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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序

北桥历史上曾有几位编修史志的名人。明代

尤义，穷毕生精力，撰写了一部《元史辑要》；清初，

尤侗专修《明史》。憾自古至今，北桥却无志书

传延。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21世纪之

初，时代赋予我们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

任——编写和出版历史上第一部《北桥镇志》。经
过5年的辛勤笔耕，镇志终于面世，这是北桥历史上

的一件盛事，也是全镇人民共同创造的一份精神财

富，值得为之庆贺。

早在商周时期，北桥已有先民在此活动。在漫

长的历史变迁中，北桥聚积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一

代代北桥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历经磨难，不

断奋进，创造了佳绩和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镇人民艰苦创业，北

桥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乡

镇工业蓬勃发展，经济繁荣，乡镇建设和社会事业日

新月异o

在这新的历史时期，编一部反映我镇自然、历

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广泛的地方志，是全镇人

民的希望，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2001年，镇党委、镇政

府组织班子，开始编纂镇志。修志人员坚持“史文

结合，以史为主；今古结合，以今为主；条块结合，以

块为主”的编辑方针，通过社会调查、收集资料、查

阅档案、组织座谈，集思广益，认真撰写，反复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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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寒暑，数易志稿，终于圆满完成编纂任务。

《北桥镇志》是北桥“一方之全书”，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本珍贵的乡土教

，它又是发展北桥经济的导读指南，必将激励全镇人民、广大干部和海外侨胞

爱家乡，同心同德，开拓创新，为建设家乡作出更大的贡献，继续谱写更加瑰丽

新篇章。
。

中共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委员会书记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人民政府镇长／亥77是

2006年10月

，他张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北桥镇

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对事物之记述，详古明今。上限尽量溯源，下限至2000年底。大

事记、志余、照片部分内容延至搁笔。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北桥镇行政辖区为主，涉及历史变迁则按当时

实际记载。 r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以志、记、传、录、图、表、照片为表述形式，大事

记置志末。

五、本志所记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立传以北桥籍已故人物为主；长

期定居北桥或有重要业绩之客籍人物，酌情收录。在世人物以表列名，或采取以

事系人的方法，在有关章节中记述。
’

六、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年份。中华民国时期用民

国纪年加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所有年代，除

注明者外，均为20世纪年代。

七、本志行文采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

共”。“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4月27日北桥解放之日为分界。对频繁

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

1八、本志计量单位，除田亩和特定需用旧制外，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有换算值者，用括号注明其换算值。

九、本志资料，录自文献、档案、报刊、专著等，亦有采自口碑。所有数据以

统计部门统计年报为准，部分数据由有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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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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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桥镇位于苏州市相城区西北部，地处北纬30030’、东经120034’。东与相

城区渭塘镇、常熟市辛庄镇交界，南与相城区黄埭镇为邻，西与无锡市甘露镇、荡

口镇相接，北与常熟市杨园镇毗连。南距苏州市区20公里，东距上海80公里。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苏虞张一级公路、227省道和风北荡公路在镇内交汇贯通，

交通十分便捷。镇区面积43．84平方公里(不含漕湖、鹅真荡水面)。2000年全

镇共有12909户，37360人，辖1个居委会，29个行政村。

北桥镇历史久远，境域内曾出土商周时期文物。商末(约前ll世纪)，北桥

属“勾吴”。周元王三年(前473)，为越国属地。楚威王七年(前333)，属楚国。

秦设郡县时(前221)，属吴县。唐时属长洲县，称儒教乡、西禧里。明时称从化

里。清初长洲县归并于吴县，首次出现北桥称谓，北桥属吴县。民国时期属吴县

黄埭区。解放后于1957年3月始设北桥乡行政建置，隶吴县。1958年9月成立

北桥人民公社。1983年7月恢复北桥乡建置。1992年8月，撤乡建北桥镇，实

现镇管村体制。1995年7月，吴县改为吴县市，北桥镇隶属于吴县市。2001年

2月28日，撤吴县市，北桥镇属苏州市相城区。

北桥境域在商周时期已被开发。在今庄基、丰泾村挖掘出土的石钺、石镞等

文物，经考证为商代石器。越国大夫范蠡伐吴开蠡渎，即今漕湖。位于泗荡村的

公冶长墓，安葬着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女婿公冶长。镇西的觉林寺始建于唐广

明元年(880)，为境内最有名的古寺庙。位于南桥镇西城隍庙内的古戏台，建于

清初，是吴县地区仅存之古戏台。清宣统元年(1909)，建于石桥村的石家桥，是

全国少见、造型独具的石拱桥。
、 北桥虽地处偏僻，但土肥水秀、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才辈出。历代有达官

显贵、文人雅士到此择地定居。宋天禧二年(1018)，常州著名书画家尤叔保避

难入吴，卜居长洲西禧里(今北桥镇)。、其后辈多出名人，如明尤义撰《元史辑

要》，清尤侗修《明史》。永乐十年(1412)，明朝太子少师姚广孝(法号道衍)曾

居于觉林寺，姚曾参与纂修《永乐大典》。据《尤氏宗谱》记载：宋朝至清末间，

北桥尤姓为官者有16人，其中尤辉在宋绍圣年间曾任观文殿大学士、兵部尚书

等职。当今在国内工作的北桥籍的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

50余人。

北桥镇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期间，北桥张华村曾是无锡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漕东区区政府所在地。谭震林、叶飞曾率新四军“江抗”部队东进到达北桥地

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革命武装，打击日伪敌人。北桥的一批仁人志士战

斗在抗战第一线，他们不怕艰险，机智勇敢，有的献身成为革命烈士。北桥人民

为东路抗El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7．

北桥镇地属中亚热带北缘，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境

内地势低平，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历史上，北桥农村以种植

稻、麦、油菜为主。解放前，北桥地区的大量土地被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贫苦

农民大多数靠租田和当长工维持生活。农田灌溉和耕作管理技术处于落后状

态，加上旱涝灾害频繁，农作物产量极低。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

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业合作化后，兴修水利、筑圩造

闸、改革耕作制度、推广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2000年，全镇水稻面

积26883亩，总产量13446吨。 ．，．

。’

北桥地区农民在农田作业之余，有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家庭副业的传统。

解放后，多种经营得到全面发展，其经营所得，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进入90年代，从事多种经营的个体专业户也相继出现。至2000年，全镇有

各种经济林1532亩；苗圃103亩；蔬菜总产量258099公斤；瓜果总量1400担；

肉猪出圈11000头；水产养殖总产58200担；养禽业年产值83．5万元⋯

清康熙年间，北桥地区棉纺织业颇兴。民国时期，境内有铁、木、竹、漆等工

场和磨、油、酒、染等作坊。解放后，1956年北桥建立手工业联社。1958年创办

了北桥农具机械厂、钢铁厂等12个小型工厂，1968年办轴承厂，1975年建造船

厂。80年代，乡村工业大发展，办起了汽水厂、型钢厂、橡胶厂等23个社办企

业。1984年后搞横向联营，全乡上规模的乡办企业有25个。1994年开始实行

企业厂长承包制，后搞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同时发展外向型经济o 1997年，企

业实行转制，全镇除啤酒厂和华联塑料有限公司外，全部拍卖转为民营企业。至

2000年，全镇有民营企业229家，三资企业6家，生产产品200多种，有30多种

新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全镇工业产值53189万元，完成利税2889

万元。
。

。 7。

清代后期，境内有北桥、南桥、石桥、芮埭等几个小集镇，以小商小贩居多。

解放初，北桥地区有米行、百杂货、南北货、茶馆、鲜肉、水产、国药、饮食等20多

个行业，170多户商家。1956年后逐渐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集体商业为辅

助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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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El益增多，个体经济蓬勃兴起。1983年成立北桥乡个体

劳动者协会，全乡形成国营商业、合作商业、个体商业并存，农、工、商一体的市场

竞争新格局。至2000年，全镇有个体工商户327户，从业人员895人，商业网点

密布全镇，市场空前繁荣。

交通邮电发展迅速。1978年以前，北桥农村道路狭小，多为泥路，“晴天一

身汗，雨天一身泥”。陆上没有车，多数农民摇农船上街。1978年9月，北凤公

路建成，北桥汽车开通。随后，北凤公路延伸，村级公路陆续修通，以水泥路替代

烂泥路，汽车可达家门口。境内共有镇、村级公路20条，总长39．5公里。同时，

清理河道、开挖新河、翻建桥梁，使全镇水、陆交通四通八达。1993年北桥开通

程控电话，装机总量2000 f-I o 1995年，北渔村被评为“江苏省小康电话村”。

2000年，全镇有电话用户8500户、移动手机用户2000余户、公用电话51只。

村镇建设面貌不断更新。解放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镇建设日新月

异。60一70年代，翻建平房；80年代，新建楼房；90年代，建高质量楼房和别墅。

全镇供电供水、闭路电视一齐跟上。镇政府重视环境保护，绿化、美化家园，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

百年树人，教育为本。北桥镇教育事业近十年来发展较快，先后投入1000

余万元新建北桥中学、北桥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和3所完全小学。1992年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1999年通过江苏省现代化教育达标验收。2000年，全镇

有中学、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成人教育中心校各1所，完全小学5所，初小1

所，村级幼儿园25所。小学教育四率(入学率、普及率、巩固率、毕业率)均达

100％o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99％。

北桥民间戏曲活动十分活跃，民国期间已有文化设施，武术、体育、文艺创作

等活动盛行。解放后，文化事业得到重视和发展。1958年，建北桥公社文化站、

广播站、文工团等，组织群众开展文艺业余创作和文化活动。1971年，建农村电

影放映队，下乡巡回放映，放映场次为全省最高纪录，被评为全省电影系统先进

单位。1979年，公社建有1560个座位的影剧院。90年代后，镇区有卡拉OK

厅、舞厅、电子游戏室、图书室、录像厅等文娱场所；有13支文体活动队，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有一批书法、绘画、写作、歌舞、棋类、球类等文

体活动业余爱好者，多次在苏州市、吴县市各类演出或比赛中获奖。北桥镇先后

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乡镇”、“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镇”、“江苏省群众体育先

进镇”、“苏州市体育工作先进集体”、“苏州市戏曲之乡”、“苏州市迎接21世纪



概 述

文化示范镇”等荣誉称号。
‘

解放前，北桥地区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农民缺医少药，又因地处水乡，血吸虫

病等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解放后，人民政府关心人民健康，大力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医务力量开展预防接种、开办联合诊所、创

建卫生院、卫生室，使血吸虫病灭迹，常见病得到有效控制。农村实行合作医疗

制度，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1994年，全镇推行大病风险医疗制度。1998年，

北桥卫生院经市、县考核验收评为“一级甲等卫生院”0北桥镇先后被评为“吴

．县市卫生镇”、“初级保健合格镇”、“苏州市卫生镇”。北渔村、庄基村、灵锋村先

后创建成江苏省卫生村。2000年，镇区有卫生院1所，医务人员66人，病床56

张；各村卫生室29个；全镇80％的居民用上自来水；人口健康素质良好，60岁以

上老人为4924人，占总人口的13．1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83年，全乡全面推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家庭副业和第三产业，农民收入大幅度上升。随

着乡、村工业的崛起和发展，全乡工业经济蓬勃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

平日益上升。2000年，北桥镇新村成片、楼房林立、农民家庭富裕、生活安康。

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1609亿元，人均收入6039元，人均住房35平方米。

北桥镇，这颗镶嵌在江南大地的灿烂明珠，必将在新的世纪大放光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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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桥镇位于苏州市相城区西北部，与无锡市、常熟市和区内渭塘镇、黄埭镇

交界。

北桥，以桥命名，康熙年间称为南北桥市。原北桥是--；fL独面石拱桥，坐落

在小倪家湾，毁于80年代。

秦置吴县，北桥属吴县；唐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置长洲县，北桥地区称

儒教乡，属长洲县；清宣统三年(1911)区境属吴县管辖；2001年撤吴县市，建吴

中、相城两区，北桥镇归苏州市相城区管辖。

民国时期，北桥集镇曾是吴县第八区区公所驻地，解放前后均为政权治所驻

地。1992年8月，撤乡建镇，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境内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

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北凤公路为主干线，苏虞张公

路纵穿南北，凤北荡公路横贯东西，冶长泾连结苏虞运河、鹅真荡。北桥水陆交

通便捷，地理条件优越，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达地区。

第一节 沿 革

商末(约前11世纪)，北桥属“勾吴”。

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灭吴，北桥为越国属地。

楚威王七年(前333)，楚灭越，北桥属楚国。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六国，在吴地设吴县，北桥属吴县。

唐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析吴县地置长洲县。吴县、长洲两县隶苏州

(直至清末)，北桥镇称长洲县儒教乡。

明洪武十四年(1381)，儒教乡称从化里。

清宣统三年(191 1)，长洲县归并于吴县，北桥镇属吴县。

民国元年(1912)，黄埭旧区域实行市、乡镇制，北桥镇为南北桥市组成

部分。

民国17年(1928)11月，吴县划18区，北桥镇属南北桥区(即第八区)。

民国23年(1934)2月，江苏省政府重新调整分区和划分乡镇，北桥、南桥、

大坝、芮埭、樊店、石桥、毛巷乡隶属第六区，即黄埭区。

民国30年(1941)，吴县划15区，北桥、芮埭、石桥、南桥、樊店乡属第4区，

即黄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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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4年(1945)春，锡东县苏西北(吴县境内)行政办事处成立，下辖漕

东、漕南、东桥、黄埭四区，北桥属漕东区j 、 。．

民国37年(1948)7月，区属镇又作部分调整，北桥仍属黄埭区。：

1950年4月15日，太湖行政区成立，北桥、南桥、石桥、芮埭、毛巷、樊店乡

属黄埭区所辖。。；r 一 一

、 1956年3月，黄埭区所辖樊店、北桥两乡合并为北桥乡；南桥乡与芮埭乡的

百家、大坝、芮埭、冯店、傅家沿、漕泾6个村合并为南桥乡；石桥、毛巷两乡和芮

埭乡的袁家、张家两个村并为石桥乡。北桥、石桥、南桥乡均属吴县黄埭区。

1957年3月，撤黄埭区，北桥乡、南桥乡和石桥乡的一部分，合并为北桥乡，

隶吴县。 。

。’ - ’。

1958年9月24日，建立人民公社。北桥乡改名为北桥人民公社，实行政社

合一体制。 ．”‘
， 1～f ．，

，

．1983年7月，政社分设，恢复北桥乡建置。

1992年8月4日，撤乡建镇i北桥乡更名为北桥镇。
’

、

表1-1 1980年11月。北桥公社部分大队更名表

大队原名 大队更名

南桥 南泾

’梅元 丁家

西庄 庄浜

红旗’ 北丰

新民 新圩

沈巷 沈埂

灵岩 灵峰

～

，

，

．” 第二节境 域’ ．’

。， ．二

唐，长洲县辖儒教等30个乡，北桥为儒教乡。 。．

“

明，洪武十四年(1381)乡亦称里，儒教乡为从化里。

：清康熙年问，始有南北桥称谓。当时是指南桥和北桥两个集镇。

民国17年(1928)11月，吴县划18区，北桥镇为南北桥区，即第八区。南北

桥区的范围：东至芮埭、袁家、洋塘村；南至漕湖、黄埭；西至鹅真荡、西钱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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