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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

和统一，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遵照国务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县地名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从一九八

O年十月至一九)k--年四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全县51个普查单位，经发

动群众、查阅史料、审查核对，共普查了地名5905条，比一九七O年版1：5万地形图上的地

名增加2437条，发现错字、错位的地名466条，图上有而实际已不存在的地名114条。对179个

重名大队，本着尊重历史，照顾习惯，保持地名稳定，又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

就的原则，经镇江地区行署批准，重新命名更名的有109个大队，恢复原名和新命名的居委会

28个，新命名的街6条。并对原地图上标错了的地名作了修正。对全县的地名作了正音正字标

准化、规范化处理。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

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巳按规定上交。 ．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工作细致、调查深入、资料系统，又经有关单位和专

业部门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现将这次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

编成《江苏省宜兴县地名录》，提供我县统一的标准地名资料，以满足各使用单位的要求，更

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今后，各单位各部门必须加强地名管理工作上的法制观念，使用地名一

律以本地名录的地名为准。地名的命名、更名一定要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

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逐级审批，方能生效。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随意更改地名。

本地名录内容包括：宜兴县地名图；县、镇、公社、国营场圃概况；全县行政区划和居民

地名称；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和重要人工建筑；宜兴县的主要自然经济资源和重要专

业部门、厂矿，企事业单位以及有关图片说明等。并附有江苏省有关地名工作文件和宜兴县人

民政府《关于我县部分地名命名、更名的通知》和命名，更名对照表。资料的截止日期为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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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县概况

宜兴县位于江苏南端，与浙江，安徽省交界。东濒太湖，西接溧阳，西北靠金坛县，北部

与武进县毗邻，漏湖居其间。

全县总面积1T46平方公里，位于东经119。317一lZ0。037，北纬3l。OT 7--31。3T 7 o共

263900户，人口100万(其中农业人口888000人，城镇居民112000人)，绝大多数系汉族，有极少

数回，蒙，苗，彝、壮族。全县设7个区，47个公社，11个国营场圃，6个县属镇，859个大

队，8301个生产队，48个居民委员会，372T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设在宜城镇。

宜兴古称荆溪。秦朝设阳羡县，属会稽郡。晋惠帝永兴元年改设义兴郡，下辖六县。隋朝

废郡，改为义兴县，属常州府。唐武德二年改县为鹅州、南兴州，不久废州仍为义兴县。北

宋赵光义登基后，因避讳改为宜兴县。元朝曾升县为州，府，明朝仍改县。清雍正四年分为宜

兴，荆溪两县。辛亥革命后撤销荆溪，并入宜兴县，一直至今。解放后，宜兴县先后隶属常州

和苏州地区，一九五六年起属镇江地区。一九八三年三月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属无锡市。

县境南部多山，属浙江天目山余脉，海拔在500米以上的山峰有铜官，太华，茗岭山。中

部属低洼圩区，多河流、湖荡。东北与西北属高亢平原。全县主要河道有20多条，横贯东西的有

荆溪河(包括东沈、西沈，南溪，北溪)、殷村港，湛渎港，纵穿南北的有武宜运河、蠡河、

东横塘河、孟津河等。县内土壤：平原地区主要是黄泥、乌泥、自土，鳝血土；圩区主要是

乌泥；山区丘陵以黄砂、青泥条和白土为主。全县处于北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

气温15．84，一月平均气温2．T℃，七月平均气温28．6℃。年平均降雨量1164毫米，无霜期

241天。

全县有耕地118．7万亩，其中水田约102万亩，是太湖流域商品粮基地之一。主产稻、麦、

山芋、大豆，油菜等。山地有58万亩，盛产毛竹和松、杉，以及板栗、茶叶等特产。陶土、大理

石、石灰石、煤炭等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沿湖渎边土特产有百合、生姜、萝卜．西瓜、芦苇，

等。水面有21万亩，盛产鱼，虾、蟹。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已修建大型横山水库l

座，小型水库17座，机电排灌站1226座。山区塘坝星罗棋布。全县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

5820台，各种机引农具20900台，．为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业方面：鹪放前仅有陶瓷、粮食加工及个体手工业。解放后，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目

前巳有矿冶，化肥，农机、水泥、石灰、轻纺，缫丝、电子等工业。社队工业蓬勃发展。历史

悠久的丁蜀镇陶瓷生产，目前有29个厂矿，职工近2万人。紫砂陶、均陶，青瓷、精陶、彩

陶等日用工艺品较为有名，深受国内外人民的欢迎。

交通运输事业方面：解放前，县内仅有沪宜、宁杭两条公路，总长80．T公里。现在公路四

通八达，多数公社，镇遁了公共汽车，全县公路总里程为47T．8公里。全县有汽车905辆，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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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4=27艘，挂桨船2464只，定班客轮通往常州、无锡和大部分公社。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初，全县仅有中学“所，小学550所。现有完中22所，初中58

所，七年制学校54所，八年制学校29所，小学754,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3％。农民、

职工业余教育也有所发展。现有县文化馆和图书馆各1个(藏书18万册)。各区、镇、社有

文化站40个。农村(工厂)俱乐部和图书室(藏书40万册)600多个。全县城镇均有影剧

院，公社有电影放映队(90个放映单位)，实行普及放映。县内已初步建成县、社、队三级医

疗卫生网。现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县制药厂等县属医疗单位9个，

区、镇：社卫生院48所，共有病床1877张。各大队办有合作医疗室，有赤脚医生1583人。

宜兴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益等同

志率领宜兴人民进行秋收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宜兴是我党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太涓工委所在

地，并建立过宜溧县和武宜县的红色政权，直至解放。

宜兴山明水秀，气侯宜人，风景优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县内主要文物古迹有：三国东

吴孙皓立的“国山碑”，纪念周处的“周王庙”，苏东坡手植的“西府海棠”和“东坡书院”，“太

平天国王府”。旅游胜地有“善卷洞”、“张公洞”、“灵谷洞”、“玉女潭”等。古遗址有“南岳寺”、

“堤”、“百合场”，唐代“古龙窑”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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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城镇概况

宜城镇位于宜兴县中部，铜官山北麓，东沈、西沈之间。北连十里牌公社，南与铜峰公社 ．| ．～

毗邻。全镇面积3．7平方公里，总人口23427人，共划分11个居民委员会，2个蔬菜大队、T’ 一

个生产队、7个自然村。蔬菜面积974亩。县委、县人民政府，宜城区工委、铜峰公社均设在

镇上，是宜兴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境内河道串流，宁杭公路、沪宜公路交会于此，是

宜兴县水陆交通枢纽。经济繁荣，市场活跃。

宜城镇是一个古老的县城，它的前身是荆溪邑，阳羡城。城南的土城是古阳羡城遗址，现

城是明代所筑。荆溪、宜兴两县在清代曾长期合城，东西分线，浑成一体。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宜城镇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解

放前全镇只有5个小工厂，1个私营手工业作坊。现拥有农机、轴承、通用机械、粮机、交机、耐

火，丝绸、油、米、酒，茶．面粉、印刷、服装，鞋帽、塑料等46个工厂，还有镇办橡胶厂、

炭黑厂、窑厂、家具厂等。一九七九年全镇工业总产值6603．56万元，社员平均收入300元。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阔步前进。现有两所完全中学，教师122人，学生

2355人；3所小学，教师10T人，学生2420人，1个幼儿园，教师26人，幼)D521人。两

所医院，医务人员360人，病床336张；街道设有合作医疗所3个，医疗人员7人t蔬菜大队

有合作医疗室，群众健康水平大有提高。

宜城镇具有古色古香特色。荆溪十景中的“蛟桥夜月”、“周侯古寺”都在镇上。古代建筑有

周王庙、徐义庄(阁老厅)、太平天国王府t园林建筑有南园(翡翠园)、亦园、瀛园等；古遗址

有城南岳飞抗金的岳堤、升溪桥、城西任公钓台、城东牧之水榭。用汉白玉石雕成的“会元状

元”坊，在十年浩劫期间被毁。蛟桥于一九七O年拆建为钢筋混凝土桥。现存石拱桥只有东仓

桥一座。

宜兴人民素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宜城镇是宜兴县的革命心脏。原城中的方公祠，及城

南的显庆寺，都曾是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宜兴农民暴动的据点。优秀的共产党员、宜兴

人民的好儿女万益，蒋三大、陈伯琪等同志为党为人民与敌人顽强战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写

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抗日战争期间，宜兴成为中共太渭工委及武装部队的流动中心，配合人

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迎来了全中国解放。

丽嘭



标准名称

宜兴县

宜城镇

人民北路

人民南路

解放东路

解放西路

西新路

烈士塔路

太渭路

光明西路

光荣西路

太漏北路

向阳路

车站路

中山路

光明东路

光荣东路

东新路

朝阳路

劳动路

城西路

健康路

公园路

南仓村路

迎宾路

大众路

通真观路

汉语拼音

Yixin9 Xian

Ylch6no Zh色n

R色nmin Beiln

Renmin Nzinld

Jiefang Donglfl

Ji邑fang Xila

XI Xinlfi

Li色shita Ln

Taige La

Guangm[ng Xild

Guangr6n9 Xiltt

Taige Beild

Xiangyang L血

Chezhan Ln

Zhongshan Ld

Gufingmln9 Dongla

GuonOr6nfl Dsnolfi

DOng Xinln

Chaoyang Ln

LaodOn9 Ln

Chenoxi L血

Jiankan9 Ld

Gongyuan L证

Nancangcfin Ld

Ylngbin Ln

Dazh6ng L血

T0ngzhenguan Ld

备 洼

县人民政府驻宜城镇。

历代是宜兴县的政府所在地，镇委驻解放东路。

人民桥至太漏桥。分属共和，新华，大同居委。

人民桥至南门宾馆，分属民主、建设、生产，和平
居委。

人民桥至东虹桥，分属新华、常胜居委。

人民桥至粮油店。

中百成衣门市部至西横街。

共和街招待所至烈士塔。

米厂门口坛桥至汽车站。

太编桥至轮船码头。

原名台西路，1980年更名。

米厂门口至北虹桥。

城北小学门口至交管所。

烈士塔路至车站。

医药公司往南至西新路。

太漏桥沿河向东。

人民北路往人武部至；ILf-J巷。

人民北路五金公司门市部往东．

茶厂向木器厂往北至解放东路，属朝阳居委．

菜市场往北接解放东路。

西珠巷底往南至虹桥。

体育场经县委门口至人民南路。

体育场至虹桥。

南虹桥南堍沿河往东。

宜兴县中学门口至宁杭公路。(属沈滨居委)

电影院门口往东南至公安局。

和平居委会往东至人民医院．

-———_—————————_———-—————-—●——————_—_●—_—●-—-_一
(1)寓城镇



标准名称

西后街

西横街

西竹巷

红星巷

察院巷

永宁巷

旭升巷

书院巷

段家巷

北门巷

光明巷

东风巷

东庙巷

东珠巷

野菱塘巷

茶局巷

狮子巷

西珠巷

西庙巷

纱帽巷

革新巷

西横巷

白果巷

民主巷

太平巷

大人巷

张公巷

汉语拼耆

Xt Houjie

Xi Hengjie

Xxzh《l Xiang

H6ngxin9 Xiang

Chayuan Xiang

Yongnlng XiAng

Xnsheng XiAng

ShQyuAn Xi&ng

Du矗njia XlAng

Bei men XiAn9

Guangmlng Xi鱼ng

Dongf邑ng Xiang

Dongmiao XiAng

Dongzhn XiAng

Yeling t直ng XiAng

Chaja XiAng

Shlzi XiAng

Xlzhfl Xiang

XimiAo XiAng

Shamao Xiang

Gexin XiAng

Xi Hengxiang

Bai guO Xiang

Mlnzhn Xiang

Taiplng Xiang

Daren XiAng

ZhanggOng XiAng

备 注

城北小学至邮电局招待所．

城北小学往南至粮油店。

粮机厂往东至西横街，原名永红巷。

西河沿至旭升巷西头，原名西察院。

粮机厂北，至烈士塔路．

烈士塔路经剧团至旭升巷，原名战斗巷．

粮油店北往西至红星巷，原名大井头．

北门巷往东至供电局东面，原名文革巷．

交通局桥工队仓库至解放东路．原名向阳巷。

人民剧院往北至太祸河。

北门巷往东至太漏河，原名县背后。

东仓桥西往南至解放东路．

邮电局往东至木器厂，原名生产路．

人民桥南往东至建材公司，原名反帝路．

制药厂往北至东珠巷底。

镇招待所往南至人民医院．

豆腐厂东面的小巷。

人民桥南堍至清管所。

宜兴旅社往西至城西路．

派出所往南至白果巷。

派出所东边的小巷．

西珠巷至西庙巷。

服装厂往西至城西路。

宜城并线厂对面的小巷．

民主街开水炉子边往西小巷。

健康浴室往西到体育场。

白果巷对面的小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立新巷

青云巷

分基巷

伙巷。

东尤场巷

西尤场巷

西河沿

菜行里

仓屋里
J～

胜利新村

红旗新村

迎宾新村

西沈新村

朝阳新村

轮运新村

’

蔬菜大队

路北村

仓浜

常胜

宝塔大队

后楼村

关北村

宝塔村

华 要

备 注

Llxin‘XiAnfl 电影院西边往西的小巷。

Qlnflyfln Xiang 电影院东边往北至东庙巷。

F邑njt XiAng 公安局小门往西的小巷。

Hu6 XiAng 公安局门口对面的小巷。

DOngy6uch矗ng XiarlO 伙巷底往西至人民南路。

XiyOuchano XiAng 体育馆东至人民南路。

XiheyAn 人民桥西北沿河往西。

CAih矗ng LI 解放东路至土杂公司水果仓库。

CAngwtTt Li 解放桥东沿河往北至仓桥，原名东风宅。

Skeng 1 r XincOn 茶局巷东边居民区。

Hon9qi XincO．n 1976年新建的居民区，位于察院巷西。

Yingbin Xincon 迎宾路北边。

Xiji口Xincon 西沈边居民区。’

C．hAoyang Xincon 人民医院向东，宜城镇东南方。

L血n yon Xincon 轮运站职工居民区，位于北虹桥北堍。

ShocM·DaduI 位于宜城镇东郊。驻地仓浜。

Lnbeicnn 位于大路之北。

Cangbang
船只能撑至小河浜得名。仓、撑谐音·

Changsheng
位于油厂东面。

B盖0ta Dadul 原附近有一宝塔而得名·驻地华要。

H6u16uc证n 处于牌楼之南得名·

GUAnb6icfln 位于城关的北面。

BaotacOn 以原有宝塔得名。

HuayAo 相传明朝吴尚书在此建造大厦，高而华丽。

(‘)宜城镇



丁蜀镇概况

丁蜀镇位于宜兴县城东南约13公里处。东濒太湖，三面环山。总面积3．29平方公里。人

口44943人(农业人口1600人)。镇辖街道居民委员会19个，蔬菜场2个，是宜兴县四大镇之

一。宁杭公路纵贯南北，河网密布，交通方便。这里群山挺秀，清溪碧流，物产丰富，景色迷

人，是丁蜀区工委、周墅公社及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所在地。是宜兴县东南片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为苏南名镇。 ‘

丁蜀镇以丁山、蜀山、汤渡三处合并而成。丁山原名鼎山，为书写方便，改鼎为丁。蜀山

原名独山，宋代诗人苏东坡寓居于此，见其山峰屹立，好似蜀地风光，故云“此山似蜀”。后人改

“独山”为“蜀山”。

镇附近山区属泥盆系五通群地层，蕴藏着丰富的陶土资源。这里从事陶瓷生产已有悠久的

历史。解放以后，陶瓷工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目前，有29个陶瓷厂矿企事业单位和近二万名

职工，以生产日用陶瓷缸、坛，盆、碗、罐、砂锅为主，还生产富有传统特色的、被誉为“五

朵金花”的紫砂、均陶。青瓷、精陶、彩陶等产品。同时也生产化工机械陶瓷、工程电器陶瓷，

建筑卫生陶瓷、汽灯泥头、陶土假山和耐火材料等产品。年产陶瓷6300多万件，产品远销国

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宜兴陶瓷的集中产区。

该镇除陶瓷工业外，还有水泥、石灰、砖瓦、电子器件、农机、汽车修理、运输．造船，

食品、粮食加工、五金、服装、印刷等企业52家。年产水泥10多万吨，石灰5万吨，年运输

货量109万吨。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较为繁盛。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所发展。现有省陶

瓷研究所和省陶瓷学校各1所，完中2所，初中2所，八年制学校1所，小学11所，学生8000

多人}医院2所；工人俱乐部，文化站、广播站、影剧院、职工学校、电视大学以及工人疗养

所各1个。



汉语拼音 备 注

丁蜀镇DingshCt Zhen 解放后由丁山、蜀山，汤渡合并取名．

解放路 Ji6fang Ln 解放后新建的市区大道．

解放东路 Ji6fang DongltⅡ 解放路东段。镇委驻地．

解放西路 Jiefang Xila 解放路西段。

人民路 R6nmin Let 蠡墅至蜀山之公路。

民主路 Minzh《t Ln 丁山至汤渡之公路。

白宕路 B￡tidang La 地处白宕，是通往水泥厂之公路。

公园路 Gongyu磊n Ln 公园位于此路而命名．

边庄路 BianzhuAng Let 位于边庄，有大木桥通往汤渡之路。

东贤路Dongxian Lit 东贤通到蠡墅之路。

蜀山东路 Shashan D6nglfa 位于蜀山之东。

蜀山西路 Shctshan Xiltt 位于蜀山之西。

东坡路Dongp6 La 红阳桥至双桥，东坡书院座落在此．

丁山街Dlngshan Jie 原名鼎山，后习惯写。丁山”．

蜀南街 Shan直n Jie 地处蜀山南端。

汤北街Tangb6i Jie 地处汤渡河之北。

蜀北街 Shtabei Jie 位于蜀山之北。

南河街 Nanh6 Jie 本街原有-d,浜，名南河．

丁南街Dingnan Jie 位于丁山之南。

湖渎街Hctda Ji邑 本街有座湖渎桥命名．

张边街 Zhangbian Jie’ 原有张家和边庄两村合并而名。

蠡墅街Llshfa J ie 相传范蠡在此隐居创陶而名．

大新街DAxin Jie 由大西街和新街合并各取首字而名。

汤南街Tnngnan Jie 地处汤渡之南．

丁山大街Dingshan Dajie 原是一条老街，沿河直通蜀山。

中路里 Zhonglt：t Lt 位于白宕村之中心。

新街弄Xinjie L6ng 位于新街上。

(暑)丁蜀镇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圆通堂弄

双龙巷

化工新村

南山新村

水上

丁山菜场

潘南菜场

Yu磊nt6ngt直ng LOng

ShuanglOng Xiang

Huagong XincOn

Nanshan XincQn

Shulshltng

DIngsh五n Caich百ng

Pannan CaichAng

备 洼

位于圆通堂．

通往双龙桥。

原是化工厂职工宿舍，以此建新村成立居委会。

地!尊山脚下，由精陶厂职工宿舍建新村成立居委
‘i●

由船民组成的新村成立居委会。

为丁山居民的蔬菜基地。

地处潘南村得名．

丁蜀镇(，)



张、’渚镇概况

¨善，嚣：罾享

张渚镇位于宜兴县的西南部，三面为渚东公社环抱，北连善卷公社。总面积约1．25平方公

里，其中蔬菜地面积490多亩。人口约16000多(农业人口1400多)。全镇由人民大街，西街、东

街、华新街、新街，后街、下场街、工农街等八条街道和一个新华居民新村及一个蔬菜大队组

成。人民大街为主要街道，南北长800多公尺，街宽9公尺，主要商店都集中此街。张渚区工

委、张渚镇委、渚东公社3个机关都设在镇上。

张渚镇的形成历史悠久，宜兴县旧志载：宋朝以前叫“桃溪”，后有一姓张的大户迁居，改

称“张溪”。因溪水绕镇，后又称“张渚”。

张渚是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重要集镇。水陆交通方便，张渚河自西向东横穿全镇，流入

武宜运河。公路南通安徽广德；西通溧阳、南京，北通宜兴、无锡；东通丁山、浙江。周围

山区物产丰富，除产稻、麦，山芋等农副产品外，还盛产竹、木、茶、桑、药材等经济作物。矿产

资源大理石、白云石、石灰石采之不尽，因而张渚镇自然形成山区人民物资交流、商品交换的

贸易区和集散地。由于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素有“金张渚”之称，是苏南地区有名的山区重镇。

解放前，张渚镇只有一个铸锅冶坊和小电厂，几个私人诊所，仅有l所小学和l所初级中

学。现在县属工厂有：钢铁、轧钢、石灰，农药、造纸、米厂、自来水，竹器厂等20多个。

镇办工厂有：无线电、塑料、印染、制鞋等10多个。一九八O年的工业产值达3800万元，比解

放初期增长22倍。张渚人民医院有142张病床，具有X光机、心电图等医疗设备。镇上有

完全中学1所，学生1400多人；小学3所，学生2200多人；幼儿园2个，500多幼儿。2个影

剧院，能容纳观众1800多人。张渚镇是周围山区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J口)张渚镇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张渚镇

西街

后街

下场街

新街

东街

工农街

人民大街

华新街

苏南巷

花园巷

白果巷 ‘

水巷

新华新村

蔬菜大队

竹藏村

花园村

Zhangzha Zhen

Xi Jie

H6u Jie

Xiachlfing Jie

Xin Jie

Don9】ie

GongnOng Jie

R6nmin D,jji e

Hu直xin Jie

S1in矗n Xiang

HuayuAn Xiang

Baigu6 Xiang

ShuI Xiang

Xinhua XincQn

Shocai Dadui

ZhftcangcQn

Hua7u直ncQn

备 注

原名桃溪，改称张溪。因溪水绕镇，后改张渚．

位于镇的西部。

位于镇中心之北。
、

街的中段原有下场之称。

抗日战争后新形成的街·
，．{一，：l f』j、

位于镇之东。 一．。|∥一如

居民与南，北门的农民杂居定名．r ’{y

‘i 。’一i

1958年新建成的大街。
‘7

^

’“

抗日战争后新成立的街，以华姓定名。．_ ?：0

原巷内有苏南旅社得名。 “，⋯。
‘。

7：√，：．j

原巷内有花园。 。．。。 ．。

原巷内有一棵银杏树。 √⋯
一 ’lJ

原是镇中心供水的总巷。
‘。 。、‘

』，-+

1974年后形成的居民新村。 ．、、

，。

种植蔬菜为主。驻地镇东郊。
“

．：1 1■’

．7 j，‘4

村庄在竹林之中。
’。 。’

川

原有顾家花园得名。 。 ．．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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