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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序

于福南

经过史志工作者数年辛勤笔耕，第一部通合古今的《吴县大事

记》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吴县志乘园地开出的又一朵新葩，我’

表示祝贺l

<吴县大事记》纵贯吴县(吴地)万余年历史，横联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建制、区划、祥异、灾变，金石、方伎i山川、胜迹等各个

方面，全书收录条目5000余，形成文字40多万，大致勾勒了吴县

自然、社会发展的历史画面．编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运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例，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力求大事不漏，要事不丢，新事不放，小事不录，做到

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详略兼宜。它既是编纂《吴县志》的“副产品”，’

又是《吴县志》必要的补充，辅助材料，这对于了解、研究吴县历史

的梗概脉络、大形金势，必将发挥提纲挈领、总摄全貌的作用。它的

出版发行，凝结了史志、档案工作者的心血。在此，谨向参与编写

《吴县大事记》的同志致以谢意l

回顾吴县的历程，内容十分丰富，道路极不平坦．春秋战国时

期的吴越争霸，源远流长的吴地文化和英才辈出的俊士才人，明清

发轫的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吴县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以及建国后全县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辉煌业绩，都在中国史册上留下了篇章，是值

得为之自豪的．

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要用历史

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江泽民同志也要求我们对青年进行国情教

育、近代史教育、民族气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吴县大事记》的出



L

版面世无疑是向全县人民进行这些教育提供的又一份乡土教材。

回顾历史，正是为了弘扬先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并使之发

扬光大，再创辉煌，把全县两个文明建设推向新的高潮l、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一、‘吴县大事记》始于旧石器时代，截止1993年．根据详今略
’

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40余年，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吴县取得的巨大成就。建国后为了避免与《中国共产

党吴县历史纪略挝多重复交叉，有关县委活动适当从简。
二、‘吴县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办法。大

事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同一内容相互连贯的大事，则采用每事自

为起迄，不受年月所限，以免首尾割裂；同日发生的几件大事，首条

+记明日期，其余则写“是日一．年、月类推；凡有年而无确切月份的，

则记。春一、。夏”、“秋”、“冬”，分别置于3月、6月、9月、12月之后．

凡有月而无确切日期的，则记“上旬”、。中旬”、。下旬”，置于旬末，

清代以前月、日为阴历，用汉字书写．民国以后月、日为阳历，用阿

拉伯字书写． ， 。

‘

’

三、《吴县大事记》以记载今县境内的大事为主，历史上所属辖

区内的大事也作记述，以保持连续性和完整性。如涉及长溯县、元

和县、震泽县、太湖行政区等，则直冠其名．

四、《吴县大事记》记述全县范围内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教育、科技、外事、建制、灾变等方面的重要事件和活动，所列‘

大事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馆、图

书馆的有关档案和地方报刊． ，

‘’

， 五、‘吴县大事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引用的数字 。

’未加改变，以保持资料真实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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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商、周

-，-’一 ，o 一‘

7

(旧石器时代晚期)
’。· 一_ ’-’ ’ ’

■’

人类大量制作石制刮削器、尖状器、砍砸

， ，．，|约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
，

'
， 一●

．

．

‘

·

；

一
‘ ‘

I ?。今吴县唯亭草鞋山一带原始居民进行稻谷种植、纺织物生产
等农作活动．，．．．’ ．：

·．|；。 ㈡ ’．

．· ‘．
．J ，“ ．．，o F’；一～。， 一 ，，～：r

． 约公亮前12世纪，古公宣父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让王位奔
江南，建立勾吴，为吴之始称。，：： ～_一：：“’ 一-．·t．．．

+

；，． t．简王元年，吴王寿梦元年(前585)．寿梦称王，于今苏州平门
‘

．。西北二里筑城，营建宫室。 ．

，。 ∥
、

5灵王二年，吴王寿梦十六年(前570)楚共王伐吴。J．|．。·
， ?，灵王十二年，吴王诸樊元年(前560)寿梦卒，长子诸樊继
，位。 ·

，

一

，。7

、 ／’是年吴国都城由无锡梅里南錾手吴·，、7√。
·一，

j||j i卜j。_、 。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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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简王元年，吴王寿梦元年(前585)．寿梦称王，于今苏州平门
‘

．。西北二里筑城，营建宫室。 ．

，。 ∥
、

5灵王二年，吴王寿梦十六年(前570)楚共王伐吴。J．|．。·
， ?，灵王十二年，吴王诸樊元年(前560)寿梦卒，长子诸樊继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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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吴国都城由无锡梅里南錾手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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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i卜j。_、 。一?



2

灵王二十五年，吴王诸樊十四年(前547)诸樊伐楚，被箭射

杀。弟余祭继位。．i；!．： 4、：。；．譬．．，?。．‘毒 i：、

景王元年，吴主余祭四年(前544)吴使季札出使中原诸国。

景王十九年，吴王余味五年(前526)余昧卒，子王僚立。

． ‘景王二十年，吴王僚二年(前525)公子光伐楚，败而失乘

舟。光惧，袭楚，复得乘舟而还。 r_≯·11，；一

景王二十三年，吴王僚五年(前522)伍子胥自楚奔吴，公子
。

。 ’光待以客礼：t：!。，；。_’．一。。’‘t’ ‘|，j乞二!々．’r、．：l· ．

。敬王六年，吴王阖闯元年(前514)‘公子光派壮士专诸刺死 ．．

僚，自立为王，是为阖间。
、4

。。
一

：． 7-。?是年吴王命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重建都城：．城周 、 、

． 围四十七里，陆门八，水门八． 一1．，“一一：；1。。
“

． 敬王八年，吴王阖闾三年(前512)伍子胥荐孙武于阖闾，问 ，|

，以兵法，大悦。孙武操练宫女，命阉间宠姬二人为队长，各率一队．

宠姬视操练为儿戏，孙武按军法斩之。 ·

’．．

．

’： 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九年(前506)孙武率吴军联合唐、蔡- ．

， 之师伐楚，五战皆捷，克楚都郢。+ 。～r 。r，’
4：“。”～

，‘。，

敬王十五年，吴王阖闾十年(前505)春，越闻吴王在郢，国 ，．

空，乃伐吴；秦发师救楚，败吴军；阖间弟夫概引兵归，自立为吴王} ．

一阖闯率军归，击夫概，夫概奔楚j．j：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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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国东夷入侵逼吴境，阖间亲征，夷人逃窜入海。夷人于
。

’一吴境驻兵处，名以夷亭(今唯亭)。 ， ．．

． ’：敬王二+四年，吴王阖阎十九年(前496)：夏，吴王阖闯起兵

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于携李(今浙江嘉兴y，阖闾负伤，死于还军途
’

中。其子夫差继位。 ：’’。 t。‘：～·， 4
j
t．

． 阖闾年间吴工匠干将、莫邪于匠门(今相i'-J)设炉铸剑，剑锋

利无比．一 。 !

敬王=十六年，吴王夫差二年(前494)。吴出兵伐越，于夫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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