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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区志》历时七载编纂，数易其稿，

今朝终得付梓，实乃令人欣慰之事。该志洋

洋洒洒二百七十余万字，详细记述了平江区

政治经济、科教文卫、乡土民情等各方面的

历史和现状，对于帮助人们认识平江、了解

平江、热爱平江、建设平江，大有裨益。

平江区地处苏州古城区东北隅，在二千

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苏州历史文

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江区境之内，水

陆交通便捷，园林名胜众多，商贸旅游繁荣，

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达士辈出。至当代，平

江区在苏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奋

力开拓，锐意创新，经济快速发展，建设日新

月异，社会安定有序，群众安居乐业，正朝着

建设现代和谐新平江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

进。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平江区志》的编

纂，是全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序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益当代、惠及子

孙的一件大事o《平江区志》本着实事求是

的精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

一，基本做到了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资料翔

实，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o

《平江区志》编纂成书，是各级领导关

心、重视，各部门、各单位配合、支持，有关专

家、老同志热心指导的结果，是全体修志人

员勤奋笔耕的结晶。值此志书编成之际，特

向所有为志书操劳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

和由衷的感谢!

中共苏州市平江区委员会书记

苏州市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

闭乏童
茗料

2006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事求是地记述平江区自然、社会、

人文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的主要内容，根据详今明古、今古并记原则，时间上限尽量追溯，下限至

1999年；少数资料破例延伸，人口统计资料延伸到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大事记延伸到2004年，街道居委会情况延伸至2000年。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1999年平江区区划范围。唐代以前以吴县东北半城为主；

唐以后以长洲县为主，吴县及清以后的元和县为辅。50、60年代，以当时平江区划为主，兼

载观前、北塔两区。

四、全志分卷、章、节、目、子目等。一般以节、目和子目为记述主体。

五、本志以图、述、记、表、志、传、录为表述形式，横分门类，按类记事。

六、本志行文依照国家公布的现行规范。对于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

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年份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后(除大事记以外)一

律用公元纪年。各朝代年月日以汉字表示，民国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年代前不标明

世纪者均为20世纪。行文中所写“今”、“现在”诸时间概念，均指1999年。

七、本志记述历史地名、机构名称、职称以及计量单位，一般按当时称谓，有些采取古今

对照。1949年5月1日至1955年3月1日的人民币币值，为旧版人民币币值，1955年3月

1日后均指新人民币币值。凡外币均注明币种。数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本志对于频繁出现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或新中国。对于频繁使用的词组，首次用详写，其后用略写。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或成立后，称建国前或建国后。苏州解放前后，则略写为解放前或解放后。

“解放”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苏州之日(1949年4月27日)。

九、本志使用“全区”、“辖区内”、“区内”诸概念，均指1999年前平江区域范围。

十、本志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排列先后以生年为序，英烈名录以卒年为序。

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荣誉称号一般按国家、部、省、市所授名单排列和记录。志内所列领导人

名录，原则上以正、副区级领导为主。凡1999年前区级领导干部任职事项，均述于有关章

节，2000年起记载于“大事记”中。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各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档案材料、古籍图书、报刊杂志以及访问材

料等，一般不注明出处。不常见的专用名词、特定和多种说法的事物，采用夹注或页末注释。

有些珍贵资料采用专记、附录形式著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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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区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部。东起苏州肉联厂、高频瓷厂、硫酸厂，沿娄门外大街、

东环路、东港新村外围墙，与苏州工业园区毗邻；西至永定寺弄、斑竹巷、埃河沿、河沿下

塘、河沿街河道、河东巷、钱万里桥，进十字洋河一线，与金阊区、郊区为界；南沿干将河与

沧浪区隔河相望；北抵312国道南侧小河，折南，苏虞公路两侧范围，再进312国道中心

线，与郊区、吴县市接壤。1999年，全区辖观前、东北街、北寺塔、娄门、皮市街、平江路6

个街道办事处112个居民委员会和1个官渎村村民委员会。总面积10．98平方公里。居

民65183户、180072人(包括外国人加入中国籍1人)，其中有满、蒙古、回、壮、朝鲜、畲、

布依、彝、苗、土家等lO多个少数民族，计511人。区政府设在临顿路216号(1999年后

改为176号)。

境内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地势平坦，交通畅达。北部沪宁铁路、沪宁高

速公路、312国道3条交通大动脉横贯东西，东至上海，西连南京。东面东环路，向北经常

熟，抵达长江之滨；南连十苏王公路，经嘉兴，直通杭州。城内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水港小桥

星罗棋布，民居鳞次栉比。古风新貌尽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999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

2．87亿元(不含部、省、市属单位)，财政收入8455万元。

平江区的前身为苏州市东区区公所及东区人民政府，1955年lO月1日改东区为平江

区。由此上溯980年，到宋开宝八年(975)，历史上始有“平江”之称，含宋“平定李煜江南

国”之意①。随后，宋代平江府、元代平江路建置名称因此而得。新中国成立后，平江区行政

区划名称亦因此命名。

平江辖区，历史悠久，古往今来，历三县，经三区。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吴王阖闾

授命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筑造姑苏大城。自此，位于城东北部之今平江区即已形成

城郭面貌，在古城水陆两Af-J中，区内建有平门、齐门、娄门、相门，各门均有通向城外的水陆

两路。苏州自秦初称吴县，吴县县廨设于区内保吉利桥处，至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移

置马医科。时割吴县地分置长洲县，其城内东西向范围为人民路以东，至外城河。长洲县治

设于今旧学前。今平江辖区主要属吴县和长洲县。清雍正二年(1724)，又在长洲县基础上

析元和县，城内元和县东西向范围为临顿路以东至外城河，今辖区内又包括元和县部分。民

国20年(1931)，苏州市划为3个城厢区。涉及今平江辖区的城厢第一区，区公所设于娄门

外大街，其中辖区内设有2乡19镇；城厢第二区中辖区内设有8镇。民国23年，城厢3个

区合为吴县第一区，区公所设在玄妙观中山堂，今平江辖区内设有6乡22镇。民国36年，

吴县设9个区，原吴县第一区中，涉及今平江辖区的有7镇。民国37年2月，苏州区调整为

①据《江苏地名溯源)载：“平江的得名有不同的说法，比较可信的是，苏州的城基与三江(松江、上江、下江)的水平

面持平，因名平江”。但据苏州市方志办林锡旦考证。乃“平定江南”之意。本志采用后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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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镇，平江辖区内涉及6镇。

1949年9月，苏州区划为东、南、西、北、中5个区，今平江辖区包括当时的东区及中、北

两区的部分。1955年10月，乎江区行政名称诞生。此后至1963年，现辖区范围内划有平

江、北塔和观前3个区。

平江辖区，文物昭著，古遗址遍布。全区共发掘清理古遗址8处，古墓34座。其中春秋

时期遗址及出土文物有平门城墙遗址中挖见的几何印纹陶片土垣，西北街出土的剑、钟、犁

等青铜器及陶罐，相门仓街出土的土鼎、缶、壶、盘、钟、剑等青铜器。汉唐以后，有平门城墙

中出土的汉唐遗物，人民路东吴丝织厂址内及接驾桥处出土的汉、唐、宋瓦罐、釉陶壶、五铢

钱、六朝红陶器，及察院场的地下古井、玄妙观三清殿前的五代古井。

平江辖区古街旧巷纵横，小桥流水相依，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掌故。干将路路段内

原有干将坊，因春秋时名匠干将及妻莫邪铸剑而闻名。临顿路因吴王统率军马，临时停

顿于临顿桥而著称。人民路原称卧龙街，其中蕴含着范仲淹舍己为公为民的情结。观前

街在明代因玄妙观内桃花盛开，而又有碎锦街之美称。皮市街因唐代诗人皮日休于此造

别墅而名“皮墅街”。大井巷原名大酒巷，不仅因唐代有富人酝美酒、延宾客而得名，而且

有明代书法家祝允明曾宿其旁而增辉。闾邱坊巷因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常到此访问友人

闾邱孝终，而与虎丘齐名。苏翁曾云：“苏州有两邱，不到虎丘，即到闾邱。”在区内各大

小坊巷中，记载着无数孝子贞女的德行，而大儒巷更因有了明代大儒王敬臣而名声大振。

在道道水流中，唐代齐门外筑元和塘，宋代娄江疏浚为至和塘，沟通内城河，与平门、相门

外城河均外连运河，使东北半城内外水系常流不腐，并通达常熟、昆山，留下一串古代水

脉，至今为后人享用。

平江辖区有众多的园林名胜古迹。其中有世界文化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市控制保护古建筑99处。在

全市现存的28处古典园林中，区内占有12处。在区内百余处大小园墅中，今苹花桥一带

“长洲苑”为吴王阖闾游憩的王家园第。三国时建于保吉利桥堍的笮家园，被公认为是苏

州最早的私家园林。东晋时潘儒巷中的辟疆园，更被许多名家所赏识，成为苏州最著名

的“第宅园林”，范成大誉之为“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在辖区内3处世界文化遗

产中，拙政园是全国四大名园之一，俞樾曾赞誉“名园拙政冠三吴”；狮子林享有“假山王

国”之誉，为乾隆皇帝所赞赏，并仿制于圆明园中长春园及承德避暑山庄；耦园为沈秉成

夫妇偕隐双栖之地，其中黄石假山为其代表。此外，曲园是典型的江南书斋庭院，园内珍

藏着俞樾当年著书木刻，书香流溢。怡园博采各家名园之长，汇融一体，精华纷呈。东

园、动物园傍依古城墙，为苏州最大的现代园林，园内林木葱郁，古城墙巍然逶迤。中国

古典园林首次出口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实样，即建于此。在众多的佛道寺庙

中，观前闹市中心建有全国著名道教建筑玄妙观，观内三清殿重檐复宇，其建筑艺术上的

“飞昂”法式，为国内仅存的宋式构建；吴中名刹北寺塔，八面九层，翼角晕飞，气势雄伟，

登临凭眺，古城景色尽收眼底，为姑苏城内突出标志。干将东路平江区实验学校内大成

殿，端庄宏伟，长洲、元和县学曾办于此。一

区内名人名宅共116处，充分展示了古代的建筑特色，其中较著名的有位于干将东路的

张凤翼故居文起堂，娄门内东北街的状元韩菱故宅，钮家巷深藏着状元潘世恩故居，潘儒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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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状元吴钟骏宅，白塔西路有吴廷琛状元故居，悬桥巷有状元洪钧故居。“平江历史保护

区”以平江路为轴心，内有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2处，市控制保护古建筑14处，古桥7

座，古牌坊2座，处处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充分体现了诸多历史文化内涵，集中反

映了苏州古城浓郁的水乡特色和鲜明古朴的地方建筑风格。

辖区内文博馆室居全市各区之首。其建筑解读了近现代官府富绅的阔绰和豪华，其

藏品引申出古城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系系列列的发展史。设在太平天国

忠王府旧址内的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珍异富华，古代艺术品数以万计。其建筑上保存

的495方苏式梁枋彩绘是极珍贵的文化遗产。戏曲博物馆坐落在全晋会馆，其中吹鼓

楼、古典戏台为苏城中绝无仅有。其他如民俗、园林、丝绸、钱币等博物馆，均各具特色，

引入入胜。

平江辖区是苏州商品经济较早发展的地区。早在吴国建都时，今乐桥周围便是古吴市

的中心，一直延续至宋代。据《宋平江城坊考》载，在此千余年间，区内形成的古坊市近30

处之多。特别是古市巷与装家桥巷之间的新罗巷内，经营有各种丝绢、绫缎等丝绸。至明中

叶，史称“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丝绸专职官署织染局即设今区内北

局，所织丝绸专供皇室享用。清乾隆年间，。东北半城，万户机声”。在号称“日出万绸，衣被

天下”的苏州丝绸行业中，辖区内的丝织业占着显赫的龙头地位。当时“机户出资，机工出

力”，每天早晨常有机工在临顿路花桥、濂溪坊白蚬桥、皮市街广化寺桥、狮子桥等处待业主

雇用，所谓“晓星茫茫，夜灯煌煌，人在睡乡，万机齐张”，即反映了当时丝织业的繁忙景象。

清同治、光绪年间，手工业丝织业达到全盛时期，被称为“产业之冠”，并推动了刺绣、戏衣服

装、制扇等业的发展。

太平天国后，苏州商业中心由阊门一带移向城内观前一带。民国16年(1927)观前

地区有商店120余家，至民国21年发展到256家。其中有松鹤楼、采芝斋、稻香村、叶受

和、黄天源、陆稿荐、乾泰祥等百年老店。民国23年9月，国货商场(即今人民商场)大楼

崛起，更使区内商业在苏州古城首届一指，众“买”所归。与此同时，作为全市商业中心的

观前街一带，已成为全市金融中心，民国初至20年代末，有10家银行驻足观前，民国19

年观前街拓宽后，银行金融业新增14家。之后，全区发展到37家，仍主要集中在观前地

区。

解放后，工业中丝绸行业依然发展迅速。由解放前数十家小型丝织厂、坊合并而成的

苏州“四大绸厂”振亚、东吴、新苏、光明都在辖区内，在全市丝织行业中独占鳌头。除丝

绸外，区内纺织、轻工、工艺美术、机械、电子、食品、医药、建材、冶金等行业也具备相当规

模，不少产品获得部、省、市优质产品奖。据可查资料，工业和其他行业由国家科委颁发

和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产品20项，省级科技奖47项，市级264项，产品及项目涉及丝

绸等16个行业和领域，产品远销海内外。在商业方面，辖区内观前街、小公园、太监弄、

人民路察院场等地段成为全市最繁华的商业闹市区。有“美食街”之称的太监弄及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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