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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北厍镇志》的编纂正处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奔小康的年代。<北

厍镇志》在编纂期间得到北厍镇历届党政领导的关心重视，经镇志办公室人员多年工作，现

在终于问世了。这是全镇人民共同创造的一份精神财富，也是北厍历史上一件盛事。

<北厍镇志》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吴江市档案局、吴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帮助和指导。还

有定居外地的乡贤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在北厍插队过的现任吴江市博物馆戴林炎馆

长为《北厍镇志》题写了书名并设计封面。尤其是曾在北厍地区长期担任过主要领导的王文

达同志，专门为《北厍镇志》作序和题词。在此让我们代表中共北厍镇委员会、北厍镇人民政

府以及全镇人民感谢他们为北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北厍历来就有修志的传统，在历史上曾有两位北厍人自费编纂过两部地方志。一位是

明代的叶绍袁于崇祯年间编的《湖隐外史》，一位是清代的柳树芳(柳亚子高祖父)在道光年

间辑成的《分湖小识》，现在出版的《北厍镇志》为北厍地区历史上第三部地方志。明清时期

的两部地方志所记述的地域为整个分湖一带，北厍仅述及现在的沈家港、大义、浮楼以及大

胜等村以南地区，覆盖面不大。现在的《北厍镇志》详细地记述了27个行政村和一个集镇的

历史和现状。

《北厍镇志》是一部了解北厍，认识北厍的地情书、资料书；是一本爱国爱乡的乡土教材；

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因此也许会受到北厍人民和侨居他乡的北厍籍儿女以及对北厍感兴趣

的朋友们的道好，还为镇、村(企业、事业)两级领导弄清历史脉络，扬长避短，探求规律，正确

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北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作为在此地工作的人民公仆，我们愿意且有信心同全镇人

民一道把北厍建成一个符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任

务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

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主义新型镇。

中共北厍镇委员会书记

北厍镇人民政府镇长

彩錾儿

另悖，p々
2002年12月



序 二
——祝《北厍镇志》出版

很高兴看到《北厍镇志》的编纂出版。作为一部地方志，是在当地领导直接关心支持下

经过编纂人员花几年的心血，挖掘整理各种历史资料，精心加工编写而成。它记录着这一地

方一定时期内发展变化的历史。北厍镇，虽然从全国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社区，但历史上

曾出过不少名闻遐迩的人物。它与我们的国家一样，同样经历着兴衰成败，坎坷曲折的历

史。尤其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人民既经历着艰难与屈辱的痛苦岁月，又经历着奋起抗争、努

力建设美好家园成功发展的过程。

历史上的北厍是个交通闭塞，有雨便涝的偏僻农村，农业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只

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使这-／M'的社区，出现了蓬勃生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经过全镇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大手笔的改造了原有的自然面貌。在水利建设上，形

成了“险工圩围石护坡，机房套闸合理布，排涝灌溉动力足，大旱大涝保丰收”的良好水利条

件。如今是粮满仓、鱼满塘(荡)的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广大农民还创

造性地发展了乡镇工业，从白手起家到走出国门参与世界贸易，成为吴江的一枝“外向之

花"，把一个偏僻的农村变成公路贯通南北东西，水陆交通便捷，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进入小

康，初具规模的有现代化气息的小城镇。这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曲折、

奋斗不息的结晶。作为曾在北厍地区工作过的我，看到如此巨大的变化，感到十分的高兴。

同时，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部地方志，就是记录着人民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奋斗、不断创造的历史过程，也是为后

人从前人在发展的成败得失中有资可鉴。历史还要继续，人民仍在为建设更美好的家园继

续奋斗。任何一个地方的执政者，都必须以人民为主人，视人民为父母，溶于人民之中，同人

民一起，在新的历史时期，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

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为续写出更好的史篇而辛勤耕耘。

芝避
2002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编纂。上限不定，为反映历史延续性，对需要溯源的人和

事则适当上溯。下限断一般至1995年，大事记延至2002年。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基本上以1962年调整公社规模后的辖区为准。如涉及历史

变迁，需越界者亦依实记载。

三、本志遵循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传统格式，全书设卷、章、节三个层次。正卷前冠以

照片、地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

四、本志所用的纪年，解放以前采用当时通用年号加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

律用公元。解放前后的区分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解放初为1949年5月5日(北厍宣

告解放)至1949年10月1日。

五、本志所记人物，凡立传者均为本籍已故人物，部分虽出生在外地，但祖父辈是北厍

人，也作本籍人载人。有业绩的在世人物，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六、本志中所述的地名、湖荡名、圩名、政权机构和官职等均沿用当时称呼。。分湖”的

写法，古作“分湖”，现亦作“汾湖”，本书除村名用“汾湖”外，其余一律用“分湖”。名称需多次

出现的则第一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静、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

七、本志中用的计量单位：重量以吨、千克、克为单位；长度以千米、米、厘米、毫米为单

位；金额以元、角、分为单位。

八、本志所用的资料来自：(1)苏州市、吴江市北厍镇的档案和有关图书。(2)吴江县

各个年代的《吴江县志》、1日《黎里志》、《分湖志》、{：分湖小识》、《湖隐外史》和《吴中叶氏家

谱》、《分湖柳氏家谱》、《徐氏宗谱》、《杨氏家谱》、《新黎里报》。(3)当事人和知情人的来函、

口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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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厍镇位于吴江市东南部，历史上称“吴根越角”之处。距吴江城区25千米，东靠芦墟

镇的荣字、秀士、新友等村；南临分湖、太浦河I西连黎里镇的新华、大联村和八坼镇的联盟

村；北接元鹤荡、三白荡以及金家坝的石前、梅田村。

在清代北厍属吴江县久泳乡二十八都、二十九都管辖。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分别由吴江

县同里区(一区)、黎里区(四区)、芦墟区(六区)管辖。自1957年起，直属吴江县(市)人民政

府管辖。

北厍属于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区，四季交替有序，雨水来量充沛，目照时间充足，无霜期

长。据1959年至1995年气象资料显示，境内年平均气温15．7℃；年平均日照时数2 086．4

小时；年平均无霜期226天；年平均降水量1 045．7毫米。

全镇总面积49．439平方千米，占吴江市总面积的4．2％，其中可耕地面积31．153平方

千米(合4．972 9万市亩)，分布于127只圩围内。镇区面积规划为2．61平方千米，已建成

1．3平方千米。下辖行政村27个、渔业村1个、街道办事处1个。

全镇总人口2．810 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 161人(内含渔民726人)。20世纪80年

代前，全镇在籍人员均为汉族，以后陆续有少数民族婚嫁来厍，至1995年计有壮族7人、彝

族1人、布依族1人。

解放前至1966年期间，北厍的交通运输完全依赖于水运。往返吴江至上海、芦墟至苏

州的客货轮船，每天各有1班途经北厍镇区停靠于镇西轮船码头，1958年，增开一趟途经北

厍的芦墟至苏州方向下午班。往来于邻近集镇的有民营航船、单位自备运货船以及专业载

货木帆船。1966年，沪平公路通车，开往上海的客货轮停运。1979年修筑了厍星公路，北厍

从此结束了“非船难行”的历史。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运航道随之也得到彻底改善，南

有太浦河东通青浦、上海，西达震泽、湖州；北有八荡河(八坼至元荡)北去昆山、长江，南往嘉

兴、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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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厍地处太湖流域，河网交错，湖荡密布。境内大部分地势低洼，逢到汛期一雨成灾的

情景经常出现。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水利工作的领导，每年冬春时节发动群众开展修

圩筑坝和开挖沟渠等工程活动，但因圩围多、险工地段长，不能摆脱洪涝的危害。1974年，

中共北厍公社委员会作出“建设联圩大包围和开挖厍星河”的决定，分别于1975年、1976年

建成了南片联圩大包围和西片联圩大包围，同时装有大流量的排涝泵，在险工地段堆筑块石

和水泥板块护坡。水田受益面积达44 810亩，占总面积的85％。1975年开挖了从北厍到黎

星的“厍星河”，将东片部分大队也并入南片大包围，扩大了粮田的受益范围，为北厍的汛期

安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厍境内有丰富的水资源，宜于水稻及水生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故而是名符其实的鱼米

之乡。可在解放前，政府当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工农业生产，加之长期受封建土地制度的

束缚，生产力极其低下。在当时，水稻亩产“双石头”、“五斛头”(合稻谷200—250千克)算是

丰收年了。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互助合

作运动，同时发动农民开展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生产技术革新活

动，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1958年，全镇水稻亩产274千克，比1950年增长24．26％；三麦

亩产55．5千克，比1950年增长140．2％；油菜籽亩产28．1千克，比1950年增长55．4％。

1981年以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粮食油料产量大幅度提

高。分田到户前的1983年全镇水稻亩产465．9千克，比1950年增长2．113倍；三麦亩产

217．5千克，比1950年增长9．41倍；油菜籽亩产97．8千克，比1950年增长5．43倍。

北厍是人多田少地区，东片、南片尤为突出。农家历来重视副业生产，以补充农业收入

的不足。掼砖坯、捕捞、做蛋糕、养殖等成为传统副业。1958年起虽然将农村副业列入重要

生产项目，开辟和扩大了养殖、种植等业，种类有鱼虾、生猪、家禽、蜂蜜、肉兔、长毛兔、黄草、

蚕桑等，经营方式以集体为主，私养(种植)为辅，但受到以粮为纲的制约，极左思潮的干扰，

副业生产发展速度不快，全年总收入徘徊在20万元左右。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由种植水稻改为养殖水产品的面积逐年扩大，品种由单一的青、草、鲢鱼发展到有

加州鲈鱼、罗氏沼虾、白对虾、螃蟹等优特水产品。全镇各类水产品产量每年在3 000吨左

右，比公社化时期的年产100吨增长30倍。20世纪90年代渔业村在外荡育成青壳河蛤，出

口日本。养殖水产品已成为全镇经济支柱之一。养猪则是另一主要副业。1978年前集体

饲养和农户饲养并举，此后全部由农户自养，每年向社会提供肉猪1．5万头左右，农户自宰

自食肉猪8 000头左右。

北厍的工业起步较迟，解放前仅有米行兼营的大米和油菜籽加工工业，解放后开始陆续

新增农具厂、修造船厂等小型企业。乡镇工业的政策放宽后乡镇(队)办工业像雨后春笋般

发展，产值与利润不断提高。1977年，全镇工业产值(不变价，下同)为123．38万元，利润

15．27万元。经过10年时间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全镇已有镇办企业12家、村办企业135

家，拥有固定资产9 850万元，从业人员9 500人。行业有制鞋、医保用品、纺织品、工艺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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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电器、印染、化工助剂、包装、印刷、汽配、装潢装修、建筑等，其中真丝绸时装、牛羊

皮鞋、医用手术巾、色织涤棉布等产品相继荣获部优、省优产品称号。液压电梯、芳砜纶、树

脂、真丝绸涂层面料、F级玻璃纤维绝缘管、HGK远红外开关、SH一6纺丝油剂、WE一90喷

水浆料等产品在市场极具竞争力，畅销全国。北厍乡镇工业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外向型经

济比重大，至1991年，已有合资企业15家、海外企业2家。出口产品有真丝绸时装、皮鞋、

医用手术巾、色织涤棉布、针灸针等，远销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1991年，完成外贸

收购2．208亿元。1995年完成外贸收购6．099 7亿元，北厍因此被江苏省、苏州市政府列为

外向型经济重镇，誉为“外向型之花”。1995年以后，企业实行转制，环境更宽松，发展步伐

更快。

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全镇涌现一批先进的骨干单位：改革的“领头羊一——达胜皮

鞋总厂，镇办企业的“小康之家哆一吴江绣服总厂，外贸生产中的。金凤凰”——吴江医疗保
健品总厂；还出现几个各具特色的村，如玩字“皮鞋村”、黎星“化工村”、浮楼“铜字村”、汾湖

“钢铁村”等。上列单位，为推动全镇乡镇(队)工业的加快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提高。但在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

难时期生活水平又大幅回落，1960年人均收入68．18元，人均口粮156千克(稻谷)，人均口

油(菜籽油、棉籽油搭配)0．86千克。自1963年起，逐年有提高，据1983年统计，人均收入

324．60元，人均口粮328．7千克，人均口油1．71千克。至1995年农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人

均收入为4 307元，人均口粮300千克，人均口油9．5千克。农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另一个重

要标志，是住房的变化。解放前后农民的住房普遍为檐高不足2．5米、房宽不到3米、四壁

没有大窗户的砖瓦平房。每户占有面积大多在40平方米左右，且大都为2代、3代同居。20

世纪70年代起，部分农户翻建平房，少数经济宽裕户才翻造为二层楼房。1980年开始农村

掀起建造楼房热潮，仅1986年全镇建造楼房就有665户，建筑面积61 288平方米，折合楼房

问数2 590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不仅限于数量多，而且追求房屋

质量坚固、外观式样别致和内部功能齐全。在镇区和部分村庄欧式的小洋楼连片成群。据

统计1995年全镇共竣工楼房面积14 314平方米，总造价1 045万元，每1个建筑平方米的

平均造价为730元(含土地批租金)。

北厍的教育事业，随着时代的变迁，日趋完善发展。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北厍境内有16

所公立初级小学，基本上每村设有私塾，虽儿童可以就近入学，但大部分儿童因家庭贫困无

法上学，当时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40％。解放后，教育事业得到新的发展。20世纪50年

代北厍辖区内办起32所公立和私立小学校，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上升到90％左右。各村都建

立了冬学民校，为因失学的青壮年文盲补习文化课，此“扫盲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

代，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同时，全日制小学的设施也得到不断改善，学龄儿童的

人学率达到lOO％。1985年起，加快了学校的现代化教育进程，北厍中心小学成为全镇小学

教育的核心，有一流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设施，教学质量、学校管理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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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后连续被评为“吴江市文明单位"，1995年还被命名为“吴江市常规管理先进学校”。

1958年创办北厍中学，学校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成为一所现代化教育设施基本齐全的完全

中学，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教职工有105名，在校学生1 060名。

北厍镇农业和乡镇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外贸生产领先于兄弟乡镇，赢得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重视，江苏省人民政府于1986年lO月批准北厍为对外开放重点工业卫星镇，翌年1月又

批准北厍乡改为镇建制，成为全市首家撤乡建镇单位。自1984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省和

中央领导到北厍视察、调研，先后到来的有(按来厍时间先后排列)李岚清、费孝通、陈焕友、

谢华、宦乡、惠浴宇、赵紫阳、杜润生、刘济民、王子强、韩培新、顾秀莲、薛驹、吴锡军、阎颖、马

宗臣、王艮仲、汪道涵、雷洁琼、张光年、郭建、崔乃夫、阎明复、于光远、刘成果、吴阶平、万国

权等。

北厍独特的地理环境，招引历代名人纷至沓来。据传，春秋时期锻造刀剑能匠“风湖子一

设制造刀剑场所于打铁港、墩头港，他锻造刀剑的技艺水平与当年锻刀能人干将莫邪齐名，

为吴王阖间称道。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年)南渡时驻跸梅墩，葬梅妃于攀桂

桥北堍，敕命建东岳庙于梅墩村东北方。境内分湖的周围自然景观列有“分湖八景’’，其中

“蒲汀鸳浴”、“陆氏桃源”两景在北厍地域。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于元至正九年

(1349年)三月游览分湖后写有《游分湖记》；明代苏州四才子之一沈石田来分湖游览后，以

分湖为题材写有诗篇传世；清代同治朝吴江县令王寿迈到分湖滩察看叶小鸾墓地，会同叶氏

亲族共商修理坟墓事宜。现代柳亚子、叶楚伧等前去叶小鸾墓地凭吊赋诗作画。柳亚子在

1949年3月28日作《感事呈毛主席》七律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句，将

分湖比作东汉严光隐居的富春江，从此分湖更是名重全国。

北厍人文荟萃，自古至今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为“四大望族”：叶家埭叶氏、西漾港徐

氏、大胜柳氏以及葫芦兜张氏。明清两朝，叶氏家族中考取进士的有11人，中过举人的有34

人。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叶绅、叶绍袁、叶绍颐等3位名列其中。其中叶绍袁一家以

“满门风雅”名驰大江南北，三女叶小鸾为中国历代十大才女之一，六子叶燮所作《原诗》一书

为清代诗学奠定理论基础。徐氏一门既有明末著名文学家徐鱿，又有抗清英雄徐皱，还有清

代名医徐灵胎，另有徐钒姑母、著名女词人徐灿，徐灿是继叶小鸾以后又一个列入中国历代

十大才女。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誉为“人中麟凤’’、“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民主

斗士爱国诗人柳亚子出生大胜(港上)。柳亚子的高祖柳树芳热爱乡邦文化，用20年时间收

集分湖一带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编纂成《分湖小志》、《分湖竹枝词》。柳兆薰(柳树芳次子)

写有大量日记，上自清咸丰九年(1859年)，下至清光绪二十四年，长达39年，记下无数史实。

柳树芳父子俩遗下的著作，为后辈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柳无垢(柳亚子小女)于解放

前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与宋庆龄保持联系的信使。张应春烈士生于、启蒙教学于葫芦兜。

张孝嗣(张应春高祖)善画能刻，他汇编的《清承堂印谱》3集共800余幅为稀世之物。张贡粟

(张应春堂叔父)是位教育家，曾任省立苏州中学教导主任、吴江师范学校校长、私立育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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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学(震泽中学前身)校长。许君鲸(从母姓，张应春堂侄)解放前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中

共苏州市委任职。1955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点名“苏州

一同志”即指许，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1979年平反。北厍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也有

一批出类拔萃人物，其中有祖籍沈家港杨承宗，是向法国玛丽·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惟

一中国弟子，为中国放射化学基础研究的创始人，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梅斌夫为我国

首创具有高效、低残毒性质稳定的有机硫抗菌新型农药“40l”、“402”的科学家；铁路专家张

廷桢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修建滇缅铁路、成渝铁路，解放战争期间及解放初期参加修建津

浦铁路、湘江大桥和鹰厦铁路，为南昌铁路局的技术骨干；全国著名眼科专家朱莲舫，曾为宋

美龄治愈眼疾；江苏省著名中医何建章，刻苦钻研儿科，形成何氏儿科特色，前去求诊者门庭

若市。

北厍虽处在苏州、嘉兴、上海中心地带，但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属于偏僻地区，这为聚

集地方力量进行各种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历史上曾走过曲折坎坷的道路，也有过成

败荣辱之经历。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t吴易领导的反清白头军在分湖、梅墩的战斗中英

勇奋战，使清兵溃不成军惨败而逃。同治元年(1862年)夏，太平军在南参、新珠港一带击败

了清兵的围剿堵截计划。大革命时期的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主

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戴盆天，为逃避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追捕暂住北厍

沈家港。抗日战争时期，有多股抗日武装集结于北厍地区，当时外界称北厍为“小重庆”。解

放战争时期，北厍成为中国共产党青吴工委地下活动基地之一，在珍字埂组建党支部，培养

发展基本群众，在配合党的武装斗争中建有功绩。

书中所列的人和事，其影响之大，成就之辉煌，有目共睹，值得北厍人骄傲，他必将激励

北厍人永远奋力拼搏、不断进取，继续谱写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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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秋香 秋

北厍东南部的分湖(今亦作汾湖)为吴、越两国分界线，是吴、越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前496年，吴越槁李(今嘉兴)之战曾在分湖发生。吴王阖闾将制造兵器的场所设在打

铁港、墩头港。

宋

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赵构驻跸梅墩，建东岳庙于梅墩村东北侧(今梅墩村委会

驻地)，转运使赵开宗奉旨撰写东岳庙记。

宋末，陆氏建南陆庵(又名广阳庵)于港上东南。

兀

至正九年(1349年)春杨铁崖(名维桢)应顾逊之邀游分湖。并撰《游分湖记》·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梅墩村民徐安卿舍地拓建梅墩东岳庙。

至正十四年至二十年(1354—1360年)僧净心建圆通庵于大港港南(今汾湖村第五组

西侧)。

明

洪武初，吴中叶氏十六世叶福四避祸从同里逃来分湖陆氏家。

正统年间，徐富一偕叔从嘉善迁往南麻，后又率三子徐硕翁迁来西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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