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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藏书镇志>经过数届编委会成员的艰苦努力和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笔耕，终

于问世了!这是全镇人民群众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藏书历史上的一件盛

事，可喜可贺!

藏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风景秀丽，人文荟萃，有石刻之乡、花

木之乡、美食之乡、文化之乡的美誉。

藏书的制砚业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藏书澄泥砚具有成形容易、贮水不枯、

哈气成汁、发墨快而不损毫的特点，故为砚中珍品，与山西澄泥砚有着本质的不

同。历年来在国际、国内民间艺术博览会上屡获大奖，藏书因此被江苏省文化厅

命名为“民间艺术——石刻之乡”。

藏书镇1991年就被国家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中心确定为优质花木盆景生

产基地，建起了花卉苗木市场，成为苏州地区花木集散地。在全镇300多名花木经

纪人的带领下，先后为上海石化总厂、上海内环线、外环线、浦东国际机场龙东大

道等国家重点工程提供花卉苗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花木之乡。

藏书镇还是一个美食之乡，一到冬季，“藏书羊肉”香飘大江南北，3000人举家

外出前往苏州、无锡、上海等地从事羊肉经营；藏书羊肉美食城更是广招四方客，

香醉八方人，为羊老板发羊财带来了滚滚财源。

藏书镇更是一个文化之乡，镇东有韩世忠墓和韩蕲王祠，有宋时遗物蕲王万

字碑，碑体之高、碑文之长全国罕见；镇南有著名爱国将领、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

买山葬母、筑庐守孝的小王山，并留下了许多现代名人的书法石刻；太湖群山之冠

穹窿山有藏军洞、烽火墩等古代军事设施，有朱买臣读书台、上真观、宁邦寺等，山

下还有林则徐带头捐资修建的“三堰五闸”遗址。镇北有风景幽绝的天池山，宛若

世外桃园，三间元代石屋为江南孤品，全国罕见。

藏书的昨天是灿烂的，藏书的今天更加辉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藏书的经

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镇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辈的伟业、今人的丰功，需要铭志载史，供后人鉴古察今，发扬光大。

藏书镇历史上前人没有留下正式的志书，仅有的一点内容散见于《苏州府

志>、《吴县志>、≮木渎小志>、《香山小志>、《光福志>、<穹窿山志>等，零星而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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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这对我们这次修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编纂人员做了大量的走访、征集、整

理等基础性工作，历经三载，完成了这部志书的编修。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填

补了历史上的空白，完成了藏书文化史上的伟业。盛世修志，也许一般人手捧这

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藏书镇志》，现在还感觉不到她的价值来，但一百年、两百年

以后，当后人翻出这本纸张发黄的志书时，就会感谢我们为子孙留下了藏书镇的

这一段光辉的历史、这一节灿烂的文化。

《藏书镇志》编纂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在此，谨向所有参加修志的编纂人员、

有关单位、倾心审稿的上级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为藏书办

了一件好事。

过去已经载入史册，未来尚需开拓。时代的发展在召唤着全镇人民继续艰苦

奋斗、与时俱进、努力工作，为藏书镇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共苏州市吴中区藏书镇委员会书记岳林芳
’

苏州市吴中区藏书镇人民政府镇长 顾火泉

二oo三年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全面记述藏书镇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为民国元年(1912年)，但为了反映历史的延续性，有些章

节通合古今，适当溯源；下限至2000年，大事记延至2002年年底。

三、本志记载的地域范围以今镇境为主；历史上如涉及区划变迁而所属辖区

内的主要事物例当记叙，以保持完整性。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按现代社会分工、采取横排纵述。立足当代，详

今明古。辅以图表、照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五、本志纪年方法，解放(1949年4月27日)以前先写朝代年号，后用括号注

明相应的公元纪年(同一段内首次出现时加注)；解放后则以公元纪年；清代以前

月、日为阴历，民国以后为阳历；志内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后)。用“年代”所表示的时间，特指20世纪的某个10年，如：80年

代指20世纪80年代。

六、本志所载人物，以本地籍为主。非本地籍人士，但曾定居本地并有一定影

响者。也予以收录。在世人物不立传，其余均按以事系人的原则处理。

七、本志资料，录自旧史志、档案、图书、报刊、统计材料及采自口碑，数据以统

计公布的为准，也有采自部门资料，限于篇幅，资料不一一注明出处，必要时在文

后括号中注明。

八、本志记述名称，在备章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

九、不同章节在行文中出现同一内容时，采取“互为兼顾，各有侧重”的记述方

法．以反映全貌。

十、本志文中数字，除序数、叙述性数字、惯用语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

字表示外，其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有换算值者，用括号注明其

换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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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镇位于吴县市西部，距苏州古城18公里，地处北纬31014’．31019’。东经120025，．120"

29’之间，东邻木渎镇，南临胥121镇和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西连光福镇，北接东渚镇，东北部与

浒关、枫桥镇交界。木光运河(香溪)横贯镇区，苏福公路东西向穿越全镇，与苏锡公路在此交

会，水陆交通便捷。由于镇处中亚热带北缘，受太湖水体调节，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日照

充足，无霜期长，宜农宜林。2000年全镇居民总户数8506户，总人口26944人，其中非农业人

口2655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64．8人。设18个行政村，1个居民委员会。总面积40．53

平方公里。

藏书镇历史悠久，相传西汉大臣朱买臣微时贫而樵柴且不废读书，常把书藏于古庙中，因

才高学博，被汉武帝重用，先后任会稽太守、主爵都尉，乡人为纪念他重建藏书庙，乡由此而得

名。

藏书境内秦设吴县后一直属吴县管辖，明清时归吴县的太平乡、胥台乡、至德乡、穹窿乡管

辖。民国中后期先后归吴县二十区(善人桥区)和吴西区，善人桥为二十区区公所和吴西区区

署驻地。1949年4月27日解放后，建立善桥、天池、藏书、焦山四个小乡，1956年1月并编为藏

书、善桥两乡，1957年12月合并为藏书乡，乡政府驻地善人桥。1954年9月划归苏州市郊区，

1958年8月复划归吴县。

藏书镇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沉积，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从乌龟墩遗址中发现的泥质

红陶罐和夹沙红陶釜等陶片表明，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在这里劳动、生息、繁

衍。今社光村西南的大园林、小园林，相传春秋时为吴王携西施及美人泛舟采香泾南下采香草

赏花之地，原留有南宫(即行宫)等遗迹。境内群山环抱，河道纵横，山清水秀，名胜古迹众多。

西南部的穹窿山，主峰箬帽峰(大茅峰)，海拔341．7米，为吴郡之冠，誉为“吴郡第一名山”，它

峻深秀丽，寺观古雅，山巅上真观为江南名观、著名道教胜地；天池山以幽静见长、奇峰异石山

泉闻名、寂鉴寺石屋著称，素称“吴中第一胜迹”；小王山是座文化山，为爱国将领、辛亥革命老

人李根源退隐之地，绿树环抱，环境幽清，至今保存有摩崖石刻数百条，被誉为“现代名人书法

博览馆”；东部灵岩山西南麓有韩蕲王祠及韩世忠墓，其神道碑上由宋孝宗御题“中兴佐命定国

元勋之碑”，碑文长13000余字，碑文之长为天下第一。至1995年，全镇文物保护单位共12处，

其中省级3处，县级9处。

藏书是著名的文化古镇，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既有生长于斯的专家学者，亦有

外籍名贤高士来此隐逸、著书立说。其中杰出代表人物有：春秋时避居穹窿山茅蓬著作《孙子

兵法》的兵圣孙武；樵柴攻读大器晚成的西汉大臣朱买臣；弃官隐居邳村(今昆村)著书甚富的

宋代文学家顾禧；明代有文学家姚广孝、书画家王宠、陈道复；清代有名画家张宗苍、诗人黄子

云；民国时有木渎地区一代文宗张壬士、爱国将领李根源等，现代还产生了刺绣艺术大师李娥

瑛，冶金和水处理研究工程专家许根福，林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殷锡纬，医学博士、肿瘤研究员

郁多男等。

藏书镇南滨太湖，西倚穹窿，境内丘陵与平原相间，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物产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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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种植以水稻、小麦、油菜为主，以养蚕、刺绣、车木、栽培花木、采石、经营羊肉、制砚、酿酒、

织夏布和饲养禽畜等为传统副业。解放前，农田水利失修，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落后，作物产

量低而不稳；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

本建设，实现了排灌、脱粒、粮饲加工和耕作等项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行科学种田，保障了

农业稳产高产。2000年末统计，全镇耕地面积26925亩，其中水田面积22691亩，旱地面积

4234亩。全年粮食总产量10692吨，其中水稻9037吨，平均亩产581公斤，三麦总产量1655

吨，平均亩产207公斤，油菜籽总产最350吨。平均亩产85公斤。

同时，传统副业得到发展，利用名品优势，扩大规模经营，创出了一批特色产品。藏书澄泥

砚因选料讲究，制作精工，造型古朴典雅与“洮端齐名”，列入中国四大名砚之一，驰名中外；花

卉苗木以品种齐、质量优、数量多而盛名江南，誉为“花木之乡”；藏书羊肉历史久长，以独特的

烧煮技艺使其色香俱佳，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成为冬令补品，饮誉百年；藏书向为吴县主要蚕

茧产区之一，蚕茧以白净均匀且茧层率高而闻名一方，最高年产量为2208担；再如车木玩具、

刺绣等各具特色。矿产资源丰富，花岗石、石英砂石的储藏量与生产量居吴县前列，花岗石是

名贵建筑材料，上海外滩建筑群、江南水乡石桥、寺观、毛主席纪念堂等工程均采用藏书花岗

石。

全镇工业在解放前以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为主，时起时落。解放后，从1958年起步，发挥

本地资源优势，建办以采石为主的基础工业，石料厂、车木厂、农机厂为三大主柱企业。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发展步子加快，80年代镇政府大力创办一批纺织工业

企业，90年代兴办产业用布厂、电子厂等多家高科技产品企业，同时招商引资，引进外资(合

资、独资)企业。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各显神通。合丰村、社光村为全镇村办工业的“领头

雁”，合丰村的卤钨灯、汽车灯，社光村的钢丝绳、传动链条，官桥村的金属加工，永丰村的道路

灯具各有特色。至2000年，全镇镇村工业企业93家，涉及建材、丝绸纺织、机械、轻工、工艺、

电子等8大类150多种系列产品。全年工业总产值10．338亿元。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4。55亿

元，国内生产总值6．067亿元，财政收入2390．8万元。

全镇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递增，2000年达2．535亿元，比上年增长9．7％，个体工商户329

户，其中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共87户，商品零售总额为4830万元。

教育事业：2000年全镇有初级中学1所，小学8所，幼儿园9所，成人教育中心校1所。小

学教育高标准推进，常规管理名列吴县市前茅；藏书中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估，总分优秀率均居

吴县市第五名，中考有42名学生被各类重点高中录取，录取率为38．53％。学生在素质教育方

面成果显著，在全国、省、市级英语、物理等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获全国级的一等奖2名、二等

奖1名、三等奖2名；获省级的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3名。

卫生事业：解放后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卫生院和农村医疗保

健网络，改变过去农村缺医少药现象，70年代基本消灭了称作“瘟神”的血吸虫病，人民健康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2000年．全镇有卫生院1所，分院2所，医务人员60名，床位56张。有村卫

生室8个。乡村保健医生21名。实行合作医疗、劳保医疗、统筹医疗制度，推行大病风险医疗

制度。环境卫生得到改善，1998年一1999年先后创建吴县市卫生镇和苏州市卫生镇达标。计

划生育成绩显著。1986年一2000年间，人IZl年均递增率降至4．26％o，获江苏省政府嘉奖。

村镇建设：善人桥在清代初形成集镇。解放前以上塘街为商业主街，房屋面河而建，街道

长不足200米，宽仅2米。解放后，街道逐年修建拓宽，特别在80年代中期建设步子加快，市

镇区域向东扩展，形成了新疆街，90年代初又相继建成新市一街、新市路、新市二街、新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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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商业区以新疆街、新市街和苏福路为主。至2000年末，形成市镇“五纵六横”主次干道13

条，全长4959米；同时先后建造住宅楼、商住楼430套，建筑面积共60000余平方米，市镇人均

住房面积20．9平方米，市镇面积达0．53平方公里。高楼鳞次栉比，街道宽广平坦，问栽花卉

树木，夜景灯火辉煌，一派繁荣景象。农村面貌日新月异，楼房林立，道路成行。绿树成荫。

1988年．2000年全镇农村有4420户村民新建房屋1172900平方米，农民人均居住面积达47．6

平方米。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5925元，人均储蓄6343元。

交通邮电事业：2000年，全镇公路总长49．8公里(为1949年的3．92倍)，实现村村通汽

车，主要航道13．4公里。农村投递线路3条，邮路全程50公里，村村通邮。全镇拥有程控电

话交换机容量12848门，装机用户6500户，公用电话89台，开通全国和国际直拨，实现了“电话

镇”。

电力事业迅速发展，1967年实现村村通电，安装农用配电变压器16台，805千伏安，尔后

逐年增容，至2000年，全镇拥有配电变压器128台，24845千伏安。全镇在科技和广播电视、文

化事业等诸方面也相应得到进步和发展，成绩喜人。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制定“两区”规划，形成经济建设中心，在市镇两平方公里规划区内及

苏福路沿线地段建立面积为O．7平方公里的工业经济开发区，在镇区东南部的合丰、建丰、社

光、繁荣4个行政村规划0．8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区建设日趋完善，基础

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完备，环境优越，是投资者的理想天堂，将成为藏书镇经济发展新的

增长点。

“青山藏胜迹，古镇书新章”，深化改革，前程似锦。勤劳智慧的藏书人民，在镇党委、镇政

府的领导下，为实现经济建设新的蓝图，昂首阔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奋发图强，为建成一个

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繁荣富裕、人民幸福的现代化江南新型乡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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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周

春秋末，齐国人孙武因避战乱奔吴国，隐居西部山区(今穹窿山茅蓬坞)，著《孙子兵法>十

三篇，近6000字。

秦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 秦始皇南巡，上会稽，祭大禹，返回时过吴，路经白阳山(五

峰山)东，登临一云山。后其峰巅大石上刻有“秦台”二字，故名秦台山。

汉

惠帝五年(前190年)夏，大旱，太湖干涸。

元狩元年(前122年) 朱买臣由会稽太守擢升为主爵都尉，位歹lJ九卿。

元鼎二年(前115年) 朱买臣因张汤以廷尉治淮南狱排陷严助而怨汤，后遂告汤阴事，汤

自杀，武帝知汤冤死，亦诛买臣。

元始二年(公元2年)相传穹窿山三茅峰建穹窿道院。

三国

大焦山始开采花岗石；山南蠖村人，开始从事刻制砚瓦，所制砚名为蠖村砚，砚质甚佳，名

盛一时。

吴大帝赤乌六年(243年) 吴国丞相顾雍卒，卜葬琴台山(小王山)。

晋

东晋时，高僧支遁(道林)至天池山传经布道建寺，晋帝嘉其志，拨内帑10万缗开辟道场。

以行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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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梁天监二年(503年)创建穹窿山茅蓬福臻禅院。

梁代建穹窿山海云禅院(即宁邦寺)。

唐

始建北山湾小鹿山下承天寺。

天宝年间(742—755年)建东淡村静正庵。

长庆二年(822年) 大雨，太湖水溢，平地行舟。

宋

乾德二年(964年)建紫泉庙，新兴庙(万寿庵)。

熙宁八年(1075年)夏，大旱，太湖水退数里，湖底现出丘墓，街衢、井灶。田无稼，民大

饥。

绍兴年问(1131。1162年)文学家顾禧弃官隐居，在穹窿山下邳村(昆村)邳渎桥畔筑漫

庄而居。闭户读诵，博极坟典，所著书甚富。郡以遗逸荐，闭居五十年不出，名重乡里。

绍兴十二年(1142年) 韩世忠部将战还剃发隐居穹窿山海云禅院学禅，赐额“宁邦禅

院”。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l八月四日抗金名将韩世忠病故，十月葬于灵岩山西麓。

淳熙二年(1175年)建韩蕲王墓神道碑，宋孝宗题“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

淳熙初 穹窿山一夕闻风雨声，山半有大石，自东徙西，屹立如植，所过草犹偃。后有“穹

窿石移，状元来归”的奇事。
‘

兀

至正十七年至二十三年(1357。1363年) 建天池山石屋，刻石佛。寺内石屋称西天寺

(神佑殿)；寺外东西石屋称“兜率官”、“极乐园n 9分别以整块山岩刻造成弥勒尊佛和阿弥陀佛。

明

景泰五年(1454年),-F点J，大雪，历二旬不止，积雪深丈余，太湖诸港连底冻结，舟楫不

通，禽兽草木皆死；夏大水，田庐漂没殆半；至秋亢旱，高乡苗枯，大饥大疫。



6 藏书镇志

天顺四年(1460年) 里人顾宗善发起，解囊倡众鸠工聚财，重建藏书庙，并建东岳殿。

成化八年(1472年) 吴县知县雍泰修穹窿山蓄水堰闸。

嘉靖二年(1523年) 工部郎中林文沛令吴县开光福塘(木光河)、胥口塘，共长4946丈。

嘉靖九年(1530年)雅宜山人王宠以诸生入太学。

万历初(1573—1574年)建篁村高陂庙。

万历八年(1580年) 闰四月十六日至五月中，大雨连绵，昼夜倾倒。六月复大雨，皆成汪
洋，遍野行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宝塔金刚经》石刻立于天池山麓，系佛门弟子章藻为元别融禅

师刻。经石长192厘米，宽69厘米。后置光福司徒庙。

天启二年(1622年) 文震孟壬戌科殿试状元及第。震孟少时读书于天池山竺坞山房。弱

冠举于乡。

崇祯十三年(1640年) 僧宏彻在穹窿山苍坞里小灵山下购地建拈花禅院。

顺治七年(1650年) 法师施道渊(亮生)重兴穹窿山上真观，扩建殿宇360余间。

顺治十八年(1661年) 文学批评家金人瑞(圣叹)归葬五峰山博士坞。

康熙九年(1670年) 六月十二日大风雨，太湖水溢，平地水高五六尺，田禾尽淹，饥民载

道。

康熙二十年(1∞1年) 吴县知县王霖重修穹窿山麓堰闸池塘。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三月十七日，清圣祖玄烨第五次南巡临幸穹窿山上真观，赐“餐

霞挹翠”匾额。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上真观建长兴书院。

雍正十二年(1734年) 江苏巡抚高其倬委知县江之瀚大修穹窿山三堰五闸。开土2250

方，采石650余丈，土石工46000余工，发帑银2360余两。

乾隆十六年(1751年) 二月，恭逢清高宗第一次南巡，张宗苍以《吴中十六景》画册进献，

乾隆极为赞赏，当即在画册上题御诗多首，取入画院供奉。十八年授户部主事，启祥宫行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二月二十三日，清高宗弘历第二次南巡，首次登临穹窿山赏胜，

御题五言《望湖诗》一首，并为玉皇殿题联。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二月二十七日，清高宗第三次南巡，先至善人桥雷音庵，再次登

临穹窿山，在上真观题五言诗一首，并为上真观题联。嗣后于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第四

次至第六次南巡时皆临幸穹窿山上真观，分别题七言御诗一首。

道光十三年(1833年) 巡抚林则徐、郡绅潘曾沂、尤崧镇、徐僖等倡浚张家塘、香山港、枣

木泾、光福塘等河塘二十余里，四野感颂。并重修汤文正公祠。十六年，林则徐捐俸组织兴修

三堰五闸。乡民感恩德，立纪念碑，并在藏书庙内建林公祠。

是年，韩封重修韩蕲王墓。

道光十六年(1836年) 二月，吴县知县汤誉光以农民王坤等呈请，组织疏浚张家塘马潭

渠至蒋巷港口淤河，长630丈，挑土6384方，工价120文；香山港自捞桥至香山嘴700丈，挑土

3920方；香山港后面106丈，挑土290余方。前抚林则徐捐俸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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