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泽镇 

震泽镇位于江苏省吴江市西南部，水陆交通便利，318 国道、沪湖高速公路和京杭大运

河支流頔塘河横贯东西 13 公里，距上海 90 公里、苏州 54 公里。总面积 96 平方公里，总人

口 6.7 万人，辖 23 个行政村，2 个街道办事处，4 个社区居委会。震泽气候宜人、土地肥沃、

农副产业发达、栽桑养蚕，历史悠久，为江南五大桑镇之一。镇内慈云塔高耸，遗“三国孙

吴流风；禹迹桥拱伏，传上古圣贤伟业；小巷悠长，古韵犹存；师检堂、思范桥，诉说百年

沉浮。天文学家王锡阐博览群书，学究天人，兼通中西之学，其所著的《晓庵新法》三百年

来称颂学界。 

震泽镇概况 

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震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间有个吴江，震泽位于江苏

省吴江市西南部，与浙江省南浔毗邻，古称"吴头越尾"，是吴江市的"西大门"，东距上海 90

公里，北至苏州 54 公里，西达湖州 45 公里。全镇基础设施完善：现有 22 万伏、11 万伏变

电所各一座，有 2.5 万吨级地面水厂，开通移动通讯发射台，提供国际互联网服务，电力保

证、供水充足、通讯便捷、环境优美。被评为国家卫生镇、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江苏省新

型示范小城镇。    

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设镇，因濒临太湖而得名于太湖别称“震泽”。清雍正

四年曾被设县，夏禹治水留下过足迹，万代陶宋事业发祥地，清代“学究天人”王锡阐、中

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施则敬和“两弹一星”功勋杨嘉墀的家乡，国际篮坛巨星姚明的祖籍。   

自清代中叶起，丝经业鼎盛，"辑里干丝"远销海外，光绪年间产量占全国十五分之一，纺织

服装行业十分发达，如：新申制衣集团、苏龙绢纺集团等，年销售达 3 亿元以上，跨入省级

企业集团行列。此外，罗氏沼虾、甲鱼、蟹等水产品的养殖、蔬菜基地食用菌的栽培，大棚

蔬菜的种植、万头养猪场的建成，大大丰富了菜篮子。    

近年来，震泽经济蓬勃发展、市场日益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

开放以来，震泽人民刻苦耐劳，充分发掘自身的潜力，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基本

形成以骨干企业为主体的"四条龙"，即"绢纺丝绸行业一条龙；彩钢板、活动房行业一条龙；

有色金属和铸造行业一条龙；汽车摩托车维修、整车配件销售一条龙。"近年来，震泽的民

营经济发展迅猛，基本形成占地面积 2000 亩的民营经济开发区 1 个，大量外商来震泽投资

办厂，现有外资企业 12 家，外商投资开发区一个。    

震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有慈云塔、禹迹桥、师俭堂等胜迹 23 处。 



 

合理、开山、马涧、新村、建林、朝红、联港、丁新、铜墩、新元、广东、三联、三元、向

街、旺米、俞宅、枫渔等 24 个行政村。 

旅游资源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东接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苏州古城，西濒三万六千倾烟波浩淼的太

湖，南与葱翠绵延数十里的江南丘陵连为一体，石湖风景区、洞庭东西山风景区、天灵风景

区和枫桥寒山寺、虎丘风景区环绕四周，白马涧生态园位于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西部，是苏

州西部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地 7 平方公里，是整个高新区的一块原生态“绿肺”。区

域内吴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丰厚，有“江枫古韵”、“寒山钟声”等历史文化遗产和“金山石

匠”、“镇湖刺绣”等传统工艺，还有建于南宋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万佛石塔”，建

于明万历年间的市文物保护单位“文昌阁道院”和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市文物保护单位“三里

亭”，是一块集江南山水秀丽和吴中文化温柔于一体的“风水宝地”。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教育情况简介 

区内目前有独立设置的公办小学 11 所。其中江苏省实验小学 2 所（高新区实验小学、

枫桥中心小学）, 专任教师 907 名，在校小学生 16910 名。 

目前有独立设置的区辖公办中学 9 所。其中江苏省四星级高中 3 所（江苏省苏州实验中

学、吴县中学、高新区第一中学）, 江苏省示范初中 1 所（高新区第二中学），现有专任教

师 940 名，在校中学生 15305 名。其中高中生 4203 名，初中生 11102 名。另有市辖公办职

业类学校 2 所（苏州国际教育园、江苏省苏州职业教育中心校），均分高职、中职两个学历

层次，其中江苏省苏州职业教育中心校是国家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江苏省合格职教中心校

和江苏省模范学校，目前有教职工 240 余人，学生 3000 余人。 

目前在区内的高校有 1 所（苏州科技学院）。区内目前有民办学校 3 所，分别是苏州外

国语学校（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江苏省示范初中、江苏省实验小学]）、苏州新草桥

中学、日本人学校（小学、 初中、高中）。其中，日本人学校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采取国

际教育管理模式，聘请外籍教师，招收外籍学生。 

全区镇（街道）已通过了市教育现代化达标验收。已建成江苏省四星级高中 3 所，省示

范初中 2 所，省实验小学 3 所，累计建成省市级以上重点、示范、实验学校 18 校次，占建

制学校的 80%左右，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所有建制学校基本建成

校园网，实现“班班通”。 

第四章 历史文化 

公元前 514 年，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命前来投奔的楚国大臣伍子胥建吴国都城阖闾大



 

声韵调系统也是吴语的一般情况。而老派的苏州话则具有 27 个声母，49 个韵母，7 调。苏

州郊区很多都保留了翘舌音声母，故部分地区具有 33 个声母。    

苏州话是吴语的代表，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近代中国有四大白话：京白、韵白、苏

白和粤白。而苏白无疑是江南地区最流行的语言。由于江南地区的发达，较多苏州人能够从

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行业。其中读书是苏州人从事较多的行业。从唐代到清代，苏州

地区的状元占有所有状元的很大的比例，明清一度达到五分之一。上层社会的精英中较多的

也是苏州籍。苏白在明代从江南的流行语言成为士大夫的流行语言。越剧、昆曲、评弹都以

苏白为标准音，甚至一开始的京剧都曾使用过苏白。古人云：“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

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上层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上层人

物大多以苏州话为荣。甚至不同地区的人交流也有使用苏州话的。和官方“普通话”京白相对

而言，苏州话在当时社会的地位相当于民间的“普通话”。    

《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作者江苏松江府人韩邦庆。全书由文言和苏白写

成，对话皆用苏州方言是该书的鲜明特点，使用苏白也是 19 世纪兴起的吴语小说的共同特

点。 

第五章 苏州旅游 

全市现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690 处，其中国家级 34 处、省级 106 处。保存完好的

古典园林 60 余处，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

退思园等 9 座园林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虎丘、盘门、石湖、灵岩、天平、虞山等处，

都是著名风景名胜。太湖绝大部分景点、景区分布在苏州境内。昆山周庄，吴江至同里，吴

中甪直、木渎和太仓沙溪等千年古镇，充满江至南水乡风情。1998 年，苏州被评为全国优

秀旅游城市。 

综述 

宋人进而美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而苏州则“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明清时期又

成为“衣被天下”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誉称苏州“最是红尘中

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苏州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是建筑、山水、花木、雕刻、书画的综合艺术品，集自

然美和艺术美于一体，构成了曲折迂回、步移景换的画面。    

全市现有园林 60 多个苏州现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538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