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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嘉兴历史文化传统

第一节


原始社会

【马家浜文化发祥之地】

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今嘉兴市境已有先民居住繁衍，形成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是长

江下游太湖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今嘉兴市城区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

自然村发现而得名。

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市城西南 7． 5 公里。1959 年初春，该地农民在挖坑沤肥时发现大

量兽骨和古代遗物。3 月间，省文物部门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遗址东西长 150 米，南北宽
100 米，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发掘坑位在遗址的中部，面积 213 平方米。表土层下文化层

分上下二层。上层中有一座长方形房屋遗址和残存的木柱。包涵物有兽骨、石锛、砺石、骨镞

和各种质地的陶片。上下层交接部位出土人骨架 30 具，埋葬密集、重叠，南北向放置，其中 6

具身旁有随葬品。下层中的居所较简陋，房基为椭圆形凹坑，包涵的牛、鹿、野猪等兽骨比上

层更多，还有骨镞、骨锥、骨针、骨凿以及石斧、砺石和陶片等，又有碳化圆角菱。遗址出土的

陶器以釜类为主，鼎形器极少，器型以牛鼻式为特征，有一定数量的红衣陶。出土物中还有纺

轮和玉珠。

马家浜遗址发现后，各地又陆续发现不少同类型的文化遗址。嘉兴市境内有市区吴家

浜、干家埭、钟家港，桐乡罗家角、谭家湾、张家埭、新桥、吴家墙门，海宁郭家石桥、坟家港，海

盐彭城，平湖大坟塘，嘉善小横港、独圩等多处。境外主要同类型遗址有湖州邱城，杭州吴家

埠，苏州越城，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吴江袁家埭，常州圩墩，武进潘家塘、寺墩，青浦菘泽等。

在 1977 年 11 月全国文物考古界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将这些遗址所显

示的文化遗存，正式定名为马家浜文化，其时间断限为公元前 5000 年至 4000 年。马家浜文

化具有独特的形态，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化。马家浜文化时代，人类已经定居，生产以原始农

业为主，辅以渔猎，在栽种稻谷、纺织、制陶、制造手工艺品方面已有很多创造，其时人们过着

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马家浜文化按其时期间的早、中、晚，可分为罗家角类型———马家浜类

型———崧泽类型。马家浜文化代表着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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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源头之一。嘉兴市境内以马家浜遗址和罗家角遗址为代表

的马家浜文化遗存分布广泛，说明这一地区历史悠久，是古代太湖文化的摇篮。

【罗家角遗址文化遗存】

罗家角遗址位于今桐乡县石门镇利星村。1956 年，当地农民在水田中挖出大批兽骨、陶
片和镌刻精美的猪獠牙饰品。遗址总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1979 年，省、地文物部门对此遗

址进行局部发掘。发掘面积 1338 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 20 ～ 350 厘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

包涵物十分丰富。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的石、骨、木、陶器物有 794 件。石器有石斧、石锛、石纺

轮等，陶器有釜、盆、盘、钵、豆、鼎、碗、壶、纺轮等，骨器中有骨頛、骨哨。在陶片中有少量精美

白陶，不亚于商代的白陶，有的白陶片上有乌头纹，还有捏塑男性陶人像。木器中有二件拖泥

板状的木器和残存木桨，还有一批加工方正的榫铆建筑构件。

最使世人瞩目的是在第三、四层中出土的 156 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 7040 ± 150 年

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世界上迄今已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年限，泰国、印度尼西亚不到
6000 年，印度 4300 年，日本发现的栽培水稻花粉距今约 3200 年，都比罗家角的水稻遗存晚

了许多年。应该说嘉兴市境是迄今所知我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水稻栽

植地之一。

【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

马家浜文化经历了晚期的崧泽文化阶段，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出现了良渚文化。良渚文

化因首先于民国 25 年( 1936) 在余杭良渚发现而得名。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发展到犁耕阶

段，农业和手工业，已经明显分工;氏族显贵、父权制已经出现和确立;有了奴隶，已处于氏族

社会瓦解阶段。良渚遗址和后来各地遗址出土的大量玉璧、玉瑗、玉琮，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

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嘉兴市境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星罗棋布，至近年已达 113 处，说明市

境已是聚落稠密的发达之区。嘉兴市区双桥镇附近，相传古代就有玉器出土，至清末盗掘者

不断，古玩商人大量贩卖至沪杭等地，上海古玩市场称之为“双桥玉”，出土地域广袤数里，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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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玉器多玉璧、玉琮、玉圭等，惜当时无人记录，更谈不上科学发掘和系统搜集，从迹象上看其

地当是良渚文化时代一个中心聚居区。
嘉兴市建国后古遗址发掘清理情况一览表

编号 遗址名称 发掘时间 发掘地点 发掘单位
发掘面

积( m2 )
备注

1 马家浜遗址 1959． 3
嘉兴南湖天

带桥马家浜

浙江省文管会

等
213

新石器时代

马家浜文化

2 彭城遗址 1959． 5
海盐县沈荡

镇西北彭城

浙江省文管会

等
150 马家浜文化

3 双桥遗址
1973． 5—

1973． 7． 12

嘉兴市双桥

乡双桥小学

浙江省文管会、

嘉兴市博物馆
160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

4 甪里遗址 1976． 4

海盐县甪里

堰乡里砖瓦

厂

嘉兴地区文物

工作队
10 良渚文化

5 千金角遗址
1978． 3． 30—

1978． 4． 18

海 宁 千 金

角、徐步桥、

盛家埭

浙江省文管会、

海宁博物馆
492

良渚文化 ( 发

现 26 座良渚

墓葬)

6 罗家角遗址
1979． 10—

1980． 1

桐乡石门镇

罗家角

浙江省文管会、

嘉兴地区文管

会

1338 马家浜文化

7 平丘墩遗址
1980． 12—

1981． 1

平湖黄姑乡

平丘墩

浙江省文管会、

平湖博物馆
770 良渚文化

8 新桥遗址 1982． 4
桐乡上市乡

新桥

桐乡博物馆、嘉

兴地区文物普

查队

40 马家浜文化

9 雀墓桥遗址 1983． 11
嘉兴东栅乡

雀墓桥

浙江省文物考

古所、嘉兴博物

馆

377． 5
崧泽、良渚及

吴越文化

10 大往遗址 1984． 11
嘉善姚庄乡

大往

浙江省文物考

古所、嘉善博物

馆

140
崧泽、良渚文

化

11 吴家浜文化
1986． 1—

1986． 2

嘉兴新农乡

吴家浜
嘉兴博物馆 52 马家浜文化

12 三官墩遗址
1986． 3—

1986． 4

海宁谈桥乡

三官墩

浙江省文物考

古所、海宁博物

馆

490 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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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编号 遗址名称 发掘时间 发掘地点 发掘单位
发掘面

积( m2 )
备注

13 朱家斗遗址 1984
海宁市朱家

斗

浙江省文物考

古所、海宁博物

馆

140 良渚文化

14 坟桥港遗址
1988． 1—

1988． 2

海宁市湖塘

乡坟桥港

嘉兴市文管处、

海宁博物馆
417． 5

马家浜、崧泽

文化

15 荷叶地遗址 1988． 10
海宁市周镇

星火荷叶地

浙江省文物考

古所、海宁博物

馆

350 良渚文化

16 郜家岭遗址 1988． 12
海宁市硖石

郜家岭

浙江省文物考

古所、海宁博物

馆

420 良渚文化

17 大坟遗址 1989． 10
嘉兴大侨乡

大坟南子村
嘉兴市文管处 70

崧泽、良渚文

化

18 大坟墩遗址
1993． 4—

1993． 7

海宁市狮岑

乡大坟墩

浙江省文物考

古所、海宁博物

馆

925

良渚文化 ( 墓

葬 13 座，土器

物 220 件)

嘉兴市建国后古墓葬发掘清理情况一览表

编号 发掘时间 发掘地点 发掘单位 数量( 个) 备注

1
1954． 5—

1954． 6
嘉善县陶庄

浙江省文管会、嘉

善文化馆
8

宋墓 4 穴，明墓 4 穴，

出土陶器、瓷器

2 1954． 11
嘉兴市城内

丁家桥
嘉兴市文管组 5

明正德纪年墓，出土瓷

碗、盘、铜镜

3 1955． 8
嘉兴市北门

闸前街
嘉兴市文管组 1

东汉墓，出土铜尊、铜

镜、铁剑、陶尊和“大泉

五十”钱币

4 1972． 8

嘉兴市东栅

乡雀墓桥南

堍

嘉兴博物馆 1
良渚时期( 木槨墓) ，出

土黑陶鬶、罐等

5 1973． 3
海宁长安镇

海宁中学内

地区文管办、海宁

文化馆
1

东汉画像石墓，出土陶

案扶琴俑、钱币等

6
1975． 9—

1975． 10

嘉兴九里汇

皇坟山
嘉兴博物馆 1

东汉墓，出土侈口陶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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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编号 发掘时间 发掘地点 发掘单位 数量( 个) 备注

7 1976． 4
海盐城郊南

台头

地区文物调查队、

海盐文化馆
1

三国墓，出土“丁升”墓

砖、瓷罐及釉陶谷仓等

8
1977． 4—

1978． 1

海宁硖石东

山
海宁博物馆 14

宋墓，出土影青瓷壶、

碟等

9 1983． 4
海盐长川坝

乡黄家山

海盐博物馆、省文

管会
1

战国墓，出土原始青瓷

编钟以及俑钟等

10
1984． 10—

1984． 12
海宁夹山等

海宁博物馆、省文

管会
17

商周至春秋时期土墩

墓，土墩石室，出土原

始青瓷碗等

11 1986． 3
嘉兴市南 4

号桥乐家浜
嘉兴博物馆 7

明墓，出土明青花瓷碗

等

12 1988． 8
嘉兴市越秀路

竹桥港北堍
嘉兴市文管处 3

六朝( 东汉—晋) 墓，出

土铁剑、玉猪等

13 1989． 10
嘉兴市城东

三水湾
嘉兴市文管处 2

民国初年墓，出土民国



元年开国纪念币

第二节


行政建置沿革

嘉兴辖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变迁。据史记载，周敬王六年始置长水县于谷口湖( 今海

宁硖石) ，秦王政二十六年( 公元前 221) 长水县改为由拳县，县治仍在夹谷( 今硖石) ，三国吴

黄龙三年( 公元 231) 改曰禾兴，赤乌五年( 公元 242) 始称嘉兴，晋太康中( 公元 280—289) 嘉

兴始迁县治，硖石归属盐官。随后硖石所在地海昌( 即海宁) 自隋唐至清末一直或划归杭州

府，或属省直隶，民国二十九年( 1940) 后才又归属于嘉兴辖区。隋代嘉兴曾一度省入吴县，

唐贞观八年( 公元 634) 复置县治，宋代因孝宗帝赵眘出生在嘉兴，提升为嘉兴府，元代改为嘉

兴路。明宣德五年( 1430) 由嘉兴府嘉兴、海盐、崇德三县分划增建秀水( 附郭) 、嘉善( 魏塘) 、

平湖( 当湖) 、桐乡( 凤鸣) 四邑治。古海盐顾邑地域早已沉入乍浦以南杭州湾海中，现归属乍

浦港。明代宣德以前的上海松江地区曾一度归属于嘉兴府;原嘉善县枫径镇虽在上海市扩大

辖区时，大部分划归沪地，现镇西南郭枫南乡一带仍属嘉善县境。今桐乡乌镇在 1949 年前，一

直是分乌、青两镇，以市河为界，界西乌镇原隶乌程县，归入湖州府;界东青镇属桐乡县境;而乌、

青两镇的北界又紧临江苏吴江县境，地界复杂。现以图表形式叙述嘉兴行政建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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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行政建置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于越族
居地

夏商
约前 21 世纪
至约前 11世纪

西周
约前 1100 年
至前 771年

有语儿
乡、檇李
乡、武原
乡、长水
乡、鄞乡
等地域
名称

春秋
前 770 年至
前 476 年

战国

前 475 年至
前 306 年

前 305 年至
前 221 年

为吴越两
国边境地

越国

楚国

旧称此地为扬州辖地，后世及
当代已定论，古扬州是古人想
象的先秦地理区划

由拳县
海盐县

秦

西汉

新

东汉

秦 王 政
二 十 五
年 ( 始皇
帝)

秦 二 世
元年

高 祖 五
年

高 祖 六
年

高 祖 十
一年

高 祖 十
二年

景 帝 四
年

武 帝 元
封五年

王 莽 天
凤

顺 帝 永
建四年

前 222年

前 209 年

前 202 年

前 201 年

前 196 年

前 195 年

前 153 年

前 106 年

14 年

129 年

秦统一中国
实 行 郡 县
制，此地建
由拳、海盐
两县

改海盐县为
展武

会稽郡
( 治吴)

楚国

楚王韩信

荆国

会稽郡

吴国

会稽郡

扬州刺史
部

扬州

封国有时
郡县不废

会稽部

吴郡
( 治吴)

是年项梁在会稽起兵复楚国，
此地属楚

约东汉建武六年 ( 30 ) 复名海
盐

会稽郡分置吴郡，会稽郡迁山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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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由拳县
海盐县
盐官县

禾兴县
海盐县
盐官县

嘉兴县
海盐县
盐官县

三国
( 吴)

三 国 初
或稍前

吴 大 帝
黄 龙 三
年

吴 大 帝
赤 乌 五
年

200 年左右

231 年

242 年

析置盐官
县

改拳县为
禾兴县

改禾兴县
为嘉兴县

盐官县始建，有东汉旧县、汉献
帝建安时初建、孙吴黄武时建、
晋太康时建诸说

嘉兴县
海盐县
盐官县

东晋

南朝

元 帝 建
武元年

317 年

宋 武 帝
永 初 二
年

421 年

宋 文 帝
元 嘉 三
十年

453 年

宋 孝 武
帝 大 明
七年

463 年

宋 孝 武
帝 大 明
八年

464 年

梁 武 帝
天 监 六
年

507 年

梁武帝中
大通六年
至大同元
年

534 至
535 年

梁 简 文
帝 大 宝
元年

550 年

梁 豫 章
王 天 正
元年

551 年

陈 武 帝
永 定 二
年

558 年

陈 后 主
祯 明 元
年

587 年

析海盐县
东北部置
前京县

析 海 盐、
前京两县
地，置 胥
浦县

以 盐 官、
海 盐、前
京三县地
置海宁郡

吴国

扬州

隶司隶
校尉

南徐州

扬州

扬州

吴州

扬州

扬州

吴州

嘉兴隶
吴郡

嘉兴隶
吴郡

东晋末刘裕曾于境内筑城，立
东武州治，东武州的建置情况
不明

梁时曾置信义郡，有海盐前京
属之之说

侯景自立为汉帝时，分海盐、胥
浦两县为武原郡，旋废

约是年胥浦县并入前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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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嘉兴县
并 入 吴
县) 盐官
县( 海盐
县并入)

盐 官 县
海盐县

嘉 兴 县
(盐官县
并 入 钱
塘县)

(嘉兴县
并 入 吴
县) ( 盐
官 县 并
入 钱 塘
县)

盐 官 县
(嘉兴县
已 并 入
吴县)

嘉兴县
盐官县

嘉 兴 县
盐 官 县
海盐县

嘉 兴 县
盐官县

嘉 兴 州
盐官县

隋

唐

文 帝 开
皇九年

589 年

高 祖 武
德元年

618 年

高 祖 武
德七年

624 年

高 祖 武
德八年

625 年

太 宗 贞
观元年

627年

太 宗 贞
观四年

630年

太 宗 贞
观八年

634 年

睿 宗 景
云二年

711 年

玄 宗 先
天元年

712 年

玄 宗 开
元元年

713 年

嘉兴县并
入 吴 县，
海盐县并
入 盐 官
县，盐 官
县改隶杭
州 ( 大业
三 年
( 607 ) 杭
州改称余
杭郡)

嘉兴县并
入吴县

复置嘉兴
县，海 盐
县 并 入;
盐官县并
入钱塘县

嘉兴复并
入吴县

复置盐官
县

复置嘉兴
县

复置海盐
县

海盐县并
入嘉兴县

置嘉兴州

扬州

四州都督

江南道

苏州 ( 嘉
兴 ) 杭州
( 盐 官 )
( 以 下 分
隶同)

杭州吴郡

苏州
杭州

杭州
苏州

苏州
杭州

苏 州 ( 嘉
兴、海 盐
隶 ) 杭 州
(盐官隶)
以下分隶
同

是时，前京县，海宁郡均撤销，
旧志有仁寿二年 ( 602 ) 夏置嘉
兴县之说

唐开国之初，嘉兴建置不定，主
要因此地为割据势力，全国政
令尚未统一

见明崇祯《嘉兴县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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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嘉兴州
盐官县
海盐县

嘉兴县
盐官县
海盐县

唐

五代
(后梁)

玄 宗 开
元五年

717 年

玄宗开元
二十一年

733 年

玄 宗 天
宝元年

742 年

玄 宗 天
宝十年

751 年

肃 宗 至
德二年

757 年

肃 宗 乾
元元年

758 年

太 祖 开
平三年

909 年

末 帝 龙
德二年

922 年

复置海盐
县

嘉兴县仍
为县

析 嘉 兴、
海 盐、昆
山三县地
建华亭县

析嘉兴北
境，吴 县
南境置吴
江县

析盐官县
一部分设
钱 江 县，
属杭州

江南东道

浙江西道

苏州
杭州

吴郡余
杭郡

苏州余
杭郡

苏州
杭州

杭州

嘉兴县亦划小部区域入钱江县

开元府

嘉兴县
海盐县
盐官县

五代
( 后
唐)

庄 宗 同
光 二 年
( 吴越宝
大元年)

924 年
吴越在嘉
兴设开元
府

吴越国

辖 海
盐、华
亭、嘉
兴 三
县

明 宗 长
兴 三 年
( 吴越宝
正五年)

932 年

吴越罢开
元 府，各
县辖属如
旧

杭州

秀州
盐官县

五代
(后晋)

高 宗 天
福 三 年
至五年

938 至
940 年

析嘉兴西
境置崇德
县，在 嘉
兴置秀州

吴越国

辖 嘉
兴、海
盐、华
亭、崇
德 四
县

此后盐官县专隶于杭州，与嘉
兴各县隶属关系分离，直至清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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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秀州盐
官县

嘉兴府
盐官县

嘉兴路
盐官县
( 元 贞
元年
( 1295 )
升为盐
官州)

北宋

南宋

元

太 宗 至
道三年

997 年

神 宗 熙
宁七年

1074 年

神 宗 熙
宁十年

1077 年

徽 宗 政
和七年

1117 年

高 宗 建
炎元年

1127 年

宁 宗 庆
元元年

1195 年

宁 宗 嘉
定元年

1208 年

世 祖 至
元 十 三
年

1276 年

世 祖 至
元十 四
年

1277 年

世 祖 至
元 十 五
年

1278 年

世祖至元
二十年

1283 年

世祖至元
二十二年

1285 年

世祖至
元二十
九年

1292年

朝廷赐郡
名嘉禾

升秀州为
嘉兴府

升嘉兴为
节度军额

元占领江
南后设嘉
兴 安 抚
司，府 城
设兵马司

置 嘉 兴
路，升 华
亭 县 为
府，府 城
兵马司改
录事司

华亭府改
名 松 江
府，下 设
华亭县

松江府独
立 建 制，
华亭县分
置上海县

两浙路

浙西路

两浙路

两浙西路

江淮等处
行中书省

淮南等处
行中书省

江浙等处
行中书省

辖 嘉
兴、海
盐、华
亭、崇
德四县

嘉 兴、
海 盐、
华 亭、
崇 德、
府城兵
马司

嘉 兴、
海、盐、
崇德三
县，华
亭 府，
府城录
事司

嘉兴县
海盐县
崇德县
松江府
华亭县
隶事司

嘉兴县
海盐县
崇德县
隶事司

此后盐官县专隶于杭州，与嘉
兴各县隶属关系分离，直至清
末

建炎三年( 1129) 盐官隶于临安
府

文书上称嘉兴军或嘉兴军府

盐官隶于杭州

盐官县属杭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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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嘉 兴 路
盐 官 州
( 1329 年
改 称 海
宁州)

嘉兴府
海宁县
( 清 乾
隆三十
八年
( 1773 )
改海宁
州)

元

明

成 宗 元
贞元年

1295 年

泰 定 帝
泰 定 三
年

1326 年

文 宗 天
历元年

1328 年

太 祖 丙
午年

1366 年

太 祖 洪
武 十 四
年

1381 年

宣 宗 宣
德五年

1430年

清
圣 祖 康
熙元年

1622 年

太平天国
1860 至
1864 年

清
宣 统 三
年

1911 年

海 盐 县、
崇德县均
升为州

松江府及
华 亭 县、
上海县划
回嘉兴路
管辖

松江府及
属县再从
嘉兴路划
出

嘉兴路复
为 嘉 兴
府，海盐、
崇德两州
改 县，府
城为乡

析嘉兴县
置 秀 水、
嘉 善 两
县; 析 海
盐县置平
湖 县; 析
崇德县置
桐乡县

崇德县改
为石门县

嘉兴府改
称 嘉 禾
郡，秀 水
县改称绣
水 县，隶
苏福省

秀水县并
入 嘉 兴
县，实 施
时，辛 亥
革命爆发

江浙等处
行中书省

直隶

浙江布政
使司

海盐州
崇德州
嘉兴县
录事司

嘉兴县
海盐州
崇德州
松江府
华亭县
上海县
录事司

海盐州
崇德州
嘉兴县
录事司

嘉兴县
海盐县
崇德县

嘉兴县
秀水县
嘉善县
海盐县
平湖县
崇德县
桐乡县

盐官县属杭州路

海宁州洪武二年 ( 1369 ) 改为
县，属杭州府

乾隆三十八年( 1773) 海宁升州
后仍属杭州府

江苏吴江县盛泽一带隶于绣水
县:嘉兴县、海盐县为一个行政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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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嘉 禾 县、
嘉 善 县、
海 盐 县、
平 湖 县、
桐 乡 县、
海 宁 县、
石门县

嘉 兴 县、
嘉 善 县、
海 盐 县、
平 湖 县、
崇 德 县、
桐 乡 县、
海宁县

嘉兴行政
督察区

浙江省第
二行政督
察区

浙江省第
十行政督
察区

中华
民国

元年 1912 年

废嘉兴府，
并嘉兴、秀
水二县为嘉
禾县，海宁
州改为县

3 年 1914 年

嘉禾县复名
嘉兴县，复
石门县为崇
德县

16 年 1927 年

24 年 1935 年
当年 8 月置
行政督察区
治嘉兴

25 年 1936 年

5 月设专员
公署驻嘉兴
至 1938 年
11 月嘉 兴
沦陷

27 年 9 月 1938 年 9 月

9 月恢复活
动，驻地在
德清，治杭
县

28 年 11 月 1939 年 11 月

11 月在 桐
乡沦陷区建
立，后迁嘉
兴凤桥并流
动游击

浙江省

浙 江 省
( 1938． 12—
1945． 10 设
浙西行署)

钱塘道

专属辖
县: 杭
县、嘉
兴、海
宁、富
阳、新
登、海
盐、平
湖、崇
德、桐
乡、嘉
善

嘉 兴、
杭 县、
吴 兴、
德 清、
崇 德、
桐 乡、
嘉 善、
武康

嘉 兴、
嘉 善、
平 湖、
桐 乡、
崇 德、
海 宁、
海盐

道尹公署驻杭县

实行省县二级制

督察区为浙江省派出机构，不
是独立一级政区 ( 后为常设机
构)

平湖、海宁、海盐三县改属驻绍
兴的浙江省第三区专员公署



第一章嘉兴历史文化传统

13

( 续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浙江省
第一行
政督察
区

浙江省
人民政
府第一
专区

嘉兴专
区

中华
民国

37 年 4
月 至 38
年 4月

1948 年 4 月
至 1949 年 4
月

署 址 吴
兴: 1948
年 4 月前
海宁县为
省直属县

1948 年 8
月后划入
海 宁 县;
1949 年又
划 入 杭
县，署 址
吴兴

中华人民
共和国

1949 年 5 月

建立浙江
省人民政
府第一区
专 员 公
署，署 址
湖州

1949 年 10 月

署址迁嘉
兴，署 名
改浙江省
人民政府
嘉兴专员
公署

1950 年 5月

撤 销 嘉
兴、湖 州
两市并入
嘉 兴、吴
兴 县，11
月复置

1951 年 5月

浙江省

吴兴、长
兴、 于
潜、 余
杭、 临
安、 昌
华、 安
吉、 孝
丰、 德
清、 武
康、 嘉
兴、 嘉
善、 平
湖、 海
盐、 崇
德、桐乡

吴兴、长
兴、 德
清、 崇
德、 桐
乡、 嘉
兴、 嘉
善、 平
湖、 海
盐、 海
宁、杭县

嘉兴、湖
州二专
辖市，嘉
兴、 吴
兴、 桐
乡、 崇
德、 长
兴、 海
宁、 嘉
善、 德
清、海盐
10县

辖上述
10县

辖区同
1950 年
5 月 前
12县、市

1948 年 7 月划出余、临、潜、
昌、安、孝、武 7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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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建置名
称( 或地
域名称)

时代

朝代 公元纪年
变动情况

上隶

大区省 郡府州区
下属 附注

嘉兴专区

浙江省嘉
兴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3 年 1月

增辖余杭、
临安、昌化、
于潜、孝丰、
安吉、武康
7县

1955 年 2月
昌化、于潜
划归建德专
区

1957 年 11 月
余杭、临安
划归建德专
区

1958 年

4 月撤销武
康县并入德
清县; 11 月
撤销嘉善、
海盐、崇德、
孝丰，分别
并入嘉兴、
平湖、海宁、
桐乡、安吉
5 县

1959 年 1月
临安、昌化
两县划入

1960 年 6 月
临安，昌化
两县划入杭
州

1961 年 7 月至
12 月

复 置 嘉 善
县，海盐县

嘉兴等
19个县、
市

嘉兴等
17个县、
市

嘉兴等
15个县、
市

辖嘉兴
县、市，
湖 州
市，吴
兴、德
清、长
兴、安
吉、海
宁、桐
乡、平
湖县

辖嘉兴
等 12个
县、市

辖嘉兴
等 10县
市

辖嘉兴、
湖州两
市及嘉
兴、吴兴、
嘉善、海
宁、平湖、
桐乡、长
兴、安吉、
德清 10
县

1953 年嘉、湖两市改省辖 ( 仍委
托专属领导)

嘉兴、湖州( 吴兴) 省辖市划归专
属领导，并与县合署办公，专属
由嘉兴迁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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