约 360米，总面积约 0.36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2160人，其中老

年人口约占三分之二。

唱幡 一、}每陵余地老渔行

海陵的城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里下河通往泰州城区的南北交通要道，而"老渔

行"就处在南北通衡的节点上，是由北向南进入海陵城的必经之地。

渔行村地名的由来史无明载。 最早见于地方史料的是明~(万历)泰川、|志(疆

域)))中的记载"鱼行庄"。 在 1984年编篡的《江苏省泰州市地名录》中是这样写的: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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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行大街"历史上为里下河渔市集散地，此地渔行较多 ，故名 。 ""鱼行"是指贩卖鱼

的店铺渔行"是指专门经营水产买卖的行枝。"鱼行"、"渔行"既有差异 ，又有联

系。"渔行"地名的形成 ， 由来已久。 海陵城北有着大片水面，来泰的游民中有做生意

者均聚集至城北余地 ，一个三面环水的草滩上落脚。 久而久之余地形成棚户区，在

此落脚做小买卖的人也越聚越多。 他们经营的行当既多又杂，有些人就连自己从事

什么行当也说不清楚。"余行"原本是他们对自己从事行当的自嘲，后来演变成居住

地的代称"余地" 。 "余""鱼"同音。 由于当地乡民大多以捕鱼为业，就自然而然地形

成了"鱼行庄飞随着鱼业发达，渔市兴旺，凡运往海陵城的鱼货都由此地的若干渔

行经手，于是渐渐地由"鱼行"演变成"渔行"年代久了就成了"老渔行"。

多少年来"老渔行"三字始终印记在老海陵人的脑海里。 上了些年岁的人有时

会蹬着自行车，或是坐上公交车到老渔行转悠转悠，买点水产品或是其他土产品。

这里的东西物美价廉，尤其是蔬菜、瓜果比起城中、城南地区既新鲜又便宜。 当你行

走在古街古巷里，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 这里听不到广告的叫喊、商品的叫卖、车辆

的叫鸣、人群的叫嚷、劲歌的叫狂。 总之，昕不到歇斯底里的叫嚣。 正如明代方岳

(福建青田人。 明成化五年，即公元 1469年己丑科进士，授侍御史 ， 出判泰州。 弘治

年间在泰州兴建浴沂亭、移建状元坊等工程，均主其事。)所赞"出郊便觉绝喧阔，节

物惊心岁序迁飞在如今喧闹无休的城市边缘能有这样一域幽境 ，实在是难得的一

份安逸和享受。

二、古柯古蕴古文脉

渔行村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早在清顺治、康熙年间(1ω4-1722年)曾经

产生过"罗浮七子"徐鼎镇、顾棒、陈厚耀、朱大模、王凤藻、唐麟祥、朱治。 陈厚耀为

康熙四十五年( 1706年)进士 ，授翰林院检讨，是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历算学家、经

学家 ;唐麟翔为康熙樊未( 1703 年)进士 ， 官四川射洪知县 ;朱士模，康熙卖未贡生。

合著有《七子言志编》。 后在清雍正、乾隆年间 (1723 - 1795 )又产生过"罗浮七子

宫增袖、俞填、罗克承、张绍龄、徐泌、陈瞌、朱吴 。 其中富增枯为乾隆十八年(1753

年)副贡生，官东流县教谕。 合编有《罗浮七子》。 前后两个"罗浮七子"均以渔行罗

浮山命名 。H崇祯)泰川、|志》曾有记载"在州治北五里，高一丈 ， 周一里七十八步，在

蔽泽中，不为洪水所漫。 遥望如罗浮 ，故名 。"罗浮山后在拓宽通扬河时掘去。 将罗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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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行大街

浮山谓之"名山乃因其套萃了品德高尚之人。 清康熙年间(1662 -1722年)安徽诗

人江益《晋中寄赠邓孝威》诗云"一代名流成大隐，半生傲骨自清贫。闲云岂遂淹金

马，明月终归照富春。安定祠边容小筑，罗浮山畔有高人。诗成林熟堪娱老，不用移

文换葛巾 。"诗中"罗浮山畔有高人"句，即指明末清初邑人诗家邓汉仪(孝戚 ， 1617-

1689 )。邓汉仪为请初诗坛旗手。朱馀庭有诗赞曰"冰壶莹泪照千秋 ，七子才华迥

不伴。明月满窗天似水 ，梅花清梦落罗浮。"前后两个"罗浮七子" 表明渔行村的历

史文化底蕴是多么的厚重。

三、形似凤尾环水笠

渔行村四面环水，水是渔行村的特色景观要素。有了水才有鱼 ，才有鱼庄、渔

行。情代的一些诗作中经常出现"鱼行"字样。如海陵诗人康发祥(1788-1863 )有

"海陵竹枝词"曰 :

一00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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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桥畔柳丝丝，桥过鱼行土地祠。

夫岸网丝停蚌埠，满船红日映鸡鸪。

诗人对此诗有注释"鱼行乃捕鱼之地，两岸多泊渔舟。"由此可证?古渔行之地，

村民既鱼且温。 这从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王广业直接歌咏温行之"渔"的"海陵竹枝

词"中更能见证:

三里鱼行晓市开，家家晒网柳穿鲍。

鲤细虽好难留种，买得结蝙带子来。

"三里鱼行"说渔市之繁荣;"家家晒网"道渔业之兴盛。 好一幅生动明媚的民

俗风情画卷。 用今天的话来说，早在清代，渔行村已经形成了以"鱼"为特色的产业

链。 由此可见，若干年前随着捕鱼业的发达，渔行村的造船业、网丝业也就随之发

达了。

有水就有河，有河就有桥。 渔行村有砖桥、板桥等多座桥梁。 其中最古老的则

是横跨在渔行村南边新通扬运河上的迎江桥。 它的前身是拥有260多年历史的赵公

桥，古称凤尾桥，是古渔行村的标志性建筑。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知州赵天爵捐

傣倡建三孔石拱桥，以赵公姓名之。 因原桥甚长，桥建成后两边建有五座"土地"庙，

j鱼行赵公桥(现名迎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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