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地方志



新编《湘城镇志》，是湘城历史发展的产
物，也是在经济建设获得成就的基础上精神

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正是今

天安定团结、欣欣向荣大好局面的一个体现。

当今，河山的胜迹，建设的伟业，先辈的睿智，

今人的丰功，亟须铭志载史，以鉴古察今，彰

往昭来，发扬光大j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湘

城修志源于民国18年(1929年)施兆麟主编

的《相城小志》；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

化遗产。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民国修志60

年以来，未有续修之举，乃为憾事o 20世纪80

年代以来，河清海晏，时和岁丰，迎来了盛世

修志的大好时光：先于1985年，后于2000年

两度聘用人员，组成班子，全面开展修志工

作。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继承传统，承前启后，

保持湘城志书的连贯性，发挥志书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为湘城古镇谱写新的篇章。

编写镇志是一项浩大的群众性的系统工

程，从搜集材料到编纂成书，涉及到各行各

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是全镇以及支持本
镇的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个专业系

统，基层单位和档案、图书、文博、文史等部门

大协作的产物。经编采人员广征博采，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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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五历寒暑，三订纲目，四易志稿，终于编纂成“余万字的巨著，

成就了湘城文化史上空前的伟业。

稽古旨在鉴今，承先为了启后o《湘城镇志》全面反映了湘城的

自然、社会各个领域兴衰变迁、曲折起伏的历史面貌，记述了湘城人

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排除“左"、右干扰，坚持实事求是，加速经济建设，
治穷致富的艰苦创业精神。志书让勤劳智慧的湘城人民所创造的光

辉业绩和宝贵经验传之后世，让为湘城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雄模范、
知名人士和杰出人物名垂史册。又为湘城各级干部察古知今，探求

规律，准确决策提供了一部“资治通鉴”；为开展爱祖国、爱家乡、爱人

民的教育提供了一本“乡土教材"；为客居他乡异国的湘城籍儿女熟

悉家乡，沟通信息，服务桑梓提供了一座桥梁；为海内外客商了解湘

城投资环境，正确、明智决策提供了一份“地情书"；为广大旅游者漫

步“人间天堂”，领略水乡泽国风光，饱览人文景观提供了一张“导游
图”o

每当人们开卷之时，定会念及全体编纂人员辛勤笔耕、锲而不

舍、匡谬纠错、一丝不苟而默默奉献的辛劳，在此，谨向潜心修志的所

有人员，热心支持的单位和朋友，悉心指导的上级领导，史志部门的

专家、学者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为湘城办了一件上慰祖宗、遗泽后

世的好事。

过去已载入史册，未来尚待开拓。目前，湘城建设已进入新的发

展时期，全镇人民将谱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以
垂范后世，流芳千秋。

中共苏州市相城区湘城镇委员会书记

苏州市相城区湘城镇人民政府镇长

2002年9月30日

舻酽



囵
《湘城镇志》在2002年9月完成了送审

稿后，从2004年6月始，再易志稿。在修改过

程中，2004年8月11日，湘城镇与阳澄湖镇

(原汩泾镇)合并，更名阳澄湖镇o《湘城镇

志》能在我们任期内出版问世，并为其作序，

我们深感荣幸a：

湘城是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镇，

《湘城镇志》不仅是湘城历史文化的载体，而

且是湘城古老文明的一种标志。因此，编纂

好《湘城镇志》不仅是湘城镇前几任书记、镇

长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是历史的要求，
也是现实的需要o

《湘城镇志》编修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将丰富的思想

内涵、浓厚的时代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较

高的科学价值融于一体，且能贯通古今，横涉

百科，资料翔实，归属得当，结构严谨，文风简

朴，可谓“一方之全史"o

从2004年8月11日后，“湘城镇"之名将

退出历史舞台，不复存在。因此，《湘城镇志》

更为珍贵，故将大事记延至并镇之日，尽力将

湘城镇历史记载完整，为古镇湘城划上圆满

的句号。

在《湘城镇志》的修改和出版过程中，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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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人员的匡谬纠错，一丝不苟，辛勤笔耕、默默奉献；苏州市地方志办

公室、相城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领导、专家悉心指导，倾心审稿；以及

文史、文保、档案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相信，《湘城镇志》的出版，对于今阳澄湖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的建设以及文化精神的开拓将会起到有益作用。让我们借鉴《湘城

镇志》，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和发扬先辈们艰苦奋斗、勇

于开拓的精神，为把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新阳澄湖镇建设得更好、更

快、更美丽而共同努力。

中共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委员会书记刀呸全姿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人民政府镇长 ：孑二学
2006年8月31日



凡 例

一、本志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反映湘城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尽量溯源，下限至2000年底。大事记延至2004年8月。

三、本志记载的地域范围以今镇境为主，如涉及历史上所属辖区内的主要

事物例当记叙，保持连续性和完整性。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按现代社会分工，采用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

编纂方法。以志为主，辅之记、录、传、图、表、照片等形式。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结合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纪年方法，解放(以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之日为界)以前用

朝代年号，加括公元；解放后则以公元纪年。清代以前月日为农历，民国以后为

公历。志文中所写的“现(现在)”、“今(至今)”即指时间下限；所书的年代，除

标明者外，均指20世纪。

六、本志所述名称，在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如中华民国，

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志文中出现的

“党支部、党组织、党委、党的⋯⋯”等用词，如无特别说明，均指中国共产党。

七、本志所载人物，以湘城籍为主，兼收录长期定居境内，且有重要业绩或

对湘城具有重要影响者。排列先后以卒年为序。在世人物不立传，采取以表列

名，或以事系人的方法予以收录。

八、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有换算值者，用括号注明

其换算值。1949—1955年的人民币，除加注旧人民币币值外，其余均为新人民

币币值。

九、本志资料，取自正史、旧志、档案、书籍、报刊、文物考古、口碑、调查访问

等，除少数引注出处外，余不加注。解放后数据，采用统计部门资料，部分择用主

管部门或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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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城镇志

湘城古称相城，位于吴县市东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30041’80”。31049’50”，东经1200

62’12”一120。70’48”。东临阳澄湖西湖，与阳澄湖镇(涸泾)依水为邻；南接太平镇；西和渭塘

镇、常熟市辛庄镇交界；北同常熟市沙家浜镇(横泾)仅一河之隔。地属北亚热带季风区，受

太湖、阳澄湖水体调节，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壤肥沃，宜农宜渔，物产富饶，风物秀丽，素称
鱼米之乡。

湘城历史悠久，史籍记载吴王阖间元年(前514年)，吴国相伍子胥奉阖间之命到湘地

“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选址建都城，已将部分城砖运至湘地，后察觉湘地柔隙而罢，“将砖

铺砌河东街道”(《苏州府志》)，始得名“相城”。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相城归属会稽郡吴县。武

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将吴县东部分置长洲县，相城属长洲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

划长洲县东南部建元和县，相城仍属长洲县。宣统三年(1911年)，合东、中、西18都、北19

都为一区，定名为湘城镇，为长洲县四大重镇之一。民国元年(1912年)复并为吴县，湘城属

吴县，并改称为相城市。时为吴县七大市之一。民国17年，吴县为自治区，相城市复称湘城

镇，并成为吴县第7区区政府治所。解放初，为吴县阳城区区政府驻地。以后历经撤区划

乡、并乡建社、改社复乡、撤乡建镇等多次行政建制变更，于1992年复名湘城镇。1995年吴

县更名吴县市，直至2000年末湘城镇隶属吴县市。全镇总面积44．27平方公里(含阳澄湖

所辖水面)，辖22个行政村，2个集镇，1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26047人，人口密度为每平

方公里(不含阳澄湖水面积)723．53人。

湘城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镇周由阳澄湖、盛泽荡、昆承湖、画师湖环抱，镇内河溪纵

横，小桥流水，环境幽静，景观诱人。旧有妙智古刹、少师遗像、内史祠堂、虹桥断渡、渔沙落

雁、通仙宝坊、灵应古观、石田古墓八景。古来一方风水宝地，享誉“姑苏娄门外第一镇”。一

条贯穿市镇的济民塘河，南抵姑苏接大运河，北达虞山通长江，西连元和塘，东进阳澄湖，水

路十分畅通。镇依河而建，房傍水而筑，配上玲珑小桥，显示出水乡美丽和古朴的风韵。

湘城人文昌盛，名人辈出。历史上有众多的贤士名臣、烈士壮夫、能工巧匠、艺术大师、

鸿儒良医、名真高僧。如元代的平江路总管张伯颜，明代永乐帝军师、太子少师、《永乐大典》

监纂、高僧姚广孝，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唐寅的老师、“吴门画派”鼻祖沈周，明代进士、礼

部主客郎中、太仆少卿、著名文学家都穆，清代州同、唐著名文学家陆龟蒙第34世孙陆肇域

等。明清时期，湘城辖地科举及第进士4名，举人15人，五贡5名，诸生(即秀才)161名，其

中武生5名。有“倚马之才”、“造凤之手”、敢切时弊的文人姚士衡，有“勤善、惩恶、无私怨、

无私德、乡民称之”的相城市总董姚文潞，名医、诗人谢池春，抗日烈士张晨曦、钱良臣。当代

有评弹艺术大家严雪亭，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龚

万里等等。至2000年，全镇获得技术职称的各类技术人才682人，其中高级职称(含中学高

级教师)26名，中级职称295名。在国内外的湘城籍高级知识分子31人。

湘城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全镇耕地面积23358亩，占全镇陆地的66．41％。土壤肥沃，

灌溉便利，古来盛产水稻、小麦、油菜，是吴县的主要粮油产区之一。1998年粮食总产22038

吨，交售国家商品粮列全市第4位。镇、村两级致力于农业科技化、机械化、服务化，建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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