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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绵延

不断。盛世修志，自古皆然。 。

屯溪，地处皖、浙、赣三省边陲要冲，为江南古镇，是徽州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周群山环绕，中为河谷盆地，青山绿

水，风景幽雅，地理优越，交通便利。‘古朴老街，绚丽多姿，百

商云集，贸易繁荣。

古往今来，屯溪人民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继承文化、发
●

展经济的征途中，历尽艰辛，业绩显著，特别是建市以后，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屯溪更加焕发

了青春，政治安定团结，经济欣欣向荣，百业兴旺，万象争辉。

屯溪有千余年历史，曾先后为黎阳县、休宁县属地，历史上

没有编纂过志书，对于历史的变迁，先辈的业绩，社会的发展，均

无系统记载。

“鉴古而知今"。为彰往昭来，承先启后，以达“存史、资治、

教育"之目的，在中共屯溪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1982年9月

●

i，h‘’‘--Ir’。}}【



开始修志，历时六个春秋，经过百余人的辛勤劳动及各方的支持，

屯溪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屯溪市志》终于问世了。

《屯溪市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点突出，文风端正，体

例完备，基本上符合“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科学性、时
●

代性"的要求，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比较完整系统的崭新志书。

它为屯溪人民认识和了解市情，为屯溪的城市规划、管理和建设，

将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屯溪市人民政府市长 王世宏

1987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全面记载屯溪市地理，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取事严守地方志的疆域概念，以现时行

政区划为范围。

三、本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f取事的时间，上限

不定，视内容需要适当追溯，下限至1987年底止。

四、本志编写的体裁为述、记、志、传、图、表、录，

以志为主。
’‘

／。

五、本志采用章节编排形式，共立24章135节，

加上序言、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共计29仑部分。

六、本志为避免重复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散见于。大

事记一及有关章节内容之中，不另立章节。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一的原则，入志传主，大多

有一定社会影响，包括各界知名人士和能工巧匠。

八、本志所取材料，多录自省、地、市档案馆以及

地区和本市各有关部门编写的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为节约篇幅起见，清以前年号加注公元

纪年，民国年号除大事记外均不加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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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屯溪市，安徽省南部的边陲城市，位于徽州盆地中部，滨临新安江上游，四周

群山叠翠，三面环绕清流，是一座山川秀丽、景色迷人、人文荟萃、商业繁荣的江

南古镇。东面与歙县相连，其余均与休宁接壤。北距黄山75公里，至芜湖255公

里；西距齐云山33公里，至景德镇194公里；东至杭州239公里；南至衢州207

公里。总面积125平方公里，总人口107297人，其中市区63742人。市辖3个街

道办事处和1个郊区(8个乡)。
‘

屯溪地处中亚热带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6．3。C，1月最

冷。平均气温4℃；7月最热，平均气温28。C。全年无霜期237天，光照年平均时

数1930小时，年降水量1670mm，4～6月雨水集中，10月至次年1月稍旱。由于

盆地地形和新安江水气作用，屯溪冬无严霜，夏无酷暑，春夏水热同期，秋冬光温

互补，空气清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屯溪市名源于水名，屯字据《广雅》解释为“聚也"，诸溪聚合，谓之屯溪。“诸

溪一原指休宁率水及城南数溪，今为新安江上源之率水、横江汇流于此。’另据《新

安志》，为削平黟、歙等地山越，吴威武中郎将贺齐屯兵水上，后改新安江上游这

些水域为屯溪。

屯溪古镇，历史悠久。市西郊出土的一批西周古墓葬文物，经考证，在先秦时

期这里就居住着勾吴族的先民。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在此设犁阳县(后改黎

阳)，属新都郡。陈天嘉三年(562年)撤黎阳县，并入海宁县(今休宁)，以后一直

属休宁县，为首镇。

屯溪市，现为徽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也是政治斗争的中心。

1931年5月，屯溪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支部。1933年，在方志敏同志指导

下，中共皖南特委在此成立，直属闽浙赣省委领导。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皖南区委

设在屯溪。1938年，国民政府设皖南行署于此。以后，省主席行署、省党部皖南办

事处、省直属屯溪区党部、省保安司令部等机构先后设在屯溪。1949年初，国民

政府安徽省临时省会迁来屯溪。 、
：

，1949年屯溪解放，同年5月设屯溪市，属徽州专区，1953年升为省辖市，

1955年降为地辖市，1956年再升为省辖市，1959年降为休宁县屯溪镇，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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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医药、塑料、机械电子五大支柱产业，传统工艺得到恢复发展，1987年工业总

产值达到22043万元，比1949年增长31倍。农业贯彻“服务城市，富裕农村一的

方针，在稳定粮食生产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建设副食品基地，1987年农

业总产值达1831万元j比1949年增长近3倍。商业流通活跃，市场繁荣兴旺，
2



198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3392万元，比1949年增长45倍。财政收入逐年

增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等项事业同步发展，

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的需要。

城市建设按照省政府批准的《屯溪市城市总体规划》，保护老街，开拓新区，

以老街为中心，依山就水，由西向东发展。近年来，建成一批公共建筑和住宅小

区，使屯溪既保存有古镇的风貌，又有新建的现代城市风光，古镇新颜，构成一座

古今文化融为一体、别具特色的山城。市政设施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全市实现

自动电话，装机容量2000台，开通了长途半自动拨号业务和微波960门电路；自

来水日供量2万吨；绿化覆盖率达33％；新建和拓宽了道路。增开了市区公共汽

车，城市功能有了提高。皖赣铁路的贯通，二级全天候机场的扩建，进一步改善了

屯溪的投资环境。展望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屯溪的发展将会出现新的

飞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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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建安十三年(20s年)

大 事 记

(公元208"--'1987年)

吴主孙权派威武中郎将贺齐率兵入黟i歙，讨平山越后，设犁阳县(晋改黎

阳)．属新都郡(县治在今屯溪黎阳)。

南朝宋大明八年(404年)

撤黎阳县，并入海宁县。

南朝梁承圣二年(553年)

复设黎阳县，属新宁郡。
、

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

复撤黎阳县，并入海宁县。、

唐贞观十年(636年)

在黎阳乡合阳里兴建新屯寺。

唐会昌年间(8,1--一840年)
’

在柏山兴建齐祈寺，为率口、塘尾程姓家庙。’

宋熙宁四年(1071年)

筑黎阳蝎。’

明嘉靖+五年(1530年)

隆阜戴时亮倡建屯溪石桥。
‘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

，．
大旱；百姓以葛、蕨、乌蒜充饥。7

明嘉靖四十五年(1506年)．

三月，浙江衢县矿民暴动队伍从歙县石门入洋湖(今阳湖)抢掠财物，因官兵

驻守屯溪，矿民不利，3天后离去。 ．

明隆庆元年(1S07年) ．

设千户所于珠塘铺。

明万历二十年(15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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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位著成《直指算法统宗》并自行刊刻。． 二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
、

黄沙蔽日，蝗虫盛行，大旱饥荒。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

汰厦巡检司自休宁临溪移驻屯溪。

康熙四年(1665年) 一 ’

星变、地震。

康熙七年(1668年)
”

．

五、六两月太白经天，气候异常；六月地震；七月降大雪。

康熙十五年(1676年)

率口程子谦捐银300两修学，复捐银1000两置田取租为诸生科举路费。

次年，屯溪桥圮，程子谦出资重修。
。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
‘

四月，大水冲毁房屋，屯溪桥又圮，程子谦再次出资修建。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

秋，戴震奉召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殿试赐同进

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

绩溪人胡天注在屯溪创设胡开文墨店。
、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

六至八月，大旱，民以树皮、草根充饥。
’

清道光=十九年(1849年)

四至六月，淫雨不止，山洪暴发，房屋漂流、尸体遍野。

清咸丰六年(1856年)

三月，石达开率领太平天国西征大军，兵分三路由江西乐平入徽州。南路军

攻克休宁后，分驻屯溪．与清军周天受有兵接。 ．

清同治二年(1863年)

四月三日，太平军第一路军襄王刘官芳和康王汪海洋等，进踞歙县长林、休

宁万安，俊天燕王会同岩寺之太平军主将赖世就攻草市和屯溪，被清军伏兵击

败，伤亡数百人；四月十五日，清浙江按察使刘典出兵，在东关山坞(今属新潭)被

太平军伏击，参将张显荣被斩，惨败而退。

清同治三年(1864年) ，

三月，太平军李世贤、陈炳文、汪海洋率部分道入徽，围攻府城等地，后走岩

寺奔屯溪，攻破留守奕棋朱村(今属蟾川)的清军营垒，驻在篁墩的清军赶来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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