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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巷位于江苏省宜兴、溧阳、金坛3市交界处，函山起伏蜿蜒，溪河水深流长，

是宜兴西部有名的活水码头。

东汉时，杨巷为湖墅里函亭侯蒋澄的封地，塍头地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

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代代相传，用勤劳的双手，创建了杨巷这素有

“小无锡”之称的商贸大镇。遗憾的是祖辈未能留下一部存世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杨巷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创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方

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常言道，盛世修志，国之定例。为了弘扬民族的优

良传统，为了记载杨巷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许多宝贵经验，更为了

杨巷从此能有一部“前有所鉴，后有所稽”的志书，以促进杨巷在新世纪中的三个

文明建设，并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1996年4月，在宜兴市地

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与帮助下，杨巷镇成立了镇志编纂委员会，组建了编志办公室，

开始编纂工作。

编志过程中，在全镇各企事业单位、各村、各界人士以及在外乡贤的热忱关怀

与支持下，编志人员同心协力，曾三订纲目，四易其稿，五度寒暑，终于撰成了杨巷

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在此，我们代表镇党委、镇政府衷心感谢大家为杨巷办了一

件上慰祖先，下惠子孙，裨益当代，遗泽后世的大好事。

《杨巷镇志》按纲目编纂成24章，约56万字。本志基本上反映了杨巷镇的历

史概况与现代风貌，展现了杨巷人民一个世纪以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业绩，实

为杨巷的“古今总览”，是了解本镇的一部“百科全书”，是一部存史料、备咨询、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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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地方历史文献。

编纂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是一项文化建设系统工程，是一项开创性的工

作，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难免在内容、体例乃至文字等方面有疏漏与差错或

不当之处，务请读者指正。同时，希望大家能以本志为鉴，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把握机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再创新业绩，再写新篇章!

中共杨巷镇委员会书记张听宝

杨巷镇人民政府镇长周达祥

2002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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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

凡 例

一、本志记事时间断限，上限起自民国元年(1912年)，下限止于1999年。视

资料情况，必要时，个别章节适当追溯或延长。

二、本志编纂体例，采取“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分类，竖写史实”的格式，以

类分章、节、目3层次，依次相辖，以时为序，记述史实。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相结合的表达方式，以志为主。文体为语体

文、记述体或说明体。直书其事，述而不论，寓褒贬于史实之中，重点突出有特色

的部分。文风力求严谨、简明、通俗，少数引文用原文。

四、历史纪年，古代均以当时通用年号，其后加注公元年代，同一年号，一节内

只注一次；民国纪年，加1911年便是公元年代，一般不另加注。“解放前”、“解放

后”以1949年4月23日宜兴县境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算。“年代均为二十世纪的年代。”

五、数字记述，民国以前的纪年、农历年、月、日用汉字表述，民国时期起纪年、

公历年代、年、月、日统计表、百分比等均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六、本志对各历史时期的政权称谓，除日伪时期称“汪伪政府”或“伪政府”外，

均以原名称如实记述。对人物一律直书其名，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

后用简称。

七、本志对货币种类的表述：民国24年11月23日前为银元，24日起为法币。

如注明“关金券”、“金元券”的则例外；1955年3月1日前为“旧人民币”，后为现人

民币。

八、本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对象为对国家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

不立传的烈士载人英名录。全国知名的杨巷籍人士，作简历介绍。凡杨巷籍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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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干部，立二等功以上的军人，无锡市以上的劳

动模范与先进生产(工作)者，获工程师、讲师、主治医师、会计师等以上职称者，以

及符合上述条件在镇工作的客籍人士，均列表记载。

九、本志所辑资料，收自文献资料，统计汇编，文书档案，宜兴、溧阳旧县志，有

关专业志、宗谱、报刊以及调查访问的口碑资料等。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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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杨巷镇位于宜兴市西北30．5公里，东至临津荡与都山、钮家两乡交界，南邻

芳庄镇，西与溧阳市函麓、埭头、上黄镇接壤，北靠新芳镇，镇政府设在杨巷自然

镇。总面积38．6平方公里，境内有姚溪河、北溪河、西溪河与溧阳中河交汇于此。

镇内杨溧公路、杨都公路(金紫段，皇新段)东西贯通，徐戈公路南北穿越，内外交

通相互沟通。

杨巷是个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古镇，据考古证实，杨巷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遗址，早在原始社会就有祖先定居于此，沧海桑田，繁衍生息至今天的规模。

杨巷镇周代称函亭乡。函亭有函山，又名函母山，据《建康志》引周处《风土

记》所说：从前有一函姓老妇，在此得道，故名。据《函亭蒋氏宗谱》载，东汉时名将

蒋横之子蒋澄避居宜兴县函山南麓湖墅里，后就地封函亭乡侯。筑函亭城，城府

在塍上里，俗称城头地。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义兴县改为鹅州，而杨巷在鹅州之西陲，故名为鹅西，

属函亭乡。

北宋初期，杨巷称城上里，后因杨邦义的孙子杨因夫迁居于此，后来成为大

族，故改名杨巷。杨巷也曾称过杨港、阳港、洋港。绍圣二年(1095)，杨因夫后裔

杨中正葬于函亭城故址(城头地今称塍头地)，其墓志铭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出

土。

清光绪九年(1883)至宣统称杨巷镇。

民国元年至18年1月称杨巷市。民国18年2月至38年4月称杨巷镇。

1949年4月24日，杨巷解放。5月7日成立杨巷镇人民政府。至1999年先

后改称为杨巷乡，公社、乡、镇。全镇有23个行政村，2个居民委员会，223个村民

小组，26000人口。劳动力有8800余人，为全市各乡镇之冠。

杨巷属南京凹陷构造单元，其高程(吴淞)为2米～3米，又属圩区，原为水域，

由湖泊沉积而成，湖河荡滩密布，上游承受客水为洪水走廊，下游则泄水不畅，洪

涝威胁严重。本世纪来杨巷历次洪水水位高度：民国20年为5．30米；1954年为

5．40米；1957年为5．33米，1991年为5．86米，1999年为5．75米，其形成往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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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袭击有关。

杨巷历来以农为本，农作物以水稻、三麦、油菜为主。解放前，生产受到制约，

产量极不稳定。解放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特别兴修水

利联圩并圩电力灌排机械的增加，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稳步、持续发展，1984年总产达2072

万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后经产业结构调整，大大减少种粮面积，1999年仍达

1463万公斤。

杨巷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民国21年6月，中共溧阳县特别支部在此建

立杨巷、山东头两个党支部。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便派同志组织

共产党地下活动，进行宣传发动抗日斗争、组织参军、筹饷，陈掌伦(朱虹)烈士就

是其中之一。

杨巷为古镇，自古就称活水码头，周代便成街市，河西称周碣街，唐宋更盛。

宋进士蒋安上为其岳父杨中正(进士)树墓铭文：荆山苍苍函亭之旁，荆水洋洋函

亭之乡。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河西村史氏宗祠捐资建“阳溪桥”，桥碑铭文：

“阳光灿烂先照函城，溪水长流再映山峰。”明嘉靖三十三年，溧阳进士史际捐资建

造“广通桥”，桥碑记铭文，上联为“广阔天地商聚古镇”，下联“通达五湖财源茂

盛”。

至清代，集镇更加繁荣，据《杨氏宗谱》载：清咸丰庚申年间惨遭兵燹，阖镇荡

然，而祠亦废，全镇变成废墟。后逐步恢复，商贾云集，买卖兴旺。民国26年冬

起，先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后是都山、新芳、安乐山、面山驻点的日军炮击，最后

是日军的扫荡，把集镇房屋全部烧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行各业相继在废墟上搭棚铺摊设店，市场逐步复苏，尤其

沿北溪河北岸粮行密集，稻麦等船只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市场活跃，曾一度被誉

为“小无锡”。近世纪以来杨巷逐渐发展成羊肉市场，为宜兴出口山羊板皮的主要

产地。

杨巷的工业起步较早，清同治三年(1864年)蒋竹溪、蒋竹亭两兄弟在杨巷创

办“蒋锦昌油厂”，创宜兴粮油加工业之始。解放后，建筑安装劳务业发展较快，宜

兴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于1993年被评为省级二级企业，后升为一级企业。1998

年4月14日，经国家建设部核准公司设备安装资质已达到国家一级企业标准，连

续几年获上海市、江苏省优秀企业称号。至1999年，杨巷的工业有建材(水泥

厂)、化工、食用油、空调、通风设备、轻工机械等企业，产品质量均达优。

小城镇建设以统一规划，合理配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增加力度，加快建设

为方针，健康有序地进行。镇容镇貌日益改观，公共设施逐步配套。1998年7月

杨巷镇被无锡市命名为新型小城镇。

医药卫生方面，早在清咸丰年间大潭圩的伤科与万塔村的针灸均医名远扬。

民国期间有中医10多家，中药店9爿。解放后，1951年5月成立杨巷联合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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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宜兴县最早成立的集体医疗机构。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杨巷医院担负着杨巷地

区和邻县部分乡村的医疗任务。医院科室齐全，设施完善，尤其胸胃镜等医疗器

材先进，医生技术业务高超，远近闻名。1995年，杨巷医院被国家卫生部和江苏省

卫生厅评为一等甲级医院。1996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

卫生组织评为爱婴卫生院。1997年12月，杨巷镇被宜兴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评为卫生镇。

文化教育事业开始较早，私塾源远流长，形式多种多样。宋代大文豪苏轼为

函亭蒋氏宗谱写序时称蒋氏宗祠有49间，其中有数间为读书房舍。明崇祯四年

(1631)六科村吴氏建宗祠，名“敬士堂”，祠内办私塾，专门培养人才。清乾隆二十

四年(1759)在吴文节祠创办鹅西书院。民国初年创办鹅西高等小学、瑞化高等女

子小学和第七小学、第八小学、第九小学等。民国27年在庵桥普明院创办了初中

补习班(杨巷中学前身)。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

校进行部分调整，校址分布逐步趋向合理。1999年中、小学学生数3242人，其中

中学生885人、小学生2357人、幼儿生920人。

文化体育事业日益繁荣，镇上有影剧院、电影放映队、广播电视台、文化站、老

干部活动室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农村篮球队、青狮队、马灯队逢年过节

进行比赛与调演，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1986年8月，杨巷乡被评为无锡市体育

运动先进乡。1996年12月，杨巷镇被江苏省文化厅评为“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乡

镇”，并授予铜匾奖牌1块。杨巷集镇是宜兴市西部边陲地区政治、文化、经济、交

通的中心，著名画家钱松苗、副司令员马苏政等均诞生于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建制区划

杨巷是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古镇。根据对城头地出土的石斧、石锄、陶罐、

陶片等文物的鉴定，杨巷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定居于

此，历经商周、秦汉直至明清，沧海桑田，繁衍生息，发展成今之规模。

杨巷位于宜兴市西北30．5公里处，西与溧阳市埭头镇毗邻，南连芳庄镇，北

靠新芳镇，东与都山、钮家2乡交界，面积38．6平方公里。共两条街道，23个行政

村，85个自然村。现杨巷隶属宜兴市。

自古至今，建制名称曾多次更迭，行政区划也历经多次变动。

第一节 建制沿革

周代设乡、湖墅里、塍上里(即杨巷)均属函亭乡。

秦汉时期设亭(十里一亭)，湖墅里、塍上里称面亭，属函亭乡(十亭为一乡)。

函亭为军事要地，曾于函山与洮湖间设“函亭寨”。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淮南王

英布造反，败逃江南，朝廷派兵将追击英布于函亭和洮湖一带，英布兵将不熟悉此

处地理形势，大败而被杀。晋咸和三年(328)，苏峻造反即败，带领万余人逃往临

安，途经洮湖、函山时为陶侃部将截击，战败而死。南宋末年，元军渡过长江，准备

进攻临安，宋将赵淮在|函亭乡|函山与洮湖间屯兵阻击元军。

东汉建武五年(29)，蒋横冤案昭雪，其季子澄就地(湖墅里)封面亭(乡)侯。

塍上里属J函亭(乡)侯封地。

东汉后期至唐武德二年(619)，塍上里改称过阳港、洋港和杨港，后又因在鹅

州(宜兴)之西，曾一度称为鹅西。

南宋高宗时，建康(南京)判杨邦义之孙杨因夫迁居塍上里，后成为当地望族，

遂改称为杨巷。

清光绪九年(1883)命名为杨巷镇。

民国元年(1912)至18年7月，杨巷镇改称为杨巷市。

民国18年8月始，推行新县制，改市乡为区乡间邻制，杨巷划为第十一区，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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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乡、5镇。民国22年1月至民国23年2月，调整区域，裁并乡镇，杨巷仍为第十

一区。

民国23年3月至10月，并区划小乡，杨巷划为第五区，辖6镇、37乡：6镇为

杨巷、新芳、新建、韶巷、南社、上黄；37乡为方东、姚溪、荷乐、堰南、金紫、永兴、画

三、杨埠、桐梓、五塍、芝果、周泽、函东、塘东、西村、爵坫、奖墅、六科、兰堂、汤墅、

翟墅、徐前、西六、前周、寿星、上黄、彭山、蒲圩、琅开、义庄、嚷墅、英墅、社沟、宋

安、朱塘、贯庄、周墅。

民国23年11月至民国27年4月，废间邻制，实行保甲制，杨巷仍为第五区，

辖2镇、14乡、113保、1130甲；2镇为杨巷、新芳；14乡为琅山、韶巷、丁成、永安、

芳泉、贯庄、新建、临溪、上黄、上五、彭蒲、知觉、前周、寿星。

民国27年5月至民国35年2月，杨巷划为第五行政区，区署设在杨巷镇，辖

2镇、12乡、107保：2镇不变；12乡为永安、溪北、溪南、彭蒲、贯庄、新建、韶巷、琅

山、上黄、前周、寿星、上五。

民国34年10月至民国36年11月，设立杨巷区，辖2镇、6乡：2镇不变；6乡

为长寿、钟秀、上黄、蒲东、溪南、溪北。

民国36年12月16日至民国37年5月22日，杨巷区与官林区合并为官杨

区，区署设在官林。杨巷镇设13保。

民国37年5月23日至民国38年4月，全县设两个督导区，官杨区辖2镇、6

乡：2镇为官林和杨巷(原蒲东乡并人杨巷镇)；6乡为臧闸、漏西、画亭、新芳、溪秀

(由原溪南、溪北2乡合并而成)、上黄。

解放后，自1949年5月至1988年3月，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

需要，杨巷的行政区划曾进行过15次变更。

1949年5月7日，杨巷区辖1镇、3乡，即杨巷镇和溪秀、新芳、上黄3乡。同

年6月，增设长寿、南社2乡。

同年9月，废保甲制，建立村组制。杨巷区辖1镇、14乡，即杨巷镇与杨西、溪

南、溪北、芳东、奖墅(以上5乡称为小乡时期)、新芳、新东、新建、贯庄、蒲东、琅

山、上黄、南社、前化等14乡。

1950年5月12日至1952年7月，杨巷区辖l镇、12乡，即杨巷镇与杨西、溪

南、溪北、芳东、奖墅、新芳、新东、新建、贯庄、蒲东、琅山、宝寿等12乡。

1954年6月至1956年2月，杨巷区改为农村区，所辖乡镇无变动。

1956年2月8日至1957年8月底，全县农村区合并，杨巷区与官林区合并为

官杨区。杨巷设镇。杨西、溪北、芳东3乡合并为芳东乡；溪南、奖墅2乡合并为

溪南乡，划归徐舍区。此称为中乡时期。

1957年9月1日至1958年9月8日，撤销区公所，改设区委。溪南乡仍归属

官杨区，并与芳东乡、杨巷镇合并为杨巷乡。此称为并大乡。

1958年9月9日至1959年1月11日，撤销原区、乡、镇、村建制，实行政社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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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人民公社。官杨区建立黎明人民公社，杨巷乡划为杨巷、溪南2大队。杨巷

大队辖杨巷集镇(包括生产街与复兴街)及芳东、庵桥、姚塔、邬泉、荷塘、西庄、东

石、河西、马家、黄家、神通、画东等12村；溪南大队辖北新、南新、皇甫、溪星(芦

新、六科二村合并而成)、汪洋、芝果、赵圩、爵坫、奖墅等9村。

1959年1月12日至2月12日，撤销黎明公社，划为杨巷、官林、新建、新芳4

个公社。杨巷人民公社辖原杨巷、溪南2大队。

1959年2月13 El至9月底，全县划成7个片，杨巷公社隶属官杨片，辖区不

变。

1960年12月，杨巷公社划出奖墅、爵坫归属邮堂公社。1961年，邬泉划分为

泉左、大团、宜塍3大队；溪星划分为芦新、六科2大队。1962年增设水产大队。

1967年3月至1968年6月，设立杨巷人民公社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6月至1981年7月，成立杨巷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1981年7月至1983年12月，成立杨巷公社管理委员会。

1983年12月至1988年2月，杨巷公社改为杨巷乡，大队改为行政村。

1988年3月，根据江苏省16号文件精神，撤销杨巷乡建立杨巷镇，实行“镇管

村，镇乡合一”新体制。仍辖河西、马家、黄家、神通、函东、西庄、荷塘、东石、庵桥、

芳东、姚塔、泉左、宜塍、大团、金紫、王木、皇新、芦新、六科、汪洋、芝果、赵圩、水产

等23个行政村及杨巷镇与振新两个集镇居民委员会。

第二节 居民委员会与行政村

一、居委会

杨巷集镇位于北溪河、西溪河与溧阳中河的汇合点。北溪河将街道划分为河

南、河北两部分，西溪河又将街道划分为河东(即河北)、河西两部分。北溪河上的

中桥(原经堂桥)、西溪河上的广通桥与新桥恰成鼎足之形，以连接北溪河、西溪河

两岸街道。横跨北溪河与西溪河上的杨巷大桥和杨巷南桥，分别为徐戈公路与杨

溧公路的主要桥梁。

沿北溪河北岸的街道叫前街，北面与之平行的称后街。两条街之间，有两条

南北走向的东横街与西横街(又称陈家巷)相连接、沟通，构成一个“井”字形街道。

前街、后街向西、向北延伸的里弄、小巷，大都是居民住宅区。广通桥西为河西街。

民国23年至民国28年4月，杨巷集镇共6个保，其中，河西街1个保，河东

(包括河南、庵前浜)5个保。渔民与船舶为第13保，属集镇街道管辖。

1949年9月，废保甲制，改为街行政，划分成东大、西大、镇中、镇大、交通、复

兴、河西及船舶等8条街道。1952年左右，船舶街并入宜兴县航运公司，后又划归

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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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东大与交通合并为东大街，镇中与镇大合并为镇中街，西大与复

兴合并为西大街，连河西街共合并成4条街道。同时，庵前浜的农业户划归庵桥

高级社，河南的农业户划归芝果高级社。

1958年7月1日，东大、镇中合并为生产街，西大、河西合并为复兴街。

1962年，复兴街改称建设街，与生产街合并办公，设街长1人。

1964年3月15日，撤销街行政，建立杨巷镇居民委员会。

1988年6月18日，增设振兴居委会，与杨巷镇居委会合并办公。后仍合并为

杨巷镇居委会。

杨巷镇居委会辖集镇范围。东至庵桥村，南至芝果鱼池村和赵圩村小八队，

西至河西村，北至东石村桥渎里。中桥南北为主要街道，宽阔的水泥公路，两旁都

是4—5层高的商业住宅大楼。东面的街道，也已规划，并正逐步拆除旧房，重建

新大楼。

集镇是杨巷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全镇主要的企事业单位也都集中于境内。

北溪河南面有镇政府、医院、电力管理站、信用社、邮电支局、中心幼儿园、国

税所、地税所、派出所、保险服务所、交通管理所、加油站、汽车站、杨巷商城(菜市

场)、远红外厂(1998年停办)、华亨特种蚊香厂、爱派尔食用品有限公司、洪达装潢

厂、空调设备厂、影剧院、广播电视站、食品站、兽医站、农机厂、铝材厂、宜兴市第

六安装建筑公司等；北溪河北面有杨巷中学、杨巷小学、土地管理所、工商行政管

理所、房管所、米厂东库和西库、粮管所东库和西库、水利站、农业银行杨巷办事

处、信用社储蓄所、供销合作社、恒来建材集团公司综合楼、轻工机械厂、通风机械

设备厂、万洁净水设备厂、鑫达机械设备厂、兴达机械设备厂、门窗厂、涂料厂、振

杨织布厂(1999年停产)、运输站、搬运站、三赛超细粉末有限公司、水产村委会等。

二、行政村

[河西村]为函亭乡周碣街(见碑文记载)，后又俗称周石村、周石里。据说

唐代还称过鹅西村，民国10年改称周泽村。后又因位于杨巷与西溪河之西，所以

再次改名为河西村。解放前为杨巷镇第八、第九两个保，1949年9月废保甲，改划

为杨西乡河西行政村。1956年合作化时为河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9

月起在黎明公社时为杨巷大队河西生产队，1959年在杨巷公社时为河西大队，

1983年12月始仍改称河西行政村。

河西村东连河西街，北临溧阳中河，南靠马家村，西接黄家村。包括大村、陶

家桥、宋家头、钟家头、李家头等5个自然村。至1999年末，全村共409户，1164

人，其中男556人、女609人，分为9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136．87公顷，内旱地

8．93公顷。村里有卫生室、老年活动室、商店、电灌站。村办企业有轧米磨粉加工

厂、电工电线厂(已停产)。村民委员会设在大村上。

[马家村] 旧称沙上圩，又俗称天荒圩、毛家兜，位于镇西南。据说元代时曾

在沙上圩建造了一座桥，叫沙上桥，至明代洪武年间又在天荒圩马氏宗祠前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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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座桥，称马家桥，该村也因此桥而得名。村东与赵圩村以西溪河为界，西南面

与溧阳函麓(后改为后六)毗邻，北与河西、黄家2村隔河相望。有6个自然村，即

马家桥、蒋家村、戴家村、毛家兜、纪家村和杨家兜。

民国时期，马家村一直属杨巷镇，划为第十一保。1949年9月分成马家村和

毛家兜两个行政村，划归杨西乡。1957年，两村合并为马家高级社，黎明公社时期

为杨巷大队，马家生产队。1959年成立杨巷公社时划为马家大队，1983年12月

仍改为马家行政村。至1999年，全村共有456户，1408人，其中男733人、女675

人，分13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188．28公顷，内旱地14公顷。村里原有小学1

所，于1994年并入黄家小学。另有卫生室、老年活动室、商店和电灌站。也曾创

办过石灰窑、七O沙厂等村办企业，现都已停产。村委会设在马家桥。

[黄家村]古称湖墅里，有湖墅十三村之称，位于镇西。秦汉时设亭，称画

亭，属函亭乡。东汉时名将蒋横之幼子澄因父遭冤避居于此，至父冤昭雪，澄被朝

廷就地封为“函亭侯”。后其子孙相继迁居五牧、回图、白塔等地。又据传，三国时

东吴名将黄盖的后裔也避难到此，后子孙繁衍，成了大户，所以湖墅里又俗称为黄

家村。原观音殿前的“赤乌井”就是三国时期吴大帝“赤乌”年间开凿的，今仍保存

完好。现代著名国画家钱松宙于1899年就出生在湖墅里。

黄家村东临西溪河，南与马家村以河为界，西与溧阳市桥西村相隔一河，北濒

溧阳中河。有黄家头、袁家头、沈家村、上村、蒋家村等5个自然村。民国时期，黄

家村为杨巷镇第十保。1949年9月划为袁家、黄家两个行政村，属杨西乡。1956

年合作化时两村合并为黄家高级社。黎明公社时为杨巷大队，黄家生产队，1959

年1月成立杨巷公社时为黄家大队。1983年12月起仍改称行政村。全村分为6

个村民小组，共375户，1180人，其中男578人、女602人。有耕地100公顷，内旱

地13．67公顷。

解放前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家村还是全镇有名的贫困村，大部分农民

靠种点蔬菜卖了换点油盐钱、零用钱。据记载，1976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一般仅

100元～120元。穷则思变，后来他们决定搞好农业，兼办工业，并跨出家门，走向

社会。1975年，村里办起砖瓦厂，同时组织劳务输出。1976年组建建筑安装队，

并相继创办粮油机械厂、铝合金门窗厂、活性染料厂、食用油厂、袜厂和花炮厂。

1985年安装队改建成工业设备安装公司，1987年成立农工商公司。1988年成立

宜兴市黄家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室下设基建科和财务科。1991年，村里投资450

万元兴建了集娱乐、休闲、食宿于一体的“湖墅度假村”，内有宾馆、舞厅、灯光球场

等一系列的文化设施。同年又创办了皇景绝缘材料厂和皇家食品有限公司两个

中外合资企业。1992年，安装公司升为国家二级资质。1995年又组建了省集团

公司——江苏省皇佳集团公司。是年，全村工农副三业总产值达2．5亿元，成为

宜兴市的首富村，全国首批420名亿元村之一，并被定为无锡市现代化新农村建

设试点村。1998年，安装公司被国家建设部批准为国家一级资质企业，下设1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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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城市。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里的公益事业也逐步得到改善和兴办。为了节约土

地，转化旧俗陋习，1973年村里建造“安息堂”，实行骨灰盒存放制度，为全市最早

推行殡葬改革之村。黄家也是全市率先实行农民退休制度之村。从1990年起，

规定凡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取老年人补贴金(自1994年至今已由每

人每月20元逐步增至80元)。老年活动室也安置在度假村，让老年人在宽敞明

亮的室内喝茶、看报、下棋或聊天。1992年，村里办起自来水厂，村民全部用上“放

心水”。1993年，创办文化技术学校，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村民和企业职工进行政

治理论学习，或上岗前的业务培训。还请南京、上海等地的设计人员来村规划设

计，建造了5幢农民别墅和商品住宅楼。村里家家有广播，1995年又通上有线电

视及程控电话。1996年，原有的卫生室改建成“甲级卫生室”，配备2名专职医生，

实行“合医合药”，做到村民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为了环境卫生，村里设置几

处公共厕所，有专人管理。贯穿全村的主要道路，都铺设了水泥路面，宽阔而平

整，并安装路灯。农业生产采取集体机械化操作，村里先后购置了中型拖拉机、收

割机和脱粒机。

村里有完全小学1所，幼儿园1所，每年村里要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作学校建

设。还设立信用社储蓄所、治安联防队和民警值班室。村民一般都亦农亦工亦

商，1999年人均纯收入达5756元，生活水平也发生深刻的变化。

自1987年至1998年，黄家村曾先后15次获宜兴市、无锡市和江苏省工业先

进村、工业明星村、工程先进单位、卫生村、电话村、(江苏)名村等称号。1993年4

月28日，黄家村成立全市第一个村级党委，村里的各项事业，在村党委和村委会

的领导与齐抓共管下，正方兴未艾，向前迈进。

[神通村】村以“神通圩”而得名，旧称“盛通圩”。有野砻坊、上壕、大圩头、
_函圩和霍家等5个自然村。村东靠河西村，南与黄家村相隔溧阳中河，西南与溧

阳市山前龙荡村交界，西北连接面东村。民国时期与山东头(今函东村)合为一个

图，后又合为杨巷镇第十二保。1949年10月，划归杨西乡，改为神通行政村。

1956年为神通高级社，公社化时，先为神通生产队，后为神通大队。1983年12月

仍改为行政村。至1999年，全村分5个村民小组，共257户，815人，其中男424

人、女391人。耕地面积140．3公顷(内旱地1．8公顷)，另有山地约13．3公顷。

村办企业曾创办过绣花厂。村里有小学1所，卫生室1个，电灌站1座，村委会设

在野砻坊。

[面东村] 函山在杨巷镇西约3公里，因山形恰似“函”字，故得名，而函东村

位于函山之东麓，所以旧称“山东头”。村东与西庄村隔河相望，南靠神通村，西、

北两面与溧阳市以函山为界。民国时期与神通圩合为一图，后又合为杨巷镇第十

二保。1949年10月，改为画东行政村，属杨西乡。1956年合作化时为函东高级

社，黎明公社时为杨巷大队，函东生产队，杨巷公社时为函东大队，1983年仍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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