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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梅李镇是江南著名的文化古镇，素有撰写方志的优良传统。早在乾隆年间，

就有潘镐、方熊、黄炳宸、方钺编撰的《梅李文献小志》、《梅林小志》、《梅林文献小

志》、《新修梅林小志》等乡里小志。道光、光绪年间，又有蔡名垣、黄宗城、黄冈等

人编修《梅李志》、《梅林补志》、《新续梅林小志》等志书。其中，黄炳宸、黄宗城及

黄冈撰写的《梅李文献小志》、《梅李补志》、《新续梅林小志》三书，因重修《常昭合

志》需要，曾于1932年由徐兆玮重行恭楷手抄，保存得最为完整，现仍藏于市图书

馆。新中国建立后，在镇党委、政府的重视下，1962年，闻宝亨、陈子清等编写了

《梅李历资小集》一册．1992～1995年，董匡一等人编撰’成《梅李镇志》并正式出

版。为了存史资政，以史育人，编纂者广搜博采，精心编纂，使之成帙。这些乡里

志乘，记述了梅李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人事风俗，为这次《梅李镇志》的编写提供

了丰厚珍贵的历史资料。

梅李地处形成于6000年前的江南高沙平原的中部，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有

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就有孝子黄香、丁兰、孟宗

闻名于世。唐宋期间，梅李渐渐成为集镇。自元代始，随着棉花种植的引入，梅李

因其水陆交通便利，渐渐成为常熟棉布的集散地，并由此成为常熟东部之大镇，有

“东乡十八镇，梅李第一镇"之称。新中国建立后，梅李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梅李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开拓

进取，奋勇向前，以自己独特的区域优势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兴办工业，发展第

三产业，推进各项事业建设，在各个领域里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天，梅李镇经

过与赵市、珍门两镇的合并，又迈开了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她正以工厂林立、商贸

发达、公路密布、高楼成群的新姿出现在常熟东乡。为了对梅李的历史发展，尤其

是对20世纪80年代来的改革、建设成果作一番全面的记述，镇委、镇政府决定编

纂新的《梅李镇志》。全体编撰成员认真查阅档案、调查采访．，广征资料，考核史

实、精心编写，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新志终于成书付梓。．

新的《梅李镇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如实地记述

了梅李的历史沿草、自然地理、三业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事业、文物古迹、民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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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记述了全镇的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改革、建

设的全过程。是志既反映了先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当

代干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开创未来的豪迈情怀，更反映了新时期梅

李所发生的惊人变化。《梅李镇志》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乡土文化书籍，它必将为人

们尤其是那些关心和想了解梅李的人们提供翔实的资料，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

设家乡的热情!我们要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中，广开思路，

锐意创新，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把梅李建设得更新更美更好，以新的业绩，再谱

新的历史篇章!

中共梅李镇委员会书记：邓国华

梅李镇人民政府镇长：丁 琪



凡 例

一、本志采取横排门类、纵记史实、纵横结合的写作方法。全志分概述、大事

记、专志三个部分。概述综述镇情，统览全貌；大事记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记述全镇大事、要事；专志设篇、章、节、目，按事类纵横记述史实，共有20编80

章294节。

二、本志立足当代，通贯古今，上限不封顶，下限迄于1999年6月。各编对事

类的记述，尽量向上追溯，全志总体上详今略古，但各编均从实际出发，并不强求

一致，亦不拘于详今略古而忽略对历史的追溯和发掘。

三、本志文体为语体文，采用编、章、节、目结构，体裁有记、志、传、阁、表、录

等，以志为主，辅以图表。

四、本志资料采自历史文献、档案、碑记和当事者及知情人口碑、笔记等，为节

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统计数据，以市统计局统计

数据及历年年报、部门报表为准。

五、历史纪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第七编《政治军

事》为便于叙述，民国时期亦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公历纪年，年月日用

阿拉伯数字记写。

六、本志行文按《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的规定办理。有些名称在各编多次

出现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余用简称。

七、本志人物编所载人物，以本籍为主。长期定居梅李并有重要业绩的人，也

予以收录。革命烈士另立一章，以传、录分记。为体现现代特征，对本籍的地师级

以上干部、高级职称人员、先进模范、旅居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及出国留学生均

列以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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