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皮革城  

  中国纽扣之乡  

  中国童车生产基地  

  西瓜之乡  

  瓜灯之城  

  服装名城  

  叔同故里  

  国家 AAAA 级景区--东湖景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市)  

  全国广播电视先进县(市)  

  浙江省信息化试点县(市)  

  浙江省教育强市  

  利用外资、外贸出口浙江省十强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国家火炬计划平湖光机电产业基地 

嘉兴市太阳能普及率居全国第一 

嘉兴市与国外友好城市、友好交流、友好往来关系城市概况 

1 富士市 日本（亚洲）静岗县 1989 年 6 月 4 日  

  2 江陵市 韩国（亚洲）江原道 1999 年 6 月 11 日  

  3 班布里市 澳大利亚（大洋洲）西澳洲 2000 年 10 月 13 日  

  4 布鲁明顿 美国（北美洲）南印地安那州 1994 年 5 月 20 日  

  5 春江町 日本（亚洲）福井县 1997 年 8 月 9 日  

  6 氏家町 日本（亚洲）枥木县 1985 年  

  7 圣地费尔市 挪威（欧洲）圣地费尔市 2001 年 5 月 11 日  

  8 坦帕市 美国（北美洲）佛罗里达州 2001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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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尼特罗依市 巴西（南美洲） 2002 年 5 月 24 日  

  10 斯特林市 丹麦（欧洲） 2004 年 09 月 23 日  

  11 蓬萨克市 意大利（欧洲） 2001 年 9 月 1 日  

  12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洛巴策市（非洲） 2002 年 5 月 9 日  

  13 达蒙维市 加拿大 2004 年 3 月 19 日  

  14 昆西市 美国 2004 年 11 月 24 日  

  15 普利茅斯市 英国 2007 年 5 月底  

  16 洛城 美国 马里兰州 2009 年 9 月 

第二章 嘉兴概述 

 

中文名称： 嘉兴市  

别名： 嘉禾，禾城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浙江  

下辖地区： 南湖区，秀洲区，嘉善县，海盐县  

政府驻地： 南湖区  

电话区号： 0573  

邮政区码： 314000、314001、314033  

地理位置： 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杭嘉湖平原  

面积： 3915 平方千米  

人口： 336.81 万(2007 年)  

方言： 吴语太湖片方言  

气候条件： 亚热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南湖，太湖，乌镇，古镇西塘  

火车站： 嘉兴站，七星桥站，丁冬站  

车牌代码： 浙 F  

市花： 石榴花  

市树： 香樟树 

简介 

嘉兴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是长江三角洲重要城市之



一。市境介于北纬 30 度 21 分至 31 度 2 分与东经 120 度 18 分至 121 度 16 分之间，东临大

海，南倚钱塘江，北负太湖，西接天目之水，大运河纵贯境内。市城处于江、海、湖、河交

会之位，扼太湖南走廊之咽喉，与沪、杭、苏、湖等城市相距均不到百公里，区位优势明显，

尤以在人间天堂苏杭之间著称。 

嘉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中国江南文化的发源地。早在六、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

此孕育了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马家浜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

的源头之一。嘉兴历代名人辈出，仅近现代就涌现出了文坛巨匠茅盾、国学大师王国维、新

月派诗人徐志摩、漫画家丰子恺和张乐平、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等一大批

名家大师。 

嘉兴，是千年古城、运河明珠、革命圣地和文化之邦。近年来，嘉兴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积极开展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制定了《嘉兴市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方案》，完善了《嘉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不断深入挖掘和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努力展现嘉兴“越韵吴风、水乡绿城”的历史文化特色。  

  7000 年人类文明史，2500 年文字记载史，1700 年城市建立史  

  嘉兴历史源远流长，7000 多年前已现人类文明曙光。先人在此繁衍生息，种稻为业，

形成了“江南文化之源”的马家浜文化。后渐为天下粮仓，至六朝，“嘉禾之区”美名已扬四方。

宋时粮桑并茂，渔牧齐进。明称“衣食海内”，“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历久不衰。  

  嘉兴区位重要，城市繁华。2500 多年前吴越檇李之战即发生在今嘉兴境内并见于史，

为嘉兴有文字可查之始。秦始设县，三国吴时建州府，先后称禾兴、嘉禾、嘉兴，并筑子城，

为历代州府衙署所在地，其屹立谯楼可证嘉兴建城已逾 1700 年。  

  隋开江南运河贯全境，唐兴航运港口通外洋，渐为“浙西首藩”、“江东都会”。  

  文物古迹星罗棋布，马家浜遗址、运河、南湖红船等成为名城符号  

  嘉兴，风光灵秀，物华天宝，文物古迹极其丰富。  

  从新石器时期马家浜文化开始，历经数千年，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12 处，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22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81 处，馆藏文物

5 万多件。其中，市本级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 处，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40 处，市级文物保护点 400 余处；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7 个，馆藏文物 2 万余件。  

  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城南偏西 7 公里的嘉兴经济开发区西南新区三河交叉的平原地带，

北临九里港，西有坟屋浜，南靠马家浜。从中出土的器物和遗迹来看，有磨制有孔的石斧、

弧背石锛等生产工具，夹砂红陶素面腰沿釜、牛鼻式双耳罐、带嘴平底盉等生活用具，以及

地面木构建筑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是与黄河流域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



学术界将年代跨度距今约 7000 年~6000 年的、以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和太湖流

域新石器时期的早期文化定名为马家浜文化。同属此文化类型的罗家角遗址中出土的 156

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 7000 多年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从而使嘉兴市境成为迄今所

知中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世界最早的水稻种植地之一。  

  南湖中共“一大”会址位于嘉兴城南南湖。主要建筑为位于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烟雨楼

始建于五代。吴越国节度使景陵王钱元璙筑台为登眺之所，取唐代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诗意名楼。1921 年 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的一艘

游船上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嘉兴成为光荣的革命纪念地——中国共产党诞生

地，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全长约 100 千米，其中嘉兴市区至桐乡崇福运河段河床，自隋代开凿

江南运河以来，走向至今基本未变。崇福西南的运河段在元代前经海宁长安走上塘河到杭州，

元末以后形成现在的经大麻、余杭塘栖至杭州的走向。据近年对大运河(嘉兴段)遗产的调查，

共有文物点 700 余处。目前保留下来的遗产中，最重要的有:王江泾的长虹桥，嘉兴市区的

秀城桥、秋泾桥、文星桥，桐乡崇福的司马高桥，海宁长安的老虹桥等一批运河古桥；嘉兴

市区古杉青闸的闸河和运河分水墩、海宁长安古闸遗址、桐乡石门古堰河等运河古水利航运

设施；嘉兴市区的文生修道院、清真寺、三塔等运河宗教文化建筑和落帆亭、南湖湖心岛、

瓶山等与运河文化有关的古园林建筑。  

  此外，平湖莫氏庄园是清代江南宅第建筑的典型，海盐绮园为浙江仅存的古园之一，海

宁钱江海塘是我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三者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庙尚存，另

有精严寺、觉海寺、血印寺、冷仙亭等寺观，以及王国维、丰子恺、徐志摩、沈钧儒、汪胡

桢、唐兰、朱彝尊、沈曾植、茅盾等众多名人故居和长虹桥、国界桥、三步二爿桥等大量水

乡古桥。  

  崇文厚德，人文昌盛，历史名人，灿若星河  

  嘉兴，土沃民秀，史称“士慕文儒”，“师古好学”，“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学

风兴盛，“奇才秀士辈出”，“文物焕然”。自秦汉起，历朝史书均载有嘉兴人的业绩。自唐至

清，出状元 10 人，明清两代共有巍科人士 28 人、进士 1316 人。汉有辞赋家严忌、严助，

晋有“文藻独步”的陆机和陆云、志怪小说家干宝，唐有诗人顾况和刘禹锡、名相陆贽，宋有

词人朱淑真、岳飞、孙岳珂，元有画家吴镇、航海家杨枢、髹漆大师张成，明有收藏和鉴赏

家项元汴、史学家谈迁，清有棋圣范西屏、文学家朱彝尊、农学家张履祥、书法家王概，近

现代有国学大师沈曾植和王国维、数学家李善兰和陈省身、海派画宗蒲华、文化宗师张元济、

翻译家朱生豪、文豪茅盾、诗人徐志摩、电影奠基人史东山、史学家唐兰、爱国民主人士沈



钧儒和禇辅成、军事家蒋百里、水利专家汪胡桢、铁路专家徐骝良，等等。嘉兴名人涵盖文

学、艺术、教育、史学、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各领域。大师、巨匠、名臣、高士等如

潮涌出之景况，蔚为壮观。  

  著名学者潘光旦在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一书中写道：“嘉兴是人才的一个渊薮，

其地位正和它在地理上的位置相似，即介乎苏杭两地之间。”  

  千年古城，格局未变，历史街巷，风骨犹存  

  嘉兴城市萌芽于秦汉，初建于三国，成形于唐。三国吴黄龙三年（231），孙权筑子城，

周二里十步，为嘉兴最早城垣。唐文德元年(888),吴越制置使阮结于子城外围筑大城，周十

二里。子城为嘉兴历代官署所在地。  

  至唐，以嘉兴城为中心的运河骨干水系基本形成，有 8 条河流从城中呈放射状通往周边

城镇，使嘉兴城成为当时的水利枢纽和交通航运中心。以后向城外沿河发展，南湖、西南湖

(鸳鸯湖)则是嘉兴的园林风景区。  

  1928 年~1929 年，嘉兴城墙被拆除，并于城基筑路，统名为环城路。现环城路内古城街

巷虽有拓宽或改造，但中心城区自唐末形成后的街巷格局基本未变，子城、城隍庙、文庙等

代表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建筑或遗迹依然存在，传统地名、街巷大多保留。特别是东晋

干宝《搜神记》中记录的许多嘉兴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嘉兴一城居中，八水环绕的城市格局，

至今末变。沿周边运河发展的区域虽兴废无常，但沿河发展的趋势也没有改变，而南湖、西

南湖(鸳鸯湖)作为嘉兴风景区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嘉兴，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古城，城市布局极具因水而生、临水而建、沿水成街、依水

而兴之特色。传统建筑简洁朴素、清新淡雅。临街多为两层砖木结构建筑，排门式店铺，对

称中有错落，整齐中显变化。水阁、过街楼、廊棚、观音兜山墙、一门三吊闼等建筑形式颇

具嘉兴地域特色，虽历经百年沧桑，犹存风骨。  

  月河、梅湾街、芦席汇 3 片历史街区较好地保存了清末民初的建筑格局与特色。新塍、

王江泾、王店、凤桥、西塘、盐官、硖石、濮院、乌镇等古镇，也保留了大片的历史街区和

不少的古巷、古弄。  

  月河历史街区位于嘉兴市区北部，南临京杭大运河，形成于宋，兴盛于明。因“其水弯

曲抱城如月”而得名。重点保护区域面积 8.4 公顷，传统风貌协调区域面积 17.7 公顷。现存

民居多为粉墙黛瓦、飞檐翘角、马头高耸的清末民初建筑。水阁枕河，埠头系舟，石桥通巷，

河埠驳岸，呈现“小桥、流水、人家”之景色，延续了江南水乡传统街、巷、市、埠的城市传

统商贸特色。  

  梅湾街位于嘉兴市区南部，因传其地多梅而得名。重点保护区域面积 2.26 公顷，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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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协调区域面积 14.1 公顷。禾兴南路从中穿越，将街区分为东西两片。西片街区传统建

筑较为整齐，主街梅湾街长 300 米，宽 4.6 米。保存尚好的米商徐诒谷老宅位于此街中段，

界碑、砖雕门楼、观音兜墙及梁枋雕刻等无不显示出老宅的雍容大气，可谓嘉兴南门外米行

商家的典范。  

  芦席汇位于嘉兴市区北部，汇为河流交合处突出地段。芦席汇南临秀水河，北靠长纤塘

及运河。河交叉处有一分水墩，如运河中的一个小岛，面积 2850 平方米，是隋炀帝开凿江

南运河时的遗物。历史街区包括芦席汇、解放路、双魁巷 3 个区域。重点保护区域面积 7.5

公顷，传统风貌协调区域面积 16.4 公顷。民居建筑主要集中在秀水河北侧，三水环绕，依

河呈弧形展开。连接芦席汇与嘉兴古城的秀城桥始建于明景泰元年(l450)，单孔石拱桥，造

型优美，保存完好。东侧的解放路有辛亥革命时期嘉兴革命党人敖家熊旧居。  

  民风淳朴，民俗斑斓，江浙交汇，表里吴越  

  嘉兴先民，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也创造了多彩多姿的无形文化遗产，堪称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神话、歌谣、谚语、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皮影、剪纸、绘画、雕

刻、刺绣等民间艺术品类繁多。南戏四大声腔之一的海盐腔源出嘉兴海盐澉浦，对其他剧种

影响深远。民间曲艺，有源出古老民间说唱的宣卷、钹子书、三跳等。民间音乐、舞蹈艺术

在东汉时已达到较高水平。各地农村田歌、号子，尤其是嘉善田歌极具江南水乡特色。丝竹

乐、吹打乐、丝竹锣鼓、鼓吹乐、锣鼓乐、宗教器乐等民间器乐种类丰富，尤以吹打乐演奏

规模最大、使用乐器最全。民间工艺美术历史也十分久远，灶头画等民间绘画十分普遍。元

代的剔红、戗金戗银法雕漆和银器，明清时的铜器和锡器，清代的竹雕和匏器更为著名。海

宁皮影戏、硖石灯彩、平湖西瓜灯、桐乡蓝印花布等均为工艺奇葩。此外，南湖荷花灯会、

踏白船、网船会等众多民俗节庆和民间游艺活动风韵不减。  

  特别是端午习俗已沿袭千年。在南宋时已有自发活动，至明清，以祭祀活动达到鼎盛，

且形式多样，有龙舟竞渡、裹粽子、吃粽子、吃“五黄”、头插健符、户挂钟馗等活动。  

  在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共普查到 9 万余条线索。海宁皮影戏、硖石灯彩、

嘉善田歌、海盐滚灯、平湖钹子书、平湖派琵琶、蚕桑习俗(含山轧蚕花)等 7 个项目被列入

第一、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 个项目被列入省级名录，72 个项目被列入市

级名录，数百个项目被列入县级名录。  

  秀洲、嘉善、干湖、海盐、海宁、桐乡分别被命名为中国民间绘画之乡、田歌之乡、西

瓜灯之乡、滚灯之乡、灯彩之乡和漫画之乡。 

  嘉兴自古为富庶繁华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美誉。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嘉兴承载着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辐射、苏南开放型经济和浙南民营经济的交汇影



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2010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2296 亿元，“十

一五”期间年均增长 12.4%。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67410 元。财政总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 334.3 亿元和 176.8 亿元，是 2005 年的 2.5 倍和 2.6 倍。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实现翻番，由 2005 年的 2148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5138 亿元。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大幅提高，2010 年实现农业增加值 126.3 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 134.4 万吨。进出口总额达

到 228.2 亿美元，年均增长 18.1%。五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459 亿元，是“十五”

时期的 2.1 倍，杭州湾跨海大桥、沪杭高铁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与此同时，嘉

兴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社会发展水平列浙江省前列，市和所辖五县（市）全部进入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行列，全部荣获省级文明城市（县城）、省级教育强县（市）称号。 嘉兴是

全国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也是浙江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 

嘉兴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环境优美，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嘉兴自然风

光以潮、湖、河、海并存驰誉江南，境内有革命圣地南湖、“天下第一潮”海宁钱江潮、“江

南水乡古镇”嘉善西塘和桐乡乌镇，以及海盐南北湖、平湖九龙山等一批著名景点，构成了

独有的江南水乡特色。目前全市拥有国家 AAAA 级景区 7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处。 

嘉兴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广大创业者的投资热土。交通便捷，铁路、公路、水路四

通八达，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沪杭铁路复线、320 国道、沪杭高速公路、乍嘉苏高速公路、

申嘉湖高速公路和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线等贯通境内,全市境内的高级和次高级路面铺装率

居浙江省之冠，实现了嘉兴市到所辖县（市）的半小时交通圈和嘉兴到上海、杭州、苏州的

一小时交通圈。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东方大港”的深水良港——嘉兴港，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2010 年嘉兴港货物吞吐量达到 4432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35 万标箱。嘉兴是中国华东

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拥用全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和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

建设项目——嘉兴发电厂。 

嘉兴人民勤劳智慧、热情好客，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来嘉兴观光旅游、投资兴业。在这

片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土地上，您将亲自感受和了解嘉兴辉煌的昨天、富有生机的今天和充满

希望的明天！ 

地理位置 

  市境陆域东西长 92 公里，南北宽 76 公里，陆地面积 3915 平方公里，其中平原 3477

平方公里，水面 328 平方公里，丘陵山地 40 平方公里，市境海域 4650 平方公里。  

市境地势低平，平均海拔 3.7 米（吴淞高程），其中秀洲区和嘉善北部最为低洼，其地

面高程一般在 3.2 米～3.6 米之间，部分低地 2.8 米～3.0 米。全市有山丘 200 余个，零散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5489.htm


布在钱塘江杭州湾北岸一线，海拔大多在 200 米以下，市境最高点是位于海盐与海宁交界处

的高阳山。市境为太湖边的浅碟形洼地，地势大致呈东南向西北倾斜，由于数千年来人类的

垦殖开发，平原被纵横交错的塘浦河渠所分割，田、地、水交错分布，形成“六田一水三分

地”，旱地栽桑、水田种粮、湖荡养鱼的立体地形结构，人工地貌明显，水乡特色浓郁。 

气候特征 

  嘉兴市地处北亚热带南缘，属东亚季风区，冬夏季风交替，四季分明，气温适中，雨水

丰沛，日照充足，具有春湿、夏热、秋燥、冬冷的特点，因地处中纬度，夏令湿热多雨的天

气比冬季干冷的天气短得多。年平均气温 15.9℃。年平均降水量 1168.6 毫米。年平均日照

2017.0 小时。 

区划人口 

  嘉兴市为浙江省省辖市，下设南湖区、秀洲区，辖嘉善、海盐 2 个县以及平湖、海宁、

桐乡 3 个市（县级市）。嘉兴市有建制镇 47 个、街道 24 个、城市社区 218 个、城镇社区 108

个、居委会 9 个、行政村 858 个。其中：南湖区有镇 5 个、街道 6 个、城市社区 53 个、城

镇社区 12 个、行政村 63 个，陆地面积 426 平方公里；秀洲区有镇 5 个、街道 2 个、城市社

区 6 个、城镇社区 21 个、行政村 114 个，陆地面积 542 平方公里；嘉兴经济开发区有街道

3 个、城市社区 18 个、行政村 9 个；嘉兴港区有镇 1 个、城镇社区 11 个、行政村 11 个；

嘉善县有镇 6 个、街道 3 个、城市社区 32 个、城镇社区 13 个、行政村 104 个，陆地面积

506.6 平方公里；平湖市有镇 5 个、街道 3 个、城市社区 36 个、城镇社区 8 个、行政村 113

个，陆地面积 537 平方公里；海宁市有镇 8 个、街道 4 个、城市社区 39 个、城镇社区 24

个、行政村 161 个，陆地面积 688 平方公里；海盐县有镇 8 个、城市社区 17 个、城镇社区

1 个、居委会 9 个、行政村 105 个，陆地面积 508 平方公里；桐乡市有镇 9 个、街道 3 个、

城市社区 17 个、城镇社区 18 个、行政村 178 个，陆地面积 727 平方公里。2005 年 5 月，

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秀城区更名为南湖区。 

  人口数据信息报送：2010 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341.6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01 万人。

全市户籍人口出生率 7.78‰，死亡率 7.11‰，自然增长率 0.66‰。全年迁入人口 3.91 万人，

迁出人口 2.18 万人，人口机械增长率 5.1‰。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嘉兴是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距今 7000 年前市境就有先民从事农牧渔猎活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0.htm


动。春秋时，此地名长水，又称槜李，吴越两国在此风云角逐。战国时，划入楚境。秦置由

拳县、海盐县，属会稽郡。两汉时煮海为盐，屯田为粮。三国时吴国雄踞江东，析由拳县南

境、海盐县西境置盐官县。吴黄龙三年（231）“由拳野稻自生”，吴大帝孙权以为祥瑞，改

由拳为禾兴，赤乌五年（242）改称嘉兴。两晋、南北朝时，嘉兴得到进一步开发，“一岁或

稔则数郡忘饥”。隋朝开凿江南河，即杭州经嘉兴到镇江的大运河，给嘉兴带来灌溉舟楫之

利。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析嘉兴县东境及海盐、昆山等县部分辖地置华亭县。唐代嘉兴

屯田 27 处，“浙西三屯，嘉禾为大”，嘉兴已成为中国东南重要产粮区，有“嘉禾一穰，江淮

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说法。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嘉兴设置开元府，领嘉

兴、海盐、华亭３县，是为嘉兴首次设州府级政权。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因吴越王钱

元瓘 之奏请，在嘉兴置秀州，领嘉兴、海盐、华亭、崇德４县。北宋改秀州为嘉禾郡，南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升郡为府，后改嘉兴军。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嘉兴军为嘉

兴府安抚司，旋升为嘉兴路总管府。宋元时，嘉兴经济较发达，被称为“百工技艺与苏杭等”，

“生齿蕃而货财阜，为浙西最”。乍浦、澉浦、青龙等港口外贸频繁，海运兴隆。明宣德四年

（1429）析嘉兴县西北境为秀水县，析东北境为嘉善县；析海盐县置平湖县；析崇德县置桐

乡县，嘉兴府下辖 7 县，称一府七县。此后四五百年内嘉兴府县体制基本未再变动。其时，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日渐繁荣，棉布丝绸行销南北，远至海外，嘉兴王

江泾镇的丝绸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嘉善有“收不完的西塘纱”的谚语，桐乡濮院镇丝绸“日

产万匹”，名闻遐迩。明弘治《嘉兴府志》记载：“嘉兴为浙西大府”，“江东一都会也”。明

末清初，清军攻破此处进行后进行了屠杀，使嘉兴损失惨重，不复当年繁华。清朝中期，清

政府进行了赋税改革和整顿，并多次对杭州湾沿岸海塘进行修筑，嘉兴社会经济才逐渐好转，

市镇恢复繁荣。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嘉兴，建听王府为当地军政领导机构。清

朝中期以后，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嘉兴的经济和城市面貌日渐衰落和凋敝。

1911 年 11 月 7 日，辛亥革命党人光复嘉兴，成立嘉兴军政分府。民国初废府存县，改称嘉

禾县，后复称嘉兴县。1921 年 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

游船上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1949 年 5 月 7 日嘉兴解放，分设嘉兴县、嘉兴市，后撤并频繁。1983 年 8 月，撤销嘉

兴地区行政公署，分设嘉兴、湖州市，嘉兴市设城区和郊区，下辖嘉善、平湖、桐乡、海宁、

海盐 5 县。1985 年 1 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嘉兴市区及所辖嘉善、桐乡、海宁县

被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至 1988 年，嘉兴市及所辖５县均被列为经济开放区。1993

年 11 月，嘉兴城区更名为秀城区；1999 年 6 月 21 日，郊区更名为秀洲区，2005 年嘉兴秀

城区更名为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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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吴根越角）  

    从公元前 5 世纪初起三四十年中，吴越两国多次交战。吴越边境在今嘉兴市境中南部一

线，故嘉兴是吴越相争之战场。  

    周元王三年(公元前 473)，越再兴兵伐吴，吴亡。  

    吴越争强历时三四十年，多次在嘉兴市境内作战，境内城邑有多处，两国用以屯兵戍守

或进攻。据后代记载，有顾城(今平湖市乍浦附近，又名故城)、欤城(今海盐县欤城镇)、主

城(今郊区双桥主城浜，又名渚城)、新城(今郊区新塍镇)、何城(今桐乡市芝村乡)、晏城(今

桐乡市晏城乡)、萱城(今桐乡市崇福镇东南)、管城(今海宁市辛江乡)。以上世称“吴越八城”，

均为吴越两国兵戎相见之所，原迹已不可见。境内另有射襄城(在王江泾附近)、马嗥城(在海

盐县武原镇东南)，均系吴越时所筑。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333)，楚威王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吴故地至浙江(钱塘江)，

周赧王九年(公元前 306)，楚乘越内乱，灭越。楚并越后，嘉兴属楚 l00 余年。  

    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 248)，楚相黄歇改封春申君于江东，以故吴城为首邑，领有太

湖地区，吴地得到开发，境内是吴地的南半部，经济、文化都受到影响。 

秦：（会稽郡由拳县）  

    秦王政(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秦灭楚，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郡

治在吴城，辖二十六县，内有由拳、海盐两县，是全国实行郡县制建置最早的一批县，也是

今嘉兴市境建置之始。 

两汉：（会稽郡由拳县）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项梁在会稽郡治起兵，境内又属楚。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 195)，刘邦封刘濞为吴王，管领会稽、豫章、丹阳三郡，都广陵(扬

州)。海盐马嗥城设司盐校尉。   

    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刘濞兴兵叛乱，失败被杀。刘濞国灭后，汉朝廷在海盐置盐官。 

三国、西晋：（吴郡嘉兴县）  

    东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孙权命幕府令史陆逊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率屯田

部曲二千余人，在海盐县境屯田(传今海宁路仲秋水庵为陆逊屯田营址)。境内海宁一带至此

才初得开发，并始置县。  

    吴黄龙三年(231)，“由拳野稻自生”，吴大帝孙权认为是祥瑞之兆，乃改由拳县为禾兴

县，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嘉禾。地名的改易也反映出吴国“务农重谷”的立国方针和这个县在吴

国的地位。  

    赤乌五年(242)，孙权立子和为太子，和禾同音，为避讳，将禾兴又改为嘉兴，嘉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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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由此始。原由拳县治似即于此时划入盐官县境，嘉兴县治从此设于现地。史载吴令郡县“修

城郭，起谯楼，掘深池大堑”。传黄龙三年建嘉兴子城，城周二里十步，高厚均一丈二尺。

这是现有遗迹可寻的嘉兴最古的城池。唐末兴建外城，原城即被称子城。此子城历来是嘉兴

州府衙署所在，其谯楼保存至今。 

南朝：（吴郡嘉兴县）  

    东晋至宋齐梁陈时，三吴地区(嘉兴所在的吴郡和吴兴会稽三郡)经济已是十分发达。历

朝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这个地区。《晋书•王羲之传》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  

    嘉兴一带随着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向南方大迁移，人口增加，农田扩大，经济也进一

步发展。梁元帝萧绎作《玄览赋》，历数名区，其中说：“尚想嘉禾之方”，嘉禾从不是一个

具体地名，已成为一个广泛地区的总名，知名于世。  

    晋安帝隆安三年(339)东晋统治者强征农民充兵役，引起农民怨恨，孙恩乘机起义，自

海上登陆，攻破上虞会稽，聚众数十万，席卷江东八郡，起义绵延三年，波及嘉兴、海盐，

嘉兴公顾胤被起义军杀死，吴国内史袁山松在嘉兴、海盐北境筑扈渎垒御孙恩，被孙恩袭杀。

这个扈渎就是后来上海称沪渎，简称沪的由来。  

    梁天监六年(507)，从海盐县境内分出一部分新建前京县，其地在今上海的金山县和嘉

兴的平湖市境。因为地近京浦，故名前京。  

    太清三年(549)又分海盐、前京二县地，设立胥浦县，其地在今金山县境。这是上海市

境内建置最早的两个县。  

    陈永定二年(558)，曾立海宁郡。这是海宁地名的第一次出现。 

隋唐五代：（苏州嘉兴县；吴越国秀州）  

    隋大业六年(610)开凿江南运河，完成我国南北大运河的沟通。古代江南运河路线，自

嘉兴至崇德崇福经海宁长安到临平镇，然后走上塘河，元末才形成现行走余杭塘栖的走向。  

    唐初，盐官县一带兴建捍海塘，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713)重筑。

这段海塘起杭州盐官，至吴淞江，是第一条有明确修建年代记载的杭州湾北岸海塘。大运河

的开通和海塘的兴修，为本地整治水系，开发水利，建设塘浦圩田提供了基础。  

    开元五年(717)，海盐澈浦经朝廷批准设镇，嘉兴青龙也置镇。当时镇虽是军事建置，

但地处海口，不能不涉及对外贸易。青龙镇后来发展成繁荣的外贸港口，澉浦一带也留下唐

代与外国经济文化交往的痕迹，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著作中曾提到，黄巢起义破广州后，中国

对外贸易港口曾移至 KANFOW，后代学者认为，其地是澉浦。  

    唐天宝十年(751)，嘉兴、海盐两县各析一部分辖区，与娄县的一部另置华亭县，嘉兴

县辖境虽缩小，地位却得到提升。唐制：县分七等，嘉兴县于大历年间升为第三等的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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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全国县份前百名之列。  

    乾元年间(758—760)朝廷在嘉兴设嘉兴监，总管盐务，当时“淮海闽洛”设十监，嘉兴监

居首。  

    大历三年至六年(768—771)，李栖筠任浙西团练观察使、御史中远、苏州刺史，见嘉兴

一带未开发的土地很多，“嘉禾之田，际海茫茫”，遂委任大理评事朱自勉，赴嘉兴主持屯田。

数年之中取得丰硕的成绩，农田面积大量扩大，水利广泛开发，从此嘉兴成为全国知名的农

业区。约在大历十年(775)前后，文人李翰作《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全唐文》430

卷)，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发留下了唯一的记载。李翰写下了千古知名的论断：“扬州在

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址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

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唐文德元年(888)吴越制置使阮结筑嘉兴大城，城围 12 里，是时嘉兴已是浙北重镇。  

    后梁开平三年(909)，嘉兴县北境分出一部合吴县一部，另置吴江县。  

后梁龙德三年(923) 钱镠建立吴越国，十分重视嘉兴的地位。建国的第二年，即后唐同光二

年(924)，钱镠在嘉兴县设立开元府，辖嘉兴、华亭、海盐三县。开元之名，显然有庆祝吴

越开国之意，当时吴越国与中原后唐王朝断绝关系，此事未报后唐的批准。后因与后唐政府

修好，乃于后唐长兴三年(932)罢开元府建置。  

    后晋天福三年(938)，分嘉兴县西境义和市等地建立崇德县，反映了当时嘉兴西境，即

今桐乡市境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  

    后晋天福五年(940)三月，吴越国经后晋朝廷批准，于嘉兴县置秀州，为吴越国十三州

之一，这是嘉兴正式设置州府级行政机构之始。吴越国王钱弘（亻叔）曾先后任命其从子钱

昱、钱郁担任秀州刺史。吴越秀州辖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 

两宋：（两浙路秀州、浙江西路嘉兴府）  

    熙宁十年(1077)，秀州已有秀州城，华亭、海盐、崇德三县，青龙、上海、广成(陈)、

魏塘、石门、洲钱(泉)等十七处酒务，岁收酒税 ll 万余贯，属两浙各州之首。  

    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赐秀州郡名为嘉禾。  

    绍兴二年(1132)五月，宋宗室之子伯琮被宋高宗立为嗣。宋宗室是宋太祖赵匡胤少子赵

德芳的后裔，建炎元年(1127)任嘉兴县丞时，生子伯琮于官舍。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

赵伯琮接帝位，即宋孝宗。这样，嘉兴就成为“龙兴之地”。因此，宋孝宗的孙子宋宁宗于庆

元元年(1195)将秀州升为嘉兴府，继续管辖嘉兴、华亭、崇德、海盐四县。嘉定元年(1208)，

又升嘉兴府为嘉兴军节度，知府职衔为知嘉兴军府事，节制澉浦金山水军。澉浦水军建置于

开禧元年(1205)，称殿前澉浦水军，额 1500 人，在澉浦、乍浦设统制。体制的升格，对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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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发展起了有利的作用。  

    建炎四年(1130)，秀州市舶务驻青龙镇。绍兴二年(1132)两浙市舶司自杭州移至华亭，

设分司于青龙镇。淳佑六年(1246)，在澉浦设市舶官。十年，置澉浦市舶场。广陈则早在天

圣元年(1023)，置广陈榷场，管理贸易。 

元：（江浙行省嘉兴路）  

    宋德佑二年(1276)正月，元伯颜军由平江(苏州)至嘉兴，宋军降。  

    元升嘉兴府为嘉兴路，辖嘉兴、华亭、崇德、海盐四县，路城中置兵马司，管理城区事

务。  

    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改为华亭府，次年改为松江府，仍辖于嘉兴路。  

    至元二十七年(1290)松江府脱离嘉兴路管辖，同时华亭县分置上海县。  

    元贞元年(1295)， 崇德、海盐均改为州。 

明：（浙江省嘉兴府）  

    明朝建立后，定都南京(金陵)，嘉兴仍称府，初时与湖州、松江、苏州、常州等府均直

隶于应天府(南京)。  

    洪武九年(1376)，全国建十三行省，湖州、嘉兴两府改隶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从此嘉兴

府及辖县，属于浙江省管辖。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因政务繁重，嘉兴府所辖三县划为七县，即嘉兴县另分置秀水

和嘉善两县；海盐县分置平湖县，祟德县分置桐乡县，从此一府七县的行政区划沿续至清末。

海宁自隋唐以后一直属杭州。  

    明后期境内市镇已发展到 40 余个。作为城乡经济联系的桥梁和商品的集散地，这些集

镇日趋兴盛，多数繁荣程度不亚于北方某些州县。嘉兴、秀水的濮院、新塍、王店、新丰、

钟埭、王江泾，嘉善的魏塘、西塘、枫泾、陶庄、天凝、王带，平湖的乍浦、新仓、新埭、

广陈，海盐的武原、澉浦、沈荡、欤城，桐乡崇德的青(乌)镇、石门、屠甸、炉头、皂林，

海宁的长安、硖石、袁花、郭店等主要市镇星罗棋布，如灿烂明珠点缀于水乡大地上。 

清：（浙江省嘉兴府）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清军渡长江入南京，南明弘光王朝覆灭。六月初九日，

清贝勒博录率兵至嘉兴，嘉兴总兵知府降清。  

    清军推进至江南后，实行高压统治，激起江南人民激烈反抗，湖州、嘉兴两府各县最先

起义反清。闰六月六日，嘉兴民众千余人揭竿起义，两日内义军增至万余人。众人杀清朝委

派的秀水知县胡之臣，又疾驰攻破嘉善县，擒清委知县斩于嘉兴三塔，附近各县也均于闰六

月初十后纷纷举事响应。清军在杭闻讯，十五日回军攻嘉兴。二十六日城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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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六年(1728)诏令驻守杭州的八旗军副主官杭州满洲副都统率领满族、蒙古族旗兵

1800 人移驻乍浦，设副都统署，从此乍浦成为省一级的军区机关所在地。  

    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以后，乍浦被列为镇海关十五口岸之一。  

    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颁布《正德新令》，实行信牌制度，使处于有利地理条件的

上海、乍浦成了对日贸易的中心港。  

    清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初九(5 月 18 日)，侵

华英军进攻乍浦。英军纵火焚镇，乍浦精华之区全被毁灭，百年未能恢复。 

民国：  

    民国元年(1912)，改变行政体制，废撤嘉兴府；秀水县并入嘉兴县，旋改称嘉禾县；石

门县复名崇德县，知县改称县知事，县公署内设科。开始嘉兴军政分府仍兼管各县。5 月 19

日，嘉兴府军政分府撤销，政务并入嘉兴县，不再兼管各县。各县都建立县议会。  

    民国元年(1912)，在嘉兴成立第二地方法院检事厅，受理嘉禾等六县的司法案件。  

    民国元年(1912)，国民党成立嘉禾县支部，由陈以义(仲权)任支部长公开活动，自由党、

进步党、共和党、社会党也在嘉兴发展组织。  

 

第四章 文化艺术 

 

嘉兴市境地处太湖流域，水乡泽国，为古越人聚居地。春秋时地跨吴越，史称“吴头越

尾”，因此兼有吴“泰伯辞让之遗风”与越“夏禹勤俭之余习”。楚并越后，又接受了百余年楚

文化的影响。自秦（前 222）实行郡县制至五代（907-960）以前，嘉兴一直归属会稽吴郡，

语言亦属吴方言区，故民间习俗以吴俗为主流，江南水乡特色鲜明，有别于省内山区、半山

区。西晋末与北宋末，国家二次动乱，北方衣冠之族多渡江而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优势互

补，使嘉兴民风融合了中原风俗的成份，独特性与多元性并存。 

  秉礼勤劳——嘉兴介苏杭间，“土膏沃饶，风俗淳秀”，“不忧冻馁”。“其俗少阴狡”，“能

秉礼义，务耕织”，“尺寸之土必耕，机轴之声不绝”。 

  秀慧工巧——嘉兴“士美民秀”，“人性柔慧”。其智秀不仅表现在人的聪慧文雅上，而且

表现在精于劳动制作。历史上，嘉兴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水平高，且多创造。元代，除丝绸

制品以外，漆器和金银器皿都精美绝伦，如传世的西塘派剔红漆器，朱碧山银槎杯都是国宝，

形成了“百工技艺与与苏杭等”的局面。 

  崇文好学——嘉兴自古“罕习军旅，尤慕文儒”， “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在宋为文



看，则碧映团圆，冰雕细碎，恰似冷月当门，送来阵阵凉意。  

刻制西瓜灯，在平湖有着悠久的历史，瓜灯在农舍、院落闪亮；在树丛、廊下辉映。瓜

灯是平湖乡土文化的一颗璀灿明珠。  

从 1991 年开始，平湖已连续举办了多次西瓜灯节，平湖的瓜事年年兴旺，平湖的瓜灯

岁岁添彩。 

 

第五章 旅游景点 

 

嘉兴南湖 

 

南湖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因位于嘉兴城南而得名。南湖原名滮湖、马场湖，又叫东

湖，嘉兴城西南有西南湖，原称鸳鸯湖，南湖成为旅游圣地后，人们多把南湖叫做鸳鸯湖，

或将两湖合称为鸳鸯湖。 

南湖由市境各主要河渠汇流而成，上承长水塘、海盐塘和杭州塘，下泄于平湖塘、嘉善

塘、三店塘和苏州塘，湖区南北长，东西狭，总面积 624 亩。南湖四周地势低平，河港纵横。

据史籍记载，五代后晋天福年间（约 936）以前，这里芦蒿丛生，尚无景观，此后吴越王钱

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璙任中吴节度使时，在湖滨筑宾舍以为“登眺之所”，后才逐渐形成名胜。

以后沿湖建筑 了潘师旦园、高氏圃等，从唐代起，其以“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

成为江南著名的旅游胜地。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兴知府赵瀛主持修浚城内市河，

运河泥填于南湖中，成厚五丈，广二址丈的湖心小岛，并于次年迁建烟雨楼于岛上，形成湖

中有岛、岛中有湖的独特景观。南湖以其朴素、醇厚的江南水乡风情为历代文人雅士所赞誉。

清朝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八驻南湖，写下十四首诗。 

如今在烟雨楼的长堤前停泊的游船，就是中共“一大”续会会址——南湖红船，它是在一

九五九年完全按照“一大”开会用的游船仿造的。这只船属中型游船，长约十六米，宽三米，

船头平阔，可以停放一顶轿子；船内分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以左边一条走廊贯通，所

以叫单夹弄丝网船。 

近年南湖风景区有了巨大的变化，环湖建起春、夏、秋、冬四季公园和湖滨公园、揽秀

园等，在南岸和西岸修建了精严寺、革命历史陈列馆，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成

为风光旖旎、四季宜人的江南旅游胜地。为进一步开发南湖，1999 年嘉兴市委、市政府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