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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历来是我国传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凭借

史志能够“知兴衰。明得失"o因此人们通常“以史为鉴"。促进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是史志的价值所在。作用所在。

而今昌明盛世，政通人和，经编志人员历多年寒暑。编修了这

部《东亭镇志》，难能可贵。

东亭。旧名隆亭，素有“东南乡之巨镇"之称。明嘉靖年间，

无锡名贤、翰林学士华察“千日造龙廷。一夜改东亭"，使东亭这

块风水宝地名震四方达五百年o“唐伯虎点秋香"的《三笑姻

缘》，虽是稗官野文的凭空杜撰，曾产生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

另一个侧面反使东亭名传海内外。东亭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人文荟萃，物华天宝，经济发达。在这片土地上。不但诞

生过唐代大诗人李绅、元代大画家倪云林，也哺育了名扬世界的

现代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全国著名医学家诸福棠、上海复旦大学

原校长华中一、中共江苏省委原书记处书记包厚昌等。这是东亭

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现在。《东亭镇志》正式出版问世了，它填补了东亭自古无志

的空白。这是全镇5万多人民的一件大喜事o《东亭镇志》共分

23章112节，计70万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全镇政治、经济、文化

以及人物、社会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半

个多世纪以来革命与建设的成就。内容丰富。叙事翔实．但求实

在。不尚浮躁。“前有所鉴，后有所稽"o它既是一部地方文献，又

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有利于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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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亭镇志

解东亭。认识东亭。更好地激励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促进家

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我们相信。它必将更好地启迪人们继往开来。使东亭镇不断

进步，不断繁荣。创造出更加光明灿烂的明天。

二ooO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
，、，_甚掣；；l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述东亭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遵循简而不漏的编写原则，上限不限，下限断至2000

年。大事记记事延至2002年12月31日o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57年东亭、云林两乡合并的现辖区为

主，涉及历史变迁则如实记载。

四、本志一般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采取述、志、记、传、图、表、录等

诸体综合并用，以志为主体。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本志未加集中记述，

因事而异，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生年为序。另设人物

简历。

七、本志收录资料主要来自各种文献资料、统计资料汇编、文书档案，

以及走访口碑资料等，经鉴别考证，收录入志。

八、本志对历史纪年，清及清以前的朝代采用年号纪年，并加注公元纪

年。民国纪年则采用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

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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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一

概 述

东亭镇位于无锡市近郊，旧有“离城十里”之称，设有申明亭(俗称“十

里长亭”)o地处北纬31 035’，东经120021 to历史上属于长江旧道淤积平

原。地面高程5．39米，属圩区半高地。东与查桥镇为邻，南与坊前镇相连，

西与广益、南站两镇接壤，北依北兴塘河与八士、东北塘两镇隔河相对。东

西横跨7公里，南北纵距5．8公里，呈长方形。总面积29．42平方公里，其

中陆地面积39 025亩，占总面积的88．42％；水域面积5 105亩，占总面积

的11．58％o

东亭古为荆蛮之区，商朝末年，泰伯南奔荆蛮，自号“勾吴”，筑城设都

于梅里。东亭地处都城边缘，为勾吴的一部分。春秋战国时先后分属吴、

越、楚国，秦时属会稽郡。西汉始建无锡县，东亭成为无锡县的组成部分

(清雍正年间辟无锡、金匮两县时，东亭属金匮县。民国初，无锡、金匮合并

复为无锡县)。而区、乡(镇)的归属变动频繁，及至1957年撤区并乡以后，

才稳定下来。1958年9月成立东亭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16个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设8个工区，1959年以后又分别改设16个生产大队。

1983年4月撤销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恢复乡的建制，所属生产大队改为

行政村。1988年7月撤乡建镇，实行镇管村的体制。

中共东亭镇党委、东亭镇人民政府驻东亭集镇，距无锡市5公里。至

2000年末，全镇下辖17个行政村(其中1个渔业村)，3个居民委员会o

2000年全镇居民共23 546户、52 972人，其中汉族52 930人、少数民族42人。

户平均2．25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 800．5A。

1949年4月24日，中共无锡县委、无锡县人民政府在东亭镇宣告成

立，后迁往无锡市区。1992年9月复迁东亭镇，1995年8月撤销无锡县设

锡山市，东亭镇即成为中共锡山市委、市人民政府驻地。

1992年无锡县经济开发区设立在东亭镇，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列

为省级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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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亭镇在5 000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

息，从事农业生产和渔猎。由于地理环境优越，且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从而

成为兴隆发达之地。加之设有申明亭，故名隆亭。因南有龙舌尖，又名龙

亭。明嘉靖年间，大学士华察回归故里，有人借隆(龙)亭地名对其进行诬

陷，遂改隆(龙)亭为东亭。境内最早见之于史志的村落，仅有鸭城(今鸭城

桥)、隆亭(今东亭)、祗陀(今长大厦)、席祁(今春雷)、黄藻岸(今黄草渡)o

其中鸭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为吴王夫差牧凫之地，“年年来此拥西

施”，特筑城垣保护养鸭，鸭城由此闻名。坐落在长大厦的柢陀寺，为无锡

十大名刹之一，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 600年的历史。寺院气势雄伟，雕

栋画梁，古木参天，锦树林、玛瑙街、香花桥，都是江南罕见的名迹。北宋末

年，华孝子二十一世孙华原泉从汴梁复归无锡，定居隆亭。由于华氏素为书

香门第，给隆亭增添了新的繁荣，从而使隆亭发展成为无锡东南乡之巨镇。

其十六世孙华察所建宅第，其规模“宏敞拟予侯王”，故有“江南第一”之称。

南宋初，倪益举家南迁，落户于祗陀村。由于数代为官，掌海外贸易，家昌富

豪，时称“富甲一郡”，并建长大厦，名闻于世。其七世孙倪瓒所建清闽阁、

云林堂，为文人墨客聚会研读之地。尤其清闯阁最为清雅、别致。宋徐王郡

马过孟玉，由安徽随驾南渡，在春星村落户建过南庄，成为东亭镇过姓南迁

世祖。

在古文化的熏陶下，把东亭这片土地滋润得钟灵毓秀，英才辈出。业已

整理在籍的古今名人达200余人，为锡山市各乡镇之最。唐著名诗人、官居

宰相的李绅，为无锡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他与元稹、自居易首创乐府诗体，

所作“悯农诗”，为后人千古传颂。‘声名显赫的元末大画家倪瓒(云林)，有

诗、书、画“三绝”之誉，他的画被赞为“逸品第一”，后人视为“江南人家有无

为清浊”o明代官居户部主事、兵部郎中等职的华察，代皇出使朝鲜，御赐

一品服，为无锡历史上第一位外交使节，晚年拜封侍读学士，故世人尊称他

为“华学士”、“华太史”，为明嘉靖年间著名“三文杰”之一。现代著名民间

音乐家华彦钧，人称瞎子阿炳，他的《二泉映月》二胡曲，被誉为不朽名曲，

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喜爱，而且在世界乐坛上也占有很高的地位，风靡全

球。当代著名儿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诸福棠，对儿科医学的研究硕果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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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他编著出版的《实用儿科学》，为我国现代儿科学奠定了基础。著名原

生动物学家倪达书，为我国鱼病学的奠基人，被誉为原生动物学家、鱼病学

家、鱼类养殖学家，在第六届国际原生动物学家协会会议上，被推选为名誉

会员。法文翻译家徐仲年，被推崇为“推进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o上海复

旦大学原校长、物理学名教授华中一，对我国真空物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包厚昌，解放前在戎马生涯中出生

入死于对敌斗争的第一线，著有《四下江南》(回忆录)，解放后长期担任省、

市领导，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们是东亭人民的骄傲。

东亭镇为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光照充足，气候宜人，土质肥

沃。年平均气温15℃左右，无霜期达220天，年雨量1 800毫米左右。全镇

人民历来以农业为生，以种植水稻、小麦为主，兼种桑树，育蚕产茧。并利用

农闲兼营小手工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镇人民首先从根治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水患

人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o 1955年，在低涯地区筑起了一条长14华里的环

圩长堤，接着进行了一系列水利配套设施建设，并结合挑高填低，整田平地，

开荒造田，把原来“十年九涝”的低产圩区，改造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粮田，继

而在全镇掀起了科学种田的热潮，一面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所有农田实现灌

排分开，并进行耕作制度改革，增加复种指数；一面实行精耕细作，实施粮田

耕作园艺化o 1973年，在苏州地区首创大面积亩产粮食1吨的新记录，成

为农业生产战线上闻名省内外的先进典型o 1976年，国务院在无锡县召开

全国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时，东亭镇被列为参观现场，受到了与会农业专

家、学者和中央及各省市领导的高度赞誉o 1978至1980年连续数年受到

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嘉奖o 20世纪70年代末，由国家农委出资108万美元，

从日本引进全套作业机械和设备，在东亭镇的东亭、北街、新屯、春雷等四个

大队进行适应性试验，6438亩耕地从育秧、耕翻、移栽到收割、脱粒，进行全

过程机械作业试验。农机化试点的成功，为我国农机工业和农机选型提供

了科学依据，也为亿万农民点燃了希望之光。东亭镇在农机化试验站的带

动下，每年投资100多万元，用于农机化建设，被列为无锡市农业现代化试

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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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亭镇境内的纺纱织布，早在明代即成为农户的家庭副业，尤其以资敬

观旁的雷沟命名的雷沟大布，在市场上畅销达数百年之久，直至20世纪40

年代，无锡北塘大街还挂有雷沟大布的招牌。清《道光县志》载：“布出自东

亭者细密胜于他邑”，这是东亭最早的名特产。久负盛名的东亭豆腐干，由

于选料讲究，制作技术精湛，味道鲜美，畅销于江、浙、沪等地。深受人们青

睐的东亭纸牌，具有薄形、挺刮、坚韧、光洁、美观等特点，盛销江、浙、沪及港

澳地区。此外竹制的牛尾巴扫帚和剔梳帚等，都是东亭镇的著名特产。辛

亥革命胜利之初，境内先后创办了织袜厂、织布厂、缫丝厂、蚕种制造场等七

八家近代工业企业，各类商店布满大街小巷，形成了繁荣的街市。日军侵华

战争爆发后，境内工商业遭到严重创伤。解放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

中，中共无锡县委试点建办的春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今春雷村)，于

1956年创办了一厂(船厂)、一坊(孵坊)和四园六场等企业，这在当时的无

锡县绝无仅有。农业社办工业，方向是否正确，当时引起颇多争议。时任国

家农业部部长的廖鲁言，到春雷考察，对农业社创办企业作了充分肯定。从

此，春雷社的经验在全县得到推广，成为乡镇工业的发祥地。1992年春雷

村的工业产值在全镇率先突破亿元大关。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

东亭镇又在全县率先创办了建材、化工、车辆修配、食品等lO家集体企业，

后在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中大部下马停办。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

初，乡镇工业东山再起。但在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下，步子不大，

发展缓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

发展，逐渐冲破了长期以来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观念，全镇工业企业展开

了腾飞的翅膀，工业产值自1985年突破亿元大关后连续5年以30％的速

度递增。1991年起，工业生产逐步由传统工业向高科技现代工业转变，并

创出了一条“一调二改三提高”发展乡镇工业的新思路，即大力调整经济结

构；an快技术改造和企业改革；提高工业组织程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这一经验得到了省、市领导的肯定，并在全省推广o

1992年以来，随着无锡县经济开发区在境内的建立，地处无锡市东大

门的东亭镇，拉开了大开发，大建设的序幕，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实施滚动开

发。在扩建第一条商业街时，先划出一块黄金地段公开出售，实现不花一分

钱，开发一条街，净赚一笔钱。接着再用这笔钱开发8万平方米商品房，没

等竣工被争购一空。如此滚雪球式的开发，成效显著。同时通过推进改革，

扩大开放，培植重点和优势产业，使镇、村两级新开发项目的质量有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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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增强了参与市场的竞争力。1991年1 1月，镇毛纺织厂与香港芬伲

有限公司联合创办了无锡东龙印刷附件有限公司，总投资30万美元，主要

生产滚筒护套，成为东亭镇第一家“合资”企业。至2000年底，全镇共建办

“三资”企业4家，合同利用外资3 510万美元，实际到位1 486万美元o

20世纪90年代初，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总方针指引下，全

镇私营企业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加上镇、村集体企业的转制，到2000年

末，全镇个体私营企业达423家，其中个体117家、注册资金5 770．4万元。

年内完成工业产值53 850万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22．5％o

1995年6月，东亭镇由江苏省科委命名为科技工作先进乡(镇)，并先

后二次获国家农业部、对外贸易部、经济合作部联合颁发的全国百家出口创

汇先进镇；1995年成为江苏省农村综合实力百强乡镇。经改革开放20年

来的发展，涌现了江苏兴达集团、林芝山阳集团等一批上规模、上档次、上水

平、产值超亿元、利税超千万元的骨干企业。全镇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

小康。

2000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84 532万元，其中农业3 648万元，占

4．32％，工业总产值45 789万元，占54．16％o第三产业35 095万元，占

41．5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5 958元。

解放前的东亭镇，境内道路狭窄，进城交通工具局限于班船、黄包车，出

行者步行居多。学校大多改私塾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40％。文化

娱乐设施只限于茶馆、书场。医疗仅有个体医生，而赌场、鸦片馆充斥。新

中国成立后百业渐趋兴旺，各项建设事业步伐加快o 1981年开始，随着经

济总量的递升，乡(镇)不断增加投入，改善集镇基础设施，逐步实施对旧街

道的改造，拓展新镇区。将原来破旧不堪的西街、横街，通过填河筑路，向西

延伸，使镇区面积由原来的O．64平方公里扩展到了1．75平方公里。宽阔

的街道两旁，花草吐香，绿树成荫，商店林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o 1992年

以后，随着中共无锡县委、无锡县人民政府的复迁，无锡县经济开发区在境

内的设立，村镇建设步伐明显加快，至2000年末，共埋设自来水、排水、排

污、煤气、蒸气、通信、通电等各类地下管道487公里，铺设水泥道路计98公

里，1 830 464平方米。居民100％饮用自来水。教育事业在巩固九年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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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启动和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教育质量得到稳步

提高o 1986年11月，被定为联合国儿童生长监测示范乡o 1999年2月，被

评为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工程先进镇。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棋

类、球类、田径等活动广泛开展。镇农民乒乓球队在省级比赛中连续三年获

团体第一名，单打一、二名；在全国农民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先后获团体第

四名和第一名，单打一、二名。1990年12月，东亭镇被命名为江苏省体育

先进镇o 1994年，被命名为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镇和先进文化乡镇o 1998

年5月，在村村成为电话村的基础上，由江苏省邮电管理局命名为“小康电

话镇”o卫生医疗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医疗网络更加健全，村级卫生室覆

盖率达1000殇。镇卫生院在等级医院验收中，被无锡市评为一级甲等医院。

镇敬老院连续lO年被无锡市、锡山市评为“文明敬老院”o所赡养的孤寡

老人深感大家庭的温暖。

在这世纪之交，东亭镇将依托无锡市特大型城市和锡山经济开发区建

设的优势，围绕富民强镇的目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永不

停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勇攀高峰，共创幸福生活和美好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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