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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马塘，曾有“丰和”、“骥渚”、“晓塘”
三雅号。

马塘，南望长江，北濒黄海，地处如东中

央。市镇四面环水，状如小岛，土地丰腴，水
陆畅通，解放以前为如东政治中心，解放以后
逐步成为如东工业基地。

马塘，三国、两晋时期即已成陆，渐有移
民定居，唐代已成为沿海村落。勤劳、勇敢的
人们一代一代地在此筑堰御潮，晒卤煎盐，建
寺营宇，广辟荒原，使之逐渐形成集市。南宋

建立马塘场，此后商贾日益活跃，市面日趋

繁荣。沧海桑田，生生不息，已具有千年历史。
大革命时期，马塘地区的共产党人吴亚

鲁、吴亚苏、王盈期、叶胥朝等即在自己的家

乡播下革命火种，四乡农民运动一度风起云
涌，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当日本侵略



军的铁蹄践踏江海平原之时，马塘又一度成为

中共江北特委的活动中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为反击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扫

荡”和“清剿”，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谋求人
民的解放，马塘地区先后有六百多个优秀儿
女，洒热血，献青春，英雄业绩，可歌可泣。

解放三十多年来，马塘人民满怀豪情，艰

苦奋斗，各行各业，日新月异。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政通人和，生机盎

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断
谱写新篇章。如今，工商景气、农副兴旺、民风

淳朴的马塘，已跻身于苏北文明城镇的行列。
马塘历史悠久，但记载甚少。盛世修志．

责有攸归。为追溯过去，继往开来，鼓舞群

众，教育后代，中共马塘镇委和马塘镇人民政
府特组织力量，悉心编纂《马塘镇志》。赖各

方通力合作，得以铸成。由于史料不全，加之我
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谬漏、尚祈读者教正!

秦爱道

一九八六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力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

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记载当地自然和社会各方
面的历史及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本着详今
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上限适当追本溯源，

下限基本断至一九八五年，少数事例迄于志书
成稿之日。

三、本志首列全镇现状图和旧貌图、概述
及大事记，以便使读者首先从空间和时间方面
大本了解马塘的历史和现状。接着分地理环
境、人口、行政设置、党派社团、治安、兵事
工业和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农业和副业、

交通、邮电、财政、金融、市镇建设、居民生
活、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医药卫生、

体育、社会风情，人物等二十二类，坚持以类



系事，综述始末。

四、本志体裁根据编辑要求和记述内容，
有记、志、图、表、传、录等，而以志为主，
图表附于各类之中。

五、本志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所列人物
系出生本地的革命烈士和有贡献有影响的已
故知名人士。对出生本地有贡献有影响的在世
人物，其事迹适当记入有关章节。

六、本志所记辛亥革命以前年代，一般沿
用历史记年，注明公历年份；辛亥革命以后年

代均用公历。所记地名一般依当地的历史习惯
称呼，适当注明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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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马塘，雅号晓塘，又称骥渚，位于江苏省如东县中部地

区，处于九圩港和如泰运河交汇点，是南通市、如皋城通往

黄海之滨的重要通道，为江海平原的著名古镇之一。

马塘，形似三角形，海拔四米左右，因四面环水，遂有

口岛镇’’之称。一九八五年，市镇面积为二平方公里，常住

入口为一万三千人。

昔日马塘，串场河横穿全镇，河北岸为长达三华里的市

街。街心铺平板石，条石镶边，坚固平滑。狭窄的街道两边

排列着数百家酒楼、饭店、茶馆、绸缎庄、八鲜行、杂货铺

等等，数十座楼阁、祠堂、庙宇，交错子店铺之间。高达十

多米的碧霞山雄踞市北，巍峨壮观，为皋东闻名胜景。宽约

四米多的麻石拱桥——仁和桥横跨市河，将南北市街连成整

体，构成中心市口，桥垛上所刻“桥石千秋昭美业，舟车万

里载深仁”的楹联，显示了这座“淮南第一桥’’的悠久历

史。这一切，使马塘呈现出海滨古镇的风貌。但是，在日伪

军和国民党军队盘踞马塘期间，街头碉堡林立，鹿訾遍布，

市街萧条冷落、满目疮痍。

一九四七年十--Yt六日，马塘获得解放。马塘人民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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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共产党的领导下，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使矗岛镇’’面貌日新月异。如今，横穿全镇的串场河已成为

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公路两边层楼叠起，人行道旁绿树成

荫，市容整洁，市场繁荣，它已成为一座新型的社会主义小

城镇。

马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九二二年，共产党人吴亚鲁就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

一九二七年，共产党人吴亚苏，王盈朝、叶胥朝等在马塘建

立起党的组织，领导如皋东乡的农民运动。一九二八年，他

们以马塘为基点，策应如泰“五一"农民暴动，一度使如皋

东乡的封建地主、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三八年底，中共江北特委潘动中心从南通县的金沙

转移到马塘，不久，建立了中共马塘区工作委员会，马塘便

成为如皋东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基地。其时，尽管国民党

如皋县党部和县政府、国民党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

一支队以及江苏省保安第一旅等先后进驻马塘，但是中共江

北特委及马塘区工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仍然十分活跃，党

的组织和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纷纷建立起来。一九四O年五

月，中共马塘中心区委成立，马塘镇的党员稻青年在中心区

委领导下，积极准备迎接新四军挺进黄海之滨。

一九四O年十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一部到达

马塘，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十一月，如皋县长叶胥朝

在马塘接管了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并逐步把它改造为抗日民

主政府。从此，马塘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在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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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解放战争中，马塘镇人民为了捍卫革命政权，谋求翻身

解放，先后有一百多位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队伍，其中有二

十多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马塘，人才辈出，在各个领域有造就者不乏其人。

清代晚期，全镇有进士一人，举人一人，康贡三人，秀

才十九人。游幕山东河道总督署文案的邓际吕曾出任山东

登州总兵、济宁直隶州知州、济宁道尹等职。他在任内勤改爱

民，兴学育才，为当地百姓办了些好事。名士邓飞霞(乾、

嘉时期人)、朱亚陆、刘念劬以及道士朱静波等精于书法，

尤以邓飞霞造诣更深，当时被誉为全国七大笔之一。
辛亥革命以后，一些名家相继涌现。国画家邓怀农擅长

花卉，其优秀作品早年即收入《香港书画作品选集文稿》。稍

后的青年画家邓梅生，以其纯熟淡墨的技巧所作的花鸟，在

省内享有盛名。早年旅居金陵、崇川的名中医周筱斋、周宗

缢等中医论著甚多，深得当地人民的钦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批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人才

在祖国各地，更有建树，成为专家、教授，学者等高级研究

人员者不下二十人。文学评论工作者邓美煊长期活跃在新疆

文坛，成果累累。从事动物病理、动物饲养研究的高级兽医

师邓辨，在上海发表过数十篇译著。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起，从事地质研究资料译著的林彻，从事建材工程设计的徐

延龄，从事史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刘寅生，从事外文翻译工

佐的高杰，从事医学研究的周仲瑛、周光、王兰、高景昭等
都各具专业才能。七十年代书法界的新秀王冬龄，现为全国



书法家协会理事，是当代知名的青年书法家。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塘已有五百多人就

读于各级各类大专院校。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马塘镇在外获得各类硕士、博士学位的近三十人，当年

马塘中学的高材生吴恩华，如今已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

学位，昔日马塘中学的体育尖子邵志雄，已成为国家手球运

动员；一九八五年，马塘中学高三学生陆李，在全国数学、

物理竞赛中夺魁，免试升入清华大学。

此外，马塘各行各业中还涌现出不少能工巧匠。闻名县

内外的烹调师张殷龙，一九五七年参加全县烹调技术竞赛，

名列前茅。名厨师吴锦荣继承父志，成为烹调技艺的后起之

秀，一九八六年被评为南通市一级红案厨师。钟表修理工王

世衡早在四十年代就能凭手-rJj旺改进进口手表机件，改换
长三针，他的精湛手艺独步一时。善于制扎风筝、花灯的罗

开、钱学林等，其作品巧夺天工，别具一格，既可观赏，又
可实用。

马塘人才荟萃，昔日得使人文昌盛，如今赖以振兴中

华。

四

马塘，建国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马塘古有“鄂商经销赣瓷，吴甬商贾贩杂货，京口人设

酱槽，缀客专实烟茶席”的传统经营特色，多数商品从外地

批发而来，马塘纯属一个消费市镇。建国以后，马塘逐步办

起了十多家工厂，成为全县化学工业的中心。固体二二三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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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三氯杀螨醇、苯甲酰氯等六七种高效农药销售全国各

地；NSZ早强复合减水剂是全国建筑业所需的畅销产品，五

金产品门窗绞链、绞肉机等早与外商签订了经销合同，石油

机械产品销往国内各大石油企业；加买酸、雄鹰牌FOl一1

酚醛清漆等化工产品远销亚、欧、北美等十多个国家。一九

八五年，仅马塘化工厂一个月的工业产值就比一九四九年全

镇的工业、手工业总产值还要多。

马塘镇郊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不断发展。蔬菜生产由原

来的三十多个品种增加到二百多个品种，蔬菜上市量成倍增

加，某些瓜菜的上市期也比以往提早一个月至两个月，河岸

青坎还开辟了桃、梨等大片果园。这里生产的优质水蜜桃多

年来成为南通市罐头食品厂的收购原料，是南通市的出口产

品之一。这里的禽、畜饲养量也逐年增加。如今马塘的集市

贸易越来越兴旺，各种农副产品及海产品越来越丰富，充分

展示了“鱼米之乡”的特有风味和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

马塘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迅速，生机勃勃。新

建的影剧院大大地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幼儿园、小学、

中学和职工业余学校配套成龙。马塘小学被列为省属重点小

学，马塘中学被列为县属重点中学。马塘医院科室齐全，医

疗设备17t趋完善，已成为一所小型综合性医院。

建国以来，马塘镇居民收入逐步增加，一九八五年每人

平均收入五百八十元，比一九四九年增加近四倍。居民的住

房条件日益改善，高档用品日益增多，人们的平时饮食也愈

来愈讲究。全镇人口的平均寿命已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六岁

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七十二岁。

建国三十六年来，马塘的工作也有失误之处。主要失误有

三：其一，在一九五六年实行对私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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