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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地区贫困文化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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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皖北地区经历了辉煌而发达的远古和中古时期，但在近千年的自然灾害冲击下，产业发展滞

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反过来，皖北的贫困文化又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

因此在新时期要发展皖北，必须要改造当地的贫困文化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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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官

    由于淮河、长江两大江河的自然走向，安徽自

北向南被分割成皖北、皖中和皖南三大不同地带，

并且在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存

在着明显区别。其中皖北地区跨淮河两岸，包括6

个地级市:阜阳、淮北、毫州、宿州、蚌埠、淮南。2005

年末该地区人口绝对量达2690万人，占全省总数

的44%，然而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才1686亿元、财政

收人63.7亿元、工业总产值1059亿元、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584亿元，分别仅相当于全省的31%、9.7%、

23.2%和33%。这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在全省的份额

与其人口所占比例偏差达11一34个百分点之多，

由此导致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更低。大体来说，该

地区除人均农业总产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6%

外，其他人均经济指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个

百分点以上，而恰恰这个指标反映的是经济落后的

表现。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已经到了在短期内难以

磨平的程度。据测算，皖北地区如果要在“十一五”

内赶上全省平均水平，GDP的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

到16%，即使要保持与全省平均水平的现有差距而

不至于被扩大，经济增长速度也必须在n%以上。

    皖北地区有着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

力:煤炭资源丰富，是全省及华东地区的重要能源

基地。交通便利，该地区每万平方公里拥有铁路237

公里，是全省平均密度的巧倍，并处于大京九、京

沪、欧亚大陆桥等重要线路上。另外皖北地区劳动

力丰富而价格又比较低，农产品种类多、产量大，是
全国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以及烟叶、中药材生产

基地。不难看出，无论是从全省宏观角度还是从当

地来说，皖北地区经济都需要和应该有一个较大的

飞跃。

    对于皖北经济目前的低迷状态，很多人归咎于

历史原因。吴海涛在其博士论文中归纳了皖北衰落

的4大原因:自然灾害频发、水利失修、战争和人口

外迁。1111”诚然，这些都是历史上皖北衰落的原因。但

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战争的根源;淮

河水利委员会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近半个世纪以

来淮河沿岸自然灾害也很少发生;户籍制度的实行

使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变得不可能，在这种背景下，

皖北的经济依旧低迷。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164元)在全国倒数第二，仅高于贵州(2005年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5052元)，低于甘肃、青海、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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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等地区。这就说明，仅仅从物质层面来考察皖

北地区的经济落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综合考虑皖

北的经济生态系统与人文生态系统。

二、皖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变迁

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从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

来看，这时皖北的文化影响力已式微。13娜黄河夺淮

人海以后，皖北地区成为“洪水走廊”，这种状况持

续了700多年，皖北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灾民

意识抬头，逐渐形成皖北地区特有的贫困文化。

    就一般情况而言，人文盛衰，是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性造成的。但人文盛衰，换句话说人的素质的

高低，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皖北之所以落

后，人的整体素质较差就是重要原因，但皖北并不

是一直都是这么落后的。皖北经历了发达而又辉煌

的远古和中古时期、衰败而又贫穷的近古及近代时

期，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变迁之路。

    在远古时代，皖北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尤其

适宜于人类的农耕活动。《尚书》中说，“海带及淮惟

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赋种种”，脚9除雍州以外，淮

北地区是九州中最肥沃的地区。至两汉时期，皖北

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

的地区之一。唐以前，这里是国家的重心地区，“江

_淮熟，天下足”一语道出了这个地区在中国政治与
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

绝非两淮人自夸，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金元时代，皖北农业经济虽有所恢复，但并没
有达到北宋时期的水平。明清时期两淮社会经济有

些方面已达新的高度。但就总体而言，皖北在全国

范围内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地位，逐渐落后于江浙等

地。

    建国后，皖北仍是欠发达地区，被视为我国中

部地区的“谷地”。相对于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江浙地

区、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来说，皖北，是贫穷落

后的代名词。

    从文化上看，皖北地区的文化从先秦的清静无

为转为秦汉的奋发有为又变为南宋以来的贫困文

化。老庄学说主张清净无为，其哲学基础“天人合

一”理论缺乏现实性，实质上是消极避世。《淮南子》

成书于西汉文景之世，兼容并包，融合百家，其主题

表现为从清静无为到积极有为的转化。三国曹氏倡

导“通达”，不拘礼法，崇尚务实。在这期间，皖北地

区人才辈出，皖北文化是皖文化绝对的主流。东晋

王朝建立，长江沿线地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两淮

地区由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长期交战，其皖文化的

重心地位开始丧失。隋唐北宋大一统时期，两淮的

经济、文化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已

三、皖北地区贫困文化的特征

    “贫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最早提出

贫困文化概念并从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是美国社会

学家、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玩wis)。刘

易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于贫民窟、犹太人居

住区、违章住户聚居地等贫困环境中的人具有相类

似的家庭结构、人际关系和超越国界的价值观体

系。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拥有的亚文化，即贫困文

化有关。在贫困文化中长大的人既具有绝望、依赖

和自卑感，又对人生抱着宿命论式的消极态度。概

而言之，贫困文化是处于贫困环境中的穷人所具有

的特定文化体系，是直接根源于经济贫困的文化。

    皖北贫困文化根源于皖北的灾民意识，这是它

区别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文化的显著

特点。所谓灾民意识，就是灾害发生后灾区人民普
遍存在的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它是受害者基本的

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在灾害

打击之下毁坏、损伤和絮乱状态在灾民心理上的反

映，并对灾民的行为发生支配作用。就某些自然灾

害而言，如地震，不会引起人的意识整体的历史性

变迁，从而也不会造成社会生存方式的根本变化，

因为地震并不是一种频繁发生的灾害。而对频繁发

生灾害的地区而言，意识的整体性的变迁是完全可

能的。黄河夺淮以后，皖北整个地理环境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成为灾害频发的“洪水走廊”，频繁发生

的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影响思想观念的客观基础。

    1.落后的人生观

    自然灾害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许多村民形成

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

排和命运所定，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此，面对贫

困，他们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一种无

为哲学，听天由命，安贫守贱。思想保守，小富即安，

缺乏竞争意识，求稳心理强烈，缺乏进取和竞争意

识。市场经济观念淡薄，不能轻易尝试非农经营。惧

怕变革，对国家政策、经济态势适应性差。这种无为

主义的人生观，使他们安贫认命，不思进取，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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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可以改变贫困的精神动力。

    皖北地区落后的人生观还表现在无法摆脱对

随时而来的灾害的恐惧。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

四笔》卷九中说过:“凤阳民俗，每秋获既毕，相与掣

家渡江，男女不分，瀚歌乞食，名曰“逃荒”;丰年亦

复如是。风俗颓废，酸不知羞”。14po灾年逃荒，丰年也

逃荒，形成了闻名全国的“乞丐文化’，。INI仍
    社会的现代化，关键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在现

代社会中的“现代人”应当具有如下特征:对自己充

满自信;强烈的时间观念;对人对事理性的态度;具

有开拓进取精神;对新鲜事物取积极态度;乐观的

生活态度等。皖北人消极的人生观已经落伍于当今

瞬息万变的社会，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2.自私自利的心理

    灾荒与人们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灾荒期间，

“自私自利心愈重者，生存机会愈大，多经一次荒

年，人口上，自私自利心理，即深刻一份”。畔 灾害

到来，往往会导致社会关系的解体，产生否定自身

生命和他人生命的变态心理。几乎每一次重大灾害

期间都有大量的家庭内的自杀和他杀现象。灾害中

心理变态的极端就是“人相食”。见诸与史料的“人

相食”记载仅明朝就有6次。“人相食”现象的出现，

对于个人精神和群体人际关系的损害都是永久性

的。

    现代社会生产高度现代化，分工也日益精细，

这就要求人们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任务。

自私自利的心理与现代化生产的要求是格格不人

的。

    3.法制观念淡薄

    作为经济领域中的行动者，“经济人”的理性行

为是要受到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固有的文化价值

的影响，他们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是受到以文化价

值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的支配的，在“经济人”对于经

济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中，文化的诸方面始终在发挥

作用。“经济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往往会

受到潜在的心理因素、传统习俗、文化价值观等的

影响。因此他的理性选择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

    皖北民风强悍，在封建社会经常有农民揭竿而

起与政府对抗，如晚清的捻军。但皖北人普遍文化

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很容易被一些不良

亚文化所左右。犯罪是不良亚文化的产物。目前皖

北面临严峻的毒品违法犯罪现状。其中，最为严峻

的是临泉。“安徽禁毒看临泉”，临泉毒品犯罪现象

日益猖撅，已成为公安部通报的全国六大毒品集散

地之一。自1999年被国家禁毒委、公安部正式列人

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区以来，临泉禁毒成为了我

国禁毒工作的“晴雨表”。

    为了避免或遏制贩毒之类的犯罪发生，皖北地

方政府不得不动用各种资源，这挤占了经济建设基

金，加剧了本来就紧张的地方财政。

    4，落后的生育文化

    经济上的贫困，农村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以及生

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落后性，造成了区域生育文化

具有明显的落后性，以多生为追求的目标。这种旧

的生育文化观念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在皖北地区尤其是广大乡村，“多子多福”、“传宗接

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观念仍

十分盛行。解振明在苏南地区和皖北地区进行了计

划生育与妇女地位的调查，发现这两个地区现有孩

子男女性别比例都存在着异常现象，但皖北地区

(127.9)比苏南地区(112.5)更高。皖北农村妇女想生
男孩，除了现实生活的困难外，还有一个出自于精

神上的需求，就是提高自己在家庭、在村子里的地

位。苏南地区的妇女经济地位明显高于皖北妇女，

尽管这里的男女差别仍然存在，但是当地农民在现

实生活方面对男孩的需求不像皖北农民那么强烈。

这些变化是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分不开的。口眯涌.

    目前，安徽省人口超过100万的16个县有13

个县在皖北，落后的生育文化使皖北的人口成为其

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口生育

率的下降，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将给当地的婚姻状况

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恶劣只是贫困基

础，文化落后造成的人力资本质量低下才是贫困根

源，它禁锢了人们的手脚，使人们丧失人生价值的

合理追求，泯灭了改变现状的信心，消磨了战胜贫

困的意志，把人们推入一片麻木僵滞的精神荒原。

四、皖北地区贫困文化的形成

    皖北经济、文化变迁最显著的原因是自然灾

害。各种自然灾害中，以黄河不断决溢对皖北影响

最大。它改变了皖北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再生产条

件恶化。另外，皖北地理上处南北之中，又是重要的

经济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两淮地势平旷，

无大关隘，易攻难守，所以战乱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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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皖北产业发展与贫困文化的形成

    皖北的自然灾害阻碍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制约了商业文明乃至工业文明的兴起。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纺织业是孕育资

本主义萌芽的摇篮。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凡

是在封建时代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比较发达、产品

商品化程度高的地区，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也是最早承接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和挑战、并且能

尽快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区域。因此，封建时

代纺织业越发达的地区，当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

人民生活水平越高，抗灾能力越强。

    唐以前，皖北地区的纺织业十分发达，毫州宿

县的贡绢、寿州的贡丝布飞颖州的贡丝棉等在唐朝

被列于全国七等级中的一二三等。同明自南宋以来，

皖北自然灾害频繁，纺织业的发展进程经常被打

断。明代棉代替麻成为平民衣被主要材料是经济上

一大变革，棉布成为大商帮经营的仅次于粮、盐的

第三位商品，棉纺织业的发展水平往往代表商品经

济的发展水平。

    棉花是深根作物，需要深厚的活土层;耐旱而

忌溃涝;轻度耐碱。而频发的自然灾害使皖北许多

地区的土壤或沙化或盐碱化，水利条件恶化，已不
具备发展棉产业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棉花种植面积

和商品化程度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家庭纺织业衰

退。清朝时期，全国各地区打破了原来男耕女织、自

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完成了粗略的自然分工。沿江

沿海地区形成了手工业专业区，皖北依平原优势成

为单一的传统农业区。

    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凭借深厚的商业基础

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实现了由传统产业向近代

产业乃至于现代产业的转变。皖北则因为农耕文明

的栓桔，日渐破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当代。

    2。皖北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文化的形成

    灾害使民力资财遭到巨大损失，大大限制了当

地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

的、并能为其带来永久收人的能力，表现为知识、技

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一个地区的人力

资本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人力资

本投资主要有三种类型: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

寻找新的工作(生存方式选择)。

    (1)灾害制约了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萧一山《清代通史》附有“清代学者著作表”。该

表共列970人，江苏籍学者316人，占32.58%。在这

316人中，江南占全省3j4。江南之中又以苏州府最

盛(111人)，其次为常州府(66人)、扬州府(47人)。

而淮北海州倒数第一(1人)、徐州倒数第二(3人)。

安徽情况大略相同。在“清代学者著述表”中，籍隶

皖省者共85人，其中江南徽州府就占了40人，而

淮北凤阳、颖州、泅州三府州，竟无一人。附
    再以科举人才而论。根据王树槐《中国现代化

的区域研究:江苏省》所列“江苏省的进士百分比”

统计，科举人才，以江南居多，占70%，其中又以常

州府居多，次为苏州府，占22%。两者合计，即达

45%。而淮北徐海两府合计，仅占到1%。110PI清代安

徽进士共1189名，江南亦超乎其前，而淮北同样膛

乎其后。如皖北蒙城，“民气强悍，重武轻文，在前清

时代百年间无得科第者”。111卿这种情况，在皖北是

极普遍的现象。

    人才分布的不平衡性，是与教育发达程度一致

的，无论私塾，抑或官学、社学、书院、义学，其发达

程度，江南、淮北均不能相提并论。仅以书院数目而

论，江南居多，江北次之，淮北又次之。这种情况，与
人才分布、各地人文盛衰相契合。

    (2)灾害导致人力资本外流

    早在先秦时期，两淮已是封国林立，列国争雄

之所。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金时期，两淮多次成为

南北政权的交界区，双方在此攻伐不休。同时，皖北

还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重要策源地和响应区，除

北宋、南宋农民起义在此地影响较小外，其他朝代

的农民起义都兴起或波及于本区。战乱使人口减

少，生产设施废毁，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停滞或倒

退。

    除战乱外，自然灾害的发生，政府出于军事和

政治、经济目的的强制等，也使皖北屡屡发生移民

现象。皖北人民的南徙，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

积极的影响，但给皖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

不利d在某种程度上，外迁人口多为流动性强的“精

英”阶层。如官僚、大族、地主、工匠、儒士等，他们是

地方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生产的

管理者。平民阶层能外迁的也多是身强力壮者，是

稀缺的劳动力资源。

    总之，战乱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对当地的人

力资本产生了逆向选择:凡是外徙的，流动性较强，

往往承载着先进文化;凡是停留在皖北的，流动性

较弱，往往是落后文化的载体。长此以往，落后文化

驱逐先进文化，逐渐形成贫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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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皖北主体面对灾害的生存方式选择

    主体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下，在应付生存环境的

挑战面前，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能力差。亨廷顿

(Ell、worth Huntington)在所著《各种族之特性》(The

CharacterofRaces)一书里，将中国恋家的、守旧的、
动作迟钝的北方人和积极的、前进的、性好冒险的

南方人做出比较，把北方人的精神面貌归因于数千

年来所发生的饥荒折磨的结果。这种说法是有道理

的，但并不全面。他着重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社

会现象，解释种族特性，而没有将主体应付环境挑

战的能力考虑进去。就一般情形而论，主体拥有的

人力资本质量高，应付环境挑战的能力也较强。他

们有较高的智慧，思辨力强，能够对周围环境做出

较为客观的分析与判断，能够选择较优的生存方

式。江南徽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徽州山多地少，

人口膨胀，面对生存环境的压力，徽商崛起，并在明

清时代执商界之牛耳。皖北人则不同。他们缺乏的

正是这种可贵的创始精神，在环境的挑战面前，他

们显得消极、畏缩、软弱无力。20世纪初一位曾到过

皖北的美国观察家，作过这样的比较:

    (江南)尽管有可怕的涝灾，但人们由于有频年

丰收的支撑，灾情一过便虎气生生全力以赴挽回损

失、重建家园，很快恢复元气;但淮北、苏北则不然，
连年歉收好像上帝所为，于是人们吃掉耕畜，吃光

种籽，卖摔土地，用尽钱对，于是在乞讨和行窃之间

进行选择，而且选择也是不会平的，因为可偷抢的

东西不多，强有力者始能为。阅t66
    这个比较有一定的道理。江南人的“虎气生生”

与淮北人的“一撅不振”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

窥见，精神风貌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表现形式，与

生存方式的选择即文化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主

体人力资本质量较高，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强，在外

部条件的刺激下，比较容易实现自身的转型。江南

农民转为工人，实现向上流动者多多，江南城市化

的发展，他们是推波助澜者。而皖北流民要么加入

乞丐大军，要么去干江南人不愿干的工作。

    当然，皖北素质较高之人也有，绅士即是。但他

们在文化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出人意料的。有的

不是引导农民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而是组织

丐帮，自为首领，使“行乞江湖为业”的生存方式凝

固化。1，3脚
    总之，皖北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质量相对较差，

成为皖北社会经济发展、走向近代的牵制力，同时，

也由于人力资本质量差，

                2008年

应付环境挑战的能力差，

决定了他们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也是低层次的。

五、皖北地区反贫困文化的措施与途径

    目前的文化扶贫的着眼点主要是素质扶贫、教

育扶贫，如搞“三下乡”活动，发展普通教育，进行职

业技术培训等。固然，这种扶贫是十分需要的，它的

功能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素质，为

脱贫提供智力支持，这比原先实行的单纯救济式扶

贫和“开发式”扶贫的层次提高了，但它毕竟停留在

智力开发层面，而不能触及贫困人口的价值理性与

精神世界，不能祛除人们灵魂深处的贫困文化，收

效不大。因为贫困者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

活，他们总是向往着一种与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价值

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如果贫困者缺乏一种赋予现

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和行为方式，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因

此，要对贫困者抱一种宽容体谅的理解态度，考虑

贫困者的实际想法，重铸贫困人口的价值观。
    1.转变生产的观念价值形态。大力培育、开发和

发展贫困地区的商品经济市场，推进贫困地区经济

的产业化转型，利用市场，形成广泛竞争激励机制，

通过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改造人们的生产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同时，大力发展推广科学技术，使贫

困户在学科技、用科技中转变生产价值形态。

    2.大力培养、留住本地人才。对当地的调查显

示，绝大多数居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历能达到大

专以上水平，希望他们能跳出去到外地生活。建议

安徽省一些高校对皖北地区考生实行定向招生，学

生毕业后回原地，相信这些见过“世面”、受过外面

世界新生事物的洗礼和冲击的新人们必将给当地

传统文化改变带来一股清风。

    3.树立先进榜样，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开展对

口扶贫，由政府出面将皖北地区与外面较先进地区

搭成对子，组织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到先进地区参

观考察，使之开阔眼界，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同时
派遣先进地区的干部和科技能人去皖北地区定期

指导工作，重点培养一些较易接受新观念、肯吃苦

的贫困户率先摆脱旧思想束缚，脱贫致富，以其示

范效应，促进和带动其他群众。

    4.转变生活的观念价值形态。移风易俗，大力发

展文化教育事业.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创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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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新风尚，转变人们的生活价值形态。

    5，要进行制度文化的创新。反贫困的重点在农

村。当地农村制度的短缺使得好的政策、法规难以

贯彻下去，村民的一些想法、点子得不到实践，极大

的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了技术的停滞不前。

而如果广泛推行新的土地流转制度和村民自治制

度，必将再次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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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0fPovertyinNorthern1AnhuiandItsEc0no而csAnals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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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DeveIopmentResearchCenter，AnhuiUniversityofFinanceandTrade，Bengbu233以1，China)

    Abstract:TheeconomyinNorthemAnhuiwas flourishingduringFarAncientPe对od andMiddleAn-

cientPeriod.However，assailedbythefrequentshockofnatural disasterforalmostathousandyears，the

indust口now isbackward and theinvestmentOfhumancapital isinsufficieni.Asaresult，cultureofpover-

tyisdeeplyrooted，访hichseriouslyhindersthedevelopmentOfthelocalecono哪.Therefore，itisnece。-

5衅 toreconstructthecultureOfpoverIy innorthem AnIIuiforthedeveloPmentofeconomy innorthem
Allh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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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小资料·

徽商“四元宝”

    《扬州画肪录)载:“黄氏本徽州欲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英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这
“四元宝”便是黄晨、黄展道、黄履灵、黄履昂四兄弟。

    黄晨，字东曙，号晓蜂。家有“易园”，刻有《太平广记》、《三才图会)诸书。
    黄展退，字仲升，号星宇。曾延请名医叶天士到家中，与王晋之、杨天池、黄瑞云诸人探研医学，开“青芝

堂”药铺，刻《圣济录》，又为叶天士刻《叶氏指南》。扬州著名胜地“四桥烟雨”、“水云胜概”便是他的别墅。
    黄履灵，字昆华。由刑部官至武汉黄德道。他将北京的官邱捐作欲县会馆，又在救县梅渡、草墟购田，用

以救济族中穷人。

黄履昂，字中荷。家有“别园”。曾出资将扬州木质虹桥改建为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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