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爹嚣蒸案爹毋回瓣堍够藿鬓+
o：A南囝霉蓉嚣螽嚣鹣套

太念罢
一 一

参慈名蚤
虿氏{艺届粼舀X；A颡：誊‘l麟；鹃晷乙强

巍惫暴毽络蒜螽舍鳝



；工苏省
JIAN6SUSi-tENB

太仓县地名录

髟

TAICANBXIAN口lM I N B LU

(内部资料)

气 ’

九八三年



G 6 2



出 版说 明

《太仓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1979年颁发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对本县地名作了

标准化处理。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编辑出版。

《太仓县地名录》的出版，为军事，外交，民政、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

教，科研等各项工作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地名资料。今后凡使用地名或以地名命名

单位，码头，车站等都应与地名录的标准地名相一致。凡属地名命名，更名一定要根据国务

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方能生效。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随

意更改地名。

这个版本共编入。太仓县地名图秒，口太仓县概况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包

括公社，镇概况及地名图)，一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名称。．。名胜古迹名称及概况"(附

图片)，“人工建筑物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及概况一、“我县标准化地名命名，更

名的通知和有关重要文件’’，“地名索引’’九个部分．。太仓县地名图’’、。各公社、镇地

名图一未经实测，仅为示意，不作划界依据．名胜古迹部分亦供参考．

在太仓县地名图中，有部份公路的名称是采用汽车站的营业线路的名称。其标准名称。

太浮公路太仓至浏河段应为锡浏公路，浏河至浮桥段应为沪浮公路，花横公路应为板桥公

路，浏沪公路应为沪浮公路，浏嘉公路应为华浏公路，沙茜公路应为茜直公路，太鹿公路应

为沙鹿公路，浏渔公路应为渔港公路，鹿长公路应为友钱公路。

这本地名录所汇集的地名基本反映了太仓县地名的概貌，还有一些地名未列入．不具地

名意义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亦未列入．自然实体中，河流的名称未区别人工河和自然河．

本录的资料截至1981年底止。1983年7月，农村进行了体改，先后成立了乡政府，8月

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名称不变，行政区划不变，此资料未编入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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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硷县概况

太仓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口，为太湖流域、阳澄湖泄水尾闻。东北滨长江与崇明隔江

相望，西与昆山毗邻，北同常熟接壤，南以宝山，嘉定为界，邻近上海市，是江苏省江防要

地。全县总面积815平方公里，人口43万余人，除汉族外，还有极少量的回，满，自，壮，

苗、侗、蒙古等少数民族。县辖22个公社，3个直属镇。共333个大队，3923个生产队，2298个

自然村(地名普查数)。还有6个县属场，圃。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厢镇。

(一)历史沿革

太仓历史悠久。据明邑人张采《太仓州志》和清邑人王祖畲主修的《太仓州志》记载。夏

禹时，地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地属吴国，吴王“即其地置仓，名太仓，，。此后，越灭

吴，楚又败越，尽取吴故地。楚封春申君黄歇于吴。相传“春申君造两仓，西仓名为均输，

东仓周一里八步’’，(太仓)地属东仓。太仓，东仓实二名而一地。

秦灭楚，置哆(1it&音流)邑，属会稽郡。汉兴，改哆为娄，顺帝时分浙西为吴郡，娄属

吴郡，仓地则为娄县的惠安乡。地之名娄实由此。历三国，晋、宋、齐皆日。娄，，，属吴郡。

梁时分娄县置信义县，后又分信义为昆山县，而地“为昆山之域"．

唐属苏州，隶江南东道。唐天宝十年(7 5 1年)移县治于马鞍山之阳，即今之昆山县

治。五代时属吴越。宋属平江府。元属江南浙西道。 ．

由于刘家港(i14河港)潮渐西，势日深广，元中期至元十九年(1282年)朱清，张王宣自

崇明徙居太仓(王祖畲在此注云：“郏直水利书：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冈身。盖太仓旧

有是名，而郏氏承之。张采乃云太仓由海运得名，盖未之考也修)，建海漕议，导以入海，

自崇明至太仓开海运。因之，海运发达，时有“六国码头一之称。自此之后，经济日趋繁

荣，商贾(gf=)云集，高樯大桅如林，朱门大宅，不可胜计，太仓已成万家之邑。

元元贞元年(1295年)以户口计，升昆山县为州。元延桔元年(1314年)参政高晡疏请

迁州治于太仓，太仓遂成为昆山之城。

元至正十三年立水军万户府。

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据吴，改平江路为隆平府。次年(1357年)，张士诚遣将

高智广拆常熟支塘城筑太仓城(旧为木栅)，以防方国珍(陈伸《太仓事迹》云：。是时方

国珍以舟师大破张氏军，太仓千门万户俱成瓦砾丘墟，士诚乃筑城以防之")，复徙州治于

马鞍山之阳。计自元延秸元年到至正十七年，昆山迁治太仓，凡四十四年。

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明平章俞通海取太仓，吴元年(1367年)立太仓卫。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昆山州为县。十二年分立镇海卫，太仓，镇海两卫同城而治者

一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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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十年(1497年)都御史朱碹，御史刘廷瓒采纳乡人陆容议，乃割昆山之新安．惠

安，湖川三乡，常熟双凤乡，嘉定乐智，循义二乡建太仓州(州凡三百一十二里)，领崇明

县，属苏州府。

二百余年后，至清雍正三年(1725年)升太仓州为直隶州，分置镇洋县(以致和塘为界，南

属县境，北属州境)同城而治，领镇洋，崇明，嘉定，宝山四县，属苏、松、常，太道。

辛亥革命后，江苏都督府令全省道，府、州、厅一律裁撤，各地统称为县。1912年太仓

州，镇洋县乃合并为太仓县。

1949年5月13日太仓解放，属苏南行政区，1952年隶苏州地区。‘
、 ‘

太仓有光荣的革命历史；

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来我县宣传马列主义，并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

1938年5月间，中共江苏省委东路特委成立，领导东路地区的抗日救国斗争。

1939年5月，叶飞率“江南抗日义勇军"向东挺进，开辟苏，常，太根据地。9月，

。江抗’’奉命西撤，后又重建新“江抗’’，横刀跃马，辗转在苏，常，太地区。

1940年7月在中共东路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中共太仓县委，1941年2月成立太仓县政

府。

1941年7月，日伪“清乡，，，我主力北撤。此后，苏，常，太地区的恢复工作先后划归

中共苏中四地委和六地委领导，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11月，遵照。双十协定弦·我主力再

度北撤，成立“苏常昆太留守处黟，坚持敌后斗争，直至解放。

(----)自然条件

太仓县属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地面高程4米至4·5米，东部略高

于西部。境内浦塘纵横，水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1．8％。浏河，杨林塘，七浦塘自西而东

平行于南，中，北部，西接太湖之水，东入长江I中心河(石头塘)，盐铁塘，吴塘由北向

南，分布东西。全县海塘长41公里(南起浏河口以南的姚家宅，北至白茆口)，圩堤长约101

公里(包括港堤)。

太仓属海洋性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常年日照量为1946．9J'J"时。年平

均温度为15．1℃(一月份平均温度2．8℃，七月份平均温度28℃)，年无霜期227天。雨量充

沛，平均年降水量960．8毫米，降水大多集中在春夏梅雨季节。夏秋季常受台风，龙卷风和

冰雹的影响，特别是沿江一带，有时因袭成灾。

(三)经济概况

据1981年统计，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77603．13万元，其中，农业产值28461．85万元，工

业产值49141．28万元。

农业：

。

太仓有“鱼米之乡一之称，是江苏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 ．

解放前。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水稻亩产不满石，麦不过百，棉花朝天包(籽棉50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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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太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兴水利，先后疏浚了测河，杨林塘，七浦塘，盐铁塘等

河，并在测河、杨林塘，七浦塘等主要河流的出口处兴建闸坝，筑堤护塘，实行科学种田，

机电排灌，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旱涝保丰收，高产、稳产农田68万

亩。1981年，全县种植粮食74．96万亩，总产量约41853．4)T斤，比解放初增长了2倍，棉花

面积约22万亩，亩产皮棉74斤，总产量1623万斤，比解放初增长了4倍，油菜面积6万亩，

亩产423斤，总产量2543万斤，比解放初增加了11倍(以上产量按计划面积计算)。国家征

购粮食9167万斤，超购3100万斤，议购577万斤．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提供商品粮339斤。

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也有较大的发展。1981年统计：蚌珠产值208万元，蘑菇产值

360万元，生猪约27万头(年出售数)，圈存约24万头，水产约17万担，蚕茧2057担，大蒜

13万担，还种植少量薄荷。1981年全县社员集体分配水平达218．65元。 。

传统的著名土特产有倪鸿顺肉松(太仓肉松)和老意诚糟油(太仓糟油)，名驰中外．

丰富的农副产品，为发展工业，外贸出口，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
’

●

工 业：

解放以来，发展较快。解放初期，总产值为2295万元，1981年达到49141．28万元，增长

了20多倍。工业以纺织为主体，还有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建材，食品、缝纫，皮革，

造纸，酿酒，印刷，粮油加工等．全县已拥有各类工业企业43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3

个．县属大集体企业36个，镇办企业25个，社办企业326个。还有476个队办企业。

交通；

交通运输发达。沪宜公路纵贯南北，是省内外通往上海的咽喉I锡测公路横穿东西，

是连接县东南交通的纽带，茜直公路连接沪浮，沪宜、沙鹿三线，使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

得以沟通。据1981年底统计，县境内公路总长138．321公里，比解放初期增加了3倍多。公

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现在社社通汽车，行旅十分方便。

江苏省浏河轮船站位于测河口北岸，每天都有江轮往返于测河与营船港，青龙港之间，

大江南北交通比较方便。

内河通航里程达382公里．目前水运已实现机械化，拖带化。机动船占93．2％．运输十

分便利。 一；

商 业：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县商业网点普遍增加，集市贸易生气

勃勃，市场繁荣，购销额大幅度上升。1981年商品零售额达19446万元，比解放初期增加了

11．5倍。全民商业机构有五金，百货，食品、烟糖，蔬菜，医药，信贸，饮服，农资，农副，

日杂等专业公司。全县商业人员有7642人：其中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为5576人，集体所有制的

职工有1308人，代购代销人员为676人，个体商贩82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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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

全县中学解放初为5所，1981年已增加到50所0中专由1所发展到2所。小学从155所

增加蛰J329所。中学生从977人增加到15326人(不包括中专生)，小学生从10597人增加到

39103入。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57％。

文 化：

有县沪剧团，评弹团、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影剧院、书场、新华书店，广播

站等。各公社，镇有电影院或电影放映队、文化站、广播站或放大站。此外，大部分生产队

有电视机，从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娱生活。

卫 生l’。’
一

～ ．

现有县级医院3所，中心卫生院3所，。公社卫生院20所，共26所，是解放初期2所的13

倍。现有病床1320张，是解放初48张的27．5倍。各大队，县办厂和部分社办厂设有卫生室，

工人、社员可以就近医疗．

我县西部地区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解放后，积极防治，至1981年已基本上消灭了钉

螺，先后治愈病人达102488人次，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计划生育方面。据1981年统计，人口出生率为13．88‰，自然增长率为6．52‰，女性晚

婚率为61．4％，节育率为97．3％，独生子女领证率93．3％，计划生育率为92．7％。

(五)文物古迹

文物古迹全县有32处。横跨在城厢镇致和塘上的“元代三古桥’’一一周泾桥，州桥、皋

桥，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郏直墓，张溥故居，阅兵台，云山塔，沙溪雕花厅等29处．

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元，明文物古迹各有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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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厢镇概况

城厢镇地处太仓县西南部。南起新测河，西靠沪宜公路，北傍锡浏公路，东至外城河，

是太仓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面积’5平方公里。有4条路，16条街，．8条弄和16个

树，辖5个居委会，2个农业大队，共29个生产队。总人口21335人，其中农业人E13852人，

主要是汉族，也有少数回族。县政府驻本镇县府街，镇人民政府驻致和街。

城厢镇之所以取名“城厢"，是从《太仓州志》(王祖畲辑)“合城内外日城厢，州、

县共辖"而来。镇地以城内为主，城外已分别划归南郊，娄东两公社。1912年以前则为太仓

州，镇洋县同城而治的地点。远在元代廷侑元年(1314年)即迁昆山州治于太仓。四十四年

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张士诚始拆常熟支塘城筑太仓城(由木栅改为砖石)，并将昆

山州治仍迁回马鞍山之阳。此后，历百数十年，至明弘治十年(1497年)始建太仓州，嗣即

一直为州治所在，直至民国初撤州并县止。

城厢镇的主要河流盐铁塘，敬道从北门(原水关口以北)折西，流出西门。1976年疏浚

后，现改道经市中心原新开河，流出南门，直通新测河，面广水深，运输繁忙，航运发达，

另有东西向的致和塘是宋代至和年间开浚的古河。

解放前，城厢镇大小街遭大多是砖石铺砌，路面狭窄，雨后，到处是泥泞坑洼。解放后，

城镇得到了整修和建设，特别从1979年起，人民政府数次拨款因而加快了市镇建设的速度，

修筑了道路；一，拓宽东西大街，西起沪宜公路，经西城门口、西门大街、新仓街、新华街，

直至人民银行，长约1．5公里。加阔路面，由一车道改为三车遭，街道两旁有人行遭。改砖

石路面为水泥，沥青路面。数年来，街两旁新建楼房百幢。现在，新仓街、新华街一带，最

为繁荣，是全镇商业区。三，兴建了人民路：(1)人民北路，南起人民银行，北至锡浏公

路，全长约800米。最近四、五年间，马路两旁，兴建了高楼大厦三十余幢。太仓县图书馆、

工人文化宫、人民影剧院、中医院以及公司、商店等，均集中于此，成为镇的文化，经济中

心。’(2)人民南路，北起人民银行，往南经长春桥，过南门，与沪宜公路衔接，路两旁兴建

了立体式工房几十幢，是镇的工业区。(3)县府街，西起盐铁塘畔，东至东门街东门桥，全

长约一公里(东段新辟)，是城厢镇三大干路之一．中共太仓县委员会、太仓县人民政府驻在

此街。农村公共汽车穿城而过，便利行旅，交通方便。

工业在解放前，仅有电厂、酒厂，米厂和酱厂等。1981年镇办企业有9个。总产值1163．04

万元。队办企业4个，总产值73．15万元。镇上还驻有国营工厂16个，县属集体企业19个．

农业以种植蔬菜，水稻，棉花为主。有耕地2004亩。1981年种植蔬菜600亩，主要供应

城市居民食用。种植水稻200亩，亩产886斤，棉花900亩，亩产皮棉约81斤，三麦400亩，亩

产832斤，油莱300亩，亩产475斤．农业收入56．95万元，占总收入的65．8％。社员每人平均

分配247．7元。

镇上有中专2所，完中2所，小学4所，中小学生共3466人。医疗卫生单位，有县人民

医院，中医院各l所，还有防疫站，妇幼保健所等。

镇上诸多的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如矗周泾桥力，“州桥一．口皋桥"．“郏直墓黟，

曩张溥故居"，“黄宅大厅劳，“雀舌松"、口通海泉力、“望海峰劳、。铁釜刀及。钱祠花园彦

等。这些古迹均为元、明遗物，有一定的历史价1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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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路

街

备 注

城厢镇‘ Ch6ngxiang Zhen 邑志云i 4合城内外日城厢，州、县共辖。”
’‘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筑太仓城，明弘治十

年(1497年)始建太仓州，建州前地属昆山。
。

民国初称太仓市。1945年，即称城厢镇，沿

用至今。面积5平方公里。辖5个居委会，

2个农业大队，29个生产队。人1=121335人，

其中农业人口3852人。县政府，镇政府，娄

东公社驻地均在镇上。

人民北路 Renmin Beila 1979年建。北起城北东路，南至人民银行。

． 因位于镇北部，故名。长800米，宽12米。

人民南路 Renmin N矗nla 1979年建。北起人民银行，南接沪宜公路。因

位于镇南部，故名。长约2000米，宽12米。

城北东路 Ch6ngb6i Dongld 因位于城厢镇北面的锡测公路东一段，故命

．名城北东路。西起锡浏公路盐铁塘桥，东至

、 黄家河桥。1981年12月19日经县政府批准正

式使用此名。

城北西路 Chengbei X1ln ，因位于城厢镇北面的锡测公路西一段，故命

名为城北西路。西起沪宜公路，东至盐铁塘

桥。1981年12月19日经县政府批准正式使用

此名。

东门街Dongm6n Jie 位于镇东部，东港口至东门城门口的老大
’

街，历史沿用名。

新东街Xindong Jie 位于镇东面，东港口至南牌楼的老大街。

东 港Donggang 位于镇东面，原是内河道，后填平成街道。

．
． 北起第一招待所，南到致和塘。

县府街XiatnfCt Jie 街位于县人民政府附近，故名。西起盐铁

塘，东至东门街东门桥(东段新壁)。

新民街4 Xinmin Jie 东起南牌楼，西至致和桥口，解放后取名。

府南街 Fnnan Jie 街位于县人民政府正南面，故名。

南门街 Nanmen Jie 是位于镇南面一条老街(北起武陵街，南至

新浏河)．历史沿用名。

武陵街 Wdling Jie 街位子武陵桥附近(北起武陵桥，南与南门

街相接)，故名。长春大队驻地。

致和街 Zhilae Jie 街位于致和塘南岸，故得名。城厢镇人民政

府驻地。

新华街Xinhua Jie 歌颂新中国，故名“新华”。西起武陵桥(又

名大桥)，东至致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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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巷

新仓街Xinc&ng Ji6

西门街Ximen Jie

北门街 Beimen lie

德兴街DeXing Jie

菜市街 CAishl Jie

古塘街 Gdtang Jie

公园弄 GongyuAn Long

，j、北门弄 Xi百obeimen Long

新华弄Xinhua LOnfl

码头弄 Matou Long

剪刀弄liandao Long

铁锚弄Tiemao LOng

石皮弄 Ship!Long

备 注

歌颂新太仓。故名。新仓一·东起武陵桥(

又名大桥)，西至公园弄口。

位于镇西部的一条街道。历史沿用名。

南起新仓街，北至青石桥，位于镇北部，故

名。

位于镇北面，南起青石桥，北至城北西路．

沿用旧名。

位于原菜市场附近，从卖秧桥沿盐铁塘西岸

往北至青石桥(包括沈家弄)。

位于镇北，系新筑路面，因原来是古塘街，

今沿用旧名。

太仓公园前面的一条弄，故名。

城镇有大北门、小：l匕fl，此弄通向Ib：lt：f-I，

敏名。

小弄因在新华书店西侧，故名新华弄。1981

年12月19 El经县政府批准，使用此名。

历年造房自然形成道路，因途经轮船码头，

故命名为码头弄。1981年12月19 la经县政府

批准，使用此名。

因弄内有剪刀桥，故名。剪刀弄’’，历史沿用

名。在1980年地名普查中，把“剪刀弄’’和

“史家馆弄"合并统称为“剪刀弄”。西起

公园弄，东至菜市街。

该处原是古代铸造海船大铁锚作坊所在地，．

因弄名“铁锚弄力，历史沿用名。西起长埭

弄，东至盐铁塘。

该弄原以石皮(片状石料古时山区人民用来

盖房)铺设路面故称之．历史沿用名。南起

新华街，北至县府街。

长埭弄 Changdai Lono

长春村 Changchnncnn 以境内长春河取名。

南园村 Nanyu&ncQn 以地片“南园"得名。

康乐村 Kangl6can 解放后取名“康乐扫，形容幸福，沿用至今．

新民村 XInmlncQn 解放后取名。

太平村TMplngcan 以境内太平桥得名。

樊泾村 F／Injingclin 以境内樊泾河取名．

朝阳村 Che,oyangcan 以境内朝阳门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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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胜利村 Shen91icnn

新仓村XincftngcQn

人民新村 Renmin Xincfin

向阳——村 XiangyAng 1——Cdn

梅园新村 M6iyuan Xincon

府南新村 Fnnan Xincfln

备 注

土改后取名，意为人民取得胜利。

位于人民北路北端西侧，以人民路命名为

“人民新村"。

此地原是田野，后建向阳大队，向阳小队，

故以“向阳”二字命名为“向阳一村”。

位于长春村以南，南门街西侧，原是农田，

后建造住房形成居住点，因原属长春大队梅

园小队，故命名为4梅园新村”。

位于府南街东侧，县府居委南面，后建造住

房，形成居住点，以府南街为基础而命名

“府南新村’’。

向阳二村 XiangyAng 2一C豇n位于县府街北侧，实验小学与一招后面。继

f 、

生产村 Shengch矗ncnn

马家地园 MajiadiyuAn

大队 长春大队 ChRngchan Dadul

向阳大队 Xi矗ngy磊ng Dltdut

“向阳一村"建造以后，又在向阳大队境内

造了新村，故名“向阳二村"。

解放后，五十年代命名，有发展生产的意

思。位于城厢镇西部。

位于码头弄以西，西门街以北，历史沿用

名。

以境内长春河命名。耕地面积900亩。人口

1960人。驻地：武陵街。

原名太平大队，以境内太平村取名，1966年

改名“向阳，，大队。耕地面积1100亩。人口

1902人。驻地。太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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