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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迄今为止，我市史志界对有关清
代蚌埠地域行政机构名称与内涵的研
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ʪ

1 ʩŽ三县司ž之说ʪ反映这一
观点的代表性著作，是 1995 年由蚌埠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ʩ方志出版
社出版的《蚌埠市志》，在该书Ž建
置沿革ž一节中，有如下记述：Ž清
代同治二年（ 1863 ），划凤阳县马村
沟以西ʩ怀远县席家沟以东ʩ灵璧县
后楼一块属蚌埠，并首设独立行政机
构三县司，脱离凤阳ʩ怀远ʩ灵璧三
县，直属凤阳府；民国元年，蚌埠三
县司废ž（载该书第 65 页）ʪ

2 ʩ凤阳县驻蚌Ž主簿署ž在
先ʩŽ三县司ž居后之说ʪ 2020 年，
本市学者冯淮南先生依据清代《嘉庆
重修一统志》中有关记载，论证了同
治二年之前，蚌埠地域还存在凤阳县
主簿驻此治理的状况，并由此得出了
Ž主簿署（衙）ž才是当地最早行政
机构的结论，将清代蚌埠行政机构存
在 时 间 向 前 推 至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 1789 ）；冯淮南之文还以 1863 年
为界，认为在此之前为凤阳县主簿
（署）驻蚌治理阶段，之后至清廷覆
灭则为Ž三县司（三衙司）ž治理阶
段（参见蚌埠日报 2020 年 4 月 27 日
A5 版，冯淮南：《蚌埠最早的地方行
政机构ŸŸ蚌埠主簿衙和三衙司的设
立及沿革》）ʪ

3 ʩ仅存在凤阳县驻蚌Ž主簿
署ž之说ʪ 2024 年 1 月 30 日ʩ 4 月
26 日，笔者依据近年来新挖掘史料，
先后在蚌埠日报Ž小南山ž版上发表
了 《 地 跨 凤 阳 灵 璧 之境的 治 理抉
择ŸŸ清代凤阳县主簿移驻蚌埠集始
末》《Ž闲曹ž官员权力受限的显
例ŸŸ清末凤阳县驻蚌主簿祖廷恩涉
讼被撤职事件》两文，就清代凤阳府
授权凤阳县派出主簿移驻蚌埠集，对
淮河南北大ʩ小蚌埠实行统一治理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论证了凤阳县
主簿署对蚌埠地域的行政治理从乾隆
五十四年（ 1789 ）开始，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直存在的史实ʪ

上述 3 说究竟哪一种更接近历史
真相？以下是笔者通过近期进一步研
读史料后得出的浅见ʪ

二

按照一般常理推断，既然蚌埠地
域行政机构Ž三县司ž在清代同治年
间至清廷覆灭前存在过，那么，相应
须有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史料来印
证；既然这一机构是直属于凤阳府，
那么，在与当时凤阳府相关的史志文
献中也应有所反映ʪ但由于 1995 年版
《蚌埠市志》在记述Ž三县司ž时未
注史料出处，所以笔者在不能Ž按图
索骥ž的情况下，主要依据中国科学
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
目录》（中华书局 1985 年版）所收录
的有关现存安徽省方志文献，查阅了
清同治初年（ 1 8 6 2 ）至宣统三年
（ 1911 ）间形成的最具代表性 3 部文
献ŸŸ《光绪凤阳府志》《光绪重修
安徽通志》《光绪凤阳县续志》，来
一探究竟：

1ʩ先看《光绪凤阳府志》ʪ有清一
代，官修凤阳府志有两部：一为康熙二
十三年（ 1684）印行的《凤阳府志》（简
称《康熙凤阳府志》）四十卷，由知府耿
继志主编；一为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印行的《凤阳府志》（简称《光绪凤阳府
志》）二十一卷，由知府冯煦主编ʪ根据
1995 年版《蚌埠市志》记述，直属凤阳
府的Ž三县司ž设于同治二年（ 1863），
废于Ž民国ž元年（ 1912），而《光绪凤阳
府志》收录资料ʩ记载时间范围为清初
顺治元年（ 1 6 4 4 ）至光绪二十七年

（ 1901），同治ʩ光绪两朝有关史实皆有
记载ʪ然而，笔者查阅全书，特别是记
载清代历朝凤阳府属在册各级官员（九
品以上ʩ以下者均载入）姓名ʩ籍贯ʩ简
历ʩ任职时间的Ž秩官表ž，均未发现有
关直属凤阳府的Ž三县司ž任何记载；而
与 之 有 关 联 的 ，只 有 乾 隆 二十年

（1755）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间历任
凤阳县主簿官员和移驻蚌埠集的记载，

（参见该书卷六）ʪ
2ʩ再看《光绪重修安徽通志》ʪ清

代安徽官修全省通志也有两部，一为
《道光安徽通志》ʩ一为《光绪重修安徽
通志》，前者为道光九年（1829）成书，
陶澍ʩ邓廷桢修，二百七十卷；后者
为光绪三年（ 1877 ）成书，吴坤修等
修，三百五十卷ʩ补遗十卷，书中增
入了咸丰ʩ同治年间的记载ʪ按照
Ž三县司ž存在的时间段，这一机构
或官员也应在《光绪重修安徽通志》

中有所反映ʪ然而，笔者查阅此书特
别是其中记载安徽全省官员的Ž职官
志ž，并未发现凤阳府属下有过治理
蚌埠地域的Ž三县司ž记载，而只有
凤阳县主簿于乾隆年间始移蚌埠集的
记录(参见该书卷一百十二)；Ž舆地
志ž中所载全省府州县各级官署的办
公驻地，也没有Ž三县司ž踪迹，倒
是有Ž蚌埠主簿署在（凤阳）县西北
五十里 ž 记 录 （ 参 见 该书卷三十
八）ʪ

3ʩ最后看《光绪凤阳县续志》ʪ清
代官修凤阳县志也有两部，一为《乾隆
凤阳县志》，一为《光绪凤阳县续志》（也
称《光绪凤阳县志》），前者为乾隆四十
年（ 1775）印行，由时任知县于万培纂
修，十六卷首一卷；后者为光绪十三年

（ 1887）印行ʩ由卸任知县谢永泰等编
纂，十六卷首一卷，记录了乾隆四十年
以后，历经嘉庆ʩ道光ʩ咸丰ʩ同治各朝，
直至光绪十二年（1886）间凤阳县的有
关史实ʪ但经笔者查阅《光绪凤阳县续
志》，特别是其中有关记载职官ʩ公署的
Ž经制志ž部分，也没有任何关于Ž三县
司ž记录，而只有凤阳县主簿自乾隆年
间至光绪年间驻蚌埠集ʩ主簿署办公具
体位置在Ž蚌埠河北（小蚌埠）ž的表述

（参见《光绪凤阳县续志》卷五ʩ卷六）ʪ
以上是查阅清同治初年至宣统年

间形成的《光绪凤阳府志》等 3 部地
方史志文献结果ʪ此外，笔者还逐日
查阅了清末宣统年间（ 1909-1911 ）
出版的上海《申报》，发现其中有多
篇涉及凤阳县驻蚌主簿的报道，而无
当时蚌埠存在Ž三县司ž的记录；并
查阅了清末民初刘锦藻撰《皇朝续文
献通考》及民国时期撰修的《清史
稿》等文献，均未见有关Ž三县司ž
的记录，只发现《皇朝续文献通考》
卷三百十三有Ž（凤阳）府治西北之
蚌埠为水陆要津žʩ《清史稿》卷六
十六中有凤阳县驻蚌埠主簿的记载ʪ
因此，仅就清代文献这一角度看，
Ž 三 县 司 ž 的 存 在 缺 乏具体史料
依据ʪ

三

既然Ž三县司ž之说并无清代史
料印证，那么在接下来的民国时期是
否有出版物涉及此说呢？笔者通过查
阅相关史料，发现Ž民国ž二十六年
（ 1937 ）年在蚌埠出版的《皖北时
报》Ž本报特写ž专栏上，署名Ž则
鸣ž的作者以《二十六年来蚌埠社会

之回顾》为题，连续在该报发表了百
余篇（每期 1 篇）全面回顾蚌埠自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至 1937 年全面抗
战前夕社会状况的系列文章ʪ在该系
列文章第 42 篇Ž关于蚌埠早期行政ž
有如下记述：

Ž蚌埠地域，介乎凤阳ʩ怀远ʩ
灵璧三县间，县界既不易分，而民间
一切事件尤难于处理ʪ津浦路未完成
前，蚌埠最高之行政机关，为小蚌埠
之县司，系由凤ʩ怀ʩ灵三县，会委
一从五品以下之佐继，常川驻蚌（淮
河北），处理民间纠纷，曩有司法ʩ
行政两权ƀƀ迨至民国成立，此种三
县司之制度，当无存在之余地ž（引
自《皖北时报》 1937 年 5 月 16 日，
见图一）ʪ

上文是笔者所能见到的最早有关
Ž三县司ž记载ʪ对照前引清代文献
有关记述及清代官制，笔者认为，民
国时期《皖北时报》这段有关清代蚌
埠行政机构的叙述与当时实际至少有
两个明显差异：其一，清代在小蚌埠
之域设置的官署仅有当时对淮河南北
大ʩ小蚌埠实施统一治理的凤阳县驻
蚌埠主簿署，而无其他，Ž小蚌埠之
县司žŽ三县司ž之称很可能是当地
民间对主簿署的俗称或讹传；其二，
清代官员任用方式繁杂，九品以上文
官（县主簿为正九品）一般先由吏部
铨选，获得任职资格后，再按一定程
序正式任命官职，不存在几个相邻县
经会商后委派官员到任履职的可能性
（参见李孔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
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78-282 页）ʪ但正是此段并非严谨
的叙述，却成了若干年后出现的相关
文章主要依据ʪ

四

1982 年，在蚌埠市志办ʩ市政协
文史委员会编撰的不定期刊物《蚌埠
古今》上，刊载了当地史志工作者撰
写的《谈古论今话珠城》一文，内有
如下叙述：

Ž当年淮河北的小蚌埠，正街属
于凤阳，出正街往西归怀远，向东则
为灵璧所辖，有鸡鸣狗叫听三县之
说 ；为便于治安管理，清末，凤ʩ
怀ʩ灵在这里联合组织了一个行政管
理机构ŸŸ三县司；寿州镇台衙门派
了一个小小的武官Ż副爷ż，带领十
多名兵丁在此驻守；这就是蚌埠当时
的军事ʩ政治中心ƀƀ此时蚌埠的辖

区，东到马村沟，西到席家沟，南至
戴家塘，北至小蚌埠ž（见图二ʪ该
文亦被收入《安徽文史资料全书Ь蚌埠
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ʪ

对照Ž民国ž时期《皖北时报》
则鸣文章《二十六年来蚌埠社会之回
顾》（简称前文），可以看出，《谈
古论今话珠城》（简称后文）有关清
末蚌埠行政机构表述，基本上是依照
前文中有关部分ʪ不同的是前文中有
Ž小蚌埠县司žŽ三县司ž两种表
述，而后文仅保留Ž三县司ž一种；
前 文 称 之 为 Ž 蚌 埠 最 高 之 行 政 机
关ž，后文则表述为Ž蚌埠当时的军
事ʩ政治中心ž；前文无驻兵防守的
记述，而后文则增加了Ž寿州镇台派
了一武官副爷带领十多名兵丁在此驻
守ž的内容ʪ以笔者所见，这是 1949
年之后，首次提及有关清末蚌埠行政
机构的文章，由此也成为 1980 年代以
来有关Ž三县司ž之说的滥觞ʪ

1985 年，由蚌埠市地名委员会编
印的《安徽省蚌埠市地名录》有关蚌
埠早期行政机构记载，基本上沿袭了
《谈古论今话珠城》的说法：Ž明设
凤阳府后，直至清末（蚌埠）皆为凤
阳边陲小集镇；为便于治安管理，清
末，凤ʩ怀ʩ灵在这里联合组织了一
个行政管理机构ŸŸ三县司；寿州镇
台 衙 门 派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武 官 Ż 副
爷ż，带领四名衙役，在此驻守ž
（载该书第 4 页）ʪ不同的是，驻守
于此的Ž十多名兵丁ž更为Ž四名衙
役žʪ

1992 年，由蚌埠市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委员会编印的《蚌埠市城市建设
志》则记述：Ž公元 1863 年（清同治
二年）ƀƀ为便于治安管理，凤阳府
衙便决定划凤阳县马村沟以西一块ʩ
灵璧县后楼一块ʩ怀远县席家沟以东
包括河北岸的正街一块，拼凑一方，
在淮河北小蚌埠正街原凤阳县主簿衙
署设立Ż三衙司ż一所，脱离三县管
辖，直属凤阳府衙；并从寿州镇台衙
门调派一名低于七品县令的武官，带
领四名衙役，来蚌就任，为蚌埠一方
之行政长官，专管蚌埠一方行政治安
之事，直至辛亥革命胜利ž（载该书
第 3 页）ʪ在这里，该书摒弃了先前
有关Ž三县司ž为凤阳ʩ怀远ʩ灵璧
三县联合组织之说，表述为由凤阳府
衙决定设置并直辖之，而且由凤阳府
直接划出蚌埠地界，脱离三县管辖ʪ
至此，Ž三县司ž之说具体内容已基
本定型 ，并成为时隔 3 年后出版的
《蚌埠市志》有关内容蓝本ʪ

1995 年，随着《蚌埠市志》的正
式出版，Ž三县司ž之说也成为有关
蚌埠早期行政机构表述的主流话语，
并形成相应的语言环境ʪ

五

通过对清代蚌埠地域行政机构名
称 与 内 涵 的 考 察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结论：

1ʩŽ三县司ž之说系指清代同治二
年（1863）至宣统三年（1911），蚌埠地
域由凤阳府委派的Ž三县司ž（机构或官
员）进行治理，但这一说法在清代文献
中缺乏具体依据；而在清代文献中有明
确记载的是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直
至清廷覆亡前夕，对淮河南北大ʩ小蚌
埠地域实行统一治理的行政机构（官
员），是经凤阳府授权ʩ由凤阳县派出的
驻蚌埠主簿署ʪ

2 ʩ之所以出现Ž三县司ž之说，最
初是民国时期《皖北时报》作者在撰写
有关回顾蚌埠历史系列文章时，将清代
存在的驻小蚌埠之域的凤阳县主簿署
记为Ž小蚌埠县司ž，将清代凤阳府授权
凤阳县派出主簿对地处凤阳ʩ灵璧ʩ怀
远三县边缘地带的蚌埠地域实行治理
的方式，记为经由三县会商后委派官员
对其地实施治理的Ž三县司制度ž；到了
1949 年之后，特别在 1980 年代编史修
志过程中，以民国时期这篇文章作为主
要 依据 ，而 逐 渐 形 成 Ž 三 县 司 ž
之说ʪ

3ʩŽ三县司ž之说能够成为当时我
市史志界主流话语，主因是 1980 年代
开始的编史修志，最初可见历史资料非
常匮乏，查找史志文献极为困难，只能
根据寻觅到的资料来立论；由于所依据
的并非清代文献等第一手资料，很可能
就会出现与实际不符的现象ʪ在编史
修志的初始阶段，上述现象出现是很
难避免的ʪ但是，随着 1990 年代以来
我国古籍整理事业整体推进，许多过
去难以寻觅的历史文献得以重见天
日，使查阅与蚌埠早期行政机构等有
关材料变得不再困难ʪ在这种形势
下，依据新挖掘可靠史料，来重新审
视有关清代蚌埠地域行政机构的名称
与内涵，就成为必要和可能ʪ

三县司的由来及语境形成
üü清代蚌埠地域行政机构名称与内涵探析

ǃ辛 建 文/图

不得不说，董静女士《城市农夫的
四季》一书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满满的生
活情趣和浓郁的泥土气息ʪ60 多平方
米的露天平台，百余盆花花草草，心心
念念的种植情节，菜地里生长出来的文
字，构成了这本散文集的叶片和脉络ʪ

董静女士的先生许辉是著名作家，
长期受到良好的家庭艺术氛围渲染，因
家中阳台的小园和花花草草与文字结
缘，她想把种植的快乐和收获的喜悦分
享出来ʪ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
如好之者ʪ无论是种植还是写作，董静
女士都是心生欢喜无限爱好并喜欢的ʪ
栽花种草之余开始大量阅读，记笔记，
她心思细腻，用心观察，积累大量写作
素材，创作源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
出，文字纯净凝练，没有半个缀字ʪ家
人在侧，灯火可亲，凡俗烟火里的朝朝
暮暮与点点滴滴，可以说是生活为文学
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与素材，文
学点亮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与生活ʪ

有的时候耕耘并不是为了收获，种
植的是一种心情，或者说种植的过程本
身就是一种治愈ʪ放下所有的牵绊，宠
辱皆忘，在小园中无欲无求地种植ʩ打
理ʩ收获，品味生活的情趣与滋味，一切
超然物外，不生妄念，便是最好的人生ʪ

本书以《城市农夫的四季》为书名，
以四季瓜果菜蔬为封面背景，基调明快
纯净ʪ在扉页，我看到了柚子花的惊艳
样貌，看到了夜来香的伞房式聚伞花
序，也了解到金银花分为紫脉金银花和
绿脉金银花，茄子和橘柚是可以间作套
种繁茂共生的，种在阳台上的冬瓜是可
以长到 19 斤重的ʪ在书中，我更看到
了那跃然纸上，满满丰收的喜悦，水灵
灵的红萝卜ʩ顶花带刺的嫩黄瓜ʩ绿油
油的莴笋ʩ红艳艳的山楂ʩ缀满枝头的
枇杷，挨挨挤挤的生姜块茎，这是精神
和物质的双重丰收ʪ在她的笔下，我看
到了细细碎碎劳动的快乐和沉浸其中
感悟生活以及丰收的喜悦，品读到了在
园中遇见小螳螂，那园子里的乌龟ʩ蚯
蚓和蜗牛在不为人知的动物世界和董
静女士的诗意花园中另有一番天地和
乾坤，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人与动物的
各种奇遇ʪ其情其景，妙趣横生ʪ人心
向好，众生皆然ʪ

文学创作是我手写我心，如作家许
辉所言：你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
样的创造ʪ不错的，人生在世，你遇到
什么样的人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就会
有什么样的心境和情思ʪ在《城市农夫
的四季》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爱情和生
活本该有的样子，看到了琴瑟和鸣岁月

静好双向奔赴的美满姻缘和世人羡慕
的神仙眷侣生活ʪ用心，用情，用汗水
和细细密密的心情日记打造的诗意田
园生活，是多少现代都市人所梦寐以求
的ʪ每个女性的心里都有一个百草园，
在这里，我们栽花种草，放逐所有的负
累ʪ每个女孩子的心里也都有着一个
关于爱情和人生的公主梦，渴望得遇良
人，一生一世被包容ʩ被呵护ʩ被宠爱ʩ
被塑造ʪ与之相比，反观自己的文字一
方面隐含着自己率真烂漫ʩ满心芬芳的
本性，我爱花花草草ʩ爱漂亮ʩ爱美丽ʩ
爱夏天的连衣裙ʩ爱自由的风ʩ渴望幸福
甜蜜浪漫诗意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是生
活的水深火热ʩ支离破碎和无可奈何，这
一对矛盾体让我的笔触细腻，感悟深刻，
有时候笔下是富有生活情趣ʩ生机盎然
的春天，有时候是千帆过尽的沧桑ʪ感
觉无路可走陷入迷惘的时候，我便去小
花园里播种ʩ耕耘，感受万物生长的生生
不息，体验祖辈挥汗如雨的艰辛，感受土
地的接纳与包容ʩ救赎与新生ʪ有的时
候，我也去自己喜欢的龙子湖或者淮河
岸边，一任晚风劲吹，我可以一个人默默
地哭泣，再任由风去吹干它，没有人看见
我流泪的眼睛，我的心事逃得过所有认
识的人群，哭过，笑过，累过，伤过，痛过，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再重拾面对生活的心情和勇气ʪ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
人，他们曾深深地感动过我们，也狠狠
地刺痛过我们，凡此种种，皆是生活ʪ
有间有味是清欢，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百草园，里面蔬菜品类多多，果
树花繁叶茂ʪ在这里我们栽花种草，怡
情，养心，疗愈ʪ

文学与生活
üü读董静散文集《城市农夫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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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皖北时报》1937 年 5 月 16 日刊载的署名Ā则鸣ā系列文章《二十六年来
蚌埠社会之回顾》之第四十二篇Ǒ

图二：1982 年编印《蚌埠古今》刊载的《谈古论今话珠城》一文中有关Ā三县司ā
的内容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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