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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淮水患愈演愈烈，淮河中下游多灾多难，民不聊生Ǒ蚌埠历经盛衰变迁，这一时期

的经济文化都在较低层次上徘徊üü

水旱蝗兵 岁月维艰
ǃ张建平 文/图

秋高气爽，湛蓝的天空下，银杏
树摇了摇挂满枝头金色的小扇，于
是桂花香了，橘子黄了，石榴咧着嘴
笑了ƀƀ

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
节，是充实的季节ʪ经过了春之蓬
勃与夏之繁茂，秋光静悄悄把大地
编织成色彩斑斓的地毯，默默成就
了一个可望可及硕果累累的秋天ʪ
秋天，Ž翠叶烧丹绿树红ž，瓜果飘
香，稻田金黄，秋天用丰收兑现了花
儿在春天许下的诺言，它的色彩看
起来比春夏更加灿烂辉煌，五彩斑
斓中却透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静谧和
沉稳ʪ

你看这个世界上，最信守诺言
的，莫过于一年四季了，不管世间如
何变化，所有的季节都会如期而至ʪ
就像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我迷茫过，
苦恼过ƀƀ但是最后，每一段艰难
的时光，都变成了对我的历练，变成
了我的铠甲ʪ其实生活，就像是一
碗平常的人间烟火，酸甜苦辣咸五
味杂陈，各种滋味只有自己品ʪ好
像生活有时把我们逼到悬崖边上，
我们会在绝望中无意地眺望，就像
我现在站在涂山上，不经意间却发
现了远处让我心动的风景，想起了
大禹治水丰功伟绩，还有他和涂山
女的爱情神话，涂山女化为启母石，
千百年来，面朝壮美的淮河，默默等
候大禹归来ƀƀ刹那间，仿佛有一
束光，照亮我的心房，让我顿感云淡
风轻，山高水长，在浩瀚的秋风中豁
然开朗ʪ

Ž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
浅黄žʪ眼前秋意阑珊，让我浮躁的
心，安静下来，回首这么多年来，许
多时候，面对生活千头万绪，忙忙碌
碌，不知不觉就把自己一个人，生生
活成了Ž千军万马ž，却时常忘记了
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曾经以为老去
是很遥远的事，蓦然回首发现年轻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ʪ岁月啊，
它用无形的笔，无声无息地就把我
的青春划过ʪ但是也教会了我如何
坦然地面对生活，让浮躁的心变得

更加平和，学会了随遇而安，自然地
面对人和事，自然地欢喜或忧伤ʪ
就这样，我随着岁月默默地走过一
个个春夏秋冬 ，也慢慢地走过我
自己ʪ

过往的一切像雾像雨又像风，
仿佛秋日里浅浅地做了一个梦，杳
然而过，再寻，亦了无踪迹ʪ这个世
界让你为难的人ʩ为难的事已经那
么多了，何必再为难自己呢？又有
什么放不下的呢？你看，年轻时候
我们曾经以为爱情放不下，可是现
在我们的爱情呢？后来以为孩子放
不下，可是孩子依然要向着他们梦
想的方向展翅高飞ʪ其实许许多多
的放不下的，只是放不过自己而已ʪ
所以简单一点ʩ快乐一点，慢慢学着
让自己淡定从容，学会用心去感受
人生曼妙的风景ʪ人生不如意，十
之八九，那就常想一二就好，如同四
季有轮回，但是Ž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ʪ若无闲事挂心
头，便是人间好时节ʪž

Ž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
绿时žʪ现在正是人间美好的时节，
秋天就在那里，浩瀚庞大，我想秋风
应该知我心，年轻的时候是：Ž少年
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ʪ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ʪž长大后：Ž而今识
尽愁滋味，欲说还休ʪ欲说还休，却
道天凉好个秋ʪž学会了心平气和面
对生活中的烦恼，学会了忙里偷闲，
做自己喜欢的事；其实静心想一想，
有时候，那些让你义无反顾的执着，
让你遍体鳞伤的坚持，最终都将成
为浮云，都会随风而逝ʪ所以要望
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且听且忘且
随风，不执于一念，不困于心，素心
向暖，不言沧桑ʪ

一阵凉风吹过山岗，Ž回首山河
已是秋žʪ往事如风，愿余生，可以
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世间美好，可
以在文字的深海里继续寻找诗和远
方ʪ现在就让我在秋意盎然的涂山
上，看着静静流淌的淮河，发发呆，
吹吹风，让自己心灵插上翅膀在浩
荡的秋风里，自由自在地御风而行ʪ

回首山河已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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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你可知道，蚌埠亦分
南北！

在清光绪《凤阳县志》里，淮河南
有Ž大蚌埠集ž，河北为Ž小蚌埠žʪ淮
河南岸的蚌埠集在明代就设官仓ʩ驻
守四营官兵ʪ作为凤阳ʩ怀远的分界，
蚌埠地名在明清地方志中多次出现，
名称也有少许变化，或蚌阜ʩ蚌埠集
等ʪ凤怀古道出凤阳中都城涂山门，
向西过龙子河徐家桥一分为二：南路
经陶家店ʩ化陂湖官桥ʩ老贯徐ʩ陈郢
子至上洪；北路经大蚌埠，过席家沟ʩ
八里沟ʩ石巷到下洪，分绕涂山南北，
通往怀远县城ʪ

到咸丰年，Ž大蚌埠集ž已小有规
模 ，但不久官军与捻军在此多次开
打，繁华多年的蚌埠集毁于战火ʪ待
同治二年划凤阳ʩ怀远ʩ灵璧三县交
界区为独立行政区ʩ设Ž三县司ž管辖
时，治所放在了淮河北岸尚有烟火气
的小蚌埠ʪ直到津浦铁路开建前，淮
河南的Ž大蚌埠集ž都未能恢复元气ʪ

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依旧为心腹
大患ʪ据史料统计，明清时期黄河决
溢次数分别高达454次和480次，而每
次决溢几乎都给淮河流域带来灾难ʪ
尤其是清中期以后，为保运河漕运，
清政府对淮河中游地区几近放弃，洪
泽湖大堤越修越高ʪ受洪泽湖水位抬
高的梗阻 ，淮河中游成为流域的锅
底，无雨则旱ʩ水大则淹，自然条件日
益恶化ʪ不仅长淮卫Ž粉团洲ž的明代
十王四妃墓被淤没，沿淮重镇泗州城
也成泽国ʪ昔日的鱼米之乡沦为多灾
多难之地 ，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
发展ʪ

令人无奈的是，从经济文化的发
达程度ʩ在全国的影响力来说，蚌埠
地区在唐宋以后每况愈下；明初因为
沾老朱的光，出现短暂振兴；之后，与
壅滞不畅的淮河一样 ，渐渐失去光
芒ʪ有清一代，蚌埠地区的经济文化
都在较低的层次上徘徊ʪ这一时期也
没有重要的文物出土ʪ

旱涝无常 多灾多难

明清时期的蚌埠可谓多灾多难，
清代尤甚！

黄河夺淮以后，淮河流域自然灾
害越来越频繁，忽而数月不雨Ž淮河
竭ʩ井泉枯ʩ野无青草ʩ流徙载道ž，忽
而Ž淮水泛涨ʩ平地行舟ž，忽而蝗虫
蔽野，田无遗禾ʪ水ʩ旱ʩ蝗灾接二连
三，经常出现大饥荒，Ž人相食ž的记
录亦不鲜见ʪ

凤阳ʩ怀远ʩ五河等地地方志记
载，清顺治四年（1647年）：五河：五月
麦熟，淫雨 ，狂风昼夜不息 ，垣屋俱
坏，客水四至，一望如海；平民集木而
居，风发堕水，溺无算ʪ怀远：大水，城
市行舟，二麦淹ʪ凤阳：五月淫雨八昼
夜，淮水冲临淮城，东北仅露垛口，南
西两隅如小洲，官廨ʩ学舍民居尽为
淹没，四乡禾麦淹损十之八九ʪ

据 学 者 统 计 ，乾 隆 四十六年
（1781年）至咸丰五年（1855年），怀远
发生水灾27次，旱灾7次，蝗灾2次，75
年间灾害次数达到36次；而五河县竟
达到51次，其中蝗灾2次，旱灾8次，水
灾达41次ʪ同期，淮河中下游与长江
下游未受灾的正常年份分别是30年
和48年，淮河受灾年数ʩ旱涝灾情程
度均高于长江下游地区ʪ

另有资料统计，1736年至1911年
的175年间，皖北地区洪涝灾年达到
160年，不少年份水灾特别是涝灾连
续发生 ，Ž十年 倒 有 九 年荒ž言之
不虚ʪ

元明清三代，治淮的重点都是保
运河Ž漕运ž，大修黄河北堤，以防黄
河向北决口，影响京杭运河安全ʪ放
任黄河南泛的结果，是先后祸害了泗
水ʩ颍河ʩ涡河等东南流向的淮河支
流，淤高了河床，紊乱了水系ʪ

清代沿袭Ž束水攻沙žŽ蓄清ʩ刷
黄ʩ济运ž的治淮方略ʪ对蚌埠来说，
明清治淮，越治越坏ʪ在这样的政策

下，包括蚌埠在内的中游地区始终是
牺牲品ʪ

人口增长 环境恶化

清代蚌埠地区虽普遍穷困，人口
却不少ʪ嘉庆《怀远县志》记载，嘉庆
二十一年（1816年），怀远县时有民户
55799户ʩ口370096人，屯种官家荒地
的屯户18979户ʩ口130850人，合计超
50万人，比1949年仅少2万多人ʪ入清
之后至康乾朝，虽然天灾不断，但是
没有战争人祸，承平日久，人口增长
超过历代ʪ安徽地方志记载：清代人
口增长巅峰期间 ，安徽是仅次于四
川ʩ江苏的全国人口第三大省ʪ

人口增长虽然可为社会增加劳
动力，但也带来极大的社会负担ʪ清
代学者汪士铎评论：Ž人多之害，山顶
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
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
之力穷矣ʪž不断增长的人口与环境
矛盾日益突出，Ž人地之争ž在淮河流
域尤为明显ʪ数据显示，怀远县靠开
荒谋生的屯户人口已接近原住民的
三分之一，毁林开荒ʩ围垦湿地是屯
户主要的谋生手段ʪ光绪《凤阳县志》
载：化陂湖湖广80余顷，常涸，为居民
耕种，仅存三分之一ʪ

人口压力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
黄河夺淮对淮河中下游生态环境的
影响更为巨大，直接后果就是农民赖
以生存的土地劣化ʪ黄泛带来大量的
泥沙覆盖，改变了土壤结构，淮北地
区曾经的沃野良田或成沙礓地，或逐
渐盐碱化，土地变得贫瘠ʪ土地贫瘠
的结果是，即便风调雨顺的年份，农
作物产量也非常低ʪ小麦亩产平均70
斤，仅是其他麦区的一半ʪ

光绪《凤阳县志》称：Ž光绪十年
春，以工代赈，筑濬坝沟，以防水患ʪ
小蚌埠南北河坝施工，共挑土一万三
千方ʪž记录了1884年官府在农闲时
间组织饥民加固淮河大堤的情况ʪ清
政府应对人口压力的策略除了以工
代赈ʩ垦荒造田ʩ改良农业技术ʩ提高
复种指数ʩ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外，还
大面积引进推广玉米ʩ红薯等高产农
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ʪ到乾隆后期，
相对耐旱ʩ耐瘠且产量较高的外来粮
食作物玉米ʩ红薯等，在淮河两岸已
广泛种植，粮食产量有了一定幅度的
增加，支撑了不断膨胀的人口数量ʪ

但沿淮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在半饥
半饱的生存线上波动ʪ

古迹文物 为数不多

不同于上古中古时期，清代蚌埠
地区几乎没有影响全国的事件，经济
文化比前代亦大为逊色，文物遗存乏
善可陈，古迹建筑为数甚少ʪ

沫河口关卡是清代为数不多的
不可移动文物之一ʪ

沫河口关卡位于北淝水入淮口
的西侧 ，现存一栋五开间的平房和
一方撤关记事碑ʪ据碑文记载，光绪
五年（1879年）秋，沫河口突然增设
了这处关卡ʪ此地常发水灾，居民生
活贫困，船只所载仅是口粮土产ʪ设
卡之后不仅对往来商船课税 ，对附
近居民也不放过，极不合理ʪ经当地
士人官吏奏请上司 ，于光绪六年春
撤掉此关，并到长淮口大关，该碑即
告示往来商船经过沫河口不必停
留，应到长淮口报关ʪ

现存关房为五开间，坐北朝南，
屋面用小瓦覆盖，墙体为块石垒砌ʪ
1954年ʩ1991年淮河大水，水位高过
窗台，百年老屋在水中浸泡数月，经
受住了考验ʪ2000年底修缮时，关卡
碑原件存文管所，复制碑镶砌在西山
墙上ʪ

民国时期，这五间房曾作教室；
1950年代后，先后用作淝河闸库房ʩ
砂场食堂ʩ船厂办公室ʩ综合厂工人
宿舍ʩ拉丝厂生产车间ʩ居士住房等，
后被五河县文管所收回，1989年被列
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ʪ

2005年8月，龙亢镇居民在自家
小园地里栽树，挖坑碰到了石头，原
想三下两下把它挖出来，谁知越挖越
大，最后看出是一方石碑ʪ找邻居开
来拖拉机土吊车，将石碑运到涡河大
堤上，并把有文字的一面朝上，让识
家观赏ʪ

该碑长2.3米，宽0.64米，厚0.25
米ʪ碑上部有浅浮雕龙纹，中为楷书
Ž圣旨ž二字ʪ碑正文为竖排Ž旌表节
孝王玉文发妻汤门继女沈孺人 之
碑坊ž，落款为Ž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岁
次癸卯春月 谷正žʪ正文四周环以
回纹ʩ莲花等纹饰ʪ从碑文上看，该碑
是表彰节妇沈孺人所立，沈氏为王玉
文结发之妻 ，生前曾过继给汤姓人
家ʪ立碑时间为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

年，因长期埋藏地下，表面几无风化，
宛如新镌ʪ

嘉庆《怀远县志Ь列女传》，记载
了烈女ʩ节妇327人，其中不少妇女投
缳殉夫，有的守寡几十年ʩ悉心奉养
公婆ʩ抚孤成立ʪ最惨烈ʩ最愚昧的莫
过于Ž割肉疗亲žʪ最早割股啖君的是
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ʪ隋唐以后，Ž割
股ʩ刲肱ž竟莫名其妙成为至孝行为ʪ
父母公婆丈夫病笃ʩ无药可救时，妇
女或割臂ʩ或割腿，旋下一块肉给患
者吃ʪ此种Ž孝行ž令今人毛骨悚然ʪ

水旱频仍 迭遭兵燹

灾害导致沿淮一带农业经济极
不稳定，尤其是洪涝灾害，破坏了农
业生产基础ʪ灾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
产生活方式ʪ就农业生产而言，往往
是Ž靠天收žʪ农民不再勤于耕耘稼
穑，种子一撒，就等着到季收割，不知
道哪天涨水ʩ哪天生蝗，收多少是多
少，反正不够吃ʪ大旱之年，赤地千里
颗粒无收；大水一来，田产房舍付诸
东流ʪŽ相习于糜ʩ群趋于惰ž，赤贫之
家比比皆是，即使有个百把几十亩地
的中产之家，也是长年吃糠咽菜，鹑
衣百结，Ž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
岁之储ʪž

《怀远县志》称清代村民Ž一遇灾
荒，辄鬻子女ʩ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
比皆是ʪž灾荒年月不得不拖家带口
逃往他乡，甚至卖儿卖女以求温饱ʪ
年年受灾年年逃荒，习惯成自然，由
此产生逃荒习俗ʪ即使不受灾，也习
惯性地在冬春农闲时节出外行乞ʪ凤
阳双条鼓ʩ柳琴戏等一些民间曲艺，
就成了挨家挨户Ž唱门子ž乞讨的工
具ʪ民间笑贫不笑乞，到处都是乞丐
村，Ž要饭不算孬，丢掉棍子一般高žʪ

生活无着，无计温饱，一遇造反
机会，立刻揭竿而起ʪ地方志称Ž居则
为民，出则为捻žʪ皖北是清代中期最
穷困的地区，因此也是Ž捻匪ž的Ž匪
巢ž之一，几乎每个县都有捻子起事ʪ
考察这一时期各支捻军的分布图，捻
子最多的地区恰是苏鲁豫皖淮河灾
害最多的地区，这是黄河夺淮衍发的
重大社会灾难ʪ

清军与捻军ʩ太平天国在蚌埠地
区连续数年的征战，给社会经济ʩ民
众生活造成巨大打击ʪ

史料记载：清咸丰三年（1853年）
四月初一，太平天国靖湖侯林凤祥率
军北伐，八日进入安徽，九日占滁州，
十日占临淮关，二十一日克凤阳ʪ多
路清军赶往凤阳会剿 ，双方多次交
战ʪ二十五日太平军占怀远，后弃城，
北上进入河南ʪ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捻军首
领张乐行等率军经正阳关攻占怀远
县城，五月一日，经蚌埠围攻临淮关ʩ
凤阳府，旋克，此时淮南ʩ淮北大部地
区都为捻军控制ʪ咸丰九年六月，捻
军主力调赴淮南，怀远空虚ʪ清军乘
机布水陆重兵进攻怀远，淮南捻军驰
救，被清军阻击ʪ十四日，怀远失守ʪ
张乐行率余部南去定远ʪ

从史料看，清军与捻军等多次在
凤ʩ临ʩ怀ʩ五一带拉锯作战，给当地
民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伤害ʪ农民军
只要是弃城而走，往往是一把大火，
焚掠一空ʪ官军则不分良莠ʩ滥杀冒
功ʪ《安徽人口志》记载，清咸丰二年

（1852年），全省人口达3765万ʪ太平
天国ʩ捻军失败后，又经大疫，40年间
全省人口净减1700余万！

在刀兵战火中，蚌埠集焚掠殆
尽，一蹶不振ʪ

清代中后期，外国势力开始向境
内渗透ʪ顺治六年（1649年），德国传
教士汤若望来五河传教ʩ建天主堂ʪ
五河为天主教最早传入安徽之地ʪ康
熙年间，比利时ʩ法国传教士先后在
五河传教，影响渐大ʪ清光绪十九年

（1893年）秋，怀远成为美国圣经会皖
北教会中心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怀远县城西门
岗一带建含美学堂ʩ民望医院ʩ民康
医院 ，中西合璧的古建筑群保存至
今，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ʪ

尽管唐宋以后蚌埠地区的经济
地位不再辉煌，但是文化传统仍在顽
强延续ʪ淮夷信俗ʩ道家思想ʩ楚国遗
风ʩ汉唐遗韵，都深深印刻在蚌埠地
区的历史和现实中ʪ伴随着津浦铁路
响亮的汽笛，滚滚车轮为蚌埠历史揭
开了崭新的一页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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