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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J IANG SU SHE N G

尿山县域名录
KUN SHAN XIAN D I⋯NBLU

(内部资料)

鼠山县域名委员合编
一九，八三年六月



出 版说 明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它与国防、外交，

民政、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卫生，科研等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有着密

切的联系。搞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对于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维护民族团结，搞好四

个现代化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的指示，从一九八一年八月到一九八二年五月，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普查了3388条地名，纠正了错字、

错位地名189条，删去了实际不存在的地名66条，新增加地名1429条。通过地名普查，全县有

一个直属镇，两个公社、176个大队的名称恢复原名或更名。

《昆山县地名录》是在全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它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也是国家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单位使用各类地名的法定依据。它以较为简明的形

式，集中反映全县标准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和读音，直接为各有关部门提供完整、准确，标

准的地名资料。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都要使用标准地名，也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随意更改

地名。地名的更名，命名都要按照国家的规定，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审核批准，方能生效。

本地名录内容包括t全县地名图及玉山镇地名图各一份，各种地名概况42篇，全县生产

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居民地、重要的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人工

建筑物以及自然地理实体等共3305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

地名，河流等名称的来历，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中引用的数字，除生产大队数外，均以昆山县统计局汇编的一九八二年国民经

济统计资料为准。



目 录

出版说明

昆山县地名图

玉山镇地名图

昆山县概况⋯⋯⋯⋯⋯⋯⋯⋯⋯⋯⋯⋯⋯⋯⋯⋯⋯⋯⋯⋯⋯⋯⋯⋯⋯⋯⋯⋯⋯⋯⋯⋯⋯⋯l

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

玉山镇⋯⋯⋯⋯⋯⋯⋯⋯⋯⋯⋯⋯⋯5 蓬朗公社⋯⋯⋯⋯⋯⋯⋯⋯⋯⋯⋯⋯75

陈墓镇⋯⋯⋯⋯⋯⋯⋯⋯⋯⋯⋯⋯⋯14 陆家公社⋯⋯⋯⋯⋯⋯⋯⋯⋯⋯⋯⋯82

千灯镇⋯⋯⋯⋯⋯⋯⋯⋯⋯⋯⋯⋯⋯17 花桥公社⋯⋯⋯⋯⋯⋯⋯⋯⋯⋯⋯⋯91

城南公社⋯⋯⋯⋯⋯⋯⋯⋯⋯⋯⋯⋯19 千灯公社⋯⋯⋯⋯⋯⋯⋯⋯⋯⋯⋯101

城北公社⋯⋯⋯⋯⋯⋯⋯⋯⋯⋯⋯⋯27 石浦公社⋯⋯⋯⋯⋯⋯⋯⋯⋯⋯⋯108

新镇公社⋯⋯⋯⋯⋯⋯⋯⋯⋯⋯⋯⋯32 淀东公社⋯⋯⋯⋯⋯⋯⋯⋯⋯⋯⋯114

正仪公社⋯⋯⋯⋯⋯⋯⋯⋯⋯⋯⋯⋯38 张浦公社⋯⋯⋯⋯⋯⋯⋯⋯⋯⋯⋯120

巴城公社⋯⋯⋯⋯⋯⋯⋯⋯⋯⋯⋯⋯46 南港公社⋯⋯⋯⋯⋯⋯⋯⋯⋯⋯”126

石牌公社⋯⋯⋯⋯⋯⋯⋯⋯⋯⋯⋯⋯52 大市公社⋯⋯⋯⋯⋯⋯⋯⋯⋯⋯⋯130

陆杨公社⋯⋯⋯⋯⋯⋯⋯⋯⋯⋯⋯⋯59 淀西公社⋯⋯⋯⋯⋯⋯⋯⋯⋯⋯⋯134

周市公社⋯⋯⋯⋯⋯⋯⋯⋯⋯⋯⋯⋯64 陈墓公社⋯⋯⋯⋯⋯⋯⋯⋯⋯⋯⋯138

兵希公社⋯⋯⋯⋯⋯⋯⋯⋯⋯⋯⋯⋯69 周庄公社⋯⋯⋯⋯⋯⋯⋯⋯⋯⋯⋯142

专业部门和重要的企事业单位名称

昆山县稻麦原种场概况⋯⋯⋯⋯⋯147

昆山县苗圃场概况⋯⋯⋯⋯⋯⋯⋯147

昆山县水产养殖场概况⋯⋯⋯⋯⋯147

昆山县种猪场概况⋯⋯⋯⋯⋯⋯⋯148

火车站，汽车站，气象站⋯⋯⋯⋯149

渡口⋯⋯⋯⋯⋯⋯⋯⋯⋯⋯⋯⋯⋯149

道班⋯⋯⋯⋯⋯⋯⋯⋯⋯⋯⋯⋯⋯150

工厂⋯⋯⋯⋯⋯⋯⋯⋯⋯⋯⋯⋯⋯151

学校⋯⋯⋯⋯⋯⋯⋯⋯⋯⋯⋯⋯⋯151

医院⋯⋯⋯⋯⋯⋯⋯⋯⋯⋯⋯⋯⋯151

研究所⋯⋯⋯⋯⋯⋯⋯⋯⋯⋯⋯⋯151

火葬场⋯⋯⋯⋯⋯⋯⋯⋯⋯⋯⋯⋯151

· 1·



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

刘过墓概况⋯⋯⋯⋯⋯⋯⋯⋯⋯⋯153

秦峰塔概况⋯⋯⋯⋯⋯⋯⋯⋯⋯⋯153

赵家桥概况⋯⋯⋯⋯⋯⋯⋯⋯⋯⋯153

林迹亭概况⋯⋯⋯⋯⋯⋯⋯⋯⋯⋯154

文笔峰概况⋯⋯⋯⋯⋯⋯⋯⋯⋯⋯154

半茧园{锣}况⋯⋯⋯⋯⋯⋯⋯⋯⋯⋯154

玉清亭概况⋯⋯⋯⋯⋯⋯⋯⋯··：⋯155

人工建筑物名称

铁路⋯⋯⋯⋯⋯⋯⋯⋯⋯⋯⋯⋯⋯157

： 公路⋯⋯⋯⋯⋯⋯⋯⋯·?⋯⋯⋯⋯157

●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马鞍山概况⋯⋯⋯⋯⋯⋯⋯⋯⋯⋯165

吴淞江概况⋯⋯⋯⋯⋯⋯⋯⋯⋯⋯165

阳澄湖⋯⋯⋯⋯⋯⋯⋯⋯⋯⋯⋯⋯166

山⋯⋯⋯⋯⋯⋯⋯⋯⋯⋯⋯⋯⋯⋯167
●，

附录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昆山

等县六个公社更名的批复"⋯⋯175

江苏省苏州地区行政公署“同意

昆山县部分大队更名的批复’’⋯176

编后记

· 2 。

文星阁概况⋯⋯⋯⋯⋯⋯⋯⋯⋯⋯155

顾鼎臣祠堂概况⋯⋯⋯⋯⋯⋯⋯⋯155

亭林公园概况⋯⋯⋯⋯⋯⋯⋯⋯⋯155

烈士陵园⋯⋯⋯⋯⋯⋯⋯⋯⋯⋯⋯】56

古迹⋯⋯⋯⋯⋯⋯⋯⋯⋯⋯⋯⋯⋯156

亭林公园⋯⋯⋯⋯⋯⋯⋯⋯⋯⋯⋯156

河⋯⋯⋯⋯⋯⋯⋯⋯⋯⋯⋯⋯⋯⋯167

湖⋯⋯⋯⋯⋯⋯⋯⋯⋯⋯⋯⋯⋯⋯171

水潭⋯⋯⋯⋯⋯⋯⋯⋯⋯⋯⋯⋯⋯172

地片⋯⋯⋯⋯⋯⋯⋯⋯⋯⋯⋯⋯⋯172

昆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启用标准

地名的通知"⋯⋯⋯⋯⋯⋯⋯⋯177

社队名称与区乡名称对照表⋯⋯⋯183

昆山县地名首字笔画检索表⋯⋯⋯20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昆山县概况

昆山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地处太湖流域，沪宁铁路沿线，东与上海市嘉定县，本省太

仓县交界，西与苏州市吴县接壤，南与上海市青浦县，本省吴江县为邻，北与常熟县相连。

总面积921．2平方公里，南北长约46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总耕地87．64万亩，总水面34．64

万亩。人1=153．6万余人，基本上是汉族，有少数民族13人。辖21个人民公社，3个县届镇(玉

山镇，陈墓镇、千灯镇)，5个国营场圃(稻麦原种场，蚕种场、苗圃场，种猪场，水产养殖

场)，467个生产大队(其中包括渔业大队21个)，2263个自然村，19个有非农业人I=1的自然镇，

六个街道管理委员会，28个居民委员会。上海振苏砖瓦厂，上海立新香料厂在昆山县境内。

县人民政府驻地在玉山镇(东经120。577，北纬31。237)，东距上海市55公里，西距苏州市37公

里。

昆山县历史悠久，据志乘记载，昆山建治最早可t溯到春秋时代，吴王建姑苏城，东有

娄门，昆山在娄门之东，同时，娄江是流经我县的主要河流之一，因名“娄邑"。昆山又有

。鹿城’’之称，相传为吴王寿梦豢鹿射猎的地方。秦始皇改邑称县，娄邑易名踢(音留)县，汉

王莽时改为娄县。以后历汉、三国，晋，宋、齐各朝，沿袭不变。

梁武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设信义郡，分娄县为信义县(县治在现昆山正仪)和昆山县，

历时97年。

昆山之称，始于梁大同二年(公元535年)，因其县治在华亭境内之小昆山(今上海市松江

县西北)，当时昆山辖区远及嘉定，太仓以及现上海松江县和青浦县部分地区。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罢信义郡，信、昆两县同时废止，九年后仍复设昆山县。唐天

宝十年(公元751年)割昆山南境立华亭县，将昆山县治移至马鞍山阳。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

年)升为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还旧制。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划县之西北为新阳

县，两县同城分治。民国后又合并为昆山县。

昆山之称，取(<诗经》“玉出昆冈"之旬。据《嘉靖昆山县志》载：三国华亭候陆逊有两个

孙子，名陆机、陆云，才华出众，犹如一对璧玉，人们以矗玉出昆冈’’比之，故易名昆山。

昆山县于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县名沿用至今。

从一九二六年起，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昆山县境内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九年春，‘开

始有抗日武装。一九四O年夏建立不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昆山县委。从此，党的县委或相当

于县委一级的工委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连续不断，直到一九四九年昆山解放。

昆山县在六千多年前是浅海，以后逐渐冲积成陆。境内的马鞍山原是冒出海面的孤山。

全县地势平坦，地形南高北低，地面平均高程在吴淞零点以上3—3．55。境内河流纵横，湖

泊众多，水面面积占全县总面积26．54％。较大河流、湖泊有吴淞江、青阳港、娄江，长白

荡，明镜荡、急水港、张家港、阳澄湖，淀山湖，双洋潭、杨氏田湖、傀儡湖、巴城湖、

鳗鲤湖等。全县气候温和湿润，日照充足，常年日照数2138小时，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

为1183毫米，年平均温度14．6度，一月和七月的平均温度分别为3．5度和36．9度，全年无霜期



232天。

昆山县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的地震，但1731年11月吴县角直发生的一次5级地震，对

我县有影响。

昆山县素称鱼米之乡，经济历来以农业为主，种植水稻、三麦和油菜。解放以后，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规模地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三十二年来，国家和集体在

兴修水利，构筑圩堤，疏浚河道，建设机电排灌上，投资4300多万元，投放了6600多万个劳

动I=J，完成18000多万个土石方工程。目前全县有842个机电排灌站，拥有排灌马力516651兀，

98％以上的农田沟渠配套，实现了机电排灌，初步建立起一套防洪，防涝、防旱、防渍的工

程体系，提高了抗灾能力。农业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农用机械总动力达27．8万匹马力，耕

翻、排灌，脱粒、植保和粮饲加工，基本实现了机械操作。一九A--"年粮食总产量为8．645’

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87倍。油菜籽总产量为6800多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5．7倍。全县

农业人口人均产粮1863斤，产油菜籽147斤，向国家交售粮食4．374亿斤，交售油菜籽5820万

斤，人均售粮942斤，售油菜籽126斤，是全国交售商品粮较多的一个县。A--年社员集体人

均分配303元。

多种经营主要项目有养鱼、养猪，养禽，种蘑菇，旱地种植和烧窑、运输等。一九A-

年全县林牧副渔总收入2989万元，是一九四九年的12．3倍。生猪年末圈存25万头，全年水产

品总产量7369吨。昆山的蜂蜜，盐水蘑菇，脱水蔬菜，小湖羊皮、兔毛、皮褥子，羽绒制品

和种猪等，远销港澳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

我县工业生产，一九四九年总产值仅1724万元。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发展较快。全

县有粮油加工，建材，化肥，化工，纺织，制药，酿造、电子，机械、服装、皮革制品，塑

料制品等项目，工厂企业共有350家。其中全民所有制52家，集体所有$,140家，社镇办258家。

一九八二年，全县工业总产值3．75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51．6％，比四九年增长

20．7倍。

昆山县水陆交通比较方便。沪宁铁路在县内通过，境内里程约30公里，设有昆山、正仪、

陆家浜，天福庵四个站。重建的昆安公路可直通上海，浏锡公路可通往苏州，无锡，太仓。

昆北公路已在七五年通车，正在施工的昆南公路已通到张浦、大市、千灯，境内公路总里程

80多公里。全县24个公社、镇，已有18个通班车。内河航运也是四通八达，航道总里程为

386．8公里。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教，卫生、体育等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全县现有中学

47所(其中省重点中学1所，完919所，中等技校1所)，小学478所(包括1所聋哑学校和1

所幼儿园)，在校中、小学生达8．9万余人，教职员工有4700多人。县内科研单位有农机研究所、

排灌研究所、农业科学研究所、电子研究所、化工研究所等。文化方面，县城有专业剧团，评

弹团，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少年之家，儿童乐园、影剧院和书场。农村社社有文

化站、广播放大站、电影放映队，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卫生事业也有新的

发展。现有县医院4所(人民医院，中医院，精神病医院、麻疯病防治院)，中心卫生院4所，

公社卫生院20所，拥有病床1318张，医护人员1461人。大队均有合作医疗室，基本上改变了

过去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基建、供电、邮电等其它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昆山原来是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地区，解放前，几乎条条河浜有钉螺，家家户户有病人。

据一九七O年的普查，全县有钉螺面积1．2亿平方米，历史累计达1．6亿平方米，累计血吸虫

， 2 ·



病人28万人。据统计，解放前，因血吸虫病严重流行而被毁灭的村庄有102个，是全国血吸虫

病最严重的一个县。解放后，人民政府结合改土治水，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国家直接下拨

的血防资金就有1000多万元。经过30年的艰苦工作，钉螺面积下降99％以上，病人治愈95％

以上。目前血吸虫病已基本消灭，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昆山县境内，文物古迹较多，现在尚存的有秦峰塔，赵家桥两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

外还有文星阁(即古莲池)、林迹亭，玉清亭、文笔峰，半茧园、顾亭林纪念馆、顾鼎臣祠堂

等。

昆山土特产有阳澄湖大闸蟹．玉山镇的卤鸭及自汤卤鸭面．红油爆鱼面，陆家浜的糯米

糖枣、正仪的糯米青绿团子，周市与陆杨的奥锅野味，巴城的。黄蜜罗，，香瓜，南港的东塘

菱等。

· 3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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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玉山镇概况

玉山镇为昆山县县城，地处昆山县中心。东沿锡浏公路，与新镇公社接壤，北与城北公

社相连，东南，西南方与城南公社交界，面积8．38平方公里。城区划分为6个街道管理委员

会，下属21个居民委员会和一个家属委员会，有6个农业大队，下属47个生产队。全镇人口

47700多人，其中农业人I：16950人，主要是汉族。镇人民政府设在西寺弄。

玉山镇水陆交通方便。沪宁铁路线在境内通过，东至上海，西达南京，公路有昆安线，通

往安亭，上海，锡浏线通往苏州，太仓等地，昆北线和正在建设中的昆南线，通往县内部分

公社。水上交通也是四通八达。

、 玉山镇是一个古老的城镇，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有先民生活、劳动，居

住。春秋时代为吴国的娄邑，秦朝改邑称县，易名哆县，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分娄县设

信义县，梁大同二年(公元535年)分设昆山县。元朝改昆山县为昆山州，明初仍复旧名。清

雍正三年，分设昆山县、新阳县，至民国合并为昆山县。当时的州治和两县县治均设在玉山

镇。昆山的城垣，是明朝大学士顾鼎臣为抗倭寇疏请朝廷建造的，始建于嘉靖十八年二月，竣

工于十九年五月，周长二千三百八十七丈，高二丈八尺，辟宾曦(东门)、迎曛(东南f-j)，朝阳、

丽泽(小西门)，留晖(大西门)，拱辰(北门)六门。除朝阳门外，并设有水关门，有五

水关、六城门之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城垣拆除。至今，北门还留有痕迹．

玉山之称，出自城之西北隅的马鞍山，山上产玲珑石，洁白如玉，故有口玉蜂刀，“玉

山黟之称。

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时，这里是马鞍山人民公社的驻地。同年划出城南，城北两个

公社，恢复玉山镇建制。

解放前，玉山镇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南大街和北大街，路面狭窄。东西走向的大小街、

弄更是坎坷不平。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七八年，通过拓宽娄江，疏浚市河工程，市容面貌大

大改观，城内已开辟南北纵向的人民南路，人民路、亭林路以及东西走向的朝阳路、解放路、

震川路等，全镇现有路、街、巷，里，弄152条，新发展居民住宅区28个。

玉山镇是昆山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解放前只有几家私人开设的碾米厂、打铁铺

和一个私营油厂，一个小发电厂。现在已有机械、电子、化工、制药、化肥、纺织，酿造、

印刷．食品，建筑材料、阀门等县属工厂企业50多家，镇和街道办的工厂企业也发展到15

个。八二年底有职116200人，产值1．73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加12．9倍。其中镇办工业产

值1436万元。另有自来水厂一个，供水能力每日9600吨。

镇内现有中学3所，小学13所(包括聋哑学校)，县幼儿园一所，在校中小学生7900多人，

教职员工500多人，有医院四所(人民医院、中医院、精神病医院和玉山医院)，卫生防疫站

一所，共有床位460多张，医护人员450多人，各农业大队设有医疗室，有影剧院4座，座位

4134个t文化馆、图书馆各一座，藏书5万余册，有一个体育场，占地42亩，有县，镇广播站

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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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属的六个农业大队，有耕地4000多亩，种植水稻、三麦，油菜籽和蔬菜等。共有绿化

覆盖面积58259平方米，覆盖率为1．5％。

镇内的名胜古迹有刘过(龙州)墓．林迹亭、玉清亭，顾鼎臣祠堂，文笔峰、半茧园等，

除刘过墓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外，其余五处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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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县 昆 山 县 Kanshztn X．ian

镇 玉山镇 YnshAn Zh6n

路

城中街道

管理委员会

西南街道

管理委员会

朝阳街道

管理委员会

东方街道

管理委员会

山前街道

管理委员会

新阳街道

管理委员会

人民路

人民南路

亭林路

朝阳路．，

震川路

解放路

中山路

朝阳支路

昆太路

昆北路

Chengzh6n9jiedao

Guanllw芒iyu&nhul

XinAnjiedao

GuanllweiyuAnhul

ChaoyAngji edao

Guanllw6iyuanhul

Dongf磊ngjiedao

Gu百n11weiyuanhul

Shanqianjiadao

GuanllweiyuAnhul

XInyangji edao

Gu矗n11w色iyuAnhul

Renmtn Li"1

R6nmin

Tlnglin

NAnld

Ln

Ch丘oyang Ln

ZhenchuAn Ln

Zhon9shan LQ

ChAoyAng Zhila

K13ntAi Ld

Kanb邑i Ln

昆山初名小昆山，在今上海市松

江县境内，梁大同二年(公元

536年)改娄县为昆山县，唐天

宝十年(公元751年)移县治到

玉山镇马鞍山阳。

早称鹿城区，后称城厢镇，境内

马鞍山原名玉峰山，简称玉

山。昆山县，玉山镇驻地。

地处镇中部，故名。

地处镇西南，故名。

地处镇南部。故名。

地处镇东部，故名。

地处镇西北方，马鞍山前，故名。

地处镇东南，原属新阳县境内，

故名。

原分南，中，北大街，解放后以

“人民当家作主"之意而名。

位于人民路的南端，故名。

原百花街，为纪念我国明代杰出

的思想家顾炎武(亭林)改称。

原为昆沪公路一段，1981年新建

定名。

原兴学路，为纪念明代文学家归

有光(震川)而名。

原震川西路。以“人民得解放’’

而名。新建。

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先生而名。

原昆化路，因是朝阳路一支路，

故名。

昆太公路经此路，故名。

昆北公路经此路，故名。



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路 环城北路HuAnchenfl Beilft

街

巷

· 8 ·

柏庐路

前进路

跃进路

新闸路

正阳路

秀峰路

南街

西街

东门外大街

司徒街

东新街

县后街

县东街

弓箭街

剧场街

大西门大街

东门街

新阳街

集街

仓潭街

朝东街

亭林路下塘

菜市路

小马路

南后街下塘

南后街

北后街

西塘街

B{tila Lit

Qianjln Ltl

Yueiin Ln

Xinzhii Ln

Z hengyAng La

Xinfeng L矗

环抱县城北的路，故名。1981年

新建。

为纪念清初教育家朱柏庐，故名。

原后浜，解放后填河改为前进路。

1958年大跃进时所建，故名。

因路旁新建一朝阳闸，故名。新

建。

位于原正阳桥南堍故名，新建。

原城厢马路，正对马鞍山主峰，

故名。

N缸Jie 原是县城最南的横街，故名。

Xl Jie 原西寺街，简称西街。

Dongmenwai Dajie位于县城东门外，故名。

Sifft Jie 古有司徒住此，故名。

Dongxin Jie 东大桥南堍向东新建的街，故名。
Xian H6ujie 在原县衙后面，故名。

XiAn Dongjie 在原县衙东面，故名。

Gongjiltn Jie 古有制作弓箭的作坊，故名。

JachAn9 Jie 人民剧场位于此街，故名。

DAxim6n DAjie 为大西门一大街，故名。

Dongmen Jie 为东门向城内一街，故名。

XinyAn9 Jie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分昆

山县为昆山，新阳二县，同城

分治，新阳县治设于此，故名。
JI Jie 原东寺巷，清朝顺治年因百货骈

集，故名。

CAngtAn Jie 过去，因路旁有二水潭，潭旁有

粮仓，故名。

ChAodon9 Jie 此街只有朝东的一面，故名。

TIn91Inlnxiat矗ng 与亭林路隔一河而并行，故名。

Caishllct 很久以前为菜市场，故名。

Xiaom百lfz 为连接火车站一马路，俗称小马

路。

N矗nh6ujieziatan9 位于南后街的下岸，故名。

Nanhoujie 为人民路东平行靠南一街，故名。

Beihoujie 为人民路东平行靠北一街，故名。

XitAngjie 为半山桥北堍向西的一街，



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巷

里

西塘街下塘

大西门下塘

东塘街

沿河街

城河街

司徒街下塘

小西门下塘

仓基街

横街

XitaDgjiexiatang

Daxim6nxiatang

D6ngtangjie

Yanhejie

Ch觚gh6jie

SIt面ji邑xiAtAng

Xiaoximenxi atang

Cangjijie

H印gjie

北后街下塘 Beih6ujiexiatang

察院前

南城河岸

宣化坊

春和坊

前浜

北栅湾

月城湾

南东城河岸

汛塘岸

万金岸

小澳东岸

小演西岸

和平岸

南汛塘岸

东汛塘岸

苏州塘 一

许坟塘

里厍

盆渎村

县东南里

ChAyuanqi直n

Nanch6ngh67an

XuanhuafaⅡg

Chdnhefang

Qianban9

BeizhawAn

Yuech6ngwan

NandOngchengh67 an

WAnjin7an

Xiaoyfidon97an

XiAoy,',xi
7
An

Hcpin97 An

N：,nxfmtAn97 an

Donflxdntan97an

Sfizhouthng

X矗fentang

LIshe

P6ndacfin

Xiandong NanlI

为半山桥南堍向西的一街。

为大西门向西的一街。

为半山桥北堍向东沿河的一街。

为东门沿河的一街。

为东门城河旁的一街。

为司徒街对面一沿河街。

为小西门南岸的一小街。

为仓基河西岸的一小街。

为柏庐路和万仁弄之间横穿一河

的街。

为北后街小河东岸相对的一小

路。

清代时，这里曾有监察院，故名。

为城河南岸的街。

以古时“宣化坊"牌坊而名。

以古时“春和坊弦牌坊而名。

以巷前一浜而名。

宋时土城列竹木为栅，地处城东

北部，故名。

形似半个月亮，故名。

司徒街河向东，城河南岸的一街

称之。

原为低洼易涝小村，后人家渐增

多，形成巷，俗称汛塘岸。

原帆泾岸，后称万金岸。

沿小滇河东。亦称小渔东岸。

沿小演河西。亦称小渔西岸。

原小村，解放后为住宅区，故名。

汛塘岸南岸一巷。

汛塘岸东岸一巷t

小西门外，娄江。(苏州塘)北岸

的一小路。

以许坟塘桥而名。亦称许文塘。

古称吏厍，县衙官吏居住地，后

改为里厍。

原此巷地势低洼，似盆状地而名。

为县东街中段南面的一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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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里

弄

·10·

仁和里

仓潭里

青春里

县东里

里厍里

琅环里

Renh6 LI

Cangtan LI

QingchQn Li

Xiltndong LI

LIshe LI

Langhuan LI

常青里 Changqing Li

玉峰里

健康里

车站内宅

太平里

万仁里

月城新村

同丰村

玉龙村

团结村

南汛村

九步三湾

Ydfeng Li

JiAnkang LI

ChezhAnnei zhai

Taiping Lt

Wanren LI

Yu色chengxincnn

Tongfengcan

Yalongcan

TuanjiecQn

Na口xnncdn

Ji dbnsanwan

西坛弄Xit／tn Long

东坛弄

游方弄

石幢弄

西寺弄

蟋蟀弄

水弄

状元泾

柴王弄

聪明弄

乙丑弄

DongtAn Long

Y 6ufang Long

Sh lchuang Long

Xisl Long

Xishuai Lbng

Shul Long

Z huangyuanjing

Chai wang Long

Congming L6ng

Ylchbu Long

解放前是私人住宅，后称之。

为仓潭街旁一住宅区。

解放后新建的机关宿舍．

为县东街的居民点。

为里厍的居民点。

解放前这里有学校，书声琅琅，

故名。

原为白水潭，现名常青里，新建

的机关宿舍。

站在弄口见到马鞍山峰，故名。

为人民医院的宿舍。

为火车站铁路职工的集体宿舍。

为方家弄的一家大杂院。

原为万仁仓库，后改为集体宿舍，

故名。

为月城湾附近的居民住宅。

为原同丰油厂的集体宿舍。

为玉龙桥南的居民住宅。

原陆家宅基，后改为团结村。居

民住宅。

位于汛塘岸南，故名。

原弓手巷，因弄有连续三个湾，

故名。

明洪武元年修“风云雷雨山川坛"

在朝阳门外，因此弄在坛西，

故名。

位于西坛弄东，故名。

原玄坊路，后改游方弄。

原弄口有一石幢·故名。

此弄面对一西寺，故名。玉山镇

人民政府驻地。

原财积弄，后改称蟋蟀弄。

因水灶、浴室集居此弄，故名。

相传此弄有父子俩中状元，故名。

古称柴巷，后改柴王弄。

相传此弄出十进士，故名。

相传此弄名于乙丑年，故名。



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弄 玄坛弄

酒店弄

任家弄

凤凰桥

东太平弄

西太平弄

后城头

后城河

西通山弄

东通山弄

盛家弄

东移步弄

西移步弄

姚家弄

万仁弄

板桥弄

绣衣弄

伊家弄

甲子弄

龙亭桥

方家弄

周厅弄

宜弄

杨家弄

果老弄

廿四家厦

时家园

工农场

小西门

XuAntAn Long

／ictdian Long

R色njia Long

F6Ⅱghu&ngqiao

DongtAiplng Long

Xltaiplng Long

Houchengtott

H0uchOngh6

Xitongshan Long

Dangton9 shaa LOng

Shengjia Long

Dongyibn Long

Xiyiba．Long

Yaojia Long

Wanren Long

BanqiAo Long

XioyI Long

Yiiia Long

liazt Lon9

LongtingqiAo

Fanoiia Long

Zhouting Long

Yl Long

Yangjia Long

Guolao Long

Niansljiasha

Shijiayuan

GOngnOngchang

XiAoximen

以原一玄坛庙而名。

原此弄有几家酒店开张，故名。

以原凤凰桥而名。

位于原太平桥东，故名。

位于原太平桥西，故名。

位于县城北的后城河上岸，故名。

位于县城北的后城河下岸，故名。

在半山桥东通向马鞍山的小弄，

故名。

在高板桥西，通向马鞍山的小弄，

故名。

形容此弄狭窄而名。位于西移步

弄东。

形容此弄狭窄而名。位于高板桥

东。

为东门街上一小弄。

原万寿弄，后改为万仁弄。

以原一板桥而名。

以原一绣衣铺而名。

位于望山桥东南。

原姚家弄，后改甲子弄。罗汉桥

南。

以原一龙亭桥而名。

原方家巷，后改方家弄。

刚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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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弄

居民区

大队

·12·

潭子里

晒谷场

掖布场

虹桥浜

赵家宅基

中山村

后塘村

虾蟆浜

严家角

北严家角

西需浦

东需浦

小桃源

司徒新村

正阳一村

化工新村

朝阳东村

朝阳西村

通用新村

前浜新村

前进新村

县西新村

水上新村

东方新村

集街新村

玉山大队

Tanzilt

Shaigdchang

Y色bdchang

H6ngqiaobang

Zhaojiazhaiji

Zh6ng shancnn

H6utangcfin

Xiamabang

Yanji ajiao

Beiyanjiajiao

Xixflptt

DongxQpa

XiaotAoynan

SI恤XInefin

Zh色ngyang 1一Cdn

Hua96ng Xincdn

Chaoyan9 Dongcftn

Chaoyang Xi neftn

Tongyong Xine6n

Qianban9 XincQn

Qianjin Xincftn

XiAnx!Xincnn

Shulshan9 Xincfin

Dongfang Xinctan

Jljie Xincnn

Yashan Dadul

五星大队 W《txing Dadul

正阳大队 Zhengyang Dadul

以原一潭而名。

原是晒谷场所，现成住宅，故名。

以原有一染布坊而名。

以弄前虹桥浜小河而名。

解放前为赵姓宅基，故名。

为中山路旁一小弄。

以弄前一后塘而名。

原是几个小浜，虾蟆繁多，故名。

原牛家角，后改为严家角。

为严家角北的一小弄。

为需浦河西岸一小弄。

为需浦河东岸一小弄。

原为私人住宅。解放后为居民区。

为司徒街旁的居民区。

原为正阳大队农田，后为居民区。

为化工厂的居民区。

为朝阳路旁，人民南路东侧的居

民区。

为朝阳路旁，人民南路西侧的居

民区。

为原通用机械厂(现纺机厂)的

集体宿舍。

为前浜西段的居民区。

为前进路西段的居民区。

为县政府西的居民区。

为航运公司的居民区。

为东方街道的居民区。

为集街旁的居民区。

县城西南部，以驻地玉山镇而

名。有耕地867亩，951人。

县城东部，以原五星初级社而

名。驻地天山镇，有耕地450

亩，1180人。

县城南部，以原正阳高级社而名。

驻地玉山镇，有耕地590人，

15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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