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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在江河的怀抱里繁衍生息，创造历史。

城市河道是江河水系中枢纽所在重要的地区，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

重要区域。

苏州，这个历经2500年光辉灿烂岁月城市的河道，孕育了吴地文化，阅尽了历

史沧桑，对苏州人民的生存环境、城市发展、文化积累和延续传承起着无可比拟的

重要作用。

苏州河道有自己的特色：一是水系充沛。苏州西依太湖、北靠长江，京杭大运

河贯穿南北，置身于江河河道的环抱之中，古人曾用“绿浪东西南北水”，形容其水

源充沛；--是布局合理。古代苏州形成了城内、城外、水路、陆路两套密切结合的交

通系统，就是现在所谓的双棋盘格局；三是规划科学。古代苏州的河道规划建设，

已有良好的多功能河道设计和竖向设计，这套设计方法把运输、排水、防洪等功能

巧妙结合起来，千百年来，不断整治，很少出现洪涝灾害；四是风貌独特。人和自然

和谐相处，古城区内河道与街道呈双棋盘格局，所以家家门前是小巷，屋后便是水

巷，“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小桥流水人家”便是苏州独特的水城风貌。

苏州河道2500多年来，滋养着吴地居民，为“人间天堂”的美誉默默奉献着，受

到历代政府与人民的保护，即使受到战争、洪涝等不可抗拒的破坏，以及填河、建防

空洞等人为的破坏，屡毁屡建，至今古城尚有30多公里河道。

现在，苏州的几位同志花大力气，编写了《苏州河道志》，从公元前514年到

2000年，时间跨度2500多年，概括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河道建设的状况，把历史

上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编写了进去，是件大好事。在滚滚现代化洪流中，国外都

在强调历史文化的极端的重要性。我们搞规划建设的同志都应该多读点志书，多

懂点历史。建设者是创造历史的，要给历史留下遗产，而不是遗憾。

匀．尹呼
2007年5月1日



黼 吉
日Ⅱ 舌

苏州建城以来，治苏者对河道水系一贯十分重视。春秋战国以来，城内已形成

四纵五横的水系骨架。以后历朝历代不断有贤臣良仕对水系加以疏通治理。据俞

绳方考证o“自明代到清光绪十六年的522年中，有史料记载的，共全面疏浚14

次，平均每37年疏浚一次”。在五代吴越国时专设撩浅军，有七、八千人，专为治水

疏河之用。宋代以后，历朝苏州府治都有专事水利的水军编制。现存勒石刻碑的

宋平江图，明苏州府水道总图，清苏郡三横四直图，可以认定为当时大规模整治城

区河道后留下的一种官府档案。

解放后，历届人民政府对治理河道是重视的，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市政府一方面为解决大批失业工人吃饭问题，一方面为

整治河道，以工代赈，对城区几条主要河道抽干水挖淤泥，当时老百姓称之为“共产

党的德政”o

第二阶段：文革后，在七十年代末期，当时城建局开始着手河道驳岸的整修改

造和改善河道水质。1975年在城区西北部建成水泵闸4座，间歇地对城区河道进

行换水。从1982年起，连续三年发动群众义务疏浚河道，挖掘淤泥7万多立方米；

1986年又实行机械疏浚，挖淤泥5万多立方米；1990年、1991年也曾分区发动群

众义务疏河。同时，城西污水处理厂1984年建成投产，接着城东、城南厂相继建成

投产，全市的污水处理收集系统从无到有，开始运转o 1993年结合城市道路建设

和改造，彻底整治和打通了干将河，不但解决了“文革”遗患，沟通了“三横”中的“中

横”，也为市区河道彻底整治开了一个好头，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第三阶段：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苏州河道的污染和采水问题，1984年，市城建局

开始把引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o 1985年有关部门提出“苏州水网污染净化的引水

排水方案研究”；1991年又提出“苏州市区水环境引水工程可行性研究(古城内水

网水量调控研究)”；1993年提出《苏州市区水环境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环

城部分)》o引水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是建国以来苏州市区水环境治理的又一重要

步骤，表明政府主管部门和科研机关相结合，把单纯对河道的整治提升到水环境整

理来考虑和治理。

从这三个阶段的一系列措施说明，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各

级政府已充分认识到水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城建部门也开始全面地、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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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考虑着手改善水环境。

历史的长河流淌到20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迅速

发展，环境问题愈见突出，国家提出了“环境是第一位”的口号。对苏州水环境治理

的看法和认识，社会各方面趋于统一，并普遍认为刻不容缓。1995年10月，苏州

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苏州市建委提交的《苏州市区水环境综

合治理报告》。会后，市委和市政府专门发了会议纪要，阐明了市区水环境综合治

理的重要性，表明了搞好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态度与决心，肯定了治理水环境的方针

和路子：遵循远近结合，治管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采用“疏、截、引、管、用”的综合

治理方针，并批准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总指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组成的“苏

州市水环境治理指挥部”，专门负责市区水环境治理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苏州市水环境治理指挥部会同有关部门，对中心城市

河道进行了疏浚、整治、污水截流、引水冲刷等项工作，改善了市容景观、人民生活、

投资环境，逐步恢复水乡城市的特色面貌，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添后劲。

苏州城市水环境治理在城市行政管理的区域范围内仅是核心部分，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在光辉灿烂的21世纪，

我们将不懈努力搞好水环境整治工作，实现“水清、河畅、岸齐、景美”的水乡城市景

观面貌。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凡 例

一、本志编纂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讲究科学性，力求资料的准确性。

二、本志记述主要内容的时限，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起于公元前514

年春秋吴国阖阊元年，并适当追溯，下限止于公元2000年。著录的纪年，1911年

前以帝王年号纪年，加注公元年份，所用年、月、日为农历；1911年后年、月、日用公

历。由于史料的原因，古代部分以年为单位；近代以后以月、日为单位，不能确定

日，归在当月，不能确定月，归在当年。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包含苏州市六县(市)、郊区、

园区、新区以苏州市区为主，重点突出古城区。

四、本志体例横向门类，纵向叙述，采用章、节、目结构，加设大事记和附录，配

以图表照片，图表照片皆按章编号。

五、本志记述历史地名、机构名称均按当时称谓，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一律按国

务院1984年发布的《关于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的规定所写。历史上使

用的旧计量单位，如实记载，有必要换算的加注。

六、本志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立传传主收录与苏州河道有密切关系，

并具有一定贡献和影响的人物，排列先后以卒年先后为序。

七、本志行文依照国家公布的现行规范，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对于频繁使用

的名称，首次采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

中国；对于频繁使用的词组，首次用详写，其后用简写，如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

放前后，简写为解放前、解放后。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代志书、笔记、报刊、杂志以及有关方面公开或内部

编辑的资料、访谈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常见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采用夹注或

页末注释。



概 述

河道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虽然全世界河道的总水量不及地球总水量的万

分之一，但河道对人类的贡献，却比海洋、沼泽，冰川等水体大得多。

江河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在江河的怀抱里繁衍生息，创造历史。

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的江河，中华民族的祖先，最早就是在黄河、

长江、太湖、淮河两岸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几千年来，河道在中华民族

的成长、发展、壮大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与

河道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河道必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河道是江河的脉络，城市河道更是江河的重要脉络，因为这是江湖流域中最为

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水系所在地，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

苏州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东经120。11’一121。16 7，北纬30。46 7—32。027，地处

长江下游三角洲，称太湖流域。远古时代的海陆变迁，形成了“水乡泽国”的城市形

态，境内河道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布，运河贯流市域，航线四通八达。

每一个城市的河道，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苏州，这个历经2500多年岁月城

市的河道，孕育了吴地文化，阅尽了历史沦桑，对苏州人民的生存环境、发展变化、

文化积累和延续传承起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苏州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得到快速发展，

城市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已经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经济交相生辉的灿烂明珠，是

国内外著名的东方水城。

苏州河道，贯通了苏州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增强城市的

核心力，发展旅游事业，建设人居天堂，都必须重视和做好水的文章。

今天，我们编辑这本《苏州河道志》，就是为了叙述苏州河道的发展历史，赞颂

治理河道的仁人志士，记载河道开挖、拓浚、枯萎、干涸、污染、填没以及洪水泛滥的

实情，谱写当今河道建设的规划蓝图、治理方针、重大工程以及加快水环境治理、水

资源保护、水上旅游事业发展的积极措施，让更多的苏州人了解苏州的河道，热爱

河道、建设河道、保护河道，在人和河道和谐的、健康的生态环境中开拓创新，安居

乐、I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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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春秋战国

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 吴王阎间命伍子胥筑阖闾大城(即今苏州城)，伍

子胥立水陆城门各八座，沟通苏城内外河流。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吴国开凿胥溪。船舶可从苏州通太湖、长江，是

世界上最早的运河。

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 吴王夫差欲图北上争霸，役夫开河运漕，自苏

州境经无锡至奔牛镇达于孟河，计长170余里。此为江南运河最早开挖段。

周敬王二十五年～三十五年(公元前495～公元前485)吴王夫差派伍子胥开

凿从太湖向东经淀山湖后流人大海的“胥浦”，沟通了江苏到浙江的水上交通。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 越大夫范蠡伐吴，于苏州西北开漕河转馈。后人

名日蠡渎、蠡湖，亦称常昭漕河。

周赧王五十四年(公元前261)城区开河四纵五横。

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 楚春申君黄歇徙封于吴，治水松江，导流人海。

封闭苏州城胥门水门，增辟葑门水门，整治城内部分河道。

秦汉三国秦汉二国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1221)吴地置会稽郡，于吴故都设吴县，为郡治。吴

县之东设娄县，以娄江得名。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 吴王刘濞为运盐铁，役夫循沿海古冈身内侧开

凿成河，冠名盐铁塘。

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夏大旱，太湖涸。

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40～公元前87) 沿太湖东缘开运河通闽越贡赋，首尾

连绵百余里，接通了江南运河苏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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