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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地方特产

第一节 阳澄湖大闸蟹

沙家洪镇地属太湖流域水网好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和，物

产丰富，为典型的江南鱼米之

乡 。 阳澄湖为太湖地区著名的

淡水湖之一，常熟境内的昆承湖

亦属阳澄湖群的一部分，由于湖

底土质硬实，湖水清澈，水草繁

茂，食料丰富，形成螃蟹生长得

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沙家洪牌"阳澄湖大闸蟹

以"青壳、自肚、黄毛 、金爪"为

其特征，将其置于平滑玻璃上也

能悬空撑立，爬行自如。 这种蟹

不仅健壮有力，而且肉质鲜嫩，脂厚膏盈，蟹黄凝结成块，尤以"九月团脐

十月尖"为珍。 即九月里要食雌蟹，十月里要食雄蟹。 每年 8 至 11 月 ，各

地前来沙家洪品食大闸蟹的食客络绎不绝。 擂姜拨醋，持整品酒，为大饱

口福之乐事。

文人墨客将吃蟹视为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化享受，早在唐宋之前的魏晋

时期就蔚然成风了 。 把吃蟹、饮酒、赏菊、赋诗作为金秋韵事的人生观，被

士大夫文人们普遍接受，并渐渐发展为邀集亲朋好友共享美味，各展才艺，

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螃蟹宴"。 在沙家洪，螃蟹的食用方法很多，有清

蒸、水煮、酒醉、油'炸 、面拖、红烧等，各具风味。

清蒸是一种最常见的方法，将个大肢全活动有力的螃蟹洗净，用绳或

草将蟹的 8 条腿扎紧成团状，人锅隔水蒸熟，这样的蒸法不会走味。 也可

以水煮，下锅时锅里放一些生姜 、紫苏、黄酒、食盐同煮，可以避寒解腥。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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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沙家在毛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 。 冬季多西北风，少雨

寒冷;夏季多东南风，炎热多雨;春秋两季气候呈现干湿，冷暖多变的特

点。 一般自 3 月进入初春， 6 月人夏， 9 月始秋， 12 月及来年 1 月， 2 月

为冬季。

气温:全年平均气温 15.4 'C，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 1931 年 1 月 10

日，为 -12.7 'C ;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 1934 年 6 月 26 日，达 40.1 'c 。

日照:全年平均日照数为 2130.2 小时，占可照时数的 48%。

雨量:全年平均降水量为 1052.3 毫米，全年平均雨日(日照水量 0.1

毫米)为 127 天。 一年中， 4 至 9 月降水较为集中， 6 个月总降水量占全

年降水量的 71%，其中 4 至 5 月为春雨， 6 至 7 月为梅雨， 9 月为台风秋

雨。 月降水量最多的是 6 月，暴雨多出现在梅雨和晚台风季节。

霜期:全年平均无霜期 242 天，初霜一般在 11 月左右，终霜期至 4

月 。

风向和风速:一年中，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春秋两季处

于冬夏季风交替时期， 7 至 9 月常受台风影响。

表 1-1

1956-2015 年各月极端气温

项目
月份

全年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极端高温
21.5 26.2 28.3 33.1 35.6 37 .3 39.1 39.0 36.5 32.6 27.5 22.0 39 .1 

( 't ) 

极端低温
-11 .3 -10.0 -6.1 -0.3 6.9 12.3 16.8 17.4 11.1 1.5 - 3.2 -9.1 -11 .3 

( 't ) 

第二节 自然资源

沙家祺景区位于阳澄湖畔，昆承湖之滨，景区中央有人工小湖泊，现冠

名为隐湖，面积 40 公顷，这里是每年两次龙舟赛首选地。 紧挨景区南侧的

是草荡面，总面积 38 公顷，水深 3 米，蓄水量 97 万立方米，是水产养殖基

地，极有观赏价值，是开发水上游览和垂钓的首选地。 东有张家港航道，西

有苏虞航线，处处是碧波荡漾、水天一色。周边景区景点有:虞山尚湖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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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熟沙家?兵旅游节

'第一届中国常熟沙家洪旅游节于 2006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6 日举

行，为期 l 个月，由常熟市人民政府主办。 江苏省副省长张卫国发来贺电，

省政府副秘书长陈蒙蒙，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华君锋，中国旅游协

会副秘书长周景萍，江苏旅游局局长陆素沽，常熟市领导参加了开幕式。

旅游节期间，尚湖风景区、沙家洪风景区、虞山国家森林公园、蒋巷乡村风

景区、宝岩生态园、昆承湖景区、古迹名胜区等景区都有重大节庆活动。

以后一年一届 ， 一般 9 月至 11 月，为期 2 个月 。 2011 年 9 月 24 日，

第六届中国常熟沙家洪旅游节开幕式再次在沙家洪风景区举行，江苏省

副省长张卫国出席开幕仪式，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来自中国旅交会，京沪高

铁沿线城市，华东地区等 58 个城市的旅游界嘉宾、新闻媒体记者等 800 余

人，为期 2 个月 。 至 2015 年，中国常熟沙家洪旅游节一共举办了 10 届 。

在旅游节期间，沙家洪风景区同时举办了沙家泯阳澄湖大闸蟹捕捞节

暨美食节和沙家泯啤酒节等活动。

首届沙家洪阳澄湖大闸蟹美食节于 2000 年 10 月 10 日开幕，为期 2

个月 。 以后每年的 9 至 10 月份举办"大闸蟹美食节气 其间，阳澄湖大闸

蟹全面上市，境内的两个大闸蟹交易市场全面开放营业，同时开展丰富多

彰的文娱活动，每天慕名前来的食客、游客达万余人。 至 2006 年沙家泯

阳澄湖大闸蟹美食节成为中国常熟沙家泯旅游节的一项重要节庆活动。

2013 年 9 月 13 日，第 14 届沙家洪阳澄湖大闸蟹美食节暨开捕节在沙家

泯风景区开幕，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与常熟电视台联合以"蟹王出

水一-2013 直击阳澄湖大闸蟹沙家洪第一捕"为题，进行了一小时的现

场直播。 2014 年 9 月 20 日，第 15 届沙家棋阳澄湖大闸蟹美食节暨开捕节

在沙家洪风景区举行，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与常熟电视台再次合作，

进行全程直播。 至 2015 年沙家棋阳澄湖大闸蟹捕捞节暨美食节共举办了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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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强

有位诗人说过沙家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只有一个沙家

误，世界只有一个沙家误。"是的，这里绿野怀抱、小桥流水、风和日丽、鸟

语花香，充满着诱人的神奇，人们在这里可以感悟生命的自然与和谐。 "风

起芦苇荡，心动沙家洪正是这片美丽土地的真实写照。 沙家洪景区着

实是令人心驰神往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又是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旅游

胜地。

抚今追昔，如今沙家泯能有这样的美誉度确实来之不易 。 早在 1500

年前，这里就有了朗城"法华寺明代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严讷，曾

在这里读书，留下了《朗城秋夜读书 》 的著名诗篇。 昆山学者顾炎武，曾

在唐市避乱定居十年，发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 明末清初

国内最大的藏书出版家毛晋，藏书之多、版刻之精、影响之大，在当时国内

前所未有。 "凤基园"主人杨彝创办的"应社后来成为"复社"的中

坚，他创立的"唐市学派"在历史上独树一帜。 仅明清两朝，全镇有进士

12 名，举人 28 名，文化名人 37 名，私家花园达 15 处之多。 全长 460 米的

唐市石板街，已有 500 年历史，境内有飘香园、望贤楼 、华阳桥、北新桥等古

迹，可谓历史灿烂，名人辈出 。 在抗日战争史上，沙家洪书写了辉煌的一

页。 抗日名将张治中曾驻军唐市，国民党同盟会元老何香凝曾亲赴唐市劳

军，留下了 《赠前敌将士 》 的诗篇。 这里是中共中央江南特委、苏州县委

的驻地， 36 个新四军伤病员养伤的所在地，新"江抗"的诞生地，留下了

谭震林、叶飞、刘飞 、夏光等抗日将领的足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沙家洪人民热情讴歌革命先辈们的业绩，挖掘和整理

了大量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史资料，使一些历史文物和革命遗址得以保护，

成为教育后人的动力源泉。 1971 年开始，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从陈列

室到纪念馆，经过两次易地重建和三次改版，才形成现在的沙家洪革命历

史纪念馆。 1989 年开始，加大芦苇荡建设力度，从原来的占地 4 公顷扩大



到 400 公顷，成为与沙家洪革命历史纪念馆齐名的沙家洪旅游景区。 经过

历届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景区先后获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国

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湿地公园、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等称号。

《沙家棋景区志 》 的成功出版，不仅记录了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而且

展示了景区的发展历程。 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沙家祺历经沧桑，宝贵的"沙家畏精神"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让这本书给你正义的力量，温

暖的力量，实现梦想的力量。 愿它成为一粒种子，在这片红色土壤中，生根

发芽，茵壮成长!

作者系中共沙家洪镇委员会书记、中共

沙家洪旅游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2015 年 12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以章、节、目架构全志。由彩照、序、概述、

大事记、各章专志、编后记组成。 序、概述、大事记置卷首，专志各章为主体，

设 18 章 96 节;志余、编后记殿于末。 部分照片、统计图表随文设置。

二、本志主体内容上限以 20 世纪 70 年代起，适当追溯至所载事物的

发端，下限止于 2015 年末。 记述地域范围，原则以沙家洪景区境域发生的

人与事为限，考虑到景区的文脉和历史背景，部分境域外与沙家洪景区有

关联的内容，包括沙家泯镇的内容，根据历史演变情况适当有选择地记载。

三、本志所述内容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方志体裁，以志为

主。全志语言表达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

四、本志地名、政区及机构均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现名 O 凡名称

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在括号内注明简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如:中

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

"新中国成立" 。

五、人物收录沙家洪籍，在沙家洪有重大影响或者有较大贡献者为

主;亦记载曾经活动在沙家泯并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士。在世人物选择

重要人士进行简介入志;一般人物若有突出事迹以事系人人志，部分知名

人士列表人志，更!~士英名录人志;所记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

六、历史朝代纪年，中华民国纪年，使用中文数字书写，并用括号注明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新中国成立前、后"

是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解放前、后"是以 1949 年 4 月 27 日常熟

解放之日为界。

七、文字标点、数字数据、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规定统一的规范要求

书写;有关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为主，统计部门缺项的，采用主管部门数

据。 度量衡表述，新中国成立前按当时习惯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使用国家

法定计量单位。 货币以各个历史时期之称谓记载，人民币除注明旧币外，



均为新币(现币)。

八 、本志资料来自沙家泯旅游景区、沙家洪镇以及市档案馆 、图书馆等

相关部门的档案 、旧志和有关图书 、报刊、音像等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

采访的口碑材料，均经考证核实选用，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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