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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淮安，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早在5000多
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这块土地上胼手胝足，征
服自然，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青莲岗文
化”。自隋代起直至清末，淮安长期是郡、州、
路、府的治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
特别是作为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新安旅行
团的发源地，淮安早已蜚声海内外。淮安自建
县（前117年）起，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汉为射
阳，东晋为山阳，宋改淮安）。建城防史（公元
411年）亦有1800年的历史。县城史称楚州、山
阳、淮安。这座古县城曾经的历史劫难却极其
惨重。

历朝历代天下黎民的劫难，不外乎天灾、人
祸两方面。天灾有水、旱、蝗、疫等。人祸，主要
是战祸，即兵燹之灾；其次是统治者横征暴敛，
贪腐肆虐等。

古淮安处于徐、海、通、扬四州的中心。东
濒黄海波涛，西接江淮平原，淮、泗二水绕流于
北，白马、射阳等湖设险于南，既可固通、泰而屏
苏、淞，也能通齐、鲁而达汴、洛。境内虽无高山
峻岭，却能扼南北要冲，遥控江、河。邗沟和京
杭大运河相继开挖，便使淮安成为南北交通的
咽喉要地和控制江淮的军事重镇。

古人称淮安“形势之险，甲乎天下。”“中国
（指中原地区）得之可以患江表，江表得之可以
患中国”。顾炎武称楚州：“南必得而后进取有
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到了近代，虽然淮河
不再是南北天然屏障，但她仍是苏北中心城市
和水陆交通枢纽，与周边各大中城市互为犄角，
地形上又是平原与丘陵、水面并存，适合多种战

争形式的运用，所以它仍然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古往，在我们淮安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多次

争城掠地的战争。虽然战争有正义非正义之
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所
以所有的战争，都是“祸乱”。正义之战称之为

“战乱”，反之则为“战祸”。
淮安这一带在夏商周是淮夷活动范围，古

代就发生过多次著名的战争。夏朝，夏王屡攻
淮夷。商末，纣王屡伐淮夷。西周时，商纣王后
裔武夷串联淮夷攻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
年）宣王征伐淮夷。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
年，秦王灭楚国（当年淮安全境属楚国）。前202
年，汉高祖五年，韩信垓下之战，大败楚军，使刘
邦得以一统天下。“兴汉三杰”的韩信由齐王改
封为楚王。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刘邦封项伯
为射阳侯，射阳之名始见。

东汉末年，曹操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治所
由扬州北移淮安（古射阳）屯驻养精蓄锐，会歼
吕布，南却孙吴。三国时，魏文帝曹丕率水师凿
通山阳池伐东吴，后不果而归。青龙四年（236
年），魏明帝曹叡命邓艾，在江淮之间屯田为兼
并吴、蜀积蓄力量。邓艾先后在白水塘（今白马
湖），东阳之石鳖屯田，皆在淮安境内。从西晋
末年到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乱，淮安一带
战事频仍，许多军事将领来淮镇守或战斗。其
中有祖逖、桓温、谢玄、刘裕等。《南齐书·地理
志》记载，义熙二年（406年）大将诸葛长民由青
州退守山阳时，上表安帝奏书曰：“此蕃十载，衅
故相袭，城池崩溃，不闻鸡犬，抄掠滋甚，及还镇
京口。”可见当年战祸兹引凄惨之象。从五代以

后，在楚州（淮安）所发生的极为惨烈的典型战
事有如下三例。

（一） 周世宗屠城

五代末，后周建国。周世宗柴荣亲率后周
大军，以赵匡胤为先锋讨伐南唐。柴荣发民夫，
疏浚老鹳河，周百艘齐云战舰南下，沿淮水水陆
并进，攻下扬州、泰州后，回师攻打楚州。赵匡
胤率军一部在淮河之南，沿岸夹河而进，所经之
处，南唐兵闻风而逃。行至楚州附近，赵匡胤又
打了一次胜仗，俘虏了南唐大将陈承昭。显德
四年（公元957年）冬，周世宗柴荣亲率后周大
军围攻楚州，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坚守不降，
守城军民顽强抵抗，攻44天（亦说40天）不克，
周兵死伤甚众。柴荣大怒，为报复楚州军民拒
不投降的骨气，破城后，周世宗柴荣下令屠城
（其时赵匡胤亦在其中），城中人几乎被周兵杀
光，城里房舍也大都被周兵烧毁。周兵在楚州
城里滥杀无辜，有一个妇女，已经身首异处，而
怀里的婴儿还在吮吸无头母亲的乳汁，其景惨
不忍睹。此战役史书记载最后八个字：“周兵怒
甚、杀戮殆尽”。

唐末的群“雄”割据，其实是一群强盗相互
劫杀，受荼毒的首当其冲是广大老百姓。

（二）金兀术洗劫楚州

到了南宋，南北达成和议后，淮河成为宋金
两国分界线，淮安成为边界重镇，军事地位更加
突出。

金兵在占领海州、泗州、淮阳军等州、军后，
从建炎三年（1129年）冬开始围楚州。忠州刺史
赵立奉命率部驰援。赵立一路与金兵激战，连
胜七仗，方始达楚州。战斗中，流矢射中赵立两
颊，不能说话，他便用手指挥，到楚州城后，才把
箭镞拔下。次年（1130年）七月（亦说正月），金
兵攻楚州城。金兀术向楚州镇抚使赵立借道北
上，遭赵立严正拒绝，并斩其使者。兀术大怒，
以重兵强攻，并在楚州南北立寨屯兵，断绝宋兵
粮道。城内无粮，军民以树皮等充饥。赵立百
计守御，屡败金兵。宋高宗命浙西安抚使刘光
世督淮南诸将往援，而刘光世部下的王德、郦琼
诸部则多不从命。东海李彦先军首先至淮河，
受金兵阻挠不能前进，只有岳飞的军队可作后
援，但又寡不敌众、无法解围。金兵知楚州城宋
军外援已绝，于是加紧攻城。守将赵立与士兵
同甘共苦，每战必身先士卒。一次在城头督战
中，不幸被雷石击中死去。后其部将程括率部
继续奋战。终因金兵压境，把楚州城围得水泄
不通，粮草不济等原因，十几天后楚州沦陷。金
兵破城后，楚州城全体军民扶伤巷战，英勇不
屈，“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即连城里
的妇女也都缠扭着敌人一同下水淹死。金兵怒
而大肆杀戮，全城军民几乎全部罹难，血流成
河。

长期的宋金战争，淮安一带几经战火荼毒，
民众毙逃殆尽，十不遗一，昔日繁华的城市十室
九空，满目疮痍，城乡一片萧瑟。兵燹后农村

“……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
破屋两三家”。

赵立的楚州保卫战不久，绍兴六年（1136
年）韩世忠以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身份，偕同
夫人梁红玉驻守淮安，与金人相抗，“在楚州十
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韩世忠驻节
楚州时，楚州城及其周围地区已成无人区，田园
荒芜，屋舍尽被破坏。韩世忠驻节十余年，注重
休养生息，妥善接收安置了外地来淮军民，楚州
才又炊烟渐稠。

（三）李全叛乱

韩世忠被南宋朝廷削职离淮后，楚州又陷

入战争的漩涡。
南宋末年，山东反金抗蒙的农民起义军“红

袄军”很活跃，起义军首领李全和另一首领杨安
儿等义军（杨安儿之妹杨妙真嫁李全），在李全
的统领下，屡立抗金战功，于嘉定十一年（1218
年）李全归附南宋，宋廷授予他京东路兵副总管
职务，驻军楚州。李全拥兵自重，飞扬跋扈于淮
河南北，淮安、涟水倍受蹂躏。此徒反复无常。
而南宋掌权的投降派史弥远等，已把抗金的民
兵看作是危险的敌人，不去安抚与笼络，而处心
积虑加以消灭。宋理宗任命许国为淮东安抚制
置使，兼任楚州长官。许国到楚州后，以极其骄
横的态度对待抗金民兵，刻意打压义军。并几
乎取消了对义军的犒赏。在李全前往参谒许国
时，许倨傲自大，李全怀恨在心。特别错误的是
乘李全在青州的机会，调集两淮马步兵13万人
到楚州城外检阅，对抗金民兵武力威胁。留驻
楚州的李全妻子杨妙真及军民人心惶惶。这样
一步一步造成抗金民兵分化变质，相互攻杀。
于是李全派部将刘庆福回楚州，挑起楚州兵变，
趁许国不备，放火烧了官府，府库银两均被刘庆
福义军洗劫一空，并刺伤许国，许国逃出楚州，
自缢身亡。1227年（宝庆三年）李全在山东被蒙
古军包围食尽、投降蒙古军，被蒙古任命为山
东、淮南、楚州行省。但此时李全尚还有归宋之
心。后因宋朝廷彻底断绝义军粮饷。义军怪罪
李全，把其兄长、儿子、小妾三人杀死。李全大
怒，1228年李全率军南下进攻楚州，以报杀兄之
仇。这时李全的抗金义军完全变成了蒙古军侵
宋的别动队。宋王朝使彭托、时青往楚州，欲尽
杀李全余部。李全南下后，竟然首先诱杀了时
青，兼并了时青的部众。1230年李全占据楚州，
杀宋将郭统制等。

李全在楚州招兵买马，大造舟船，迫不及待
准备南侵灭宋。为解决造船用油脂，李全在楚
州竟丧心病狂地杀人熬油作造船用油脂。宋王
朝见李全势大，又不断输送粮饷，企图拉拢李
全，却不作军事抵抗准备。1230年10月间，李
全取泰州作据点，全力进攻扬州。宋镇江守将
赵范，赵葵率军进驻扬州，抵御李全。次年正
月，赵氏兄弟大败李全。李全被宋军乱枪刺
死。宋军乘胜进攻，克复楚州，杀李全部万余人
于楚州城，还无辜烧毁楚州城里2000余家房
屋，城中哭声震天。李全军余众溃败。

这场变乱给楚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无数平民战乱中丧生，大量房屋被焚毁。楚州
遭如此兵燹，城市破败，人烟稀少，难称重镇
了。于是，南宋改楚州为淮安军，视为羁縻州，
不再屯驻重兵，也不再设置置司，把抗金防线从
淮河南退到长江，移军事重镇于扬州。

楚州人民历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有民族
骨气。在保卫楚州城的抵抗中，军民赴汤蹈火，

皆所不辞。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帝，倾全力进
攻南宋。1275年，元丞相伯颜调集元淮东都元
帅孛鲁欢、副元帅阿里伯等部，并力进攻淮安。
伯颜派人射箭书入淮安城，力劝宋守将投降，但
守城的宋官兵不为所动，拒不投降。伯颜命令
右指挥使秃满歹率领精锐二万兵攻淮安城……
在淮安与外界的联系被截断，成为一座孤城后，
元大军云集城下，猛攻淮安城。尽管形势险恶，
守城的军民仍拼命抵抗，军民齐上阵，同仇敌
忾，大杀元军，致使元军死伤惨重。据史料记
载，元军的尸体把护城河都填满了，最后终被元
军攻下，置于元王朝统治。但淮安人宁死不屈、
顽强抗敌的精神则永载史册。

元末，反元大起义中，苏北及淮安地区是反
元义军之一张士诚部崛起之地，也是后来各地
割据势力相互兼并的主要战场，在苏北及淮安
地区的争城夺地之战时有发生。

1356年徐泗起义军赵君用、彭早住部义军
自泗州攻淮安，元廉访史褚不华（一作布哈）死
守淮安城，粮尽援绝。义军破城后，褚不华被义
军脔割（《元史·褚不华传》）。

后来，张士诚发兵攻克淮安。1365年，张士
诚部将史文炳进驻淮安后，旧城已残破荒芜，使
其驻防深感困难，于是在旧城北一里许建筑“新
城”一座。

由于战争、灾难、苏北人口大减。户口凋
零，田地荒芜。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据嘉靖《淮
物志·卷八》记载战后“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
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这残存的七户人
家是指淮安城中的人口，农村情况是“地广衍，
湖荡居多而村落少，居室小，民无盖藏”，景象十
分凄凉。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大移民政策。苏北
和淮安人绝大多数是“洪武赶散”的南边来的。
我们淮安人多数则是朱元璋迁徙苏、淞、杭、嘉
各府之民由“苏州阊门”遣送站移民来的。

明代，淮安多次遭受倭寇侵扰。嘉靖三十
四年（1555年）倭寇几千人从山东日照一路烧杀
抢掠至淮安。1559年，倭寇乘几百艘海船犯海
门，沿海东掠至庙湾（阜宁）登陆，由马逻、建义
直至淮安东面的樱桃园，残杀了许多军民，连明
大河卫指挥、千户都阵亡了。最后被明将李逐
督军猛攻月余，终将这股倭寇歼灭。河下状元
沈坤自费组织“状元军”抗倭，彪炳史册。

清代至民国的近代，特别是日寇铁蹄践踏
两淮，作恶于淮安，人们俱已了解，无须赘述。

今天我们淮安人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国
泰民安、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笔者重新捋出
老淮安人、老淮安城往昔曾经的历史劫难，旨在
警示后人，不要忘记过去，要有忧患意识。古人
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要珍惜当下和
平安定的生活，爱国爱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应有的贡献。

古 城 淮 安 的 几 次 祸 乱
王忠珍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老淮安城著名
的张公祠门旁有一间小店。在这间小店里，烟
酒针线化妆品、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家常日用品
一应俱全，但最为出名的竟然是剪纸和手工艺
品，尤其是绣花鞋的剪纸花样。运河两岸、四乡
八镇的人们口口相传，想做绣花鞋，就要到张公

祠旁的小店找张大妈剪花样。
常见的剪纸作品包括窗花、装饰图案

等，而绣花鞋花样剪纸是一个特殊的门类，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往往没有见过。

张公祠是为纪念南宋末年民族英雄张
孝忠而建的祠堂，大门一侧有一间小店。
老板娘张大妈名叫张胡氏，出生于1908年
正月，年轻时嫁进张家，丈夫长她八岁。其
丈夫从上海商务印书馆辞职后回到老家，
接替大伯父开店，当了小老板。其公公是
晚清秀才，一直在祠堂的私塾教书。因此，
贤良聪慧的张胡氏不用为生计发愁，一心
学起了剪纸技艺，经过反复研究、琢磨、苦
练，终于练就了一门好手艺。

那个年代，从年轻姑娘到老奶奶都流
行穿绣花鞋，张大妈就给人家剪花样。她
剪花样时一般是这样操作的：事先用沾着
湿气的毛巾捂住四层到六层的薄绵纸；剪

鞋头花样时就按大小剪下一块月牙形，剪鞋帮
花样时就剪下一块长方形；然后用刀尖在纸上
敲几处小孔，防止多层纸张散开；之后，便开始
剪了。需要什么题材，她的脑子里马上就有了
初步的构图，然后一边剪一边处理细节。几拐
几转，一叠完美的剪纸花样就完成了，这些花样

往往可以用于绣两三双鞋。张大妈还热心地教
人家刺绣的针法和配色，于是，卖花样、卖绣花
线成了小店一门红火的生意。

老淮安城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周恩来的
八婶母杨氏从驸马巷家中去南门口集市购物
时，路过张公祠总会到小店里歇歇脚，与老板娘
张胡氏聊聊天，看她剪花样，时常夸赞她：“你手
真巧哦，真是巧手哦！”

张大妈的剪纸作品数量惊人、花式繁多，主
要是绣花鞋的花样：娃娃过头一个生日的花样，
由长寿字、圆寿字、蝙蝠、寿桃等图案构成；儿童
过端午节的花样，有老虎含菖蒲和艾、老虎吃五
毒虫、老虎头等图案；儿童过中秋节的花样，有
兔儿望月、兔子吃萝卜青菜等图案；老奶奶过闰
月的花样，有打狗看荷花、一狗一鹅驮奶奶过河
的图案以及由提灯笼的老人、狗、鹅、荷花、莲藕
等共同构成的图案；女子结婚时有双喜鞋花样；
成年人夏天的拖鞋花样题材广泛，包括双龙戏
珠、凤凰牡丹、喜鹊登梅、麒麟送子、吉祥如意、
金鱼戏荷花等吉庆图案；此外，还有以学习进
步、工作胜利、团结友爱、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
等字样作为主体的图案。如今，张公祠内还留
存着张大妈的部分作品。除了剪绣花鞋的花
样，她还剪枕套、衣物的花样，甚至包括供雕刻

用、供装饰用的花样。20世纪60年代初，淮安
淮剧团特地请张大妈帮他们剪了龙袍凤冠的花
样。

张大妈不仅是
老淮安的剪纸名家，
也是手工艺品的制
作能手。除了擅长
绣花，她还擅长做小
娃娃的软底老虎鞋、
老太太去世时戴的
荷花帽、女孩出嫁和
回娘家时家里赠送
的盛放针线物品的

“夹帖”等手工艺
品。她的子女从小
耳濡目染，大多传承
了这些技艺。20世
纪 50 年代后期，张
公祠旁的小店被关
闭了，张大爷、张大妈到鼓楼西侧的老市场摆起
了小摊，仍然剪花样，制作此类工艺品。

张大妈经常说，先祖张孝忠是民族英雄，我
们是名门之后，要做有才干的人。她的一生都
在推崇和践行张家的八字家风：忠（爱国）毅（坚

毅）孝（敬老）睦（友善），礼（礼教）智（才智）诚
（诚信）勤（勤俭）。

笔者在研究大运河和名城淮安的历史文化
时，不由想起了这位剪纸手工艺名家张胡氏，她
的这些作品恰似一颗璀璨的明珠。

剪纸手工艺名家张胡氏
张秉权

老人闰月绣花鞋剪纸
龙戏珠、凤凰牡丹、锦鸡、麒麟送子、梅花鹿等剪纸

兵燹之祸
周世宗屠城

元末动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