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设立的淮沈项分县
倪胜章

清代设在槐店的淮沈项分县， 是把淮宁 （淮
阳）、沈丘、项城三县合起来新建的一个县，俗称小
县，有近百年的历史，确切地说是 98 年。

槐店分县及县丞

淮沈项分县是由当时的陈州知府李振翥禀

请上宪设立的 ，于嘉庆十八年 （1813 年 ）准请 。 宣
统 《项城县志 》、民国 5 年 《淮阳县志 》、民国 22
年 《淮阳县志 》对槐店分县都有记载 ，沈丘县此
时未修志 ，无载 。

在槐店建置分县的缘由， 主要是政府为了加
强这一带的河防治安， 保障航运畅通和过往客商
的生命财产安全。 槐店处于淮宁、沈丘、项城三县
边隅 ，虽是水运重镇 ，可社会秩序混乱 ，营商环境
恶劣。槐店当时是三县共管，民国 5 年《淮阳县志》
载：“槐店者， 豫东南乡聚也。 毗连邻省、 错界三
邑，距城迢远，向无专官。 丞为新设缺，称艰剧。 ”
当时陈州府境内， 沈项交界的新兴集社会状况也
是如此。故而设立了淮沈项槐店、沈项新兴集两个
分县。

分县的行政长官为八品县丞 。 《辞海 》： “县

丞，官名。 始于战国，秦汉沿之，典文书及仓狱，为
县令辅佐，历代所置略同。 清代县丞为八品官。 ”
实际上县丞是辅佐县令的 ，算是二把手 ，主政分
县应该是特例。 据宣统《项城县志》秩官表“县丞”
条 ：“明正统以前无考 ，嘉靖间裁革 。 国朝嘉庆复
设。 一在新兴集，分辖项、沈边境；一在槐店集，分
辖项、沈、淮边境。 ”民国 22 年《淮阳县志》载：“二
十一年 （1816 年 ）奉礼部咨将淮宁县县丞移驻新
兴集 ，改为沈 、项二县分防县丞 ；太康县县丞 ，移
驻槐店 ，改为淮 、沈 、项三县分防县丞 。 ” 也就是
说 ，设立分县之初 ，与沈丘 、项城无行政关联的淮
宁县的县丞 ，去管理沈项分县 ，与淮 、沈 、项三县
无行政关联的太康县的县丞则被派来管理槐店

分县。
对比宣统 《项城县志 》、民国 《淮阳县志 》统

计的槐店分县县丞任职表 ，宣统 《项城县志 》记
载的较详细 ， 如县丞是在新兴集任职或是在槐
店上任 ，分列得很清楚 。 相比之下 ，《淮阳县志 》
县丞任职记载较笼统 ，没有分类 ，辨别不出是在
县署任职的县丞还是在分县衙署任职的县丞 。
从表中可以看出 ，宣统 《项城县志 》、民国 《淮阳
县志 》 对县丞的记录也不完全相同 ， 如个别名
字 、籍贯 、上任时间不一致等 。 淮沈项分县自嘉
庆十八年设立 ，一直到 1911 年清朝灭亡 ，先后有
29 位县丞在槐店主政 ，其中嘉庆年间 2 位 （王庆
澜实际履职于道光年间 ）、道光年间 11 位 、咸丰
年间 4 位 、同治年间 4 位 、光绪年间 6 位 、宣统
年间 2 位 ，历经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
统 6 位皇帝 ，在历史上存在了 98 年 。

饬溜夫增设新县

府县严惩溜夫水霸 。嘉庆年间 ，在沙河槐店
鸡心滩 、小顶寺及淮阳方家滩一段 ，当地溜夫
中出现了一群 “水霸 ” ， 时常拦坝勒索过往客
船 ，漫天要价 ，时间一长 ，引发来往客商的极大
不满 ，为此安徽太湖县监生赵义先等 ，到陈州府
控告窦万仓等讹索客船 。 时任陈州府知府的李
振翥获悉后 ，责成淮宁 、项城二县县令弄清事
情原委 ，并为此专门制定了水运章程 ，明确专
人管理河道水运秩序 ， 要求溜夫做到有规可
依 、违规必究 。

为加强三县边地的行政管理 ，知府李振翥奏
请上宪 ，建置新县 。 宣统 《项城县志 》卷六 《河渠
志 》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详细记载 ，由人称 “陈郡
七子 ”“项县三杰 ”的窦书成撰文 。窦书成字西田 ，
号画村 ，出生于道光二年 （1822 年 ），己亥拔贡 ，
是清代槐店人 。 窦书成善诗文 ，喜收藏 ，有诗集
《乐素轩诗稿 》传世 ，是誉贯陈州府的文化大家 。
窦书成的后人窦安生现供职于沈丘县美术馆 ，在
玉文化园创办了 “画村斋 ”画室 。“画村斋 ”就是以
窦书成名号窦画村命名 ，以示窦氏后人不忘传承
先祖文脉 。

同治年间 ，类似不法行为再度上演 。 同治八
年 （1869 年 ）四月 ，江南省太湖县监生胡茂林向
陈州府地方禀呈溜夫勒索过往客船之事 ，淮沈项
分县县丞孙茂悟依照嘉庆年间陈州府知府李振

翥颁布的章程 ，再次发布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告
示 ，并刻告示碑立于小顶寺前 。

敕建槐店王县令专祠。淮沈项分县设立的第十
个年头， 在槐店主政的县丞王庆澜在县署被杀害，
惊动行省及朝廷，可见槐店治安状况混乱至极。

王庆澜 （1778 年~1823 年 ），字裕方 ，号静波 ，
江苏吴县人 。 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 ）出任淮沈
项分县县丞 ，县衙驻槐店 。县署南临奎文街 ，北靠
县府街 ，东至生产南街 （旧称天乙阁 ），西邻大胡
同五福街 。 县衙主体建筑主要在老文化馆 ，中为
大门 、仪门 、亲民堂 、宅门 、忠爱堂 、勤慎堂 ，沿南

北中轴线依次排列 。 吏房 、户房 、礼房 、工房及考
绩 、赋税在东侧 ，兵房 、刑房 、军政 、狱舍 、督捕厅
在西侧 。 医药公司老院则设有文庙 、 文昌宫 、钏
楼 、土地祠 、侯祠 、粮厅 、洪善驿等 。

志载 ，王庆澜为政清廉 ，严惩奸恶 ，为民除
害 。他惩治不良衙卒 ，开除违法的衙役刘三轩 。刘
三轩怀恨在心 ，勾结东北一伙贩马的人 ，于道光
三年 （1823 年 ）正月二十一日夜 ，将县丞王庆澜
杀害 。 事发后 ，陈州府很快将刘三轩及其同伙逮
捕 ，斩首示众 ，并让这伙人为王庆澜殉葬 ，下令在
槐店建专祠按时祭祀之 。王县令专祠建于道光三
年春 ，位于县署文昌宫 ，坐南朝北 ，临街 ，四柱二
梁 ，面阔三间 ，中塑王庆澜县令坐像 。王庆澜其实
生前并不是县令 ，是死后追封的 。 清制以有大功
德于民者 ，得敕封神号专立祠庙 。 王庆澜属于以
身殉职的亲民之官 ，故得在任职的地方槐店建立
专祠 。民国初 ，专祠废 ，连同县署一并被国民政府
河南省民政厅直辖槐店警察总局占用 。

再现清代 “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 ”告示碑

宣统 《项城县志 》中记载的立于槐店小顶寺
前 “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 ”告示碑早已消失在人
们的视野中 ，碑刻不知所终 ，已被世人遗忘 。 然
而 ，2017 年 7 月 3 日 《周口日报 》刊文 ， “陈列于
市博物馆四展厅之内的清代 ‘严禁溜夫讹索客船
事 ’碑 ，于日前首次与广大观众见面 ”。文章指出 ：
“这通石碑是我市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清代陈州
府及淮沈项分县维持水运秩序 ，确保境内水运畅
通而制订的约定溜夫行为章程的文物 ，对研究周
口漕运史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 ”

碑通高 120 厘米 、宽 40 厘米 ，两面刻 ，均为
阴文馆阁体 。碑的阳面为同治八年四月十六日淮
沈项分县县丞孙茂悟所刊刻的严禁溜夫讹索客

船事告示 ，碑的阴面为附文 ，内容为重刊的嘉庆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陈州知府李振翥制定的

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章程 ， 是对公告内容的重
申 ，两面碑文内容大致相同 ，加起来共有一千多
字 ，均为约束溜夫行为的公告或章程 。 碑首追刻
的有四个大字 ：永垂不朽 。

该碑入藏周口市博物馆还有一段传奇经

历 。 2012 年 10 月 ，周口一经营碑刻的店主段清
海找到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 ，捐献了这通
碑刻 。 “2008 年的夏天 ，在沙河北岸 ，一户李姓
人家因办丧事 ，急需一块墓碑 。 李先生灵机一
动 ，想到了自家大门底下的那块 ‘垫脚石 ’ ，虽
说风吹日晒 ，面目斑驳 ，稍显陈旧 ，但形状大小
颇似一通石碑 ，把它稍加改造 ，磨去原有的碑
文 ，重新翻刻成一通墓碑 ，能省去一些费用 。 就
这样 ，李先生费了好大劲儿把这块 ‘垫脚石 ’连
‘根 ’拔出 ，送到了我在大庆路与建设大道交叉
口中原商贸城开的刻碑店 。 凭自己多年的刻碑
经验 ，我一眼看出这通石碑不凡 。 经仔细观察 ，
发现这通碑的表面虽然有些微磨损 、字迹稍显
模糊 ，但细致观察 ，能发现碑文的落款为清嘉
庆十七年和清同治八年 ， 就没忍心把它毁掉 ，
而是免费为李先生刻了一通新碑 ，把这通年代
久远的旧碑留了下来 。 ”段清海向周建山介绍
了这通碑的来历 。 听说周口市博物馆面向全市
征集古物 ，段清海就第一时间把石碑送交到周
口市博物馆 ，分文未取 。 正是段清海高度的文
物保护意识 ， 才使这通碑刻得以抢救保护下
来 ，也使得今人有幸能够从这通碑刻上了解周
口古漕运历史 。

项城市国学研究者、 文史学者赵海利老师对
此碑很感兴趣，认为该碑刻对研究项城、沈丘历史
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多次赴周口市博物馆抄录、校
对碑文，并对碑文内容加注了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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