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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⑧⑧⑧

凡 例

◎ 一、一⋯⋯⋯⋯⋯飓黝涨桥镇
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客观、翔实。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65年12月划定的区域为基础，此前划出

蠡墅人民公社的村落，以及此后划出长桥镇的村落亦包括在内记述。

三、本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上限因事而异，尽力追溯；下限为2000年。

大事记延伸至2002年底。

四、本志的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

以1949年4月23日为界。

五、本志对地区、政区、官职、机构均采用当时名称，需要时，加注今名。

凡专用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此后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八、本志“人物”章所载人物，以长桥籍为主，也有晚年定居长桥的客籍

人士。历史人物以卒年为序。在世人物不立传。

九、本志资料采自历史文献、档案和调查所得。统计数据基本上以吴

中区档案馆档案资料为准。档案馆没有的，采用有关部门的年报资料。



序

序

长桥地处太湖之滨，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据史料记载，原驻地蠡

墅镇形成于吴越春秋时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长

桥历史上分属吴县、长洲(清后期为元和)、吴江三县，地域分散，地情复杂，

故史料少有记载，更未形成一本全面记载长桥历史与现实的地方志书。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桥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全镇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与时

俱进、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在长桥这块34．2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培育了一批文一批人才，谱写了一首又一首壮丽诗篇。今

日长桥，旧貌换新颜，已经从过去分散、落后的农村村落发展成为苏州古城

外围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工商、旅游城镇和吴县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金融、信息中心，并获得了“江苏省卫生镇”、“江苏省百强乡镇”、“吴县市文

明镇”等众多荣誉。

由于长桥镇在历史上行政区域和归属变化频繁，对许多历史沿革、人文

资料，如不通过编纂地方志保存下来，势必湮没无闻；而且，长桥人民在历史

进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及失败教训，也需要有一部地方志书来传之于后

世；所以，为了记述历史，特别是记述长桥解放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史，以

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激励我们昂首阔步迈进新世纪，镇党委、镇政府决定

编纂出版一部具有较高质量的《长桥镇志》。

⑧



⑧⑧⑧⑧

《长桥镇志》从指导思想到内容体例，力求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基本

要求。全志立足于当代，系统地记述了长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

史与现状。《长桥镇志》的出版，为我们了解过去、探索规律、进行正确决策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全镇人民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了一本接受爱国t-_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为海内外客商

了解长桥的投资环境，作出明智抉择，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总之，《长桥镇

⑧妻豢霎罴纛磊黧篡篙篙篇喜
人、艰苦创业、建设长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定能发挥“存史、资政、教化”

《长桥镇志》的交付出版，是全体编修人员广征博采、求真务实、辛勤笔

耕、默默奉献的结果，也是各方人士热情关注、出谋献策、悉心指导的结果，

《长桥镇志》的编成是长桥的一件大事，为此，我们衷心希望每一个长桥

人和长桥的旅外人士都能认真读一读，以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

中共长桥镇委员会书记．享良晌身．

200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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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长桥坐落于苏州城南郊，地理坐标为北纬30056 7—33。33’，东经120054’j它东靠

古运河，南临东太湖，西倚七子山，北接姑苏城，为苏州市的南大门。境内，古运河、十苏

王公路纵贯南北，新运河、苏东公路横穿镇区，地势平坦，港河交错，水陆交通便捷。全

境地处中亚热带北缘，受太湖水体调节，气候宜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

期长，水资源丰富，适宜水稻、三麦、油菜生长。2000年，全镇总人口175 351人(含城区、

开发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 124．23人；辖3个街道办事处、39个居民委员会、553

个居民小组、23个行政村、253个村民小组；总面积为34．22平方公里。-

长桥境域商末属“勾吴”国。秦置吴县后，属吴县。唐朝时，先后析吴县东、南部地

置长洲县和吴江县，长桥分属吴县、长洲县、吴江县。明代始建乡。清雍正二年(1724

年)，析长洲县东南地置元和县，长桥又分属吴县、元和县、吴江县。清中期，蠡墅始建

镇，为吴县11个建制镇之一。民国元年(1912年)，元和县并入吴县，长桥分属吴县、吴

江县。1950年8月，长桥原隶吴江县的南部地划归吴县，自此全境复隶吴县。1954年

曾划归苏州市。

长桥扼江苏连接浙中、浙西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官宦兴宅、商贾云集

之地。唐代都元帅府、宋代阁老府、明代传逻府、清代侍中郎府及王、陆、徐、冯“四大家

属”住宅都筑在蠡墅镇上。建于唐元和年间的五十三孔连缀宝带桥，横卧在澹台湖El，

是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越春秋文化遗迹——越城遗址、伍王沉剑之地——澹台

湖、宋时与杭州西湖齐名的石湖亦在境内。周边群峦环绕，山夷水旷，丰神特秀，溪桥映

带，渔村炊烟，有着吴地特有的青山绿水、秀丽黛色的山水田园风光。

长桥镇原驻地蠡墅是国内木帆船制造的发源地之一。早在2 500多年前的吴越春

秋时期，蠡墅已是吴地木帆船制造的基地。南朝时，吴地成了全国造船中心之一，蠡墅

的造船业步入了盛期。明末清初，蠡墅已有多处较大规模的造船工场。清康熙年间，蠡

墅陆、朱两姓的造船工场每年修造木船200余艘，雇用员工200余名。清时，蠡墅木制

船只屡经改进，已具有自重轻、舱口大、中部阔、装载多、船身扁、吃水浅、阻力小、船速

快、首尾平、头工翘和船部肥圆斜坦、流线昂势大、线型和顺、外部美观、行驶灵活的特

点，被江南地区誉为蠡墅式。解放后，长桥先后建立了蠡墅、吴县、澹台湖三家船厂，有

造船工人千余名，成为吴县唯一的修造船基地。20世纪60年代初，长桥开始制造钢质

船只，种类达20多种，产品销往长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域的十多个省、市，为吴县唯一的

钢质船生产基地。60年代中期，长桥研制的钢丝网水泥农船在江、浙地区普遍使用。

70年代，吴县蠡墅造船厂成了江苏省船舶生产定点厂、江苏省散装水泥船生产定点厂、全

国游艇生产基地。80年代，吴县蠡墅造船厂被列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定点生产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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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桥又是苏绣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吴越春秋时期，蠡墅就有以刺绣为业的绣女。

据传，越国大夫范蠡曾根据西施在吴国采莲的情形设计了一套以荷花、荷叶、莲蓬和五

彩交颈的鸳鸯游弋于荷池中的图案，命蠡墅一绣女绣成各色宫装送入吴王宫中，博取吴

王欢心。至明代，境内出现了“家家养蚕，户户绣花”的景象。此时，在刺绣针法上已有

直、撇、接、切、扎、滚、套、施、擞和、刻鳞、虚实针和盘金、打籽、网绣等，其盘金、打籽为吴

地一绝。清代，境内几乎每个家庭妇女都会刺绣。蠡墅绣女吴彩霞去湖南长沙倡导湘

绣改革，使湘绣异军突起，一度在京、沪、穗独占鳌头，成为全国四大名绣之一。光绪

三十年(1904年)，蠡墅绣女丁渭琦偕同丈夫在武陵开办私立刺绣学校，名武陵女学。

同治年间，蠡墅经桥绣女张许氏在苏州长春巷丝织衙门宫货局当绣工时，曾为同治皇帝

绣制龙袍，为皇太后绣制霞帔。解放后，刺绣一直是长桥劳动人民的主要家庭副业。

1983年，邵昂村绣女莫月珍等人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绣制的结婚礼服，曾轰动日

本各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长桥还是国内眼镜生产的发源地之一。明初，境内翻身村一带就出现了生产眼镜

片子的手工作坊，以天然矿产水晶为原料，手工磨制单片镜，有老光镜、近视镜、火镜、放

大镜等品种，质量上乘。清代中期，境内始产纸边、朱角边、玳瑁等眼镜架子，并开始制

造玻璃镜片，成为国内眼镜片生产的主要基地。民国时期，蠡墅、翻身、新郭一带有眼镜

作坊42家，年产量达10万余副，占国内用量的一半以上，产品以质量好、品种多、规格

齐而享誉全国。解放前夕，境内眼镜生产进入盛期，年产20余万副，与上海并称国内眼

镜生产两大基地。自明代至20世纪60年代末，长桥一直是苏南地区唯一的眼镜生产

基地。70年代始，眼镜业从长桥扩展到吴县境内的唯亭、郭巷、越溪、渡村，不久又扩展

到常州、无锡等地。

长桥历来盛产稻麦，新中国建立后，农业生产发展迅速，20世纪60年代，全国水稻

专家陈永康在长桥推广单季稻高产栽培技术，亩产达600多公斤。70年代，长桥公社

龙桥大队引种的双季稻，亩产高达1 000公斤。1969年10月31日和1970年12月31

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以《水乡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吴县龙桥大队贫下中

农在连续丰收中艰苦奋斗夺高产的先进事迹》为题的长篇通讯和以《江南高产地区学

大寨的一个榜样——吴县龙桥大队调查报告》为题的调查报告，专门介绍龙桥大队粮

食高产的经验，引发了全国各地来长桥参观学习的热潮，中央、省、市领导及一些外国贵

宾也慕名而至。龙桥经验的推广，为国家多打粮食作出了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长桥的工业经济迅速增长，第三产业也有了长足发展。2000

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达62 118万元，工农业总产值达162984万元，工业总产值达158

939万元，实现利税10 837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达25 648万元。

长桥的城市化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吴县人

民政府以长桥镇区为主体，先后编制了吴县新区(1996年改称城区)、吴县经济技术开

发区、长桥蠡墅片区建设总体规划。城区、开发区、蠡墅片区开发建设以苏州古城区为

依托，真正做到了功能齐全、布局科学、结构平衡。历经十余载，长桥镇34．22平方公里

整个区域的开发建设，不仅体现了水乡特色和姑苏风貌，而且颇具现代化综合性、先进

性；不仅体现了小城镇格局，而且颇有大城市气息。其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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