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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根据吴县市市政府统一部署，蠡口

镇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启动。由副镇长沈彩珍具体

负责，通过宣传发动、组建领导班子、聘请编志成员、

安排编志场所等前期工作，是年3月开始编写《蠡

口镇志》。至2002年2月，蠡口镇与陆慕(墓)镇合

并为元和镇，《蠡口镇志》的编写工作一度停顿。

2003年9月，根据相城区区政府的部署，《蠡口镇

志》恢复编写。

在2000年至2005年的5年时间里，通过原蠡

口镇各市镇单位、各行政村的支持和协助，部分原在

蠡口工作、现已离退休老干部的热情关心，苏州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城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吴县市(昊中区)档案馆、吴县市(吴中区)文管会等

部门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全体编志成员的共同努

力下，几经易稿，多次修改，《蠡口镇志》终于定稿付

印了，这是蠡口镇文化建设的一项硕果。

蠡口镇不大，但历史悠久。它像苏州古城一样

积淀着深厚的吴文化。历史上的蠡口，曾经是“孤

村水竹野人居”的荒芜之地。蠡口地区的先民曾在

湖湾港汊间觅生，曾在封建桎梏下挣扎，也遭受过外

敌入侵的战火，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

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新中国建立后的50余年间，

蠢口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蠡口全体百姓

的光荣和幸福。从《蠡口镇志》中，我们可以深切地

感受到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蠡口镇志》是蠡口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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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高度

统一，反映历史真实，勾勒时代特征，凸显地方特色。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概要记述清末民国及其以前的历

史沿革和有关情况，着重记述解放以来本镇的发展和变化。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2001年底蠡口镇的区划建置范围。

四、本志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截至2001年12月底。

五、本志按章、节、条目、子目四个层次排列，以文字为主，辅以表格、图片，

数字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文体为记述体，传说、杂记部分有少量描述。

七、本志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党派、政府、官职等，均沿用当时称呼。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之后的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

志中所称“解放后”，指1949年4月27日后。

八、本志采用的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公制，历史上出现的计量单位，照当时

计量纪录。按惯例，农业产量用“亩产”为计量基准，耕地用“亩”为计量单位。

九、本志记述货币，解放前按史料记述，解放后至1955年3月1日前人民

币的记述统一换成新币。

十、本志《人物》章所载人物，以籍贯在本镇者为主，对已故名人采用传略

式，其余人物用简介或名录式。

十一、为节省文字及行文通畅，适当采用一些简称，首次用全称，括注简称，

后用简称，如“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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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蠡口镇志

蠡口，古镇也。据传，范蠡偕西施于此隐迹，后由此入五湖，故得此名。

古之蠡El，近于荒僻，明郭谏臣有诗写蠡口日：“数里烟帆渔父棹，孤村水竹

野人居。”足见当初蠡口实乃烟水茫茫，少有人家。

北宋元丰年问(1078--1085)，县下设“都保”，其时蠡口属长洲县依仁乡都。

至清代，蠡口设镇，据《大清一统舆地新志》载，蠡15为长洲县三镇之一。

今之蠡口，属苏州市相城区管辖，位于苏州城北6公里处，205省道穿镇而

过，北与黄埭、渭塘接壤，东连太平，南接陆慕[1)，西与黄桥、黄埭为邻。全镇属

平原水网地区，东南略高，西北略低。全镇总面积33．47平方公里，1999年统计

耕地面积24820亩。根据2000年11月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镇总人口

为31653人。全镇辖有24个行政村、239个村民小组，有2个集镇，建有2个居

民委员会。

蠡口镇历史悠久，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乡村建设、百姓生活

长期停滞不前。蠡口的经济历来以农为本，以种植业为主，辅以水产养殖，耕地

一年两熟，稻麦交替。解放前，封建土地制度束缚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工具和耕

作技术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其低下，农作物的产量、农民的收入都处于

相对较低水平。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实现了农

业集体化生产，依靠政府的领导、集体的力量，兴修农田水利，加强植保工作，更

新农用机械，改良作物品种，改进栽培技术，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作物的产量逐

年稳步上升，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自1983年起，农业生产全面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使农业劳动力向多元化方

向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农民的收入有了长足的增加。据

1998年年报统计，全镇19480亩水稻，单产602公斤，完成总产16601吨，粮食入

库308．5万公斤。

新中国成立之前，蠡口的工业可以说是一张白纸。1941年，汪伪政府对江

苏省各县经济进行调查，吴县五个特区属被查之列。当时，蠡口系“并无工业”

的乡镇之一。那时，在民间存在的是一些个体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主要行业是

织机和缂丝，此外便是砖瓦业生产。相对而言，蠡15的织机业、缂丝业是传统产

业，特别是缂丝行业，一度曾相当发达，出过沈金水这样的缂丝工艺大师，闻名13

本国，但那时也仅仅是家庭手工业，没能形成相当的规模。解放以后，随着各行

(1]1992年前为陆墓，自1993年起改为陆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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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的繁荣发展，蠡121的工业也开始萌芽、生长o 1954年，开始建手工业生产合

作社、蠡12丝织厂等。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公社新建了不少工厂，如

轮窑厂、机械厂、造船厂、水泥制品厂、沙发厂等。1972年，社队办工业开始新的

起步。蠡口姚祥村办起了地毯厂，产品销往日本、西德、美国。1975年，吴县无

线电元件一厂投入生产，为后来的“上声”公司打下了基础。1979年，灵前村建

成年产500吨硫酸铝厂，同年乡办化纤棉麻纺织厂投入生产。1990年，蠡口有

乡、村两级企业108家，当年总产值23445万元。蠡口化纤棉麻纺织厂、蠡口化

工厂、蠡口金属家具厂等成为吴县为数不多的工业产值超1000万元的龙头企

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村队办企业向外向型

发展，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一方面，乡村企业实行转

制承包；另一方面，大力鼓励民营、私营企业发展。到1998年底，已有97％的镇

村企业完成了改制，改制企业总资产达2．86亿元。各类工业企业努力开发新产

品，强化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在整个镇村企业改革、发展的同时，开放型经济保

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1998年，三资企业直接出口创汇达1220万美元。

蠡口镇的商业经济，清末民初以来逐步发展。日伪时期，由于苏常公路的构

筑，蠡口成为水陆交通十分便捷之地，商业也因此而加快发展。蠡口地区有胡巷

镇和蠡口镇两个商业集中点。蠡12镇分为南北两横头，即南街与北街。这南北

两个商业中心，商铺鳞次栉比。早、中两市，人丁十分兴旺，街上开有酒店、米行、

杂货店、茶馆店、面店、布店、药店，街El还有大饼摊、鱼桶摊。在众多店铺中，像

“南天成”、“北天成”、“同泰顺”等，20世纪初就有名气。蠡口北部的胡巷镇上

同样开有各类店铺，早、中两市，一度曾比蠡口镇还要兴旺。解放以后，在党的方

针政策指引下，蠡H的商业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供销合

作社和国营商业、集体商业成为商业经济的主体，原来的私营商户，有的实行公

私合营，有的组成了合作商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商业部门在计划经济指

导下组织商品购销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商业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90年代，流通渠道全面开放，个体和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商业经济在相

互竞争中更加兴旺。蠡口镇的家具行业就在此时异军突起，它的生产和销售活

动覆盖了蠡口全镇，经过多年开拓和发展，蠡口国际家具城成了“全国第二、华

东第一”的家具市场，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配套行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到2001

年年底，蠡口登记的经商业者达1600余户。

蠡口的各项社会事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在教育方面，解放前，胡巷和蠡口镇上各有一所小学，学生不足百人。至今

已形成幼教、普教、成教三教并进的格局。全镇建有苏州市一流的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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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口中学被评为首批江苏省示范初级中学，蠡口成教中心校历年获吴县市先进

成教中心称号。全镇学前教育普及率达100％，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100％，

教育设施不断更新，师资质量全面提高，教育手段向多样化、现代化发展，中小学

均建有电脑室，蠡口中学还建有卫星接收系统。1985年后，镇政府每年投入教

育的经费均在百万元以上。

解放前，蠡口镇有中医妇科、内科、小儿科、外科和西医内科、产科、牙医等个

体诊所。1951年，蠡口镇成立联合诊所；1957年，建立蠡口乡医院；1958年，改

编为蠡口联合医院；1966年，建立蠡口地区人民医院。全镇的医疗卫生水平不

断提高，特别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培养了“赤脚医生”，对保证农民的健

康、卫生，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起了积极作用。普遍开展疾病预防工作，常

见病、多发病得到及时治疗。针对蠡VI地区血吸虫病患害较为严重的状况，解放

军“八一”医院的医疗小分队深入各村、社，全面开展巡回医疗和预防、宣传工

作，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提高了老百姓的卫生健康水平。如今，蠡口地区医院

在医疗设备、基础设施、医疗手段等各个方面均有更大的发展和提高；各村合作

医疗站(亦称卫生室)形成了点面结合的医疗网络，有效地保障着全镇人民的身

体健康，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蠡口镇的文化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都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所建的蠡口影剧院是当时吴县市规模和功能一流的影

剧院；蠡口镇农民篮球队、农民体育队多次参加比赛并获奖，每年元旦、春节均要

组织民间文艺活动。镇政府开办了敬老院，各村创办了老年活动室，各村联合建

造了安息堂。镇区建造了中心水厂和两个小水厂，村民百姓都用上了自来水。

村村都通了有线电视，镇上还开设了歌舞厅、健身房、桌球房、棋类活动室等娱乐

活动场所。

随着经济的繁荣，蠡口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加强。自1992年开始，重

新规划了新区，通路、通电、通水，荚蓉街率先建成，尔后开辟了蠡苑路、蠡中路、

家具大道、蠡口民营工业区、蠡口国际家具城，铺设了水泥大道，接通了马路照

明，种植了树木花卉。1995年，蠡口被评为吴县市卫生镇；1998年，创建成江苏

省卫生镇。蠡口已成为交通发达、环境优美、工农业并举、商贸发达、文教卫生先

进的现代化集镇。

往事越千年。蠡口几千年的悠悠历史，孕育了蠡口今日的兴盛发达；共产党

的阳光雨露滋润着这一方中华大地，在勤劳智慧的蠡口人的耕耘下，蠡El定将迈

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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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地 理

一、位置、面积

蠡口镇位于苏州城北齐门外6公里，北与渭塘、黄埭接壤，东连太平，南接陆

慕，西邻黄桥、黄埭；处东经120023 7—120。49’，北纬31021’一31。33’，海拔3米左

右，大部分在洪水位以下。境内东西宽约6．75公里，南北长约6．76公里，总面

积33．47平方公里。2001年统计耕地面积24820亩，水域面积14205．8亩，园地

面积4．3亩，林地面积8．6亩，未利用地3．4亩，其余面积为工矿企业、镇区居民

住房、交通道路建设等所用。

二、地貌、土壤

境域地处长江下游，系长江下游三角洲冲积低洼圩田平原，全镇地势平坦，

东南略高，西北稍低，属典型的江南水乡平原。土壤属亚类潴育型水稻土和脱潜

型水稻土中的粉质黄泥土土属和乌土土属，部分圩田低洼地区属灰罗土，土壤剖

面中以泥灰埋藏层成土母质的湖积物为主，一般为重壤土质地，地层厚，抗震

性强。

表1-1 蠡口镇镇村土壤类属分布表 1993年调查

地域 土壤类属 地域 土壤类属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苏常路两侧灰
镇区 黄泥浜 水稻土(黄泥土)

罗土

姚祥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太平 水稻土(黄泥土)

朱庄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胡巷 水稻土(黄泥土)

蠡西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西公田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四、五组有灰
蠡口 朱泾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罗土

唐家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歇墩 水稻土(黄埭塘沿岸有灰罗土)

蠡东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莫阳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朱巷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施埂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采莲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天鹅 水稻土(黄泥土、乌土)

灵前 水稻土(黄泥土) 秦埂 水稻土(黄泥土、鸟土)

登云 水稻土(黄泥土)



第一章自然地理

三、河道、湖塘

蠡口镇水域面积14205．8亩，占总面积的25％左右，其中70％为水产养殖

所利用，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施埂、秦埂、天鹅、莫阳、歇墩以及西公田、雪南等

村。其余的水域面积主要是河道和河浜。镇区的主要河道有三条：一是元和塘

(亦称苏虞运河)，纵贯全镇南北，南与苏城京杭大运河相接，北与常熟、张家港

相通；--是蠡塘河——黄埭塘，横贯镇域东西，东达上海苏州河，西通无锡太湖；
三为北河泾，亦为东西走向，西与元和塘相接，东达上海。此三条河道为镇内主

要的水上通道。另有众多的河浜、河汊与其沟通，形成纵横交叉的水上交通及农

田灌溉网络(详见表1．2)。

表1-2 蠡口镇河浜湖塘分布表 2001年统计

村名 河浜河道湖塘名

姚祥村 元塘河1500米，姚祥浜、荡埂浜、李门子浜、杨家浜、新开河1000米

朱庄村 塘前港2000米，平门塘2000米，朱家庄浜、外塘20亩水面

蠡西村 元和塘、金石沙港900米，长浜、蔡家浜、野猫浜、龙道浜、黄埭塘、西荡河

蠡口村 元和塘、雪泾浜、杜家浜、葫芦浜、蠡塘河、干煞浜

寺泾港1600米，新开河(窑厂)800米，栈条浜1000米，殷巷桥浜1000米，新开河(东西)800
唐家村 米

横屋浜300米，朱龙浜100米，顾巷浜100米，庙西浜(河塘)、新开河(东西)200米，马泾浜
朱巷村

(通蠡东)100米

潭子泾浜400米，戈家浜100米，梅巷浜400米，采莲庄浜250米，杜家庄浜200米，西港河
采莲村

(南北)1200米

梅家角浜(南北200米)，杨家浜(南北400米)，张家里浜(东西500米)，郎中浜(南北400
灵前村 米)，翻扒浜(南北800米)，新开河浜(东西400米)，寺浜(南北东西800米)，寺前港(南北

750米)，新开河浜(东西550米)，王家浜(南北300米)，叶家浜(南北400米)

太家浜(东西500米)，池龙桥港(东西1000米)，登云桥港(东西600米)，凌浜(南北400
登云村

米)，九曲江(南向通张家桥3000米)

黄泥浜(南北400米)，新开河(东西600米)，大楼上浜(东西100米)，赵家桥(东西800
黄泥浜村

米)，前中巷河(东西150米)，后中巷河(东西800米)，墙泥滩河(南北600米)

马泾浜(南北1000米)，长村浜(东西南北1000米)，莫家浜(2000米)，西胡巷浜(东西600
蠡东村

米)，胡巷浜1000米，元和塘、蠡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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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名 河浜河道湖塘名

胡椒浜(东西250米)，台家浜(南北500米)，殷家浜(南北400米)，张埂郎浜(南北东西200

米)，安浜郎浜(南北东西1000米)，太平桥浜(南北1000米)，马家浜(南北100米)，坟堂浜
太平村

(南北100米)，串心泾(南北1000米)，新开河浜(东西1500米)，陈埂上浜(东西1500米)，
南河泾港(东西100米)，加泾河(南北1000米)

黄泥湾、石基河、横巷上河、1J,Et漤、岸漕港、汤埂上河、丰泥淡河、塘度河、丰潭、史家场河、胡
雪南村

家里浜、顾埂上浜、朱白角河

双泾港(南北2000米)，鹤田浜(南北1000米)，娄山浜(东西500米)，倪巷江(南北800
常楼村

米)，王家丘浜(南北400米)

唐家簖(东西300米)，黄泥搂(南北300米)，后港河(东西500米)，青龙港(东西500米)，
胡巷村

西港河(南北700米)

杨家石基河400米，南浜河400米，西公田河400米，金家浜800米，黄泥淡300米，十三亩浜
西公田村

200米，西淡梢河500米，汤家潭河(孔家圩、姚家圩)400米

朱泾港1100米，徐泾浜600米，黄泥淡1100米，河南浜300米，老卜浦河950米，外浜(2队，
朱泾村

11队)400米。三塘搂浜250米

袁家浜(南北东西1500米)，黄泥浜(南北2500米)，台家浜(南北东西1000米)，方家浜(南
北500米)，陆家浜(南北400米)，伍村浜(南北2500米，包括宋家楼浜老庄浜)，陶村浜(南

大湾村
北1000米)，小陶村浜(南北400米)，中陶村浜(南北600米)，周家浜(东西100米)，南河
泾、北河泾(通阳澄湖)，官来泾(通阳澄湖)

官招浜(东西400米)，曹连连(东西1000米)，王家浜(东西500米)，歇墩浜(南北700米)，
歇墩村

西浜浜(南北1000米)

莫家店(东西600米)，莫北河(南北800米)，竖头塘(南北600米)，新开河(东西1000米)，
莫阳村

生产河(东西500米)

天鹅村 朱泗沿(南北东西1000米)，旱家浜(东西500米)，门前浜(南北700米)

荒田港(南北2000米，东西1500米)，曹家漤河(东西50米，南北1500米)，门前河(宽100
秦埂村

米，东西500米)，后头河(宽50米，东西1000米)，秦埂东河(南北1500米，宽50米)

施埂村 杨家河、陶村港、门前河、车浜河、渔池弄、莲树巷浜

第二节气候物产

一、气候特点

蠡151镇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日

照充足和无霜期较长的特点。冬季多西北风，北方冷空气频频南下，气温迅速下

降。低于一5℃的严寒，平均每年2～4次。一年中以小寒、大寒两个节气为最

冷，El平均气温为3．2。C～3．5。C，寒冷少雨，每年都有寒潮过境，其中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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