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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世纶（

1659

年
～1722

年），清
末著名爱国将领施琅之子， 祖籍光
州固始（今固始县），历任湖南布政
使、顺天府尹兼左副都御史、漕运总
督。为官三十八年，以清廉著称。康
熙二十八年（

1689

），康熙南巡，知其
赫然政绩，当即擢升扬州知府，钦赐
“天下第一清官”。

“一文亭”：清康熙年间，施世纶
时任江宁知府，父母先后去世。江宁
百姓对施世纶十分爱戴， 坚持为其
服孝，每人捐出一文钱，集资在江宁
府衙前，一左一右修建了两座“一文
亭”，以示颂其德，世人传为佳话。

《施公案》：《施公案》是我国清

代著名的侠义公案小说，“施公”的
原型就是施世纶。“施公”急公好义、

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体贴下民，成
为同类演义小说中的名角， 以致达
到百姓家喻户晓、 人人喜爱的神化
程度。

小说从施仕纶作扬州府江都县
令写起，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

所作之事，不外“审案”和“剿寇”。故
事曲折，断案之外，又有私访遇险之
事。书中大小十余案，表现了维护忠
孝节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明显倾
向。

（据《信阳红廉文化苑·大别风
骨篇》）

“清朝第一清官”

施世纶

� � � � 1988

年，解放路的一座颇具中西合璧风
格的小楼。

（中国摄影家学会会员张一帆提供）

老照片

苏东坡说：淮南茶，信阳第一
� � � �

宋代，信阳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成倍增长，产量仅
次于四川成都和江南的东西路，制茶技术也超过历代。

据清乾隆《光山县志》载：“在宋时，光州所产片茶，有东
首、浅山、薄侧等名，又于光山、固始等地置茶场，则昔时
亦产茶处也。 今县境不甚产茶，惟连康山有之，然品味
不及闽吴远甚。 ”

据茶叶专家黄执优在《中国名茶·信阳毛尖古今谈·
茶叶经营》一书中介绍道： “宋王朝大力推行榷茶制度。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即
977

年，在蕲、黄、卢、舒、光（光
山、潢川、商城、固始一带）

6

州设立
13

个山场（茶场），

官买官卖。 ”光州茶场在宋时每年收茶三十多万斤，卖
钱一万二千多贯……光山茶，品味俱佳。 另据北宋沈括
《梦溪笔谈》记载，当时光山、商城、子安三个茶场，年产
茶

101

万斤。茶叶的制作比唐代更为精湛，茶具也更为
讲究，进贡茶叶的主要品种是散茶，包装一般都与龙凤
相连。 《宋史·食货志》载：当时进贡的“散茶出淮南，有

龙溪、雨前、雨后之类。”一些名茶产地建立了贡御茶园。

皇家饮茶更讲究茶道，宋徽宗还亲自著述《大观茶论》，

文臣武将有功者以得到皇帝赐茶为荣。信阳茶叶生产再
度出现繁荣局面。

《续茶经·茶之煮》载：“予（苏东坡）顷自汴入淮、泛
江峡归蜀，饮江水盖弥年。 既至，觉井水腥涩，百余日然
后安之。以此知江水甘于井水也，审矣。今来岭外，自扬
子始饮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驶，水益甘，则又知南江
贤于北江也。”另据《重修信阳县志》（卷十二·食货·食货
三）货类载：“茶：唐《地理志》义阳贡品有茶。苏东坡谓淮
南茶，信阳第一。 ”《信阳县志》也有类似记载。这说明苏
东坡不仅到过信阳，而且对信阳茶、信阳水、信阳饮食应
该比较熟悉。

信阳在唐代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产茶区，信阳茶被列
为贡品；在宋代，已有规模较大的茶场并且实行官买官
卖制。 此后信阳茶进入相对缓慢发展阶段。 （浩石）

厚重信阳的历史镜头

汉武帝时期
开凿鸿隙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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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隙陂是位于今淮河干流东汝河与南汝河之间
的今河南省正阳县和息县一带的古代大型蓄水灌溉
工程，一说位于今息县包信集以下闾河两岸。 据《水
经注》记载，陂水自淮河分出，经鸿隙陂蓄积调节后，

与淮河支流慎水上的各小陂塘汇合，再回归淮河。始
建时间不详。西汉永始至元延年间（公元前

16～

前
9

）

丞相翟方进因这一带洪涝成灾， 废毁了这一蓄水设
施。西汉末年大旱，百姓要求恢复鸿隙陂。东汉建武
十八年（公元

42

），许扬为汝南都水掾主持恢复鸿隙
陂，几年间修成堤塘

400

多里，周围有田数千顷，灌
溉得以恢复和发展， 并连年丰收， 并且可以种植水
稻，汝南郡成了当时富饶天下的鱼米之乡。北魏时鸿
隙陂还存在，隋唐以后不见记载。

汉成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君主， 他常常与私奴
出长安城到处游逛，斗鸡走马，无所不为，甚至闯到
老百姓家强奸民女； 还用大量金钱营造什么“霄游
宫”等供自己享乐。 为自己修墓，大兴徭役，重增赋
税，据说取土东山，与谷同价，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
尽。 因此鸿隙陂也因无钱而失修，多次酿成水灾，房
屋倒坍和人民死亡不断发生。灾情传到朝廷，当时汝
南上蔡人翟方进任丞相， 他和御史大夫孔光派掾属
视察鸿隙陂灾情。 孔光经过考察认为：掘开堤坝，放
掉积水，有三项好处：一无水患之忧，二省堤防之费，

三可得到大片肥沃的土地。于是翟方进启奏汉成帝，

罢毁了鸿隙坡。 这实际上是朝政无能的表现。

鸿隙陂的平毁，使周围的水田失去灌溉之利，变
成了靠天等雨的旱地，无法种稻，只好改种耐旱的豆
类作物。王莽时，连年大旱，人们思念鸿隙陂之利，呼
吁重新修复。当时汝南郡有一首童谣：“毁陂谁？翟子
威
(

翟方进号子威
)

，饴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陈当
复。谁云者？两黄鹄。 ”童谣说，因为翟方进平毁了鸿
隙坡，我们不得不吃豆类，喝芋魁汤。 鸿隙陂应该修
复。 但是，毁陂容易修复难，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
中，统治者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修陂？

东汉初，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始兴修水利，

因此，修复湮废的陂塘也被提上日程。公元
37

年，南
阳人邓晨任汝南太守，举荐水利专家许杨为都水掾，

主持修复鸿隙陂工程，当地百姓在许杨的指导下，因
地势的高低，起塘

400

多里，数年才完工。 这坐湮废
五、六十年的灌溉工程的恢复，使百姓得到了好处，

他们对此感恩不尽。 从此，便利的水利灌溉，宜植稻
麦，历史上素号“财府”，使汝南郡息县一带更加富
裕，恢复了“鱼米之乡”美誉，使这里成为中原地区最
重要的钱粮供应基地之一。

和帝永元年间，何尚担任汝南太守，又在鸿隙陂
的灌溉区修复了�阳旧渠

(

今新蔡北
)

， 新垦水田
3

万余顷。 灵帝中平年间，鸿隙陂等坡塘年年决口，每
年堤防费平均

3000

多万，当时的汝南太守鲍昱引导
百姓修渠筑池。 完工后陂水常年充足， 灌田数量倍
增，人民殷富。之后，鸿隙陂又延续了数百年，大约在
唐德宗建中年间至宪宗元年才彻底堙废。

鸿隙陂作为两汉时代的著名水利工程， 凝聚了
汝南郡百姓辛勤的汗水和智慧。它的修建，对当时汝
南郡农业的发展及西汉经济的繁荣曾起到了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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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陂与广丰陂，两个名称实指一个工
程。 位置在今息县包信镇附近偏下的闾河
上，灌溉面积近

5

万亩，效益跨新蔡、息县
2

县。 （据《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信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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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都是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