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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丰镇党委书记许剑波

锦丰镇人民政府余亚雄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合兴地名志》问世了!

这是我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也是我镇文化建设

上的一件大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子孙。

《合兴地名志》是原合兴镇人民政府、锦丰镇人民政府相继主持

编纂的地方文史资料。全志分6章和附录，共27节、134个分目，

约16．8万字。内容有行政区划地名、居民居住地名、自然地理实体

地名、交通水利地名、经济地名和文化地名等，较为详实地记述了合

兴镇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合兴人民在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

勤劳动、建设家园的宏伟业绩，特别是1978年以来贯彻执行改革开

放政策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编纂《合兴地名志》的宗旨，在于提供我镇准确、全面、完整、

系统的地名资料，为今人及后人了解合兴、认-／y,合兴、发展合兴提供

借鉴，以期起到存史、资政和教化之功效。

编纂《合兴地名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是合兴人民

的迫切需要。我国素有修志传统，而张家港市合兴镇又是人文荟萃之

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合兴地名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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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鉴于此况，我们动员50多名各行各业的人员参与编纂；修志人

员不畏艰难，从研究情况、制订篇目开始，到搜集、整理、鉴别、考

证资料，撰写志稿，再经过市地方志办公室反复修改编纂加工，最后

完稿付梓，这是众手成志的工作过程，也是一个十分严谨的科学的工

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通过社会调查挖掘抢救珍贵资料，还

要集众人智能，字斟句酌，认真推敲．精心撰写，方能完成。现在可

以说，《合兴地名志》是我镇修志人员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辛勤笔

耕的结晶。

《合兴地名志》，来源于原合兴镇档案室和采自民间的口碑。编

成此志除了修志人员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外，还依靠方方

面面干部群众满腔热情的支持以及许多孜孜不倦工作的无名英雄紧

密结合。我们代表锦丰镇党委、锦丰镇人民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修志是为了更好地用志。故我们殷切期望：《合兴地名志》在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合

兴的明天更加美好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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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叨

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秉笔直书．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充分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

特色。

二、《合兴地名志》根据有关规定，力求准确．科学地反映合兴地名的历史

和现状，记述地名的产生，演变及其含义。

三，记述时间：上限明末清初，下限2003年8月。

四．收录范围：以2002年行政区划范田为准，列地名，包括河、圩，坝；

镇(乡公社)、村(大队)、村民小组(生产队)；自然镇、自然村、新村；路、

桥、闸，排灌站；工业区．商场、工厂；学校和文物等其它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

单位、历史地名．地名掌故等．

五，本志卷首设序．编辑说明、概述、地名大事记。正文以行政区划．居民

居住地、自然地理实体，交通排灌、经济、文卫等地名属性分类，顺次排列，历

史地名在有关节，目之后，相关的地名掌故在附录中。

六．本志正文体例均为章，节，目式．

七．行文规范：标题格式．招，最符号使用、历史纪年，数字书写，计量单位

名称，图表处理均按国家有关规定记录；有关地名沿用历史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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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具有范围、方位的地理实体的专用名称，是人们交往和活

动的地域标识。至2003年8月，全镇共有地名1200多个，其中自然

实体地名182个、行政区划地名89个、居民居住地地名148个、交

通水利地名216个、经济地名540个、文化地名30多个。这些地名

构成了合兴镇多类型、多层次的地名群。合兴地区的地名在历史长河

中形成，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受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经济、政

治文化的影响，现在还继续不断变化着。

合兴镇位于长江三角洲，距长江南岸6公里；16世纪中期，境

内还是一片汪洋；至16世纪下期，因江岸沿边凹凸不一，在潮汛作

用下，江心淤沙突涨，江泓改道，逐渐形成常兴沙、福兴沙、寿兴沙、

庆凝沙、天福沙、带子沙、青屏沙、东盈沙8个沙滩。境内除洪联、

洪福、天福、天丰、福安、悦丰、光明等村的部分地面外，其余均在

明未清初成陆。民国10年(1921年)，由江阴绅士郑瑞府，在天福、

带子沙北的长江支流——南夹围圩造田，当年失利。1923年春，他

重筑新海坝，每年春筑一海坝，这样由北(合兴悦丰、福安村)向南，

筑起了二海坝、三海坝、四海坝、五海坝、六海坝和七海坝(后两坝

在东莱镇境内)，使海坝东南侧淤沙猛涨，使之与带子、天福、庆凝

等老沙的大块土地连成一片，逐渐形成160多个自然村落；筑坝时留

一条沟称南中心河，至今犹存，成为合兴与锦丰两镇的分界河。第一

年，新海坝筑起后，形成横跨福安、福利村的福利圩；1924年春二

海坝筑成后，围成坐落在洪福村与天丰村的辰字圩；1926年春，四

海坝筑成后，围成坐落在洪福村的标买圩；1927年春五海坝筑成后，

围成坐落洪联村的戊字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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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6年(1927年)，将原小鲥鱼港开挖成一干河；同年借原

小洪兴港之道开挖成二干河。这两条河均纵贯境内南北，北出长江口，

是交通、排灌的主要河道。

明末，境内农村集镇蓬勃兴起，地名大量增加。合兴镇即有镇址，

太平天国时期，浙江、江阴等地居民陆云龙、林吉春、许瑞福等来此

开店兴市，因其位于带子、天福、寿兴、青屏四沙交界，附近农民希

望建镇兴旺发达，故名合兴镇；太平天国中期(1851～1864)年，建

五节桥镇；光绪元年(1875年)9月，建牛市街；民国2年(1913年)

建中兴街；80多年前建悦来镇，民国13年(1924年)建南川港镇；

民国17年建天福镇。

1949年4月23日，合兴地区解放。境内福屏乡分为合兴、洪兴、

中兴、寿兴、牛市、悦来等小乡，各小乡建立行政村，共44个，属

常熟县管辖。合作化运动中，以村建立初级社。1955年冬，原小乡

合并为合兴、店岸、福前3个中乡；1956年小社并大社。1957年夏，

合兴地区的3个中乡并为合兴乡。辖19个高级农业社。即星火、书

院、洪兴、洪联、洪福、天福、悦来、福利、福安、庆丰、光明、中

兴、勤丰、五星、牛市、常家、永盛、新华、明星；所属范围为西起

Jll港，东抵和尚港(老三干河)及锦丰镇双福村，北始南中心河。南

至寿兴横套为界，即今行政区域。乡政府驻地合兴镇，自此，合兴镇

成为全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58年9月，建立沙洲人民公社，

合兴为工区，以高级社为单位组建生产大队；1959年1月，沙洲人

民公社划分为东沙洲人民公社和西沙洲人民公社，合兴、锦丰、东莱

三个工区属西沙洲人民公社；1959年4月，建立合兴人民公社。1962

年，沙洲县成立，合兴公社隶属沙洲县管辖。1969年，大队名被数

字序号代替。分别按次序称一大队、二大队⋯⋯。以后又经多次调整，

至1977年底，共有21个生产大队，即星火、洪桥、洪兴、洪联、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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