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林镇 

朱林镇位于江苏省金坛市，总面积 77 平方公里，3.75 万人口，处于金城镇与次中心薛

埠镇之间，既可直接接受城市经济的辐射，又可享有薛埠山区资源的优势。朱林区位优势独

特，水陆交通便捷。340 省道贯穿而过，将于 2007 年竣工的宁常、扬溧两条高速公路在朱

林镇交汇并设有出入道口，与沪宁、沿江、宁杭等高速公路相连通。距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分别为 80 公里和 250 公里，距离国内航站常州机场 40公里。水路可由通

济河抵金坛直通京杭大运河，距常州万吨码头 30 分钟路程。 

历史沿革 

  朱林镇于 2007 年 3月由原朱林、西岗两镇合并而成，隶属茅山老区，辖 15 个村民委员

会和 2 个居民委员会。规模不算大，但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理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

著名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星村遗址就坐落在该镇三星村境内。朱林镇地处长江三角

洲腹地，东临上海，西望南京，北上长江，南极杭州，地处苏锡常、宁镇扬两大都市圈。水

陆交通发达，居长江黄金水道沿岸，属国家高新技术密集区。朱林，不仅有着许多美丽的传

说，更有着丰富的物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自古以来，这里商贾云集之地，经济繁荣，文化先进。镇内环境优美，气候四季分明，

人居条件优越。朱林镇先后荣获江苏省文明镇、省红旗团委、省档案工作先进单位、常州市

农业先进镇、社会治安安全先进镇、文化工作先进镇、科技进步先进镇和绿化先进镇等光荣

称号。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和政府富民政策的深入落实，特别是行政区划的调

整，朱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大投入推动大发展的机遇期；进入了一个以政策推动、形势带

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期；进入了一个机制、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能量大释放的机遇

期；进入了一个以城市辐射拉动经济大发展的机遇期。历史赋予了朱林精彩的过去，历史也

同样会赋予朱林美好的未来。 

产业特点 

朱林镇经济基础良好，新兴工业独具特色。工业现已形成服装、电子、化工、机械加工

为主的四大优势产业。代表性的企业有：生产光引发剂、涂料添加剂等系列产品的中港合资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位列《福布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中小企业 100 强”

第 37 位）；生产服装、家用装饰纺织品和高档织物面料的中韩合资江苏成云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园林工具为主的中日合资常州九佐吉工具有限公司；生产拉杆天线、磁性产品等为主的

金坛市宝象电子有限公司等。农业逐步向现代化、科技化方向发展，已形成“碧润”牌无节

水芹（无公害绿色产品）、晨风蚕桑、丰登农副产品、永康农牧四大特色农业生产基地。 



 

早期发现了釜、豆、罐、盆、钵、甑、匜、盉、器盖、器座、支座、陶拍等大量陶器。

陶系以夹细蚌末红陶为多，有一定数量的红衣陶、黑衣陶和褐陶，陶胎较为一致，细蚌屑的

含量较高，基本不见泥质陶和夹砂陶。胎质较为疏松，火候相对较低。相当多的陶器呈现外

红内黑的状态。平底器占绝大多数，也有少量三足器和圈足器，不见圜底器。纹饰简单，大

多为素面，仅有少量锯齿纹、镂孔、刻划纹、凸棱等。平底釜是最为重要的炊器，数量最多，

形制也多种多样。陶釜腰檐以上多施红衣，少量施黑衣。器体硕大、造型古朴。 

 

第四章 历史文化 

 

  常州是一座具有两千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底蕴深厚。公元前 547 年的春秋时

期，建邑立邦，始称延陵。别名龙城，系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扎的封邑。秦代置县。 

  西晋以后，向为郡、州、路、府治，素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之称。城名多次更迭

为毗陵、毗坛、晋陵、兰陵、常州、南兰陵、尝州、武进等。“常州”之名始于隋，此前称

“郡”，此后至宋称“州”，元称“路”，明、清称“府”，均有辖县。 

  清雍正四年（1726）起，常州府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

等 8 县。清末，城内尚有一府（常州府）两县（武进、阳湖）治所。 

1912 年废常州府，阳湖县并入武进县。解放初，常州专署辖常州市和无锡、江阴、武

进、宜兴、溧阳、金坛 6 县；1953 年 1 月常州市定为省辖市，当年 3 月共辖 6 区；1958 年

7 月，镇江专区迁往常州，改称常州专区，常州属之。 

文化 

常州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享有“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之誉。“常州今

文经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和“孟河医派”饮誉全国。 

常州今文经学派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

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

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

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