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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茶，又名南沙，地处黄海之滨，唐初为煎盐场亭，大历中筑堰

御潮。赵宋南渡后，移民聚居，煎盐猎渔，广辟草莱，建寺营宇，日

渐繁荣。明清时期，农桑接壤，商贾填闺，文风称盛，著述百卷。徐

述夔文著冤为清朝四大文字狱案之一。民初破除迷信，提倡文明，

废庙兴学，地方公益，皆有所举。耕茶具有光荣革命历史，新四军

东进时期，苏北党、政、军、民、学领导机关曾驻于此。陈毅、粟裕、

陈丕显、叶飞、刘炎、钟期光、管文蔚、陈同生、陶勇、吉洛等无产阶

级革命老前辈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战争年代，拼茶英雄儿女在革

命斗争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

耕茶物产丰富，堪称鱼米之乡，历。为倭寇骚扰，海盗劫掠之地。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屡遭兵燹，疮痍满目。解放后拼茶人民在党和

政府领导下，奋发图强，致力建设。十年动乱又经浩劫。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精心励治，而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市镇建

设，粗具规模。

耕茶历史悠久，但历代所记，或书毁失传，或记载简略，《拼茶

史料))虽有续编之议，亦未果行。一九八一年，镇党委为继往开来，

实现“四化”，教育后代，组织编写((拼茶镇志》。经查阅史料、文献，

采访前辈耆老，汇编成册，审定付印，谨述梗概，并祈指正。

如东县拼茶镇编史修志领导组

一九／k--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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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概况

一、。位置区域
●

拼茶镇位居黄海之滨，在江苏省如东县境西北部，距县政府所

在地掘港直线距离三十六公里；东经120。53’，北纬32。31’。地面

高程4．’4～4i7公尺。拼茶镇是苏北古镇，现为如东县五大集镇之

一，拼茶区党委驻地。地跨拼茶运河南北两岸，东和东南与新林

公社毗邻，西、南与于港公社隔河相望，东北与洋口公社相邻，北与

靖海公社接壤，西北近浒浮公社。全镇东西长约二千五百公尺，南

北宽达一千一百二十公尺，成不规则的多边形，面积一点七五平方

公里。柏油路面之卫海路贯串南北，镇街铺设条石，雨不泥泞，晴少

尘沙。

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居民区，一个蔬菜大队。全镇共有五条大

街，大小巷五十二条，镇内公路九条，河流二条，桥梁四座。全镇共

有二千三百八十八户，六千九百四十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四千七百

八十九人，蔬菜大队七百三十二户，二千一百五十一人。除蒙古族

六人，回族一人外，其余全系汉族。镇内有八十四个机关企事业单

位。本镇系拼茶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

二j管辖范围

(一)居民地区 。+ t’

．怀诚居民地区：位于镇东。东自东街头，西至双池巷东侧和启

秀巷东侧，北至运河，南至南园及化工厂。有居民小组十五个，五百

八十三户，一千五百七十八人。所辖地区有忆农桥、岔拼河拼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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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一条，巷道二十五条。

一九五八年，将原怀诚街、翻身街、民主街、和平街合并建为怀

诚居民委员会。为纪念缪怀仁、缪诚二烈士而得名。

鸿祝居民地区：．位于镇中。东自双池巷西侧及启秀巷西侧，西

至卫海路及路西部分，北至拼茶中学。有居民小组十二个，五百五

十三户，一千四百二十五人。所辖地区有卫海桥、卫海路、拼茶运河

段、大街两条、巷道十七条。

一九五八年，将原祝庭街、胜利街、鸿生街、烈士街合并建为鸿

祝居民委员会。为纪念于鸿生、缪祝庭二烈士而得名。

凌曹居民地区：位于镇西。东起卫海路西侧，西至虹桥，南至

南沿河，北至运河畔。有居民小组七个，二百五十一户，六百二十四

人。境内有大街一条、巷道十条。 ．

一九五八年，将原凌曹街及胜利街、祝庭街部分合并建为凌曹

居民委员会。为纪念凌宝连、曹显贵、曹显让烈士而得名。

(二)蔬菜大队

三园蔬菜大队：位于镇之四郊。下辖八个生产队、两个果园及

建筑站、粮食加工坊、副业场、纺织厂、扎染厂等单位。耕地面积九

百四十亩，以种植蔬菜为主，兼种少量粮食。大队办公室设于南堡。

所属生产队原地名为．一队北园，二队柳荫阁，三队南园，四队南

堡，五队北场，六队解家园，七队古坟院，八队盐包场，果园在镇东

龙王庙旧址。
‘

(三)街路巷河桥

1．街

东大街位于镇的东部，西起忆农桥，东止东码头。街内有供

销社生产资料部、苗猪市场。

西大街位于镇的西部，东起卫海路，西止染织厂。街内有粮

管所、粮站、染织厂、兽医站等单位。

中市街位于镇的中部，东起忆农桥，西止卫海路。北大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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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街交接处，俗称转弯口，又名丁字街口，是本镇闹市。街内甫区

委、镇委、镇人民政府、广播放大站、农民银行、邮电局、剧场、文化

站、小学、国营商店综合门市部、五金社、桥茶饭店．服装厂及商业

门市部等。 ．

=i匕大街位于镇中的北部，南接中市街，北至桥茶运河。

桥北街位于旧北板桥北，南起运河，北止中学，原系通往北

乡要道，由于河道拓宽，桥梁西迁，此街今为居民住宅区。

2．路

卫海路位于镇的中部偏西，北起卫海桥，南止南堡桥，长九

百五十公尺，宽二十公尺(柏油路面，宽为十公尺)，系本镇闹市，交

通要道。有日用化工厂、家具厂、自来水厂、新华书店、蚕茧收购站、

菜市场、国营商店、人民银行、食品站、东风饭店、镇医院、拼茶旅

社、汽车站、五金橡胶厂、交管所、供销社、轮船站、房管所等。1石油

机械厂、拼茶中学位于卫海桥北。

虹桥路位于镇的西部，东起卫海路，西止虹桥，系沙石路面。

有油米厂、食品站、物资站、纺织厂、油毡厂、供电所、塑料农具

厂等。

环拼南路位于镇的南部，东起化工厂，穿过卫海路，西至染

织厂。有化工厂、粮食学校、财税所、工商所、三园大队办公室。

菜场路位于中市街的南部，东起忆农河，西止菜市场，砖块

路面。有印刷厂、职工学校等。

环拼中路位于忆农河西岸，南起环拼南路，北止地区医院。

有地区医院、公安派出所j

环拼北路位于镇的北部，西起轮船站，东止医院巷。

土山路在土山遗址东侧，北起环拼中路，南止如东县第六建

筑工程队。

‘忆农路位于忆农河东岸，南起横河水泥桥，北止柳荫新村。

有酱制品厂。 ·



南园路位于东大街南部，东起东街头，、西止忆农河0

包场路位于拼茶运R-：II：,岸；东起物资站煤场，西止卫海桥。
有物资站煤场、油库j‘

3．巷

怀诚地区二十五条j。

东码巷、 ．。

生资东巷(东周祠巷)

生资西巷(武庙巷)

留婴北巷

’通园北巷(王祠巷)

通园南巷(蔡祠巷)

双井巷(红鞋井巷)

：双井西巷 j

留婴巷(东区小学巷)

糟坊巷 一．．．

南园东巷 ．’
一’

南园巷

医院东巷(东升园巷)：

医院巷(染坊巷)

当铺巷 ．

当铺西巷(天太巷)

拼小东巷．‘

卫生巷(仁寿巷)

良臣巷

启秀巷(学堂巷)

粮校巷(积谷仓巷)

灰场巷 ：．

灰场北巷(尹家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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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秀南巷

灰场西巷

。鸿祝地区十七条。

双池巷(万寿巷)

育婴巷(妙香庵巷)
’

裕池巷(堂子巷)

小桥巷

浴池北巷

：浴池横巷

万安巷(臭沟头巷)

双池横巷

育婴北巷 ．·

育婴横巷

j剧场西巷(徐家巷)

邮电巷(唐祠巷、区公所巷)

j广场巷(徐祠巷)‘

广场横巷

邮电南巷， ’．

启秀横巷

包场巷(盐包场巷)

凌曹地区十条：：

仓厥巷．．·．!
’

仓厥北巷

童院巷

童院西巷

新居巷‘

新居西巷 ．

纺织巷 一，
5



粮库西巷(于祠巷)

粮库东巷

高岸巷 ．

4．河
’

拼茶运河是流经镇区的主要河道，西起海安县的塔子里，接

通扬运河，全长七十三点二公里。在如东县境内为二十七点五公

里，由滩河口入境，经拼茶、洋口入海。旧时拼茶出产的食盐，由此

河运往扬州等地，古名运盐河。

岔桥河南起岔河镇西郊，北止拼茶运河。在本镇内的一段，

称忆表河，长九百五十公尺。 ．

5．桥 ·．

‘

‘

卫海桥、忆农桥、南堡桥、虹桥。(见交通运输部分)

附一：清朝拼茶场区域范围．
、

据((中十场志汾摘要(拼茶部分)

疆域拼茶滨临大海，四望平原，无险可据，要冲之地，则黄沙

洋其最也。明嘉靖时，为倭寇从入之路，方今加意海防，宜备守御

之法。

封界北阻东海，连丰和i黄沙洋。西南界于如皋。广六十里，．

袤四十里。 ．

里至距分司一百五十里。使司三百四十里，东至丰利场界

十八里，西至如皋周游沟四十里，南至如皋洪历沟三十里，北至光，

沙二十里滨海，西至海安八十里，西南至如皋七十里，西北至角斜

十八里。 ．
’

．

街南北大街凡二，一在场西，一在场中大市口。东西大街，贸．

易通市。

巷河东巷，在场东。符家巷、蔡家巷，俱在司北。北巷，司东

市口。董家巷，在司西。

坊居仁坊，在中正桥南。永安坊，在司西。通济坊，在通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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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南。河北坊，在中正桥北。牙香坊，在东河南。

镇浒浮镇，在场西北七里。

桥通济桥，一名西桥，在运盐河上，灶民王全孝重修。中正

桥，在运盐河上，灶民缪佶建，岁久砖石圯坏，今易以板木。通利桥，

一名东桥，在运盐河上，灶民缪佶建，岁久砖石圯坏，易以板木。王

家桥，在场东十里。龙津桥，明万历间建，天启二年甓而大之。

坝新坝，旧在司东，今易以小桥。盐坝，在龙王庙后。

井西寺井，灵异井，司前古井。

土山 在场西东岳庙后，高可丈余，围五七丈许，其初不培自

起者，又名泰山。

草荡 明嘉靖辛亥年(公元一五五一年)，二千二百二十三顷

五十一亩。万历癸巳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二千一百三十三顷三

十一亩三分。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摘要(柝茶部分)

拼茶在角斜东南十八里，为东台县境，旧隶泰州分司。清乾隆

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改隶通州。东至丰利，西至富安，南至如皋

县洪零沟，北至大海。范公堤东南至黄沙洋口起，西北至角斜，长

五千六十丈有奇。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河道总督嵇曾筠，

复于旧堤南建新堤，高于旧者二尺，增长二百九十七丈，时呼为嵇

公堤。乾隆五年(公元一七四。年)大使李庆生又筑堤横镁两堤之

中，谓之格堤，长二百九十丈有奇。又李家堡堤，自角斜至老鹳咀

富安界，长二千一百余丈。又筑堵洋堤二十三丈。在黄沙洋堤外溆

墩十六。总灶四十。运盐河由本场至十八里河口出力乏桥二百里

以达于泰州。距分司陆路为里七十，水路为里二百四十有五。

附二：民国时期区域范围

据《拼茶市乡土志》载： ～
·

拼茶市在东台县境之东南，距县治约一百六十余里，系沿海中

十场最大的场。东西广约六十里·，南北最广处约四十五里。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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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利市，南界岔河市，西南界丁堰乡，西界李堡市，西北界富安市：，

北临大海。距海最近约十余里，故本境人民得因天然之地势。，享有

鱼盐之剥；t。 ·：‘·’ ：。·‘． ． +．
o

．叉本境街市及各学校公所，适在本境之中。市外分东西南北四

乡，每乡各有若干村庄；东乡有周家庄、张家庄、缪家庄等I西乡有

安舵港、浒溶、花园头、黄裕桥、唐家港等；南乡有风车头’、符家堑i

北蔡家楼、南蔡家楼、丛家庄等；北乡有蔡家庄、姜家埭j姚家埭等。

拼茶市街道，东西长三里、南北广约二里，街道以条石铺砌路

面i：i中市大街，．极为繁盛，屋舍整齐，‘是百货充集闹市，往来非常

拥挤。 ‘·

，

●

、 ●

o据《拼茶史料))载：．一． 、．

‘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八月，东台县第四区区公所成

立，合并角斜乡为四十八乡镇。其属于拼茶市原有范围者，计三十

八乡镇，即拼茶镇、浒滓镇、洋口乡、十总乡、念总乡、涵口乡、新园

乡，启新乡、临海乡、西洋乡、安舵港乡、张家埭乡、藏王庙乡，古包

场乡、新坝桥乡、黄港乡j黄港北乡、南楼乡，蔡庄乡j浮河乡、唐港

乡、花园头乡、黄裕桥乡、沿’口乡、老庄乡i缪庄乡、康庄乡、东康庄

乡、范堑乡、濮庄乡、居湾乡、七里缺乡、马庄乡、浒南乡、浒北乡、周

庄乡、堡东乡、杨庄乡。 ．、 一 ‘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划并乡镇区域，．将四十八乡

镇划著为二十四乡镇。人口约十二万r余。区内每乡镇最多者为二

|十保，最少者为十二保，均各立疆界，分绘地图。 ·．
．

‘东台县第四区所属二十四乡镇，即拼茶镇、浒浮镇、角斜镇i洋

口乡‘、+新坝乡、张埭乡、黄港乡、蔡庄乡、新园乡、启新乡、西洋乡、马

庄乡、唐港乡、花园乡、沿口乡、居湾乡、范堑乡、康庄乡、周庄乡、旧

场乡、富滩乡、周洋乡、赉南乡、赉北乡。 ·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桥茶区下辖十二乡镇：

唐园乡、黄蔡乡、新埭乡、新洋乡、启西乡j范居乡、康沿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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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周北乡、浒浑镇j角斜镇、拂茶镇。

一九四九年建国初期，耕茶区下辖十三乡镇：

r．。宏连乡、横港乡、张黄乡、高林乡、蔡庄乡、浑河乡、于港乡、秀

：贞乡：；德贵乡、海辰乡、浒溽乡、耕北乡、拼茶镇。。 ．+

三、得名传说 ．

●‘ ‘

拼茶之得名，远不可考，相传古代海水冲积，聚沙成陆。唐时生

拼树(棕榈)茶树各一，干高逾丈，冠大如盖。渔人下海捕捞，海天一

色，时常迷路，赦皆以拼茶二树为标，来去经过。继而设摊易货，搭

棚为居，凿井成市，名为拼茶。
’

《拼茶史料》中记叙：拼茶之原名，疑为“责家汊”。后经雅化为

拼茶。唐宋以来，二直沿用至今。

拼茶又名南沙，相传唐大历以前，海中有北沙，拼茶位予北沙

之南，故名南沙。今考，古人有绝对“南沙西北东岳庙”。明代设有

。南沙书院”。缪氏宗祠有对联“脉传东鲁，支甲南沙_。

又云，本地产茶，而称茗海i亦名茶江。

四、气 候 ．

．

‘^

’

本镇属季风海洋性气候。夏季温暖潮湿，雨水较多，温度较高；

冬季比较寒冷．干燥。春秋温和湿润。年平均温度在14．9℃左右。七

八月份最热，月平均温度在27℃左右，最高气温39℃上下。一月

份最冷，最低温度在零下10℃，月平均温度在2℃左右。

o春季，从清明到夏至平均气温稳定在10℃左右。夏季，从夏至

到白露平均气温在22℃左右。秋季，白露以后，气温逐渐下降。冬

季，长达一百四十天左右，是一年四季里最长最冷最干燥的季节。

十二月中旬为初霜期，至四月上旬前后为终霜期，无霜期为二百二

十四天左右。全年小暑大暑最热，三九、四九最冷。

全年风向以东南风为最多。春夏多东南风，秋季多东北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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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多西北风。年平均风速三点七米／秒，七至九月份，本境常受台

风影响。 j

年降雨量多达一千毫米左右，大半集中在六、七、八、九月，常

年平均水位一点八米。每年一二三月有雪。六月中下旬，进入梅

雨季节，多阴雨。，俗称黄梅雨。夏季常有雷阵雨，春秋二季，常有连

续阴雨。高温季节，时有龙卷风和冰雹袭击。

附：潮汛表

农历日期 潮 汛 来湖时间 退潮时间 ．备 注

初一、十六 六潮水 11：00 1：00

初二、十七 七潮水 ll：45 l：45

初三、十八 八潮水 12：30 2：30、

初四、十九 九潮水 l：15 3：15

初五、二十 下岸潮 2：05 4：05

初六、二十一 下岸一 2：55 4：55

初七、二十二 下岸二 3：45 5：45

初八、二十三· 下岸三 4：35 6：35

．初九、_二十四 下岸四 、
5：25 7：25

初十、二十五 起水日 6：15 8：15

十一、二十六 一潮水 7：G5 9：05

十二、二十七 二潮水 7：55 9：55

十三、二十八 三水潮 8：45 10：45

十四、二一[-Ja 四潮水 9：3n 1l：30

十五、三十 半汛f-3、五潮摩 10：15 12：15

说明：

一、每日两个潮次，时间上午与下午大致相同；北风和东北风潮位跟风起，同时来

潮时间要提前。秋潮跟暴起，有风就有潮。

二、大汛：初一、月半子午平潮，七潮八潮如马跑。初三潮、十八水，瞬息就到

嘴。

三、小汛：下岸潮，下海人天亮跑。下岸一，潮落太阳出。初八、廿三最小汛。甘、廿

一天亮白沼稻(最低潮位)。
‘

四、计算潮汛平潮时间推算公式：农历的日期×O．8一平潮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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