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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全面反映无锡历史和现状的《无锡市志》，经过修志人员

10余年艰辛努力，现在问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无锡修志源远流长，宋代

已见修纂。现存于世的有元代至清代的9部县志，还有各类专志36

部、乡镇志8部。这些志书，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无锡的历史提供了极

其珍贵的资料。但自清光绪七年以后，无锡修志事业中断了100余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出现了盛世修志

的局面。无锡得风气之先，早在1 980年，中共无锡市委、市人民政府

就决定编修地方志，随即建立班子，组织队伍，10余年间广征博采，

悉心编纂，数易其稿，终于定稿付梓。

无锡市作为一座江南的历史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商末泰

伯定居梅里、开发江南起，无锡的文明史已有3000多年。随着江南

地区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发达，无锡成为周邻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商

业贸易中心。清末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更以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和

“布码头"、“小上海”而闻名于世。在此期间，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

无锡成为全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并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很有

影响的实业巨子。建国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6

年，无锡有了重大发展，成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13个较大城

市和10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跨入了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投

资硬环境40优的行列。一二三产业快速协调发展，科技教育等社会

事业兴旺发达，城乡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小康富裕，整个经济和

社会发展正在向国际化、现代化阔步迈进。无锡还以得天独厚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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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风光，集江、河、湖、泉、洞之美于一地的名胜古迹而饮誉海内外，

被誉为“太湖明珠”。这100多年来的变化，特别是建国40多年来的

巨大变化，是历史上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把这一段历史如实记载

下来，具有重大的意义。《无锡市志》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这100

余年间的兴衰起伏，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它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深刻

地认识无锡的过去，而且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

地方志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功用。《无锡市志》可以说是无

锡市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在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

用。它是一面镜子，彰往昭来，稽前鉴后，为各部门、各级干部了解无

锡市情，从而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服务。它是一本教科书，为对

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服务。它是一座桥梁，为海内外一切关心无锡的人士提供无锡各方

面的信息，为扩大无锡市的影响、促进对外开放和交流服务。

《无锡市志》是无锡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

全市各个部门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参加编纂的同志茹苦含辛，默默

奉献。一部市志，凝聚了编纂人员的大量心血，也渗透了各界人士的

许多关心和期盼!在市志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共无锡市委和无

锡市人民政府，向所有参与和关心、帮助《无锡市志》编纂出版工作

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我们深信，我们对无锡市市情了解得越深

刻，就越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和无锡市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

创造出更辉煌的成就；就一定能不负历史的重托，保持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领先水平，把无锡市建设为开放式、多功能、现代化的经济中

心城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主文明的富庶地区和风景优美的旅

游胜地。

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洪锦：}斤

无锡市人民政府市长于广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述本地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不定，下限断至1985年。大事记延至1990年。

三、本志记述范围，解放前为原无锡县，解放后为市、县分设后

的无锡市。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兼及江阴、无锡、宜兴三县。

四、本志共设59卷，冠以总述、大事记。各卷按类属设章、节、

目。

五、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表述形式，语体文记述。大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六、本志记事详今略古，着重记述清末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以来的史实。 ．

七、本志人物卷，循志书通例，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籍居本地

者为主，兼顾客籍人士。

八、本志历史纪年，解放前用朝代和民国年号，各章、节首次出

现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文中所用解放前后，系指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前后；建国前后，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

九、本志计量单位和数字的使用按国家统一规定。解放后至

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以10000：1的比例折合成新

币。

十、本志选用历代史志、文献、档案、报刊和口碑资料等，一般不

注明出处。



十一、本志统计数据，解放后采用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和各主管

部门经核实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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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江苏省省辖市，别名梁溪，简称锡。位于北纬31。07'至32。00’，东经119。31
7

至120。367，长江三角洲腹地，江苏省东南部。东邻苏州，南濒太湖，西接常州，北依长

江。沪宁铁路横亘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水陆空交通便捷。

无锡境内除宜兴南部属丘陵山区外，地势平坦，间有低山残丘，河流湖泊纵横交织，

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山明水秀，风景佳绝，素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

无锡历史悠久。商末(公元前12世纪)周太王古公直父长子泰伯偕弟仲雍南来“荆

蛮”，定居梅里(今无锡县梅村一带)。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66年)封仲雍后人周章

为吴君，吴国随之建立。战国末年，无锡成为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汉高祖五年(公元

前202年)，始置无锡县。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无锡县为有锡县。东汉建武年间

复称无锡县。三国时，孙吴废无锡县，分无锡以西为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晋太康元

年(280年)，’复置无锡县。元元贞元年(1295年)，升无锡县为州。明洪武元年(1368

年)，又降州为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无锡县为无锡、金匮两县。民国元年(1912

年)，两县合并为一，复称无锡县。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分无锡县为无锡市、无

锡县。1983年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无锡市增辖江阴、无锡、宜兴3县。1985年，无锡市

辖3县、4区，另设马山办事处。

1985年，全市总面积为4650．4平方公里，人口390．95万人，其中市区面积397．2

平方公里，人口84．27万人。无锡市1981年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

列为全国13个较大城市和10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1985年经国家批准为沿海经济开放

地区。

距今6000多年前，无锡先民已开始在这里劳动、生息和繁衍。当时，太湖周围平原

低洼潮湿，沼泽纵横，先民选择地势高爽的土墩定居。如今无锡县新渎庙墩、葛埭桥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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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墩和玉祁芦花荡等地，是无锡最早的原始氏族居住点。从出土众多的细石器和磨制石

器生产工具、各种类型陶器表明，先民从事着以原始农业为主，渔猎和采集为辅的物质

生产，其生活和生产的重要特点，属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经1000多年，马家浜文化

发展成为崧泽文化。这一时期，无锡仙蠡墩出现原始氏族村落，迄今所知，是无锡城市

周围最早的居民点。他们能用石制的生产工具，砍伐树木，开垦荒地，种植稻谷，进入

了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生活中普遍使用陶器作为生活用具，还制作原始的装饰品。

继崧泽文化后，在距今4000多年前，无锡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先民在耕作技术上已

由原始的锄耕农业逐步进入犁耕农业，懂得开凿水井，以汲取地下水作为生产和生活水

源的补充，这是无锡先民对水利的最初开发。同时，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制

陶、玉雕工艺技术有较大提高，在制陶生产中已普遍使用快轮技术，器物种类多，器形

规整，有的器物表面有朱绘图案。

夏、商之际，无锡进入青铜时期——马桥文化。1958年，无锡南郊许巷遗址出土的

拍印篮纹的灰陶鸭形壶和圜底内凹的灰陶罐，是这个时期的典型器物。这些都是无锡先

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和丰富太湖流域远古文化的功绩。

商代末年，泰伯和仲雍定居梅里，自号“勾吴”。他们带领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开凿

伯渎河，提倡农耕和栽桑养蚕，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江南地区文化的结合。自泰伯立国至

吴王诸樊共20世，前后600多年，无锡为古吴国都邑所在地。西周至春秋时期，无锡在

陶瓷和冶铸青铜等手工业方面有较快发展，青铜器农具较多地在农业生产上应用，田间

管理已相当精细。商市已是“朝市粗立，舟车攘攘”。

西汉初始建无锡县后，无锡凭借天时地利之宜，得到较快发展。据考古发现，西汉

时期，无锡已有冶铁、铸铜、制陶、髹漆等手工业门类，农业生产已使用铁器农具和牛

耕技术。至东晋、南北朝，无锡农村“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商业贸易也开始形成。在

无锡的六朝墓内出土了浙江地区生产的釉色淡绿的青瓷器和黑釉鸡首壶等日用艺术品。

唐、宋时期，无锡农业生产已形成稻麦两熟制，“稼刈麦种禾，一岁再熟”，“香粳”、“红

莲稻”等优质稻米成为重要贡品。太湖周围卑湿之地改造成河渠纵横、湖塘棋布、排灌

结合的水网系统。养蚕业已是“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运河中“商旅往返，船乘不

绝”。城市中金银、彩帛、香烛、油酱、食米等作坊，四处错杂开设；江西景德镇的青白

瓷，宜兴的陶瓶，浙江杭州和福建三明等地的漆器，湖州的铜镜，畅销无锡市场。

明、清时期，无锡社会经济更趋繁荣，逐步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粮食、棉布贸易中

心。明代，芙蓉湖几经大规模治理，形成大批良田，减轻了旱涝灾害对太湖和运河两岸

农田的影响。由于水稻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无锡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春豆夏

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岁，亩得三石，石一百斤”，成为全国“米仓一区”。无锡之米与

苏杭之帛、淮阴之粮、淮扬之盐、浮梁之瓷、温州之漆相提并称。到清乾隆年间，无锡

米市日渐兴盛，“米豆之业甲于省会”，“皖豫米商纷纷麇来，浙东籴贩，麇不联樯”。随

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土布成为“吾邑生产之一大宗”，土布交易市场逐步形成。明弘治

年间，布商贩聚集在北门外莲蓉桥南，“生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

易不下数十百万”。无锡“布码头”之称传遍大江南北。清代中叶，无锡四乡“机杼声遍

村落”，全县有织布木机约4--．．5万台，年出土布300万匹以上，占全国棉布产量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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