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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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名郡。南接长江，东濒大海，北
连齐鲁宝地，西近洪泽湖，具有6000多年的文
明史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自晋始，即为历代
郡、州、路、府之治所，为大运河沿线上与杭州、
苏州、扬州齐名的四大都市之一，历史上人文荟
萃，底蕴深厚，古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
第一州”的美誉。

早在1986年12月，即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
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历代先贤与人民在这里
共同创造了无比璀璨的历史文明。老祖宗也在
这里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存，为这座名闻
遐迩的古城增添了无限魅力。

一、名城遗存概览

经调查，目前，淮安区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共
378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淮安段1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保单位7
处，市、县级文保单位69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297处，其中古建筑222处，区博物馆馆藏文物5
万余件。在这些历史遗存中有千年的国家级历
史文化街区河下古镇，建于唐代的文通宝塔，建
于宋代的镇淮楼，明清时期的淮安府署，历经
宋、元、明、清的漕运总督部院遗址，具有6000
多年历史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和近年挖掘发现并
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的良渚文化的城头文化
遗址，淮安钞关遗址，邗沟末口遗址，关天培祠
堂，刘鹗故居，大河卫、淮安卫遗址等，还有一大

批红色文化遗存，如周恩来故居，中共中央华中
分局纪念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打
响苏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横沟起义遗址，
新安小学老校址，抗战时大胡庄战斗遗址，车桥
战役战场遗址，以及一大批名人故居、老宅等。
这些历史遗存不仅是淮安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的重要基础，也给今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
历史记忆。

二、千秋文韵回眸

淮安古城作为苏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
造船中心、军事重镇、漕运要塞、盐务批检关税
收缴重地，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名城。

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致这里
孕育了许多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留下闪光印辙
的文豪俊彦。

西汉时期的枚乘，以《七发》一文，开创了新
文体“汉赋”，其子枚皋，才思敏捷，“倚马成
文”。汉末政治军事家臧旻、臧洪父子，为枚乘、
枚皋父子之后彪炳长天的政治家、军事家。《后
汉书》称臧旻富有学识，胸怀大志，“有干事才”；
其子臧洪，以品德高尚、为人正直闻名于世，15
岁即荫袭父功，两人的功德均载入史册。晚唐
诗人赵嘏，诗曰“家住枚皋旧宅边，竹轩晴与楚
陂连”，与枚皋同为河下人。“抛砖引玉”这个成
语，就源于赵嘏，赵嘏“为诗瞻美，多兴味”。全
唐诗中收录其诗作260首。

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少为道
士，后登博学鸿辞科，授校书郎”。大历初，吉中
孚还俗，以道从儒，成为宰相元载府上的嘉宾。
《全唐诗》虽只收其一首诗，但文名甚大。

北宋平民天文历法家卫朴，虽为盲人，但精

通历法，为《奉天历》的主修者。
南宋画坛奇士龚开，诗、书、画、文俱佳，其

画《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为后来施耐庵作《水浒
传》之先。

宋代文人画师廉布，自号“射泽老农”，与陆
游、王明清交游甚密，曾任武学博士，后被宰相
张邦昌看重，并将女儿许配与他。

明代淮安又产生了一位享誉中外的文学
家，就是神魔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与吴
承恩同时代，与吴承恩结为儿女亲家的沈坤，为
淮安第一个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一生最大
的闪光点是在家乡抗倭。他组织乡民，与官兵
一起抗击倭寇，人称“状元兵”。至今河下仍有
纪念其功德的状元楼。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吴兴人，
元代时中过进士，因战乱流落淮安，闭门著书，
《水浒传》是其中一部，而《三国演义》作者罗贯
中是其徒弟，此书应为师徒二人在淮安合作完
成。施耐庵长期客居淮安，死后亦葬在淮安，后
被其子孙迁葬兴化施家桥（现为大丰白驹镇）。

朴学大师阎若璩，祖籍山西太原，因其祖来
淮安经营盐业，迁居淮安河下，阎若璩出生于
河下。阎若璩“长于考据，最为精核”。69岁奉
诏进京，死于京城。清雍正帝亲自为其做祭文
挽诗，恩礼备至。后其子遵嘱将他棺柩运回淮
安，葬在淮安。

清代画家边寿民，自号“苇间居士”，以泼墨
芦雁闻名画坛，人称“边芦雁”。

大医吴瑭，字鞠通，淮安河下人。为山阳医
派杰出代表，为我国清代四大名医之一。由其
编著的《温病条辨》与伤寒学双峰并峙。后应诏
进京，参与检校《四库全书》医典，死于北京，葬
于北京大兴。

汪廷珍为清乾隆年间榜眼，曾先后任安徽、
浙江学政，礼部侍郎，尚书，协办大学士，上书房
总师傅，并为道光皇帝之师。死后，宣宗优诏悼
恤，赠太子太师，谥曰文端公。

清礼部尚书李宗昉，为嘉庆六年榜眼，授翰
林院编修，著书颇丰，闻名乡里。

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为
武秀才出身，官至广东水师提督，后协助林则徐
禁烟。在英军入侵时，率领将士血战虎门，壮烈
殉国，谥忠节公，死后归葬淮安，乡人建祠堂，以
慰忠魂。生前著有《筹海初集》四卷，流传后世。

在淮安历史上还有一位女才子，即淮安河
下才女邱心如，所作弹词《笔生花》，在我国近代
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清乾隆年间刑部侍郎阮葵生，乾隆17年中
举人，历任刑部郎中、河南道、监察御史、通政司
参议、刑部右侍郎等职。以其著作《茶余客话》
闻名于世。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丹徒人，后长期客居
淮安，死后归葬淮安，是清代一位奇才，人称之
为“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
家、藏书家、水利专家、金石学家、慈善家”。一
人得如此多头衔，实属罕见。

与刘鹗同时代并为儿女亲家的还有淮安国
学大师罗振玉。他是我国最早发现研究甲骨文
的开山鼻祖，“开甲骨文识字之始”，著作130多
种，刊印书籍400种以上。

伟大的民主战士和社会教育学家李公朴，
出生淮安。13岁时才离淮赴镇江当学徒，在日
寇侵华，国家危亡之时，加入上海各界救国会，
并当选负责人之一，为抗日奔走呼吁，不遗余
力。后加入民盟，呼吁和平民主。于1942年12
月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除了历史先贤外，还产生了许多光耀中华
的民族英雄、社会贤达。如宋代民族英雄张孝
忠，抗金巾帼英雄梁红玉，抗日民族英雄左宝
贵，辛亥革命志士周实、阮式、江来甫、颜承烈，
银行家谈荔生、周作民等等。

最使淮安人为之骄傲的，就是一代伟人、共
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
淮安城内驸马巷，并在这里度过了12个春秋。
他自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为中国
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为中
华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永垂青史，他高尚的情操美德和无与伦比的人
格魅力万世敬仰。

淮安历史上一直是崇文尚教之城。早在宋
仁宗景佑二年（1035），这里就建立儒学。至清

光绪时，境内有
各 类 书 院 112
所。在漕运总督
部院旧址上还创
办过江北陆军学
堂，辛亥革命后，
淮安府学堂更名
江苏省立第九中
学，许多国内著
名的革命家、学
者都曾在省九中
读过书。

在历代科举
考试中，淮安人
会试不乏魁首，
且三鼎甲齐全，
仅山阳一县就出
过状元2名（其中
一名武状元），榜
眼 4 名，探花 1
名，进士210名。
仅河下古镇就出
过进士67名，其
中还有一门四进

士、六进士。文人潜心著述，清代淮安人吴山夫
曾将唐代以来淮安文人所写的诗作摘录成册，
编著《山阳耆旧诗》，共五大册，收诗数千首。据
不完全统计，古代淮安人共出版过各类著作373
部，计733卷。

淮安文人、学者、商贾还热心于园亭建设，
清初时园亭山庄星罗棋布，仅河下小镇就有园
亭112处。

淮安还是名闻九州的淮扬菜之乡。美食总
是与地域特征及其因地域特征而产生的历史人
文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淮安位于淮河下游，
气候湿润、温和，物产丰富。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智慧的古人依水卜居于此，享受着上苍对于
勤劳者的赐予，孕育非凡且灵性的河畔儿女，并
形成了江淮地区最灿烂的区域饮食文化。淮扬
菜原叫“淮菜”，为古代四大菜系之一，后因扬州
菜肴与淮安同为一类，故称淮扬菜。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命名的美食之乡。历史上人称“会
说淮安话，能把厨刀挎”，则是对这一地区美食
文化的最佳诠释。淮安诞生的名菜名点，如平
桥豆腐、钦工肉圆、文楼汤包、淮安蒲菜、淮白
鱼、朱桥甲鱼、博里羊肉以及可做108样的长鱼
（鳝鱼）席和曾获巴拿马国际金奖的淮安茶馓
等，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名菜名点。

淮安还有悠久的酿酒历史。《本草纲目》中
记载淮安有绿豆酒，到了明代，淮曲被列为全国
十大名酒之一。此外，淮安的造鼓业、纺织业、
编织业和铜器制造业都十分发达，闻名海内外，
并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淮安
以运河文化、江淮文化为主的文化元素得以不
断传承和拓展，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得
到充分保护，也在不断发扬光大。博里农民画，
闻名世界，博里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
间绘画之乡；南闸民歌，以淮安南乡白马湖区域
独特的带有原生态色彩的秧歌为基调，民歌文
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民歌之
乡，为国家级非遗文化项目；淮安的书画创作历
史上有基础，当代更焕发新芽，单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就有13人，淮安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
为“中国书法之乡”；淮安的仇桥杂技，远近闻
名，曾有“北有吴桥，南有仇桥”之誉，被文化部
命名为“中国杂技之乡”。淮安自古曲家辈出，
清道光年间，淮安著名曲家孙毓卿，将乾隆首次
南巡时，地方士绅奉献的音乐（昆曲宫廷乐）加
上地方的唱词及打击乐创制为雅俗共赏的“十
番锣鼓”（又称武昆），这一独特的民间文化为古
城文化增添了又一精彩，目前已流传200余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淮安古城，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闪
烁着璀璨的江淮流域文明，在人类通向文明进
步的历程中，淮安人用精力、心血、智慧，为人类
创造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
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文星泰斗，光耀中华；诗文
歌赋，汗牛充栋；名胜古迹，星罗棋布；书院学
堂，遍及城市。淮安，不愧为一座底蕴深厚的历
史文化名城。

三、赓续古城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城市的历史遗
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
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
缺乏生命力的。”并强调：“要像对待‘老人’一样
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
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为了
保护好古城，赓续古城文脉，历届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古城保护和文化传承，确立“保护名城、
改造旧城、拓展新城、打造名城”的工作思路，不
断加大保护和利用力度，使古城整体形象得以
充分保留。

新一届区委区政府着力重抓“工业经济”和
“文化旅游”。在赓续古城文脉方面，着重抓了
以下工作：

（一）区委区政府专门成立了“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委员会”和“古城保护咨询委员会”。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由区分管领导任
主任，古城保护咨询委员会由历史文化研究会
会长担任主任，要求凡涉及古城拆建的项目，必
须征求咨询委员会意见，对古建筑采取“修旧如
旧，建新如故”的原则，以保证古城的形态不变，
文脉永续。

（二）认真推进古城水域整治。
因城内河道不畅，违建较多，生态不佳的问

题，对城内三湖（勺湖、萧湖、月湖）一渠进行彻
底整治。特别是对古城无处不在的文渠，在不
改变其肌理的前提下，进行了清淤、拆违，在文
渠上复建了50多座桥梁和15座古色古香的亭
阁，使文渠达到了水清、路平、灯亮、树绿的目
标，使这条母亲河成为一条幸福渠、生态渠。

（三）着力打造公园城市。
在保护古城和新城有机更新的同时，打造

了关天培文化公园、沈坤城市公园、古运河的阁
楼文化公园、庆成门遗址公园、周恩来纪念馆西
门翔宇公园等十多座公园，提升了古城的古韵
和美观。

（四）积极推进博物馆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博物馆事业搞

好。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时发挥
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博物馆是记录城市历史
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区目前有中国漕运博物
馆、邗沟古末口遗址博物馆、掼蛋文化博物馆、
农耕文化博物馆、古城墙遗址博物馆、庆成门遗
址博物馆以及三个民间收藏的博物馆，为进一
步了解淮安认识淮安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重视红色文化传承。
淮安不仅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也是

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之城。近年来，
区委区政府在搞好周恩来故居和纪念馆周边环
境整治的同时，打造了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纪念馆、大胡庄烈士陵园、车
桥战役纪念广场、横沟暴动遗址纪念馆、王家墩
烈士陵园等一大批红色景观，利用红色资源，加
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赓续红色血脉，培
育新风新貌。

（六）强化河下古镇建设。
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河下古镇，有22条

街，91条巷，13坊。具有明清风格的街巷蜿蜒
纵横，是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虽历经风雨，但
街巷格局肌理未变。多年来经历届区委区政府
倾力打造，对这些古街古巷修旧如旧，建新如
故，并重点打造河下主街道湖嘴大街，使其再现
明代诗人笔下“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西湖嘴上
头”的旧观。

（七）利用旧厂房，变废为宝。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批企业或改制、或变

卖，留下了不少空置厂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
将这些厂房变废为宝。如原国有企业的淮安商
机厂，改制后，几十栋厂房一直闲置，政府引进
了常州一有实力的公司，由他们改建厂房，打造
成蓝·数字文旅产业园，自己招商、自己经营，使
之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打卡地。

（八）弘扬淮扬菜的美食魅力。
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已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美食之都。为了使这一
名片更亮更美，我区组织一些名厨研讨，在传承
淮扬菜原汁原味的同时，不断创新，以满足当代
人对美食的需求。并引进了国内一批著名饭店
入住淮安，使美食文化发扬光大。

（九）重视地方特色文化传承。
淮安目前为全国书法之乡，区政府专门打

造了“淮安书法馆”，以展示地方书法家作品，以
培养青少年书法人才。为了传承非遗项目地方
戏淮剧，招收了22名青少年淮剧爱好者到市艺
校学习，使淮剧在淮安代代相传；淮安作为全国
诗词之乡，专门打造了诗词大院，各镇街均成立
了诗词协会，使诗词这一文化瑰宝再现光辉，同
时作为全国绘画之乡和全国杂技之乡，在注重
人才培养的同时努力达到出人才、出作品、出成
果的目的。

（十）倾力擦亮地方名片
淮安具有“伟人故里、运河之都、文化名城、

美食之乡”四张闪光的名片，淮安区作为周总理
故乡和《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诞生
地，利用多媒体及新媒体,积极推介宣传，以擦
亮这张独具一格的闪亮名片，并复建了施耐庵、
罗贯中著书处（市保单位），使之与临近的周恩
来故居、庆成门遗址公园、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
馆形成了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交相辉映的新的
旅游路线。

四、服务文旅融合

认真搞好古城保护，传承古城文脉的目的，
主要是服务于地方的文旅融合。利用老祖宗留
下的历史遗存和文化底蕴，服务文旅事业，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近些年来，我区将“工业经济”与“文旅事
业”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为了促进文旅融合，着
重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成立了淮安区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
在组织架构、工作职责、长短期规划等方面作出
了明确规定。从文化旅游的发展规划出发，统
筹协调文化与旅游发展，整体推进人文景观、古
街古镇古宅、名人故居建设，使这些遗存和文物
活起来、用起来。采取“静态保存”走向“动态传
承”，让老百姓在古街古巷中过上现代化生活，
让旅游者走进来、看得到、品古味、长新知。在
时光的画卷中感受古城文化的魅力。

（二）招引考古人才，壮大考古队伍。不断
挖掘、整理历史遗存。淮安古城历经多个朝代，
许多古建筑、古墓葬、古城墙、古街巷、古宅院，
都有“一眼望千年”的韵味。鉴于地方考古人才
奇缺、考古水平相对不高的现状，区政府高薪引
进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考古经验的人才，组成了
一支专门的考古队伍。在国家、省、市考古专家
的指导下，对不断发现的地下文物进行考证挖
掘。如新发现的庆成门遗址、新路古镇遗址，都

是近年通过考古发现的成果。淮安的庆成门遗
址，省考古年会认为是近年来重大考古成果。
而新路古镇遗址，已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
视，亟待进一步挖掘考古。这些都离不开考古
队伍的努力。而这些新发现的历史遗存，将转
化为文旅资源，成为新的文旅打卡地。

（三）组建楚韵文旅集团，将区内所有景点
全部交与文旅集团管理并经营，采取“政府指
导、集团管理、市场经营、自负盈亏”的办法，将
集团更多的自主权、古建筑修缮、景点打造、经
营服务、推介宣传、旅游交通等方面全部按照旅
游“六要素”由集团统筹。经过一段时间运作，
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

（四）重抓节日旅游。近几年来，相关部门
重抓节日旅游，利用春节、端午、“五一”、”国庆
等假日，积极开展旅游活动，采取“官民共办”的
形式，围绕非遗文化、美食文化、综艺文化，由官
方具体策划，民间积极配合，办好节日旅游。据
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特别是疫情后，旅游人
次成倍增长，旅游收入每年都有100多亿元。

（五）优化旅游战略。鉴于旅游资源不断增
多，适时优化旅游战略，从原来的单一式“景点
游”，发展为“人文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乡
村旅游”等多元旅游形态。如人文旅游，将古
城、古街、古巷、历史街区、名人故居、博物馆等
历史人文景观列为旅游打卡地；利用淮安区红
色景点多、品位高的特点，推出了红色旅游线
路，以加强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生态游主要利
用古运河文化长廊、白马湖绿草荡、城内“三湖”
等水域打造成水上旅游目的地，对区内的古镇、
古村及美丽乡村建设中出现的新农村典型，包
装成旅游新景观，使旅游多元化、沉浸式，产生
了良好的效果。

（六）搞好旅游交通。因淮安是古城，城内
景观较多，以致形成交通不畅、人流拥挤，直接
影响市容和百姓出行难等现象。为此，近年来，
区政府在优化旅游交通上大下功夫，开辟了多
个大中型停车场、旅游车集散中心，原则上大型
客车不进城，改由小型电动车驳客进景点，相对
缓解了景点和城内交通不畅问题。

（七）力推地方特色小吃。淮安的地方小吃
十分丰富，名菜名点远近闻名。如淮安麻油茶
馓、阳春面、馄饨、薄脆、芝麻烧饼、金刚脐、挂粉
汤圆、豆腐脑、锅贴、辣汤、五香蚕豆、透糖、老卤
大头菜、杨花萝卜、油端等等。临近县区的人甚
至利用假日专门带全家来淮安吃一碗长鱼面，
开心而归。近年来，这些名点小吃的卖家力求
保持传统的做法，原汁原味，现做现卖，深得游
客喜爱。

（八）展示非遗综艺文化。河下的非遗项目
较多，近年来地方政府积极挖掘、整理非遗项
目，打造河下为非遗小镇，在开展旅游活动中，
将一些非遗项目充分展示，由古镇打造了多个
综艺舞台。除在假日由专业剧团或文化馆组织
演出外，一些爱好文艺的民间人士，成立了淮剧
协会、舞蹈协会、朗诵协会、旗袍协会、书画协
会、诗词协会等经常在街道巷尾，广场舞台上表
演，各显其能、各自为乐，常引得游客围观欣赏，
使文化与旅游配为一体，颇受欢迎。

（九）积极开发文创产品。文创产品是文旅
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旅游六要素中“购
物”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来，文旅部门积极开发
文创产品，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文创产品除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进外地一些优质产品，
更多的是根据区内景点内容和特征打造与之配
套的文创产品。如《西游记》文创产品、“状元
府”瓷艺产品、农民画产品等，颇得游客喜爱。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而具有悠久历史
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老淮安，在传承淮安文化的
同时，讲好淮安故事，让文物活起来、景点火起
来，使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为地方的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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