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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欣闯家乡《陆巷村志》什梓出版，一个村编慕志书，这在东山乃至吴中区还为数

不多，尤其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出版村志，据我所知 ， 这在江苏省范围内还

是首例 . 这是家乡历史上的一件盛事 . 值此可喜可贺之际，我这个从陆巷走出去的王

篓后裔，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 豪 !

陆巷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初期 。 其时，中原一大批护驾南迁的文臣武将途经太

湖，因爱陆巷山水之胜 ì是定居洞庭山，在村里建起了六条古巷，陆巷也由此得名 。

古村地灵人杰，千百年来名人辈出，被誉为"宰相状元故里，教授院士摇篮" 。 村中

古街、古道、古井、古宅及古牌坊星罗棋布，现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建筑有三十 多

憧 ， 所以又有"东山古建筑博物馆" 之称。

新中国建立前的陆巷村虽 然名门望族众多，但广大劳动人民大多过着贫困的日

子 。 兵连祸结、百业凋敝，这是昔日家乡的真实写照 。 新中国成立后，家乡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 ， 艰苦创业 ， 迈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共陆巷村总支部委员会、陆巷村村委会在东山镇党委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大手笔搞开发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 振兴传统经济，使家乡的村容村貌

及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如今的陆巷村 ， 可谓是旅游兴、农业稳、村民

富 .

《陆巷村志》纵述历史 ， 横陈现状 ， 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村级百科全书，其内 涵极

为丰富 . 它为人们全面了解陆巷的过去、规划未来提供了正确、详实而又科学的村情

资料;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开展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教育提供了一部很好

的乡土教材;也为海内外客商、广大游客了解陆巷并投资旅游业提供了一份咨询书 。

同时，这部村志是让人们全面认识陆巷、熟悉陆巷、开发建设陆巷不可多得的资料

书、工具书、地情书，其必将发挥长久的作用 。 村志的出版发行 ， 是陆巷村党总支、

村委会为实现文化兴村 、 旅游兴村所做的又一件实事，也是家乡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 可谓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 作为陆巷的子孙 ， 我深感欣慰

和骄傲!村里嘱我为其作序，在此 ， 我谨向叶书记和辛勤笔耕的编篡人员，向悉，心指

导的评审专家，向所有为志书编慕出版做出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

哀心的感谢!

我具切地希望借《陆巷村志》出版之机，能进一步发掘东山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

文资源 ，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 ， 把我的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反彰在主在A
..!-P/<φ在f矿j l!J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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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一一陆巷位于东山镇的西北部，依山傍水，景色秀美. 作为享誉

江南的著名古村落，陆巷历史文化和、淀深厚. 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出过状元、进士以及宰

相、太守、知府等一大批官员 。 明代大学士王蕃学识渊博， 是"吴中四子"唐寅、祝允

明、文微明、徐祯卿的先生，历史上被誉为"重振吴文化的旗手身为宰相的王萃为

官清廉，留下了许多故事和佳话!

近代，从陆巷村走出的院士与教授达六十多名，可谓全国村级之最!他们中有兄弟

院士王守觉、王守武，被称之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中国第一个女教授王明贞

等 ， 元不享誉学术界。 同时 ， 陆巷村古建筑星罗棋布 ， 人文景观比比皆是，至今还保存

有完好的明清古建筑达二十多处，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

陆巷古村拍摄的影视作品达上百部之多，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椅子红了)) ((小城春秋》等影视剧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取景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因受制于交通条件，陆巷村经济一度发展缓慢.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古村气象万新、面貌日新月异。 2003年 11月由原白沙村、含山村、北望村合

并成现在的陆巷行政村。 村辖区域面积7. 19平方公里 ， 设31个村民小组， 1490户， 4968 

人。 全村干部群众在东山镇党委、政府及村党总支的坚强领导下，发扬求真务实、勇于

创新、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使古村获得了新生 。 我们不仅保护了陆巷村的历史文化遗

存，更是以文化促进经济发展，村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 村容村貌不断改观，尤其是旅

游事业异军突起，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慕名而来。

近几年来，陆巷村的经济、旅游、文化、科技、卫生得到了全面发展，先后荣获了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AAAAA级风景区国家生态村江苏省卫生村江

苏省生态村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村苏州市先锋村"等诸多荣誉称号. 这是陆巷

村干部群众努力进取的成果，值得载入志书 。

盛世修志，业载史册。 我作为陆巷村党总支书记，纵观历史，深感有责任手口义务把前人热

爱家乡、敢于进取、可歌可泣的历史和当今村民生产、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载入史册.

《陆巷村志》的编篡出版 ， 是在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东山镇党委、政府，吴中区

档案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志书写作历时三年半 ， 形成了 30万字的文字稿，在编慕过

程中，编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将真实的历史素材、丰富的

思想内涵、浓厚的时代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科学价值融为一体，且能贯通古今、横

涉百科、归属得当，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祝愿《陆巷村志》的出版，给古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深信有着

深厚文化底蕴的陆巷古村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东山镇陆巷村党总支书记: \咿r ' YJ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

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反映陆巷村历史文化、社会发展、自然生态及社会现状。

二、本志上限起自清末民初，下F民tt于 2010年(其中，大事记至2014年6 月) 。 有些章

节溯源寻古，追溯到事物发端。 大事记、照片下限至2012年。

三、本志记载的地域范围 ， 为现陆巷行政村辖区，包括白沙、含山、北望及所属太

湖岛屿。历史上白沙、含山、北望三村境域时有增减，亦如实记载。

四、本志根据陆巷村的特色，对风景旅游名胜、古建筑、历史人物、名优特产、新

农村建设等章，做了提前或升格处理。

五、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横列门类，纵以叙述，辅以图表照片 。 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

六、本志所载人物以祖籍陆巷(包括白沙、含山、北望)并有重要业绩者为主，兼

收客籍人士，生不立传，其余以简表录之。

七、本志资料选录有关文献史料、 档案 ， 均经核实 。 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 。 部

分禾自口碑，亦经反复核准后整理入篇 。

八、本志纪年方法，新中国成立前用朝代或民国年号，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 新中

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公制 。 历史上用的计量单位名称，按当时记载，用

标号注明其换算值。

@ 



概述

概述

陆巷村(白沙、含山、北望)北临太湖，南靠高峰，东接莫厘村，西连杨湾村，所辖区

域面积7.19平方公里。 2003年11月由原白沙、含山、北望3个行政村合并而成，设31个村民小

组， 1490户， 4885人(其中女2554人) 。

1953年，东山后山成立和平二社(白 i少)、和平二社(含山)、虹光一社(北望) • 1961 

年分别改为和平二大队、和平三大队、虹光一大队。 1968年，又分别改为战斗大队、红旗大

队、庆九大队。 1983年7月 ，战斗、红旗、庆九大队又分别更名为白 i少村、含山村、北望村。

2003年11月，白沙、含山、北望三村合并为陆巷行政村。

陆巷村山水清丽，历史悠久，其北望村始于吴越春秋，村名就是吴国暗望越国的军

事前哨阵地。白沙村源于北宋初期，刑部侍郎叶i主在村中筑有别业. 陆巷村建于南宋，

因村中筑有6条古巷而名陆巷，为明代大学士户部尚书王萃的故里 。 2007年陆巷古村被国

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

陆巷村距东山镇区 13公里，水陆交通使拔。 环山公路绕村而过，朝东可通过尚锦、

岱松等村直通湖滨大道;往西经上湾、杨湾等村衔接木东公路。 水路交通可经太湖边往

苏、沪、宁等大中城市，以及浙江杭州、湖州、宜兴等地。

陆巷村地处湖畔，受太湖小气候的调节，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物产丰

富 。 历史上就形成了以山区果茶为主，兼蚕桑、太湖捕捞为辅的农业结构，素有"花果

山、鱼米乡"之誉。 所产的碧螺春茶、洞庭红楠、白蒲枣、水晶石榴等果品为全镇之冠。

陆巷古建筑众多， 1986年陆巷古村被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 现保有明清古宅 30多

憧，以及古街、古巷、牌楼等明清建筑。 核心保护区的惠和堂、怀德、堂、粹和堂等古宅，

拍摄过《椅子红了》、 (( 'J、城春秋》等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影视作品，被辟为影视拍摄景

地.

改革开放初期，陆巷村经济基础较薄弱，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椅子价格下落，

收入锐减。 后大力发展山区传统采品，引进外地优良品种，很快开拓了全村富民之路。

2000年陆巷古村对外开放，旅游业迅速发展，加强了村级经济，使村民得到实惠。

21世纪初，陆巷村注入规划引领发展理念，制定，发展总体规划，加快新农村建设力

度，古村落开发区、村民集中居住示范区、社区服务中心、农贸市场、·采品销售市场、

停车场等一批工程相继竣工 。 同时，完成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一一碧螺春

茶采生产基地建设。 2006年跨入了"苏州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苏州市先锋

村"行列 。

陆巷村生态环境良好环保优先"已成为陆巷人发展经济的共识 。 多年来坚持

经济发展首先服从于环境保护，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环保工作取得良好成绩，获得国家

AAAAA级风景区、国家生态村、江苏省卫生村、江苏省生态村荣誉称号 。

如今，陆巷山麓、太湖之畔的陆巷村人正在探寻一条以传统农业、旅游、民企同步

进取的经济发展之路，建成一个生活富格、和谐、安康的新家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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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周一唐

约周景王二十三年、 吴王僚五年(前522 ) 

伍子骨自楚奔吴 ， 在东山筑南望、北望军事盼望哨，遂形成北望村。 吴军在陆巷

近处湖中两小岛练射箭， t1p今之南、北箭壶岛 。

梁天监年间 (502 - 519) 

白 沙岭西建荷盘寺，为东山古代九寺之一. 寺废后，有亭二问，移入俞坞高峰寺内 。

唐乾符年间 (874 - 879) 

北望饭石峰下，吴越王建弥勒寺(今已废) ，现仅存白莲池、饭石峰等遗迹.

宋

北宋乾德年间 (963 - 967) 

刑部侍郎叶追在洞庭东山后山筑别业，后其裔孙散居陆巷蒋湾 、 ;t 下及白 沙、杨湾

等村。 元代起又迁居吴中一带，被尊为吴中叶氏始祖.

北宋景桔元年( 1034) 

成平进士、知府叶参致仕，携家定居东山陆巷山嘴之北，遂为东洞庭山人，被尊为

"北叶" 生台手且 。

北宋绍圣年间( 1 094 - 1097 ) 

天圣进士、两浙转运副使、翰林院侍读学士叶清臣，随父居东山白 沙纪革，卒后葬

浙江湖州 。

南宋建炎年间( 1127 - 1130 ) 

千七将军王悖在驾南渡，定居太湖东山陆巷，被尊为莫厘王氏始祖。

南宋建炎四年( 1130 ) 

宋亲军侍卫都统制翁德、裕，字承勋，在驾南波，进居东 山 白 i少村。 后岳飞、张俊至

东山看望翁承勋，留有"亲军侍卫都统制j~勋公 卡居洞庭用赋赠言藉以志怀"之题字 。

为东山翁氏始祖。

南宋建炎年间( 1127 - 1130 ) 

宋枢密副使吴肃之手j、 、 太常韭吴锐之子吴谦，才是家迁居东 山白沙二图里 ， 因基旁有

古柏数林，后称"古柏吴氏为白沙吴氏始祖。

南宋建炎年间( 1127 - 1130 ) 

万八将军严反源，在驾南波至临安，携家迁居吴县二十八都五图里，即东山陆巷严

芒里 。 为严芒严氏始祖。

南宋绍兴年间( 1131 - 1162 ) 

绍圣进士、户部尚书、观文殿学士叶梦得居东山陆巷，卒归葬湖州 。 其次子叶桂定



居并葬于东山，被尊为东山叶氏始祖。

南宋咸淳年间( 1265 - 1274 ) 

白 沙湾邹寺豆豆舍宅建北奇庵， 今已庭。

:n::; 

天历二年( 1329) 

冬， 大雪 ， 太湖冰冻数尺，人履ì'j(.行 ， 后山柑桶悉数冻死。

至正二年( 1342) 

大风刮太湖水涌入后山民庐 ， 俗称 "湖翻后山果林尽淹。

至正年间( 1341 -1368) 

大事记

莫厘王氏七世手j、王彦样出赞陆巷陆子敬家为婿，生五子 ， 皆有成就。 后王彦祥谢陆

氏而归宗王姓，在王巷口与诸子截力治生，筑王巷，即今之陆巷。

明

宣德四年 (1429 ) 

福建长乐县主簿陆巷王惟善卒于官任， 明崇祯 《吴县志)) 7乒列IJ 入"名臣传

正统四王竿手(仆14ω39创) 

"钻天洞庭"商帮早期代表人物，被后世商贾誉为"江湖客师"的陆巷大商人王敏

(字惟负)去世， 正统状元施荣为之撰《惟负公忏表》 。

景泰元年( 1450) 

王萃生于洞庭东山震泽乡骨母界陆巷口旧第，谱载:其生时宅有月华之祥。

成化元年( 1465) 

王萃随父北上至国子监读书 。

成化五年( 1469) 

朱巷(为陆巷村的自 然村)叶样 ， 字应福 ， 考中己丑科进士。 官福建右参议。

成化+-年( 1475) 

王蕃乡、会试第一，廷对第二，探花及第，才交翰林院编f民 同年，王氏在陆巷紫石

街筑探花、会元、解元三牌楼( "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2002年修复) 。

弘治五年( 1492) 

王萃被朝廷命为应天乡试主考 ， 祝九明卷被取优等。

弘治+年( 1497) 

王篓元任《大明会典》副总裁。

弘治十四年( 1501 ) ? 
王篓之父光化知县王琉病故于陆巷 l日宅 ， 享年85 岁 。 后朝廷遣苏州去口府林世ì&至东

山祭葬。 清康熙《苏州|府志》列入"名宦传" 。

弘治十六年( 1503) 

冬大雪，积四五尺， 桶树尽死。 王萃作《桶荒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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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七年( 1504) 

王萃在东山守义丧，同祝九明、文微明等七人撰成《姑苏志 )) ，王萃为主编 。 是

年，与唐寅同游洞庭西山 ， 王萃在林屋洞摩崖题"天下第九洞"和"伟观"金石 。

正德元年( 1506) 

王萃第二次出山 ， 入 l码为相 。 唐寅作著名的《王攀出山图》相送。 二年 ， 王攀升少

傅， 兼太子太傅、 武英殿大学士，官正一品。

正德四年( 1509) 

奸宦刘瑾盗权，大肆陷害忠良。 王攀同李东阳等冒死救谢迁、刘健、韩文、杨-5-青

等 。 五月，上疏致仕南归 。

正德九年( 1514 ) 

北望人黄训 ， 字季行，考中甲戌科二甲二十六名进士。 官兵科给事中 .

正德十六年( 1521 ) 

杭州经历、名士王萃胞弟王是全(字秉之)病故，王茬为之撰基志铭 ， 明崇祯《吴县

志》列入"文苑传" 。

嘉靖元年( 1522) 

朝廷遣行人至东山存问王萃，攀上书《讲学》、 《勤政》二篇，被嘉靖帝采纳 。

嘉靖三年( 1524) 

王攀逝世，享年75岁 。 官府营葬于陆巷梁家山嘴。 王萃基现为苏州市吴中 区文物保

护单位。

嘉靖三十三年( 1554) 

倭寇入太湖，东山前后山共立八寨，团结乡勇，自相保卫。 白沙纪苹村筑保安巷，

今尚存。

万历八年( 1580) 

冬，大寒。 太湖;水，人可履;水而行，后山楠林尽毁。

万历+年( 1582) 

王攀李子延陵(字子永)病故，明崇祯《吴县志》列入 "文苑传

万历+七年( 1589) 

陆巷王禹声中进士，官至湖广承天知府。 卒后入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 。

天启四年( 1624) 

苏城画家王萃六世孙王武(字勤中)病故。 J青康熙《苏州府志》列入"名苑传

天启七年( 1627) 

秋，大风拔木，太湖溢 。 冬，大雪，积三尺余 ， 沿湖果木尽死 。

崇祯十年( 1637) 

北望人吴嘉赖 ， 字吉人，考中丁丑科进士。 官福建兴泉兵备道副使。

i青

顺治四年( 1647) 

陆巷李敬，字圣一， 考中丁亥科进士 ， 官至刑部侍郎 。



额 。

大事记

顺治六年( 1649) 

白沙吴国章在平岭建总云庵，初名灵官殿，雍正问席永勋重建前殿，吴县令杨棠题

顺治十年( 1653) 

白 沙纪革叶灼棠，字函公，考中葵巳科进士。 历官内阁撰文中书、兴泉兵备副使。

康熙二年( 1663) 

吴国幸在白沙湾重建白沙庙 。 其庙又名护级祠，始建无考 。 明末庭，清重建。 碑记

尚存。

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吴文i1..员在白沙重建吴仲雍祠，祀恭孝王仲雍 。

康熙三十九年( 1700) 

十一月 ，太湖冰冻月余，后 山楠树尽死。

康熙四十二年( 1703) 

陆巷王元位考中类未科二甲三十二名进士，投浙江平阳知县 。

康熙四十三年( 1704) 

白 沙吴文潮，设吴氏义庄，以救济族中孤寡。 办义学，延师以教里中子弟 。 其事迹

载入;青乾隆《吴县志》 。

康熙五十一年( 1712 ) 

陆巷王世琛(王攀八世孙)殿试第一，是东山历史上第二个状元。

康熙五十二年( 1713) 

陆巷王夹仁，字鲁公，考中在手巳科进士 。 选庆、吉士，投翰林院编修。 历官贵州督

学，左春坊左赞善。

乾隆七年( 1742) 

陆巷~下叶中，字应时，中圣戌科进士。 官至刑部主事 。

乾隆+九年( 1754) 

陆巷王关伯 ， 字震西，中甲戌科进士，官湖南渲州、直隶:H'I 4;口川、| 。

乾隆二+七年( 1762) 

白 沙翁大业建翁氏义庄，至嘉庆初，已直田 520亩 。 同治初，裔孙翁大本又屡捐田

数百亩益之。

道光元年( 1821 ) 

清著名学者、王萃十世孙王艺孙(字惕甫)卒，于家，载入清同治《苏州府志)) "文

苑传" 。

道光三年( 1823) 

陆巷王仁照，字寿欲，中在争未科进士，吏部稽勋司主事。

道光+四年( 1834) 

陆巷王基著 《钱币金言》一书 ， 江苏巡抚林则徐在苏州|抚台衙门 ，看到 《钱币垒

言》一书之抄本，认为其书极有见地，并欲将该书刻印行世，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 。

卒后列入清同治《苏州|府志))名苑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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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 1841 ) 

陆巷王永春，字绍曾，中巳未科进士，历官广西西林、知融县令及归顺知州 。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叶氏在朱巷街(现山趾村76号)重建叶氏宗祠 ， 祭祀北宋刑部侍郎吴中叶氏始祖叶

这(现其祠尚存) 。

光绪二年( 1876) 

陆巷王淑岱，字重见东 ， 中丙子武科进士 ， 官至安徽和少1-1 守备。

光绪六年( 1880) 

陆巷王颂蔚，字带卿，中庚辰科二甲第七十四名进士 。 官历户部湖广司郎中 、 军机

处章京。

光绪十八年( 1892) 

陆巷王仁俊，字捍郑，中圣辰科进士 。 官史部主事、湖北候补失口府 。

光绪三十年( 1904) 

陆巷王季烈，字君九，中甲辰科进士. 任学部郎中，兼任京师译学馆监督.

宣统三年( 1911 ) 

陆巷王粮，字守患，宣统元年游学毕业，考试最优等，奖给医科进士.

民国

民国元年( 1912 ) 

1 月 ，废太湖斤，设洞庭县。 7 月 ， 撤归并吴县。 11 月，东山分直前后山乡，陆巷、

白沙属东后山乡，乡议事办公地点设在陆巷村.

民国10年( 1921 ) 

冬，东西山之间因大小董山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后经东山旅沪同乡会力争，两 山仍

归属东山管辖.

民国 15年( 1926) 

春，陆巷山趾人叶仲嘉在沪创办履平黄包车公司，为上海黄包车公司之始 .

民国18年( 1929) 

5 月 20 日，民国元老李根源在山人居7Rl!J、陪同下游览了陆巷古村。 在粹和堂后因绿

阶山庄品尝批把. 被载入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 一书中 。

民国20年( 1931 ) 

里人席启布、开办外湖轮船航线一，自苏州经木j卖出骨口，绕西山镇夏而至陆巷寒山

码头 。 航线二，出骨口达前山席家湖头 。

民国22年( 1933) 

2 月 ， 叶仲嘉在朱巷里。十氏宗祠内创办南阳小学，并自任校长，有学生80余人。

民国23年( 1934) 

6月，吴县划分为 13个区，东山设4镇6 乡，陆巷、白沙等属后 山 乡 。

民国32年( 1943) 



大事记

8月，王桥琛在朱巷里创办私立厘峰小学，聘朱厚j才、为校长。 后并入碧螺小学 。 同

年，白沙吴启用等在后山蒋含乡创办后山钟英小学，聘夏圣为校长。

民国37年( 1948) 

10月，抽壮丁不己，是年已抽丁二期，东山共抽斗士丁291名，其中后山被抽120名 ，

陆巷、白沙被抽多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4月下旬，中共东山地下党支部组织人民武装，收缴国民党地方武装枪支，召开群

众大会，迎接人民解放军接管 。

5 月 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南行署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副区长金宗岱、派出所所

长沈平章到东山与地下党支部联系东山交接事宜 。

5 月 10 日，由梁传禄来东山办理地方政权交接。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山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 。

1955年

8月，东山供销社设立陆巷供销站。

1956年

11 月 16 日，和平(白沙)、新民农业社宋子云、宋甫生出席江苏省林业劳动模范代

表大会。

1957年

9月，日本茶叶青年代表团 10人，在团长铃木重郎率领下参观东山和平农业社茶、

果园，并互赠礼品。

11 月 3 日，江苏省山区栽采技术交流大会在吴县闭幕。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东

山和平、绿化等生产合作社.

1958年

7月，和平、绿化、庆丰3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地方国营和平花果场 。

9月 10月，才放和平花果场(包括杨湾片) ，成立洞庭人民公社.

12月，东山渔业、柑桶生产代表孟才生、马云林(陆巷村人)赴北京，参加全国农

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大会.

1959年

春，洞庭公社花采山区第一座"白沙"高扬程机泵提水站，在和平二大队建成，秋

李竣工灌溉果树.

9-10月，大旱 ， 东山 63天未下雨，河水干0)图， 后山果树受灾严重 。

1963年

6月，陆巷发生杀死3人命案，凶手邱福生将妻夏某某及其情夫邱某某与所私生女婴

( 6个月)杀死后，连夜潜逃至波水桥时被抓。 判处死刑 ， 在甘山岭山坡伏法。

1964年

是年，江苏省太湖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在东山陆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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