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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与改变。地

名的称谓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_}存在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对军事、外交，民政，邮电，

交通、新闻，出版，测绘，文教、科研等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有影响。要实现四化，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因此进行地名普查，逐步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江苏省常熟市地名录》是1979年我市地名普查后的主要成果之一。地名录中的7617条

地名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配合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市地名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和文件精神，在对每一条主要地名的来历含意、历史沿革和地理概况调查研究、核对考

证的基础上，广泛听取群众和各方面的意见，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后编写的。在标准

化、规范化处理过程中，我们确定了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改正了受唯心主义极。左。思潮

影响而任意乱改的地名；更改了因其它缘故不宜使用的地名；适当调整了互相雷同，很易混

淆的地名，基本上实现了我市地名的标准化和译写规范化。

《江苏省常熟市地名录》内容包括市(县)地名图，市、。公社(镇)重要的专业部门，

各名胜古迹和重要人工建筑、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等概况，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后的各类

地名，以及附有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公社、大队命名、更名的通告》和更名对照表。

本地名录中的。常熟市地名图’是根据原苏州地区行政公署1980年编制的县图绘制，仅

为示意，不作划界依据。各类概况中引用的各项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1979年县统计

局统计年报，人口数为公安部门1979年统计年报，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

队，生产队数为1980年地名普查实数。

本地名录的内容是在1983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常熟县，改设常熟市之前编写的。

撤县改市后，在有关内容上将常熟。县’改成了常熟。市。。地名录中收集编汇的资料，截

至1980年lo月底止。今后地名变动情况的资料，待收集整理后增补。

<江苏省常熟市地名录》是经过常熟市人民政府审定批准的。《常熟市地名录》的出版

为我市提供了标准地名资料。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常熟市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

准。各行各业和各部门必须增强使用标准地名的法制观念，凡需要命名更名的地名，一定要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逐级审批，方能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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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概况

常熟市北滨长江，隔江与南通相望。东接太仓；西连江阴；西北与沙溯，西南与无锡，

南与吴县，昆山相邻。．西起东经120．，．：327；东至东经120℃037；南和北纬3l■29 7；北至北

纬31：：527 ．一，

常熟市在晋朝时为海虞县，南朝梁大同六年，从海虞县划出部分县境，始建常熟县。因

土质水利等条件较好，水旱不易成灾，常获丰收得名。隋朝，将海虞县并入常熟县，清初，4

曾在东境建昭文县。辛亥革命以后，撤销昭文县，仍并入常熟县。1949年解放后，曾于1950

年在常熟县城没常熟市。1958年撤销市，仍为常熟县。1962年划出13个公社归沙2|lH县管辖。1983
’

年1月撤常熟县改设常熟市，全市现有总面积1 258．8平方公里，设33个乡(公社)，1个市属

镇，5个场圃，下属645个农业大队，28个渔业大队．20个相当于大队级的场属工区。总人

[3973，065人，除极个别的蒙、回、僮、满，白、高山族外，其余都是汉族。市人民政府驻虞

山镇。 一

我市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史地区。早在1926年2月就成立了中共常熟特别党支部，书记

曾培洪(李强)。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大义、芦荡、王庄一带领导农民运动；1938年在梅

李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成立民众抗日自卫队；1939年与东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即新四军

六团在阳澄湖畔会师，统一组成江抗东路指挥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解放战争开始，大部

队北撤，但武工队仍坚持原地进行武装斗争与其它形式的斗争，直至全境解放。

我市为长江下游冲积平原之一部分，平原圩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80叻，地势平坦，一般

海拔高程在4．5米左右，境内水网密布，河流纵横，主要河流、湖泊有。自茆塘、常浒河，

州塘河、耿泾塘、望虞河、张家港、盐铁塘，昆承湖等，水面约占总面积的18％。有虞山，

福山等几个孤丘分布境内，虞山高程为281米，占地约18平方公里。在山南的尚湖，1968年

以来，排水筑圩，成为新的垦植区。

我市属北亚热带南部，气候温和、湿润，季风明显，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年平均温度

为摄氏15．4℃。一月前后平均气温2．7℃，七月最热平均气温28℃，年极端最高气温38．2℃，

最低气温零下1 1．3℃，零度以上积温608℃。年平均无霜期241天，年平均降雨量1055毫米，

降雨量最多的是1957年，年雨量1479毫米，最少的是1978年，年雨量559毫米，解放以来虽

不多见，但有时会出现春夏季的局部冰雹和龙卷风；秋冬，冬春不寻常的低温；春，夏、秋

季连绵阴雨和夏秋季的台风、雨涝等灾害性天气，以致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土壤主要为湖积——冲积物形成的乌山土，分布在南部低田圩区，其次为黄泥土，分布

在西部和北部的高平原上，少数夹沙土，分布于长江沿岸地区。

常熟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市，主要种植水稻、棉花，三麦，油菜。解放后，不仅农

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副业生产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全市耕地107万亩，其中种植稻麦等的

水旱地80．8万亩，种植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的早地25．99：TJ亩。解放前，洪、涝、旱灾频繁，

江堤海塘经常央日，农业产量很低，棉花(籽棉)不过50斤，三麦不过百斤，水稻亩产不超

气●l●●



剑楼、曾园、燕园、翁园、彩衣

墓、黄大痴墓、柳如是墓、翁同

任天石等革命烈士陵墓及茆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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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镇概况

虞山镇是常熟全市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是一座江南古老的山

城，是长江下游冲积平原，位于常熟市中部，略偏西南，地势较低。东南部与琴南公社相衔

接；西北部同林场、城郊公社相连，面积为4．9平方公里，因地处虞山东麓而得名。1950

年，以城区为主，划进郊区，建立常熟市。1958年撤市，划出郊区，另建城郊，琴南两个公

社和虞山林场，城区建立虞山镇，是中共常熟市委，市人民政府驻地。

全镇1979年末，户口总数为22，528户，72，854人，加上长期居住在城的人口，实际人数

约11万人，主要是汉族，只有个别是回、满、蒙、高山等少数民族。全镇设城东，城南、城

西、城北四个街道办事处．08个居民委员会，400多个居民小组。镇人民政府驻山塘泾岸。

市公安局派出的虞山公安分局也在西门大街，并在四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分设公安派出所。 ：

虞山镇，旧为常熟城。城垣依虞山而建，部分城墙跨山而筑，琴河由南而北，穿城而

过，七弦支河迤逦向西，水陆交通方便，自然条件较好，既有水乡之秀，又有山城之美，故

明代诗人沈似潜。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诗句流传至今。虞山高260余米，

周围18平方公里，山上多古迹名胜，是本市主要风景区。城内的园林名胜有：方塔，读书

台，言子墓、辛峰亭，燕园、曾园等。

全镇街道有江南水乡和山城特色。原来河道，小桥较多，街道宁静清洁。解放三十多年

来，填塞河塘，拓宽街道，市容焕然一新，全镇现有道路，街、巷，里，弄2,03条。主要街

道呈放射形。有通向原来四城门的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四条大街：围绕旧县衙门的县东

街道呈放射形。有通向原来四城门的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四条大街；围绕旧县衙门的县

东街，县南街、县西街和县后街。城墙旧址夷平后，新筑了环城马路，拓宽了交通咽喉总马

桥．并从县南街向南延伸，填河改路，拓宽了花园浜，下沿河。次要的街，巷、里，弄纵横

交叉，贯穿全镇。最近几年新建了花园，南仓、菱塘，阜湖等居民点，成为较大的建筑群。
’ 在虞山镇，现有市属工厂36个，镇属工厂31个，以轻纺工艺品工业为主。如常熟花边，

羊毛衫，服装、红木家具及金银首饰等产品，远销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商业服务机构有市

属公司17个，镇属中心店5个。以市中心的寺前街、老县场一带，南门的平桥街、总马桥大

街一带，东门的泰安街一带，为三个主要商业区和集市贸易场所。汽车站、轮船站，在南门

一带．在大东门也有小站和码头。主要公路通向上海，苏州，无锡。文教卫生事业近几年来

恢复和发展很快。文化教育方面。现有市属完全中学4所，完全小学2所，苏州师范专科学

校、市教师进修班、聋哑学校各l所，镇属小学12所，市属影剧院3个，书场2个，还有工

人文化富和文化馆等设施。卫生事业方面；有市级医院5所，镇属卫生院l所等，设备和医

疗技术均较好。各办事处还建立了合作医疗性质的卫生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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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街道办事处概况

城东街道办事处，是虞山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是1958年3月撤市建镇后成立的，

? 因地处常熟古城之东而得名，清代昭文县县治所在地。东部颜港街居民与琴南公社社员杂

居；泰安街与兴隆公社衔接；东北与琴南公社五星大队相邻；南至红旗桥，与城南街道办事

处辖区衔接；县南街西部邻城西街道办事处辖区；西和西北部的和平街，县后街以中心为

界；北面方桥，以桥为界，均与城北办事处分管。南北最长处1．6公里，东西最长处约0．8公

里，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办事处驻地东门大街324号，与市公检法等几个部门隔街相望，

地处集贸、商业闹市和文化娱乐中心。虞山公安分局派出所驻在琴川桥堍。 一

现城东街道办事处辖区包括县南街大部、环城东路、东门大街、颜港等主要街道。下设

lo个居民委员会，96个居民小组，有居民6，100余户17，000多人口，大多是汉族。

解放前，城东地区除了有几个手工业性质的布厂，米厂及作坊外，几乎没有大型工业，

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工业、商业都有飞跃的发展。现有国营色

织一，三，四布厂，职工人数在千人以上，有为外贸服务的服装，针织，内衣，木器家具厂

等，还有几个办事处领导的，以来料加工为主的街道厂。

辖区大东门是虞山镇通往我市东和东北部的门户。泰安桥南头有东门汽车站，是十，

苏，王公路、常浒公路必经之地，人来车往，络绎不绝。

。在工商业发展的同时，文教卫生事业也有相应发展。1978年，新扩建的虞山镇卫生院建

立在虞山镇的中心。办事处还办了居民合作医疗性质的卫生所。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有完全

中学l所．完小4所，各个工厂都有托儿所和幼儿班，还有市文化馆、影剧院各l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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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南街

汉语拼音 备

Ch6ngdong 驻地东门大街324号．

JiedaobanShlchtt

XianhOu Jie

D6ngmen Dajie

Tai7an Jie

Faha Ln

Xiandong Jie

Hu点ncheng
Donglft
Xiannan Jie

位于旧县衙仃之后面得名．
10B恢复原名．

大东九内的一条衡，教名．

往

。文革。中改灭资路．1980年

、

因在泰安桥之东而得名．
一

原名冠云路．因西起阜安析，东至期滨桥．1980年lo月取
名阜湖路．

在原老县衙门以东丙取名．

解妒后拆城筑路．称环城马路． 。文革。中改名解放路．
1 980年lo月。从红旗桥到泰安桥一段改现名．

在原老县衙仃以南而得名．

焦 桐 街 Ji矗otong Jie 焦家轿到棍家轿的一条街．

学 前 街 Xueqian Jie 位于孔庙门前的街．

阜安街 F矗’an Jie

河东街H*dong Ji6

横头街H*ngtou Jie

街在阜安桥堍而取名．

在琴川河之东丽取名．

柯东街南端的横街，故名．

泰安街下塘Tai7 anji邑xiAtAng 泰安街南面并行的一条街．以南为下．称下塘．

迎春街 Ylngchfm Jie

小东门街XiAodongm6n Ji,

在旧城迎春门附近．教名．

在旧小东门附近，教名．

醉 尉 街 Zulw6i Ji, 唐代书法家张旭，嗜酒，为常燕尉·住此而得名·

五 福 街 Wnfa Jie 传说此街过去有周．妇．事等五家而得名·

塔 后 街T五hoa Jie 坐落方塔之后而得名·

东 殿 巷D0ngdiAn XiAng 巷中旧有东段圣王庙而取名．

青果巷 Qinggno Xiang

太平巷T矗iplng XiAng

塔 弄Ta L6ng

柳河沿 LidheyAn

颜 港 YangAng

兴福街Xlngfgt Jie

前辛巷 Qianxtn Xiang

后辛巷 HOuxln XiAng

明代摩烈公蒋钦居住地．蒋任南京御史，忠直敢谏，青近
橄榄．橄榄又名青果面取名．

旧社会凡城内谁家办丧事．都要经过此巷．以讨吉稠面取
名．

位于方塔旁，敲名．

此处原有通向琴川河出I：1的一段河流．治河时沿岸种过柳
树而取名．

春秋时，孔子学生育予回虞．与颜子同舟．驶过此地，后
以这条大河为颜港河．岸上街道称颜港．

此街对面是崇救兴福寺塔(惯称方塔)．教名．

两个以娃命名的巷，此为前．

两个以姓命名的巷．此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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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东言子巷Dong Y磊nzI Xiang ，在孔子学生育子暇宅之东·故名·

班 巷’Ban XiAng 原称浜巷，是琴川第四弦河浜·浜填没后，改名班巷·

忠胜巷 Zhongsh色ng Xiang

春风巷 ChQnfeng XiAng

原名周沈巷．据《常昭合志’记载：扬仪有两个姐姐适
周．适沈．早年因寡守节而命名．读成忠胜巷．

县志记袭．因有春风楼在此，故名(现楼已废)．

仓 巷 C／lng Xiang 此巷内有归．陆．蔡等姓的义庄，他们都有粮仓·放名·

金童子巷 JIntOngzl XiAng 此巷内曾住过有名望的人叫金驼子，又称金童予丽取名·

周神庙弄 ZhoushOnmi毳o Long 原有宋代孝子周蓉柯·嘎朝时改周神窟而取名·

迎春桥弄 YingchatnqiAo Long 以迎春轿而得名·

永 康 弄 YongkAng Long 以。永久康宁’之义取名·

庞 家 弄Pangjia Long
’。

以庞姓取名·

后 塔 弄Houta Long 地处方塔后侧，取名·

熙春桥弄XichQnqi磊o Long 以熙春桥取名·

言 子 桥 YanzI qiAo 以孔子学生育子旧宅附近的育子桥取名·

鸭 潭 头一YatAntou 此处有一潭．过去养鸭-哉名·

西横板桥 XIhengb百nqiao

东横板桥 Dongh色ngban弓iAo

原东仃大街南侧筑石板桥两条．东端称东横板桥·西端称
西横板桥．

同 上

青禾家桥 Qlnghejiaqiao 以轿取名·

阁，老坊 G*lAof6．ng

钟楼湾 ZhonglouwAn

东城脚 Dongch6ngji百。

弄， 肖家廊下 Xiaoji磊1磊ngxiA

，， ·后花园弄Houhuayuan Long

，，

”

，，

"

前花园弄 Qianhu丘yu&nL6ng

原名肖家廊下， 。文革。中改为仓巷支弄．1980年lo月·
恢复原名．

因在张家花园之后．敛名·

因在张家花园之前．故名．

兴贤桥弄 XingxiAnqiaoL6ng 以兴贤桥取名·

吉 掸 弄 JixiAng Long 以。吉样如意。之义取名·

撑木。头弄 Chengmfltou Long 因建造方塔时，弄中堆璃木材而取名-

，， 天

” 怒

一6一

灯 弄Tiaadeag L Ong 据说因过去塔上挂的灯叫天灯而取名·

弄 Shu!Long 原弄北的。近月楼”茶馆及附近居民都经此舞往青禾索轿
下取水．弄中经常潮湿积水而取名．

称

的

故

楼

，

钟

岁

在

¨

此

时死

时

，

计

午

以

多

钟

∞

打

此

昏

居

晨

●

●

家

橙

．

回

钟

名

休

设

取

病．此

下

，名在

脚

纳取

．．城严而年名外

相．

∞故门枣老靖．东辆厢嘉隅小

哽．

啊一以

剡

里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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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区片

三家村

水沟头

黄家弄堂

老县场

Sanji百,cQn

Shu tgOut6u

Huangjial6ngtang

L百oxiAnchAng

树而取名．

注

方有一土墩故名．

教名．

昔日此弄只有三户人家，放名．

原弄内有一条大的水沟，故名．

以黄姓得名．

原老县衙门所在地



城南街道办事处概况

城南街道办事处，是虞山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1958年3月撤市建镇后成立．因地

处常熟古城之南而得名。辖区东部东仓街，塔湾居民与琴南公社社员杂居，并与藕渠公社毗

连；南部新建路与琴南公社湖泾大队紧邻；西部下塘街，，西庄街与琴南公社元和大队相连；

北部与城东，城西两个街道办事处衔接。南北最长处1公里，东西最长处1．3公里，总面积

约1．3平方公里。办事处驻地君子弄。虞山公安分局派出所驻城南洙草浜附近·‘

现城南街道办事处辖区包括新建路，花园浜路，县南街南段，君子弄、平桥街等主要街

道。下设lo个居民委员会，123个居民小组，有居民l，TOO余户．21，000多人，大多数是汉

族。

解放前，城南地区除了有几个手工业性质的布厂，铁厂，米厂，作坊外，几乎没有象样

的工业，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业，商业和其它事业都有飞

跃的发展。现有千人以上的厂国营棉纺厂，色织二厂，化肥厂、漂染厂，常熟机械总厂·

规模较小的厂有常熟机械厂，船厂，酒厂，酿造厂、糖果糕点厂，玻璃厂，轻型摩托车厂，

鞋厂，造纸厂等。属办事处领导的，以加工，修配为主的街道工厂也有lo多家。闻名中外的

花边厂坐落在南洙村桥堍。

由于工业的发展，商业服务行业等也得到了相应地发展。辖区有较大的百货公司和商店
?^ l‘’

及旅馆，也有分布在小街小巷的中小商店，以经营生产资料，百货，粮食，副食，蔬菜为

主。该处城乡物资交流渠道较多．已自发地形成三个集市贸易点．是本镇内商业繁荣地区之

-．o

辖区内水陆交通便利，有市汽车站、市轮船站，是本市本镇交通枢纽。文化教育事业也

相当发达，现有完全中学1所，小学4所，另有影剧院和书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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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西路 ShfzI Xila 地处沪宜公路和十苏王公路十

注

花园浜部分，下沿河．河南
命名花园浜路．

桥旁设有圈马处，敢称总马
中并入新建路．1980年恢复

正，已不言功，人成德之。．
后名君子弄． 。文革”中改

红旗桥之南．
．

一段．地处沪宜公路和十苏

字交叉处西面得名．

东 仓 街Dongcang Jie 位于县城东，昭文县时粮仓集中之处放名·

教 场 湾 Jiaochangwan

横 街HOng Jie

清朝时，绿营兵在此练兵．此街窄教堑覃。放名教场湾．
。文革。中改名东仓街。1980年-恢复原名．

横在通河桥三步二条桥之间。故名横街．

南 新 街 N磊nxin jie 原为小弄，在祭坛南面，民初拓宽成街·

：丰乐桥上塘 Fen91色qiaoshAng
tAng

四 丈 湾 Sizhangwan．

街从丰乐桥起，并在元和塘上岸，故名·

在元和塘下岸．有段河面宽广成湾，故名．

范 家 市 Fanjiashl 明朝有范氏聚居而成集市·

洙 草 浜 Zhdc百obang 以河浜得名．解放前河面浮有水草·

小 横 街 Xiaoh6ng Jie 穆家弄和酱油弄之间的小街·

箩 行 街LuOh,'ing Jie 据说是。橹’行街·后讹误为此名·

后 坛 街HOutan Jie 街在原祭坛后面，故名后坛街·

西 庄 街Xizhuang Jie 乾隆年问，街西曾建西庄庙·故名·

通河桥弄 Tongh6qiao Long

西南河Xinanh6

此弄和通和桥连接，故名．

因在南市河之西，教名．

小 河 头 Xi百ohet6u 沿小河而取名·

杨 家 桥 Yangjiaqiao 在杨家桥堍，以桥取名·

东 市 河Dongshih6 总马桥沿河两饲的小街·街在轿东面，取名东市河·

西市河Xishlhe 总马桥沿河两蚀的小街．街在桥西面．取名西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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