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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时五年，《横扇镇志》杀青付梓，这对从无志书的横扇来说，无疑

是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值得横扇人民庆贺的。

横扇滨临太湖，处苏杭腹地，历史上盛产稻米、蚕丝、蔬菜、水产，为

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o

改革开放以来，横扇人民依靠党的政策，艰苦创业。在传统农业的

基础上，发展了加工业和第三产业，逐年形成了以针纺织业为首，印染、

化工、机械等行业为辅的产业格局。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齐头并进，呈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o 20世纪＼

末，横扇已成为江苏省羊毛衫密集型基地和“江苏省卫生镇”o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来的传统，也是大踏步提高了生活水平的横

扇人民的迫切要求。为此，中共横扇镇党委、横扇镇人民政府顺合民

意，因势利导，及时组织了《横扇镇志》的编修班子，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在全镇人民的支持下，编写组人员不怕艰苦，开动脑筋，想方设法，

搜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历史资料；谨慎取舍繁简得当，认真细致地撰写

好文稿。经过大家的通力合作，现在《横扇镇志》终于呈现在全镇人民

面前，相信它日后一定能发挥“存世、资政、教化”的功能，成为大家推崇

的一部真实、准确反映横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各方面情况

的“工具书”，服务当代，有益后世。

中共吴江市横扇镇委员会书记 沙强

吴江市横扇镇人民政府镇长赵菊观

2003年9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是横扇历史上第一部志书。记述上

事记止于2000年12月31日外，一般止于1998

志出版前夕。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横扇镇行政区域为

记述的完整性，凡历史上与外界有联系的也作必要的记述。

三、本志按“横分门类，纵向记述”的原则，设卷、章、节、目。全志凡

17卷。

四、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按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一些重要

事件为明始末，亦按本末体记述。

五、本志人物按传、录两部分记述，按志书通例不为生者立传，传、

录两部分均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年序，并在每

个自然段中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同一段落中连续出现相同年

号，在不至于引起歧义，一般省略年号，仅列年序。民国以前的月日采

用农历，民国年间的用公历o 1949年10月1日起用公历纪年。解放

前后，以1949年5月上旬解放全境为准。

七、本志所记述的统计数字，主要采自档案资料，少部分经调查核

实后采用。

八、本志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用市制或英制，新中国成立后绝

大部分采用国际标准制。人民币值，一律为现行人民币值。

九、本志涉及记述的行政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生产组织等名称，

均按各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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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横扇位于北纬31。、东经120。307，在吴江市西南部。东接平望镇顾扇村；西连

庙港镇富联村；北濒菀坪镇南湖、新湖村；南邻梅堰镇玉堂村。全镇49．65平方公

里；镇区约3．67平方公里。全镇共辖星字湾、倪家扇等20个农业村、1个渔业村

和镇区。1998年底8115户，总人口27643人，其中非农业897户，1994人。

横扇地处太湖冲积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久誉“水乡泽国”、“渔米之乡”。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僧庙道在充浦村(今庙前村)建崇吴教寺。宋以前，该处已

有西北——东南走向的石子街，自成市井。明代，归范隅上乡四都管辖。

现横扇镇区傍于沧洲荡西，北距东太湖约3公里；去平望镇12公里；震泽镇9

公里；赴市区约19公里，位置优越，往临近大镇便捷。明中期以后这里逐渐物聚

人众起来，中心开始自充浦西移至此。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太湖渔业逐

年兴旺，据原乡公所壁碑记述：“芦苇滩畔(当时沧洲荡畔芦苇丛生)渔民以鸣榔为

号，则群聚以为市，问设二三酒肆，以享渔户。常晒帆补网于其间，渔农杂处，各安

生理o”又按清乾隆《震泽县志》载：“横扇有上(港南)、下(港北)二扇。按下横扇旧

止三四酒肆，民家亦少，自雍正以来，居民辐辏，货物并聚，其盛不减市。”

乾、嘉年间(173681820年)横扇街市日趋繁荣，成了太湖边一个农、副、渔产

品的交易中心。道光年间，河南省有些难民逃难来太湖南滩垦荒种田。太湖一带

天然肥料足，水源充沛，难民们辛勤劳作；收成颇丰，最终定居下来。豫民围垦湖

田的成功，无疑对横扇的经济发展又起了推动作用。

宣统二年(1910年)置横扇镇。民国20年前后，横扇进入吴江县“七大镇-IJ,

镇”之小镇行列。

东西为“横”，南北为“直”，这是自古的称谓。横扇“横”的由来是该地有条名

为“横港”——镇西端有条直港(北前村10组)可作佐证；“扇”是田亩的一种计量

单位，扩义后即为村落单位。另有俚语：“沧洲荡畔贯横港，蚂蚁漾边锁扇形”，又

为“横扇”冠名一说。横扇之“扇”，20世纪60年代前都写作“煽”。



·2· 横扇镇志

横扇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农、副、渔业生产历史上就比较发展，农业

稻、油菜、小麦、蚕豆为主，盛产蔬菜及鱼虾。由于解放前长期受封建土地所有制

的束缚，生产力低下，在较好的年景里，土质好、灌溉便利的田块，稻谷亩产也仅

200—250公斤，一般只150公斤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农

业体制发生了变革，农业生产力逐年提高，全乡水稻平均亩产从1950年213．5公

斤攀升到1959年的316．8公斤；1981年430．9公斤。1982年，全面实施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当年水稻亩产就跃升至621．6公斤。1984年达684公斤，全乡总产

2035．3万公斤。单产与总产为历史最高。

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工副业生产迅速崛起和发展，出现农业规模经营。

1997年秋播开始，农田分成口粮田与责任田两块。责任田承包给专业大户，一般

农家只种口粮田。

副业以蚕桑和蔬菜最为著名，尤其是沿湖塘的北前村以西，历史上几乎家家

养蚕、户户种菜。20世纪20—30年代为横扇蚕桑比较稳定发展的时期，抗日战争

至解放前出现萎缩。解放后，政府采取“积极恢复、大力发展”的正确方针，蚕桑业

有了起色，1954年全乡桑地4310亩，育蚕种3166张，总产蚕茧1224担。农业合

作化后，实行集体养蚕，养蚕张数、茧产逐年上升，60—70年代由于“以粮为纲”及

自然的原因，蚕桑生产有所滑坡。1978年实行“五定一奖”以后，蚕桑事业大步发

展，1985--1987年大面积田改桑，全乡桑地达7287亩，饲养蚕种超万张。1988年

起成为吴江县茧产万担乡之一。1990--1995年每年超2万张，1992年总饲蚕种

25102张，产茧17726．2担，两项指标均为横扇养蚕史上的年最高记录。

清末民初横扇的蔬菜种植已闻名四乡，萝卜、青菜、芥菜、冬瓜、南瓜等著名度

高，俗称“太湖货”。产品销往四邻乡镇，尤以苏州市场为大宗。沿湖塘的姚家港、

轮牛、叶家港、亭子港等村，每年出售夏熟秋熟蔬菜，村里的男劳力几乎全部驾船

出动。农家收入不菲。解放后，蔬菜生产与销售归集体经营。

1988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副食品办公室委托横扇农业公司在横扇规划蔬菜基

地1100亩，成立“苏州市吴江蔬菜合作社”，安排北前、姚家港等7个村负责种植

蔬菜。由于生产的蔬菜质优，深得苏州市民欢迎，1990年蔬菜种植扩至2000亩。

20世纪70年代横扇开始食用菌培植，80年代初期为兴旺时期。1982年，横

扇供销社收购蘑菇81900斤，还不计自食和自行外销数量。

横扇传统养殖的畜禽有猪、羊、鸡、鸭、鹅。20世纪60年代初，农家开始引进

养殖长毛兔，以产售兔毛。70年代生产队集体养兔和社员私养兔并举。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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