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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雷

遵照上级指示和市委，市府决定，我们自1982年4月底至11月底，历经7个月，在地名

普查成果资料基础上，编纂了《浙江省湖州市地名志》。
J，

地名，是地球上各种地理实体(乡村、城镇，街道、人工建筑，山、河、潮等等)的一

种语言文字代号，借以认识和区别各个地理实体的方位，形状和特征。在现代，地名己直接

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

民的日常生活。因此，经常性地加强地名管理，认真做好地名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编纂出版《地名志》，就是用地名典籍的形式提供准确详备的地名资料，这是建国以来

第一次，它既是“四化，，建设和社会的广泛需要，又是地名研究、学术交流和编写地方志的

重要资料。它在记载地名这个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将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对实施地

名管理，搜集、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和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都具有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
，

《湖州市地名志》是一部反映本市地名现状和历史的典籍，其内容范围，在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前提下，根据本市“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山河之利，文物之邦黟的特色，综合

反映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等方面的各类地名和它的由来、演变、含

义、更替、地理位置、行政归属、标准书写形式，准确读音以及记述与这条地名所代表的政

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等有关的主要内容。

本志是按照上级以文为主，文图并茂，志录兼收的规定要求编排的。在编写中，我们注

意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事实，废空论，使内容资料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达到

一个新的高度。力求内容准确，文字精练。

《湖州市地名志》共收录文108篇，图54幅，标准地名7301条，照片63幅。还有地名命

名更名的文件。并请湖籍书法家书写唐、宋、元、明、清名人咏湖州与地名有关的诗词15髂。16

开本，直式横排，分平装、精装两种。本志的出版，不仅能使我市人民群众比较准确地掌握

和运用现行标准地名，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市的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历史风貌，分

析和探索我市地名的形成规律，使地名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为加强地名管理和正确使用《湖州市地名志>，兹将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凡列入本志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部门．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均应以此

为准。今后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时，必须按照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方能生效。

二、本志所列标准地名，均据1981年地名普查时各社、镇上报之《地名普查成果表》为

准，并经省、地地名委员会验收核定。

三、’本志在编排上，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以公社、镇，街道为单位进行编排(公社先

排驻地及所在大队)。其它地名，按同类集中编排。

四、为使读者了解各重要的自然村的名称来历含义，均作了简要的说明。

五、本志所录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

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六，本志使用的各种统计数字，均以市统计局1980年12月底的统计数字为准(生产队是

1981年的统计数字，人口是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常住数字，全市登记数字比常住数字多8054

人)’。

七、凡编入本志的文、图、录资料，均经过各社、镇有关部门和单位校正核实，以示

负责。

八、本志所引用的地名史料，主要有《嘉泰吴兴备志》、《万历湖州府志》、清同治版

《湖州府志》、清光绪版《乌程县志》、《归安县志》及《浙江通志》等等。

九、本志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线均按现图绘制，未经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十，本志系属保密资料，务请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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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概况 。

湖州市地处浙北边缘，东界江苏吴江，南连桐乡、德清，西接安吉、长

兴，北滨太湖。位于北纬jO。，7’一一，O。57’，东经7 79。57’一一72D。29’。

总面积1522平方公里。共有945616人(常住937562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少

数为满、蒙、藏、回、畲、苗等族。辖湖州6个街道，5个镇，45个公社(城

镇有99个居委会，农村有741个大队，7010个生产队，24个自然镇，4650个自

然村)。气侯温暖、雨量充沛，河港纵横，漾荡密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山河之利、文化之邦”之称。水陆交通便利，战

‘略地位重要。湖州是地、市党政机关所在地，南距省会杭州70公里。

一，历史 沿革
‘

湖州历史悠久，远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聚居，从事渔

猎、农业、畜牧、蚕桑等生产活动，从钱山漾和邱城等遗址中，发掘出的稻

谷、石器、陶器、丝麻织物和建筑遗迹，就可证明。相传夏禹治理洪水，划分

天下为九州，辖域隶属扬州。商末泰伯率众奔延陵，其后，周武王封其五世孙

周章于吴，辖域是古三吴之一的西吴。春秋时期属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

践灭吴，并入越地。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辖地属楚，楚以

此地为春申君黄歇之封邑，始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故名(遗址在湖州南郊金

盖山南麓)。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设会稽郡。同年，改菰城县

为乌程县，以乌巾、程林二氏善酿得名，属会稽郡。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定会稽，封其从兄刘贾为荆王，县属荆国。高

祖十一年荆灭，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封兄子濞为吴王，会稽郡属吴国。景帝

四年(公元前153年)徒汝南王非为江都王，属江都国。武帝元狩(公元前122

1



年一一前7 77年)初为会稽，丹阳二郡地。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分

会稽郡为吴郡与会稽郡(治山阴)，乌程属吴郡。灵帝中平(公元184年m189

年)孙坚封鸟程侯。三国永安元年(公元259年)孙皓任乌程侯。吴宝鼎元年

(公元266年)孙皓当了吴末帝，并余杭、乌程等九县，改吴郡为吴兴郡。吴

兴之名始于此，谓皓能嗣吴统，于乌程设郡治。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

年)分乌程县东乡置东迁县，县治在今旧馆自然镇。南朝宋元徽四年(公元476

年)东迁更名东安，次年仍复为东迁，齐因之。梁制改郡为州，因地滨震泽

(即太湖)南岸，故改置震州。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废震州，复名吴兴郡，陈

因之。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废吴兴郡；东迁县并入乌程县，属

苏州。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置湖州，因地滨太湖而得名，湖州之名由此

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将乌程隶苏州。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复置湖州仅领鸟程一县。武德四年(621年)李孝恭筑城，周二十四里。玄
C

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57年)分天下为15道，湖州属江南东道。天宝二年(公

元745年)改湖州为吴兴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改湖州。唐昭宗乾

宁三年(公元896年)升湖州忠国军。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吴越

王改忠国军为宣德军，仍为湖州治。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王钱

氏纳土来归湖州。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析乌程县东南75乡置归安县，以

“吴越钱氏初纳土故以归安"名之。景祜元年(1054年)改宣德军名昭庆军。

理宗宝庆二年(7226年)改湖州为安吉州，属浙西路。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

1127年)金人南侵，湖州为抗金前沿要地。元称湖州路。元至正丙申(1556

年)张士诚据湖州四县地(鸟程，归安在内)改称吴兴郡。次年其部将潘原明

改小城围，加固城垣，浚深城壕，即近代旧城原址。丙午(1566年)朱元璋部

将常遇春攻克湖州，丁未执张士诚。明洪武二年(1569年)废路设府，称湖州

府，辖七县，设府治于湖州，清因之。

太平天国革命时，湖州是战略要地。1860年，月李秀成进兵浙江，围攻湖

州一年多，1862年夏历五月初三攻占湖州，封守将黄文金为堵王，在观风巷设

堵王府，继续抗清。至1-864年秋叛将蔡元隆投敌，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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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光绪，2年)，鉴湖女侠秋瑾来执教于南浔浔溪女校，蔡元培任浔

溪书院山长，章太炎曾来湖州讲学，均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有助于后来的

辛亥革命和湖州的光复。

1911年，武昌起义后，1 7月5日晚，设在西门鸟程县城隍庙的“尚武公学”

学生军数十人在该校教师率领下，占领清知府衙门，次日宣告湖州光复，成立

湖州临时军政分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湖州府，乌程、归安二县合并为吴兴县。

“五四”运动时，湖州青年学生受新思潮的启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

极响应全国兴起的学生运动，举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

马列主义开始在湖传播。

1925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我湖城乡响应，兴起了反帝、

反军阀、反封建的高潮。在国共合作下，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东

路军于1926年冬到达湖州，接管了军阀政权。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镇压共产党

人，实行一党专政。并于1934年在全国推行所谓“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

例”，加强保甲制度，并在湖州设立浙江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辖湖属六县

(吴兴、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国民党吴兴县党部，吴兴县政府

均设在湖州。

193Z年，上海爆发“八·一三刀抗日战争，国民党消极抗日，致全线崩

溃，湖州于1 7月下旬沦陷，给湖州造成莫大的损失，人民受到惨无人道的杀

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为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为收复

国土，活动于湖地周围，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就在湖』·I'I地区开展。1927年2月上旬，北

伐军东路先遣军李明扬部进驻南浔，该部政治部主任著名共产党人王尔琢同志

抵浔，领导南浔人民开展了反土豪劣绅的斗争，4月7D日随军撤离。蒋介石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张静江抵家乡南浔部署清党活动，随之，

南浔、湖州分别于4月7，日、14日发生清党活动。同年6月，中共吴兴县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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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9、I'1成立，县委设在湖州第一初级小学内(今人民广场东侧)。党先后在南

浔、菱湖、长超、袁家汇、升山、前村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开展反对封建势

力，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开展打倒列强，反对军阀的斗争。1927年底在潞

村(今属常路公社)建立了吴兴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了减租减息，抗捐抗

税的斗争。1928年6、7月间，中共湖州中心县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1929年

T2月上旬遭到破坏。1930年7、8月问，中共吴兴县中心县委在湖州月河小学

成立。同年9月7日又遭破坏，党的活动继续进行。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元旦，成立了我县浙西地区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

群众武装一一吴兴县抗日自卫大队，共200多人，活动在吴兴、长兴、安吉三县交

界地区。1938年7月，群众地方武装长超部队成立。1939年初，省战时政治工

作大队第二队驻双林镇，先后成立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等救国会和少年儿童团

等抗日救亡组织，建立政工特别支部。1939年夏建立了吴兴县工委，是年底重

建了中共吴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下半年，菱湖，

双林、织里、湖州都相继建立了党的区委，练市成立了工委。1940年，塘北区

(织里区)成立了一支由中共浙西特委和吴兴县委双重领导的抗日反汪军，是

年秋遭破坏。1942年底，1943年初，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奉令撤到苏南太(湖)、

漏(湖)地区，吴兴地下党归属中共太漏特委所派出的浙西特派员领导。

1945年春节刚过，新四军主力部队陆续解放了埭溪、妙西．．菱湖、双林等

地o 4月，成立了中共吴兴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及县府警卫营，县府设在吴

(兴)长(兴)两县交界的周坞山区。当吴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区、乡政权

也相继建立。盘踞在湖的汪伪军，4师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继续鱼肉人民。九

月初，我新四军挥戈东向，解放双林，痛歼伪，4师余部。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庆胜利，但国民

党旋即发动内战，我县、区干部及警卫营奉令北撤。
’

解放战争时期，湖州，埭溪、南浔、轧村、南皋桥的五羊湾都有党的地下
■

基层组织，领导人民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迎接解放。?

1949年4月27日凌晨湖州解放，曾建军管会，建制湖州市，设中共湖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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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与市人民政府，四郊乡、镇建制吴兴县，设中共吴兴县委与县人民政府。市级

机关驻湖州城内，县级机关驻菱湖镇。县、市均属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专员公

署。

1950年，县，市合并为吴兴县。1951年，县、市又分治。1958年2月，县、

市合署办公，由县统一领导。196J年，撤市为湖州镇，属县领导。同年，南路

公社划出归德清县。1979年9月，国务院决定恢复湖州市。1981年1月，国务

院批准撤销吴兴县，并入湖州市。 堍

‘

二，自然环境 、

地理：我市地处杭、嘉、湖平原，整个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微微倾斜，东西

长6D公里，南北宽歹D公里。其中山区452平方公里，占29·7％，平原920平方公

里，占6D·45％，水面150平方公里，占9·85％。地貌结构为“三山一水六分

田”o地形以湖州为中心点，纵贯南北，形成东西两部。

西部为丘陵地带，浙江名山天目山支脉从安吉与德清东部向我市延伸，峰

峦起伏，丘陵绵亘，组成境内山区主体。弁山周120里，平均海拔一，二百米

之间，弁山主峰屏障于西北。从北向南有小梅山，云峰顶，仁皇山，道场山，

金盖山，梅峰山等数十座山峦。其中坐落在乔溪公社之西湖顶者为全市最高

峰，海拔达650·7米。北部山岭多石灰岩，奇特的天然溶洞：黄龙洞、黄龙宫．．

沈家洞等均集中于此。 ·

东部除几座在百米内的孤立小山外，均是水网平原，地势较低，平均海拔

三、四米之间，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境内有2，条主要河流，有，4

条通往太湖之大小淡港，有124个漾与无数小荡。河港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

元黄沿钱山有诗“吴兴水为州，诸山若浮萍"，江南水乡泽国，跃然纸上。

气候；我市处于中低纬度，受太平洋季风影响，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全年四季分明，无霜期在240天左右，终年活动积温在5000。C以上，有利于

农作物生长。

东北部是坦荡之长江下游平原与浩瀚之太湖，无山丘阻隔，冬季北方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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