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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2年初，中共武进县委要求各乡编写乡志。南宅乡党委贯彻执行县委该项决定，

从3月起，即着手进行编史修志工作。经过两年的搜集、整理、编写、审核，已正式定

稿，批准付印。

《南宅乡志》的编写工作，贯彻了我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首先从调查研究入

手，除在本乡的各村各单位进行广泛渊查(召开座谈会百余次，参加座谈者千余人)外，

并征求了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的意见，包括现在乡的庄九皋、王善浆、

王天平、王彦成，以及曾领导武南地区工作的王香雄、徐行、杨谷方等同志，访问了烈

士家属，召开解放后历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查阅了武进县、常州市档案馆、图书

馆的有关资料，并参考了一些族谱、碑文。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反复核实，去粗

存精，去伪存真，前后四易其稿。现在定稿的乡志，事实可靠，立论有握。如解放前的

革命斗争史与烈士传略等，都经过当时参加革命斗争的同志与烈士家属反复核实，务求

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做到确如其份的评价；对解放后历次运动与各方面工作，依据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困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分清是非，总结经

验教训；对南宅乡的历史，解放前后阶级关系的变化，经济、文教、地理物产、名胜古

迹，也都经过反复调查核实。这样，《南宅乡志》就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南宅乡的过去和

现在的各方面基本情况。

《南宅乡志》的编写完成，对于南宅乡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都将起重要作用。今后在南宅乡从事各项工作的同志，可以从志中了解南宅乡的历史，

尤其是解放前的革命斗争与解放后的建设情况，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改进工

作；从志中了解到南宅乡的客观自然条件，规划并领导今后的农、林、剐、工业生产，

造福于人民；志中关于革命历史、烈士及名人传略，解放前后人民生活的变化，解放后

农副业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等，为全乡人民提供了有益的乡土教材，激发人

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感情，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乡

土、建设社会主义新南宅乡的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总之，《南宅乡志》使南宅乡

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和群众“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既为后陛保存了史料，更对南

宅乡今后各方面的建设起到有益的作用。所有从事((南宅乡志》的材料搜集、整理与编

写审定工作的同志的辛勤劳动，都将得到南宅乡人民的赞许。

吴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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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虽是我国一项悠久的历史传统，但一般只修县志，县以下很少编修乡

志。所以自古以来，还没有一部关于南宅的史志，仅在本县的部分县志和本乡的部分家

乘中有她的点滴记载。编写一部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社会主义新志，能使

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利于本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为此，乡党委决定编纂《南宅乡志))，成立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聘请人员，

建立办公室。

自1982年3月以来，我们在县编史修志办公室和区编史修志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开展

了《南宅乡志》的编纂工作，迄今二年有余，业已成文。《南宅乡志》记述南宅的政

治、经济、文化、人物等内容。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属六中全会

通过的((决议》精神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鞋连，又因有的史事年代久远，难于回忆；有的资料残缺不全，无

法考查，加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历史资料散失很多。故志中遗漏和锚误之处在

所难免，尚需各方襄助，斧凿匡正，待今后续修时改正。

《南宅乡志》在编写过程中，王香雄、杨谷方、徐行、吴延、杨剑影等老干部关怀

备至，主动提供资料，帮助修改I王香雄并为志题词；吴戆为志作序；常州市政协副主

席钱小山为志封面题字；各兄弟单位和有关同志热情帮助；县志办公室毛文辉、毛学勤

等指导修改；县志办公室主任张尚金同志最后修改润饰定稿；乡编史办公室的全体同

志，不辞寒暑，不分昼夜，孜孜工作。在此我表示诚挚的谢忱。

中共武进县南宅乡委员会

书记 钱南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按编、章、节、目、项级次排列。

二、本志各编，系按内容作横向安排。各编、章中按时间作纵向安排。

三、按“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内容重点在现代部分的记叙。

四、本志时限，上限追溯到各类事物开始的时候，下限止子1983年。但遇必须延伸

者，直到搁笔为止。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对地名用当时名

称，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按县地名办公室规定)。志中“南宅地区"是指今南宅乡范

围。

六、本志数字，凡公历年月日和统计表、百分比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凡世

纪、年代、农历年月日和行文中数字一律用汉字表示。

七、本志内所称“解放”前后，系指本乡解放时间即1949年4月23日的前后。

八、为了突出本地区的特点，凡属全县相同的内容，本志只提及而不作详述。

九、凡同一内容需在各章节互见时，为减少重复，在叙述时各有侧重。或在此处详

述，他处则仅予提及，并注出详述的章节，以便查阅。

十、本志以记叙事实为主，并用图、表说明。

十一、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十二、南宅乡、村两级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称谓有变化，如乡，曾称镇，又称公社；

村，在解放前称保，解放后称行政村、选区、生产大队等。为便于行文统一，在泛指

时统称“乡”、“村”，在特定条件下始用当时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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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宅是古老文明之乡，历史悠久。南宅这一名称，起自明代，距今已有四百五十余

年了。

南宅经过祖先们的披荆斩棘，辛勤建设，现在已是阡陌纵横，良田连片，河道交

织，池塘星罗，物产丰富，成为太湖之滨的鱼米乡了。玉爪蟹肥鲜可口，“蒋白米”久

负盛名。

南宅地区山明水秀，气候宜人。独弧泉涓涓细流，沁人心脾；凤凰山苍苍松涛，陶性

怡神。既有南宅八景之胜；也有唐代常州太守独弧及的读书洞与墓地，以及明代王晓的

丹崖别业即无诤禅林等古迹之盛；又有鹁鸪斗凤凰的美丽神话传说，确是可爱的好地

方。

但是，在旧社会，南宅不过是少数人的乐园。清朝时人民套着封建枷锁，社会上是

烟赌娼盗，灾疫频仍。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国民党统治时是白色恐怖，

苛捐杂税，物价飞涨。日军侵占时实行残暴的“三光改策”(杀、烧、抢)，更有汪伪

的为虎作伥，真是民不聊生。

1 938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进军南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 940年，南宅成立了第

一批共产党支部——南宅、振南中学支部，发展组织，哺育很多革命志士，领导人民进

行反侵略战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诗。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4月23日，南宅人民获得了解放，在共产党、人民政

府领导下，逐步治好战争创伤，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今天，全乡农田巳旱涝保收，

工厂遍布村镇，经济繁荣，文教卫生事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水陆交通方便，有汽车通

常州、无锡等地。南宅大地，巳开始披上了现代化的新装。人均收入从不满百元到超过

三百五十元。口粮也从不足三百斤到超过五百斤，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南宅民风淳厚勤劳，尚文好学，人材辈出。解放后，在经济建设、教育卫生、科学

研究、文化艺术等方面，涌现了不少知名人士。

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成绩很大。但是，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

有过严重失误，因此经历了雎折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

民遭到建困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南宅和全国一样，也有过失误。但是，不论成绩

还是错误，都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可引为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南宅今后定将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人民将更加富裕，幸福。



大 事 记

明正统八年(1443年)，乡民殷可中呈请常州府起倩人侠疏通了太平、永兴、顺承

等河，形成南宅地区赖以引太湖水灌溉的竖扁担河。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月二十八El，乡民王正呈请疏浚扁担河，到四月十七日

完工，工程全长二干三百五十丈。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以后，太平乡太学生王举在今南宅街所在地营建住宅园

圃，因在其老屋之南，故称南宅。

明嘉靖至隆庆问(1560至41570年)，王举子晓已将所建住宅扩建成市街，市宅税赁

以通贸易，南宅街巳具雏形。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南宅街北蛲设立华渡哨所。

清雍正二年(1724年)，武进、阳湖两县分治。四年，：5}．I湖县辖十七乡。太平乡斌

阳湖县管辖，下辖三都十三图，南宅地区为北四圈。

清咸丰十年(1800年)，太平军驻在南宅地区，清军进行镇压。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太平乡一百六十五个村街扩并为四十三个村街。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同时把清庭强行蓄辫子的规定也

革除了。南宅剪辫最早是王济美，他于1912年从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回乡时巳剪了辫子。

嗣后有乡董王志谦、秀才盛泽春等去漕桥回来也剪掉了辫子。妇女剪辫最早的是郁玉珍

和管碧英。她们还首先摒弃了缠足陋习。

同年邮政信柜开始设立。

民国元年(1 912年)，阳湖、武进两县合并为武进县。本乡第一所初级小学南琦小

学创办。

民国十三年(1 924年)夏，旱灾。大年夜(1)25年1月23日)军阀观战，直军败退，

一路抢掠，南宅乡民逃避一空。

民曰十四年(1925年)夏，乡人开始使用内燃机带动两部龙骨水车提水。

民国十五年(1926年)，太平乡成立农会，会所设在南宅中街管品呈家。

同年，东塘巷村民集资购置内燃机和水泵戽水灌溉。

民国十六年(】927年)春，军阀孙传芳部败退，十三个敞兵扣押王济美等人，坐人

筹集六百元才赎回。

同年10月，乡设行政局，乡下废都、图，改设村、街、问、邻。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一月十二日，武进县颁发各村街图记，行使政权。

同年，太平乡成立圉民党第十二区党部。

民图十八年(1929年)二月，江苏省民政厅正式公布废除地保制度。

是年春，某日晚，匪军十余人突入南宅洗劫商店十余家而去。

同年，撤行政局，建第八区公所，所址设南宅街上。撤太平乡魑置，改设小乡，南



宅乡始建立，乡公所设街上。属八区管辖。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刘焯、钮润海、卞明、卞兆鸿、管敏、管毅、孙树声等

搬掉土山庵菩萨，将庵改建成南宅小学。水灾。

民国二十年(1931年)，农工民主党在南宅建立组织，发展党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南宅乡改为一镇四乡，属第十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南宅地区的一镇四乡合并建立南宅镇。

同年夏，大旱受灾。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乡开挖了南宅河(新开河)。四月，县公布废村、街、

闾、邻，建立保甲制。南声戏院建成。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南宅到无锡的客轮开航。同年，蒋介石推行国民生活军

事化，南宅镇对青年进行壮丁集训，先后三期共训一百五十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南宅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冬，日军扫

荡莘桥头村，打死三头耕牛。

1938年

2月4日(正月初五日)下午，百余日军突入南宅街，恣意蹂躏，住一夜而走。同年春，

日军到莘桥头村将在田里施肥的农民打死。南宅中学补习班即振南中学前身成立。

5月，王坤生与张祥荣在运村击毙了日军三泽队长。

9fiJ 23日(闰七月三十日)上午，日军数十人来南宅枪杀二人，把全镇男子集中石

坝上罚跪。

冬，新四军“江抗三路”到南宅地区发动群众抗日。国民党散兵张大懿率匪徒抢掠

南宅街。

1939年

2月18日，H口除夕夜，新四军火线剧社在南声戏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公演话

剧，会后即有青年参加新四军。

9月，振南中学成立，开设初一、二、三三个班级。

1940年

3月，新四军某部在何家头村旁被日军包围，战斗激烈，后大部突围过华渡桥转移。

5月3日(三月二十六日)，新四军某部在安圩桥狙击日军，打得日军拖尸逃窜。

同月，共产党员陈直斋在南宅地区发展了王仕兴、金顺梅、吴憋等第一批党员。

7月下旬小漕区(一区)成立，辖原国民党政府第八区。

9月，南宅建立了第一批中曰共产党支部。是年夏，旱灾。汪伪委派了南宅伪镇长。

1941年

54，和平军(伪军)连长王铁雄(王五大)进驻南宅新街。是日晚，新四军独立

二团二营奔袭了该队。初夏，二营又在莘桥头出发到殷墅桥攻打了伪军王馥增部。

武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了第一任南宅镇长。

秋，国民党军在华渡桥伏击了日军兵船。

11月28日，塘马战斗中承烈壮烈牺牲。

冬，伪军调防，仇生大部一度驻南宅，不久王铁雄率部又调回。

2



1942年

2月19日(年初四)，王仕兴策反伪军王铁雄部赵葆成排长成功。赵率伪军六十余

人起义被编为锡武宜支队第三大队。

4月，王仕兴又策反仇生大部陈森林、王美林等六人起义投奔新四军独立二团。

初夏，原伪军营长王坤生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被编为锡武宜支队第二大队。

6月4日，史家庄反击日军中赵葆成英勇牺牲。

8月，中共武南县委决定成立中共南宅区委，同时武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成立南

宅区政府。南宅乡成立乡中队，中队长承敖林。9月，中共南宅中心支部成立。

10月2 2日(九月初三日)，金顺梅在杨桥执行任务中染疾病逝。

10月23日，王坤生部部分成员(原湖匪)叛乱。

伪军吴再生、吴连生率部来南宅，不久又离去。日军剔抉队十余人和清乡警察刘长

正率一中队进驻南宅西街管姓家。

1948年

2月19日，南宅区大队晶4大队长王浩荣率部急行军去锡西，因肺喘而死。南宅区民

主政府召开了追悼会。

3月1日，日军宣布对太涌地区进行“清乡”，竖了一百多公里的竹篱笆，出动日伪

军数千名进行梳篦“扫荡”。同时，我军采取了反“清乡"措施。到10月中旬，就取得了

辉煌胜利，竹篱笆一夜之间被群众烧为灰烬。

1944年

6月，王仕兴被忠救军蒋永兴杀害在雪堰镇。

初秋，独立二团参谋长王香雄率部在符家桥伏击了驻南宅的下乡扰掠的日军和伪

警，击毙日伪多人。不久，日伪即撤离南宅。

秋，南宅地区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团体，进行抗日工作。

伪警韩星伯率部进驻南宅，到1944年撤离。

1945年

9月，南宅镇各界人民召开了庆祝抗日胜利大会。武南县县长陈成在会上号召大家

要保卫胜利果实，动员青年参军。会上，南宅镇各界人民向坚持抗日的子弟兵赠送了慰

劳品，由革命干部家属孙泰大代表发给。会后有周焕水、曹焕大等数十名青年参加了新

四军。庆祝会结束后还公演戏剧，并办了庆功酒七十二桌慰劳抗日有功之士。

10月5日，活动在太漏地区的新四军在独孤山集中，开始北撤。南宅的共产党员也

随军北撤或转入地下，中共南宅中心支部撤销。

冬，国民党政府接管南宅镇，委派了镇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南宅区队成立。

1946年

国民党南宅区分部成立。

L947年

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国民选举。改保为联保。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

1948年

南宅、漕桥、运村、黄埝四乡镇的自卫团组成联防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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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月15日，武南地下党负责人集中在陆区乡开会，国民党四乡镇联防前去包围，幸

我党早察觉敌人阴谋，在雅圩渡突围，安全转移。

4月23日，南宅全乡解放。南宅乡办事处成立，随后成立乡人民政府，向有粮户借

粮支前。

1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宅乡废保甲，建立行政村。乡农民协会成立。

1950年

]月18日，南宅工商联合会成立。

乡、村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宅支部成立。
’

5月，乡政府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9月，乡进行民主建政，各村选举各界人民代表，乡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

上选举了乡人民政府委员七名。

冬，本乡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前后共批准二十八人(不包括巳

参军后由组织调入志愿军的人数)，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款计人民币八千万元(旧币)。

1951年

3月，南宅供销合作社成立，群众自愿认股参加。国营中国粮食公司委托供销社代

购销粮食。

4月27日，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8月，南宅联合诊所成立。9月，惠黎职业中学改为南宅中学。

土地改革结束。

南宅桥重修拓宽。南宅业余京剧团组成。

1952年

1月，南宅妇幼保健站成立。4月，并入联合诊所。

全国开展“三反”、 “五反”运动。南宅乡组织市镇商界进行学习，对照政策，自

己交待问题，相互批评帮助。同时组织职工揭发，从中揭出各种不法行为。商业工会组

织专人清理了这些问题。“五反”指反行贿、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

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中国共产党在本乡发展了两名党员。

1953年

乡引导农民组织换工组，逐步形成互助组。冬，全乡互助组(季节性)和长年互助

组普遍成立。冻害，最低气温达一15．5℃。

1954年

年初，粮油实行统购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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