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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吴江地处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美称，吴风越韵，源远流

长，吴越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和地域特色。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我们祖先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吴江存有明、清以来地方

志就多达二十余种。然而作为一部完整记述吴江本土文化、文物、艺术、广播电视方面的专业志却

未有所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吴江开始了第二轮地方志修纂，《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终

于付梓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是一部专业志，具有“资政、育人、

存史”价值。它以史实为依据，客观、系统、集中、翔实地记述吴江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轨迹，记载

吴江文化与广电事业发展和变化历程，鲜明地反映了吴江地区文化与广电的特色及其底蕴。特别

是我们看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吴江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任何历史

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此间发生了与社会主义时代相适应的深刻变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后，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随着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发生的

变化更为显著，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网络等文化、广电工程相继建

成，一大批反映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和艺术成果涌现出来，数以百计文艺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在国

家、省、苏州市级比赛中屡屡获奖。文化、广电事业蓬勃发展，一个文化强市正崛起在古运河之畔、

太湖之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思想文化建设被提升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美丽中国大业的战略高度。我们深信，吴江日益发展的光彩夺目的文化、广电

建设新成果将为吴江人民的家园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中的资料，可为有关领导部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提供参考；

也为后人研究、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展现代化的文化广电事业提供依据和借鉴；同时，

它也向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份爱国爱家乡教育的教材。本志出版发行，能让人们更加了解吴江、热爱

吴江，激励人们承前启后为进一步发展繁荣吴江文化广播电视事业而奋斗不息。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书记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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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思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记述吴江文化

广播电视历史和现状，定名为《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下限至２００８年。大事记和图照、丛录延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记述范围以２００８年末吴江市行政区域为主。

三、本志按照“横分门类，纵写史实”的原则，分设“文化卷”、“广播电视卷”两卷，采用述、记、

志、传、图照、表、录等体裁。卷下依次设篇、章、节、目、子目、孙目六个层次。专志共１９篇６７章２９０

节（文化卷，１１篇３５章１５２节；广播电视卷，８篇３２章１３８节），采用语体文编写。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四、本志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纪年（包括民国纪年），相同的朝代年号纪年在每目

（或节）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年代前不标明世纪者均为２０世纪。

志文中出现“现”、“今”均指下限时间。１９９２年５月４日，吴江撤县设市（县级市）。

五、本志用的计量单位在引用的历史资料中沿用旧制，其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史料、志书、报刊、专著及社会调查等，经考证后采用，难以考证者作

诸说并存。文中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各项数据以市（县）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未统计的

则采用相关业务部门统计数据。

七、本志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其后用简称。历史地名、机构名称和职衔

等一般均按当时称谓。凡未用全称的“省”、“市（县）”，均指江苏省、吴江市（县）。本志中“７大镇”

或“大镇”均指：松陵、同里、黎里、盛泽、震泽、平望、芦墟镇。“３小镇”指：铜罗、八坼、横扇镇。“汾

湖”同“分湖”，本志中一般叙述按明清之前“分湖”称法，专用书名、镇名、团体名或引用则延用“汾

湖”称法。本志中凡在“吴江”后未写明市或县，且前后文又未有特指者，均表为不含时间属性的地

域概念。

八、人物遵循“生不立传”原则，收录与吴江文化、广播电视的发展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

物，排列以生年为序。

九、本志所列古建筑、纪念性建筑、优秀近代建筑专目均属县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吴江市文物

控制单位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选列，其余设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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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虹桥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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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出土新石器陶鼎鼎足刻划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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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湖·湖滨晨曦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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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在全市文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下，

屡历寒暑，广征博集，精心编纂，苦心磨砺，终于不负众望，成书在尔。细阅本志，历史年代跨度远

大，始从事物发端，止于２００８年，要查要阅的资料浩如烟海，要访要寻的人物不计其数。本志内容

丰厚详实，是吴江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展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文化发展势如春潮，吴江悠久的文化绽放绚丽的奇葩。文化设施焕然一

新；人民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艺术创作硕果累累；文博事业成绩斐然；文化市场繁荣有序；对外

交流日趋活跃。在鲈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吴江正从一个“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迈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吴江文化强市建设增添了巨大的动力，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搞好

文化工作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全会告诉我们：文化建设不仅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越来越大，而且

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建设是推进政治建设、发挥政治制度优势的深厚土壤；

文化建设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把思想文化建设提到更加高的战略地位，提出更加高的目标任务。我们

吴江文化人要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切实做到想问题、肯研究、干实事，以团结协作、敬业务实、

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打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

在新的起点上继往开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做强吴江的文化产业，加快吴江的文化建设。

盛世修志，适逢党的文化建设春风，机遇大好。鉴古知今，传承文明；资治资政，启迪教化；修志

续史，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愿《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记载鲈乡文化历史，

为建设乐居吴江、教育子孙后代，发展更灿烂的文化事业发挥深远作用。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　

苏州市吴江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金健康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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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吴江市地处北纬３０°４５′３６″～３１°１３′４１″，东经１２０°２１′０４″～１２０°５３′５９″。位于江苏省最南端，东
接上海青浦区，南连浙江桐乡市，西濒太湖，北依苏州市吴中区，东南与浙江嘉善县毗邻，东北和昆

山市接壤，西南与浙江湖州市交界。

从桃源广福遗址考古发掘来看，吴江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马家浜文化时期，距今已有六千多

年，吴江所在的太湖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吴越王钱奏割吴县南地、嘉兴北境置县，遂以吴江为县名，县治设松陵，

属苏州。元元贞二年（１２９６）吴江县升为州，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复为县。清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分吴江
县偏西地设震泽县，偏东地为吴江县。１９１２年吴江、震泽两县复合为吴江县，隶属江苏都督府。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４月３０日宣告吴江解放，建立人民政权，属苏南行署苏州分区。５月５日，吴
江全境解放。全县先后分设８个区、１０个区、９个区、５个区。１９５７年全县撤区并乡，共设２３个乡，
７个县属镇。１９５８年全县农村成立２０个人民公社，１９６２年又增设３个人民公社。

１９８３年１月，属苏州市。是年，恢复乡村建制，吴江县有７个县属镇和２３个乡，共计３０个行政
单位。７月起，吴江县第一次乡镇调整：全县７个县属镇与所在乡合并，实行镇乡合一体制，调整后

全县设有７个镇１６个乡，共２３个行政单位。自１９８７年起全县各乡陆续撤乡建镇。１９９２年５月４
日，吴江撤县设市（县级市），设有１８个镇、５个乡。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在吴江市设立江苏省吴江经济开
发区。１９９４年２月，全市撤乡设镇，设松陵、八坼、盛泽、坛丘、南麻、同里、屯村、平望、梅堰、黎里、北

厍、芦墟、莘塔、金家坝、震泽、八都、七都、庙港、铜罗、青云、桃源、横扇、菀坪２３个镇。１９９４年８月，
设立吴江汾湖旅游度假区。２０００年７月，吴江市第二次乡镇调整：松陵镇与八坼镇合并为松陵镇，

盛泽镇与坛丘镇合并为盛泽镇，调整后全市有２１个镇。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吴江市第三次乡镇调整，经
撤并调整后全市设松陵、同里、盛泽、横扇、七都、震泽、桃源、芦墟、黎里和平望１０个镇。２００６年６
月，吴江市第四次乡镇调整：由吴江汾湖度假区调整为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芦墟镇和黎里镇合并

为汾湖镇，并实行区镇合一管理新体制。至２００８年，吴江市经历四次调整和撤并，全市有松陵、同
里、盛泽、震泽、桃源、七都、横扇、汾湖、平望９个镇和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

２个经济开发区。

１

概　　述



２００８年，全市总面积１１７６．６８平方公里，其中水面积２６７．０７平方公里（均不含所辖太湖水域

４３．３１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７５５１公顷。苏州至嘉兴、湖州至上海水路、公路在吴江境内相交贯通。
全市以京杭大运河、长湖申线为主的４２条航道，形成通航里程４５１公里的水运网络；公路全长１９７５

公里，客运量３９０２．６万人次，货运量７６０．４６万吨公里。全市镇、开发区有１６个街道办事处，６２个
社区居委会，２５０个村民委员会。户籍人口７９．５３万人，自然增长率 －０．４９％；登记外来暂住人口

６５．２２万人。全市除汉族外，常住少数民族２５个，１０３５人；暂住少数民族２６个，１２２３人。地区生产
总值７５０．１亿元，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１８．３４亿元、４６９．２１亿元、２６２．５５亿元。财政收入

１５４．２２亿元。至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先后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

二

　　吴江置县前，便已人文荟萃，产生了灿烂的文化。逝后葬于桃源镇铜罗社区（以前称严墓）的
西汉严忌（原名庄忌，因避讳改庄为严，其子严助亦是。下同），是与司马相如并重的辞赋家，著有

辞赋２４篇，尚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载于《楚辞》。逝后葬于汾湖镇（方志记为吴江县
二十九都南役圩）的西晋文学家张翰，在“八王之乱”前夕感受到官场复杂和黑暗，作《秋风歌》，思

念家乡菰菜、莼羹和鲈鱼，以辞官归乡，由此“思鲈”典故流传至今。吴江市区三里桥东原名顾墟，

是南朝梁陈间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居处听江轩，他就是在这里编纂出与《说文解字》并重的《玉篇》

３０卷。
置县后，吴江涌现更多名闻遐迩的文化人物，诸如明代戏曲家沈瞡、思想家和佛学家袁黄、天文

学家兼诗人王锡阐、造园家计成、诗人叶绍袁沈宜修夫妇和其女叶小鸾、边塞诗人吴兆骞、清代诗论

家叶燮、史学家潘耒、医学家兼新乐府诗人徐灵胎等。到近现代尤是贤达迭现、人才辈出，诸如近代

著名诗人柳亚子、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陈去病、国学大师金松岑、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等都声闻神州，

饮誉海外。

三

　　吴江曾拥有松陵、同里、黎里、盛泽、震泽、平望、芦墟７大镇和铜罗、八坼、横扇３小镇。在这些
古镇上，以青石板、弹石铺就的街道因水而建，布局呈带状者，三五华里长的市河将街分成两岸，岸

边店铺民宅鳞次栉比；布局呈团状者，街道依纵横相间水路而建，曲曲弯弯，盘绕迂回，宛如棋盘。

街道两侧，一条条巷弄，清幽深邃，伸向人家尽处。镇上人家粉墙蠡窗，厅堂备弄，宅居与水码头、水

墙门、吴王靠、过街楼等建筑贴水而筑，真可谓是家家枕河，户户通舟，处处有桥。桥以武康石、青

石、花岗石錾筑而成，大多建于宋、元、明、清时期，桥栏镂花，桥楼叠砌，或飞越于河港，横跨于街面，

或盘旋于要津，点缀于园林，水光规影，构成一幅幅浓淡相宜、栩栩如生的“小桥流水人家”古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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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景画。这些镇已有千余年历史，古镇上有以同里退思园为代表的小巧玲珑的古典园林，有以震

泽师俭堂、黎里柳亚子旧居为代表的精雕细刻的豪门大宅，有以盛泽先蚕祠、吴江文庙为代表的

庄严凝重的古祠名庙。

吴江还有不少风貌尚可的古村落，其中松陵镇的南厍于２００５年６月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

入第一批控制保护古村落，平望镇的溪港和盛泽镇的龙泉嘴于２００８年１月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

为历史文化名村。

吴江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０１处，其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１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４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７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８０处；登记公布尚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

动文物（文物控制单位）２００余处，通过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点２００余处。另有文化遗址和

文物出土点１０余处，其中龙南村落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广福遗址和唐家湖遗址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很丰厚。芦墟山歌、木偶昆曲、评弹分别作为吴歌、昆曲、苏州评弹的组

成部分，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里宣卷、芦墟摇快船、珍珠塔传说、铜罗黄酒酿造技艺、盛

泽小满戏、桑蚕丝绸习俗、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望辣油辣酱制作技

艺、松陵松花蛋制作技艺、蚕丝被制作技艺、彩塑制作技艺、熏青豆茶制作技艺、风枵茶制作技艺、丝

绸文化楹联、平望灯谜等为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有９人被公布为同里宣卷、芦墟山歌、七都木

偶昆曲等项目的传承人，其中杨文英为国家级项目———吴歌传承人。芦墟山歌馆、先蚕祠·吴江丝

绸陈列馆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段炳臣的烙画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

奖；锡剧、越剧曾蜚声各地，影响颇大；其他一些项目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赢得人们赞誉。

四

　　悠久的吴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闪现着许多炫目的亮点。除上述提及的严忌、张翰、顾野王外，

尚有许多人物及其作品和文化现象可圈可点。吴江市区东门外的垂虹桥始建于宋庆历八年

（１０４８），其壮丽秀美，独步江南，包括王安石、苏东坡、米芾、陆游、杨万里、姜
"

、萨都剌、沈周、吴伟

业、柳亚子在内的数百位历代名人为该桥留下四百多首诗词及不少书画作品。明代戏曲家沈瞡针

对当时传奇创作中卖弄学问、滥用典故、不谙格律等现象，提出“合律依腔”和“癖好本色”主张，编

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为规范，成为昆曲“吴江派”领袖，与汤显祖的昆曲“临川派”并驾齐驱，对

当时和此后戏曲界产生很大影响。明末北厍午梦堂叶氏一家满门风雅，堂主叶绍袁与其妻沈宜修

及他们的四个女儿、七个儿子都富于文思才情，一门唱和之作，辑为《午梦堂集》，数百年来为海内

争传，六子叶燮所著的《原诗》则将清初诗学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吴江的丝绸文化也具有悠久

历史，从广福遗址、袁家埭遗址考古出土的纺轮，证明吴江先民早在五六千年前就从事纺织了。绸

都盛泽完好地保存着先蚕祠、济东会馆、白龙桥、泰安桥、培元公所纪念井等成系列的丝绸文化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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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０５年５月之前，柳亚子旧居称柳亚子故居。本志在非作特殊称谓时均按下限年称柳亚子旧居。



建筑群。

在近现代，吴江文化的亮点更让人目不暇接。吴江是中国近代著名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发祥

地，南社三个发起人中就有陈去病和柳亚子两人为吴江人，吴江籍南社、新南社成员多达１３０余人。
这些人多出身于诗书之家，自幼受诗词丹青翰墨濡染，以成诗词书画俊才云蒸霞蔚，其诗词唱和，联

语励志，熠熠生辉，神采斐然，至今，柳亚子纪念馆和吴江博物馆两处藏有留存的书画作品３３０余
件。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出身松陵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其姐费达生推广蚕桑改良和缫丝新技

术的庙港开弦弓村串门访户，写出《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

一个里程碑”。半个多世纪来，中外人类社会学学者无不受此启发和影响，一批批到访开弦弓村参

观调查，开弦弓村跟随书中学名———江村闻名于世，“江村文化”蜚声海内外。

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吴江文化得到空前发展。１９９３年，吴江率先在全国实
现镇镇万册图书一片红，１９９５年，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市”，２００４年，被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

县（市）”。

文化设施焕然一新。１９８５年，全县文化设施建筑面积２８９１．３８平方米（包括下属文化站）。二

十多年来，又相继建成市文化中心、吴江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档案馆、市新华书店图书发行大楼、吴

江人民剧院和平望新世纪广场、同里退思广场、桃源严慕文化广场、横扇文化广场等一批文化工程。

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市公共文化设施面积９００１５平方米。
文艺活动丰富多彩。全市（县）先后举办艺术节、元宵灯会、国庆游园会、旅游文化节、新春团

拜会、经贸洽谈会文艺演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十镇联动”、“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学

校百场文艺演出”、“全国特色文化广场颁奖展示活动”等群众文艺活动。始于２００４年的“十镇联

动”文艺演出，被《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连续报道。此项活动随后演化为“区域联动”，

与文艺演出联动的“十镇文学社团”也得到发展，“十家文学期刊”越办越好。

艺术创作硕果累累。全市（县）涌现出一批文艺创作、表演的工作者和作品。作品突出主旋

律，呈现多样化，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和苏州市级奖项。如《吴江古桥》、《吴江胜迹》、《吴江对联

集成》、《柳亚子传》、《吴江叶氏午梦堂》等一批书籍成功出版发行，均取得较大的影响。

文博事业成绩斐然。１９８５年成立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行使全县文物保护和利用

管理职能。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分别于同里、黎里两个文物大镇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所。同里成为首批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镇，退思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震泽和汾湖先后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１９８７年柳亚子纪念馆在黎里建成。１９９２年，北厍的张应春纪念室扩建成纪念馆。１９９８年在震泽建
成王锡阐纪念馆。２０００年吴江博物馆建成。

文化市场繁荣有序。全市（县）文化娱乐场所中的歌舞厅、电子游戏房、桌球室、音像发行站、

图书期刊零售点、网吧等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形成一个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市场格局，呈

现活跃、有序、健康、繁荣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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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多次组织艺术团赴日本、法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一些书

法、美术作品被当地友好人士收藏。多次接待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艺演出团体到吴江演出。数十

万友好人士到吴江观光旅游，单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同里历史文物陈列馆接待参观的友好

人士就达数万人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吴江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存，通俗文化和高雅

艺术相渗，专业文艺与业余文艺互补，大众文化与特色文化交融，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广

场文化空前活跃，莼鲈文化、丝绸文化、南社文化、江村文化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得到传

承弘扬。吴江从一个“文化大市”向一个“文化强市”大踏步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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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新石器时代

（距今约１８０００年前—距今５０００多年或距今２０００多年不等）

　　马家浜文化（距今约７０００年前—６０００年前）

马家浜文化晚期的桃源广福村遗址是吴江地区现今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址之一，这一遗址的

发现，可将吴江文化历史上溯至距今６５００余年前。

　　崧泽文化（距今约６０００—５３００年）

崧泽文化偏晚时期的同里遗址是太湖流域２１世纪初期发现的最大的史前环壕聚落遗址。

　　良渚文化（距今约５３００—４０００年）

距今５０００余年的梅堰龙南村落遗址为江南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良渚文化早期原始文化村落遗

址，被考古界称为“江南第一村”。

从梅堰袁家埭遗址、龙南村落遗址和吴江其他一些遗址中可追溯到吴江稻作文化、蚕桑文化以

及渔猎、养殖等文化历史源头。

　　马桥文化（距今约３９００—３２００年）

震泽塔水桥村刘家浜遗址及吴江其他一些遗址有马桥文化器物出土。马桥文化是太湖流域地

区（包括杭州湾地区）自从良渚文化消失以后出现的又一史前文化，其时代对照中原地区王朝序列

大致与夏和商相当，早于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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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Ｐｅｒｉｏｄ），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一个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这一名称由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１８６５年首先提出。
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大约从距今１．８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５０００多年至距今２０００多年不等。



汉
（公元前２０６—公元２２０年）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２０６）

置松陵镇，属吴县。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１６６）

是年，西汉辞赋家严忌作《哀时命》赋，借哀叹屈原秉性忠贞、不遇明主之事，抒发自己怀才不

遇的情感。后有《庄夫子赋》传世。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

是年，汉武帝派西汉辞赋家严忌之子严助发兵会稽。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

是年，闽越王兴兵进南越，严助奉命出使南越。东南稳定后，严助出任会稽太守。后侍于内廷。

每逢有异事，武帝命作赋颂。

　　汉元狩元年（公元前１２２）

是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衡谋反，严助因与淮南王交好，受牵连被诛。

晋
（２６５—４２０年）

　　西晋永嘉五年（３１１）

是年，齐王司马礒专权独断，时天下大乱，祸灾纷纭。文学家张翰（２５８—３１９）借口辞官回吴

江，并赋诗一首：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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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旦纂明弘治《吴江志》卷二沿革，曹一麟、徐师曾修纂明嘉靖《吴江县志》卷一地理志一沿革疆域·沿革分别称：“汉高帝元年置

松陵镇，属吴县。”郭纂清康熙《吴江县志》则称：“……考汉世未尝有设镇于某某之文，窃谓当云：汉初其地为松陵镇，盖民间聚落之镇

也，似不当设置耳。”



南 北 朝
（４２０—５８９年）

　　南朝陈天嘉六年（５６５）

是年，顾野王主修《梁史》，同时撰写《玉篇》三十卷。

唐
（６１８—９０７年）

　　唐乾符六年（８７９）

是年，陆龟蒙卧病笠泽期间自编《笠泽丛书》四卷，系为诗、赋、颂、铭、记等杂文集。

唐代，境内已有龙凤、天马等复杂花型的丝织物，作为贡品。

五代十国·后梁
（９０７—９２３年）

　　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

是年，吴越王钱划吴县南地、嘉兴北境，置吴江县。

　　后梁乾化元年（９１１）

五月，吴越王钱命司马福在吴江源头筑南北两城，为吴江县城。

宋
（９６０—１２７９年）

　　宋庆历三年（１０４３）

是年，李问任吴江知县。他与县尉王庭坚为兴办县学劝捐得钱百万缗（每缗１０００文钱），但朝
廷下令郡县不得新建学校。吴江南北两城之间有宽阔的吴淞江阻隔，往来全靠渡船，风急浪大，船

翻人亡时有发生。李问便将此款用来建桥。宋庆历八年建成。全长２００丈，用木料万计。桥中央
加阔建一座楼阁，匾曰“垂虹”，两堍各建一亭均匾“利往”。桥左江右湖（太湖）如长虹卧波，被文人

喻为“垂虹”，垂虹桥名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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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熙宁三年（１０７０）

是年，吴江知县林肇因爱陈尧佐诗句“秋风斜日鲈鱼乡”，作亭吴淞江上，名“鲈乡亭”。“鲈乡”

渐成吴江别名。

　　宋乾道三年（１１６７）

是年，吴江邑人王份献地，县令赵伯虚迁三高祠至松陵钓雪滩，三高祠从此与垂虹桥一起成为

吴江文化胜景。三高祠祀范蠡、张翰、陆龟蒙。

　　宋淳熙八年（１１８１）

是年，黄由中辛丑科状元。

元
（１２７１—１３６８）

　　元至元年间（１２６４—１２９４）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经吴江，记载吴江出产大量蚕丝，又说质量最好的绸缎出产于此。

至清末，吴江丝绸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有“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之称。丝绸文化也随之发

展、兴盛。

　　南宋德元年（１２７５）

是年，元兵南进，垂虹桥被焚，重建为８５拱（孔）。

　　元大德八年（１３０４）

是年，平章里增建垂虹桥１４拱（孔），成９９拱（孔）。

　　元泰定二年（１３２５）

是年，垂虹桥改建成石桥，为６２孔。中有３大孔。可通大船，桥水底以桫枋加固，桥面铺大砖，

桥栏饰以狻，两堍建“汇泽”、“底定”两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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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

　　明成化七年（１４７１）

是年，知县王迪修垂虹桥，撤旧石易以青石，栏杆、桥洞焕然一新，仍为６２孔。明成化十六年，
垂虹桥又修。

　　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

是年，师从唐寅学诗的安徽青年戴昭将返故里，沈周、唐寅、祝允明、文
#

明等３６位吴门才子作
诗相送，３７首诗累为一卷，题为《垂虹别意》，唐寅又绘“垂虹别意图”，祝允明题诗其上。该事成文
人垂虹桥送别一段佳话。

　　明万历五年（１５７７）

是年，顾大典撰成《清音阁传奇》。

　　明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

是年，高僧真可（吴江松陵人）在五台山创刻方册《大藏经》，后移刻浙江径山，史称《径山藏》。

是年，吴江人沈瞡退出仕途回归乡里，开始他２０年的戏曲创作生涯。所著传奇１７种，合称《属
玉堂传奇》。所著《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被是时曲家奉为金科玉律。

　　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

冯梦龙作小说集《醒世恒言》，其中一篇为《施润泽滩阙遇友》，反映出当年盛泽工商业发展

状态。

　　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

吴江吴 、孙淳等倡为复社，统合应社、匡社、几社等十几个文社。

　　明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

是年，叶小纨因小妹叶小鸾、大姐叶纨纨多病先后夭折而著《鸳鸯梦》杂剧。

　　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

是年，沈自晋所著《望湖亭》传奇，在绍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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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

是年，松陵人沈宠绥（君徵）寓虎丘僧舍，编成《弦索辩讹》三卷、《度曲须知》两卷。长洲顾允升

（甫）、吴江张培道（叔贤）校刻沈宠绥《度曲须知》。

清
（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年）

　　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是年，冯梦龙入浙过吴江县，再访沈自晋、沈自继等，促纂新曲谱。

　　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夏，吴江沈自晋编纂的《广辑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简称《南词新谱》）成书。参阅者冯梦

龙、吴伟业、袁于令、李玉共９５人。清顺治十二年刻印。

　　清顺治六年（１６４９）

是年，沈宠绥撰写的《弦索辫讹》、《度曲须知》两书合印重修本问世。

　　清康熙四年（１６６５）

是年，吴江顾见龙作《钟馗图》，太仓王鉴为此图补画枯木。

　　清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是年，吴江邹枢撰《十美词记》列“陈圆”、“梁昭”等十人小传，均为吴门倡优之佼佼者。

　　清乾隆九年（１７４４）

是年，吴江名医、文学家徐大椿（灵胎）著《乐府传声》，清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付梓。

　　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

是年，吴江袁栋刻自著《玉田乐府》杂剧八种。

　　清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是年，吴江徐?刻所著《镜光传奇》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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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

是年，吴江徐?刻所著《写心杂剧》十六种。

　　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４）

十二月，盛泽昆曲社陶然社成立。

　　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一月，１７岁的柳亚子经陈去病介绍加入上海中国教育会，受教于章炳麟，与邹容等为友。

　　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

九月，柳亚子、陈去病编辑出版戏剧杂志《２０世纪大舞台》，出版４期。
是年，柳亚子在吴江同里自治学社读书，先后在《江苏》、《女子世界》等刊物发表《中国革命第

一人陈涉传》、《花木兰传》、《哀女界》等文，竭力鼓吹革命。

是年，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的吕淦森（１８９０—１９４７）１６岁，在吴江平望小九华寺出家，法名唯
心，后取法号太虚。太虚大师受谭嗣同以及中国同盟会会员栖云法师、华山法师等人革命思想影

响，成为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以倡导人间佛教著称。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

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

　　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初，邓实、黄节等发起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陈去病、柳亚子都是早期会员。是年春，柳

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发起学生自治会，主编《自治报》。后改称《复报》，自刻、自印，每周１次。

　　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是年，柳亚子参加中国同盟会，又参加光复会。柳亚子继续编辑《复报》。自６８期起，周刊改为
月刊，油印改为铅印，单张改为单行本，由高旭托人到东京出版。《复报》是辛亥革命前在海外印行

的重要革命刊物之一，大３２开本，６０页左右，第１号出版于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五月八日，现
存第１～１１号。

　　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七月二十九日，陈去病在《神州日报》上刊出《神交社雅集小启》，以继承复社·几社相号召；八

月十五日，陈去病发起，在上海豫园举行神州社雅集。柳亚子虽未获与会，但表示热烈支持。是年

冬，在一次宴会上，陈去病、张旭、柳亚子决定建立革命文学团体，得到在座同盟会员赞同。

　　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二月，陈去病等会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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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高天梅所撰《南社启》、作为南社章程的《南社例》，宁调元所撰《南社

序》，陈去病所撰《南社诗文词选序》和《南社雅集小启》先后在《民吁日报》上发表。

十一月十三日，南社第一次雅集在苏州虎丘张公祠举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

社正式成立。此雅集选出《南社丛刻》（简称《南社》）文选编辑员陈去病，诗选编辑员高旭，词选编

辑员庞檗子，书记员柳亚子，会计员朱少屏。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六月二十六日，出版《南社》第四集。《南社》于民国纪元前共出版４集，计文３４篇，诗３７１首，

词１２４首。

十月三十日，同南社创建。主事者范烟桥、徐光泰。社址在先贤袁东篱（袁龙）之复斋，因地处

同里之南，故称“同南社”。该社标榜“复社继声，文坛树帜，扶轮国粹，潜化群风，砥柱中流，书生有

责”，吸引大江南北六省一市社友５００百余众，“结文学姻缘”，志在昌明国学。

是年，盛泽镇白龙桥告成。该桥经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共费银一万四千两有奇。有桥联：风

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三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

中华民国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１月１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柳亚子应南社社员雷昭性之荐，赴南京任总

统府秘书，后因病辞职。

是年，吴江陶然社停止活动。

　　民国４年（１９１５）

是年，垂虹桥重修，仅见４４孔。

　　民国５年（１９１６）

４月１日，吴江第一家图书馆成立，名“松陵图书馆”，馆址在城隍庙（即共怡园）。

　　民国６年（１９１７）

是年，欧阳予倩赴同里镇演出京剧《黛玉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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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

秋，柳亚子在吴江黎里镇，向清工部尚书周元理的后裔租“周赐福”私邸，该宅院深６进，１０１间

自然间，占地２６９２平方米。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

１２月，《南社》共出版２２期，收文录１０５篇，诗录８７４首，词录２３３首。之后，南社停止活动。柳

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等发起成立新南社。

　　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

５月，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吴江，松陵镇学生演剧筹款支援上海工人。震属初级中学、省

立一师吴江分校、吴江县中学等十余所学校近千名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同里二铭小学三、四年级学

生印刷爱国传单分发商店、四处张贴。吴江教育会、学生会纷纷召开会议。

是年，江苏省举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吴江黎里画家陈松夫国画获展览会金质奖状。

　　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

是年，松陵图书馆附设于城中小学。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

是年，城区民众教育馆（市文化馆前身）始建，馆址在吴江公园（今松陵公园）中山堂。

是年，盛泽“红梨曲社”成立。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

是年，吴江县第一家电影院即仲少梅集资创办的盛泽大戏院（电影院）放映第一部影片———美

国无声片《黑猫》，时请钢琴师陈文萍钢琴伴奏。

　　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

是年，沈昌眉弟子集资印行《长公吟草》，柳亚子作序，纪念沈昌眉６０寿诞。

　　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

是年，盛泽“吴蟎集”昆曲社成立。盛泽京剧票房“舜湖逸社”成立。

　　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

１０月１４日，吴江县教育局奉省厅令，筹备吴江县立图书馆。推马祥甫为筹备主任，先筹建馆舍，

定额４５００元。投标招建。翌年新馆舍建成，为一幢两层小楼，位于松陵镇现中山南路银杏广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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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８日，唐昌言之子唐亮在松陵镇城西女学举办个人油画展，作品四十余幅。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

７月初至８月，费孝通在吴江开弦弓村做实地调查。其后依据调查资料写出《江村经济》，该书

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

８月１日，“吴江１６０读书会”、“风雨歌唱团”、“吴江怒吼歌唱团”成员，中小学师生共２０余人，

在吴江戏院举行“歌咏救亡”活动。

是年，吴江县立图书馆馆舍被日本宪兵队占领，县立图书馆迁至松陵镇南门一处民居中，抗日

战争胜利后移至松陵公园内，成为民众教育馆的组成部分。

　　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

是年，锡剧演员姚梅凤在苏州小荒场金明戏院演出《三请樊梨花》。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

１０月，在中共吴江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进步文艺团体“翳桑文艺社”在黎里成立，中共党员丁

铎为社长，出版《浅作》月刊，共１０期。

　　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

元旦，柳亚之与宋庆龄、李济深等人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

３月，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苏北如皋县白蒲镇编组成立。

４月２９日，吴江县城解放。４月３０日，同里解放。是日宣告吴江解放。５月３日震泽、平望解

放。４日盛泽、黎里解放。５日，芦墟解放。吴江全境解放。

５月１日，袁焕任吴江县人民政府教育科科长。

５月３日，吴江县人民政府接管吴江县民国教育局。

５月１０日，城区民众教育馆更名为城区人民教育馆。

５月２２日，民众教育馆盛泽分馆更名为盛泽人民教育馆。

是月，吴江县人民政府案奉苏南行署４月２７日训令委派杨明为县长，朱帆为副县长。

６月１１日，庆祝上海解放，吴江举办各界人士联欢会。

９月，吴江县新华书店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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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起采用公元纪年）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８～１０日，吴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１１月，全县各区成立禁政委员会，查禁鸦片等毒品、嫖娼卖淫等腐败现象。

　　１９５０年

７月，吴江县人民政府文教科成立，袁焕任科长。

１０月２日，《漫画墙报》创刊，为周刊。

是年，柳亚子返回家乡将故居的藏书四万四千多册全部捐献给上海图书馆。

　　１９５１年

４月２４～２５日，吴江县搜集土特产品３４种、计１８９件，在城区民众教育馆举行土特产预展。会

后将全部土特产展览品运往苏南行署，参加苏南区城乡物资交流物产展览会。

８月中旬至９月中旬，苏南行署文化事业管理局和苏南文联在苏州市举办地方戏剧团集训班。

是年，在中山堂举办吴江县土地改革展览会。

　　１９５２年

１月，城区人民教育馆更名为吴江县文化馆，馆址在松陵公园中山堂。

是月，县文化馆举办新婚姻法图片展览。

５月１４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今后各地文化馆划归文化部门领

导。”江苏各地文化馆全部划归文化主管部门领导。

１０月，在吴江县各界人民代表第二届第四次会议上，莘塔著名山歌手张云龙演唱新山歌《劳动

人民翻身作主》，为民间山歌由田间走上舞台开了个头。

是月，原苏州市友好锡剧团迁至吴江，由吴江县人民政府接收，定名为吴江县友好锡剧团。

　　１９５３年

１月，全县新建１０个文化站，由县文化馆进行业务辅导。

２月，举办春节文艺活动，参加演出有６７个剧团、３７个文艺组，共演出４８６场次，观众９５５３４人

次。有越剧、京剧、锡剧、话剧、申曲、宣卷、舞蹈、歌剧、腰鼓、器乐演奏等，宣传新婚姻法、反封建、抗

美援朝、生产学习、拥军优属等。

是年，县文化馆组织社会主义总路线展览，在全县各乡镇巡回展出。

是年，盛泽、平望、震泽、芦墟、松陵、同里、黎里七镇成立工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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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江苏省文化局安排三人女子放映队到吴江县各地流动放映电影。

　　１９５５年

８月，吴江县人民政府文教科更名为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袁焕任科长。

是年，江苏省文化局安排第２７、第１３８两个电影队到吴江工作。

是年，县友好锡剧团接受县人民政府对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定名为吴江县锡剧团。吴江县工艺

京剧团建立。吴江县光明越剧团建立，同年解散。

　　１９５６年

２月底，吴江县第一届群众业余文艺会演在松陵镇举行。节目有短剧、快板说唱、山歌小调、花

船、莲湘、舞龙、马灯、腰鼓等，同时举办电影放映、图书阅览，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社会主义农村的光

明远景、消灭血吸虫病、除四害、扫除文盲等。１９５９年２月１日，举行吴江县第二届群众业余文艺

会演。

春节期间，县文化馆举办合作化巡回展览会。

５月１２～１６日，新西兰文化代表团团员吉特斯到吴江县开弦弓村，以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

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为基本线索，了解该村的经济、文化、生产以及群众的生活风俗习惯。

５月，吴江县电影管理站成立，专管电影放映队。

７月，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更名为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教育局。

是月，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文化科成立。县文化科专设电影管理员１人，时全县电影放映队

５个。

１１月１９日，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契等人到吴江县检查没收不法地主

的文物、古书等处理情况，察看同里镇送县的一批图书、古画。

是年，对私改造后，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影剧院管理处（当时属苏州地区首创）。公方代

表姚秋岑，私方代表张一鸣。办公地点在松陵镇庙前街９号，即原城隍庙。

是年，盛泽钱元亮编写的小戏《半夜失牛犊》获全国小剧本征文二等奖。

　　１９５７年

１月，吴江县根据省文化局关于对曲艺人员登记办法的要求，为在吴江县演出的流散评弹艺人

进行登记，由吴江县文化科发给个人演唱证，列入管理。

是月，撤销影剧院管理处，成立吴江县影剧管理处，主任由公方代表姚秋岑担任，办公地点在松

陵镇庙前街９号。

４月４～３０日，江苏省文化局在南京主办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姚梅凤等获青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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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过渡时期具体情况和基本任务，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体

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员奖。

４月２０日至５月１０日，影片《历史的一页》、《苏联的一个集体农庄》在全县各地巡回放映。

６月１９日，中共吴江县委批转县委统战部《关于柳亚子祖墓调查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要求芦墟区委结合当前中心工作研究处理。

７月，展示震泽风景的电影短片《繁荣的吴江小镇》，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上放映。

８月，垂虹桥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时可见４７孔，其余均埋在地下。

９月，文化科、教育局合并，建立吴江县文教局。

１１月，朱维灏任吴江县文教局局长。

是年，七都洪福木偶昆剧团接受吴江县民间职业剧团登记，演职员１１人。

　　１９５８年

６月２１日，柳亚子因长期脑动脉硬化症逝世，首都各界为他举行葬礼，毛泽东主席送花圈，刘少

奇和周恩来等主祭并执绋送葬。

１２月１４～２０日，中共吴江县委召开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县长徐锡昆作《全党全民，鼓足干劲，

大放文教卫星，迎接国庆１０周年》的报告。县委第一书记林华作形势和任务报告。

１２月底，中共吴江县委对１９５８年文教卫生工作做出总结：各镇和人民公社普遍建立民办文化

馆（站）、报社、书店，各公社还建立１６个文工团、１４个展览室、１８个广播站、３个出版社。

是年，全县组织万人歌唱社会主义活动。

　　１９５９年

１０月１日，国庆１０周年庆典。活动中制作标语６１１４条，壁画３７９幅；有６个专业剧团在１３个

点演出５６场，观众４４８００多人次；有７个电影放映单位放映影片２８部６１场次，观众４９０８７人次；有

１３１个文艺团体，２０８７个文艺骨干，演出节目４４６个，观众１０万人次。

是年，七都洪福木偶昆剧团调至省戏曲学校，艺人被聘为木偶训练班教师。

　　１９６０年

２月，鲍一鸣任吴江县文教局局长。

春季，横扇一古墓中出土残铜数片，其中有２片为钟残片。

４月２３～２６日，吴江县文教群英大会召开。全县１１０个先进单位和２５６名先进工作者获奖。

５月，江苏省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吴

江县锡剧团被评为先进单位，姚梅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６月１～１１日，吴江县锡剧团团长姚梅凤、吴江县震泽中学校长张锡恩出席“全国教育和文化

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文教群英会）。此

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吴江县锡剧团拍摄《水乡一枝花》，编入《万紫千红》纪录片。

６月，苏州市隶属苏州专区领导。苏州市京剧团与昆山、吴江（吴江工艺京剧团）、常熟三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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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合并，定名为苏州专区京剧一团。主要演员有孙柏龄等。

１２月，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和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梅堰袁家埭新石器时

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１４３平方米。

　　１９６１年

春节，县文化馆举办“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用革命的精神克服困难，以革命的意志创造未

来”图片展览，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３月，张曾明任吴江县文教局局长。

５月，吴江县评弹团在１２位艺人倡导下建立。

１０月７～３１日，江苏省文化局在南京举办江苏省锡剧观摩演出，期间，十多位名演员在吴江县

人民大会堂串演《珍珠塔》、《孟丽君》等。会后组成江苏省锡剧著名演员巡回演出团到各地演出。

吴江县锡剧团姚梅凤参加。

　　１９６２年

是年，洪福木偶昆剧团解散。

　　１９６３年

１２月２１日，县人委发出《关于开展冬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县在冬春大力举办更多的冬学民

校，要求广大干部通过冬学，狠杀封建迷信活动，打击巫婆、神汉的猖獗活动。有１８３名巫婆、７４名

神汉、５４名相风水者、１２名算命测字者，交出迷信活动工具，大会坦白，具结悔过，通过现身说法，教

育群众。

是日，吴江县少年之家在震泽镇建立。

是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吴江县文化馆联合采风，走访芦墟、莘塔、北厍、铜罗、青云、桃源、庙港、

七都、震泽、盛泽等１０个公社的７４名歌手，记录传统民歌１１１首，汇编《吴江县民间歌曲采风集》。

　　１９６４年

１月，姚梅凤出席全国剧团团长会议，以《吴江县锡剧团“三坚持（坚持为农民服务，坚持演好

戏，坚持勤俭办团）”》为题，作交流发言。

２月，《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戏剧战线上的红旗手》，全面介绍姚梅凤带领吴江县锡剧团上山下

乡为农民演出的情况。

３月，《文艺报》第三期发表文章《两个十四年》，介绍县锡剧团先进事迹。

４～１２月，全县办起３２２个农村俱乐部、７３个市镇俱乐部，开展大讲革命故事活动。

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７日，江苏省文化局在南京举办“１９６４年江苏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县锡剧团根据单志良原作改编的小戏《大年夜》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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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５年

１月１１日，中共吴江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１９６５年春节文化宣传工作的意见》，要求尽一
切可能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春节期间能有一定的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并能从中受到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

１～３月，华东区戏曲现代戏调演在上海举行。吴江县锡剧团的小戏《大年夜》代表江苏省参加
演出，获得创作奖。

４月１７日，中共吴江县委转发县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

党委加强领导，重点巩固和发展农村俱乐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８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农民演一辈子好戏》长篇通讯，介绍吴江县锡剧团１３年坚持深
入农村演出的先进事迹，发表短评《做送戏下乡的有心人》。

　　１９６６年

５月１４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召集文化教育系统党员领导干部学习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批发
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８月２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首都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①”》，《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好
得很》，大批“红卫兵”上街大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进行批斗、抄家。据吴江县财政局统计，

全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家的达８７８０户，被查抄财物折价金额近１２２万元（当时价）。大批
文物、古迹、古书、古画、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

１１月９日，中共吴江县委常委会会议决定撤走进驻医院、文艺单位的工作组，号召全县人民学

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并以此作为培养新人的必

修课。

是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县文化馆业务活动陷入停顿状态。

　　１９６７年

５月２日晚上８时４０分，坐落在松陵镇东郊的垂虹桥，桥西首４孔向东倒塌。９时１０分，又向
东连续倒塌８孔，先后两次倒塌１２孔，发生５人死亡，压伤１２人、压毁渔船１条的重大伤亡事件。
２１日，县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发出《关于松陵镇垂虹桥倒塌事件的通报》。

１１月１０日，县军管会发出《关于查抄财物的处理和上缴财政的办法》。
是年，县文化馆成立革命生产领导小组，除一名组长留任，其他人全部下放“五七干校②”。

　　１９６８年

３月，吴江县文教局实施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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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含贬义。源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由《人民日报》社论《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提出。破“四旧”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

即“五七”干部学校，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党政机关干部，文艺、

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的场所。



４月，陆左向任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吴江县革命委员决定，县文教局由县革命委员
会政工组直接管理。

　　１９６９年

是年，全县有公办文化站１２个，民办文化站１８个。

　　１９７０年

６月，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成立。
９月，吴江县“小红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立。１９７１年７月，在“小红军”文艺宣传队基

础上，吴江县向阳花小学建立，学生五十余名，吃住在学校，全部享受助学金，实行半艺半读、军事化

生活。

１０月，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与金家坝人民公社联合举办吴江县金家坝人民公社教育革命
展览会，展示“泥腿子（指农民）”上讲台、编写乡土教材等教育革命成果。

　　１９７１年

２月，从全县抽调写作人员，组成文艺创作组，深入金家坝跃进西村和芦墟镇，专门创作反映金
家坝教育革命和吴江县血防工作的报告文学。前后历时半年，创作报告文学２２篇。
４月，冯学礼任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局长。
７月，松陵公园内的县文化馆（原中山堂）翻建，两层１０间４００平方米，１９７２年４月竣工。
１２月２５～３０日，苏州地区在沙洲县举办专业剧团戏曲调演，吴江县锡剧团《春》、《迎风踏浪》、

《几粒谷》参加演出。

是年，全县普及８．７５毫米电影放映机。

　　１９７２年

１月，吴江县重点抓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和宣传活动，举办文艺创作调演，６个公社演出自编小型
节目五十多个。菀坪、梅堰、盛泽、金家坝、同里等公社坚持开展小型业余文艺宣传活动。

４月，王益奋任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局长。
１２月，举办戏曲和美术创作学习班，小说、歌曲创作班。全年创作小戏曲３０多个，小说、诗歌、

曲艺作品１５０篇，美术作品６０幅，歌曲３０多首。
是月，吴江县锡剧团、评弹团合为一团，深入乡镇、大队演出。

　　１９７３年

７月，吴江县向阳花小学停办。
是月，吴江县文化馆编印《革命文艺》月刊。

是年，全县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办起农村电影放映队，巡回于农村各大队、生产队放映露天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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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４年

５月，盛泽镇太平桥拓浚工程出土文物５００件，全部上交苏州博物馆。

是年，《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先后载文《小小农船送戏忙》，介绍县锡剧团摇船送戏下乡情

况；《中国建设》刊登县锡剧团在农村演出的照片。

是年，革命样板戏在各地普及。文化室、图书室、业余文艺宣传队、社办电影队、政治夜校、广播

放大站等文化阵地在全县各地涌现。

　　１９７５年

１０月，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召开业余文艺作者座谈会。县文化馆举办

业余创作学习班，组织部分作者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创作一批演唱材料。

　　１９７６年

１月２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在横扇人民公社召开“吴江县深入开展文艺革命会议”，２３个人

民公社７个大镇的党委宣传委员、镇工会、文化站、扫盲辅导员、县属工厂、场圃、专业文艺团体及生

产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队长等８９４人出席会议。

２月９～１０日，吴江县农村人民公社群众业余文艺分片会演分别在八坼、北厍、庙港、坛丘、铜罗

５个公社进行。全县２３个人民公社有３７个生产大队、６８３人参加演出。会演节目１０６个，其中小戏

９个。

３月，吴江盛泽京剧票房“舜湖逸社”停止活动。

１０月２４日，全县６０万干群举行集会游行，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胜利。

是年底，红旗影剧院竣工。１９７７年２月８日，正式开业。

是年，吴江全县２３个公社、７个镇完成三级（社镇、大队、生产队）文化网络建设。

是年，省文化厅拨款２万元，在吴江县文化馆西侧建房４００平方米，用作县图书馆馆舍。

　　１９７７年

６月，北芦墟村张家挖掘沼气池，发现一灰堆，灰堆里有１只粗瓷碗和６个小陶罐，其中２个已

破碎。这种小陶罐，文物界命名为“韩瓶”，为南宋名将韩世忠军队士兵盛水的“行军水壶”。

是年，全县创作小戏剧６５个，曲艺４５０个，小说、散文４２篇，诗歌３５０多首，革命故事４６个，举

办美术摄影展览。莲湘、舞狮、高跷、腰鼓、荡湖船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重新和人们见面。

是年，两个专业剧团全年演出５０５场，农村场次占６４％。

是年，县、社电影队放映电影１４４００多场，观众１６３３．９万多人次。

　　１９７８年

１月１４～１７日，中共吴江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吴江县文教、卫生、广播、体育先进集体、先进

工作者代表大会。县委副书记吴砚池作《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迅速掀起文化建设新高潮，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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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县作出贡献》的报告。

２月起，全县开展小演唱、小故事、小战报、小展览、小图书等“五小”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县新华书店做好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发行马列著作２．３万册，毛泽东著作２８．１５万册。

３月，县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做好革命人物调查和历史文物征集、整理和保护。

８月，吴江业余艺术学校成立。１９８０年２月８日，改称苏州地区戏曲进修学校。１９８３年３月，

苏州地、市合并，苏州地区戏曲进修学校更名为苏州市戏曲进修学校。

１１月１２日，苏州评弹艺术座谈会在吴江县同里镇召开，江、浙、沪的评弹工作者五十余人出席

会议。

　　１９７９年

１月９日，县文化馆举办《吴江县文物展览》，展出３８４件实物和图片，观众４０００余人次。

８月，张曾明任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局长。

９月１７～２１日，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群众文艺创作节目献演，分震泽、同里

两个片进行。１２个公社、镇共演出创作节目４０余个。

是月，《人民日报》刊登李天峰下乡演出的照片《说新书》，刊登黄振业撰写的介绍李天峰下乡

为农民演出的《一根扁担两条腿，跑遍全县生产队》文章。

１２月４～７日，全县俱乐部工作流动现场会在同里镇和梅堰公社召开，互通情报、交流经验，推

动俱乐部工作进一步开展。全县共有５２个电影放映队，其中人民公社办的有４３个。

是年底，全县３０％的工厂、农村俱乐部、文艺宣传队、图书室、阅览室等活动阵地得到恢复，业余

文艺创作进一步活跃。全年创作小戏３６个，曲艺１７２篇，民间故事３６只，小说散文４５篇，科学童话

３５篇。编写以曲艺为主的宣传材料１０期，编印《民间故事》、《科学童话》、《小戏》等３个小集子。

　　１９８０年

１月２４～２６日，中共吴江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广播、体育先进集

体、先进工作者大会。县委副书记潘善之作大会报告。

５月３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公布吴江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共５处，即柳亚子旧居、陈去病

故居、张应春烈士墓、退思园（俗称任家花园）、黎里花园（俗称大观园，又作端本园）。

７月，吴江县文教局剧目工作室建立，创作人员３人。

１２月，王正斌任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局长。

是月，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吴江县图书馆独立建置。

是年，吴江县第一个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在铜罗人民公社建成。文化中心自办一个小五金工厂

和一个业余越剧团（后改为铜罗小百花越剧团）。

　　１９８１年

１月，国营铜罗影剧院体制下放给铜罗人民公社（时全县有８只国营影剧院，其中包括７大镇

和铜罗），在国营影剧院中首开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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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撤销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建置，恢复吴江县文教局建置。

５月１７日，县文教局刊出《文化工作简讯》第一期。６月５日，更名刊出《吴江文化》第二期。

至２００１年文化局与广电局合并后停刊。

５月，姚梅凤出席江苏省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工作者会议，吴江县锡剧团获“江苏省农村文

化先进集体”称号。

７月１日，《张应春烈士生平事迹展览》开幕。

１２月，吴江县锡剧团姚梅凤参加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

　　１９８２年

１月２８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松陵镇举行全县性的春节群众文艺大游行，观看者数

万人。晚上，在县人民大会堂演出一台文艺节目。

是日，费孝通四访江村（庙港开弦弓村，下同）时为吴江县图书馆题诗一首：“三春花事好，为学

须及早。花开花落时，人生容易老。”

是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国桢到吴江县研讨，对吴江馆藏古籍

颇为赞赏，并题诗一首：“忆昔曾草惊隐社，今日始得到吴江。潘吴已逝松陵在，革命事业永辉光。”

２月１日，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吴江县越剧团，属县大集体性质，核定编制４６人。１９８３年４月

２９日，吴江县越剧团成立。

３月２５日，退思园、同里镇、柳亚子旧居、慈云寺塔、王锡阐墓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４月１４～１８日，中日双方摄制人员在黎里镇、震泽镇联合拍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是月，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全文发表于江苏文学刊物《钟山》（１９８２年第二期）。

５月，吴江县工人文化宫施工建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竣工对外开放。位于松陵镇小园弄。

年底，县锡剧团改编的锡剧《五姑娘》参加苏州地区和江苏省戏剧节演出。

　　１９８３年

６月１５日，柳亚子旧居举行揭幕典礼。苏州市、吴江县党政领导及各界人士，柳亚子的女儿柳

无非及柳亚子亲属、生前友好等１５０多人参加典礼。

１０月起，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在松陵镇南门蚕种场举办“吴江县近代爱国历史人物、革命事件

展览”。展览分人物、重大革命事件两大部分，展览以摄影、图片、绘画为主，辅以实物。

是年，姚梅凤在《群众文艺》上发表《把好上演剧目关》文章。《江苏戏曲》第一期刊登《水乡一

枝梅》，介绍姚梅凤痴心为农民演出的艺术生涯。

　　１９８４年

１月，吴江县影剧管理站更名为吴江县影剧公司。

２月１５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庆丰年，迎新春元宵灯会”又名“千灯会”在松陵镇举

行。来自各乡镇的１５９５人参加，观众近３万人。参与的灯有１００１只，大小狮子８只，大小龙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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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船３只，彩车１０辆，形状各异的宝塔灯、亭子灯１０只，桥灯６盏。

３月，王新生任吴江县文教局局长。

４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鲍振西到县图书馆视察工作。

是月，全县第二次文物普查开始，１９８５年４月底，第二次文物普查结束，共查得不可移动文物

３８５处，石刻２３８块，其他流散文物１７７件。

７月１０日，吴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下辖８个工作者协会。

１０月２０日至１１月２日，江苏省文化厅在无锡举办首届锡剧节，吴江县锡剧团演出的《五姑娘》

获剧本创作三等奖。

１２月，吴江县文教局任命１０名文化站站长：芦墟镇石培德、盛泽镇刘建平、松陵镇黄君垣、平望

镇汝迪昌、同里镇金恩官、黎里镇陆小明、横扇乡华玉龙、莘塔乡陈众亮、八坼乡屠国栋、湖滨乡赵瑞

林。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次任命文化站长。

　　１９８５年

２月２２日，上海《民主与法制》第二期刊登原铜罗乡小百花越剧团４名演员的来信，并附记者

张黎新的《本刊调查附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报刊文摘》、《新民晚报》等几家新闻单位，先后发

表同一内容的消息或报道。

５月９日，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县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发出《关于

保护震泽镇慈云寺塔的通知》，要求对慈云寺塔保护区的一切建筑设施逐步予以拆除，确保古塔

安全。

５月１６日，吴江县文物普查总结表彰会召开。同时举办文物普查成果展览，展品共３９２件。此

后又选送部分文物参加苏州市、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

６月６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称文管会）。文管会

下设办公室（副局级）。县文化馆将馆藏文物移交给文管会。

６月２２日，坐落在府西街（现为中山南路）的吴江县图书馆落成，建筑面积１３８０平方米，全国

政协副主席费孝通题写馆名。国家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鲍振西发贺电：“新馆的建成，是全县

文化建设的新成就。”

８月，吴江县首批省拨编制农村户口民办文化站站长转为公办文化站站长，户口从农村迁入城

镇，人员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事业编制，共８人。

９月６日，县人民政府在县影剧公司试映室召开县锡剧团全体演职员会议，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沈育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莹分别代表县委、县政府宣布县委、县政府关于县锡剧团“留编整

顿、保留建制”的决定。

９月１２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县文教局、县公安局、县工商局对全县文化市场进行检查，查

封销毁非法出版挂历８９９本。

是月，吴江县文化馆成立星光轻音乐团。

１１月２０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柳亚子旧居的柳亚子雕塑像题写“柳亚子先生像”。

１２月１９日，县编制委员会批准建立同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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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全县第一家软席乡镇影剧院———八都影剧院建成。

　　１９８６年

２月１５日，柳亚子旧居居民户拆迁工作现场会在黎里镇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动迁工作在１９８６

年１０月底前完成。

３月１８～２０日，澳大利亚电影小组罗伯特·雷蒙德及助手克莱尔·爱德华兹，由中国电影电视

台合作制片公司沈志华、苏州市文化艺术联络中心崔家彬陪同到吴江县考察。

３月２５日，吴江县文管会办公室会同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在同里镇儿童公园基地发掘清初砖式

墓葬５穴，每穴棺木中存放１面铜镜。其中１面是海鼠葡萄镜，其余４面为素面铜镜。

４月２日，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俞林，参观同里退思园和黎里柳亚

子纪念馆，并题词留念。

５月６日，吴江县文物之友协会成立。吴江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于孟达、翟秀生、

刘公直、张莹到会祝贺。县委副书记于孟达应聘为名誉会长。８日，协会首次理事会选举顾安若为

会长，吴国良、陈明兴为副会长。

５月１０日，吴江县创作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公布由县文教局、县文联联合制订的《吴江县文艺

创作奖励条例》。

６月２１日，县文管会办公室选送１３件库藏字画，经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字画组专家鉴定，唐寅

绢本《椿树双雀图》画轴定为精品（一级藏品）。

７月２～１４日，县委统战部夏琏等４人前往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吴江关于柳亚子１００周年诞辰

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

是月，吴江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公布吴江县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公布垂虹桥遗迹、

运河古纤道、东庙桥、思本桥、香花桥、先蚕祠、耕乐堂、孔庙、致德堂、白龙桥、徐灵胎墓等３５处不可

移动文物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９月３０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归还苏州市政协委员钱太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

１３件字画、碑帖。

１１月２２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在红旗影剧院举行大型彩色故事片《孙中山》首映式，

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２０周年，并召开县机关及松陵镇的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归侨、

台属等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

１１月２５日、１９８７年９月３０日、１１月３０日，吴江县图书馆分三次到苏州归还钱太初“文化大革

命”期间的查抄书籍，分别为２５６册、１６５册、４２３册、共８４４册。

１２月１日，同里影剧院举行改建竣工典礼。

　　１９８７年

１月５日，省文管会办公室古建筑专家戚德耀、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许洪祥、苏州市文管会办

公室主任王仁宇一行，由副县长张莹等陪同，到黎里、盛泽、同里检查文物工作，对柳亚子旧居、同里

古镇维修、保护及使用提出要求和建议。

６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２月１２日，县委、县政府组建柳亚子１００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

３月６日，民革中央副秘书长沈求我和杨新人等一行６人，到吴江县落实纪念柳亚子１００周年

诞辰活动的有关问题。

４月９日，澳大利亚《中国月亮》摄制组到吴江拍摄纪录片，拍摄八坼乡汤华村的养鸭、庙港乡

更楼港村孙关林养兔实况及沿途农村风光。这是国外首次到吴江县拍摄对外文化宣传的纪录片。

５月２８日，在黎里镇举行柳亚子纪念馆开馆暨塑像揭幕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吕正操、费

孝通为纪念馆剪彩和柳亚子塑像揭幕。

６月１６日，县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将柳亚子故居文物保管所更名为黎里镇文物保护管

理所，负责黎里全镇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是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吴江县资料本》编纂工作启动，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底编成，历时一年

半，约２７万字。

７月３日，吴江县文物之友协会在黎里镇召开会员大会暨首届年会。

８月１５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发文，县影剧公司恢复为县影剧管理站，并与红旗影剧院、盛泽影

剧院、震泽影剧院、同里影剧院、黎里影剧院、平望影剧院一起改为全民事业单位。

９月１日，隶属于县影剧管理站的小天鹅电影院开业。

１０月８日，县文教局任命第二批文化站站长、副站长，涉及１５个乡镇。同时免去芦墟镇石培

德、平望镇汝迪昌、同里镇金恩官、震泽乡张伟文化站长职务。

１０月１９日，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县工商局、县公安局等部门对８个镇开展清查、收

缴非法出版物工作，查缴非法出版书籍２００余册，各类非法出版物３８００余册（份），非法印刷品

１１０００余件，以及非法出版的音像制品。

１２月２２日，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考古队首次对梅堰龙南遗址进行

发掘。

１２月２９日，县文教局对从事３０年电影工作者授予证书，共６位。他们是：王剑鸣、邹文仪、钮

雪生、闵纯孝、柏应熙、周金龙。

　　１９８８年

１月３～５日，日本国大阪大学教授滨岛敦俊、博士研究生藤田佳美，由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副

教授攀树志陪同到吴江县参观同里镇、垂虹桥遗迹。

２月９日至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５日，苏州博物馆和县文管会联合对梅堰镇龙南遗址进行两期发掘，

经考证，该遗址为江南首次发现的完整的原始文化村落遗址。

４月３０日，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卷》编委会编辑计划，吴江县通过文物复查和测量，完成

《吴江县文物概况一览表》初稿，共收入文物点２４３处。

５月３日，吴江县首家由县文化馆创办的经营性舞厅———“恰恰舞厅”开业，地址在庙前街县人

民大会堂西厢房沿街口。

６月１～３日，《图书发行研究》编辑委员会第一届年会在吴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图书发行研

究》出版发行研究所副所长本端及随员，华东６省市书店经理等１０多人，安徽大学教授徐召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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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８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发文，将吴江县人民大会堂划入县文化馆。

６月２８～２９日，省文化厅在吴江县召开“江苏省文明图书馆初评工作会议”。

８月２１日，吴根生钱币博物馆在芦墟镇汾湖公园举行开馆仪式。

９月２６日，县群众文化学会在县图书馆宣告成立，并召开首次理论研讨会。

１１月２２日，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省文化厅副厅长杜有生到吴江听取文化工作汇报，并了

解筹建博物馆打算。

１１月２４日，盛泽红梨书画会恢复。首批会员５６人。曹正其为会长，刘建平为副会长，张贻宗

为秘书长。

是月，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版本、目录学家

顾廷龙浏览吴江县图书馆古籍并题词。

１２月１３日，上海音乐学院的２位荷兰籍外宾到芦墟镇考察“芦墟山歌”。

　　１９８９年

１月１０日，吴江县人民政府在芦墟镇召开创建乡镇万册图书室现场会。

３月１７日，县文教局局长王新生在县影剧管理站的国营影剧院经理会议上宣布：除影剧院正经

理任免外，其余人事任免、财务工资由文教局划归县影剧管理站直接管理。

４月１８日，震泽慈云寺塔顶维修工程结束，维修项目是更换和加固塔刹支撑木，解决渗水问题。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６日开工，历时７个多月，维修资金２３５００元。

４月２８日至５月１２日，“吴江县首届青年文化节”举办。

６月上旬，县文化馆主办的《文艺画廊》出刊，为双月刊。

７月１６～２０日，中央纪录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到吴江拍摄庙港养蚕一条龙和莘塔乡王云宝

一家勤劳致富的新闻纪录片。

８月３日，吴江县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并下设办公室。

９月２４日至１０月８日，吴江县首届艺术节举办。

１０月２６日，县文管会办公室发文通知盛泽镇粮管所，无条件拆除建在先蚕祠内的两间违章建

筑，并恢复戏台遗址原状。

１１月１３日，县文管会和柳亚子纪念馆联办《纪念南社８０周年展览》。

是年，在芦墟镇发现戏曲流动舞台《高升台》，经整理制作后，代表江苏省参加“１９８９年上海国

际舞美艺术节”展出，后被收入《苏州戏曲志》。

是年，吴江县图书馆首次命名为全国文明图书馆。

　　１９９０年

１月６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从浙江省赴沪途中，专门参观黎里柳亚子纪念

馆，观看柳亚子生平事迹和纪念南社成立８０周年两个展览。

３月１１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苏州市千支文艺轻骑兵携手建文明》，赞誉芦墟业余文艺宣

传队为“水乡乌兰牧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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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３０日，吴江县书画院成立，院址在盛泽镇吴江新民丝织总厂内。书画院于１月２０日由县

编制委批复同意建立，人员编制４人，经费实行县财政差额补贴。

是月，县文教局一分为二，建立吴江县教育局、吴江县文化局。原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职

能由文化局文物股承担，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是月，刘强民任吴江县文化局局长。１９９２年５月，任吴江市文化局局长。

６月１４日，吴江县文物陈列室建立，地址在松陵公园内。

６月１５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发文，文化局内设文化股、文物股和综合股。全局核编１２人。文

化站实行以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为主，人事、财务均纳入乡镇管理，文化局只作业务指导。

８月，中国共产党吴江县文化局支部委员会建立，隶属中共吴江县委直属机关党委领导。

１２月８～９日，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组织各乡镇、大厂党委宣传委员、文化站长９０余人，考察

江阴县华西村、三房巷村，参观无锡堰桥吴文化公园。

１２月１７～２０日，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

上，县图书馆副馆长董振声作为江苏省唯一的县级图书馆代表出席，并作交流发言。

　　１９９１年

１月１７日，中共吴江县委、吴江县人民政府召开“吴江县争创省群众文化先进县动员大会”。

会议提出，至１９９３年，全县２３个乡镇都要跨入省群众文化先进乡镇行列，年内要达标的是松陵、盛

泽、震泽、黎里、梅堰、南麻、铜罗、北厍８个乡镇。

５月１１～１９日，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陈列室对龙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７月９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一行，在江苏省省委书记沈达人、省长陈焕友的陪同下，

视察太浦河节制闸和太湖圩堤险段灾情。由于洪涝停电，横扇影剧院利用流动电影放映船上的自

备发电机发电，将电送到广播放大站，及时把江泽民视察灾情、慰问灾民的消息通过广播告诉全乡

老百姓。

８月１０～１６日，吴江县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联合在盛泽镇举办吴江县纺

织科技图书资料展览会。

８月１５～２０日，县文化系统为七都遭受龙卷风灾害举办赈灾活动。吴江县书画界以及书店、舞

厅、录像厅、卡拉ＯＫ厅、游泳池等开展义卖、义演活动；县影剧管理站、红旗影剧院、小天鹅电影院

主办“风雨同舟”义映活动；县越剧团奔赴灾区义演。全县义卖、义演、义映收入１４３４０．５１元，全部

捐献给灾区群众。《中国文化报》、《中国电影报》、《中国文物报》、《书业导报》等报道吴江文化系

统抗洪救灾事迹。

１１月１１日，张应春烈士雕像揭幕仪式在吴江公园（现称松陵公园）举行。

是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视察同里镇，游览退思园，题写“古镇名园”。

１２月３０日，隶属于红旗影剧院的“红旗书场”落成开业，填补当时吴江没有评弹书场的空白。

　　１９９２年

２月１７日，民政部发出民行批〔１９９２〕１８号文《关于江苏省撤销吴江县设立吴江市的批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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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吴江县，设立吴江市（县级）。５月１日，市、镇党政机关启用新印章。５月４

日，举行撤县设市成立大会。

是月，中国共产党吴江县文化局总支部委员会成立，下辖文化系统７个支部委员会。

４月４日，位于北厍镇黎星村的张应春烈士纪念馆建成开馆，陆定一题写“张应春烈士纪念馆”

馆匾。中共吴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胥锦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莹为“张应春烈士纪念馆”、“张

应春烈士雕像”揭幕。

是月，国家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视察吴江县图书馆，并题词：管理一流，服务一流。

５月３～４日，为庆祝吴江撤县设市，由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化局承办２台文艺

演唱会在红旗影剧院举行。３日为越剧演唱会。４日为歌舞、戏曲、曲艺演出会。

５月３０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５０周年，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等

单位联合召开表彰大会，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陆文夫到会作《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和文艺

创作问题》的报告。

７月１日，江苏省县城（含县城以上）电影院开始上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提取办法按

每张电影票５分钱收取。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３日，改为按票房收入５％提取。

７月３０日晚，美籍华人唐珂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松陵镇人民政府会堂举行。唐珂祖籍吴江县盛

泽镇，是美籍华人“钢铁大王”唐仲英的妹妹。

８月６日，吴江市计划委员会根据吴江市文化局请示报告要求，发文同意成立“吴江市艺海贸

易公司”。该公司直属市文化局。

　　１９９３年

３月９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吴江市２３个乡镇全部建成万册图书馆，成为

全国第一个全市所有乡镇建成万册图书馆的县级市。国家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厅、苏州市文化局有

关领导到会，《文汇报》、《新华日报》等新闻单位出席会议并作专题报道。时全市图书馆藏书２８

万册。

５月１８日，吴江市退离休文化工作者协会成立，顾慕贤任会长。

是月，吴江市乡镇文学社团联谊会成立。

１０月７日，日本国内滩町町长岩本秀雄率领的访华代表团一行９人，罗马尼亚图尔拾代表团一

行８人，参观文物陈列室“吴江先秦文化陈列”，观赏馆藏文物精品。

１０月１０日，吴江市国际标准友谊舞学会成立，首批会员６０余人。

１０月２２日，市文化局首次给市退离休文化工作者协会寿星祝寿。

是年，吴江市文化局和苏州市文物研究会联合摄制《吴江古桥》电视专题片，历时一年完成。

　　１９９４年

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４日，日本ＮＨＫ电视摄制组到吴江拍摄《变化着的中国农村》专题片。

５月９～１７日，苏州博物馆与市文物陈列室联合对桃源镇广福村无字圩考古试掘。初步证明这

是一处马家浜文化遗址，为吴江地区最早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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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３日，“温情太湖行”暨中日中美文艺会演在红旗影剧院举行。

是月，吴江市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市”。

是月，吴江市图书馆再次被命名为全国文明图书馆。

７月２９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公布松陵镇怀德井（三角井）等２１２处文物古迹为市文物控制

单位。

１１月，８８岁高龄的教授柳无忌接纳已６７岁的柳亚子纪念馆原馆长殷安如为入室弟子。

　　１９９５年

１月，王瑾任吴江市文化局局长。

４月１９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四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吴江有１０处，分别是龙南村

落遗址、徐灵胎墓、东庙桥、思本桥、先蚕祠、陈去病故居、丽则女学校址、张应春烈士墓、师俭堂、运

河古纤道。

是月，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柳亚子纪念馆、张应春烈士事迹陈列室等１６处为吴江市

首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５月１０日，吴江市散文创作研究会成立。

５月２３日，市文物保护单位白龙桥经４月２５日、５月４日两次撞击后，岌岌可危。上午，中共吴

江市委书记沈荣法批示，要求加以抢救保护。下午，市长张钰良，副市长张莹、周玉龙召集财政、文

化、交通等有关部门，召开现场办公会，落实保护措施，抢救维修白龙桥。１９９６年２月６日，白龙桥

修复竣工。

５月２５日，市文化局组织局机关全体人员、直属单位负责人考察张家港市文化局、文化馆，兆丰

镇文化站，西张镇文化站的文化工作。

是月，吴江市曲艺表演艺术联谊会成立，首批会员２７人。

是月，吴江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吴江市跨入全国百优

文化先进市的行列。

６月，吴江市灯谜研究会成立。

７月２０日，由省版权局副处长陈光磊带队的省版权执法联合检查组到吴江检查苏州宝碟激光

有限公司、市广播电视局音像发行站、市文化馆音像发行公司。

８月２日，文化局召开文化经济工作会议，文化局直属单位、各镇文化站、影剧院负责人出席会

议。下午，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钱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胥锦荣为吴江市图书馆授“全国文明图

书馆”、“全国二级图书馆”牌。

是月，市政府召开“控制总量、提高质量、繁荣文化市场”工作会议，转发苏州市有关部门《关于

对歌舞娱乐场所实施控制总量提高质量的意见的通知》，全市开始整顿清理歌舞娱乐场所。

９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为吴江市第三届艺术节题词：团结文明，繁荣进步。

１０月２６日，垂虹桥遗迹修复工程启动。１９９６年２月９日，完成垂虹桥西端遗存７孔修复，其

中，从路面下挖出原桥３孔。

１０月２７日，由市人民政府和上海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纪念评弹艺术家刘天韵诞辰９０周年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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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晚会”在吴江宾馆举行。

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１日，华东地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协作委员会１９９５年度年会议在吴江召

开。８０多名代表分别来自上海、浙江、福建、山东、江苏、安徽、江西以及天津少儿图书馆或少儿出

版社。

１１月３０日，市文化局和同里镇政府在退思园召开有陈去病亲属参加的座谈会，中共苏州市委

党校离休干部陈瑾，苏州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主委陈达力，江阴市文化局张左一等在座。座谈会计

划作陈去病故居复原陈列。

是月，经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鉴定组鉴定，柳亚子纪念馆所藏的《东都谒庙图》等３件文物定为

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１２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个母亲强烈呼吁“扫黄打非”不可手软》为题，摘录登

载一位吴江的中年妇女给中共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的一封信，并配发评论员文章《警惕“电脑犯

罪”》。时全国各大报纸都予以转载，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播出。

１２月２５日，省政府公布首批４个“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同里镇榜上有名。

　　１９９６年

１月２８～２９日，江苏省文化外事暨港澳台事苏南片工作会议在吴江召开。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潘震宙，省文化厅外事处副处长、港澳台办主任陈明山偕同南京、镇江、无

锡、常州、苏州（含六县市）代表共２０多人出席会议。

２月１８～１９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综合频道播出《太湖之春》文艺节目。吴江市领导应邀

出席晚会，中共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市长张钰良向全国人民介绍吴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

成果。

２月２５日，吴江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在松陵镇靶子山将两年来收缴的 ＬＤ光盘４９张，ＣＤ、

ＶＣＤ光碟５６７张，录像带３１５５盘，录音带８４７盘，书报刊３１６册等非法出版物全部销毁，总价值

１０．４万元人民币。

３月１１日，“明星之光”文艺晚会，由上海市红楼越剧团、上海市京剧团、上海市沪剧院等在红

旗影剧院演出。

４月，市文化局向西藏林周地区捐献棉衣棉裤８７０件，计４７大包。

５月１３日，江苏省副省长王荣炳考察吴江福禄贝尔科幻乐园。

７月中旬，一尊清代火炮在松陵垂虹遗址公园出土，炮身长１．２５米，口径１６．５厘米，重４００余

公斤，入藏市文物陈列室。

８月１日，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吴江市市歌歌词、市

花、市树的议案》。经过审议和评选，会议决定市歌为《走向辉煌》，市花为月季花，市树为香樟树。

８月１０日，坐落在芦墟镇元荡南滩的总投资１．１亿美元的大型娱乐场“福禄贝尔科幻乐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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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黄打非”是文化市场管理的一个专业术语，是一项执法活动。“扫黄”指扫除淫秽色情、封建迷信等危害人们身心健康、污染社

会文化环境的书刊、音像制品及歌舞娱乐场所、服务行业的色情服务。“打非”是指打击非法出版物，即打击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安

全、煽动民族分裂的出版物，侵权盗版出版物以及其他非法出版物。



行新闻发布会，宣布１８日向社会开放。１９９７年９月中旬，“福禄贝尔科幻乐园”停办。

８月１３日，市文化局局长王瑾收到日本国内滩町文化协会会长南部胜进的信，信中介绍吴江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赴日参展受到内滩町市民欢迎的情况。

８月３０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文化厅、省广播电视厅、省公安厅、省工商

局联合组成的江苏省音像市场集中整治检查组，由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社文办副主任华颂瑞带领，对

吴江６～８月音像市场的集中治理进行检查验收，为期２天。

９月８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参观福禄贝尔科幻乐园。

是月，吴江市文化市场稽查队成立，隶属于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

１０月１０日，吴江市与日本国千叶市缔结友好城市文艺晚会在江城会堂举行，中日两国演员同

台演出。

１０月２１日，苏州市中青年文艺创作培训班在黎里举办。培训班分为文学、影视、戏曲、舞蹈等

６个门类，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等７位专家教授分别授课。

１２月９日，在苏州市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期间，与会者一行

２０多人，在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尹明带领下到吴江市检查并考察文化娱乐场所。

１２月１１～２７日，苏州博物馆会同吴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吴江市文物陈列室，对吴江市桃源镇

广福村马家浜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１２月２５日，吴江市文联被江苏省文联评为先进县级市文联。

　　１９９７年

１月１７日，全国“扫黄打非”集中行动华东检查组在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邬书林的带领下，到

吴江检查文化市场。

１月２１日，中共吴江市文化局委员会成立，下辖８个中共党支部委员会。中共吴江市文化局纪

律检查委员会同时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王瑾任局党委书记（兼），陈明兴任局党委副书记兼纪

委书记。

１月２３日，吴江市文化系统向市慈善基金会捐款２７１６元。

１月２８日，吴江市文化局收到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文化事业热爱者１０００元人民币和３００００日

元捐款，这笔捐款通过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崔可嘉转交。

２月５日，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程惠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明，市政府副市长张莹带队，市政

法委员会、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等有关领导参与的联合行动

小组，突击检查音像市场，收缴非法录音带２２０８盘，非法ＣＤ、ＶＣＤ光碟１０１盘。

２月１２日，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书画家尹瘦石向柳亚子纪念馆赠送他所书的柳亚子于１９４９

年所作的一首七律《陈毅将军》。

３月１８日，市文化系统向革命老区捐赠各类御寒衣服５６３件。

３月下旬，盛泽济东会馆修缮竣工。

４月５日，北厍镇举行张应春烈士牺牲７０周年纪念大会。

是日，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吴江报社、吴江宾馆联合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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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首届市花（月季花）评奖展在吴江宾馆广场进行。

４月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向吴江市图书馆赠送图书２２种３５册，其中２０种是

他本人著作。

４月１８～２２日，举办中国·吴江“同里之春”首届旅游文化节。文化节期间，组织江、浙、沪

１５家电视台，以（江宾杯）“１９９７中国旅游年·苏州同里之春”为题的电视片大奖赛，拍摄古镇同里

景点古迹、人文历史、社会生活、民俗民风等。历时３天。以后，每年４月，均举办“同里之春”旅游

文化节。

４月２１日至５月４日，苏州博物馆、吴江市文物陈列室对龙南村落遗址防风林以南５０米处进

行考古发掘，发现良渚时期房址１座，是为太湖流域首次发现。

５月２８日，吴江市文化局、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黎里镇政府联合组织“柳亚子诞生１１０周

年、南社发起９０周年、柳亚子纪念馆开馆１０周年”纪念活动，同时接受姚明华捐赠。《柳亚子传》在

北京出版发行。

９月１５日，吴江市调整第二批、公布第三批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吴江市第三批文物

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１０月初，吴江举办桃源广福村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展出１３４件实物及部分资料图片。

１０月２２日，吴江市图书馆微机管理系统开通，１１６０００多册图书的书目信息全部输入电脑，采

编室、外借室、综合借阅室、少儿室、期刊室均采用电脑管理。

１１月９日，吴江市政府派出以市政协副主席蒋家瑞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以市文化局长王瑾为

团长的文化代表团，参加日本国内滩町第三届文化艺术节。

是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许崇德回故乡黎里，看望表姐黄应龙。１０日上午，参观柳亚

子纪念馆，题词“当年瓦屋居蛰龙，而今天地已转旋”。

　　１９９８年

１月６日，在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工作会议上，传记文学《柳亚子传》一书获入

选奖，吴江电视台摄制的《心系江村》获提名奖。

３月中旬，同里镇九松公墓出土 ４块分两组上下重叠的墓志铭，其中一块为祝枝山（允明）

所书。

３～４月，对龙南村落遗址进行第四次考古挖掘整理工作，整理出土器物、标本１５３件。

５月４日，吴江、嘉善、青浦县（市）文化局主办的首届江、浙、沪毗邻地区田（山歌）歌会串暨论

文研讨会在浙江省嘉善县举行。

５月１２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出台《加快文化建设若干经济政策规定》。

是月，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档案局授予吴江市文化馆“江苏省文化艺术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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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吴江“同里之春”旅游文化节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江苏省旅游局、苏州市旅游局和吴江市政府等八个单位联合主办，自１９９７
年起，每年４月举行。文化节除开慕式外，还常常举办影视基地电影、电视作品回顾展，民俗民风、地方戏曲、民间艺术展演。同里之春文
化艺术节规模大、档次高、人数多、宣传效果好。



６月２日，盛泽镇兴桥村投资３００００元，建成吴江首家规范化管理的村级图书室。该室藏书

３１５７册，其中社会科学类７８１册，自然科学类６０８册，中外文学书籍１６７７册，期刊合订本９１册。

７月１１日，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范小青、苏州市文联副主席吕锦华给吴江文学爱好者讲课。

７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２日，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吴江宾馆联合举办农村文化活动，松

陵、盛泽、震泽、黎里、平望５个镇的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共有６台节目，参演者５００余人次，观众

４５０００人次，历时２个多月。

８月１５～１８日，苏州市文化局首次在七都镇举办专业文艺团体“德艺双馨”学习班，邀请上海

京剧名角尚长荣作讲座。

是月，“苏州市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生活基地”在七都镇挂牌。

９月１０日，应国家文物局邀请，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遗产项目协调员亨利·克利尔到同里镇

考察。　

９月２３日，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领衔演出的“江城之夜”大型文艺晚会在松陵镇举行。

１０月６日，吴江书画院从盛泽镇迁至松陵镇。

１０月９日，列入１９９８年市人民政府实事工程的吴江市文化（艺术）中心（１９９２年立项）、吴江图

书发行中心（新华书店）（１９９２年立项）、吴江博物馆（１９９８年立项）三大文化工程启动。市文化（艺

术）中心占地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８００余平方米，计划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市图书发行中心（新

华书店）占地面积１１５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１００平方米，计划投资７００万元；吴江博物馆占地面积

１２１６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６５３平方米，计划投资７００余万元。

是日，江苏省首届文化财务理论研讨会在吴江市召开。

１０月２８日，吴江市文化局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吴江影城召开。经选举，秦志刚任工会主席。

１１月，成立市文化局第一届工会委员会，下辖７个分工会，市文化局工会第一届女职工委员会同时

成立。

是月，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策划、创作、拍摄、制作的全面反映２０年来吴江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和发展潜力的３集《走近吴江》ＶＣＤ光碟公开发行。

１１月３日，吴江文化艺术团赴日演出成功。

１１月２３～２６日，王锡阐诞辰３７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王锡阐纪念馆开馆仪式分别在吴江宾馆、

震泽镇举行。由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计时仪器学

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苏州市科学技术史学会联合举办。

１２月２５日，著名作家赵本夫到金家坝讲学。

　　１９９９年

１月，春节文化下乡，活动项目１６６个，参演５００余人次，观众１４万人次。

１月１４日，由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与中国导演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

演讨究会”全体成员，到同里参观历史文化景观和改革开放新貌。

３月１１日，慈云寺塔再次大修。

３月２７日，赐福堂匾额在柳亚子纪念馆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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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５日，在北厍镇张应春烈士纪念馆举行“纪念张应春烈士牺牲７２周年暨《张应春纪念集》

首发式”活动。

４月９日，吴建桥的美术作品获国际佳作奖。

４月１７日，市政府副市长沈荣泉在同里度假村接待以日本国画家桥本心泉为团长的日本国津

市艺术文化交流访华团。期间，访华团与吴江书画院作艺术交流。

４月１８日，吴江垂虹印社成立。费孝通为印社题了匾额。凌在纯任社长，高智海、钱惠芬任副

社长。当日，印社在同里镇世德堂举办首届篆刻书法展，展出作品４５件。

４月２９日，“走进新时代———庆祝吴江解放５０周年歌咏大会”在红旗影剧院举行。２０多个单

位、１０００余名群众参加，共演唱４０多首不同时期的歌曲。

７～８月，苏州市文管会组织苏嘉杭高速公路苏州段（南段）考古调查。吴江市文博工作者负责

高速公路ＡＫ６２～ＦＫ９８吴江段。

８月４日，吴江市文化艺术团赴日本访问。

是月，刘戈任吴江市文化局局长。

９月９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率该州凤凰县、永顺县、建委、旅游局

有关领导一行１８人，到吴江市考察同里镇文化、文物、旅游情况。

９月２８日，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吴江市新华书店图书发行中心大楼竣工试营业。

１０月３日，美籍华人、美国唐氏工业总裁唐仲英观看庆祝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暨吴江市第四届

艺术节“祖国万岁”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７日，唐仲英在盛泽镇参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先蚕祠、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济东会馆。

１０月１２日，祖籍吴江美籍华人、钢琴教育家、演奏家唐可（即唐仲英妹）在江宾礼堂演出。

１１月２５日，市文化局按照中共吴江市委常委会５月１７日会议决定，在吴江影城召开吴江市越

剧团全体演职员会议，宣布“歇业裁员”，演职员全部买断工龄，离岗自谋职业，但保留越剧团建制。

１１月２８日，盛泽先蚕祠修复开放。

１１月２８～３０日，国内外南社学会８０余位学者在南京举行“南社成立９０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

讨会”。１２月１～２日，部分人员到吴江、昆山参观访问。吴江与会者１０人。１２月６日、１２日，南社

研讨会学者分别到吴江市考察。

　　２０００年

１月１１日，倪征日奥为柳亚子纪念馆捐款。

１月１２日，吴江博物馆建立，同时撤销吴江市文物陈列室，原市文物陈列室７人划入吴江博物

馆；吴江市艺术团建立，核定编制６人；吴江市文化中心建立，定编制５人。

是月，文化馆迁至吴江市区（松陵镇）北新路（现永康路）市文化中心大楼。

２月１２日，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命名吴江博物馆、市档案馆、柳亚子旧居、张应春烈

士纪念馆、三野四烈士陵园、丽则女学、同里镇历史文物陈列馆、王锡阐纪念馆、震泽公园烈士陵园

为首批吴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３月２０日，市图书馆迁至吴江市区北新路市文化中心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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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８日，同里镇文联成立。这是吴江市第一家镇级文联。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姚志强、吴江

市政协主席徐静柏为“同里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牌。

５月１日，吴江公园开园。

５月３～２５日，盛泽镇举办２０００年绸乡文化节。

５月２６日，市政府代表团赴法国参加丝绸博物馆开馆仪式，赠送１台复制的绸机。

７月１日，吴江博物馆开馆。

７月２１日，由日本国千叶市少年软式野球协会副会长、大会本部长福田顺一率领的千叶市少年

棒球访华代表团１９人参观吴江博物馆。

７月２８日，吴江市文联在江苏省先进县（市）、企业文联表彰会上被评为先进文联。

８月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一行４人参观吴江博物馆。

９月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行１０人视察吴江博物馆。费老

赞叹“吴江宝贝很多”，并题词“琳琅满目，乡情脉脉”。

９月１９日，陈去病故居由其后裔陈达力、陈瑾捐赠给同里镇政府。

９月２０日，中华新闻报通联部主任、书法家王炳尧参观吴江博物馆，并题词“吴江神师”。

９月２１日，吴江国际友好城市———韩国华盛郡郡守禹浩泰为团长的代表团１４人参观吴江博

物馆。　

１０月１日，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江苏大发电器市场管理委员会联合制作的《锦

绣吴江》ＣＤ光碟在新落成的城中广场举行首发式。

１０月２日，江苏省第六届艺术节田山歌大会串在吴江举行研讨会。

１０月６日，《吴江诗咏》出版。

１０月３０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２４届大会上，同里

退思园被正式认定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条件标准，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１２月３１日，同里镇文广中心、同里镇旅游公司联合举办“第一届同里罗星洲‘暮鼓晨钟’活

动”，１０００多人聆听暮鼓晨钟，共同叩开新２１世纪大门。

　　２００１年

１月，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吕济民一行６人，考察同里退思园和同里古

镇风貌，并视察吴江博物馆。

２月６～７日，苏州电视台专题部一行３人到芦墟拍摄专题片《文》。

是月，台资企业全友公司向吴江博物馆捐赠一台纪念型工艺红木扫描仪。

３月１日，北厍午梦堂陈列馆开馆。

３月１４日，全国政协原秘书长、人民日报副总编、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中华诗词学会副会

长、中华诗词社社长梁东，在市政协主席徐静柏、市文化局局长刘戈的陪同下，视察吴江博物馆。孙

轶青、梁东分别为吴江博物馆题词“千年古物喜逢春，铸成文明育世人”和“吴戈越剑最风流”。

４月５日，张应春烈士１００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北厍镇举行。

４月６日，吴江市友好城市日本国内滩町访华团一行１７人参观吴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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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１日，市文化局召开《吴江文化五十年》编纂工作大会。各镇文化站站长、局直属单位主

要负责人、局机关各科科长、相关单位人员４０多人出席会议。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陈明兴总负责，黄君

垣、屠国栋编纂的近５０万字的《吴江文化五十年资料本》完成。

５月１８日，“国际博物馆日”，吴江博物馆在永康路设摊宣传。

５月２５日，著名作曲家傅晶到吴江举办讲座，全市２０多位音乐爱好者听讲。

６月１９日，吴江博物馆开馆１周年庆典暨徐穆如书画篆刻精品展揭幕。

６月２５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７月５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木卡拉及世界银行总部社会发展处经济科一行４人考察

同里镇保护情况。

７月１８日，吴江籍中国动画学家顾问、著名美术电影导演钱家骏与夫人一行６人参观吴江博物

馆，并往家乡同里寻根。

８月１日，因房屋改建，市影剧管理站办公地址由松陵镇北新路（现永康路）１６号迁至红旗路

（现流虹路）６２号，即红旗影剧院大楼。

８月１０日，在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艺术会演（山东赛区）中，吴江市代表江苏省献演的小品《心灵

有声》获小品专场表演二等奖、辅导二等奖及创作奖。

８月２０日，吴江举办首届社区文化活动周。

是月，吴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全市各镇贯彻执行《江苏省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执法检查。

９月１０日，全市１０名业余作者创作的《笠泽文丛》出版。

１０月２１日，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参观黎里柳亚子纪念馆，并签名留念。

１０月２８日，韩国京畿道华城市副市长金文圭、市议会行政自治委员长洪政和一行１５人，参观

吴江博物馆。

是月，市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合并，组建“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简称市文广局）”。市

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党组织合并，组建“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委员会”和“中国

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各镇文化站与镇广播电视站合并，组建“文

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是月，戴茂章任吴江市文广局局长，杨应福任吴江市文广局党委书记。

１１月５日，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乐鎏（周恩来侄子）、王章丽夫妇参观吴江博物馆。

是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委员会、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妇

女联合会成立。

１２月１８日，吴江首次举办外资企业文化系列活动。

是年，吴江市首届文学艺术“双优奖”评出。２００４年６月，吴江市第二届文化艺术“双优奖”

评出。

　　２００２年

５月２２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印发吴政发〔２００２〕６９号《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强市建设若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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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意见》。

５月２３日，市文广局组织人员对平望上横村吴家坟进行第三次调查，确定墓主为吴安晚，采集

到墓志铭１合、刻有文字的墓砖１块。

５月２４日，吴江市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立开创吴江文化强市目标，并对《吴江市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文化强市建设规划纲要》做了说明。

６月１日，红旗电影院加入由永乐股份上海电影发行公司、上海东方影视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组

建的上海联合电影院线行列。

６月初，市文广局财务结算分中心成立。

６月２２日，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在同里揭晓。

６月２４日，吴江之夏中国散文论坛在同里举行。

９月４日，全国政协发展文化产业调查组视察同里。

９月１２日，吴根生钱币捐赠仪式在吴江博物馆举行。

９月１５日，红旗电影院与世纪环球电影院线签订加盟合同。

９月１６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曲艺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曲协主席、上海人民

评弹团首任团长的艺术大师刘天韵铜像落成仪式在盛泽镇目澜公园举行。

１０月１４日，首届中国庙港太湖螃蟹节开幕。

１０月２２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六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吴江的耕乐堂名列其中。

１１月２～７日，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江苏省文联和同里镇举办的

“同里杯”保护世界遗产国际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

１１月１２日，金松岑纪念室揭牌。

１１月１４日，江苏省第六届锡剧节和第三届滑稽戏艺术节闭幕式在红旗影剧院举行。

是月，钱俊任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党委书记。

１２月４日，同里镇退思园举行“世界遗产标志牌”揭牌仪式。

　　２００３年

１月４日，吴江首次举办新年音乐会。

４月１５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考察同里。

６月２０日，严墓党史纪念馆等１３个单位被命名为第二批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是月，由市文化馆牵头，组织盛泽、平望、震泽三镇文化站开展“区域文化联动”。２００４年，发展

成覆盖全市的“十镇联动”，并年年举办。

８月，根据市文广局吴文广人〔２００３〕６０号《关于同意盛泽、平望、震泽、黎里、同里影剧院实行

改制的批复》，盛泽、平望、震泽、黎里、同里影剧院实行改制。

９月１１日，由吴江市人民政府、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政府和苏州大学共同主办的“同里‘珍珠塔

之夜’中秋赏月文艺晚会”在同里镇举行。

９月１２日，民营企业家陈金根投资建造的私家园林“静思园”开园。

９月１９日，苏嘉铁路７５号桥侵华日军炮楼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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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８日下午，平望镇新世纪文化广场落成典礼举行，苏州市第二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

《中国文化报》、《江苏文化周讯》记者采访报道。

１０月２６日至１１月２日，中国苏南酒都·吴江铜罗首届黄酒文化节在铜罗镇严慕文化中心

举办。

１１月４日，盛泽舜湖逸社复名。

１１月５～８日，震泽慈云禅寺塔北放生池内挖出１８尊明代青石罗汉。２００５年９月７日，又挖出

古代佛像。

１１月２７日，同里镇入选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单。

１２月２０日，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吴编〔２００３〕５１号《关于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增

挂吴江市新闻出版局牌子的通知》，决定在市文广局增挂市新闻出版局牌子。

１２月２２日，吴江市图书馆、吴江市档案馆新馆开工。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两馆落成开放。

１２月２３日下午，以台湾台中县图书馆馆长薛茂松为团长的文化交流参观访问团一行１７人，参

观访问市图书馆，并赠送台湾传统文艺光盘资料。

是月，在同里中学行政楼建筑工地发现数件地下文物，其中有陶器、玉器（圆环）。经初步考

证，该地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遗址。现场还发现两口古井。

是月，孙悦良任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局长。

　　２００４年

２月２０日，长篇叙事吴歌《庵堂相会》编入《中国·芦墟山歌集》。

３月，吴江市书画院与市文化馆合署办公，由文化馆长负责书画院工作。

４月１８日，世界遗产微缩木雕展示馆、古风园及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在同里镇开馆。

４月２９日，《吴江市获奖、优秀美术作品回顾展》和《“宝带杯”吴江市美协首届新人新作美术作

品展》在吴江博物馆举办。

６月１２日，《中国·芦墟山歌集》出版发行，首发仪式在芦墟镇举行。

是月，根据吴江市人民政府吴政发〔２００３〕８９号《关于市属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的实

施意见》文件精神，经吴江市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改制办公室吴企改办〔２００４〕

４４号《关于同意吴江市影剧管理站和吴江市红旗影剧院改制方案的批复》文件批准：同意吴江市影

剧管理站、吴江市红旗影剧院转企改制为“吴江市影剧有限公司”。

是月，吴江评弹团应邀赴香港演出。

７月３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张柏视察震泽镇、黎里镇及运河古纤道。

是日，参加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１０日在古城苏州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委员

会会议的代表到同里镇考察。

７月５日，国家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到同里考察。

７月１６日，钱俊任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局长。

１０月１２日，平望新世纪文化广场获“全国首批特色文化广场”称号。

１０月２５日，中央电视台为平望新世纪文化广场摄制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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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６日，全国特色文化广场颁奖展示活动在平望新世纪文化广场举行。

１２月１６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下达文物〔２００４〕５０号文《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表彰全国文

物工作先进县的决定》，吴江市获“全国文物保护先进县（市、区）”称号。

是年，同里崧泽文化遗址考古挖掘取得成果，确定遗址总面积约为３２万平方米，是２１世纪初

期发现的太湖流域最大的史前环壕聚落遗址。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６日，吴江市人民政府调整第二、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怀德井（三角井）等９处为吴江

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３月１９日，吴江市文联文学艺术系列丛书大型画册《鲈乡锡韵》首发；７月１０日，《鲈乡越韵》

首发；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９日《鲈乡雅韵》首发。

４月１日，日本ＮＨＫ《世界遗产探密》摄制组到同里拍摄退思园、明清街景点。

５月１４日，根据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增设内设机构

的批复》（吴编〔２００５〕１０号）文件精神，成立新闻出版管理科、广告管理科。

６月１４日，苏州市公布第一批控制保护古村落，吴江市松陵镇南厍村入选。

６月２６日，吴江市首届戏曲艺术节举办，内容有锡剧、越剧大赛等。此后每年举办一次。

９月２６日至１１月１３日，由市委宣传部、文广局、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和吴江日报社主办“走

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企业走进校园———百场文艺巡演”。

９月２６日至１１月２６日，垂虹桥遗迹东段桥孔重修工程竣工。

１０月１２日，词坛泰斗乔羽到芦墟考察芦墟山歌。

１１月３日，苏州市首届书法临摹展在吴江市展出。

１２月，任建华任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党委书记。

是月，吴江博物馆对松陵镇的孝母坟进行抢救性发掘。

是年，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垂虹桥遗迹周围建造垂虹景区。

　　２００６年

１月，江苏省人事厅、江苏省文化厅授予吴江市文化馆“江苏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４月２８日，吴江市首届“十镇联映”百村千场电影放映活动在平望拉开序幕，定为以后文化下

乡活动必办项目。

４月３０日，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到吴江市视察。

５月１４日，电影《十三岁女孩》新闻发布会暨震泽宝塔街旅游文化推介会在震泽镇举行。

５月２５日，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亚子旧居、师俭堂入选。至此，吴江市

共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３处。

６月５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六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吴江有垂虹桥遗迹、吴江文庙（孔

庙）、香花桥、致德堂、苏嘉铁路７５号桥侵华日军炮楼５处入选，至此，吴江全市共有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１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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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２日，吴江本土作品《江南大哀赋》、《水花园》首发。

６月１３日，吴江丝绸陈列馆开建。９月２８日，吴江丝绸陈列馆开馆仪式在盛泽镇先蚕祠举行。

６月２８日，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吕济民率“苏州古城古镇申遗高

层专家咨询会”专家到吴江市考察。

初夏，国学大师南怀瑾在吴江市七都镇创办太湖大学堂，７月开始讲学。

７月３日，在南京举办的江苏省相声、喜剧小品大赛上，由市文化馆、市人口和计生委联合选送

的小品《不能没有他》的３位演员获一、二、三等奖。

７月６日，在常熟结束的江苏省第五届曲艺节中，评弹演员陈松青、徐小凤的弹词选回《真假太

子·狭路相逢》获得优秀节目奖，陈松青、徐小凤分别获得优秀表演奖。

９月，在第二届全国特色文化广场暨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中，“十镇联动文艺巡回演出”被评

为“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

是月，费孝通女儿费宗惠和女婿张荣华向吴江市图书馆费孝通专题阅览室赠送费孝通著作２５

种计３８册。

１１月４日，费孝通遗物在吴江博物馆首展。

１１月７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国新应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邀请，在吴江市

图书馆报告厅为全市宣传、文化条线近２００名干部职工作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图书馆》的

报告。

　　２００７年

１月２６日，吴江市电影放映工作者协会成立，协会会员５３人。

３月１３日，退思园成为全国首批重点公园。

是日，中国古木雕佛像馆落户同里。

３月１７日，同里（宣卷）、芦墟（芦墟山歌）、盛泽（戏曲）三镇被命名为第四批苏州市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平望镇木兰舞蹈队、松陵镇垂虹文学社、盛泽镇红梨书画会、汾湖镇汾湖文学社、松陵镇

金霞艺术团、盛泽绸都文学社被命名为第五批苏州市优秀业余文艺团队；平望镇实验小学（器乐）、

屯村实验小学（书法）被命名为第三批苏州市特色文化学校。

３月３０日，第四届吴江市“十镇（区）联动”大型文艺巡回演出在汾湖经济开发区举行。

４月２９日，震泽镇图书分馆开放。

５月１４日，位于松陵镇垂虹景区的计成纪念馆落成。

５月２７日，由文化部社图司、中国文化报社、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农民工文化论

坛在深圳举行。作为县级文化部门的唯一代表，吴江市文广局局长钱俊在论坛上介绍吴江在农民

工文化方面的经验做法。

６月５日，吴江市公布第三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心、苏南酒文化馆、

费孝通江村调研陈列馆、吴江丝绸陈列馆、静思园、师俭堂、计成纪念馆。

６月９日，文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名单，吴江芦墟山歌传承

人杨文英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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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２日，吴江市妇联在吴江市图书馆召开全市“百岗助百村，共建新农村”主题推进大会暨

全国“巾帼文明岗”授牌仪式。吴江市图书馆被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７月１４日，吴江市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启动。

７月１５日至１０月２５日，全国开展为期１００天集中打击盗版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制品行动。８月

１０日，吴江召开“反盗版百日行动”工作会议暨启动仪式，市文广局与部分音像制品经营单位签订

责任书。

８月１３日，第三届“爱我中华·全国青少年科学与艺术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同里寒

石轩选送的６１幅作品，分别获国星奖、金星奖、银星奖。

９月１３日，市文物保护单位双塔桥抢修。１２月１０日，双塔桥修缮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９月１７日，慈云禅寺整体扩建工程启动。

１０月１２～１４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党委书记蔡文兰率调研组到吴江调研吴语区语言和文化。

１０月１８日，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在吴江体育馆举行“吴江撤县设市１５周年暨第六届

中国同里水乡丽人颁奖文艺晚会”，宿雅、关博、张程程分获“水乡丽人”冠、亚、季军。

是月，吴江市文化馆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一级文化馆”。

１１月２１日，吴江市群众文化学会成立。

１１月３０日，工商银行吴江支行获２００７年度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奖。

１２月６日，中国戏曲节３台戏剧在吴江举办。

１２月１２日，震泽师俭堂晋升为３Ａ级景点。

是日，《中国文化报》通版刊出市文化馆的文章《花团锦簇百花园———走近江苏吴江十大特色

业余文艺团队》。

１２月下旬，吴江人民剧院进行前期项目论证和考察工作，市文化部门配合建设方做好设备方

案及招投标工作。

是年，“吴江文化网”开通。设１０个栏目，全方位展示吴江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单

位（机关）文化、军营文化、乡镇文化，宣传报道各类文化演出比赛活动。

　　２００８年

１月５日，“鲈乡风韵———吴江老照片展”在吴江博物馆开幕。

１月１５日，吴江市书画研究会成立２０周年暨《吴江市书画研究会２０年》首发式在吴江市图书

馆举行。

１月２８日，吴江市平望镇溪港村、盛泽镇龙北村龙泉嘴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

名村。

２月，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文化部发布并公示。市图书馆馆藏的《嘉靖吴江县志》和明

版《医指如宜方脉四卷》两部古籍入选，成为“国宝”级藏书。

３月２９～３０日，由市文广局主办，吴江电视台、吴江文广传媒中心承办的首届中国吴江汽车文

化展在华东商业城举行。

４月１日，吴江市启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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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２日，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局、市社科联主办的“垂虹讲坛”在吴江

市图书馆启动。在市政府副市长周志芳和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主任陈凌康为“垂虹讲坛”启动揭

牌后，著名清史学家阎崇年为广大听众讲述《康熙帝六下江南》。

４月２２日，文化演出流动舞台车配置到位。

４月２７日，第五届“十镇（区）联动”大型文艺巡回演出和第三届“十镇（区）联映”百村千场电

影放映活动在松陵镇开幕。

４月２８日，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４月２９日，位于七都与浙江南浔交界处的北回桥修缮工程启动，１２月底竣工。

５月１２日，四川省汶川县等地发生强烈地震。５月１４日至２３日，市文广局干部职工响应市

委、市政府号召，组织开展“情系汶川”爱心捐助活动，共募集捐款１５６５６０元，党员交纳特殊党费

５０２００元，其中交纳１０００元以上党费的有１６人。

５月２８日，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等单位主办，市作家协会、市诗词协会协办的“我

们风雨同舟———吴江市抗震救灾诗歌朗诵会”在市区好旺广场举行。现场募集６０００余元善款通过

市红十字会直接送往四川地震灾区。

６月９日，２００８奥运火炬手费共健将自己的奥运火炬捐赠给吴江博物馆。

６月１６～２４日，吴江市城市精神大型主题文艺演出在全市各镇（区）巡演。

７月１１～１５日，吴江首届消夏美食节“嘉鸿盛宴”在市区嘉鸿广场举行。

７月２２～３１日，市文广局组织文化工作者赴中国台湾进行文化考察。

是月，吴江市图书馆开设盲文阅览室。

９月１０日，首批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公布。曲艺类有同里宣卷传承人芮

时龙、吴卯生、张宝龙入选；杂技与竞技类有芦墟摇快船传承人王剑秋、徐凤林入选；民间文学类有

芦墟山歌传承人杨文英、陆福宝、柯金海入选；传统技艺类有平望辣油辣酱传承人王通敖入选；传统

戏剧类有七都木偶昆曲传承人姚五宝入选；曲艺类有苏州评弹传承人徐小凤、陈松青入选。

９月１３日，市文化馆创作的弹词开篇《姑苏水巷》，参加“ＣＣＴＶ－７乡村大世界走进沙家浜”节

目的摄制。

９月２８日，吴江市政府公布第二批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１１项，分别是蚕桑习俗、丝绸文

化楹联、珍珠塔的传说、蚕丝被制作技艺、长篇叙事诗歌五姑娘、苏南花烛制作技艺、彩塑制作技艺、

苏派黄酒传统酿造技艺、熏青豆茶制作技艺、风枵茶制作技艺和平望灯谜。

１１月５～１０日，由文化部和江苏省政府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首届中国农民文艺

会演”在苏州举行，由市文化馆选送的３个节目入选参演。木偶昆曲《游园》获银穗杯，弹词开篇

《姑苏水巷》和芦墟山歌《五姑娘·结识私情》获丰收杯。

１１月１５日，木偶昆曲《游园》作为江苏省的优秀节目在北京世纪剧院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

１１月１６日，吴江市费孝通研究会成立，会长秦新坡。

１１月１９日，以省新闻出版（版权）局副局长傅杰三为组长的省软件正版化督查组到吴江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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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９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称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２０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开
幕，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４日闭幕。



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在听取市政府领导汇报后，实地检查国腾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１１月２７日，沈瞡诞辰４５５周年时，吴江市人民政府与江苏省昆曲研究会在吴江市松陵饭店联

合召开“沈瞡与昆曲吴江派”学术研讨会，有８０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

１１月２９日，“为吴江喝彩———吴江市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歌咏大赛”在吴江体育馆举行。

１１月３０日，“为吴江喝彩———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全市职工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在市青

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心开幕。

是月，在苏州举行首届中国农民文艺会演时，吴江市汾湖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　

１２月１３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赵武倩在吴江市图书馆就“家庭教育第一方案”开设讲座，吸引

数百位家长参与。

１２月中旬，市文广局（新闻出版局）会同吴江新华书店走访部分农家书屋，并向１６个农家书屋

赠送全套《跨世纪农村书库系列丛书》。

１２月１９日，吴江市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大型图片展在吴江博物馆开幕。

１２月２２日，市政府公布第五批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４１处（含扩展项目１处）。同日，吴江市图

书馆全球通ＶＩＰ特约会所成立仪式暨“全球通———垂虹讲坛”冠名仪式在市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１２月２４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思本桥经过三个多月的抢修完工。同日，吴江市编委发文，吴江

市文广局建立行政服务科，进入市行政服务中心，行使行政审批相关职能。原技术事业科、文化广

电市场管理科、文物科和新闻出版科不再承担上述相关职能。撤销广告管理科，相应职能由计划财

务科承担。

１２月２４～２７日，应友好城市韩国华城市市长邀请，由市文化馆、市文化中心、市评弹团联合组

成的吴江市文化艺术团一行１０人，对韩国华城市进行为期４天的友好访问和交流演出。

　　２００９年

２月，吴江市图书馆被省政府批准为第一批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３月８日，吴江市召开区域文化联动工作研讨会。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副司长李宏、文化部艺术

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波、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科技处处长严先机，省文化厅科技产业处副处长张晓雁、

省文化馆副馆长戴珩、省文化厅社文处调研员曹大刚，苏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成从武等到会。

４月１１日，“葛锡麟遗作展”暨中国美院吴江籍师生“回娘家”活动在吴江博物馆举行。

４月１５日，吴江同里何家坟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议在同里镇召开。

４月２９日，“千年江城，世纪回眸———吴江建县１１００周年暨吴江解放６０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在

吴江博物馆广场开幕。同日，“莼鲈之思”纪念吴江建县１１００周年暨第二届“吴风越韵”读写节诗

文诵读、书法创作赛颁奖在静思园举行。

４月３０日，吴江市第六届“区域文化联动”和第四届“十镇（区）联映”活动在市人民剧院广场

开幕。国家文化部，《人民日报》，苏州市文广新局，嘉善、湖州、南湖等地文化部门领导出席。６月

２８日，活动在横扇文体广场落幕。

５月１０日，评弹团选送的短篇弹词《无题》获第六届江苏省曲艺节表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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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３日，大运河（吴江段）遗产保护规划审定会议召开，讨论《大运河（苏州段）遗产保护规

划》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５月２６日，第四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第四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在吴江人民剧院落幕。文化部

副部长陈晓光宣布艺术节闭幕。

６月８日，吴江市图书馆新湖明珠城分馆成立，市图书馆新湖明珠城分馆是全市第一家社区图

书分馆。

是月，吴江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三级博物馆。在苏州市县级博物馆中有两家博

物馆进入国家等级，吴江博物馆是其中之一。

是月，吴江市图书馆７部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市图书馆被文化部确认为第二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是江苏省入选的５家单位中唯一的县级图书馆。

是月，吴江市书画院根据市编委《关于同意调整吴江市书画院隶属关系的通知》（吴编〔２００９〕

２０号），改由吴江日报社管理。

７月１８日，２００９中国苏州（吴江）书法史讲坛在吴江同里镇举行。

８月２０日，吴江体育馆落成启用。

９月１４～１７日，９月２２～２４日，在南社成立１００周年之际，由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和台湾

何创时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百年南社翰墨情———吴江馆藏南社社员书画作品展》、

《百年南社历史回顾展》、《南社故里吴江新韵》分别在香港云峰画苑和台湾西门红楼展出。

９月１６日，“纪念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书画展”在吴江市图书馆开幕。

９月２０日，“ＣＣＴＶ激情广场”———吴江市迎国庆６０周年爱国歌曲万人唱活动在市体育场举

行，来自全市１．５万名干部群众参与活动。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栏目录制，吴江电视台现场

直播。

９月２３～２７日，“中国吴江市与法国布尔关雅略市艺术作品交流展”在吴江博物馆举行。展

览展出中法２６位艺术家７８幅作品。

９月２５日，国家文化部向社会公示“全国文化先进县”复查结果，吴江市通过第二次全国文化

先进县复查验收，保持“全国文化先进县（市）”称号。

９月２７日，为纪念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吴江建城１１００年和南社成立１００周年，“吴江市第十九

届集邮展”在市图书馆举行。

９月２９日，吴江市第四届“市民读书节”在市图书馆报告厅拉开帷幕。

９月２９日至１０月２日，吴江市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暨“金域华府之夜”第八届广场纳凉晚

会活动周在人民剧院广场举行。

１０月１９日，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主办，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与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文

教基金会联办的《百年南社翰墨情———海峡两岸南社书画珍藏展》巡展活动在吴江博物馆开幕。

１０月２１日，２００９中国吴江投资贸易洽谈会暨“百年南社·世界吴江”亚洲媒体会演活动在吴

江体育场举行。同日，吴江南社纪念室在柳亚子纪念馆内揭牌。

１０月２６日，“区域文化联动”被评为“第三届文化部创新奖”，是全国文化领域内两年一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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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１９９３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外国地名译名手册》称。吴江市原译作“布尔昆·雅里昂”。



２０个创新奖项目之一。
１０月３０日，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吴江市实地调查阶段的工作通过苏州市级验收。市文

物普查办公室编写的《吴江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分类选编》受到苏州市

专家组赞誉。

是月，桃源镇严慕文化中心市民广场在第三届全国特色文化广场颁奖大会上被评为全国特色

文化广场。

１１月６日，市文联、博物馆和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上海实力派画家任寒秋画展在吴江博物
馆开幕。

１２月２日，江苏省第三届戏曲票友大赛颁奖晚会在吴江人民剧院举行。
１２月５～７日，由中国文化报社、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文化馆馆长年会暨百馆

论坛举行。“吴江市区域文化联动———在集聚中繁荣农村文化工作”作为先进经验，与全国各地

１００多位文化馆长和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１２月２５日，纪念叶绍袁诞辰４２０周年座谈会举行。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１日，根据市委、市政府吴发〔２０１０〕２号《关于印发吴江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
通知》意见，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更名为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简称市文广新局），挂市文物

局、市版权局牌子，不再保留市新闻出版局牌子。

１月１５日，吴江市书画院迁址吴江日报社。
１月２８日，苏州市２０１０年度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横扇启动。
是月，市文广局被省文化厅授予“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是月，吴江博物馆邀请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组对２００４年８月入藏的一批同里遗址出土文物进
行鉴定，并进行分类整理。至此，馆藏一级文物５件，二级文物１０件，三级文物５３４／１１２３件。①

２月２３日，“新春评弹名家书会”在吴江人民剧院举办。
是月，任建华任吴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

４月１４日，据吴政办〔２００３〕１２１号《关于调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市文管会调整
为：周志芳为主任，薛建国、何斌华、钱俊为副主任，组成成员为发展计划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规划局、公安局、苏州市吴江工商局、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教育局、交通运输管理局、水利局、城

管局、环境保护局、旅游局、市政府法制办，民族宗教事务局的领导人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文物局，秦志刚兼任办公室主任，朱颖浩任办公室副主任。

４月１７日，同里古镇获国家旅游局正式授予的“国家ＡＡＡＡＡ级②景区”牌匾。
４月２６日，市编委同意，吴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稽查队建立，和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实行

“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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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说明：斜杠／前后的数字分别指大件数和小件数，如１件册页里有１０幅画，即记作１／１０件，下同。
１９９９年，国家旅游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了国家标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ＧＢ／Ｔ１７７７５－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年，对原标准进行修订（ＧＢ／Ｔ１７７７５－２００３），在原标准将旅游景区划分１Ａ～４Ａ四个等级基础上，增加５Ａ级，划分为五个等级，从高
到低依次为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级。



４月２７日，第五届吴江市“市民读书节”开幕式在吴江市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曹雪娟为开幕式致辞。著名文学家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央文史馆研究员舒乙

作题为《读书与人生》专题讲座。

４月３０日，吴江市第七届区域文化联动暨京杭大运河（江苏）文化艺术节在吴江人民剧院广场

拉开序幕。

是月，《吴江市方言志》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系吴江市第一部方言志。

５月１４日，市第二十二届科普宣传周开幕式暨“垂虹科普讲坛”揭牌仪式在市图书馆举行。

５月３０日，吴江市师俭堂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揭牌。

６月１０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吴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吴政办〔２０１０〕６２号），市文广新局设１０个内设机构，均为正股级建制。分别是：办公室（挂法

制科牌子）、宣传科（挂总编室牌子）、技术事业科（挂广电安全播出指挥调度中心牌子）、文化产业

管理科、文化艺术科、文物科、新闻出版管理科（挂版权科牌子）、文化市场管理科（挂行政服务科牌

子）、财务审计科、组织人事科。另按规定设置纪委、监察室（合署办公）。机关行政编制为２３名。

是月，桃源镇“苏南酒文化馆”被命名为苏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柯金海、

陆福宝、姚五宝被列为苏州市第二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顾野王》、《吴江对联集成》、《明清

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汾湖》四书，分获苏州市第二届文化遗产抢救整理研究类优秀成

果二、三等奖。

７月３日，市文广新局组织、选送的上海世博会城市文化广场“周周演”吴江专场演出在东方明

珠电视塔广场上演，全市９０名演职人员参加，有评弹、苏剧、歌舞等节目。

８月４日，持续近一个月的松陵苏州河畔邓家桥考古发掘工作结束。经认定为商周遗址。

８月２３日，吴江和福建长汀两地２０位书法家百余幅作品的“南吴门·弄墨潭之约二十人书法

展”在吴江市图书馆开幕。

９月，金健康任吴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１０月２２日，电影《民主教授费孝通》在吴江人民剧院举行首映仪式。

１０月２３日，费孝通１００周年诞辰，“江村文化园”建成开园。该园地处开弦弓村中心位置，占

地面积１００００平方米，由费孝通江村纪念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费达生江村陈列馆、碑廊、景观

池、孝通广场组成。

１２月２９日，首批江苏省大运河沿线重点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吴江市运河古纤道修缮一期工

程正式启动。

　　２０１１年

１月８日，全市文化产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吴江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２０１１年度全市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指标及考核办法》，分析２０１０年文化产业数据统计情

况，商讨２０１０年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分配方案。

是月，金健康任吴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

２月１６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申遗处处长唐炜等一行５人，到同里镇检查评估同里申请重

８４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新进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的相关工作。

２月１７日，吴江文广传媒中心承办“乐居新吴江·璀璨明珠城”２０１１年吴江市大型元宵灯会。

２月１８日，《吴江市文化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评审会在市政府会议中心
召开。

４月１８日，２０１１年“同里之春”国际旅游文化艺术节的子活动《中国·同里宣卷集》首发式在
同里湖度假村举行。《中国·同里宣卷集》采录和编辑工作历时３年，全书上、下２卷，２００余万字。

５月１４日，以文化部科技司科技处处长陈樱为首的文化部专家组一行，对吴江国家文化创新工
程项目———“区域文化联动”验收。文化部、省、市有关领导及专家出席会议。

５月１３～１６日，“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吴江首次组团
参展，６家文化产业企业及滨湖新城从不同领域和角度，展示吴江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以及发展

环境。

５月４～６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文物调查数据误差率抽样检测试点观摩会在吴江同里

镇召开。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以及内蒙古、吉林、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

青海、江苏等１１个省、自治区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

５月１７日，市委宣传部、市政法委、文广新局等９个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动员部署打击非法“网
络共享”网站及设备产品专项治理行动。

５月１５日，市“１２３１８”文化市场举报电话平台开通。

５月２７日，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吴江籍科学家杨承宗在北京逝世，
享年１００岁。

６月２１日，吴江博物馆在“北京长风２０１１春季拍卖会”中，征集到３件书画作品。分别为清代
任预１２开纸本《

$

古册册页》、清代翁小海立轴《红叶栖禽图》、近代汪精卫立轴《行书七言诗》。

７月８日，吴江市“四位一体”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党
员远程教育中心、乡村图书室）建设试点工作暨图书流动车启动仪式在吴江市图书馆举行。

７月１２日，在全省博物馆安全检查专项活动中，由江苏省文物局、省公安厅，苏州市文广新局
（文物局）和苏州市公安局成立的联合检查组，对照《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

规定》（ＧＡ２７－２００２）标准，对吴江博物馆进行安全专项检查。
７月１５日，“吴江市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项目作为江苏省“部地共建”重点创新项目，入

选２０１１年度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
７月１８日，吴江博物馆在西泠印社２０１１年春季拍卖会中征集到清代吴江籍海派画家王礼作于

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的《花卉翎毛册页》一本。
７月２８日，吴江市文学艺术人才档案库设立暨首届“景宏拍卖”杯民间“显宝”大会启动仪式在

市会议中心举行。

８月４日，“伟业杯”乐居吴江美术作品展、吴江民间艺术作品展暨《当代吴江美术家作品集Ⅱ》

首发式在吴江博物馆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书法作品展暨吴江市首届书法双年展活

动在吴江市图书馆举行。

８月６日，“中粮·本源央视寻宝走进苏州吴江同里”暨“我们的节日———苏州收藏文化节”活

动启动。９月２０日，落幕。同里镇藏品“清袁江山望鹭图”轴获最具历史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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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日，铜罗黄酒酿造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至此，吴江市级非遗项目有３６个，其中国家级１个，省级２个，苏州市级１０个。

９月２０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阿尔弗雷多·孔蒂，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

关强等国内外领导和专家一行实地考察同里古镇。

９月２８日，三山桥至南七星桥北堍大运河古纤道修缮竣工。该工程３月２０日开工。总投资

４００万元，修缮青石驳岸２４２米。

９月３０日，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余红仙受邀担任吴江市评弹团艺术顾问。

１０月２０日上午，由吴江市文广新局、苏州市书协主办，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承办《铁笔

丹心显风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南社社员书画作品展》在苏州美术新馆开幕。

１１月，在文化部开展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选中，吴江市评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戏曲）之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芦墟山歌）之乡”。

１２月１４日上午，经江苏省馆藏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鲁力、杨震华、钱公麟、李竹、徐建清等１０

人鉴定，吴江博物馆近３年征集的３３件套书画藏品全部定级为国家三级文物。

１２月１７日，第七届“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开幕式暨吴江市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心五

周年庆典活动举行。

１２月２１日上午，吴江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暨《吴江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选

编》首发式在吴江市图书馆大厅揭幕。吴江市共普查登记５１９处不可移动文物，遴选４１处不可移

动文物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２月３０日，吴江市吴越艺术院成立，越剧戚派艺术专场演出。

　　２０１２年

１月２日，吴江博物馆在“西泠印社２０１１年秋季拍卖会”中征集５件书画作品。分别为《杨了

公篆书五言联》、《吴野洲、徐玉承菊石昆虫图成扇》、《楼辛壶、钱崇威春山烟树图成扇》、《陆恢等平

波羡钓图手卷》、《吴野洲孟母三迁图》。

１月９日，吴江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获“２０１１年江苏省‘扫黄打非’先进单位”称号。

１月１９日，由市文化馆主办的《吴江文化》创刊。

２月２８日，《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首发式在吴江会议中心举行。

是月，七都镇保护蚕桑产业养殖工艺的“蚕茧文化创意园”项目启动，首期为文化创意工作基

地投资２００万元。

３月１６日，江苏省娱乐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吴江）班在市委党校举行，参加培训人员

１８９名。

３月，华东师大社区文化研究中心“江村研究基地”在七都开弦弓“江村文化园·费孝通江村纪

念馆”揭牌成立。

４月２８日下午，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文广新局、市档案局、市文联主办的记录

吴江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６０年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变迁的“时代印记———吴江市职工珍藏展”在

吴江博物馆开幕。

０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４月２８日，吴江市第九届区域文化联动暨第三届京杭大运河文化艺术节启动。

５月，吴江“区域文化联动”服务农民工项目被国家文化部授予“２０１２年农民工文化服务示范

项目”称号。

６月１７～１９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推荐书目委员会、图书评论委员会２０１２年工

作会议在吴江市召开。

６月１８日，市评弹团中篇弹词《五姑娘》在第七届省曲艺节上获优秀节目奖、优秀创作奖和优

秀表演奖。

７月６日，同里“聚宝苑”古玩城开街。吴江博物馆在“聚宝苑”古玩城开设的吴江市文博艺术

品开发有限公司同时正式营业。

７月１５日，文广新局联合公安局在市民广场集中销毁５０多台赌博游戏机。

７月１９日，市文化馆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等６家文化单位共同承担的“文化馆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模式创新和示范”项目列入文化部２０１２年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

７月２６日，吴江市图书馆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７月２６～２７日，中国同里·电影新势力短片大典暨首届中国同里微电影节策划研讨会在同里

镇举行。

８月２８日，吴江市文化产业联合会成立。

１０月１６日，吴江市人民政府公布第六批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１３处，其中古建筑带福桥、问心

堂药店等７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太湖大学堂、积善堂等６处。

１０月２５日，吴江市职工文化艺术协会成立。

１０月２９日上午，苏州市在吴江区人民大剧院召开吴江撤市设区大会，并为“中国共产党苏州

市吴江区委员会”、“苏州市吴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苏州市吴江区委员会”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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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机　构

　　吴江文化历史悠久。清以前，没有专司文化管理的机构。在孔庙、三高祠等祭祀圣
贤的文化仪式由地方行政长官直接掌管，而庙会、节庆文化活动则由各地士绅组织。清

末至民国间，西学东渐，世界文明进步促使中国的执政者将教育民众、开发民智列作为

政要务。于是，地方教育部门开始兼掌地方文化建设，文化事业机构也开始建立，民众

教育馆、松陵图书馆是最早由吴江地方政府设立的文化事业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江的文化主管部门逐渐从教育部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

政机构，对群众文化、文博图书、演出放映等事业建设专门负责。虽经历“文化大革命”

十年动乱，但总体来说，吴江的文化事业机构呈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的态势，政

府和由一些群众组织创办的各种文化事业机构成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一支重要力

量，为繁荣吴江文化发挥了作用。

８０年代中期起，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发展，文化行政机构从办文化逐渐向
管文化转变，文化行政法规建设不断完善，文化执法机构也相应建立起来，依法行政不

断加强。在市场经济中，一些具有文化经营性质，游移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企业之间的单

位，诸如剧团、影剧院、电影队、影剧管理站以及新华书店等受到冲击，锡剧团、越剧团先

后歇业；新华书店纳入省店集团，完成其向文化企业的转化过程；影剧院和影剧管理站

也改制成公司。这样，直属文化事业机构有所减少，文化不再一味依赖政府包办，而是

更多地通过监督管理，借助和运用市场力量使其健康规范发展。公益性文化得到巩固

壮大，社会文化、区域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特色文化等应运而生，文化

经营企业、文化产业逐步发展起来。

至２００８年，吴江文化呈现公共文化、群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全面繁荣景象。吴江文
化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吴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化市场

管理委员会为主要行政执法机构。直属文化事业单位有市文化馆（文化中心）、市图书

馆、吴江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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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管理机构

　　清末，由教育部门管理吴江的文化场所及民间表演团体。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教育行政管理机
构负责管理图书馆、艺术表演等社会文化事业。一些私人办的合股经营的文化娱乐场所由当时的

警察局负责治安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１９５７年９月，县内文化事业主管部门先后为县政府或县人民委员会下
属的教育科、文教科、教育局、文化科。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撤销吴江县教育局、吴江县文化科，合并成
立吴江县文教局，在文教局内设置文化科。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行政先后由吴江县军事
管制委员会政工组、吴江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文教卫生组（政工组）、宣传组等负责管理。

１９８１年４月，恢复吴江县文教局建制。１９８５年，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
１９８９年８月，吴江县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１９９０年５月，吴江县文教局分设为吴
江县教育局、吴江县文化局。１９９２年５月，吴江撤县设市，吴江县文化局更名为吴江市文化局。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化局与吴江市广播电视局合并，设立新的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为加强新闻出版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增挂吴江市新闻出版局牌子。

第一节　吴江县文化科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５月，吴江县人民政府成立，设置教育科，编制人员４人，全县文化由教育科
管辖。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内。科长袁焕（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至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８日），副科长为原俊
臣（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至１９５０年４月３０日）、施诵新（１９５０年４月３０日至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８日）。
１９５０年７月，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吴江县人民政府文教科，主要职能是管理学校教育、文化宣

传。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内。编制人员８人。科长为袁焕（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８日至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２
日），副科长为施诵新（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８日至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２日）。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２日，吴江县人民政府文教科改称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办公地点设在县政

府内。编制人员１２人，科内设中学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教育督导、会计等组（室），负责
管理全县教育文化工作。科长为袁焕（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９５６年７月３１日），副科长为施诵新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９５６年７月３１日）。
１９５６年７月３１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改为吴江县教育局，成

立吴江县文化科（附设吴江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内。文化科的主要职能是

负责全县文化宣传工作。编制人员４人。副科长为吴大伟（１９５６年７月３１日至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
日），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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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吴江县文教局

　　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吴江县教育局、吴江县文化科，组建吴江县文教局

（附设吴江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内。文教局负责管理全县中小学教育、扫

盲、职工教育、专业文艺团体、群众文化、电影放映、有线广播等工作。下属单位有教研室及全县各

中小学、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剧团、影剧院等。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至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７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为全县军事管制时期，

文教局各职能机构不再行使职权，领导人员也随之去职，由军管会政工组派驻人员进局主持

工作。

１９６８年４月６日，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文卫工作由吴江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管理。

１９日，县革命委员会设立江苏省吴江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文卫组。后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县属

各单位成立革命生产领导小组。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０日决定一律改称革命领导小组，统一制发印章。文

教局革命领导小组在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领导下负责文教工作。这一时期，由于县机关正处于

“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因此，革命领导小组实际未发挥作用。

１９７０年６月４日，取消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局址在吴江县革命委员

会院子内。吴江县文教局重新任命局长。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县机构领导班子渐趋稳定。

１９８１年４月，吴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改称吴江县文教局，是时，县文教局干部职工１８人，负责全

县文化教育工作管理。文教局内设普教股、业教股、文化股、剧目创作室、人事股、计财股、文书打印

室、招生办公室等８个股室。文化股先后由王永祥（１９８１年８月至１９８４年１月）担任副股长，陈明

兴（１９８４年１月至１９９０年５月）担任股长。股室主要负责人由县委组织部委任。

表１１１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０年５月吴江县文教局领导一览表

机构起始时间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１９５７．１１ 县文教局

朱维灏 局长 １９５７．１１—１９６０．２

鲍一鸣 局长 １９６０．２—１９６１．３

张曾明 局长 １９６１．３—１９６６

施诵新 副局长 １９５７．１１—１９６４．７

姚双雄 副局长 １９６６．１１—１９６７．３

１９６７．３ 实施军管 １９６７．３—１９６８．３

１９６８．４ 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陆左向 组长

史振康 副组长

庞锦林 副组长

县文教局由县革命委

员会政工组直接管理

１９７０．６ 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

庞锦林 负责人 １９７０．９—１９７１．３

冯学礼 局长 １９７１．４—１９７２．５

王益奋 局长 １９７２．８—１９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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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起始时间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１９７０．６ 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

张曾明 局长 １９７９．８—１９８０．１０

罗人权 副局长 １９７０．５—１９７１．３

陈不让 副局长 １９７１．２—１９７４．７

李翊华 副局长 １９７２．２—１９７５．８

王途光 副局长 １９７５．２—１９７９．３

张曾明 副局长 １９７５．４—１９７９．７

徐芳梅（女） 副局长 １９７６．９—１９７９．８

徐静柏 副局长 １９７６．９—１９８０．９

费　多（女） 副局长 １９７９．４—１９８１．４

王正斌 副局长 １９８０．５—１９８０．１２

１９８１．４ 县文教局

王正斌 局长 １９８０．１２—１９８４．２

王新生 局长 １９８４．３—１９９０．５

吴根荣 副局长 １９８１．２—１９８３．８

费　多（女） 副局长 １９８１．４—１９８４．２

王新生 副局长 １９８１．９—１９８４．２

沈健男 副局长 １９８３．１—１９８４．２

杨应福 副局长 １９８３．８—１９８５．５

薛　平 副局长 １９８４．２—１９８８．２

刘强民 副局长 １９８５．５—１９９０．５

袁一匡 副局长 １９８６．５—１９９０．５

汝仰高 副局长 １９８７．１０—１９９０．５

第三节　吴江市文化局

　　１９９０年５月，吴江县文教局分设为吴江县教育局、吴江县文化局。６月１５日，吴江县编制委员

会发文，明确县文化局是全县文化艺术和文物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单位有县文化馆、图书

馆、书画院、新华书店、影剧管理站及全民影剧院、专业剧团、文物陈列室、柳亚子纪念馆、同里文物

保护管理所等。乡镇文化站实行以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为主，人事、财务纳入乡镇管理，业务上受县

文化局指导。县文化局内设文化股、文物股、综合股，同时设有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化市场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全局核编１２人。局址在松陵镇县府街银行弄９号。１９９２年５月，吴江撤县设

市，吴江县文化局更名为吴江市文化局。

１９９７年６月，市文化局综合科一分为二，分设办公室、计财科。２０００年，先后设立产业办公室、

音乐制作室（该两科室均未经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市工商局批核，属局内自定科室，无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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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化局、吴江市广播电视管理局（下称市广电局）撤并为吴江市文化广播

电视管理局（下称市文广局），原文化局职能全部纳入市文广局管理。

表１１２　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２００１年９月吴江市（县）文化局领导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刘强民 局长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５．１

吴国良 副局长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５．１２

钱丽英（女） 副局长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１．１０

方留洪 副局长 １９９１．２—１９９５．１２

王　瑾（女） 局长 １９９５．１—１９９９．８

钱国良 副局长 １９９５．１—２００１．９

金王浩 副局长 １９９５．１１—１９９６．１２

陈明兴 副局长 １９９６．１２—１９９９．１２

秦志刚 副局长 １９９７．１１—２００１．９

刘　戈 局长 １９９９．８—２００１．９

陈明兴 副主任科员 １９９９．１２—２００１．９

顾安若 原副局级调研员 １９９０．６月退休

　　注：吴国良任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５．１２—２００１．９，正局级），人事编制、工资关系留在市文化局。

表１１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吴江市（县）文化局各科室负责人一览表

科室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文化股
周永泉 股长 １９９０．１０—１９９３．４

费子文 副股长 １９９０．１２—１９９７．６

文化科

费子文 科（股）长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０．１

邱继良 科（股）长 ２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２．１

兆勇华 副科（股）长 １９９３．７—１９９７．２

邱继良 副科（股）长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０

综合股
钱国良 副股长 １９９０．１０—１９９２．１０

兆勇华 副股长 １９９１．３—１９９３．７

综合科

钱国良 科（股）长 １９９２．１１—１９９５．３

徐方平 科（股）长 １９９５．３—１９９５．１２

陈　永 副科（股）长 １９９３．７—１９９７．６

王胜元 副科（股）长 １９９６．１—１９９７．６

文物股 徐方平 副股长 １９９０．１０—１９９２．１１

文物科

徐方平 科（股）长 １９９２．１１—１９９５．１

徐方平 科（股）长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０２．１

王胜元 副科（股）长 １９９２．１１—１９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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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办公室
王胜元 主任（股级）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２．１

潘忠梅（女） 副主任（副股级） ２０００．１２—２００２．１

财务科 陈　永 科（股）长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２．１

文化市场办

兆勇华 副主任 １９９５．４—１９９７．３

李　华 副主任 １９９５．７—２００２．１

钱志兴 副主任 ２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２．１

沈泉生 副主任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０．１０

表１１４　２００１年吴江市文化局直属单位负责人一览表

单　位 职　务 姓　名

吴江市文化馆
馆长 沈泉生

副馆长 秦怡东

吴江市文化中心 主任 沈泉生（兼）

吴江市图书馆

馆长 董振声

副馆长 张慎行

副馆长 潘丽敏（女）

吴江博物馆

馆长 戴林炎

副馆长 朱永兴

副馆长 吴正明

吴江市影剧管理站

站长 孔江明

副站长 徐仲武

副站长 孙育康

吴江市书画院 副院长（无正院长） 凌淦群

吴江市锡剧团 １９８５年９月宣布留编整顿，保留建制

吴江市越剧团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宣布歇业裁员，保留建制

吴江市评弹团 团长 高源生

吴江市艺术团（文化馆兼管） ２０００年１月市编委批复建置

同里镇文物保管所 所长 朱颖浩

黎里镇文物保管所 所长 李海珉（兼）

黎里柳亚子纪念馆
副馆长（无正馆长） 李海珉

副馆长 鲍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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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５　２００１年吴江市文化局直属国办影剧院负责人一览表

院名 职务 姓名 院名 职务 姓名

红旗影剧院 经理 孔江明 震泽影剧院 经理 袁大奎

盛泽影剧院 经理 王荣祥 同里影剧院 经理 任孝先

平望影剧院 负责人 钱水生 吴江小天鹅影城 负责人 吴　健

黎里影剧院 经理 张建国

　　注：平望影剧院无法人经理，日常工作由平望镇文化站站长钱水生兼管。

第四节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成立，地址在松陵镇鲈乡南路１８８７号。市文广局是

主管全市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文化市场、新闻出版和文物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广播电视宣传机构，承

担全市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广播电视及网络传播节目管理、文化市场管理及新闻出版、版权管

理等方面的行政执法与社会监督职能。市文广局内设办公室、组织人事科、计划财务科、宣传科（总

编室）、技术事业科、文化科、文物科、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等８个职能科室。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市文广局增挂市新闻出版局牌子。

２００５年５月，经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增设新闻出版管理科、广告管理科，２个科室编制

内部解决。

２００８年，市文广局人员行政编制２３名，行政附属编制４名。

表１１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领导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戴茂章 局长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３．１２ 杨应福 主任科员 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５．１

孙悦良 局长 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４．７ 戴茂章 主任科员 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５．１０

钱　俊 局长 ２００４．７— 顾士祥 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４．９—

梁信焕 副局长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５．１２ 范云南 副局长 ２００４．１２—

钱国良 副局长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７．１１ 柳新忠 副局长 ２００４．９—

郭　芹（女） 副局长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７．１１ 李　峰 副局长 ２００４．１２—

秦志刚 副局长 ２００１．１０— 吴荣其 副局长 ２００７．１１—

马常鸣 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１．１０— 梁信焕 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５．１２—

沈国荣 副局长 ２００２．１１— 郭　芹（女） 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７．１１—

许姝雯（女） 副局长 ２００２．１１— 姚云生 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６．２—

　　注：吴国良于市文化局和市广电局合并后，其人事编制、工资关系转入市文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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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一览表

科（室）名 姓名 职务 性质 任职日期

办公室

姚云生 主任 任职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６．２

袁　智 主任 任职 ２００６．５—

赵通法 副主任 聘任 ２００２．１—

黄先云 副主任 任职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５

郑国敏 副主任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３．２

郑国敏 副主任 聘任 ２００５．９—

漆启才 副主任 任职 ２００６．５—

组织人事科

孙玉良 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３．２

孙阿利（女）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３．２

郑国敏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５．９

孙阿利（女）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１

潘忠梅（女） 副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６．１—２００６．５

潘忠梅（女）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６．５—

计划财务科

施荣林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５．９

彭碧星（女）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

吴美良（女）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５．９

吴美良（女） 负责人 聘任 ２００５．９—

宣传科（总编室）

黄先云 副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沈德官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３．２—

李卫炯（女）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３．２—

陈　梅（女） 副主任 聘任 ２００６．９—

技术事业科

陆建川 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３．２

沈　钢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３．２—

张富荣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８．１

文化科

邱继良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５．２

潘忠梅（女） 副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５．１２

杨筱东（女）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５．９

朱晓红（女）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５．１２—
黄先云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６．５—

文物科
徐方平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２．１—

刘延华（女）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６．３

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

秦冬伟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５．９

李　华 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３．２

顾士祥 科长 兼职 ２００５．９—

钱志兴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５．９

李　华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３．２—

孔江明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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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名 姓名 职务 性质 任职日期

新闻出版管理科
秦冬伟 科长 任职 ２００５．９—

徐　蓓（女）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７．９—

广告管理科 潘建舫 副科长 聘任 ２００５．１０—

监察室 孙玉良（兼） 主任 ２００２．１—

表１１８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直属单位负责人一览表

单　位 职务 姓名 任职日期

吴江人民广播电台（二级局建制）

台长 范云南 １９９６．１２—２００５．８

台长 王林弟 ２００５．８—２００７．８

台长 季小峰 ２００７．８—

副台长 瞿　纬（女） １９９８．６—２００５．８

副台长 孙玉良 ２００５．８—

副台长 周明华 ２００５．８—

吴江电视台（二级局建制）

台长 李　峰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７．８

台长 王林弟 ２００７．８—

副台长 王林弟 ２００２．７—２００５．８

副台长 沈明根 ２００２．７—

副台长 季小峰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０７．８

副台长 沈卫民 ２００７．８—

吴江市有线电视网络传播

中心（二级局建制）

主任 沈国荣 ２００１．１０—

副主任 于国华 ２００１．１０—

副主任 何长荣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２．１２

吴江市广播电视广告中心

经理 马常鸣 １９９７．７—１９９９．１

经理、负责人 施荣林 １９９９．１—２００５．１０

主任 孙玲玲（女） ２００５．１０—

副经理 潘建舫 １９９８．３—２０００．３

副经理、副主任 冯卫东 １９９８．３—

副主任 孙玲玲（女）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５．１０

副主任 张晓辉 ２００５．９—

柳亚子纪念馆

馆长 周春华 ２００８．１—

副馆长 鲍建国 １９９６．６—２００５．９

副馆长 李海珉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３．２

副馆长 周春华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８．１

副馆长 刘延华（女） ２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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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职务 姓名 任职日期

黎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

所长 李海珉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３．２

所长 周春华 ２００８．１—

副所长 鲍建国 １９９６．６—２００５．９

同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 所长 朱颖浩 ２０００．１２—

吴江市书画院 副院长 凌淦群 １９９０．５—２００４．３

吴江市影剧管理站

站长 孔江明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４．６

副站长 徐仲武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４．６

副站长 孙育康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４．６

吴江市评弹团

团长 高源生 １９９７．２—２００１

团长 杨筱东（女） ２００７．３—

副团长（无正团长） 高源生 １９９１．８—１９９７．２

副团长 杨筱东（女） 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７．３

副团长 陈松青 ２００８．３—

吴江市文化馆（市文化中心）

馆长 沈泉生 ２０００．６—

副馆长 秦怡东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０５．９

副馆长 崔　瑛（女）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７．６

副馆长 杨筱东（女） ２００５．９—

副馆长 赵雨萍（女） ２００７．６—

吴江市图书馆

馆长 董振声 １９９３．７—２００３．２

馆长 潘丽敏（女） ２００３．２—

副馆长 张慎行 １９９１．３—２００５．９

副馆长 潘丽敏（女）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０３．２

副馆长 沈继英（女） ２００５．９—

吴江博物馆

馆长 戴林炎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４．３

馆长 朱永兴 ２００５．１０—２００７．６

馆长 崔　瑛（女） ２００７．６—

副馆长 朱永兴 ２０００．６—２００５．９

副馆长 吴正明 ２０００．１２—

副馆长（兼） 钱惠芬（女）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２

副馆长 刘育钢 ２００５．９—

吴江市锡剧团 １９８５．９留编整顿，人员分流，保留建制。

吴江市越剧团 １９９９．１１宣布歇业裁员，仅留建制。

吴江市艺术团 ２００１．１市编委批准，有编无人。

吴江人民剧院 ２００７．１１市编委批准，在市文化馆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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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吴江市新闻出版局

　　民国时期，没有正式的新闻出版管理机构。
新中国成立，新闻出版不设专门管理机构，由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和吴江县文教局管理。

１９９０年，新闻出版的管理由市（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负责，具体业务由吴江市（县）文化市
场管理办公室负责。

２００１年，机构改革后，新闻出版由市文化广电市场管理办公室管理。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吴编〔２００３〕５１号《关于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

管理局增挂吴江市新闻出版局牌子的通知》，决定在市文广局增挂市新闻出版局牌子，不另增人员

编制，具体业务工作仍由市文广局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代管。市新闻出版局的上级业务管理部门

是苏州市新闻出版（版权）局。市新闻出版局负责全市新闻出版业的行政管理，主要职能是贯彻执

行党和国家关于新闻出版（版权）工作的法律法规，依法对印刷（复制）业、出版物发行和著作权等

进行审核、审批和监督管理；制订“扫黄打非”工作计划、行动方案，牵头组织“扫黄打非”集中行动；

查处各类新闻出版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０日，市政府发文任命市文广局局长孙悦良兼任新闻出版局局长，分管局局长郭
芹兼任副局长。２００４年７月，市文广局局长钱俊兼任新闻出版局局长。２００５年９月，市文广局增
设新闻出版管理科，人员３名，开始单独行使新闻出版管理职能。对全市新闻出版、版权实施行政
监管、执法，分别对出版物、印刷（复制）业、出版物发行、著作权行政进行管理和开展“扫黄打非”工

作。２００８年，吴荣其兼任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新闻出版科科长秦冬伟、副科长徐蓓（女）。

表１１９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新闻出版局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孙悦良 局长 ２００４．２—２００４．７ 郭　芹（女） 副局长 ２００４．２—２００７．１１

钱　俊 局长 ２００４．７— 吴荣其 副局长 ２００７．１１—

第六节　吴江市文广局人民武装部

　　２００３年２月，吴江市文广局人民武装部成立。根据中共吴江市人民武装部委员会武党〔２００３〕
１５号文件《关于张卫国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戴茂章为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人民武装部第一部
长。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武装部武政〔２００３〕１６号文件《关于张志远等同志任职
的通知》决定，任命钱俊为市文广局人民武装部部长。２００８年，文广局人民武装部部长由钱俊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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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政执法机构

第一节　吴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１９８５年６月，根据吴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吴编〔１９８５〕２６号和吴发〔１９８５〕３１号《关于成立吴江

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称文管会）成立。吴江县文管会首任主任

为翟秀生，张莹、刘公直、王正斌任副主任，杨永耕等７人为委员。文管会下设办公室（为副局级事

业单位，编制３人），由文教局副局长刘强民兼任办公室主任，朱永兴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在松陵公

园内。是年１１月２９日，吴国良任县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县文管会的职能是协助县人民政府指

导全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监督各项文物法规的执行，协调处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等。下设文管会办公室，为全县文物主管部门，行使文物保护、管理、监督权，负责全县范围内文物

的调查研究、管理、保护、维修、征集和考古发掘、藏品保管、文物陈列宣传、文物市场管理等日常

工作。

县文管会成立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文物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遴选和推

荐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报各级政府批准公布。

为已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标志说明牌，确定责任人，签订保护合同，建立记录档案。使每个文

物保护单位做到“四有”。县文管会组织过多次考古发掘，利用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同里

镇历史文物陈列馆、张应春烈士纪念馆、王锡阐纪念馆等阵地开设文物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举办

各种展览，并选送文物参加“苏州市文物展览”。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７日，县人民政府任命顾安若为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时免去刘强民

兼任的文管会办公室主任职务。７月４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发文，调整县文管会成

员，调整后的文管会委员１０人，主任为张莹，副主任为刘公直、王正斌。

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１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发文，调整充实县文管会领导成员，朱士声

为主任，张莹、沈育俭、刘公直为副主任。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９日，据吴政干〔１９８９〕８号文件《关于任命吴国良为县文管会办公室主任的通

知》，任命吴国良为县文管会办公室主任，顾安若为县文管会办公室调研员（副局级），免去其县文

管会办公室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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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公布的《文物保护法》第九条：“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
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立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规定概

括为“四有”，即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和有保管机构。



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８日，县人民政府发文，免去吴国良县文管会办公室主任（任县文化局副局长）和

顾安若县文管会办公室调研员职务（６月，在县文化局退休）。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９日，据吴委发〔１９９１〕３７号《关于调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县文管会
成员调整为：朱士声为主任，胥锦荣、姚双雄、张莹、王斐为副主任，杨永耕等１４人为委员，吴国良兼

任县文管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松陵公园内。１９９２年５月吴江撤县设市后改称吴江市文物管
理委员会。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９日，据吴政办〔１９９７〕１４号《关于调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市文管会
成员调整为：张莹为主任，张卫国、俞弘声、王瑾为副主任，俞桂生等１７人为委员。钱国良兼任市文

管会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１年，吴江市文化局与吴江市广电局撤并，成立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同时挂市文物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主管全市文物工作。根据吴政发〔２００１〕３７号《关于调整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成员的通知》，市文管会成员调整为：秦星坡为主任，张卫国、俞弘声为副主任，俞桂生等１４人为

委员。

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据吴政办〔２００３〕１２１号《关于调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市文管会

成员调整为：张克明为主任，蔡永强、陆虎荣、戴茂章为副主任，委员分别由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

局、财政局、公安局、工商局、文广局、教育局、交通局、水利局、城管局、环境保护局、旅游局、市政府

法制办、民族宗教事务局的领导人员组成。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广播

电视管理局内，钱国良兼任办公室主任，徐方平任副主任。至２００８年，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未

变动。

第二节　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

　　１９８９年８月，经吴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吴政发〔１９８９〕１１１号文件《关于成立吴江县文化市场管
理委员会的通知》），县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县政府副县长张莹任县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主

任，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公室、文教局、公安局、工商局、广电局、税务局、卫生局、物价局

分管领导为组成成员。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文教局副局长刘强民兼任办公室主任。

由于机构改革和人员变动原因，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市政府副市长张莹、秦星坡、张
克明先后兼任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市文化（文广）局分管副局长钱国良、秦志刚、郭芹、范

云南分别兼任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８年９月，由市政府副市长周志芳任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
员，薛建国、何斌华、钱俊任副主任委员。委员分别由市文广局、公安局、工商局、地税局、卫生局、物

价局、中国电信吴江分公司、邮政局、财政局、城管局、公安消防大队领导组成。

　　一、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８９年８月，吴江县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文化市
场管理办公室）。

４６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８日，经县编委批准（吴编〔１９９２〕２６号《关于同意县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配备２名事业编制的批复》），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配备２名事业编制，经费实行自收自支。从此，
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作为全县文化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开始运行。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市文化局与市广电局撤并成立市文广局，文广局内设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与文
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

２００５年９月，市编委吴编〔２００５〕３０号文件《关于确定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的
通知》确定，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为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１１月，市编委
（吴编办〔２００５〕７号《关于同意增加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人员编制的批复》）批准，市
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增加２名事业编制。市编委吴编办〔２００５〕１４８号文《关于印发吴江市文化市
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规定，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主要

职能是：宣传、执行国家对文化市场、新闻出版、版权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全市文化市场实施行政监

管和行政执法，范围是：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营业性演出活动、电子游戏经营场所、网吧等互联网

服务营业场所、音像制品经营单位及各类新兴文化经营活动；对全市新闻出版、版权实施行政监管

和行政执法，范围是：出版物管理、印刷（复制）业管理、出版物发行管理、著作权行政管理、“扫黄打

非”工作。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不内设机构，核编６名，人员经费渠道为财政全额拨款。

２００６年９月，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正式定为法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是市文广局分管文化
市场的副局长范云南。办公室人员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办公机构先后设在市文化局、市文广局。

表１２１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刘强民 主任 １９８９．８—１９９５．８ 兆勇华 副主任 １９９５．４—１９９７．９

钱国良 主任 １９９５．８—１９９８．３ 李　华 副主任 １９９５．７—

秦志刚 主任 １９９８．３—２００２．１ 沈泉生 副主任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０．６

郭　芹（女） 主任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６．９ 钱志兴 副主任 ２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５．９

范云南 主任 ２００６．９— 孔江明 副主任 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３．１１

　　二、吴江市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市文化局和市广电局撤并为市文广局。２００２年１月，根据市文广局内设机构方
案，内设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和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由李

华任科长主持工作。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市文广局对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负责人员作调整，分别由秦
冬伟、顾士祥任科长主持工作。２００８年，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编制６人。工作人员８人。

　　三、吴江市文化广电市场稽查队

１９９５年６月，经吴江市编委批准（吴编〔１９９５〕２２号《关于同意配备文化市场专职稽查员编制
的批复》），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配备２名专职稽查员编制，属于全民事业编制，经费实行自收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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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３日，根据文化部《文化市场稽查暂行办法》，市文化局发吴文〔１９９６〕１１４号《关于

成立吴江市文化市场稽查队的通知》，吴江市文化市场稽查队成立。文化市场稽查队设在市文化局

内，隶属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文化市场稽查队队长为钱国良（兼），副队长为兆勇华（兼）、李华

（兼）。２００３年４月，根据市文广局吴文广人〔２００３〕３２号《关于成立吴江市文化广电市场稽查队的
通知》，吴江市文化广电市场稽查队成立，为副股级建制，隶属于市文广局文化广电市场管理科。

２００８年，文化广电市场稽查队增加编制２人。文化广电市场稽查队与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文化广
电市场管理科合署办公。

第三章　事业机构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吴江县民众教育馆（简称民教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众教育
馆更名为人民教育馆、文化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７年９月，全县文化事业单位有县文化馆、农村

文化站（公立）、吴江县锡剧团、吴江县评弹组，吴江县影剧管理处、乡镇影剧院、农村电影放映队

等。随着事业的发展，又先后成立吴江县评弹团、吴江县图书馆、吴江县越剧团、吴江县书画院、吴

江县文物陈列室、柳亚子纪念馆、黎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同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吴江博物馆、吴

江市文化中心、工人文化宫等文化事业机构。乡镇文化机构有农村俱乐部、文化站、文化中心、图书

室等。２００１年后，各镇文化站先后更名为文化广电服务分公司、文化服务中心。２００４年６月，吴江

市影剧管理站、红旗影剧院转企改制合并为“吴江市影剧有限公司”。盛泽、平望、震泽、黎里、同里

影剧院改制。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文化事业机构中吴江市级的有吴江市文化馆、文化中心、艺术团、吴江

大剧院、（文化中心、艺术团、吴江大剧院与文化馆为“一套班子”）、吴江市图书馆、吴江博物馆、柳

亚子纪念馆、黎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同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吴江市新华书店、吴江市评弹团、吴

江市影剧股份有限公司（民营）、吴江市书画院、工人文化宫等。乡镇文化机构有文化服务中心、图

书室、乡镇影剧院、电影放映队等。为记述事物完整，吴江市图书馆、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吴

江市新华书店、吴江市评弹团、影剧院和电影放映队等有关机构内容分别在相应章节中记述。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吴江第一所民众教育馆成立，馆址为吴江公园（现松陵公园）中山堂，馆舍
面积１８０平方米。民众教育馆开办民众识字班、妇女识字班，编辑《民众》半月刊，办壁报，举办儿童
健康比赛，开放民众茶园、图书馆、公园健康场所等。民国２０年，全县有民众教育馆４个，农民教育

馆１个，图书馆２个，民众夜校１１个，民众阅报处２２个，宣讲团２个。民国２２年，由从事民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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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发起，组成民众教育联合会，县立图书馆、县民众教育实验区（庙港），平望、盛泽、黎里、同里

民众教育馆，震泽、严墓农民教育馆为联合会会员。

民国２４年，民众教育研究会成立，主要研究普及、推广民众教育和出版民众教育刊物。盛泽民

众教育馆提倡生产实践，举办摇袜班、刺绣班，从社会上招收学员，培训技术力量；举办农产品展览

会，陈列品种数百种；出版时事画报（缩印本），每月２期，分发各地。是年１２月，城区民众教育馆在

松陵曹王庙场、乡师会堂等地放映《共赴国难》、《防空知识》、《黄金时代》等影片，以及幻灯片《育婴

常识》；在吴江大戏院（现松陵饭店）举行游艺会，演出哑剧《有书大家读》、歌剧《前途》、《一封信》

和《看你横行到几时》等。

民国２６年末，全县大部分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但盛泽、同里和城区的民众教育馆仍有活

动。在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控制的严墓一带，中共党员丁秉成等利用在县政府的合法身份，举办识字

班，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出版油印小报《义旗》、《敌忾》，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丁秉成、钱康民等遭国民党

军队袭击牺牲后，这些宣传活动才停止。民国３４年５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城区、盛泽民众教育馆

在原址恢复，直至民国３８年５月吴江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城区民众教育馆由吴江县人民政府派

员接管，先后更名为城区人民教育馆、文化馆。在盛泽、同里、平望、震泽镇等民众教育馆的基础上，

组建文化站。

表１３１　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民众教育馆、宣讲团一览表 单位：元

机构名称 机构地点 设置年份 负责人 年经费

盛泽民众教育馆 盛泽 民国１７年 张应巢 ４８０

盛泽民众教育馆 盛泽 民国２０年 孙一泉 １３６０

同里民众教育馆 同里 民国２０年 范菊高 １３６０

平望民众教育馆 平望 民国１８年 王彭年 １３６０

震泽农民教育馆 震泽 民国１９年 何　浩 １８００

黎里宣讲团 黎里 民国１８年 汝景星 ８４

盛泽宣讲团 盛泽 民国１８年 汝景星 ８４

表１３２　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民众阅报处一览表 单位：元

机构名称 机构地点 设置年月 负责人 级别 年经费

五都民众阅报处 庙港 民国１８年９月 吴柏如 乙 ３６

横扇民众阅报处 横扇镇 民国１８年９月 吴世杰 甲 ８４

吴娄民众阅报处 吴娄中市 民国１８年８月 马子英 甲 ８４

溪港民众阅报处 溪港乡 民国１８年９月 秦曾铭 乙 ３６

八坼民众阅报处 八坼南港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陶凤五 甲 ８４

梅堰民众阅报处 梅堰镇 民国１８年８月 卫书娥 乙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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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点 设置年月 负责人 级别 年经费

平望民众阅报处 平望镇 民国１８年８月 顾抱忱 甲 ９４

严墓民众阅报处 严墓镇 民国１８年８月 钮　善 甲 ８４

北厍民众阅报处 北厍中市 民国１８年１０月 梅逢春 乙 ３６

周庄民众阅报处 周庄西栅 民国１９年４月 张掌纲 乙 ３６

莘塔民众阅报处 镇公所 民国１８年８月 凌中行 乙 ３６

芦墟民众阅报处 吴春楼 民国１８年８月 陈光之 甲 ８４

黎里民众阅报处 区公所内 民国２０年１０月 朱其桐 甲 ８４

东庙民众阅报处 盛泽东庙 民国２０年１０月 徐少芳 乙 ３６

盛泽民众阅报处 群育馆内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陈　棠 甲 ８４

杨村民众阅报处 杨家村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朱知稼 乙 ３６

力田民众阅报处 力田小学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陶　芳 乙 ３６

同里民众阅报处 东溪桥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赵云孙 甲 ８４

龙桥民众阅报处 白龙桥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金龙岫 乙 ３６

越溪民众阅报处 越溪镇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朱　南 乙 ３６

南厍民众阅报处 南厍小学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缪欠之 乙 ３６

吴江民众阅报处 北塘街 民国１８年１１月 黄秉垄 甲 ８４

表１３３　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社会教育（民校）一览表

机构名称 设置年月 地点 负责人 学生人数 经费（元）

大庙港 民国２１年７月 五都 金之纯 ３２ ７２

莘塔 民国２１年６月 莘塔 王柏泉 ３９ ７２

北厍 民国２１年６月 北厍 梅澜之 ３８ ７２

周庄 民国２１年６月 周庄 张治平 ３５ ７２

芦墟 民国２１年６月 芦墟 陈健安 ３１ ７２

南厍 民国２１年５月 南厍 沈有成 ４１ ７２

黎里 民国２１年４月 黎里 蒯有韩 ５２ ７２

洋南 民国２１年４月 吴洋南 王辛生 ４３ ７２

隐读村 民国２１年４月 隐读村 ?家智 ４１ ７２

严墓 民国２１年３月 严墓 钮　善 ４１ ７２

屯村 民国２１年３月 同里屯村 顾炳如 ３９ ７２

　　注：以上３个表格原资料均未注明人员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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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俱乐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俱乐部是吴江县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机构，是在冬

学（民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工作人员均系县文教科从教师队伍中抽调派驻。１９５０年，黎里

的平林乡、同里的星南乡、盛泽的西肠圩已办起农村俱乐部，黎里、盛泽、横扇、震泽４镇同时办起工

人俱乐部。至１９５１年６月，全县１０个区，每个区都办起一个乡的俱乐部，有工作人员２１人。俱乐

部设主任、副主任各１名，内设学习股、生产股、文娱股、总务股等。运用黑板报、图书阅览、幻灯、文

娱、民众教育等形式，配合中心工作，对群众作政治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文化学习、文化娱乐、科普教

育等活动。

表１３４　１９５１年６月吴江县农村俱乐部一览表

农村俱乐部 建立年月 工作人员 农村俱乐部 建立年月 工作人员

城厢区浦北乡 １９５１．２ 陆瑞南　朱慎微 震泽区开弦弓乡 １９５１．３ 徐一飞　朱丽容

同里区星南乡 １９５０．３ 方维祥　陈行　张杲 盛泽区茅塔乡 １９５０．３ 顾联安　杨觉

芦墟区东秋乡 １９５１．３ 邵飞鹏　张碧华 大庙区庙港乡 １９５１．３ 顾志超　邹厚奋

黎里区平林乡 １９５０．３ 项翠英　丁瑞珠 坛丘区郎中乡 １９５１．３ 范茂林　沈萍

平望区溪港乡 １９５１．３ 孙涵孙　黄玉芬 严墓区桃源乡 １９５１．３ 倪吟芳　潘唯芸

　　注：原资料未注明人员性别。

１９５３年，全县１０８个小乡普遍建立中心俱乐部。有的俱乐部逐渐过渡为公办文化站，俱乐部的

活动辅导职能随之由文化站替代。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农村全面动员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从互助组

到初级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生产合作社，农村俱乐部随之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建立。

１９５６年，全县农村俱乐部３０３个。俱乐部主任都由合作社社长或合作社委员兼任。当时的俱

乐部是融政治思想教育、科学技术普及、文化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农村最基层的文化机构。由于生产

合作社刚刚办起来，部分俱乐部主任或忙于应付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或缺乏管理方法，或缺少经验，

或文化水平太低，建立起来的俱乐部仅有二分之一得以巩固，其他流于形式。

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建立，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的经济体制，农村就以生产大

队为单位建立中心俱乐部。在城镇，职工１００人以上的企业也必须建立俱乐部。每一个中心俱乐

部要求有文化工作队、创作组、图书流动站、电影服务组，生产小队要求配有宣传员、读报员、文娱小

组，协助中心俱乐部开展工作。１９６４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开展。７月３日，中共吴江县委宣

传部《文化工作情况》称，根据上级指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要在农村举办一批俱乐

部，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年底，吴江的农村俱乐部３２２个、城镇俱乐部７３个。通过

读报、出黑板报、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民校教育、农技科普、文化学习等活动，配合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

从１９６６年起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农村俱乐部不再被提及，其原有功能几乎被生产大队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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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所替代。

８０年代前后，随着乡镇文化中心的建立，农村俱乐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１９８０年，全县恢复

的农村俱乐部有２００多个。１９８１年，发展到４００余个。１９８５年，全县农村、城镇俱乐部共有５２０个。
至９０年代末，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俱乐部趋于滑坡。２００１年底，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农村俱

乐部停止活动。

第三节　吴江市文化馆、文化中心、艺术团

　　一、文化馆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５月１０日，于万杰、常乃琛前往接管城区民众教育馆（文化馆前身），原有人
员留用３人，其余停止工作听候安置。５月２２日，由县教育科科长袁焕接管盛泽分馆，原有人员留

用２人。城区民众教育馆更名为城区人民教育馆，盛泽分馆更名为盛泽人民教育馆。１９５２年，盛泽
人民教育馆更名为盛泽文化站。是年，在城区人民教育馆基础上，建立吴江县人民文化馆，县人民

文化馆馆长由县政府委任文教科科长袁焕担任，吴大伟为副馆长，县委宣传部干事杨亚南兼副馆

长，由专职副馆长主持日常工作。县人民文化馆按江苏省丙级文化馆规定配备６名辅导员，馆址设

在吴江公园内，馆内设文化、图书、文物、影剧管理等部门。县人民文化馆的任务是配合党和政府各

项中心运动和各个时期中心工作，运用展览、演唱、幻灯、图片、黑板报等形式，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

义精神教育群众，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时事政策，教育群众积极参加祖国建

设，组织和辅导群众文化学习；搜集、整理吴江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做好文物宣传保护工作；县文化

馆还负责对全县各乡镇文化站的业务工作、扫盲教育与农村俱乐部建设实施指导。

１９５３年，吴江县人民文化馆更名为吴江县文化馆，设馆长１人、主任３人、干事３人、助干３人、
工友３人，共１３人。另有盛泽分馆，有主任１人、干事２人、工友１人，共４人。是时县文教科仅有

１名文化干部处理行政工作，因此，民间职业剧团、曲艺团体等的管理和演出安排，文物保护、图书
馆业务、体育活动等也由文化馆具体负责。

１９５６年，县有文化馆，各镇（乡）有文化站，村有农村俱乐部（３０３所），７大镇有工会俱乐部，初
步形成群众文化活动网络。县文化馆坚持开展阵地活动，组织全县群众文艺会演。是年，全县举办

首次春节文艺晚会，并选调节目参加苏州地区文艺会演。１９５８年，在“大跃进”浪潮影响下，以文化
馆为中心的农村文化网急剧膨胀起来，据当时统计，全县有文化馆站８７个、展览馆１９个、公社文联

３个、公社书店２０个、文工团１６个、图书馆３９个，３０个乡镇都办报纸。全县还建立歌舞组１１５个，
创作组１２４个，俱乐部５５０个。群众性的歌、舞、诗、画创作活动热闹一时，全县共编印诗集２０多

本，交通要道都能见到诗画，街街队队有壁画，湖滨乡一年画壁画２５００多幅。

１９５９年，县文化馆组织第二届群众业余文艺会演，举办规模盛大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１０周年文艺宣传系列活动”。

１９６２年，县文化馆干部７人。文化馆的主要业务活动有：编黑板报、放映幻灯、图片展览、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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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编讲新故事等，不定期编印文艺宣传材料，下发到松陵、平望、黎里、芦墟、震泽、同里、盛泽７

个大镇及湖滨、八坼、菀坪、横扇、屯村、金家坝、莘塔、坛丘、南麻、庙港、桃源、铜罗、青云、七都、八

都、梅堰、平望、黎里、芦墟、震泽、盛泽、同里、芦墟２３个人民公社文化站。每年举办一次群众文艺
会演，评选优秀节目，参加苏州地区文艺会演。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起，县文化馆业务活动陷入停顿状态。文化馆馆长靠边被批斗。１９６７
年，成立吴江县文化馆革命生产领导小组，由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委派负责人主持工作，该馆文化

干部全部下放“五七干校”。

１９７１年起，县文化馆恢复正常业务工作，并在中山堂原址翻建新楼１０间４００平方米。县文化

馆主要活动为：编印《革命文艺》、《群众文化演唱材料》，联系业余文艺作者，举办培训活动；定期更

新《文艺画廊》；馆藏图书经整理后重新上架，同时添购新书，发放借书卡，恢复借阅业务，开放阅览

室；完成７个大镇、２３个人民公社的三级（社镇、大队、生产队）文化网络建设，开始进行自编自演等
群众性文艺活动，辅导基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１９７６年，在县文化馆西侧以图书馆名义扩建新楼１０间４００平方米。１９７７年，县文化馆开始整
理各地上交的约７万余册古籍书。

１９７９年，县文化馆工作人员１０名，内分文艺辅导、美术、图书、摄影、文物等组。
１９８０年，文物小组对所藏书画进行整理、登记，同时完成古籍书分类、上架、制卡工作。是年，

县政府批准吴江县图书馆单独建制，县文化馆全部藏书移交县图书馆，县文化馆图书组撤销。

１９８５年吴江成立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并下设办公室。县文化馆原馆藏文物（含字画）全部交由
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管理，县文化馆文物组撤销。

１９８６年，馆内业务部门为文艺创作、文艺表演、美术摄影、群文调研、办公室等４部１室。县文
化馆注重群众文艺队伍的巩固发展，陆续组建戏剧小品、故事、曲艺、诗歌、散文、声乐、舞蹈、灯谜、

群众文化理论等创作与表演研究小组１０余个，吸收全县文艺骨干６００余人参与活动。
１９８８年６月，县人民政府将吴江县人民大会堂划归县文化馆，整修后作为县文化馆主要活动阵

地与经营场所，总建筑面积１９００余平方米。县文化馆专门设立文化娱乐部，陆续开办舞厅、卡拉
ＯＫ厅、录像放映厅，开发录像出租、桌球、溜冰、电子游戏等活动项目，定人定岗管理。９０年代前

后，还先后创办华升电脑文印中心、天宝黄金珠宝行、音像公司、华艺物资购销公司等经营部门，开

展经营活动以图补充文化事业经费。

１９９２年２月，吴江撤县设市，是年５月，市、镇党镇机关启用新印章，吴江县文化馆更名为吴江
市文化馆。

１９９５年３月，吴江市文化馆建立声乐队艺术团。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吴江市文化中心（馆）工程在吴江市人民大会堂原址上奠基动工，１９９９年底竣

工，建筑面积６８００多平方米。市文化馆（市文化中心）、市图书馆设在同一幢大楼。１０月，市文化
馆（市文化中心）从松陵公园陆续迁至文化馆新址，馆内设有演艺厅、舞蹈房、琴房、网络共享室、培

训室等，并拥有舞台、音响、灯光等齐全的硬件设施。

２０００年１月，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建立吴江市文化中心，与文化馆实行“一套班子、两
块牌子”；同意建立吴江市艺术团，市艺术团隶属于市文化馆。

是年起，市文化馆提出“以人为本，以馆为家，以果为准”治馆方针，制定打造“和谐、快乐、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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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高效文化馆”五年发展目标，以市场运作理念，寻找企业合作伙伴，与企业联合举办社区活动周、

广场纳凉晚会、新歌手大赛、民企征文大赛等文化活动。培育和发展乡镇特色文化，促进形成“一镇

一品”格局。打造“十镇联动”、“戏曲艺术节”等文化活动品牌。２００４年，市文化馆被国家文化部评

为二级文化馆。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经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建立吴江人民剧院，为正股级事业单位，核定编

制５名，在市文化馆挂牌，由文化馆负责管理。

２００８年，市文化馆评为国家一级文化馆。年底，市文化馆在编１０人，其中副高级职称３人，中

级职称６人。离退休人员１１人。市文化中心在编人员２人，其中中级职称１人。

表１３５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县）文化馆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日期 备　注

钱宜境 负责人 １９４９．５—１９５２．４ “宜”表示读音

袁　焕 馆长 １９５２．５—？ 县文教科科长兼任

杨亚南 副馆长 １９５２．５—？ 县委宣传部干事兼任

吴大伟 副馆长 １９５２．５—１９５６．９ 主持日常工作

吴大伟 馆长 １９５６．１０—１９５７．１１

单志良 副馆长 １９５６．１０—１９５８．５

居玉堂 副馆长 １９５８．５—１９６２ 主持日常工作

王焕章 副馆长 １９５９—１９６６．６

魏海平 馆长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６

黄振业 组长 １９６７—１９７０．３ 县文化馆革命生产领导小组

胡宝蟠 馆长 １９７１．３—１９７５

吴伟明 副馆长 １９７２．４—１９７６．１

林文容 馆长 １９７５—１９８１．９

吴大伟 副馆长 １９７９．５—１９８４．３

吴寅晖 副馆长 １９８３．４—１９８６．５

朱永兴 副馆长 １９８３．４—１９８８．６

朱永兴 馆长 １９８８．７—２０００．６

陆廉德 副馆长 １９８４．７—１９８６．５

杨利江 馆长 １９８６．５—１９８８

汝迪昌 副馆长 １９８７．９—１９８８．１１

马中骏 副馆长 １９９０．１０—１９９５．３

秦怡东 副馆长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９

徐新兴 馆长 １９９９．１０—２０００．５

沈泉生 馆长 ２０００．６— 兼任市文化中心、书画院负责人

杨筱东（女） 副馆长 ２００５．９—

崔　瑛（女） 副馆长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７．６

赵雨萍（女） 副馆长 ２０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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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吴江市文化中心

２０００年１月，吴江市文化中心由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批准建立，核定编制６名，与文化
馆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经费渠道为市财政定额补助。徐新兴、沈泉生先后任市文化中心负

责人。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化中心编制９名，工作人员４名，与文化馆合署办公。

　　三、吴江市艺术团

２０００年１月，吴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建立吴江市艺术团，核定管理人员编制６人。吴江市
艺术团隶属市文化馆，演出业务由市文化馆组织管理。吴江市艺术团为全民事业单位，虽核定有人

员编制，但实际没有进人，为有编无人的单位，演职员为业余性质，约９０余人。经费渠道由市财政
定额补助。市艺术团下设舞蹈队、声乐队、戏曲队。市艺术团的主要任务是承担节庆日演出、文化

下乡演出、“十镇联动”文艺演出、旅游文化节演出与举办纳凉文艺晚会活动周等，成为吴江文艺活

动的基本队伍。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５日，声乐队成立，队员５２人。５月１５日，舞蹈队成立，队员２４人。是年，市艺术
团参加吴江第六届中国艺术节“星岛杯”第二届江浙沪毗邻地区田（山）歌大会串、“锦绣吴江”经贸

洽谈会歌舞晚会、“古苑杯”迎接新世纪元旦文艺汇演、“虹胜之声”国庆广场文艺等演出。

２００１年７月，戏曲队成立，队员１５人。是年，市艺术团主办、承办演出活动共６６场次，其中有

春节团拜会、人大政协全会、党代会、同里旅游文化节等重大演出活动，还有建党８０周年、五一劳动
节、八一建军节、老年节、国庆节等节庆演出活动。是年，市艺术团文化下乡１７场次，遍及吴江市１０

个乡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艺术团演出３５２场次，观众１６０万人次。

第四节　文化站、文广中心、文化服务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吴江县在县人民文化馆（后改称县文化馆）基础上逐步发展建立乡镇文化
站。至１９９９年，吴江全市２３个乡镇都建有文化站。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全市机构改革，各乡镇文化站与
广播电视站合并，成立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２００４年，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职能调整，广播电

视从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中分离，设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站、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文化服务

中心都是乡镇文化机构。

　　一、文化站

（一）概况

乡镇文化站大部分的工作职能是民众教育机构工作职能的延续和发展，成为覆盖农村的基层

文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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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５月，吴江全境解放，人民政府对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县文教科专门对各区

乡镇派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帮助全县农村、市镇开展业余教育，建立冬学、民校、俱乐部、文

化站。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全县已有平望区、黎里区、芦墟区、盛泽区、震泽区、同里区、大庙区、坛丘区、城厢

区等９个区和平望镇、黎里镇、芦墟镇、震泽镇、同里镇、盛泽镇等６个镇设立文化站。区、镇文化站

共配备３０名工作人员，即每站２名。文化站所有制性质系全民事业单位，经费由县文教科直接拨

发。区、镇文化站业务由县文化馆辅导，同时接受当地党委、政府的思想指导和工作安排。主要任

务是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党和政府中心工作，运用黑板报、壁画、展览、幻灯放映、图书阅览、

文艺演出等形式，开展时事宣传、科普教育、文化娱乐、扫盲识字等活动。同时配合工会、农村民校，

组织发展俱乐部，活跃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１９５３年下半年起县内精简机构，全县调整为平望区、黎里区、芦墟区、盛泽区、震泽区、同里区、

大庙区、坛丘区、城厢区、严墓区、盛泽区等１１个区文化站，原平望镇、黎里镇、芦墟镇、震泽镇、同里

镇、盛泽镇等６个镇的文化站全部撤销。工作人员从３０人减至１７人。全县在调整中原盛泽区保

留，原盛泽镇也改为盛泽区，因而出现两个盛泽区文化站。

表１３７　１９５２年吴江县文化馆、文化站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建立日期 人数 备　注

吴江县文化馆 松陵镇 １９４９．５ ７ 接收原民众教育馆

平望镇文化站 平望镇 １９５２．１２ ２

黎里镇文化站 黎里镇 １９５２．１２ ２

芦墟镇文化站 芦墟镇 １９５２．１２ ２

震泽镇文化站 震泽镇 １９５２．１２ ２

盛泽镇文化站 盛泽镇 １９４９．５ ２ 接收原民众教育馆

同里镇文化站 同里镇 １９５２．１２ ２

平望区文化站 平望乡九曲区 １９５１．４ ２

黎里区文化站 章湾乡施港村 １９５１．４ ２

芦墟区文化站 三村乡城司村 １９５１．４ ２

盛泽区文化站 茅塔乡人民村 １９５１．４ ２

震泽区文化站 双阳乡双阳村 １９５１．４ ２

同里区文化站 镇南乡 １９５１．４ ２

大庙区文化站 庙港乡庙东村 １９５１．４ ２

坛丘区文化站 坛丘乡组暗村 １９５１．４ ２

城厢区文化站 庞山村 １９５１．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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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８　１９５３年吴江县各区文化站整顿前后一览表

单位 整顿前人员名单 整顿后人员名单

城厢区 姚秋岑、徐一飞 徐一飞

同里区 黄玉芬、陈　行 黄玉芬、张碧华

黎里区 蔡月英、蔡美月 蔡月英、蔡美月

芦墟区 陈竹平、金培德 金培德

平望区 倪子明、汝复华 朱盘兴、倪子明

震泽区 柳玉英、汪容娣 张　杲、唐国雄

严墓区 吴美凤、韩建清 吴美凤、

大庙区 朱盘兴、庄林坤 韩建清

坛丘区 陈明奎、高再延 高再延

盛泽区 徐丽琳、沈展明 姚秋岑、陈明奎（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朱明）

盛泽区 邓兆平、唐国雄 镇文化站撤销

　　注：资料未注明人员性别。

１９５７年随着撤区并乡，全县又调整为６个片公办文化站，每站配备１名工作人员，共６名。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期间，掀起“乡乡办文化站，镇镇办文化站”热潮，由于人员经费等原因，急于

办起来的４个镇办文化馆，７个人民公社创办的文化站，至１９６１年仅剩盛泽、松陵２个镇的文化站。

１９６２年，全县调整为９个公办片文化站，工作人员９人。１９６４年增至１２个公办片文化站，工作人员
１２人。至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区、片文化站工作人员性质为全民事业干部，人事管理直
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经费由县财政拨发，党组织活动和思想教育由所在地党委、政府负责。文

化站办公用房除松陵镇自有外，其他各地文化站大部分为租用房，内部设施十分简陋，文化站公办

经费很少。

表１３９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吴江县撤区并乡后６片文化站一览表

单位 站　长 辅导范围

同里文化站 王　蕴 同里镇、同里乡，屯村乡

芦墟文化站 朱　明 芦墟镇、龙泾乡、北厍乡

平望文化站 朱　理 平望镇、平望乡、黎里镇、梅堰乡

盛泽文化站 程　明 盛泽镇、盛北乡、盛南乡、坛丘乡

震泽文化站 石培德 震泽镇、震泽乡、八都乡、里泽乡

严墓文化站 何维贤 铜罗镇、青云乡、桃源乡

　　注：黎里乡、横扇乡、庙港乡、大圩乡、七都乡，由各乡扫盲辅导员兼管配合，县文化馆适当多加辅导；松陵镇、湖滨乡、

八坼乡、八坼镇，由县文化馆负责辅导。

又：资料未注明人员性别。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地文化娱乐团队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替代。文化站机构
从原来设置到片，逐步转变为设置到每个人民公社、每个大镇。１９６９年，吴江县的湖滨、八坼、菀

坪、横扇、屯村、金家坝、莘塔、坛丘、南麻、庙港、桃源、铜罗、青云、七都、八都、梅堰、平望、黎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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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震泽、盛泽、同里、芦墟２３个人民公社，以及松陵、平望、黎里、芦墟、震泽、同里、盛泽等７个大镇

已全部设置文化站，其中公办文化站１２个。原来的片文化站全部撤销。

１９７３年９月起，１８个民办文化站（简称民办站）工作人员待遇参照民办教师，社办公助，每月国

家补贴１５元。１９７４年，全县民办文化站１８人全部实行工资制，每人每月为２８～３４元不等；每个文

化站每月活动经费１３元，全年１５６元。

１９８３年４～１０月，人民公社建置撤销，２３个人民公社文化站全部更名为乡文化站。是年７月，

黎里乡、镇合并为黎里镇。１９８５年８月，震泽乡、镇合并为震泽镇，芦墟乡、镇合并为芦墟镇，平望

乡、镇合并为平望镇，湖滨乡、松陵镇合并为松陵镇，同里乡、镇合并为同里镇。这些乡、镇文化站随

之合并为相应的镇文化站。是年，经江苏省人事厅批准，首批８名民办文化站长被转为国家干部或

全民事业编制人员，分别是：盛泽镇王福明、平望镇钱水生、梅堰乡洪志诚、桃源乡钱惠芬、青云乡虞

伟康、菀坪乡李大富、屯村乡张龙官、坛丘乡丁泉生。

１９８６年，２３个乡镇文化站全部转为全民文化站，文化站站长、副站长的人员性质绝大多数是干

部或全民事业编制。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北厍乡更名为北厍镇。１９８８年７月，八坼乡、梅堰乡、铜罗乡、桃源乡分别更名

为八坼镇、梅堰镇、铜罗镇、桃源镇，这些乡的乡文化站随之更名为相应的镇文化站。１２月，盛泽

乡、镇合并为新的盛泽镇，盛泽乡、镇文化站随之合并为盛泽镇文化站。

１９９２年９月，屯村乡、南麻乡、八都乡、横扇乡、七都乡、庙港乡分别更名为屯村镇、南麻镇、八都

镇、横扇镇、七都镇。１９９４年２月，菀坪乡、青云乡、坛丘乡、金家坝乡、莘塔乡分别更名为菀坪镇、青

云镇、坛丘镇、金家坝镇、莘塔镇。这些乡的乡文化站随之更名为相应的镇文化站。

２０００年，八坼镇与松陵镇合并为新的松陵镇，坛丘镇与盛泽镇合并为新的盛泽镇。全市镇级

文化站建置数为２１个，分别是：松陵、盛泽、震泽、芦墟、平望、同里、黎里、北厍、梅堰、铜罗、桃源、屯

村、南麻、八都、横扇、七都、庙港、菀坪、青云、金家坝、莘塔镇文化站。２１个镇文化站共有２８名正、

副站长，其中２６人系全民事业编制人员，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拨款，２人为聘用人员。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屯村镇与同里镇合并为新的同里镇，莘塔镇与芦墟镇合并设立新的芦墟镇，青云

镇与桃源镇合并设立新的桃源镇。原２１个文化站建置随之撤并为１８个。是月，吴江市文化局、吴

江市广电局合并为吴江市文广局，至此，各镇文化站与广播电视站合并，成立相应的镇文化广播电

视服务中心。

表１３１０　１９９９年吴江市２３个乡镇文化站基本情况一览表

站名 正副站长 学历 职称 性质 人数
面积

（平方米）
藏书（册）

松陵镇
黄君垣（正） 大专 副研究馆员 全民

张克俭（副） 大专 馆员 全民
１４ １２９０ １１３９２

盛泽镇
钟雪明（女）（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赵忠良（副） 初中 助馆 聘用
７ ２００６ ２７４２０

震泽镇
陈月良（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严国英（女）（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７ １５００ ３３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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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站名 正副站长 学历 职称 性质 人数
面积

（平方米）
藏书（册）

平望镇

钱水生（正） 初中 馆员 全民

刘建华（副） 大专 馆员 全民

２ ２０５０ １１８５７

芦墟镇

郁　伟（正） 高中 馆员 全民

高南平（副） 中师 馆员 全民

６ １５４０ ２１１６８

同里镇

唐守仁（正） 中师 馆员 全民

褚建新（副） 大专 — 全民

沈　明（副） 高中 — 聘用

６ ９５４ ２１０００

黎里镇 陆小明（正） 中师 馆员 全民 ６ １１１０ ２７１００

八坼镇 高　峰（正） 大专 助馆 全民 ４ １３２４ ２１６０８

菀坪镇 李大富（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３ ８００ １０６５０

横扇镇 华玉龙（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８ ３２０ １６３０９

庙港镇 沈金虎（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３ ３００ １１３１５

七都镇 沈　华（正） 大专 管理员 全民 １３ １８５０ １４６００

八都镇 史家林（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２ １０５０ １０６９７

屯村镇 张龙官（正） 初中 馆员 全民 ５ ２４０ １２２００

金家坝 沈培芳（女）（正） 初中 管理员 聘用 ５ ８７０ １３８５４

北厍镇 徐鉴明（正） 中师 馆员 全民 ８ １０７５ ２１８９０

莘塔镇 陈众亮（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１ ３００ １１８００

梅堰镇 洪志诚（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５ ２０５０ ２５４３２

坛丘镇 丁泉生（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３ １０００ １２８０３

南麻镇 王文林（负责人） 高中 — 民办 ７ １３８８ １７５００

铜罗镇 陈培荣（正） 大专 助理馆员 全民 １２ ２３００ ２３５００

青云镇 虞伟康（正） 大专 馆员 全民 ９ ２１００ ２１６００

桃源镇 陈明娜（女，负责人） 大专 — 全民 １２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１０

合　计 １５７ ２１０８７ ４１０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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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１１　１９５７—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县）乡镇文化站负责人一览表

合并后镇 合并前乡镇 站长或负责人 性质，职别 任职时间

松陵镇

松陵镇

顾　舍　姚玉华（女）
王　健　张玉堂 民办，正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唐文俊 公办，正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９

黄君垣 公办，正 １９６３．１０—１９９９．１２

石培德 公办，副 １９８５．１０—１９９６．１２

张克健 公办，副、正 １９９９．１２—２００１．９

高　峰 公办、副 ２０００．８—２００１．９

湖滨乡

（１９８５．８
并入松陵镇）

陆华景 民办，正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杨龙妹（女） 民办，正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顾天玲（女） 民办，正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吴国良 民办，正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方家雯（女） 民办，正 １９７５—１９７９

廖景熙 公办，正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赵瑞林 公办，正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石培德 公办，正 １９８４．１０—１９８５．８

八坼镇

（２０００．８
并入松陵镇）

沈芳云 公办，正 １９６２．４—１９６４．４

俞鸿苏 公办，正 １９６４．４—１９７３．３

屠国栋 公办，正 １９７３．３—１９９３．１２

高　峰 公办，副、正 １９９３．１２—２０００．８

盛泽镇

盛泽镇

程　明 公办，正 １９５７—１９６２．６

单志良 公办，正 １９６２．７—１９７２．９

卜兆年 公办，正 １９７２．１０—１９８１．１

刘建平 公办，正 １９８１—１９８８

王福明 公办，正 １９８８．１２—１９９２．５

钟雪明（女） 公办，副、正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９

赵忠良 聘用，副 １９９４．６—２００１．９

丁泉生 公办，副 ２０００．８—２００１．９

盛泽乡

（１９８８．１２
并入盛泽镇）

沈凤英（女） 民办，正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沈秀娟（女） 民办，正 １９７１．４—１９７５．６

王福明 民、公办，正 １９７６．５—１９８８．１１

坛丘镇

（２０００．８
并入盛泽镇）

钱不兴 不详 年月不详

陈志华 公办，正 １９６４—１９７４

陈益明 不详 较短

吴雪森 民办，正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

王锦萍（女） 民办，正 １９７５．１２—１９７８

丁泉生 民、公办，正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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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镇 合并前乡镇 站长或负责人 性质，职别 任职时间

同里镇

同里镇

王　蕴 公办，正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９

徐文初 公办，正 １９６１．１０—１９７０

柳德庆 公办，正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１２

俞鸿苏 公办，正 １９７３—１９８２．９

金恩官 公办，正 １９８２．９—１９８７．９

唐守仁 公办，副、正 １９８５．８—１９９９．７

朱颖浩 聘用，副 １９９１．１１—１９９３．２

褚建新 公办，正 １９９９．８—２００１．９

沈　明 聘用，副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９

同里乡

（１９８５．８
并入同里镇）

刘扬洁 民办，正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金山林 民办，正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唐守仁 民、公办，正 １９７７．９—１９８５．８

屯村镇

（２００１．１０
并入同里镇）

汪于定（女） 民办，正 １９６９—１９７１

高以俭 民办，正 １９７３—１９７８

张龙官 民、公办，正 １９７８—２００１．９

芦墟镇 芦墟镇

朱　明 公办，正 １９５７．１１—１９６２．４

陈志毅 公办，正 １９６２．４—１９８０．１

石培德 公办，正 １９８０．２—１９８４．１０

郁　伟 民、公办，正 １９８５．１０—２０００．３

高南平 民、公办，副 １９８８．３—２００１．９

郭　懿 公办，正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０．５

沈向东 公办，正 ２０００．５—２００１．９

芦墟镇

芦墟乡（１９８５．８
并入芦墟镇）

蔡益元 民办，正 １９６９．４—１９８２．１０

郁　伟 民、公办，正 １９８２．１１—１９８５．８

莘塔镇

（２００１．１０
并入芦墟镇）

陆维纲 民办，正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

薛天德 民办，正 １９６８—１９７４

朱四新 民办，正 １９７４—１９７７

陆维纲 民办，正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孙海元 民办，正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陈众亮 公办，正 １９８３—２００１．９

震泽镇 震泽镇

石培德 公办，正 １９５７—１９６１

邱君慧 公办，正 １９６１—１９７８

严国英（女） 公办，正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陈月良 公办，副、正 １９８５．１０—２００１．９

张　伟 公办，副 １９８５—１９９１

严国英（女） 公办，副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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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镇 合并前乡镇 站长或负责人 性质，职别 任职时间

震泽镇

震泽乡

（１９８５．８
并入震泽镇）

严国英（女） 民办，正 １９６４—１９７８

王国良 民办，正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张　伟 公办，正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８

平望镇

平望镇

朱　理 公办，正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朱国宝 公办，正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

柳德庆 公办，正 １９７０—１９７４．４

汝迪昌 公办，正 １９７４．４—１９８６．６

钱水生 公办，副、正 １９８５．８—２００１．９

刘建华 公办，副 １９８６．７—２００１．９

平望乡

（１９８５．８
并入平望镇）

朱　英 不详 年月不详

夏静芬（女） 民办，正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金　伦（女） 民办，正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钱水生 民、公办，正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８

黎里镇

黎里镇

朱　明 公办，正 １９６２．５—１９６４．３

姚秋岑 公办，正 １９６４．４—１９７４

殷安如 公办，正 １９７４—１９８０

陆小明 公办，正 １９８０．２—２００１．９

黎里乡（１９８３．７
并入黎里镇）

程炳荣 公办，正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桃源镇

桃源镇

王　辉 民办，正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

钱惠芬（女） 民、公办，正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吴雅英（女） 民办，正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陈明娜（女） 镇妇女主任兼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９

青云镇

（２００１．１０
并入桃源镇）

杨丽华（女） 民办，正 １９７０—１９７４

陈小平 民办，正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虞伟康 民、公办，正 １９７６—２００１．９

菀坪镇

陈胜德 民办，正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谭玉国 民办，正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孔祥寿 民办，正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曹跃忠 民办，正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李大富 民、公办，正 １９７７—２００１．９

横扇镇

屠国栋 公办，正 １９６４—１９７３．３

陈祥悌 公办，正 １９７３．３—１９７４

王树勇 公办，正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陆大伟 公办，正 １９８１．２—１９８３

徐雪荣 镇文卫助理兼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７
华玉龙 公办，正 １９８４．７—２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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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合并后镇 合并前乡镇 站长或负责人 性质，职别 任职时间

庙港镇

张菊英（女） 民办，正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姜人杰 民办，正 １９６７—１９７５

沈金虎 公办，正 １９８３—２００１．９

七都镇

徐本初 不详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傅小娥（女） 不详 年月不详

周学林 民办，正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吴海燕 民办，正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吴学明 公办，正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沈　华 公办，正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９

八都镇

蒋永法 不详 年月不详

周永珠 民办，正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２

邵菊珍（女） 民办，正 １９７６．３—１９８１

陆士浩 民办，正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史家林 民、公办，正 １９８４—２００１．９

梅堰镇 洪志诚 民、公办，正 １９６４．１０—２００１．９

金家坝镇

徐赋英（女） 民办，正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９

马中骏 民办，正 １９６５．１０—１９７８．１０

沈继先 民办，正 １９７８．１１—１９８１．８

严虎根 民办，正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９

朱小平 民办，正 １９８３．１０—１９８４．１１

王春明 民办，正 １９８４．１１—１９８５．１０

高　峰 民、公办，正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１０

王春明 公办，正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５

沈培芳（女） 民、公办，正 １９９０．８—２００１．９

北厍镇

徐金坤 公办，正 １９６４．１０—１９７０．２

张树韫（女） 民办，正 １９７０．２—１９７２．８

李明学 民办，正 １９７２．８—１９７５．８

周炎炜（女） 公办，正 １９７５．８—１９７９．８

徐鉴明 公办，正 １９７９．８—２００１．９

南麻镇

吴毓琴（女） 民办，正 １９６６．１０—１９６８．８

金耀良 民办，正 １９６８．９—１９６９．１２

龚培德 民办，正 １９７０．１—１９７２．３

孟关兴 民办，正 １９７２．３—１９７５．１１

顾立闻 民办，正 １９７５．１２—１９７６．９

张玉昆 民办，正 １９７６．１０—１９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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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合并后镇 合并前乡镇 站长或负责人 性质，职别 任职时间

南麻镇

黄鹤明 民办，正 １９７７．３—１９８１．３

张玉昆 民办，正 １９８１．４—１９８２．８

吴学明 公办，正 １９８２．８—１９８５．３

钮秋江 民办，正 １９８５．４—１９８９．９

徐新兴 民、公办，正 １９８９．４—１９９７．１１

王文林 民办，正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１．９

铜罗镇

何维贤 公办，正 １９５７—１９７８

陆海鸣 公办，正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陈康康 公办，正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９

陈培荣 民、公办，正 １９８３．１０—２００１．９

　　注：本表中正、副分别指正职、副职，副、正指由副职转为正职；民、公办指由民办转为公办。

（二）文化站简介

１．松陵镇文化站

１９５１年４月，城厢区文化站成立，管理湖滨乡、八坼乡文化事业。文化站址设在庞山村，人员２

人。文化站运用黑板报、壁画、展览、幻灯放映、图书阅览、文艺演出等形式，开展时事宣传、科普教

育、文化娱乐、扫盲识字等活动，配合工会、农村民校，组织俱乐部，活跃城乡文化生活。１９５７年，撤

区并乡，城厢区文化站改为松陵片文化站，负责辅导、管理松陵镇、湖滨乡、八坼乡文化活动。１９５８

年，松陵镇成立民办文化站，地点在松陵镇中山南路９号附近，建筑面积８０平方米。１９６２年，松陵

镇文化站由民办转为公办性质，人员１人，工作范围是松陵镇、湖滨乡，地点在吴江公园（现松陵公

园）内。１９６３年，松陵片（城厢区）文化站职能整合到镇文化站。是年，湖滨公社成立民办文化站，

面积１５０平方米。１９７１年，镇文化站迁至北新街斜桥１号（今实验小学幼儿园东北角），房屋面积

１００平方米左右。１９７４年，镇文化站房屋改为镇机关干部宿舍，文化站有站无址。

１９８１年，镇文化站活动阵地迁至松陵公园内，两层楼房面积３６５平方米。１９８３年，湖滨公社文

化站改称湖滨乡文化站。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湖滨乡并入松陵镇，松陵镇、湖滨乡文化站合并，编制２人，

招聘工作人员（临时工）１０人。１９９１年，镇文化站迁至油车路４９９号新建文化（站）大楼内，建筑面

积８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９年，松陵镇文化站工作人员１４人。

２０００年８月，八坼镇与松陵镇合并，设立新的松陵镇，八坼镇文化站并入松陵镇文化站。２００１

年１０月，松陵镇文化站与镇广电站合并，成立松陵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

２．八坼镇文化站

１９５８年，八坼乡成立民办文化站。１９６４年４月，转为八坼公社公办文化站。

１９８３年，八坼公社文化站改称八坼乡文化站。１９８５年，成立八坼乡（镇）文化中心，由共青团、

妇联、工会、科协、文化站等单位人员组成管理委员会，开展各种活动，日常工作由文化站站长负责。

１９９６年，八坼镇文化站活动阵地１３２４平方米，达到省二级文化站标准。１９９９年，八坼镇文化站工

作人员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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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８月，八坼镇文化站并入松陵镇文化站。

３．震泽镇文化站

１９５１年４月，震泽区文化站成立，地点在双阳乡双阳村，工作人员２人。１９５２年１２月，震泽镇

文化站成立，工作人员２人。１９５３年，文化站整顿，震泽区文化站有工作人员张杲、唐国雄２人。

１９６４年，区文化站址在街道办事处。１９６５年，震泽公社文化站成立。１９６６年，震泽区（片）文化站

调整，合为震泽镇文化站。

１９８１年，震泽镇成立文化中心，由文化站带动和指导各基层单位（包括学校）开展文化活动。

经费由政府拨款。１９８３年，镇文化站迁至震泽公园内。是年，震泽公社文化站改称震泽乡文化站。

１９８５年，乡镇合并，镇、乡文化站合并为震泽镇文化站。编制人员３人，其他工作人员１９人。１９９０

年，镇文化站由公园迁入原震泽乡政府（耕香堂），两层楼，面积由２００多平方米增至７４３平方米。

１９９１年“少年之家”撤销，工作人员并入镇文化站。

２０００年，文化站迁至太平街成教中心大院临街房屋，二楼为办公室和各群众文艺团队活动室，

西侧楼下辟为图书馆。２００１年，震泽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震泽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４．八都镇文化站

１９５７年前，八都的文化活动由震泽区（片）文化站管理。１９５８年，八都人民公社成立民办文化

站。１９８３年，改名八都乡文化站。１９８６年底，转为公办文化站。１９９２年，更名为八都镇文化站。

２００１年，八都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为八都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５．芦墟镇文化站

１９５１年４月，成立芦墟区文化站，地址在三村乡城司村，工作人员２名，由区文教助理兼管。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撤销芦墟区，芦墟区文化站改名芦墟镇文化站，设在东南街镇工会内（现建材路１２

号）。镇文化站辅导芦墟镇及龙泾、莘塔、北厍３乡的文化工作。１９６２年上半年，成立芦墟公社文

化站。

１９８３年，芦墟公社文化站改称芦墟乡文化站。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乡镇体制改革，芦墟乡文化站并

入芦墟镇文化站，站址在浦南路政府大院内。１９９５年１月，芦墟镇文化中心（泰丰路）成立，文化站

移址文化中心办公。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芦墟镇与莘塔镇合并，莘塔镇文化站并入芦墟镇文化站。是年，芦墟镇文化站与

广电站合并，更名为芦墟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６．黎里镇文化站

１９５１年，成立黎里区文化站，１９５７年撤销，同时设黎里镇文化站。１９６２年，文化站地址在楼下

浜底。文化站设图书、康乐球、象棋等活动阵地。“文化大革命”初期，文化站址成为黎东大队办公

室。１９７０年，黎里公社成立文化站。

１９８３年７月，黎里镇文化站与黎里公社文化站合并为黎里镇文化站。１９８４年，镇文化站迁至

广场路工会新建楼房内，设图书室和棋类及康乐球、乒乓球活动室。１９８６年下半年，文化站迁至南

新街黎新桥堍，面积５２０平方米，房屋２０间。１９８７年，黎里镇成立文化中心。全镇文化活动由文化

中心统一领导、管理。

２００１年，黎里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更名为黎里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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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北厍镇文化站

新中国成立后，北厍村镇普遍建立俱乐部。１９５７年撤区并乡后，北厍乡组织开展群众业余文

化艺术活动，由芦墟文化站辅导。１９６４年４月，北厍公社成立文化站，１０月配备专职办事员一名，
站址设在北厍镇文奎桥北堍，租用两间平房，面积４０平方米。１９７０年，文化站迁入公社机关内

办公。

１９８１年，文化站迁往原皮件厂宿舍（文化中心西侧），并借北厍镇商业部门的２间楼房，建立图

书阅览室。１９８３年８月，北厍公社文化站更名为北厍乡文化站。１９８４年，北厍皮件厂、纸盒厂、墙
纸厂腾出近２０间车间，作文化站用房。１９８７年，北厍乡更名为北厍镇，北厍乡文化站更名为北厍镇

文化站。

２０００年，文化站修复“树萱堂”，筹建“午梦堂陈列馆”。２００１年，北厍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

更名为北厍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８．莘塔镇文化站

１９６０年，莘塔公社文化站成立。
１９８０年，建成文化中心，文化阵地主要有莘塔影剧院、图书室、茶室和棋牌、桌球、乒乓等活动

室。影剧院占地面积约１２００平方米，１１００个座位。１９８３年改为莘塔乡文化站。１９８６年，建文化中
心楼，占地７２０平方米，文化站开办文化中心招待所。１９９４年３月，莘塔撤乡设镇，文化站改名莘塔

镇文化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莘塔镇文化站并入芦墟文化站。
９．金家坝镇文化站

１９６２年，金家坝人民公社成立文化站（民办），１９８３年改为金家坝乡文化站。
１９８４年５月，金家坝乡投资１６万元，历时３年，建成文化中心，名“三潮园”。文化站与文化中

心合署办公，地址在金净路邮电局南。

１９９４年３月，金家坝撤乡设镇，文化站改名金家坝镇文化站。１９９５年５月，文化站迁至金家坝

镇西街（原乡政府办公楼）。１９９６年，文化站迁址金政路６４号，面积８７０平方米。
２００１年，金家坝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金家坝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０．横扇镇文化站
１９５１年，横扇乡农村俱乐部成立，地点设在横扇乡政府。１９５８年，成立横扇人民公社，公社设

文教委员管理文化工作。１９６４年４月，横扇公社文化站成立。横扇公社文化站初建时租用民房作
办公及活动场所，后搬入公社大院内办公。

１９８３年改为横扇乡文化站。１９８４年，乡政府筹建赞春园，作文化站办公场所。１９９２年，横扇撤
乡设镇，文化站改名为横扇镇文化站。１９９３年，镇党委、政府投资１２０万元，在南举路新建文化中

心，１９９４年建成。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镇文化站从文化中心内搬迁至中国农业银行老营业房内办公。
２００１年，横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横扇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１．菀坪镇文化站

１９５９年，菀坪公社成立文化站，属民办性质。１９６８年始有文化站负责人。１９７２年确定专职站
长。１９７４年，文化站站舍为公社大院内一间平房。

１９８３年改为菀坪乡文化站。１９８４年，整修政府后院１６间平房，作文化站站舍，名为“文乐园”。

４８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１１月，成立文化中心，文化中心设在文化站内。１９８８年，文化站迁至供销社“职工之家”。１９９１年，

迁至菀坪中心小学旧址。１９９２年，菀坪撤乡设镇，文化站改名为菀坪镇文化站。

２００１年，菀坪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菀坪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２．七都镇文化站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在双荡兜始建七都公社文化站，站址先后迁至望湖路、人民路政府大院内。文化
站编制实行“一站一人制”。１９８１年７月七都文化中心成立，由影剧院、广播站、文化站３个单位组

成，党委宣传、科协、共青团、工会、文化站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文化中心管理委员会，党委宣传委员

任主任，文化站站长任副主任，全镇文化活动由文化中心统一管理，文化站站长负责日常工作。

１９８３年改为七都乡文化站。１９８５年转为公办文化站。１９９２年，七都撤乡设镇，文化站改称七都镇
文化站。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七都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成立七都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３．庙港镇文化站
１９６６年，庙港公社成立民办公社文化站，属民办性质。１９７２年，文化站转为民办公助，配备１

名干部任文化站站长。

１９８１年，庙港乡利用老乡政府大门口（南门）东侧的前后两幢平房建立文化中心，文化站与影

剧院、广播站形成一个文化活动整体。１９８３年改为庙港乡文化站。１９９２年，庙港撤乡设镇，文化站
改称七都镇文化站。

２００１年，庙港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庙港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４．平望镇文化站
１９５１年４月，平望区成立文化站，地址在平望乡九曲区，工作人员２名。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平望镇

成立文化站，工作人员２名，属全民事业单位，经费由县文教科直接拨发。１９５３年，县内精简机构，
平望镇文化站撤销，保留平望区（片）文化站，文化站人员２名。１９５５年，文化站固定工作人员１

人。１９５７年，全县撤区并乡，平望区文化站扩大辅导范围为平望镇、平望乡、黎里镇、梅堰乡。１９６６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平望区文化站撤销，分别设立平望镇文化站（公办）和平望人民公社文化站

（民办）。１９７３年９月，平望公社文化站工作人员参照民办教师，社办公助。
１９８３年，平望公社文化站更名为平望乡文化站。１９８５年，平望镇、乡合并，镇、乡文化站合并为

平望镇文化站。１９９９年，平望镇文化站工作人员２名，文化活动面积２０５０平方米。
２００１年，平望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平望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５．梅堰镇文化站
１９６４年，梅堰公社文化站成立，站址在公社文化宣传办公室内。１９８０年，文化站迁入新址。新

址站舍为二层楼，在梅堰镇东，由公社拨款５０００元建造，占地面积１００平方米。１９８７、１９９０两年文
化站自筹资金又分别建录像、游艺室两幢楼。

１９８３年，梅堰公社文化站更名为梅堰乡文化站。１９８８年，梅堰撤乡设镇，文化站称梅堰镇文化
站。１９９６年，镇文化站建筑面积９７０平方米，内设图书室、阅览室、文物陈列室、录像放映室、电子游

艺室、新华书店、卡拉ＯＫ娱乐厅、桌球室等文化设施。文化站工作人员２８人，固定资产近百万元。

２００１年，梅堰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梅堰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６．盛泽镇文化站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４月，吴江县政府派袁焕为代表接管盛泽民众教育馆，更名为盛泽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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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工作人员３人。１９５１年４月，盛泽区文化站成立，其前身为成立于１９５０年３月

的茅塔乡农村俱乐部，站址在茅塔乡人民政府内，人员２人。１９５２年，盛泽人民教育馆更名为盛泽

人民文化馆。１９５３年，盛泽人民文化馆撤销，成立盛泽镇文化站。１９５７年４月，盛泽区文化站撤
销，同时盛泽镇文化站改称盛泽文化站，辅导盛泽镇、盛北乡、盛南乡、坛丘乡等群众文化工作。

１９５９年，盛泽镇成立民办文化站，人员不列入国家编制，经费自筹，其后实行“民办公助”，由国家补
贴一部分工资。其间，盛泽乡、坛丘乡亦曾办过民办文化站，受盛泽文化站管辖。１９６０年６月，盛泽

文化站复名盛泽镇文化站。１９６２年，盛泽镇民办文化站停办，１９６９年，重新开办，由于经费支绌，不
久再度停办。“文化大革命”后，盛泽同时存在盛泽镇文化站和盛泽公社文化站。

１９８３年，恢复盛泽乡建制，盛泽公社文化站更名为乡文化站，站址在盛泽乡政府内。１９８７年，
盛泽镇文化站迁入东方广场东侧的文化中心大楼，占用１～４层部分楼面，计１１６２平方米，用于办

公、活动、培训、以文补文有偿服务等。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盛泽乡、镇合并，盛泽乡文化站并入盛泽镇文
化站。

２０００年８月，坛丘镇与盛泽镇合并设立新的盛泽镇，坛丘文化站并入盛泽镇文化站。是年，盛
泽镇文化站工作人员７人，其中全民事业编制３人。２００１年，盛泽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盛泽镇

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７．坛丘镇文化站

１９５１年４月，坛丘区文化站成立，前身为郎中乡农村俱乐部，人员２名。１９５４年，坛丘区与盛

泽区合并，坛丘区文化站并入盛泽区文化站。１９５８年，坛丘乡办民办文化站，设于坛丘集市大庙
内。１９６４年改为公办文化站。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坛丘撤乡建镇，坛丘乡文化站改为坛丘镇文化站。

２０００年８月，并入盛泽镇文化站。
１８．南麻镇文化站

１９６５年，南麻公社文化站成立，为民办性质，工作人员１人。１９８３年，南麻公社文化站更名为
南麻乡文化站。８０年代中期，文化站、影剧院、电影队组成文化中心，建文化楼１幢，建筑面积４０２

平方米，１９９０年扩建，建筑面积６０２平方米，工作人员３５人。１９９２年，南麻撤乡设镇，南麻乡文化
站改称南麻镇文化站。

２００１年，南麻镇文化站与广电站撤并为南麻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１９．同里镇文化站

１９５１年４月，同里区政府在镇南乡成立同里区文化站，配备社教干部１名，负责组织、管理同
里、屯村文化宣传工作。１９５２年冬，成立同里镇文化站，由区文教助理兼管，组织开展文娱活动和

扫盲活动。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文化站指导镇乡俱乐部，排演过《血泪

仇》、《白毛女》、《唇亡齿寒》等剧目。１９５７年，撤区并乡后，同里镇文化站负责辅导同里镇、同里乡、

屯村乡的文化活动。１９６２年，乡镇分开，文化站分为同里镇文化站、同里公社文化站和屯村公社文
化站。

１９８３年，同里公社文化站更名为同里乡文化站。１９８５年，乡镇合并，同里镇文化站与同里乡文

化站合并为同里镇文化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屯村镇与同里镇合并为新的同里镇，同里和屯村的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为同里

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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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屯村镇文化站

１９６２年，同里乡镇分开，设屯村公社文化站，为民办文化站，１９８３年转为公办，并更名为屯村乡

文化站。１９９２年，更名为屯村镇文化站。１９９９年，屯村文化站工作人员５名，文化站面积２４０平方
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屯村文化站并入同里文化站。

２１．桃源镇文化站
５０年代，桃源文化工作由严墓区文化站管辖。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桃源人民公社成立，由公社文教

委员兼管文化工作。１９７３年３月，桃源公社文化站成立，配站长１名，办公室１间，面积３０平方米。
１９８３年，更名为桃源乡文化站。１９８８年，更名为桃源镇文化站。１９９０年，文化站租用副业公司

底楼３间房屋，开办图书室。是年，开设录像室，录像带租赁业务。１９９６年，桃源文化中心大楼落
成，建筑面积３７００平方米，内设影剧院、图书室、阅览室、录像室、桌球房、棋类室、卡拉ＯＫ歌舞厅、

溜冰场等。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青云镇与桃源镇合并设立新的桃源镇，青云镇文化站并入桃源镇文化站。年底，

桃源镇文化站与广电站合并为桃源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２２．青云镇文化站

５０年代，青云文化工作由严墓区文化站管辖。７０年代初，青云公社文化站成立，设站长１名。
１９７２—１９７８年，文化站设在公社机关大院内，一间办公室兼图书室约２５平方米。１９７９年，文化站

迁至原公社邮电所，约８０平方米。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青云公社文化站改称青云乡文化站。是年１０月，成立青云乡文化中心。１９８５
年，转为公办文化站。１９９０年，文化站在乡党委、政府支持下筹建文化中心大楼，１１月动工，１９９１年

年底竣工，取名“同乐园”。文化站迁至“同乐园”内。１９９４年，称青云镇文化站。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青云镇文化站并入桃源镇文化站。

２３．铜罗镇文化站
５０年代初，文化工作由严墓区文化站管理。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铜罗乡文化站成立。铜罗乡文化站

属公办性质，工作人员１人。
１９８０年，铜罗公社以文化站为主体成立吴江县第一个文化中心，组建一支３０多人文艺宣传队

（后为小百花越剧团），建文化中心大楼，建筑面积５００平方米。
１９９１年，文化站、文化中心迁至原铜罗政府大楼内。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文化站与广播电视站合并

为铜罗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二、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市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撤并为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撤镇文化站、镇广
播电视站，成立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至年底，全市有松陵、盛泽、震泽、芦墟、平望、同里、黎

里、北厍、梅堰、铜罗、桃源、南麻、八都、横扇、七都、庙港、菀坪、金家坝１８个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

中心。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南麻镇、盛泽镇撤并为盛泽镇，八都镇、震泽镇撤并为震泽镇，北厍镇、黎里镇撤
并为黎里镇，梅堰镇、平望镇撤并为平望镇，金家坝镇、芦墟镇撤并为芦墟镇，铜罗镇、桃源镇撤并为

桃源镇，菀坪镇、横扇镇撤并为横扇镇，庙港镇、七都镇撤并为七都镇，镇的建置由１８个撤并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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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也相应撤并为１０个，分别为：松陵、盛泽、震泽、芦墟、平望、同里、黎

里、桃源、横扇、七都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表１３１２　２００２年８月底吴江市各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主任一览表

镇名 姓名 镇名 姓名 镇名 姓名

松陵 金祖荣 芦墟 王夫其 七都 朱龙才

盛泽 陈凤根 金家坝 袁留海 八都 周金根

平望 顾家栋 北厍 陆　斌 梅堰 郭福林

黎里 吴雪明 菀坪 李响根 南麻 杨凤爱

震泽 薛治华（女） 横扇 钮建荣 铜罗 王文斌

同里 金海生 庙港 王泉林 桃源 姚晓华

　　注：文化、广电合并后，松陵镇第一任主任钱玮黎，第二任主任任伯明，第三任主任金祖荣。

　　三、文化服务中心

２００４年，１０个镇的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机构又作调整，文化与广电职能分开，分别建置吴江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镇分公司和 ××镇文化服务中心。１０个镇文化服务中心分别为

松陵、盛泽、震泽、芦墟、平望、同里、黎里、桃源、横扇、七都镇文化服务中心。

２００６年６月，黎里镇与芦墟镇合并设立新的汾湖镇。黎里镇、芦墟镇的文化服务中心合并为汾

湖镇文化服务中心。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全市９个镇（松陵、汾湖、平望、盛泽、震泽、同里、横扇、七都、桃源镇）建有文化

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为乡镇文化机构，职责是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娱体育等活动；开办书刊阅

览，开展群众读书活动；举办各类文化艺术辅导班，辅导和培训群众文艺骨干；搜集、整理民族民间

文化艺术遗产，做好文物宣传保护工作；管理当地的文化市场等。

表１３１３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底吴江市各镇文化服务中心一览表

所在镇 地　址 站长 副站长 人数

松陵镇 松陵镇政府内１楼西面 高　峰 — ３

汾湖镇 芦墟镇泰丰路６２３号 许佳明 — １１

平望镇 平望镇晨莺路６号 刘建华 徐顺林 １３

盛泽镇 盛泽镇舜湖中路２０８号 丁泉生 — １１

震泽镇 震泽镇太平街１２号 陈月良 史家林 ４

同里镇 同里镇三元街铁匠弄 徐　芬（女） — ６

横扇镇 横扇镇贤泰路４８号 陈阿金 钱见鸿 ３

七都镇 七都镇政府内 沈金虎 — ５

桃源镇 桃源镇华盛大道６８８号 严凤仙（女） 虞伟康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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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吴江市影剧管理站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吴江解放后，影剧工作由县文教科、县文化馆管理。

１９５６年５月，吴江县电影管理站成立，专管县属电影放映队。７月２５日，召开全县７个公私合

营剧场和１个公私合营电影院经理会议，各派１名代表，联合组成吴江县公私合营影剧院管理处筹

备委员会。是年，成立吴江县影剧院管理处，公、私方代表各１人，会计１人。１２月２０日，县人民委

员会任命公方代表姚秋岑为第一副主任，私方代表张一鸣为第二副主任，办公地点在松陵镇庙前街

县人民大会堂（即原城隍庙）内。

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６日，吴江县影剧院管理处与吴江县电影管理站合并，成立吴江县影剧管理处。８

月２４日，启用县文教局颁发的“吴江县影剧管理处”印章，统一管理全县电影队、影剧院（场）具体

业务工作。办公地点设在松陵镇庙前街县人民大会堂内。吴江县影剧管理处统一安排剧场，外地

剧团感觉方便，所以乐意到吴江演出，如上海新中国京剧团一类的剧团都纷纷到松陵、平望、盛泽等

地演出，丰富吴江县人民文化生活。

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１日，县文教局撤销县书场业务组，书场演出业务和日常管理工作交由县影剧管

理处统一负责。

１９６４年１月，县文教局工作队负责人吴国睴到县影剧管理处主持工作，之后接任领导职务。是

年１２月１日，县文教局任命夏家永、强德培、梅永林、钮雪生为吴江县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农村电

影放映队队长。

１９５６年９月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全县国办电影放映队从５个发展到１０个，其中均含１个３５毫米电

影放映队①。１９６６年，电影放映点１９８个，放映场次增至１６８８场，电影观众１３２．９０８万人次。全县

有剧场７个，影剧院１个。

１９６８年，吴江县影剧管理处成立吴江县影剧管理处革命生产领导小组。

１９７４年起，吴江县影剧管理处先后在松陵镇北新路（现永康路）建造两幢办公楼、两幢宿舍楼、

一幢综合楼，面积为１５００平方米。１９７５年４月，吴江县影剧管理处从县人民大会堂迁至北新路１６

号办公。１９７７年，县、公社电影队共放映电影１４４００场，观众１６３３．９万多人次，平均每个农民全年

看电影２３．５次。

１９８０年，吴江县影剧管理处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撤销，影剧管理处更名影剧管理站。是年３月

起，县影剧管理站编印《影剧介绍》小报，最高月发行量八千多份。１９８４年１月，吴江县影剧管理站

更名为吴江县影剧公司。１９８７年７月，吴江县影剧公司将原“试映室”改建成“小天鹅电影院”。是

年８月１５日，吴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吴江县影剧公司恢复为吴江县影剧管理站，并明确为股

级全民事业单位；同时，红旗影剧院、盛泽影剧院、震泽影剧院、平望影剧院、黎里影剧院、同里影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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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影片片幅常见的有１６毫米和３５毫米两种规格，拥有１６毫米或３５毫米放映机的放映队常被简称为１６毫米放映队或３５毫米放
映队。１６毫米放映机轻便小巧易于流动。３５毫米放映机有座机（固定）和皮包机（可流动）之分。影片的片幅还有８．７５毫米和７０毫米
两种规格，只是这两种规格不常用。



院由全民企业改为全民事业单位。县影剧管理站除站长室外下设发行演出（下含片库）、放映管

理、宣传、财务等业务股室。发行演出股室主要是对组织、计划、调度放映演出业务，对规范放映演

出秩序负责；放映管理股室的工作着重于放映阵地建设，放映技术、安全设备设施维护更新。１９９１

年５月，施行从售出的每张电影票价中提取５分钱作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１９９２年５月，吴江撤县设市。５月，吴江县影剧管理站更名为吴江市影剧管理站。１９９４年，市

影剧管理站在原址翻建的“吴江影城”开业，“小天鹅电影院”停止营业。１９９８年，全市２３个镇２４

家影剧院电影发行放映收入２８０．９６万元，观众１２６．６８万人次；演出１４５０场（其中评弹团６５５场，民

族艺术场２８１场），观（听）众２５万人次，演出总收入１７０．０９万元。

吴江市（县）影剧管理站电影发行放映业务，注重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坚持主旋律①，组织全

区电影放映单位开展电影下乡工作，经常有计划、有重点宣传、组织国产优秀影片发行放映，开展各

类专题电影展映活动，组织中小学生电影专场、寒暑假学生场和举办“敬老电影”周放映活动。演

出业务，重视民族、民俗、民间高雅文化，通过联系调度，有计划引进国内外各种剧团到吴江演出，不

时组织开展演出活动，繁荣全市（县）演出市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２００１年，市影剧管理站实行人事用工制度的改革，全员聘用、竞争上岗。１２月１０日，吴江开始

实施演出管理和演出经营分开，演出经营实行市场化运作，而演出审批、监督管理、行政执法等职能

由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承担。其后，影片发行也由中影公司分省、市级电影公司独家发行体制，

逐步过渡到院线制的新体制，电影放映业进入市场经济体系。

表１３１４　１９５６—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县）影剧管理机构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县电影管理站 管理员 陈竹平 １９５６．５—１９６２．５

县影剧院管理处
副主任 姚秋岑 １９５６．１２—１９６２．８

副主任 张一鸣 １９５６．１２—１９６２．８

县影剧管理处
主任 张曾明 １９６２．８—１９６４

主任 吴国睴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

县影剧管理处革命生产领导小组 组长 吴国睴 １９６８—１９８０

县影剧管理站

站长 吴国睴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９

副站长 费　多（女） １９７４．５—１９７９．３

副站长 冯福根 １９８１．１０—１９８４．９

县影剧公司

经理 吴国睴 １９８４．９—１９８６．９

副经理 冯福根 １９８４．９—１９８７．１０

经理 丁金虎 １９８６．９—１９８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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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指反映社会进步总潮流的一种时代精神。中国主旋律电影最常见的两类题材是革命历史题材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社会生

活题材，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



续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县（市）影剧管理站

站长 丁金虎 １９８７．１０—１９９３．３

副站长 冯福根 １９８７．１０—１９９３．４

副站长 高　峰 １９８８．９—１９９３．８

站长 周永泉 １９９３．４—１９９７．３

副站长 戴林炎 １９９３．３—１９９７．３

站长 戴林炎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０．１

副站长 徐仲武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１．９

副站长 孙育康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１．９

副站长 孔江明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０．１

站长 孔江明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９

中共影剧管理站支部委员会

书记 俞锡泉 １９７１．６—１９７５．１１

书记 吴国睴 ？—１９９０．１１

副书记 费　多（女） １９７４．５—１９７９．３

副书记 丁金虎 １９８６．１１—１９９３．３

书记 吴惠明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书记 戴林炎 １９９３．４—２０００．１１

书记 孔江明 ２００１．５—２００１．９

副书记 徐仲武 ２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９

２００４年６月，根据吴江市人民政府吴政发〔２００３〕８９号《关于市属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改革工

作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吴江市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改制办公室发吴企改办

〔２００４〕４４号文件《关于同意吴江市影剧管理站和吴江市红旗影剧院改制方案的批复》，批准吴江市

影剧管理站、吴江市红旗影剧院转企改制为吴江市影剧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由孔江

明等自然人出资持有。影剧管理站、红旗影剧院职工实行身份置换，按规定支付安置费。影剧管理

站、红旗影剧院的债权债务由吴江市影剧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影剧股份制公司由原单位员工孔江

明、吴健等１０人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由孔江明、吴健、徐文平等５人组成公司董事会，孔江明

担任董事长，监事会成员由陆春荣、陆菁菁、费三林组成。影剧股份有限公司内设机构有红旗影剧

院、财务科、发行科、营销科。红旗影剧院有３个电影放映厅，计１０７０个座位，营业面积约５０００平

方米。至２００８年，红旗影剧院由吴江市影剧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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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吴江市书画院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批准建置吴江县书画院，５月３０日挂牌。吴江县书画
院为县财政差额补贴全民事业单位，核定人员编制４人。凌淦群任书画院副院长，院址设在盛泽
镇吴江新民丝织厂内，占地面积约８０平方米。书画院首届设专职画师１名（凌淦群），聘请兼职
书画师３０名。吴江县书画院为专业书画创作、研究、服务机构。书画院成立后，组织举办画师书
画作品展，开展学术研讨等活动，并推荐作品。１９９２年５月，更名为吴江市书画院。１２月，书画
院编辑出版书画理论研讨专著《吴江书画》。１９９８年，吴江市书画院迁至松陵镇艺海大厦二楼，
后迁往松陵公园内市文化馆西楼办公，占地面积约４０平方米。第二届市书画院设专职画师１名
（凌淦群），聘请兼职画师２２名。５月，钱惠芬任书画院院长。２０００年，市书画院迁往松陵镇中
山南路２２８０号二楼（市图书馆旧址），面积２３０多平方米，增设一个展厅。是年编辑出版《吴江
风情书画集》。

２００４年３月，市书画院由文化馆管理，沈泉生任负责人（兼）。２００７年编辑出版《苏南五市书画
院作品集》。市书画院在组织书画活动同时，还开展有偿服务，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书画作

品，或为其装饰、布置环境，以弥补活动经费不足。市书画院组织创作的上百件作品入选国际、国内

各类书画展，多幅书画作品分获国家、江苏省、苏州市级金、银、铜奖。２００８年，市书画院编制４人，
实有职工３人。书画院院址在松陵镇中山南路２２８０号二楼。

表１３１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吴江书画院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日期

凌淦群 副院长 １９９０．５—２００４

钱惠芬（女） 院长 １９９８．５—２００１．２

沈泉生 负责人（兼） ２００４．３—

第七节　文物保护管理所

　　８０年代，文物保护工作受到政府、社会重视。为加强当地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吴江县人民政
府在古迹遗存众多的黎里镇、同里镇先后成立文物保护管理所，其余乡镇的文物工作纳入文化站

职责。

　　一、黎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８日，柳亚子故居文物保管所成立。１９８７年６月，吴江县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同意
将柳亚子故居文物保管所更名为黎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简称黎里镇文保所），与柳亚子纪念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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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人员编制不变。黎里镇文保所负责黎里古镇的文物保护管

理。２００８年，黎里镇文保所的工作仍由柳亚子纪念馆负责兼管，无单独编制和专职员工。

表１３１６　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柳亚子故居文保所、黎里镇文保所负责人一览表

部　门 职务 姓名 任　期

柳亚子故居文保所
所长 殷安如 １９８５．５—１９８７．６

副所长 汝孝先 １９８６．１０—１９８７．６

黎里镇文保所

所长

汝孝先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０．１

李海珉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３．２

周春华 ２００８．１—

副所长

汝孝先 １９８７．１１—１９９７．３

鲍建国 １９９６．６—２００５．９

周春华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８．１

刘延华（女） ２００８．１—

　　二、同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９日，同里镇文物保护管理所（简称同里文保所）成立，设在镇文化站办公，职能

是文物保护管理，具体是做好古镇保护，协调城建规划，负责古建筑翻建、维修的审批、咨询，协助吴

江博物馆进行考古发掘等。管理所人员编制为２人，属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同里镇人民政府

双重领导。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同里乡、镇合并，同里文保所迁至同里镇经联委（现为松石悟园）办公。

１９８８年３月，同里文保所办公室迁至退思园。

１９９０年６月，吴江县文化局成立，同里文保所为县文化局直属全民事业单位，由文化局和同里

镇人民政府双重管理。１９９６年５月，从退思园迁至同里镇镇街道办事处。１０月，同里历史文物陈

列馆成立，为便于管理，借用同里镇富观街３５号为临时办公室。２００３年，同里文保所迁至老同里镇

政府大院内。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同里文保所编制人数２名。

表１３１７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同里镇文保所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金恩官 所长 １９８６．８．１２—１９９５．４

唐守仁 所长（兼） １９９５．５—１９９７．５

朱颖浩

副所长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０．１２

所长 ２０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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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吴江县向阳花小学

　　１９７０年９月，“小红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松陵镇附小成立，负责人沈瑞莲（行政）、高峰（工
宣队，即工人阶级宣传队的简称），教师张克诚、黄美娟，队员是３０多名少年儿童。排练节目有组唱

伴舞《十首抗日革命歌曲》，现代京剧《沙家浜》、舞剧《白毛女》等片段。

１９７１年７月，吴江县向阳花小学校在“小红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基础上发展建立。校址在松

陵公园内西侧。向阳花小学从全县各小学中挑选有文艺基础、年龄１０至１４岁在校学生５０余名，
编成高、中、低三个复式班，吃住在学校，全部享受助学金，实行半艺半读，军事化生活。学校教师６

名，职工１名，从全县教师和知青中选拔组成。学校经费由县文教局拨给。学校负责人沈瑞莲、刘
乾松、陶文英、潘柏官（工宣队），班主任沈瑞莲、刘强民、黄美娟。还有其他教师许言中、汝迪昌，借

用教师朱明观、蔡椿林。学生清晨练功，上午学文化，下午分组排练文艺节目，晚上有时配合县里中

心工作演出。由于学生原有文艺素质好，又经专业文艺训练，演出已具有相当水平，所以每场演出

座无虚席。演出以反映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少儿节目为主，有儿童剧《补课》、《一只钱包》，童

话剧《狗熊的鼻子怎么会肿的》，木偶剧《红英送饭》，舞蹈《放鹅》，歌舞《草原英雄小姐妹》，镜子舞

《戴上红领巾的第一天》等，同时还演出现代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与舞剧《白毛女》、《红色

娘子军》等选场。每学期排一台新节目，其中有一年暑期为全国水稻会议演出突击赶排节目，两年

中排演５台节目。

１９７３年７月，向阳花小学停办。在校学生分别进入原地全日制学校学习。后来这批学生大部
分成为县群众文化艺术活动骨干，有１０多名“尖子”还被输送到艺术院、团深造。向阳花小学停办

后，校舍改为文教局宿舍，后被县政协征用，建吴江县政协联谊会。

第九节　少年之家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１日，吴江县少年之家成立。地址设在震泽镇公园四面厅内。吴江县少年之家
由吴江县文教局和共青团吴江县委员会联合研究决定，经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建制成立。县文

教局和县团委各拨款开办费２００元，共４００元。经常活动费暂定每月１５元，由戚效民具体负责。

委托震泽镇人民政府筹建。县少年之家成立后，开展少儿图书阅览，幻灯放映、乒乓球、康乐球、文

艺演出、时事宣传等活动。

１９６７年，吴江县少年之家停办，专职人员调走，文体用具大部分遗失或遭损坏，活动场所成为
震泽化工厂的一个车间。

１９７９年４月，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在共青团中央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致辞提出“要尽可能地为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一些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条件”，共青团震泽镇委员会向上

级部门打报告，要求恢复和重建吴江县少年之家，但经调查，吴江县少年之家仍被震泽镇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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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一时无法恢复。１９８１年底，少年之家恢复，更名为震泽镇少年之家。１９８２年初，委派王佩

华、陆大为为管理人员，并对外开放活动。１９８３年，少年之家迁回震泽公园内。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严

国英任少年之家负责人，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严国英改任主任（镇文化站长级）。少年之家活动有图书

阅览，乒乓、书画活动，摄影、舞剑等少儿培训。是年，开办少年之家服务部、摄影服务部、少儿暑

期培训班（培训电子琴、剑术、书法、美术、舞蹈等），借以弥补活动经费不足。１９８９年，少年之家

被苏州市文化局评为先进集体。１９９１年，震泽镇少年之家与震泽镇文化站合并，工作人员并入

震泽镇文化站。

第十节　吴江县文教局剧目创作室

　　１９８０年７月，吴江县文教局成立剧目创作室，办公地点在县政府大院文教局内。创作人员有张

宗麟（专职）、陆廉德（县文化馆创作人员兼职）、骆黎明（县锡剧团编剧兼职）３人，年经费由文教局

拨款７４９元，其中张宗麟工资２４９元、业务费５００元。剧目创作主要是根据吴歌改编锡剧《五姑

娘》，由吴江县锡剧团排演演出。１９８３年，剧目创作室解散。

第十一节　吴江市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心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吴江市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心（简称科技中心）落成，位于吴江市中

山南路２１８号，为公益性全民事业单位。总投资１．２亿元，占地面积４５．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２．

３万平方米，是一个思想道德和科普文化相结合、寓教于乐的文化教育机构。中心内设科普展示

活动区、文化艺术培训区、大型活动与学术会议区、办公服务区。科普展示活动区设有科技展览

馆、天文台、数字球幕影院、４Ｄ动感影院、宝宝乐园。文化艺术培训区有６１个专用教室，分为书

画、文化培训、音乐舞蹈、体育活动四个区。每个区按其功能配备硬件设施，布置环境。２００８年，

市活动中心全年接待游客７１０００人次，开设美术、书法、舞蹈、声乐、器乐、体育、科技、文化等类培

训班１５０多个，培训学生９０００多人次。相继成立少儿合唱团、舞蹈团、拉丁舞团、少儿书画社、少

儿文学社等７个艺术社团。是年，吴江市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心获“江苏省优秀活动场馆”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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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工人文化宫

　　

　　一、吴江市（县）工人文化宫

１９８２年５月，吴江县工人文化宫施工建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竣工对外开放，占地１１０００平方

米，水面３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８７４平方米，位于松陵镇小园弄，为县总工会下属公益性文化事业

单位。内有影剧院一座８５０平方米，座位７３８只；篮球场６０８平方米；溜冰场５１３平方米；教育楼

６９４平方米；培训招待所７８９平方米，有床位７０个；食堂２１０平方米；浴室１４０平方米；其他附属设

施７０平方米。１９８５年，县文化宫设文体组、宣传美术组、阵地组和总务组，定编人员９人。１９８８

年，调整为办公室、财务组、宣传美术组、阵地组和后勤组，定编人员８人，另聘若干临时工。是年，

新建活动楼６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４年８月，市工人文化宫改为全额拨款纯公益性事业单位，定编人员

１３人。２００５年，调整为综合科、群文科、宣传科，在编人员１１人。市工人文化宫组织指导企事业职

工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培训文体骨干。工人文化宫先后由杨关保（兼）、仇蕊英、汝迪昌、庄荣春、徐

丽萍、吴雄伟担任主任；方留洪、童盘珍、汪豪伯、张策良担任副主任。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文化宫每年免

费为企业职工举办８期艺术类培训班，开放部分场地。组织全市职工文艺调演、象棋比赛，举办《纪

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为吴江喝彩》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

　　二、盛泽镇工人文化宫

１９５８年，由县总工会和盛泽镇党委共同出资２８０００元兴建盛泽镇工人文化宫，１９６０年竣工，建

筑面积２８００多平方米，位于盛泽镇舜新路，为全民事业单位。内设办公楼、职工学校、店面、健身

房、图书阅览室、乒乓室、棋牌室、游戏房、职业介绍中心、茶室等。管理人员为主任、副主任。历任

主任为王豪棠、王锦祥、朱一群、沈茂生、秦永德、刘森、杨桂芳、张金荣、张建坤、杨晓华、计丽华、周

剑锋。２００７年２月成立盛泽镇工人乒乓球俱乐部，会员１１６名，至２００８年，承办全镇乒乓球比赛４５

次。是年底，盛泽镇工人文化宫管理人员１５人，其中在编６人。分别是主任１人，副主任２人，职校

教师３人，会计、出纳、办公室人员各１人，临时工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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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文学艺术和群众文化

　　吴江的一方水土养育众多的文人雅士，明朝倪元璐《舟次吴江》诗云：“不问知吴地，
风呼也带骚”，使人想见吴江一带的遍地风雅。古代吴江在诗歌、戏剧、书画等文学艺术

领域有过不俗的表现，一些人物和社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庙会”、“灯会”之类与文

学艺术密切相关的群众文化活动也素有传统。纵观历史，文学艺术和群众文化在吴江

的发展一直起起落落，地方的富庶为文学艺术发育和文化活动兴盛提供有力支撑，相对

稳定的代际传承则延续和加强着这种发展；而战争动乱、政治风云乃至自然灾害，对文

学艺术以及各种文化活动造成摧残。在动乱年代，不少文学圣手、艺林高才生活潦倒，

甚至含冤被害，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保存下来，吴江学者一再发出“文献无征”的

忧叹。

吴江的文学艺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复苏，出现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文化活动

的机构和场所也建立起来，几个剧团活跃于城乡，群众性的音乐、舞蹈成为节庆文化活

动的重要内容。１９６６年起，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文学艺术的复苏和各类文化活动的发
育又受到摧折。和全国各地一样，直至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吴江
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才迎来新的春天。文学艺术的创作队伍渐渐地扩大起来并开始

涌现出一些有分量的作品，一些传统的文学艺术门类焕发生机，一些新的门类破土而

出，一些民间文化遗产被细心地发掘出来，群众文化的发展受到鼓励，其活动的形式和

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起来；文艺教育也得到重视，办起苏州艺校。为推动吴江的文学艺

术和文化活动持续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出台《关于奖励全市文学艺术创作的决定》、《吴

江市宣传文化创作优秀成果奖励办法》及《吴江市文化艺术“双优”奖奖励细则》等规

定，并且建立“吴江市文化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扶持重大文化活动和精品创作，激发文

化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文化部门还组织一系列创建活动，通过检查评比，促进群众文化

建设。吴江的文学艺术和群众文化进入又一个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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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　学

　　吴江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家出现。千百年的史书记录吴江一带许多文学家

的身影。《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序言称吴江历代“词人才子，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卷盈乎缃

帙”。其言不虚。吴江文学的成长植根于广泛的群众性参与，从大户人家的诗酒唱和、闺阁传笺，到

普通百姓的田间山歌、口头传说，文学活动确实已成为吴江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一节　文学创作

　　一、诗歌创作

吴江的诗歌韵文创作源远流长，汉代严忌父子善于作赋，令中国“赋圣”司马相如“见而悦焉”。

晋朝张翰的《秋风歌》历经一千八百多年至今还在吴江传诵。唐代陆龟蒙活跃于中国诗坛，与大诗

人皮日休唱和，世称“皮陆”。宋代诗人谢景初择黄庭坚为婿，黄庭坚作诗得其句法，成为江西诗派

的开山之祖。清朝吴兆骞的《秋笳集》、计东的《改亭诗集》、吴祖修的《柳塘诗集》均为《四库全书》

存目。清朝徐?的词达到很高成就，他的著作《词苑丛谈》也为《四库全书》收录。清朝顾有孝诗词

造诣颇深，所选《唐诗英华》、《五朝诗英华》等远近争购。而民间流传的“前有午梦堂，后有逊友斋”

的说法，则反映明清时期诗歌创作在吴江一些家族内部的兴盛和传承。民国时期，金松岑、陈去病、

柳亚子的诗歌创作都有全国性影响。清末诗坛巨擘陈石遗称金松岑的诗“在明则杨升庵，在清则龚

定庵，可相仿佛”。陈去病诗词创作颇有成就，编有《笠泽词征》３０卷、《吴江诗录》６０卷。柳亚子一

生写下许多挞伐反动统治、歌颂新社会的诗词。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生活节奏的变化，讲求格律的旧体诗逐渐失去往

日的风光。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旧体诗已基本被新诗所替代。而新诗在吴江的发育比较迟

缓，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代有过一个“人人作诗”的浪潮，全县编印过二十多本诗集，充斥于这些集子

的标语口号式作品实在难以称诗。１９７８年起改革开放，吴江人的诗情被重新唤起，一些人醉心于

新诗创作，也有人开始重拾传统格律诗词。１９９０年，荆歌的诗集《旋转之际》和白尼的诗集《紫色的

忧郁》由苏州江南文丛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吴江本土作家最初的诗歌专著。以后陆续有

周浩峰的《水袖》、俞永华的《诗选》等诗集问世。１９９９年５月，吴江市文化局邀请中华诗词学会副

会长林从龙作当代诗词创作讲座，有５０余名吴江的文化干部和创作人员参加。

２００３年６月，吴江市秋鲈诗社成立。诗社编辑会刊《秋鲈诗苑》，编辑出版有《锦绣江城》、《酒

都苗乡吟》等诗词专集。诗社会员５０余人，其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２０人，江苏和苏州诗词协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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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２４人。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内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分别组织过“三月三·同里诗会”、“我们风雨同舟———

吴江市抗震救灾诗歌朗诵会”等活动，出版过《吴江吟》诗集。市诗词协会也组织过抗雪灾、抗震

灾、迎奥运等诗稿征集活动。吴江市的诗词创作正在重新活跃起来。

　　二、散文创作

吴江散文，历代不乏高手名作。宋代的王 、陈长方，明代的史鉴、袁仁、袁黄、周宗建、徐师曾，

明末的潘柽章、吴炎，清代的计东、朱鹤龄、郭鮕、潘耒、徐崧、沈彤、叶燮、张士元、朱春生，民国的金

松岑、陈去病、柳亚子等，均有传世文章。周宗建的奏疏直斥魏忠贤目不识丁，可谓大义凛然；袁黄

的治家格言《了凡四训》寓理深刻，至今流传；徐崧的历史文集《百城烟水》为吴地治史者所必读；柳

亚子的反清讨袁檄文气势凌厉，振聋而发聩；金松岑的文论集《孤根集》则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散

文的精当和典雅；费孝通的文笔也浸染着吴江前人散文的风格。明末潘柽章曾经对吴江作者的文

章作过一次整理，编成《松陵文献》，甲集征文，乙集庀史，然而入清后受南浔庄廷髄一案牵连，含冤

被杀，著作也被查禁，《松陵文献》从此只剩“献集”。存世的《松陵文集》是民国时期陈去病重新整

理汇编的。

新中国成立后，散文的概念发生变化，更注重文字艺术属性。１９８４年，吕锦华的散文《悠远的

纤道》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卷》，其后还有《邻居》、《总想为你唱支歌》

等多篇作品在全国报刊获奖，又出版《小巷女子》、《人生风景线》等散文专著。不久，荆歌的《不惊

阁随笔》、《相看集》，沈荣庆的《心湖》等散文集出版。１９９５年５月，吴江市散文研究会成立，研究会

编印《吴江散文》，刊登本地作者散文佳作，邀请著名作家讲课，给作者充电。于是有更多的散文作

者和作品出现。俞前的《莲子雨》，朱萸的《那夜无灯》，陈春林的《草庐煮梦》、《草庐铸剑》，徐宏慧

的《太阳花》，沈荣庆的《心情》先后问世。散文作者还有周浩锋、张菊荣、凌龙华、徐振琪、沈莹宝、

陈永明等。进入２１世纪后，更有一大批散文作者活跃在各级报刊和各类征文活动中。例如２００７

年，吴江市委宣传部和吴江人武部等组织纪念建军８０周年征文活动，就有５０多名作者参与。获奖
的有何斌华、王国勤、陈永明、沈文荣、方流洪、刘凤英、王根成、柯根林、朱廷忠、赵敏、岳国勇、张志

远、刘倩、金华、周玉其、汤金庚、黄雪琪、钱晓华，还有顾冬梅、李红梅、严宏耕等。

　　三、小说创作

吴江的小说创作可以追溯到宋代陈长方的《步里客谈》，而清代钮尤有成就，他的《觚?》与

中国著名小说集《聊斋志异》、《虞初新志》一道，被学界称为清康熙年间“在艺术上屈指而三”的文

言小说集。清末和民国时期，小说创作在吴江呈繁荣之势。金松岑创作中国著名小说《孽海花》前

六回，翻译《三十三年落花梦》、《自由血》等小说。金松岑学生范烟桥也创作过不少小说。民国时

期相当活跃的小说创作和翻译者还有徐蔚南、杨雪门、蒯斯曛等。徐蔚南翻译许多法国、苏联等国

小说，自己也有一定数量的原创作品。潘庆艶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开始翻译外国小说，他出版的二

十多部译作中有《大街》、《珍妮姑娘》、《大屠杀》等世界著名长篇小说，部分书籍曾在德国莱比锡国

际书展展出。以１９７８年为新起点，吴江小说创作再次出现繁荣景象。张明观的儿童小说《先生公

公和白字老师》获《江苏少年文艺》优秀作品奖，并入选《１９８３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张明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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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雪林合作的《搭船》发表于北京《儿童文学》１９８４年１月号，并入选《１９８４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

选》。赵践的短篇小说《新浴》在江苏《青春》杂志上发表并获一等奖。徐卓人的短篇小说集《你先

去彼岸》和《徐卓人中短篇小说》先后出版。１９９８年荆歌的中篇小说《革命家庭》和徐卓人的中篇
小说《天易》获吴江市首届文学艺术奖。至２００８年，又有荆歌的《漂移》、《粉尘》，陆廉德的《牛家湾

风云》，马长阳的《村野情事》，张明观的《江南大哀赋》，徐宏慧的《水花园》，周浩锋的《下辈子，再

爱你》，沈荣庆的《记着，真好》，李云的《洗澡》等中长篇小说问世。李红梅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无关风月》在《吴江日报》上连载四个月。儿童小说创作也有新人出现，盛泽的钮胜利出版《吹牛

大王历险记》等专著。

　　四、纪实文学创作

纪实文学是用文学笔调记述真人真事，明清时期颇为流行的碑传文章可以看作现代纪实文学

的前身。“国学大师”金松岑是为人作传的高手，他的《天放楼文言》中就汇编不少碑铭和传记。民

国时期，松陵镇人钱今昔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活动，报告文学集《上海风景线》揭露日本侵略者

在上海的暴行。９０年代起，吴江的纪实文学创作进入新的高潮期。１９９１年吴江遭遇百年未遇特大

洪涝、大风灾害，文化部门组织文艺创作骨干深入重灾区现场采访，创作编写《风雨吴江人》，以文

艺形式歌颂抗洪抢险事迹。文化部门还组织编写反映吴江县优秀企业家和劳动模范事迹的《鲈乡

骄子》丛书。１９９４年，吴江市文化馆编辑的报告文学集《春风绿江城》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７年，张明观的长篇传记《柳亚子传》和徐宏慧的长篇报告《人生环形道》出版，《柳亚子传》入选
为苏州市“五个一工程”作品，并获得苏州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１９９８年起，由

北厍文化站刊印的《午梦堂研究文丛》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关注。１９９９年，有长篇历史名人传记
《冰雪秋笳》、《张应春传》、《陆耀传》等问世。２０００年，俞前又创作长篇传记《毛啸岑》。２００３年，徐

宏慧写出《金松岑传》。２００８年，又有《时光中的温馨和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顾野王》、《明
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曲坛盟主———沈瞡》等纪实性作品先后出版。

第二节　民间文学

　　一、口头文学

以口头形式流传的吴江民间文学历来很丰富，明弘治《吴江县志》记载：“今之所谓山歌者，虽

鄙亵不足道，然亦有赋比兴之义存焉。有先以
%

乃发声而后歌者，有既歌而带以
%

乃为余音者。”清

乾隆《吴江县志》提到吴江山歌：“其体皆赠答之辞，或自问自答，不失相和本格。其词多男女燕私

离别之事，不失房中本义。其旁引、曲喻、假物、借声之法，淳朴纤巧，无所不全，不失古乐府之本体，

实能令听者移情。”由于官方认为“鄙亵不足道”，疏于采集，所以截至新中国成立，吴江没有形成过

民间歌谣作品集，民间故事和民间谚语的集子也不见存在。

１９６３年、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７年吴江文化部门组织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民间文学普查活动。吴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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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编印的《吴江县民间歌曲采风集》、《吴江民间故事》可看作一系列努力所取得的最初成果。

１９８２年，长篇芦墟山歌《五姑娘》的发表引起全国轰动，则是又一个突出成果。１９８７年吴江的民间

文学普查是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一全国性大工程同步进行的，是吴江历史上规模最大、

历时最久的一次采风活动。吴江全县文化工作者查访５４２个村（街道），召开各种座谈会２２１个，查

到知情人１４０９人，问访１１４３人。同里镇金恩官自幼爱听祖辈讲“山海经”，过耳不忘，深有积累，采
访中讲了传说、故事１００多个。八坼镇夏才宝，１６岁学泥水匠，晚上常听师傅们谈天说地，听而不

忘，走访时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独具特色。横扇镇李子植，多年热衷于搜集记录民间谚语，所提供

的１０００多条谚语中，不少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这次普查共记录故事９２７篇、歌谣８２９首、谚语

３６７４条，计１３０多万字。普查完成后，吴江县文化馆编印《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吴江卷》（简称三套
集成）。在苏州全市中吴江率先完成民间文学集成县卷本的编纂工作。《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吴

江卷》收录故事２０１篇、歌谣１１５首、谚语１２３９条，计２７万余字。１９９０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苏州歌谣·谚语》中，收录吴江歌谣５３首，约６万字。９０年代前期，有《磨盘山》、《莺湖谜话》等

４部民间文学专著先后出版发行。１９９８年，朱永兴、徐文初主编的民间故事集《泉姑娘》和徐文初创
作的传说故事等５篇作品分别获得江苏省第二届民间文学评比荣誉奖和单篇二等奖，并在全国民

间文学评比中获奖。徐文初的民间文艺专著《老街传奇》获吴江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奖。进入２１世
纪后，吴江口头文学继续得到发掘保护。２００４年芦墟山歌结集出版，是吴江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整

理工作的又一成果。

　　二、谜语

制谜、猜谜是吴江一项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民国时期的薛凤昌还编著过关于谜语的专著《邃

汉斋谜话》。８０年代中叶，灯谜活动又在吴江兴盛起来，平望、松陵尤为活跃。谜语爱好者经常在

节庆日组织谜会，探讨谜艺，还举办灯谜培训班，自制灯谜，出版有关灯谜的小册子。

１９９２年，市级机关老干部建立青松谜社，在其后的１０年间，每周编一期黑板报，每月编一本刊

物，每年编一集谜语选，活动有声有色。谜社有２４４８则谜作载入全国２７个省、市、区４１家公开发
行报刊和１０８家民间社团内刊。

１９９４年，“平望业余灯谜兴趣小组”改为“莺湖谜会”，刊出《莺湖谜语》，多次举办灯谜擂台赛，
深入基层开展猜谜语活动。灯谜内容涉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文景观、风云人物、国际要闻，以

及当时当地有关单位的相关知识。谜会发表灯谜上千条，在全国各种比赛中获奖。

１９９５年６月，市文化馆组建吴江市灯谜研究会。该会多次在国庆或春节举行灯谜会，编印谜语

刊物《鲈风》，推动谜手参加苏州市等地灯谜大赛与全市群众性灯谜活动的开展。正因为猜谜活动

深受群众喜爱，参与面广，所以一些部门单位常常用之于增人气、造气氛。市图书馆就曾于２００６年

中秋和２００８年大年初一举办灯谜竞猜活动。

　　三、楹联

楹联用于轩园桥梁的题柱、哀挽喜庆的题赠之类，在吴江已有很长的历史。如建于宋朝的吴江

垂虹桥有著名三联，取于苏舜卿、杨杰、郑獬的诗句；建于明朝的同里普安桥有“一泓月色含规影，两

岸书声接榜歌”之句；建于清朝的盛泽白龙桥有“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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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更思源”之联。清后期的退思园，其菰雨生凉轩有一联：“种竹养鱼安乐法，读书织布吉祥声。”

据史书记载，清朝后期，吴江有不少楹联高手，叶兆荣以善作挽赠联闻名。沈景修撰有《联语偶

存》，黄象曦编过《挽联汇录》。到清末民初，吴江仍有许多人精通此道，陈去病、柳亚子便是其中翘

楚。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陈去病曾为“雪耻学会”赋联：“炎黄种族皆兄弟，华夏兴亡在匹夫。”民

国１４年（１９２５）吴江中学创始人费揽澄病逝，柳亚子为其撰写挽联：“为一乡教育众望所归奈何早

逝，于全国痛哭元勋之际又悼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题柱、题赠被视作旧风俗，民间已少有人自拟对联，唯有新春贴门联的风俗仍有

保留，而所用对联大多是摘自历书的现成联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联成为批判工具，措辞激

烈的白纸对联常常挂于批判会场和“牛鬼蛇神”门前。

９０年代起，讲求音韵意境的楹联又在吴江悄然升温。一些对联作者为新建的园林、寺庙、桥梁

及商店撰写对联。不时有单位、部门举办征联活动。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还出版专著，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陈志强编纂《吴江名胜楹联赏析》、《吴越古镇名胜对联赏析》、《苏州古镇名胜对联赏析》三部楹

联书籍。一些少儿书法培训机构把书写楹联当作练习书法的一种好形式，同里寒石轩就曾于２００４

和２００５年春年上街举办“迎新春，赠春联”活动。

第二章　艺　术

第一节　地方戏曲

　　吴江戏曲源远流长，在中国影响举足轻重。宋代，吴江有戏曲作家沈义父，曾作《乐府指迷》一

卷。明代有戏曲理论家、作家沈瞡，致力戏曲声律研究，有传奇剧本《属玉堂传奇》１７种，散曲数种，

又考订乐府词谱成《增订九宫十三调词谱》等专著。当时及以后的一些戏曲作家，在音律上拥护他

的主张，模仿其风格，史称“吴江派”，与汤显祖的“临川派”齐名。沈瞡的侄子沈自晋悉心曲律研

究，著有传奇《望湖亭》、《翠屏山》、散曲集《鞠通乐府》等，并将沈瞡的《增订九宫十三调词谱》增补

为《南词新谱》。戏曲音乐家沈宠绥著有戏曲音乐理论《弦索辨讹》和《度曲须知》，论述南北曲演唱

技巧，后为昆曲演员钻研唱曲的依据。沈氏一门从事词曲研究、创作共延衍１１代，前后有１７人之

多。明代顾大典辞官归家，教养家童唱曲，自己有时也参加演出，创作传奇多种，合称《清音阁四

种》。由于沈瞡、顾大典雅爱昆曲艺术，吴江蓄养“家乐”成风，昆曲传奇盛演不衰。

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徐大椿的《乐府声传》颇受戏曲界重视，他又善作道情，著有《洄溪

道情》。其子徐?亦为戏曲作家，有杂剧１８种，合称《写心杂剧》，另有《镜光缘传奇》。到清末，吴

江文人的戏曲活动更重于戏曲史的研究和戏曲的推广普及。清末莘塔凌景埏著有《词隐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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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著述》、《鞠通先生年谱及其著述》等，论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吴江沈氏文学世家

成员的生平及著作，这些研究戏曲史的论著至今还受到学术界重视。吴江著名的民主革命者陈去

病也参与戏曲活动，他主编《二十世纪大舞台》半月刊，共出２期，主要刊登传奇、京剧等戏曲剧本和
戏曲论文，以及有关戏剧的诗词、舞台掌故、梨园杂志等。陈去病主张“以戏剧教育感化人民，激发

民众爱国热忱”，撰文《论戏剧之有益义》、《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在该刊发表。而清代以来，吴江

群众性的戏曲票友活动比较活跃，清代同里镇有遏云集昆曲票房，清同治、光绪年间（１８６２—１９０８）

曾一度停止活动。民国初年（１９１２），昆曲复兴，遏云集又开始活动，主持人任韵秋、任味之，经常在
退思园度曲，剧目均为昆曲传统折子戏，如《春香闹学》、《断桥》等。民国２３年，小学教师何念椿教

小学生演唱昆曲，并公开演出《黄鹤楼》。每逢节庆，群众活动的重头也往往在戏曲，起始于清道光

年间的盛泽“小满戏”便是一例。

吴江地处浙、沪交界，边沿地区的剧种对吴江有较深的影响，其地域范围也较明显———吴江的

东南及中部地区以沪剧为主，西南部受浙江的越剧与湖滩（湖州滩簧）的影响较深，中北部地区喜

爱锡剧较为明显。还有如盛泽、震泽因承袭历史的原因，京剧爱好者较为普遍（如盛泽镇３０年代就
成立京剧票房“舜湖逸社”，震泽的京剧老票友也较多）。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教师、街道青年等

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组织下，以民校为阵地组织俱乐部、业余剧团（如盛泽的“教联”文艺宣传

队、松陵的“教工”文工团），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新婚姻法宣传等中心工作，开展戏剧活动。

１９５３年，全县各地组织春节文娱活动，参加演出的剧团有６７个，剧目种类有越剧、京剧、锡剧、话剧、

沪剧等。１９５６年，盛泽业余剧作者钱元亮创作现代小戏《半夜失牛犊》获全国小剧本征文二等奖。
１９５９年２月１日，在吴江县为庆祝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而举办的第二届群众业余文艺会演中，１９个

公社和７个镇的文工团参加演出，演员４４２人，演出６２个节目，剧种有越剧、锡剧、沪剧、活报剧、湖
剧等。１９６５年，县文化馆干部单志良创作小戏《大年夜》被上海《小舞台》杂志采用。

吴江一些职业性的戏曲演出团体，如友好锡剧团、工艺京剧团和洪福木偶昆剧团，就是在群众

广泛参与戏曲活动的基础上出现的。

群众性戏曲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颇显单调，只有学唱样板戏，１９７６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
团”以后才重新活跃起来。１９７７年，全县创作小戏剧６５个。８０年代初，各地文化站配合乡镇文化

中心建设，相继组建亦工亦艺的业余剧团，最具影响的是铜罗文化站（文化中心）的小百花越剧团，

以演出古装戏为主，足迹几乎踏遍江、沪、浙的农村地区，其演出质量几达专业水平。与此同时，县

文化馆成立戏剧创作组织，每年举办小戏调演，《三里湖畔》、《无形的锁链》、《小院春》、《几粒谷》

和根据长篇叙事吴歌改编的《五姑娘》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脱颖而出，丰富了演出剧目。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在平望镇举办苏州市业余小戏专题调演，由钱水生创作的独幕话剧《王家渡》参加演
出并获奖。

８０年代后期起，戏剧小品逐渐风靡舞台，吴江的一些戏剧爱好者随之涉足小品的创作和表演，
县文化馆也相应成立戏剧小品研究会，不定期地请戏剧界人员对小品作者进行辅导，小品创作与表

演逐渐地活跃起来，质量也不断得到提高，创作和演出取得较好的成绩，多次获得苏州市级以上奖

项。１９８８年，徐卓人与人合作的戏剧小品《阁楼》获江苏省首届业余戏剧小品大赛创作奖；钟雪明、
丁建国参演该剧获表演奖。１９８９年，戏剧小品《锁》、《程序》获创作奖、表演奖。钱水生创作的《心

灵有声》、张明观创作的《街景》分别获得江苏省、全国及华东六省市的奖项。２００３年，小品《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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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第五届江苏省“五星工程奖”金奖。小品《不能没有他》在“江苏省首届相声、喜剧小品大赛”中获

三个表演奖（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及优秀导演奖和组织奖。

在各地文化站组织下，盛泽、震泽、松陵等地戏曲爱好者和戏迷成立各种门类的戏剧活动组织，

自娱自乐。逢重大节日，排练一些古装折子戏到农村、敬老院等地义务演出。盛泽镇舜湖逸社多次

与震泽戏剧协会联合到浙江南浔、织里、嘉兴等地，与当地的京剧票友一同演唱。１９９６年３月２日，
吴江市新春戏曲大汇串在南麻影剧院举行，共１４个节目，６０余人参演，有越剧、沪剧、锡剧、京剧、戏

曲联唱等。１１月６日，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盛泽先蚕祠修缮竣工开殿，盛泽镇京剧之友协会祝贺
演出。１９９９年春节期间，松陵镇文化站组织六幕大戏《错婴奇缘》、七幕大戏《珍珠塔》各一台，独幕

剧及折子戏《阿必大回娘家》、《双推磨》、《君臣游园》、《双妹成亲》等到松陵镇、八坼镇、莘塔镇、黎

里镇、青云镇、桃源镇为农民演出４２场。３月７日，松陵京剧学社、盛泽舜湖逸社、震泽京剧协会共

６０多位票友，在松陵镇文化站歌舞厅交流戏艺，其中盛泽的司鼓孔乙己８７岁，是盛泽舜湖逸社之元
老。盛泽镇文化站也曾组织业余演出团队送戏下乡，到盛泽、坛丘、平望、梅堰等镇演出。

２１世纪以后，吴江市着意创建戏曲之乡。２００２年吴江市文化馆组织“金色晚霞”首届老年戏曲
舞蹈大赛，协办“江苏省第六届锡剧艺术节”分会场的演出和闭幕式。２００５年吴江文化部门又举办

吴江市首届戏曲艺术节，还以组织江浙沪戏剧名家“回娘家”活动等特色文化的形式，推进戏曲活

动的开展。吴江的戏曲爱好者获得江苏省和华东地区有关戏曲活动的奖项。２００６年，苏剧小戏

《相女婿》参加江苏省第七届“五星工程奖”评选活动获银奖，并于２００７年入选全国第十四届“群星

奖”复赛。２００８年，顾学东、屠咪咪在第二届“顾锡东戏剧艺术长三角越剧票友”决赛上分别获“十
大名票”和“十大提名”奖；屠晨辉在江苏省首届“戏曲票友之星”会演中获优秀节目奖；小锡剧《老

》在“相约淀山湖———江浙沪业余戏曲演唱邀请赛”中获铜奖。

第二节　民间曲艺

　　一、堂名

堂名为江南地区特有的民间曲艺演出团体，都以“××堂”为团体招牌。始唱昆剧为主，后演
变为京昆合唱（日唱昆剧，夜唱京剧），直至最终专唱京剧。堂名盛于清末民初，流行于吴江境内各

乡镇，波及嘉兴、青浦、昆山等周边地区。每逢喜庆或庙会时，地方上或大户人家都要请堂名演唱助

兴。演唱时，设木质台一座，长约３米，阔１米多，高２米多。台前有雕花牌楼，后有屏障，四面挂宫

灯１２盏。台上木桌围，上有图案，根据堂名名称雕刻不同花色，如松鹤堂则刻“松鹤延年”，双凤堂
则刻“凤穿牡丹”等。艺人６～８名分两边落座，各执乐器，分敲、打、吹、拉、弹。前座２名为高手（虫

角）。按习俗，午饭前须搭台开场，吹将军令，闹喜场。饭后，第一出唱大面戏，如《草桥关》、《盗御

马》、《二进宫》等；第二出老生戏，如《汾河湾》、《武家坡》等；第三出花旦戏，如《女起解》、《望江亭》

等。晚上又开场，用笛、唢呐、胡琴、板、铃等８件乐器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等。第一出开锣

戏，艺人全部上场演唱，节目有《龙凤呈祥》、《四郎探母》、《群英会》等，后是小生戏、老生戏，最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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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滩黄。唱腔以京腔为主，兼唱昆腔、湖滩、徽调。演唱时不化妆，无表演动作，故又名清唱班。

吴江县的堂名班主要分布在县境东北部地区，操此业者尤以同里、八坼、芦墟为多。８０年代调

查统计，全县曾有堂名２０多只。其中同里义鹤堂、双鹤堂人数最多，演出面广，影响最大。堂名唱

昆曲仅庙港金玉堂班，系金姓家族世传，有２００多年历史，清唱昆曲曲目达百多种。莘塔乡枫西村

以唱堂名出名，受本村“大名堂”影响，村上老人小孩都会哼上几句昆曲。堂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尚有演出，后日渐衰落，至“文化大革命”时销声匿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复兴，堂名曾

显露头角，然后续乏人，至１９８５年，堂名老艺人存世者仅数十人。２００８年，虽有少量演出，但已改版

转型，承演红白喜事，演出的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堂名了。

表２２１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吴江堂名班子一览表

班名 班主 班名 班主

同里义鹤堂 严仁荣、周雨田 盛泽鹤鸣堂 魏龙观

同里双鹤堂 宋宝兰 芦墟凤声堂 马贤坤

同里双凤堂 宋老虎 芦墟双禄堂 孙继根

同里双禄堂 麻子老王 芦墟双凤堂 孙锦文

同里松鹤堂 薛阿桂 芦墟同兴堂 金　兴

同里咏和堂 濮志湘 黎里嘉禄堂 嘉宝、喜其

同里双喜堂 瞎子金生 黎里同乐堂 张菊林

同里喜庆堂 麻子老五 莘塔大名堂 凌国桢

同里兴义堂 苟老大 莘塔堂 许老海

盛泽义和堂 严阿毛 平望如意堂 盛永祥

盛泽拥知堂 阿八头 八坼堂 圆外小弟

盛泽大乐堂 陆坤元 八坼堂 顾茂丰、孙寄宾

盛泽大喜堂 姜二喜 庙港金玉堂 金仁观等传承

　　专记：金玉堂堂名

庙港的金家扇有一班非常有名的堂名班子———金玉堂，曾于江浙沪一带四处演出。在《苏州市

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一书中，收集了好多关于庙港金玉堂的内容。庙港金家扇的金玉堂昆曲堂名有

四个特色：一是开创时间早，二是活动范围广，三是收藏的剧目、器乐曲数量多，四是传人金茂根演

奏技巧绝。

庙港金家扇的金玉堂堂名，从道教音乐演化而来，主要吹唱昆曲，开创约有２００多年历史，是金

氏家族世传６代以上的堂名班子。经长年累月演唱，积累的剧目有１６０多出，器乐曲有１３０多首。

常演唱的剧目有《文探》、《十面埋伏》、《焚灵》、《借扇》、《芦花荡》等；常吹奏的器乐曲有《将军令》、

《花三六》、《兰洋浦》、《普天乐》、《金鞭》、《埋玉》、《定私》、《乱啼风》、《画眉》、《端正好》等。这些

演唱演奏的脚本原装在两只箱笼里，每年的黄梅季一过，便到老郎堂祭祀祷告戏剧祖师爷，开箱通

气，代代相传，奉为传家宝。可惜两箱脚本未曾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全部被付之一炬，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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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记录下来的手抄本只剩下５本。

早期的金玉堂以为婚嫁、寿庆、小孩满月等喜事演唱为主。班子一般由６～８人组成。表演形

式为座唱昆曲、奏器乐曲两种。表演时各人分别拿一件乐器，有人唱，有人演奏，也有边唱边奏。乐

器有唢呐、笛、笙、二胡、三弦以及锣鼓等近１０种。演出时，开场先齐奏一段《将军令》作闹场，气氛

热烈；结束时演奏一段《普天乐》，以示喜庆祥和。庙港昆曲堂名演唱技巧精湛，演唱影响广泛，在

江浙沪一带曾红极一时，范围东至黎里、同里，南抵盛泽、嘉兴，西至浙江南浔，北至吴县杨湾。新中

国成立后继续演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业，直至１９８７年恢复，重新组班演出。
金玉堂班主制定有一套严格班规。该堂每年逢４月１５日、１１月１５日两天搭班（搭建班子），平

时不得随意改动，不论亲戚朋友，进来搭班，都要遵守班规。

金玉堂的末代传人金茂根是堂名班中的主要乐手，他前后累计唱过１００多个折子，其中《长生

殿》、《琵琶记》、《白蛇传》、《金钗记》、《三国》等传统折子，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方圆百里享有盛誉。

他忆起当时学艺的艰辛时说：“严师才能出高徒。”尽管他天资聪颖，记忆力强，又专心学艺，但还是

被他阿叔打断了好几把戒尺。通过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吹拉打唱件件俱精。他熟练使用的乐器有

唢呐、笛、笙、二胡、三弦以及锣鼓等１０多种，就是九音锣他也得心应手。尤其擅长唢呐，他一口气

可以吹７２拍音符，被苏州唢呐专家顾再欣称为一绝。金茂根凭他超人的记忆力，积累了一批堂名
曲目和剧目，多年来反复演奏的《水龙吟》、《普天乐》、《一枝花》、《迎新客》、《朝天子》、《将军令》等

１０多首乐曲，因为技艺娴熟，已形成他独有的气度与韵味。金茂根唱、奏的部分录音带和曲谱已选

入省、市民族乐曲集成卷。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多元化演进，流传了好几代的金玉堂昆曲堂名正面临着失传的危

机，但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强，堂名这朵民间文化中的奇葩一定不会就此

凋谢。

　　二、宣卷

宣卷，系“宣唱佛经宝卷”之简称。宣卷在吴江县内流传有近百年历史，起源于佛家讲经。演

唱时，一张方桌，系一桌围，上书“××社文明宣卷”。１人宣讲，２人（也有２人以上）应和，宣讲者

敲２个木鱼、１块醒木，卷书上盖１块“经盖”（手帕上绣佛像和社名）。开始，宣唱者先自敲木鱼引
磬讲述经卷，所讲大多是佛经。如：《妙莲义》、《雪山太子义》、《观音得道》、《目莲救母》、《二十四

孝》，也有《孟姜女》、《双奇冤》等，应和的人诵唱“南无阿弥陀佛”。后来宣唱内容逐渐采用民间传

统故事，或评弹剧本，或的笃班剧本，边讲边唱。进入民国后，又演变为丝弦宣卷，开场不用木鱼，而

用胡琴、三弦、琵琶、扬琴、笛等丝竹乐器，演奏《梅花三弄》、《龙虎斗》、《快六》等乐曲，参加演唱者

６～７人。宣卷曲调一般编成七字句，有梅花调、采字调、弥陀调、书派调、十字调。发展为丝弦宣卷

后，除演唱宣卷基本调外，演员发挥各自特长，参用地方戏如沪剧、锡剧、扬剧、越剧等曲调，故群众

又称为“什锦吴书”。宣卷艺人多数为农民及市镇贫民，演唱时收费以米计算。宣唱者得收入的一

半，和卷者各人得米１斗。丝弦宣卷按股计算，宣唱者２股，其余每人１股。４０年代，在吴江县经常

活动的宣卷有２０余班，演员约５０余人。有影响、水平较高的推许维钧吴县宣扬社、闵培传艺民社
宣卷、徐银桥凤仪阁宣卷。新中国成立之初，宣卷艺人参加中心工作宣传活动，后活动渐少，濒于绝

迹。９０年代，宣卷这一传统曲艺形式又被发掘出来，在同里镇尤其活跃。１９９５年，同里镇第一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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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演出队在小桥村组建以后，很快又有１０多个演出班子出现。宣卷演出队继承传统艺术形式，又

吸收当代艺术因素，逐渐提高艺术品位，融入现实生活，成为当地农民喜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２１

世纪初，同里镇农民宣卷队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周边江、浙、沪一带的农村。至２００８年，已有不少
宣卷节目被发掘出来，并拟结集出版。

　　三、其他民间曲艺

相声、评弹、说唱、独脚戏、新故事等曲艺表演艺术，因其简便通俗在民间广泛流传。二三十年

代，时任盛泽区公所文书的沈少余（生于晚清），对当地民情风俗很熟悉，编出民间说唱《盛泽景》，

全曲３８句，唱曲为民国年代流行的织挽山歌，朗朗上口，全镇争相传唱。新中国成立初直至“文化
大革命”期间，曲艺表演艺术成为配合宣传党政中心工作的工具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武器，成为

不可或缺的舞台品种。１９５９年２月举办的第二届群众业余文艺会演中，演出的相声、说唱、快板、宣
卷等作品多为讴歌“大跃进”中的“好人好事”。全县１０个大镇普遍用相声、说唱、讲故事等形式占

领车站、码头、街头、茶馆、饭馆、书场、剧场、菜场、公园、会场等十大阵地。因吴江临近于上海，上海

说唱、浦东说书、独脚戏、沪语表演唱对吴江影响较深，学唱并登上舞台为群众表演者不少。震泽的

陈炳贤自编自演、能说能唱，尤其擅长《金铃塔》调。他创作演出的金铃塔《十年巨变》参加苏州地

区群众业余会演获二等奖。１９６５年创作并演出的金铃塔《装卸工人今昔比》获苏州地区交通系统

会演一等奖，并被推荐参加省里的会演。他创作并演出的金铃塔调说唱节目《计划生育好》、《人人

遵守交通规则》、《除四害搞卫生》等在吴江群众中流传很广。松陵镇的黄君垣也编写、演唱不少节

目，有部分还在调演、会演中获奖。如反映学习雷锋现象的《新风尚》，在苏州地区群众业余文艺观

摩演出中获优秀节目奖，该节目后来又参加“苏州地区巡回演出队”巡回演出。曲艺创作也初见成

绩，徐文初的唱词《消灭血吸虫病》被上海《小舞台》录用，唱词《补鞋》发表于《儿童时代》。程明的

弹词开篇《我这条路走对了》被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出。６０年代的大讲革命故事活动带来了新故
事创作的繁荣。芦墟镇、松陵镇、平望镇、震泽镇普遍建立故事组，盛泽镇还建立故事网络组织，把

编讲故事的触角伸向农村、工厂、学校、商店等。当时的故事主要有《肖飞买药》、《半夜鸡叫》、《风

雨桃花洲》、《捉蛇的人》、《拔红旗》、《夺印》等。

“文化大革命”过后，曲艺创作和演出显出繁荣景象。１９７７年，全县创作曲艺节目４５０个。黄
君垣自编自演的浦东说书《红色列车新长征》、《结结缘》、《笑嘻嘻》，以及他自编自导的《姑娘进城

去》等节目在苏州地区的会演中获奖。徐文初创作的曲艺作品《向阳院里看“创业”》、《雪地英姿》、

《十分钟》、《丈夫的情操》、《排队奇闻》、《梦圆中英街》等快板、表演唱、方言说唱、开篇、独脚戏，或

发表在《文艺轻骑》、《农村舞台》、《小舞台》、《垦春泥》等杂志上，或在各级各类会演、调演中获奖。

陆廉德创作的《文乐园里喝壶茶》，任劳创作的《富来讨娘》，徐卓人创作的《拾来的老婆》、《闷动大

师的心》，沈金虎创作的《紫荆花分外香》，钱国良创作的《左右逢“援”》等曲艺和新故事，有的在杂

志上发表，有的在会演中获奖。１９８６年，周德华从８５岁丝织女工张亚英口中采集得到《盛泽景》。

１９８７年吴江县的什锦说唱《妙鸣国轶事》、吴歌对唱《菱塘情画》在苏州市获创作奖和演出奖。２００２

年起，市文化馆与市文联曲艺协会联手，每年举办１～２期曲艺讲座，邀请省市曲艺专家讲课，传授
曲艺写作与表演知识。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每年举办戏曲艺术节，分别进行戏曲票友大赛、折子

戏擂台赛、小戏小品会演、优秀戏曲节目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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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方音乐

　　一、民间音乐

清代，寺庙出会做佛事，伴以锣鼓、丝竹、管弦等乐器，吹吹打打渲染气氛，宗教音乐盛极一时。

在农村，农民在耕作间歇以对唱山歌为乐，元宵、端阳、中秋等四时八节及猛将庙会也竞唱山歌相沿

成习。“山歌班”参赛，高手云集，不少文人雅士亦参与其间，场景热烈。清乾隆《盛湖志》载：“中元

（农历七月十五日）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拽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癉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

调，喧阗达旦。”吴江山歌尤以芦墟山歌最著。芦墟山歌是吴歌一个支脉，流传在分湖流域的芦墟、

莘塔、黎里、北厍、金家坝等地。当地农民在劳动中歌唱，还在节日、庙会的活动场合进行山歌比赛，

互相争唱。山歌广为流传，成为积淀深厚的民间口头文学。长篇山歌《五姑娘》、《赵圣关》、《鲍六

姐》等，内容大多反映晚清时期的男女私情，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至于大量流传的短山歌，更以情

歌居多，如《五更送郎梳妆台》、《送郎十里亭》、《十二月想郎》等。其他如田歌、仪式歌、生活歌之

类，在口头流传者不在少数，能歌善唱者遍及城乡。

民国时期，现代音乐兴起，宗教音乐渐衰，而山歌仍流行民间。吴江县内各级学校增设音乐课，

教材主要用黎锦晖等创作的歌曲。各地民众教育馆组织文艺活动时，有歌唱节目，学校开恳亲会、

庆祝会时，也有音乐舞蹈表演。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吴江县政府中的进步青年在共产党的影响

下，深入严墓一带农村教群众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吴江

中学、吴江乡村师范组织吴江青年歌咏队，有５０多人参加，唱的都是当时全国流行的歌曲，如《祖国
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茶馆小调》、《你是灯塔》等，公开演出２次。

新中国成立，从老解放区带来的《东方红》、《解放区的天》等歌曲唱遍全县城乡，盛行一时。

１９５０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卫国保家》成为吴江最流行的歌曲。１９５２

年１０月，在吴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届四次会议上，芦墟区龙泾乡农民歌手张云龙演唱新山歌
《劳动人民翻身作主》，芦墟山歌从田头走向舞台。１９６０年，苏州地区举办群众文艺调演，吴江县民

歌手陆阿妹演唱《十只香袋》获演出奖。随着电影普及，电影主题歌常常被到处传唱。

６０年代的吴江民间文学普查发端于民间音乐采风活动。１９６３年春，中国音协江苏分会与县文

化馆在芦墟、莘塔、北厍、铜罗、青云、桃源、庙港、七都、震泽、盛泽１０个公社联合采风，访问歌手７４
人，记录传统民歌１１１首，其中山歌４３首、小调１８首、号子１９首、其他３１首。民歌的曲调，虽有少

数曲谱雷同，但绝大部分系农民自己创作。作为这次文学普查暨音乐采风的成果，县文化馆编撰

《吴江县民间歌曲采风录》。从６０年代起，芦墟文化站的郁伟、芦墟镇的杨文英等先后拜师学歌，成

为山歌群体中的新生代。１９８２年吴江县文化馆又单独组织音乐采风，采录大量的短山歌和各种样

式的山歌，编印《吴江民歌》。其后，县文化馆又为先前编印的《采风录》补录了２０多首曲子。吴江
采集的一部分民歌被选入《江苏民间音乐选集》。吴江在多次民间音乐采风活动中先后发现《五姑

娘》、《赵圣关》、《鲍六姐》等长篇叙事吴歌，其中以《五姑娘》为最。发现歌手１００多位，其中堪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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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能手的有３０多位，有“山歌女王”陆阿妹、“山歌老虎”蒋连生、赵永明、张阿木等。这些歌手多善

于“调山歌”，并有“即景编唱”的本领。

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５日，在浙江嘉善举行“鸿翔杯”江、浙、沪毗邻地区山歌演唱会，吴江有３个
节目参加，其中有花元瑜的独唱《我的江南》，芦墟镇中心小学小山歌班表演的《芦墟风情歌》，郁

伟、杨文英对唱的《汾湖边上新事多》。６月，芦墟镇成立“芦墟山歌社”，创办芦墟山歌专刊《芦
漪》，刊载作品和研究文章。文化站与芦墟镇中心小学联合开办“小山歌班”，在少年儿童中普及芦

墟山歌，培养新一代传人。是年，芦墟镇因山歌特色被命名为“江苏省民间艺术之乡”。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６日，芦墟镇在芦墟影剧院举办规模盛大的“汾湖之韵”芦墟山歌大会串。为了

给山歌赋予新的内涵，芦墟镇的山歌爱好者和传承人先后创作并排练新编山歌，参加文艺调演、会

演、比赛，多次获奖。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１日，郁伟、杨文英代表吴江吴歌学会，在苏州文化曲艺厅举办的

“中日民谣交流演出”活动中，联唱《山歌泱泱唱开场》，杨文英独唱《山歌唱给知音听》，获得日本友

人的赞赏。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９日，第六届中国艺术节“星岛杯”，第二届江、浙、沪毗邻地区田（山）歌大会串在
吴江市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来自青浦、嘉善和吴江的歌手们演唱１８首山歌，吴江有８个歌手参

加，其中年纪最大的已近花甲，最小的仅８岁。其后上海市、浙江省艺术研究所，苏州民间文艺家协
会，海盐、常熟、昆山文化局的领导和专家、作者３０余人参加田（山）歌艺术研讨会，交流论文１６篇。

２００３年，市文化馆协助南京艺术学院作曲系探讨了芦墟山歌。是年，芦墟镇召开有４０名创作骨干

参加的山歌研讨会，专门研究芦墟山歌的价值观问题和推陈出新问题。会议邀请上海音乐家协会、

上海音乐学院和江苏音乐家协会的专家学者参与研讨。２００４年，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

时，一本集芦墟山歌大成的《中国·芦墟山歌集》出版发行。２００５年，芦墟山歌列为吴江市、苏州市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年，吴江承办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会。２００６年，芦墟山歌通过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并准备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音乐创作

吴江也有音乐创作人才。５０年代就有盛泽镇人杨继陶在上海音协工作，他创作的儿童歌曲
《小白鹅》、《小松树》被教育部选作教材，儿童歌剧《花儿朵朵开》参加全国音乐周演出，被日本银杏

乐剧团译成日文。

吴江本地的音乐创作活动起步较晚。１９８３年，根据原本改编的歌剧《五姑娘》在苏州市群众文
艺调演中获创作、演出奖，歌曲《静静的晨雾》获创作奖。１９８４年，县文联音乐舞蹈协会成立，吴江

的音乐创作得到推动，创作、发表的作品逐渐增多，其中包括歌词创作作品。１９８５年，在苏州市群
众音乐舞蹈调演中，独唱《我的祖国》、琵琶独奏《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二胡独奏《鲈乡三月》、独唱

《渔归》、歌舞《花团锦簇》获创作、演出奖。１９８８年，楼六曙创作的歌词《太湖之滨一枝花》在省广
播电视厅和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大赛中获创作奖。２０００年，方留洪的歌词《太湖渔归》获全国华夏

渔歌新作大赛三等奖。２００２年，歌伴舞《水乡妞》在首届苏州市少儿艺术节上获声乐类表演一等

奖、创作二等奖。该节目后来又在江苏省第四届少儿艺术节上获二等奖。２００３年，钱国良作词的
歌曲《盛世放歌》、《装点家乡的美丽》分别获全国第四届“中国之春·中国民族歌曲演创大奖赛”中

国民歌百首金歌金奖和“第五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ＯＫ电视大赛作品征集”三等奖。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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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部、大众音乐协会举办的“感动中国———２００８全国首届新创歌词、歌曲大赛”中，秦文创作的

《舞春风》、《江南女，花中花》获一等奖，秦怡东创作的《农家来了春姑娘》、《和谐颂》获二、三等奖。

华也创作的歌词《醉在江南》获“北极星杯全国词曲创作比赛”优秀奖，歌词《吹起我的小竹笛》获中

国儿童音乐学会“第八届中国少儿歌曲卡拉ＯＫ电视大赛作品征集”二等奖。钱国良的歌词集《我

的江南》、《诗画江南》、《江南之恋》先后出版。

表２２２　清同治年间—２０００年吴江市（县）芦墟山歌传承人谱系表

代别 姓名 出生年份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学艺时间 居住地址

第一代 杨其昌 清同治年间 不详 不详 不详 芦墟镇

第二代 朱阿四 不详 不详 师徒传承 不详 芦墟镇

第三代

孙华裳 清光绪年间 不详 师徒传承 不详 芦墟镇

许庆福 清光绪年间 不详 师徒传承 不详 芦墟镇

第四代

孙洛龙 不详 不详 师徒传承 不详 芦墟镇

陆介荣 不详 不详 师徒传承 不详 芦墟镇

陆洪奎 不详 不详 师徒传承 不详 芦墟镇

张云龙
清光绪廿三年

（１８９７年） 不详 师徒传承 不详 芦墟镇

蒋廷山 不详 不详 师徒传承 不详 芦墟镇

陆阿妹（女） １９０２年 文盲 家族传承 １９１２年 芦墟镇

蒋连生 １９０８年 文盲 自学 １９９１年 芦墟新庄

张阿木 １９１０年 文盲 自学 １９９２年 芦墟东云村

高林益 １９２１年 文盲 自学 ２００１年 芦墟秋水潭村

陆福宝（女） １９２３年 文盲 自学 不详 芦墟东云村

赵永明 １９２０年 文盲 自学 ２０００年 芦墟秋水潭村

徐家贤 １９１５年 文盲 自学 １９９３年 北厍浮楼村

第五代

杨文英（女） １９４８年 高中 师徒传承 ６０年代 芦墟镇

郁　伟 １９５５年 初中 师徒传承 ８０年代 芦墟镇

杨敬伟 １９５２年 高中 师徒传承 ８０年代 芦墟镇

张觉民 １９５０年 初中 师徒传承 ８０年代 芦墟镇

第六代

张　莹（女） １９７４年 大专 师徒传承 ９０年代 芦墟镇

陈益华（女） １９８２年 大专 师徒传承 ９０年代 芦墟镇

张中秋（女） １９７３年 大专 师徒传承 ９０年代 芦墟镇

　　注：清同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年；清光绪年间，１８７１—１９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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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舞蹈及竞技表演

　　一、舞蹈

（一）概况

吴江为水乡，民间舞蹈富有水乡特色。明弘治《吴江志》引宋郑樵《通志略》云：“白
&

有歌亦有

舞，白凫有舞亦有歌，并本之吴地，盖吴地出
&

，又江乡水国，多凫
'

，故兴其所见以寓意。始则田野

之作，后乃用诸大乐氏。”

民间舞蹈虽难考起始，却由来已久，至今保持着生命力。在民间岁时节庆习俗中，打连厢、荷花

舞、蚌壳舞、舞龙、舞狮、腰鼓舞等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常参加表演。表演的场所不仅在集

镇闹市，亦见于田间场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民间舞蹈在运用中不断受到各种现代或外来元素

影响，形成新的舞蹈种类，如秧歌舞、红绸舞等，其中一些优秀舞蹈作品屡屡获奖。

１９９１年，南麻乡创作演出的三人舞“相亲”入选江苏省第二届音舞节，获创作二等奖、演出二等
奖。１９９５年，歌舞《太阳下走来的小女孩》和《情·丝·绿叶》参加江苏省音舞节调演分别获创作节

目二等奖和三等奖，以及表演奖。２０００年，松陵文化站的歌伴舞《江南桃花水》在苏州市群文创作
节目专场汇报演出中获一等奖。２００５年，由“宋庆龄基金会”举办的中国澳门金莲花奖老年舞蹈大

赛中，吴江选送的《好收成》、《锦上添花》分别获一、二等奖。舞蹈《水乡妞》在江苏省第四届少儿艺

术节上获二等奖。舞蹈《心的翅膀》获江苏省第六届残疾人艺术会演二等奖。２００８年，少儿舞蹈

《蚕宝宝》在第四届苏州市少儿艺术节舞台节目展示活动中获表演三等奖。街舞《吉祥和欢腾》等３

个节目分获首届苏州市外企文艺展演优秀节目奖和节目奖。

民间舞蹈进入艺术殿堂固然可喜，而它在民间的发育壮大则更令人鼓舞。改革开放以来，舞厅

舞、健身舞在吴江日渐流行，健身舞的异军突起尤为引人注目。七八十年代，剑舞、扇子舞等健身舞

蹈在吴江的老人群体中升温，公园晨练的队伍中时时能见三五成群专心练舞的老人。进入２１世纪

以后，各地纷纷开辟公共广场，集体健身舞迅速火热起来，不但老人参加，许多年轻人也参与其中。

集体健身舞在市府所在地松陵镇尤其兴盛，或于晨曦中，或于华灯下，几个大广场常常聚集成百上

千的练舞之人，他们随着音乐的韵律一同起舞，成为一道美丽的文化景观。

（二）现存民间舞蹈选介

１．龙灯舞
龙灯舞亦称调龙灯、舞龙。龙灯一般长３～５丈，用竹篾扎成骨架，外用红色或黄色棉布或绸缎

将骨架包裹作龙衣，再在龙衣上彩绘龙鳞片。舞龙头者需力大，舞龙尾者则动作矫捷灵活。表演时

另有一人持长柄彩珠球，在龙头前引诱，龙灯随彩球腾翻飞转，回环屈曲，有翻江倒海腾云驾雾之

势，气魄雄伟。有的两龙对舞，有的母子龙同舞，伴以锣鼓，节奏明快强烈。

明代黎里人毛以?写过一首题为《同人观村社龙灯分赋》的诗：“填门纷市女，击鼓闹村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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诧龙衔烛，看来胜九枝。水曲戏千盘，街头回数过。遥闻隔巷哗，擎着行还蹉。”

清乾隆《儒林六都志》记载龙灯之舞：在稻谷丰登之岁的元宵灯火中，“其龙灯之夭矫，如舒卷

于云霄”。清嘉庆《黎里志》也描述当地舞龙灯的场景：“二月中有马灯会，择村童之秀丽者，扮演故

事。兼有龙灯，鳞甲蜿蜒，或青或白，沿街串走，作戏珠状。鸣金击鼓，奔走若狂。”

２．狮子舞
又称舞狮、狮子灯。舞狮用的狮子道具用竹篾扎成骨架，再用棉布缝制成外套，以麻丝染作青

绿色作狮毛缀全身。一般以一公一母两狮配为一组，也有一母狮及三、五幼狮为一组，演员下身均

穿上缀有狮毛的套裤与狮爪形鞋子。一人将狮头套于头上，另一人钻进狮皮，配合前者动作。模仿

狮子奔走、跳跃、翻滚、搔痒、抢球等各种形态，演技高超的还能表演滚火球、过跳板、上高台等动作。

松陵、菀坪一带的河南省籍人表演甚佳。

狮子舞在吴江古代志书中未见记载，但因为又称狮子灯，所以推测与旧时灯会有关。清乾隆

《盛湖志》记载：“新年灯会，盛川于二月间尤盛。各乡马灯会聚到镇，演扮奇巧，百技毕陈，亡虑千

计。”而“百技”中是可能有狮子灯的。狮子舞在中国流传极广，不排除为外省移民带入吴江。

３．荡湖船

又称为花船，用竹篾扎成船形，外蒙花布，船身船顶用彩纸加彩球装饰，形态华丽。表演时一女

演员身居船中，以彩绸带系船两舷，用肩承带，手扶两边。花船随演员舞步前后左右晃荡，动作轻

盈，似船漂流水上。另一男演员扮作艄公，手执桨作扶舵或划桨状。两人边舞边唱，曲调均用民间

流行小曲，如《八段景》、《无锡景》、《小放牛》等。

４．蚌壳舞

用竹篾扎成大蚌壳骨架２片，覆以布或绸饰面，彩墨涂绘。由一女演员身穿红色绸衣小袄，脚
穿绣花鞋，藏身蚌壳中，扮河蚌仙子。一男演员扮作渔翁，围着河蚌舞动、撒网，河蚌仙子则将两壳

时张时合逗引渔翁，群众谓之“蚌嬉渔翁”。也有的蚌壳边沿装有五色小珠灯，晚间表演时珠光闪

闪，分外灿烂。

蚌壳舞也不见方志记载，但水乡特色明显，又带珠灯，明显与灯会有关，应该是清乾隆《盛湖

志》所称“百技”之一。

５．花担
编扎２只装满五色花朵的大花篮，一支用红绿绸包裹的柔软小扁担，由女演员挑着，轻步走动，

悠悠晃晃，显得十分灵巧。另外有２名演员配合，载歌载舞，歌词较通俗，皆为民间流行小调。
６．火流星舞

又称火球舞，属杂耍型民间舞蹈，流行于震泽、黎里等地。表演者为男性，以一条绳索两头各系

一只铁丝网兜，内放点燃炭火，以手抓绳，向上、下、左、右挥舞。表演时，同打击乐器配合，亦可双人

舞或群舞，有“一字扁担”、“雪花盖顶”、“车轮向前”等各种舞法。夜间表演，火花飞舞，尤为壮观。

１９８３年，该舞在苏州市民间舞蹈调演中获“保持传统文化奖”。

７．荷花舞

荷花舞流传在盛泽一带，表演者６～９人，均为女性。每人两手各持莲花一支，身着绿色绸衣，
腰系飘带，边走边舞，呈现霓裳广带飘拂翩跹的舞姿，并配上轻松流畅的乐曲。该舞在苏州地区文

艺会演中获“民间舞蹈优秀演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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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盆烛舞

盆烛舞流传在震泽一带。由数名女性身着彩衣，腰系飘带，双手各托一只白色小碟，碟中放一

支点燃蜡烛，盘旋前进，边走边舞，并配合音乐。１９８３年，盆烛舞节目经县文化馆整理加工参加苏
州市民间舞蹈调演，获“保持传统文化奖”。

９．打连厢
连厢用长约三尺的细竹筒做成，每节部分雕空，嵌以铜钱或铁钱，涂以彩漆，两端饰花穗彩绸。

表演时，男女青年各持连厢做各种舞蹈动作，从头打到脚，从前打到后，边打边唱。也可男女对打，

形成舞、打、跳、跃的连续动作。打连厢至今仍见于吴江民俗活动。

１０．高跷
高跷是舞蹈者脚上绑着长木跷，装扮成戏曲和民间故事人物形象，在行进中表演。由于演员踩

跷，比一般人高，便于远近观赏。高跷在吴江的起源不见记载，但据年长者回忆，五六十年代还常见

于游行队伍与小儿玩耍。

　　二、竞技表演

（一）摇快船

吴江是水乡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陆路不发达，都是水路。农业生产劳动和交通运输主要依

靠船。在吴江农村摇船是农民劳动的一项基本技能。由此衍生出的摇快船这项活动是水乡特

有的。

摇快船在吴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竞技活动，主要流行于芦墟镇城司、白巨兜、苏家港、北芦墟、

来秀桥、东玲、甘溪、尖田、北赵田等２０多个村以及同里、盛泽一带。与芦墟交界的上海青浦、浙江
嘉善农村也有流行。根据分湖诗人沈昌眉《长公吟草》中的五言长诗《上巳日观赛船》和叶楚伧《古

戌寒笳记》中的“龙船”的记述，芦墟一带明代就有此项活动。摇快船这一民间竞技活动反映了水

乡以舟代车的地域文化特征。清康熙《吴江县志》记载：“邑滨太湖，其最近处仅二三里，为入郡必

经路。此外，湖荡广十余里或广三四里者，以数百计。小民生长波涛中，其行舟便利巧捷，他处不能

及，古称‘习流’，又云‘使船如使马也’。”正是众多的“习流小民”构成了摇快船竞技活动的群众

基础。

摇快船的出现与“猛将会”等庙会有着密切关系。吴江分湖南岸芦墟草里村的“庄家圩庙”，供

奉的就是“刘猛将”。出刘猛将庙会时，除一般常见的各种仪仗和拜香、山歌、连厢、高跷、龙灯等活

动外，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摇快船。

庄家圩猛将会于每年年初四开始启动，只要天气晴朗，庙前所立的二三十米高的旗杆上就会升

起红旗，作为信息告知，各村早已整装待发的快船立即汇集三白荡的庄家圩猛将庙边。摇快船活动

共举行三天，快船于初五从草里村经窑港、北栅港两渡口飞箭似摇入芦墟，初六则去莘塔。窑港及

北栅港两个渡口都有二十多米宽，成千人的出会队伍须用十几只快船接渡。快船争先恐后过窑港，

至最后一船将“刘王老爷”神轿送到对岸，再把队伍渡到北栅港。到达北栅港后，队伍上岸，快船解

缆动橹，在分湖内开始一场声势浩大、惊险紧张的比赛，争抢头旗。这一过程中先有一次接渡，最后

一次是惊心动魄的竞技“拆渡”，十分精彩。参加摇快船的，除本地船只外，还有来自浙江、上海的。

比赛时庙会会场和船队锣鼓齐鸣，鞭炮阵阵，船队破浪前进，场面紧张热烈。诗人郭鮕在《汾湖腪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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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描述此景：“窑港西漾锣鼓闹，纷纷注目碧波中。”

一年一度的农历七月初摇快船，则在以芦墟城司村为首，联合白巨兜、羊沙坑、苏家港、五娘子

港、白荡湾、北赵田、尖田等周围村落举行的盛大的“三庙”庙会上举办。庙会的具体日期确定后，

由大庙刘王（大老爷庙）香伙掮了庙里的“执事”硬牌至各处串村传告，此谓“染会”。从此起，有关

村的村民们即开始准备香烛之类物品，邀亲约友看快船。会期两天，凡逢闰年晚上还加摇彩灯船。

出会期间快船还分别摇往莘塔、芦墟二镇及参会各村。城司“正官堂”和庙西的西潭子漾是各村快

船每天的集散处，庙内为会事活动的联络处，因而庙场及其周围是看快船的最佳地段，以致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

城司快船的船只，一直租用淀山湖、元荡一带的专业彩装快船。这种快船在船头、船舱、船艄上

都搭建花俏漂亮的船棚，叫“花船”。每只船的租金（两天）约一石糙粳。这些船至期均自动到各村

报到，数村快船共有二十余只。“踏白船”、“夷婆船”各二至三只则分别由尖田、北赵田二村自备。

除庄家圩“猛将会”和城司庙会外，芦墟镇迎神赛会及其他村庙会都要举行摇快船。芦墟摇快

船就是环绕上述庄家圩猛将会、城司“三庙”庙会和其他村的庙会及芦墟镇的迎神赛会等而举行的

系列传统竞技赛船活动，一年内达８次以上。同里镇也有摇快船活动。据清嘉庆《同里志》记载：
“三月二十八日为天齐圣帝诞辰，玉清洞真观士女进香，游人拥挤，阗塞衢路。是日，农民驾农船，张

旗帜，鸣锣击鼓，舞刀弄槊，飞棹往来，谓之快船。”盛泽施塔村的金城王庙会也有摇快船比赛。

另外，摇快船还用于庆丰收、过传统节日的自娱活动中。农村娶亲也有用快船迎新娘的，规模

较小，但几只快船同样也要竞赛，这种仪式到５０年代还保留着，颇有观赏价值。
摇快船主要靠农村青壮年的参与，而９０年代后大部分农村青年进城务工，一些年纪大的传承

人相继去世，所剩下的都已进入高龄。农船作为水乡的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

进，所剩已寥寥无几。２００７年，吴江市政府将此竞技项目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抢救、保护。汾

湖镇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力量对这一项目进行普查和调研，取得初步成果，并制定落实了保护措施，

其中包括：组织落实资金，打建２～３条木质快船；恢复组建摇快船队伍２～３组；在庙会期间进行竞
技表演，扩大其影响，增强知名度。

至２００８年，芦墟摇快船代表性传承人有：王剑秋、许法元、徐凤林、潘土兴。

（二）各类快船简介

摇快船受到农村农民欢迎，由此派生出更多种富有特色的快船形式。

１．花船

花船是会期的主要船只，两橹、一棹、数篙。品质均很坚实，头、舱、梢三棚三顶均是轿式装潢，

全由绘花的彩色绸缎披挂，各船舱内都有以少年为主的锣鼓队。摇动以快为誉，在比赛时能抢到

“头船”，更为荣耀。摇此船体力消耗较大，二橹皆配“双出跳”，有“按垫脐”、“把大橹”、“搭梭”、

“拉大绑”，一支大橹上共需六七人。船头那支棹，均由船主人自当。摇时均拼足全力，因此，一个

壮汉也只能上橹十分钟左右，须替换接力。行船时，岸上锣鼓声震天响，船上的汉子发出“哎嗨哎

唷”的号子，和着节奏奋力摇橹，两橹必须同时推，才能保持船体平衡、航向稳定。船速飞快，船头激

起冲天白浪。接近调头的地点时，撑大篙的人一跺脚、一挥手，两支橹稍停一下，然后“推艄”转弯。

此时长篙子迅速插到河底拼力撑住，“当棹”的奋力用桨挡水，使船头转到相反方向。“把大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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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跺脚，两支橹又和着节奏切水前进，这叫“打趟子”。调头时船身倾斜，“出跳”的人双脚全在水

中，尤其“外吊绷”的人下半身也拖在水中。

２．踏白船
踏白船系无棚赤膊船，历来由尖田、孙家浜村的尖梢捕鱼船装配，船身长而灵活，舱中亦有锣

鼓，不用橹，由十多名壮汉分左右两船舷用短桨手划，船头上当棹掌篙人脚踏“平箕板”发声指挥。

３．夷婆船

夷婆船又作“姨婆船”、“盐婆船”，历来由北赵田村备船装配，仅２只。此船仅搭中舱、船梢两
棚，也是装“出跳”的两橹船，舱内不用锣鼓，用丝弦音乐。船上人员除乐工外，男女老少作简单化

装。船上的当棹人，手边常放一把“夜壶”，断续地作喝“尿”表演，引人嬉笑，此人亦谓“骚搭子”。

头舱作台，由两三人化妆扮演“倪凤扇茶”、“孟姜女过关”之类地方小戏，杂以滑噱表演动作。梢上

的摇船人亦作简单化装，唱些“一把扇子七寸长，一人扇来二人凉”之类民间小调，手虽按在橹上却

是似摇非摇地使船在河中缓慢行进，因而亦谓“荡河船”。此船对妇女、小孩吸引力尤大。

４．彩灯船
彩灯船是在全船挂上二十盏左右各色小号竹丝灯，灯内全点小灯烛，因此，各船都带足灯烛，以

备途中接烛，并系有各色彩绸彩球，鲜艳夺目。

第五节　民间工艺

　　吴江自古男耕女织，女红刺绣可看作很原始、极普遍的民间工艺。明清时期便有吴江女子以刺
绣闻名于世，如清初沈关关传母杨卯君绣技，以发代线，刺绣得画家气韵。进入近现代，工此艺者渐

稀，而流传至今的民间工艺呈零散多样状态，主要有花烛、剪纸、烙画、蛋画、壁挂、彩塑等。

　　一、花烛

婚丧喜庆点花烛旧时在吴江农村盛行，清道光《震泽镇志》记述婚礼中新人合卺之后，“继设馔

于堂，前列绛炬，婿与妇并南向坐，谓之‘结花烛’”。所谓“绛炬”即红烛，已有花烛之称。吴江花烛

制作使红烛因婚礼仪式之名变身为一种艺术品。

吴江花烛制作的代表人物为范文尚。范文尚（１９１７—２０００），横扇镇人，１９３０年父亲送他到震
泽恒丰裕蜡烛店学做花烛。１９３６年，返横扇自营瑞昌花烛店。范文尚制作花烛，熔蜡刻艺术与剪

纸艺术于一炉。制作过程一般有剪纸、熔烛、调色、浇铸、彩绘等环节，须逐一完成，然后再把制作好

的各类花鸟人物固定在铁丝上。最后是装花烛，即把预制好的物品插到蜡烛上合成各式立体图案。

装好的花烛一般分为三部分，上面部分叫“颜照”，由涂蜡的硬纸、蜡制的花卉、玻璃镜子组成，镜子

上有“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等红漆字样，中间是配以三脚蛤蟆、蝴蝶

等装饰的“龙戏金珠”、“凤穿牡丹”等图案，这是花烛的主要部分，各式花卉、动物在这里尽情展露。

图案根据喜丧不同场合选取，寿烛换用“三星高照”、“鹿鹤献寿”等，素烛则多用素花和挽联组成。

“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戏文蜡像和花卉，构成花烛的下端。花烛是蜡制艺术品，遇热即熔

５１１

第二篇　文学艺术和群众文化



化，不能长期保存，正因为她美得短暂，故令人更加珍爱。

５０年代对私改造时，范文尚加入合作商店，不再制作花烛。１９８４年，即退休七年后，范文尚恢

复制作花烛。１９９０年元月，他制作的花烛入选江苏省文化厅主办的“江苏省首届民间艺术博览
会”，并获优秀作品奖。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人民画报》、《中国画报》第十期以“苏南花烛”为题，用近两

版的篇幅，用十七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范文尚的作品。１９９２年４月，范文尚制作的龙凤花烛入选文
化部举办的“民间艺术一绝展览”。１９９４年春节，“苏南花烛”由吴江电视台拍摄成纪录片在华东各

省市地方电视台播放，并获华东电视片三等奖。１９９６年，范文尚制作的龙凤花烛和寿烛被选送到
法国布尔关雅略市展出。９０年代，《中国文化报》、文化部《群众文化》杂志、《苏州杂志》等报刊相

继专题介绍范文尚制作的花烛。范文尚的艺术生平录入《中国民间名人录》。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范文
尚故世。范文尚的孙女婿王伟忠为其技艺的传承者，业余学做花烛，至今已有２０余年。

　　二、剪纸

剪纸是用纸剪或刻成人物、花草、虫鱼、鸟兽等形象的工艺品，为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剪纸

艺术在吴江流传已有一段历史。民国时期，吴仲连和何春荣是代表人物。吴仲连以剪纸为生，作品

以龙凤花卉为主，线条流畅，形象逼真。何春荣能剪制横额软匾，尤其擅长空白绸绢上徒手剪正楷

行书等字体。至今，活跃于该领域的有同里计建明和盛泽王桂荣。计建明，艺名南叶，１９６９年出生

于同里，从小喜爱剪纸，师从南派排剪艺术家陈南君。排剪是陈南君的绝技，用剪刀在纸上排列剪

成羽毛状，可剪出龙须、孔雀羽毛、猴子熊猫身上的毛。陈南君离开同里后，计建明仍留在退思园

“剪南春”剪纸店里。由于刻苦努力，他形成刀法细腻、线条流畅的风格。其作品有孔雀、十二生

肖、全家福、水乡风景等。数年来，他的剪纸作品近万件，许多作品被中外游客收藏，中央电视台、江

苏电视台及台湾、香港等十几家电视媒体作专题采访。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在吴江金秋经贸洽谈会

上作表演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与他合影。２００４年９月，作品《孔雀开屏》、《退思园》、《锦上添
花》等在日本内滩町展出。２００６年１月，他的生肖剪纸入选全国第一届生肖（丙戌年）个性化邮票

附票青少年设计大赛“２００６年生肖艺术品藏品展”。王桂荣，盛泽镇人，１９５２年生，从小爱好剪纸，
３０多年来作品近千幅，内容涉及人物、花鸟、寿字、喜字、福字等。在《扬子晚报》、《江苏工人报》、

《江苏保险》、《苏州日报》、《姑苏晚报》等报刊上多次发表作品，《杜甫春望》、《李白望庐山瀑布》等

入编中国书画篆刻大型辞典《神州书画艺术博览》。有３幅作品在胶州杯中国剪纸艺术大展中获铜

奖，由青岛中国剪纸艺术馆收藏。

　　三、烙画

烙画又名烫画。初为烙花，后成烙画，其起源于西汉，盛于东汉。最初用于马匹的标记，随后运

用至木质器具，是用烧烫的烙铁在木板上烫出痕迹而形成图案。两千多年来，几经衰落，后被清代

艺人重新整理，形成以河南为主的烙画群体。在近代，山西、河北、江浙一带亦有发展。吴江烙画的

代表人物是段炳臣。段炳臣，原籍河北邯郸，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生，１９７８年落户同里叶明村。他原

先从事油画和国画创作，走南闯北，在河南、河北等地，看到那里的烙画画法虽然还是简单的粗线

条，但浓厚的民族色彩却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决心把自己所学过的西画、国画画法与传统的烙画艺

术结合起来，在烙画上创新。段炳臣烙画所用的工具是电烙铁，材料为用椴木做成的三夹板，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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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练习，独创多线条烙画手法。２００６年８月，他应邀到北京参加第１３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受到中国

文联副主席李牧当场夸奖。是年，他的作品《同里退思园》获得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颁发的“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２００８年，段炳臣的烙画在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节上获工艺大师精品展荣誉证书。

　　四、蛋画

蛋画也称画蛋。鸡、鸭蛋壳经过严格消毒，彩绘其上。画分山水、花鸟、人物等类，画面清新简

洁，玲珑可爱。蛋壳倒竖，四周可观，给人以立体感。组画外面罩以精致的玻璃框架，别具情致。吴

江蛋画的代表人物是朱燕倩。她是聋哑人，１９７５年出生于盛泽镇，其所制作的蛋画绚丽多彩，独具
一格，图案有惬意的小桥流水、乡村牧童，有雄浑豪放的飞奔骏马、报晓雄鸡，有憨态可掬的弥勒菩

萨等。２００１年，她的蛋画作品参加“吴江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展览，受到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

　　五、壁挂

壁挂是一种民间传统艺术，是为织物，挂于室内墙壁作装饰。有毛织壁挂、印染壁挂、刺绣壁

挂、棉织壁挂等种类。大型的壁挂适用于礼堂、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小型的印染、刺绣壁挂多适用于

住宅、卧室等处。葛鸿鹄是吴江壁挂的代表人物，１９６３年９月生于盛泽镇美术世家，从小受父亲

（吴江著名画家葛锡麟）及兄长的熏陶，酷爱工艺美术。１９８６年，西北纺织工学院服装系毕业，在常

州纺织工业学校任教，后调入吴江第二职业高级中学任教，后又进修于常州技术师范学院和中国美

术学院。在大学，专门进修壁挂艺术。后来在任教时把壁挂艺术向学生传授。葛鸿鹄从９０年代初

起从事壁挂制作。他利用麻袋布肌理，装饰风景或人物，用彩色的绒线，采用传统的针法在麻袋布

上绣出图案。其作品形态简约，色彩绚丽，富有民族、地方特色。２００１年，他的作品《民族舞蹈》、

《丰收以后》、《飞天》、《秋意》、《童年的梦》、《乡村小景》等，在“吴江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展览”中受

到欢迎。

　　六、彩塑

彩塑为传统的雕塑工艺，待雕成的泥坯阴干后，先上粉底，再施彩绘。像敦煌莫高窟便保存着

我国较早的彩塑佛像。吴江彩塑的代表人物是松陵镇的顾维诚。他生于１９２２年，原籍常熟碧溪，

职业摄影师。他从小喜欢书画，从民间艺人顾兴学艺，掌握扎风筝、舞龙、制彩灯和剪纸、彩塑等技

艺。１９８２年退休后，他在彩塑上倾注很多心血，作改进和创新。以前制作彩塑的材料以泥为主，他

以油灰（由石灰、桐油和麻丝混制而成）为材料。制作时，先用铅丝做骨架，外面绕以稻草，捆扎塑

物的基本轮廓，然后上油灰，再捏出塑物的形状（与捏泥人有相似之处）。等油灰干之后，在主塑物

周围，用纸板配以各种辅景，如人物周围配以假山、花草、楼台亭阁等。接下来上漆，再进行点彩。

他创作完成的大型作品《金陵十二钗》配景人物彩塑，包括《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

《可卿投环》、《熙凤谋计》、《元春省亲》、《惜春出嫁》、《迎春吟诗》、《探春远嫁》、《妙玉赏梅》、《李

纨教子》、《巧姐游园》等，件件栩栩如生。他还创作《嫦娥奔月》、《天女散花》、《春》、《夏》、《秋》、

《冬》、《凤》、《孔雀》等作品。其作品受到媒体关注，《新民晚报》、《当代老同志》等报刊作专题介

绍。２００１年，顾维诚的部分彩塑作品参加“吴江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展览”，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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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书　画

　　古朴淳厚、风土清嘉的水乡滋养吴江的书画艺术，丹青翰墨提升吴江文化艺术的品位。宋代吴
江有朱象先善画驰名宋元年间，苏轼尝题其画云：“景初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元明至清

末，吴江县涌现出众多的书法、美术、篆刻家，如明代陆复，史载其“善画梅”“驰名两京”。明代朱鹭

“其画竹，与龚圣予画马、郑所南画兰齐名画史”。清代沈芳工小篆隶书，清代书法家、五经篆文馆

总裁官王虚舟称其可继李斯、李冰。清代吴江画家也是成就卓著，尚书吴大贗见吴江陆恢之画，惊

叹“三百年来无此作”。研究者认为，吴江画家沈焯、王礼、陆恢等是海派中国画的先驱人物。据统

计，载入《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中的吴江书画作者有２００多人。

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美术家年鉴》也收录数名吴江人。其中唐亮、唐蕴玉（女）、黄觉寺等都

留学日本、美国、法国。他们的作品被收入法国国家春季、秋季沙龙及杜尔利沙龙陈列，有的还在上

海、巴黎等地举行个人画展。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汪仰真等人组织盛泽红梨金石书画会。民国１８
年，沈伯生主持组织同里镇桐华艺术社。民国２２年１１月１４—１８日，唐昌言之子唐亮在松陵镇城

西女学举行个人油画展，展出作品４０余幅。抗日战争胜利后，俞承钟、金文藻在同里组织“三·二
五”木刻社，出版《三·二五木刻》选集。

新中国成立，书画美术被纳入中心工作轨道。吴江县文化馆的美术工作者常常配合各个时期

的中心工作，绘制宣传画、连环画，用钢板刻印，发至乡镇文化站和农村俱乐部供张贴、展出。一些

老书画家亦努力创新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１９５６年，吴野洲与上海老画家姚于琴、张石园等人集
体创作巨幅国画“和平友好万岁”，作为上海市赠送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４０周年的礼品。徐北汀

提倡中国传统画法的发展创新，获国画大师齐白石题联赞誉。费以复、刘汝醴、丁浩从事美术教育

研究数十年，留存许多美术作品和美术著作，其中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金文藻多次参与五

六十年代当地书法美术展览。１９６１年，钱家骏指导的彩色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获第一届电
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青年美术爱好者盛泽葛锡麟引人注目，他创作出版１７部连环画，水彩

画作品也在江苏省美术展览中获奖。

“文化大革命”中，书画与艺术是脱离的。油画用于绘制领袖像，漫画用于批判“走资派”，难以

用艺术去衡量。因为书写大字报，毛笔重获大用，但并不讲究书法之道。

８０年代，吴江书画艺术重放光彩。１９８２年，老画家吴野洲和弟子２０多人的作品１００余幅，在吴江公

园内展出。１９８４年，吴江县文联美术协会、书法篆刻协会成立。书画协会成立后，多次举办美术书法展，
培育一批中青年人才，不少人的作品在省市刊发、展出，获得好评。也有人在工艺美术、装潢设计上创出

新意，在试制新产品中做出贡献。一些艺术世家也焕发青春，徐穆如、徐圆圆父女俩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刊

物上发表。徐穆如的作品还被辽宁、沈阳博物馆收藏。徐圆圆的作品被选送日本展出，她还为新编《汉语

大字典》书写全部小篆。１９８９年２月，吴国良撰编的《吴江书画印人辑录》收录吴江籍或长期寓居吴江的
历代书画、篆刻名家６９２人的传略，全书６万余字，书中展示吴江书画的流派、特征。

９０年代，吴江书画艺术进入新的繁荣期。１９９０年５月３０日，吴江设立书画院。在２０世纪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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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里，吴江出现一批有影响的书画作者、作品。马中骏的版画，张昌炽、吴建桥的漫画，多次获奖

获选；凌淦群创作的大型国画《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江总书记视察永鼎集团》被《人民政协

报》等多家报刊选登；张辛题的水彩画《水乡秋意》在江苏省首届企业职工大赛中获银奖，水彩画

《似水流年》入选全国第九届美术作品展览；周兴华的农民画《我爱我家》在第二届农民书画展中获

得铜奖；姚伟的美术作品《廊》获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二等奖；陈隆奎的书法作品多次入

选全国和省级展览并获奖；钱惠芬书法和篆刻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书法篆刻交流展，有

获优秀奖，也有被香港大会堂和泰国曼谷展出收藏。同是在９０年代，垂虹印社等民间书画社相继
成立。桃源镇农民建立书法篆刻学会，１９９６年，在苏州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３５件，其中国际级４

件，国家级８件，省级２０件。桃源镇因此被誉为吴江的书画艺术之乡，《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作专题
报道。参与书画艺术活动的还有老人和儿童。吴江老年大学开设书法班、国画班。小学、幼儿园开设

课余书法、美术辅导班，屯村小学被省教育厅评为书画艺术的特色教育学校。９０年代，美术展览接连
举办，如１９９７年的“庆祝香港回归‘百年圆梦’美术、书法、摄影展”，１９９８年的“‘高举旗帜、增强党性、

艰苦创业’主题教育书法、美术、摄影展”，１９９９年的“‘祖国万岁’书法、美术、摄影展”。
进入２１世纪，吴江有更多的书画作者出现，除美术展览，还举办研讨、竞赛等活动，出版本土书

画集。李双阳作品在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中获奖，在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中

获最高奖，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首届册页书法展”一等奖，入选中国书画杂志社“中国当

下最值得市场关注的书法十家”；万雍良行书获国际文化交流赛“克勤杯”中国书法竞赛三等奖；顾

宇驰书法作品获省文化厅“江苏省第四届企业职工暨农民美术书法作品大赛”铜奖。２０００年，吴江

文化艺术撷英系列之一《吴江风情书画集》由市书画院组织创作，古吴轩出版社出版，全书收集２４
位作者３６件作品。市太湖旅游文化研究会与中国东方丝绸集团共同主办“‘太湖杯’中国书画名

家作品邀请赛”评比活动，出版《“太湖杯”中国书画名家作品精选》。２００１年，吴江举办“真情献党
书法、美术、摄影展”。２００２年，市书画院美术作品《荷花香冷水风清》入选由文化部等单位举办的

“庆祝香港回归５周年、国际华人美术精品展”，编入精装画集。２００５年吴江举办“吴江市海峡两岸
情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诗词作品展”。是年８月全国“７０年代书家”

论坛暨《７０年代书家》作品集首发式在平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书法家以及《７０年代书家》
提名作者近４０人参加研讨，作品集中有吴江作者李双阳的三幅作品。２００６年，吴江市美术作品

《小区健身场》参与“全国社区文明风采书画摄影和征文比赛”，获金奖。至２００８年，吴江出版的美
术、书法专著和画册有《吴江书法、美术、摄影集》、《吴江市书画研究会作品集》、《历代名人咏吴江

书画集》、《垂虹墨缘》、《钱惠芬书法篆刻选》、《李双阳书法篆刻选》等２０多种。

第七节　摄　影

　　民国时期，吴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开始有摄影活动，松陵、盛泽等出现一些小型照相馆，拍摄
一些人像、风景之类的相片。但摄影活动并不普遍。

５０年代，摄影活动随着宣传形势的需要，逐渐展开。１９５８年，吴江报社成立，有摄影记者，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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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中去，到生产第一线，把工农业生产中的情景摄取后，刊登在《吴江报》上，宣传效果形象、直观。

但摄影活动还不普及，直至７０年代，摄影在吴江只是一项小众艺术。

到了８０年代，一些文化站干部为布置宣传橱窗，纷纷拿起相机，拍摄本地活动。这种“橱窗摄
影”成为吴江群众性摄影活动的先声。吴江县文化馆为更好地服务群众，也曾多次举办摄影知识讲

座，推广普及摄影活动。

改革开放后，照相机很快进入寻常百姓家，基层摄影工作者和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摄影活动

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０日，吴江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摄影协会，吴寅晖任
第一届协会理事长，其后由钮阿兴和潘福官继任。县文化馆也成立摄影小组，经常组织文化站干部

外出采风，交流摄影经验。

吴寅晖的摄影作品《古宅弄影》收入《大众摄影》杂志多媒体光盘《美的瞬间》，作品《田园之

光》获新世纪江苏省老年摄影作品优秀奖。华玉龙的摄影作品《春之歌》获苏州市美术书法摄影展

二等奖；《秋收》入选江苏省第五届群文摄影展；《千帆竞发》获江苏省第三届群众文化干部美术书

法摄影展二等奖和苏州市美术书法摄影展一等奖；《春满水乡》赴日本千叶市国际文化节展出。史

家林的摄影作品《舞》赴日本内滩町展出；《轻舟已过万重山》获江苏省第二届群众文化干部美术书

法摄影展铜奖。刘建华的摄影作品《迎春》入选“国佳杯”中国艺术摄影展；《泊》入选江苏省“江南

风”群文摄影展；《舞》、《惑》入选江苏省第三届群文干部美术书法摄影展。钟雪明的摄影作品《渔

舟唱晚》获全国群众书画摄影大展优秀奖；《古韵新声》获中国第六届艺术节苏州分会场摄影展银

奖。陆小明的摄影作品《思》获江苏省首届业余书法、美术、摄影大赛优秀奖。汝迪昌的摄影作品

《小院春》赴日本内滩町展出并入选中国摄影家作品精华；《车站广场》获苏州市“绿满苏州”影赛一

等奖；《梦退思》获中国第六届艺术节摄影大赛优秀奖；《步步高》入选江苏省首届社区艺术节，获苏

州市首届社区艺术节二等奖。庞士杰的摄影作品《吴江的婚俗》获文化部颁发的群星奖。李坚强

的摄影作品《古镇初雪》获省摄影家协会主办的摄影比赛二等奖，《晨曲》获三等奖；许金荣的摄影

作品《老屋新风》入选江苏省文联主办的摄影大赛。

９０年代，吴江举办不少摄影展览，并出版一些摄影作品集。为纪念吴江撤县设市而出版《吴江
美术书法摄影作品集》。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吴江市摄影协会在松陵镇百米画廊举办吴寅晖与其夫

人严国英的个人摄影展，展示４０余幅作品。２００１年，由吴江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印出版
《吴江旧影》摄影作品专集，收入２０世纪早期吴江景象的老照片３８０余张。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６日，博物

馆举办“伟人风采———侯波、徐肖冰摄影展”。２００５年《吴江市文学艺术人才库丛书》的《摄影卷》
介绍吴江的摄影作者及其作品。２００６年又有《“和谐新吴江”书法美术摄影作品集》和《新吴江摄

影大赛作品集》面世。８月１０日举办“吴江市‘联通杯’蓝色江城论坛首届网络原创摄影作品巡回
展”。２００７年３月６日，举办“生态吴江”摄影大赛作品展，参展作品近６０幅。是年吴江各地还分

别举办“静思园杯”摄影比赛、“书香满城”摄影展、吴江第三届建设杯摄影大赛、“美在震泽”摄影比

赛、“绸都风情”摄影比赛等活动。２００８年５月四川大地震，吴江市摄影协会理事“阳光”（庞士杰）

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地震灾区，拍摄相片２００余张，回吴江后在世纪大厦举办“我们在一起———阳光

经历汶川个人摄影展”，展出１３３幅珍贵相片。是年吴江各地又举办“为吴江喝彩———纪念改革开
放３０周年全市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迎奥运，树新风，讲文明全市中小学生书法、美术、摄影

展”、“魅力汾湖摄影赛”、“鲈乡风韵———吴江老照片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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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群众文化活动

第一节　概　况

　　

吴江的群众文化活动古已有之。明代《吴江县志》记载，每年年初“坊巷乡村各为天曹神会以

赛猛将之神”，“各杂集老少为隶卒，鸣金击鼓，列队张盖，遍走城市”。芦墟的猛将庙会更是热闹，

乡里少年摇船竞技，分湖一带居民则呼朋唤友“看快船”。明朝直至民国初期，各地还有元宵灯会、

马灯会、秋灯会等大型群众活动。民国中期以后因为战争和社会动乱，群众文化活动难以大规模开

展，而西方音乐的引入，使群众歌咏成为一项新兴活动。

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６６年，吴江群众文化活动比较活跃，各种俱乐部遍布城乡；全县性的文艺会演

促进群众演艺活动发展；庙会之类传统活动形式经过改造也在一些乡镇恢复起来。但是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社会动乱，群众文化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都被

贴上“封资修”标签，成为革除对象。遍地开花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虽然也是群众性的文艺

组织，但已失去群众自娱自乐功能，完全成为政治运动宣传工具。“文化大革命”期间，学唱样板戏

是唯一受到鼓励的群众性自娱活动。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经过拨乱反正，吴江文化重新走入正常发展轨道，群众文化活动百废俱兴，群众参与面广，活动

形式不断丰富的局面出现。文化活动的组织层次，从农村、企业基层单位到镇、市级都有，其中还不

乏各部门、条线组织的活动。市文化馆和镇文化站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负责辅导和培训群众

文化活动的骨干。一些群团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有时也会发起组织群众文化活动。

一些重要的全市性活动，还会有市领导部门出来组织。

表２３１　２００４年吴江市有关文艺协会和业余团队一览表

团队名称 负责人 成立时间 隶属、属地 人数 注册

老干部歌咏队 蒯　诚 １９９８ 老干部活动中心 ３０ 否

摄影协会 潘福官 １９８４ 文联系统 ４０ 是

美术协会 张辛题 １９８４ 文联系统 ６０ 是

文学工作者协会 俞　前 １９８４ 文联系统 ６２ 是

民文协会 朱永兴 １９８４ 文联系统 ６２ 是

曲艺协会 徐宏慧 １９８４ 文联系统 ５３ 是

戏剧协会 陈月良 １９８４ 文联系统 ４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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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团队名称 负责人 成立时间 隶属、属地 人数 注册

书法协会 凌在纯 １９８４ 文联系统 １１９ 是

音舞协会 秦怡东 １９８４ 文联系统 ５８ 是

市书画研究会 翟秀生 １９８９ 文联系统 ２８ 是

戏曲联谊会 秦教智 １９８８ 文联系统 ２０ 否

硬笔书法协会 许建华 １９９４ 文联系统 ３３ 否

戏剧协会京剧分会 朱钰观 １９９８．５ 文联系统 ２０ 否

诗词协会 俞荣华 １９９２ 文联系统 ４ 否

红梨书画会 刘亚明 １９８８ 文联系统 ２８ 否

垂虹印社 凌在纯 １９９９ 文联系统 ２１ 是

秋鲈诗社 朱永兴 ２００３ 文联系统 ４５ 是

同里镇文联 周劲棣 ２０００ 文联系统 １００ 否

吴江市艺术团 沈泉生 １９９９ 吴江 ５０ 是

江城业余京剧学社 朱钰观 １９９８ 松陵镇 ２８ 是

桃源农民书法协会 钱惠芬 １９９３ 松陵镇 ３１ 是

垂虹艺术团 张克健 １９９８ 松陵镇 ４０ 否

老年舞蹈队 李凤仙 １９９７ 黎里镇 １６ 否

禊湖文学社 陆小明 １９９１ 黎里镇 １２ 否

禊湖书画社 邱振烈 １９９６ 黎里镇 １６ 否

禊湖棋社 程炳荣 ２００３ 黎里镇 ２４ 否

百乐乐队 陆小明 １９９８ 黎里镇 １０ 否

摄影创作组 ２０００ 黎里镇 ６ 否

汾湖文学社 郁　伟　杨敬伟 １９８５ 芦墟镇 ４９ 文化站注册

芦墟山歌社 １９９８ 芦墟镇 ３２５ 文化站注册

芦墟老年体协演出队 华淑芬　杨文英 １９９７ 芦墟镇 ３５ 文化站注册

芦墟京剧票友协会 施兆其 １９９７ 芦墟镇 １８ 文化站注册

新友舞龙队 陆玉英 １９９９ 芦墟镇新村 ２３ 文化站注册

草里舞龙队 金荣祥 １９９９ 芦墟草里村 ３３ 文化站注册

秀乐舞龙队 沈美根 １９９９ 芦墟汾湖村 ２０ 文化站注册

小白龙队 盛六宝 １９９８ 芦墟汾湖村 １６ 文化站注册

芦东舞龙队 蒋美珠 ２００１ 芦墟芦东村 １６ 文化站注册

群艺花篮队 叶文加 ２００２ 芦墟渔业村 １２ 文化站注册

秋甸文艺队 顾顺娟 ２００２ 芦墟秋甸村 １２ 文化站注册

新庄莲湘队（新庄村） 袁桂娟 ２００１ 莘塔社区 １４ 文化站注册

新莘丝竹班 沈　斌 ２００３ 莘塔社区 １２ 文化站注册

东枫腰鼓队 陆荷英　金小龙 ２００２ 莘塔社区 １４ 文化站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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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团队名称 负责人 成立时间 隶属、属地 人数 注册

金溪文学社 胡海生 １９８０ 金家坝社区 ２２ 文化站注册

金溪书画社 肖国民 １９９０ 金家坝社区 ２５ 文化站注册

金家坝业余舞蹈队 朱　静 １９９８ 金家坝社区 １６ 文化站注册

金家坝声乐队 凌海斌 １９９８ 金家坝社区 １１ 文化站注册

杨家村民间表演队 李梅英 １９９４ 金家坝社区 ２２ 文化站注册

蚬南村民间表演队 钱巧英 １９９４ 金家坝社区 １３ 文化站注册

群众村民间表演队 盛玲英 １９９５ 金家坝社区 ２０ 文化站注册

幸二村民间表演队 陆小妹 １９９４ 金家坝社区 １４ 文化站注册

长巨村民间表演队 柳玉兴 １９９４ 金家坝社区 ９ 文化站注册

九曲港村民间表演队 戴全英 １９９５ 金家坝社区 １４ 文化站注册

金家坝村民间表演队 金　华 １９９３ 金家坝社区 ２３ 文化站注册

盛泽戏曲协会 陶国宏 １９９８ 盛泽镇 １２０ 是

绸都文学社 钟雪明 １９９１ 盛泽镇 ２８ 否

绸都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 王桂荣 ２００２ 盛泽镇 １６ 文化站登记

盛泽文物钱币协会 沈明华 １９８９ 盛泽镇 ５８ 原注册

盛泽集邮协会 戚永康 １９９１ 盛泽镇 ９５ 是

盛泽花卉盆景协会 萧海铭 １９８６ 盛泽镇 ７０ 否

坛丘社区老年文艺队 金月秋 ２００３ 盛泽镇 ２３ 否

南麻社区老年欢乐队 周斯丽　仲慧芳 ２００２ 盛泽镇 １６ 否

中老年迪斯科队 华玉龙 １９９１ 横扇镇 ２０ 否

太湖社区文体表演队 蒋建芳 ２００４．５ 七都镇 １２ 否

太湖风文学社 沈金虎 ２００５．１２ 七都镇 １１ 否

书美摄才华会 孙年法 ２００６．５ 七都镇 否

东溪社区太极拳队 马小英 ２００１ 同里镇 ２５ 否

东新社区腰鼓队 朱静华 ２００１ 同里镇 ２１ 否

鱼行社区木兰拳队 金家英 ２００１ 同里镇 ２５ 否

同里社区舞蹈队 董小英 ２００２ 同里镇 １４ 否

同里社区健身队 董小英 ２００２ 同里镇 ２８ 否

同里叶泽马灯队 顾凤珍 ２００１ 同里镇 １４ 否

同里莲湘队 沈大毛 ２００１ 同里镇 １２ 否

夕阳红秧歌队 邓凤英 ２００１ 同里镇 ２１ 否

同里花轿队 李大钧 ２００１ 同里镇 ８ 否

同里文安舞龙队 沈阿勤 ２０００ 同里镇 １９ 否

教师歌咏队 张美华 ２００１ 同里镇 １３ 否

同里农民宣卷队 芮时龙 １９９５ 同里镇 ５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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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团队名称 负责人 成立时间 隶属、属地 人数 注册

同里农民宣卷队 高旺冀 １９９６ 同里镇 ５ 否

同里农民宣卷队 金兰芳 １９９６ 同里镇 ５ 否

同里农民宣卷队 金志祥 １９９７ 同里镇 ５ 否

同里农民宣卷队 肖　燕 １９９５ 同里镇 ６ 否

屯村舞龙队 马龙妹 ２００１ 屯村社区 １８ 否

青云老年桌球队 朱法宝 １９９８ 桃源镇 １２ 否

桃源老年舞蹈队 吴美凤 １９９７ 桃源镇 １６ 否

铜罗中老年舞蹈队 李其芬 １９９７ 桃源镇 ２８ 否

舞蹈队 陈菊琳 １９９９ 震泽镇 １０ 否

京剧学社 聂国兴 ２００１ 震泽镇 ６ 否

腰鼓队 程振华　沈国华 １９９７ 震泽镇 ２６ 否

太极拳协会 沈乃明 ２００２ 震泽镇 ５０ 否

地戏会 姚桂明 １９９２ 震泽镇 １２ 否

门球协会 陆一农 ２０００ 震泽镇 ３８ 否

莺湖文学社 徐海燕 １９７８ 平望镇 ８ 是

音舞协会 徐志萍 ２００４ 平望镇 ２３ 否

书画 庄雪明 ２００４ 平望镇 ２０ 否

歌咏队 毛宝珠 ２００２ 平望镇 ５０ 否

莺湖谜会 龚海波 １９８３ 平望镇 ２１ 否

龙南舞龙队 陈菊泉 １９９８ 平望镇 ２５ 否

第二节　辅导培训

　　１９５７年起，市（县）文化馆的培训辅导工作延续几十年，除面对面、一对一个别辅导，还常采用

专家讲座、学习观摩、专题培训、交流评比等各种办法。

　　一、专家讲座

吴江地方不大，本土人才有限，因此市（县）文化馆常常外请一些专家为吴江业余文艺骨干讲

课。１９８５年，歌曲《牧羊姑娘》和歌剧《江姐》的作曲家金砂和流行歌曲《草原之夜》、《边疆处处赛

江南》的作曲家田歌到吴江讲课。１９９２年，全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陆文夫到吴江作文学讲座。

２００５年美籍华人钢琴演奏家、教育家唐可在吴江作音乐讲座。至２００８年，先后到吴江辅导、讲课的

艺术家、艺术专长者有：词曲作家、江苏省音乐文学学会主席解华，江苏省人民艺术剧院的郝光，江

苏省交谊舞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王宁勇，苏州歌舞团的沈淑非、马家钦，苏州剧目工作室主任吕庆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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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昆剧团的丁杰等。被邀到吴江作文学讲座的作家有：小说作家凌鼎年，诗人兼报告文学作家尹

平，散文作家吕锦华、陈益，诗人朱红等。江苏省文化馆和苏州市群艺馆的专业老师更是受邀的

常客。

　　二、学习观摩

市（县）文化馆经常组织或者利用上级文化部门举办的培训、笔会、调演、会演等机会，让吴江

的文艺活动骨干走出去学习观摩。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组织部分业余作者到大寨参观，创作一批演唱材
料。１９８６年３月，县文化馆召开小戏座谈会，１８位业余戏剧作者参加。这期间，正好有在浙江省戏

剧节中获奖的优秀剧目到苏州演出，县文化馆组织业余作者前去观摩。是月，这些业余作者写出６
个小戏和５个小戏提纲。至２００８年，市文化馆曾分别组织散文作者、摄影爱好者到亨通集团、盛氏

集团等民营企业和西塘、绍兴、乌镇、木渎等古镇采风。

　　三、专题培训

市（县）文化馆经常开展单一项目的训练，或结合创作实践组织专题研讨。１９８５年，县文化馆
在平望、黎里、湖滨、坛丘举办４期交谊舞培训班，又与县文联联合在松陵、同里、芦墟等地举办５
期，共培训骨干４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５年，市文化馆举办声乐艺术培训班，学员３１人，培训历时８个月，

共９９课时。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８日，市文化馆召开群众美术、书法、摄影创作研讨会，邀请苏州市群艺馆
专业老师介绍美术、书法、摄影“群星奖”和“蒲公英奖”评比事宜，请与会业余作者交流创作情况。

８月４日，参加研讨的摄影爱好者提交全国“群星奖”的参评作品。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５日，市文化馆召
集１２名戏剧小品重点作者，对已创作的小品作分析研讨，确定江苏省“五星工程奖”的参评作品。６

月至１１月，市文化馆召开四次参赛作品小品《敲门》改稿研讨会，邀请省、市专家到会指导。２００６
年４月１３日，吴江市文化馆邀江苏省文化馆金恩渠作小品、小戏知识讲座，以小戏《相女婿》为例，

开展创作研讨，１９名创作人员参加会议。２００８年，市文化馆召开全市舞蹈、歌曲和戏曲、曲艺、小品
创作作品研讨会。

　　四、交流评比

市（县）文化馆的培训辅导还经常以交流评比形式进行，达到提高业余文艺骨干创作水平的目

的。其中有以企业冠名的文学征文创作交流评比活动。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春宇纺织有限公司赞助的

“春宇杯”民营企业文学征文活动连续举办四届，获奖作者共１１３名。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市文化馆分
别举办“盛氏杯”、“伟业杯”文学征文评比活动。

第三节　文艺演出

　　文艺演出是戏曲、音乐、舞蹈等艺术的集中展示，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各种节庆活
动往往少不了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又常常成为各类主题宣传的载体。那些群众广泛参与的广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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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演出，带有很浓的自娱自乐性质，而竞技性的艺术赛事则是一种娱人娱己的带有激励性的文艺表

演形式。

　　一、庆贺演出

明代《吴江县志》记载：“九月六都人为灯会，朔日集于八角亭，装演剧戏，杂以金鼓，夜则各持

华灯遍游村落。”清《吴江县志》亦记载：各地庙会“或罢于上元日。罢日有力者装演杂剧，极诸靡

态，所聚不下千人”。盛泽镇于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兴建先蚕祠，自此“小满及前后日”献演祥瑞之
戏庆贺蚕神生日，时称“小满戏”。按例连演三天，第一天为昆剧，第二、三天为京剧，皆延请名班名

角登台，开戏之日，远近的镇民、蚕农蜂拥而至，如潮似涌，蔚为大观，影响波及江浙交界方圆百里。

民国年间沈云所作《盛湖竹枝词》描述盛泽“小满戏”的盛况：“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

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内，以盛泽“小满戏”为题材制作了大型

壁画。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６月１１日，吴江各界人士为庆祝上海解放召开联欢会，是吴江庆贺性文艺演
出活动的新开端。此后文化部门常在节日组织群众文艺活动以增添喜庆气氛。１９５３年，举办春节

文艺活动，参加演出的有６７个剧团、３７个文艺组，共演出了４８６场次，观众９５５３４人次。节目形式
有越剧、京剧、锡剧、话剧、申曲、宣卷、舞蹈、歌剧、腰鼓、器乐演奏等。１９５６年春节期间，经乡镇、区

两级会演选拔，在松陵镇举办吴江县第一届群众业余文艺会演，选拔节目参加苏州地区会演。此次

文艺会演的节目形式有：短剧、快板说唱、山歌小调、花船、莲湘、舞龙、马灯、腰鼓等。又如１９８９年７
月１日，吴江县庆祝建党６８周年创作节目调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演节目有声乐、器乐、舞蹈、

曲艺、小品等共３２个。这种节日文艺会演、调演有不少年举办过，每次有一二十个乡镇的演出队参
演，有时还划分片区组织演出。

文艺表演又是对当地或全国性重大事件表达社会情绪的一种形式。１９９２年５月３日、４日，为
庆祝吴江撤县设市，由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化局承办２台文艺演唱会。５月３日为

越剧演唱会。上海、吴江两地越剧演员同台献艺。上海参加演出的有戚雅仙、毕春芳、金采凤、周宝

奎、孟丽英等。４日为歌舞、戏曲、曲艺演出会。参加这次演出会的有著名歌唱家沈小岑、喜剧艺术

家严顺开、京剧艺术家李丽芳和著名歌星孙青，还有世界获奖芭蕾舞演员辛丽丽、杨新华，杂技演员

杨建康，电影演员陈述、孙启新，滑稽演员徐笑灵、蔡伟中，青年歌星唐峰。其后如庆祝吴江被命名

为“全国文化先进市”，庆祝香港回归等，吴江都有较大规模的文艺演出活动。

为一些重要会议组织文艺演出也是庆贺演出的一项内容。１９９４年２月５日，中共吴江市委、市

人民政府在江城会堂召开新春团拜会，组织迎新春文艺联欢演出。这以后，这项活动几成惯例，

２００８年２月３日，吴江市新年团拜会在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举行。演出分“勤”、“祥”、“强”三个篇

章。艺术团演出歌组合、评弹音画、越歌、群口相声等节目。

　　二、主题宣传演出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演出大多是由党政领导部门主导的，所以其宣传教化功能特别受到关注。

５０年代前期，宣传新婚姻法、抗美援朝常常是文艺演出的主题；中期，主题变为合作化、除四害

等。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浮夸风中，文艺演出中充满标语口号式的宣传。１９５９年，吴江县曾组织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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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参加的宣传文艺大军，深入农村、工厂、街道，演出１１５０场次，７３０余个节目，歌颂党、歌颂“大

跃进”、歌颂人民公社是文艺演出的宣传主调。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江各地虽然到处是

文艺宣传队，但其演出内容更加单调，只剩下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文艺界也拨乱反正。文艺演出的形式逐渐丰富起来，宣传主题也呈现

多样化趋势。１９８１年全县各镇举办宣传新风尚的“五讲四美”歌曲演唱会。１９９４年，为寻求对３１８
国道拓宽改建工程的支持，工程宣传组、吴江市文化局联合举办“情系３１８”大型义演晚会。１９９８年

和１９９９年，吴江市举办一系列宣传抗洪救灾的演出活动。２００４年，吴江市组织宣传党风廉政的文
艺会演。为招商引资，宣传吴江形象的文艺演出又成为经贸洽谈活动的组成部分。２００５年７月，为

配合吴江市政府赴上海开展旅游项目招商，市文化馆组织艺术团在上海南京路新世纪广场演出，有

歌伴舞《梦幻同里》、小合唱《朋友请到吴江来》、笛子独奏《姑苏行》等１０个节目。２００８年，为宣传

改革开放３０年成就举行“为吴江喝彩”的演出活动。

　　三、广场会演和“十镇联动”

进入２１世纪，在新一轮城镇建设中，不少地方设置可供市民集中活动的广场，于是广场文艺活
动应时而起，这实际上是庙会一类传统文化活动的一种延续。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２６日，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主办，市文化中心等承办的吴江市首

届社区文化活动周·“江城之夏”文艺会演在松陵城中广场举行。“鲈乡山庄之夜”市艺术团专场

暨开幕式、“农行之夜”松陵镇专场、“中国移动通信之夜”少儿专场、“建工之夜”震泽镇专场、“古菀

之夜”平望镇专场、“旗林之夜”乡镇专场、“中天之夜”通俗歌曲专场暨闭幕式等７个专场的演出，

共有参演节目１０７个，其形式包括独唱、合唱、舞蹈、戏曲、器乐、民间文艺等。这次参演的有来自上
海、苏州和吴江９个镇的演员１０００多人次，年龄最大的７２岁，最小的只有６岁，吸引观众１０万余

人。以系列专场演出为形式的文化周广场文艺会演连续三年举办，以其开放性吸引民众广泛参与。

吴江有众多的小城镇，也存在大面积乡村，城镇居民与乡村农民在文化生活方面存在差距。

２００４年，吴江市在送戏下乡活动基础上组织“十镇联动”大型文艺巡回演出，在吴江十个镇的广场、
公园演出２０场，参演人员达３０００人次，观众超过２０万人次。从是年起，吴江市每年组织这样的区

域联动大型文艺巡回演出。２００５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基
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公共文化服务是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的，因

此强调城乡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而吴江市的文艺表演区域联动比较切合这种均等化的要求。２００６
年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江苏吴江：连台好戏唱不休》的报道。５月，中央电视台播出报

道吴江文化下乡演出活动的电视专题片《开展“文化联动”，发展农村文化，助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是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现场采访并直播报道吴江农村文化和十镇联动。２００７年，江苏电

视台《城乡视点》栏目也作了专题采访报道。至２００８年，“十镇联动”大型文艺巡演活动已组织
五届。

　　四、艺术赛事

８０年代起，吴江文化部门组织各类艺术赛事，以发现和培养表演艺术人才。
１９８８年５月举办“五月歌会”青年歌手大赛，１０月举办吴江县首届交谊舞、现代舞大赛。

７２１

第二篇　文学艺术和群众文化



２００１年起的“联通杯”吴江市声乐、舞蹈新人赛共举办五届，５０５名业余文艺爱好者参加比赛。

胡娟娟、郝素华、孙燕、肖建军、范理英、陈益华、李刘标、朱骏锋、余天水、崔金鹏等获得声乐一等奖。

钮晓萍、徐志萍、施美华、许少杰、袁媛、沈丽冬、卫静、田静、雷蓉等获得舞蹈优秀奖。首届比赛决赛

时，特邀嘉宾著名歌唱家马玉涛参加演出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连续四届“联通杯”戏曲艺术节，举办的赛事有锡剧、越剧演唱大赛，沪剧、京剧
演唱比赛，戏曲票友大赛和折子戏擂台赛等。王丽瑶、屠晨辉、孙爱娟、李文军、陶国宏、陶江、顾学

风、兰顺荣、魏立英等分别获各类赛事的一等奖。推荐戏曲选手２名参加第三届省“红梅奖”大赛，
姚斌获铜奖。

第四节　节庆活动

　　庙会、灯会是吴江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人们借敬神寻求娱乐和宣泄，借观灯展示风采和技能。
新中国成立后，庙会因神癨被破而止歇，灯会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破除。１９８４年灯
会又兴，而由地方领导部门主导以及由地方企业赞助的各种艺术节、文化节在经济飞跃中应运而

生。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吴江市（县）委、市（县）政府主办四届艺术节。共青团吴江市委等多个部门联
合组织举办青年文化节。同里、七都、盛泽、桃源等地政府各展所长，依据当地的文化、产业特点，推

出各自的主题节庆。

　　一、庙会

庙会是中国传统的民俗活动，其形成与发展和宗教活动有关，在寺庙的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

行，多设在庙内及其附近。随着经济发展，庙会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因此庙会又称为庙市。太

湖流域江南一带的庙会，以盛行的“闹猛将”迎神赛会最为典型。吴江各地有刘王庙，供奉“刘猛将

军”，一般于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各为‘天曹神会’，以赛猛将之神”。芦墟则于农历正月初四日举行

庄家圩“猛将会”，而南厍有农历正月初五出庙会的习俗。盛泽、黎里等地还有农历正月初五迎财

神的“路头会”，寒食节前后祭无祀孤魂的“祭坛会”，农历七月十五接韦驮、接观音的“中元赛会”

（或称“童子胜会”）和在农历八月中旬举行的奉城隍、粮王、土地诸神的“太平神会”等。

庙会的一大活动是巡游，人们持仪仗，行祭祀，点烛拜香，抬出“老爷”游行。其间，山歌、连厢、

高跷、龙灯、摇快船等娱乐、表演、竞技活动也相与登场，各呈精彩。盛泽“中元赛会”的巡游在镇上

主要街道，有荡湖船、灯船、采莲船、龙船、荡秋千、掮搁、抬搁，以当地盛产绸缎扎彩。十年一度的震

泽“双杨庙会”则组织彩船水上巡游。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最后一次“双杨庙会”，与会彩船六十六

艘，船队浩荡，首尾相接达数里。沿河道巡游，一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各船表演节目，笙箫管乐不

绝于耳。船队在震泽停留五天，在梅堰停留三天，在盛泽停留七天，会期达半月之久。

庙会的另一大活动是请戏班演“春台戏”（又称草台戏）。黎里附近的塔上“春台戏”最为有名，

因为地方大、实力强，常请两副戏班同时开锣演出，时称“并台戏”。平望以北唐塔庙的“春台戏”则

项目最多，每三年中有一年为“团集戏”，要将本庙菩萨连同其他庙里的菩萨亲戚一同抬去看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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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接官亭”、“勃倒厅”，公布戏场规则。演出时，小商小贩、吃食小摊、打拳头卖膏药、变戏法、摸

彩头、套泥娃，五花八门都来赶戏场，热闹非凡。

庙会除了宗教、民俗文化外，封建迷信活动常常掺杂其间。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封建迷信活动

受到严格限制，使庙会逐渐淡出。

　　二、灯会

灯会是民间赏灯、游灯、放灯的一种习俗。常有农历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元宵节）灯会，农历七

月点地藏灯、放河灯，中秋节前后燃观音灯等。而中秋踏灯是吴江独特的节庆活动。

（一）秋灯会

秋灯会，亦称踏灯会。松陵镇的秋灯会在垂虹桥畔举办。垂虹桥在宋朝是赏月佳处，南宋陆游诗

中就多次提及垂虹观月，如“弄月过垂虹，万顷一片玉”（《月夕》），“今夕垂虹醉月明”（《醉中作》）。

明朝中后期，该处形成的中秋灯市将赏月与观灯结合起来，而清初又加入灯船的水上活动。生活于明

末清初的朱鹤龄在《中秋龙舟曲》的小序中说：中秋灯市“父老相传始自万历中年，近又有龙舟之戏，每

舟燃灯数十，鼓乐幡麾毕具，会于垂虹桥下，往来舞棹，旋折如飞。士女游观，远近云集，尤他邑所未有

也”。清初顾伟的《秋灯篇》描绘出当年垂虹桥中秋踏灯的热闹景象：“钓雪滩边火树新，垂虹亭下星桥

整。”“秋灯更比春灯好，是处楼台似瑶岛。”人们“共踏长桥玩月行”，“踏灯又听清歌绕”。有各种活动

助兴：“土谷灵祠高树帜，建作勾栏呈百戏。歌时画栋遏云流，舞罢朱栏丛绮缀。”“最是龙舟喧夜棹，满

湖丝管争欢笑。”《垂虹识小录》中也有对秋灯会热闹景象的描述：“作龙舰数十，俱笼灯为鳞甲，蜿蜒垂

虹钓雪间，波光月色，上下辉映，香舆夹路，画舫盈湖，箫歌管弦之声达曙不辍。”

到民国时期，垂虹秋灯会不再举办，《垂虹识小录》在“秋灯会”条目中说：“现在各乡镇亦有行

之者，而江城则萧条寂寞，不复睹曩时景象矣。”

黎里镇秋灯会是庙会一个组成部分。清嘉庆《黎里志》记载：每年八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

昼夜出会，里中各设香案，张灯彩”。清人方洄、叶窻升、周霁的《禊湖秋灯词》描述黎里秋灯会盛

况：“万点红灯浸碧流，年年胜事说中秋。”“伫看赤岸绛霞蒸，一姓人家万树灯。”“疑将万点天星摘，

散作中秋两岸灯。”

（二）其他灯会

吴江有举办元宵灯会（亦称上元灯会）的习俗，明代《吴江县志》就有记载：“十五日为上元节，

先数日卖灯谓之灯节。灯有楮练罗帛之属，绘缕人物故事或花果虫鱼动植之像，其悬纸剪人马于

傍、以火运之者曰‘走马灯’。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曰‘灯谜’，亦曰‘弹壁灯’。”这一传统

延续至民国时期。盛泽的元宵灯会，正月十三日上灯，十八日落灯，其间元宵夜为高潮，由各庙轮流

做东。同里的元宵灯会会期更长，从正月初四起，到元宵节前后结束。各行业参与灯会，每晚有不

同节目争艳斗彩。据当事人回忆，至元宵节，灯会达到高潮，舞龙灯的就有七八个单位，化装表演的

折子戏和其他文娱节目有十七八个，回乡过春节的戏曲票友也有客串演出。

一些乡镇还安排其他的灯会。六都地区曾有九月灯会，盛泽、同里地区有二月马灯会，也是“演

扮奇巧，百技毕陈”。盛泽的马灯会由各街坊组织，盛况胜于元宵灯会。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农历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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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盛泽马灯会引发大火，于是各界公议永不再出马灯。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５日（元宵前夕），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庆丰年，迎新春元宵灯会”，即千

灯会在松陵镇举行。这次灯会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重续吴江灯会传统的一次尝试。千灯会有来

自各乡镇的１５９５人参加，观众近３万人。参与千灯会的各种类型的灯有１００１只，大小狮子８只，大

小龙６条，灯船３只，彩车１０辆，形状各异的宝塔灯、亭子灯１０只，桥灯６盏。

　　三、吴江市（县）艺术节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４日至１０月８日，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举办吴江县首届艺术节。县委宣传
部、县文教局、县总工会等１５个单位组成组织委员会，县委书记孙中浩担任组委会主任，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陈铁民、县政府副县长张莹担任组委会副主任。艺术节的承办单位是县文教局。艺术节

的主题是“爱我中华，建我吴江，振兴文艺，繁荣经济”，全县所有乡镇及各党委大厂、学校及县级机

关参与活动。开幕式有７个大镇１６个乡、６个县属大厂、４所学校参加，１５００余人表演４１个节目。

艺术节期间举办的主要活动有：著名锡剧演员回吴江演唱会、著名评弹演员折子书会、中小学文艺

演出专场、盛泽的企业文化展新容文艺会演、金家坝的民间武术、气功、健身舞表演、同里的民俗游

园会、八坼的获奖歌手演唱会、南麻ＯＫ带获奖演员演唱会、全县交谊舞、现代舞比赛以及电影歌曲
大赛暨著名电影演员与吴江观众见面会。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９年分别举办第二、三、四届吴江市艺术节。至第四届后，吴江市艺术节为

其他更多的相对分散的文艺展示形式所替代，或区域、条线联动，或专题、专项的往往以“节”称呼

的会演等。

　　四、青年文化节

１９８９年吴江县举办首届“青年文化节”，４月２８日开幕，５月１２日闭幕，参加活动人数达６万余。
文化节综合性活动共有１４项：开幕式（在松陵镇），ＯＫ带青年歌手大奖赛（在松陵镇），党政领导和各

界青年对话恳谈会（在各地），青年大联欢（在各地），“大家乐”五四青年游艺会（在震泽镇、芦墟镇），

形势任务教育报告会（在松陵镇），青年交谊舞比赛（在盛泽镇），青年象棋、围棋大赛（在黎里镇），“舜

湖杯”青年篮球邀请赛（在盛泽镇），“改革与青年”演讲比赛（在平望镇），青年为民服务活动日（在各

地），青年书市展销（在各地），影展、影评活动（在各地），成果汇报会暨闭幕式（在松陵镇）。文化节组

委会：陈铁民任主任；钮学兴、平建荣、杨永耕、吴文斌、王新生、李寿康、孙如松任副主任。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共青团吴江市（县）委会同市（县）委宣传部、市（县）文化局等部门又举办第二

至四届青年文化节。此后为其他形式所代替。

　　五、“同里之春”旅游文化节

同里镇以醇正的水乡风貌、浓郁的文化韵味吸引四方游客。１９９７年，同里镇开始举办“同里之
春”旅游文化节。旅游文化节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江苏省旅游局、苏州市旅游局和吴江市政府等单

位联合主办，自１９９７年起，每年４月举行。首届旅游文化节的主要活动是组织电视片大奖赛，邀请
电视媒体对千年古镇同里的景点古迹、人文历史、社会生活、民俗民风等作专题拍摄，宣传同里。

１９９８年举办的第二届旅游文化节则组织散文、摄影大赛，借助散文家的笔和摄影家的镜头宣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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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之美。１９９９年举办的第三届旅游文化节与电影结缘，１０部在同里拍摄的电影被集中展映，谢晋

等著名电影导演和王铁成等著名演员到同里与观众见面，同里从此成为影视基地。

至２００８年，“同里之春”旅游文化节每年都举办，每届都组织多项活动，除举办开幕式和影视基
地电影、电视作品回顾展外，还常常举办民俗民风、地方戏曲、民间艺术展演。规模大、档次高、人数

多、宣传效果好，造成较大影响，起到旅游推介作用。

　　六、七都太湖旅游节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连续两年，七都镇举办太湖旅游节。七都濒临太湖，以渔船捕捞表演、游艇观光、
赛龙舟和快艇、摩托艇比赛等水上项目显示其特色。旅游节还邀请上海等地知名演员到现场表演。

该旅游节延续至今，并不断赋予新特色。

　　七、盛泽丝绸文化节

盛泽镇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闻名，有其独特的丝绸文化。清代“先蚕祠”的“小满戏”便是

盛泽历史上的丝绸文化活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盛泽镇每年举办丝绸文化节，组织外地剧团与盛泽群

众联袂演出，组织书画展览、体育比赛等各种活动，打造绸都文化品牌。

　　八、铜罗黄酒文化节

铜罗旧名严墓，为西汉文学家严忌墓葬之地。铜罗酿造黄酒素有传统。２００３年，铜罗开始举
办黄酒文化节，本地歌舞演员与上海等地歌星、曲艺演员同台献演，彰显地域文化特点。铜罗镇并

入桃源镇后，黄酒文化节至今每年举办。

　　九、亨通文化艺术节

亨通集团是吴江知名企业，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市文化中心为其策划，并提供舞美、音响、灯光

等服务。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亨通文化艺术节连续举办五届。

　　十、吴江市戏曲艺术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联通杯”吴江市戏曲艺术节年年举办，戏曲艺术节是富有吴江特色的群众性
文化活动，旨在传承戏曲文化，推动民间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市教育局主办，吴江电视台、各镇（区）文体站等部门协办。包括了戏曲惠民巡演、优秀剧目展演、

小戏小品征稿比赛、戏曲票友电视大奖赛等内容。

第五节　展　览

　　明清间吴江黎里等镇有中秋“显宝”的习俗，展示各家的宝藏之物和才艺，这可看作吴江最初
的展览形式。而民国时期黎里农学家倪慰农还将自己种植的农副新产品拿出来“显宝”，这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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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实物展览。图片加实物的展览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流行，但活动宗旨已不是“显

宝”，而是民众教育。党政领导部门或者文化宣传机构常常举办某一主题的展览，希望以此给民众

某些方面的启迪。６０年代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便是最典型的教育类展览。改革开放以来，实物性
展览有一些成为展销，已转变成商业活动，而书画图片展览则成了主流，在摄影普及、数码喷绘技术

广泛运用以后，情况尤其如此。举办展览的目的，除主题教育，更多是为庆典纪念活动营造气氛，而

书画、摄影艺术作品展览成为作者交流技艺的重要方式。

　　一、主题教育展

新中国成立后，吴江举办过的主题教育展览会有：土地改革展览会、抗美援朝图片巡回展、社会

主义教育展览会、阶级教育展览会、农业学大寨展览会、“鲈乡巾帼颂”图片巡展等。

１９８３年，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举办“吴江县近代爱国历史人物、革命事件展览”。展览分两大
部分，人物部分展出柳亚子、张应春、王绍鏊、陈去病、金松岑、蔡寅、费巩、孙世实、倪淑英、陈耀庭十

位革命先驱生平事迹；事件部分有太平天国在吴江，清末吴江农民的反抗斗争，南社与吴江，吴江在

辛亥革命风暴中，大革命浪潮冲击着吴江，中国共产党在吴江地区的发展，铁蹄下的反抗———吴江

地下党和抗日武装杀敌除奸小故事，宣传革命、团结群众的一种好形式———联村会，地下党组织在

吴江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三里桥石灰窑，人民群众爱国民主力量的一次检阅———同里邹月娥

事件，盛泽纺织工人的反饥饿斗争，党领导下的吴江学生反蒋爱国斗争十二个重大革命事件。展览

以摄影、图片、绘画为主，辅以实物。展出结束后，县委宣传部以展览资料为蓝本编写《吴江人物志

（１８７４—１９４５年）》，１９８５年８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等单位在松陵镇百米画廊举办“美在吴江”摄影作品展，
共展出２００余幅照片，分日新月异、欣欣向荣、遍地风流、通向未来、钟灵毓秀、吴头越尾、希望田野７

个专题。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又有“二十年改革，二十年巨变”摄影图片展览，分“荣誉篇”、“工业篇”、“农
业篇”、“城镇建设篇”、“社会事业篇”、“人民生活篇”。２００２年５月，吴江博物馆与市综治委、市委

宣传部、团市委、市教育局联办“为了明天———苏州市预防青少年犯罪巡回展览”。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吴江博物馆承办了由吴江市国防教育委员会主办的“吴江市国防教育图片展”。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为

吴江喝彩———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全市职工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在市青少年科技文化活动中
心开幕。１２月，吴江市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大型图片展在吴江博物馆举办。

　　二、庆典纪念展

建党、建国或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周年，吴江常以举办展览的形式纪念。１９５９年，国庆１０周
年庆典，盛泽等６个镇举办国庆１０周年成果展览，共设展馆３８个，展出模型、图片、实物４０００多件，

观众９９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国庆５０周年百幅国画作品展”在市新华书店发行中心大楼展
出，共分６个部分：“领袖风采篇”、“华诞喜庆篇”、“市花溢彩篇”、“春色满园篇”、“人文荟萃篇”、

“江山锦绣篇”。共展出作品１２０多幅。２００５年８月，吴江博物馆与吴江市文联书协合办“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书法展”。
吴江市（县）本地重大事件逢五逢十周年常举办展览纪念。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纪念吴江撤

县建市１０周年‘与时俱进，再展宏图’摄影展”开幕，展览会共征集摄影作品３０００多幅，入选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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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２００４年４月，吴江博物馆与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市文联、吴江日报社、市美协联办

“庆祝吴江解放５５周年吴江市获奖美术作品回顾展”。

纪念名人也常常举办展览。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在吴江博物馆举办由中国民盟、上海大学、中共吴江

市委、吴江市政府主办的《费孝通与江村———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７０周年特展》。２００７年１

月２９日，《纪念柳亚子诞辰１２０周年———南社诗抄书法展》在吴江博物馆举行，副市长张克明、市政

协副主席舒亚丁等领导和民革吴江支部的相关人士出席开幕式。

　　三、艺术交流展

艺术交流展览，书画、摄影作品是主角，交流有单向、多向以及跨地域的，主办者也身份多样。

一些有较高水平的个人作品展览和一些规模较大的跨地区作品展览有较大影响。１９８７年４月８—

１２日，吴江县芦墟镇７４岁老画家凌立如个人花鸟画展在苏州市群艺馆展出，苏州市副市长周大炎

等领导及吴江县宣传部部长沈育俭等参加开幕式。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０日—１６日，张辛题个人水彩画

展在苏州市文学艺术家展厅举办，共展出６０幅作品。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凌淦群中国画作品展”

在上海杨浦区政协内沪江书画院展厅举行，由上海市和吴江市政协主办，共展出 ６０余幅作品。

２００７年８月，凌淦群的中国画作品又在浙江省嘉兴市蒲华美术馆展出。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由福建

省石狮市和江苏省吴江市合作举办的“‘福华杯’石狮·吴江美术作品联展”在吴江市图书馆举办，

展览作品共收录８０幅，石狮和吴江各４０幅，有油画、国画、水彩画、粉画、版画、漫画、装饰画等。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起，“‘水墨江南’长三角书画交流展”暨“吴江市‘十镇（区）联动’摄影展”在吴

江市图书馆举办。展览展出三地（青浦、吴江、嘉善）书画作品共７５件，“十镇（区）联动”摄影作品

共７０幅，并评出一、二、三等奖。

第六节　其他文化活动

　　一、游艺

１９５９年国庆期间，县文化部门组织１９个人民公社、７个大镇的２６个文工团４４２名代表参加庆

祝演出，同时组织龙灯舞、狮子舞、划快船等大型游艺活动。全县１３个人民公社９４个单位１６７６人

参加各类体育比赛活动。全县扎制大型彩色牌楼８４个，彩亭、彩门２３２个。

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８日，由７大镇、２３个人民公社各组织１～２个节目参加在松陵镇举行的全县庆祝

春节民间文艺游艺活动，观看者达数万人，整个松陵镇人流如潮，以至游艺活动队伍到达三角井时，

行进受阻。

　　二、焰火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８日元宵节，中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人民体育场举办大型元宵焰火晚会。焰

火晚会由“喜庆元宵”、“春到江南”、“普天同庆”３个部分组成，共有１９节目，县城６万余人观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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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又为“２００２中国·吴江金秋经贸洽谈会”暨庆祝吴江撤县设市十周年举行

烟火晚会，吴江电视台现场直播。

　　三、故事演讲

１９６４年，农村俱乐部广泛开展演讲革命故事活动。演讲内容有雷锋、董加耕、刘胡兰的事迹；

有根据《红岩》、《林海雪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铁道游击队》、《李双双》、《白毛女》等小说

或戏曲改编的革命故事；有期刊《故事会》上发表的新故事。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６～７日，吴江县创作故事会讲、创作曲艺会演在县人民武装部礼堂举行，共讲故

事１８个，表演曲艺１３个。

１９８７年５月４～５日，吴江创作的故事《犟头阿三》、《西圩村婚变》、《巧摆龙门阵》、《流行迪斯

科》参加在常熟虞山镇举行的新故事会讲。９０年代以后，电视普及到户，讲故事活动随之淡出。

　　四、重大题材电影首映和展映

重大题电影首映仪式和巡回展映是吴江经常开展的文化活动。先后在吴江红旗影剧院及小天

鹅电影院举办首映式的电影有１９８６年大型彩色故事片《孙中山》、１９９１年彩色宽银幕故事片《焦裕

禄》、大型彩色故事片《开天辟地》和史诗巨片《周恩来》，还有１９９６年故事片《孔繁森》、１９９８年文

献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１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８０周年，影片《峥嵘岁

月》在全市展映。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７日起，历时两个月，吴江市分别在松陵、震泽、七都、横扇、同里、汾

湖、平望、盛泽、桃源镇举办吴江市第三届“十镇（区）联映”百村千场电影下乡活动。

第四章　群众文化建设

第一节　农村集镇文化中心

　　一、概况

７０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开始创建。这对十年“文化

大革命”农村文化拨乱反正、明确发展方向、完善组织形式和硬软件建设有着重要的导向推动作用。

苏州地区、苏州市文化局多次发文并召开会议，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文化中心办起来”。

１９７９年下半年，吴江的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建设开始实施。１９８０年，铜罗公社文化中心通过验

收，这是吴江县最早建成的集镇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文化中心。１９８１年，震泽

镇、平望镇、庙港乡、七都乡建成文化中心。１９８２年，在江苏省农村文化工作会议上，铜罗公社党委

宣传委员沈家农专题介绍铜罗公社文化中心创建工作。是年，苏州地区行政公署下发４９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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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试行〈苏州地区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管理条例〉的通知》，对文化中心的性质、方向、任务、

基本要求、队伍建设、经营管理、领导体制等做出明确规定。其基本要求规定：创建文化中心的集镇

必须有一支以亦工亦艺宣传队、文艺创作组和电影放映队为骨干力量的文体队伍；有一座在安全、

卫生、设备等方面基本符合要求的影剧院；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图书室、展览室、电视室、游艺室、球

场、书场、文化茶室、画廊、美术摄影服务部等文化设施。

１９８３年苏州地、市合并。１９８６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出２０号文件《批转市文化局制订的〈苏州

市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管理办法〉的通知》。创建农村集镇文化中心成为苏州各地文化系统一项中

心工作。按照文化中心建设要求，松陵镇在县委、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属当然文化中心，可以不再另

建。大镇和公社机关在同一个镇的，大镇必须建，公社可建可不建。吴江确定建立文化中心２２个。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桃源乡建成全县最后一个文化中心。全县实际建立２５个文化中心，其中有可建可不
建的芦墟乡、盛泽乡、同里乡。

“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由几个文化单位联合形成，其管理委员会本身没有编制人员，也没有固

定专项经费预算，纯属协调组织，创建后大多没有巩固下来。自１９８０年铜罗文化中心挂牌开始，历
时２０年左右，至２０００年，吴江农村集镇文化中心解体。但文化中心的建设，对农村文化事业的发

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改变了文化工作在地方政府工作中“无位置”状况。特别是对农村文化设施建

设是一次大的促进，一些乡镇的文化活动大楼或大院就是在文化中心创建活动中，得到地方财政一

定的资助建设起来的，使农村集镇文化设施落后、群众文化生活贫乏的局面得到改观。

表２４１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吴江县乡镇文化中心建成年份一览表

乡镇 建成年份 乡镇 建成年份 乡镇 建成年份

铜罗乡 １９８０ 青云乡 １９８２ 黎里镇 １９８５

震泽镇 １９８１ 菀坪乡 １９８３ 横扇乡 １９８５

平望镇 １９８１ 屯村乡 １９８３ 八坼乡 １９８５

七都乡 １９８１ 盛泽镇 １９８４ 南麻乡 １９８５

庙港乡 １９８１ 盛泽乡 １９８４ 北厍乡 １９８６

芦墟镇 １９８２ 同里镇 １９８４ 金家坝乡 １９８７

芦墟乡 １９８２ 同里乡 １９８４ 桃源乡 １９８８

莘塔乡 １９８２ 八都乡 １９８４

梅堰乡 １９８２ 坛丘乡 １９８４
—

　　二、文化中心选介

（一）铜罗文化中心

１９８０年，铜罗人民公社文化中心成立，是吴江县第一个农村集镇文化中心。苏州地区文化局
局长马天云题写“铜罗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大楼由公社和文化站投资建造，三层五间楼房，建筑

面积５００平方米。文化中心组建一支有３０多人的文艺宣传队（业余越剧团，后改为铜罗小百花越

剧团），同时办起印刷厂、电讯器材厂，以工养文、以文养文。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经江苏省文化厅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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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４５项指标全部达标。１９９４年９月，在原有建筑基础上改建文化中心，活动阵地总面积

１９００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８０平方米），设图书室、舞厅、棋牌室、录像室、游艺室，同时出租音像制

品，出借图书，经营网吧游艺等。文化中心组织成立“象棋爱好者协会”、“业余民乐协会”、“书法美

术爱好者协会”、“越剧爱好者协会”、“老年体育协会”、“集邮协会”等，定期开展活动。１９９８年，新

建市民活动场所，内有体育器具和球场。２００２年，铜罗镇政府斥资在铜罗镇东新建集文化娱乐、图
书阅览、成人教育于一体的“严慕（墓）文化中心”，同时在文化中心北侧另建市民广场，２００３年１０

月２６日，落成启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铜罗镇并入桃源镇，严慕文化中心成为桃源镇的社区文化场所。

（二）青云文化中心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第一期工程动工，年底竣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２７军军长钱国睴为文化中心大

楼题名“同乐园”。１９９２年元旦，同乐园向群众开放。文化中心大楼造价二十七万余元，占地面积

４．６亩，建筑面积约２９００平方米，为两层庭园式建筑，内设图书室、阅览室、台球室、棋牌室、老年活
动室、卡拉ＯＫ娱乐厅、录像放映室等多种功能的文化活动室。为建造文化中心，各企业单位及各

界人士捐资１４．２万元，其中，１８个单位捐资２０００元以上，个人捐资者９７００余人，捐款５００元以上
的７９人，全乡中、小学生捐出零花钱支持建设。市文化局和市文化馆各捐资２０００元，１２月，青云乡

人民政府在“同乐园”立“奉献碑”以示纪念。

１９９５年，第二期工程动工，投入资金２０余万元，装修歌舞厅，冠名“新建歌舞厅”。

１９９７年５月初，第三期工程动工，投入资金３２．８万元，在同乐园东侧兴建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
文化中心公园，占地６亩，年底竣工。园内小桥流水，石径亭阁，假山石桌，绿色草坪辅有健身器材

和游乐器具，为老年练身歇息、颐养天年和儿童娱乐提供活动空间。文化中心总占地１０．６亩，共投
入资金９９万余元，其中镇政府投入资金３０万元，文化站自筹资金５５万余元。

至２０００年底，青云文化中心固定资产达９８．６万元，图书室藏书２．１８万册，有在编人员１名，安
置复员军人１名，聘请临时合同工４人。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青云镇并入桃源镇。文化中心除在编１人外，其余均被分流。图书室关闭，同乐
园被个体户租赁，经营游戏机项目。

第二节　文化先进乡镇和等级文化站创建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吴江市（县）文化中心建设全面展开，群众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９０年代，按照江苏省文化厅、苏州市文化局要求，吴江文化系统全面开展创建江苏省文化先进乡
镇、苏州市三大文化工程（即“迎接２１世纪示范乡镇”、“明星图书馆”、“农村少年儿童文化园”）建

设。１９９４年，吴江市被江苏省文化厅命名为“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市”。１９９５年，吴江市被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市”。至１９９８年，全市２３个镇先后被江苏省文化厅命名为
“江苏省文化先进乡镇”；２３个乡镇文化站中，有６个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文化站，４个被评为一级文

化站，５个被评为二级文化站。２００１年起，因为机构变化，等级文化站创建活动不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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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特色文化建设

　　文化活动渗透着各地风情、地域特点。９０年代起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组织特色文化乡镇创建活
动。２０００年，吴江市文化局组织一次特色文化家庭和文化明星评比。至２００８年，吴江市通过开展
“一镇一品”和“五个一”工程的文化竞赛活动，促使全市“一镇一品”格局形成。

　　一、特色文化乡镇

吴江市各镇在一镇一品的特色文化建设中，形成各自特色和亮点。芦墟镇的芦墟山歌文化，盛

泽镇的丝绸文化，平望镇的广场文化，同里镇的宣卷文化和旅游文化，七都镇的企业文化、木偶昆曲

和蟹文化，桃源镇的少儿书画和黄酒文化，横扇镇的手工艺和移民文化，松陵镇的社区文化，黎里镇

的名人研究文化，震泽镇的团队建设文化等特色文化丰富了“文化吴江”的内涵。

（一）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歌）———芦墟镇

芦墟山歌是一种民间歌谣，是吴歌的重要支脉，与常熟白茆山歌、无锡锡山山歌同属一脉。它

盛传于以芦墟地区为主的吴江市东南部、浙江省嘉善县北部、上海市青浦县西部的分湖流域。已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芦墟山歌历史久远。据《吴江县志》记载，吴江乡间早有山歌演唱，“其辞语音节尚为独擅，其

唱法高揭其音而以悠缓收之……”。以芦墟山歌为代表的吴江民歌曾盛极一时，芦墟镇“猛将会”、

松陵镇“垂虹灯会”等民间文艺演出活动，常举办赛歌会。时歌手云集，此唱彼和，交叉竞唱，彻夜

不绝。四时八节，无论在田间莳秧耘苗、河荡罱泥捞草，抑或在夏夜纳凉歇息，都要放喉高歌。芦墟

山歌来自生活，无拘无束、即兴即唱，诙谐幽默，或“谈情说爱”，或褒贬社会，受到劳动人民，特别是

农民的欢迎。

芦墟山歌有着十分浓厚的江南水乡韵味，人们称她为“庄稼人的歌曲”，但被认为不登“大雅之

堂”，在清朝同治年间还被列入禁唱之目录。新中国成立后，芦墟山歌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１９５２

年召开吴江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时，芦墟山歌首次登上舞台———农民歌手张云龙一曲新编山歌《劳

动人民翻身作主》博得人民代表的阵阵掌声。１９５６年，吴江县举办群众文艺会演，芦墟山歌再次登

台亮相。１９６０年，芦墟山歌首次参加苏州地区群众文艺调演，著名山歌手陆阿妹的《十只香袋》获
演出奖。

１９６３年，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县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开始采集整理芦墟山歌。芦墟山歌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被列为“毒草”，遭到“铲除”，许多老作品濒临失传。１９８２年，根据江苏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安排，苏州市的金熙、马汉民、卢群，吴江县文化馆以徐文初为主的采风专业小组，芦墟镇的

张舫澜、郁伟等，走访芦墟地区以陆阿妹、蒋连生、赵永明、张阿木为代表的所有老山歌手，挖掘、整

理出《五姑娘》等芦墟长篇叙事山歌。《五姑娘》发表轰动海内外，国内外３０多家报刊报道，认为改

写了汉民族无叙事长歌的历史。美学家王朝闻专程赴芦墟实地考察，撰文盛赞《五姑娘》，认为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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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诗玛》媲美。俗文学家赵景深欣然题七绝一首：“吴侬珠语传渔乡，村叟留歌韵味长，莫道汉

家无钜著，攸攸一曲五姑娘。”

为让芦墟山歌这朵汉民族奇葩得到有效保护和继承，芦墟镇政府，特别是芦墟镇文化站，千方

百计保护老一代民歌手，从老歌手那里挖掘整理一大批老山歌。１９８８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施

聂姐夫妇，慕名九顾芦墟，驻足分湖边半年余，走访２２个村的上百名山歌手。１９９０年，日本东京学
艺大学汉学家铃木键子也多次到芦墟考察山歌。１９９４年春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苏州考察吴

歌，芦墟山歌作为吴歌的一种，应邀参加演出，受到中外学者高度评价。

６０年代起至８０年代，在老歌手的传教下，郁伟、杨文英、杨敬伟、张觉民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批芦墟山歌传承人。９０年代，以张莹、陈益华、张中秋为代表的又一批芦墟山歌新手脱颖而
出。９０年代末，芦墟镇中心小学专门成立少儿芦墟山歌班，把教唱、学唱芦墟山歌列入小学教育的

音乐课。

八九十年代，芦墟镇尝试对山歌从内容、表演形式、旋律等方面加以革新创造。芦墟镇山歌爱

好者和传承人创作、排练新编山歌《菱塘情画》、《抛梁新曲》、《春江水暖牧鸭欢》、《吴江桥·鲈乡

人》、《汾湖边上新事多》、《渔家新歌》、《芦墟风情歌》。１９９８年６月，成立“芦墟山歌社”，创办芦墟
山歌专刊《芦漪》，刊载作品和研究文章。１０月，芦墟镇获得“江苏省民间艺术———山歌之乡”称号。

各地媒体纷纷称，“芦墟山歌越唱越响”。

２００５年，芦墟镇为《五姑娘》商标注册。２００７年，汾湖镇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

范区，山歌手杨文英选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在苏州举
行的首届中国农民文艺会演上，吴江市汾湖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二）江苏省民间艺术（宣卷）之乡———同里镇

同里镇是一个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镇，它不仅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大量的明清古建

筑，还保留下许多古老的民间艺术，宣卷就是其中之一。

同里宣卷用吴江或同里方言说唱，韵散结合，人数３～８人不等，一人主宣，一人或二人应和，余

人伴以乐器演奏。表演方式简便灵活，即兴即演。同里宣卷一般每场３回，约３小时。同里宣卷也

有“木鱼宣卷”到“丝弦宣卷”发展过程。人数由３～５人变为５～８人。曲调由简单的“弥陀调”、
“韦陀调”、“海花调”，到借鉴吸收苏滩、江南小调、锡剧、越剧、沪剧及评弹营养，形成新的“丝弦

调”，有铃铃调、媒婆调、四工调、迷魂调、进花园调、哭五更调等数十种。

清同治、光绪年间（１８６１—１９０８）起，宣卷在同里即已盛行，流传于吴江各乡镇，并辐射至苏州南

部，青浦、昆山及浙江嘉兴、嘉善一带。４０年代，宣卷在吴江市东北角同里镇、屯村镇、八坼镇一带
尤盛。５０年代，由于宣卷内容与形式的局限，与时政不相适应，演出活动日趋减少。至６０年代中后

期，同里宣卷已濒绝迹。

８０年代起，宣卷在其发源地同里以及周边地区农村又逐渐活跃起来。１９９５年４月，同里镇小

桥村的民间老艺人芮时龙率先组织自己的演出班子，在本地农村巡回演出。由此，宣卷演出队伍迅

速扩大起来。同里全镇２３个行政村很快出现十多支宣卷演出队伍，如芮时龙宣卷队、金志祥宣卷

队、高黄冀宣卷队、张宝龙宣卷队、吴卯生宣卷队、沈宝根宣卷队、江惠康宣卷队、孙丈达宣卷队、闵

培传宣卷队、张云龙宣卷队、邹达清宣卷队等，总人数达百余人。同里镇文化站因势利导，通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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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培植，促使宣卷提高艺术品位，融入现实生活。２１世纪初，宣卷演出队伍不断扩大，演出范围逐

渐扩展到江、浙、沪一带农村。

同里宣卷队现有演出剧目１００余部，传统、现代剧目兼而有之。如《珍珠塔》、《双珠凤》、《巧团
圆》、《双富贵》、《玉蜻蜓》、《白鹤图》、《玉连环》等均为传统剧目；现代剧目有《红灯记》、《智取威虎

山》等。同时还根据需要，编写一些唱段，配合形势，拿来就唱，如《孔繁森》、《农村新风》、《丰收之

后》、《婚事新办》、《计划生育》、《赌博害死人》等。由于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农民十分欢迎。

同里宣卷队除日常演出，还为农民的建房、婚嫁、生儿育女、高考录取等喜庆活动“捧场”，增添

热闹气氛。宣卷队进农村，小型多样，灵活善变，即兴即演，寓教于乐，起到娱乐农民、宣传农民、教

育农民、丰富农民文化生活作用，对于遏止农村迷信活动，促进农村社会风气好转，发挥积极作用。

同里宣卷是近代苏州宣卷最重要的支流之一，它的发展进程与苏州宣卷基本保持同步。它原

汁原味地保存着原先的传统，成为极为难得的文化活化石。２００２年，同里镇获得“江苏省民间艺

术———宣卷之乡”称号。２００６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同里宣卷为第二批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项目；２００７年，吴江市人民政府公布同里宣卷为第一批吴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２００８年，同里宣卷拟通过申报成为第二批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三）苏州市民间艺术之乡———同里镇

千年古镇同里保存的民间艺术丰富多彩，除宣卷还有江南丝竹、评弹、连厢、跳马灯、舞龙、挑花

篮、打腰鼓、木兰剑、放河灯等。同里镇有民间文艺社团１５个，主要分布在叶泽、文安、仪塔、九里、

辽浜、叶建等村，街道、工厂、学校也有不少团队或个人爱好者坚持活动。每逢节庆，大街小巷串龙

灯、打连厢、跳马灯、腰鼓舞热闹非凡。以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为最，其放河灯———这已消失半个多世

纪的民间活动更吸引游人驻足观看。每年５月至１０月，凡周五、周六晚上，在退思园“夜花园活动”

中，江南丝竹、宣卷、评弹、民歌、地方戏曲等民间艺术活动也使游客流连忘返。镇区广场民间艺术

演出从不间断。１９９９年，同里镇被评为苏州市民间艺术之乡。同里民间艺术融入了同里旅游文

化，为同里镇创造社会和经济显著效益已成为特色。２００８年，同里镇接待游客３３４．８万人次、门票
收入６６３０．３万元，占全镇生产总值比重５２．２％。

（四）苏州民间艺术（戏曲）之乡———盛泽镇

盛泽镇群众戏曲活动由来已久。清同治《盛湖志》记载：“小满及前后日，蚕皇殿必演剧三日，谓之

小满戏。”据传小满日为蚕神诞辰，邀请江南名班名伶演昆曲、京剧以酬蚕神，与盛泽镇的丝绸行业密

切相关。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成立的逸社京剧票房就是由盛泽丝绸行业领军人物王荣生发起的。除蚕
皇殿（即先蚕祠）小满戏，盛泽镇还有众多会馆、庙宇设置戏台，常于节日、庙会开锣竞演。民国２４年

由逸社、艺苑两个票房合并而成的舜湖逸社京剧票房有票友近百人，成为每年小满戏的主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庙会酬神受到抑制，但盛泽镇的群众戏曲活动依然活跃。因处于江浙沪交

界之地，越剧、沪剧、锡剧纷纷进入，盛泽涌现更多种戏迷票友。京剧票房舜湖逸社成为业余京剧

团，既演传统戏，又演现代剧。因地域原因，越剧对盛泽影响最大，而致戏迷众多。沪剧因得到上海

沪剧界传艺，盛泽亦涌现一批沪剧戏迷。锡剧在盛泽拥有为数不少的吴江锡剧团姚梅凤、王小坤等

主要演员的戏迷，曾吸引不少人参与演出和创作。５０年代盛泽业余文工团上演过锡剧《双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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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盛泽文化站站长单志良创作的剧本《大年夜》被吴江锡剧团改编上演，在华东现代戏曲会演

中成为优秀剧目。

“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戏曲被禁，盛泽的戏曲社团瓦解，只有少数人参与现代京剧样板戏的

演出。

１９８７年，京剧爱好者唐幼良、熊顺生等在镇文化站支持下，率先发起恢复戏曲社团，成立“盛泽
镇京剧爱好者协会”，此协会后来成为盛泽戏剧协会一个分会。１９９６年，盛泽镇成立戏剧协会，有

越剧分会３个，京剧、沪剧、锡剧分会各１个，共有票友１３０多人。协会常组织送戏进村、进社区、进
敬老院。２００４年，戏曲协会会长陶国宏在江苏戏曲票友大赛中获锡剧“十佳票友”大奖。２００６年，

又在第八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江苏赛区选拔赛上获优秀演唱奖。

盛泽镇老年大学（地点在盛泽镇成人教学中心内）亦开设戏曲班。

２００７年３月，盛泽镇被命名为苏州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戏曲）。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盛泽第九届丝绸文化节举办戏曲展演活动，戏曲协会各分会的票友各展其
长，参与活动的还有新生、新民、印染３个社区的戏曲爱好者。

　　二、特色文化陈列馆

（一）费孝通江村调查陈列馆

１９８６年，在开弦弓的老村部（南村的中部），一个面积约３０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为纪念费孝

通江村社会调查十周年布置了“费孝通江村社会调查图片展”，内容为费孝通十次访问开弦弓的图

片，其中还展示了费孝通随同胡耀邦总书记出访英国时所作的《江村五十年》的专题发言。

１９９６年，在开弦弓的新村部（北村庙震公路西面），将楼下约８０平方米两间房屋设为展室，布
置“费孝通江村调查六十年图片展览”。展览以陈列图片为主，分别介绍费孝通１９次访问江村、海

内外友人访问江村、开弦弓村６０年发展变迁的情景。在展室中央放置一个大型“开弦弓发展规划

沙盘模型”。是年下半年，费孝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起

又一次到江村调查———进行开弦弓村第２０次访问，参观了展室，并向庙港中心小学赠送了《爱我家

乡》等书籍，鼓励师生爱我中华，爱我家乡。

２００６年，基于两次图片展览，在七都庙港社区“万顷阁”开辟“费孝通调查陈列馆”。陈列馆面

积１２０平方米，第一部分为为序馆，设置费孝通雕像及陈列馆前言；第二部分陈列费孝通２６访江村
的图片；第三部分展示费孝通７访江村时住在“万顷阁”的实物。

（二）午梦堂陈列馆

午梦堂陈列馆位于北厍镇文化站西侧。民国８年（１９１９），分湖柳氏文海，在已焚的“绿荫堂”

西侧新建“树萱堂”，以怀念母亲金氏，后人称之为“新厅”。此厅为五开间两层楼房，硬山，砖木结

构，为典型的民国建筑，单层面积１５０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此楼曾作为小学的校舍使用。６０年

代起，为北厍当地行政机关用房和招待所等。到９０年代末，整个建筑因多次改装，未加保护措施，
成危险房屋。２０００年初，为筹建“午梦堂陈列馆”，北厍镇党委、政府将该楼拨给北厍文化站作为馆

舍。是年６月，开始全面复修工作，收集旧式门窗和木料，耗资６万余元，修旧如旧，恢复原貌。楼

下沿走廊满堂长窗，雕有“二十四孝”图案（因“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有损）。楼上门面底座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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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空栏杆，上配全木结构老式窗页，庭院保存原有乳石、散砖铺出的“石瓶”、“五福”等图案。楼上

五间为午梦堂陈列馆，楼下为文化站的两万册图书馆。

午梦堂陈列馆于２０００年底筹建完工并对外开放。
午梦堂陈列馆陈列大纲分前言和６个部分，每个部分前有“总括提要”，下为“图文资料”，分组

列题，每组均配“文字说明”，每个图文都注有“说明”或“详注”。陈列第一部分《汾湖叶氏灿天

下》，以《吴中叶氏族谱》为据，概述分湖叶氏来踪去迹及累代簪缨的从政史迹。第二部分“满门风

雅午梦堂”，以“午梦堂集”为据，介绍午梦堂及其主要人物的生平和著述。第三部分“高风亮节叶

绍袁”，以《甲行日注》、《湖隐外史》为据，着重介绍明清易代之际，叶绍袁弃家为僧直至病故浙江平

湖４年间的风雨历程。第四部分“江南才女叶小鸾”，以所著《返生香》及叶德辉所辑《疏香阁遗录》

为据，陈列这位江南才女的著述、图像及历代学者、诗人的评价与吟诵。第五部分“诗论大家叶横

山”，以所著《己畦文集》、《己畦诗集》、《原诗》为据，介绍叶燮在宝应县令任内的从政史迹和他对中

国文学的重大贡献。第六部分“研究继承谱新篇”，扼要介绍午梦堂研究的进展与成果。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８日，正式举行“午梦堂陈列馆开馆暨捐赠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为陈列馆题词：“汾湖诸叶，叶叶交辉。”市领导徐静柏、徐惠民、秦星坡、王斐

和叶氏后裔叶吉益、叶念祖等以及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开馆暨捐赠仪式。会上，芦墟“八二老人”

柳义南，黎里殷安如，吴中叶氏３５世孙叶正贤姐弟及父，吴江博物馆馆长戴林炎，中华全国诗词协

会会员、钱江诗画研究会副会长吴亚卿，浙江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钱明锵，芦墟张舫澜，以及吴江

市文联、文化局、文化馆、图书馆，分别以诗书画等致贺。

（三）苏南酒文化馆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６日，苏南酒文化馆建成开馆，馆址在桃源镇严墓镇区枫桥河畔。酒文化馆占地

１０００余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００平方米。“苏南酒文化馆”馆名为中国酿酒协会原会长、９６岁高龄的
中国酒界泰斗秦含章所题。前院中央矗立硕大的仿青铜酒爵，“酒水”潺潺流出，四周石子拼成４个

风格各异的“酒”字。

苏南酒文化馆由原铜罗镇人民政府筹资兴建。新馆落成适逢中国苏南酒都吴江市铜罗首届黄

酒文化节开幕，国家有关部门及省、市领导亲临现场为酒文化馆开馆剪彩。秦含章参加剪彩并题诗

一首：“苏南今古酒文化，中外神州一奇葩，吴馆李堂常相映，诗词书画惹人夸。”苏南酒文化馆的建

造得到众多酿酒企业资助，受到海内外酒文化爱好者和各界人士的关注。

苏南酒文化馆，以酒文化为背景，展示苏南的酒乡酒史、酒王酒星、酒诗酒画、酒联酒令、酒坊酒

艺、酒装酒具、酒标酒誉、酒厂酒品等融知识性、趣味性、娱乐观赏性于一体的实物和史料。馆内１８

间陈列室，展出中国书画名家的酒文化书画作品一百余幅，不同年代各类酒具一百余件。设有传统

酿酒工艺流程的复原室，旧时风貌的苏南酒店等。展览大厅陈列铜罗２０多家酒厂各类样酒。

（四）七都太湖蟹文化陈列馆

１９９２年起，七都镇以蟹为媒，以蟹会友，连续４年成功举办“中国七都（庙港）太湖螃蟹节”，提

高了七都太湖蟹知名度，延伸产业链，拓展太湖文化旅游和生态特色的“渔家乐”服务业，使“吃太

湖蟹、游太湖水、住太湖人家”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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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末，一万余平方米的太湖蟹交易市场在七都建立，成为华东地区（江、浙、沪、鲁、皖、赣）

太湖蟹交易主要集散地，每年交易额突破４．３亿元。七都太湖蟹还远销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

国香港、台湾等地区。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６日，七都太湖蟹文化馆建成开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费孝通题写馆

名。占地５００平方米。太湖蟹文化馆以“说蟹、育蟹、捕蟹、品蟹、颂蟹”５个篇章一百多件图文资
料、书法作品展示蟹文化，介绍本地蟹农利用太湖资源养蟹，培育出“万顷”牌、“庙港”牌、“七都”

牌、“渔港”牌、“阿四”牌等注册品牌和获得农业部无公害产地证书、全国专业部门绿色食品证书、

“有机蟹”证书、江苏省名牌产品称号以及自营出口权等喜人成果。

（五）吴江丝绸陈列馆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８日，吴江丝绸陈列馆成立，对外开放，馆址在盛泽镇先蚕祠内，建筑面积３２０平
方米。由吴江市和盛泽镇两级政府投资建成，总投资３８０万元。陈列馆分历史渊源、衣被天下、丝

绸文化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历史渊源。陈列版面展示丝绸业在吴江从新石器时期就开始栽桑养蚕，进行蚕丝生

产的发展历史。还展示唐朝吴江地区充贡的丝绸，被谓之吴绫；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

中国，在吴江目睹生丝和绸缎经营；元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吴江出现织染工匠６１１户；明代科学家

宋应星《天工开物》有关于丝绸生产的记载；清嘉庆年间（１８１９）成立盛泽镇绸业公所；中华民国４
年（１９１５）盛泽丝绸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上获金、银牌奖。

第二部分，衣被天下。吴江丝绸业由土缫、土织走向机缫、机织，形成民族丝绸工业。展出图片

１２０幅，实物１０２件，其中丝织工具类３７件，部件、商标、账册类２５件，丝绸服装类３９件。各大绸行
印章９枚。图片有：汪永亨绸庄跨国纺单（１９１０年）；汪永亨绸行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奖的奖状；汪永

亨绸行在意大利都灵博览会所获的金牌；郎琴记绸庄景德镇分庄开业纪念茶盏；天纶绸缎局振丰丝

织厂包装纸；中央合作金库盛泽办事处开业纪念银盒，这是唯一向设在乡镇的办事机构颁发的物

件，可以佐证盛泽丝绸曾经的辉煌；清道光年间至民国时期盛泽八所会馆（指外地商人在盛泽设立

的商会）。实物有：丝织机、摇行车、缫丝车、花样纸板机、花机龙头、压绸凳等。还有利用声、光、影

展示的庄面模型。介绍有１０位为吴江丝绸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如郑辟疆、费达生。

第三部分，丝绸文化和“风尚习俗”。展出与丝绸纺织业相关的民间娱乐、养蚕风俗、风俗画

等；盛泽多有与丝绸业有关的弄堂名，如红坊弄、染坊弄、扣店弄、梭子弄等；盛泽白龙桥桥联称“情

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陈列馆中还有教育片《蚕的一生》和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话说运河“丝绸

之乡”盛泽》、《丝绸之行》等音像资料。

吴江丝绸陈列馆是全国继中国丝绸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之后，第三个展示中国丝绸发展史

的专门场馆。

（六）计成纪念馆

２００７年５月，计成纪念馆落成。位于吴江市区垂虹景区。由吴江市建设、城管、文广、城投、政

协文史委等合作建成。纪念馆分三部分：第一展馆详细介绍计成生平；第二展馆着重介绍计成的造

园著作《园冶》；第三展馆介绍中国园林及中国园林走向世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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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色文化家庭和文化明星

作为特色文化建设中的一项活动，２０００年吴江市文化局组织特色文化家庭和文化明星评比，
此后没有再组织。所评出的特色文化家庭的共同特点是：家庭成员个个参与群众文化活动，并且在

某一项活动中有不俗表现。而评出的文化明星涉及书画、文艺表演、收藏、摄影等各个文化门类，他

们各自在某个门类中取得过比较出色的成绩。

评出的文化特色家庭有：盛泽镇的高铁城家庭、方志扬家庭，黎里镇的左锡官家庭，菀坪镇的季

正芳家庭，芦墟镇的秦云俊家庭，震泽镇的严国英家庭。

评出的文化明星为：盛泽镇的张辛题、震泽镇的陈炳贤、菀坪镇的丁建国、平望镇的奚天然和万

雍良。

第四节　农村儿童文化园

　　１９９２年，文化部根据国务院要求，会同教育部、广电部、农业部、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和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制定并实施《９０年代中国儿童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纲要》（即
“蒲公英计划”）。江苏省和苏州市相继开展“江苏省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和“苏州市农村儿童

文化园”创建活动。创建活动以兴办农村儿童文化设施，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的文化生活为重点。

芦墟镇儿童文化设施齐全，为少年儿童提供各类活动项目。芦墟山歌少儿班、民乐班，成为传

承芦墟山歌的重要活动基地。书法、美术兴趣小组的作品经常在县、市，乃至全国级比赛中获奖。

专题研究中草药的分湖“百草园”，使少年儿童不但能识别中草药，还能了解其药理性能。“百草

园”用２０多种中草药研制成的感冒熏剂，曾获得苏州市少儿科技三等奖，科研项目“菊叶三七对金
鱼、鲫鱼的作用的研究”，获得江苏省１９９９年青少年科技项目一等奖及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

实际活动项目第五届评选二等奖。至２００８年，芦墟镇因此先后被评为“苏州市农村儿童文化园”和
“江苏省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

至２００８年，梅堰镇、青云镇和震泽镇也因为在儿童文化设施建设和开展未成年人文化活动方
面有成绩而被命名为“苏州市农村儿童文化园”。

第五节　文化广场和文化画廊

　　一、广场

广场向来是农村戏曲活动的场所。古代乃至民国时期，全县各地每年春秋两季常有庙会酬神

演出。春季称春台戏，秋天称草台班。在晒场上、在荒地上、在收割后的麦田里搭台唱戏，群众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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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子前往观看。５０年代，露天电影兴起，专业剧团下乡，广场文艺被注入新的内容。配合土地改革

运动、抗美援朝征兵、新婚姻法宣传、“三反五反”运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的宣传演出大多在场

头、田头，观众少则千余人，多则近万人，戏台一般由当地乡镇负责搭就。“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个

人民公社、每个大队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的演出几乎全都在广场上。８０年代后，广场

逐渐成为群众文艺演出场地。如１９８２年的大型民间游艺活动，１９８９年的首届艺术节，都在广场举
办。２０００年在吴江宾馆广场、２００１年在松陵城中广场举办群众文艺演出。至２００８年，分布于吴江

各镇的村、社区、住宅小区、公园、商业卖场、宾馆的大大小小广场三百余处，多个镇建起了现代化大

型广场，如同里退思广场、桃源镇铜罗社区严慕文化广场、平望镇新世纪文化广场、横扇镇文化广

场、盛泽镇仲英文化广场等，由此产生的广场文化活动在吴江形成特色。

（一）同里退思广场

２００２年，同里退思广场建成。东依退思园，南临明清街、影剧院，西北与三桥两堂呼应。广场

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设计，占地面积６１２４平方米。退思文化广场保持了江南古镇
的风貌特征，设有灯光水体喷泉。地面用方石铺设。广场上立一玉琮样的石座，石座朝南面刻有影

视拍摄基地字样。在石座周围由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石头铺就的地面上，镌刻着曾在同里拍摄的影

视片名，一块石头镌刻一部片名，总共一百余部。广场北侧朝南有一座仿造的飞檐翘角的古戏台。

退思文化广场是文艺活动、民俗节庆活动的场所。举办有“同里之春”旅游文化节活动、“文化活动

周周演”各类主题活动、春节文化活动、元宵文艺晚会、“庆祝国庆，欢度中秋”双节节庆活动、十镇

联动（运河文化节）演出、非遗文化展演、重阳庙会等。此外，全民健身活动、读书文化节、科普宣

传、“３１５”质量行、学雷锋活动等活动也年年在此开展。同里镇退思文化广场成为同里旅游文化的
一个窗口，２００６年９月，获“全国特色文化广场”称号。至２００８年，退思广场组织活动２６０次左右，

观众约１８０万人次。

（二）桃源镇铜罗社区严慕文化广场

２００２年，铜罗镇政府分别斥资８００万元和６００万元在铜罗镇东新建严慕（墓）文化中心和在文
化中心北侧新建铜罗镇严慕文化广场。两者占地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其中文化广场约占一万平方

米。文化广场有篮球场地两块，有３０件（套）体育器具设在广场东北角。广场中心放置一架曾在对
越自卫反击战斗中荣立战功的战斗机。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６日，铜罗镇严慕文化广场落成启用，是日，

铜罗镇苏南酒文化馆开馆，在新落成的广场举办铜罗镇首届黄酒文化节开幕式。１２月，桃源、铜罗

两镇合并设立桃源镇，文化广场改称铜罗社区严慕文化广场。文化广场是一综合性的群众文化活

动场所，可分“休闲娱乐区”、“体育活动区”、“文艺表演区”、“健身锻炼区”和“儿童文化园”。广场

建成后，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综合性文艺演出，其中一年一度的酒文化节文艺会演，演出者与参与者

达上万人次；吴江的“十镇（区）联动文艺巡演”闭幕式，有两次在严慕文化广场举行。广场成为每

位市民“天天乐”的场所，市民天天自发的在广场做健身操、扭秧歌、打太极拳、跳剑舞等，广场还有

露天卡拉ＯＫ、儿童游戏场，有时还放映露天电影。随着广场文化活动开展，桃源镇建起了舞蹈队、

腰鼓队、戏曲队等群众性文化团体。广场文化效应辐射到了周边的浙江地区，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委

员、杭州越剧艺术研究会理事、浙江尹派艺术联谊会会长顾学风将风翼文化艺术中心办到了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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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严慕文化广场拟争创“全国特色文化广场”。

（三）盛泽仲英广场

２００３年，盛泽镇仲英广场正式开放。仲英广场占地６５００平方米，由美籍华人、美国唐氏工业总

裁唐仲英与盛泽镇政府共同出资修建，因名。仲英广场位于盛泽中心位置，在舜湖西路以北，紧靠

濒临西白漾的环湖路，是盛泽最热闹、最宽广的广场之一。广场入口一块大石头，上书“仲英广场”

四个大字，两旁立彩球灯柱。广场正东方一座雕塑。广场北侧草坪上设有健身器材。广场外围建

一条与广场整体环境相融合的人口计生宣传带。广场对面漾中设有灯光造型喷泉。

广场开放后，仲英广场成为盛泽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盛泽市民活动、锻炼的

中心场所。大型广场灯谜活动、图片展、舞龙舞狮表演、舞蹈联谊会、市广场舞蹈大赛、京杭大运河

文化艺术节及各条线文化体育活动都在广场开展。一些高水平的活动也在此举办，如中国国际民

间艺术节演出活动、“梅花奖”获得者专场演出、吴江区“惠民乐民文艺行动”等。在一些文化演出

活动中，老百姓既当观众又当演员。同时，每天都有来自各个社区的老百姓至仲英广场唱卡拉ＯＫ，

自发组队跳广场舞，欢歌笑语成了广场主色调，展现广大群众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和良好的精神面

貌，成为“幸福绸都”一道亮丽风景线。

２００８年，镇政府再次出资１６０万元进行改造，配备广场环形立柱、“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景观

灯、露天大舞台、照明灯等设施。现仲英广场已被评为苏州市特色文化广场。

（四）平望新世纪文化广场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８日平望镇新世纪文化广场落成启用，并被命名为吴江市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广场是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以滨水景观突出广场文化休闲主题。

平望新世纪文化广场由镇南莺盄湖北岸围土而成，占地１００亩。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广场中心

建有２８１０平方米主体大楼，大楼中设有４３８个座位的电影院，大小展厅４间，会议接待室４间，万册

图书馆１间。大楼前是主广场，设有声控喷泉，阶梯看台。广场周围儿童游乐场，占地面积５００平

方米，两个标准灯光篮球场，圆形健身广场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临岸有亲水平台与绿化小景相配套，

两盏１６米的高杆灯，６盏七彩柱灯。广场三面临水，分别建有望波桥、揽胜桥、晨莺桥３座拱形仿古

桥梁。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新世纪文化广场举办多次较大型活动，如波兰罗布林艺术团的访问演出、“相

聚平望”全国特色文化广场颁奖暨展示活动、国家文化部“天籁之音”原生态民歌专场、全国７０年

代书法家论坛、上海滑稽剧团演出、苏州市社区艺术节等。广场每年举办群众文化活动近４０次，其

中有“２１３１工程”数字电影广场放映，有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庆系列活动。广场还连续举办

三届“广场放歌”外来务工人员卡拉ＯＫ演唱比赛。“天天有评弹，周周有电影，月月有好戏”，成为

广场的特色。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平望新世纪文化广场在全国特色文化广场评比中入选，被誉为“中国

乡镇第一文化广场”，费孝通为此亲笔题字。２００８年，广场作为江苏省社区现场会的一个点，组织

专场文艺演出和吴江市十镇联动开幕式等活动，被中央电视台七套、《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相

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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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横扇镇文化广场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横扇镇文化广场投入使用。横扇镇文化广场投入１５００多万元，总共占地４５亩，

其中室外广场８０００多平方米。广场配有价值７万多元的专业音响设备。广场建成后，人气与日俱

增，每晚近千人聚集在那里，其中有本地人也有到横扇务工的外地人，有年轻人更有老年人，他们随

着伴奏旋律，翩翩起舞，场面壮观。有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也相继开展起来，如广场舞比赛吸引了

横扇镇各村和社区的多支代表队参加，参赛选手超过百人；吴江市区域文化联动文艺会演，集聚了

各个社区的文艺志愿者队伍；“花开五月，赛歌渔湾”青年歌手大赛，成为横扇镇品牌活动之一；还

组织“六一”老小同乐专场、腰鼓舞专场演出等。戏曲表演队，包含腰鼓队、管弦乐队、合唱队在内

的老年人艺苑（艺术团），乒乓球队，太极拳队等随之组建起来。广场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吸引众多

企业到横扇发展兴业，其中一些如浙鸥房产等大型企业还主动和政府取得联系，开展文化宣传活

动，教练舞蹈、举办歌手现场大赛。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局面出现了。横扇镇结合“法律六进”

活动和省级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建设，将文化广场建成一个具有横扇特色的法治文化宣传阵地，文化

广场布置有宣传橱窗、法制宣传电子三翻板、灯箱、展板等。至２００８年，横扇镇文化广场已经成为

社区居民群众进行文体活动和走近法律、学习法律的一个平台。

　　二、松陵镇百米文化画廊

松陵镇百米文化画廊位于吴江市松陵镇松陵公园北侧的红旗路东段。１９８４年冬季，由松陵镇

文化站牵头，县保险公司、县防疫站、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县交通监理站、吴江化

工厂、吴江水利机械厂、吴江粮食机械厂、吴江印刷厂、红光布厂、吴江石油配件厂、吴江轧钢厂、吴

江毛纺厂、吴江纺织电器厂、松陵镇木器厂、吴江印铁制罐厂、松陵镇皮鞋厂、松陵镇第一丝织厂及

松陵镇文化站共同出资２５０００元建造。总长度１００米，分１０组，每组５格，每格宽２米，高１米，深

０．６米，为立体型，配有灯饰。１９９９年江苏省《群众文化画册》以图片形式对百米画廊作介绍。画廊

建成后，平时有出资单位分段布展，一般每个季度更换一次，由松陵镇文化站统一监管。如市里有

重大中心工作，画廊就由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统一操作布置，为全市中心工作服务。

至２００１年底，由于松陵公园改建，画廊一部分被拆，还剩６组。该画廊至今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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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六进”是中国特色的普法术语，指通过开展普及法律活动，使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是中宣

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２００６年提出并布置的为期五年的一项普法工作。



第三篇　文献流传和图书馆服务

　　吴江自古崇尚耕读传家，人们将读书劝学与农田耕作一并看作关涉身家性命的大
事，爱书藏书自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保存和流传文献被视作一种社会责任。地方文献

记录历代吴江学者的精神成果和地方文化的进步，其流传更为吴江人士所重。在吴江，

著作等身者历代皆有，据吴江市图书馆统计，仅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被《四库全书》
收录或存目的吴江学者著作就有１２１部。

地方文献代代流传，使吴江文化传承不息。现代图书馆继承保护地方文献事业，并

且更注重地方文献以及各类图书的借阅流通。发展图书馆事业成为吴江文化建设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章　文献保存

第一节　私家藏书

　　一、概况

吴江地处苏杭之间，人们以读书为荣、藏书为乐，历代有吴江文人积书盈屋，视之为宝贵财富。

唐朝陆龟蒙被古代吴江人列入“三高”（吴江旧有“三高祠”，祀范蠡、张翰、陆龟蒙）。陆龟蒙家

在甫里，筑别业于吴江，家富藏书，多至万卷。殷文圭《题吴中陆龟蒙山斋》诗云：“万卷图书千户

贵，十洲烟草四时和。”

明朝何源官至江西右布政使，历事五朝，文章政事见称一时。告老归乡，家无余资，却存书籍万

卷。明末复社创始人之一吴 家藏明人集３７００余家。

清朝吴兆骞事发科场，遣戍宁古塔，远赴万里塞外，居然还赁牛车载书万卷而去。清朝翁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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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货殖不忘藏书，家存书多至数万卷，并编有《培风堂藏书目录》。清同治间有范芳余（范烟桥祖

父）以嗜书闻名，虽鼠窜蠹余者亦必购之，命儿辈拾遗补阙，藏之“小天一阁”中，凡五万余卷。清代

吴江地区刊出过一部卷帙浩繁的丛书，题为《昭代丛书》，出版者沈懋德也是吴江的一位藏书大家。

沈懋德家富有，藏书室名“世楷堂”、“世美堂”，有志罔罗散佚，前后刊张潮、杨复吉所辑《昭代丛书》

及王鸣盛《蛾术编》８４卷、吴翌凤《国朝文征》４０卷。
吴江文人的藏书有不少成为后世藏书楼的资源。曾入复社的吴江文人张隽“楼居积书甚富，手

录者千余卷，拥列左右”（清陆心源《明抄春秋纂言跋》语），后其藏书流入?宋楼、群碧楼、涵芬楼、

铁琴铜剑楼等著名藏书楼。不少吴江文人收藏过的图书还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国家图书馆和上海、

南京等现代图书馆。

在历代吴江文人藏书中，吴江地方文献总是收藏重点。清末费善庆编著的《垂虹识小录》中开

列自家所藏吴江、震泽人著作目录，粗略统计，涉及１６０多人的诗文１０００多卷。柳亚子搜罗吴江文

献更是不遗余力，其《自撰年谱》述，民国８年（１９１９）他“狂胪乡邦文献，购书万余卷，资用不足，则
举债以继之”。他不只购买，还大量抄录，市文化馆张明观统计，现存上海图书馆“吴江柳氏抄本”

有１２８种。《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中著录柳亚子所藏地方文献就有６５０多种。

　　二、藏书家选介

因私家藏书而被苏州图书馆叶瑞宝等所编《苏州藏书史》录名的吴江学者有４９人：唐朝陆龟
蒙；宋朝叶茵；明朝虞、何源、王云、崔徵、史鉴、张基、顾大典、史兆斗、柳如是；清朝史积中、张隽、

吴 、吴兆骞、顾伟、潘柽章、徐?、张参鲁、潘耒、陆筠、陆 、吴起元、陈进、徐大椿、王藻、程勋、金廷

遰、沈刚中、朱逢泰、杨复吉、周京、周之桢、金芝原、金文城、王楠、翁广平、陈燮、宋景和、周孝均、沈

懋德、姚舆、董兆熊、叶振声、王恩溥、袁龙、赵云衢、凌淦、沈中坚。湖南籍文献学家郑伟章所编《文

献家通考》收录吴江文献家１５位，其中还有清朝的张尚瑗、陆廷桢和民国时期的薛凤昌、金天翮（即

金松岑）、沈兆奎、柳亚子。

（一）叶茵

叶茵（１２００—？年），字景文，宋吴江同里人。家有顺适堂，藏书万余卷。其自题诗云：“万卷藏

书抵万金，袺然轩宇绝尘侵。顺时不作荣枯想，适意元无胜负心。蒲石疏帘真道院，柏香静几小丛

林。四时剩有闲风月，醒里寻诗醉里吟。”曾于宋宝五年（１２５７）刻唐陆龟蒙撰《甫田集》及自编

《附录》。享年９０以上。国家图书馆存有其所著《顺适堂吟稿》甲乙丙丁４集的清刻本。

（二）杨复吉

杨复吉（１７４７—１８２０），字列欧，号慧楼，清吴江震泽人。清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进士，得当知
县，年未及壮不谒选。好聚书籍，其藏书处为艺芳阁、乡月楼（一作“香月楼”），藏书万卷，手不停

披，尤熟古文说部，流览殆遍。曾说：“仆耽书成癖，五十年来购藏颇不寂寞。”（见杨复吉《昭代丛

书》别编自序）现存一些书籍记载可见其购书之富、抄书之勤、藏书之精。

杨复吉在《梦阑琐笔》一书中说：“遇书目十四帙，后晤鲍以文，始知为杭世骏《历代艺文志》之

草稿。初以价昂置之，交臂失之，良可惋惜。”又说：“从张损持后人购明初版《浮溪文粹》，用茧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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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又购张损持任兴国时所抄《石初集》，较他本多几倍蓰。鲍廷博见而爱之，因持赠。”

清乾隆五十六年，杨复吉从吴骞拜经楼借抄厉鹗《辽史拾遗》，在跋文中说：“以数年愿见不可

得之书，一旦得缮录全帙，登诸箧衍，快何如之？”

吴翌凤在《山居新话》的跋文中说：“乾隆丙午，借松陵杨慧楼进士藏本对校，可称完本矣。慧

楼淡于功名，抄撮元人说部甚多。又集前贤翰墨为《昭代丛书》续编，振奇好古，近日鲜有其人矣。”

（三）王楠、王鲲

王楠（生卒年不详），字任堂，清吴江盛泽人。博学嗜古，富收藏，搜集前代金石文字至千余种，

藏于话雨楼内，时金石家以不得登王氏话雨楼为憾。其子王鲲（１７５５—１８３２）承袭父风，家多图书，

勤于著述，曾辑江震两邑文献，订正旧志沿讹。又考其父所藏金石文字，数十年网罗编订，成《话雨

楼碑帖目录》四卷，至今存世。

（四）宋景和

宋景和（生卒年不详），字兰城，清吴江新杭市人。清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岁贡生，曾署崇明、丹徒

教谕。藏书处名“古芸阁”。《闻川泛棹集》卷一有如下记载：“其高祖东庄公著有《东庄农隐集》。

古芸阁，今家大人藏书处。诗云：遗编展诵缅情恬，农隐家风耕读兼。小阁古芸浮宝篆，琳琅满架插

牙签。”

（五）陆廷桢

陆廷桢（１８５５—１９１７），字干甫，一字溉釜，清吴江人。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进士，先后任荥泽、

商城知县。其先世富藏书，陆廷桢解官归里，取先世遗书万余卷，庋藏于斋，名“思耆斋”，德清俞樾

隶额并为之记。其记云：“陆干甫大令以思耆名其斋，余既为题榜，并略述其所以命名之意矣，今又

为之记。大令自述其先德癖好藏书，所藏者不下数万卷。兵燹之后，所存者犹有万余卷。大令悉藏

鰃斋中，而朝夕坐卧其间，见书如见其亲焉。此斋所以名也。”（见俞樾《春在堂杂文补遗》卷四）

第二节　诗文编集

　　吴江读书人多、藏书者众，历代吟诗作文做学问的人也不少，为保存其成果，吴江出现许多地域
性诗文集。如果说唐朝陆龟蒙的《松陵集》还只是个人作品集，那么宋朝知县孙觉编辑和又一个知

县石处道增辑的《松江集》可以看作汇集有关吴江文字的最早合集。宋朝范成大继而编辑《松江续

集》。明朝嘉靖间吴江学人庞誢扩充《松江集》，编集宋元明诗成《吴江集》。但最早对历代吴江地

方著作状况作系统研究的要数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潘柽章。他的《松陵文献》上溯到汉代。《文献》

分文、献两集，《文集》收文字作品，《献集》收人物传略。清初，潘柽章遭遇冤狱被害，他的著作也被

禁毁，尚未完成的《文集》从此失传，只有《献集》流传到后代。清代以后不断有人试图补此缺憾，先

后有朱鹤龄的《松陵文征》、顾有孝的《松陵文起》、周廷谔的《吴江文粹》、凌淦的《松陵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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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致力于吴江诗词收编成集。收集县域作品的有清初周安的《松陵诗乘》和清康熙年间

顾有孝的《吴江诗略》、周廷谔的《吴江诗粹》、张世炜的《松陵诗约》，４部书流传于清代前期，其中

仅《诗略》付梓刻印。清朝袁景辂于清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编出《国朝松陵诗征》，汇集清前期百多

年间吴江人诗作。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虞雍生有言，使里中文献无传，后生之责也。”清嘉庆年间，

有吴江学者殷增收集自晋代至明代的吴江人作品，辑成《松陵诗征前编》，接续《国朝松陵诗征》的

前端。清咸丰年间，又有吴江学人陆日爱汇编清乾隆以下邑人作品成《松陵诗征续编》，接续《国朝

松陵诗征》的后端。

除县域范围的诗集外，清代还编辑多种一乡一镇地域的诗集，有《盛湖诗萃》、《楔湖诗拾》、《平

望诗拾》、《韭溪诗存》、《垂虹诗剩》等。

在清代，家族也是编集地方文献的一支力量。现存于吴江市图书馆的族氏诗文集就有《吴江叶氏

诗录》、《赵氏诗存》、《松陵陆氏丛著》、《国朝韭溪秦氏诗存》、《吴江沈氏诗集》等。清代柳树芳和民国

柳亚子还有过《分湖遗诗》和《分湖诗抄》之编，以分湖周边为收集范围，那就不单限于县域之内了。

民国时期的陈去病编辑地方诗文集成就最高，经１２个寒暑，编成《松陵文集》３编６５卷，可以说重

将《松陵文献》补成双璧。陈去病另有《吴江诗录》和《笠泽词征》之辑，同样殚精竭虑，用力极深。《吴

江诗录》收诗自三国迄南明，实际是《松陵诗征前编》扩充版。此书应为３编６０卷，但现存仅２编２６

卷，第三编未能流传下来。此书“叙而梓之”，时在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政局混乱，陈去病在该书《自叙》

中叹息道：“乌呼，今之世果何世耶？胡虏争哄、藩镇专擅，非犹是季鹰、鲁望之世耶？而莼鲈寂寞，渔

钓无徒，虑欲求为鸱夷子皮而不可得。然则虽成是编，亦第供人之拉杂摧烧而已，尚何赖耶？”文中提

及的季鹰、鲁望、鸱夷子皮即吴江“三高”张翰、陆龟蒙、范蠡，三人均于浊乱之世退隐自守。

表３１１　清代至民国吴江县级诗集一览表

编　者 集　名 成书年代 收诗年代

周　安 松陵诗乘 清初 明以前

顾有孝 吴江诗略１０卷 清康熙间 清初

周廷谔 吴江诗粹３０卷 清康熙间 明至清前期

张世炜 松陵诗约 清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 明至清前期

袁景辂 国朝松陵诗征２０卷 清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 清初至乾隆年间

殷　增 松陵诗征前编１２卷 清嘉庆间 西晋至明

陆日爱 松陵诗征续编１４卷 清咸丰间 清乾隆至咸丰间

陈去病 吴江诗录６０卷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 三国至南明

第三节　吴江文献保存会

　　柳亚子为吴江地方文献保护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曾在《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中说：“余自

束发受书，即有志里中文献，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稍后，从陈子巢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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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讨益力”。这里所称“陈子巢南”，即陈去病。柳亚子极力支持陈去病致力于整理吴江文献，他在

写给陈去病的一首词中深情劝勉：“东南文献，好烦一一将护。”他还为陈去病所编的《松陵文集》、

《笠泽词征》作序。民国７年（１９１８）１０月，柳亚子辞去南社主任之职，家居不出，埋头收集和整理吴

江地方文献。就在民国７年前后，他和另一位吴江文献的热心保护者薛凤昌一起发起成立吴江文

献保存会。

吴江文献保存会又称松陵文献保存会，有多个藏书家庭参与其中。这个组织的出现表明对吴

江乡邦文献的保护已经从个体努力走向集体合作。现存四卷《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为柳亚子、薛

凤昌合编，虽然只是薄薄的一个油印本，却是吴江历史上第一个集多家藏书于一体的联合书目。保

存会书目在每种图书下列出收藏家庭的代号，这些代号和家庭的对应关系如表。

表３１２　民国７年前后吴江文献保存会藏书家庭代号一览表

藏书家庭 代号 藏书家庭 代号

柳亚子 文 叶振宗 之

费善庆 献 沈丹忱 责

沈昌直 流 周麟书 维

金服初 传 陆树棠 桑

薛凤昌 后 顾无咎 与

范烟桥 生 黄　复 梓

将这些代号连起来，便为“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前８个字显然是指上文袁景辂提到

过的虞雍生之言。后４个字出自《诗经·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意思是说桑梓父母所植，

后代必加恭敬。可见保存会成员对家乡前辈留下的文献充满敬意。这在沈昌直为保存会书目所写

序言中也看得很清楚，他说：“虞雍生有言，文献无征，后生之责。夫责，固有之，情更应尔。”

保存会成员们同心合力于保存吴江文献这一目标，他们一发现新的资料便互通声气，共享信

息；一碰到疑难问题便相互切磋，各呈所能。从柳亚子、薛凤昌写下的大量抄本题记中可以看出这

样的情景。

民国８年，柳亚子依乡人旧藏抄得《珠还诗草》一册，此书原未载著者姓名，柳亚子据多方资料

推测作者应姓袁名浦，“珠还”与其名相关合。柳亚子将此考据写入该书题记。而不久，柳亚子又

写下第二条题记：“嗣托同里范烟桥（镛）阅《袁氏家谱》，载有袁浦，字珠还，号廉水，卒年六十三云

云。则余所臆测者竟得无误，确然可据矣。是月三十一日灯下。弃疾再记。”文中所提范烟桥是保

存会成员之一。

是年，正在编辑《松陵女子诗征》的薛凤昌从常熟丁祖荫处得诗五首，作者自称震泽人，姓任名

崧，字端卿。薛凤昌因不知其来历，只能故且将其五首诗录入《诗征》。恰在这时，柳亚子为薛凤昌

提供新的线索，薛凤昌在任崧诗集的题记中写道：“越数日，友人柳亚子邮示一稿，谓‘为本邑女史

所著，惟不著撰人名，仅序中有“端卿女史”、“苏庵先生之次女也”二语，正不知姓甚名谁耳。’余乃

大喜过望，亟示亚子以名姓，而重选数什录入《诗征》。”

民国８—９年是柳亚子全力收集吴江文献的时期，吴江文献保存会活动也以该两年为盛。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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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年，保存会内部出现裂痕，会员之一陆树棠与柳亚子反目成仇。民国１２年，柳亚子开始其新的革

命生涯，吴江文献保存会不再有活动踪迹。

第四节　图书馆文献收藏

　　一、馆藏古旧书整理保护

市（县）图书馆古籍部藏书主要来源是同里、黎里、盛泽三地在“土地改革”中收缴的民间藏书，

其中以清代以前古籍为多，吴江地方史志、地方诗文集和各类吴江学者著作占据不小比例。同里镇

收缴的图书数量较多，原在当地封存。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封存在同

里镇的古旧书籍面临被付之一炬的危险，当时县文教局、县文化馆有识之士冒着政治风险，借船将

这批图书转移到县城，藏匿在吴江公园西侧一间不起眼的平房内，使之躲过一劫。其后数年，因为

社会动乱、管理中断，又因为库房简陋，漏雨潮湿，这批书还是有些损失，但大部分得以留存。１９７１

年，县图书馆恢复活动，这批书籍开始纳入县图书馆管理。１９７３年，黎里、盛泽两地文化站和财清

组也将这两地劫后幸存的古旧图书送缴县图书馆。１９７６年，县图书馆开始对汇集到馆里的古旧图

书作分类整理、重新登记。１９８０年，刚刚单独建制的吴江县图书馆强化此项工作，全馆十来个人一

齐出动，连续熬夜加班，一年后完成数千张账页的登录和数万张目录卡片的制作，从此七万余册古

旧图书成为吴江县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旧图书在县图书馆得到用心保护，１９８５年以后二十多年间，吴江市（县）图书馆三次搬迁，收

藏古旧图书的库房条件一直是馆内最好的，贮藏设备也是最考究的。１９８６年，吴江县图书馆为这

部分图书编制出检索目录。

１９８９年，江苏省文化厅在吴江举办古籍修补培训班，吴江县图书馆借此培养自己的古籍维修

人员，其后将维修本馆破损古籍列入日常工作。吴江市（县）图书馆还将古籍善本专门列出予以

重点保护，又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举措做好调查摸底工作，馆藏多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为了解决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吴江市图书馆从１９９８年起为读者提供数字化的地方志古

籍，２００６年则将２４部县志、乡镇志数字化，制作成《纵览吴江》全文检索数据光盘，既方便方志利

用，又达到有效保护古籍的目的。２００７年，市图书馆为馆藏古旧图书建立电子书目。２００８年，开始

编纂《吴江艺文志》。

　　二、地方文献收集

挖掘、发现和妥善保护地方文献一直是市（县）图书馆的一个工作重点。这里所说的地方文

献，不但指有关吴江地方史地、文化之类的书籍，也包含吴江籍人士编撰的各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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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７０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
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对善本有了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１９９３年，市图书馆专门组织吴江籍学者著作征集活动。１９９４年，该馆举办“吴市英华”图书展
览，展示征集成果，展出１５０多位当代吴江籍学者著作３００多册。市图书馆还编印《当代吴江籍学
者简介》３集，介绍１３１位吴江学者的事迹。
２１世纪初，市图书馆取得上海图书馆帮助，从上海图书馆复制吴江学者编撰的诗文集和地方

小报几十种，充实馆藏地方文献。

２００４年，市图书馆又向一批吴江籍学者发出联系函征集著作。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间，不断有吴江
学子将自己的著作寄赠家乡图书馆。２００６年，市图书馆在新馆中开设“吴江学者著作陈列室”。收
集、展示吴江学者著作从此成为市图书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至２００８年底，市图书馆收藏吴江学
者著作１５１２册。

表３１３　吴江藏书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一览表

书　名 著者及著作方式 版本信息

（嘉靖）吴江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 （明）曹一麟、徐师曾纂修 明嘉靖刻本

医指如宜方脉四卷 （明）闵道扬辑 明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刻本

公羊逸礼考证一卷 （清）陈奂撰 稿本

宋儒致堂胡先生读史管见三十卷 （宋）胡寅撰；刘震孙跋 明正德刘弘毅慎独斋刻本（存十六卷）

荀子二十卷校勘补遗一卷
（唐）杨絫注；（清）谢墉辑补；

（清）顾广圻校并跋
清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谢墉刻本

妇人良方二十四卷 （宋）陈自明撰；（明）薛己注 明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沈鉴刻本

太玄经十卷说玄一卷释文一卷
（汉）扬雄撰；（晋）范望解赞；

（唐）王涯撰
明嘉靖孙沐万玉堂刻本

象山粹言六卷
（宋）陆九渊撰；

（明）王宗沐辑
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王宗沐刻本

震泽先生集三十六卷 （明）王鳌撰 明嘉靖刻本

近思录十四卷
（宋）朱熹、吕祖谦辑；

（明）沈叔埏跋
明刻本

第二章　市级图书馆

第一节　发展概况

　　明朝吴江人周永年著有《借书园书目五卷》，说明当时已有类似图书馆的借书园，但这样的
借书园并没有发展起来。在吴江，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初建于民国５年（１９１６）４月１日，置邑庙
（即城隍庙），名“松陵图书馆”。馆长吴鸿一（也有记为“吴鸿益”的），字中行。民国７年，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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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元吉。时馆址仍在城隍庙（即共怡园）。几经搬迁后，民国２３年，在松陵镇现中山南路银杏

广场处建两层小楼馆舍一幢，名“吴江县立图书馆”。日军侵华时，县立图书馆馆舍被占。抗日

战争胜利后，县立图书馆迁至松陵公园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仅剩吴江县民众教育馆内

一个图书室。民国３８年吴江解放，吴江县民众教育馆更名为吴江县人民文化馆，文化馆内设图

书组（馆）。

新中国成立后，吴江县级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曲折中逐步恢复，但图书馆一直附设在县文化馆。

１９５９年２月，吴江县级馆藏图书不足１０００册，１９５９年６月，藏书增至７０００多册。１９６５年，县财政
局将同里镇在土改中收缴的古旧图书移交县文教局，交由县文化馆管理，但因县文化馆无馆舍收

藏，故仍封存在同里镇。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吴江公共图书事业的恢复进程被打断，原县文化馆图书组收藏的

图书损失严重，原封存在同里镇的古旧图书幸得保护。

１９７１年，吴江县图书馆恢复活动，县图书馆仍为县文化馆的一个图书组。１９７６年，江苏省文化

厅拨款２万元，在松陵公园内县文化馆西侧建造县图书馆新馆，面积４００平方米。县图书馆扩大外
借、阅览规模，古旧图书进馆并开始整理上架。

１９７８年，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对图书资料的需求
日益增多，吴江县图书馆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１９８０年底，吴江县人民政府决定把图书

馆从县文化馆分离出来单独建制。

县图书馆单独建制后，事业发展迅速。１９８３年，吴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建造县图书馆新馆，划出
政府大院西北一角作县图书馆新馆馆址。１９８４年底，土建完成，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２日，对外开放。新

馆位于松陵镇府西路（现中山南路北端）东侧，南部３层楼为活动室、办公室；北部４层楼是书库。
新馆面积１３８０平方米，设外借处、期刊室、古籍阅览室、老干部阅览室、少儿阅览室、图书阅览室和

视听室。藏书１４７７６３册（其中古籍７１９２７册），报刊４００多种。新馆启用后，藏书和流通工作条件
得到改善，工作人员增加到１５名，其中大专以上的有６名。

１９８９年，吴江县图书馆被评为全国文明图书馆。１９９０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成
绩显著，受到国家文化部表彰。１９９２年５月，吴江县图书馆更名为吴江市图书馆。１９９３年，市图书

馆原地扩建３８０平方米，馆舍面积达到１７６０平方米。扩建后，馆舍面积仍不能达到国家和江苏省
有关图书馆的先进性标准。

２０００年３月，市图书馆过渡性地迁至松陵镇北新路（现永康路）新址，与市文化中心、市文化馆
设在同一大楼内。馆舍面积３５４０平方米，环境设施显著改善，图书借阅厅近千平方米，实行借阅一

体大面积开架服务；期刊阅览室、少儿阅览室、古籍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宽敞明亮。２０００年，吴江
市图书馆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２００２年，市图书馆尝试建立乡镇分馆，拓展本馆服务，支持乡镇

图书馆事业巩固发展。是年底，吴江市政府立项易地建设新馆，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开工。
２００５年，吴江市图书馆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２００６年４月，市图书馆新馆竣工，５月２９日，正式开放。新馆位于中山南路１９７９号。地面５层

地下１层，建筑面积１４０００平方米，投资约６０００万元。新馆有电脑２００多台，具备较强的电子信息
存储和传递能力。新馆融入公共服务、复合图书馆、文化传承理念，实行免费办证。２００６年起，市

图书馆规划乡镇分馆建设方案，建立吴江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年，市图书馆被授予“全国巾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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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岗”称号和“吴江市十佳文明示范窗口”称号。

２００８年，吴江启动国家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设立县级支中心和１８个基层服务点。是

年，市图书馆全面实行免费服务和探索乡镇图书馆分馆建设新模式的两个项目被列为江苏省公共

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

表３２１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县）图书馆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顾慕贤（女） 副馆长 １９８０．１２—１９８７．４ 张慎行 副馆长 １９９１．３—２００５．９

江元志 副馆长 １９８４．７—１９９０．１２ 潘丽敏（女） 副馆长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０３．２

董振声 副馆长 １９８５．１１—１９９３．７ 潘丽敏（女） 馆长 ２００３．２—

董振声 馆长 １９９３．７—２００３．２ 沈继英（女） 副馆长 ２００５．９—

　　注：图书馆作为县文化馆的一个组，从新中国成立初一直持续至１９８０年。又：顾慕贤任副馆长时无正职。

表３２２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县）图书馆一览表

年　份 馆　址 工作人员数

１９４９—１９８０ 松陵公园内（属县文化馆） １～３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松陵公园内 ６～９人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松陵镇府西路 １５～１６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松陵镇北新路 １６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松陵镇中山南路 ６０人（在编２３人）

第二节　馆藏和图书借阅

　　一、馆藏

民国５年（１９１６），县图书馆前身松陵图书馆初立，吴江士绅钱崇威、黄象曦家藏图书成为其首

批藏书。民国６年，吴江县执事致函吴江士绅，为松陵图书馆劝募图书。据３０年代《吴江县立图书

馆图书目录》统计，当时的县立图书馆藏书５１００多册，并作了学科分类。

日军侵华和国内战乱使县立图书馆流离失所，无暇顾及藏书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县立图书

馆留下古籍４０００余部，其他书籍数百册。其后有关人士作过增加图书馆馆藏的努力。“文化大革

命”破“四旧”运动使馆藏图书损失惨重。１９７１年，县图书馆恢复活动，馆藏建设重新启动。１９８０

年１２月，县图书馆重新单独建制时，除去从同里、黎里、盛泽转移进馆的古旧图书，县图书馆藏书４

万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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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以后，县图书馆藏书以每年数千册至数万册的速度递增。为了管理和利用好馆藏图

书，县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注重管理规范化。８０年代初期，正是《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和《普通图书著

录规则》推广之时，县图书馆派出工作人员四处求学，为规范管理和有效利用图书打基础。至２００８
年，市图书馆拥有馆藏图书４５．３万册，其中古籍７２８３９册，订阅各类报刊１０００多种。其中善本图书

８９３６册，１０部列入国家珍贵图书名录。

　　二、图书借阅

１９８０年，县图书馆单独建制后转变传统观念，践行开放和公共服务理念，引入新技术，以改善
图书借阅服务。

中国的图书馆从藏书楼发展过来，其封闭观念与生俱来。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中期，市（县）图

书馆采取一系列措施践行开放性理念。１９８１年，实行敞开发放借书证，取消民众进入图书馆的种
种限制。１９８５年，县图书馆从期刊开架借阅开始，逐步实行图书开架借阅，让读者直接接触到馆藏

图书。１９９３年，市图书馆扩建后进一步扩大图书开架范围。
９０年代后期，市图书馆借阅开始引入新的信息技术。１９９７年，将全馆现代图书书目和全馆读

者信息数字化，实行业务工作计算机管理。１９９８年，开设电子阅览室。当时吴江还没有网吧，市图
书馆电子阅览室开网上浏览先河。１９９９年，市图书馆建立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ｊｌｉｂ．ｃｏｍ），是

当时全国少数县级图书馆网站之一。２００２年３月，吴江市图书馆与苏州市图书馆实现计算机联网，
４月，设立“苏州图书馆吴江远程数据查询站”。图书馆馆际联网，促进了图书资源共享，市民不出

吴江城便可查阅苏州图书馆图书资料。２００３年，在市图书馆新馆设计中，市图书馆以“复合图书
馆”理念，为未来实体和虚拟图书馆服务结合预留空间。

为方便读者到馆借阅，市图书馆先后采取晚间开放、取消闭馆日等措施。２００６年，在全省率先
实行免费服务。２００８年，市图书馆发放借书卡３．２万张，年接待读者６０多万人次，年外借图书４０

余万册。有浙江、广东、上海等地读者从网上向吴江市图书馆索取资料。

第三节　业务培训辅导

　　市（县）图书馆在行政主管部门支持下组织一系列面对乡镇和基层单位图书馆的业务培训活
动，并开展日常辅导，其目标是要建设好图书馆的服务网络，扩大图书馆服务面。

８０年代，吴江县逐步展开对乡镇、学校、工会三个系统图书馆的辅导工作。初期辅导从业务规
范化入手，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图书分类，按国家标准编制图书目录，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培

训内容。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县图书馆相继开始对学校系统图书馆和乡镇图书馆的业务辅导。１９８３
年，县图书馆为八坼乡、震泽镇、梅堰乡、北厍乡、黎里乡、青云乡、莘塔乡、南麻乡、同里镇、同里乡、

芦墟镇、芦墟乡、七都乡、屯村乡、菀坪乡等１５个乡镇图书馆作个别培训辅导。１９８４年，县图书馆举
办“图书馆工作基础”、“图书分类”、“图书馆目录”等业务培训班四期，受训人员共１３３人次。１９８６

年，县图书馆举行工会系统图书管理员培训，全县工会系统共有２２个单位参加培训活动。是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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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１６所学校参加县图书馆网络活动及培训，１５所学校按县图书馆要求分编、整理图书。全县还有

２０个乡镇图书室的２８名图书管理员接受培训，这些图书馆全部按要求分编图书。１９８６年以后，乡

镇、学校、企业工会３个全县性的图书馆网络被组织起来。市（县）图书馆每年组织几次培训和条线
交流活动，辅导人员又经常下基层辅导。

１９９３年吴江市普及乡镇万册图书馆以后，市图书馆业务辅导的重点从图书加工转向读者服
务。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５年，市图书馆连续为乡镇及学校图书馆举办读者服务工作培训班。９０年代后

期，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图书馆的状态发生变化，业务培训辅导内容随之变化，电子化书目检

索和网上信息资源利用成为新课题。１９９９年初，市图书馆举办乡镇图书馆自动化管理软件使用培

训班。９０年代起，基层图书馆格局发生变化，原工会系统图书馆大多停办，而有些外资、台资企业
却新办起图书馆，市图书馆业务辅导对象有了改变。

２００２年起，市图书馆在一些主要乡镇办分馆。“农家书屋”出现，成为农村图书馆网络新增长
点。２００２年，市图书馆举办两期计算机编目培训班，并辅导台资企业华渊电机（江苏）有限公司图

书馆实现管理自动化。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市图书馆连续举办网络信息资源利用培训班。２００７年，市
图书馆为１２名乡镇分馆管理员和１００多位“农家书屋”管理员作业务培训。２００８年，市图书馆派

工作人员前往汾湖开发区、桃源镇、松陵镇，培训“农家书屋”管理员６３名。是年，市图书馆分两次
为国家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人员做了数字资源利用演示和说明。

第四节　阅读推广活动

　　市图书馆通过开展活动，吸引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到馆读书。“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和
“市民读书节”是市图书馆两大阅读推广活动。

　　一、图书馆服务宣传周

从１９８９年起，国家文化部规定每年５月的最后一周为图书馆服务宣传周，自此市（县）图书馆
每年在宣传周组织一系列活动。

１９８９年，县图书馆举办图书馆服务成果展览，集中展出全市各级图书馆办馆的成效案例。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市图书馆连续三年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教育局、市新华书店等部门联合
组织“祖国万岁”、“中国精神”、“中华正气”三项系列读书活动。１９９９年，市图书馆紧扣当年宣传

周主题“响应江总书记号召，大兴勤奋学习之风”，在中共吴江市委组织部支持下组织市机关干部

上网知识培训，８００名市直机关干部在市图书馆接触计算机互联网这一崭新事物。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市图书馆在宣传周期间围绕知识经济条件下终身学习问题和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学习型城市

目标，与市团委、市妇联等部门联合组织公民道德教育知识竞赛和妇女双学双比技术培训等活动。

市图书馆又利用第二次搬迁后馆舍和设备大幅改善的条件，组织少儿科技制作比赛、英语沙龙等

活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吴江每年组织“市民读书节”，市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纳入“读书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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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市民读书节

２００６年，新建的吴江市图书馆开放，市图书馆设施上了一个档次，宣传活动也上了一个台阶。
市民读书节是由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牵头发动，以市图书馆为主阵地的大型读书宣传活动。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下午，首届市民读书节揭幕。读书节以“阅读·生活·畅想”为主题，开展吴
江籍作家签名赠书、图书优惠展销、百部优秀图书推荐及我最喜爱的２０本书评选、地方历史题材文

艺创作座谈会、“读书与人生”报告会、“知我吴江，爱我吴江”市民读书知识竞赛、“阅读成就梦想”

征文大赛、新吴江人演讲比赛、“我为绿色通道换新颜”青少年网页制作大赛以及科普宣传周等

活动。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２日至１０月２８日，第二届市民读书节以“满城书香，你我共享”为主题，陆续开展

十余项不同形式的读书活动，垂虹讲坛名家讲座，邀请王立群读《史记》，鲍日新谈礼仪；文化系列

展览有“书香城美”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展、吴江·石狮两地美术作品联展、“汉字———从甲骨文到计

算机”科普展、精品图书展；还有移动短信读书格言征集、“对我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征文大赛、吴江

市十佳藏书家庭评选、吴江地方人文图书展示、社科普及宣讲活动及“弘扬吴江城市精神———吴风

越韵、精诚致远”征文活动。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３０日，第三届市民读书节以“享受读书之乐，争当文明市民”为主题。

开幕式暨首场名家讲座在市图书馆报告大厅举行，邀请上海世博会国内参展顾问黄耀诚作“中国的

机遇，世界的盛会”专题报告。开展的活动有“走进世博”知识图片展、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系列

活动及世博知识每日竞答等。读者通过阅读、聆听、竞猜等形式走进读书节，走近书籍，走近上海世

博会。

第五节　服务探索

　　为深入服务，市（县）图书馆突破传统的图书借还，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上作了尝试
和探索。

　　一、信息传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县）图书馆发挥信息传递功能，为

经济建设服务。借助社会科技人员或利用本馆人才，组织农技、电脑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活动，将信

息传递拓展到直接的科技知识传播。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县图书馆组织河蚌养珠、莼菜种植等项农技知识培训。１９８９年，县图书馆与县
农科站联合举办农业科技书展，在屯村、金家坝等七个乡镇展出，书展后对重点读者作跟踪服务。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０日—１６日，县图书馆与市丝绸公司合作，约请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所
在盛泽镇举办吴江县纺织科技图书资料展览会，共展出１４００多册国内外纺织科技书刊。来自１９

个乡镇的８００多人参观展览。自此以后，吴江市（县）图书馆在吴江丝绸公司支持下与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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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编印《纺织科技信息》，延续近十年。吴江市（县）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合作举办的国外纺织品

样本展览也延续４年。

２０００年后，迁到北新路新址的市图书馆利用更好的设施开展国家、国际标准检索、文献信

息网上提供等服务，面向机关干部、军人，儿童、中老年人等各类人群组织电脑知识培训。从

２００２年起开办的中老年人学电脑系列讲座延续至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３年，市图书馆与市妇联一起

在铜罗、桃源等地举办吴江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苗木技术培训、吴江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女

养殖能手、女经纪人培训和吴江市农村妇代会主任农业标准化基本常识培训，编印选送技术

资料近千份。

市（县）图书馆编辑供领导部门参考的《报载吴江消息索引》是又一项信息服务，这项工作的目

标不只限于经济建设，它还是地方文献收集的一种形式。

　　二、社会教育

市图书馆开放新馆后，在开展社会教育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２００６年，吴江市图书馆新增展览厅，举办苏州籍院士风采展、读书乐摄影作品展、航天科普

展、五月阳光美术作品联展、迎世博上海国际海报大赛获奖作品展等展览，营造了图书馆的文化

氛围。

吴江市图书馆利用新馆报告厅不定期举办报告会，开辟全球通———垂虹讲坛。２００７年９月，邀

请河南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王立群与吴江读者作

零距离交流。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２日，垂虹讲坛特邀著名清史学家阎崇年主讲。是年４月１９日起，吴江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仲裁科施春芳讲授《劳动合同法》。还举办“垂虹讲坛·法制月月讲“活

动。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于晓琪主讲“我们身边的法律与道德”；吴江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的王康民作社会保险知识讲座；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史浩明讲授“合同交易中的陷阱

和风险及其防范”。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９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陶瓷馆馆长宁勤征，江西省高级

工艺美术师、景德镇陶瓷馆副馆长陈军，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傅国胜走进垂虹讲坛，讲述“当代陶

瓷艺术”。１０月２５日，垂虹讲坛特邀吴江南邮学院老师季鹤斌主讲“生活的科学和艺术”。１２月

１３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赵武倩就“家庭教育第一方案”开设讲座。垂虹讲坛成为吴江市图书馆为

读者服务的有效渠道。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图书馆开设盲文阅览室，配备盲文书籍７９册、有声读物１１７种和装有阳光读屏

软件的电脑２台。使盲人读者也可以享受到有声资料视听、互联网信息浏览、电子信息查询等图书

馆服务。吴江市图书馆还利用活动场所引进黄波英语培训、小荷作文学校等可以成为品牌的少儿

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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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层图书馆

第一节　乡镇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吴江民众教育馆和盛泽镇民众教育馆内设有图书阅览。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乡镇文化站和俱乐部兴起，全县乡镇图书借阅相应活跃起来，建立不少图

书室、图书箱，据统计，藏书达到几万册。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镇（公社）、大队大部分图书室、图

书箱遭到破坏。１９７６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县乡镇图书室得到恢复。８０年代，中共中央

发出“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号召，乡镇文化中心蓬勃发展，乡镇图书馆（室）也得到长足发展。

１９８３年全县有同里、八坼等５个乡镇建有图书馆（室），总藏书不到１００００册。至１９８７年，已有２０

个乡镇建有图书馆（室），总藏书８４２６２册。乡镇图书馆（室）服务水平也有提高。八坼文化站图书

室举办“致富科技展览”，为读者提供科技信息。１９８８年，江苏省文化厅提出乡镇创建“万册图书

馆”要求，吴江县人民政府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文化主管部门和县图书馆制订创建计划，

至１９９３年，在全国县级市中率先实现乡乡镇镇建成万册图书馆目标。

１９９３年３月９日，市人民政府召开“吴江市全面建成乡镇万册图书馆新闻发布会”。《光明日

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苏州日报》、《扬子晚报》等相继报道。《文汇报》称“吴

江市又得了个‘华夏第一’”（吴江盛泽镇因经济发达被誉为华夏第一镇）。１９９３年５月，《文艺报》

发表文化部政策法规司调查组撰写的文章《苏南小康文化的一颗明珠———记吴江市乡镇万册图书

馆建设》。

表３３１　１９９３年吴江市乡镇万册图书馆全部建成基本情况一览表

乡镇名称 达万册年份 藏书册数 订报刊份数 发证数 面积（平方米） 人员数

八坼镇 １９８８ １５９９１ １１１ ９８１ ２４８ ２

同里镇 １９８８ １３６７７ ８３ １２６３ １２７ ２

芦墟镇 １９８８ １３０７９ ９９ ９００ １０２ ４

震泽镇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１５ １０５ １３００ １４０ ４

梅堰镇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４０ ７４ １３４６ １４８ ３

平望镇 １９８９ １０８２０ ９３ １０００ １３０ ２

盛泽镇 １９９０ １３８８３ ８３ １０００ １２３ ４

南麻镇 １９９０ １２８８１ ９０ １３０７ １２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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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名称 达万册年份 藏书册数 订报刊份数 发证数 面积（平方米） 人员数

北厍镇 １９９０ １１６９５ ８１ ７５３ １００ ２

铜罗镇 １９９１ １１９５０ ３３ １１５０ １００ ３

黎里镇 １９９１ １１０８０ ４５ ６３８ １００ ２

七都镇 １９９１ １０８７７ ９６ ６２２ １００ ２

屯村镇 １９９１ １０３７０ ３０ ３００ １２０ ２

金家坝乡 １９９２ １１３０５ １１ ４１５ １００ ２

八都镇 １９９２ １００２８ ４６ １９６ １２０ １

庙港镇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８８ ３４ １０５ １００ ２

青云乡 １９９２ １００４８ ２３ ２３０ １１０ ２

松陵镇 １９９３ １０２４０ ５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菀坪乡 １９９３ １００６５ ２８ １２５ １００ １

桃源镇 １９９３ １０１３８ １４ ３００ １５０ ３

横扇镇 １９９３ １１０５８ ３３ ３００ ２００ １

坛丘乡 １９９３ １０３４２ 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莘塔乡 １９９３ １００９２ ３５ １８６ １２０ ２

合　计 ２７９８６２ １３０８ １４６１７ ２８５８ ５４

一些乡镇图书馆在实现藏书万册目标以后，更注重开展读者工作，震泽镇文化站将图书馆放进

便利读者的沿街门面房，芦墟镇图书馆一度实行夜间开放。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乡镇图书馆格局有很大变化。２００２年，市图书馆开始在乡镇设立分馆，一些
乡镇图书馆变身为市图书馆分馆。２００６年，市图书馆启动新的乡镇分馆建设方案，先后在震泽、平
望、金家坝、南麻建立分馆。２００７年，乡镇分馆和“农家书屋”建设被列入市政府实事工程，全年建
成９个中心乡镇（区）图书分馆。２００８年，市图书馆又建立９个非建制镇的社区图书分馆。是年，
为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均衡发展，市图书馆在乡镇设立１８个国家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
层服务点，并且与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共建共享文化信息资源。

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市乡镇图书馆藏书总数为５１．６５万册。

表３３２　１９８２—２００２年吴江市（县）乡镇图书馆藏书分年一览表

年份 藏书（册） 年份 藏书（册） 年份 藏书（册）

１９８２ １７２６１ １９８９ １０４６７１ １９９６ ３４２８４８

１９８３ ２１１９４ １９９０ １４４８０９ １９９７ ３７２３１６

１９８４ ４５１４０ １９９１ １８４２２５ １９９８ ３９２６４３

１９８５ ６３６２３ １９９２ ２３６３６９ １９９９ ４０７３８３

１９８６ ７９２３６ １９９３ ２９３８１６ ２０００ ４１６７４８

１９８７ ８４２６２ １９９４ ３１４５５２ ２００１ —

１９８８ ８２７３９ １９９５ ３２７９４６ ２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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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校图书馆

　　一、概况

吴江学校系统图书馆起步较早，２０世纪早期，震泽中学建有独立的图书馆。民国 １１年

（１９２２），同里丽则小学就建有图书馆。民国３５年，唐炳麟捐建盛泽中学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发展，震泽、盛泽、吴江、平望等大镇中学都有规模不等的图书馆。这

些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重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以恢复，但普遍存在家底不清、

分类不规范、管理混乱等问题。因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有的学校校舍不足，图书馆馆舍被挤占的现

象时有发生。

１９８１年起，吴江县图书馆从１２所完全中学入手，协助县文教主管部门抓学校图书馆的恢复性

建设，各馆全面清理图书，重新登记造册，统一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按《中文普通图书著录

规则》编目。县图书馆组织以定期交流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系统图书馆网络活动，促进各学校图

书馆健康发展。

１９８７年，１６所学校的图书馆参加网络活动，图书总藏书量为２０．２万册。９０年代前期，市（县）

图书馆协助市（县）教育局组织中小学图书馆开展创建等级图书馆活动，当时全市中小学图书馆有

４５所。１９９６年，吴江中学将校内原孔庙改设为“新松图书馆”，占地３０００多平方米。是年１１月，盛

泽中学重建炳麟图书馆。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吴江市高级中学、震泽中心小学在新建校舍时，都盖起独

立的图书馆，市高级中学图书馆楼面积为２７１７平方米。盛泽中学、吴江中学、市高级中学、青云中

学、平望中学、震泽中心小学等学校还实施计算机借阅管理。２００８年，据市教育部门统计，吴江市

中小学建有图书馆１１０所，总藏书３３８．５５万册。

表３３３　１９９６年吴江教育系统图书馆网络成员单位一览表

馆　名 获评等级 馆　名 获评等级

盛泽中学图书馆 完中二级 金家坝中学图书馆 初中二级

盛泽第一中学图书馆 初中二级 屯村中学图书馆 —

盛泽第二中学图书馆 初中一级 庙港中学图书馆 —

平望中学图书馆 完中三级 坛丘中学图书馆 —

平望第二中学图书馆 — 吴江职业中学图书馆 —

芦墟中学图书馆 — 吴江师范图书馆 —

芦墟第二中学图书馆 初中二级 教师进修学校图书馆 —

黎里中学图书馆 — 供销职校图书馆 —

北厍中学图书馆 完中二级 吴江党校图书馆 —

八坼中学图书馆 — 吴江实验小学图书馆 —

梅堰中学图书馆 初中二级 吴江第二实验小学图书馆 小学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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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馆　名 获评等级 馆　名 获评等级

同里中学图书馆 — 盛泽第二中心小学图书馆 小学三级

同里第二中学图书馆 — 黎里第二小学图书馆 —

震泽中学图书馆 完中一级 梅堰小学图书馆 小学二级

铜罗中学图书馆 — 同里中心小学图书馆 小学三级

菀坪中学图书馆 — 桃源小学图书馆 —

青云中学图书馆 初中二级 青云小学图书馆 小学三级

吴江中学图书馆 完中二级 北厍中心小学图书馆 小学二级

松陵第一中学图书馆 完中二级 南麻中心小学图书馆 —

八都中学图书馆 — 金家坝中心小学图书馆 —

横扇中学图书馆 — 庙港中心小学图书馆 小学二级

七都中学图书馆 — 八坼中心小学图书馆 —

南麻中学图书馆 — —

表３３４　２００１年底吴江中小学校图书馆情况一览表

系统

名称

阅览室 藏书室

个 面积（平方米） 个 面积（平方米）
藏书（万册） 购书投入（万元）

小学 １２５ ５７２２ ８１ ３１８９ １０８ ５５．６４

中学 ６２ ５５３５ ４９ ４１６４ １１０ １２５．３

　　

　　二、炳麟图书馆

炳麟图书馆是盛泽中学的图书馆。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盛泽实业家唐炳麟先生出任盛湖初
级中学校董，热心捐资助学，同时捐书３０００余册，创办炳麟图书馆。当时图书馆不大，仅有一间厢
房，由一位老师兼作图书管理员。

１９５６年，盛泽中学改为公立，学校图书馆规模有所扩大，但“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破坏。“文
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拨乱反正，整顿并扩展图书馆，至１９８３年，藏书达１２３５４册，馆舍面积８６平
方米。

１９９５年，市、镇、学校共同出资１４万元，为盛泽中学图书馆更新馆舍、设备，添置图书，使其面积
接近４００平方米，藏书达到３８４００多册。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４日，美籍华人唐仲英继承父业，捐资５０万美元重建炳麟图书馆。唐仲英，１９３０

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他父亲唐炳麟是一名实业家，热衷于家乡教育事业，曾任盛湖初级

中学校董，１９４６年６月，唐炳麟为盛泽中学出资捐建“炳麟图书馆”。日本侵华期间，唐仲英幼年便
随父迁至重庆，而后辗转到香港。１９５０年自香港赴美求学，毕业于威得恩大学（Ｗｉｄｅｎ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和伊利诺伊理工大学〔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ＩＴ）〕。之后白手起家，涉足多种行业。１９６０
年开始建厂，１９６４年独资创建第一家钢铁服务中心———国际物资公司。至１９８０年，唐仲英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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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３０多家企业，唐氏工业集团初具规模。１９８２年，唐仲英收购美国著名的麦克罗斯钢铁厂，从而

使唐氏工业集团跻身于年销售额逾１０亿美元的私营企业行列，唐仲英被誉为“钢铁大王”。１９９９
年，唐氏工业集团被美国《福布斯》杂志排名为全美私人公司第１５７位。唐氏工业总部设在拉斯维

加斯，雇员超过３０００人，主要生产或加工钢铁、铝和医药品。从１９９５年起，唐仲英在美国先后创立
了三个基金会：唐仲英基金会（中国）、唐仲英基金会（美国）和唐氏中药研究基金会。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７日，唐仲英为盛泽中学捐资易地重建的图书馆新馆落成。馆高３层，总面积近３０００平方米，内设
师生阅览室、书库、报告厅、多媒体资料室、音像室、电脑借阅系统等设施。２００１年６月，唐仲英再次

向炳麟图书馆捐赠５万美元，用于购置新书。是年，炳麟图书馆在吴江市率先创建成江苏省中学一
类图书馆。

至２００８年，盛泽中学炳麟图书馆藏书近８万册，已实行计算机管理。图书馆作为教育服务屡
受表彰。

第三节　企业图书馆

　　６０年代前后，盛泽、平望、黎里等大镇的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特别是国营大厂，由工会开设图
书馆，集中数量不等的小说、连环画等通俗读物可供借阅。企业将此作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福利

事业，职工非常欢迎。由于当时还少有公共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实际上起到了公共图书馆的作用。

１９８５年起，吴江县图书馆从松陵镇主要工厂入手，辅导建设企业图书馆。１９８６年组建全市工
会系统图书馆网络，当时有１８个工会图书馆参加活动，１９９７年增至２２个单位。工会图书馆网络活
动活跃，经常组织业务培训，促进业务管理规范化；经常召开例会交流经验，互通信息；还组织检查

评比，组织开展职工读书活动。据当时对其中１６个单位的统计，总藏书为８２７１９册，平均每个图书
馆藏书５０００册左右。９０年代后期，市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已经发展起来，职工文化生活逐渐社会化，

企业图书馆的功能开始弱化；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有企业转制、倒闭，发生许多变故，吴江市

内原有的一批企业图书馆逐渐消失。到２０世纪末，企业图书馆网络已不复存在。

２１世纪初，吴江市内出现一种新形式的企业图书馆，即外资、台资企业图书馆。外资、台资企
业远离市区，职工较多，建立图书馆成为企业改善职工业余生活一项重要措施。吴江经济开发区的

华渊电机（江苏）有限公司为其先行者。

第四节　农家书屋工程

　　农家书屋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部
署，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其列为一号工程。《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须按

照“政府资助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助管理，市场运作发展”的要求，支持开办农家书屋。２００６

４６１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年起，吴江市新闻出版局按照上级新闻出版部门的工作部署，创新农村文化建设思路，把农家书屋

建设作为工作重点。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开展试点，为盛泽镇渔业村等２０个村（社区）首批建成的农家
书屋挂牌。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从２００７年起将农家书屋建设列入政府实事项目。市政府连

续出台《关于２００７年建立吴江市图书馆分馆和农家书屋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快农家书屋工程
的意见》两个文件，明确农家书屋建设的目标任务、时间进度、政策措施和管理考核要求。市文广

（新闻出版）、纪检、供销、民政等部门以多种方式参与共建，各镇（区）成立领导小组，出台相关政

策，加快建设进度。许多镇（区）农家书屋还提高标准，在配备书架、阅览桌椅以及书报刊的基础

上，添置电脑、电视机、ＤＶＤ机、空调等设施。２００７年，吴江有２个农家书屋被评为江苏省先进农家
书屋，２名管理员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２００８年，市文广（新闻出版）局把“农家书
屋”建设作为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项目，新建成农家书屋１３２家。同时，各镇（区）农家书屋认

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对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固定开放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在该年

的江苏农民读书节期间，吴江市农民撰写读书征文２４篇，市新闻出版局向上推荐农村读书明星３

名、读书节优秀活动１项。至２００８年，全市２５０个行政村全部建成农家书屋。

第四章　著作目录

　　吴江自古以来是书面著作的丰产之地，古代学者著作汗牛充栋，有不少流传至今，而现代著作
还在不断涌现。吴江学者个人著作和有关吴江地域的团体著作，都是研究吴江文化的宝贵资料。

本章著录历代吴江学者个人著作及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单位部门团体著作。限于篇幅，不论著

作者是本地还是外地，著作内容性质、著作方式如何，均录其书名，以期留存线索。个人著作大致按

作者出生年，团体著作按市级党政机关，乡镇和其他单位次序排列。因涉及面广，恐难远近毕集，这

里呈现的仅是一个概貌。

第一节　个人著作

　　庄忌 庄夫子赋二十四篇

庄助 相儿经一卷 庄助四篇 严助赋三十五篇

张温 尚书十四卷 三史略二十九卷 张温集六卷

张俨 默记一卷 张俨集一卷 誓论三十卷 太古蚕马祀一卷

张勃 吴录二十卷 吴地理志 土地记

张翰 张翰集二卷 张季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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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公 嘉瑞记一卷 棋品一卷 陆云公集十卷

顾野王 玉篇 顾野王集十九卷 舆地志三十卷 符瑞图十卷 顾氏谱传十卷 分野枢要一

卷 续洞冥记一卷 玄象表一卷 尔雅音注一卷 陈书三卷 古今地谱二卷 建安地记二篇 十

国都城记十卷 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 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

陆琼 陈书四十二卷 嘉瑞记三卷 陆琼集二十卷

陆琰 陆琰集二卷

陆瑜 陆瑜集十卷

陆从典 后史

陆龟蒙 古今小名录二卷 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 甫里集二十卷 松陵集十卷

耒耜经一卷 吴兴实录四十卷 名贤姓字相同录一卷 三教编一卷 诗编十卷赋六卷 渔具泳一

卷 记锦裾一卷 零陵总记一卷 三异人传一卷 陆鲁望文集八卷 陆鲁望文抄一卷 陆补阙诗

集二卷补遗一卷 天随子

谢炎 谢化南文集二十卷

谢绛 谢希深文集五十卷 注韩非子二十卷 注公孙龙子三卷

谢景初 宛陵集

谢景平 诗书传说

王伯起 唱道野集

王苹 麟角集（王蓕撰，王苹辑录） 王信伯集四卷 论语集解 古今语说 王著作集八卷

周易传一卷 宋宫教所录

陈长方 唯室集四卷附录一卷 步里客谈二卷 汉唐论二卷 尚书传 礼记传 春秋传 两

汉论十卷 辩道论一卷

周宪 震泽纪善录一卷

王谊 春秋类书 拙乡居士集五十卷

王份 馰庵集十卷

黄由 盘野诗集

胡与可 惠斋居士集

王? 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 巢睫稿笔五十卷

赵銵老 拙庵词一卷 拙庵杂著三十卷外集四卷

陆云龙 十六家小品

陆唐英 乐安遗稿

王德文 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一卷

沈义甫 乐府指迷一卷 时斋集 遗世颂

叶茵 顺适堂吟稿甲乙丙丁四集各一卷 甫里集二十卷（陆龟蒙撰，叶茵编）

杨娃 题画诗一卷

孙锐 耕闲先生集

赵时远 赵时远诗

王
(

云峤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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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恕 仙山访隐图一卷

丁敏 朦庵集

张渊 心远堂集 张清夫诗集（一作《素心堂诗集》）

萧国宝 辉山存稿

陆行直 词旨二卷 乐府指迷二卷（上卷张炎撰，下卷陆行直撰）

王朝臣 或默轩诗文集

智宽 云海倡和诗

王原杰 春秋谳义十二卷 贞白英华集 水云清啸集

盛舆 滴露斋稿 韵书群玉

盛应发 啸古集录

华幼武 黄杨集三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

朱凤 樵唱集

朱良实 松陵续集 渔唱集 守拙集

邹奕 吴樵稿

萧规 湘山樵寓集

莫礼 东村诗稿 北征集

顾谅 仪礼注 西村省己录二卷

宏道 楞伽经注解

凌昌 仪古集

顾麒 家范

任伯通 参同契章句 易外别传订正

盛逮 原道集

王智 存诚录八卷 淮清堂文集

吴简 守约集 史学提纲 论语提要 诗义 月潭诗集

窦德远 （洪武）松陵志

沈黻 西斋集

朱应辰 漱芳集（一作《寄翁集》）三卷 漫抄十卷

薛穆 北涧生稿

任仲真 莼香小集 有竹居诗稿

徐衍 仲易诗集

莫礼 东村诗稿 北征集

谢常 桂轩诗集一卷 东溪集

张
)

陶庵集八卷

陈沐 遁甲全书 奇门纂要 七元禽演

盛缌 盟鸥集

陈序 日涉园诗史

史仲彬 致身录（一作《奇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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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源 澄庵集

黄本 白庵遗稿

梁时 噫余集

凌德修 盱江集

吴复 雪区稿 霞外集 甲子循环图 盛唐诗选

吴颐 桃溪集

陈谟 陈昌言文集

陶振 钓鳌集 云间清啸集一卷 陶振赋一卷

张适 甘白 乐圃

盛寅 盛御医集（一作《流光集》） 医经秘旨二卷 脉药玄微

吴藻 质庵集

吴骥 蒙庵集 归田稿 同里先哲志四卷

陈克礼 莺湖八景志

陈宣 鹤麓绪言

袁颢 主德篇 脉经一卷 春秋传三十卷 周易奥义八卷 袁氏家训二卷 袁氏痘疹全书三

卷 针经一卷 袁氏痘疹丛书五卷

沈士静 易说宗要 悟心微论

夏庆 菊轩集四卷

梅衡 瓢溪集六卷

吴镇 湖海耆英集

吴本 （正统）增辑松陵志

梅鼐 馰庵集十五卷

莫震 由庵录十九卷 家礼节要一卷 石湖志四卷 莫震诗文集二十二卷 霆威日记六卷

嘉鱼县志三卷

史珩 宜晚楼集

任敏 琴理一卷 经笥堂类稿四卷 吴江曲十调 山塘竹枝词

梅伦 归田集三卷 余庵集十二卷

梅俊 雪轩诗稿八卷

尹宽 易斋稿

吕志坚 家范一卷

汝 桂轩集

盛昶 休休翁集

王贵 玉川书塾问答二十卷

黄乔 茶谷集

何升 归闲稿

汤涤 思庵杂稿

蔡升 震泽编八卷（蔡升辑，王鏊重修） 太湖志 西岩集 具区百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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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旦 鲈乡集 贞孝录 （天顺）松陵志十卷 大明一统赋补四卷 学业须知四卷 （弘治）吴

江县志二十二卷 （正德）吴江续志三卷 石湖志六卷（莫震撰，莫旦增补） （成化）新昌县志十六卷

汝讷 学鸣集十五卷 北游稿二卷

史鉴 礼疑 礼纂 西村杂言 小雅日抄 西村集八卷附录一卷 西村十记一卷附录一卷

西村先生集二十八卷附录一卷 西村文抄五卷附西村集抄一卷 史山人集一卷 大明文约

吴? 石居遗稿

袁祥 建文私记一卷 春秋或问八卷 新旧唐书折衷二十四卷 天官纪事六卷 慧星占验一

卷 六壬大全三十六卷 乐律通考八卷 建文遗事 革除编年 忠臣录

曹孚 枫江集 平望镇志

姚明 月桥遗稿 客溪诗集四卷

叶绅 黄门奏疏十卷 毅斋文集四十卷

汝泰 来斋集 性理补注

吴軻 懒溪集六卷

沈奎 沈氏诗集录十二卷

王哲 好斋集十卷

赵宽 半江集十五卷

赵宏 渔庵集一卷

顾宽 感梅诗集

李瓒 同里志

崔澄 传响集十二卷

吴亿 默庵集 管窥集

宋文昌 居易稿六卷

宋恩 仰高集

汝文璧 假年集

汝砺 西归集 尚书世业录 叙州府志 三峡诗稿

静可 笑庵集

曹镤 林归集（一作《桐邱集》，内诗十卷古文二卷）

沈愚 古直稿

吴山 吴尚书疏议 治河通考十卷

叶升 南湖诗稿 云斋集

史臣 四书讲义

周用 读易日记一卷 周恭肃公集十六卷 楚辞注略一卷 周恭肃公奏议二卷 周恭肃公家

训 禹贡纂注一卷 周白川泼墨山水 周恭肃公词一卷

吴岩 世恩录一卷 维石奏议二卷

王云 葵南先生集

陈理 同川集 宋元遗事二卷 四礼规 陈氏族谱 吴江志稿

钱卿 石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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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道 赘生诗草

陆鲤 钓滩集十八卷 伤寒论略

史永龄 梅谱 浮篓集

沈素瑛 香奁集

顾? 寒松斋存稿

顾籨 孝经忠经传注 天山集

陆金 石里诗集

袁仁 大易心法 三礼六法十八卷 毛诗或问二卷 纪年类编四卷 尚书砭蔡编（一作《尚

书蔡注考误》）一卷 春秋胡传考误（一作《针胡篇》）一卷 一螺集八卷 韵府群玉补遗四十卷

张禄 词林摘艳十卷 北八宫八卷 南九宫一卷 南北小令一卷

张源 浮浮集 赋溪文集

沈汉 水西谏疏二卷

王銮 原治二篇

任中权 洪器诗遗

张铨 张莼江先生存笥集二卷

庞誢 吴江集六卷附录一卷

崔 春江漫稿

曹应仙 湖上稿 归吴编

陈策 说铃 九华集 东行集 曹县志

毛衢 六泉诗文集二卷 宦成征献录

周相 陆田遗稿

钮仲玉 凫溪漫稿 五浮山人集 五浮山人诗集

赵祚 东川集

沈 牧越议略 杜律七言注 家居稿 南北稿 越吟稿 楚吟稿 西台净稿 鸡窠岭稿

吴江水考五卷 南船记四卷 南厂志 （嘉靖）吴江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与纂） 晴窗便览

姜元 玉华山人集 宫词百首

李炫 榆村稿

沈察 少虚山人稿

闵如霖 午塘诗集

张基 孝经大义一卷 读书疑二卷 独鉴一卷 广颐一卷 定性书注一卷 近思录补正 养

生汇一卷 道要一卷 感兴诗注一卷 张基诗文二卷 征行录一卷

李济 寓衡稿 续衡稿

叶薇 北征日记 紫山集

沈应元 心学纂言

皇甫涣 莲塘漫笔一卷

吴禄 食品集二卷

崔南阳 艺宛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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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节 顾中父集二卷

杜伟 书经说意十卷 静坐诀 学聚录八十卷 正学编 尚书笔记 四书笔记 顺性录 四

书口授三卷

王可大 悬简集 国宪家猷五十六卷

徐师曾 周易演义十二卷 礼记集注三十卷 世统纪年六卷 湖上草堂集十四卷 正蒙章句

八卷 咏物诗编十二卷（辑） 临川文粹四卷（辑） 明文粹（辑） 经络全书二卷（前编沈子禄撰，

后编徐师曾撰） 文体明辨八十四卷 注南宫靖一小学史断四卷 小学史断前编一卷 小学史断

续编一卷 六科仕籍二十六卷 宦学见闻 途中备用方二卷 校注病机赋三卷 诗体明辨二十六

卷 （嘉靖）吴江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与纂）

沈子禄 经络全书二卷（前编沈子禄撰，后编徐师曾撰）

顾曾唯 西台奏议 闽越杂咏 周易详蕴十三卷 顾氏易解一卷 吴门啸稿 郊西旅草 清

萧稿 即易说 西粤疏草

顾曾贯 易经了义 恒斋集

周大章 禹川集五卷（子目：文艺集二卷 御倭武略三卷） 禹祈山人诗略一卷

任秀之 陶集评略 中丞集注 湖村集

任之重 六壬举要 任之重文集八卷 陶村集

陈厚 图书解 三礼辨义

周大韶 兵家绪言 水利节略 竹素山房删剩草 三吴水考十六卷（与张内蕴同撰）

周兆南 两峰遗草

史羊生 合溪吟略 匪莪集 志学稿 青衿稿

赵重道 三余馆集十二卷

周式南 养室诗文集 夷贞集

沈化 儒宗正脉 蒙训编 古文汇抄

陈王道 西台谏草 宏略堂集 浩庵诗稿 宏略奏疏一卷

潘志伊 不遇纪事 山东问刑条议

沈位 都邑便览 尚书笔记 柔生斋稿四卷 柔生斋历代文选二十卷（辑） 名文品汇（辑）

论文二十六则 吴江沈氏家谱

袁衷 庭帏杂录二卷（与袁襄等同录）

袁黄 群书备考 两行斋集十四卷 皇都水利一卷 宝坻劝农书二卷 历法新书五卷 游艺

塾文规五卷 游艺塾续文规十八卷 历代纲鉴补三十九卷 袁氏易传十卷（一作《周易补传》四

卷） 河图洛书解 诗外别传 石经大学解补一 中庸疏意二卷 皇极考 赋役新书（一作《袁氏

政书》）二卷 静坐要诀 祈嗣真诠一卷 评注八代文宗八卷 屯田马政治河考 心鹄 了凡四

训一卷 通纪统宗（袁黄、卜大有等同辑） 表式表括表讴言 旁注史汉芳润五卷（吴了凡、袁黄同

注） 禹贡图说一卷 资生镜 摄生三要一卷 古今经世文衡二十八卷 袁氏丛书九种（辑，子

目：袁颢／袁氏家训二卷 袁仁／毛诗或问二卷 袁仁／书经砭蔡编一卷 袁仁／春秋针胡编一卷
袁天启／历代纪年一卷 袁仁／纪年类编四卷 袁仁／一螺集八卷 袁衮／袁参坡小传一卷 袁衮／

庭帏杂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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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孚闻 周易日抄十一卷

卜梦熊 晚香亭集十集

大德 浮玉集

王锡命 葆光阁集

王叔承 吴越游编七卷 后吴游游编二十一卷 荔子编二卷 壮游编二卷 芙蓉阁遗稿三卷

潇湘编二卷 岳色编二卷 鑞螟寄尺牍十卷 鑞螟寄杂录八卷 鑞螟寄别录一卷 宫词

王忠 抢榆集 梁蜀稿 湖上集 余生草

沈倬 纪志稿三卷

史长 韭溪集

徐行 说剑斋集

董汉策 诸家篆韵纂要五卷 补计然子一卷 王帖十卷

孙从龙 经武商骘（一作《经武全编》） 易经参疑首编二卷外编十卷内编四卷 周易参疑

十卷

顾大典 清音阁集 海岱吟 闽游草 园居稿 青衫记二卷 葛衣记二卷 义乳记 风教编

稽山集二卷

沈与龄 医便初集二卷

赵世美 镜吾集（一作《就闲斋稿》）

真可 长松茹退二卷 紫柏老人集十五卷首一卷 紫柏老人集二十九卷首一卷 紫柏语录一

卷 心经要论一卷 心经直谈一卷 心经浅说一卷 心经出指一卷 紫柏老人集心经说 紫柏尊

者别集四卷附录一卷 八识规矩解一卷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解一卷 释金刚经一卷

沈俊 养复诗稿一卷

周叔宗 交芦庵稿

周祯 不夜斋集

周祝 石斋集 广禅喜集

周辑符 虎林八订 晏如斋集

张尚友 存笥集六卷

吴秀 林居文稿 九江府治绩纪略

王克谐 王克谐遗稿一卷

孙世庸 台省宝鉴

史中经 易经□义 四书□义
陆云庆 四部类稿六十四卷 唐诗类编

宁祖武 迂公诗草

马贯 四书宗旨十五卷 古今类义二十四卷

顾曾瑜 息机稿

俞安期 ??集四十卷 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 诗隽腹腴五十卷 唐类函二百卷目录二卷

启隽类函一百五十卷 类苑琼英十卷 栖霞编 雍胜略二十四卷 庄骚合刻二种十二卷

史谟 省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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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默 庄子解 周说六卷 吴因之易说六卷 旁注左国芳润六卷 吴因之稿一卷 九会元集

九卷 锲吴会史记要删评林四卷 西汉要删评林四卷（选辑）

沈瑾 元览斋稿 借一斋稿 天香馆稿 坎蛙吟稿

沈瞡（字伯英） 增定南九宫曲谱二十一卷附录一卷 论词六则 正音编一卷 古今词谱二

十卷 古今南北词林辨体 北词韵选 南词韵选十九卷 唱曲当知 属玉堂诗文稿四卷 词隐新

词二卷 月下纳凉词（辑） 沈瞡集（徐朔方辑校） 博笑记二卷 重校埋剑记二卷 重校十无端

巧合红蕖记二卷 情痴呓语一卷 曲海青冰二卷 评点乐府指迷 一种情传奇二卷 义侠记二卷

重校双鱼记二卷 桃符记一卷 合衫记 鸳衾记 分柑记 四异记 凿井记 珠串记 奇节记

结发记 同梦记 新钗记 分钱记 十孝记

朱鹭 建文书法拟前编一卷正编二卷附编二卷 拥絮迂谈一卷 青浮子髯籁 爱日图 名山

游草

顾曾瞞 缪仲淳本草经疏

曹 （顺治）屯村志一卷

陈光赞 川流集

周应愿 江左集 印说一卷

叶重第 义田记 汾湖汇稿

毛寿南 仁山集

庞秉道 人籁编

沈储 谱牒

沈瓒 静晖堂集六卷 定庵尚书大义 节演世范敷言一卷 沈氏义庄条约一卷 近事丛残

四卷

顾而尹 易统 四书解

沈琦 家塾私语一卷 珠树轩稿

曹大义 卷阿漫咏

曹大武 竹坡集

顾庆延 碧堂诗稿

孙履恒 廿一史选驳一百卷 裒谷子商骘武经七书十卷附武略杂言一卷

王廷润 分湖唱和集

周日宽 瓮天集

毛以? 审雨斋诗稿 尚书讲义 感红诗百绝 松陵毛氏族谱五卷（与毛以燧同修，毛丕烈

重修）　

毛以燧 粲花馆诗集二十卷 松陵毛氏族谱五卷（与毛以?同修，毛丕烈重修）

周道登 清生阁集 天启大婚礼仪注

吕纯如 学古适用篇九十一卷

周应翶 摭芳圃集三卷

潘锡祚 南阳问答

王家彦 易义独断（一作《易节独断》） 语录汇纂 独秀轩集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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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宪臣 燕超集（吴炎序）

庄元臣 叔苴子内篇六卷外篇二卷 金石撰 四书觉参符二十卷 时务策 三才考略十三卷

凤阁草 文论十篇 曼衍斋文集 曼衍斋草 松陵文集 湖上联句集一卷 庄忠甫杂著二十八种

七十卷（子目：昭代事始一卷 朝纲变始一卷 叔苴子十卷 叔苴子内篇十二卷 拾遗一卷 叔苴

子外篇十四卷 庄子达言一卷 古诗猎隽一卷 南华雅言一卷 重言一卷 伐山语一卷 唐诗摘

句一卷 韩吕弋腴四卷 二术编二卷 庄氏族谱一卷 水程日记一卷 治家条约一卷 家书一卷

搜微录一卷 言解一卷 涉古记事一卷 卮言日出一卷 锦盘奇势一卷 论学须知一卷 行文须

知一卷 客谈一卷 文诀一卷 阴符经注解一卷 剪彩二卷 杂录一卷）

赵士谔 署礒疏稿 抚宣疏稿 蹇卿集 中丞诗选

吴承光 古文抄十六卷

赵葵 萍游草 知非稿

陈万言
*

园集 鼎镌诸方家汇编皇明名公文隽（袁宏道选，陈万言汇评）

史叔成 周易图说 归田杂咏 南郭鑄谈二卷

沈蠧 阅古笔记

沈珂 沈巢逸散曲

沈繤 净华庵诗稿二卷 按黔疏稿 按齐疏稿 宏所谏疏一卷 人物考一百五十卷

张世伟 泌园集二十六卷 自广斋集十六卷附周吏部记事一卷 张异度诗一卷

张世俊 家刻世集

沈正宗 盗铸酿乱论 平流贼议一卷 巡梁稿四卷

李逢节 静观斋集

陶朗先 陶元晖中丞遗集二卷 陶元晖中丞遗集续编

陆恒 秋浦日笺 自叙篇

吴焕 按秦奏疏四卷 西台奏疏一卷

任世德 淞江诗文集

沈士哲 南野公余祥刑小记 百忍堂集 燕游草 澄翠轩稿

史册 （崇祯）吴江县志二十二卷首一卷（史册撰，史在相补） 隆平纪事一卷 建文世纪 三

闰世纪 松陵风雅 黄溪志

沈自昌 紫牡丹记传奇

任士奇 孟子日抄 左史抄

顾祖奎 五伦箴 乡约讲说 哀贤人草

朱陛宣 聚奎堂文稿

顾 治心广孝书 闺德纪略

胡? 三贞集

周宗建 老子解 八识规矩注 周忠毅公奏议（一作《周来玉奏议》）四卷 忠毅公诗稿一卷

论语商二卷 周忠毅公集 新刻注释孔子家语衡二卷首一卷 新刻周季侯评选名文衡八卷 道德

经解

周永年 虎丘志 怀响斋集 中吴志余 吴都艺文志 松陵别乘 词规 松陵先哲咏 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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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乘 邓尉圣恩寺志十八卷 借书园书目五卷 周安期诗一卷

周永言 晚香斋诗余

周永肩 史谈苑摘录一卷

顾道喜 松影庵词

朱陛官 半酣集

周应仪 南北游草三卷 川上草堂集

沈同和 望湖亭传奇

朱天麟 道统录 治统录 天文度辨 六韬纂述 七观斋集 毋自欺编 易鼎三然一卷 笃

亲论 虞驰七观 雉城诗集 曾子孝诠 一弦草

叶逢春 洞庭叶氏家谱

计成 园冶三卷

沈自晋 广辑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一作《南词新谱》）二十六卷 南词谱余杂论 黍离

续奏一卷 越溪新咏一卷 翠屏山二卷 望湖亭记二卷 不殊堂近草一卷补遗一卷 赌墅余音

续词隐九宫谱 耆英会

顾文亨 经世声音臆解 经世总图 春秋类记 订补记事本末 易鉴 洪范畴解 星江杂著

诸史石言 甲乙帐 皇极经世参

沈自继 平邱集四种 针史

仲绍颜 克三男子集四卷

仲绍光 书巢小草六卷

张应麟 浪游草

卜舜年 绿晓斋自选全集四卷首一卷 绿晓斋外集一卷杂文一卷 诗来一卷附录一卷 石林

西墅遗稿一卷

陈龙正 掌上录言 程朱遗书（辑）

沈颢 画尘集 枕瓢集 焚砚集

庄汝培 抱膝吟一卷

陆文衡 啬庵随笔六卷末一卷 方房诗剩一卷 啬庵手镜一卷 追维往事录二卷

叶绍袁 天寥集 榈麈集 纬学辨义四卷 甲行日注八卷 读史碎金（辑） 楞严集解（辑）

金刚经注（辑） 参同契注（辑） 风庐记事诗 自撰年谱一卷 年谱续纂一卷 年谱别纪一卷

湖隐外史一卷 叶仲韶诗一卷 填词集艳 午梦堂十二种〔辑，子目：沈宜修／鹂吹二卷附一卷 梅

花诗一卷 叶纨纨／愁言一卷附集一卷 叶小鸾／返生香（一作《疏香阁遗集》）一卷附集一卷 叶

小纨／鸳鸯梦一卷 叶绍袁／窈闻一卷续一卷 沈宜修／伊人思一卷 叶世翶／百遗草一卷附集一

卷 叶绍袁／秦斋怨一卷 叶绍袁／屺雁哀一卷 叶绍袁／彤奁续些二卷 叶世莇／灵护集一卷附一
卷 叶绍袁／琼花镜一卷〕

沈宜修 鹂吹二卷（一作《午梦堂遗集》） 伊人思一卷 梅花诗一卷

袁俨 尚书百家汇解六卷 抱膝斋集三卷 抱膝斋漫笔三卷 续群书备考三卷

沈宠绥 度曲须知二卷 弦索辨讹三卷

沈自征 脍残编 渔阳三弄 沈君庸先生集一卷 鞭歌妓一卷 簪花髻一卷 灞亭秋一卷

５７１

第三篇　文献流传和图书馆服务



冬青树

沈静莼 适适草一卷 颂古一卷 郁华楼草

潘一桂 中清堂集十七卷 古韵通考二十卷 枫叶社诗选一卷 尚书衍义 东游集 旨斋诗

草一卷（张泽撰，潘一桂选）

凌义渠 凌忠介集 湘烟录

沈自友 绮云斋稿

张倩倩 寄外词

范善缘 两湖吟集

金之俊 息斋集 文通公集二十卷（诗集六卷奏疏六卷外集八卷） 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

端敬皇后行状一卷附传一卷（附传金之俊撰） 冯母范氏墓志铭一卷 珥笔闲吟一卷 金岂凡诗

选一卷 游洞庭西山记 游南岳记 游天目山记 子华子（程本撰，金之俊评）

毛莹 晚宜楼集二十四卷 竹香斋词

张内蕴 三吴水考十六卷（与周大韶同撰）

孙宗一 学庸臆说 易辨 春秋辨

周季华 空一斋诗

赵君邻 礼记正业

赵圣邻 礼记会通

汤豹处 贮真斋笔尘

王大可 三山汇稿八卷

沈自籍 啸阮集

沈永瑞 沈云襄散曲

吴铭训 经义集说 三史异同考 垂竿集 吴氏七子诗（与振奇、振远、端宸、宗潜、宗泌、肕

同撰）

秦端木 舒啸集

沈永迪 南村遗稿

李素甫 元宵闹传奇二卷 再生莲 落花风 稻花初 卖愁树

汝可法 筏喻 佩鉴 大观

叶树人 春晖堂诗文集二卷

陆绍珩 醉古堂剑扫十二卷

叶绍 按粤疏草二卷 按晋矜疑 阳明要书八卷附录五卷

赵广 饮仙集 课余杂著一卷

陆云祥 浮湘指略 筠轩集 鸿撰堂自选稿二卷 筠轩纪略 筠轩释略 甲乙义师始末

赵康 燕游遗稿一卷

吴有涯 客编奏议四卷 燕游草

叶绍泰 汉魏别解十六卷（与黄澍同撰） 名文宝符 梁帝王合集三十八卷（阎光世原编，叶

绍泰重编）

王顺阳 潇洒独吟编（文震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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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世芳 巢雪草（施堙选序）

吴臬 山响斋稿

吴应辰 春秋麟旨

沈自明 三友堂稿 伤寒

沈永达 贵我斋诗集

沈静筠 橙香亭词

王尚仁 寄闲吟

吴道 山响斋诗稿

周廷祚 周忠毅公行实·神道碑·墓志铭 周忠毅公奏议（编）

周廷禧 蘖潭诗稿

吕一经 古今好议论十卷 梦余语二卷非庵杂笔一卷

张隽 易序测象一卷 与斯集六十卷 象历 三踚纪略 西庐文集 卖菜言 九宫编 西庐

诗草四卷 东池诗集五卷 古今经传序略 象纬

董二酉 尚书集解 四书集解 吴江诗略十卷

徐韫奇 吴郡志略 徐氏日记 闲窗集异 适志集，一名《西蒙吟稿》

吴晋锡 奇门遁甲 六壬纂要 刘伯温玉棹银河集增补 半生自记二卷

沈自炳 丹棘堂集 沈君晦诗一卷

赵庾 甲申殉节诸臣传 雅南堂诗稿一卷

周灿 西巡政略十卷 泽畔吟草一卷 乙丙时事 周恭肃公家规

计大章 读易随笔 洗心斋诗文稿六卷 学庸解玩 洗心斋语录 大学解 中庸解

通问 续高僧传 续灯存稿十二卷 箬庵和尚语录十卷

俞南史 鹿床集 唐诗揽香集 唐诗正三十卷（与汪森同辑）

朱明德 广宋遗民录 天地间集 耆旧传 五湖集 明清纪略目录一卷

仲时铉 漱石斋诗文稿 二祀定则一卷 丧礼补注

仲时 盛湖八景诗

赵瀚 和雪堂诗稿 再生蔓草

沈永弼 雄飞馆诗文稿

任大任 中庸解一卷 易学纲领 诗经解 文选评略 坦斋遗稿 皇极声音 萃古类考 离

骚明义 马班文定 三苏文定

潘尔彪 虞性草

沈永隆 不珠集

周琼 借红亭词 比玉新声（与吴琪同撰）

杨
+

雪湖诗集

潘凯 平望志四卷 本草类方 贻令集 复社或问一卷

沈自然 来思集 闲情集

沈自 亡友五君传

朱鹤龄 毛诗通义（一作《诗经通义》）二十卷首一卷附录一卷 杜工部诗集二十卷集外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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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补注一卷文集二卷 李义山诗注三卷补注一卷 尚书埤传十五卷补二卷首一卷 尚书考异补一

卷 书经考异一卷 读左日抄十二卷补二卷 左氏春秋集说二十二卷 易广义略四卷 愚庵小集

十五卷附录一卷 禹贡长笺十二卷 松陵文征二十八卷（辑） 寒山集（辑） 群贤梅苑十卷 愚

庵杂著一卷 乐府笺题二十四卷（与顾有孝同辑）

胡梅 清壑道人诗集 玉台后咏 闽游草 元岳草

赵涣 春草堂诗稿一卷 唱酬余响一卷（与史玄同撰） 东湖唱和集（与史玄、吴籣同撰）

周慧贞 周挹芬诗集二卷 霞光集

沈肇开 语石斋稿

沈自晓 吴江竹枝词

吴 复社姓氏录一卷 升恒堂集十卷 读史存信存疑二帙

吴鐹 陆石子诗集四卷 荻水遗诗

吴允夏 震泽镇志

孙淳 梅绾居存草二卷 国表初集二集三卷

孙杰 痘疹歌诀二卷

徐天俊 四书解 易经本义解

吴振鲲 聊复言稿

吕云孚 古林集

沈应瑞 明乐志二卷 介轩遗稿

顾伯宿 广喻林三十卷 天全子传 再生记

孙昱 正气编 奇男子集 读史揽要

叶襄 吟稿 红药堂诗

沈皇玉 鲈乡诗文集 浔溪稿

陆山斗 芦中吟

宁若生 春晖堂诗草

李陛 自怡斋集

汤三俊 贮真斋遗集四卷

张泽 旨斋诗草一卷

薛大训 列仙通记六十卷 贤良对策 紫光遗稿

吴溢 （顺治）太和县志八卷 双遇蕉

叶纨纨 愁言（一作《芳雪轩遗集》）一卷

包捷 西山集

包振 砚石山房诗草

顾宗玮 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 春秋通例一卷 春秋稽疑一卷 春秋参同一卷 春秋提要

发明一卷 三传异同一卷 春秋图谱一卷 春秋笺释一卷 春秋余论一卷

王国佐 论孟精义三十四卷

徐白 竹笑庵集 思逝集

翁逊 翁仲谦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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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耀始 紫岩樵唱

赵清 鹤田子集

史玄 河行注一卷 盐法志四卷 旧京遗事三卷 梅西杂志二卷 松陵耆旧传四卷 弱翁诗

集十卷 弱翁文集八卷 东湖唱和集（与赵涣、吴籣同撰） 汉武帝集一卷 唱酬余响一卷（与赵

涣同撰） 玉花记传奇 支道林外集一卷（释支遁撰，史玄辑）

吴籣 富强要略十三篇 北征小咏一卷 东湖集八卷 吴节愍遗集二卷 客问一卷 吴长兴

伯集五卷 惕斋遗书四卷 东湖唱和集（与史玄、赵涣同撰） 梦蟾诗存一卷

孙兆奎 经志斋稿

沈自南 艺林汇考二百卷 历代纪事考异四十卷 乐府笺题二十四卷（与顾有考同撰） 妇

人名字考四卷 恒斋诗稿四卷 吴江竹枝词一卷（与蒋自远同撰） 明五朝纪事本末十八卷 酬

赠草一卷沈子律陶一卷

沈自东 小斋杂制十一种〔子目：丹?箴 撰美篇（一名《千姓类编》） 七晋（一名《贞志赋》）

文赋 墨绣赞 孤山竹阁集 湖滨步月集 戊巳新篇 群书备问 群书辨讹 医学博议〕

范邦宿 观感诗

吴旦 约斋诗一卷

徐矿 临溪杂咏 我西集 难事诗三十首

沈蕙端 幽芳遗稿一卷 发集

顾必泰 耕烟集 摘金园

叶小纨 存余草一卷 鸳鸯梦一卷

吴振鲸 周易参解 陶庵遗稿

吴振奇 吴氏七子诗选

吴端宸 吴氏七子诗选

吴振远 吴氏七子诗选

吴宗潜 惊隐编 东篱野人诗草 吴氏七子诗选

沈永令 退思日录 深柳堂集七种（子目：矜情稿 片石吟 四明草 雪鸿稿 杂体文 骈体

文 豿霞阁词） 桃花寨传奇

戴笠 寇事编年（一名《流寇志》）十八卷 殉国汇编（一名《则堂纪事》）三十卷 骨香集 耆

旧集 圣安书法 文思纪略 鲁春秋 行在阳秋 永陵传信录六卷 发潜录 五行志 甲申剩事

一卷 将亡妖孽一卷

顾樵 吴郡名胜志八卷 十七代诗选

吴宗汉 南?遗稿 岁寒集 吴氏七子诗选

吴宗泌 西山集 吴氏七子诗选

吴肕 吴氏七子诗选

叶继武 南山草堂遗集四卷 壬子懒余草 带五散人诗集 乙丙日记

吴珂 匡庐集

张拱乾 独倚楼遗稿 鲈乡汇咏 吴江诗略十卷（与董二酉、顾有孝同辑）

储大任 亦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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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鸾 返生香（一作《疏香阁遗集》）一卷 艳体联珠一卷

李玉照 无垢吟

徐崧 百城烟水九卷（与张大纯同辑） 馰庵集 东南舆地记 缟
&

集 缬林集 云山酬唱

集 诗南十二卷（与陈济生同辑） 诗风初集十八卷（与汪文桢、汪森同辑） 徐岳赡遗稿一卷

柳如是 蘼芜集（赵序） 题画诗一卷 我闻室梅花集句三卷 红梅集句一卷 河东君诗

词尺牍 河东君诗文辑补二卷 柳如是诗一卷 柳如是家信稿 香园史一卷 红豆庄杂录 戊寅

草不分卷 河东小集一卷 河东君尺牍一卷 湖上草一卷 我闻室剩稿二卷附录二卷 东山酬和

集二卷 我闻堂鸳鸯楼词 古今名媛诗词选（辑） 绛云楼历代女子词选（辑）

沈自 南庄杂咏 钓闲集 江东闰位记

孙阳顾 圣学提纲二卷 枕流轩诗集六卷 问心集一卷 枕流轩杂著四卷 四书管窥五卷

易经广注十四卷 尚书礼记周礼三经纂要 杜诗五律约解四卷 唐诗七律约解二十卷 地舆考略

姓氏考略 儒林六都志二卷（孙阳顾纂，曹吴霞续）

张孝起 闻见录二卷

费时美 历朝金刚经持验记一卷

叶世称 百遗诗一卷附一卷

叶世莇 灵护集一卷附一卷

陈绍文 宋元明诸儒心学指要 后沙语录 ?斋集

易睐娘 愁盐诗词一卷

潘尔夔 涉江草 南浔志

董如兰 安素斋稿 秋园词抄

迮凤音 翼云楼藏稿 咏梅百韵

仲沈洙 采真游集十卷 四书折疑 尚书集解 毛诗集解 易论古 周礼纂 家礼补注 性

理集要 盛湖志二卷

周邦彦 四书笔记 左国参由

王臣良 黎云轩诗文集 散花集

殷子山 一枝草

许士焕 鲈乡集，一作《弄世德堂诗》

沈君谟 一合相 风流配 绣凤鸳 丹晶坠 玉交梨 青楼怨

沈承休 眺楼新咏

沈淑女 绣香阁集

徐周遇 古稽斋集（叶继武、潘耒等序）

杨桢 （崇祯）平望志

唐尧天 落花诗三十首

施世杰 丹桂楼杂制二十六种（要目：古史录 经济要略 英雄经世录 武略类聚 识时务必

熟舆地图论 汉唐元明龙飞百战录 唐宋中兴经略 马文升兴复哈密国王记论 靖历两大恨事说

万历三大征论 流寇论 辨亡论 孙烈士传一卷 酉戌杂记 脉诀辨疑 星理精言）

大持 佛华院录 负钵草问答语 无碍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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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钦揆 论语解 松风馆集

汝钦采 方谣诗草

顾复 自怡集一卷

邹洁 蘧庵诗稿 园居诗

吴与湛 史概十二卷 殉节忠臣赞一卷 灾祥考十二卷 怀友诗一卷 万峰杂咏二卷 园

诗钞

潘陆 穆溪集

屈运隆 吴江县志十七卷

庞承颖 易经解六卷

行演 隐峰集

照影 镜斋集

沈虬 双庭诗稿

曹邺 屯村志一卷

黄光升 闲笑集 闲谷集，一名《破瓮集》

马倬 巢居集 巢居唱和集

费成烈 九华诗钞 映月楼诗钞 闲吟摘句

顾世伯 岩山稿

杨旭 诗经字说通 四书字说通

顾伟 格轩遗书四十五种 唐诗汇选（辑） 古文粹选（辑） 明诗选（辑）

周岗 偶吟稿

顾御 去非楼诗 地理三才典要

顾栋南 易图考 先庙先贤儒赞 续修同里志 恒斋稿 顾氏族谱 大儒粹语二十八卷

（辑）

周兰秀 粲花遗稿

陈进 钱谱二卷

庄观 砚斋集

计侨 抱瓮集

史兆基 红杏山房诗草

费誓 寒松亭稿 国朝诗选（辑）

董尔基 （顺治）续吴江县志（与陈季衍同纂） 吴江县儒学志七卷

章梦易 易筌 诗源 楚辞补注 左氏兵法 昌谷集注五卷 同里闺德志一卷 勉斋全集二

十卷 同归管见 续同里先哲志十卷 毛诗鸡跖集 宋四先生易学合纂 诗经说略

庄颐由 觉庵集五卷

毕宿 自娱草

殳丹生 贯斋遗集三十卷

陆观莲 蒋湖寓园草 殳氏闺隐遗集

沈亮 宋元诗选七卷（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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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士远 吴江竹枝词一卷（与沈自南同撰）

董尔璋 纳庵诗集四卷

沈震 周易讲义

吴元玉 遁庵遗稿

徐涛（字澜成） 耕心诗草

黄翰 楚游草 园居草

陈启潜 四书心镜

吴 松岩诗集十三卷，一作《梅花草堂诗集》

李更 四书问 诗经衍义 范陆诗奥 鹤寄偶存

李黄 类略三十六卷 仕优草 焚余集 读五堂集

潘竗 渔山草堂集 燕台偶草 辽左吟 东山小草 读鉴随笔 唐诗正

赵漪 尔室吟

顾有孝 唐诗英华二十二卷（辑） 明文英华十卷（辑） 丽则集 吴江诗略十卷（与董二酉、

张拱乾同辑） 闲情集六卷（顾有孝辑，陆世楷增辑） 骊珠集十二卷 纪事诗抄十卷 风骚嗣响

二十卷 五朝名家诗选 松陵文起（辑） 雪滩钓叟集 鲈乡汇咏（与张拱乾同撰） 群史文略（与

王载同撰） 通鉴博闻 经武文函 西樵诗选一卷（辑） 乐府新编（辑） 全唐名家诗式（与陆世

楷同辑） 全唐近体诗抄（辑） 乐府英华十卷（辑） 百名家英华集（辑） 鲈汇咏雪（辑） 赋苑

英华选（辑） 乐府笺题二十四卷（与朱鹤龄同辑） 名家绝句抄六卷（与吴兆骞等同纂） 友约

江左三大家诗抄九卷（与赵禨同辑）

沈世? 听斫斋集

王载 明八大家文抄四十卷（辑） 湖浦草堂集 群史文略（与顾有孝同撰）

叶贵松 金陵大梁纪游集 七十二峰诗 怀山草 淳庵草

叶贵英 秋吟草

吴兆宽 古香堂文集 爱吾庐诗稿（吴兆宽撰，吴树臣校辑） 增补（四会）邑志一卷八景图

一卷

董梧栖 疗饥集

吴之纪 好我斋集 适吟诗草

皇甫沆 蜀中记事日录

钮綮 贞白楼诗 独醒编

金廷遰 墨庄诗集

朱日旦 自怡集

净范 蔗庵范禅师语录三十卷

性炳 观西楼诗集（黄容序）

沈绣裳 沈长文散曲

陆钥 存小咏史一卷 读史小识二卷 却扫编 慎言录 存诗稿

赵鸿 潭溪渔隐集六卷

陆旭光 凝翠楼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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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源 毛诗稽古编三十卷 尚书辨略二卷 读书偶笔二卷 存耕堂诗稿四卷 无事公诗余

司空见闻录一卷 司空历朝诗刻录遗一卷

秦凤苞 闲窗杂录 四书讲录编 孟村诗集四卷

戚勋 町庐集 挈
,

词 平望志

沈瑞玉 绣余吟稿一卷

颜佩芳 偶叶草

马天闲 菊窗集纪略一卷

邹淑芳 三生石草

沈雄 古今词话八卷 柳塘词

秦邦彦 候虫吟五卷

黄元瑶 珠溪集

沈永启 逊友斋集二卷

沈昌 史书辩论三卷 闲余阁诗稿

沈宪英 惠思遗稿一卷

赵禨 雅言堂诗集 哀燕赋 客
-

诗草 邱樊集 台阁集 江左三大家诗钞九卷（与顾有孝

同编）

叶世儋 詹言 时艺十首

吴炎 今乐府二卷（上卷吴炎撰，下卷潘柽章撰） 古乐府解题三卷 舞鹤赋 别恨赋 鹪鹩

赋 古乐府百篇 浩然堂集 汉铙歌解 癸巳文谱 吴赤溟文集一卷 国史考异六卷（潘柽章撰，

吴炎订） 明史记（与潘柽章同撰）

周安 湖山吟稿 草阁诗集六卷 周安文集三卷 松陵诗乘 梅里集

赵申祈 谷坛诗存

丁彪 延露堂诗集 丁绣夫诗集

史宗伦 淡香诗稿

陈寅清 江村集六卷 焰余草 竹轩存草一卷 秋霞集六卷 怡云编六卷 啸庐文稿 榴龛

随笔二十卷

浦龙渊 周易通十卷 周易辨二十四卷

尤本钦 琼花馆传奇

吴兆宫 椒亭诗稿

邹枢 十美词纪一卷

孙登 医方证绳纂释

计东 改亭文集十六卷诗集六卷（计东撰，计默编） 甫里集六卷 汝颍集 竹林集 中州集

读庄日记 广说铃一卷 名家英华 天尺楼纪年一卷 不共书四卷 改亭文抄一卷 改亭文录三

卷 计甫草诗一卷

赵淑 诚斋剩稿

王奂 倚树堂诗集 可庵诗抄一卷

汝钦授 四体千字文 汝氏世谱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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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凤苞 悦可堂诗存

金石麟 酿春堂诗稿一卷 交翠堂稿

观树 诗存合抄三卷（与上定、悟拈同撰，黄容选）

周邦彬 （康熙）大名府志三十二卷 漪丽堂集

沈宪? 沈西豹散曲

潘柽章 松陵文献十五卷 今乐府二卷（上卷吴炎撰，下卷潘柽章撰） 国史考异六卷 星名

考 杜诗博议 壬林 韭溪集 观复草庐剩稿六卷 潘力田遗诗六卷 经世声音臆解 经世参

明史记（与吴炎同撰）

孙盛
.

击碎唾公瓦集二十四卷

孙耊 八家文近（辑） 古文近（辑） 苏文近（辑） 自适草一卷 海棠缘传奇 商声诗选

叶燮 己畦文集二十二卷 己畦诗集十卷附残余一卷 原诗四卷 江南星野辨一卷 己畦琐

语 汪文摘谬一卷 经文摘谬一卷 （康熙）吴江县志四十六卷 白田倡和集一卷（与纂） 宝应

县志（与纂） 陈留县志（与纂） 仪封县志（与纂） 午梦堂诗抄四卷〔辑，子目：沈宜修／绣垂绾稿
（旧名《鹂吹集》）一卷 叶纨纨／芳雪轩遗稿（旧名《愁言集》）一卷 叶小鸾／疏香阁遗稿（旧名《返

生香》）一卷 叶小纨／存余草一卷〕
王锡阐 三辰晷志 历说五篇 圜解二卷 日月左右旋问答 晓庵新法六卷 丁未历稿 推

步交朔一卷 测日小记 五星行度解一卷 汉书日食辨 南北两极图浑天歌 筹算一卷 字母原

始 续唐书本纪四卷 困亨斋集二卷（改题《晓庵先生集》） 明史十表稿 晓庵先生文集三卷诗

集二卷 晓庵遗书四种十五卷（子目：历法六卷 历表三卷 大统历法启蒙五卷 杂著一卷） 历

法二十四种二十四卷（子目：太阳盈缩立成一卷 太阳迟疾立成一卷 黄赤道率附月离一卷 冬夏

二至太阳行度一卷 月离转定度立成一卷 月离转积度立成一卷 月离轩闰日转积度立成一卷

五星立成一卷 五星段目立成一卷 五星伏见差度立成一卷 五星细行捷法一卷 七政捷法立成

一卷 四余交宫一卷 四余立成一卷 四余捷法立成一卷 赤道积度缩次钤一卷 赤道交宿度分

一卷 赤道十二宫次宿度钤一卷 黄道积度宿次钤一卷 黄道各宿度分一卷 算黄道十二宫、次、

宿、度、钤一卷 定日钤一卷 定时刻钤一卷 日食南北星差立成一卷） 天同一生传

王锡蕙 唱随集五卷 树百算学

王济 半砚斋集

姚汝鼐 黾勉园稿（王锡阐题卷首）

沈蕙玉 聊一轩遗稿一卷（倪师孟序）

沈永乔 丽鸟媒 玉带城

沈世潢 钓梭集一卷 静绿轩诗草一卷 枫沤峦影词，一名《东轩稿》一卷

晓青 心经句义诠 高云堂诗集十六卷 恭和御制诗应制诗一卷 高云堂文集十六卷 僧鉴

禅师语录三十二卷

李培 知非叙略一卷 寻乐斋稿

朱虹 清远堂诗抄

周爰访 有容堂真稿 学使条约 南昌府志 裕哉诗稿 周氏族谱

吴南杓 知希草 在涧草 豫章草 辽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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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陶 潜书（初名《衡书》潘耒序） 圃亭集 毛诗传笺合义 春秋述传

孙蓼 读书鉴

本圆 湘溪集

孙云球 镜史

皇甫钦 罗浮存稿

缪昭质 素涵诗稿

沈以介 明职方考四卷 读史贯索十六卷

沈华 端容遗稿一卷

严敬孚 易经解

沈昌宗 松陵遗诗四卷

陆瑶 东江集 漱玉轩集 国朝文讨源

陆璇 关中集

赵植 芳树园稿

吴祖命 一缣庵诗草四十七卷

吴之彝 吴氏家训 素庵集

顾开 柳村诗稿

沈辛? 沈龙媒散曲

吴兆骞 秋笳集八卷（子目：秋笳集三卷 秋笳前集一卷 秋笳后集一卷 西曹杂诗一卷 杂

体诗一卷 秋笳杂著一卷） 归来草堂尺牍一卷 吴汉槎集六卷 吴汉槎诗集不分卷 名家绝句

抄六卷（与顾有孝等同纂） 秋笳词二卷

吴文柔 桐听词

金祖慎 圜史一卷

金麟 西郊吟草

吴元方 太湖赋 万斋草集四卷 湖畔竹枝词

沈士升 砚农集十二卷

潘婉顺 兰窗咏

沈永馨 通晖楼诗稿一卷 采芝堂诗稿，一名《新结草堂诗稿》四卷 辍耕堂诗稿

章复 焚余诗稿文稿 同川风雅集

陆崖 自娱集

孔兴份 易义旁通 震泽见闻录

吴学沂 碎金集

王勰 分霞亭集

叶舒颖 叶学山先生诗稿十卷

沈树荣 月波词 希谢词

吴锵 复复堂稿 三藩遗事 西湖唱和诗一卷

庞蕙 唾香阁诗词集 唱随集 香奁杂咏

吴源起 砚山吟稿 四岳游记 北岳游记 吴鼎吾行实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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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章 禹贡图说

陈严 清漪阁诗集

沈栋 浩然堂集

姚 香奁遗稿二卷

叶敷夏 南阳草庐诗稿

叶敷 环碧堂稿

李受恒 缑岭新声

毛锡演 四书五经字考十一卷

毛锡年 余庵小草一卷

张嘉玲 安孝先生遗稿（族孙景修辑） 杨园先生训门人语三卷（辑） 门人所记一卷（记）

周礼说略六卷

周焘 名家诗宛初集

王景宸 滇南恸哭续记

徐? 南州草堂集三十卷续集四卷 菊庄词初集一卷二集一卷 本事诗十二卷 词苑丛谈十

二卷 南州草堂词话三卷 枫江渔父小像题咏 游鼓山记 啸虹笔记 田间秘录（未成稿）

吴兆宜 茹古斋诗文集 徐孝穆集笺六卷 李义山集笺六卷 韩致尧集笺 玉台新咏笺注十

卷 庚开府集笺注十卷 才调集笺注十卷

沈永? 选梦亭诗稿 聆缶词（一作《渔庄词》）一卷

朱穆 四书论准 易经析疑 燕台集 罗浮集 楚游草 三苏体要

顾静 姑苏杨柳枝词

周溥 诗集二卷

邱乘 纫秋词

汪瑶 拾翠轩吟稿一卷

沈永溢 桐斋诗稿一卷

荫在 香谷集六卷

费锡章 古今诗话六卷 本义删补 易经补注 诗文集四卷

沈永义 姓氏类编二十卷 二闻诗集

张天麟 笏山斋诗抄

吴祖修 柳塘诗集十二卷 梅花草堂诗集不分卷 中州集十卷首一卷（元好问辑，吴祖修批校

并跋）

叶舒崇 宗山集 谢斋词 哀江南赋注（未成）

叶舒筂 雨岑诗稿

秦士颖 古韵备考 左国经史八家 静观楼诗稿

顾施桢 我真集 岁邮集 陃镵集 杜律疏解汇注 文选汇注疏解十九卷 古文兹程 盛朝

诗选初集十二卷二集十二卷

金祖彭 （康熙）德州志十卷（金祖彭修，程先贞纂）

顾万祺 玉台遗响六卷 双桂轩诗抄 三余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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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声 蒹葭诗集六卷

程德曜 学吟草

彻观 伴竹轩稿

黄徕松 经史考异 年号考 教贫方略 诗文丛集

秦肇深 诗经纂要十卷

计鉴远 劝学篇

沈永群 叩霄斋诗余一卷

沈永智 柳庵诗稿一卷附词 柳庵集

周篆 草亭文集二卷诗集四卷补遗一卷 蜀汉书八十一卷 杜诗集二十二卷 杜工部诗集集

解四十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 草亭诗说一卷 百六集一百零六卷

周铭 林下词选十四卷 华胥词 松陵绝妙词选四卷（辑） 女子绝妙好词选十四卷（辑）

华胥放言，一作《华胥诗》三卷 日本竹枝词

喻捻 惠芳集

吴森札 潇湘集

董
/

清慎堂集二十卷

沈攀 密游草

赵沆 惕若斋遗诗二卷

吴南龄 梅洲诗草

仲子长 印谱二卷（潘耒序）

周能察 世经堂遗稿

钮 觚剩八卷续编四卷 临野堂文集十卷诗集十三卷附诗余二卷尺牍四卷 白水县志十四

卷 金石小笺 揖云斋集不分卷 杂言一卷 竹连珠一卷 亳州牡丹述一卷 广东月令一卷 张

丽人传 海天行记 记吴六奇将军事

赵嘉稷 艳雪楼诗

黄元冕 藕花居近咏一卷

黄容 卓行录四卷 忠烈编二卷 圭庵集十六卷 东华绝句十卷（与王维翰合选） 绮雪斋

近咏一卷 尺牍兰言（与王维翰合选） 诗存合抄三卷（辑） 明遗民录四卷

蒯逢尧 仙槎旅馆吟稿四卷

姚佩 雪香亭稿

王维翰 东华绝句十卷（与黄容合选） 独倚楼近咏一卷 学圃剩稿 尺牍兰言（与黄容

合选）

汝周录 殉节编

陈殷 素琴堂遗稿（一作《偶然小草》）

陈世锡 竹里吟

陈锐 泰阿焚余稿 公车新艺 诫子随笔

陈锷 课花斋诗抄 廉泉集

毕纬前 西临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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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清琬 小涛诗余

潘 饮人集 丹徒集

钮景琦 尘余杂志八卷

吴梅 春雨轩诗草

汝昌言 易经注解 礼记注解 药性歌

董与沂 边词

陈金篆 环翠斋诗稿

沈三? 青溪堂诗稿

周爰诏 六宜楼诗集

赵宗濂 淡庵诗稿

潘耒 类音八卷 遂初堂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 明五朝史稿 稼堂杂抄 救狂砭

语二卷 遂初堂集外稿 遂初堂易论 唐诗选评八卷 金石文字记六卷（顾炎武撰，潘耒补遗）

稼堂文抄一卷 鸿爪集一卷 鸿爪集补 砚铭一卷 居易堂集二十卷（徐枋撰，潘耒编） 雁山百

咏 七家批钱注杜诗二十卷（潘耒等批） 游庐山记一卷 游西洞庭记一卷 游雁荡山记一卷

游仙岩记一卷 游仙居诸山记一卷 游天台山记一卷 游南雁荡记一卷 游玉甑峰记一卷 游鼓

山记一卷 游林虑山记一卷 游中岳记一卷 游金牛山记一卷 南岳记一卷 游永州三岩记一卷

游罗浮记一卷 江岭游草一卷楚粤游草二卷 戴南枝传

沈安 静园诗抄

大涵 桂罗壮游集三卷 黄山游草十二卷

陈陆虬 讷庵小草 凝和堂诗文

沈澍 浣桐汇稿二卷 浣桐诗稿

刘献廷 广阳杂记

赵南极 学吟编

沈永宥 吴江沈氏传略（与沈始树、沈松、沈彤等合辑）

冯时叙 旧雨阁诗抄

赵申初 蕉圃诗抄

沉重熙 珠树堂稿

金法筵 惜春轩诗一卷

沈范俊 鸿野集

赵震东 励思斋诗

杨南 说易一卷 洛书成卦图一卷 易集注

黄玑 聊存诗稿

唐永龄 鸣候稿二卷 集古类略 东园文抄

徐元灏 吴门杂咏十二卷

陆 客窗吟 绿窗吟 钓滩集

徐凤集 存雅堂集

陈 省庵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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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榷 玉岩仙馆杂著 吴市偶存草 复始堂稿三十卷 观成堂诗稿 冰壶词

陆士 旌孝录一卷

李寅 学庸要旨 淇园诗文集 易说要旨一卷

包咸 （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十卷（与钱沾同纂） 南川诗集 七子言志编

严密 独吟稿

陈苌 雪川诗稿十卷 红药斋诗一卷

叶丹桂 四书大全 续编书解 渔樵散人集

计默 ?村文集六卷诗集六卷 ?村遗稿二十卷（翁广平序） 改亭文集十六卷诗集六卷（计

东撰，计默编）

许运昌 梅间书屋诗草

吴在湄 补瓢居诗草

许源 挂瓢吟

向 明如语录二卷（向述，行濂编）

沈友琴 静闲居稿一卷

徐铣 落花诗一卷

陈沂震 狷亭集二十四卷 海岱联吟（与高孝本、周龙藻、顾我
0

同撰） 微尘集二卷 敝帚

集 奏疏稿 宝砚斋文集

沈淑兰 黛吟草一卷

殳默 季斋诗草

吴隽 绿野堂诗存

沈畹 余香草

钱沾 广类函一百三十卷 皇舆统志十五卷 氏族统志八卷 四书大全合参 （康熙）吴江

县志续编十卷（与包咸同纂） 淮南客笔

钱云 南塘狂山人集二十三卷 江震人物志 盛湖诗乘一卷（潘昶序） 广绀珠

潘道谦 梦笔轩诗抄

顾卓 云笥稿

顾炳文 晴山诗抄

王自珍 西奔录一卷

苏韦 纪年类编

朱雪英 冰心集

张世炜 秀野山房集二十四卷 秀野山房病余杂稿二卷 读杜管窥 杜诗正义 蒿径丛谈

历朝诗约选 松陵诗约 唐人真赏集 唐七律隽一卷 辑注读素问抄 临安杂诗一卷 雪窗文抄

伤寒汇参四卷

陈自振 虚舟诗草

徐时夏 湖上吟一卷

周之方 希斋集六卷

汝承汪 蓼斋诗草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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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治 宝日堂集

陈王谟 容膝斋集 东溪集 射诀集益一卷

吴挺 娱予草 旅游草 临风草 山中草

孙
1

华黍庄诗稿 秋水集 柳州诗

沈御月 空翠轩稿一卷 撷芳轩词

吴尔潢 蔍叶堂诗稿

钱守中 西畴草堂集

张倬 伤寒兼证析义一卷 石顽老人诊宗三
2

一卷（与编） 伤寒缵论二卷（参订）

周 吴江文粹二十四卷（与周廷谔同辑） 琼瑶集四卷 宋元尺牍抄十卷

周珂 鸣庵遗稿

周廷谔 笠泽近稿 吴江诗粹三十卷 吴江文粹二十四卷 贯斋遗集三十卷 笠泽文抄四十

四卷 笠泽诗抄三十二卷附莼香词三卷 林屋纪游一卷 笠川文稿 笠川志林一卷 笠川自撰年

谱一卷 笠川诗集不分卷 浮玉山人集九卷

徐湄 玉峰唱和词一卷（与叶舒璐往复之作）

陈矿 惕若斋文稿八卷

倪宗基 五经要旨 望古轩诗稿 寒芳草堂文集

任梦乾 孝经释义一卷 杜律含英二卷 爱日居小集

沈时栋 古今词选十二卷 瘦吟楼词 词谱一卷

姚瑚 困学编

姚琏 小学辑义 近思录辑义 杨园先生全集四十四卷（辑） 杨园先生备忘四卷

姚夏 杨园张先生年谱不分卷

张尚瑗 春秋三传折诸四十卷首四卷 （康熙）赣州府志七十八卷首一卷 潋水志林二十六

卷 诗经辨度 史论 二语折诸十八卷 石里文集十六卷 合组集二卷 石里诗集十种（子目：?

浦集二卷 眉黄集一卷 桐腴集一卷 劳薪集一卷续集一卷 泽家集一卷 南辕集一卷 覆笥集

一卷 游銲集一卷 客星集一卷 片石集一卷） 读战国策随笔一卷 石里杂识一卷 和十九秋

诗一卷 偶题三十首一卷

汝先标 燕山集

史炜 风雅丛谈 竹圃诗文抄

沈始树 真崖古今杂录 雨壑遗稿一卷 吴江沈氏家传

元昂 雪斋诗集（钱汝砺序）

因满 自哂集

智潮 归来堂诗稿

广缘 声社集

吕律 天涯草

冯汝翼 遗诗一卷

觉源 梅厂集 萧庵辑略

吴树臣 一砚斋集 涉江草三卷 爱吾庐诗稿（吴兆宽撰，吴树臣校辑） 增补（四会）邑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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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景图一卷

汝钦龙 遗诗一卷

沈锡爵 浙东纪游草一卷

吴为旦 原古斋集，一名《拙斋集》

计朱培 蓑笠亭集 尚书外传

潘家顾 莲溪遗草 且存稿一卷

沈天宝 竹庄漫稿十二卷续稿四卷

仲
3

易经衍义四卷

仲枢 盛湖志二卷（仲沈洙纂，仲枢增纂） 亦山诗文稿

沈克? 娱情集

沈士楷 诗稿一卷

仲楷 池塘遗草

德亮 雪床雪抄（翁广平序） 雪床遗诗一卷续刻一卷 云舫庵诗稿

周振业 周右序先生四书节解十四卷 意庭先生遗集六卷 南汇县志

秦篁 一字千金一卷（沈德潜序） 粤游草 燕市歌 淮扬杂咏 卷帆集

孙纶 定例成案合镌三十卷附逃人一卷续增一卷

王濂 畹香小草

周龙藻 恒斋诗集四十卷文集八卷 海岱联吟（与陈沂震、顾我
0

、高孝本同撰）

沈兴谷 竹亭奕谱

孙之屏 易经集解 诗经评注 诸子纂要 菊人居文集 五经纂要 家训蒙训

周威亮 谦恕堂诗稿

吴世标 燕台诗抄

赵蓆 梅庄集

周景緃 一经堂诗稿

陆方涛 味莼鲈轩诗抄一卷 戊庚随笔一卷 味莼鲈轩遗文一卷

沈国 西村诗抄 家谱考略

悟持 竹窗诗抄

陆凯 四书制艺

陈沂配 息存遗稿一卷

马云襄 舒亭诗抄

顾鼎隆 周易传义

钮蕙卜 粤游日记一卷

沈廷扬 沈天将诗稿

叶舒璐 分干诗抄四卷 月佩词

吴雯华 采秀阁诗草一卷

费锡璜 汉诗说十卷总说一卷（与沈用济同编） 贯道堂文集四卷 费中文（费密）先生家传

阶庭偕咏 掣鲸堂诗集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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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学诗 不外堂课余草四卷

周松 就庵诗草

潘其炳 地理志 赋役考 地学正书

吴庸熙 楚游草

周杭 湖干集诗八卷

程世泽 爱吾庐诗集七卷

周文 药渡诗草

一斑 耕烟室诗草

徐桂芳 晚香寓言二集

王梦兰 绣余集 三十六鸳鸯吟舫存稿二卷

沉默林 学吟稿

庞景芳 介轩诗抄 蓄德编十卷

周士泰 西溪诗集五卷

王嘉谟 待问五十策一卷

顾景昌 偶吟草 栖碧堂诗稿

周天藻 东谷诗集七卷

吴台征 周礼注疏融节

吴?臣 宁古塔纪略一卷 闽游偶记一卷 秋笳八卷补遗一卷（吴兆骞撰，吴?臣编）

孟彬 闻湖诗抄十卷 十国宫词

费洪学 东濠诗集四卷文集六卷 周易解八卷

沈始熙 虚船诗草

赵文然 通鉴纲目异同条辨 通鉴考异正伪 古今纪要考证 双桥诗稿

宋国显 东庄农隐集

杨 疏步斋诗稿四卷 古文存雅十六卷 古今文绘补十二卷 画宛丛谈八卷 虞初余志

二卷

陆易言 月圃诗存一卷

陆亦隽 中州集二十卷

陈景云 读书记闻 两汉订误 三国志校误 通鉴胡注正误 纲目辨误 柳文校误 文选

校误

沈廷? 醉花集

徐葆光 奉使琉球诗三卷附词一卷文一卷 中山传信录六卷 游山南记一卷 水经注抄二卷

淳化阁帖考十卷 二友斋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十卷词一卷 海舶集三卷 赠言一卷 中山赠送诗文

一卷二友斋诗稿一卷 富建道中诗一卷 舶中集一卷 游泰山诗一卷

周岱 青琼阁遗稿二卷

汝学智 札奏汇编 梯云居判集

吴景果 赐书堂集十卷 （康熙）怀柔县志八卷 半淞诗存二卷

陆桂馨 冷毡漫稿二卷 读未见书斋文抄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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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绍霆 潇碧斋诗稿二卷

沈庄怀 荒江倡和集 庄怀诗抄

顾英 撰玉堂诗抄

李世雄 惜分斋诗稿

陈士醇 南溪草堂诗稿

陈士任 四书集注笺疏 耕云草堂集 蒙求诗注 未学草 南□草

陈士宁 芜城燕齐江汉游草一卷

顾寿开 玉洲诗集 江汉棹歌

马鳌 先儒粹言二卷

钱汝砺 桃花园诗集八卷 吴越史 列代忠臣传

周立 钦香堂集

金去疾 春风堂诗文集

周廉 庄子内篇解 匏园集 草亭先生年谱一卷（与周勉同编）

周朱耒 童初堂诗抄 童初堂文抄 福王谥法考一卷 骖鸾集

王本 雕虫集 蛩吟草

张汝济 印川诗草 养素堂诗二卷

陆娟 绣余吟草

顾倬 万玉清秋轩集十六卷

吴为 憩堂诗抄 古今韵通

陆永传 漱玉轩偶吟

吴濂 馰庵集

吴允中 四书困学编

吴雷发 香天谈薮一卷 琴余集 夜钟诗话 寒塘诗录二卷 说诗管蒯一卷 晨钟录

吴球发 半山诗集

吴觐文 竹轩诗文集

吴家骐 双砚堂集十卷

沈永震 雷渊遗稿

范璨 乐志堂集

张锦 南村诗集

计元坊 春山小草

沈元鉴 锄经堂诗稿

费元衡 聊莘水利详说一卷 为学日记三卷 洁斋杂著四卷 课余吟二卷 半园诗稿二卷

谳语公移示稿条陈八卷 半园诗余一卷 制义存稿百余篇 周礼节注（辑） 左国史汉八家文

（辑） 时艺正宗大家名家（辑）

叶永建 莱村草

费士瞡 攸好斋咏古诗一卷 好古斋集（沈归愚序） 桂森斋杂著

计濂 病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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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正 察好集

孙缙 四勿斋日记

周勉 草亭先生年谱一卷（与周廉同编） 注草亭诗

潘谦 纬萧词

金筠 楚游草 玉兰书屋诗稿

金 耕余草

赵扬 枪棍源流 弃余草（沈祖惠序）

沈培福 东溪诗稿

沈祖禹 吴江沈氏诗录十二卷（与沈彤合编） 吴江沈氏闺秀诗录一卷 怡亭诗集

李重华 三经附义六卷 玉洲诗话一卷 蜀道集 贞一斋集十卷 贞一斋诗说一卷 贞一斋

续集

汝蕙芳 愁余小草

迮灏 淮南倡和集

任德成 崇先集续编 淡宁文稿 白鹿洞规大义五卷（辑）

计灿 恒斋吟稿

王尚文 家规要旨

李发 乳燕集二卷

倪师孟 （乾隆）吴江县志五十八卷首一卷（与沈彤合纂） （乾隆）震泽县志三十八卷首一卷

（与沈彤合纂） 南村诗抄 入蜀纪行（周长发序） 梅圃诗抄

丁廷彦 江上怡云集八卷

潘学博 读左管见二卷 读史杂著 耐庵集 焚余集

顾佑行 西津集 毛诗音训 周礼注

陆霖 因树楼集

苏弘遇 雪渠遗集

王杯存 定中诗抄

徐源 诗稿一卷

周日藻 宁斋诗集二十四卷 编辑意庭四书节解四卷 制艺清华集

沈守义 （乾隆）吴江县志（沈守义与修）

沈彤 果堂全集六种（子目：尚书小疏一卷 春秋左传小疏一卷 仪礼小疏一卷 周官禄田考

三卷 果堂集十二卷 仪礼郑注监本刊误一卷） 释骨一卷 （乾隆）吴江县志五十八卷首一卷

（与倪师孟合纂） （乾隆）震泽县志三十八卷首一卷（与倪师孟合纂） 气穴考 内经本论 吴江

沈氏诗录十二卷（与沈祖禹合编） 果堂杂著 果堂文录一卷 毛诗要义三十卷 寻淮源记 登

泰山记 游包山记 游丰山记

程国栋 （乾隆）嘉定县志十二卷首一卷 （乾隆）盐城县志十六卷 诗文集

吴元伟 吴元伟文集

吴重光 游西洞庭记 湖浦志 银藤诗草 吴江县志

顾我
0

通鉴纲目志疑二卷 邑乘备考四卷 三余笔记六卷 堪著斋杂志十卷 浣松轩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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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诗集六卷文集六卷外集十卷） 海岱联吟（与高孝本、陈沂震、周龙藻同撰） 古诗编略十

五卷（辑） 唐音汇抄二百卷（辑） 宋诗选十卷（辑） 毛诗选四卷（辑） 青邱集选四卷（辑） 浣

松轩赋稿一卷诗集（编年）六卷 诗集（分体）五卷 游洞庭诗一卷 读本诗六卷 虞江哀诔文

二卷

潘其灿 学吟编三卷

沈栩 醉花词

马存惕 水利书 地理纂要

沈岐 支山吟稿

袁宁邦 适斋诗抄

袁定海 澹
/

诗抄

顾时行 毛诗音训 书经旁解 周礼删注

沈宗湘 越游草一卷 莼村诗稿

周汝舟 悦汀诗稿

周汝砺 兰轩诗稿 风雅绪余

袁宝秋 牧笛吟草一卷

迮云龙 池上草堂集 汗漫吟 迮三江遗诗二卷 水竹庄诗草一卷

陈文星 随意草

沈鹤立 读史日抄 李翰蒙求注 徐察蒙求注 青音阁吟稿

陈沂咏 ?村吟稿

沈凤举 餐琅诗抄 闽游草

杨浚 一斋偶存草

顾鸣柱 吴门啸稿 郊西旅草 清萧稿

朱志广 翦菘草堂诗抄 滇黔游草

陈揆 广史断 明史记事详注 事类骈珠 韵征 聊存稿 陈揆诗抄一卷

周孝学 勉庐诗抄四卷试草一卷

沈裕云 东里草 西川草 沈我瞻诗

吴其琰 兴除二十四条衍义 （乾隆）清涧县续志八卷 酌古轩诗集三十卷

孙元 也山遗稿 遗珠集

费一鸣 贮云轩集

费周仁 读史提要 东村诗稿 国朝松陵诗征二十卷（袁景辂编，费周仁、周汝雨辑）

王士松 逊志斋诗抄

吴蕙 庾楼吟

沈廷光 恬斋遗稿

王锡 栖碧堂诗集 吴江王氏新谱五卷（王锡修，王曾培续修）

王棣 伟岳文集

汝佑霖 雨林诗草

宋贵 镜楼诗存

５９１

第三篇　文献流传和图书馆服务



陆瓒 茶仙遗稿

徐大椿 医学源流论二卷 兰台轨范八卷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一卷 伤寒论类方一卷 道德

经注二卷阴符经注一卷 水利策稿 慎疾刍言一卷 洄溪医案一卷 述恩纪略 待问编 洄溪道

情一卷 乐府传声一卷 画眉楼杂咏 难经经释二卷 医贯砭二卷 洄溪经义 灵胎杂著五卷

内经诠释一卷 六经病解一卷 杂病源一卷 女科医案一卷 洄溪脉学一卷 舌鉴总论一卷 脉

诀启悟二卷附经络诊视图 药性切用六卷 伤寒约编八卷附舌鉴图 杂病证治九卷 女科指要六

卷附女科治验 种子要方 中风大法 药性诗解 汤引总义 难经经释补正二卷附总论 （增

注）古方新解八卷 洄溪老人二十六秘方附牛痘要法 推拿述略 徐氏医灵二卷 外科秘本附良

方集录图经、仁寿堂咽喉杂症秘方 疡科集案类编二卷 外科正宗十二卷 医论 管见集 征士

洄溪府君自序 疡科选粹八卷（陈文治辑，徐大椿批）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一卷（叶桂撰，徐

大椿批） 病家论一卷 涉猎医书误伤人论一卷 徐氏族谱八卷

吴然 诵芬书屋诗抄

张毓华 二思堂诗草

王藻 莺盄湖庄诗集十五卷 （雍正）平望镇志四卷首一卷（与王梁、潘昶、张栋合纂）

王梁 读画录一卷 月湖剩稿四卷
4

庭诗稿 （雍正）平望镇志四卷首一卷（与王藻、潘昶、

张栋合纂）

蔡希灏 医学卮言一卷

徐兆奎 晴轩诗抄一卷

陈自焕 周易便读

梅芬 绿筠轩诗草一卷

沈炯 禹贡纂注 南游草

程询 趜 居诗集

金梅 梦草集 丙子诗草 击辕集

秦时昌 韭溪渔唱集 咏梅诗集

郁大成 竹余书屋诗抄

陆朴 双桥诗草

郁杨勋 娱老吟二卷

赵王佐 瓣香诗稿二卷

仲贻? 尘夫诗抄

仲廷铨 双桂轩诗草二卷

范君义 耨斋遗稿

秦彬 草书备考四卷 别名汇纂三十二卷 巴人诗集六卷 诗经纂注 八行录

周士选 稻香集

张栋 看云吟稿（又名《古今论画诗》）二十卷 （雍正）平望镇志四卷首一卷（与王梁、王藻、

潘昶合纂）

沈凤鸣 迂父偶存草

沈凤翔 南游诗草 南行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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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曰霖 晋人尘一卷 粤西琐记一卷 小潇湘诗抄 小潇湘四六 纫芳词 粤游词

袁栋 漫恬诗抄四卷诗余一卷 书隐丛说十九卷 礼记类谋三十六卷 四书补音四卷 玉田

乐府八种八卷（子目：陶朱公一卷 郑虎臣一卷 姚平仲一卷 江采苹一卷 赚兰亭一卷 鹅笼书

生一卷 白玉楼一卷 桃花源一卷） 漫恬时艺 漫恬外集 漫恬文存一卷 桃笙吟稿一卷 大

学改本考 唐音拔萃六卷 书隐曲说一卷

潘昶 四书质疑 志学编 家礼居行编 杜诗笺注 求生录 潘昶诗文集 历朝宫词一千首

（雍正）平望镇志四卷首一卷（与王梁、王藻、张栋合纂） （乾隆）吴江县志（与纂）

实安 云泉杂稿 净明闲咏

李德仪 粤西游草

张秀芝 紫田诗草

迮尚志 静学斋诗抄

陈士载 梅轩诗抄一卷

吴洙 增辑同里先哲志 吴叔子集

周轶群 茂堂诗稿

沈芳 水村诗稿

秦昂 秦昂遗诗

周慎 春秋说疑 续左传类对赋（徐晋卿撰，周
5

续） 绿香书屋集 订正徐秘书原赋 云毫

遗文 中庸贯旨 赋类韵初稿

钮肇顶 耕乐轩诗草

吴文俊 天文地舆图二册

黄元昌 深柳堂诗草

程维屏 礼记纂注 历朝诗选（辑）

蒯元龙 自怡集

圣宣 禅余集

周志任 梅梁寄客草

吴起元 草草居士集 诗传叶音考六卷

李泰运 绛雪堂诗草

蒋士谔 吾庐诗文稿

钱之青 数峰诗抄六卷 五峰行役诗 （乾隆）榆次县志十四卷首一卷

顾桂林 唐宋元明诗的 南村制艺 南村诗存 国朝诗选（辑）

周元熙 童初室续集 抱静遗稿

吴鸿振 宝书堂集

李谋 谷田偶吟 北游草

智津 楞严经疏十卷 金刚经点缀

包日锦 拙村偶草

唐维申 磨闲诗文集

唐桐封 愚峰小草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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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贻良 素心斋诗草

王鳌 自怡草

汪栋 澹虑堂遗稿四卷 意庭先生遗集六卷（周振业撰，汪栋编）

姚岱 瘦吟集

仲培发 懒吟草

仲周霈 盛湖志二卷（增纂） 前村吟稿

赵楠 易经诗经注存 淮南程氏春秋列国考 宝啬堂吟草

程鉴 当山山房诗草

沈祖惠 四书讲义十六卷（沈德潜序） 虹舟集（子目：三秦游草，一作《西秦游草》四卷 洞庭

游草一卷 拾存草二卷 经进草一卷） 西征赋一卷 雍肃堂集（曹森序） 余姚县志 近稿拾存

一卷

王奕组 震泽王氏家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

孙鹭 西群诗存二卷

上晋 次縊堂山居诗一卷 天揆杂咏一卷

丁阮芝 白燕诗

黄思睿 修月山房存稿

严代言 四书解 尚书合纂 三传合纂

孙慧 孙慧诗一卷

徐梅 晓村诗稿 百花咏

范章铭 东游草

沈曰枚 焚余草

任志尹 莍庐自适草 尚书补传

杜逸轩 逸轩诗草

叶兆封 缓寻草 秋树书塾课艺

周汝雨 六浮吟稿四卷（王元文序） 国朝松陵诗征二十卷（袁景辂编，费周仁、周汝雨辑）

吴梦熊 凝翠堂诗抄

黄汝德 归读斋诗草

叶兆勋 ??吟

沈斯盛 柳塘后处士诗集（子目：北窗近稿 越游草 漫兴吟 聊存草）

杨淮 古艳乐府一卷 尺五楼诗稿十卷

吴汝舟 古今音会

实暹 道廓堂诗抄

际盛 倒缁集二卷（吴敬夫序而梓之）

赵宗坛 赵氏族谱八卷（与赵宗堡同辑）

吴登俊 闽粤闲吟

钮默 寄颦小草

王楠 话雨楼碑帖目录四卷（王楠藏，王鲲编） 金石辨证，一作《金石考》 话雨楼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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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楹 蒙彝集

沈清涵 沈氏遗诗

周元理 周氏家乘摘录 青照楼天崇名文选（与周元瑛同编） 李韫斋墓志铭 周元理奏疏

陆得螰 痘学钩元

潘廷埙
6

斋诗稿

任思谦 易要 诗谱 西窗论文 中星考 击壤吟 经笥堂文集 经笥堂四书文 朱子近思

录 薛胡语要 星极经世诠解

曹吴霞 翠亭诗抄四卷 五代史节抄 晋游集 儒林六都志（孙阳顾纂，曹吴霞续）

吴山秀 小梅花庵诗集 晚青诗抄 拟王之臣与其友绝交书一卷 颐神斋题画诗

周汝翼 松陵所见录 兰轩诗稿 宋金元诗抄（辑） 风雅绪余

周锦 类林续纂

任应鹏 澹园诗集

沈椿龄 （乾隆）诸暨县志四十四卷首末各一卷（修）

吴梦鳌 课余漫吟二卷 凝翠堂集

赵宗堡 赵氏族谱八卷（与赵宗坛同辑）

庄基永 却老编十卷续编一卷附编一卷

吴至慎 林塘诗稿一卷

周元瑛 昆冈诗草一卷 青照楼诗集 青照楼天崇名文选（与周元理同编）

黄阿麟 卷石山房诗稿

陆廷聘 红蕉山房印存

曹岩 灌园近稿

顾我钧 律赋汇抄 松陵耆旧集 同里传信录 为人后考 春秋去凿 发千近稿 发千订课

陶元文稿 勤补堂文稿 昏礼集传一百卷 三传溪毛 发千杂著二卷

钱汝楠 南乔诗草

吴大勋 遗安书屋诗草

徐夔 凌秀轩诗抄三卷

俞希哲 豆亭诗稿 古诗疏解 子与遗稿

丁日洪 秀野楼诗稿

陈之韵 辍耕编

陈金品 畹居诗抄

杨兆麟 友梅书屋诗草

潘士鉴 五经印则

李沛然 偶圃杂咏

陈士伸 澄溪吟草

梅士型 石川杂咏

许良弼 敏亭遗草

吴照 宛琴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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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荥 双砚堂诗集十卷

李治运 漪亭诗集六卷

元定 半淞集 樵止言 啸月集 南雅诗观 骊珠集

沈光熙 吴江沈氏家谱

秦景昌 禹贡考略一卷 杂文二卷

程勋 懋斋未定稿 政和圣济总录二百卷首一卷（校订）

金廷烈 居官必览 洗冤录 （乾隆）澄海县志二十九卷首一卷 家谱摘录

金廷炳 衔远楼诗稿二卷 惕斋诗稿四卷

席绍芬 玉映集二卷

张方湛 稽古日抄八卷（与王逸虬等同辑） 忠文靖节编一卷

万维翰 三订律例图说辨讹十卷 荒政琐言 幕学举要一卷 行简录一卷 大清律集注 成

规拾遗三卷 刑钱指南三卷

沈刚中 赣州府志 北溪文集（陆耀序） 北溪草堂诗集七卷 石刻考录 汾湖志八卷

徐浩然 涵雅书屋诗稿

宋永麒 醉吟小草

郁吴邑 四书文

王岳 堪舆直解五卷

周王图 写心集 涤砚斋诗草

钱新 灵颜诗抄

王彰 兰皋诗草

魏于云 重集列女传例一卷 焚余稿一卷

吴中才 不违心集

王曾垂 栖碧堂诗草

沈培成 吟余书屋诗草

顾思虞 集古诗抄一卷（迮朗序） 梅花诗一卷 唾余集 自娱草 咏物诗 凝香集

倪若霈 抟风阁稿

张萼 吟雪轩诗稿 南轩吟稿

汪琥 耕砚斋遗稿三卷

马如谔 笠村诗草

黄子真 诗长四卷 仙渔诗草

程兰言 尺牍纪事 魌音余录 铭芝诗存

程道源 素园诗稿

施天柱 海陵游草 淮游漫草

沈梦祥 朴堂诗文存稿

周清霄 漱霞诗草

朱钟秀 雪圃吟草

徐观光 适兴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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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厥成 绰庵遗稿

王曾培 水心集文稿 吴江王氏新谱五卷

陈时敏 据梧吟草一卷

潘? 晴虹吟稿一卷

倪若沾 读史管窥（一作《读史蒙求》） 订补陈检计集注 古诗选 国朝诗选 史事联珠，一

作《演联珠》 倪若沾骈体文 倪若沾咏史诗

吴元 心知集

严 柳村诗草

周诰 细柳闲吟草 史贯

任球 纪游山水录 夔鸣文集

曹磊 环翠园诗稿

曹森 栖翠堂稿 竹汀诗文集 隆平纪事二卷（史册撰，曹森等参订）

张礶之 砚邻韵语 北居杂著

管嵩 西江旅笈钟陵草 兰臭吟

沈翰 立斋诗抄 保定县志

陈大谟 寄旷庐诗集八卷 洞庭游草四卷 亦园吟草

陆云高 望斗仙经注释三卷

王晋谷 瓣香楼诗抄

王汉荣 疑我集

周道隆 哲初堂诗集 竹堂诗抄

庞? 叶泽诗草

徐作梅 劲香窝诗抄四卷 仙游潭分韵诗一卷 追和东坡原韵一卷 平定金川凯歌一卷 厘

定西安府学碑洞记一卷 西安府学碑洞唐石经考一卷 苏公祠记一卷 徐作梅诗集

秦萱 雨帆吟稿六卷

郑德勋 郑德勋诗文集

沈栾 杏照楼诗草

沈墀 合囱页语八卷

沈绮 环碧轩集四卷 四六二卷 唾花词一卷 管窥一得十二卷 徐庾补注四卷

陈权 维西杂记 滇游集四卷

周世清 种石楼诗稿

朱仁熙 西堂草

郭星榆 广六书通考四卷

费振烈 香吟集

石峨 永思集一卷

冯树栋 春谷学吟草

严尔泰 富春草堂吟稿

孙立纲 太瘦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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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驰 淞江渔父草 南枝集 杏圃丛书 舂余掌记

袁睦庵 睦庵诗草

范时勉 韵学类编 垂裕楼诗文稿 帝王世系 歌谱集成遗珠 唐诗汇编 雨窗漫录 哭孙

诗草一卷 唁殇集一卷

徐继稚 南村诗稿 集寿斋体孝一卷续二十四孝一卷医方集验一卷（钱大培序） 望舒吟一

卷（与龚升同撰） 璇玑分锦图一卷

龚升 上枝楼诗稿二卷（沈德潜序） 望舒吟一卷（与徐继稚同撰）

陈大烈 深竹轩诗集

周羲 意中山房集 墨庄诗抄四卷 墨庄诗抄补余七卷 续同川风雅集 采录同里先哲志，

一作《采录同里志稿》 松陵唱和抄八卷（与周允中、金学诗合撰） 同川竹枝词 百花词

沈叔度 学庸显秘 云洲诗集

陈毓升 砚陶诗抄二卷补遗一卷 砚陶小屋诗抄六卷 砚陶存稿 砚陶诗文集 古文杂著

时文

陈毓良 桃源草一卷

陈毓德 春草池塘遗文（与陈敏贤同撰）

陈毓贤 春草池塘遗文（与陈敏德同撰）

陈毓咸 红树庄诗抄（朱春生序）

袁松贞 拾翠轩诗草

陆耀 大学合抄六卷 任城漫录 山东运河备览十二卷 济南谳牍（一作《济南信谳》）四卷

甘薯录一卷 烟草谱一卷 扣盘集三卷 切问斋集十六卷（文十四卷诗二卷，张玉树序） 切问斋

文抄三十卷（辑，冯浩序） 急救方 风土记一卷 孝经考证一卷 陆耀奏稿（书名为国家图书馆

代拟）

冯寿朋 若谷诗抄一卷 冯氏宗谱一卷

谭鉴 雪园小草

汝璞 心远庐诗抄

黄灿 东瓯诗抄

陈光昌 梧村吟稿

钱金禾 秦豫游草

姚瀛 香祖居诗稿

张成 秀谷吟草一卷 半渔集

陈宿文 西江游草 东游日抄 怡云草堂诗存

张锡圭 印体便览 雨亭谬篆

徐楠 扣舷集二卷

徐璇 病中吟一卷

徐蟾 梅仙集 江楼独醒集

赵含章 敝簏偶存稿 朝阳随录 寒灯浸录

周玉霖 澍堂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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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 竹简小草

施一潢 广陵集

沈英 诵芬楼集 慈心宝鉴四卷

顾时尊 鹃猿小草

沈君平 卧月楼诗草

袁益之 竹轩诗抄

袁景辂 国朝松陵诗征二十卷 小桐庐诗草十卷 朴村文抄 读书间 质中时文竹溪会课

朴村诗文集 续松陵诗不分卷

正感 啸云山房诗集

吴锦章 易经纂义

孙金鉴 医翁诗稿

潘鹤 云巢遗稿 篆隶同异考 剑影录

沈锡麒 冶亭诗抄

翁纯仁 晴川遗稿

杨凌霄 璇玑碎锦一卷

李大晋 慰悼编一卷

吕国祚 暇日吟一卷

徐淳 徐淳家传 徐淳杂著 古今体诗一卷 双桥书屋诗抄 金陵杂咏一卷 望云楼诗稿

一卷

沈廷瑜 雪桥诗稿二卷附雪桥观潮图题咏一卷

吴钟侨 川滇行程记一卷 荔香诗草

吴芝光 课余漫录

徐赋 蘅香剩稿

赵大业 闲居偶存草

李赵龙 横塘杂咏 津门杂咏 粤游诗草

赵晟 培蝼集

王堡 素亭文集

张芹 耕余草

钱大培 餐胜斋诗集六卷

钱珂 撷芳草

金士松 乔羽书巢诗内集六卷外集四卷 乔羽书巢诗二卷 李韫斋墓志铭（金士松书）

顾汝敬 同里志稿 蔚云诗抄 邹枢十美词记 说丛 画苑类姓 所见碑帖考 研鱼庄诗稿

二卷文集二卷

王宗导 滇粤杂咏

毛丕烈 松陵毛氏族谱五卷

陈汝为 白云山人集六卷

陈大绩 ?楞诗草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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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素秋 梦蘅集 忏碧集 浮黛集 纫华集

盛元芳 书云集

徐兰清 绣余吟草

雪厂 宝掌全集

翁敏政 培风堂藏书目录

严树 钓隐诗文稿

张霖 逼阳游草

汤钟 瑶城遗稿一卷 记存草一卷（王致?序）

计
7

松陵耆旧集（与顾我钧同撰） 筹山小草

陈尊源 浪游小草
6

斋词稿 桂林坡剩稿

孙师孟 春晖阁诗抄

费廷珍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修）

王元文 北溪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程邦宪序） 小学言行录 北溪家训一卷 古文精宏集

古事录 唐诗路

沈桂芳 中庸便义 水经备疏 诸子一隅 自怡山房集 闲存草

史乘长 东溪制艺

王逸虬 稽古日抄八卷（与张方湛等同辑） 元圃琳琅 青滩前后集

朱方谷 勉堂吟课

王莘 史榷 治平金鉴 半狂集四卷 任庵集 字辨 山林经济 诸赞

赵士光 雪筠诗稿

周兆元 砚耕诗草

徐韛 蝶梦龛杂著 梦生草堂诗文集四卷 蝶梦龛词曲四卷 镜光缘传奇二卷 写心杂剧

（子目：游湖 述梦 醒镜 游梅遇仙 痴视 虱谈 青楼济困 哭弟 湖山小隐 酬魂 祭牙

月夜谈禅 问卜 悼花 原情 七十寿言 覆墓 入山 求财卦 觅地）

钱蕙 兰余小草

孙源 鉴堂诗稿 北游草

陆昌言 月圃诗存一卷 月圃偶著一卷 易经省度 姓氏总汇

周允中 因拙轩杂著 松陵唱和抄八卷（与周羲、金学诗合撰） 澹愉堂诗四卷

王曾翼 居易堂诗集 回疆杂咏一卷 回疆杂记一卷

唐宝霞 艺菘庄诗稿

实含 渔庄近稿

金学诗 四书卮言五卷 历代年号补六卷 无所用心斋琐语 砭俗刍言 播琴堂诗集十二卷

文集六卷附壤庚集一卷（王昶、杨复吉序） 牧猪闲话一卷 吴江金氏家谱五卷

郁圮传 石公吟稿

顾大本 重文类纂 增订竹谱 镜溪外集

朱逢泰 画石轩诗集四卷 画石轩卧游随录四卷

陈汝雨 云映堂诗抄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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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银槎 曝书亭集笺注二十三卷

谭书 易经 易解 鸡肋集 海外集 临江阁集十二卷

王枚 归乡吟草

赵振业 三传匡谬 读左咫见 未学草 学易编 太平经世略

顾后亨 顾氏诗文集 虫鱼多识 顾氏诗录

朱坤 琴思集

周南宫 容斋诗草 容斋偶录

皇甫诗 苍麋诗稿二卷

庄步墀 一粟山房诗草四卷

顾我苞 施粥行

李大恒 铁岩小草一卷

李大翰 云庄诗抄 轮台使草

沈祖望 芗莲集八卷

凌云鹤 绿萝山房诗草八卷 吟香阁诗

张纫
,

少川诗抄

赵以庄 秋涛诗稿一卷

钟圻 凝香阁画赘 午峰诗稿三卷

仲步墀 水利考

沈乐 小隐诗文稿二十卷

吴树珠 露香阁诗集十卷 擘红余话 吴氏诗存

叶振统 宝燕草

周蠪 玉岑诗抄

徐佩兰 怡绿斋倡酬卷

秦守诚 湿温萃语 针砭证源 内经度蒙 嘉礼堂诗文集

赵宗范 抱膝吟 岭南游草一卷

郁文 稽古日抄八卷（与张方湛等同辑） 四书文

程汝明 醉六堂诗稿

程钟英 也吟诗稿

张谦 海余吟稿

吴士范 延陵诗草

顾恒 笠亭吟稿

郭元灏 深柳读书堂诗稿一卷词稿一卷

赵培 秋树斋诗稿 朱露阁小草

沈念祖 寄闲草

庄之义 伤寒说约

程鸿 木天楼诗抄

陆廷楷 澹斋诗抄六卷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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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鸣珂 春雨楼诗集 经方合璧十卷 澹虑堂墨刻八卷 政和圣济总录二百卷首一卷（与校）

沈翼苍 芒溪诗草 绘风文抄

徐汝宁 醉经楼存稿

叶齐贤 回庵诗稿

周孝均 逊敏堂集 四书阐 夏小正偶疏 世经堂日抄

顾学周 卧庐吟稿

王燕 宝爻阁诗文集 学庸讲义三卷 绿窗三绝谱六卷

翁纯礼 爱古堂诗集 平望志 医学金针

吴舒帷 入粤编 尚书解 十三经传述源流 六经同异得失考 二十一史抄略

陈阶琪 咏香集 闾峰诗抄四卷

陈阶瑶 筠溪吟稿一卷

陈庭学 塞垣吟草四卷 蛾术集十六卷 东归途咏一卷

丁云锦 自怡集二卷 粤东游草 楚游集 九愚诗余 楚江诗余

赵基 乳初轩诗选四卷外集一卷 青草滩杂诗一卷

吴博厚 吴博厚诗集

仲凤翔 南园集

周璐 小濂诗稿

王朝栋 槐轩诗集八卷

方洄 卜砚斋集 洞庭游草

叶宜雅 补亭草

沈宗德 勤补书屋诗抄一卷

姚栖霞 剪愁吟一卷

程以均 芙蕖小谱一卷 程以均遗诗一卷

黄以正 吟红馆诗稿

程瑶 玉舟诗稿

际峻 隐樵偈余稿

吴中奇 鸿爪山房诗抄（翁广平序）

王祖琪 谷真遗稿

任凤纶 丹峰制艺 丹峰诗文集

王锟 闻喜斋集 使黔集 岷阳杂著 畿辅安澜志 先正修身格言十卷 退学吟庵诗抄一卷

严澄 秋蝉集

沈右垣 秋农诗草

吴士坚 汉书蠡说一卷 塔影轩笔谈十二卷 骥沙存稿一卷 四书总字分类韵编 列史蒙拾

笺注秋笳集 四部分部字考四卷 课余随笔四卷 诗文四六 池耨轩诗集 东里一廛文集二卷诗

集十五卷

袁志让 袁志让诗

顾我鲁 朱萼山房诗抄

６０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顾青藜 自得居剩稿一卷

沈汝霖 读易偶抄 虹桥诗稿

施仁 兰村诗抄

叶逢金 闽游诗草 题画杂诗

袁兰 山中白云集一卷 蟋蟀吟一卷 偶然吟一卷 和陶集一卷 水村秋眺图题咏一卷 钱

箨石十国词笺略一卷 二恬随笔 四书考摘要二卷

费温如 玉瑛遗草

王日升 鲈汀诗草

周宫桂 寿南堂稿 云蟾居诗抄

沈照 惕庵诗草

沈沾霖 限期集览六卷 刺字便览 蒙求三字经 西游草 江苏成案（辑）

沈
8

竹瘦山房集

赵泰 停舫吟

周琳 逸乡诗抄

程瑶华 绮霞阁绣余小草

管窥豹 霞江诗抄

张以纫 筠窗小咏

顾人模 课余吟稿

王和行 耕心斋时艺

沈枫 效吟小草

杨观吉 鸿雪堂诗存

杨复吉 辽史拾遗补五卷 辽史拾遗续三卷 虞初余志二十四卷补八卷 梦阑琐笔十六卷续

笔八卷 艺林碎珠二卷 元文选三十卷（辑） 诗文全集二十二卷诗余四卷 史余备考一卷 国

朝七家乐府三卷（辑） 元稗类抄 燕窝谱 昭代丛书丁、戊、己、庚、辛集 天崇文阐 律赋丽则

费云倬 毛诗稽古编三十卷附考一卷（陈启源撰，费云倬考）

张露 近村居诗抄

姚大谟 南枝小草

王 史汉人名异同录

严蕊珠 露香阁诗存一卷

孙仲英 映雪居遗稿

徐豫吉 汉南游 西泠游 倦游草

陈兆? 谨庄自订诗文集 驾千遗墨

史善长 一谦四益阁文抄一卷 秋树读书楼遗集十六卷 青溪书院志 ?山毕公年谱一卷

翡翠巢词抄二卷 昌亭贳酒集·燕筑集 翡翠巢文稿 味根山房全集（子目：味根山房诗抄九卷

味根山房文集一卷 轮台杂记二卷 东还纪略一卷）

吴鹤侣 鸾影遗稿（史善长序而梓之）

柳球 燃叶轩稿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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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瑚 鸣平集十卷（沈德潜序）

陈元文 简亭诗抄六卷 古香书屋文抄 粤游草 出塞集

沈埏 孚德堂集

迮朗 绘事雕虫十卷 绘事琐言八卷 雕虫馆骈体文二卷 碯川诗文集 郢垩集 辨正篆隶

雅俗 粤游笔谈 淮上纪闻 迮碯川遗诗一卷 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录一卷 黎阳倡和诗一卷

吕英 湘渔吟稿五卷 西菱杂著二卷

陈阶英 晓江诗抄

马若濂 半园集 湖滨近雅集 湖上诗抄 寒香居存草

项汝图 大酉山房遗稿

许振声 怀真草庐诗抄

吴邦基 大好山房诗集

翁桢 蔗尾诗稿七卷

秦预 韭溪棹歌百首

秦玉田 借山集

刘德傅 青藜馆稿

赵鸿藻 寓闲草

周南 静轩诗稿二卷 城南三子诗（合沈大本、周南、薛梦柳诗）

周京 五芝堂诗稿四卷 周寄林遗诗二卷

叶肇元 分湖近谱

叶窻升 文竹山房诗稿四卷 文竹山房集外诗一卷杂著一卷

沈大本 礼堂诗抄八卷 城南夜话一卷续话一卷 周易义 中庸口义 服制考异 读书呓说

艺宛时贤小识 松陵旧闻轶事杂录 松陵诗征续编代采近贤小传存稿 春秋日抄三十卷 礼记订

讹六卷 礼记日抄三十六卷 读易日抄五十四卷 垂虹诗剩补编一卷 金陵游记一卷 仪礼详义

吴中漱润集三卷（与撰）

张国泰 壶溪吟稿

程绍墩 斐园草一卷

李会丰 小海岳诗抄

史开基 宾鸿阁遗诗

陆绶 紫珊遗稿一卷

陆 华仓偶吟

沈钦道 买山楼诗稿

叶肇 榆庄诗草 榆庄杂录

赵承运 编柳山庄诗稿 玉湖存稿

朱玉 悦心斋集

孙仁利 珠溪集

实裕 庵集 玉带山房唱和诗

沈
/

杜诗笺注 韩文论述十二卷 （乾隆）吴江县志（与纂） 黄帝逸典评注十四卷（与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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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同撰）

王元煦 霁台诗文集 江震续志稿 官游草

陈基 杉山遗稿五卷（李廷芳序） 痧喉心法

李云章
,

兰集

金芝原 颐性斋诗集八卷 梅花书屋图题咏一卷 蔬香馆日记不分卷

顾我乐 蘰痴阁诗抄十卷续抄三卷 蘰痴阁词抄，一作《箨香词》二卷

李堂 香岩诗抄二卷 词选二十卷 东厢杂识 诗学集成二十卷 佛桑花馆词抄二卷

宋景和 疃浮山人集 闻川泛棹集四卷（沈德潜序）

戴素蟾 中馈要览六卷 彤管汇编

黄大昌 铁人诗草一卷

唐在洽 可群诗抄

唐在简 小摩集 竹书偶存草

仲锦奎 近垣初稿

仲一飞 红芍山房吟稿三卷 闽游草一卷

陈梦鼎 一泓堂诗抄一卷 簏中拾存一卷

陈明德 蛩吟集一卷

沈培玉 息吹草

孙琪 瑶圃诗稿

赵塘 玉遮山人诗稿 雨屏小稿

任兆麟 心斋十种二十卷〔编著，子目：夏小正补注四卷 石鼓文集释一卷 尸子三卷（周尸

佼撰，任兆麟补遗） 四民月令一卷（崔萛撰，任兆麟辑） 襄阳耆旧传三卷（习凿齿撰，任兆麟订）

寿者传三卷（陈明懋撰，任兆麟订） 文章始一卷（任窻撰，任兆麟校） 孟子时事略一卷 心斋集

诗稿一卷 纲目通论一卷附弦歌古乐谱一卷〕 有竹居集十六卷〔子目：林屋诗稿四卷 心斋文稿

九卷 声音表一卷 孟子时事略一卷 仓颉篇一卷（辑）〕 任氏述记五十六篇（一作《三代两汉遗

书》，褚寅亮等序） 荀子述记 艺林述记二集四十六种（辑） 孝经本义 尚书古文叙录 毛诗通

说三十卷 春秋本义十二卷 朱子粹言四卷（黄培芳序） 虎阜志十卷首一卷 吴中十子诗抄十

卷（张允滋选，任兆麟阅定） 安乐传家集五卷补遗二卷附世系里居总目卷（辑） 大戴礼记一卷乐

记一卷（注） 孝经集注一卷 弟子职集注一注 仪礼大要二卷 三苍考逸补正一卷 同文千字

文二卷 箫谱一卷

张允滋 吴中十子诗抄（一作《吴中女士诗抄》，张允滋选，任兆麟阅定）〔子目：张允滋／清溪诗
稿（一作《潮生阁诗草》）一卷 陆瑛／赏奇楼蠹余稿一卷 李?／琴好楼小制一卷 席蕙文／采香楼

诗集一卷 朱家淑／修竹庐吟稿一卷 江珠／青藜阁集诗一卷词一卷 沈 ／翡翠楼集诗一卷词一
卷 尤澹仙／晓春阁诗稿一卷 沈持玉／停云阁诗稿一卷 附任兆麟／翡翠林闺秀雅集一卷、箫谱〕

沈瞡（字树亭） 云巢诗稿十卷（沈?序） 洞庭游草四卷 拂尘草 楼居小草一卷 静寄草

一卷 北行日记一卷 语绮二卷

凌坛 金苔花馆诗草 汉官印考 焚枯丛话 焚枯丛话采柏园古印泽存

计宠麟 自怡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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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城 翠娱楼诗草四卷 梦游草十五卷 翠娱楼诗余一卷 翠娱楼杂著一卷

陆泰增 客窗偶吟二卷 淡安遗文一卷

史善庆 竹轩诗抄一卷

费兆蟾 制义一卷

张斗 洋村吟稿

徐筠鹤 竹君遗稿

顾冠贤 诗草一卷

潘世谦 退庵诗抄一卷

陈逢源 千文帖

管世昌 永字八法帖

周丰玉 小山诗稿 滋诗书屋诗抄

顾惟俊 策策鸣草

顾兆曾 五经疑 元明画师类姓录 恂堂诗草二卷

顾涛 友砚斋剩稿二卷

张士元 嘉树山房集二十卷外集二卷续集二卷 震川文抄四卷（辑） 诗学问津集四卷

费登墀 吴江费氏族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费登墀重修，费廷琮、费廷熙补）

王鲲 松陵见闻录十卷首一卷（宋潢等序） 盛湖诗萃十二卷（李廷芳序） 养真精舍诗抄

话雨楼碑帖目录四卷

计蕙仙 剩香集一卷

徐秀芳 秀芳遗诗一卷

徐彩霞 彩霞遗诗

徐曾泰 南溪草堂诗稿

顾虬 秋梦斋诗集二卷 秋梦斋诗稿一卷

汪蕙芬 西凉游草

陆俊 骈拇剩墨二卷（陆念祖序） 文乐堂墨刻二卷 武林游草一卷 题画诗一卷（与翁广

平、徐锦同撰） 鹤癯道人集

徐锦 勉斋诗稿 题画诗一卷（与陆俊、翁广平同撰）

周鹤立 匏叶庵诗存十二卷诗余一卷杂俎四卷外编一卷 衔恤纪行草一卷 匏叶庵诗补遗

庄斗 兴民解 文山诗文集 不朽录

黄诜桂 正雅堂黄氏诗抄二卷

邱冈 德芬堂诗集十六卷集外诗一卷词一卷 哀哀录一卷（与邱璋、邱璇合纂） 笔峰吟草

四卷

邱璋 诸华香处诗文集十三卷 洞庭游草四卷 晚阁词稿一卷 哀哀录一卷（与邱冈、邱璇

合纂）　

邱璇 长春草庐学文一卷学诗十卷（陈赫序） 花依草堂初稿一卷 哀哀录一卷（与邱冈、邱

璋合纂） 读大学偶记一卷

徐涛（字听松） 郭灵芬手写徐江庵诗 话雨楼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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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馨 吴德馨遗诗一卷

许琼思 宛怀韵语二卷

袁泰然 藜照集

王麟勋 宝砚斋诗抄

张以智 帘谷诗草

赵制锦 云江吟稿 东阳草 南沙草 吴门草

赵新珍 信口吟

蒯谦吉 益堂文稿 国朝文醇

费赓墀 镜吾集

王祖武 居易堂后集

汪玉轸 宜秋小院诗抄二卷附诗余一卷

汝阶玉 秋士诗抄三卷（沈瞡序） 庑下长语四卷 亦我庐随笔

刘守忠 萼辉楼诗草 同川棹歌

徐履中 红树山庄遗稿 袁江寓草

赵鸣鹤 介轩吟稿

赵齐峄 鹤汀遗草一卷

沈坚 伴梅小草

浦熙 杏村诗草

李? 葭湄偶存诗

陈兆牧 语花居诗稿

庄康 静远楼稿

赵景运 晋滇游草

朱春生 铁箫庵诗集二卷 铁箫庵文集四卷 望望斋诗不分卷 吉光片羽集

翁广平 平望志十八卷首一卷 吾妻镜补三十卷 听莺居文抄三十卷（姚鼐序） 平望诗存

十五卷（辑） 周草亭集六卷（辑） 天文论 六书原四卷 听莺居金石书画跋尾诗话 续松陵文

献 翁氏文献 传国玺考一卷 杵臼经 海琛诗文集三十卷诗话七卷 余姚两孝子万里寻亲记一

卷 题画诗一卷（与陆俊、徐锦合纂） 书湖州庄氏史狱一卷

翁广岳 江?诗草二卷 江?诗话二卷

秦秉纯 唾余吟草一卷，初名《红叶山庄稿》

圆照 白云窝诗抄

吴家驹 万蕉轩漫稿

冯泰 复厚斋诗抄四卷（顾广誉序）

丁兆宽 绿杉野屋稿

周 紫荆书屋诗稿

汪良绪 退庵剩稿二卷

顾德本 也园诗抄

任潮 白水田园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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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棠 秋水池堂诗五卷（陈毓升序） 洮琼馆词一卷（郭鮕序）

马元勋 蕉雨轩诗抄四卷

陈? 慕陶阁诗稿四卷

陈燮 寒碧轩诗抄六卷题咏一卷（陈寿熊、袁枚序）

袁淑芳 拾香楼稿

沈新锷 秋崖诗抄

沈松 漱石山房诗稿

沈宫桂 念亭吟草

姚梓生 松陵唱和集

朱尔澄 武林游草

蒯兆荣 祝乔近稿三卷

陈珏 竹宾诗草

陈磆 诗考异再补 说文通正二卷 止水鉴诗文词集

陈赫 小琼海全集四集二十一卷 家心文集（邱璇序） 和答百媚吟一卷 二赤文稿二卷

老辛骈体文一卷 老辛诗余二卷

费卿庭 春秋左传列国地名考二十四卷 稽古编八十卷 经说八十卷 国朝经义考六卷 勾

吴俚语考二卷 吴江城隍庙志一卷 历朝讳考六卷 分韵子史题解二十卷

李菖 听泉遗诗三卷（杨蟠序）

李福昌 伴梧诗存二卷

李景昌 雁渚闲吟四卷 琴溪老人诗

袁鸿 铁如意庵诗稿六卷

王蕙芳 秋卿遗稿 瑶华仙馆诗抄剩稿一卷

袁浦 珠还草一卷

钱与龄 闺女拾诵 仰南楼闻见集

蒯嘉珍 树滋堂诗集四卷 四子书辨证 举业要录 吏治揭要 瞳庆集 粤游诗钞四卷

程际韶 番寨柳枝词 留诗阁集 音偶存

吴锡祚 春林集

任友兰 畹香书屋诗草 唐诗搴英集

顾日新 寸心楼诗集四十二卷 寸心楼文稿二卷补遗一卷

赵作舟 吴江赵氏诗存十二卷（沈钦霖序） 正谊堂诗稿

凌凤超 榆荫书屋诗草二卷 洞庭游草三卷（与王之佐等合纂） 慎言录十卷 览园诗词稿

屠拱垣 灯漫笔 睡余琐语 荻庄诗草 一粟斋诗稿一卷

吴鸣 平望志八卷

郭学洪 杏花书屋诗稿一卷词稿一卷 药性提要歌诀

金霞起 赤城诗稿

叶树鹤
6

斋吟稿

朱庭照 留云山馆遗草 湘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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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锐 樵风阁诗 苔石山房诗稿

费士玑 四书音证二卷 帝王表见记 周易汉学通义 许氏说文重文补录 音韵表 家塾迩

言 遂初轩吟稿

潘照 鸾坡居士红楼梦词 钓谓间杂脍六种七卷（子目：海喇行一卷 涑水抄一卷 从心录一

卷 西泠旧事百咏一卷 小沧桑一卷附乌兰誓二卷）

王玖? 记存草

吴
,

生 南离诗存一卷 望古堂集

叶树棠 益斋诗抄一卷 益斋集外诗一卷

周模 约君诗抄

徐垣 纬堂残稿

蒯步蟾 春雨楼诗抄一卷

沈钦复 酉山诗抄一卷 织箫居士诗抄一卷

程 树蕙堂诗集 飞鸿延年室诗

孙仲辰 春秋三传舍选 光庭遗集

姚舆 覆瓿集二卷 姚正甫先生文略十卷

徐乔林 望云楼初集七卷二集五卷西濠渔笛谱一卷附望云楼漱芳集二卷

李会恩 万叶堂诗抄二卷（翁广平序）

程邦宪 迟云吟馆诗五卷（陶澍序） 竹庵奏议一卷 定香亭笔谈 试帖诗

程鹭閖 贲园诗抄

王庭辉 小迂剩稿

范文治 敦诗堂遗稿

郭鮕 灵芬馆全集九十三卷〔子目：灵芬馆诗集三十九卷（初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四卷、四

集十二卷、续集九卷，屠倬等序） 灵芬馆杂著十四卷（初编二卷、续编四卷、三编八卷） 灵芬馆词

七卷（陈鸿寿序） 爨余集一卷 爨余丛话六卷 灵芬馆诗话十二卷（孙均序） 灵芬馆诗话续编

六卷 江行日记一卷 园消夏录三卷 金石例补二卷 国志蒙拾二卷（抄撮，陈鸿寿序）〕 灵

芬馆集外诗一卷 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姚铉编，郭鮕补遗，金勇序） 词品一卷 灵芬馆词话二

卷 消夏三会诗三卷 延秋集不分卷 续消夏集不分卷 潍县竹枝词自注二卷 潍县金石志 潍

县宏福寺造像碑考一卷 郭频伽印存一卷 碎金集

叶树枚 改吟斋诗四卷 改吟斋诗二集四卷 改吟斋烬余什一卷 改吟斋集九卷 甬游草

铁呵寮词一卷

叶承柏 澹斋诗词抄 乍川唱和集 养拙居文稿

郑 白蝴蝶庵诗稿一卷 弱士诗抄

徐达源 黎里志十六卷首一卷 国朝甫里人物志六卷 禊湖诗拾八卷（辑） 新咏楼诗集十

二卷 涧上草堂纪略二卷 无隐庵笔记十卷 水利节略一卷 禊湖文拾二卷（辑） 南北朝文抄

（彭兆荪辑，徐达源校刻） 瓶隐偶抄一卷 吴郡甫里诗编十二卷 国朝吴郡甫里诗编八卷（辑）

吴郡甫里人物考二十二卷 修养杂录二卷 紫藤花馆文稿二卷词二卷 诚斋诗集十六卷（杨万里

撰，徐达源校刻） 斗南一榻销寒雅集图题咏一卷 紫藤花馆藏帖四卷 一声长啸万松间图题词一

３１２

第三篇　文献流传和图书馆服务



卷（与陈诗同辑） 明徐鲁庵先生事迹汇编一卷

吴琼仙 写韵楼诗集五卷附词 双巢翡翠阁小札

徐筠 芋香山房诗抄一卷（陈来泰序）

张孝嗣 清承堂印赏初二集八卷 清承堂投赠尺牍三卷 竹松书屋诗存

天寥 天寥遗稿三卷（郭鮕序）

吕晋昭 自勉斋诗抄 禊滨草堂文集 孝行录

陆廷槐 问奇亭印谱四卷

朱容照 花好月圆人寿斋遗稿 玲珑山馆留删小草

陈琪 漫浪集

全士潮 望云小草 驳案新编三十二卷续编七卷（与编）

王家榛 露香阁诗草

孙懋勋 天籁吟稿

达曾 香影庵诗稿

吴音 养拙斋诗稿

钱养浩 钱桐萳诗集

沈? 木庵焚余稿 红叶山庄吟稿 炙砚杂抄

顾盨 瞻麓遗诗

沈钦霖 织帘居士时文抄 织帘居士诗抄

费兰墀 蘧庵文抄一卷

严湘帆 宜梦楼词

钱墀 黄溪志十二卷 亦陶轩诗抄一卷 见闻随笔 有正味斋集笺注

庄兆洙 东山老人诗剩一卷

姚敬清 鸿寄轩小草

张建谟 至道堂诗一卷 蝉吟小草

黄初 梦香斋诗抄四卷 晴岩诗存二卷

黄新 澹庵诗存一卷

宋承谳 宋承谳遗稿

王锡瑞 滋树斋诗草 读书日记 苏诗注

邱孙锦 有余地遗诗六卷 安雅堂诗抄二卷 红豆诗抄二卷 餐雪斋初稿

真辉 按指集

潘眉 三国志考证八卷 （道光）高州府志十六卷 小遂初堂诗八卷文三卷 说文解字二卷

笔记数卷 孟子游历考一卷 寿生诗存一卷 心镜四卷丛说八卷

吴绳祖 杏园遗稿

郁承泰 南轩诗草

吴宗谟 定庵诗稿

吴言 养拙斋诗稿

陈阶琛 澹如居诗集 何氏语林印谱 颍川近谱 韫山制义 禊湖杂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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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秉仁 念修堂诗抄

秦秉义 倚棹吟四卷 耕余杂唱二卷 苴唳吟二卷 梅庵词稿二卷

沈金渠 春风庐诗集二卷（张士元序） 震泽备忘十二卷

叶树伟 骈枝集一卷 讲习篇

姚慰祖 梅花楼诗钞草一卷

郭凤 山矾书屋诗初集十卷二集九卷

郭骥 冬学庵稿

金仁 味真山房诗文集五卷 味真书屋杂著合编二卷（与金奉尧合著） 粤游随笔一卷 彭

城学吟社诗草

许铨 梦鸥阁诗抄一卷（殷寿臻序） 寿萱诗抄一卷

迮鹤寿 孟子正经界班爵禄两章疏证一百二十卷 韵字急就篇十卷 夏九州岛经界疏征一卷

殷九州岛经界疏征一卷 周九州岛经界疏征一卷 夏九州岛分土疏证一卷 殷九州岛分土疏证一

卷 周九州岛分土疏证一卷 齐诗翼氏学四卷 江震潜德编四卷 迮氏家乘前集八卷 王西庄蛾

术编注八十二卷（王鸣盛撰，迮鹤寿参校并注） 集 帝王世纪地名衍四卷

吴鸣镛 续修六安州志

仲升吉 慎庵遗稿

俞兰台 晚香堂诗抄二卷续抄二卷

周绍韛 耦樵遗稿

周尔宾 古香斋诗草

陈懋 遂高堂诗集十卷

黄石书 听雪斋易说

陆大均 红影庄诗抄二卷

顾宗海 分滨唱和草 赋稿二卷

顾宗濂 吟波诗稿

谢宗素 却扫庵存稿

周嘉福 偶存抄 重次千字文一卷

仲宗濂 读左管窥四卷 四书释地辑略二卷 赋珊堂诗文稿

赵兰佩 江震人物续志十卷补遗一卷（张履序） 江震人物备考十卷 眉山诗抄 松陵人物

补志十二卷

邱孙梧 易安斋诗集六卷（陈大绩序） 易安斋二集 云心集节录一卷答眉集节录一卷 打

包小草一卷

殷大埙 棣香文稿

王致纲 倚帆诗抄

王致绶 紫薇花馆稿

吴载 渔庄诗草

赵云球 莘田遗草一卷

秦清锡 ?萫山居诗稿一卷（吴邦基序） 历代纪年类编 匪莪集 耻耻山房诗集 洞庭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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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宗谱 武林游草三卷

周星彩 时文启秀集

董寅森 吟香居诗抄

盛瑶 寄北斋诗抄

金恭 玉尺楼画梅说 玉尺楼集四卷 秋渔吟草四卷 烟浪小舍诗草一卷

周霁 学吟草三卷 北游草二卷 愚谷遗诗

任昌诰 韩山小稿

王芬 芸台吟稿

陈管 怡山集

程兴坚 自适吟

石逢龙 石生医案

陆蓥 问花楼诗抄一卷 问花楼诗话三卷 问花楼词话一卷

际天 潇湘草初集二集

杨刚 墨沈存余

陈山寿 众香庵诗稿一卷词稿一卷 闽游草 历朝词 邓尉寻春图题咏一卷

陈蕊元 吟晓楼诗稿一卷 花间寻梦图题咏一卷

李闿 梦兰遗诗一卷

周繤 易图贯义二卷

凌镐 易斋诗稿十二卷 天复园杂著（袁学澜序）

孙寿保 书楼遗诗一卷续集一卷

叶春晖 清寿庵诗草

张畹英 迎霞楼稿

郑璜 春秋地理志今释 三国志辨伪 海红华馆文抄四卷（董兆熊序） 海红华馆诗抄十卷

词二卷（郭鮕序）

陈杲 易述二卷 瑞芝阁诗抄

秦丕烈 啸庐诗文抄

庄兆禨 镜波楼稿

邵嘉谷 灵石山房诗稿

赵春霖 晋游草 西泠前后游草 历游见闻录

赵球 私笳集私笺 灵檀余屑 欧丝集

任昌诗 苏庵诗稿八卷 来青楼尺牍择吉要览

叶 香玉馆诗词抄 散花庵丛语一卷 散花庵杂组

金永骥 爨桐室诗抄

盛际虞 逊堂诗草十卷

沈诠 漱霞居吟草

孙克莹 玉岑诗稿

陈山甫 禊湖陈氏诗存八卷 真意斋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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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钰 披云山房遗稿

蔡湘 周官辑注六卷 传砚楼诗抄二卷

樊钟岳 壶山堂诗

钱志伟 无隐处题画诗

松云氏 英云梦传（三生姻缘）八卷

蔡仙根 琴言一卷 琴谱大成二卷 操缦撮要一卷

吴荣 聚星草堂诗稿

文峰 如山居未悟编一卷

赵莲 咒笋庵剩稿（徐锡琛序）

陈圻 墨池集

周梦台 红梨社诗抄一卷（与纂） 茶瓜轩诗文集 初庵剩稿二卷 茶瓜轩词一卷

朱兰 先得月楼诗草（黄金台序）

吴家骐 守拙斋遗稿五卷（柳树芳序） 汾湖杂咏一卷 杂著一卷

赵函 乐潜堂诗初集二卷二集六卷 菊潜庵剩稿三卷 飞鸿阁琴意二卷

杨秉桂 潜吉堂诗录二卷词录一卷杂著一卷（孙燮序） 画兰题记一卷附录一卷

王嘉锡 梦庚楼诗草

吴鸣锵 睫巢诗集四卷文稿二卷 莺湖补禊诗存一卷

刘乾吉 竹虚斋诗稿

邵 铁花庵诗抄 又生草堂诗集

计哲 厉青斋诗存

达宗 净土述要 云昙诗稿

徐娱庭 医案集存 汉槎友札一卷（辑）

水上善 高隐山楼诗抄一卷

李德新 滇游草

黄巍赫 甲申北都覆没遗闻一卷（叶树棠跋） 古文初二集

吴有庆 病中吟 子余诗文集

汝宏沅 蔼人遗稿

范用源 范用源诗文遗稿

李持玉 绿窗草（庄庆椿序）

陈清耀 耦杏山房诗抄

李伯骧 焦桐山馆诗抄

蒯兆? 二十四砚斋诗稿

蔡淇 七逸居吟稿一卷 挹青楼诗稿 媚学斋诗稿

金章 茂萱书塾吟草 茂萱书塾词草

杨遚 汉四皓石刻题跋集录一卷 龙石山房印稿八卷 杨龙石印存不分卷 栗庐藏印

朱培元 新著书斋诗稿

程际青 品石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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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芸馨 翡翠巢剩稿

陆鵸 郁林山馆诗文集 传画楼杂著 传画楼读书录

周霞 惺斋游草一卷

殷增 年号考 人参谱 剪烛闲谈 孤鸿篇四卷 武林游草 松陵诗征前编十二卷 □竹居

看菊图题咏一卷 东溪吟草

殷炜 怀古堂印谱三卷 续泉志五卷

张海珊 小安乐窝文集四卷诗存一卷 南池唱和诗集（与张履同撰） 西来公案初抄 火攻

绝要 古田舍日记 铁甫诗集 丧礼问答一卷 先儒礼经次弟 区田说

程庆龄 心不竞斋稿 粤游草 归来吟

丁月邻 颂琴楼草

许蔚宗 听江馆诗抄五卷 童初仙馆稿

洪潮元 四书义索解编十卷 桦叶山房诗二卷

周宝生 剪红山馆吟草

沈清凤 梧村诗文集 删余偶抄

翁耀 种纸山房诗抄五卷 扣盘诗草

吴鸣钧 盍簪书屋诗稿 分湖秋泛图题咏集

周钤 映林诗稿

周铮 鲈船吟稿

赵楚湘 秋水船诗稿

朱霞灿 虚白庵诗

金锡桂 溪云阁诗文全集 溪云阁吟稿 左传杂咏 明史杂咏

刘芝瑞 研芝书屋诗抄五卷

沈才清 古柏轩诗稿四卷 古文辞一卷

金锐 其恕斋诗草四卷续刻四卷三刻十卷 其恕斋试帖十七卷

陈佐猷 枝仁山馆遗诗

费淑 红梨阁诗抄一卷

袁陶繰 媚学斋诗一卷

周芝沅 古芬山馆诗二卷 遂生居诗一卷 周氏家乘

董云鹤 涵清阁诗抄一卷 闲窗杂记二卷

顾佩芳 怀清书屋吟稿一卷 焦雨吟稿一卷

吴涣 右岑自存草四卷

许珠 萱宦吟稿一卷 写翠楼诗

金连城 待月轩诗草

冯珍 尊古斋诗抄四卷 西泠杂咏一卷 西山纪游诗抄一卷附词一卷

费元 宝善大全

陈兴雨 水竹居吟草

陈萿 桐竹斋诗草三卷 镜墀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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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独笑轩文一卷 独笑轩诗稿二卷 饼桃花馆词一卷

周光纬 红蕉馆诗抄六卷（彭翊序） 红蕉馆词 泥爪吟 了缘吟 红蕉馆琴谱二卷 红蕉

馆藏真帖（辑）

王淑 竹韵楼诗抄二卷琴趣一卷

吴育 私艾斋诗文集 游峡山寺记 游金粟泉记 访苏泉记 吴山子遗文一卷

费一桂 枕经楼诗古文集

赵勤 奇雨楼诗抄一卷

孙李坤 浣花草堂集 斗西诗稿

王致望 盛湖诗萃续编四卷（贾敦艮跋） 舜湖纪略十卷

沈? 停云楼诗四卷 题画诗二卷 画记二卷 杂体二卷

叶琼华 小疏香阁稿一卷

沈蔰 绿荫草庐学吟稿

张其泰 编年国策辑注十卷首一卷（张其泰编次，张深仁辑注，张光荣音释）

李钦 李氏世谱 同声集（与杨羲、陆廷楷合著）

陆廷楷 芜香馆诗稿 同声集（与杨羲、李钦合著）

吴家骥 橙香书屋遗稿一卷（陈希恕序）

王观潮 潇湘吟馆诗集十卷词抄二卷

陈来泰 寿松堂诗集十八卷文集二卷 寿松堂诗话四卷

沈祎 左塾吟草

褚世镛 怀鄂楼诗二集一卷 怀萼楼日记不分卷

杨羲 砚隐诗存四卷 同声集二卷

赵瑶林 吟花馆剩稿四卷 选韵轩韵选二卷 百花吟一卷 子霞自述一卷

王之佐 洞庭游草三卷（与凌凤超、王棠、王之藩合著） 种竹山房诗草八卷集外诗一卷 金

海楼合稿 吴中两布衣集二十卷 白燕倡和集六卷 青来草堂汇编 来清集十六卷 宝印集六卷

附二卷 绘水集三卷（林则徐序）

王棠 蕉雪庵诗抄八卷诗余一卷 蕉雪庵杂著一卷 洞庭游草三卷（与王之佐等合著）

王之藩 鹤守庵诗稿四卷 镜松居词抄二卷 洞庭游草（与王之佐等合著）

王之孚 画余剩墨一卷

吴鰕桃 绿窗吟草一卷

沈懋德 昭代丛书（校补续辑） 韵学急就篇十卷（与迮鹤寿同辑） 蛾术编八十二卷（王鸣盛

撰，沈懋德校注） 国朝文征四十卷（吴翌凤辑，沈懋德校刻） 国朝文汇抄二百七十卷（朱繨辑，沈

懋德刻）

任昌谟 松轩诗文稿

翁承恩 省梦庵吟稿

柳树芳 分湖小识六卷 养余斋诗初刻八卷（子目：得闲集四卷 孤唱集二卷 荆
9

集一卷

胜溪竹枝词一卷） 养余斋诗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六卷 养余斋诗续集四卷 养余斋文集六卷

读史随笔 日记三十卷 白门游草一卷 胜溪居士自撰年谱一卷 分湖柳氏家谱十卷 河东家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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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续编二卷（柳树芳辑，柳兆熏、柳以蕃续辑） 分湖遗诗（一名《分湖诗苑》）一卷 顾氏三家诗

选一卷 三亡友诗一卷 读韩读柳读欧读苏笔记八卷 经史撷华 太平庄杂录十卷 尺牍六卷

三通汇论 华野郭公年谱一卷 陆清献公日记十卷（校刊） 养余斋书目草本

宋静仪 绿窗小草

陈三陛 评月楼遗诗三卷

赵畹兰 品华评月楼诗词稿

费希濂 仙居县志 平寇略

王铭 见山楼遗诗抄四卷

柳梦坤 雪香斋遗诗

陈希曾 先考章伯府君事略

叶尧 地学一隅 地理集说

赵筠 瓶隐庵诗一卷

潘芳勋 柳西草堂诗稿

黄寿 月映楼诗

金作霖 补蹉跎室稿 水西花馆稿

张澹 风雨茅堂稿 断钗吟二卷（卷一张澹编，卷二汤绶名编） 归根小草一卷 舜湖杂咏一

卷 绾春小草一卷（与陆蕙合撰） 庆既令居合稿（与陆蕙合撰） 花瑞集（与陆蕙合撰） 水仙社

诗抄一卷（与陆蕙、陆鉴合撰） 鸿案联吟余稿一卷（与陆蕙合撰） 玉燕巢印萃（辑）

陆蕙 归荑集 琴娱室诗 得珠楼诗选一卷 得珠楼铮语一卷 盨香画录一卷 庆既令居合

稿（与张澹合撰） 绾春小草一卷（与张澹合撰） 花瑞集（与张澹合撰） 鸿案联吟（与张澹合撰）

水仙社诗抄一卷（与张澹、陆鉴合撰） 璞卿女史未定稿

陈希恕 灵兰精舍诗抄十六卷 闹红一舸词八卷 杂著二卷 治疾记一卷 游杭小草一卷

红树怀人阁词卷 哀弦集一卷 吟琴读画楼诗抄一卷 续素衣集一卷 医案三百二十二卷 哀挽

录 梦琴图梅花屋图等题咏九卷 日省簿 吾有大拙赋抄一卷 杨忠文公先生实录五卷 红梨社

诗钞（辑，郭鮕序） 小赋寸锦三编一卷（辑）

钱清婉 拥月楼诗存

翁雒 小蓬海诗四卷 集唐诗 翁小海花鸟草虫册 屑屑集一卷

翁敦书 三十六鸥水榭诗草 蘧庐近稿 明御史李模年谱（与沈曰富同辑） 翁布衣诗录二

卷 翁仲联呤稿

翁大年 旧馆坛碑考二卷 陶斋金石考二卷 陶斋印谱二卷 泥封考二卷 瞿氏印考辨证一

卷 秦汉印型二卷 古官印志八卷 古兵符考八卷 孙耕闲集（辑） 何义门集（辑） 古印聚珍

（与沈昀同辑） 陶斋金石文字跋尾一卷

吴金寿 三家医案合刻附医效秘传三卷温热赘言一卷

达尘 一指窝诗录一卷 题画诗余一卷

蒯关保 佐治药言（一作《吏治药言》） 问梅轩诗稿 铜鼓斋吟抄四卷（钟祥，胡志章序） 铜

鼓斋印谱二卷

宋志恒 赋梅书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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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鉴 茶神阁诗草 水仙社诗抄一卷（与张澹、陆蕙合撰）

吴家衔 瓮天吟草

唐寿萼 绿语楼倚声初续集二卷 凫翁亭诗集二卷

张衔 树萱堂诗抄

俞岳 笠东草堂诗文集四卷集外诗一卷 小吴山馆诗稿不分卷 止止斋诗录不分卷 小吴山

馆少作诗存不分卷 归庐遗稿不分卷 梦痕录余

金清桂 画梅说 粤游记

金桂 金桂弈谱

张履 积石文稿十八卷 诗存四卷 南池唱和诗存一卷 余编一卷 静学斋文抄一卷 容

山教事录一卷 丧礼辨误 课经偶记 炳烛记 静观斋诗初集 宗法通考 诸城李氏家传

顾鸿生 海霞诗抄八卷 笠泽琐言

萧赞 古文稿 读书质疑 管窥日录 吴中水利 四书辑要

郑寿彭 步斋学吟草

赵亨衢 子鹤诗抄 阁帖汇考十四卷（辑） 赐归赠别卷一卷 雨夜联句卷一卷 七君子传

一卷 七人联句诗卷跋一卷 莺湖唱和诗一卷

黄冈 疏花馆集

吕泰运 蕴谷诗稿

庞佑清 舒恬轩周礼读本六卷 绿满书窗六种（辑，子目：唐寅／六如诗抄一卷 吴伟业／鹧鸪
斑一卷 尤侗／四书诗一卷 孙承泽／庚子消夏录碑帖考一卷 叶小鸾／返生香一卷 袁枚／小仓山

房续诗品一卷） 春秋左传杜注（姚培谦撰，庞佑清补订）

钱渭阳 汉易汇阐 春秋经释 音律考

汝谐 蘅香馆稿四卷 焚砚集一卷 箧存集一卷 梦塘遗诗六卷诗余一卷 游庠录

王希岩 蕉雨山房诗存二卷试帖一卷

赵琳 长啸集

黄河清 铁吟草一卷

倪廷? 浣绿草堂诗抄

金黄钟 听雨芭蕉馆全集二十二卷 听雨芭蕉馆文稿 听雨芭蕉馆诗草三卷 桑梓集二卷

竹居诗稿

金奉尧 萝月榭诗草四卷 味真书屋杂著合编二卷 金氏族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张宝璇 伊兰室诗稿 伊兰室词稿 伊兰室赋抄 花月填词馆绮语一卷

沈宝禾 毛诗多识录六卷 春秋左氏分编一卷合编一卷 春秋大事摘要二卷 古史世系谱一

卷 姓氏韵编四卷 家谱述八卷 赋稿杂著 范石湖杂兴诗笺 南史杂咏一卷 鼓吹词一卷

殷寿彭 春雨楼诗文集九卷 周氏义庄 阴骘文制艺不分卷

王与沂 拾慧录

吴元相 玉香阁文稿四卷诗稿四卷 松尘闲谈三十二卷 松陵琐缀八卷 愧匏轩随札 说鬼

董狐六卷 雨窗述闻一卷 吴氏统谱 续聊斋志异十卷 夷事略一卷 黄叶村人自述一卷

吴光奎 吴光奎诗一卷

１２２

第三篇　文献流传和图书馆服务



袁廷珍 琴屿山房词稿

王锡祚 竹窗心印录 采芝拾翠集

邱绥寿 味古斋诗集 枯禅室诗余

吴山嘉 小顽仙馆诗抄 吴氏七子诗抄（辑） 续采吴氏诗存（辑） 孝靖遗集（辑） 赤溟遗

集（辑） 复社姓氏传略十卷续辑一卷首一卷 吴氏文存（辑）

周潘江 莲香堂稿

陆日曛 守瓶文稿 辛夷花馆诗抄 辛夷花馆赋抄 辛夷花馆诗剩一卷守瓶文剩一卷花村词

剩下一卷

吴春龙 六先生遗诗一卷（与吴清长同辑）

袁廷瑞 翠珊轩诗余 子安诗草

陈大治 怀瑜轩诗抄

姚凤赓 梦白云楼诗稿二卷

徐瀚 守砚山房诗抄

徐晋 岭海纪游集一卷（费延厘、陈寿序） 望忧草堂诗集，一作《忍冬草庐集》三十卷 金

粟斋试帖一卷 金粟斋诗赋抄二卷 忍冬老人剩稿 闲居新编四卷（辑）

徐玖 余娴阁诗抄一卷 古诗抄八卷

汝宏浚 小停云馆诗抄

赵桂生 兰坚阁诗抄 赵桂生游记 峨边赘笔二卷 西藏纪闻四卷 莺湖赵氏诗存 武林游

草三卷 兰坚阁词抄一卷

仲宗治 棣花馆诗存

仲湘 宜雅堂诗录七卷 咒红豆庵词一卷 留爪集〔辑，子目：宋景騄／疃浮山人诗 徐达源／

新咏楼诗 沈?／红叶山庄诗 王鲲／养真精舍诗 秦清锡／鳥萫山居诗 沈?／停云楼诗 沈曰

富／受恒受渐斋诗 沈曰寿／绿意庵诗 陈希恕／灵兰精舍诗 王棠／蕉雪庵诗 陆 ／郁林山馆诗

钱墀／亦陶轩诗 凌坛／金茗花馆诗 陈兴雨／水竹居诗 赵桂生／兰坚阁诗 唐昌辰／静娱室诗（附
范用源诗、吴光奎诗） 张建谟／至道堂集 王观潮／潇湘吟馆诗 陆寿民／震无咎斋诗 赵勤／奇雨

楼诗（附赵志鹤诗） 赵筠／瓶隐庵诗 张衔／树萱堂诗 张宝钟／玉海书堂诗 陈来泰／寿松堂诗
秦丕烈／啸庐遗诗（附李湘诗） 程／飞鸿延年室诗〕 款冬花屋骈文 渔洋先生生日修祀诗（辑）

玉峰游草 西子湖纪游词一卷 宜雅堂词一卷 绿意庵词一卷 翁陈两布衣诗抄（辑）

张宗翰 匏弃山人诗草

费和钦 避燹吟草

周桢 愚堂诗抄（周楚序）

周楚 廿一史标言 续齐召南 续历代帝王年表 国朝信史年表 萍江诗文集

沈焕 络雨斋稿

郭桐 绿蕉馆吟稿一卷

沈镐 毛诗传笺异义解十六卷

王宝书 经义蒙求二卷 留耕堂经解三十二卷 肘后随笔

萧庆清 攒花小堂二集不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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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煌 郑氏爻辰说易四卷 听雪楼诗稿二卷

邱曾诒 道生楼诗抄四卷 五峰园遗诗 五峰补禊诗存一卷

费仑 课余草四卷 小壶天诗稿

程庆华 静泰居诗抄

费清鴄 梧亭诗草

冯源 双修慧业楼倡和集（与沈淑馨合撰）

沈淑馨 双修慧业楼倡和集（与冯源合撰）

沈眉寿 （道光）震泽镇志十四卷

金锡龄 流觞小榭遗稿

张桐 听竹堂诗稿

赵钟杰 半岩诗草

梅观潮 雪香吟一卷（杨复吉、周允中序）

张佩兰 咏花楼诗存

张家麟 梦渠山人稿

秉远 自鸣集 秋草吟 邗沟别录 海上吟

明几 所之集

秦钟瑞 秦钟瑞遗诗

王致俊 森桂楼诗草

徐堂 齐鲁韩三家诗述十六卷 周易考异三卷 易经爻辰二卷 爱日庐诗抄二卷 书古训

五经赞一卷

金钟秀 寒玉庐诗词杂著

赵绳祖 留余诗抄

宋千彰 浮螺小客诗草

王丕烈 补竹斋诗草

蔡鸿 书带草堂集

陆?普 陆氏传家集四卷附陆氏先德录一卷（辑，卷一：陆文衡／方房诗剩、啬庵手镜 陆钥／荻
存小咏史；卷二：陆方涛／味莼鲈轩诗抄、戊寅随笔、味莼鲈轩遗文 陆桂馨／冷毡漫稿、读未见书斋

文抄；卷三：陆昌言／月圃诗存、月圃偶著 陆泰增／客窗偶吟、淡安遗文；卷四：陆蓥／问花楼诗抄、问
花楼诗话三卷、问花楼词话；附：陆?普／陆氏先德录一卷） 磨盾偶吟集二十卷

徐锡第 哀弦集一卷

朱萼增 珠来阁遗稿一卷（郭鮕序）

朱龄增 苏家港朱氏支谱四卷（与朱金相合纂）

朱瑞增 庵摩遗稿

徐应闿 须曼华馆小稿一卷 月当楼唱和集

范来凤 五屿堂诗集

沈焯 沈竹宾山水册 国画十三幅

张宝钟 玉海堂诗词稿 梅边吹笛谱一卷 饼说庵词一卷 管朗阁词抄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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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金 兰馨堂诗抄一卷

潘纬 心镜四卷 丛说八卷
:

坡诗稿四卷

杨炳春 扶雅堂集十卷 扶雅堂诗集十四卷

顾友桂 梅修馆诗草

黄增禄 拜石词

李王熊 惟适草堂吟稿二卷

李王猷 闻湖诗续抄七卷（辑） 菰烟芦雪集六卷（李龄寿跋）

李王 怡园诗草三卷

俞树滋 竹深书屋诗文稿四卷

钟鼎 小林壑诗抄八卷 小林壑文存 小林壑诗剩 荻塘棹歌一卷

秦源 韭溪诗存前集后集（殷兆镛等序） 韭溪秦氏诗存前集后集 知止居剩稿一卷

丁学棠 木兰花馆诗稿一卷

顾兆芝 鱼千里室诗抄一卷 顾兆芝诗二卷

孙楷 莼溪草堂诗抄

袁廷琥 书隐楼词稿

叶兰生 三秀轩诗草一卷 楚芗诗稿 云
;

酬唱集

姚仪庄 思孟阁诗稿

庄庆椿 冬荣室诗抄一卷 冬荣室闲气集诗词一卷（与庄人宝合撰） 鹃碧集一卷 感逝集

怀一集 幸翁骈体文 幸翁诗存 黄河集 子寿诗文集

殷寿臻 帚珍斋文诗集

周璋 白萍庵诗抄 西来吟

张与龄 克复要言 十二碧琅馆诗抄四卷

陈昌 真意斋诗二卷 阴骘文印谱 禊湖陈氏诗存八卷

黄潮 坐对一山楼诗集

赵志鹤 赵志鹤诗一卷

英昭 抱月诗稿

迮爱莲 乡党图考补正

李湘 金粟楼稿 瓶花轩遗稿 李湘诗一卷

李晋贤 信天巢诗四卷

金文渊 玉连环草二卷（与于晓霞合撰，子目：金文渊／笑吟轩诗词稿一卷 于晓霞／小琼华仙
馆诗词稿一卷）

于晓霞 小琼华仙馆诗词稿一卷

钱裕 有真意斋词集四卷附梅花诗一卷 有真意斋词谱三卷词韵一卷

陈钟英 揽香小品（子目：答疑孟一卷 驳正朔考一卷 辩宜斋野乘一卷 四书句读） 享帚

集 归礼堂三种（子目：群经咫闻录一卷 退息篇二卷 说文詹詹一卷） 世统纪年订四卷附录

一卷

郑培 绿荫斋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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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士颖 珊溪吟草

徐学涛 墨蕉馆诗抄一卷 秋灯校书图题咏一卷

吴星灿 三贯集

蔡禹松 荣肇堂钱录

蒯光焕 易理汉学指南一卷

程豹蔚 秦中游草

蔡浚 焦桐馆诗稿一卷

秦守 家庭直讲四卷

陆日章 西村词草二卷

费公彦 周礼郑注疏证 读过庭记 采兰斋诗稿

陆亘辉 少蒙诗存一卷

殷立杏 碧树山房诗稿

郑寿南 谷愚学吟草一卷诗余一卷

黄兆槐 万顷波光阁诗抄

张钟 渔父填词阁诗稿一卷诗余一卷（吴鸣锵序）

陈福畴 艳雪斋时艺

沈曰寿 绿意庵诗稿三卷

张益龄 画豳庐诗抄 巽峰阁词一卷

蔡文朴 听春雨楼文存一卷 曼仙子诗一卷 医粹四卷 泠善草堂奕谱一卷

殷兆镛 陕西乡试题名录 殷谱经侍郎自定年谱（一作《齐庄中正堂春梦录》）二卷 齐庄中

正堂诗抄十七卷 江震殷氏族谱（与殷云鹗同辑） 玉尺堂杂著不分卷 齐庄中正堂集二十六卷

（子目：制义十二卷 试帖八卷 律赋六卷） 中西时务精华 新辑分类时务精华 春明日记二卷

（道光二十四年、二十六～二十八年） 澄怀园日记不分卷（咸丰八～九年） 齐庄中正堂日记不分

卷（同治六年至七年八月） 庚申都城纪事

孙宗武 一笑草一卷

吴炳林 觉痴山房诗抄

殷汝述 制锦草

陈宗元 退学庐诗集

蔡傅梅 思无邪居诗文集 岭香诗余一卷

袁汝锡 悟生丛草三卷

仲廷机 （同治）盛湖志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附志补四卷（仲廷机纂，仲虎腾续纂） 舫斋诗一

卷文一卷金石跋二卷

张太龄 克复要言 十二吉祥相书屋诗稿

唐昌辰 静娱室诗一卷

周元圭 吟秋馆集

叶振声 杂著

陈锐 南陔草堂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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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炳奎 清修草堂诗集

沈光鉴 字类备要十二卷（殷兆镛序） 易汉学摘要一卷

吴汝谦 玉寒轩诗稿

董兆熊 新唐书注 明遗民录十二卷 南宋文录二十四卷（辑） 味无味斋骈文二卷诗抄七

卷杂文一卷 樊榭山房诗集笺注八卷续集笺注八卷 吴江三节妇集（辑） 孝子传二卷 史太恭

人墓志铭

王恩溥 种蕉庵诗抄一卷 云舫小草

宋方吉 编竹斋诗稿

叶熙恩 清漪阁诗抄二卷

邱彭寿 听彝堂诗稿四卷 听秋声馆诗集三卷

倪宝键 三十树梅花老屋诗稿 梅花老屋词二卷

沈曰富 管幼安王右军文中子元次山鲁山年谱 读诗笔记一卷 读三礼笔记一卷 受恒受渐

斋诗集六卷文集六卷外集四卷 沃之文集九卷 夏峰学录 杨园渊源录四卷 当湖弟子传三卷

沈端恪公年谱二卷 夏峰门人录（一作《夏峰弟子传》） 壬癸日记 观潮日记 金陵游记 耻躬

录 矧汝轩诗录六卷 集禊帖诗一卷 明御史李模年谱（与翁敦书同辑） 吕塔沈氏族谱稿

计光? 守甓斋词

郑瑞清 天星一览二卷 求是室诗六卷文四卷

王之元 兰修剩稿一卷

赵云衢 五石十水吟草 如水堂诗稿

王源通 居易趜语 片云集

任崧 瑶清仙馆稿一卷

沈毓桂 匏隐庐文稿 匏隐庐诗稿

周宪曾 赋秋声处诗草 学痴吟一卷

张钤 绘水绘月阁诗抄

沈同均 暖翠楼学吟草

冯慈祥 梅花屋诗抄

金沛霖 芗芸吟馆诗集

周宝彝 祖白遗编二卷

程庆禄 大吉祥吟馆诗一卷 默安居草一卷

柳清源 焦桐吟馆诗稿十二卷外集一卷杂志三卷词三卷诗话二十二卷尺牍二卷 韵语杂记

柳清濂 得闲吟诗稿

柳清沦 修梅馆诗抄二卷

徐鼎勋 茹芝山房诗草一卷（李龄寿、蔡召棠序） 禊湖八景图题咏八卷

孙文灯 湖上掌故集 海鲸吟草 读史杂咏 江苏游草 西湖秋柳诗

方廷楠 一穗轩诗编

陈寿熊 读易汉学私记一卷 周易集义 读易启蒙一卷 周易正义举正 周易本义笺 诗说

一卷 考工记拾遗一卷 明堂图考一卷 静远堂集三卷 冬官补亡说 陈氏易说四卷附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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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同契注

陆日爱 松陵诗征续编十四卷（辑） 梦逋草堂遗诗十二卷 寿萱集一卷 古柏重青图题识

一卷 守拙斋诗文稿

汝金瓯 审雨斋诗抄

汝金镛 医学类抄三卷 北崖草堂诗一卷

郑熙 绿晓庄诗草

陆应槐 观妙斋诗词集 养拙庐诗抄四卷 痴钝叟稿一卷

王礼 王礼画卉册

姚廷杰 王学阐微朱学钩玄合刊 教孝编一卷 戒淫录一卷

陈兆熊 十三经音韵释略十二卷

柳埙 颐斋诗存一卷

柳坡 小园诗剩一卷

金林钟 刘烈妇题词一卷 竹居诗草二卷

柳墉 碧梧小榭诗抄三卷

翁楠 茶花草堂诗稿

王汝佐 卷裛吟草

洪文益 国朝名人事述四十二卷 续今世说二卷 犹及编二卷 居易轩诗草偶存十二卷

周士钢 铁霞遗稿

黄楚湘 稻香草堂诗稿 言志集 乡党增辑一卷（与周兆桂同辑）

袁嵩龄 赵田袁氏家谱一卷

李豫康 清晖书屋诗存二卷

蔡?宣 春林遗诗

仲孙樊 窥甲集 博山遗诗一卷

周兆桂 淮阴游草 乡党增辑一卷（与黄楚湘同辑） 湖上草堂集 北游草

周兆勋 红蕉馆后集 诵芬集 怡安书屋诗集二卷 红蕉馆课艺

陶馥 霜闺写恨集 吉羊室遗诗六卷 学稿 红余小憩初稿

李达康 雏音一卷

蔡召棠 漱石山房集十六卷 感逝集一卷 怀人集一卷 海岱游草 岭南游草 膌江游草

李玖集一卷

简斯锷 棣华吟馆诗草

黄? 十龄童子草

杨廷栋 东甫诗余

许 金陵怀古八首

沈桂芬 吴江沈氏家传一卷 沈氏诗录附刊五种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三百七十四卷（与宝

軻等同纂修） 三沈诗抄三卷 成均课士录 粤轺随笔 山西全省舆图 书函集帖二十八通

李道悠 闻湖诗三抄八卷 求有益斋诗抄十卷杂著二卷 闻川志旧诗四卷 竹里诗萃十六卷

蒋石林先生遗诗四卷（与沈景修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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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罴 桐孙庵诗抄

沈
,

生 吟红馆试帖诗课 劫余草

郑庆筠 郑刚甫遗文二卷（顾广誉序）

柳兆熏 河东家乘二卷续编二卷（柳树芳辑，柳兆熏、柳以蕃续辑） 汾湖柳氏重修家谱十二

卷 胜溪钓隐诗录三卷诗余一卷 松陵文录作者姓氏考一卷 东坡词编年笺注二卷 樊榭山房集

笺注十七卷 柳兆熏日记

吴淑随 来帆阁诗集三卷

吴淑升 梦兰阁诗抄二卷诗余一卷（秦元文、蔡召棠序，蔡绍熙跋）

袁希谢 绣余吟一卷 素言集一卷 寄尘诗稿 寄尘词稿

陈宗恕 春秋舆地谱 春秋氏族谱 春秋年表 诗经音韵 说文考略四卷 数学一隅 九章

算术细草九卷 六书辨略

韩森宝 茶甫词存一卷

黄桂苞 薇红小舍杂著一卷 贫交集一卷 兰玉草堂遗稿

汝鸣球 寅斋诗抄 景孚笔记

袁汝英 怀梦草

袁龙 复斋诗草 月舫词稿 东篱南北曲 白团扇杂剧

袁汝夔 铁如意斋词

周桂 林屋游草 西泠纪游诗 历代帝王考 五经考异

周鼎金 残年余墨二卷

朱谦吉 春晖阁遗稿（沈昌眉序）

吴步云 玉浮书屋诗草

许延禧 许氏重修谱系 读史小竹

孙云锦 印禅室诗集印存

顾希谢 聊自娱斋诗稿

黄宝书 吟红阁草一卷

张漳 莺湖两布衣诗抄

秦廷宝 韭溪志稿

宋恭敬 小壶山馆诗词稿 拜石斋词一卷

汝锡畴 治温阐要一卷

张特桂 湖阴文抄二卷

史丙奎 侣茳诗草

王阶升 寄篱草

任廷昶
-

溪旅稿

程汝松 问花楼小草

吴云纪 外科须知 女科集说 钝翁笔记

张乃藻 希范堂文稿四卷 博议诗一卷赋一卷 遗安堂日记

陆亘昭 诵芬馆诗抄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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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泉 漆园诗稿三卷

黄维翰 韵史二卷（校） 韵史补一卷（校）

王宝珠 流觞小榭遗稿

费吟芝 吟芝诗抄一卷

吴丽珍 写韵楼遗草一卷（殷兆镛跋）

严照 静怡编

徐宝浣 四时读书屋诗

俞树湘 深竹书屋诗文稿 考定孔子年谱一卷

朱金相 苏家港朱氏支谱四卷（与朱龄增合纂）

庄元植 蕉花馆文存（一作《就正草》）一卷 震泽庄氏家集十二卷（子目：庄兆洙／东山老人诗

剩一卷 庄庆椿／冬荣室诗抄一卷、闲气集一卷 周元圭／吟秋馆诗抄一卷 庄元植／澄观斋诗一
卷、励学室诗存卷、寄庐诗草一卷续存一卷、寄庐倡和诗抄一卷、和诗续抄一卷、又抄一卷、寄庐春英

怀人诗一卷）

叶乃溱 严六堂剩墨四卷（子目：吴至慎／林塘诗稿一卷 吴钟侨／川滇行程记一卷、荔香诗草

一卷 吴仲□／蜀旋日记一卷） 疏香阁主遗像题咏一卷 叶氏艺文志 遗文汇辑 重修疏香阁墓

道始末一卷

陆寿民 震无咎斋诗一卷

周善旅 湖滨吟草（蔡廷本序）

蔡芸 枷罗堂诗抄

吴薇仙 耐辱吟（郑言绍跋） 雪梦闲评一百二十回（张遐龄序）

徐树勋 文昌帝君丹桂籍讲义二卷（注）（陆以恬序）

余高遰 南旋草一卷

沈宝芬 地理指谬条引一卷（张永
<

序）

沈元溥 春敷诗稿一卷 畿辅纪闻一卷

屈佩璋 醒吟馆稿

范其骏 帐墨居诗抄一卷（沈成章序） 梦余赘笔四卷（黄元芝序） 茶余话异一卷 历代古

人姓氏考 庚申禊湖被难日记稿

屈庆镛 忆山亭稿

屈茂恒 招鹤山房诗稿（杨象济序）

沈清源 莲波诗稿

周之桢 同里志二十四卷 小停云馆诗稿 垂虹诗剩十卷（周之桢编，费善庆续编） 哭子诗

一卷

金之浩 梨云厂诗草

赵龄 怡云阁诗抄一卷

汝锡嘉 六书鉴典二卷

沈文杓 紫桐花馆诗抄

吴仁杰 殉难传题词一卷 自感叠韵六十章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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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焯 枕流漱石居诗抄 见闻宝鉴

朱光浩 梅檐小咏诗一卷

金其相 小罗浮最深处壬子集 求是斋拙存诗抄

金蒶 近蓬莱仙馆吟稿

金慧 变征余音

殷云鹗 听雨轩诗抄□卷 制义□卷 江震殷氏族谱六卷（与殷兆镛同辑） 吴顾合刻赋稿

笺注

丁保怡 止止室诗一卷

凌泗 （光绪）吴江县续志四十卷（与纂） 莘庐遗集（子目：凌泗／莘庐遗诗六卷补遗一卷、浮
梅日记一卷、诗余一卷、文一卷 凌宝树／第六水村居稿一卷 凌宝枢／小茗柯馆诗词稿一卷） 苏

灾录一卷 无双诗合刻一卷（与陶然合撰） 邓尉探梅诗三卷 五亩园志余一卷（与谢家福同辑）

桃坞百咏一卷（凌泗著，谢家福注）

李龄寿 （光绪）吴江县续志四十卷（与纂） 匏斋遗稿文一卷诗四卷（凌泗序）

黄尔寿 稻香草堂吟稿

黄尔康 俪桂轩吟稿

蒯长康 山外楼诗

蒯馨荪 游草偶存一卷

吴钊森 蓬心草一卷 活人一术四卷 独弦录二卷 复社姓氏传略补正（辑）

凌淦 （光绪）吴江县续志四十卷（与纂） 松陵文录二十四卷 退庵文稿 退庵医书 狂言

徐大楣 伴月楼遗稿

叶祥萿 守梅诗草

周乾元 抒情集

费华宝 费华宝诗稿一卷

王树人 松陵人物汇编十六卷 松陵文集十二卷首三卷 博雅集 西江幕游记 闲云舒卷

一卷

吴坚 痴卧楼诗一卷

柳以蕃 食古斋文录一卷诗录四卷诗余一卷 子屏手牍一卷 河东家乘二卷续编二卷（柳树

芳辑，柳兆熏、柳以蕃续辑） 漆园诗稿三卷（任本泉撰，柳以蕃订）

沈景修 蒙庐诗存四卷外集一卷（谭献序） 井华词二卷 蒙庐续诗□卷 骈体文□卷 联

语偶存□卷 表贞录一卷 倚栅哀辞一卷 邓尉探梅诗三卷 敦行堂集（沈景修等撰） 蒙庐杂

著一卷，井花馆论书一卷 花散影一卷（辑） 蒋石林先生遗诗四卷（与李道悠同编）

顾佩英 晕螺阁吟草

叶锦 小疏香阁初学稿一卷

计棠 雨窗战莺语录

徐权 乐乡居诗文稿

陆锡蕃 劫余文稿诗稿

黄兆柽 平望续志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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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人宝 坚柏诗馆吟草一卷 肄雅堂诗稿一卷 冬荣室闲气集诗词一卷（与庄庆椿合撰）

香姜阁诗余 庄子寿行述

周善咸 葛民诗稿

严针 宜桑楼遗稿

陆蓥 闻樨堂稿

张深仁 编年国策辑注十卷首一卷（张其泰编次，张深仁辑注，张光荣音释）

王徐庠 蛰庐遗稿

李我泉 梦苏庵词 烬余生吟稿

丁桂琪 言志斋诗二卷骈文一卷诗余一卷

范钟杰 秋海棠花馆词抄

黄锡荣 鹤仙遗草

黄锡铭 越游草

凌其桢 萍游词

盛钟岳 秋红吟馆诗草

叶祥熊 蒸里志略 醉月居诗词抄

任兰生 蚕桑摘要

殷源 殷太史稿

屈其镗 竹山存草

杨寿煜 听松馆诗稿一卷 芋纹砚斋词存（一作《听松馆词》）一卷

费山寿 官幕同舟录二卷 急救应验良方（辑） 急救痧症全集三卷（辑） 急救喉证刺疔合

编（辑，子目：费山寿／急救喉证全集 张镜／刺疔捷法）

汝兰 留香室吟草四卷（金祖泽、金松岑序）

金縂 奇门捷径 失恃吟

王廷鼎 紫薇花馆集七种三十四卷〔子目：紫薇花馆小学编 紫薇花馆经说 紫薇花馆杂纂

紫薇花馆词稿（一名《春光百一词》）一卷 紫薇花馆诗稿七卷外集二卷 紫薇花馆文稿一卷续编

二卷 裕德堂一家言〕 杭防营志四卷首一卷

陆拥书 引玉集诗抄一卷词抄一卷文抄一卷附录一卷 醒世劝诫韵言

沈桂馨 沈桂馨日记

蔡以焯 候桃花馆文稿四卷

徐世勋 枫江渔唱删存三卷 雪滩钓叟诗存一卷

黄象曦 吴江水考增辑 吴江水考附编 松阴小舍诗存四卷 挽联汇录

龚树纬 潜庐劫余吟

周善承 旨先诗文遗稿

周善溥 醉杳小榭遗稿 沪城鞭难录

周善庠 潜庐诗存 藕河医案

柳应墀 笠云文稿十卷赋抄二卷杂识二卷

仲虎腾 （同治）盛湖志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仲廷机纂，仲虎腾续纂） （光绪）盛湖志补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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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元熙 澄生文稿二卷

范芳余 一剪梅馆词草 丐闲词馆残稿

徐具洲 具洲诗草三卷 咏史诗四卷

郑恭燮 周官职官考

郑恭和 谏果书屋遗诗二卷（柳亚子序） 畿辅屯田策一卷

费廷琮 吴江费氏族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费登墀重修，费廷琮、费廷熙补）

张晋昭 （江苏常熟）清河世系不分卷

陆延龄 （光绪）贵池县志四十四卷首一卷（修）

汪荣 （同治）安吉县志十八卷首一卷（修）

汝文熙 课花仙馆诗录 踏青唱和集一卷 采莲唱和集一卷

冯纲 瑞锦堂诗一卷

邱兆蓉 莺花馆遗诗一卷

邱文藻 兰芬诗稿二卷

任艾生 邓尉探梅诗三卷 同川纪事百咏一卷 惠泉鸿爪 曼陀罗花馆集 任学士功绩录

五亩园题咏一卷

华婉若 自怡录 课花楼诗词 课花楼词草

孙贤书 芙蓉馆吟稿

叶兆荣 钟声塔影楼存稿 塔影楼吟草一卷 苦雨酸风集 松陵叶氏之谱

叶祥焕 慎余堂试帖

沈禄康 春壶滴残二卷

黄元芝 学古斋文集 秋蛩吟草 星野汇考一卷 霍乱求是编二卷 医学摅见录一卷 匏庵

随笔二卷 贻芬杂录一卷 学古斋别集一卷 清咏楼诗稿一卷

蔡丙圻 续黎里志十六卷 黎里忠节录二卷

徐瀛 碧梧轩诗草

吴恢杰 省身药石一卷 西征日记一卷 东归日记一卷

朱佑 伫月楼倡和小草附枫江赠别图题咏一卷（与徐小螺同撰）

徐小螺 伫月楼倡和小草附枫江赠别图题咏一卷（与朱佑同撰）

王应春 王寅甫汇录二卷 亲验良方一卷

周祖熏 兰伯遗稿三卷（子目：摘萍闲唱一卷 疏柳溪房吟草一卷 滋九居赋草一卷）

施绍书 邓尉探梅诗三卷 宜窠诗稿一卷

徐臣瓒 越游小草一卷 游草余声一卷

钱焕 松陵三先生诗集（辑，子目：钱养浩／钱桐萳诗稿 沈裕云／沈我瞻诗稿 张汝济／印川诗
草） 闻妙草堂札记

徐元璋 长春花馆试帖一卷

沈春荣 随意吟稿 葭南外史诗词稿

俞焕章 味书斋诗集二卷 诗余一卷 文集二卷 外集一卷 感旧怀人诗一卷

陆恢 陆廉夫衡山记游图 陆廉夫人物山水册 陆廉夫十万图附果品十帧 陆廉夫花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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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陆廉夫临恽南田山水册 陆廉夫临董思翁山水册 陆廉夫临王石谷山水册 陆廉夫画册真迹

陆廉夫冷香居士记事图册 陆廉夫编年画册 陆廉夫山水八景 陆廉夫蔬果册 清故诰赠资政大

夫陆府君暨配韩太夫人墓志铭（书） 沈瓞生墓志铭（书）

翁蓕 平望诗拾十六卷（俞樾序） 小苏斋文稿一卷 晚翠楼诗抄 小苏斋随笔

翁乐 说文订讹 金石考杂著

袁莼 竹溪高曾集（辑，子目：袁景辂／小桐庐诗草十卷 袁鸿／铁如意庵诗稿六卷 王惠芳／瑶

华仙馆诗抄剩稿一卷）

黄鸣谦 梦余诗抄八卷

沈觉香 内外伤辨感论

周郑表 周慕侨集（子目：球
=

山房遗稿 宦游剩稿 醒蝶梦痕录 醒蝶梦痕录联 禀信稿录

孙熙桂 莼溪诗草

陆廷桢 思嗜斋诗剩一卷 文剩一卷 溉釜家书一卷

费廷熙 吴江费氏族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费登墀重修，费廷琮、费廷熙补）

费善庆 松陵女子诗征十卷 垂虹诗剩续编二卷 垂虹识小录六卷附江震科第贡举考一卷

松陵费氏诗集二卷 永思录 华萼草堂杂记 报秋轩诗文稿 垂虹杂咏一卷 玉壶仙馆备忘录

七卷

沈成章 陆湖遗集三卷（子目：陆湖老渔行吟草一卷 敬止堂文存一卷 敬止堂集外文一卷）

杨学沂 吴江杨氏宗谱不分卷

柳应衡 挹翠轩诗稿

叶文熙 叶氏略谱

孙祖禄 乐陶居诗稿一卷

凌赓 修初居诗抄（余天遂序）

杨敦颐 汉字元音释（杨敦颐辑，李培锷加释） 满夷猾夏始末记十卷（编） 辞源（与纂）

叶庆善 消夏黎园诗草 隐村草

张嘉荣 盛泽张氏遗稿录存四卷 慰志汇编

沈廷镛 清镇江府学教授徐府家传 元和诸太夫子翰香先生暨德配太师母徐孺人七十双寿寿

言 凌磬生府君行述 沈翠岭府君沈瓞生府君事略 吴江凌氏义庄案

任廷曦 遏云集

丁逢甲 扫迷帚 凌兰畦府君行述 我之农业计划

钱静娟 韵蕉楼诗草 书声琴韵楼诗稿 课花楼诗存（一作《雨花楼遗稿》）一卷

沈云 盛湖竹枝词二卷附杂录一卷

张光荣 编年国策辑注十卷首一卷（张其泰编次，张深仁辑注，张光荣音释）

凌宝树 第六水村居稿一卷

翁绶祺 汉铜印范考

钮家鲁 退密寄庐诗存 祝耆集

王锡蕃 康侯遗诗一卷

陶绍煌 秋水蒹葭图题咏（与顾觉香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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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宝枢 （春秋）世表年表一卷 （春秋）地名考一卷 小茗柯馆诗词稿一卷 吴疆域图说

王道昭 怡芬室诗删草一卷

施肇曾 中央医院记 春秋左传读本（刊） 吴江施氏义庄汇录

郑慈谷 郑氏三家诗抄

金祖泽 毅远堂诗文稿 柳仲諶先生家传 朱寅如遗事述 庞二如像赞事略 困学居未是草

鲈乡文会 复古书院文会 诗赋杂抄 赋集 八股文稿

洪鹗 东游记

王锡晋 乡居杂咏 国医王芷元先生讣告

周善登 星辉楼诗抄 芝隐诗抄

庄文传 悼亡诗一卷 砚楼诗抄

费叶唐 兰玉堂医案

吴燕绍 西藏史大纲 清代蒙藏回部典汇

凌应霖 静寄轩词余一卷 游庠录 凌甘伯医案

柳慕曾 了庵诗文词

周积康 晚香楼诗抄

周白 孤赏斋诗抄 孤赏斋文存

周积芹 绿庐诗稿（俞樾序） 绿庐琐笺 红豆吟稿 东游草 绿庐文存

周积蕖 斫山楼算草

钱崇威 法律经济辞解（译）

沈维中 说文复许制十二篇二十八卷 新文典

汝仁龙 无双谱七律诗 游庠录

宗渭 芋香诗抄

陈黄钟 梅花诗原唱一卷

顾后 荆花仙馆诗草

顾瑞庭 听渔图题咏一卷

顾绍龄 顾氏族谱（合纂）

顾绍业 顾氏族谱（合纂）

顾永安 文雄堂双钩印存一卷 静庵遗诗一卷

钮学乾 蕖?诗词残稿一卷

潘文汉 疏香斋存稿一卷诗余一卷

沈半干 咏史诗一卷

郭尚先 屏山草堂诗集一卷

迮维城 迮氏族谱甲编二卷 家乘乙编二卷

周笠 闽南游草一卷

吴霁 玉浮书屋诗草一卷

王棼 柏甫诗草一卷

张斯翼 东皋诗集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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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茂昭 汾湖陆氏家谱二卷

沈昌眉 长公吟草四卷词抄一卷 长公辛未吟草 蓬心和草 蓬心和草补 吴江沈氏长次二

公剩稿（与沈昌直同撰） 春壶滴残二卷（沈禄康撰，沈昌眉辑） 残年余墨二卷附一卷（周鼎金撰，

沈昌眉辑）

田铸 黑海钟初编十八回 美人魂

黄元吉 孙恭人家传 平面几何新教科书

陆荣光 汾湖百咏一卷

张慰祖 谷梁大义述补阙 法学通论（梅谦口述，张慰祖辑）

凌昌焕 新撰动物学教科书 高小新理科 新理科 新法理科教科书 初中植物学 新法理

科自习书 动物学大辞典 常识小丛书

张宽 月锄遗稿三卷

金松岑 女界钟 三十三年落花梦（译） 自由血（译） 孽海花（前六回） 三千里（与薛凤

昌合译） 新中国唱歌集 妒之花（译） 孤根集三卷 鹤望近诗 天放楼诗集九卷 天放楼诗续

抄 安徽通志凡例草案 皖志列传稿九卷 天放楼文言十一卷附录一卷 天放楼续集十二卷（子

目：天放楼续文言五卷 天放楼诗续集五卷 皖志列传选存二卷） 天放楼遗集（一作《天放楼诗

季集》）〔子目：诗七卷（十五 ～二十一卷） 红鹤词一卷 金同翰／同翰诗 陈旭旦／定本校勘记〕

天放楼文言遗集四卷附一卷 天放楼集外文存 鹤舫中年政论 天放楼文谱 高等小学中国地理

教科书 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 无锡国专作文会考程文（金松岑等撰） 文牍·论说 滇志 日

俄战争未来记 摩哈默德传（译） 清三大儒学粹 词林撷隽 中国学术之升降及今后之趋向

胡君雨人实地调查报告书书后 于书史义士碑一卷（金松岑撰，于右任书） 鹤望西南游草 秦蜀

游草 涤园图卷题词汇录（金松岑等撰） 征求壶芦兜张氏书画启 金氏印存十四页 文艺捃华

（主编） 苏州五奇人传 屈叟生传 钱叔度先生传 陆庚南先生小传 吴尧中先生家传·讣

吴江庄蓉裳先生家传·行状 徐梦花先生家传一卷 林玉堂先生家传哀启 范葵忱先生家传一卷

袁同孙先生追悼录 黄沅芷太府君家传 故大总统黎公墓志铭·善章草王鲁生墓表·林屋山人步

君墓志铭 同川公学校友会杂志创刊号不分卷（编） 东斋酬唱集二卷（与撰）

陆 莺湖红豆唱和集

蔡寅 怀庐诗抄

陈去病 挥戈录 歌泣集 陆沉丛书〔辑，子目：天都山臣／建州女直考一卷 王秀楚／扬州十
日记一卷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一名《东塘日札》）一卷 张方湛／忠文靖节编一卷〕 明季三大

儒正气集 吴长兴伯集五卷附唱酬余响一卷 袍泽遗音一卷（吴籣撰，陈去病辑） 清秘史 五石

脂 烦瑙丝 越裳亡国史 吴赤溟先生文集（吴炎撰，陈去病辑） 明遗民录 重辑史弱翁、赵少

文遗诗（辑） 蚬江陈氏家谱八卷 奴祸溯源 百尺楼脞录 罗浮梦忆 笠泽词征三十卷（辑）

乐府指迷一卷（沈义父撰，陈去病校订） 词旨二卷（陆行直撰，陈去病重订） 二十世纪大舞台（编

辑） 蓬心和草一卷 松陵文集初编四卷二编六卷三编五十五卷（辑） 病倩词话 巢南杂著 莽

男儿二十六章 哀思录 江城日札 尘网录 彤史 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 明清最初交涉史 杨

忠文先生实录 诗学纲要 辞赋学纲要 粤游杂记 南社粤集 吴江诗录六十卷（存初编四卷二

编二十二卷） 垂虹雅奏 浩劫遗灰 巢南诗话 红边桥边琐记 革命闲话 吴江陈氏褒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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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歌堂近谭（一作《浩歌堂雅谭》） 迁史札记 浩歌堂诗抄十卷 巢南集外文 浩歌堂诗续抄

故宫琐记 绿玉青瑶馆笔记 陈去病诗文集（陈去病撰，殷安如、刘颍白编） 陈去病诗文集补编

（陈去病撰，郭长海、郭群兮编） 陈去病全集（陈去病撰，张夷主编） 花草蒙拾一卷 焦山唱和一

卷（与撰）

叶振宗 吴江叶氏诗录十卷（辑） 悫斋谳牍 悫斋诗文抄 松陵叶氏续谱（与叶兆荣同修）

分湖叶氏族谱十六卷（与叶世熊合著）

龚希髯 （民国）震泽镇志续稿

薛凤昌 理学杂志 日俄战争未来记（与金松岑同译） 中等化学（著译） 三千里（与金松岑

合译） 日语初桄 光汉室丛潭（集订） 昆虫分类概说 读左札记 左传讲席札记十二卷 植物

记载籍 戊午暑期国文讲义汇刊（与沈昌直等同撰） 薛纂国文教本 邃汉斋文存 龚定庵年谱

师范文存 尚友录 作文法 工科国文（辑） 书札粘存八十二通 伤昙录 松陵女子诗征十卷

（辑） 劫灰录 旧闻录 淳化阁帖萃编（辑） 游庠录姓氏韵编 秀餐集（编） 笈底拾残十六卷

语石考证 邃汉斋碑帖目（辑） 金石丛话 饱蠹录 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四卷（与柳亚子同辑）

诗札选录（辑） 梨洲遗著汇刊（辑） 邃汉斋谜话 文体论

王家? 小代数学（蒯寿枢编译，王家?校订） 高等小学算术书（与骆师曾同编译） 田野区

域实地测量法（译著） 代数新教科书 查尔斯密初等代数学（译述） 教育月刊（主编） 大代数

学讲义

吴鸿益 止园诗文存稿

张农 葫芦吟草

庄严 洁庵诗剩 洁庵杂记

殷葆深 江震殷氏族谱九卷

徐商济 山外楼诗稿一卷 尘天阁诗草一卷

周歧 周氏家乘

周公才 周峙安先生行略 参观江苏学校笔记初编 吴江县教育状况 周公才旅行笔记 劫

后吟草 义仆小春纪念册

费揽澄 吴江乡土志地理部

任筱珊 中国铁路借款合同全集

袁公望 袁啖芋遗诗

郑辟疆 桑树栽培 蚕丝概论 制丝教科书 蚕体生理教科书 蚕体解剖教科书 蚕体病理

教科书 养蚕法教科书 土壤肥料 近代中国蚕丝业和先驱 蚕丝月报（主编） 蚕桑辑要（校

释） 广蚕桑说辑补（校释） 豳风广义（校勘） 野蚕录（校释）

邹云秋 吟余砚耕验方集三卷

邵力子 宋渔父第一集 民国１９年蒋介石先生言论之一（辑） 蒋总司令言论集（辑） 续修

陕西通志稿二百二十四卷首一卷（与修） 抗战与宣传 建国在作战的时候（与撰） 国际援华运

动（与撰） 地方参政制度（与撰） 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及社会之演变 苏联政党之研究 苏联外

交政策之研究 中美英苏宪政运动的教训（与撰） 苏联归来 革命方略一 鲁泳安先生荣衰录

（与撰） 甘肃张致堂先生七旬晋八大寿征文启 邵力子文集 民国汇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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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昌言 新法国文教授书 国音白话注学生词典 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校第三届商业

科商业调查报告

叶与仁 提要钩元：南洋官报文章汇订本 分析化学原理 普通生理学教科书 诗文杂录

（辑） 新撰化学参考书 栽培通论教科书 小石林居诗抄

蒯朝梁 醒梦庵吟草一卷

严鸿仪 联句录存 金陵唱和集（与严一士同撰）

杨天骥 茧庐吟草 茧庐长短句 茧庐印痕 茧庐治印存稿 王阳明之历史谭 简易修身课

本 各科教授法 国文新教科书 初级师范学校教科书伦理学 杨苏民先生哀启 杨敦颐讣告

满夷猾夏始末记十卷（编） 江苏六十一县印拓本

沈昌直 文字源流 存庑先生来信 七经纲要 戊午暑期国文讲义汇刊（与薛凤昌等同撰）

蓬心和草 吴江沈氏长次二公剩稿（与沈昌眉同撰）

胡达人 日用英语读本 初级英文选

范滋培 潜庐诗文稿

金曾灿 高等小学化学教科书 枫江诗文集 书法举隅

钱祖宪 畏垒山房文集

费树蔚 吴中近人书画集（辑） 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辑） 费韦斋诗抄十四卷文抄一卷

费韦斋集

沈兆奎 无梦庵诗·词·文

张士一 英文尺牍教科书 新式英华双解词典（与沈彬同编） 英华会话合璧 英语教学法

小学“国语话”教学法 英语基本练习 英语最常用四千字表（改编） 外国语教学法 初中直接

法英语教科书 培根文选 学生英文会话 新式英华词典 韦氏英文大词典（译） 记忆学

王翰娱 分类图画大全 美术广告画（与王惠廉、王家燧同绘）

王家燧 国画新教材 美术广告画 应用模样集 儿童美术丛书十册

王达泉 达泉医话集

柳亚子 复报（编辑） 警报（与朱少屏、胡寄尘合编） 南社丛刻 流霞书屋遗集（邹亚云撰，

柳亚子辑） 春航集 子美集 蜕翁诗词刊存（陈范撰，柳亚子辑） 陈蜕庵先生文集（陈范撰，柳

亚子辑） 蜕翁诗词文续存（陈范撰，柳亚子辑） 太一遗书（宁调元撰，柳亚子辑） 孙烈士竹丹遗

事（辑） 陈烈士勒生遗事（辑） 迷楼集 续迷楼集 乐国吟（辑，子目：柳亚子／蓬心草一卷 沈

昌眉等／蓬心和草一卷 沈昌眉等／蓬心和草补一卷 林百举等／蓬心和草屑一卷 柳亚子等／蓬心

补草一卷 柳亚子等／蓬心续草一卷） 南社诗集一至六册（主编） 吴根越角集 新黎里（编辑）

汾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 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与柳无忌合编） 乘桴集 苏曼殊全集（苏曼殊

撰，柳亚子辑） 曼殊遗墨（辑） 文艺园地 创作的经验 曼殊作品选集（选编） 关于廖承志被

捕档案（剪报） 标准文选（辑） 南游集 南社词集（辑） 曼殊笔记小说集（辑） 修葺曼殊大师

墓塔募捐册（辑） 柳溪诗征 张秋石女士遗文 南社纪略 曼殊余集 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

（胡道静等编，柳亚子藏） 丽白楼自选诗（林庚白撰，柳亚子辑） 怀旧集 全唐诗精华 南明史

料书目附补遗 湖海行吟草 磨剑室词 民国碑传集目录（柳亚子藏） 柳亚子文（民间抄本）

蜚景词选 关于瞿秋白烈士殉国案（剪报） 浙游杂诗 汾湖诗钞 养余斋松陵书目 养余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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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目录 分溪垂钓图题咏 磨剑室印谱（拓） 嘉树堂印谱（拓） 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与薛凤昌

同辑） 感情屑一卷（辑） 花间寻梦图题词一卷（辑并跋） 柳亚子诗词选（柳无非、柳无垢选辑）

柳亚子诗选（徐文烈、刘斯翰笺注） 柳亚子诗选注（崔闽选注） 柳亚子选集（王晶
>

等编） 柳亚

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集（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柳

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柳无忌、柳无非编） 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图书馆编） 柳亚

子文集：苏曼殊研究（柳无忌编） 柳亚子文集：南明史纲·史料（柳无忌编） 磨剑鸣筝集：南社二

友柳亚子与苏曼殊诗选 柳亚子诗文选（李昌集选注） 柳亚子家书 柳亚子文集补编 三子游

草（与撰） 礼蓉招桂龛缀语（辑） 近代外祸史 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与撰）

钱祖翼 西柳诗抄一卷

郑桐荪 法兰西纸币祸史：中国财政之殷鉴 微分方程初步（译） 微积分（译） 四元开方释

要 墨经中的数理思想 数学名词（编译） 禹贡地理新释 元明两代京城之南面城墙 河清歌

冯注李义山诗商榷 吴梅村诗笺释 宋诗简评 郑桐荪遗诗文

徐佩璜 抗战与公用事业

钱刚 膛外弹道学（译著）

蓝公武 梁任公先生演说集 纯粹理性批判（译） 爱的教育（译）

任传薪 小孩子的日记（译） 屈原赋一卷（注）

严琦 续曾文正公家书札记 女子实用尺牍教本 初学白话信范本 书信构造法

柳冀高 柳无涯先生追悼录

郑瑛 清河闺秀联珠集

王绍鏊 王母蒯太夫人行述 协力主义

周麟书 小匏叶庵诗抄二卷 小匏叶庵诗续抄不分卷 笏园诗抄四卷词一卷 迦陵记游诗草

三卷（子目：齐鲁游草一卷 西湖游草一卷 渡江游草一卷） 嘉林诗存三卷 沧浪诗存 虎阜游

草 邓尉游草 虞山游草 周氏诗存 周忠毅公残集（辑）

许豫 两京纪游诗（与许观曾同撰） 寿萱图题咏集（与许观曾同编） 池上小筑诗稿 石鼓

考略 吴江许母陈节孝君褒扬录

倪慰农 倪慰农日记 中等农业气象学 新屯垦法

朱剑芒 国民革命问答（编辑） 新主义教科书前期小学国文读本（编辑） 国民政府公文程

序大观（编辑） 初中国文六册（编辑） 公文程序概要 新公文程序大全 最新党国名人公牍类

编（辑） 高中国文（编辑） 经学提要 记叙文作法向道 初中国文指导书六册（编辑） 世界活

页文选（与陈霭麓同编辑，子目：记叙文 论难文 说解文 发抒文 摹状文 抒情诗 写景诗

叙事诗） 美化文学名著丛刊（辑，子目：叶绍袁／窈闻、续窈闻 叶绍袁／陶庵梦忆 冒襄／影梅庵

忆语 汪价／三侬赘人广自序 李渔／乔王二姬合传 沈复／足本浮生六记 陈裴之／香畹楼忆语
蒋坦／秋镫琐忆 焦东／扬州梦 孙道乾／小螺庵病榻忆语） 公文模范大全 章台纪胜名著丛刊

（编辑） 仿古字版艺林名著丛刊（编辑） 广解孟子读本（与王缁尘等同撰） 广解四书读本（与

王缁尘等同撰） 初中新国文六册（编辑） 朱氏家乘四卷 复泉居士诗文集 剑庐词存 南社诗

话 我所知道的南社 剑芒诗文杂著拾存 剑芒文存 海上杂诗初稿 梦桃花庵词稿 剑庐杂存

歌声灯影集 竹坪词录存 双燕归巢庐词抄 秋棠室丛话 苏遗诗钞 燕江诗稿 春雨楼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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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诗话 吹花嚼蕊庐艳体诗话

邱庚藻 吴江县视学第七、八年度视察报告书

金一新 水力学（合著） 基本工程画 机械工程画 应用力学 材料力学 机构学（合著）

实用基本电工学 工厂管理 机构学（合著）

陆树棠 二张先生词剩（辑） 分湖诗抄（辑） 松陵画苑录 泊斋寓赏编 图咏汇录 忆鹤

轩杂缀 通鉴蒙拾一卷 灵芬馆年谱 世界实业志（译） 就间居诗文稿 麋砚庵诗文词 武功

词翰考一卷 新订债券程表汇编 库券还本付息分类表

杨济震 孤室文稿

徐敬修 经学常识 诗学常识 小学常识 词学常识 音韵常识 文学常识 说部常识 小

学常识 理学常识 史学常识 高小地理课本（与李乃培同编）

陆翔 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伯希和编，陆翔译并序） 中古时代中亚细亚及中国之基督

教（译） 现代新思想集（编辑） 陆廉夫先生事略 新体广注论说文自修读本四卷（编辑） 新体

广注书翰文自修读本四卷（编辑） 新体广注纪事文自修读本四卷（编辑） 当代名人新书信集

（辑） 当代名人新小说集（辑） 当代名人新文精华（辑） 当代名人新文选（辑） 当代名人新演

讲集（辑） 四部精华（辑） 五胡二十国史表 新体广注秋水轩尺轩二卷（编辑） 初中国文（与

纂） 国闻译证第一册（译） 世界知识新文库样本（辑选）

沈圻 覆巢记（译） 新学制体育教材（与麦克乐同编译） 国音字母发音图说明书 新学制

国语教科书八册（与庄适等同编） 平民教育实施法 儿童故事游戏

徐麟 芳草山人诗集 苏省第一师范国文选本 艳香摘抄 诗学研究

孙本文 社会学上之文化论 文化与社会 社会问题 社会学 ＡＢＣ 社会学的领域 社会

学丛书 社会学 人口论ＡＢＣ 社会变迁 社会的文化基础 现代社会问题评论集 社会学大

纲 人类起源 现代社会学派 社会组织 社会用书举要 从社会学到社会问题 社会学原理

公民第七册：社会问题 科学的民族复兴（与纂） 中国社会问题 社会行政概论 现代中国社会

问题 中国社会之研究 社会建设月刊（主编） 三民主义与社会科学 社会思想 中国战时学

术 社会心理学 近代社会学发展史 现代社会科学趋势 社会建设的基本知识 纪念美国社会

学家汤麦史博士 当代中国社会学 统计学与统计图表在经济地理学方面的应用

邵之锦 待焚集

张慰慈 美国政府大纲（赵蕴琦编，张慰慈校） 英国选举制度史 现代民治政体（蒲徕斯著，

梅祖芬译，张慰慈校订） 瑞士的政府和政治 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政治概论（编辑） 欧洲新

宪法述评（与纂） 市政制度 政治制度浅说 政治学大纲（编） 妇女论（译） 政治概论 宪法

英国政府纲要（编） 政治学

薛元龙 一九三三年万国童子军大会

徐蘧轩 孔子生活 诸葛孔明生活 孙中山生活 现代学生书信 应用文作法 女子国文读

本 盛泽风灾汇纪

蒯文伟 醒梦庵诗抄

王绎 吴江县立一高校旧制三年级国文教本

金树声 姑苏竹枝词 姑苏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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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无咎 灵去别馆散记 禊湖诗拾杂编 酒国点将录 服媚室酒话 消夏录（乙卯、丙辰、丁

巳三卷）（辑） 笠泽词征补编（辑） 斗南一榻销寒雅集图题咏

张锡佩 张蔚君六十寿诗 张蔚君府君曹、倪夫人谱略

唐荃生 园艺大要 蔬菜园艺学

金诵盘 陷京三月记

金国宝 英国所得税论 统计新论 伦敦货币市场概要 物价指数浅说 整理南京市财政刍

议 中国币制问题 修正南京特别市房捐章程之理由 整理南京市税制意见书 下关设立米市问

题 京市房捐之历史及整理之经过 统计学大纲 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 统计学 中国棉业问题

遗产税 高级商业学校教科书统计学 票据问题与银行立法 凯恩斯之经济学说 承兑汇票答客

问 侣琴诗抄 高级统计学 工业统计学原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研究（编）

范烟桥 同南（主编） 吴江县乡士志 女子实用尺牍教本 鸱夷室杂缀 烟丝集 社会镜

孤掌惊鸣记 现代侠义英雄传 范烟桥说集 中国小说史 标点白话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译）

别有世界 齐东新语 苏州指南 美人碧血记 卫星（主编） 民国旧派小说史略 珊瑚（主编）

作诗门径 国难家仇 销魂词选 茶烟歇 花草苏州 草莽奇人传 秦淮世家（编剧） 乱世英

雄（编剧） 西厢记（编剧） 三笑（编剧） 无花果（编剧） 解语花（编剧） 石破天惊 花蕊夫人

新世纪周刊（主编） 长相思（编剧） 书信写作法 人民英雄郭忠田 李秀成演义 唐伯虎故事

北行杂诗 驹光留影录 待晓集 敝帚集

程瀛章 放射浅说 工程名词草案：土木工程（陈瀛章等编） 工程名词草案：机械工程（陈瀛

章等编） 工程名词草案：航空工程（陈瀛章等编） 战后世界（鲍曼著，攻其昀等译述，程瀛章等校

订） 国际智识合作运动史（张辅良撰述，陈瀛章校阅） 英汉对照百科名汇（陈瀛章等编） 近三

十年来中国之化学工业 无机化学工业 化学小史（李续祖合著） 工业分析（格利芬撰，陈瀛章

等译）

许泰曾 平阶遗著一卷

张念祖 袁卧庵先生追悼录 张子范先生行略 教育心理学

凌景坚 紫云楼诗集 惜秋花馆诗钞

陈洪涛 淮南游草 岭南游草一卷

徐正铿 美国农业教育推广之调查 美国之农业教育 家禽病害 养蜂学 留美采风录 中

等植物育种学 稻作 化学肥料“硫酸
?

” 江苏省立第一农校农业推广部进行计划

宋霖若 冰藕香医案 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经方编 小儿暑热消渴证治 中医肺病疗法 黄疸

证治论治 中医治疗传染性肝炎 中医治疗高血压（与钱星若合辑）

夏崇璞 中国文学史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向达同译）

薛元鹤 初中算术（与戴味青同编著） 薛氏初中代数 薛氏高中代数学

孙本忠 蚕种学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民国２２年家蚕品种试验第一年结果报告 家蚕育

种时“试验技术”之研究 家蚕新品种“贸易一号”育种经过及推广成绩初步报告

徐作和 最新实用化学（译） 普通化学上册

王汉威 百合花（与庞明几合辑）

徐佐卿 临症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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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铎 儿童名歌选

庞国镐 上海市近十年来医药鸟瞰 抗战与救护工作 中国疟疾史 结核病史话

宋爱人 百病自疗全书 顾氏医经 马元仪临床学诠证 伤寒论讲义 春温伏暑合刊 湿温

演绎 伤寒论脉学串解 伤寒论注释 历代名医伤寒医案选 翼庐医案 顾庭纲医案 中国百年

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宋爱人（宋爱人著，宋立人编）

叶得露 毛笔画教本 百菊图 百花图

范森甲 日记 同里古吴郡范氏家乘不分卷续谱一卷（抄存并续）

程瀚章 新法卫生教科书 新法卫生教授书 公共卫生 食品卫生 肺脏诸病之治疗（刘雄

编纂，程瀚章校） 实用工业卫生学（稻叶良太郎等著，程瀚章译） 生理学原理（译） 运动生理

学校卫生行政 生产与育婴（洪式闾等编，程瀚章校） 头痛（森繁吉著，苏仪贞译，程瀚章校订）

卫生要义（与俞凤宾同著） 学校卫生论 卫生习惯养成法（译） 通俗医书奔纳氏返老还童运动

法 输血疗法（戚寿南等著，程瀚章等校） 西药浅说 实用助产学（译） 病原学（顾寿白等编，程

瀚章校） 近世小儿科学（斋滕秀雄著，程瀚章译） 饮料 不学卫生科教学法 食物 科学与人

生（赫黎斯著，程瀚章译）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卫生学一至三册 砂眼症 新医药辞典（与庄畏

仲同编）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生理卫生学 复兴卫生教科书高小第二册 比较消化生理（筱田

统著，程瀚章译） 解剖学大意 人身生活论（加力克著，丁锡龄译，程瀚章校）

沈藻墀 货币学ＡＢＣ 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

孙伯和 民国经济史·民元来我国之蚕丝业 中国缫丝工业史（古代）

金祖谦 作文辞典：文言白话两部合璧（与杨镇华合编）

张绳祖 葫芦兜中人诗稿

陆荣光 陆赓南先生讣告

许观曾 静观轩诗抄 两京纪游诗（与许豫同撰） 疡科例案 疡科临床讲义 外科学讲义

喉科学 中国方剂学概要 生生琐语：疡科临床附翼 内经研究之历程考略 内科概要，一作《中

国内科普通疗法》 中国外科学大纲 药奁启秘，一作《外科制剂法》 鸟瞰的中医 中西医之比

蓬心和草一卷 中医诊断学大纲 疡科学 内科处方法 寿萱图题咏集

金明远 疏柳山馆杂录 疏柳山馆书目 柳溪渔话二卷仲禹拙诗稿一卷 疏柳馆笔录 柳溪

漫抄四卷 东坡逸事补 吴江旧闻记 春塘杂记四卷 曲水杂记一卷 茂萱书塾吟草一卷、词草

一卷 颐贞楼日记 艺花杂记 金氏族谱

严宝礼 文汇半月画刊（编辑）

徐蔚南 莫泊桑小说集（莫泊桑著，徐蔚南译） 法国名家小说集（辑） 一生（莫泊桑著，徐蔚

南译） 龙山梦痕（与王世颖同著） 艺术世界周刊（编辑） 党化教育 生活艺术化之是非 三民

主义教育 文学的科学化 民间文学 茂娜凡娜（梅特林克著，徐蔚南译） 小小的温情 雅士

奔波 女优泰倚思（法朗士著，徐蔚南译） 都市的男女 艺术家及其他 ＡＢＣ丛书（主编） 艺术

哲学ＡＢＣ 春之花 修养读本（特维那著，徐蔚南译） 白屋书信 印度童话集（译） 水面落花

苏曼殊之生涯与作品（米泽秀夫撰，徐蔚南译） 屠格涅夫散文诗集（屠格涅夫著，徐蔚南译） 幽

默大观 乍浦游简：寄云的信 孤零少年（马洛著，徐蔚南译） 上海在太平天国时代 上海棉布

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 顾绣考 古今名文八百篇（辑） 泽人堂汉画集藏目 历代石刻画家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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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目录 中国美术工艺 出版界（发行） 老处女（莫泊桑著，徐蔚南译） 圣诞礼物 从上海到重

庆 时代的智慧（法朗士著，徐蔚南译） 美国大学生活（岩堂保著，徐蔚南等译） 两渔夫及项圈

（莫泊桑著，徐蔚南译） 新婚之夜（莫泊桑著，徐蔚南译） 基度山恩仇记（大仲马著，徐蔚南译）

圣洁的灵魂（主编） 小主妇（主编） 家的召唤（主编） 前程（主编） 等待的心（主编） 血与泪

（主编） 长春（主编） 童年的梦（主编） 新生（主编） 鸭绿江畔（主编） 剪画选胜 没有太阳

的地方 巴朗先生 重查 苏联短篇小说选集（辑译） 荡（都德著，徐蔚南译） 胡志明 远景的

轮廓（尼可拉叶娃撰，徐蔚南译） 苏联短篇小说选续集（辑译）

梅斌夫 新从中国麻黄中提出之三种有机物质 无机有机定性分析表解

金兆麟 金绶甫府君陈太夫人行述

毛兆荣 江苏省苏州中学乡村师范部第三届毕业纪念刊

陈绵祥 吴江陈氏褒扬后录（与陈绵乾同辑） 陈去病先生行略 秋梦斋焚余诗草

柳公权 桃李诗抄

蔡真 拊焦桐馆印集

张应春 辛酉日记 吴江妇女（主编） 秋石遗文

龚积芝 生物学大意 种子浅说 农业实用手册

赵昌 清闲（主编） 梅瓣集 双云记 浣花嚼雪录 云片 心汉阁收藏书册

沈次约 剑霜龛遗稿

陆明桓 苏斋遗稿三卷（子目：文稿一卷 诗稿一卷 彼汾一曲楼词一卷） 松陵陆氏丛著

（子目：陆日曛／辛夷花馆诗剩一卷、守瓶文剩一卷、花村词剩一卷 陆日章／西村词草二卷 陆日

爱／梦逋草堂劫余稿九卷、补遗一卷、文剩一卷、古柏重青图题识一卷、寿萱集一卷 陆亘昭／诵芬馆
诗抄二卷 陆亘辉／少蒙诗存一卷 陆廷桢／思嗜斋诗剩一卷、文剩一卷、溉釜家书一卷 陆明桓／

陆氏诗剩汇编一卷、文剩汇编一卷）

费振东 荷属东印度概况（译） 英使访华录（译） 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译）

丁涛 醉红吟草

柳绳祖 晓风残月舫诗稿

陈绵乾 吴江陈氏褒扬后录（与陈绵祥同辑）

杨金麟 江上春萍

徐穆如 徐穆如书画集

吴野洲 吴野洲画集

庞民标 庞宅安事略

凌景埏 老少年（主编） 撷芬室小诗 渔阳先生年谱 鞠通先生年谱及其著述 松陵书画

录 虞山黄人词遗著 董解元西厢记（校注） 全清散曲（与谢伯阳同编） 诸宫调两种（与谢伯阳

同校注）

丁趾祥 吴江文艺

叶钟英 吴江叶氏诗录（叶振宗录，叶钟英补录） 吴江叶氏诗录外编

金善鉴 金德孚先生追悼录

钱企益 图表日本口语文法（徐卓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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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一士 蛙吟集 金陵唱和集（与严鸿仪同撰）

李鉴澄 李鉴澄先生百岁华诞志庆集

蒯斯曛 悼亡集 凄咽 银行学 ＡＢＣ 广告学 ＡＢＣ 幻灭的春梦 新时代的曙光（淑雪兼

珂著，蒯斯曛译） 三天（编剧） 阿霞姑娘（屠格涅夫著，蒯斯曛译） 小小的逃亡者（史碧丽著，蒯

斯曛译） 尼赫鲁自传（译） 呼唤的声音（巴甫连柯著，蒯斯曛译）

金元宪 金祖汉先生行述 安徽少通志·人物志列传 云南省通志·人物志列传 天倪子七

卷
.

庵诗文集十四卷

钱复（钱太初） 钱仲雷先生行述 表太孺人讣 九印室印存 聊自娱斋主人自刊印 宋金

元明诗合选 作文 东吴印社作品选（钱太初等作） 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钱太初等撰） 姑苏

吟（钱太初等撰） 现代书斋名印赏（钱太初等撰） 苏州文物古迹诗选（钱太初等撰） 苏州胜迹

重修记（钱太初等撰） 沈德潜的生平和他的论诗宗旨 钱太初先生诗词 后乐诗声

倪征 法律的进化 法律的假设性 考察美英两国司法报告 国际私法（译） 国际法中的

司法管辖问题 船舶碰撞事件中的法律问题 领海宽度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关于水域划界问题的

实践 关于国际海底的法律制度 领海上空的法律地位 关于外层空间的国际法问题 关于国家

管辖豁免的理论与实践 倪征 法学文集 淡泊从容莅海牙

任百川 脾胃拾遗 凌氏秘方局录

费青 国际私法论 法理学概要 西方法律史 法律哲学现状（霍金著，费青译） 从法律之

外到法律之内 社会贤达考 关于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著，费青译） 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著，费青译）

费巩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 英国政治组织 比较宪法 瑞士政府 世界各国政体 中国政治

史 中国经济问题 政治经济学原理

曹诒孙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蚕业卷（与纂）

徐子为 今日的台湾，一名《台湾综览》 松陵金石书画传

唐蕴玉 油画和国画的辩证关系 中国油画研究系列·唐蕴玉

钱旭田 化学

柳无忌 胜溪草堂诗稿 胜溪草堂文稿 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与柳亚子同编） 苏曼殊诗集

（编） 曼殊逸著两种（编） 少年歌德（编） 人生与文学（主编） 菩提珠 莎士比亚时代抒情诗

阿尔麦耶的愚蠢（康拉德著，柳无忌译） 世界文学（主编） 近代欧美短篇小说选（编） 世界短篇

小说精华（编） 印度文学 西洋文学的研究 英国文学史（莫逖等著，柳无忌等译） 全唐诗精华

（编） 曼殊大师纪念集 葵晔集：历代诗词曲选集（与罗郁正同编） 柳亚子年谱 柳亚子文集：

南社纪略（编） 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 二罗一 柳忆朱湘（柳无忌等撰） 近代英国散文选

（与范存忠同编） 从磨剑室到燕子龛 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编） 我们的父亲柳亚子（柳无

忌等撰） 苏曼殊传 英国浪漫派诗选（与张镜潭同编） 中国文学新论 磨剑鸣筝集：南社二友

柳亚子与苏曼殊诗选（编） 柳亚子文集：南明史纲·史料（编） 南社人物传（与殷安如同编）

凌渭民 简易俄文文法（编译） 初级俄文选读（编译） 俄华两用词典：基本俄语与工程术语

（编） 英语（工科通用教材）（主编） 高等工业学校英语教学参考资料（主编） 学友英汉词典

（编） 科技英语翻译教程（编） 英语文选注释 英语语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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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禨秋 外国地理志略 本国地理志略 中国近百年史 世界近代史略 卫生浅说 娄东太

原王氏画系表 私德浅说 公德浅说 阳羡奇观 卓观斋脞录 王烟客先生绘画年表 吴门画史

余杭先生语录 中国史略 外国史略 俞曲园先生年谱 无锡惠山彩塑（与吴山同编）

徐北汀 深山读书图题咏集二卷 山水画法 山水画构图

孙云蔚 最新西瓜百合栽培法 甘蓝栽培法 实用果树栽培法 萝卜白菜栽培法 西红柿草

莓栽培法 最新葡萄栽培法 实用园艺学 果树繁殖法 西洋菌栽培法 北京之庭园树木 华北

之果树园艺 苹果栽培学 果树园艺通论 果树学总论 果树学各论 果树栽培学总论 果树栽

培学各论 西北的果树 果树集论：果树的环境与营养（编译） 果园土壤管理（与王永蕙同编）

中国果树史与果树资源（主编） 果树种类论（与曲泽洲同编）

吴丰培 明驭倭录校补十六卷 卫藏通志著作考 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辑） 清季筹

藏奏牍（辑） 边疆丛书续编六种（校订并辑，子目：北征日记 西行日记三卷 巴勒布纪略二十六

卷附一卷 新疆回部志：乾隆四卷补一卷 塔尔巴哈台事宜：乾隆四卷 乌鲁木齐事宜：乾隆） 清

季达赖喇嘛出亡事迹考 郭尔喀纪略补辑（辑） （道光）喀喇沙尔事宜二卷（校订） 平定金川方

略（校订） 平定两金川方略（校订） 丝绸之路资料汇钞（辑） 桂祥科多布奏稿（辑） 连魁科多

布奏稿（辑） 钦定理藩部则例（整理） 打箭炉志略 联豫驻藏奏稿（辑） 甘新游踪汇编（校订）

哈密至准噶尔路程（校订） 明代援朝史料四卷附一卷（编） 川藏游踪汇编（编） 豫师青海奏稿

（编） 宗教源流考·番僧源流考 乾嘉道三朝哈萨克史料（整理） 塔尔巴哈台志略·乌什事宜

（整理） 西藏志（整理） 萨迎阿新疆奏稿（辑） 奕山新疆奏稿（辑） 新疆四赋（辑） 布彦泰叶

尔羌奏稿（辑） 西招图略（校订） 四庭纪程（辑） 叶尔羌守城纪略（辑） 乌鲁木齐守城纪略

（辑） 藏乱始末见闻记（校订） 民元藏事电稿（校订） 《西陲今略》考 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

考察日记 清代藏事辑要（增辑） 清代藏事辑要续编 赵尔丰川边奏牍 松筠新疆奏稿（辑）

明代西域史料辑要二卷（辑） 科布多史料辑存四种四卷（辑） 刘襄勤公奏稿附传略（与刘锦棠同

校订） 景纹驻藏奏稿（编） 安南纪略三十卷卷首二卷（整理） 皇明肃皇外史四十六卷（整理）

有泰驻藏日记六卷（整理）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与曾国庆同辑） 藏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清末蒙

古史地资料荟萃 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 明代宫廷杂录汇编（整理） 抚远大将军允

@

奏稿（整理） 四镇三关志十卷（整理） 清代藏事奏牍 清光绪朝布鲁克巴秘档（整理） 西域

同文志（校勘） 西园闻见录（整理） 宋元资治通鉴（整理） 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主编） 吴

丰培边事题跋集 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

黄文熙 地基之沉陷量及地基中之应力分布 农田灌水法之水力理论 清华大学水利系科学

报告（与张光斗同主编） 土的工程性质（主编） 水工建设中的结构力学与岩土力学问题：黄文熙

论文选集（主编） 水泥工艺学（与编） 四川水泥（刊，主编）

沈维经 会计学原理

薛玄鹗 周易序卦传释义 艺科选文 国文选读 国文常识指导 国学指导 国学问答 诗

经述义

王惠廉 新奇时装百美图 美术广告画（与王翰娱、王家燧同绘）

刘汝醴 苏联艺术的发展（译述） 伟大和雕刻艺术：云岗（编） 桃花坞木版年画（与罗
A

子

同编） 竹内栖凤（编） 古代埃及艺术 英国水彩画史（编著） 艺术放谈 宜兴紫砂文化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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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同著） 欧洲美术史 艺术的社会意义（译）

费孝通 社会变迁（乌格朋著，费孝通、王同惠译） 江村经济 鸡足朝山记 禄村农田 人

文类型（弗思著，费孝通译） 文化论（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等译） 初访美国 人情与邦交：旅美

寄信 人性与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 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 内地的农村 美国人的性格

重访英伦 工党一年 生育制度 科举与社会流动（与潘光旦同著） 民国丛书 皇权与绅权（与

吴晗等合著） 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 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重访江村 大学的改造 我这一年

兄弟民族在贵州 话说呼伦贝尔草原 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梅欧，Ｅ
著，费孝通译） 世界世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威尔斯著，费孝通等译） 访美掠影 民族与社

会 苏联主要民族手册（泽夫·卡茨主编，费孝通译） 非洲的种族（塞利柯曼著，费孝通译） 杂

写甲集 三访江村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杂写乙集 社会学的探索 美国与美国人 费孝通社会

学文集 社会调查自白 小城镇四记 杂写丙集 小城镇建设探讨 论小城镇及其他 江村五十

年＝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ＭＡＬＬＴＯＷ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民

族史论文选下册（费孝通等著） 杂写丁集 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 边区开发四题 沿海六行

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版） 山水·人物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花篮瑶社会组织（与王同惠合

著） 乡镇经济比较模式（与罗涵先合著） 地区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 费孝通学术精华录 费孝

通外访杂写 城乡发展研究：城乡关系、小城镇、边区开发 杂写戊集 胡愈之印象记（费孝通等

著） 乡村社会学 社会学在成长 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云南三村（与张之毅合著） 城乡和边

区发展的思考 旧燕归来 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朱通华主编，费孝通等

著） 城乡协调研究 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主编） 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 行行重行行·乡镇

发展论述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总论（费孝通、钱伟长主编） 九二存稿 九二续稿 九二续存

逝者如斯 人的研究在中国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黄河三角洲·东营篇（费孝通、钱伟长主编）

九三存稿 九三续存（一） 九三续存（二） 芳草天涯：费孝通外访杂文选集 乡土重建与乡镇发

展 锦绣江南的现代化蓝图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淄博篇（费孝通、钱伟长主编） 九四存稿 言

以助味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沧州篇（费孝通、钱伟长主编） 爱我家乡 费孝通选集（海峡文艺

版） 费孝通学术文化随笔 学术自述与反思 行行重行行续集 走出江村 江村农民生活及其

变迁 从实求知录 甘肃土人的婚姻（许让著，费孝通、王同惠译） 往事重重 在人生的天平上

费孝通文集十四卷 费孝通散文 从小城镇到开发区 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 青春作伴 费

孝通诗存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主编） 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 费孝通论西部开发与区域经

济 费孝通域外随笔 费孝通文化随笔 费孝通人物随笔 费孝通人生漫笔 进入２１世纪时的

回顾与前瞻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师承·补课·治学 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 费孝通译文集

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 文集补编 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主编） 中

国文化与全球化（费孝通等著） 社会学初探 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 费孝通集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国

民盟中央等编） 费孝通九十新语 费孝通在２００３：世纪学人遗稿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中国绅士 六上瑶山 一代良师：大学小品丛书·费孝通卷 费孝通游记 费孝通自选集 推己

及人 中国士绅 费孝通全集 贵州苗族调查资料（费孝通等著） 补课札记：重温帕克社会学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过的回顾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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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赓雪 新疆森林（与陆平同主编）

钱玄 古汉语概要 三礼名物通释 校勘学 三礼辞典 三礼通论

赵仁 生物统计之理论与实际 大田作物田间试验统计方法 田间试验产量结果直观分析

法 单因子试验结果显著性检验方法 田间试验方法（与余松烈同编著）

陶祥霞 各科题解丁集

唐长孺 兰克林自传（译） 新中国（葛蕾勃尔著，唐长孺译述） 东风西风（赛珍珠著，唐长孺

译） 分家（赛珍珠著，唐长孺译） 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 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魏晋户调制及其

演变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唐书兵志笺证 魏晋南北朝史

论丛续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汪隋唐史论稿（唐长孺等编）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初、二

编） 北凉承平七年（４４９）写经题记与西域道往江南的道路 中国古代史讲座下册（唐长孺等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主编） 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 山居存稿 关

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 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 魏晋南北朝隋

唐史资料：唐长孺教授八十大寿纪念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

化 吐鲁番出土文书（一～四）（主编） 中国历史通览（与周一良等同编） 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

的浮逃户 白衣天子试释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 唐长孺文存 大师讲史中（与田余庆同著）

沈同 新时代的初等教育 营养新论 核酸与蛋白质合成 生物化学

柳无非 菩提珠（与柳无忌等合著） 美帝侵略下的拉丁美洲（与陈麟瑞同译）柳亚子诗词选

（与柳无垢同选辑） 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与柳无忌等合著）

陈旭旦 节厂诗文草 陈氏诗文稿 奇遁活盘十八局 芬陀利室日记 吉光片羽集 居易先

生书札 节厂诗话 吴门杂咏·续吴门杂咏

马云翔 药物学：清热剂 吴江县名中医临床经验选编集（马云翔等著） 马云翔医学学术经

验选辑 集腋验方录 长寿保健知识讲座

杨承宗 关于β射线的散射现象 第二次全国质谱学会议资料选编（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学报（主编） 同位素化学（译）

王宏基 内燃机 内燃机第一卷（译） 航空叶轮机原理 轴流压气机的气动设计（与译）

燃气轮机燃烧室设计与性能分析（与译）

鲁思 现代演剧（鲁思等编辑） 十字街头（改编） 狂欢之夜（编剧） 蓝天使（编剧） 电影

知识 爱恋（又名《母妻之间》（编剧） 戏剧电影问题 影评忆旧

陈应谦 诊断学 药理学 走向卓越（合著）

费以复 油画小辑 绘画写生色彩学 素描·色彩入门（与蔡亮合著）

沈隽 果树栽培总论 果树生理学 葡萄栽培学

柳无垢 菩提珠（与柳无忌等合著） 大年夜（马尔兹著，柳无垢译） 铁蒂姨母（Ｃｏｗａｒ．Ｎ著，
柳无垢译） 天性的研究（Ｃｏｗａｒ．Ｎ著，柳无垢译） 实情如此（马尔兹著，柳无垢译） 阿莱凯姆短

篇集（译） 人类的喜剧（萨洛扬著，柳无垢译） 敌人（赛珍珠著，柳无垢译） 裘儿（瓦尔夫著，柳

无垢译） 现代英语会语 祝福（鲁迅著，柳无垢英译） 喀特雅最幸福的人（阿莱凯姆著，柳无垢

译） 为组织人民的和平阵线而奋斗：美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大会报告和发言（译） 美国对台

湾的侵略 柳亚子诗词选（与柳无非同选辑） 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与柳无忌等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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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彬衡 毛织物织造（与邓寿庆同著）

钱家俊 关于动画及其学习方法 动画理论 线描画的理论和技法

徐孝穆 徐孝穆刻竹

徐次达 固体力学加权残值法

洪兆钺 图书分类与管理

沈文倬 孟子正义（校点） 苏舜钦集十六卷（校点） 王全集二十一卷（校点） 宗周礼乐文

明考论 ??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 槐圩集

钱景渊 现代公路（编辑）

卢静 夜莺曲

刘建康 战时中国之科学（李约瑟著，刘建康译） 鱼类年龄和生长的研究方法（丘古诺娃著，

刘建康译） 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 东湖生态学研究 高级水生生物学（主编） 湖泊与水库富营

养化防治的理论与实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环境技术中心编，刘建康译） 刘建康生态学文集

盛家廉 中国甘薯栽培学（主编） 全国甘薯品种目录（主编） 中国甘薯品种志（主编） 甘

薯栽培技术（合编）

袁自复 通假字汇

钱今昔 启示（编辑） 新哲学的地理观 上海风景线 解放了的西藏 苏联 东南亚 社

会主义生产力分布研究 战后世界石油地理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与纂） 中国的能源 南方地

区农村能源问题及其缓解途径 王统照先生怀思录 世界的石油 西非石油经济 中国现代文学

社团流派辞典 中国旅游景观欣赏 中国城市发展史（与宁越敏等合著） 世界地名辞典（与纂）

未来石油资源开发及其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影响

丁灏 丁志鹏府君哀启

程开甲 固体物理学 超导机理：双带理论还是成对理论

张福范 弹性稳定理论（译） 用边框加固的弹性薄板的应力分析，承重预制墙应力分析 弹

性薄板 复合材料层间应力

胡家骏 袖珍三位算表 排水工程（上下册）（译） 辞海（与纂）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与周

群英同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给排水工程（主编） 土木建筑工程词典·给排水工程（主编） 环

境工程手册（主编） 英汉土木建筑辞典（主编）

杨嘉墀 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主编） 杨嘉墀院士文集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

技术编：自动化仪器仪表卷（主编）

金储之 莺湖医集 中医治疗血液病

沈善炯 沈善炯自述 我的科学生涯

柳?南 柳泗臣先生家臣行述

沈哂之 萍踪散记 略论柳亚子和他的诗（与朱子恩同著）

金宝炬 同翰遗诗一卷

金维埏 锅炉设计手册 煤气站设计 纺织工业的节能技术

李冷路 黄风岭：西游记故事（节改） 生的权利（改写） 笑话连篇（合著） 家庭养鸟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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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声镛 江苏蚕业（刊，主编） 桑树病虫害防治学（主编） 近代中国蚕丝业的先驱郑辟疆

（合编）

顾关通 正义（编辑）

周南 极谱分析操作法（译） 催化作用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ｏｒｅＲａｔｉｏ

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Ｄｕ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
倪明 三吴风采（《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江苏卷，主编）

范祖尧 结构力学（主编） 起重机结构力学（主编） 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主编） 机械

非标准设计手册

范滋德 中国常见蝇类检索表（主编）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三十七册：双翅目花蝇科（与编）

中国动物志第四十卷：昆虫纲（与编）

郑重 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学概论 我国浮游动物学三十年来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海洋浮游

桡足类（上下卷） 海洋浮游生物学 海洋浮游生物生态学文集 郑重文集 海洋枝角类生物学

海洋桡足类生物学 郑重文集续

殷恭宽 普通化学（合译） 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 物理化学简明教程（上下册）（合译） 物

理化学与胶体化学实验（与纂） 物理药学（主编） 物理化学（主编）

王肇均 吴江诗咏

范崇浏 电工理论基础（主译）

张仲寅 机翼理论（与译） 高超音速粘流（译） 二相流动（校） 粘性流体力学（合著） 张

仲寅科技论文选集

项祖英 怎样拉好二胡 孙文明二胡曲集 二胡教材十六讲 英祖英二胡独奏专辑（录音

制品）　

李继文 工程设计全面质量管理

黄正秋 沉没泵使用手册

徐景藩 徐灵胎研究文集（与吴国良、俞志高合编）

施曼珠 肾脏病学（与纂）

陶钟 液压随动系统（与史维祥同编著） 液压传动计算基础（主译）

李荣琪 养蚕防病消毒法（主编）

王雪蕉 画鱼 小写意花鸟画法 画扇 王雪蕉画集 写意画范·鱼

张祖训 极谱电流理论（与高鸿同著） 超微电极电化学 电化学原理和方法（与汪尔康

同著）　
王家斌 中国名茶 浙江茶叶 茶叶生产实用技术 中国茶与健康（与纂） 庄晚芳茶学论

文选集（与编）

龚积球 机车强度计算（主编） 轮轨磨损（合著） 橡胶件的工程设计及应用（合著）

柳德康 中国家蚕品种志（编审） 中国养蚕学·茧丝篇（主编） 栽桑养蚕技术大全（与编）

蚕茧初加工 蚕茧收烘技术 中国蚕丝大全（副主编）

钱颂文 换热器流体诱导振动基础 换热器（与编） 换热器流动诱导振动：机理　诱导　磨

损设计 压力容器及化工设备（与纂） 管壳式换热器设计原理：换热器结构动力学 化工设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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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吴家声同主编） 换热器管束流体力学与传热（与纂） 换热器设计手册（主编） 管式换

热器强化传热技术（与纂） 换热器设计手册（译）

潘庆艶 鲁达基诗选（译） 波斯短篇小说集（合译） 赫达雅特小说选（译） 郁金香集：古代

波斯诗选（编） 大街（译） 大屠杀（译） 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译） 巴比特（译） 巴列维传

（合译） 珍妮姑娘（译） 波斯诗圣菲尔多西 美国悲剧（译） 新天方夜谭（译） 魔幻山庄：波

斯故事集锦（译）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第十卷（合译） 金融家（译） 嘉莉妹妹（译） 哈克贝

利·费恩历险记（译） 瓦尔登湖（译）

王尔龄 谈《上海的早晨》 读鲁迅旧诗小札 鲁迅作品难句解 继承鲁迅的反孔斗争传统

散文与散文教学（与周庆基合著） 茅盾的早年生活 中国文学史话（与纂） 郭沫若文学传论（与

纂） 中国文化常识（主编）

吴时敏 数学物理方法 广义相对论

杨昆明 血吸虫病防治手册 全国第三次抗菌素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三册：抗菌素在医学上的

应用（与纂）

汝信 日本人民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而斗争（译） 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译）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译） 现代主观唯心主义：批判论文集（合译） １９４７年前印度资本主义发
展的一些特点（译）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非对抗性矛盾（合译） 黑格尔范畴论批判（合著） 西方

美学史论丛（合著） 欧洲哲学史上的先验论和人性论批判（合著）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四卷（合译）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译） 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 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十卷

（主编） 现代外国哲学（合编） 西方的哲学与美学 美学百科全书（与李泽厚同主编） 美的找

寻 论西方美学与艺术 美学的历史：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主编） 外国美学：第１８辑（主
编） 世界文明图库（总主编） 西方学术名著导读丛书（主编） 西欧文明（主编） 全彩中国建

筑艺术史（主编） ２０世纪中国美术大典：哲学（主编） 中国美学年鉴（合编） 中国美学（与王德

胜同主编） 汝信文集 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第１～４集（与张道一同主编） 汝信自选集 中国美

术年鉴：（合编） 西方美学史（合编） 克尔凯郭尔文集（主编） 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合
编） 赫尔墨国际前沿论文书系（主编）

史越峨 沧桑漫记（与甄为民合著）

严学高 机器人原理（合著） 机器人智能

丁德云 脑血管病的临床 五衰的急救

费伦 分析科学现代方法学丛书（主编） 物理化学实验

金国雄 大地测量学 控制测量学（与纂） ＧＰＳ卫星定位的应用与数据处理（合著） 全球

定位系统（ＧＰＳ）的原理与数据处理（指导并与编）

顾志澄 近代分析化学

蒯元璋 图说桑蚕病虫害防治（与编）

朱锡通 江苏市县概况（主编） 江苏对外开放工业卫星镇：苏锡常地区（主编） 当代志坛诸

老学术思想研究文选（主编） 江苏对外开放工业卫星镇：通盐连地区（主编） 江苏地方志（刊，

主编）　

袁保宗 数字信号处理及通信 互联网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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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元 脉动开关函数及其应用：交直流耦合振荡的理论分析

潘延陵 焊接结构设计手册 机械制造工程 实用机械加工检验手册（审阅） 实用焊接手

册（与撰）

屠文勇 江苏省志·军事志（主编）

殷安如 陈去病先生诗文集 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合著） 南社人物传（与柳无忌

同编） 人中麟凤柳亚子（与吴国良合编）

周筱祯 实用涂料涂装手册 粉末涂料与涂装技术 粉末涂料与涂装论文选编（与纂） 中

国化工学会涂料学会粉末涂料与涂装专业委员会庆祝成立１０周年（与编） 涂料产品应用技术、涂

料产品展览会技术讲座专辑（与纂）

赵学源 柑橘黄龙病资料汇编

程人乾 卢森堡 十九世纪波兰人民的抗俄独立斗争 涡流：２０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 程

人乾史学文集

朱通华 来自实践的报告：江苏经济和文化调查报告选 乡镇工业与小城镇 乡镇企业经济

学讲话 论苏南模式 小城镇干部必读 江苏对外开放重点卫星镇：苏锡常地区 江苏对外开放

重点卫星镇：通盐连地区 江苏百家名镇录（主编） 小城镇，新天地（主编） 日中小城镇共同研

究（与纂） 苏南模式发展研究（与孙彬同著） 鲈乡萍踪 小城镇巨变的八年（主编） 江南才子

与民族精神（主编） 名镇世界（刊，主编） 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与纂） 浩劫上海滩 小城镇，

跨世纪 小城镇建设十字经（与朱刚同著） 小城镇，新世纪（主编） 书生·性格·命运 书生

意气

胡文炯 敏感组件专辑（与纂） 电子工业生产技术手册（与纂）

杨再 驴骡的繁殖饲养 牛的人工授精和冷冻精液 肉牛及黄牛改良（合著） 家畜生态学

（与编） 家畜繁殖学（与编） 家畜生产学（主编）

周炳南 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分离与提取 黄酮类化合物系统鉴定手册 生理活性天然药物

天然有机化学 Ｎ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与纂）
倪杉 畜禽及经济动物疫病的防治（与纂） 陕西省畜禽疫病志（与纂）

陈永明 当代中国心理学（主编） 心智活动的探索 心理学报（主编之一）

黄振翘 中医年鉴（与纂） 中国中医药年鉴（与纂）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与纂）

殷志强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合编）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丛书：太阳能卷（主

编） 太阳能（刊，主编之一）

汪集 中低温对流型地热系统（主编）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神奇的地热 地热利

用技术

钱景仁 无线电波导（合译） 微波测量（合译）

徐文初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吴江县资料本 磨盘山 江苏县邑风物丛书吴江（与纂） 泉姑

娘（与朱永兴同编） 老街传奇 吴江旧闻轶事

周德华 锦溪盛泽 江苏历史文化名镇———震泽（与李廉琛合编） 吴江丝绸志

钟良顺 柳如是在盛泽 《红楼梦》赏析 清明 变迁

孟兴发 机械制造工程概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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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洪生 水利水电工程预算

杨益轩 太湖流域水土资源与农业发展远景 地理文集 湖泊科学（刊，主编）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集刊（刊，主编）

周庆基 散文与散文教学（与王尔龄合著） 新文学旧事丛话（与纂） 中国现代文学史话（合著）

顾言真 新农药荟萃

王绍华 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主起草） 冶金工业建筑抗震设计指南（主起草）

施敏 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Ｄｅｖｉｃｅｓ
顾良 祖国在危急中（译） 保卫马克思（译） 法国革命史（译） 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合译） 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
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译） 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合

译） 法兰西的特征１：空间和历史（合译） 法兰西的特征２：人与物上（合译） 法兰西的特征３：

人与物下（合译） 资本主义论丛（合译） 飞出牢笼（译） 法汉经济综合词典（与张慧君同编）

法汉经济综合词汇新编（与张慧君等同编）

沈文瑛 统计分析方法

周海粟 农业经济管理学（主编） 乡镇经济发展论（主编） 筹资与投资管理（合编）

任根林 返生香集诠注

功真 太虚法师法语（２００３）

蔡永江 爱的教育（与陈荣华合著）

邵纪淼 江苏省中小学体育教科书 舞蹈教材 艺术体操 男子健美操

沈丕安 临床肠胃病学（与纂） 中华临床药膳食疗学（与纂） 实用中医风湿病学（合编）

虚弱的药补与食补 红斑狼疮中医临床研究 现代中医免疫病学（主编） 中药药理与临床运用

家庭常用人参事典 中药不良反应与临床 补益中药的临床运用

王全华 腹部创伤学（与纂） 临床超声诊断学（与纂）

葛锡麟 葛锡麟画集

俞焕然 连续统力学

沈育俭 桑榆情———关心下一代的实践与探索

吴建春 数学规划（主编） 水利水能规划 水利计算（与纂） 水文及水利水电规划上册：工

程水文（与纂）

项怀诚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 预算外资金研究 财政补贴研究 ９０年代财政发展战略 中

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

谢存智 中国技术成果大全（与纂）

徐大伟 乡镇经济外向之路（主编） 小城镇经济管理（主编之一） 社会工程师概论 县

（市）社会工程师（主编） 乡镇社会工程师（主编）

钱国梁 军旅情缘 创新求实 岁月回响 治军带兵 红土地上草青青 绿戎心韵 谈兵论

道 远方的路标 领导素质

金永亮 ＮＤ２型内燃机车（与纂） 柴油机（与纂） 党政干部科技必读（与纂） 涡轮增压与

涡轮增压器文集（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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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国梁 高考数理化解题典型错误分析（合著） 百科知识十万个为什么（四）：数学 初中生

数理化家庭辅导：数学分册 怎样解数学竞赛题（合著） 初中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精讲（合著）

集合映像与中学数学

徐振琪 芳草萋萋

张舫澜 吴江对联集成（与纂） 五姑娘（整理） 顾野王（与纂）

杨海荣 邮政通信组织管理（合著） 邮政通信生产组织（合著） 邮政概论（主编） 通信企

业生产运作管理 现代物流系统与管理

蔡正仁 班昭录像制品：昆剧（与著） 长生殿：惊变（与著） 昆剧精品：当代名家精彩唱段

（与著） 昆曲精粹：中国戏宝（与著） 牡丹亭（与著） 十五贯（与著） 无悔追梦：上昆名家从艺

５０周年风采实录（与著）

马泳源 中国种植业区划（合著） 中国主要农林作物气候区划（合著） 中国农作物种植区

划论文集（合著）

皇甫垠 两岸情怀兴中华 笔耕一生

郭尧君 荧光实验技术及其在分子生物学中的应用 仪器分析（与纂） 等电聚焦（与纂）

分光光度技术及其在生物化学中的应用：紫外—可见—近红外 生物化学仪器指南第一册：光谱仪

器 生物化学仪器指南第二册：色谱仪器 生物化学仪器指南第三册：波谱仪器、离心机、Ｘ射线衍

射仪 薄层等电聚焦技术 蛋白质电泳实验技术

张怀珠 新编服装材料学

徐静柏 吴江投资指南（主编） 小桥流水人家（主编） 历代名人咏吴江书画集（主编） 中

国书画家作品精选（主编） 时代的印记续集（主编）

王文荣 毛泽东军事思想辞典（主编） 军事战略学概论（主编）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述

要（主编） 中国军队第三次现代化论纲（主编）

徐书田 千古一辩：黄帝，中国上古的女始祖

萧海铭 盛川拾遗

顾泠元 学会教学：青浦教改实验过程 教学改革的行动与诠释

蔡佳辰 萨尔捣炼焦技术（译） Ｌ６００／８００铅机（译） 霍普特曼小说选（译）沉船（译） 狂欢

节（译） 索阿那的异教徒（译） 道口工梯尔（译） 风车（译） 桑塔纳车维修手册（译）

孙蓓欣 计算机书目文献管理数据库 图书馆与计算机 北京图书馆藏书票：甲骨文发现百

年纪念专辑（主编） 北京图书馆藏书票：中国历代皇家藏书印鉴（主编） 北京图书馆藏书票：中

华体育文化珍藏集（主编） 百年情怀：天堂图书馆的模样（主编）

计甫祥 国外钢铁技术译文集（编） 冷轧硅钢带热处理工技术问答 冷轧硅钢带的热处理

及涂层 计甫祥文集第一卷：硅钢教材、论文 计甫祥文集第二卷：硅钢技术译文

陆润之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二次大会文集（与纂）

汝留根 吴江（主编）

钱志新 企业外向经营概论 乡镇工业经济管理学 企业机遇的驾驭：无锡梅花电子集团公

司发展轨迹追踪 现代工业企业管理纲要（主编） 工业经济管理概论（主编） 无锡工业经济论

文集（主编） 江苏经济开发现在与未来（主编） 竞争力三元结构：大型企业集团发展论面向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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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江苏经济发展新对策（主编） 网络兴企：企业网上运作与案例（主编） 江苏信息化年览（主

编） 江苏跨世纪的发展（主编） 新经营革命：企业家经营创新十大对策 企业商务电子化导论

（主编） 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新型工业化读本（主编）

０．６１８：宇宙的钥匙 新商业模式

任晓善 化工机械维修手册（上册）

俞荣华 俞荣华诗选

陈士良 鲈乡晚风：江苏省吴江市老干部灯谜选集（主编）

戚冠华 吴江县水利志（与李克同主编）

沈荣泉 时代的印记（主编，徐静柏等编）

史天勤 思维美学

张明观 高高的银杏树 柳亚子传 江南大哀赋（与吴根荣同著） 柳亚子史料札记

方流洪 方流洪歌词选

陆廉德 牛家湾风云

鲍玉荣 吴江官吏勤廉故事选（主编，陶苏苏等编）

吴菊忠 吴江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选编（主编）

严品华 明珠璀璨：同里历代名人选（主编） 同里（主编） 同里故土文化杂说（主编） 同

里：醇正水乡，旧时江南（主编） 同里———保护世界遗产国际中国画作品集（合编）

汝迪昌 绸都吴江（摄）

凌锦良 吴江札记（主编）

贝量 苏州历史

仇怀耕 吴江历年自然灾害（与李克、沈春荣合编） 吴江县领导名录 吴江市领导名录

袁一匡 血火鲈乡土（主编）

钱士坤 吴江英烈（与谢阿金同主编） 苏州党史工作２０年（与纂）

李国平 寓意作文训练 中学修辞学习指南 供料微型作文面面观 文章内容的理解 作文

导教导写（小三） 作文导教导写（小四） 同步作文 特级教师优化数学设计 高一语文（上册）

同步点面突破 中小学教育科研文章写作 生命的拔节 高考语文总复习

裘生马 探索与研究（主编） 与新课程同行（主编） 课改新视野（与顾明智合编）

魏耿泉 《公民》学习指导教育 中学生时政学习课外读物 经济形势和经济常识学习提要

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及教材分析

李炳华 绸都赋

蒋杏观 江苏省社会养老保险统计年鉴汇编（副主编）

沈荣法 改革开放与吴江实践（主编） 犁过的土地：记“志在富民”的费孝通教授（编） 吴江

十年调研成果集（主编） 辉煌历程：吴江二十年改革，二十年巨变（主编） 吴江基本现代化研究

（主编） 王锡阐研究文集（与陈美东同主编） 市民素质与城市管理（主编） 农村经济良性循环

之路（与陆云福同主编）

陆云福 农村经济良性循环之路（与沈荣法合编）

张献林 国外农业透视（与王梦熊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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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良 人中麟凤柳亚子（与殷安如合编） 吴江书画印人辑录 徐灵胎研究文集（合编）

吴江古桥 吴江雕刻：吉祥图案集 吴江雕刻：人物集 垂虹秋色满东南

沈春荣 吴江札记（与许惠福合著，凌锦良主编） 吴江历年自然灾害（与李克、仇怀耕合编）

许惠福 吴江札记（与沈春荣合著，凌锦良主编）

吴根荣 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合编） 江南大哀赋（与张明观同著）

张钟麟 泪洒阳澄

陈明兴 偏方验方录（编）

王福荣 王黎文集

沈莹宝 绸乡漫步 锦塘步月 红梨湖

桂其荣 人大行

沈荣庆 心湖

朱云云 情系城乡 中国水旅游

胥锦荣 奉献新曲（主编）

李海珉 柳亚子 奇珍揽胜 水乡足迹：揽船石 吴江与南社 古镇黎里

唐克 胜天村，胜天人（与纂）

李宏铭 高考最后冲刺·数学

沈建文 美苑新葩（与王剑明合著）

沈克诚 高三化学教学与测试（合著）

蔚涵 蔚涵油画集·江南风情录

戴茂章 空中彩虹（主编）

蒋蕊娟 谈人说事（与纂） 名人画廊（主编） 人才史话（主编） 骄子风采（主编） 走向卓

越（主编） 凡人风采（主编） 记忆（主编）

吕锦华 小巷女子 走向世界：苏州外贸报告文学集（与纂） 落花枝头 人生风景线 寻找

那一片星光 总想为你唱支歌 他从西部归来：归国华侨仲泽雄的故事 金秋 金色的年轮 何

时入梦 边走边唱 森林女神 远行的燕子（与徐宏慧等同著） 吴江（与徐文初、汤海山合著）

在水一方———名人笔下的同里（与严品华合编） 行走的岁月 多雨的南方 无价的君子兰

凌淦群 凌淦群作品选 凌淦群画集 五月风（编审）

朱永兴 鲈乡谜苑（与编） 天堂之星（主编） 泉姑娘（与徐文初同编） 春风绿江城（主编）

花瓣雨（主编） 锦绣江城（主编） 情满江南 吴江博物馆（主编）

刘强民 颂南社诗词选（主编） 吴江文联二十年（主编） 鲈乡锡韵（主编）鲈乡越韵（主编）

鲈乡雅韵（主编） 沈瞡与昆剧吴江派（主编之一） 朝气蓬勃的向阳花

翟秀生 吴江市书画研究会二十年（主编）

张辛题 张辛题水彩画作品（贾德江主编）

范振涯 经营谋略图画 绘画本中国通史 彩图唐诗三百首

徐海鸥 当代中国实力派画家徐海鸥画集

吴玮翔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模拟试题题解（合编） ＣＥＴＥＰＴＴＯＥＦＬ阅读理解应试技巧训练

（合编） 六级词汇速记与练习（合编） ９０年代ＴＯＥＦＬ高分技巧（合编） 完形填空的设计与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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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合编） 高级英语应试阅读（主编） 高级英语应试语法（主编） 短文改错与短文写作（合

编） 大学英语应试听力（合编） 棕榈滩奇案（译） ９６～９９版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模拟试题

集（合编） 四、六级应试词汇速记（合编） 大学英语６级考试应试教程（主编） 大学英语四级考

试命题思路图与考点突破（主编）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命题思路图与考点突破（主编） 新编大学

英语同步辅导１～４册（合编）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高分作文精选（合编）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

作文精选（合编）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高分作文精选（合编） 新大纲大学英语词汇考典：４

级篇（合编） 新大纲大学英语词汇考典：６级＋考研篇（合编） 大学英语４级考试三位一体作文
法 大学英语６级考试三位一体作文法 大学英语４级考试历年真题详解：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主编）

大学英语６级考试历年真题详解：１９９８—２００４（主编） 英语专业４级考试历年真题详解：１９９６—
２００４年（主编） 考研英语三位一体作文法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巧攻高分作文（合编） 大学英语

六级考试巧攻高分作文（合编） 考研标准词汇分级记忆宝（合编） 迪士尼：百年之梦（合译） 英

语专业四八级词汇全攻 大学英语词汇应用９００句：四级分册（主编） 英语专业八级真题解析

（主编） 英语学习与考试通用词表１００００ 大学英语词汇应用９００句：六级分册
张幼文 当代帝国主义经济（合著） 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合著） 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

（译） 世界经济学原理 比较经济政策：经济改革的理论思考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主编） 价

值增值论：国际经济分析的价值理论 双重体系的扭曲与外贸效益 外贸政策与经济发展（合著）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合著） 中国与 ＡＰＥＣ分工（合著） 金融深化

的国际进程（合著） 世界经济学（合著） 世界经济一体的历程（合著） 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

挑战（合著） 面向世界：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双赢丛书（合编） 世纪洪流：千年回合与经

济全球化走向（合著） 跨越时空：入世后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合著） 制度竞争与中国国际分工地

位（合编） 新棋局：参与全球经济的中国 强国之路论丛（主编） 当代国家优势：要素培育与全

球规划 ２００３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合著） ２００４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合著） 世界经济概论（合著）

体制竞争：全球化经济机制与开放战略 多哈发展议程：议题与对策（合著） 强国经济：中国和平

崛起的战略与道路（合著） 强国经济：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与目标（合著） ２００５中国国际地位报
告（合著） 世界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合著） ２００６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合著） 新开放观：对外开

放理论与战略再探索 ２００７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合著） 互利共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合著）

探索开放战略的升级 ２００８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合著）

李浩 民事举证责任研究 强制执行法（主编）

钱初熹 综合·探索学习领域解读·教学案例 中国的少年宫的美术教育的历史与展望（主

编） 断臂的维纳斯：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 达·芬奇 电脑绘画速成手册一 电脑绘画速成手册

二（合编） 美术教育展望 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 迎接视觉文化挑战的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促

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王剑明 小溪流的歌 探索者的路 美苑新葩（与沈建文合著）

陈刚 电气设备设计计算手册（与谢小平等同译）

张海明 机械零件（译）

费亮 中国天文学史（合著） 台风预报手册（合著）

李建炯 汾湖（与钱俊同著）

５５２

第三篇　文献流传和图书馆服务



陆正荣 词汇与语法直通车（合著） 八年级英语（上）课时练

陈瑞荣 五彩鲈乡（主编）

盛红明 江苏历史文化名镇———震泽（主编）

倪海江 平望史话（主编）

钮菊生 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译著） 俄语文化背景知识词典 国际政治百科 克格

勃全史（译著） 全球发展：模式、理论与选择 公共政策分析 十年回眸———独联体国家经济研

究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殷永新 企业发展的轨迹·吴江卷（与李直合编）

顾海东 战斗在水乡：严墓地下党组织活动及革命斗争业绩史料（主编）

凌龙华 轩窗随笔 静对轩窗 教育，教育

黄雪琪 水乡船歌

华也（钱国良） 我的江南 江南之恋 诗画江南

陈志强 莺湖谜话 吴江名胜楹联赏析 苏州古镇名胜对联赏析 吴越古镇名胜对联赏析

鲈乡风情 江南六镇古桥 吴江胜迹（与纂） 水乡古镇名园名宅 诗画吴江 吴江对联集成（与

纂） 水乡名镇 同里 顾野王（与纂）

柳新忠 吴江对联集成（与钱俊同主编）

徐明 还看今朝：吴江市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创业纪实（主编） 吴江馆藏南社书画集萃（主编）

沈固朝 参考服务概论（与刘圣梅同编著） 市场信息的搜集与利用（合著） 信息检索（多媒

体）教程（主编） 网络信息检索工具·方法·实践（主编） 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合著）

邱秉钧 女人体绘画（译） 毕加索：成功与失败 非洲黑白画艺术 魂牵梦绕新西兰

徐卓人 蜗人 你先去彼岸 中外文学赏析 生死太阳湖 天天有太阳 徐卓人中短篇小说

集 演绎女人 枫桥 真山真水园中城：枫桥 归国专家部落 创新之旅 赵宦光传 凡夫人望

凡夫书论

沈泉生 春雨（主编）

陈永明 望月之美 漂泊的灯火

张菊荣 随想漫录 随意人生

陈林春 草庐煮梦 草庐铸剑

徐宏慧 河桥头 人生环形道 太阳花 金松岑传 水花园 远行的燕子（与吕锦华等同著）

俞前 莲子雨 南社诗人咏吴江（与张舫澜同主编） 毛啸岑 思鲈石 平望史话 鲈乡风

韵（主编） 吴江百贤思想品德故事选（主编） 顾野王（与钱俊同主编） 吴江吟（与崔夏萍同主

编） 曲坛盟主沈瞡（与芦根荣同著） 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主编） 人才史话

刘延华 苏州师俭堂：江苏传统商贾名宅（合著）

汤海山 名人画廊 江苏县邑风物丛书吴江（与纂）

马定海 回望激情岁月 写不完的情

沈泾潜 黎里（与李阿华同编著）

钱一舟 江村———江镇（与纂） 面向二十一世纪“ＳＴＳ·四个关心”素质教育实践（主编）

荆歌 风笛 不惊阁随笔 相看集 旋转之际 漂移 粉尘 八月之旅 枪毙 千古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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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 情途末路 慌乱 十夜谈 爱你有多深 口供 我们的爱情 爱与肾

钱俊 吴江胜迹（主编） 吴江对联集成（与柳新忠同主编） 汾湖（与李建炯同著） 顾野王

（与俞前同主编）

秦荣生 会计书刊导论（主编） 企业会计报表分析与调整 新旧会计制度的比较与接轨（主

编） 审计学原理（与李汉国合著）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经济效益与会计（与裘宗舜合著） 经济效

益学（与裘宗舜合编） 中国式责任会计（与裘宗舜合著） 受托经济责任论 审计学与卢春泉同

主编） 《审计学》复习提要与练习题（与卢春泉合著） 《审计学》（第六版）学习指导书（与卢春泉

合著） 内部审计 面向２１世纪会计后续教育问题研究（主编） 国际审计（与李学柔合编） 企

业会计学（与编） 内部控制与审计

徐惠民 市民教育读本（主编） 市民风采（与编）

吴炜 沈瞡与昆剧吴江派（主编之一）

周浩锋 咖啡之夜 水袖

徐瑾 女人心事

严宏耕 水乡航船

史雷春 高中生物章节训练与质量评估 直击高考：定位大背景丛书生物分册

叶明林 数学知识方法、能力 最新初中数学竞赛试题全解与评述

吴泓 中国名胜古迹之谜（合著） 奇闻异趣１００例（合编） 壮丽的风光奇特的风俗（合编）

中国旅游（刊，总编辑） 时尚旅游（刊，总编辑） 时尚（刊，总编辑） 时尚先生（刊，总编辑）

徐月新 教育，关注生命（与沈正元合著）

沈兴海 纳米液滴里的世界：奇妙的微乳液 超分子化学：概念和展望（与译） 北京大学放

射化学：应用化学５０年（１９５５—２００５年）回顾与展望（主编）

赵民 在弥勒，念管理经 改造董事会 决战 把激励搞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十大激励模式

（合著）

谢丽英 基础礼仪

王金根 新编高中英语达纲验评

曹雪娟 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江苏吴江市调查（与张明同编）

钱惠芬 钱蕙芬书法篆刻选

北塔（徐伟锋） 情痴诗僧吴宓传 米沃什词典（译）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译）

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译） 小勋爵（与译）

朱萸（朱晓红） 那夜无灯 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

濮励杰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土地资源管理（与彭补拙合编） 资源学导论（合著） 城市土

地利用变化及其响应：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合著） 城市土地供应与房地产市场运行研究（合著）

城市土地市场：发展与预警（合著） 资源科学概论（合著）

薛法根 薛法根教学思想与经典课堂

迮美娟 拷贝绿色

谈永康 传递幸福

李红梅 无关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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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团体著作

中共吴江市（县）委组织部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吴江县组织史资料（与党史工委、档案局同编）

中共吴江市（县）委宣传部 鲈乡吟萃（与吴江县文化馆同编） 吴江市文学艺术人才库 鲈

乡古韵 中国·芦墟山歌集 建设学习型城市 吴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中共吴江市委办公室 鲈乡的骄子 中国共产党吴江市（县）委历届历次全体（扩大）会议文

件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年（与党史办、档案局同编） 中国共产党吴江市历次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与党

史工委、档案局同编）

中共吴江市（县）委党史办 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 吴江革命史料选 中国共产党吴江市历

史大事记 历史的跨越 中共吴江地方历史第一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
中共吴江市委农村工作部 农民增收一百例

吴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吴江市历届人大常委会大事记：１９８１—２００３年
吴江撤县建市领导小组 吴江美术书法摄影作品集

吴江市（县）总工会 吴江工会志

吴江市（县）科委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吴江县获奖科技成果汇编

吴江政协文史委 吴江旧影 吴江风情 吴江文史资料（１～２２期） 郑桐荪先生纪念册 华

夏兴亡在匹夫

吴江市地方志编委会 吴江县志

吴江县人口普查办 江苏省吴江县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 江苏省吴江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手

工汇总资料汇编 江苏省吴江县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

吴江县工业普查小组 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吴江县资料汇编

吴江县地名委员会 江苏省吴江县地名录

吴江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江苏省吴江县土壤志

吴江市（县）统计局 吴江县国民经济及社会统计资料 １９９３年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公报 吴江统计年鉴

吴江市（县）财政局 吴江县财税志

吴江市（县）广播电视局 鲈乡新姿：“吴江４０年”征文集

吴江市国土局 吴江市土地管理志 再创沃野

吴江市（县）水利局 吴江县水利志

吴江市（县）卫生局 吴江市血防志 吴江县名老中医临床经验选编

吴江市（县）档案局（馆） 吴江历年自然灾害档案资料汇编 吴江县大事记 吴江十年大事

记 吴江年鉴（１９８６—） 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 吴江历史文化图文集

吴江市人才学会 吴江市市场经济下人才管理专题研讨会论文汇集

吴江市文学（作家）协会 我的学习生涯 吴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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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美术家协会 当代吴江美术家作品集

吴江市集邮协会 垂虹邮范

吴江市教育局教研室 中学乡土历史教材吴江历史

吴江市图书馆 纵览吴江：吴江五百年古代地方志汇编（编，光盘）

吴江书画院 吴江风情书画集

梅堰镇地方志编委会 梅堰镇志

七都镇地方志编委会 七都镇志

平望镇地方志编委会 平望镇志

中共盛泽镇委宣传办 盛泽红梨书画会作品集（与盛泽镇文化站，盛泽镇红梨书画会同编）

盛泽镇地方志编委会 盛泽镇志

震泽镇地方志编委会 震泽镇志

北厍镇地方志编委会 北厍镇志

菀坪镇人民政府 菀坪镇缝纫机工业发展史

菀坪镇地方志编委会 菀坪镇志

横扇镇地方志编委会 横扇镇志

芦墟镇人民政府 四围春水一芦墟

《芦墟镇志》编委会 芦墟镇志

黎里镇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 黎里镇志

南麻镇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 南麻镇志

庙港镇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 庙港镇志

吴江市中学 吴江市中学八十校庆纪念册：１９１２—１９９２年 笠泽诗韵

盛泽中学 校庆纪念册

震泽中学 江苏省震泽中学 江苏省震泽中学建校８０周年纪念

松陵镇文化站 松林溢翠

北厍镇文化站 午梦堂研究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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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文物胜迹和收藏

　　吴江境内广泛分布着距今７０００—３２００年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①遗址。通过考
古，证明吴江所处的太湖流域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追溯到吴江稻作文化、蚕桑文化

和渔猎、养殖文化的历史源头；梅堰龙南村落遗址则被誉为“江南第一村”；发现迄今为

止崧泽文化最大的环壕聚落。在吴江这片土地上的祖先们生活几百、数千乃至上万年，

以至积淀成了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诸如生产生活、婚姻嫁娶、丧葬祭奠、年时节庆、礼仪

信仰等厚重的乡风民俗。

吴江历史悠久，文化遗产、遗存丰富。拥有松陵、同里、黎里、盛泽、震泽、平望、芦墟

“七大镇”和铜罗、八坼、横扇“三小镇”，其中同里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震泽和由原黎

里、芦墟、莘塔等组建的汾湖镇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在这些古镇中有以同里退思园

为代表的小巧玲珑的江南古典园林，有以黎里柳亚子旧居、震泽师俭堂为代表的精雕细

刻的豪门大宅，有以盛泽先蚕祠、吴江文庙为代表的端庄凝重的古祠名庙。同时，境内

遍布古村落、古桥梁以及大量成为重要史迹的代表性建筑，还不乏大量彰显文化底蕴的

可移动文物。这些鲜明的地域文化为吴江所独具，成为吴江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吴江市（县）努力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强化文物保护管理部门职能，

健全文物保护组织，落实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措施，切实做到文物工作“五纳入②”，《吴

江市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得到贯彻，文物事业经费大幅度提高。

吴江市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果，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吴江市完成全国文物工作先
进县申报工作。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６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文物发〔２００４〕５０号文《文化
部、国家文物局关于表彰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的决定》，授予全国３１个县（市、区）“全国
文物工作先进县”称号，吴江市名列其中，吴江市在江苏省内是继苏州市吴中区之后第

二个获此荣誉的县（市、区）。从２００７年起，吴江市投入许多人力和物力，开展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共计复查不可移动文物２５４处，新发现文物点２６４处，登录“普查不可移动
文物登记表”５１８份，并通过验收，在苏州五市（县）中位居前列。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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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浙江省马家浜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距今７０００余年。马家
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文物保护“五纳入”要求，即各地方、各部门应当将文物保护
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



全市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０１处，其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１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４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７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８０处；登记公布文物控制单位不
可移动文物近２００处。另有文化遗址和文物出土点１０余处。此外，吴江市拥有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１个（同里），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２个（震泽和汾湖），另有苏州市控制保护
古村落１个（松陵镇南厍），苏州市历史文化名村２个（平望镇溪港和盛泽镇龙泉嘴）。
为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吴江市积极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江苏省

文物保护单位。

在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吴江市（县）在柳亚子旧居基础上建成柳亚子纪念馆，在吴

江市文物陈列室基础上建成吴江博物馆，使对于可移动文物收集整理、保管修复、陈列

宣传、教育服务、研究交流等“收集”、“保管”、“利用”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吴江

民间收藏活动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多彩，改革开放以来，“盛世收藏”，吴江民间收藏更趋

活跃，涌现一批较有实力的民间收藏家。

至２００８年，吴江市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古迹、遗址、遗存以及民俗遗
产正面临着日趋消失危险，因此抢救与保护好它们，就更显得刻不容缓，这也是保护人

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历史责任。
　

第一章 古镇、古村落、古遗址

第一节 古　镇

　　一、同里

同里镇位于吴江市区东侧约６公里，全镇总面积１３３．１５平方公里，保留着醇正水乡、旧时江南

风貌，为江南六大著名水乡之一。由于历史上同里水网密布，交通闭塞，而少有兵燹之灾，成为江苏

省保存最为完整的水乡古镇之一。同里历来为富庶之地，故旧名为“富土”，后嫌其显耀，遂将“富”

字去掉一点，一拆为二，上半部分为“同”，下半部分的“田”与“土”字合之为“里”。又一说，宋代以

前称铜里，后改称同里。同里因镇区内流淌着三条东西向的市河，形似一个“川”字，故别称为“同

川”。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５日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０年，同里退思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２００１年，同里被评为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风景区；２００２年，被评为国家卫生镇；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８日

公布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２００４年，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镇；２００５年，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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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镇；２００６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影视基地；２００７年，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２００８年，获“中国最佳

规划城镇”称号。

（一）沿革

同里历史悠久。据九里湖和移定毕圩两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证，早在五六千年前，同里先

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自五代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吴江置县后，同里先属感化乡，后属范隅

下乡。宋元间，同里“民丰物阜，商贩骈集，百工之事咸具，园池亭榭，声伎歌舞，冠绝一时”。至明

代，同里“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屋宇丛密，街道逶迤；市物腾沸，可方州郡”。至清代，“居民日增，

市镇日扩”，镇东西长２里许，周围５里余，居民稠密，桥梁、寺观、牌坊、旗杆近连遥接。镇上有成字

圩、冲字圩、东柳圩等１５圩，圩与圩之间由庆荣桥（富观桥）、饮马桥、中元桥等数十座桥梁贯通。镇

北为居住区，镇南为商业中心，其中有创设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的公号油酱店，创设于清光绪二十

四年（１８９８）的南园茶社，创设于清光绪三十二年的益隆酱园，创设于宣统年间（１９０９—１９１１）的谷

香村茶食糖果店等。民国年间，同里米行林立，米业为全县之冠，其米市与无锡北塘、江都仙女庙、

上海南市并称为江苏四大米市。米业的发达，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铁木业享誉江、浙、沪一带。至

抗日战争前夕，镇区形成新填地、竹行埭、东埭、南埭、西埭５条商业街，有商号６００余家。

（二）布局和风景名胜

同里河流众多，湖荡密布，１５条大小河流将镇区分割为７个岛屿，四周由同里湖、南星湖、九里

湖等湖泊环抱，镇区布局依水展开，因水成街，因水成路，因水成市，因水成园，造就“水同里”独特

景观。镇内民居基本保留前街后河的传统形制。街道两侧有穿心弄、范家弄、仓场弄、严家弄、尤家

弄、铁匠弄等３９条清幽深邃的弄堂。

同里水多桥也多，最多时有桥５４座，目前尚有古桥及重建仿古桥４０余座。这些桥旖旎隽丽，

流传着优美动人的传说，紧连着当地的文化与百姓生活。位于镇东北的普安桥，俗称小东溪桥，也

名读书桥，其桥联“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记录同里盛行读书的传统风气。坐落在退

思园西边的长庆、吉利、太平三桥散发着浓烈的民俗风情，以前凡居民嫁娶，必在鼓乐声中抬着花轿

过此三桥，现今，还常有一队队送亲迎亲的人群。当地老人过生日，也要在吃过寿面后，来走这三

桥，以期晚年“太平”、“吉利”、“长庆”。

同里古镇区面积为０．８７平方公里，明清建筑面积为１１．２万平方米，占古镇建筑的６１％，其中

临水民居１．３３万平方米，面水民居４．１３万平方米。古建筑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作

为苏州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末清初的耕乐堂、清末民初的陈去病故居、民

国初年的丽则女学校址等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清时期的卧云庵、务本堂、杨天骥故居等，民

国年间的崇本堂、嘉荫堂、庞氏宗祠、天放楼·红楼等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控制单位及老

宅建筑计有９９处。

古井数量众多也是同里的一个特色。同里虽属水网地区，但镇上人家多数有井，以前有“镇

有千余户，井有千余口”之说。井的类型有宅井、公井等。现镇上保存完好的古井尚有三十

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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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

同里人文荟萃，自北宋至清末，先后出过特奏状元１名（即魏汝贤），进士４２名，文、武举人９０

余名。宋代诗人叶茵（１２００—？），元代翰林承旨徐纯夫，明代江西右布政使何源（１３６８—１４５３）、《永
乐大典》编修副总裁梁时（明初人）、书画家王宠（１４９４—１５３３）、南京监察御史陈王道（１５２６—

１５７６），清代军机大臣沈桂芬（１８１７—１８８０）、著名画家陆恢（１８５１—１９２０）等均声名卓著。近现代更
是贤达迭现，除了著名的“杨柳松柏”———书法篆刻家杨天骥（１８８２—１９５８）、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

（１８８７—１９５８，２０世纪初，柳亚子曾在同里的同川自治学社就学）、国学大师金松岑（１８７４—１９４７）、
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陈去病（１８７４—１９３３，字伯儒）外，还有社会活动家、政论家蓝公武（１８８７—

１９５７），《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１９００—１９６０），经济学家金国宝（１８９４—１９６３），中国民主促进会创

始人王绍鏊（１８８８—１９７０），著名作家范烟桥（１８９４—１９６７），杰出爱国民主人士费巩（１９０５—１９４５）
等。由此在同里产生不少名人故居。

（四）特产

同里物产丰茂，其中糕点品种繁多。闵饼，亦名苎头饼，形似小青团子，黛青光亮，清香滑糯，油

而不腻，食后留香，该饼出自闵家湾，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此外，镇上百年老店谷香村等店铺所

产的百果糕、橘红糕、桂花糕、猪油糕、袜底酥、枣泥麻饼、酒酿饼、梅菜月饼等也都深受顾客欢迎。

　　二、松陵

松陵，位于吴江市北部，北距苏州市区１４公里，西濒太湖，东邻古镇同里，南与平望镇相望。据

清乾隆《吴江县志》析，松陵之名源于“地在吴淞江，比江颇高，有若丘陵耳”。吴淞江源头发展起来

的松陵，汉朝设军寨，唐朝驻军，直到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成为县城。自吴江建县以后，松陵一直是

县治（元代为州治）所在地，因此，又称松陵为吴江。松陵之名，最早见于后汉赵晔所纂的《吴越春

秋》，其中有“吴王大惧，夜遁。越王追奔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之句（“江”指吴淞江）。南宋诗人

姜夔在《过垂虹》中所咏“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诗句使松陵名闻遐迩。松陵街巷具有

典型的江南水乡格局，依水而建的粉墙黛瓦与穿流其间的玉带般绿水构成“河巷相依，纵横有序，脉

络分明，双向通达”的宜人空间。

（一）沿革

明弘治《吴江志》中记载：“汉高帝元年（前２０６），置松陵镇，属吴县。”明嘉靖《吴江县志》记

述：“（周元王）三年（前４７３），越克吴，追奔吴兵入于江阳，松陵即此地也。后百三十九年（前
３３４），楚威王伐越，尽取故吴地，于是吴江入越。秦始皇帝二十五年（纂者误记，应为二十六年，

即前２２１年）并天下，以吴越地为会稽郡，隧属会稽。汉高皇帝元年（前２０６），始以其地置松陵
镇，属吴县。”

松陵“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化）弘（治）间（１４６５—１５０５），居民乃至两千余家。坊巷井
络，栋宇鳞次，百货具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嘉（靖）隆（庆）以来，居民益增，

贸易与昔不异”（清乾隆《吴江县志》）。清雍正四年（１７２６），析吴江县偏西地置震泽县，两县县

衙同设松陵。清乾隆年间，松陵镇民居货易日盛。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东门外垂虹桥东称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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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夹运河南北以居，自成聚落，明初几及千家，贸易视县市十之四五”。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吴

江、震泽两县合并为吴江县，松陵镇称吴江市。民国１８年，镇区分松陵、笠泽、盛厍三镇。民国

２３年，三镇合并为松陵镇。民国２９年再度分设为松陵、盛厍两镇。民国３５年，再度合并为松陵
镇。１９５３年初，松陵镇由原城厢区辖镇上升为县属镇。１９８５年湖滨乡并入。２００３年，八坼镇并

入。２００８年１月底，吴江市拉开了滨湖新城规划建设序幕。是年，松陵镇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调查试点中，新发现吴江县友声第二蚕种场场址、原吴江中学高中部和县学遗址等不可移动

文物。

（二）风景名胜

松陵镇历来为吴江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有过并遗留有许多名胜古迹。东门外垂虹桥素以“江

南第一长桥”闻名遐迩，始建于宋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元泰定二年（１３２５）易石重建。该桥于１９６７年５
月大部分塌毁，尚存东西两端２０余孔（显露在外的为１７孔）。２００５年，市政府拨款对垂虹桥遗迹

进行维修，并在其周围建造垂虹景区，垂虹桥遗迹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宋元明清时，在垂虹桥

周围有鲈乡亭、华严寺、接待禅寺、三忠祠、三高祠、钓雪滩、馰庵、盘野等众多胜迹。垂虹桥东侧不

远处的吴江中学校园内尚存有吴江文庙（亦名吴江孔庙），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孔庙的西边为

吴江县学遗址。镇南郊筑于元至正年间的运河古纤道和跨于古运河之上、清代重建的三里桥均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吴江段文物遗存。坐落在流虹路与中山北路交界处的明代三角

井、耸立于松陵公园内的民国钱涤根烈士纪念碑均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垂虹桥南侧有古街区盛家厍。盛家厍又称盛家舍，北起泰安桥（新桥）南堍，南至笠泽路，街

长约２００米。盛家厍历史悠久，其由来，一说在宋建炎初年，被封为吴江开国伯的盛章由临安迁
居吴江，其子孙在全县繁衍散居，许多地方以盛字命名，其中二都有盛家厍；一说明代弘治、正德

年间，处士盛灿建柳塘别业于吴江县城之南吴淞江畔，后盛氏后代世居于此而得名。盛家厍是吴

江县城主要商业街区之一，至今较好地保存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吴家港和新桥河分别从东

边和北侧流过，红桥和泰安桥浮卧其上。街上店铺、民居鳞次栉比，其中李宅始建于清光绪十九

年（１８９３），共有三进。泰安桥北堍另有一李宅，为民国建筑，宅内砖雕门楼之门额由湖南籍南社

社员李涤所题。盛家厍北端西侧是新盛横街，长约１５０米，北侧临河，南侧有民房、商铺，西端与

履泰桥相接。盛家厍北端过泰安桥是由湾塘里、航前街和原东门大街连成的东门商业街，长约

２００米。

（三）人物

松陵历史上名人辈出。顾野王（５１９—５８１），是吴江设县前继严忌、张翰之后又一位名人，南

朝陈时官至光禄卿，著有《玉篇》３０卷，其旧宅在吴江北门外三里桥东，后立庙于此。吴璋，明代
宣德间孝子，被赞为“全孝翁”，其千里寻母携骨归乡的史事至今流传。吴洪，吴璋之子，明成化

十一年（１４７５）进士，后迁南京刑部尚书，卒后追赠太子少保衔。吴山，吴洪之子，明正德三年
（１５０８）进士，后晋升刑部尚书，逝后追封为太子少保。史称明代父子尚书共有１７家，唯吴氏两

代都以明正公允、廉靖宽厚为世人称道。沈 （１４９１—１５６８），明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进士，著名水

利学家，著有《吴江水考》。沈瞡（１５５３—１６１０），明万历二年（１５７４）进士，著名戏曲家，一些戏曲

４６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作家拥护他的主张，模仿其风格，被称为“吴江派”，与汤显祖“临川派”齐名。吴籣（１６１２—

１６４６），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进士，被南明唐王任命为兵部尚书，封忠义伯，鲁王也封他为长兴

伯，其所率义军曾令清军闻风丧胆。吴兆骞（１６３１—１６８４），少年时即声震文坛，成年后作有大量
边陲诗篇。徐灵胎（１６９３—１７７１），清代著名医学家，著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洄溪医案》等多种医书。钱涤根（１８８７—１９２７），祖居城内紫石街，在推翻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帝
制、反对北洋军阀、东征、北伐中功绩卓著，民国 １６年（１９２７）１月就义于上海龙华。费孝通

（１９１０—２００５），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一生以富民为目的，其研究硕果累累，蜚声海内外，曾先后２６
次访问江村，著有《费孝通文集》１６卷。

　　三、震泽

震泽，别称震川，位于吴江市西南部，与浙江省毗邻，称“吴头越尾”。是吴江市西南部的一个

重要集镇，也是江苏省的重点中心镇，２００１年２月公布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

（一）沿革

远古时期，震泽为泻湖浅湾，“始为洪流，继为泽薮，卒为阡陌”。从蠡泽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

时代陶器、陶片看，震泽先民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唐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湖州刺史张

景遵在此地设震泽馆，为震泽定名之始。南宋绍兴初年，震泽为皇畿近地，朝廷设巡检一员镇之，震

泽镇之名始自此时。

明代，震泽成为重要湖丝产区之一。明成化年间，由于丝业发展，居户增至三四百家。明嘉靖

年间，震泽居民约八九百家，成为县境西南重镇。清乾隆《震泽县志》描述当时震泽市况为“栋宇鳞

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清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因吴江粮重狱繁，奉旨分县，分

吴江县偏西之地置震泽县。震泽镇属震泽县辖，不过震泽县衙门设在松陵镇，与吴江县衙门同城分

治。近代，生丝贸易使震泽日益繁荣，镇上丝行、丝经行、茧行、桑叶行林立。“茧丝上市之际，毂击

肩摩，尤非他市所能及。”成为中国著名丝市之一，当为震泽县境内第一大镇。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元
月，两县复合并为吴江县。合并后，震泽仅次于盛泽为吴江县内第二大镇。至２００８年，震泽镇被评

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卫生镇、江苏省新型示范小城镇。

（二）布局和风景名胜

震泽地处水网地带，东有北麻漾，北有长漾，西有徐家漾，呈东北西南走向的 塘（本名荻塘）贯

穿镇区，源出浙江天目山之苕溪，向南汇入江南运河。居民枕河而居，傍水为市。两岸市房壁立，河

岸遍设河埠、船埠。震泽镇区曾有石桥３０余座，型制各异，禹迹桥、思范桥、虹桥、政安桥等至今仍

存。镇上民居中有许多跨街楼，楼上居家，楼下半是居室，半是街道，行人过往可遮阳避雨。楼上人

家，推开窗棂，卷起疏帘，可浏览市河风光。镇上留有宝塔街等古街道，有着明清遗风。宝塔街，南

依 塘河，东起禹迹桥，西至斜桥河，长３６８米，旧名东大街，因街东建有慈云寺塔，故改名为宝塔
街。该街为震泽镇繁华街道之一，街上明清、民国建筑居多，建筑风格基本保留苏南风貌，带有徽、

浙特色，三进以上的老宅有十几处。

震泽风土清嘉，存有不少名胜古迹，不仅有师俭堂、致德堂等清代建造的豪门大宅，也有慈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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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禹迹桥、思范桥等具有丰厚历史底蕴的古建筑。历史上称有震泽八景：慈云夕照、飞阁风帆、虹

桥晚眺、张墩怀古、复古桃源、范蠡钓台、康庄别墅、普济钟声，散落在 塘河两岸。全镇拥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１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３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５处，还有多处市级文物控制
单位。

（三）人物

震泽自古重教尚文，历史上才人辈出。范蠡、张志和、陆龟蒙等名人隐居在此，留下不少古迹遗

址。南宋绍兴四年（１１３４）至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间，震泽先后出过进士１５人、举人３３人。宋代
进士王苹、陈长方、杨邦弼被称为儒林三贤，入震泽“三贤祠”。明隆庆进士吴秀在镇郊筑康庄别墅

传下佳话。明末清初天文学家王锡阐（１６２８—１６８２）枕经籍史，推步验天，其在天文学成就在国内外
颇有影响。近现代，有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施则敬（１８５５—１９２４），有民国期间享誉海内外的施肇曾
（１８６７—１９４６①）、施肇基（１８７７—１９５８）、施肇祥（１８８０—１９６１）兄弟，有曾得鲁迅致函约见、与柳亚子
交谊颇深的徐子为（１９０６—１９５８），有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中科院院士杨嘉墀
（１９１９—２００６），还有昆曲艺术表演家蔡正仁、王芳等。

（四）特产

震泽物产丰茂。土特产除丝经②、丝棉享誉海内外，黑豆腐干也名闻遐迩。震泽黑豆腐干亦名

“茶干”，迄今已有２５０多年历史，鲜美可口，别有风味，将其与绿色的熏豆、红色的丁香萝卜、黄色的
橘皮、白色的芝麻放在一起泡茶，可谓五色俱全，香气袭人。

　　四、黎里

（一）沿革

黎里曾名梨花村，又名禊湖，在吴江市东南部。黎里的历史可追溯到２５００多年前。春秋时期，
黎里属秀水（今浙江嘉兴）。公元前４９６年，吴越

B

李之战发生后，黎里的御儿荡作为吴越分界线的

一部分。这时，黎里已有人烟聚居。西晋永熙元年（２９０），黎里一位施姓大户舍地，建一寺院，名为
普同院，即是后来罗汉寺的前身。唐朝时，黎里属嘉兴范隅乡。五代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吴越王钱
割吴县南部及嘉兴北境，置吴江县，黎里始属吴江。

北宋时，黎里是一个较大的村落。南宋时期，许多北民迁徙到黎里定居，升为市。元代，黎里人

口继续增加，原本天然的河道加以疏浚开挖，成为一条三里有余的东西向市河，河埠驳岸等设施也

开始修筑。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黎里居民千百家，成为大镇。清嘉庆年间，黎里人口稠密，瓦屋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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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唐文治《钱塘施公省之墓志铭》记载：“公以清同治某年某月某日生，民国三十五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

一种丝产品。明清时期，震泽农家将自育的鲜茧手工缫丝售于市，称乡丝。至机器缫成的厂丝问世后，便称乡丝为土丝。土丝

经过分档整理，重摇成经丝，俗称经。清乾隆《震泽县志》载：“西南境的缫丝，光白而细，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太湖沿岸所产的丝泛称

湖丝。明代，有“七里丝”，清雍正后雅化为“辑里丝”，为湖丝中的佼佼者。内销的辑里丝称“用户丝”，外销则称“洋庄丝”。震泽地区是

县内丝经主要产地，专销于苏州、南京一带及本县用以织缎，其名苏经。后又有“东洋经”、“辑里干经”、“辑里花经”、“辑里大经”、专供

出口的“洋经”，震泽还产线经和广经。震泽丝经以白丝经居多。清末至民国初期，震泽丝经的著名商标有绣麟、飞马、蓝麟、海马、犀牛、

金孔雀、银孔雀、金字塔、银鱼、金双心、金洋钿、金钟、鹰牌、象牌等，这些品牌在国内博（展）览会、纽约万国丝绸博览会上多次获奖，其中

获一等奖和优等奖不在少数。民国年间，在震泽经营丝产品的著名商号有隆记、源丰、龚泰丰、镇源、怡和仁、恒余、隆昌震、怡和兴、恒茂

昌丝行和震丰丝厂等。



次栉比，舟楫塞港，街上行人摩肩接踵。

明清至民国时期，黎里一直为粮食市镇。清嘉庆《黎里志》载：“镇之东栅，每日黎明，乡人咸

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尤多。”抗日战争前夕，全镇有米行１７家、粮号７家。１９４９年初，黎里共有
大小米行及粮号５２家。至２００８年，堪称江南古镇一绝的黎里弄堂，完好保存８５条，其中７０条为暗

弄，５７％以姓氏命名，以周、陈、李、蒯、汝、陆、徐、蔡黎里八大姓命名的最多。弄堂多数超过６０米，
其中５条超过百米。弄堂有双弄，有弄中弄，也有暗弄接明弄的三?弄。是年，黎里街区被评为苏

州市历史文化街区。

（二）布局和风景名胜

黎里的街道东起八角亭（中立阁）遗址，西至望平桥，南起接桂桥，北至秋躒桥、躒湖道院，全长

约４１２０米（包括市河两岸），街道两侧存有各式弄堂８５条，明清建筑１１０４４０平方米，民国建筑
２０３００平方米。从东至西计有黎里市河驳岸及古桥、东圣堂、端本园、柳亚子旧居、退一步处、鸿寿

堂及洛雅草堂、南社通讯处旧址、徐达源故居、周宫傅祠９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另有市文物控制单
位１７处，其中柳亚子旧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黎里镇上有不少名店老店，尚在经营的有始创于清同治十年（１８７１）的问心堂药店、始创于清光
绪八年（１８８２）的万云台茶馆和具有百年历史的紫阳观南货店。

（三）人物

黎里人才辈出，曾出特奏状元１人（即同里状元魏汝贤，曾居黎里）、进士２６人、举人６１人、贡

生４３人，秀才数不胜数。宋代有赵銵老、魏宪和魏志。赵銵老曾任秘阁修撰，当地百姓专门在东圣

堂供了他的雕像。魏宪和其弟魏志，分别考中进士。元代，自富有胆识的汝尚质之后，汝姓中出了

４名进士、５名举人、８名贡生。明代有太常寺少卿凌信，出使安南。清代有位居直隶总督、工部尚

书的周元理（１７０６—１７８６），浙江布政使蒯士芗，抗击沙俄屡立战功而升任山东巡抚的张曜，以诗文
著称的徐达源（１７６７—１８４６）、吴琼仙（１７６８—１８０３）夫妇，创办第一所新式学校的倪寿芝。在近代

涌现的名人更多，有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有蔡寅（１８７４—１９３４）、毛啸岑（１９００—１９７６）、朱剑芒
（１８９０—１９７２）等３０多名南社、新南社社员，有名医金一新（１８９０—１９５０）、朱莲舫（１９０９—１９８３）、金

诵盘（１８９４—１９５８）。当代知名人物有中国第一代影星殷明珠，国际大法官倪征 （１９０６—２００３），水

利专家汝贤，植保专家倪慰农（１８８９—１９６１），翻译家蒯斯曛（１９０６—１９８７），教育家柳无忌（１９０７—
２００２），雕刻家徐孝穆（１９１６—１９９９），社科学者汝信等。

（四）特产

黎里土产颇多。相传皮蛋出自黎里。２０年代，镇上人金再兴开设“久昌”腌腊彩蛋号，生产“湖

彩”与“京彩”两种皮蛋，尤以后者更具特色，畅销周边江浙沪各地，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地区）。黎

里的油墩、五香豆、辣脚等也很有特色。

　　五、盛泽

盛泽，别称盛湖、舜水、红梨等，位于吴江市东南部，以发达的丝绸业著称于世，与苏州、杭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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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并称为中国四大绸市。享有“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美誉。

（一）沿革

春秋时期，盛泽一带“可为吴，可为越，难为分析”，故名合路。三国孙吴（２２９—２８０）时名青草
滩，赤乌三年（２４０），吴司马盛斌奉孙权命自青草滩筑寨至野和溪，后人称盛斌故址为寨，复转寨为

泽，遂有盛泽之名。而清乾隆《盛湖志》以为无可考证，姑从阙疑。唐、五代时，盛泽为嘉兴之地。

明初，盛泽“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明末冯梦龙《醒世恒

言》卷十八称：“市河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

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冯梦龙又在《醒

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以施复从“小户儿”变为“盛泽巨富”故事，反映盛泽从“妻络夫织”到

“雇佣织工”商品经济发展状况。清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建镇制。至清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间，“迄今
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清乾隆《吴江县志》）。清咸丰年间，盛泽周围市镇平望、黄

家溪、新杭、王江泾等俱遭兵燹而化为焦土，苏、杭等都市亦受重创。盛泽虽亦未免战乱，然离京杭

大运河有一段距离，损失较为轻微。其时外地绸商避乱迁居盛泽者纷至沓来，盛泽倍受裨益。清光

绪年间，盛泽织机曾居各地之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工业乘隙得以发展，盛泽丝绸业此

时出现一个发展高峰。抗战期间，盛泽丝绸业受到摧残。抗战胜利后，衰落之势未能扭转，至民国

３７年（１９４８），盛泽丝绸业濒临绝境。新中国成立后，四大绸市中的苏州、杭州、湖州凭借城市优势，

丝绸业发展较快，盛泽相形见绌。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行业改组，六七十年代的技术改造，逐渐缩短

差距。进入８０年代，盛泽丝绸业再次崛起，并随着中国东方丝绸市场的建立，恢复丝绸集散中心的
地位。至今，全镇拥有各类企业２３００多家，１２万多台无梭织机，年产各类纺织品１００亿米，３００万

吨纺丝能力，３０亿米印染后整理产能。拥有新民科技、东方市场２家上市公司，“盛虹”、“福华织
造”、“德尔”“桑罗”４只中国驰名商标，“盛泽织造”和“绸都染整”２只国家级行业集体商标。还拥

有恒力、盛虹、鹰翔等国内知名大型纺织企业集团。丝绸股份、恒力、华佳、德尔４家企业产品获中
国名牌称号。

（二）布局和风景名胜

明代万历（１５７３）以前，盛泽“已有八景分著”，明万历甲申（１５８４）举人卜梦熊修改其中两处景

名，撰写《盛川题景记》，为“竹堂古祠”、“菱巷寻芳”、“东漾划船”、“目澜夕照”、“圆明晓钟”、“五

桥晴市”，“西湾渔舍”，“龙庵待渡”。清初，修撰县志的屈运隆改“竹堂古祠”为“石堂烟柳”、改“目

澜夕照”为“兰若丛篁”，将建于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香波桥、十锦塘以“香波待月”代换“东漾划船”。

清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秀水朱彝尊来游盛泽”，“更定为十景”，增“红梨晚渡”，改“香波待月”为“香
波夕照”、“圆明晓钟”为“白马晨钟”、“龙庵待渡”为“龙庵借读”，保留“西湾渔舍”，新定“重湖烟

雨”、“白漾夜月”、“葭潭流泉”、“石门遗筑”、“文起朝霞”五景。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景点扩
至２０多处，如“卜庄柳浪”、“川上纳凉”、“折芦莲沼”，将“东漾划船”以“菱渡渔歌”称，福海桥（前

窑）一带因其景色优美，便有“前窑书庄”和“二塘花柳”二景，恢复“竹堂古祠”、“菱巷寻芳”、“兰若

丛篁”三景，“五桥晴市”则成为“六桥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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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泽人文历史文化与丝绸业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且相当丰厚。其弄堂闻名远近，清同治年

间，即有６５条弄，后来有“七十二条半弄”之称。盛泽不少弄堂名与丝绸有关。如：梭子弄、踩坊弄、

红坊弄、染坊弄、筘店弄、庄横头（“庄”指庄面，丝绸交易场所）、义庄弄等。

盛泽胜迹颇多，其中不少也与丝绸有关。坐落在五龙路口的先蚕祠，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镇西北的白龙桥，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斜桥街上的济东会馆，印证着盛泽当年全国各

地客商云集的盛况；镇北黄家溪的泰安桥，昔日流行“找做”的风俗，引世人关注。

（三）人物

盛泽历史上名人辈出，曾有２４名进士、７７名举人。明代诸生卜舜年（１５８５—１６１８）是盛泽历史

上有名的才子，但英年早逝，当地人为纪念他，将盛湖别称为舜湖，其居地绿晓斋被称为绿晓庄。朱

国祚（１５５９—１６２４），祖籍盛泽，生在秀水（今浙江嘉兴），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状元，授修撰，后任礼

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继升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逝后赠太傅，谥文恪，其曾

孙朱彝尊，为清代著名诗人、大学者。明末吴越名媛柳如是（１６１８—１６６４），诗、词、赋皆有造诣。近

现代，盛泽名人如云，有著名诗人柳亚子夫人郑佩宜，蚕桑教育家郑辟疆（１８８０—１９６９），现代作家、

翻译家徐蔚南（１９００—１９５２），弹词艺术家刘天韵，国画家吴野洲（１９０４—１９９７），科学家郑重

（１９１１—１９９３），医学家陈应谦（１９１２—２００６），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美国实业家唐仲英，书画家

吴民先等。

（四）特产

盛泽物产丰茂，除丝绸外，尚有盘龙糕。盘龙糕最先产于镇上金顺记糕团店，迄今已有１００余

年历史。此糕为镇上宴桌上的一道名点，本地绸庄去上海等地洽谈丝绸生意时，往往要带上一些盘

龙糕作为礼品赠送。３０年代，上海《申报》专门刊文盛赞该糕是江南各地糕点中的“珍品”。

　　六、平望

平望，位于吴江市中部。其名始见于西汉建平年间（公元前６—公元前３年），钱林为谏大夫，

因不满王莽专政，遂弃官隐居于长城（今长兴县）平望乡陂门里；东晋初年，镇守江左的振威将军陆

晔以讨伐华轶有功，封为平望亭侯；南朝宋废帝皇后江简圭生母王氏封为“平望乡君”；隋唐以来，

平望之地“淼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

所以名也。”

（一）沿革

自三国吴至唐，平望为嘉兴县属地。唐代，平望建驿兼水马二站，属湖州府乌程县。唐开元二

十八年（７４０），苏州之耆民请于刺史吴从众，割太湖洞庭三乡易乌程之平望。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

吴越王钱请割吴县南地、嘉兴北境置吴江县，至此，平望始属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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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时，盛泽丝织业相当发达。每天早晨，于泰安桥、长春桥，有受雇者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此风俗一直延续到

清代。吴江丝绸发展脉络及中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于此足见一斑。



宋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平望置军垒，宋建炎年间（１１２７—１１３０）宋室南渡后设平望巡检司，

元明清三代一直延续旧制。元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吴王张士诚筑平望土城，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明

大将常遇春伐张士诚破平望城，自此设平望镇，归平望巡检司管辖。清乾隆《吴江县志》载：“宋元

间，平望便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自明弘治迄今，居民日

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

至２００８年，平望镇先后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省文明创建先进镇、省法制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苏州市农村改革先进单位、苏州市社会治安安全镇、苏州市平安建设先进集体、苏州特色花卉名

镇。在此基础上，平望镇拟将长漾渔业科技园、玫瑰园花卉园、中鲈水乡人家、南斯生态文化园等创

建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并在平望镇分别构建商业城、文化街、生态园、特色店。

（二）布局和风景名胜

平望历来是江浙沪皖的水陆交通枢纽。京杭大运河、太浦河、 塘、烂溪和苏（州）嘉（兴）、平

（望）南（浔）公路和沪青（浦）平（望）公路交会于此。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使平望早在北宋熙宁

年间即已大商巨舶往来，物货充溢，但由于历为兵家必争之地，代有兴衰。在近一百多年间，遭太平

军与清军交战和抗日战争两次重创，虽很快恢复，但古建筑仍较遭受战乱较轻的同里、黎里等镇要

少得多。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其名胜古迹颇多。

镇南的莺盄湖，相传是吴越春秋时范蠡所游的五湖之一，以其形似莺的盄（脖子）而得名，湖中

有一小岛，名平波台，由道人周妙圆修筑于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大凡拜佛烧香船只途经莺盄湖者多

要上此台进香，“平湖秋月”、“莺湖夜月”的美称不胫而走。镇东南九华路的安德桥，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吴江段文物遗存之一。安德桥南边有小九华寺，该寺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四

年（１６１６），为近现代名僧太虚法师出家之地。安德桥南原有元真钓矶，相传为唐代诗人张志和钓鱼

处。镇北安民桥，俗名北渡桥、北大桥，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吴江段文物遗存之

一，现存之桥建于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至今已历经四百年。在长老桥北堍和袅腰桥运河两岸共有三

座明代抗击倭寇时所筑的敌楼，其中运河东岸的那一座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才消失。镇西北７公
里处的溪港古村，至今较好地保留着原有的风貌，存有刘猛将军庙、东林桥、大庆桥等不可移动文

物。另外，在平望镇梅堰社区东北２公里龙北村有袁家埭新石器时代遗址。２００３年，在平望商贸城

东建成苏州玫瑰园，玫瑰园占地１２０亩，有花卉品种２０００多个，以各色玫瑰为主，还有大花蕙兰、蝴
蝶兰、红掌、绿萝、郁金香等植物花卉。

（三）人物

平望历史上名人辈出，明末清初以来更是贤士迭出。明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进士周用

（１４７６—１５４８），官至工部、吏部尚书，加封太子少保，卒后赠太子太保。潘柽章（１６２６—１６６３），平
望镇溪港人，明亡后，致力于撰著《国史考异》、《松陵文献》，又仿《史记》体例与吴炎、王锡阐共

撰《明史记》。潘耒（１６４６—１７０８），清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以布衣中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
参与纂修《明史》，主纂《食货志》。吴琼仙（１７６８—１８０３），为清乾隆年间的知名女诗人，是著名

学者袁枚的女弟子，著有《写韵楼诗集》、《双巢翡翠阁小札》，在莺盄湖平波台上立有诗碑。翁广

平（１７６０—１８４２），一生安贫力学，曾得日本国史数十种，撰《吾妻镜补》，还著有《听莺居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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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望志》等。殷兆镛（１８０６—１８８３），清道光进士，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礼部侍郎，曾为道光皇

帝讲解经传史鉴，现北京清华园内尚存有他所题“水木清华”对联墨宝。出自平望望族唐家的唐

长孺（１９１１—１９９４），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等方

面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在史学界产生深刻的影响。黄文熙（１９０９—２００１）是中国著名岩土工

程与水工建筑专家，早在１９５５年就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前曾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和全国政协委员。

（四）特产

平望物产丰茂。莺盄湖金睛银鱼名闻遐迩，５０年代初中期，年产量尚达数万斤。清乾隆年间，

兰余斋闵家冰雪糕名极一时，现今仍在产销。产于民国初年的平望辣酱和产于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的

平望辣油，历经近百年盛销不衰。与平望辣油辣酱同出于达顺酱园的平望乳黄瓜，因其具有嫩、脆、

鲜、甜等特点，声名在外。平望麦芽塌饼，黛青光亮，细腻甜糯，清香扑鼻，深受人们喜爱。

　　七、芦墟

（一）沿革

芦墟，位于吴江市东端，北靠太浦河，南至南栅港，隔芦墟塘与浙江省相望，西濒分湖，东达槐字

港。古芦墟在太浦河北岸的芦北村一带，名北顾里，三国时已成村落，南朝梁太学博士顾野王之子

安饶、安文卜居于此，遂有此名。唐景龙二年（７０８），在古芦墟南建泗洲寺，香火颇盛，居民南移，泗

洲寺附近成了“商贾货物辐辏之处”，商贸集市，市即墟，墟即市，由此得名芦墟。宋元明三代，在此

设分湖巡检司署，芦墟由村落发展为小镇。明朝后期北芦墟逐渐衰落，南芦墟日益发展。清康熙年

间（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居民至千家，货物并集，设官将领之，乃始称镇”，至清乾隆年间，“民日增，贸易

益盛”。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至民国前期，建立芦墟乡，辖３都领１６图，地域与今相当。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８月设区，芦墟所属的第六区后称芦墟区，辖芦墟、莘塔、北厍和南周庄４镇及周围农村４２

乡。民国３８年５月５日芦墟解放后，成立区、乡、镇人民政府，行政区划不变。１９５３年２月，芦墟市

镇升格为县属镇。至２００８年，芦墟被江苏省和苏州市列为外向型经济重镇，是“中国乡镇企业出口

创汇百强乡镇”，也是吴江市东部片区的中心镇。

（二）布局和风景名胜

分湖（一作汾湖）可谓是芦墟的母亲湖。因“湖分而半，一属嘉禾（今浙江嘉兴），一属姑苏，故

名分湖”。分湖周围风景怡人，明代时有分湖八景，现泗洲晓钟、胥滩古渡等尚存。

芦墟古镇区较好地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市河自北向南逶迤，在其北口有一拱形小

石桥，名观音桥，原名泰生桥，清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重建，桥顶望柱四头石狮惟妙惟肖，为吴江市

文物控制单位。位于镇南的登云桥，于清嘉庆二年（１７９７）重建，桥面石刻有“八宝纹”图案，桥身刻

有对联。在市河两岸尚遗不少古建筑，其中沈氏跨街楼、许氏跨街楼及西栅的怀德堂是其代表性建

筑，大门前临河的跨街楼尤具特色。

１７２

第四篇　文物胜迹和收藏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

芦墟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更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蜚声海内外。芦墟山歌作为吴歌一个子项目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芦墟摇快船为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墟民国时期

的春联也颇具特色，镇上一百余家商店几乎每家均贴春联，镇人唐之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将之结集

刊印。

（四）人物

芦墟名人辈出。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元代书画家陆行直（１２７５—？），明代万历进士、兵部主事

袁黄（１５３３—１６０６），明末抗清将领洪祖烈，清乾隆著名廉吏陆耀（１７２３—１７８５），清中期诗人、书画

家郭鮕（１７６７—１８３１），近代南社诗人沈昌眉（１８７２—１９３２）、沈昌直（１８８２—１９４９）兄弟等，均名闻

遐迩。

（五）窑业和米业

窑业和米业是芦墟镇历史上两大支柱产业。清光绪年间（１８７５—１９０８），陈茂江率先在镇东栅

槐字港盘窑烧砖。抗日战争前夕，陈、钱两家有窑２０余座。新中国成立前夕，芦墟有窑墩近百只。

现镇东郊尚存利字窑等十几座窑墩遗址。芦墟的米业是在清末引进蒸汽机后发展起来的，早期有

济和、张吉泰、陆泰丰米行，陆续增至２０多家，所加工大米大部分运销上海等地。

（六）特产

芦墟土特产很多。以春秋吴国相国伍子胥传说而名的子胥蟹（紫须蟹）、明清时销往周围各地

的分湖米、元荡莼菜、“绉纱馄饨”、“生禄斋月饼”等均具特色。

　　八、八坼

八坼，位于吴江、平望之间，距吴江市区以南１０公里，西近京杭大运河，亦为水陆交通要道。历

史上，八坼曾称八斥。其名由来，一说：相传八坼原名八尺。明末，倭寇入侵，八尺一支群众自愿结

合的抗倭队伍抗倭获得胜利，鼓舞沿运河上下村镇的百姓，平望、盛泽等地抗倭斗争也相继展开，戚

继光率领的戚家军把这些地方武装联合起来，在嘉兴、盛泽至吴江的沿河一带，建立１２个坼堠（古

代望敌情的土堡），八尺排在第八个坼堠，因此，八尺改名“八坼”，一直沿用至今。另一说：清康

熙《百城烟水》云：“塘自北来，至此向东而南，向西复南，俨如弓形，唐代范传正治水劈河而直其路，

斥土为二，故名八坼。”

（一）沿革

明初八坼设市，明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有居民２００余户。明末毁于兵燹，清初镇区移向京杭

大运河之东，即今老街所在之地。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八坼设镇。新中国成立后为乡、镇政府所在

地，２０００年并入松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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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布局和古建筑

八坼的老街沿塘河展开，运河之水自西向东经大浦港蜿蜒百来米，至城隍庙前一分为二，向东

南和东北分流后，再合浦，由此形成一个小岛。那分流的两条小河分别叫北港和南港，街道即沿南

北两港而逶迤。

街上原筑有许多廊棚和跨街楼，现尚存部分。沿街原有不少店铺，其中始创于清光绪年间

（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大生堂号国药店为萧姓所开，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后归并至医药商店。现街上建筑大多

为民居。

北港和南港上各存有两座古石桥，体量硕大，造型美观。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吴江市人民政府将之合

称“八坼古桥梁”，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北港东侧的永宁桥，南北走向，梁式单孔，采用花岗石建造，建于清末，桥东侧刻有菱形和

花卉图案，桥西侧刻有“永宁桥”字样。永宁桥南堍西侧有好几幢古宅，其中一幢是著名科学家杨

承宗的故宅，位于中心街６８号。杨承宗（１９１１—２０１１），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宅西侧的一
幢，为八坼殷富人家沈氏故宅，建于清末，位于中心街６５号，首进门前建有廊屋，东西两个发券，西

发券与邻家廊屋连接，形成数十米长的廊街。位于北港西侧的是万安桥，南北走向，梁式单孔，采用

青石和花岗石建造，桥两侧刻有“万安桥”字样，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四月建，桥顶四望柱上原雕有石

狮。万安桥的南堍是城隍庙，该庙初建于清雍正年间（１７２３—１７３５），坐东面西，临水建有码头和淌
水河埠，存有后殿、偏殿等建筑，院中立着一块清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四月所镌的“奉宪严禁恶丐”

碑，碑的上款镌有“吴江县正堂”字样。

南港上的两座桥分别是联源桥和合浦桥。联源桥居东，南北走向，梁式单孔，采用花岗石建造，

桥两侧刻有“联源桥”字样，初建无考，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四月重建，桥身上镌有对联，东向为：
“共庆梁成，时维四月；群欣国寿，号合千秋。”西向上联为：“势挟河山，人文毓秀。”下联为建筑物所

掩而不知。合浦桥在西，俗称祝家桥，南北走向，初建于清乾隆五年（１７４０），清光绪年间重建，梁式

单孔，采用青石和花岗石建造，桥两侧刻有“合浦桥”字样。

当地人说，八坼老街犹似一龟形，周围水绕，城隍庙为龟首，四座古桥即为四龟足，若从空中俯

瞰，神态毕现。

　　九、铜罗

（一）沿革

铜罗亦名严墓，在吴江市西南部。元至正年间（１３４１—１３６８），张士诚竖旗反元，后与朱元璋相
抗衡，被俘自缢，其一方姓术士避居铜罗，隐姓埋名，以酿酒为生。一日，酿酒封坛取土，发现一地下

墓穴，察看碑文，知墓葬者为西汉辞赋家严忌。为纪念严忌，当地人士将铜罗改名为严墓，此名一直

沿用至１９５６年。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并入桃源镇。

（二）布局和风景名胜

铜罗老街以枫桥河为界，河南为南街，河北为北街，中间躺卧着一座古石桥，名枫桥。枫桥河两

岸石驳岸、石栏连贯，３００余米廊棚高低起伏，依缠河岸。民宅面水而筑，错落有致，高高耸立的观

音兜和马头墙凸现着浓浓的吴风越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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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罗老街至今还保留着原有风貌，店铺鳞次栉比，民宅连绵逶迤。古建筑最多时约有３０００余

间，７万余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前夕，铜罗有木行１２家、豆腐坊１２家、铁匠铺３家、竹匠铺４家、船

厂２家、米行１５家、酒酱店２４家、南货烟杂店３２家、棉布百货店６家、饮食面店１５家、茶馆２３家、
水果店６家、鲜肉店１７家、鱼行７家、猪羊行５家、中西药店８家、照相馆１家、旅馆１家。现今，街

上的店铺虽没这么多，但洋溢着古风古韵的店铺还有好多家，有箍桶的，有劈篾的，有弹棉花的等，

且有不少名胜古迹。

凌氏砖雕门楼，位于南街，为凌氏古宅外墙门门楼，约建于清光绪（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年间。门楼上
雕刻颇为精细，分四层，分别为《三国》等戏文和花卉图案，门额“居仁由义”，语出《孟子·尽心上》。

抗日战争期间，门楼曾遭日军、汉奸破坏，留下焚烧痕迹，为牢记日军侵略罪行，当地人将门楼称为

“铁证门楼”。

嘉乐堂，建于清代，位于北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汪宅，位于北街北端，迎春桥南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汪集故居。该宅建于民国初期，共有

六进，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汪宅门前左侧是迎春桥，为一梁式古桥。

俞家老宅，位于枫桥河东侧北岸，约建于２０年代，坐北面南，濒临枫桥河，存有三进，第一进前
建有廊棚，两进楼房侧均耸有风火墙。

福泰兴烟纸店，位于枫桥南堍。抗战期间，中共浙西路东特委机关和中共吴兴县委机关同设在

这里，开展敌后抗战活动。

严墓党史纪念馆，位于南街，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竣工开馆，馆名由桃源镇青云人、时任中共中
央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钱国睴题写。该馆面积２００余平方米，分１０个部分，主要展示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间严墓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

苏南酒文化馆，在镇区枫桥河畔。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建成开馆。

汾阳王庙，亦名郭将军庙，位于南街西端。祀唐代著名军事家郭子仪，系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汾阳王庙后殿的南侧是普慈寺。该寺早名普慈庵，原在铜罗镇区中心，２００８年，桃源镇人民政府易
地复建。

（三）人物

铜罗老街，人才辈出，除享有盛名的西汉辞赋家严忌外，还有明代诗人王叔承（１５３７—１６０１），其

诗为王世贞兄弟所推崇。他曾纵观西苑园内之胜，作汉宫曲数十阕，流传于禁中。著有《潇湘编》、

《吴越游集》、《宫词》、《壮游编》、《鑞螟寄杂录》、《芙蓉阁遗稿》等。当代的汪集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曾获中国科学院及其他部委自然科学及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４项，出版学术专著７部，发表学
术论文百余篇，作为中国地热学领头人，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中低温深循环、对流型水热系统

问题的专著《中低温对流型地热系统》。

　　十、横扇

（一）沿革

横扇，东接平望镇，西连七都镇，西北濒临太湖，北邻菀坪社区。据传在明末清初，横扇是太湖

边上的一个村落，一条横港穿村而过，沿港布有上下二扇，古称河港走向东西为“横”，南北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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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原义是田亩计量单位，后扩义指村落。横扇之名由此而来。另有当地俚语云：“沧洲荡畔贯横

港，蚂蚁漾边锁扇形。”也诉说着镇名的由来。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９０８）僧庙道在充浦村（今庙前村）建崇吴教寺。宋以前，该处已有西北

至东南走向的石子街了，自成市井。明代，归范隅上乡四都管辖。明中期以后，逐渐物聚人众，中

心自充浦西移。清雍正年间（公元１７２３—１７３５），太湖渔业逐年兴旺，原乡公所壁碑记载：“芦苇

滩畔（当时沧洲荡畔芦苇丛生）渔民以鸣榔为号，则群聚以为市，间设二三酒肆以享。渔户常晒

帆补网于其间，渔农杂处，各安生理。”清乾隆《震泽县志》载：“自雍正以来，居民辐辏，货物并聚，

其盛不减市。”清乾隆、嘉庆年间（１７３６—１８２０），街市愈趋繁荣，成为太湖边一个农副产品交易中

心。宣统二年（１９１０），置横扇镇。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吴江、震泽两县合并后，设横扇乡。民国３６

年，设横扇区。新中国成立后，设横扇乡。１９５８年成立横扇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易为横扇乡。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横扇撤乡设镇。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菀坪镇并入横扇镇。２００８年，横扇镇内的吴江经

济开发区新加坡工业园、外商投资开发区、针纺织品科技园、旗北民营开发区、缝制设备工业区、

外向农业综合开发区已具规模，形成工业缝纫机、针纺织品、印染化工、箱包服装、新型建材、电

子等产业优势。

（二）所存老建筑

横扇老镇区上尚存有几处老建筑。位于横南街５８号的保生堂药店，是一家百年老店，建于清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整幢建筑用料粗大，做工考究，门面上方刻有花卉，是一座典型的清末商业用房。

位于横南街８８号的张宅，建于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现存一路两进，大厅为七檩三架大梁，檩上装有８

只龙头大铜钩，１８扇退堂门上方置有双喜宫式隔扇，朝北中间是６扇宫式玻璃长窗，两边各有６扇

宫式玻璃短窗，短窗下面裙板上刻有“鹤鹿福寿”图案。该宅隔街贴水，与北侧不远处的小桥构成

了江南水乡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景观。

在横扇老镇区东北约３千米处，有庙前、四都古村落。

第二节 古村落

　　一、南厍

南厍位于吴江市区西南约７公里，东临吴江至盛泽快捷通道，西紧靠东太湖。街长近２００米，

宽２—４米。

南厍以太湖水产为土特产，老街上有鱼行收购后运往松陵等处销售，水产中以太湖三白（白鱼、

银鱼、白虾）、河鳗、太湖蟹著名。南厍的野鸭、黄雀，是远近闻名的野味，再加上狗肉，便形成闻名乡

里的“南厍三肴”。还有出会（庙会），娶亲栏栅，制风肉、腊鸡等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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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沿革

明代，南厍称为南舍，属简村，濒临太湖。“简村远帆”为松陵八景之一。有诗云：“万顷红波三

面山，绕村芦荻白鸥闲。飞蓬百幅参差见，极目疑从鸟道还。”当时为沿太湖渔民聚居之所，鱼商在

此设铺营销，后商业渐兴民居渐多，沿南厍港北岸形成集市。从清代起，简村驻有太湖左营，主将为

守备，守备署４４间建于南厍港北，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港南建营房７０间，现南厍港南有小地名“营房
基”。清雍正十二年，在署北三里许的小尾外圩设有占地为２０余亩的教场。由此，南厍逐渐人丁兴

旺，成为集镇。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已见南厍设乡。民国１８年，南厍称镇。民国３７年设乡。新中国
成立后仍为乡。１９８５年，为松陵镇下属村。２００３年，吴江市村级区域调整，由原来南厍村、联湖村

合并成南厍村，全村共分为３０个村民小组，有农户１００９户，人口３２７６人，分布在南厍、直亨、湾里、

北城、尖城、海沿等６个自然村。２００６年７月，制定《松陵镇南厍村古村落保护规划》。至２００８年，
南厍村先后获得吴江市文明村、江苏省卫生村、江苏省生态村、江苏省村庄建设整治示范村、苏州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等称号。

（二）布局和古建筑

东西向的南厍港穿村而过，村民夹港而居。南厍是松陵一带入太湖的必经之路，常有过往船

只在这里避风停泊过夜，也为周围渔民的栖息地。民国称镇时，镇上有数百米长的街道，茶馆、酒

肆、剃头店、铁匠铺、药材店、烟杂店等鳞次栉比，早市尤为兴旺，街上卖菜摊担相接，从太湖里捕

来的黄雀、野鸭也在这里上市。由于水路通畅，去松陵、横扇、震泽的航船从这里经过。１９５６年

对私改造前，南厍有名号的店家不少，其中有诚德堂国药店，达兴、德顺酱园，王福记、公和、大

昌、大源南北货店，永兴、杨同兴、恒顺、汪福记烟纸店，李记、品记、徐记饭店，鑫仙、同兴、隆园、

怡园、西城茶馆等。１９５６年，南厍商业成立合作社，划归供销社，字号商铺自行消失。自围垦东

太湖后，南厍不再是太湖的口子，与松陵的陆路交通得到畅通，集镇的作用逐渐减弱，不过至今仍

存有十余家杂货店、熟菜摊等，还有几家茶馆。街上的早市也仍很兴旺，不少村民将捕获的鱼虾、

野味拿来售卖。

街东有一古桥，名聚龙桥，拱形单孔，南北走向，初建于明万历五年（１５７７），时名永隆桥，清康熙

二十八年（１６８９）重建，易为今名，清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又重建，现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街西

也存有一座古桥，名永宁桥，拱形单孔，俗称新桥，初建无考，现存之桥为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重建，也
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南厍较好地保存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２００５年６月，南厍由苏州市人民

政府列入“苏州市第一批控制保护古村落”名单。

　　二、溪港

溪港（即历史上的韭溪），位于吴江市平望镇区西北约７公里处的太湖之滨。为平望镇的下属
村。平望镇志中记载“韭溪八景”：平沙落雁、芦渚新涨、溪桥晚眺、东林精舍、龙舍渔翁、庙塔灵词、

精读夜泊、远捕归帆。

（一）沿革

溪港曾是进入太湖的必经要道之一，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称镇。新中国建立后，由镇改为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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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有近百米老街，开设着不少商肆店铺。老街中间流淌着一条小溪，名曰韭溪。此名的由来，据

清光绪《平望续志》载：“韭溪，越伐吴，方会食，谍知吴杀子胥，即进兵，弃韭于溪，故名。”２００８年１

月，溪港被列为苏州市历史文化名村。是年，编制《溪港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提出对溪港现存

文物、古建筑、驳岸、埠头等进行修复保护，对村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修建道路和公共设施等。

（二）布局和古建筑

韭溪两岸砌有石驳岸，河埠参差错落，河中段有一古桥，名为东林桥。此桥为吴江市文物保护

单位，拱形单孔，东西走向，初建无考，明代嘉靖年间、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两度重建，清嘉庆三年

（１７９８）重修。东林桥堍是当年溪港老街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店铺林立，不但有烟杂店、肉店、茶
馆、酒店、药房、米行、水果行、日用百货店等，还有竹匠坊、箍桶坊、铁匠铺、理发铺等。５０—８０年

代，平望供销社、邮电局、医药商店、信用合作社等国营集体企业均在河东老街设置分部。河西老街

两旁为店铺，街道上方筑有砖瓦廊棚，可为行人遮风避雨。老街上还有远近闻名的卤菜店，出售熏

麻雀、太湖野鸭等，生意相当兴隆。老街上还有７家茶馆，吸引四周茶客。１９８５年平望至溪港的公
路通车后，溪港老街的商贸业逐渐萎缩，原来在街上经商的居民迁移至平望镇，一些店铺搬迁到平

溪公路旁。至２００８年底，溪港老街的基本格局尚在，且存有多处文物古迹。东林桥东堍是刘猛将

军庙，与东林桥同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老街上尚存有两幢古宅。一幢名周家厅，建于清末，坐

落在东林桥西北侧的韭溪西岸，原有三进，存第二、三进。另一幢名李八爷旧宅，民国元年（１９１２）由

李常恩（人称“李八爷”，民国时期任吴江县参议）所建，坐落在东林桥东南侧的韭溪东岸，原有三

进，临河建有廊棚，存沿街一进，为二层楼房，面阔四间，民国时曾开设“陈重堂”中药店。韭溪的北

侧另有一座古桥，名为大庆桥，俗称溪桥、韭溪桥，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建于明永乐十七年

（１４１９），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重修，现存之桥为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由丝商捐资重
建。这里风景很是优美，“溪桥晚眺”是“韭溪八景”之一。

（三）人物

溪港在历史上曾隐居不少有名的文人墨客。明末清初时，有潘柽章、吴炎和潘耒等。秦氏是溪

港望族，据清光绪《平望续志》上载，秦景昌、秦时昌、秦篁等人在江南均有一定名声。吴江著名老

中医秦东园也出生在溪港，后迁居平望。

　　三、龙泉嘴

龙泉嘴，亦称龙泉址，在吴江市盛泽镇南麻社区西北约２．５公里，老街东起龙泉桥，西至双龙
桥，长９６米，宽１．８—２．５米。

（一）沿革

龙泉嘴地名由来已久，亦称龙泉址。龙泉嘴原称北麻。据传，明朝初年，刘伯温发现此村地形

似龙，为此筑庙建寺破其风水，这个村也就改名为“龙泉嘴”。其街道形成于明代。民国年间，这里

是桑苗、丝经、鱼虾的集散地。３０年代末日军侵占震泽镇后，有不少居民到该地避难，故有大小商

肆店铺二十余家，有水果店、理发店、面店、药材店等，茶馆特别多，最多时达十多家，农民、渔民则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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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自己生产、捕获的农副产品和水产品到街上来设摊出售。新中国成立初期，龙泉嘴是龙泉乡政府

所在地，１９８３年后，是龙泉村村民委员会所在地。２００８年１月，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

名村。

（二）布局和古建筑

至２００８年底，龙泉嘴老街的基本格局未变，存有店铺、民宅３６间，多数保持原有风貌。街上的

房屋一般为两进深，少数为三进。每间屋宽３—３．５米，进深为五檩到九檩不等，墙面刷白灰，靠街

立排门板，有剃头店、茶馆店、南货店、裁缝店、肉店、面馆等。

街西的双龙桥，俗称西桥，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梁式三孔，初建无考，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重

建。桥身上镌有两副对联，分别为“势若垂虹，练横蠡泽；光同浩月，珠涌龙泉”和“道出 塘无病涉；

源出烂水有归津”。街南侧的东岳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龙泉乡政府办公之地，１９８３年７月后为

龙泉村村部所在地，直至１９９３年搬出。街东北侧原有一座北麻寺，遗址上存有一株古银杏树，树干

直径为１．４３米。

（三）人物

龙泉嘴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元代时的钮麟，民国时的钮善、钮骏父子，均具有一定名声。

　　四、陆家港

陆家港位于七都镇中部，北濒太湖，东距庙港集镇４．５公里，西离吴集镇５公里。老街东起

养鹅浜，西经甫里桥至铁家浜南麻皮行，近百米长。

（一）沿革

陆家港在唐代已成村落。老街东首养鹅浜，相传晚唐诗人陆龟蒙曾在此隐居养鹅而得名。陆

龟蒙诗：“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成为当时村落的写照。自明代起，陆家港形成街肆，鱼摊、肉

铺、茶馆已有数家。至清代，商业逐渐兴起，民国后进一步发展，除肉铺、鱼摊、茶馆外，还有糖果茶

食、酒酱、豆制品、小百货、烟杂、理发等行业，其中，施家、庄家、曹家、吴家等大户开的商店近２０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计有米行、药店、布店、饭馆、百货店、缝纫店、铁匠铺各１家，鱼行、肉店各２家，茶

馆３家，杂货店６家。１９５７年，大儒乡成立，乡政府设在陆家港，老街商业进入鼎盛时期，共有５０多

家商店。１９５８年８月，实行人民公社化，大儒乡被撤并，陆家港老街逐渐萎缩。至２００８年，陆家港

老街、石驳岸、养鹅浜周边环境得到修建和整治，河道得到疏浚。

（二）布局和古建筑

陆家港老街上，商铺民居面街枕河，留有河埠、廊棚、水阁等具有古朴气息的建筑物。所存的甫

里桥，系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为当地人纪念陆龟蒙而建，陆龟蒙别号“甫里先生”，因名。初建年

代无考，现存之桥为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重建，梁式单孔。桥身上镌有一副对联：“万顷具区留禹迹，

陆家甫里忆唐贤。”老街南侧存有徐宅、庄国良宅、庄士杰宅及施家门楼等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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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隐读

隐读在七都镇区西南约３公里，北距太湖１．５公里，亦名因渎村。

（一）沿革

隐读的传说较多。传说隐读是古代隐士读书的地方。又说，当年宋室南渡，偏安一隅，某日，南

宋皇帝微服私访巡游到隐读村与村里人下棋，正酣，立于一旁的一名童子忽言道：“老伯伯你的棋下

错了。”皇帝大为惊讶，见这位来自江南乡村的童子不凡，觉得此地虽为江南僻里，却是诗书传家，便

将这名童子封为“隐读圣子”，这村也命名为“隐读村”。还相传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曾驾临村上吴

瑞宇驸马府，故村上有天到桥、驸马府、龙船渚等遗迹。对于这些遗迹，清代《儒林六都志》上载有

孙阳顾所撰之诗，《天到桥》：“翠辇何年到？溪桥浪得名。至今垂钓者，艳说羽林兵。”《驸马府》：

“台下留仙舞，台中堕马妆。妆成共箫史，金弹打鸳鸯。”吴驸马去世后，当地人们将其奉为隐读神

主来祭祀。传说天到桥之北的谷池漾即是吴驸马的水葬处，漾中有一小洲，上复以土，乡人指为驸

马之冢。《龙船渚》诗为：“古杨萦御缆，断岸驻龙舟。荇藻鱼翻影，长疑翠葆浮。”驸马府梳妆台的

南边，有浣衣池，相传为驸马府洗衣之处。梳妆台的西南侧，有浣垢?，相传是驸马府中洗涤碗箸器

物之处。又传说当年清乾隆皇帝微服到过这里。

（二）布局和古建筑

隐读村“雨嫩桃花岸，烟轻柳叶矶”，波潆九曲，古杏笼庵，张帆而过此地，风光尽收眼底，是清

《儒林六都志》所述“新定六都八景”中的“隐读耍帆”所在。新中国成立前，隐读村上有鱼行、肉店、

茶馆、杂货店等。至２００８年底，１．５公里长的村港上仍有朝阳桥、向阳桥等７座小桥，加上港水清

澈，港两岸屋舍鳞次，因此，小桥流水人家风貌仍较好。

　　六、庙前、四都

庙前、四都，位于横扇镇区东北约３公里处。

（一）庙前

１．沿革

庙前村（今属四都村），南宋时已形成集市。３０—４０年代，庙前港北岸街道长１００余米，港上架
有邑宁桥。过邑宁桥，往南还有街道４０余米，市面堪与横扇镇区相媲美，故村民称之为“庙前镇”。

庙前老街的形成，据传缘于当地施相公庙的建成，引来四乡百姓进香，形成商业区。至２００８年，施
相公庙尚存。

２．布局和古建筑

经历八百多年演变，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庙前老街普设廊棚，条石街面。开有茶馆、南货、鱼行、

肉铺、酒肆、铁铺、木作等商号２４家，每逢庙会或节日则临时摊点众多，市面更为兴旺。这里交通较

为便利，每天有对开的横扇至苏州航船和隔日来回的横扇至同里航船，震泽至吴江航船也途经停

靠，还有横扇至平望的航船。施相公庙建造年代不详，坐北面南，共有三进，为山门、前殿和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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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相公庙南侧是邑宁桥，同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四都

１．沿革

四都老街在庙前老街东侧约１公里处。传说其形成年代早于庙前老街，一说在宋建炎初年，被

封为吴江开国伯的盛章由临安迁居吴江，其子孙在全县繁衍散居，许多地方以盛字命名，四都即名

为盛乌田。另一说是位于四都南侧的崇吴寺内古银杏树系按北宋末年抗金将领花荣之女百花公主

遗愿而植。２００３年，四都村由原石塘、庙前、七家村三个村合并组成。２００６年，创建成“江苏省卫生

村”、“吴江市生态村”。２００８年底，全村共有规模私营企业９家，新增标准厂房３６００平方米，村级

经济收入达８０万元。

２．布局和古建筑

四都因离太湖很近，周围渔民在这里栖息，过往船只也常借港避风停泊过夜，因此，市面较好，

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店铺２０多家。四都四周名胜古迹较多。存有多座古桥，其中博士

桥为呈“八”字形的两座石桥构成，系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崇吴寺在博士桥南，五代后梁开平二

年（９０８）建，明正统年间、明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两度重建。崇吴寺遗址上仍留有一棵巨大的银杏

树，躯干挺拔，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气概非凡，树龄已有８００多年，现树高１６．１０米，树干径围６．７７

米，树冠直径３０．６米，遮阴面积７００余平方米。四都村东有竹林桥，村西有万善桥，均为吴江市文

物控制单位。

　　七、陶墩

位于吴江市桃源镇青云社区西北侧，西距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约２公里。街全长５６０米，其中

主要街道长８０米，宽４～５米（街路与市河间有３～４米的开阔地段）。陶墩村境内，有一个漾荡，人

称仙人漾，又称仙人坑，总面积８５亩，西受湖州诸水，东经顾庄塘、三庙址漾、划船港，入后练塘。仙

人坑和其西面连接的小溪（今陶墩市河）并称桃溪（陶溪）。

（一）沿革

陶墩历史悠久，清康熙时，便“村民数百家，自成井市”。其名由来，有两个传说。一说吴越春

秋时，越国大夫范蠡携西施曾隐居在仙人坑南半漾中的小墩上，在桃溪两岸及小墩上遍植桃树，授

村民捕鱼和做木梳技艺。村民为纪念他们，把仙人坑和小溪称为桃溪，把范蠡、西施所隐居小墩和

两岸村落称为桃墩（亦称桃花墩）。后来得知范蠡在齐国经商致富，人称陶朱公后，就改“桃溪”为

“陶溪”，改“桃墩”为“陶墩”。另一说与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山祖居的沈庄村变成沈庄漾的传说

有关，沈庄村沉没时，人们逃至漾畔的地方，被称为“逃蹲”，后称“陶墩”。宋朝年间，陶溪两岸先后

建起了佑圣道院（民国初为陶墩小学校址，后拆除改建校舍）、圆明宝阁（已圮）和流庆庵（已圮），清

光绪年间重建观音阁（解放后曾为村办厂用房）。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８月，陶墩称镇。１９５７年１０月

撤区并乡时撤销陶墩乡建置，原陶墩乡区域改设为青云乡３个大队。至２００８年，陶墩为桃源镇的

一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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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局和古建筑

陶墩市河（又称桃溪、陶溪）贯穿东西，全长５６０米，溪上有两座古石桥，均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

位。东侧一座名尊荣桥，因桥北岸建有佑圣道院，所以又被称作道安（院）桥，为三孔梁式石桥，明

正
C

三年（１５０８）里人邱山建，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重建，９０年代初改建。桥西侧南、北桥墩上分

别镶有“奉宪永禁捉鱼扒螺”、“奉宪禁止灌鱼挡螺”刻石。有两副桥联：“道安清静，四方恭行晋祝；

尊荣高矗，数处俱赖平安。”“物景雅秀，其间田肥地沃；陶泽清澄，于斯波恬浪静。”西侧一座名安富

桥，又称永福桥，桥北堍西侧建有观音庙，又俗称观音桥。南北向，为三孔梁式石桥。元至大四年

（１３１１）始建，明洪武三十四年（１３９８）重建，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再次重建。现桥重建于民国三

十三年（１９４４）。有两副桥联：“笠泽东来，诸家迪吉；苕溪西接，万户咸宁。”“困易农庄，丰衣足食；

假作工商，利益盈增。”桃溪两岸驳岸连绵，河埠参差错落。主要街道位于桃溪北岸、安富桥堍东，与

安富桥西的观音庙形成一条夹弄。街道为两面落水的过街廊棚所遮盖，沿街民居为前店后宅，店面

均为排门板。新中国成立前后，街上开设酱油店、饭馆、杂货店、理发店、面店、豆腐店、肉店、羊肉

店、白铁铺等，同时还开办过“万寿丰”、“同心堂”药店，店内设有坐堂医生。

（三）人物

陶墩历史上出过不少文人雅士。元末明初时的吴简，字仲廉，号守约，更号月潭居士。元至正

中（１３４１—１３６８）应乡试不第，荐授苏州学训导，升绍兴府学录。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应诏入京，授官
未就。年八十一卒于家。诗文温雅古厚，著有《诗义》、《论语提要》、《诗义史学提纲》、《守约斋集》

等。吴复，字孟修，吴简长子，博学诗文，元朝不仕，明洪武中（１３６８—１３９８）以人材授湖广佥事。著

有《雪区稿》、《霞外集》。吴颐，字希程，吴简幼子。明洪武中举明经，授吴江县学训导。为人旷达，

有诗名，作诗文立就数千言。居黄溪２０余年，著有《桃溪集》。元末明初文学家徐一夔虽不是陶墩

人，但清乾隆《震泽县志》上刊有他写陶墩的《桃花溪》，颇有陶渊明《桃花源记》意韵。当代，中共十

六届中央委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钱国睴上将出生在与陶墩一河之隔的豆腐桥村，他的小学生涯在

陶墩小学度过。

（四）物产

陶墩传统手工产品颇丰，陶墩木梳、北龙兜棕绳、草家浒桑剪以及缫丝、织布等都有数百年的历

史。其中陶墩木梳在晚清时被作为进献慈禧太后的“贡梳”而获朝廷赏赐“金匾”。后来，陶墩木梳

扩展到邻近的梵香、青莲等村。新中国成立前，作坊的主人纷纷到上海、苏州等地开店销售，产品还

销往境外。民国年间《严墓区政概况》载，青云一带木梳年产１０万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后，陶墩木梳得到空前发展，几乎在全国各地的街头上都能见到陶墩和青云的卖梳人。２００８

年底，陶墩老街上仍开有多家制作木梳的作坊。桃源镇政府拟将陶墩木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八、南塘港

在盛泽镇坛丘社区西北约３公里，新中国成立前是蚕丝业的小集散地，有茶馆４家、南货店３
家、药材店１家，震泽通往盛泽的快班轮船途经该地，并有从当地发至盛泽的航船１班。新中国成

立初，南塘港曾是坛丘区政府所在地。８０年代，集镇上有１００多户人家，商店多家。至２００８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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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的小桥流水人家风貌尚可，有一座古石桥躺卧在碧水之上，供销社及下属集体商业公司开设的

商店虽已关闭，但其店址仍排列在港畔。

　　九、黄家溪

盛泽有句老话：“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位于盛泽镇东北约６公里处，濒临京杭大运河。据
清道光《黄溪志》载，三国吴赤乌三年（２４０），孙权命上大夫倪让、将军徐杰、司马盛斌分拨地界建圩

作田，自青草滩筑寨至野和溪，这野和溪便是后来的黄家溪。五代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吴江置县，

黄家溪始属吴江。唐宋时，黄家溪名合路村，亦名合溪。宋庆历年间，尚书黄由（１１５０—１２２５）筑别
业于此，后子孙繁衍，遂名黄家溪。明代以前，黄家溪居民已有数百家，清康熙中叶增至两千余家，

货物贸易甚是兴旺，遂称作为市，所产绸缎有“衣被中原到九氐”之誉。黄家溪风景清丽，明清史载

有龙湾夕照、长春夜月、合落风帆、寨湖烟屿等八景。清道光年间，黄家溪有桥１６座（不包括周边乡

村）。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四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攻克吴江县城，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南下，沿京杭大

运河经八坼、平望、黄家溪、新杭、王江泾至嘉兴，一路纵火，焚烧两日两夜，火光烛天。清军由安徽

来援，北上平望堵御，用炮轰击。由此，一个持续繁荣三百年的绸市黄家溪尽毁，仅存焦土。２００８

年，黄家溪村开始以居住环境优美、村民生活富足、集体经济富裕的和谐新农村目标建造自己家园。

　　十、谢天港

在盛泽镇北约３公里，为丝绸集中生产地。抗日战争爆发前，村上有５家茶馆，各种商店多家，
并有２只航船进出。该村小桥流水人家风貌尚可，有一座古石桥，村边有一个湖荡，荡畔亭阁逶迤，

石桥躺卧，风景颇为优美。谢天港在历史上曾出一些名人。如周兆南（１５１９—１６０９），为明嘉靖三十
一年（１５５２）举人，任杭州织造通判，又擢升为河南许州知州，著有《两峰遗草》。他的从孙周应称，

为明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进士，著有《遮芳圃集》。他的从曾孙周灿（１６０４—１６７３），明崇祯四年

（１６３１）进士，任浙江宣化、会稽县知县，明崇祯十六年提升为浙江御史，南明政权覆灭后，归里隐居，
与同邑高蹈者结诗社相唱和，追悼国事，著有《西巡政略》、《泽畔吟》等。

　　十一、雪巷

雪巷位于汾湖镇金家坝社区东北方、白蚬湖南岸，东距周庄约５公里，西北距同里约１０公里。

（一）布局

雪巷港南北向纵贯雪巷村，沟通牛长泾与白蚬湖。港东东西向浜岸上，垒砌整齐的石驳岸，有

百多米长，临水有三座双落水河埠，西边一座面石，长１．５米，宽１．２米。港西也有百多米长的石驳
岸，四五座河埠参差其间，六根船坊石矗立着。据当地人讲，这些遗迹为当年巨富沈万三和乡绅陈

氏所遗。

（二）人物

当地有关沈万三的传说不可全信，但沈氏确是雪巷望族。沈懋德生于清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

卒于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他在雪巷村的花园宅第“江曲书庄”，台馆池石，称绝一时，如今村上还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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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巨大石柱礅许多。沈懋德广施善举，好交文友，喜藏书籍，尤多刊刻历代遗书，先后校订刊刻张

潮、杨复吉所辑《昭代丛书》四百种以及王鸣盛《蛾术编》、吴翌风《国朝文徵》等，计达数千卷。后又

收罗林则徐等人的有关绪论，续辑丛书一百余种。沈氏刻书之风相传数代，沈懋德之孙沈瓞生

（１８４３—１８９７）刻成《国朝文征》４０卷。清光绪年间（１８７５—１９０８），沈瓞生晚年因“彭夫人卒，始愀

然不乐，忽舍陆而栖于舟。家人不戒于火，一宿间书庄第宅悉化煨烬。其劫馀碑版书画典籍，分给

诸子者，价犹值巨万，终不一视。舟居二年而殂”。沈塘是雪巷的又一位知名人物，生于清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卒于民国１０年（１９２１），幼时即好画，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弃举业，专事绘画。清光绪十五

年春，他受业于著名画家陆恢门下。三年后，进张之洞幕府，后参与陆恢总事的补绘承华事略图。

民国３年（１９１４），沈塘偕李平书游日本，日人争留为师，他谢归苏州。回苏后，他初与陆恢同居桃花

坞，后移家旧学前大新巷，“四方以缣素求画者不绝于门”。清咸、同年间（１８５１—１８７４），太平天国

战事波及吴江，雪巷多有兵燹之难，书版损毁甚多。

　　十二、秋泽

位于平望镇梅堰社区西南约４．５公里，为平望镇最西南端，东接光明村，南邻麻漾村，北界梅

塘，西濒麻漾。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

（一）沿革

据明代《吴江县志》载：“秋泽村，又名秋溪。《西村日记》云：王莽始建国二年，会稽太守秋君避

居于此，故名。前后有湖，居民耕织兼渔，有席草、柑桔之利。”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秋泽村为秋泽乡驻

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村上有茶馆１３家，５０年代有小饭馆、理发店、小百货店、烟杂南货店等１０余

家。１９８５年，村办商店经营小百货、小五金以及烟糖、鲜肉等，另有个体商店３家。是年创办敬老茶

室，多次聘请上海评弹团演出。２００６年下半年，秋泽村老年活动室改建，得到市民政局扶持资金１０

万元。活动室有老人学校、阅览室、棋牌室和室外健身娱乐活动场。至２００８年，秋泽村路面硬化，

自来水并网，新建活动场所，结合土地整治绿化村道，进行新农村建设，是年，拟创建省级卫生村。

（二）古建筑

历史上，秋泽村曾有不少宗教设施，如普向教寺、三元道院等，早废。２００６年，重建秋泽寺。另

曾有名宅数幢，如徐应勤的浮玉轩、王叔承的耕读别墅等，均已不存。村前港上存有古石桥两座，为

斜桥和宝龙桥。宝龙桥为梁式三孔，石梁上的花纹雕饰颇为精美。

（三）人物

秋泽村历史上人才辈出。据明代《吴江县志》等载：徐应勤，宋绍定六年（１２３３）中武进士；徐仁

荣，元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授崇德州学正，仕至翰林国史编修；徐衍，明洪武年间（１３６８—１３９８）授

工部主事，著《仲易诗钞》；徐真、高天章、吴有涯，皆中明代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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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遗址

　　一、袁家埭遗址

位于平望镇梅堰社区北侧约 ２公里的龙北村，面积约 ６．５２５万平方米。１９５８年首次发现。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进行发掘，发掘面积１４３平方米。出土遗物１２２件，采集遗物４０００余件。该遗址属于

吴江早期发现的一处研究价值较高的马家浜、良渚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器物大部分藏于南京博

物院和苏州博物馆。

　　二、龙南村落遗址

位于平望镇梅堰社区龙南村。１９８４年发现，面积约１０万平方米。龙南遗址为太湖流域发现的

第一处完整的良渚文化村落遗址，其布局以河道为中轴，两岸高地分布房址和祭祀坑，具有江南水

乡村落特色，被誉为“江南第一村”。半地穴式及浅地穴式房址的发现，反映了古地貌的变迁，证明

了江南的原始建筑不仅是干栏式。出土的大量器物展示太湖流域先民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经

济生活内涵，为研究江南地区古文明提供丰富内容。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９日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

位。现存面积４万平方米。

　　三、广福村遗址

桃源镇广福村马家浜文化遗址位于桃源镇西南约３公里，面积约６．６万平方米，四面环水，当

地称为无字圩。现存面积２．８万平方米。广福遗址主要文化堆积是马家浜文化（晚期），距今６０００

多年，同时有崧泽、良渚、马桥文化层叠压。这一遗址发掘最大贡献是发现同一居位不同葬式密集

的墓葬群，以及房子废弃堆积等，为考古学家研究６０００年前长江流域人类社会结构、生活形态提供

新的实物依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公布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四、同里遗址

亦称同里崧泽文化遗址，原称同里移定毕圩遗址。位于同里镇北。７０—８０年代先后３次发现

史前和史后文物。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经苏州博物馆和吴江博物馆、同里文保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行

抢救性发掘，确定遗址分布面积约为３２万平方米，属崧泽文化中偏晚时期，是太湖流域２１世纪初

期发现的最大的史前环壕聚落遗址，该遗址大部分已为同里古镇建筑所覆盖。

　　五、九里湖遗址

位于同里镇北约２公里处，湖面面积约１４０公顷。３０年代中期，在九里湖畔发现陶片、石器等，

里人王稼冬曾撰《同里九里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证》一文。１９５４年５月，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派

专人到九里湖南岸勘察，认定为古代文化遗址。东从法喜寺起，傍湖向西约半公里，文化层离地表

４８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０．５～１．２米不等，包含有大量的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几何印纹陶片、红烧土和炭灰。

１９７３年，九里湖西半部筑堤围湖，在湖底发现古遗址，其中有湮圮的屋基、圆形土埂，几口大井和几

十个小潭等。１９７３—１９８０年，九里湖遗址出土的文物，经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崧泽、良渚文化期陶

器３４件、石器１２件，商、周、战国时期陶罐１８件，春秋时期蟠龙纹青铜尊１件，汉、唐、五代、宋、元等

时代陶、瓷器１０件。

　　六、唐家湖遗址

位于原唐家湖（１９７９年围垦成田，２０世纪初部分面积辟为中鲈开发区，但尚有不少农田和鱼

池，唐家湖遗址所处即为农田）东北，平望镇胜墩村南，２２７省道西侧，中鲈开发区主干道之北。经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调查，确定为一处留有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古遗址。该遗址分布

面积４万平方米，出土有良渚文化黑皮陶罐、灰陶罐以及石器，商周时期印纹陶罐等器物。１９８５年

调查时征集到吴越文化有盖陶罐、灰陶罐等物。地层主要分四层，其中第二、三层为主要堆积，厚度

１米左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唐家湖遗址公布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七、蠡泽湖遗址

位于震泽镇南，面积１万余平方米。蠡泽湖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隐居钓鱼于此而得名。

１９８０年，湖中出土商代圣水牛头骨。１９８３年，南京博物院前往调查、试掘，文化层堆积厚约２米，

出土崧泽文化夹砂红陶、泥质灰陶片，器形有瓦楞纹罐、壶、杯；良渚文化夹砂灰黑陶、泥质黑皮

陶残件，器形有贯耳壶、球腹罐、豆；商周时期泥质灰陶、黑陶、夹砂灰黑陶片，器形有瓦足鼎、、

觯等。

　　八、刘家浜遗址

位于震泽镇塔水桥村刘家浜，西临蠡泽湖，与蠡泽湖遗址隔湖相对，面积约３万平方米。１９８２

年，出土马桥文化陶罐。１９８３年，南京博物院前往调查、试掘，出土良渚、马桥文化的夹砂灰黑陶、

泥质黑皮陶鼎、鬲、带把豆、?、球腹罐等陶片；商周时期的泥质灰陶、黑陶、夹砂灰黑陶片，器形有

罐、豆、壶、尊等。

　　九、何家坟遗址

位于同里镇九里村南３００米，是一处内涵丰富的、以良渚文化为主的居住聚落遗址，总面积约

７．６５万平方米。经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吴江博物馆和同里文保所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５００

平方米，文化层厚约２米，发现９个地层、２个房屋基址、１个残基、１个灰坑和２口水井。出土良渚

文化石耘田器、石锛、石凿等生产工具，黑皮陶豆、灰陶罐、红陶罐等盘、罐、鼎生活用器物，吴越文化

回纹、方格纹、几何印纹硬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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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１ １９９８年吴江古遗址分布情况一览表

乡镇 遗址点 遗址文化时期 乡镇 遗址点 遗址文化时期

同里

九里湖 崧泽至唐宋

何家坟 良渚、春秋战国

同里（移定毕圩） 崧泽至战国

叶泽湖 战国

松陵

团结村大三瑾 良渚

蓑衣滩 春秋战国

芦荡村 春秋战国

庞山湖
D

东村 战国

仲英大道流虹路

至太湖堤坝部队

农场西北

良渚至战国

菀坪

王焰 良渚

银杏村 春秋战国

浪打穿 周

横扇

轮牛太湖滩 良渚

轮牛盛家港 商周

韩家湾雪落漾滩 新石器

北前（向阳大队） 新石器

亭子港 良渚

横扇太湖滩 崧泽

庙港

太平村 马家浜至战国

庙港太湖滩 新石器

更楼港半夜浜 春秋

陆家港 春秋

庙港口 马家浜

不明地点 崧泽

七都 不明地点 良渚

梅堰

袁家埭 马家浜、良渚

龙北据字圩 春秋战国

龙北和尚浜 崧泽

龙南 良渚、商

震泽

蠡泽湖 马桥

彭家里村 马家浜、崧泽、良渚

新峰刘家浜 良渚

双杨 春秋战国

庙浜 战国

桃源

广福 马家浜

杏花 良渚

青云

八字荡 良渚

大德村董界西坟头 良渚

青莲村坟头 良渚

平望

唐家湖 良渚、战国

唐湾里（胜墩车站） 良渚

不明地点 春秋

黎里 何扇乌金漾 良渚

盛泽

茅塔溪桥北堍 春秋战国

不明地点 良渚

屯村 镇区 良渚、战国

八坼 种畜场南北大港 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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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节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至２００７年，吴江市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４处。其中退思园、师俭堂、与古运河有关

的文物遗存（运河古纤道、安民桥、安德桥、三里桥）可归类于古建筑，柳亚子旧居则归类于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一、退思园

退思园，位于同里镇新填街２３４号，东连丽则女学校址，南与退思小广场、明清街相望，西邻退

思广场，北靠南濠弄。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始建，清光绪十三年落成，当地人称之“任家花园”。园

主任兰生（１８３７—１８８８），字畹芗，号南云，曾任安徽凤（阳）、颍（州）、六（合）、泗（州）兵备道。退思

园系任氏被弹劾落职归乡后所建。园名“退思”，语出《左传·鲁宣公十二年》：“林父之事君也，进

思尽忠，退思补过。”清光绪三十二年，任兰生之子任传薪创办丽则女学，将园中部分建筑辟为校舍，

民国５年（１９１６）女校扩建后迁出。后任传薪去上海，其宅托人代管，花园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新

中国成立后，退思园先后由当地税务所、工会、机电站等单位使用。１９６５年，归镇文化站使用，稍作

整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造反派”占领。１９７０年起，被多家单位分割占用。７０年代末，社

会各界有识之士呼吁保护维修退思园。１９８０年５月，被列为吴江县首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１年，

被列为江苏省太湖风景区之一———同里景区主要景点。１９８２年，政府拨款对退思园进行修复。是

年３月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４年１月，庭院和园林部分对外开放。１９８９年底，退思园

修复工作全面完成。１９９９年２月，退思园获“苏州市十佳园林”称号。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澳大

利亚凯恩斯第２４届联合国世界遗产会议上，退思园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５

日，被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风景区；２００７年，退

思园被国家建设部列入首批２０个国家重点公园；２００８年，获得“中国最佳规划城镇”称号。

退思园占地５６７４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６２２平方米，自西向东，依次为住宅、庭院、花园。园内集

中了江南园林的楼台亭阁、廊舫桥榭、厅堂房轩等建筑，贴水而筑，春夏秋冬、琴棋书画，各景俱全。

住宅分为内外两部分。外宅为三进厅堂。第一进为门厅，又称轿厅，以前是停放轿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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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保护单位为国家对确定纳入保护对象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统称，是文物本体及其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一个区域。文

物保护单位一般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文物保护单位分为三级，即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保护级别分别由国务院、省级政府、市县级政府划定保护范围，设立文物保护标

志及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比文物保护单位低一层次的保护对象是文物控制单位。



第二进为茶厅，为园主接待一般客人所用，厅中悬书法家启功书写的“退思园”横匾，匾下两侧挂有

里人陈旭旦所撰对联：“昔为女学，尚忆童年旧梦，琴韵起亭心，歌声飘水面；今是名园，欣看盛世韶

光，游踪来瀛海，辙迹贯江乡。”第三进为正厅，名“荫余堂”，是园主接待高贵客人和操办婚丧喜事

之地。堂中所悬横匾由诗词、书法家沈鹏题写。内宅建有南北两幢以主人之字命名的“畹芗楼”，

各五楼五底，为主人与家眷居用。楼与楼之间由双重走廊贯通，廊下各设楼梯供上下，俗称“走马

楼”。园主为使居室冬暖夏凉，底层的地板制成长方形条块，随气候变化而装卸。

宅之尾、园之序的中庭里，植有樟树与玉兰，庭中一旱船，实为亭轩。庭之北为坐春望月楼，为

“春景”所在。楼东侧临内园建有揽胜阁，在这里可足不出户饱览内园风景。庭之南为岁寒居，为

“冬景”所在，是园主冬季会聚友朋之所。

中庭与内园之间有月洞门相通，内园九曲回廊漏窗镶嵌大篆“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九字。退

思草堂是内园主景。堂内正中悬书法家张辛稼题写的堂名横匾，两侧挂两副对联，一联为：“艺秀辞

工人所乐；水流花放吾其游。”由吴昌硕关门弟子、书法家徐穆如以石鼓文书成。另一联为：“华榭

开时，喜集域中人，贴水芳园画意，半池莲叶容鱼戏；草堂行处，退思天下事，生风薰阁琴声，千树桐

花任凤游。”由吴江籍学者吴慧撰写。堂中还挂有《归去来辞》碑拓。

在退思草堂前的贴水平台上，可环顾内园各景。右侧有水芗榭；右前侧有“闹红一舸”；左侧有

三曲桥；三曲桥北堍侧里是琴房；三曲桥的南侧里是太湖石假山，山巅上设“眠云亭”。内园南侧有

“天桥”，为一旱桥，与其东侧“菰雨生凉轩”和西侧“辛台”连成一体。菰雨生凉轩为“夏景”所在，

轩与揽胜阁、天桥一起被称为园中“三绝”。“菰雨生凉”取意于晚清重臣彭玉麟题西湖三潭印月联

句：“凉风生菰叶；细雨落平波。”辛台，是园主读书挥毫泼墨之地。天桥西北侧立有一块独体太湖

石，形似老人，故名老人峰。在其顶端有一灵璧奇石，似一顶帽子，近看像一长寿龟。此石与退思草

堂中的《归去来辞》碑拓、回廊壁上的大篆文被称为园中“三珍”。园西南侧是桂花厅，为“秋景”所

在，厅前院中遍植桂树。桂花厅之北，为“金风玉露”亭。

退思园主人任兰生艺术品位颇高，造园者袁龙（１８２０—１９０２）则长诗词、擅书画，因此，全园被经

营得与众不同，富有诗情画意。自开园至２００５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１０００余万人次，有１００多部影
视剧（片）在园内选景拍摄。２００８年，仍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

　　二、师俭堂

师俭堂，位于震泽镇宝塔街西端，建成于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由徐汝福所创。徐汝福（１８３８—
１８７５），字寅阶，官至礼部郎中。１９９５年４月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对师

俭堂进行一、二期维修工程。竣工后，对外开放。２００６年５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师俭堂坐北朝南，集河埠、行栈、店铺、街道、厅堂、内宅、花园、下房等于一体，是一座反映晚清

时期江南古镇特色及当时工商士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面貌的代表性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

价值。全宅计有六进，通宽五间，占地２７００余平方米，共有大小房屋１５０余间。

师俭堂的第一进濒临震泽市河——— 塘，通过“眉毛天井”与第二进连通。第二进北临宝塔街，

为店铺。第二进至第三进中间为宝塔街，两边山墙上开有券门，门额“仁里坊”。第三进门厅临街

建有４米宽的木雕门楼，两侧为商铺店面，门楼内为过道和宅门。过门厅和天井，是为第四进敞厅。

敞厅面阔五间，进深２１米，通高９米多，两侧经轩廊通往厢房，中间三间作为正厅，是师俭堂中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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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于主人亦官亦商，清同治年间至抗日战争爆发，主人经营的“恒懋昶”丝经行一直设在正厅

里，主人家的祭祀礼仪及其他商事交易活动也在此厅进行。厅内梁柱门窗布满雕刻，人物花鸟和神

兽吉祥图案，均造型精巧，形神有致。

第五、六进为楼厅，有走马楼环通。第五进楼下明三间为厅堂，是主人宴请宾客、家族团聚的地

方。第六进既是内宅，又是主人藏宝之处，西侧北部建有暗室，东侧北部建有更楼。师俭堂的雕刻

特色在第五、六进里有更进一步体现。第五进正间、边房的底层与二楼交接处，立八只“牛腿”，上

刻“八仙”图案，正间六扇黄柏落地长窗刻《水浒》图案，第六进厅内格扇裱以书画屏条。楼下雀宿

檐雕梅、兰、竹、菊图案。师俭堂砖雕也颇有特色，全宅自第三进起每进都置有砖雕门楼，雕刻有人

物故事、花鸟图案、几何图形等，或沉稳细腻，或纤巧玲珑，或明快简洁。师俭堂内共有２４４幅雕刻，
其中砖雕２７幅、石雕４幅、木雕２１３幅。

第五进东侧为内园，名锄经园。园名取自《汉书·儿宽传》“带经而锄”句。全园占地４２０余平

方米，北宽南窄，呈不规则梯形。园北侧是“益寿轩”，当年宅主之母常到这里拜佛念经。出轩过月

洞门，是四面厅。园南侧是藜光阁，阁名取自《晋书·山涛传》“以母老，拜赠藜杖一枚”，以示徐氏

子弟之尽孝。此阁曾为“震泽园林第一景”，由吴昌硕之师、知府杨岘题额。登上阁内窄梯，推窗而

望，右侧有沿壁曲廊，左侧湖石假山重叠，其中一座倚壁半亭翼然山巅。园内虽无水池构筑，但利用

“假山之起伏，平地之低降，两者对比，无水而有池意”。

　　三、京杭大运河吴江段文物遗存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

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１７９４公里，始凿于公元前五世
纪（春秋末期），后经七世纪（隋）和十三世纪（元）两次大规模扩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凿连

接而成。京杭大运河向为历代漕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重大作用。２００６年５月，由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京杭大运河全程分七段，其中镇江到杭州段称江南运河，全长约４００公里，是最南的一段。吴

江市境内北自松陵镇刘河浜口起，南至麻溪出口止，全长４０．８公里，流经松陵、同里、平望、盛泽等４
镇，其中北段刘河浜口至吴淞江分水墩长１．１公里，为吴江、苏州市吴中区界河，南段黎泾港口至麻

溪出口９．３公里，为江浙两省界河，其余均在吴江市境。
京杭大运河吴江段沿岸文化底蕴深厚，名胜古迹众多，现从北至南存有三里桥、运河古纤道、安

民桥、安德桥等４处不可移动文物，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国家文物局在《关于印发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简介的通知》将这４处统称为“与古运河有关的文物遗存”。

（一）运河古纤道

运河古纤道，位于吴江市区南郊京杭大运河西岸。自唐宋起，吴江境内的官塘，从县北至浙江

嘉兴，为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全塘分为五段，其中自观澜桥至澈浦桥桥北三里处这一段名为石塘，

全长约为九里（市制），故有“九里石塘”之称。唐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开始修筑，宋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增

石修治，元至正六到七年（１３４６—１３４７）复以巨石修筑，故又名“至正石塘”。修筑时所垒巨石由石

工凿成统一尺寸，长１．８～２．２米，宽约６０厘米，厚４０～５０厘米。由于年久失修，至清雍正（１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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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５）年间，石塘路已大半废没。３０年代苏（州）嘉（兴）公路筑成后，石塘路成了单纯的纤道。１９８４

年，县政府组织用旧青石进行局部修复，共两段，计长１．６６公里，以“运河古纤道”名称定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５年４月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运河古纤道上原有９座三
至七孔石桥，尚存３座，分别为北七星桥、三山桥、南七星桥。北七星桥，原为平桥，因年久失修，于

９０年代中期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改建为一座三孔石拱桥，在桥身上镌刻四副对联，其一为：“轻拂
水北三江薄雾；畅饮桥南四品甘泉。”“三江”，指北七星桥北面的三江桥，亦泛指吴江北面诸条江

河。“四品甘泉”，指北七星桥南面的“甘泉”，唐朝时，这里有一股泉水甘洌清纯，日夜喷涌，“茶圣”

陆羽慕名前来品尝，评之为“天下四品甘泉”。

（二）安民桥

安民桥，拱形单孔，东西走向，位于平望镇北京杭大运河上。该桥除武康石间壁和青石金刚墙

外，其余由花岗石砌置，券石上刻有信士捐银造桥、祈告家门昌盛、太平如意的图案。桥总长３６．７

米，宽４．６米，跨度９米，矢高８米，其矢跨比为１∶１．１２５，在江南水乡是少见的陡拱桥，东、西侧石
阶分别为３２级和３５级，桥两侧置有栏石，桥面石系一块颇大的长方形武康石，上刻图案已分辨不

清。该桥于明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由僧人圆真建，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里人钮明达、孙谏臣重建。

以前，桥东堍有弥陀殿寺，清顺治（１６４４—１６６１）初年该寺曾在桥上建了一座关帝阁，后圮。安民桥
重建至今已历经４００年，依旧巍然矗立。一种名叫薜苈的蔓生木本植物攀满整座桥梁，远望之，犹

如一条苍龙横卧碧波之上。１９８６年７月，安民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三）安德桥

安德桥，位于平望镇区东南。该桥由花岗石构成，拱形单孔，南北走向，全长４９．８米，宽４．５
米，矢高９．３米，跨度１１．５米，桥两侧置有栏石，桥顶安有靠背栏石，桥面石上刻“轮回”图案。安德

桥亦名平望桥，西通 塘，东连古运河，农舟商船，日夜不绝。桥下水道为莺盄湖泄水主道，水势甚

是湍急。桥初建于唐朝大历年间（７６６—７７９），南宋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明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清康
熙、乾隆年间数度重建，现存之桥为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由当时的水利工程总局重建。安德桥跨度

大，桥孔高，气势雄伟，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写有《登平望桥下作》诗，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曾吟有“乱港

交穿市，高桥过得桅”之句。于古运河东岸隔河西望，只见安德桥将一方桥孔把古镇人家尽揽腹中，

７０年代《人民画报》介绍了安德桥这一雄姿。安德桥与南边小九华寺一起组合成一幅寺桥互映的

秀丽图景。１９８６年７月，安德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四）三里桥

三里桥，位于吴江市区北门外，拱形单孔，东西走向，横跨京杭大运河。由花岗石构筑，总长５０．４
米，净跨１６米，矢高１２．５米，其规模在全市古石桥中位居第一。该桥建于元泰定元年（１３２４），现存之

桥为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二月由江苏省水利总局督同吴江、震泽两县重修。桥的石阶，西堍为４５级，
东堍为４７级，桥的两侧砌置栏石，桥面石上镌刻“轮回”图案。三里桥在东桥台建有纤道，纤道台前宽

１．１５米，南北侧宽０．８０米，来往船只上的背纤人可沿着这纤道直接从桥下通过。三里桥东有一座顾

公庙，祀南朝梁陈之间的文字训诂家顾野王。１９８６年７月，三里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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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柳亚子旧居

柳亚子旧居，位于黎里古镇中心街７５号。该宅原系清乾隆时直隶总督、工部尚书周元理私邸，

名“赐福堂”，是一座清乾隆年间的优秀建筑。全宅前后六进，分别为门厅、茶厅、正厅、楼厅等，占

地面积２６９２平方米，大小房屋１０１间。１９２２年秋，著名近代诗人柳亚子向周氏后裔典租该宅第四、

五进。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５月，柳亚子遭国民党“清党”之难，离开这里，一去而不复返，但这第四、五

进保持了柳亚子一家生活原貌，直至新中国成立。１９８０年，这座建筑被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８２年３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３年６月，设为柳亚子旧居。１９８７年５月，在柳亚子旧

居基础上建立柳亚子纪念馆。２００６年５月，柳亚子旧居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亚子旧居

是一个纪念、研究柳亚子与南社的专题博物馆，有藏品数百件。

旧居大门前半轩悬由屈武题写的“柳亚子纪念馆”馆匾，仪门上挂有廖承志题写的“柳亚子先

生故居”横匾。过道尽处为庭院、茶厅。茶厅面阔１０．７米，厅中置柳亚子汉白玉半身雕像，衬紫红

色帷幕，基座正面刻邓颖超手书“柳亚子先生像”。雕像后面大柱上刻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周恩来书

赠柳亚子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厅左右两壁布置毛泽东与柳亚子唱和词《沁园春》大幅手

迹。茶厅后面为正厅。厅前天井两侧各置一块碑石，西侧“乾隆梅花碑”，东侧“刘墉张问陶祝寿图

碑”。正厅面阔１３．７米，进深１５．９米，高８．９５米，厅上天然几、茶几、太师椅、花架等家具一应俱

全，堂中悬挂由无锡籍大学士嵇璜题写的“赐福堂”烫金巨匾，下面是周元理孙子周光纬题跋的八

幅董其昌手书颜真卿《赠裴将军》拓片屏条。厅堂中以“峥嵘岁月”为题，陈列柳亚子大量图片资料

和实物。

第四、五进两座楼厅，两侧各以厢楼贯通，构成“走马堂楼”。第四进是柳亚子一家起居楼，楼

下居中三间为花厅，两壁挂柳氏一家不同年代生活照片。楼上复原陈列柳亚子一家人卧室。第五

进为藏书楼，楼下中间三间名为双厅。厅东侧是“磨剑室”书斋，柳亚子的诗集、词集和文集都以此

室命名，斋内陈列柳亚子用过的书桌、书橱、书架等物，墙上悬挂一副由南社社员傅钝根书赠柳亚子

的对联：青兕后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楼上西首第一间内有“复壁”。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５月８

日深夜，国民党右派陈群派人到黎里搜捕柳亚子，柳亚子在夫人郑佩宜和女佣帮助下，藏入“复

壁”，逃过一劫。第五、六进之间有一条碑廊，廊上陈列３６块家乘碑，镌刻柳氏四代人的世系、行状

和事迹。

柳亚子旧居充盈着浓厚人文气息，也展现了建筑艺术魅力。整幢旧居布局遵循传统礼制，依中

轴线设置各进院落，前堂后寝，屋宇百间，宅侧备弄９０多米长。第二、三、四进院落中，厢房与正厅

之间以墙间隔，使厢房前也各有一个小天井，采光、通风大为改善，又可防止互相干扰。全宅有砖雕

门楼四座，其中正厅前“竹林七贤”门楼最为精彩，由江苏省博物馆于５０年代拆去收藏。所存三座

上的图案，或为仙风道骨的牧童骑于牛背，或为“百鸟朝凤”、“水族龙宫”，或为“出水芙蓉”、“狮子

滚绣球”，刻技精湛，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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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一、古遗址、古墓葬

（一）龙南村落遗址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９日，龙南村落遗址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详见本篇第一章第三节古遗址
及第五章第五节遗址考古发掘。

（二）王锡阐墓（附王贤祠）

王锡阐（１６２８—１６８２），明末清初天文学家，吴江震泽镇人。其墓于逝后第二年营建于震泽镇西

（今震泽中学震泽校区内）。清道光七年（１８２７）里人重修立碑。清道光十四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
则徐倡捐重修，清道光十七年在墓门之东建造祠堂，名“王贤祠”。祠东侧小河上架有一座石桥，名

“晓庵桥”。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后，祠堂损坏严重，民国３５年９月重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曾

拨款修缮祠墓。１９８２年３月，王锡阐墓（附王贤祠）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
省、市文物部门先后对墓、祠、桥等进行整修。１９９８年秋天，王锡阐诞生３７０周年，王贤祠被辟为

“王锡阐纪念馆”。

王锡阐墓坐北面南，墓前东侧门楣上题刻“南服英贤”四字。墓后围墙上镌刻“江天白云”，取

自顾炎武题赠王锡阐诗句“白云满江天”。墓径４．８米，封土高１．５米，墓前立有一碑，上阳刻“王晓
庵先生之墓”楷书大字，墓四周植有松柏、古榆、玉兰。王锡阐纪念馆在墓东侧，馆前与馆东侧连成

庭院，院中树木葱翠，花草繁盛，置有大理石“日晷”、“三辰晷”等，并立顾炎武《太原寄王高士锡阐》

等５块诗碑。纪念馆为硬山式建筑，坐北朝南，面阔三间１１．８米，进深９．９４米，卷棚所刻花卉、戏

文图案颇为精致。厅后正中黑色石座上置王锡阐仰视天象坐像，两侧墙上挂有王锡阐“夜观天象

图”和“潜心著述图”，厅左右侧陈列《王锡阐龙宫芷秀诗》、《王锡阐己丑除夕诗》和王锡阐遗著篇

目、天文图、星座图等，厅上四根立柱上镌有两副对联，分别为：“枕经藉史，纵观古今，锡华章与当

世；推步验天，博采中西，阐新法于后人。”“以天文成名南国；作新五学贯东西。”联中“新五”指王锡

阐著作《晓庵新法》与《五星行度解》。

（三）徐灵胎墓

徐灵胎墓位于吴江经济开发区凌益村。徐灵胎（１６９３—１７７１），吴江松陵镇人，清代名医，著有

《难经经释》、《医贯砭》、《医学源流论》、《伤寒论类方》、《洄溪医案》等医书。逝后，先葬于越来溪

（当时属吴江，今为越溪，属苏州市吴中区），清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迁葬于现址。徐灵胎墓坐北面

南，为徐灵胎与其原配夫人、继室、副室的四穴合葬墓。１９５８年墓被毁，尸骨和部分遗物复葬墓内，
当时县文化馆仅征集到两只古青花瓷碗。１９６３年，重修。“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严重破坏。

１９８２年，调查墓葬遗存时，发现墓志铭一合两块。１９８４年，重修墓地，扩为１４００平方米，筑以墓道，

墓添封土，高２．３米，直径１０米。墓地四周青松、香樟苍翠，右前侧立有一碑，上刻由蒯伟勇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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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曼翁书写的《徐灵胎先生墓重修记》，正前侧立有一座四柱三间的石牌坊，牌坊正上方刻有“名世

鸿儒”额，两侧刻两副对联，一为：“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据说此联为徐灵胎在临终

时自己所撰。另一为：“魄返九原满腹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年利济在人间。”“满腹经纶”指徐灵

胎不仅在医学上有很高的造诣，还工文辞，善作道情。１９９５年４月，徐灵胎墓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

单位。

　　二、古建筑

（一）东庙桥

东庙桥，位于七都镇东庙桥村，建于南宋绍定年间（１２２８—１２３３），梁式三孔，东西走向，全长

２１．５米，中宽２．１米，堍宽２．７５米，中孔跨度４．６米，高４．３１米。全桥除民国年间增置花岗岩栏
石、望柱外，其他均由初建时的武康石（紫石）构筑。该桥底盘石和排柱浑厚稳重，排柱与横系石平

接严密，受力匀称。三孔桥面架设６根石梁，石梁间铺设石板。每根石梁两端为３１厘米，中间增厚
至５１厘米，外侧凿成弧形，使桥面略成拱形。石梁之下的长系石上尚有４个直径１８厘米的半月形

孔，此为建桥时安置托木所用。桥中孔石梁中段刻有“绍定”字样，系南宋宋理宗年号。东庙桥的

雕刻艺术颇为精湛。桥次孔石梁边端分别刻有四朵形状各异的如意云，为“八宝纹”之一，寓意吉

祥。１９８６年７月，东庙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５年４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二）思本桥

思本桥，俗名思汾桥，拱形单孔，东西走向，坐落在同里镇西郊同兴村辽浜水道上。清嘉庆《同

里志》记载，思本桥由南宋宝年间（１２５３—１２５８）诗人叶茵建造。桥长２２．５米，中宽１．８５米，全由

武康石（紫石）筑成，拱券以全拱并列法砌置，桥顶石梁采用两端向中间逐渐增厚、外侧又凿成弧形

的做法。该桥桥孔高４．５米，跨度９米，桥孔与水中倒影相接，恰为一个圆形。桥南北两侧有乳钉

纹，桥台成八字形，柱作抹角。１９８６年７月，思本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５年４月列为江
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香花桥

香花桥俗名香火桥，坐落在震泽镇龙降桥村。该桥建于南宋，其形制与七都东庙桥相仿，也为

梁式三孔，但形体稍小，栏石未设，完好程度也差一些。东西走向，全长１６．１米，中宽２．０９米，堍宽

２．５５米，中孔跨度４．６６米，高３．６６米。全桥主要构件，如排柱、石梁多为武康石（紫石），石梁之间
石板和两桥台夹杂青石、花岗石，有后代修缮痕迹。此桥每一根石梁均由两端逐渐向中间增厚，外

侧凿成弧形，使桥虽为梁式，但桥面犹似拱形，稳重中透出逸秀。１９８６年７月，香花桥列为吴江县文
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６年６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四）垂虹桥遗迹

位于吴江城区东门外，旧名利往桥，俗称长桥，始建于宋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其时为木结构。元至

元十二年（１２７５）重建，为８５孔，元大德八年（１３０４）增至为９９孔。元泰定二年（１３２５）易石重建，为

６２孔，桥中间有三大孔凸起以通舟，两堍立“汇泽”、“底定”二亭，并各立一对石狮。明成化年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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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垂虹桥易石重建后的孔数，也有多于６２孔之记载。清乾隆《吴江县志》所载明代钱溥《重修垂

虹桥记》、成书于元至正二十六年（１３６６）陶宗仪所撰笔记《南村辍耕录》、清乾隆《苏州府志》卷七转

引明人杨循吉《浚河志略》和始编于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的《辞源》都记载为７２孔。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重修时，仅见４４孔。当时重修时刻有一副对联：“八十丈虹晴卧影；万千年浪直冲湖。”上联

取宋代杨杰句，下联撷明代杜庠句。１９５７年８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时，尚见有４７孔，其余均
已埋没地下。

垂虹桥坐落在江湖交汇水面宽阔处，“环如半月，长若垂虹”，其壮丽秀美，独步江南。与桥东

南堍华严塔构成“长桥塔影”景观。垂虹桥自宋代始建起，即被誉为“三吴绝景”，王安石、苏东坡、

米芾、杨万里、姜夔等数百位历代名人为其吟诵，留下诗篇４００余首。明代沈周《垂虹暮色图》和文

嘉《垂虹亭图》等将垂虹景色化为丹青。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尚存一幅南宋时期所绘的《长虹卧波

图》。

垂虹桥年久失修，１９６７年５月又大部塌毁，存东西两端２０余孔桥洞（显露在外的为１７孔）。
１９８６年７月，其遗迹由吴江县政府公布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５年，市政府拨款在垂虹桥遗

迹周围建造垂虹景区，重现东段１０孔桥孔，与西端显露的７孔相呼应，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重
造华严塔，建造计成园。１１月２５日通过专家验收，于当日举行“垂虹景区”和《垂虹桥遗迹维修记》

揭碑仪式，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苏州市文广局局长高福民和吴江市市长徐明，中共吴江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吴炜等市领导参加揭碑仪式。２００６年６月，垂虹桥遗迹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五）慈云寺塔

慈云寺塔，位于震泽镇区东侧，禹迹桥北堍，始建于宋咸淳年间。慈云寺塔因寺而名，相传其前

身为初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的望夫塔。慈云寺塔为砖身木檐楼阁式，总高３８．４４米，六面五级，由

回廊、塔壁、塔心等组成，自第二层起每层施平座腰檐，并辟三面门，开口方向上下相闪。塔内第

四、五层有楠木刹柱直透顶端。塔刹约为塔高四分之一，由铁质覆钵、仰莲、五重相轮、宝盖、宝珠、

受花和铜质宝瓶等组成。仰莲上有明万历五年（１５７７）修缮时铸刻的文字。宝瓶呈葫芦状。外观慈
云寺塔，翼角轻举，秀丽挺拔。

千百年来，慈云禅寺和慈云寺塔历尽沧桑，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寺毁于兵燹，唯塔独存，民国１３

年（１９２４）由当地丝业公会和经行捐款，重建大殿。民国１５年秋，塔的第五层层面被大风吹坍，两年
后修复。民国２６年１１月，塔遭日军炮击，被击去第四层的飞角廊柱。１９５４年，当地政府和省文管

部门拨款重修慈云塔。１９５７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２年，再修，再次被列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１９９７年，慈云禅寺又作修缮，整修塔院，恢复山门、僧房，建造碑廊，并由赵朴初题写寺

名。１９９８年，再度重修，１９９８年２月竣工。２１世纪初，十八尊罗汉从寺院地下出土，慈云禅寺予以
全面修复。２００５年，大雄宝殿重建。

（六）耕乐堂

耕乐堂，位于同里镇西陆家埭，朝东面河。堂前置褐色木门和竹丝门槛，第一进是门厅，露明三

间。第二、第三进均为堂楼，前堂楼高大宽敞，后堂楼相对低矮，楼与厢均作有副檐折绕，上有坐槛

“吴王靠”。楼为硬山顶，山墙外作仿木砖博风，前檐步柱包方抹角。

４９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耕乐堂最早主人是明代处士朱祥，曾受聘于工部，后协助巡抚周忱修建苏州宝带桥有功，可授

予官职，但他辞请归隐同里，居住在此堂，因其号耕乐，故名为“耕乐堂”。朱祥死后，耕乐堂数度易

主，迭经兴废。清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和清咸丰年间重修，保留了初建时的建筑风格。清后期为黄仲梁
所有。新中国成立后，曾为校舍，后为吴江福利院使用。１９９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１年９月，当地政府对耕

乐堂进行全面修缮。在修缮中，以备弄为东西分界线，增加北路部分。北路前半部分建有门厅、正

厅等，后半部分连通南路，构成一个面积颇大的花园。

花园由回廊与备弄相接，园中间有一荷花池，池边假山高低错落，各种建筑依池而建。池南鸳

鸯厅四周以回廊相绕，用屏风、格扇将其隔为前后两部分，装饰陈设不尽相同，厅内红底白字“鸳鸯

厅”横匾悬挂在正中上方，匾下为一幅“青松图”，两侧是两副对联，其一为：“玉荷含秀映一池鸳鸯

水；金桂飘香播千家耕乐园。”由诗词家沈鹏撰制、女书法家周慧臖书写。该厅的屋顶结构架式为前

后各一个轩廊，以鹤胜三弯椽相接，中间用大坡隔开，体现明代建筑风格。

鸳鸯厅南侧是一个庭院，院中花木扶疏，“三友亭”飞檐翘角。从鸳鸯厅北侧贴水平台往左拐，

进“藏曲”月洞门，为一天井，东壁筑有一座黄石假山。天井西边是燕翼楼，上下两层，轻盈飘逸如

燕。出月洞门，往西北，池边假山上挺立着一棵４００多年的白皮松。穿过山洞，是古松轩，轩由走廊
与池北岸的环秀阁相通。环秀阁上下两层，悬挑水面，与池对岸鸳鸯厅一高一低，互为对景。阁前

三曲桥，朴实轻盈。环秀阁通过天桥与东侧墨香阁相接，墨香阁前有两株清代桂花树，枝繁叶茂，登

临阁上，满园景色尽收眼底。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耕乐堂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七）先蚕祠

先蚕祠，位于盛泽镇五龙路口，坐北面南。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由当地丝绸业公建，为盛泽镇

丝业公所办公议事场所，兼为盛泽农会所在地。新中国建立后，一度曾被用作粮库。因年久失修，

仅存门楼、正殿、楼厅等建筑。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９日，先蚕祠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９０年代末，

当地政府对该祠进行修缮，于１９９９年秋天正式对外开放。先蚕祠是祭祀蚕丝业祖师的公祠，江南
一带传说是黄帝的妻子嫘祖从天庭取来蚕种和桑苗，使人间有了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因此，民间又

称嫘祖为蚕花娘子，先蚕祠也被盛泽人称为“蚕花殿”。

先蚕祠为古典庙堂式建筑，前为门楼，面阔三间，飞檐斗拱，气势轩昂，正中三座拱门，小青瓦压

脊飞翘，外墙配以清水砖贴面。栅门往里，穿门楼、天井，从戏台下而过，是一广场，为香客集散之

处。过广场，是为正殿，殿内除供奉嫘祖外，还祭祀轩辕黄帝和炎帝神农氏。正殿内四根大柱上镌

有两副对联。其一为：“先蚕遗教，抽丝剥茧，扬盛湖风范；后叶沐恩，绣锦织云，擅吴越声名。”另一

副为：“衣被苍生兴百业；彰施藻采映千秋。”正殿对面是戏台。戏台两侧与厢楼相通，坐南朝北，场

地开阔，可容纳数千人。每年小满，蚕神生日，为祈祷蚕神保佑丰收、丝业兴旺，由当时盛泽丝业公

所出资在祠内戏楼酬神演戏三天。

（八）吴江文庙

亦名吴江孔庙，位于吴江市中学校园内，南宋绍兴年间始建，此后多有修建。清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毁于兵燹。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重修大成殿，十二年重建崇圣祠，为现存格局。１９８６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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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先后大修两殿，砌筑围墙，建棂星门。２００６年６月列

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过棂星门，是一条石板甬道，甬道东侧为一花园，西侧是一草坪。甬道尽处为大成殿，系庑殿

式，重檐，面阔五间计２４．７米，进深三间计１３．３米，外檐斗拱重翘，殿上方高挂一块黑底金字竖匾，

“大成殿”三字系由书法家徐穆如书写。以前，大成殿正中祀至圣先师孔子，殿东西两旁祀“四配”

（孔子学生、“复圣”颜渊，孔子孙子、“述圣”子思，孔子学生、“崇圣”曾子和孔子学说继承者、“亚

圣”孟子）。另外，大成殿内还祀闵子损、冉子雍等“十二哲”及诸先贤。

出大成殿，是一个大草坪，沿甬道走到尽处，便是崇圣祠。该祠为重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计２６

米，进深三间计１１米，祠上方竖匾“崇圣祠”三字也为徐穆如所书。崇圣祠与大成殿前后相望，蔚为
壮观。据志载，崇圣祠祀孔子先五代以及“四配”、“宋六子”之父。

大成殿、崇圣祠左侧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吴江政协建造的“历代名人咏吴江”碑廊，廊中立有从西晋

张翰至近代柳亚子历代名人咏吴江的４２块诗碑。右侧是吴江市政府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建造的“孔子
论语集句碑廊”，立有《论语》选句等４３块碑石。

大成殿西边为吴江县学遗址。遗址中为一碧水池，池南侧有一座武康石砌置的断桥，为宋代遗

物，系吴江县学内泮池石桥遗存，池北侧水中有三个巨型青石柱础，为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重建吴江

县学明伦堂遗迹。遗址北边建有“坐仰先贤”碑亭，亭中立有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重修吴江县庙学
记”石碑。

（九）同里镇

同里镇，详见本篇第一章第一节古镇。

　　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一）陈去病故居

陈去病是辛亥革命时期风云人物，其故居位于同里镇三元街，为清末民初砖木结构建筑。存有

百尺楼、绿玉青瑶馆、家庙、浩歌堂、书房及下房等共４２间，占地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８３０．７８

平方米，为无轴线型不规则建筑。

陈去病故居由陈去病祖父似兰，叔父允升、允文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因其祖辈均经营榨油业，故

其建筑为前坊后宅格局，临河而筑。民国９年（１９２０），陈去病利用老屋屋基“易位移方”新建平厅
三间，名为“浩歌堂”。民国２１年，陈去病归乡，在其旧宅新建一幢五楼五底两厢房的堂楼，名为

“绿玉青瑶之馆”。７０年代私房改造，部分房屋归国家接管。１９８０年５月，陈去病故居列为吴江县
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５年４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９日，陈去病子女将留

房绿玉青瑶馆、浩歌堂、下房捐给同里镇政府，至此，陈去病故居所有产权归国家所有。经数年整

修，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８日陈去病故居对外开放。

故居石库大门面西临水，楣额“孝友旧业”。进门为一天井，北侧是家庙，辟为陈列室，东侧是

一楼一底的“百尺楼”，楼名源出《三国志·魏志·陈登传》，又出秦湛《卜算子》句“极目烟中百尺

楼”，是陈去病藏书与写作之所，他所著《百尺楼丛书》即以此楼而名。

天井南侧有一月洞门，洞门上方砖额“绿玉青瑶之馆”原系民国时期同里书法家杨天骥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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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钱仲联于１９９４年重书。进洞门往右即是堂楼“绿玉青瑶之馆”，共１３间，楼下中三间是厅堂，

堂上挂两副对联，一为：“雁帛传书刚成寿字；鸡年舞彩如见壮心。”为南社社员茅祖权庆贺陈去病

六十寿辰撰书。另一为：“其人以骠姚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淡泊宁静之

庐。”系陈去病自撰。厅堂两侧有屏门与厢房相隔。北厢房为陈去病书房与卧室。南厢房二层系一

露台，登台可望到陈氏先茔中山亭。堂楼门前天井里尚存一块孙中山所题“二陈先生之墓”残碑

（“二陈先生”指陈去病的父亲与叔父）。

百尺楼北侧往东有一院，院中有“浩歌堂”，是陈去病会客之所。该堂面阔三间，坐北朝南，民

国９年（１９２０）落成时，陈去病适阅白居易《浩歌行》，因名“浩歌堂”。堂中曾悬“女宗共仰”横匾，系

孙中山褒扬陈去病之母倪太夫人“鞠育教诲，以致于成”而亲笔所题。堂中抱柱挂有陈去病自撰对

联：“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论，沧海归来，信手钞成正气集；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头老去，新居

营就浩歌堂。”

（二）致德堂

致德堂坐落在震泽镇梅场街３４号，其建筑布局、风格与师俭堂颇为相似，集河埠、街道、店铺、

行栈、厅堂、内宅、花园等建筑于一体。该宅兴建于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落成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堂主徐帘青为震泽富商，民国年间，他年事已高，将家业传于其子徐子为。徐子为（１９０６—１９５８），早

年就读于上海文学院，擅长诗文，为南社社员，成年后热心于地方教育、卫生、交通、金融等事业，先

后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１９８６年７月致德堂列为吴江县文物保

护单位，２００６年６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致德堂占地１６５０平方米，前后六进，除第五进内宅花厅面临花园坐北朝南外，其余均坐南朝
北。第一、二进已被改建，第三至六进基本保持原貌。第三进为正厅，系花篮厅造型，厅北檐雕有一

对大花篮，南檐刻有一对小花篮，原为“震源丝经行”所在。第四进为平厅，厅内原挂有清同治状元

陆润庠手书的“致德堂”匾。该厅是徐氏家庭活动中心，祭祖团拜、婚礼寿庆等俱在此举行。第四

进与第五进之间以一宽阔的庭院相隔。院之西南凿有一个约三米见方的水池。第五进为内眷住

宅，面阔四间，楼上设有统阳台，可俯视楼前园景。花园处在第五进与第六进之间，园东西侧各有一

座丈余见方、飞檐翘角的茶亭，现西亭尚存。第六进为一排四间洋式楼房，与前五进建筑风格迥然

不同。

（三）丽则女学校址

丽则女校校址位于同里镇新填街南濠弄，紧靠退思园。丽则女学的创始人是退思园第二代主

人任传薪（１８８７—１９６２），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二月。丽则女学初创时期条件艰苦，任传

薪将退思园作为校舍，后由于入学人数增长，遂于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购得刘氏地基，建造一幢七开
间的两层教学大楼。１９１６年，又加建为三层，至此，这幢教学大楼使用面积达６１７．４８平方米，总高

１５．９米。该楼为歇山顶，清水砖墙，屋面铺小青瓦，出檐有飞椽，灰缝以石膏嵌线，楼窗均饰花纹，
底楼建拱形门柱走廊，二层北侧有统长阳台，白石膏镶护栏，室内宽敞、明亮。这样的建筑在当时国

内乡镇中，堪属罕见。时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亲笔题写“诚勤朴爱”四字校训，勒石置于

大楼北侧三层正中墙体，国学大师钱基博撰写《校宇记》，由女教育家庄娴写石镶嵌于二楼明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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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三楼落成之日，举行了庆祝典礼，出生在同里、时为参议院议员的蓝公武出席。在教学大楼

加建为三层的同时，大楼西北侧新建一座清水嵌线、六柱八字式的校门。教学大楼保存完好，校门

也基本保持原貌。

丽则女学校址之所以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是因为除教学大楼外，还有一块“国耻纪念碑”。

该碑立于教学大楼北侧，系民国４年（１９１５）丽则女学师生为纪念声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
“二十一条”而立，碑文由钱基博所撰，女书法家吴芝瑛书丹。１９９５年４月，丽则女学校址列为江苏

省文物保护单位。

（四）张应春烈士墓

张应春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女活动家，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十一月十一日生于吴江县黎里葫

芦兜村（今汾湖镇北厍社区黎星村），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４月牺牲于南京。张应春牺牲第二年，柳亚
子寻找其遗骸，未果，便与知友沈昌眉及张氏亲属在黎里营建衣冠墓，请于右任题写“呜呼！秋石女

士纪念之碑”。民国２０年，墓筑成。入葬时，以梳妆盒代首，还有帽子、衣裤、鞋袜等遗物一起入葬。
墓茔位于黎星村北莲荡滩，坐南朝北，以示向着张应春牺牲之地———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张应春

烈士墓得到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屡有修葺。

１９８０年５月，张应春烈士墓被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１年，北厍乡党委组织当地群众

参加义务劳动，将不足３０平方米的墓地扩展为１０５２平方米。１９８６年，墓西侧新建张应春纪念室。
１９９２年，纪念室院内立张应春烈士汉白玉半身雕像，像座正面镌张爱萍将军的题字“张应春烈士永

垂不朽”，背面刻吴江县人民政府所立的碑文。４月，纪念室改为纪念馆，由陆定一题写“张应春烈

士纪念馆”匾额。之后，墓区向南扩展，总面积达７０３０平方米，同时，又进行整修、绿化，整个墓地遍
植柏树、香樟、水杉等树木。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９日，张应春烈士墓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４月、９

月，张应春烈士墓和纪念馆分别被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中共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为

“吴江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苏嘉铁路７５号桥侵华日军炮楼
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２月，苏（州）嘉（兴）铁路开始修筑，民国２５年４月下旬，全线基本竣工，由于

处于水网地区，桥梁涵洞多达９９座，由北向南依次编号，其７５号桥位于盛泽史家浜村（今群铁村）。
民国２５年７月１５日，苏嘉铁路正式运行，全线长７２公里（在吴江境内长４７公里），设苏州、相

门、吴江、八坼、平望、盛泽、王江泾、嘉兴等８个站。民国２６年１１月１９日苏嘉铁路全线被侵华日军

占领。沿线军民奋起抗击日寇。日军力图保持铁路畅通，在各车站和重要桥梁边上建造碉堡炮楼，

驻扎铁道警备队，７５号桥炮楼，曾驻扎１个守桥班。此炮楼位于史家浜村西、７５号桥东南侧，营建

于民国２７年下半年，由东向西依次为东炮楼、营房、西炮楼，均两层，内部相互联通，总建筑面积
１１９．４２平方米。民国３４年日军投降后，７５号桥炮楼曾废弃一时。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碾米厂、杂

物堆放间、养鸭场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当地和市文物部门对７５号桥炮楼进行维修，同时修筑驳岸、
道路等配套设施，内部作《勿忘国耻》主题陈列。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８日，作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

防教育基地对外开放，继而列为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２００５年１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

位。２００６年６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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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一、古遗址

（一）广福遗址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广福遗址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详见本篇第一章第三节古遗址及第五章第
五节遗址考古发掘。

（二）唐家湖遗址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唐家湖遗址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详见本篇第一章第三节古遗址。

　　二、古建筑

（一）洪恩桥

洪恩桥，俗名环桥，１９８６年７月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七都镇望湖村。据桥拱券题刻
所载，建于明成化六年（１４７０），由当地皇甫等姓２５户人家捐银７２两建造。此桥距今５００余年，基

本保持原貌，除桥面石级经后人整修、局部改为花岗石外，其余均是青石构筑。桥为拱形单孔，东西

走向，长１３．３米，堍宽２．５米，顶宽２．２４米，矢高３．０５米，跨度为５．６米，矢跨比大于二分之一，堪

属陡拱。桥的拱券采用典型的明代做法，分节并列砌置，券石之间用榫卯相接，上下错缝，券石横向

则用“铁扁担”、腰铁连接，以增强券石之间的整体性。洪恩桥桥基未采用常见的木桩基和多层水

盘石，而是将底盘石和桥墩脚直接筑在地基上，地基上纵横相间铺设一层长条青石，桥台就砌筑在

这青石之上。这种做法颇为少见，与当地特有的土质有关。吴江沿太湖一带的土壤为小粉土，这种

土壤呈颗粒状，非常细腻板结。洪恩桥正是利用了这种土壤，将之作为天然桥基，省工省料，保证质

量，充分反映当时造桥者的聪明才智。

洪恩桥南北两侧各有两只“桥耳朵”（系石），在其端面均雕刻着一种怪异的“吸水兽”，宽鼻、突

眼、阔嘴，额旁生角，腮边有爪，面目甚是狰狞可畏。这种怪物叫“蚣 ”。明代杨慎《升庵外集》卷

九五中云：“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六曰‘蚣 ’，性好水，故立于桥柱……。”洪恩桥

上雕刻“蚣 ”，让其俯首向下，正视河心，寓意欲使流水恬静安宁，不让河中妖孽兴风作浪，表达当

时人们辟邪禳灾、安居乐业的愿望。雕刻颇为精致，上部阴刻眼圈，两侧刻着双耳，阔嘴以弧线勾

画，弧线下以小三角表示牙齿，额上刻曲线须毛，腮边则刻有两爪，为构造奇特的洪恩桥增添些许艺

术之美。

（二）朴泽桥

朴泽桥，位于松陵镇八坼社区直港村。该桥拱形单孔，东西走向，跨于朴泽港之上。当地称其

为王家桥。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桥拱券正中刻有建桥碑记，上有“明嘉靖乙卯五月”字

样。清康熙三年（１６６４）重修。全桥除桥面石级和部分龙筋、间壁外，均为青石构筑。朴泽桥全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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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３．５米，堍宽２．２米，桥顶宽仅１．８５米，甚是小巧玲珑，桥身青白如洗，犹似一件晶莹剔透的玉

器。１９９７年９月，朴泽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广福桥

广福桥位于七都镇隐读村，其西堍为浙江湖州地界。始建于元至正十四年（１３５４）。现存之桥

由当时江苏省吴江县和浙江省乌程县于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合建。从桥上题刻中可知，当时由９５人
捐银９９两４钱。桥东西走向，拱形单孔，由武康石（紫石）、青石和少许花岗石构筑，全长１７．４米，

桥顶宽２．３４米，桥堍宽２．６４米，矢高３．１７米，跨度６．９米。广福桥拱券的砌置采用分节并列和纵

联分节并列两种方式，具有由明向清过渡的时代特征，这在吴江全市所有古石桥中绝无仅有。桥上

的题刻颇多，其中有刻在拱券石上的尖角嫩叶、含苞待放的莲花雕刻，除佛教意义外，还表达了古人

祈求生殖繁盛的愿望。１９８６年７月，广福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四）癉明桥

癉明桥，位于盛泽镇东白漾口。据清乾隆《盛湖志》记载，此桥始建于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清雍

正十一年（１７３３）重修。另据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所刻《盛湖志》记载，该桥建于明崇祯十四年，清雍正
九年重建。１９９１年，当地政府对桥进行整修。此桥南北走向，全长４６．９４米，桥顶宽４．２５米，堍宽

５．４５米，拱形三孔，中孔较大，矢高５．３９米，跨径达１０．７米，两次孔较小，使整个桥形富有风姿。桥
东西两向均镌刻对联，东向为：“祥开震巽彩虹高，千秋壮丽；喜溢乾坤新月满，万户盈宁。”西向为：

“雁齿衔堤，近练白漾流五聚；龙腰亘渡，遥通沧海窦三环。”１９８６年７月，癉明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

护单位。

（五）禹迹桥

禹迹桥，位于震泽镇宝塔街东端，纵跨 塘，清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当地为纪念大禹治水而
建，现存之桥为清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重建。禹迹桥南北走向，拱形单孔，总长４３．５米，顶宽４．３

米，南堍宽６．２米，矢高５．５６米，拱径１０．４５米，桥北堍砌有东西两向石级踏步。桥拱券龙门石刻

有“云龙”图案，桥面石上刻“轮回”和各类吉祥图案。桥北侧耸立着慈云寺塔，构成“拱桥塔影”景

观。《林家铺子》、《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影片的摄制组曾到这里取景。禹迹桥上镌刻的对联颇有

特色。其一为：“善政惟因，不易大名仍禹迹；隆时特起，重恢古制值尧巡。”另一副为：“市近湖誑，

骈肩无侠临流唤；地当浙委，绣壤应多题柱才。”１９８６年７月，禹迹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六）富观桥

富观桥，旧名庆荣桥，跨同里镇后港，始建于元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现存之桥为清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重建。１９９８年９月，由当地修缮。该桥为拱形单孔，南北走向，全长３４米，中宽２．８５米，矢

高５．１米，跨度９．４米。桥面设有坐栏，桥北直角相交两个桥堍，分别向西、北延伸，有石阶１４级和
１５级。构筑富观桥的石材多样，有元代初建时的武康石和明代整修时的青石，又有清代重建时的

花岗石。桥拱券上刻有“鲤鱼跳龙门”图案，反映当时人们求得功名光宗耀祖的愿望。１９９７年９

月，富观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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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和桥

中和桥，坐落在盛泽镇王家庄街，始建无考，重建于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年）。此桥为梁式单孔，

东西走向，全长１８．５米，桥顶宽２．６５米，堍宽３．０５米，高３．７米，跨度５．１５米。该桥两边桥台各有

一个拱形泄水孔，上有楣额，南侧的为“月波”与“川媚”，北侧的是“挹秀”与“梯云”，桥由花岗石砌

筑，桥面中心石上刻“风涡”图案。中和桥小巧玲珑，造型别致，刻凿精细，桥身两侧镌刻文字优美

的对联。北侧联为：“金波遥映红梨渡；玉带长垂绿晓庄。”上联中“红梨渡”，在盛泽镇区西北的桥

北荡畔，相传明代巨富沈万三曾于此地植万株红梨树而名。下联中“绿晓庄”，即绿晓斋，在中和桥

的东桥堍，为明代诸生卜舜年之居所，卜舜年故世后，称为绿晓庄。南侧联为：“北胜跨虹融水德；中

和位育贯文风。”联中“北胜”，为盛泽以前一个坊名，相传沈万三本为盛泽人，曾建北胜、南胜两坊

于宅旁，后以北胜坊名街里，中和桥属北胜街里，其南不远有北胜庵。中和桥为拱桥，故以“跨虹”

形容。１９８６年７月，中和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八）普安桥

普安桥，位于同里镇区东北，拱形单孔，南北走向，跨后港，初建于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明弘治年

间（１４８８—１５０５）里人顾宽、沈达重建，现存之桥为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重建，桥全长２１米多，拱

券跨度为７米，由清一色的花岗石砌成，观之，甚为清隽秀丽。该桥因桥身西侧刻有对联：“一泓月

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故亦名“读书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九）思范桥

思范桥，位于震泽镇区西侧。桥名中的“范”指春秋越国大夫范蠡。传说当年范蠡偕西施隐

居在震泽镇南的斩龙潭（后改称为蠡泽湖），范蠡走后，当地百姓在他去五湖泛舟必经之处建造

“思范桥”，以表怀念之情。思范桥为拱形单孔，南北走向，跨 塘，桥全长３４．２米，中宽４．９米，

矢高５米，跨度为１２．２米，全桥均以花岗石构筑。该桥始建年代无考，元至正二十三年（１３６３）、

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清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分别重建，现存之桥为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重建。

桥身两侧各镌刻对联，西向为：“苕水源来，阅尽兰桡桂楫；荻塘波泛，平分越尾吴头。”东向为：

“禹迹媲宏模，望里东西双月影；蠡村怀古宅，泛来南北五湖船。”１９９７年９月，思范桥列为吴江市

文物保护单位。

（十）泰安桥

泰安桥，坐落在盛泽镇黄家溪村。该桥建于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现存之桥为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重修，梁式三孔，南北走向，跨黄家溪市河，花岗石构筑，桥全长２０米，中宽２．４米，堍宽３．７５

米，中孔高３．９５米，跨径５．０５米。泰安桥的建筑特色在吴江众多古石桥中虽不出众，但其历史价

值颇高。明代时，黄家溪丝织业已相当发达，受人雇织者为受雇，每天早晨立于泰安桥及另一座名

叫“长春桥”的石桥上（该桥已不存），待人雇织，称为“走桥”，或称“找做”。此风俗一直延续到清

代。“走桥”或“找做”这种雇佣现象，使泰安桥成为吴江丝绸历史和中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

见证者。１９８６年７月，泰安桥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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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八坼古桥梁

八坼古桥梁通常是指坐落在松陵镇八坼社区的永宁桥、万安桥、联源桥和合浦桥４座古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这４座古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同里三桥

同里三桥，位于同里古镇区中偏西，分别名为太平桥、长庆桥和吉利桥。太平桥位于鱼行街与

富观街之间，跨西市河，南北走向，梁式单孔，花岗石砌置，桥台累砌，桥面石梁、石栏均用巨型石条

架设。桥长１２．４６米，桥面宽２米，桥堍宽２．３５米，跨度３．４米，高２．３米，东向柱石上刻有桥联：

“永济太平南北路；落成嘉庆廿三年。”此桥初建无考，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由里人范景烈等重建，

清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再建，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修建。长庆桥，旧名福建桥，一名广利桥，又

名谢家桥，跨东柳圩、道士埭、西市河，南北走向，拱形单孔，花岗石砌置。桥长１１．５４米，桥面宽１．

７５米，桥堍宽２．５米，跨度５米，高２．７２米。始建无考，清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里人重建，清同治十

二年（１８７３）八月里人公捐再建。长庆桥龙门石上刻有“鲤鱼跳龙门”石雕一方，西向明柱石上刻有

桥联：“共解囊金成利济；好留柱石待标题。”东向柱石上刻有“同治十二年桂月吉立，里人公捐重

建”字样。１９８８年夏秋，同里镇政府加固整修该桥。吉利桥，拱形单孔，位于太平桥的东南侧、长庆

桥的西南面侧，东西走向，始建年代不详，重修于清乾隆十一年，乾隆四十八年重建。１９８８年，又

重建。

同里三桥分跨两河三街，以其独有的“桥中有桥，桥边有桥，下了这桥，又上那桥”相映成趣。

三桥形成了“过三桥”习俗，凡居民嫁娶，必在鼓乐声中抬着花轿过此三桥，老年人过６６岁生日吃过

寿面后，也要来走这三桥，以图吉利长寿。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同里三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三）博士桥

博士桥，位于横扇四都村，由两座成“八”字形的梁式桥梁组成。东西向的一座长１０米，桥面宽

１．８米，跨度为５．４米，高３．１０米，南北向的一座长１１．７米，桥面宽１．６米，跨度为４．８米，高３．０５

米。此桥原为木构，所存之桥系于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用附近废圮的崇吴寺之石构筑。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博士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四）莲云桥

莲云桥，位于盛泽镇坛丘社区，拱形单孔，东西走向，跨坛丘港，拱券用武康石纵联分节并列砌

置，金刚墙基本上为青石，余为花岗石。桥长２５．６米，宽３．１米，跨度１０．６米，矢高４．５２米。初建

于元延四年（１３１７），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修建，名莲花桥，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重建，易为今名。

（金刚墙上砌有清光绪二十三年所刻记载建桥始末的青石碑。）

桥身两侧均镌刻着对联。其一为：“白莲池边，龙鱼俱跃；碧云深处，霞鹜齐飞。”该联用燕颔格

将桥名镶嵌在第二字的位置上。另一联为：“路达东西，相界盛湖笠泽；波萦左右，常依明月清风。”

上联点明了莲云桥的地理位置，下联中的“明月”、“清风”分指东西两侧的明月桥和清风桥。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莲云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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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双塔桥

双塔桥，位于七都镇双塔桥村与震泽镇北长村交界处，濒临稽五漾，原名双石桥，有东西两桥，

各为拱形三孔，并分别在桥堍镇立着一座石塔（故名“双塔桥”），初建于明代洪武年间（１３６８—
１３９８），明万历七年（１５７９）由浙江南浔籍高官董份重修，后两桥俱圮，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里人盛宣

令、邱美中募捐重建，东侧的那一座仍为拱形三孔，西侧的那一座改为梁式。现存之桥为清光绪二

十七年（１９０１）重修，全桥以花岗石砌筑。桥顶立有四柱，雕有两对狮子。双塔桥周围景色十分秀

丽，在桥顶上，举目远望，太湖洞庭东山清晰可见，收眼近观，稽五漾里波光粼粼，与桥上一副对联

“遥对莫厘峰，别饶胜境；濒临稽五漾，时听渔歌”相吻合。８０年代，电影《杜十娘》摄制组将这里作

为外景拍摄地之一。桥上还镌有三副对联，其中一副为“唯上上田，农桑兴大利；活泼泼地，兰若宛

中央。”下联中的“兰若”指桥西堍的浮碧庵，尚存，２０世纪初，当地对其进行整修。１９９７年９月，双
塔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六）白龙桥

白龙桥，坐落在盛泽镇西北的龙桥村。该桥系花岗石构筑，拱形三孔，南北走向，总长４０．６米，

中孔矢高５．６米，跨度９．９米，两次孔小于中孔，使桥形变化多姿，犹如长空雁序。白龙桥所跨的白
龙港，水面颇为开阔，东西两向紧依蚬子兜和小牛荡。该桥初建于清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初年，现存

之桥建成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８０年代，大型电视片《话说运河》对白龙桥作了介绍。该桥声名远
播，因其形制恢宏多姿、周围风景优美，又桥身上镌刻一副对联：“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

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风送万机声”是盛泽丝绸纺织业生产规模的真实写照。“晴翻千尺

浪”既真切描绘地域实景，也意在描绘丝绸业兴盛气象。白龙桥雕刻精细，桥顶面石和拱券龙门石

上分别刻有“笔（必）锭（定）如意”、“瓶（平）笙（升）三戟（级）”和“云龙”、“太极”等图案。１９８６年

７月，白龙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七）黎里市河驳岸及古桥（包括河埠、系船石）

黎里市河全长１８５９米，其中镇东梅兰桥至镇西明月桥长１２４６米，镇西子来桥至镇西梢望平桥
长１９３米，镇南接桂桥至镇北秋禊桥长４２０米，两岸共保留石驳岸３７１８米。石驳岸上镶嵌２５４块系

船石，系船石雕刻精致细巧，图案各异，有“犀角”、“如意”、“象鼻”、“八仙”、“五色旗”、“瓶（平）笙

（升）三戟（级）”等。沿驳岸每间隔１５米左右，便建有一座河埠，共有２５０余座，形态有单落水、双

落水，也有淌水式和悬挂式。

市河上有青龙桥、迎祥桥、道南桥、梯云桥、进登桥、大陵桥、清风桥、望恩桥、秋禊桥等古石桥，

颇有特色。道南桥拱券上镌“二龙抢珠”，桥面石刻“五蝠捧寿”；梯云桥与进登桥，桥墩两边各有一

个泄水孔，进登桥的北堍尚有一个东西向双落水坡平台；大陵桥的桥面上铺有一块长达数米的武康

石，是其拥有悠久历史的佐证；望恩桥西堍，立有一块石碑，从碑文中可知此桥原名为“万善桥”。

古桥上还镌有不少对联，青龙桥西向对联为：“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东向对联为：“长虹高挂

千门月；巨锁遥连万顷云。”清风桥的北向对联是：“清秀一川星可望；风高千古月分明。”上下联首

字镶嵌桥名“清风”，南向对联为：“庚午重逢悦新盛；仲秋载造乐丰盈。”上下联第六字镶嵌该桥别

名“新丰”。迎祥桥西向对联为：“东西迎接川流水；南北常通行旅人。”东向对联为：“日色照临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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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风光会合集千祥。”此联暗中隐藏桥名“迎祥”。２００５年１月，黎里市河驳岸及古桥列为吴江市

文物保护单位。

（十八）禊湖道院和秋禊桥

禊湖道院，位于黎里古镇区西北侧秋禊湖中绿洲之上，原名昭灵侯庙，祭祀唐太宗第十四子曹

王李明。宋元间，俗呼昭灵侯为城隍神，故又名城隍庙。禊湖道院屡有兴废。明嘉靖年间重建后，

清顺治至嘉庆年间数度重建、增筑、重修。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燹。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里人公捐重

建，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重修。新中国成立后，禊湖道院为当地粮食部门仓库，后存有大殿、偏殿、财

神殿等建筑。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当地政府全面修复禊湖道院，是年１１月２０日竣工。
秋禊桥，东西走向，跨秋禊湖，连接禊湖道院和秋禊湖西岸，梁式三孔，由花岗石构筑。桥面两

侧石梁，梁间架长方形石板，人行其上，发出“极搁”之声，故俗称“极搁桥”。桥长１９．５５米，中宽
１．８６米，高２．１８米。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由里人建造，清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重建。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

再重建，１９９８年重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禊湖道院和秋禊桥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九）东林桥和刘猛将军庙

东林桥和刘猛将军庙位于平望镇溪港村。东林桥，拱形单孔，东西走向，跨韭溪，初建无考，明

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两度重建，清嘉庆三年（１７９８）重修。该桥南北两侧均
镌有对联，南侧对联颇具诗情画意：“浩渺波光涵笠泽；参差帆影接莺湖。”

刘猛将军庙在东林桥东堍，现存建筑建于清同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祭祀元代将军刘承忠，相
传他是灭蝗保穑之神，元末承忠驻守江淮，会蝗旱，督兵捕逐，蝗殄灭殆尽。后元亡，自溺死，当地人

祠之，称之曰刘猛将军。另一说刘猛将军为宋代将军刘
0

，亦为灭蝗保穑之神。宋景定四年，旱蝗，

上敕刘
0

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吴江各地有举办“天曹神会”风俗，应与扬威侯天曹猛将有关。

刘猛将军庙简称刘王庙，以前各地都有，吴江地区就有好多座。时过境迁，吴江各地的刘王庙均消

失，唯独留下韭溪旁的这一座。刘猛将军庙与东林桥一起，构成水乡特有的“桥庙相映”景观，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施相公庙和邑宁桥

施相公庙和邑宁桥，位于横扇镇东北的四都村庙前自然村。施相公庙建造年代不详，施相公即

南宋初抗金将领施全，岳飞被秦桧陷害后，他在杭州邑宁桥畔行刺秦桧不成，被杀。杭州人民为纪

念他，便在邑宁桥畔建施相公庙。横扇庙前村人效仿杭州，在庙前港上建邑宁桥，桥畔则建造施相

公庙。施相公庙，坐北朝南，共有三进。第一进为山门，面阔五间计１４．４米，进深４．５米，山门前一

对抱鼓石上的“狮子滚绣球”雕刻得栩栩如生，至今完好无损。第二进为前殿，被拆后重建，面阔三

间９．９米，进深７．６５米。第三进大殿面阔三间计１１米，进深１６．１米，为九檩五架大梁结构，除屋脊

重建外，其余均为原筑，月梁、五架梁、三架梁、双步梁上均雕有动物、花卉等图案。殿上有一抱柱对

联，是为：“精忠惊北虏，报仇泄恨，当年眼底岂容奏；大义凛南都，为国捐躯，此日胸中惟有求。”

邑宁桥因北堍有施相公庙，故亦名施相公桥，拱形单孔，南北走向，跨庙前港，桥长１８．５米，桥

面宽２．２５米，矢高３米，跨度５．７米，初建无考，现存之桥为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重建。桥东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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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均镌有对联，西向为：“成梁正遇神仙诞；题柱还期经济才。”上联中的“神仙”，指的是“八仙”中吕

洞宾，相传农历四月十四日是其生日。东向联为：“放鸭栏开春涨软；卖渔网晒夕阳明。”构筑的意

境很是优美。邑宁桥与施相公庙结合在一起，组成一幅“桥庙相映”的水乡特有景观，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一）卧云庵

卧云庵，俗称土地堂，１９９７年９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同里镇上元街，据清嘉庆《同

里志》记载，该庵“初建无考，东为观音殿，西为土地祠，祀同里社主，相传唐太子敕封里域明王”。

（“明王”旧指社神的封号）该庵明万历年间重建堂庑，清乾隆、嘉庆年间增建、修缮。另据庵东厢房

后墙内镶嵌的碑刻记载，该庵初建于明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现存建筑共有两进１４间，占地５９１

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０７平方米，其中大殿通面阔１４．９２米，通进深７．７６米，该殿露明三间，硬山顶，前
后七檩，明、次间为减七檩飞檐。大殿屋顶平缓，出檐较深，柱头及檐口飞椽均有收杀，脊檩上有彩

绘，童柱（立在梁架上的柱）呈方形，结点上均有斗拱联结，步柱粗矮。

（二十二）小九华寺和地藏泉井

小九华寺，位于平望镇，南濒莺盄湖，东靠京杭大运河，北依安德桥。原名东岳庙，祀东岳泰山

之神。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建，清康熙、乾隆年间（１６６２—１７９５）先后增建后殿、大士殿、山门、客
堂、斋堂等建筑。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毁于兵燹，清光绪年间（１８７５—１９０８）重建。东岳庙香火颇甚，

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十月初一间，远近香客汇至，各地游人纷至沓来，谓之为“香市”，其胜状足与

安徽青阳九华寺媲美，故被称为“小九华”。小九华寺全盛时占地百余亩，殿堂楼阁３００余间，僧众

５００余人，碑刻经幢百余通，为江、浙一带重要的佛教道场。该寺因中国近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在
此出家并在寺内亲植桂花树而誉满江南。新中国成立后，小九华寺改为当地粮管所仓库。１９７０

年，南侧又改为面粉厂。１９９６年，当地政府在原址重建小九华寺，先后恢复山门、天王殿、大雄宝

殿、地藏殿、观音殿、钟鼓二楼、千佛宝塔、石牌楼、太虚法师纪念堂等建筑。

地藏泉井位于大雄宝殿后东侧，距大殿台基３米处，青石六角形井圈，上口内径０．３米，外径

０．５４米，高０．３２米。井内壁为圆形，用砖砌筑。井台略呈长方形，约南北１米，东西０．８米。古井保
存完好，井水清冽，仍为生活用水。相传明代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小九华寺兴建地藏阁时，众信

徒诵念地藏经，地藏菩萨空中显灵，用锡杖杵地，突涌泉水，其水甘甜，“锡井涌泉”圣迹受众多佛教

信徒顶礼膜拜。在地藏泉井旁侧尚有两样宝物，一是桂花树，为太虚法师与士达和尚合种，枝叶繁

茂，茎如碗口，高达丈余。另一是黄杨树，据说此树为明代时所植。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小九华寺地藏泉

井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三）汾阳王庙

汾阳王庙，亦名郭将军庙，位于桃源镇铜罗社区西南端。该庙初建于宋乾道七年（１１７１），清康
熙十年（１６７１）僧永修重建。“汾阳王”和“郭将军”均指唐代著名军事家郭子仪。传说唐开元初年

（７１３），正当英俊少年的郭子仪途经铜罗，射死专吃婴孩的野猪而为民除害，当地百姓感恩不尽，在

他离去后自发捐钱，立一块长生牌位，后又筑庙祭祀他。汾阳王庙存有后殿五间，东西偏屋各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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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偏屋为２００８年恢复）。殿正中端放着郭子仪坐像，正梁上塑有彩绘神像，为清康熙十年重建时

原物。西偏屋重修时间稍晚，为清乾隆年间（正梁上写有“乾隆五十二年季冬月信女凌门吴氏仝男

并诚贤媳孙氏……五福祈保家门……”字样），西墙上留有好几幅壁画。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
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四）周宫傅祠

周宫傅祠，坐落在黎里南新街庙桥弄。该祠原名宫傅周公祠，祀清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周元理。

周元理于清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病逝，终年７７岁，逝后葬在黎里西合圩，由尚书彭启丰作墓志铭。

清乾隆六十年，为祭祀周元理而专门建造了一座祠，即为周宫傅祠（宫傅为对加有“太子少傅”衔的

尊称）。祠共有六进，朝南前三进为祭祠，后三进为周氏家祠。民国初年，该祠曾作为祭孔之所。家

祠部分存有两进，祭祠部分全存。１９８６年７月，周宫傅祠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市文物部门与当地政府对第三进祭祀大厅进行修缮。该厅为三开间，面积１２１．２１平方米，厅内

中央四根木柱下的石鼓墩为莲花式，梁枋上所刻图案颇为精美。祠内尚存一块上谕祭周元理石碑，

碑石两面均刻有文字，一面刻“诏书”，另一面刻“祭文”。当时，祠内尚有两额，其一为“之江物望”，

由清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阿桂所题，另一额为“庆余德荫”，由桐城（今

属安徽）方维甸所题，惜均已不存。

（二十五）莘塔跨街楼

莘塔跨街楼，位于汾湖镇莘塔社区河西街，北起里仁桥，南至老医院石板桥北堍以西尽头，由７
个跨街房屋单体紧密连接而成，楼底跨街部分的西侧是莘塔商家集聚之地，东侧面临市河，沿河筑

有驳岸、河埠，供过往、上街购物船只靠岸停泊。该跨街楼历史悠久，据原莘塔镇志办公室考证，元

末明初，浙江安吉凌氏宗族为避战乱，举家迁徙到黎里镇，明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４８７）移居莘塔，至清

代，凌家５个分支中的第三分支敬萱公，在莘塔老医院旧址上再次分立门户，当地人称之为“东墙

门”和“西墙门”，其后代，分别为商贾和读书人。此后，商铺一直向北延伸，形成跨街楼商业区。现

存建筑建于清光绪（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初、中期。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跨街楼南段重修。一百二十余年来，

这里商店林立，成为莘塔商业中心。随着莘塔新街的开通，这里的商业地位逐渐淡出，现已成为居

民集居地带。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莘塔跨街楼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六）庄面

明末清初时，盛泽绸市交易集中于市河两岸，以中段善嘉桥一带最为密集，称庄面（意为绸庄林

立的街面，后世称旧庄或老庄面）。清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农历三月十三日，桥南新街口失火，逾善

嘉桥延烧至北岸，毁房５００余间。稍后，盛泽绸业界集资在西肠圩南端建“新庄”，形成新的交易市
场。新庄由市廛两埭构成，中为夹道。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培元公所出资在新庄之南增建市廛

一埭，称为南庄。庄面为一封闭形建筑，格局类似科举时代的考场，四周筑围墙，北设一门，东西各

有两门作通径，庄内系一式的砖木结构矮房，被一条南北通衢、两条东西夹道所分割。每间店面均

一隔为二，分别由绸行及领户租赁使用。绸行朝南，领户面北。室内陈设除柜台外，设账桌、坐凳、

钱柜等器具，另备有秤具、量具、文具等物品。每天收市之后，绸匹及现金由绸行、领户各自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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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面内由绸业公所雇用的老年工友守夜。清末，绸市兴旺，徽商集资在庄面东南建徽州庄，格局与

庄面相似，由南北两埭市房构成，两边各２１间，中间为碎石夹道，东西各开一扇庄门。该庄由徽宁

会馆经营，租与绸行、领户及其后产生的机料店、绞制工场使用。此外，庄面周围的庄面一弄、庄面

二弄及庄横头一带也有类似的市房。庄面的运营绵延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１９５６年，蚕桑丝绸产品

由国家委托加工收购，产销渠道改变，庄面丧失其专业市场功能。进入８０年代，市场经济复趋活
跃。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地处盛泽镇西郊的东方丝绸市场开业，经数年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纺织品

市场。

庄面旧址位于盛泽花园街之南，分布面积为２９４１．２７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为２５１６．８５平方

米，包括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和徽州庄等，现多为民居。在东、西、北三向墙基尚存有绸业公所所立

的界碑。庄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专业丝绸交易市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
市文物保护单位。它与先蚕祠、白龙桥、济东会馆、泰安桥、培元公所纪念井等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

控制单位共同构成盛泽镇的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丝绸历史遗址群。

（二十七）怀德井和吴氏旧宅

怀德井，坐落在吴江市区中山北路与流虹路相交之处，因其井栏以一巨石分三穴取水，故俗称

“三角井”。此井由吴山凿于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重修。吴氏为吴江鼎族，累

代簪缨。吴山在朝公正，在乡里为便利邑民，捐资在其宅西凿井。此井?縥澄澈，前来汲者不绝。

时吴江知县张明道为褒扬其德，题名为“怀德井”，取饮水思源、德流于后之意。原筑有井亭，后倾

圮，泉亦日渐壅淤，民国《垂虹杂咏》有诗描述：“三角栏存水不波，当年怀德意云何？后贤若步柳塘

武，浚井还将旧德歌。”２０００年８月，市政府疏浚整修怀德井，在井旁砌置围栏、石凳、石碑等。２００５
年１月，怀德井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吴氏旧宅，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由明代吴氏后裔重建，位于怀德井东北不远处，松陵镇中心
北巷内。中心北巷原名尚书巷，其名由尚书坊而来。清乾隆《吴江县志》卷十载：“吴孝子宅，在城

内六子桥西，明孝子吴璋所居，后以子洪贵，移居桥东，即尚书坊也。璋孙山与洪并以刑部尚书赠太

子少保，故坊内额曰父子宫保尚书。”吴氏旧宅存有第四进等，主体建筑为三开间两层，坐北面南，中

为天井，两侧为厢楼，前有砖雕门楼，天井内青石板铺设地面。

吴江城区内，吴氏旧宅是除怀德井外仅存的吴氏遗迹，堪为珍贵。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
物保护单位，作为扩展项目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怀德井”合并。

（二十八）鸿寿堂及洛雅草堂

鸿寿堂及洛雅草堂坐落在黎里浒泾街鸿寿弄内，原为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５—１７９５）工部尚书周元

理从弟周王图旧宅，原有七进，存五进，１９８６年７月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鸿寿堂，第三进，为
一平厅，三开间，建筑面积１７１平方米，明代建筑。１９８９年落架大修。该堂前为石板天井，堂中间门

前排列８扇落地花格长窗，裙板上雕刻各种花卉图案。堂两边为半窗。堂内“鸿寿堂”匾高悬上方，
两侧梁头棹木依照明代官帽上的帽翅而制。地上１２个楠木鼓墩柱础，历五六百年，仍完好无损。

洛雅草堂在鸿寿堂后面，为三开间两厢房的堂楼，建于清嘉庆、道光年间（１７９６—１８５１），堂前有一石

板天井，天井四周有回廊环通，南侧立有一座砖雕门楼。堂前檐下置着挂落，两侧厢楼安装和合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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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上刻有四枚仿明“加官翅”。堂外两侧分别砌有两重漏窗，各构成一个“眉毛天井”。

（二十九）徐达源故居

徐达源故居，位于黎里古镇区西侧的西徐家弄与西蔡家弄之间。该宅中的写韵楼、新咏楼在

１９８０年５月和１９８６年７月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５年１月，市政府在调整第二、三批，公布

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时，将写韵楼与新咏楼扩为徐达源故居，前后共八进。徐达源（１７６７—１８４６），
著有《黎里镇志》、《涧上草堂纪略》等，并刻有《紫藤花馆藏帖》。徐达源妻为吴琼仙（１７６８—１８０３），

工诗书，擅绘画，著有《写韵楼诗集》、《双巢翡翠阁小札》。徐达源故居第三进即是写韵楼，为当年

吴琼仙的书斋，系一楼厅，面积１０８平方米，厅前为一庭院。在此楼中，吴琼仙写下了许多诗篇，逝
世后，《写韵楼诗集》予以刻印面世。第五进即是新咏楼，为当年徐达源所居，三开间带两厢楼，落

地花格长窗裙板上雕刻着各种图案，楼前为一石板天井，南侧立着一座砖雕门楼，门额四字在“文化

大革命”中被凿，但仍能依稀辨识，是为“兰桂俱芳”。

（三十）同里朱宅

同里朱宅，堂号寿山堂，位于同里镇三元街，是朱念萱、朱知稼兄弟的祖传房产。建于明末清

初。坐北面南，临街濒河。该宅共有三进，建筑面积４６４平方米。第一进中为墙门，四扇褐色木门，

两边是院子。第二进是楼厅，三楼三底带两厢房，落地长窗一字排开。楼层梁架结点上有“山雾

云”（屋顶山界梁上空处两旁之木板，刻流云仙鹤装饰者，称作“山雾云”），童柱上有斗拱，下有荷叶

墩，月梁制作工整，楼下双步梁上刻有“如意”。厅前是一天井，天井南侧砖雕门楼。门楼面阔２．９５

米，高４．９５米，上面三层雕刻精美，下层中间是“鹤献蟠桃”；中层中间刻门额“太岳遗徽”，两旁是
“麒麟送子”；上层是栩栩如生的“五鹤图”，图中的五鹤飞翔于祥云之中，口中分别衔着佛手、桃子、

石榴、柿子和橘子，除了象征位极品高之外，还寄寓福寿多子、诸事大吉的愿望。“五鹤门楼”具有

极高艺术价值，１９９４年７月被列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第三进也是楼厅，为五开间，东侧有备弄

供出入，厅前天井里也有砖雕门楼，门额为“人伦月堂”。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同里朱宅列为吴江市文物

保护单位。

（三十一）退一步处

退一步处，系清末爱国将领张曜（１８３２—１８９１）的故居，位于黎里浒泾街新蒯家弄底。建于清同
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为一船厅建筑，四楼四底，厅前有一庭院，院南有平屋三间，院东侧尚有三楼

三底一厢房。张曜，字亮臣，号朗斋，浙江钱塘人，一说直隶大兴（今属河北）人。幼随其亲至黎里

读书，后投河南固始的黎里籍官吏蒯贺荪协办团练，因军功擢升总兵、布政使等职，后随左宗棠出征

新疆，在阻遏俄、英对新疆的侵略中立下战功，故被称为爱国将领。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张曜到黎里

新蒯家弄退一步处居住，有退隐之意（后又复出）。１９８６年７月，退一步处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
单位。

（三十二）吴孙宅

吴孙宅，亦名余薪堂，位于七都镇七都社区吴港港东桩桥路２８７号。建于清代。宅主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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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吴望族，据辑于清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的《吴孙氏家谱》载，宋末元初孙氏第十二代中的一支

孙元绶由浙江长兴泗安迁至吴，“因向有庄于此，而寓居焉，名庄桥孙，是为吴孙氏始祖”。据

孙氏后辈称，孙宅建于清嘉庆年间，距今约有二百余年。

孙宅坐北朝南，现存三进。第一进面阔三间９．５米，进深５米。第二进大厅三间阔１２．３米，进

深１０．８米，纵头脊，九路，前架有飞椽及海棠轩，落地长窗，梁上刻有人物、花卉图案。第一进与第
二进之间有一砖雕门楼，门额南向为“?求厥宁”，北向为“燕翼贻谋”，门楼上面刻有各种寿字和如

意花枝。第三进为二层楼房，面阔１２．３米，进深８．３米，天井两边为厢楼。第二进和第三进的西边
有下房１０间。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十三）端本园

端本园，坐落在黎里柳亚子旧居东侧的大观弄底。清嘉庆《黎里志》上载有一首七言长诗，题

为《端本园歌》，由贡生邱璋所写，此人家住在端本园附近，与园主有着不薄的交谊，在诗中对端本

园的兴衰和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

端本园的第一代主人为清乾隆时的陈鹤鸣，壮年时任沧州运判。一天，他月下醉酒，梦中闻到

家乡莼羹香味，于是，效法家乡先人西晋张翰，弃官归家。回至家中，见田园荒芜，于是，凿池叠石，

建造端本园，一年后竣工。然而，好景不长，在朝任官的三子陈鸿文出事牵连家庭，朝廷将陈鹤鸣抓

捕入狱，同时抄没陈鹤鸣家产，端本园跟着萧条荒废。后来，陈鹤鸣出狱回到黎里，从陆家和卜家手

里赎回房子、田地。端本园也经修葺，恢复生机。此时端本园的面积约３亩，临水而筑，前有荷池曲

桥，后有伴月廊、半山亭、双桂楼、平波轩等建筑，院中还叠有假山，植有金桂等花木。当时被列为吴

江名园之一。

端本园在当地被称为“郡马府”。陈鹤鸣的二儿子陈绚文因其才学出众，清宗室、满洲正白旗

副都统永豪杰爱其才，将女嫁与他，因此，陈绚文被称为郡马，端本园也被称为郡马府。端本园尚存

亭、楼、走廊、假山等建筑。园内，右侧有一幢古色古香的小楼，名曰双桂楼，楼前原植有一棵金桂，

一棵银桂，故名。楼前原有水面，有荷有鱼。进园门，右侧一条走廊通向双桂楼西侧又向北迂绕，走

廊尽处有木柱砖顶六角亭，亭内置有石桌石凳，亭西边山石林立，中间立有一株木樨树，亭东侧是一

座嶙峋假山，绿藤盘绕其上，山旁一棵古树耸立。凑近山洞口，有股凉气透出。园北侧原有进深不

一的房宇７间，前有一水池，曲桥躺卧其间，连接假山。１９８０年５月，端本园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
单位。

（三十四）内省堂

内省堂，位于汾湖镇北厍梅墩村。原建筑共有三进，尚存最南一进，有内省堂及堂前的砖雕门

楼。明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由北京监察御史山东籍李某建造，以作告老隐居之所，后赠予其舅兄
潘羹五，随后又转卖给了柳氏。堂名“内省”，意谓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内省堂

为硬山顶，九界，三开间，另有耳房两间，建筑本体东西长１８．７米，南北宽９．１５米。砖雕门楼用清
水细砖砌筑，上面的雕刻分为四层，第一、四层为花卉图案，第二层为戏文人物，第三层为“凤穿牡

丹”等图案，由于年代久远，历经沧桑，均有破损。门额“缵绍东阳”四字，传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所

书，楷书阳文，依稀可见。“东阳”为春秋时古邑名，在山东境内，与宅主李某原籍地相吻。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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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十五）一本堂

一本堂位于震泽镇文武坊２１号，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共有四进，建筑面积２１４平方米。清初，
为施氏所创。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冬，笠泽施氏第七十三世孙施彩石从泾溪迁居震泽纯孝里，施氏遂

立足震泽，繁衍发展，成为镇上望族，从一本堂这座古宅里走出了好多个名震华夏的人物。八十一

世孙施则敬，为清光绪年间举人，后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其从弟施肇曾、施肇基、施肇祥三

人为同胞兄弟，分别排行老二、老四和老五，皆出类拔萃，被誉为“施氏三杰”，均入《中国名人录》。

施氏先人虽已仙去，但其故宅仍保存完好。第一进为墙门间，檐高仅一人一手，四扇木门，木门上部

为木花格，呈“福、禄、富、贵”字样。第二进至第四进均为二层楼房，第二进前筑有石板天井和砖雕

门楼，门额“天锡纯嘏”，出自《诗经·鲁颂· 宫》：“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门楼上刻有“五蝠捧

寿”图案。第三、四进前也筑有石板天井，落地长窗一字排开，长窗上刻有“春夏秋冬”等花卉吉祥

图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一本堂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十六）嘉乐堂

嘉乐堂，亦名大园里、周宅，位于桃源镇铜罗社区民主街９０—１１６号。该宅坐西面东，建于清

代，为当地一周姓人家的私宅。存有两进，前进名嘉乐堂，后进名远香居，均为楼厅，五开间，中间隔

有一个石板天井，天井两侧为厢楼，与前后两进合成一个环通的“走马堂楼”，占地面积约２５０平方
米。两进楼厅均朝东开着大门，分别名为“青龙门”和“白虎门”。堂内落地长窗和梁椽上的雕刻颇

为精致。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十七）世德堂

世德堂位于同里镇新填地。系曹氏旧居，名取祖辈德行世代相承之意。清道光年间（１８２１—
１８５０）始建，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创设“曹益隆”酱园，将沿街房屋改为店铺，其精制独家风味的

“白元酱油”和“本绍酒”，一时驰名远近，风靡乡镇。清末，世德堂出售给敦仁堂钱氏，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又转售给张氏。
世德堂原有六进，坐北朝南，依次为墙门、轿厅、大厅、堂楼、后楼、下房，现存五进，房屋计４４

间，共１３３３平方米。１９９６年３月，同里旅游公司和同里房管所对其进行维修。１９９７年，作为旅游
景点对外开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改为世德宾馆。首进为大堂，同第二进一起已作翻建。第三进起，基

本保持原貌。前后天井里矗立着３个砖雕门楼，门额分别为“遗安世泽”、“世德贻燕”和“崇朴尚

俭”。宅内还存有一口古井。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世德堂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十八）东圣堂

东圣堂，原名普济禅院，坐落在黎里古镇东平楼街上，初建于南宋，堂内原供有任南宋秘阁修撰

的乡贤赵銵老雕像。明嘉靖三年（１５２４）知县王纪奉巡按陈案之命，改为社坛，作里中社长讲乡约之

用。清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初年，“以尼易道”，清雍正、同治、光绪年间先后重修。１９８６年７月，东圣

堂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９年，当地政府予以维修。东圣堂临街开一小门，甬道尽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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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厅，为三开间，厅前一式落地长窗，长窗前是走廊，粉墙黛瓦的厢楼伸出在两侧。东圣堂尚有两块

碑，均移存于柳亚子旧居内，其中一块是社坛碑，对研究古代民风习俗、乡规民约具有较高历史价

值；另一块是当年镶嵌在门口西侧墙上的苏州府严禁农民抗租碑，此碑刻于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农民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租斗争的情形。

（三十九）正修堂

正修堂，位于震泽镇潘家扇东弄口，坐北朝南，三开间，三进深，由丝商顾少彝建于清光绪十三

年（１８８７）。其女嫁于龚家，将此宅的前两进作为陪嫁，因此，便属龚姓，但第三进“尚古堂”仍为顾

家所有。１９９７年９月，正修堂木雕门楼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５年１月，市政府调整第二、
三批，公布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时，扩为正修堂。全宅砖、石、木各类雕刻俱全，形神有致，尤以位于

第一进中间的前门楼为最佳，门楼月梁上的戏文雕刻在殿宇楼阁、花木桥隘等背景的映衬下，扮相

各异的十余名文臣武将展现各自身姿。月梁之上，还布有三层幅面、图景不同的雕饰，直至楼上窗

沿下。第二进为正厅，厅前有一砖雕门楼，额为“清风遗荫”。厅上前柱、后柱和屏门柱上均曾挂有

对联，其中后柱联为：“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传是朝鲜籍汉文书

法家尹溪石所书。第三进前也有一座砖雕门楼，额为“俭乃养德”，厅西有一楼一底自成院落。

（四十）务本堂

务本堂，习称“叶家墙门”，位于同里镇新填街。该宅始建于明末，重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坐北朝南，以备弄为中心，分东西两路建筑，各存有五进。东路为轿厅、茶厅、正厅、堂楼与
下房，西路为小楼、船厅、花厅、堂楼与下房，合计建筑面积为两千余平方米。该宅为“清封通奉大

夫、正三品封典”叶仲甫所创。西路第二进鉴于全宅房屋密集，未开挖池塘，便建成船厅，以达到

“旱厅水做”的效果。第三进花厅，面阔三间，两边有厢房，厅上置落地屏风，一面大镜子从地面直

插至屋顶，厅前庭院里植有一棵百年茶花树，枝繁叶茂。第四进堂楼为走马楼，明代时为光禄寺监

事顾
E

的住处，叶仲甫从顾
E

后人手里买下时，见此楼尚完整，就未拆除，而在西面建房，与其连接。

东路第二进茶厅前的砖雕门楼上曾有一额，为“乐善好施”，传为民国初年总统黎元洪所题。第三

进正厅里原挂有一副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留一点，子种孙耕。”１９８６年７月，务本堂
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四十一）敬胜堂

敬胜堂，位于震泽镇砥定街四宜轩弄１号，坐北朝南，沿砥定街临 塘河。第一进为沿街店铺，

面阔五间１７．８米，进深６．４米。第二进起为高墙大院，分东西两路。东路共三进，第二进为门楼，

面阔三间１１．５５米，进深４．３米，南墙筑有石库门。第三进为大厅，面阔三间１１．５５米，进深９．８米，
天井东西两侧各有厢楼。第四进为内厅，面阔三间１１．９米，进深１０米，前廊设船篷轩，天井东西两

侧为厢楼，南是砖雕门楼，正间南为六扇花格长窗，南边间及厢房为裙板短窗。西路共四进，面阔均

为一间３．７６米，第二进深４．３米，第三进深７．９米，第四进深７．７６米，第五进深４．４５米，均为双步

抬架硬山顶。

敬胜堂建于清末，为丝商汤赉臣所筑。东路各进均有戏文、花卉木刻，雕工精细。第四进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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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轩梁上刻有《三国》故事木雕，大梁上有花卉木刻，梁挑头为莲花托底舫形制式的戏文木雕。第

三、四进楼上中间正脊梁上饰有金箔彩绘，光彩夺目。全宅雕刻内容丰富，工艺精美，地方特征明

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敬胜堂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四十二）懋德堂

懋德堂位于震泽镇宝塔街２８号，西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师俭堂。建于清末，由毕姓丝商
所建，其后裔毕康侯为震泽镇上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经营毕万茂丝经行。民国１０年（１９２１），由震

泽丝业公会推为中国代表团内辑里丝业三人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一次万国丝绸博

览会。

懋德堂坐北朝南，分东西二路。西路为主体房屋共四进。第一至三进均为二层楼房。第一进

门厅面阔三间８．７９米，进深４．５７米。第二进大厅面阔三间９．７米，进深９．６２米，天井东西两侧为
厢楼，南墙筑砖雕门楼。第三进内厅面阔三间８．９５米，进深６．８５米，天井东西南三面均设有厢楼。

第四进下房面阔二间７米，进深４．９米。东路共四进，面阔均为一间宽３．７４米，第一进深４．５７米，
第二进深９．７９，第三进深５．７米，第四进深９．６０米。每进前均有天井。第四进留有后天井。该宅

建筑用材考究，砖、木、石雕刻内容丰富，雕工精细。砖雕门楼及须弥座石上刻有蝙蝠、鹿、鹤、喜鹊

和麒麟、虎及松、桃、灵芝等图案，大厅梁上刻有牡丹花卉，挑头及短窗上雕有戏文故事。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懋德堂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四十三）尚义堂

尚义堂位于震泽镇太平街２号。建于清末，为震泽倪氏的宅居，是当时震泽镇自治公所副所长

倪鸣寿和震泽镇办事处总董倪鸣孚的故居。

尚义堂坐北面南，面阔五间，前后共有三进，现存第一、二进，均为二层楼房，甚是高敞，东侧沿

河尚有四间平房。第一进砌有高厚的风火墙，中为石库门，进门是一石板天井，天井南侧原有砖雕

门楼，左右是厢楼。全进面阔五间１７．６米，进深１３米，中三间为厅堂，四界扁作雕花大梁抬架，厅
前建有船篷轩敞廊，廊前地上每间铺统条踏步石，厅内梁头、枋上花纹木雕简洁大方。北面有石库

门通往第二进，上是茶亭。第二进面阔五间１８米，进深１０．９３米，布局与第一进相仿，厅前置有天
井，天井南侧筑有砖雕门楼，左右是厢楼，东厢开设边门，通往里侧。厅轩廊后置落地花格长窗，厢

楼置花格玻璃半窗，均颇为精致。第二进东边沿通泰桥河筑有平屋四间，坐西朝东，面阔１２．９米，

进深７．５米，是为船厅。船厅南北两侧均筑有河埠。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尚义堂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
单位。

（四十四）余庆堂

余庆堂，位于震泽镇花山头。该堂建于清朝末年，为镇上一陆姓丝商所筑，坐南朝北，面阔三

间，共有三进，均为两层楼房。第一进临花山头街路，置有木雕门楼，木枋上层饰有花卉，下层布着

八位骁将骑马驰骋沙场的图案，两侧挑头雕有《西厢记》故事，其刻工精细，画面栩栩如生。门楼配

六扇嵌花镶板木门，气势不凡。第二进正向为六扇落地门，门上上为花格窗，下嵌裙板，板面刻有花

卉图案。厅内二梁交接处悬吊圆形木雕花篮，梁面遍雕花卉。后廊置有十八扇屏门，堂内一侧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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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花格扇。楼上为卧室，正间正梁上刻有“平（瓶）升（笙）三级（戟）”图案，绘以金色，南向为花格

半窗，两侧厢楼中用落地飞罩相隔，飞罩上的透雕“梅开五福”颇为精细。第三进为正厅，坐南面

北，悬挂“余庆堂”堂匾，正梁处雕饰着金色“四季平安”图案，两侧与厢楼相通，形成一个走马堂楼。

退堂门后加设两界，中为茶厅，东间楼梯后为天井，西间蟹眼天井边为过道，过西边石库门则至小花

园。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余庆堂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四十五）凝庆堂

凝庆堂，位于震泽镇三官堂弄９号。清末，为丝商朱季芬所筑，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
护单位。凝庆堂坐北面南，共有三进，均为二层楼房。第一进为墙门，中为石库门，面阔８．６米，进

深４．８米，墙门为双步抬梁式，正间用砖墙与两边间隔断辟为通道。第二进大厅，原作丝经行营业

之用，面阔三间１０．４米，进深１０．１米，为四界扁作雕花大梁，从檐廊起抬空，后为双步。天井西边
是厢房，东边为厢廊。厅后廊置楼梯，设茶亭，两侧有蟹眼天井。第三进为内厅，面阔三间１０．７米，

进深８．５米，为四界扁作雕花大梁，前后双步梁，天井左右为东西厢楼。第二、三进梁架花卉、屋檐
挑头戏文等雕刻精美，内容颇为丰富。

　　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一）王绍鏊故居

王绍鏊故居，位于同里镇富观街南旗杆，坐北朝南面河。由清康熙辛卯（１７１１）举人王文沂重

建。王绍鏊（１８８８—１９７０）为王氏后人，他出生在这里，早年也在此居住。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

王绍鏊名下有房屋１７．５间，计２２６平方米，房屋的西部原有一个花园，称王家花园。１９８６年９月，
列为同里镇文物控制单位；１９９４年７月，列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公布为吴江市文

物保护单位。

王绍鏊故居包含三组建筑，以备弄为界，东弄堂及东弄堂西屋是王有庆在遗老堂遗址上建造的

师俭堂，中弄堂及中弄堂西屋是始创于清康熙年间的敦厚堂，西弄堂及西弄堂西屋即是留耕堂。

２００８年，在王绍鏊诞生１２０周年之际，留耕堂前半部分沿街房屋辟为王绍鏊纪念馆对外开放。

（二）秦东园故居

秦东园故居，位于平望镇北河西街，坐西面东，隔街濒临平望市河，全宅前后三进，共有房屋１７

间，由秦氏先人秦澜伯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秦东园（１８８５—１９５３），平望镇人，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耳濡目染长辈行医治病。成人后，悬壶
行医，专攻妇科。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任吴江县中医公会平望分事务所主任、县中医检定妇科专门委

员、平望镇夏令施诊所负责医师。秦东园除应承门诊外，还时常出诊乡里，遇贫困病家则不计报酬。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组织成立平望医联会，参加下乡巡回医疗。１９５１年１１月，他与当时在平望行

医、后任吴江县人民医院院长的黄德亨，著名中医、后任吴江中医院院长的金储之和擅长儿科、后积

该科５０年临床心得经验而成名医的王二仁一起创建平望联合医院。秦东园还在当时的平望区建

立梅堰、秋泽、平南、溪港和胜墩等五个妇婴保健站。秦东园一生医泽广被，治愈患者无数，１９５３

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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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东园故居的第一、二进为平屋，第三进为二层楼厅，上作居室，下为厅堂，方砖铺地，落地长

窗，堂中悬有“庆善堂”匾。第二、三进之间向北侧延伸，建有平屋三间。全宅花园、院子、天井颇

多，最东侧有一面积约为１００平方米的小花园，过半亭、进门樘，是一石板天井；第二、三进间的北侧
平屋前和第三进楼厅前均为院子；第三进后面西南侧则是一个面积达４５０平方米的大花园，园内广

植名木奇花，百年以上的黄杨、木樨就有十来棵。宅内尚存有一口古井，青石井圈上镌有“永安泉”

字样。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秦东园故居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杨天骥故居

杨天骥（１８８２—１９５８）故居建于清末，坐落在同里镇东溪街红塔埭。坐北面南，共有５进，３５
间，建筑面积６９２平方米，形制似船，第一进面阔三间，第二进四开间，第三进五开间，第四进四开

间。第一进门厅为平厅，门前是一条细砖路与石板路结合的临河街道，靠西墙根边置放花岗岩长条

凳，浅褐色的石库门居中，两侧墙壁布满青苔。第二进、第三进也为平厅。第四进是全宅唯一的楼

厅，东侧连有一厢楼，厅前设有轩廊，连通左右侧，檐下置有挂落。该宅为费孝通教授之姐、蚕桑专

家费达生女士的出生地。２００５年１月公布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四）张应春故居

张应春故居，坐落在汾湖镇北厍社区黎星村葫芦兜，坐北朝南，为硬山顶、五路头、砖木结构，东

间为卧室。葫芦兜张氏是耕读世家，张应春的父亲张农为清末秀才，自小喜好吟咏，与四位堂兄弟

并称为“葫芦兜五子”。民国６年（１９１７），加入柳亚子等人主持的南社。以前，张宅中有名为“清承
堂”的大厅和题有“竹松书屋”匾额的书厅，还有一座登之能远望到分湖的书楼。在尚存的平房里，

张应春度过了童年与少年。１６岁起，她随父亲至黎里女子小学高小部读书，假期里回到这里。２０
岁起，张应春离开黎里赴外地就学、任教，奔走革命，居住在这里的时间不多，其间有两段时间长一

些。民国１１年冬天，她因患足疾中断任教，从厦门回乡来诊治，至翌年秋天病愈，前往松江任教；民

国１５年年底，她因积劳成疾，返家来诊治休养，至翌年４月７日连接侯绍裘三封急电前往南京赴
职，从此，再也没能回来。１９９７年９月，张应春故居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五）东溪河王宅

东溪河王宅，位于平望镇东溪河街３２、３３号。宅分南北两路，坐西面东，分布总面积１１４０．７２

平方米。北路两进一园，占地面积３２４．１７平方米。墙门为平房三间五界，第二进为二层楼房，四间
七界，落地长窗。入内有后园２６９．６７平方米，园内有老平屋三间，共８５．０５平方米。前后进之间为

天井，两侧各有两层厢房。该组建筑建于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原有砖雕门楼，楼额“三槐留荫”为清

代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所题。南路为两进，均为两层楼房，建筑占地总面积４８０．０２平方
米。第一进，面阔五间七界，砖雕门楼已损；第二进两层五间两厢房（楼），梁架结构完好。该组建

筑建于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曾开设勤昌米厂。新中国成立后改作吴江百货公司棉百仓库。此进建筑
式样具有典型民国风格，外檐装饰考究，刻有人物、花卉雕刻等图案。

宅主王氏为平望望族，祖业行医，专治外科。其兄王振欧是平望开明人士，曾协助中共地下党，

维护地方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协助政府募捐赈灾，为恢复当地经济做出贡献。其弟王振世曾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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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总局”代局长，为恢复台海两岸关系作过贡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东溪河王宅列为吴江市文物保

护单位。

（六）汪宅

汪宅，位于桃源镇铜罗社区人民街迎春桥堍，建于民国初期，共有六进，第一进临水，建有一座

“双落水”河埠（宅东侧依河也建有河埠），此进原是楼房，后改为平屋，第二进与第一进之间为街

路，第二进至第五进均为楼房，第六进为平房。第二、三、四进后面均置有砖雕门楼和石板天井。汪

宅体现出小桥流水人家风貌和民国初期江南民居建筑风格，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汪集故居。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１０月１１日，汪集出生在此宅中。民国２６年“七七事变”后，时

年３岁的汪集随全家内迁云南昆明。抗日战争胜利后，汪集随全家回到故宅。１９５０年，汪集

去杭州念高中。２０００年春节，汪集回到阔别多年的汪宅，颇多感慨。２００５年１月，汪宅列为吴江

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七）崇本堂

崇本堂，位于同里“三桥”之一的长庆桥北堍，与嘉荫堂隔河相望。该宅占地近一亩，共有五

进，分别为门厅、正厅、前楼、后楼、下房，均面阔三间。民国元年（１９１２），由宅主钱幼琴于购买顾氏

“西宅别业”部分旧宅翻建而成。１９８６年７月公布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０年，由太湖建设办

公室出资购买，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进行修复，１９９３年元旦对外开放。

穿门厅，过庭院，是为正厅。厅中置六扇落地长窗，左右设半窗。长窗裙板刻“富贵平安”、“招

财进宝”等图案，长短窗腰板刻《西厢记》故事，从张生游殿开始，一直到十里长亭送别，共１４幅，曾

在中央电视台电视系列片《话说运河》中介绍。往里是内庭院，院中砖雕门楼上书“敬侯遗范”（敬

侯指汉代刘敬）。过内庭院往里是前楼，里面雕刻颇多，长窗裙板刻“松鼠葡萄”、“喜鹊红梅”、“双

燕桃花”等，长窗腰板刻《红楼梦》“十二金钗图”。后楼共有雕刻５８幅，图案有“福禄寿喜”、“渔樵

耕读”、“琴棋书画”、“八仙图”等。

（八）耕香堂

耕香堂，位于震泽镇北藕河街花山头。民国初年，当地人士邱辅卿（邱青扬）建。邱氏祖籍八

都，农家出身，发迹后建造此宅，为不忘其旧，故取堂名为“耕香堂”。该宅面阔四间（三间正厅加东

边一厢房），厅西另有两楼两底，楼上与正屋贯通，占地面积共１００７．６平方米。耕香堂建筑具有中

西合璧风格。该宅外观为西式洋楼，底层、楼层侧墙上一反中国传统民居的做法，开设不少窗户，东

厢楼上的平台上筑有水箱，室内建有浴室，装有壁炉。该宅内部为传统的砖木结构，楼下厅堂前置

着长窗，后有屏门，方砖铺地，庭前有一石板天井，天井内建有一座砖雕门楼，厅内梁架枋木等建筑

构件上布满各种雕刻，其中《三国演义》故事图案尤为精美。２００５年１月，耕香堂列为吴江市文物

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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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凝瑞堂

凝瑞堂，亦名杨宅花篮厅，坐落在震泽镇藕河街公园路，建成于民国８年（１９１９），由当时镇上丝

业界著名人士杨文震延请名匠所筑（杨文震之孙杨嘉墀为著名科学家）。该宅坐北朝南，前临藕河

（５０年代该河已填为路），分东西两路，西路面阔三间，原有四进，现存第二至第四进；东路面阔一至

三间不等，原有三进，现存第二、三进。

西路第二进大厅面阔９．９６米，进深１１．５９米，方砖地坪，前廊设船篷轩，屋檐下木门枋上刻有

花草图案，每间挂有两只木雕小花篮，屏门后设茶亭，两侧各筑有一个蟹眼天井，四界扁作雕花大梁

抬架，轩梁中设倒垂大花篮，柱顶设斗，脊檩置山雾云，飞椽出檐，梁头饰有人物雕刻，墙角粉有回形

凹凸线，厅内墙面下为方砖，上为细砖，上部枋梁外露面处刻有花卉、戏文图案，并在枋梁之间采用

木制斜花格补空，以增加美观。第三进进深１０．２米，前为船篷轩敞廊。第四进进深１３．７５米，前为
敞廊，天井左右为厢房。西路西侧筑有高高的观音兜封火墙，凸现着浙北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东路第二进为花厅，面阔三间６．８米，进深８．９１米，厅前是石板天井，前廊设船篷轩，屏门后为
茶亭。梁架为五界扁作雕花大梁抬架，以木雕大花篮区分轩廊，其花篮雕刻得颇为精致。第三进为

单间楼房。宅内遍置花格玻璃半窗，其做工十分考究。第二进与西路第三进相通，美观高耸的马头

墙使其有合又有分。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凝瑞堂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嘉荫堂

嘉荫堂，坐落在同里镇竹行街尤家弄，坐北朝南，后门依水，与崇本堂隔河相望。此宅建于民国

１１年（１９２２），主人柳炳南。新中国成立后，该宅先后做过工厂、学校、派出所等。１９９３年，由太湖建

设办公室出资购买进行修缮，１９９６年对外开放，１９９７年９月列为第三批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嘉荫堂占地一亩四分，共有四进３２间房屋。正门系石库门式墙门，其墙面采用水磨细清砖砌

置，并加以灰浆勾缝。穿门厅，过天井，是为正厅。正厅系仿明结构，因梁头棹木依照明代官员帽翅

而制，故俗称“纱帽厅”。厅上天然几上方高悬由书画家钱君稥所题“嘉荫堂”横匾，匾下是松柏常

青图，图两侧挂着一副对联：“闲居足以养老；至乐莫如读书。”正厅上的雕刻颇多，很是精致。五架

梁两侧中心刻有“八骏图”，梁底刻有“称心如意”和“笔（必）锭（定）高中”等图案，梁头棹木“纱帽

翅”上刻着“三英战吕布”、“古城会”、“三顾茅庐”等八幅《三国》戏文透雕，由《中国戏曲志》收录。

过正厅，是一庭院。庭院西侧建有三曲长廊，将正厅与后楼相连。沿曲廊过一半亭，便是内宅堂

楼———衍庆楼。该楼雕刻也十分精美。衍庆楼的西北隅建有一阁，名“水秀阁”，倚坐阁里，一泓清

波就在底下，移目西北处，同里“三桥”就在眼前。

（十一）庆善堂

庆善堂，位于同里永安桥北红塔埭，朝南面河，是“同里三初”之一的陈雅初与其弟陈翰秋的祖

传房产，建于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共有四进，６２间房屋，占地１１０３．８５平方米。１９８６年９月列为同里

镇文物控制单位，１９９４年７月列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公布为吴江市文物保护
单位。

庆善堂堂名语出《易·丰》：“六五：来章，有庆善，吉。”唐·孔颖达疏：“以阴柔之质，来适尊阳

之位，能自光大彰显其德而获庆善也。”庆善堂的主房为三进楼房，颇为坚固，外墙厚达４０多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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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进前置石库门，后砌砖雕门楼，东部辟有备弄，备弄口为一小石库门。第二进除三开间楼房外，

西面又增筑两进一开间楼房。第三进也为三开间楼房。在后两进楼房前天井处都有精美的木雕，

花纹细密，特别是后进，楼上对天井三面均挑出约１米，挑出处檐口置有装饰花板，栏杆上布有花纹
木雕，连木柱上也刻有图案。

（十二）怀德堂

怀德堂，位于芦墟古镇区西南部西栅港北岸，建于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该宅为五开间，三进深，

建筑面积１４７１．１６平方米，坐北朝南。第一进为平房门厅，其屋顶向前披下，形成廊街，与东侧的骑

楼连成一体，绵延至街口。第二进、第三进均为楼厅，分别名为“玉树堂”和“怀德堂”，第一、二进后

面均置有天井，另建有备弄和后院。怀德堂的建筑颇具中西合璧神韵，梁上雕有许多幅戏文故事图

案，仪门头上的大幅《三国》故事图案“赵云长坂坡救阿斗”尤为惟妙惟肖。楼上楼下均置着落地长

窗，长窗上安装进口彩色玻璃，楼上围有环廊，上面置着铁制花纹栏杆。２００５年１月，怀德堂列为吴

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三）余德堂

余德堂，位于同里镇东埭港西端南岸，由周松庭于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农历五月建造，战争期间曾

由军队占用，解放初为当时区政府所在地，之后由同里供销社使用，８０年代后，其大部改为居民住
宅。此宅原有东、西两路，共１１０间房屋，现存西路，计四进，８９间房屋，占地１８５５平方米。

宅西有一条朝天弄堂，供出入。第一进是七开间的门厅，正中为双门的石库门，两边为单门的

石库门，宅西弄堂内至后面各进的边门也均为石库门。第一进临东埭港，港边石驳岸上中间是一座

淌水大河埠，东边是一座横砌小河埠，西边是一座竖砌小河埠，正好与三个石库门相对应。第一进

的后面带有抱厦（指在原建筑之前或之后接建出来的小房子），两边有小天井，抱厦后面筑有一座

砖雕门楼，门额为“玉和遗轨”，上款镌有“民国丁卯皋夏”字样（“民国丁卯”为１９２７年，“皋夏”为

农历五月的别称），下款书“金祖蟭”，尚镌有两方印章。

第二进至第三进是七开间的走马楼，楼下环天井有一圈轩，轩内有硬木弯椽，轩梁上刻有祥云、

蝙蝠、花草等图案，楼上厢房内有轩，两侧对外窗户上有戗檐，沿天井楼层裙风板下方雕有菱形、云

形、花叶形、半圆形等多层花边装饰，窗均为梅花格窗。第四进为八楼八底，两侧的两间成梯形，轴

线偏转，房屋也低于前两进，其布局别具一格。

（十四）尊经阁

尊经阁，亦名藏经阁，坐落在震泽中学震泽校区内。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施肇曾、施肇基兄弟合

捐２万元，创办震属初级中学，即今震泽中学前身，该校建在震泽镇西王晓庵（王锡阐）祠内第五高
等小学旧址上。民国２２年，在震属初中基础上，增设吴江第一所新制高级中学———私立育英高级

中学，兴建了尊经阁、教学楼等，由施肇曾出资，校董、致德堂第二代主人徐子为经办。尊经阁面阔

五间，坐北朝南，双层挑檐翘角歇山顶，占地２５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８５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震

泽中学一再扩建，尊经阁这一校内初创时所存的原有建筑于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得到修缮。２００５年１

月，尊经阁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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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黎里施家洋房

黎里施家洋房，位于汾湖镇黎里社区西新街北栅西岸路３２号，坐西朝东，面向街道和市河，东

侧是清风桥。该宅前后三进，面阔三间。沿街大门前置有两根四方细磨石子门柱。第一进楼房，清

水红砖水泥嵌缝墙体，西式水泥细磨石子门楼一座，上部标“１９２９”字样。屋内下层铺有西洋花卉地

砖。屋后有天井，天井内南北两厢楼与第二进厢楼联体，主体阔１４．５米，进深６．６米。第二进楼
房，南北两厢楼与第一进南北厢楼联体，构成走马堂楼贯通第一进。天井内有水泥粉外围石库门楼

一座，底层屋内铺西洋花卉地砖。第三进仅三间平屋，上部水泥天桥与第二进连通，顶部为西露台，

周边装有铸花栏杆。

施家洋房建于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是一幢东西合璧的洋房，保存较为完整。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

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六）济东会馆

盛泽随着丝绸业的发展，从清顺治年间起便有会馆。清末至民国年间，有八所会馆，济东会馆

是完好保存的唯一一座，坐落在斜桥街上。该会馆原规模较大，后因年久，其建筑或坍圮，或改建，

所存建筑为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重修，有墙门、前厅、正厅三进，坐北朝南，占地３２９．２６平方米，三进均

面阔三间，硬山顶，辟为盛泽图书室。大门临街依河，墙门前立有四根石柱，每根石柱上塑有石狮，

墙门中间为两扇黑漆大门，门两侧是清水砖柱，门上方砖刻“济东会馆”四个大字。过墙门，为一狭

长石板天井。第二进为前厅，里外两面均置有镂花落地长窗，梁枋上雕有各种花纹图案。过前厅，

是一宽敞天井，中间建有戏台，台基尚存，天井前侧东西各开有一门，门额东为“瀛洲”，西为“阆

苑”。天井两侧建有走廊，与前厅后的走廊相环通。第三进正厅梁枋上雕有仙鹤等，并施彩绘，柱头

雀替镂空雕有人物故事，彩绘贴金，前檐斗拱上刻穿行于流云之中的龙凤。馆内正厅前西墙上砌有

一块刻有《重修济东会馆记》的石碑。１９８６年７月列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十七）丝业公学旧址

丝业公学旧址，位于震泽镇藕河街。丝业公学由震泽丝业公会所办，其前身是丝业小学，筹建

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民国１２年建成新校区，以两幢双层西式教学楼为主体，后有大礼堂、辅助房屋
及操场等。民国１５年，学校增设初中班，改称“丝业公学”。丝业公学旧址存有前侧一幢教学楼，

１９９７年９月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此楼占地１８３平方米，面阔四间，前有拱形走廊，左右侧连接厢

楼，通宽１５米，进深１２．５米，墙体由青砖砌成，走廊方形立柱上的半圆实体用红砖砌置，楼上走廊
前置有柱节状栏杆，楼层顶上辟有围栏露台，台前侧中央砌有一座“人”字形悬山顶墙，上镌“１９２３”

字样。作为当年震泽丝业发展的历史见证，丝业公学旧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旧址又是在第一

次国共合作期间召开的国民党吴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址。

（十八）南社通讯处旧址（寿恩堂）

南社通讯处旧址即寿恩堂，坐落在黎里浒泾弄，系清乾隆年间黎里籍高官周元理在任工部尚书

之前所造，共有五进，分别为门厅、轿厅、大厅和前后两进楼厅。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从清光绪二十

四年到民国１１年（１８９８—１９２２）在此居住２４年。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南社成立后，他作为南社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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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将这里作为南社的通讯处。此后，不少社员曾到此聚会。民国４年（１９１５），柳亚子等人组织

南社的支社———“酒社”，也常在此活动。寿恩堂尚存前后两进楼厅。前楼厅五开间，中置落地长

窗，两侧安半窗，楼前有一石板天井。后楼厅，三开间带两厢房，楼前也有一石板天井，天井南侧立

有一座已残破的砖雕门楼。１９９７年９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十九）南园茶社

南园茶社，位于同里镇鱼行街８６号，地处上元港与放生官河交汇处，北面临街（东埭），东、南面

临河，西靠公房。整幢房屋为砖木结构楼房，南三开间，面宽１１．０米，进深７．１５米，北七开间，面宽

２５．５米，进深９．５米，岔开一间连接，上设气楼，连接处无墙，建筑面积４６２．５４平方米，楼上楼下，设
全桌半桌共２５只，可容纳１００位茶客。

南园茶社位于同里“前八景”之一的“南市晓烟”所在，始建于清末，由金仲余之父所建，民国１７
年（１９２８）由于紧贴茶社的篾竹店失火，东埭、南埭包括茶社全部被毁。翌年，由金仲余按原貌在原

址重建，并由管家顾达昌经营管理，茶社命名为“福安”，寓启福平安之意。民国３２年，由蔡根羽购
得经营，并以“南市晓烟”为素材，取名为“南园茶楼”。中共地下党党员陈志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营口市市长、华东管理局建设处处长等职）与蔡根羽是亲戚，在茶楼当堂馆为掩护，并以茶楼为联络

点，开展地下工作。１９４９年，顾达昌以三千金圆券购回。土改运动开始后，茶楼收为国有，由同里
房管所管理。关于南园茶社的得名，另有传说在３０年代初，近代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

陈去病从南京返回家乡同里颐养天年，曾多次到这里品茶。一次，他在与茶社老板的交谈中，试探

性地提议把福安茶社更名为“南园茶社”，以纪念南社（“南园茶社”去掉中间二字即为南社）。老板

听后，点头称好。从此，“福安茶社”的名字就变成“南园茶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南园茶社列为吴江

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天放楼和红楼

天放楼和红楼，坐落在同里中学校园内，因同里籍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教育家金松岑而闻名，

１９９７年９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天放楼是金松岑于２０世纪初创设的“同川自治学社”（后改为同川公学）的旧址。“天放”一词
出自《庄子·马蹄》：“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具有放任自然、特立独行的意思。天放楼最初设在章

家浜“大夫第”内的务滋堂，后随金松岑创办同川自治学社，迁至同川书院旧址。抗日战争期间，天

放楼被毁。抗战胜利后，学校复课，在原楼对面的废墟上重建办公楼，时为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８
月，正值金松岑逝世不久，为纪念他，便将该楼命名为“天放楼”。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改名为同里

中学。１９９７年，吴江市文物部门及同里中学对天放楼作修缮。天放楼为三楼三底，坐西面东，粉墙
黛瓦，２００２年２月，辟为“金松岑先生纪念室”。

红楼位于天放楼北侧，建于民国６年（１９１７），为当年同川公学的校舍，五楼五底，坐北面南，墙
体以青红相间的清水砖砌筑，走廊前砌有五孔拱形门。该楼辟为同里中学的图书室。

（二十一）沈氏跨街楼

沈氏跨街楼，坐落在芦墟市河南段东岸，原主人为沈泳霓（１８８４—１９３２）、沈泳裳（１８８５—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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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建造于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该宅坐东面西，四开间五进，占地面积１０９３．７４平方米，２００５年１

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第一进为船厅，贴临市河，正中置有一座两落水的河埠。船厅与第二

进门屋构成跨街楼。第二、三、四进的后面均置有石板天井，并有着两座砖雕门楼，均刻有额语。第

二进后面的那一座，其额语为“棣萼联辉”，寓意沈氏兄弟在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双双考中秀才。

第三进后面那一座的额语是“吴兴世泽”，告示宅主沈氏祖籍为吴兴（今浙江湖州）。第二、三、四进

都为楼房。第五进是平房，此进原也临河，中间为走道，贴河建有河埠及河埠屋。

（二十二）庞山湖农场望楼

庞山湖农场望楼，位于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北村，单间三层，呈正方形，高６．９米，宽４．７
米，长４．７米，由青砖、水泥等材料构筑，第三层上曾设铜钟一架，为员工作息报时所用，四周墙壁均

设有枪眼。现一至三层墙体完好，三层上面的女儿墙大部已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庞山湖原是

吴江的一个著名湖泊，在吴江城区以东３公里处。民国２２—２５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围垦庞山湖，成立

“模范灌溉庞山实验场”，俗称庞山湖农场。农场分３个耕作区，共有耕地８７００余亩。出于维护农
场安全的需要，在建场初始建造这一座望楼。该望楼是民国时期庞山湖农场重要的历史遗存，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三）山湖饭店民国建筑

山湖饭店民国建筑，位于松陵镇油车路１６６号，坐北面南，五楼五底带有阁楼，面阔１５米，进深

１１．２米，青砖白墙，临街水泥贴面，置有拱形门、窗，墙面上贴有水稻等农作物图案。
山湖饭店由庞山湖农场于８０年代创办，其民国建筑的历史则要追溯到３０年代。庞山湖农场

的全称为“庞山湖稻麦良种繁育场”，其前身是“模范灌溉庞山实验场”，位于吴江城区以东３公里，
于民国２２—２５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围垦庞山湖而成。吴江解放后，实行军管。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改称苏南

国营庞山湖农场。１９５８年８月，下放给吴江县湖滨公社。１９６４年又由县接管，始名庞山湖稻麦良

种繁育场。１９８４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仅保留一个试验组，以繁育稻麦良种为主。从９０年代
起，庞山湖农场成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庞山湖农场在运河东边，其办公楼则在运河之西的吴江城区内，即为现山湖饭店民国建筑。当

时办公楼内设技术科、总务科、行政科等科室，另设有稻米加工厂。其产权一直归属庞山湖农场，现

为私人顾建中所有。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四）苏嘉铁路桥墩

苏嘉铁路桥墩，位于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龙桥村，共有两处，坐落在云龙桥南北两侧，东边紧

临２２７省道和京杭大运河。南侧桥墩南北走向，跨澈浦港，桥墩呈椅子状，桥墩长５．６米，宽为３．６
米，两桥墩间隔宽度５．８米。北侧桥墩也为南北走向，跨一小港，长６．２米，宽３．８米。

苏嘉铁路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始建，民国２５年正式运行，全长７２公里（在吴江境内长４７公里）。
苏嘉铁路开通后，不仅在国防上起了较大作用，而且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民国３３年３月，侵华

日军面对金属等战略物资几近枯竭的窘况，打出“协助”伪江苏省政府“收集金属”旗号，拆除苏嘉

铁路全线钢轨。现江苏境内的苏嘉铁路桥墩仅存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龙桥村的这两处，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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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五）钱涤根烈士纪念碑

钱涤根烈士纪念碑，位于松陵公园内。纪念碑坐北朝南，四周为一圆形草圃，圃中冬青滴翠，松

柏挺拔，中央有一甬道，通向纪念碑。碑通高５．４米，两级台阶上为一平台，平台中央置素面碑座，

碑座中央置长方体花岗石，南向嵌黑底白字碑文，再上面又置有一石，制成正方形、五边形和圆形三

层，逐层收缩，上面叠置高２米的三角形锥体碑身，碑身南向镌刻“钱涤根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初

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书写，后为书法家徐穆如手迹。碑文上镌刻钱涤根烈士的生平事迹。

钱涤根（１８８７—１９２７），名刚，祖居吴江城内紫石街，生于南昌，早年投身民主革命，功绩卓著，曾任广
东增城警备司令、东征军总指挥部谍报主任等职。北伐中，钱涤根奉命至上海组织江苏省国民革命

军总指挥部，后因机密泄露，不幸于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１月１５日被军阀孙传芳部下、淞沪警备司令
李宝章逮捕，翌日清晨就义于龙华，时年４１岁。钱涤根牺牲后，由旅沪吴江同乡会会长钱自严筹款

购置棺椁载回吴江，停放在接待寺殡舍。民国２６年，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等人“为请明令公

葬，优其褒典”，邑人也组织成立公葬委员会，推举金鲁望（金家与钱家是世交）与钱涤根之子钱康

民同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求拨款。后由江苏省政府拨款三千元，继发动邑人捐款，于钱涤根殉难

１０周年之日在吴江公园（松陵公园之前称）内建立纪念碑。１９８６年７月，钱涤根烈士纪念碑列为吴
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六）福事桥

福事桥，位于桃源镇青云村２８组，是沈庄漾向东泄洪河道上的一座梁式五孔石桥，连接灭字圩
和困字圩。该桥为南北走向，长３１．４米，中宽２．１米，高３．６米，中孔跨度为６．０５米，初建无考，现

存之桥于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重修（桥额上镌有“甲子”和“里人重修”等字样）。全桥有４组排柱，排
柱中为花岗石，两侧为武康石，金刚墙为青石与少量花岗石砌筑。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福事桥列为吴江市

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七）贞惠先生碑亭

贞惠先生碑亭，位于震泽中学震泽校区内。贞惠先生，即施则敬（１８５５—１９２４），字临之，号强

斋，又号子英，为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贞惠先生碑亭，落成于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在震泽镇太平街
施氏祠堂旁侧，南靠荻塘河，北对太平街，２００３年由震泽镇人民政府和震泽中学共同出资收购，纳

入震泽中学校园内。

该亭为六角形飞檐翘角敞亭，外有围墙，占地１６４平方米。亭内原立有青石碑一块，正面为贞
惠先生画像，碑背刻文，由同里籍国学大师金松岑撰文，太仓毕寿颐书丹并撰额，吴县周梅谷镌刻。

碑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存有画像和碑文拓片。２００８年，按照原貌，恢复此碑，并对碑亭进行
修缮，同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八）庞氏宗祠

庞氏宗祠，位于同里镇富观街高地上，坐北朝南，南贴船舫浜，北临后港，西临富观桥，东连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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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故居孚寄堂。该祠初建无考，现存建筑系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由曾在民国初年任吴江县主计科科长

等职的庞二如从同里下乡移建于此。１９５３年，由中国粮食总公司接管，作为粮仓使用。２１世纪初，

同里修复、建造珍珠塔景园，该祠被划入景园内。庞氏宗祠共四进２８间，占地面积１２５８．８８平方

米，建筑面积８７１．６４平方米。首进墙门左右建有走廊，贯通东西吹鼓亭。过一狭长天井，是穿堂，

穿堂中间两扇黑褐色木门洞开，门两边立着一对青石抱鼓石。过穿堂，为一宽敞的院子，往里为享

堂。享堂面阔１２．２３米，进深１２．１４米，高７．８２米，两侧开设砖门通向厢房。出享堂，往前走，又见

有一院，院里头为寝堂。以前，享堂正屋东侧附有停柩房。该祠规模较大，结构完整，是研究中国近

代封建宗法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和民俗文化的典型建筑。１９９７年９月，庞氏宗祠列为吴江市

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九）黎里天主堂

黎里天主堂，位于吴江市汾湖镇黎里社区九南街１５号，坐北朝南。现存的礼拜大厅雄伟高大，

为中式庙堂建筑，面阔三间１２米，进深２０米，内高７米，外高１１．５米。正南方有东、中、西三座台

阶，屋脊上中央从西往东刻有“愈显十主荣”字样。大厅十四扇落地长窗门一字排开，中间正门上

挂有“若瑟堂”匾，两侧是对联：“惟有一元开造化；从无二上可钦崇。”厅内陈设装饰具中西文化

特色。

清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天主教由苏州传入黎里，清光绪二十九年，天主教苏州主教到黎里来

购下镇东九南街一块旧园址，翻建成天主教堂。吴江天主教隶属苏州，原是上海教区的一个总铎

区，黎里天主教堂是吴江本堂（大圣若瑟本堂）。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历任黎里本堂的神甫有１２人，

教徒３００余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天主教堂被占用。１９８２年，进行整修，翌年恢复。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十）震泽耶稣老教堂

震泽耶稣老教堂，位于震泽镇太平街庄桥河西，坐西朝东，建筑面积近２５０平方米。教堂中间

部位南北均出稍间，鸟瞰整栋建筑成十字架形。堂内西山墙边建有扇形讲台，讲台宽５．５米，深３．４

米，高０．６米。教堂砖墙承重，人字形木屋架，硬山顶，东西两头硬山封顶，南北两头挑山搏缝。立

面正中为半橄榄形拱顶大门，两边是相同形状的窗，用红色线砖框边，山墙顶端立十字架标志。

震泽耶稣老教堂建于民国４年（１９１５）（堂前墙壁间镶嵌着两块石碑，上刻“圣教基础”、“民国

四年仲夏”等字样），堂内可容５００人。民国１４年，震泽耶稣堂改为牧区。民国３７年隶属浙江湖州

中心教区管辖。新中国成立前，有信徒４００余人。１９５８年７月，震泽耶稣堂停止活动，房屋归震泽

中学使用。１９８１年，震泽恢复基督教活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吴江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

立，要求各地占用教堂的单位退出，于是，震泽中学占用的耶稣堂经修缮后仍为教堂活动场所。后

震泽基督教活动迁往镇南西路新教堂进行，震泽耶稣老教堂便作为一处民国建筑存留下来。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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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园　林

第一节　退思园、端本园

　　退思园，详见本篇第二章第一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古建筑。

端本园，详见本篇第二章第三节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二古建筑。

第二节　静思园

　　静思园，位于吴江市区与同里古镇之间。１９９３年起建造，２００３年对外开放。由当代民营企业

家陈金根创建，占地１００余亩，园名“静思”取宁静思远意。园中建筑如苏州古典园林小巧别致，又

具皇家园林气派。园内所集众多明清时期砖雕门楼、古木厅堂，皆从沪、苏、皖等地搜觅而来。园中

随处可见灵璧石，大小形态各异，成为特色。园中还建有多功能会议厅、茶楼和餐厅等。每年举办老

年旅游节、“拜石生烟”等活动，苏州评弹、江南丝竹、磐石琴、腰鼓等地方特色表演助兴，吸引大量中外

游客。园内主要景观有鹤亭桥、小垂虹、静远堂、天香书屋、庞山草堂、盆景园、咏石碑廊等近４０个。

庆云峰，为镇园之宝，灵璧巨石，高９．１米，重１３６吨，２００１年创灵璧石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纪录。

水景区，以鹤亭桥作为隔景，把水区一分为二。景区内有借红轩、三潭印月、小庞山、如归舫等

建筑。

静思禅院，位于景区东部，由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放生池等组成。放生池内有３块乌龟形

灵璧石，周围有“观音石”、“如来峰”等灵璧石。

明清宅第区，为坐北朝南建筑群，沿袭古典园林的传统风格，内有门厅、轿厅、静远堂、小姐楼、

走马楼、天香书屋等。

奇石展览馆，陈列精品名石百余块，如“龟寿”、“虎啸”、“迎客松”、“紫云峰”、“刘姥姥”等，颇

为神似。

第三节　珍珠塔景园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珍珠塔景园在陈氏旧宅、陈翠娥书楼等建筑遗存基础上建造而成。该景园坐落

在同里镇北，占地２６亩，由陈御史府、后花园、宗祠、牌楼等组成。根据明朝南京道监察御史陈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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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女赠送珍珠塔的史实演绎出来的抨击势利人嫌贫爱富的《珍珠塔》故事，自苏州评弹开始，通过

锡剧、越剧等戏曲以及电影、电视等媒体的传播，在江南一带家喻户晓。

陈御史就是陈王道（１５２６—１５７６），出生在同里镇。明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进士。当过浙江鄞
县、山东信阳知县，后升任南京道监察御史。家居同里九里湖南岸小厢村，续弦方氏，生一女名翠

娥，自幼与舅家方氏联姻。评弹、戏曲《珍珠塔》中说方氏家居“河南”，是假借九里湖南岸的意思

（吴方言中“河”与“湖”读音不分），“襄阳”则是从小厢村的“厢”字谐音而来。故事中的“方卿书

斋”、“白云庵”、“九松亭”等地方，同里都存有遗迹，陈氏旧宅、陈翠娥书楼这两个吴江市文物控制

单位则在珍珠塔景园中保存完好。陈御史府由门厅、茶厅、宏略堂（正厅）、兰云堂（内宅）、堂楼（陈

氏旧宅）、闻香读书楼（陈翠娥书楼）、玉兰堂（花厅）等组成。后花园池水涟涟，花树成荫，假山嶙

峋，亭台错落，满目古典园林景色，有碧筠山房、清远堂、浮翠舫、绿秋亭、古戏台等建筑，其中绿秋亭

相传是陈翠娥赠予方卿珍珠塔的地方。宗祠即庞氏宗祠，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建造珍珠塔景园

时将其围在园内。牌楼在景园北侧，濒临后港，气势不凡。２００８年，珍珠塔景园作为旅游景点，仍

对外开放。

第四节　公　园

　　

　　一、吴江公园

吴江公园，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破土动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建成对外开放。位于吴江市区笠泽路和仲英
大道的交汇处，占地３００亩，其中水面６７．５亩，总投资６０００余万元，是松陵城区最大的综合性公
园。开园之初通过招商经营、场地出租方式建设游乐项目。该园分游乐区、湖山区、盆景园区、游船

码头区、娱乐区、山林休憩区、垂钓区、登高眺望区、山水园林区、花圃温室区等１２个区。全园以太
湖山水为缩影，山石、植物、亭阁、水面、小桥、山道等造园要素有机结合，形成绵延悠长的景观效果。

湖的东部建有涉水浅滩和仿洞庭东、西山景色的湖岛区。整座公园具有江南园林特色。２００１年公
园投入建设开心城。２００６年９月，公园依据市民需要增设运动与锻炼的设施和空间。晨练场位于

公园西南角，由两块场地构成，占地１５００平方米。原游乐区儿童乐园翻建成轮滑场，占地３０００平
方米，轮滑场周边建有儿童娱乐设施。２００８年，吴江公园仍正常对外开放。

　　二、松陵公园

原名吴江公园，由于新建“吴江公园”，该公园便改名为“松陵公园”。位于松陵镇中心流虹路、

公园路、县府路三路交叉口。占地１．８５公顷。
松陵公园里的七阳山被誉为“松陵八景”之一。据记载，松陵公园里两座相依的土山，其实是

两个大土墩，它们相隔１９米，分别高５米和７米左右，本无名称，后因“松陵书院”文人墨客常于此
登高俯瞰，见夕阳西下时，垂虹卧波，彩霞增色，苍茫如画，故题名为“七阳山”，并有“垂虹相依七

阳，七阳光照垂虹”之说。据传，松陵公园原为一片荒场，七阳山是在太平天国以后，用碎砖瓦、垃圾

４２３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和清理玉带河挖出的淤泥堆积而成。民国７年（１９１８），七阳山上还是光秃秃的，时由县知事李世由

和知名士绅等先后在山上遍植松树。民国２３年，县长徐幼川筹款带人在山上种植松树并建亭筑

路，造憩楼，建中山堂等，公园的格局规模开始形成。民国２４年，定名为“吴江公园”（一说“中山公
园”）。民国２６年重修，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修缮完毕，仅在中山纪念堂前建造了同盟会会员钱涤

根烈士纪念碑。抗战时期，公园被毁。１９５３年，吴江县政府拨款重建，发动干部群众，特别是吴江
乡村师范的师生，把县政府引进的大批黑松、罗汉松、玉兰等名贵树木种植在七阳山上，使公园恢复

了往日风貌。其时，又将两山间旧时叫作“小校场”的空地，辟为灯光球场。“文化大革命”中，公园

遭到破坏性打击，中山纪念堂、钱涤根烈士纪念碑、憩楼、山亭先后被破坏或移作他用，许多名贵花

草树木被随意砍伐，公园陷入无人管理的境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政府对公园建设进行全面部

署，正式批复设立公园管理机构，费孝通为“吴江公园”题词。１９８１年，公园开始全面整修改造。

１９８２年，在七阳山上重新建起造型不同的亭子，筑通７７０余米环山小道，新建儿童乐园。１９８３年，
在七阳山上广植各种名贵花木近９０００枝。１９８４年底，在园内开挖荷花池，建造曲桥、假山、亭榭。

１９９３年，重建憩楼。１９９５年，建造吴江籍革命烈士张应春花岗石塑像。２００２年免费对游人开放，每
天早晚游览和锻炼的市民达千余人。松陵公园有编制人员６名，“文化大革命”前后负责人为赵培

培，２００５年后负责人为陈爱华。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骨灰安葬在七阳山山坡。
２００８年，松陵公园仍正常对外开放。

　　三、垂虹景区

垂虹景区位于吴江市区东门外，占地面积约４５亩，２００４年起由吴江市人民政府兴建，翌年１１
月建成开放，总投资３２００余万元，是吴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松陵公园管理。该景区除绿化、
水体、湖石、雕塑景观外，主要由“垂虹桥遗址”、“华严塔”和“计成纪念馆”三大部分组成。垂虹桥

遗迹显露的桥洞东端有１０孔，西端有７孔（尚有数孔埋在地下）。景区水面北侧有投入８００万元移
址复建的七层华严塔（原址在垂虹桥东南堍），高５５米。位于垂虹桥遗迹东端北侧的计成纪念馆，

投入６５万元，为纪念吴江籍明代杰出造园家计成而建。至２００８年，垂虹景区一直为全开放式不收
费的景点向外开放。

　　四、目澜洲公园

目澜洲公园位于盛泽镇公园路。其原址为初建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的骨池庵，元至正
年间易名为圆照庵。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在圆照庵遗址上修建目澜洲公园，占地约１５亩。新中国成

立后，几经整修。１９６５年向北扩大范围，增加面积约７．５亩。公园内有四面厅、水榭、旱船等建筑，
其中四面厅位于园东部，正名圆照堂，民国时重建，为正方形，周以环廊。园西部有一明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的《圆照庵记》石碑，其碑文载于清同治《盛湖志》。园内水面上种有荷花，仲夏时节清香四
溢。园南长堤所植紫藤已有３００余年历史，园内其他花木有梅、桃、桂、枫、海棠、黄杨、冬青、塔松、

紫薇、梧桐等。园西南部长堤临水（残存的西白漾），夕阳西下，水光成锦，古有“目澜夕照”景观，历

代诗人题咏不绝。８０年代初，在新生、新联、新华、新民诸厂赞助下，公园又向北扩大约９亩面积，开
辟儿童乐园，建造花棚等。２００８年９月，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投资１００万元，在公园南

侧建立污水处理站，使公园的池水清澈见底，鱼儿怡然自得畅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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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镜湖公园

１９９９年，镜湖公园始建，２００２年９月，正式开园。位于盛泽镇东北郊，东临２２７省道及苏嘉杭

高速公路出口处。原址为南镜荡。占地５３０亩，其水域面积约占五分之二。该园以植物造景，园内
山清水秀，树木葱郁，设有茶室、儿童乐园、浅水滩、山水园、游船码头、骑马场、歌舞厅、小型动物园

和夏季浴场等。

园内按功能分为环湖亲水休闲区和生态观光区两部分。前者位于园东部和南部，沿湖垂柳成

行，亭台阁榭，曲桥荷风，相映成趣。湖中有三岛，湖边桥堤相连，可漫步周游，亦可泛舟登岛。贴水

而筑的“镜湖堂”，位于三岛之中，为休憩、品茗、赏景佳处。后者内设梨园、桃园、梅园、枇杷园、葡

萄园等，四时八节，花果相映，丹桂、香樟、紫竹、玉兰等花木错陈其间，游人可入园观赏，亦可亲手采

摘尝鲜。在两区之间，耸立着用挖湖之泥垒成的土山，登高俯瞰，全园秀色尽收眼底。园内还辟有

垂钓区，位于深芦疏柳围合的水湾处，环境幽静。镜湖公园自开园以来，深受群众欢迎。２００５年接
待游客达２０万人次。至２００８年，已成为苏嘉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休闲娱乐场所之一。

　　六、分湖公园

分湖公园位于芦墟古镇区西北侧、分湖岸边，陆地、水域面积合计为１６５亩。１９５２年２月，芦墟
镇在分湖滩（现分湖公园）的金缆桥（当时是两块石板的小平桥）西侧垒土建造葛鹤年烈士墓，周围

遍植冬青、杨柳、桃树等，之后，这里便成为群众散步、游观之处，每逢清明节、“五四”青年节，有群

众前来作悼念活动。１９６４年起由专人看管。８０年代初，分湖滩占地面积１９２５平方米。１９８４年起

兴建分湖公园，先后建成四面厅（后称临波阁）、六角亭及儿童乐园等。９０年代初，拓建园西南角的
独脚圩，用九曲桥连接两岸，增假山、环廊、草坪、亭台等。１９９７年，向北延伸，利用分湖淤泥冲积的

土丘，建胥滩古渡、览胜亭、长廊，并筑４５０余米的穿湖大堤，连接西南、东北景点。１９９９年５月，分
湖公园成为江苏省二级公园。年均游客１～１．２万人次。２００８年，分湖公园全天免费开放。

　　七、震泽公园

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 塘改道，开辟新河，两岸堆土成山。翌年，当地在震泽镇鲤跃路（现公园
路）西募建公园，占地６０亩。园内主体建筑四面厅与厅旁荷花池倒影相映成趣。民国２６年１１月，

日军侵占震泽，公园成为屠场。抗战胜利时，园内荆棘丛生。１９５６年，当地政府整修公园，并在北
侧建造烈士陵园。“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园被工厂占用，直至１９８２年工厂迁出。１９８３年，当地政

府又作修复，整修四面厅、仙鹤亭、烈士陵园，清理荷花池，新建池西水榭、土山上方亭、池东芙蓉榭、

池北双三角亭。亭旁新架小垂虹拱桥。全园布局以池为中心，厅、榭、亭、台、桥等绕池而筑。园内

辟有文化活动室、少儿阅览室、茶室、书场、儿童乐园等。１９８５年，震泽公园大门改设于东向。是年
将原丝业公会清水砖墙移建于此。门楣砖刻匾额“震泽公园”四字，为费孝通手书。２００３年，因

塘运河改扩建，将公园北侧烈士陵园迁建至公园西南角。２００８年，仍对外开放。

　　八、莺湖公园

１９８４年８月建，坐落在平望镇莺盄湖西北侧，紧靠２２７省道，占地４０余亩，其中水面约占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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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园门前立石狮一对，黑色砖墙上置和合一对，其背面是“鲤鱼跳龙门”。进大门，鹅卵石路直

通四面厅。园内小溪逶迤，连接园的东部与北部，溪上有小石桥２座。园南土山上植紫竹、石楠、温

地松等树木，一片葱绿。园中四面厅清秀幽雅，内设小卖部和茶室。往北植有水松木和樟林，向西

植有桂林。过土山，又是一花果山，植有玉兰、含笑、牡丹等花树，还设有盆景。儿童乐园占地４亩。

六角亭坐落于桥畔堤岸上。从２１世纪初起，园内辟有莺湖书场，内挂对联一副：“七根弦上说今古，

四面厅中盈客宾”。该书场常邀江南各地评弹团前来演出，听众甚多。２００３年，平望三野四烈士

陵园迁移至莺湖公园内，烈士墓前建有先烈石刻浮雕。２００８年，莺湖公园照常对外开放。

第五节　农业生态园

　　

　　一、肖甸湖森林公园

肖甸湖森林公园为省级森林公园，位于同里镇东侧，融森林、田园、水网等自然景观于一体。

１９６９年前，这里尚为一泓湖水，当时为灭钉螺将之抽干为田，由于土质因素，稻麦生长不起来，于是

植上水杉、池杉、毛竹等植物，不经意间，一座水乡平原少见的森林悄然诞生。１９９５年，肖甸湖被国

务院命名为“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１９９８年被江苏省农林厅批准为“吴江肖甸湖森林公园”。该公

园占地约４０００亩，有杉、竹、枇杷、香樟、银杏、翠梨等多品种林体，林木茂密，遮天蔽日。林区内黄

鹂、白鹭、野兔等野生动物时有出没。园内地势平坦，渠塘纵横，小道曲径分布有序，园外农田、湖泊

交辉，为典型的江南田园风光。２０００年对外开放后，公园内增设假山、秋千等设施，之后又相继开

发垂钓、烧烤、凉亭品茗、农家菜品尝等休闲项目。２００８年，肖甸湖森林公园照常对外开放。

　　二、吴江生态科技园

吴江生态科技园，位于松陵镇八坼社区，紧傍２２７省道和京杭大运河。该园集农业观光、生产

科研、科普休闲、健身娱乐、购物于一体。２００３年对外开放，占地面积６０万平方米，为全国农业旅游

示范点，吴江市科普教育基地和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大学城市科学学院、南京林业大学的

实践基地。园内２００多种、上百万株园林植物郁郁葱葱，百亩橘园秋挂满枝，万丛鹤望兰亭亭玉立，

２００多米竹艺长廊气势不凡，河道沟渠曲径通幽，鱼池水面生碧泛绿。主要参观点有科技大楼、工

厂化育苗区、种质资源库、鹤望兰园、玉兰园、桂花园、柑橘园、竹艺长廊、绿乐轩、休闲垂钓区、绿乐

号游船等。至２００８年，接待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荷兰、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内外游客数十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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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３８年５月８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士夜宿平望，遭国民党军队飞机偷袭，４名战士牺牲。为纪念这４位烈士，部队与刚成立
的平望镇人民政府商定，由镇政府将牺牲战士安葬在王家坟，命名为“三野四烈士墓”。１９８５年，三野四烈士墓迁往新建的莺湖公园对
面，扩建为“革命烈士陵园”。



　　三、新申农庄

新申农庄，位于古镇震泽东郊，紧依３１８国道，濒临 塘，于２００４年筹建，占地３８０亩。该农庄

凭借古镇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态环境优势和农业资源优势，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设施农业、

高效集约化种养殖业、无公害绿色生态食品产业、生态农业观光休闲旅游等五大产业。利用田园景

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业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通过农作物季节、品

种和生产设施等的搭配，做到四季瓜果不断、鲜花常开，为游客提供生态游览、自然观光、休闲度假、

民居餐饮、健身运动、科普教育等服务项目。至２００８年，新申农庄一直实行门票免费对外开放。

第四章　碑　石

第一节　董其昌书《赠裴将军》碑

　　董其昌书《赠裴将军》碑现存黎里柳亚子纪念馆。清乾隆年间直隶总督、工部尚书周元理藏有

明代董其昌所书颜真卿《赠裴将军》诗绢素本，其孙周光纬请人摹勒于碑。碑诗共１８句９０字，为：

“赠裴将军：大君制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跃）龙虎，腾陵（凌）何壮哉。将军临北荒，怛（?）赫

耀英材。剑舞跃（若）游电，随风萦且回。登高望天山，白雪正崔嵬（巍）。入阵破骄虏，威声（名）雄

震雷。一射百马倒，再射万夫开。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功成报天子，可以画麟台。”诗后有董

其昌的一段附记：“客以鲁公《赠裴将军诗》真迹见示，因题一绝云：拖（舵）楼竞夜雨催诗，果有龙蛇

起墨池。会得将军挥剑势，分明草圣折钗时。董其昌。”下钤朱文“董其昌印”，最后有周光纬的一

段跋文：“唐人书首推颜平原，宋四大家皆学其书。思翁综贯百家，亦由此津逯以窥羲、献之室。此

书鲁公赠裴将军诗，绢素大幅，纵横奇恣，真有细筋入骨之妙。予刻红蕉馆贴，以幅广难以割截，遂

别为摹勒，从此溯流穷源，唐贤轨范庶几得之想象间，岂非墨池奇觏耶！嘉庆癸酉夏五仁和周光纬

识。”下有“周光纬印”、“蓉裳”及“平江叶潮勒”字样。“折钗”出自书法术语“折钗股”，指笔墨转处

曲折而丰满。周光纬所称“思翁”，是因董其昌号思白。董其昌书法初师颜真卿，故周光纬认为董

其昌是从颜真卿这个渡口出发，进而得臻一窥羲、献堂奥的境界。

第二节　乾隆梅花碑

　　清乾隆梅花碑，原先摆放在黎里禊湖书院中，现置于柳亚子旧居第三进正厅前的天井里。

梅花碑的材质为青石，６０厘米见方，左边为一枝苍劲的古梅，右边为唐代名臣宋瞡的咏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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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清乾隆皇帝御笔。乾隆喜爱梅花，正如他在跋语中所云：“梅花品格最胜，冰姿玉骨铁躯古心，

迥非花卉之匹。”根据跋语所示，乾隆这幅梅花图作于他第五次下江南途中。当时，乾隆驻跸姑苏行

宫，“摹勒廊壁以标清志庶使干载下睹兹树尤景其人焉。”缅怀胜迹，企望名贤，于是作了此画，打算

回京后“摹勒廊壁，以标清志，庶使千载下睹兹树尤景其人焉”。乾隆在跋语后钤印章三枚，一枚是

圆形章“乾”，一枚是方形章“隆”，另一枚也是方形，为“几暇临池”。

梅花碑当时为黎里籍高官周元理（清乾隆期间曾任直隶总督、工部尚书）所立。周元理在任职

期间，多次得到乾隆帝的御赐“福”字。清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周元理引疾乞休，乾隆帝感念他的

功绩，赐予上方珍物，赐物中包括第五次下江南时所作的梅花图。

周元理归里后，在禊湖书院旁增建平屋三楹，取名“吟香书屋”，把御笔梅花图刻石成碑，安置

在吟香书屋一侧，与书院原有的七景一起合为八景，御笔梅花碑立为八景之首，名曰“石香春色”。

第三节　祝寿图碑

　　祝寿图碑，现存于黎里柳亚子旧居第三进正厅前的天井里。此碑的原图由清乾隆时期著名画
家张问陶与著名书法家刘墉合作，赠予黎里人冯珍。据《黎里续志》载，冯珍，字子耕，号秋谷，太学

侯选按察使照磨（照磨为元代以后设置的掌管宗卷、钱谷的属吏），善诗词，广交游，见闻宏扩，曾与

当时著名人士梁同书、阮元、洪亮吉、张问陶等交往，著有《尊古斋诗钞》、《西泠杂咏》等。由于冯珍

博学强记，受到张问陶等人的尊重。冯珍晚年家居黎里，与居于虎丘的张问陶常相问候。张问陶于

清嘉庆癸酉年作《芝兰图》为冯珍祝寿，故《芝兰图》又称《祝寿图》。冯珍一向钦佩刘墉，尤其喜爱

其书法，想在《祝寿图》上补上由刘墉书写的题款，但此时刘墉已去世９年。刘墉在世时有一宠妾黄
氏，擅长书法，刘墉晚年精力不济，求墨宝者仍络绎不绝，于是就由黄氏代笔，几至真假难辨。最后，

由张问陶登门向刘墉遗孀黄氏求得墨宝（落款仍为刘墉），《祝寿图》终于完璧。

第四节　上谕祭周元理碑

　　上谕祭周元理碑，现在黎里南新街庙桥弄周宫傅祠内。清乾隆年间，周元理曾任直隶总督、工部尚
书等职。清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周元理在黎里病逝，终年７７岁。清乾隆六十年，为祭祀周元理专门建
祠，即为周宫傅祠。祠内立一石碑，石碑两面均刻有文字，一面刻的是“诏书”，另一面刻的是“祭文”，现

一面文字已磨损难辨，另一面则因贴地而看不到，但通过翻阅清嘉庆年间刻印的《黎里志》，则一目了然。

诏书为：“乾隆四十七年，上谕：原任工部尚书周元理，前任直隶总督，老成勤慎，宣力有年。嗣

后加恩内用，?擢尚书，后因老病乞休，特加太子少傅以示优眷。兹闻在籍溘逝，深为轸恻，着加恩

令江苏布政使前往赐祭一坛。钦此。”

祭文为：“皇帝谕祭病故原任工部尚书周元理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

盛典。尔周元理性行纯良，才能称职，方冀遐龄，忽闻长逝，朕用悼焉，特颁祭典，以慰幽魂，呜呼！

宠锡重墟，庶沐匪躬之报，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荣。尔如有知，尚克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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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紫藤花馆藏帖碑

　　清代黎里人徐达源（１７６７—１８４６），系著名学者袁枚的弟子，曾任翰林院待诏，著有《黎里镇
志》、《吴郡甫里人物传》、《涧上草堂纪略》等，并刻有著名的《紫藤花馆藏帖》。《紫藤花馆藏帖》集

诸家之法帖，其中手札２３通，序、题跋１２篇，诗词６首，募写法帖２幅，篆联１副，蔚为大观，均为清
乾隆年间所作。

浙江南浔小莲庄长廊壁间嵌有《紫藤花馆藏帖》刻石３１方（均为国家二级文物），为徐达源与

刘墉、法式善、袁枚、梁同书、王文治、赵翼、阮元、伊秉绶、洪亮吉等２０余位著名文人学士往来投赠
之篇章、尺牍等，于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秋勒石，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春，南浔富豪周昌富途经黎
里，在一古董商处用重金购得，置于自家花园“怡园”内，在其晚年，这批刻石又归小莲庄刘氏所有，

嵌于小莲庄长廊壁间。《紫藤花馆藏帖》的拓本也曾流传至日本，藏于圣庙之中。

第六节　社坛碑与苏州府严禁农民抗租碑

　　社坛碑与苏州府严禁农民抗租碑，原在黎里古镇平楼街东圣堂（原名普济禅院）内。明嘉靖三
年（１５２４），吴江知县王纪将东圣堂改为社坛时，立有社坛碑一块；苏州府严禁农民抗租碑于清光绪

三十年（１９０４）由苏州知府明令颁刻，置于东圣堂门口西侧墙上。碑上署名的黎里地主多达５０名，
但从碑文中可看出当时农民所受的苦难以及农民不畏强暴、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租斗争的情形。

社坛碑及严禁农民抗租碑，对研究当时民风习俗、乡规民约以及清末农民抗租斗争等，具有一定的

历史价值。这两碑现存于黎里柳亚子纪念馆。

第七节　重修济东会馆记碑

　　重修济东会馆记碑，镶嵌在盛泽济东会馆（该馆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正厅前西墙上，镌刻
会馆建造缘起和历史沿革。碑记云道：“盛泽为吴江巨镇。在昔尤为繁盛，各省商贾，骛趋麇集，吾

乡营商者亦多集斯土，因建两会馆（另一会馆指济宁会馆）以联合梓谊……”从中可看出会馆带有

同乡会的性质。

第八节　国耻纪念碑

　　国耻纪念碑，立于同里丽则女学校址教学大楼北侧的雪耻亭中。雪耻亭为一四角亭，由同里籍
书法家钱太初题写亭额。国耻纪念碑碑身正面镌有“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１０个大字，碑阴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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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录了一段史事。

民国４年（１９１５）１月，日本趁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混战、无暇东顾之际，向袁世凯提出了
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５月７日，日方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４８小时内签约。９

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卖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当时，旅京同里籍学生很快将这一消息

电告了家乡同人。丽则女学全体师生得知后，于当天晚上集结在镇北陈家牌楼的一个厅堂内，召开

“声讨袁贼大会”。大会由师范班班主席殷同薇主持，她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袁世凯的

卖国行径，并当众咬破手指，在白绢上书下“誓雪国耻”四个大字，在场同学也纷纷以指代笔，用血

写下“卧薪尝胆”、“洗雪国耻”等条幅。大会决定立碑明耻，请钱基博撰文、吴芝瑛（秋瑾挚友、女书

法家）书丹，以表达丽则女学１４０人“发愤蹈难”的决心。

这块纪念碑历经沧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免遭破坏，由无名爱国志士掩埋在了地下。时隔４０
余年，至１９８０年，赵承祖在绿化校园时发现此碑。１９８２年，予以重立。时年８３岁的殷同薇闻讯后，

特地从上海专程赶至，参加重建石碑仪式，追抚今昔，家乡发生翻天覆地巨变，殷同薇感慨万千，禁

不住热泪盈眶。１９９２年９月，同里镇人民为保护此碑，专门在碑基上建造“雪耻亭”。

第五章　文物保护

第一节　文物保护机构

　　１９８５年６月６日，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县文管会，１９９２年５月撤县设市后称市文管
会）成立。市（县）文管会由分管县长（市长）担任主任，以文化（文广）、建设、公安、工商、财政、交

通、教育等部门负责人为组成人员（详见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和１９８７年５月，在同

里、黎里两个文物重镇分别建立文物保护管理所，其余各镇文物管理工作由相关镇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站、文体站）承担。太湖景区退思园管理所负责退思园的专门管理。１９９１年４月，县文化局

在各乡镇聘请３８位业余文物保护员。业余文物员受聘后，宣传《文物保护法》，依法保护文物工作。
是年年底，县文化局表彰１３位业余文物保护员。２００５年，对部分文物控制单位也落实业余文保员

进行保护管理。

市文管会办公室和同里、黎里文保所人员以及各镇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通过正规培训，领取省

政府统一印制、市政府颁发的《江苏省行政执法证》，进行文物行政执法，每年由发证机关进行注

册。２００５年，全体行政执法人员先后参加“苏州市文物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法制培训”、“江苏文物

与文物法制建设”等培训讲座。１１月，市文广局聘请省文物局人员到吴江做学习执行文物法律法
规讲座，市文管会办公室，同里、黎里文保所全体人员和各镇文化中心主任参加。２００８年９月，市文

广局对各镇文化服务中心实施百分考核，其中文物保护管理考核分值２０分，文物普查工作占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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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的公布

　　

　　一、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的公布

１９８０年５月，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公布吴江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退思园、柳亚子旧居、

陈去病故居、张应春烈士墓、端本园。

１９８６年７月，县政府下发《关于公布吴江县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公布垂虹桥遗迹、运

河古纤道、东庙桥、思本桥、香花桥、先蚕祠、耕乐堂、孔庙、致德堂、白龙桥、徐灵胎墓等３５处不可移

动文物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全县文物保护单位达４０处。《通知》要求各乡镇在尚未列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文物古迹中选择一些重要者列为镇、乡文物控制单位并予以公布。是年年底，全县１１个

乡镇分别公布本地区文物控制单位共１６３处。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９日，市政府〔１９９４〕７５号文，批转市文管会、文化局《关于重新核定吴江市文物控

制单位的意见》，登记公布松陵镇怀德井（三角井）等２１２处文物古迹为市文物控制单位。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５日，市政府吴政发〔１９９７〕１３０号文，调整第二批、公布第三批吴江市文物保护单

位。第二批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调整撤销名单是位于同里镇上元街的仁济道院、震泽镇太平街的

丝业公会、盛泽镇茅塔村的石塔、同里镇中心小学内的国耻纪念碑（并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丽则女

学校址）。公布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共１２处：南社通讯处旧址、张应春故居、天放楼与红楼、丝业公

学旧址、卧云庵、朴泽桥、富观桥、思范桥、双塔桥、正修堂木雕门楼、嘉荫堂、庞氏宗祠。同时，还公

布第三批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市政府调整第二、三批，公布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调整名单是撤销地处芦

墟的杨公祠；撤销地处黎里的写韵楼与新咏楼扩为徐达源故居；撤销地处震泽的正修堂木雕门楼，

扩为正修堂。公布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９处：怀德井（松陵）、黎里市河驳岸及古桥、杨天骥故

居（同里）、耕香堂（震泽）、尊经阁（震泽）、汪宅（铜罗）、沈氏跨街楼（芦墟）、怀德堂（芦墟）、苏嘉铁

路７５号桥侵华日军炮楼（盛泽）。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市政府公布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计４０处，另有１处为扩展项目，怀德井

扩展为“怀德井和吴氏旧宅”。至此，吴江全市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８０处，其中包括与古运河有关

的文物遗存安民桥、安德桥、三里桥３处。

　　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５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三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吴江有５处：退思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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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里镇、柳亚子旧居、慈云寺塔、王锡阐墓。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９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四批江苏省

文物保护单位，吴江有１０处：陈去病故居、丽则女学校址、张应春烈士墓、思本桥、东庙桥、运河古纤

道、先蚕祠、师俭堂、徐灵胎墓、龙南村落遗址。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五批江

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吴江耕乐堂名列其中。

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六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吴江有５处：垂虹桥遗迹、

吴江文庙、香花桥、致德堂、苏嘉铁路７５号桥侵华日军炮楼。至２００８年，除去退思园、柳亚子旧居

已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故单位，吴江市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８处，其中包括与古运河有关的

文物遗存运河古纤道１处。

　　三、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退思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２４届年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５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名列其中，实现吴江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零的突破。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亚子旧居、师俭堂名列其中，

吴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达３处，在苏州五县（市）中名列前茅。

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公布京杭大运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吴江段沿岸存有

运河古纤道、三里桥、安民桥、安德桥等４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国家文物局在

《关于印发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的通知》中明确这 ４处为“与古运河有关的文

物遗存”。

表４５１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吴江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级别 年代 地点 公布日期

１ 退思园 国保 清代 同里镇 ２００１．６．２５

２ 柳亚子旧居 国保 清代、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２００６．５．２５

３ 师俭堂 国保 清代 震泽镇 ２００６．５．２５

４

与古运河有关的文物遗存 国保 元代～清代 运河吴江段 ２００７．５．２３

（１）运河古纤道 （省保） 元代、明代 松陵镇 １９９５．４．１９

（２）安民桥 （市保） 明代 平望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３）安德桥 （市保） 清代 平望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４）三里桥 （市保） 清代 松陵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５ 同里镇 省保 明代、清代 同里镇 １９８２．３．２５

６ 王锡阐墓 省保 清代 震泽镇 １９８２．３．２５

７ 慈云寺塔 省保 明代 震泽镇 １９８２．３．２５

８ 陈去病故居 省保 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同里镇 １９９５．４．１９

９ 丽则女学校址 省保 清末民初 同里镇 １９９５．４．１９

１０ 张应春烈士墓 省保 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 汾湖镇黎星村 １９９５．４．１９

１１ 东庙桥 省保 宋代 七都镇 １９９５．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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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级别 年代 地点 公布日期

１２ 思本桥 省保 宋代 同里镇同兴村 １９９５．４．１９

１３ 先蚕祠 省保 清代 盛泽镇 １９９５．４．１９

１４ 徐灵胎墓 省保 清代 松陵镇凌益村 １９９５．４．１９

１５ 龙南村落遗址 省保 新石器时代 平望镇梅堰社区 １９９５．４．１９

１６ 耕乐堂 省保 清代 同里镇 ２００２．１０．２２

１７ 香花桥 省保 宋代 震泽镇龙降桥村 ２００６．６．５

１８ 垂虹桥遗迹 省保 元代、明代、清代 松陵镇 ２００６．６．５

１９ 吴江文庙 省保 清代 松陵镇 ２００６．６．５

２０ 致德堂 省保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震泽镇 ２００６．６．５

２１ 苏嘉铁路７５号桥侵华日军炮楼 省保 民国２７年（１９３８） 盛泽镇群铁村 ２００６．６．５

２２ 端本园 市保 清代 黎里镇 １９８０．５．３

２３ 钱涤根烈士纪念碑 市保 民国 松陵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２４ 洪恩桥 市保 明代 七都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２５ 广福桥 市保 明代 七都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２６ 鸿寿堂及洛雅草堂 市保 明代、清代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１９８６．７．１

２７ 癉明桥 市保 清代 盛泽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２８ 务本堂 市保 清代 同里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２９ 禹迹桥 市保 清代 震泽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０ 周宫傅祠 市保 清代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１ 徐达源故居 市保 清代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２ 济东会馆 市保 清代 盛泽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３ 中和桥 市保 清代 盛泽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４ 东圣堂 市保 清代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５ 退一步处 市保 清代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６ 泰安桥 市保 清代 盛泽镇黄家溪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７ 白龙桥 市保 清代 盛泽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８ 崇本堂 市保 民国时期 同里镇 １９８６．７．１

３９ 南社通讯处旧址（寿恩堂） 市保 清代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０ 张应春故居 市保 民国时期 汾湖镇黎星村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１ 天放楼及红楼 市保 民国时期 同里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２ 丝业公学旧址 市保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 震泽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３ 卧云庵 市保 明代 同里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４ 朴泽桥 市保 明代 松陵镇直港村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５ 富观桥 市保 元代 同里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６ 思范桥 市保 清代 震泽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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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级别 年代 地点 公布日期

４７ 双塔桥 市保 清代 七都镇、震泽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８ 正修堂 市保 清代 震泽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４９ 嘉荫堂 市保 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 同里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５０ 庞氏宗祠 市保 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 同里镇 １９９７．９．１５

５１ 怀德井和吴氏旧宅 市保 明代 松陵镇 ２００５．１．６

５２ 黎里市河驳岸及古桥

（含河埠及系船石）
市保 明清、民国时期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２００５．１．６

５３ 杨天骥故居 市保 清末 同里镇 ２００５．１．６

５４ 耕香堂 市保 民国初年 震泽镇 ２００５．１．６

５５ 尊经阁 市保 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 震泽中学 ２００５．１．６

５６ 汪宅 市保 民国初年 桃源镇铜罗社区 ２００５．１．６

５７ 沈氏跨街楼 市保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 芦墟镇 ２００５．１．６

５８ 怀德堂 市保 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 芦墟镇 ２００５．１．６

５９ 广福遗址 市保 新石器时代 桃源镇广福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０ 唐家湖遗址 市保 新石器时代 平望镇胜墩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１ 小九华寺地藏泉井 市保 明代 平望镇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２ 同里朱宅 市保 明末清初 同里镇三元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３ 内省堂 市保 明代 汾湖镇北厍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４ 一本堂 市保 清代 震泽镇文武坊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５ 汾阳王庙 市保 清代 桃源镇铜罗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６ 禊湖道院和秋禊桥 市保 清代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７ 刘猛将军庙和东林桥 市保 清代 平望镇溪港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８ 世德堂 市保 清代 同里镇明清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６９ 普安桥 市保 清代 同里镇后港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０ 八坼古桥梁 市保 清代 松陵镇八坼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１ 博士桥 市保 清代 横扇镇四都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２ 同里三桥 市保 清代 同里镇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３ 施相公庙和邑宁桥 市保 清代 横扇镇四都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４ 莲云桥 市保 清代 盛泽镇坛丘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５ 嘉乐堂 市保 清代 桃源镇铜罗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６ 吴孙宅 市保 清代 七都镇七都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７ 庄面 市保 清代 盛泽镇花园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８ 敬胜堂 市保 清代 震泽镇砥定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７９ 懋德堂 市保 清代 震泽镇宝塔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０ 尚义堂 市保 清代 震泽镇太平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１ 馀庆堂 市保 清代 震泽镇花山头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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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级别 年代 地点 公布日期

８２ 莘塔跨街楼 市保 清代至民国时期 汾湖镇莘塔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３ 凝庆堂 市保 清代至民国时期 震泽镇宝塔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４ 王绍鏊故居 市保 清末 同里镇富观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５ 秦东园故居 市保 清末 平望镇北河西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６ 南园茶社 市保 清末、民国初年 同里镇鱼行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７ 黎里天主教堂 市保 清末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８ 东溪河王宅 市保 清代、民国时期 平望镇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８９ 震泽耶稣老教堂 市保 民国４年（１９１５） 震泽镇太平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０ 凝瑞堂 市保 民国８年（１９１９） 震泽镇藕河街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１ 福事桥 市保 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 桃源镇青云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２ 庆善堂 市保 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 同里镇红塔埭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３ 贞惠先生碑亭 市保 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 震泽中学震泽校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４ 余德堂 市保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 同里镇成字圩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５ 黎里施家洋房 市保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 汾湖镇黎里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６ 庞山湖农场望楼 市保 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 吴江经济开发区

庞山湖社区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７ 山湖饭店民国建筑 市保 民国时期 松陵镇油车路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９８ 苏嘉铁路桥墩 市保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 吴江经济开发区

白龙桥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注：级别栏中所注国保、省保、市保分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的
简称。

表４５２　１９９４年吴江市人民政府公布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名单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所在地

１ 怀德井（三角井） 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 松陵镇

２ 聚龙桥 清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 松陵镇南厍村

３ 泰安桥 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松陵镇盛家厍

４ 长坂桥 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 松陵镇长安村

５ 安惠桥 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 松陵镇长安村

６ 虹桥 民国１９年（１９３０） 松陵镇盛家厍

７ 永宁桥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 松陵镇南厍村

８ 朴泽桥（王家桥） 明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 八坼镇虹桥村

９ 万安桥 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八坼镇

１０ 联源桥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八坼镇

１１ 合浦桥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八坼镇

１２ 永宁桥 清代 八坼镇

１３ 卧云庵 明嘉靖年间 同里镇

６３３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续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所在地

１４ 三谢堂 明代 同里镇富观街

１５ 承恩堂 明末清初 同里镇上元街

１６ 潘氏墙门及潘宅 明末清初 同里镇鱼行街

１７ 朱宅及五鹤砖刻门楼 明末清初 同里镇三元街

１８ 侍御第 明、清［明代］ 同里镇新填街

１９ 陈氏旧宅（孚寄堂）、书楼 清康熙年间 同里镇富观街

２０ 西宅别业 清中叶［明代］ 同里镇富观街

２１ 太湖水利同知署旧址 清中叶［清代］ 同里镇富观街

２２ 留耕堂 清中叶 同里镇富观街

２３ 乌金桥 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清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同里镇九里村

２４ 中元桥 清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同里镇

２５ 富观桥 清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 同里镇

２６ 泰来桥 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清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 同里镇

２７ 东溪桥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 同里镇

２８ 慎修堂 清代咸丰年间 同里镇东溪街

２９ 任氏宗祠 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同里镇东溪街

３０ 长庆桥 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同里镇

３１ 永寿桥 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同里镇栅桥村

３２ 太平桥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同里镇

３３ 大兴桥 民国２年（１９１３） 同里镇栅桥村

３４ 嘉荫堂 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 同里镇竹行街

３５ 庆善堂 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 同里镇东溪街

３６ 庞氏宗祠 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 同里镇富观街

３７ 天放楼 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 同里镇中学

３８ 何家坟遗址 新石器时代、商周 同里镇

３９ 陈氏节孝坊 清乾隆十年（１７４５） 莘塔镇枫西村

４０ 老街跨街楼 清、民国 莘塔镇

４１ 里仁桥（德庆桥）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 莘塔镇

４２ 陶氏节孝坊 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芦墟镇新友村

４３ 观音桥 清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 芦墟镇

４４ 登云桥 清嘉庆二年（１７９７） 芦墟镇

４５ 嘉泰桥 清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芦墟镇芦北村

４６ 城隍庙 清代［清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芦墟镇

４７ 泗州寺 清末［清代］ 芦墟镇

４８ 徐氏跨街楼 民国［民国４年（１９１５年）］ 芦墟镇西南街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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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沈氏跨街楼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 芦墟镇东南街

５０ 午梦堂蜡梅（树萱堂） 明代［明末］ 北厍镇叶周村

５１ 内省堂 清初 北厍镇梅东村

５２ 怀清履洁牌坊 清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北厍镇东滨村

５３ 胜秀桥 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 北厍镇港上村

５４ 张应春故居 民国 北厍镇黎星村

５５ 梅田凌氏节孝坊 清雍正十年（１７３２）［清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 金家坝镇梅田村

５６ 全真道院石柱 元至顺四年（１３３８）［元至顺三年］ 黎里镇梨花街

５７ 李厅 清康熙 黎里镇浒泾街

５８ 秋躒桥 清雍正十年（１７３２） 黎里镇

５９ 邱宅德芬堂、敬承堂 清雍乾年间 黎里镇中心街

６０ 汝氏砖雕门楼 清乾隆 黎里镇平楼街

６１ 中徐宅砖刻门楼 清乾隆 黎里镇浒泾街

６２ 徐达源故居 清乾、嘉年间 黎里镇梨花街

６３ 九洲弄王宅 清道光 黎里镇中心街

６４ 闻诗堂 清道光 黎里镇梨花街

６５ 青龙桥 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黎里镇

６６ 望恩桥 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黎里镇

６７ 城隍庙 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黎里镇西新街

６８ 迎祥桥 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黎里镇

６９ 王三房宅砖刻门楼 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 黎里镇中心街

７０ 进登桥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黎里镇

７１ 道南桥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黎里镇

７２ 进士第 清初［清代］ 黎里镇平楼街

７３ 南社旧址（寿恩堂） 清 黎里镇浒泾街

７４ 沈宅鸳鸯厅 清末［清代］ 黎里镇南新街

７５ 新蒯厅 清末 黎里镇浒泾街

７６ 东蔡宅 清末［清代］ 黎里镇东亭街蔡家弄

７７ 德心堂 清末民初 黎里镇中心街

７８
黎里市河驳岸及古桥

（含河埠及系船石）
清、民国 黎里镇

７９ 彭宅 民国初［清代］ 黎里镇梨花街彭家弄

８０ 梯云桥 民国２年（１９１３） 黎里镇

８１ 清风桥 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 黎里镇

８２ 万隆桥 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 黎里镇黎泾村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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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中共淞沪地委吴江

秘密联络点旧址
现代［１９４１年］ 黎里镇梨花街

８４ 东林桥 清嘉庆三年（１７９８） 平望镇溪港村

８５ 刘猛将军庙 清同治 平望镇溪港村

８６ 望春桥（双庙桥） 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平望镇双庙头村

８７ 胜墩村土地庙观音殿 清末［清代］ 平望镇胜墩村

８８ 大庆桥（溪桥） 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 平望镇溪港村

８９ 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 梅堰镇龙南村

９０ 袁家埭古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 梅堰镇龙北村

９１ 通政桥（庙桥） 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梅堰镇龙北村

９２ 太平桥 民国６年（１９１７） 梅堰镇平安村

９３ 王氏节孝坊 清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盛泽镇东港西岸

９４ 如意桥 清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 盛泽镇盛虹村

９５ 终慕桥（百嘉桥） 清乾隆六年（１７４１） 盛泽镇

９６ 南新桥（永清桥、新桥） 清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盛泽镇

９７ 徽宁会馆门楼 清乾隆三年（１７３８）［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 盛泽镇钱家浜

９８ 带福桥（搭北桥） 清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清乾隆三十三年］ 盛泽镇

９９ 吴氏旌节坊 清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盛泽镇斜桥街

１００ 三阳桥 清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 盛泽镇大东村

１０１ 长春桥 清乾隆年间［清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盛泽镇慰塘村

１０２ 长生桥 清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 盛泽镇圣塘村

１０３ 保盛桥 清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 盛泽镇

１０４ 东秀桥（乌新桥） 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 盛泽镇

１０５ 万寿桥 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清道光二十四年］ 盛泽镇庄浜村

１０６ 南星桥 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盛泽镇茅塔村

１０７ 会堂桥 清光绪年间（１８７５—１９０８） 盛泽镇慰塘村

１０８ 前庄村桥 清代 盛泽镇前庄村

１０９ 万缘桥 清代［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盛泽镇大东村

１１０ 纪长桥 清代 盛泽镇庄浜村

１１１ 里仁桥 清代［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盛泽镇李家浜村

１１２ 登云桥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盛泽镇茅塔村

１１３ 福海桥 民国９年（１９２０） 盛泽镇前跃村

１１４ 清方桥（南新桥） 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 盛泽镇圣塘港陆家浜

１１５ 培元公所３０周年纪念井、碑 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 盛泽镇牧童湾

１１６ 王氏砖刻门楼 民国［民国初期］ 盛泽镇南分金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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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所在地

１１７ 庄面 民国 盛泽镇

１１８ 周氏砖刻门楼 民国 盛泽镇东白漾

１１９ 富发桥 清乾隆年间 坛丘镇西扇村

１２０ 广济桥 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坛丘镇南塘村

１２１ 莲云桥 清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坛丘镇

１２２ 南心村太平桥 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坛丘镇南心村

１２３ 便民桥 清光绪年间（１８７５—１９０８） 坛丘镇沈泥村

１２４ 亭心桥 清代 坛丘镇亭心村

１２５ 槎木桥 清代 坛丘镇新东村

１２６ 永民桥（钵头桥） 清嘉庆二年（１７９７） 南麻镇中旺村

１２７ 万和桥（陈卖婆桥） 清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南麻镇平桥村

１２８ 青龙桥 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南麻镇沈家村

１２９ 延陵桥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南麻镇桥南村

１３０ 禾嘉桥 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南麻镇永安村

１３１ 安民桥 清光绪年间（１８７５—１９０８） 南麻镇沈介村

１３２ 堰头塘桥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南麻镇龙泉村

１３３ 流芳桥（白字桥） 民国１０年（１９２１） 南麻镇龙泉村

１３４ 双龙桥（西桥）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民国２２年］ 南麻镇龙泉村

１３５ 宝德桥（北堍桥）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民国３２年］ 南麻镇龙泉村

１３６ 永记桥（南永记桥） 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 南麻镇中旺村

１３７ 众安桥（西相交桥） 民国３１年（１９４２） 南麻镇永安村

１３８ 万善桥（卖柴桥） 清或民国［清代］ 南麻镇龙泉、永安交界

１３９ 福寿桥（圣塘港桥） 清或民国 南麻镇七庄村

１４０ 仰嘉桥 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八都镇南港村

１４１ 杨定桥（东杨定桥） 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八都镇勤联村

１４２ 万福桥（鸟梢桥） 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清代］ 八都镇永联村

１４３ 蠡思桥 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八都镇勤联村

１４４ 长春塘桥（少年桥）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八都镇贯桥村

１４５ 协茂桥 清代 八都镇勤丰村

１４６ 旺港桥 民国６年（１９１７）［民国７年］ 八都镇双板村

１４７ 花木桥（南花木桥） 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 八都镇花木村

１４８ 北花木桥 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 八都镇花木村

１４９ 竹林桥 清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横扇镇庙前村

１５０ 永兴桥 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 横扇镇大咸港

１５１ 博士桥（两桥） 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横扇镇庙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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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所在地

１５２ 邑宁桥（施相公桥） 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横扇镇庙前村

１５３ 万安桥 清代 横扇镇施家村

１５４ 种德桥 民国７年（１９１８） 横扇镇叶家港

１５５ 万善桥（观音桥） 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 横扇镇庙前村

１５６ 天庆桥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 横扇镇扶池港

１５７ 利济桥 清康熙七年（１６６８） 七都镇蒋家港村

１５８ 祠山庙桥 清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 七都镇前浜斗村

１５９ 广济桥 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七都镇长渠港村

１６０ 北张桥 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七都镇丁家湾村

１６１ 北回桥 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七都镇桥下村

１６２ 接关桥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七都镇长渠港村

１６３ 双塔桥 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七都镇李家港村

１６４ 博士桥 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七都镇双荡斗村

１６５ 日晖桥 清代 七都镇隐读村

１６６ 有成桥（吴泾桥） 民国６年（１９１７） 七都镇文义兜村

１６７ 永昌桥 民国７年（１９１８） 七都镇双荡兜村

１６８ 大善塘桥 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 七都镇前浜兜村

１６９ 喜雨桥 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 七都镇永民村

１７０ 交界桥（交界新桥） 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 七都镇长村

１７１ 更铺桥 民国 七都镇双荡斗村

１７２ 倪家港利济桥 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庙港镇倪家港

１７３ 甫里桥（陆港桥）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庙港镇陆家港

１７４ 北盛桥 清［清光绪］ 庙港镇南盛港

１７５ 万寿桥 民国７年（１９１８） 庙港镇沈家港

１７６ 张公桥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 庙港镇张家港

１７７ 万盛桥 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 庙港镇大明港

１７８ 白甫港利济桥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 庙港镇白甫港

１７９ 聚粮桥 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 庙港镇环良港

１８０ 儒林塘桥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 庙港镇五界亭

１８１ 康庄别墅遗址 明万历 震泽镇南浦浜村

１８２ 政安桥 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震泽镇

１８３ 通泰桥 清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 震泽镇

１８４ 思范桥 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震泽镇

１８５ 梅家桥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震泽镇梅家村

１８６ 虹桥 清光绪年间［清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 震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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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所在地

１８７ 四面厅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 震泽公园

１８８ 丝业工学旧址 民国 震泽镇藕河街

１８９ 李宅（积善堂） 民国 震泽镇南横街

１９０ 杨宅（花篮厅） 民国 震泽镇公园路

１９１ 正修堂木雕门楼 民国 震泽镇潘家扇弄

１９２ 富乡桥 清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清乾隆四十九年］ 铜锣镇富乡桥

１９３ 胡店太平桥 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 铜锣镇旺家村

１９４ 永丰桥（南桥） 清咸丰九年（１８５９） 铜锣镇高路村

１９５ 大德桥 清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 铜锣镇高路村

１９６ 永宁塘桥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铜锣镇永宁村

１９７ 汾阳王庙 清代 铜锣镇

１９８ 慈南桥 清末 铜锣镇开阳村

１９９ 凤仙桥栖凤亭、留仙亭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铜锣镇西亭村

２００ 云龙桥 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 铜锣镇后村

２０１ 安富桥 清光绪年间［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青云镇陶墩村

２０２ 尊荣桥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青云镇陶墩村

２０３ 泰章桥 民国４年（１９１５） 青云镇新成村

２０４ 白溪御龙桥（白带桥） 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 青云镇天亮浜

２０５ 度生桥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 青云镇巴家斗

２０６ 广利洪桥（广利虹桥） 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 青云镇梵香村

２０７ 无字圩古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 桃源镇广福村

２０８ 大善桥 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桃源镇新桥村

２０９ 九里桥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桃源镇九里桥村

２１０ 青龙桥（北阳和桥） 民国７年（１９１８） 桃源镇宅里桥村

２１１ 问津桥 民国９年（１９２０） 桃源镇雄壮村

２１２ 桃花桥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 桃源镇新桥村

　　注：该名单为吴文〔１９９４〕４７号附件，由吴政办〔１９９４〕７５号文公布。共２１２处，其中松陵镇７处、八坼镇５处、同里镇
２６处、莘塔镇３处、芦墟镇８处、北厍镇５处、金家坝镇１处、黎里镇２８处、平望镇５处、梅堰镇４处、盛泽镇２６处、坛丘镇
７处、南麻镇１４处、八都镇９处、横扇镇８处、七都镇１５处、庙港镇９处、震泽镇１１处、铜罗镇９处、青云镇６处、桃源镇
６处。

又：序号前加注者，表示该项至２００８年９月吴江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三普，下同）时或已升入市保单位，或
已消失。第１５４号种德桥三普未登录，实际仍存在。时代一栏［］内录入的是三普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所录与吴文
〔１９９４〕４７号附件所录有所不同的年代或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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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物基础工作

　　

　　一、文物普查

１９５６年起，我国进行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次普查规模小、不规范，没有留下统计数据。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吴江县根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部署，开展全县文物普查。县人民政府成立吴

江县文物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乡镇分别成立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文物普查的方法是发动

各乡镇群众广泛寻找、提供文物线索，由乡镇汇总上报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同时

查阅地方志，汇编吴江县文物古迹资料，并依据乡镇上报的文物线索，再逐一实地调查。１９８５年４

月，文物普查基本结束，共查得不可移动文物３８８处，石刻２３８块，流散文物１９１件（不包括钱币）。

此次普查使全县不可移动文物分布状况得到较为清晰的反映。

８０年代中期全县文物普查开展之后，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吴江还有过两次全市性文物调

查。２００７年起，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展开。４月，吴江市制定文物普查实施方案，成立吴江市文物

普查领导小组。２００８年３月起，文物主管部门将松陵、同里两镇作为实地调查试点。４月１日，全

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吴江的工作正式启动。文广、建设、教育、民族宗教、城管、财政、农林、国土、水

利、交通、发改委、统计等各成员单位、部门通力合作，从４月下旬起，全市各镇全面开展实地调查。

至２００８年年底，实地调查工作基本完成，进入普查材料整理、复核、汇编阶段。全市共普查登记不

可移动文物５１９处，其中新发现２６５处，复查２５４处，实地调查１５８个行政村（社区），自然村覆盖率

１００％。与前两次普查相比，此次普查规模大、涵盖内容丰富，信息网络、数码相机、ＧＰＳ卫星定位仪

等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其中，普查成果更加丰富、真实。

表４５３ １９８５年４月吴江市文物普查成果一览表 单位：处

总计 井泉 纤道 桥梁 宅第 园林 会馆 祠庙 宝塔 表坊 墓葬 古遗址 其他
近代纪

念建筑
石刻（块）

６２６ １ １ ２３５ ７２ ２ ６ ２８ １ ９ ５ ８ ７ １３ ２３８

宋 — — ３ — — — — — — — — — — 雕刻 ２２

元 — — １ — — — — — — — — — — 碑刻 １５８

明 — — ３ ５ — — ２ — — — — — — 墓志铭 ５８

清 — — １５２ ５４ — — ２１ — — — — — — — —

民国 — — ７６ １３ — — ５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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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１９８９年，对全县４２处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１９９３年，市文化

局会同市建设局对全市４２处文物保护单位中的３８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进行调整，绘制保护范围平面图，８月２０日，由市政府下文批准公布。２００５年，市文广局与

苏州市文物局一起完成全市国保、省保单位的紫线划定工作。另外，会同市建设局开展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的紫线划定工作，由市政府下文公布。

　　三、文物保护单位使用管理责任书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市政府召开文物保护单位使用管理责任书工作会议。市文化局作为文物
行政管理部门与全市３５个文物使用单位、管理部门法人代表、负责人签订文物保护单位使用管理

责任书。责任书明确使用保护基本原则、行为准则和违法责任。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由市政府与各镇政
府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

　　四、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说明牌

１９８９年，全县４２处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设置标志牌。２００５年，第四批市文物保护单位标志
说明牌制作完成。各镇为所有市文物控制单位制作标志说明牌。

　　五、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完好率测评

２００５年，市文广局和各镇文物保护管理所（文化服务中心）分别对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
物控制单位完好率进行测评。完好率测评结果为：国保单位１００％，省保单位８０％，市保单位５０％，

文物控制单位３０％。

　　六、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作

１９８９年，全县文物保护单位档案初步建立。１９９４年，完成同里镇、退思园、慈云寺塔、王锡阐
墓、柳亚子旧居等５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作。１９９６年，完成１９９５年公布的陈去病故居等１０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作。２００４年，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耕乐堂档案编制、上报工作。２００５年，退思园档案被省文物局评为优秀档案。

第四节　文物维修

　　一、古桥修缮

（一）三里桥抢修

１９９０年，地处松陵镇镇区东北横跨京杭大运河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三里桥，西桥台遭船只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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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严重，水盘石以下砌石脱落三分之一，危及桥梁和行人安全。６月上旬，县交通局负责并出资４．２

万元，进行抢修加固，保证该桥安全。１９９７年，为保护三里桥，疏浚整治运河时，多花费３０００多万元

新辟运河航道。

（二）白龙桥抢修

位于盛泽龙桥村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白龙桥因频繁遭船只撞击，中孔券石断裂脱落多块，县领

导召集有关部门捐资抢修，县丝绸公司资助４．５万元，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竣工。１９９２年５月，白龙桥
又被船队撞损，中孔拱券错位，金刚石断裂，一对联石撞断掉入河中。１９９３年３月，修缮工程动工，５

月竣工，耗资３．１５万元，经费由肇事船队负担。１９９５年，白龙桥再次被过往船只撞击，处于危急之

中，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批示，提出修复要求。市政府拨款１５万元，由市交通局负责在白龙桥侧加
高迎龙桥，分流航道。另由市文化局负责向肇事船只索赔，按原貌修缮白龙桥。２０００年，航道分流

后，新航道畅通，白龙桥问题彻底解决。

（三）洪恩桥抢修

地处七都染店浜村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洪恩桥已有五百余年历史，由于年久失修，全桥损坏严

重。１９９１年１月—４月，吴江县文管会、文化局集资对其进行抢修，共花费２．５５万元。修缮后的洪
恩桥保持了明代桥梁的形制和风格。

（四）癉明桥维修

位于盛泽镇东的癉明桥年久失修，１９９１年，由吴江县政府、盛泽镇政府和吴江县丝绸工业公司
共同出资２５．４万元进行维修，４月动工至１９９２年８月竣工。修复后的癉明桥与邻近的先蚕祠、济

东会馆等古迹交相辉映。

（五）香花桥修缮

位于八都镇南港村的香花桥是吴江市内仅存的三座南宋桥梁之一。１９９３年５月对其进行修

缮，是年１０月竣工，耗资４．０１万元，由市文化局、八都镇政府、南港村共同承担。维修后的香花桥，
保持了宋代桥梁风貌。

（六）双塔桥抢修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９日，位于七都、八都两镇交界处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双塔桥东次孔坍塌，吴江市
委、市政府领导要求及时抢修。是年９月２８日，双塔桥抢修工程竣工，共耗资１０．３万元。２００５年，

完成双塔桥再次修缮。２００７年初，双塔桥被过往船只撞损，市政府领导和市文物部门人员赶赴现

场，对肇事船作赔偿５万元处理，同时落实维修措施。维修于当年完成，修缮经费１８万元。

（七）垂虹桥遗址修复

１９９５年，对地处市区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垂虹桥遗址进行修复。２００５年，结合“垂虹景区”建

设，重现垂虹桥遗址东段１０孔桥洞，并对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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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乌金桥移建

１９９９年，位于同里镇九里村的乌金桥，系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由于通道改建，弃之不用。同

里镇为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决定将桥移建至镇区丁字河西端。是年１１月，移建工程
竣工，历时５个月，花资７万余元。

（九）南七星桥抢修

２０００年２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运河古纤道上的南七星桥遭船队撞击，在吴门市政府重视下，

落实经费，予以抢修。２００６年，南七星桥又遭船舶撞击，致使局部坍塌，抢修工程于年底竣工。

（十）北回桥抢修

２００７年底，位于七都与南浔交界处的北回桥遭船舶撞击，受损严重。２００８年初，周志芳副市长

率市文广局、交通局和七都镇有关人员，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有关人员至现场开会磋商，同意双

方共同出资抢修。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９日，北回桥抢修工程启动。１２月底抢修竣工。北回桥跨江浙两

省，建于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拱形３孔，花岗石砌筑，是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和湖州市文物保

护点。

（十一）思本桥抢修

２００８年，对因暴雨致桥台局部坍塌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思本桥抢修，当年秋天竣工，抢修经费
２０余万元。

（十二）其他桥梁维护与修缮

１９９５年，对松陵镇直港村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朴泽桥进行修缮。
１９９６年，对震泽镇宝塔街东端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禹迹桥进行维修。

１９９７年，对盛泽镇黄家溪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泰安桥进行维修。
１９９８年，对同里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富观桥进行维修。

２００２年，对运河古纤道南七星桥、三山桥，盛泽登云桥、铜罗开阳桥修缮。

２００５年，对南厍的聚龙桥、梅堰的积福桥等市文物控制单位进行修缮。
２００６年，对松陵镇的市文物控制单位泰安桥进行修缮。

２００７年，对同里的市文物控制单位永寿桥、大兴桥进行维修，耗资１５万元。
２００８年，对松陵镇八坼社区的万安桥和合浦桥进行维修。

　　二、其他古建筑修缮

１９８２年，柳亚子旧居由江苏省文物局拨款１万元维修。１９８７年又作大修。
１９８８年，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慈云寺塔进行维修。
１９９１年３月，对同里镇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崇本堂进行维修，历时一年九个月，耗资４１万元。维

修后的崇本堂第二、三进辟为具有江南风情的婚礼厅和福寿堂。

１９９２年７月，维修吴江中学内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孔庙，１０月底竣工。１９９９年，维修崇圣祠的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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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恢复大成殿、崇圣祠匾额，重建棂星门，耗资１５万元。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起，对震泽中学内王锡阐墓进行维修，整修墓地、晓庵祠落架大修、部分围墙重修，

耗资８．２万元，至１９９３年４月竣工。

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８日，对同里镇陈去病故居绿玉青瑶馆维修开工，维修重点为恢复建筑本体原状、

加固部分承重构件、落地重砌倾裂山墙，维修面积２５６平方米，９月２９日修缮竣工，耗资１２万元。

１９９５年，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的水芗榭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嘉荫堂进行维修。是年，

加上对朴泽桥、白龙桥、垂虹桥遗址的维修以及孔庙大成殿与崇圣祠之间筑砌围墙，共投入经费

１２６．０８万元。

１９９６年，完成济东会馆和王锡阐墓二期的维修工程，加上对禹迹桥的维修，共计投入经费２５．５

万元。

１９９７年，对张应春烈士墓、天放楼与红楼进行维修。另修复慈云寺山门、钟楼。加上对盛泽泰

安桥的修缮，共耗资６４．３万元。

１９９８年，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运河古纤道（南七星桥）、先蚕祠（门楼），连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耕乐堂、富观桥进行维修，共耗资３００余万元。

１９９９年，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慈云寺塔进行大修，重建底座和围廊，加固栏杆，将以前维修时

用的铸铁、水泥构件换成木质，恢复砖木结构，重现明清风格。维修历时近一年，耗资７０万元。是

年，吴江市、盛泽镇两级政府修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先蚕祠，恢复祠内戏楼、花园、荷花池、曲桥、假

山等，３月动工，１１月竣工，维修经费５００余万元。

２０００年，市文化局与八坼镇政府共同出资１０万元，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徐灵胎墓进行维修，砌

筑５０余米石驳岸，修建１００余米围墙，整修墓地。

２００１年，完成对孔庙大成殿局部修缮工程。陈去病故居第二期维修工程（半亭、百尺楼、家庙）

也于当年完成。

２００２年，市文广局会同市水利局、盛泽镇政府启动苏嘉铁路７５号桥侵华日军炮楼维修工程。

２００３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师俭堂二期修缮工程、慈云寺塔环境整治工程启动。完成周

宫傅祠局部修缮。２００４年，对周宫傅祠第三进正厅作局部修缮。

２００６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保养维护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这是退思园对外开放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养维护，耗资１００余万元。是年，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去病故居内书房破损

较严重，市文物部门会同同里镇进行修缮。

２００７年，在柳亚子诞辰１２０周年、柳亚子纪念馆建成开放２０周年之际，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柳亚子旧居的保养维护工程，耗资１０万元。是年，对同里中学校园内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

楼进行维修，维修经费１０万元。

２００８年，市文物部门和桃源镇对市文物控制单位汾阳王庙进行修缮，修缮费用１００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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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考古发掘

　　

　　一、袁家埭遗址发掘

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冬，在梅堰袁家埭发现大量兽骨、鹿角。１９６０年１２月，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和
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１４３平方米，出土遗物

１２２件，采集遗物４０００余件。地层堆积分６层，厚１．６４～３．６２米，其中第六层为马家浜文化，出土
大量骨角器如镞、凿、锥、匕、针等，其中一部分雕刻精美，磨制穿孔技术较精，尤其是以人头顶骨穿

孔为器，在江苏是首次发现。另有石器、陶器等。第四层黑灰土层为良渚文化，出土有锛、斧、镰、刀

等石器和泥质黑皮陶、夹砂灰黑陶。纹饰有云雷纹、菱花等。器形有壶、鼎、尊等。还出土渔猎、纺

织用的黑陶网坠和纺轮。采集和出土遗物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其中灰陶江豚形壶、黑

陶漆绘葫芦形尊和鱼纹骨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还发现在蛤蜊壳上铺垫草木灰、芦苇夯成

的建筑遗址。

　　二、龙南村落遗址发掘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２日至１９８８年２月９日，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考古队
对龙南村落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出土砺石、谷米，发现居住区夯筑面，这在江、浙一带早期良渚文化

遗址发掘中属首次。１９８８年２月９日至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５日，考古队分别完成该遗址的两期（一期为
４７天，二期为６１天）发掘，揭露面积７７０平方米。发现房基、墓葬、河道、道路、水井、灰坑、祭祀坑等

遗迹，出土石、玉、角器和植物种子。经考证，龙南村落遗址为江南首次发现的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良

渚文化早期原始文化村落遗址，距今５０００余年。吴江县委书记孙中浩以及县人大、政协有关领导

到现场察看并与当地干部磋商对遗址的保护措施。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１—１９日，为配合梅堰镇基本建设，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陈列室对龙南村落遗

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是在已确定的保护范围内，南距前两次发掘区最北探方约５０米，开
掘２×１０米深沟３条，２×２米深坑２个，加上扩方共计发掘面积７１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分为５

层，其中第二层为宋代文化，第四层为良渚文化。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１日至５月４日，苏州博物馆、吴江市文物陈列室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南村落

遗址防风林以南５０米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２００平方米，发现良渚时期房址一座、灰坑４
只、土井６口，出土文物有良渚时期石制耕田、渔猎器件３０件，在距地面４０～５０厘米处发现架空干

栏式建筑，为太湖流域首次发现的良渚时期房址。

１９９８年３—４月，苏州博物馆、吴江市文物陈列室对龙南村落遗址进行第四次考古挖掘整理工

作，整理出土器物、标本１５３件。
１９８７—１９９８年，先后进行４次发掘，发掘面积１０２０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１．７７米，分上下两

层。下层发现良渚文化浅地穴式、半地穴式房址１３座，干栏式房址１座，灰坑２０个，墓葬１７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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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１口，路１条，河道１条。上层发现商、周、六朝、宋代文化水井、灰坑等。

　　三、广福村遗址发掘

该遗址是１９８４年文物普查时发现。１９９４年５月９—１７日，市文化局约请苏州博物馆与市文物
陈列室联合对桃源镇广福村无字圩进行考古调查与试掘，共采集和出土夹砂陶冶釜、鼎以及陶纺

纶、石刀、骨针等数十件。初步证明广福村遗址是一处马家浜文化遗址，是吴江地区现今发现最早

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１—２７日，苏州博物馆会同吴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吴江市文物陈列室，配合桃

源镇广福村基建，对广福村马家浜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实际发掘面积１６０平方米。发掘分
东西两个探方进行。遗址文化层堆积分５层，厚１．５５米，２～５层为马家浜文化（晚期），１层下压良

渚文化灰坑、商周时期灰坑和水井等遗迹。在一个１１０平方米探方中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１８
座、水井２口、灰坑３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１００余件以及大量动物遗骸。在另一个探方

中发现马家浜时期房址一座。墓葬器物主要为夹砂红陶、泥质红陶鼎和豆，有少量杯、盘、石器、骨

器和玉器等。在探方中，１８座墓葬排列密集有序，尸骨保存良好。葬式、头向不一，随葬品大多置

于骨架之下，陶器打散入葬。它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丧俗与埋葬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四、同里遗址发掘

原称同里移定毕圩遗址。７０—８０年代在该遗址先后３次发现史前文物。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同里中学行政楼在建筑施工时，发现一批陶罐和一件玉镯。经苏州博物馆考古人员现场踏勘，又发

现数件陶器，一件疑是玉器的圆环，同时发现的还有两口古井以及大片露头的红烧土，初步确定该

处为崧泽文化偏晚时期墓地。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３日至２００４年８月，由苏州博物馆、吴江博物馆和同里文保所联合组成考古队，
分两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同时将移定毕圩遗址改名为同里遗址。发掘面积８００平方米，发现

迄今为止崧泽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红烧土祭祀土台，共清理墓葬６３座，出土文物３７７件，其中陶
器３２８件，有鼎、豆、罐、壶、杯等；石器２０件，有锛、钺等；玉器２５件，有玉镯、耳环、玉坠、玉璜等；牙

骨器４件。同时还探明遗址总面积约为３２万平方米，属崧泽文化中偏晚时期，是太湖流域２１世纪
初期发现的最大的史前环壕聚落遗址。该遗址大部分已为古镇建筑所覆盖。

　　五、其他考古发掘与调查

１９５４—１９８５年，除上述一些遗址外，江苏省博物馆或南京博物院还对九里湖、唐家湖、蠡泽湖、
刘家浜、何家坟等崧泽、良渚、马桥文化至商、周、战国遗址进行调查、试掘，出土文物颇丰。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５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同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在同里镇儿童公园基地
发掘清初砖式墓葬，共５穴，每穴棺木中存放１面铜镜，其中１面海鼠葡萄镜，其余４面素面铜镜。

１９９９年７—８月，苏州市文管会组织苏嘉杭高速公路苏州段（南段）考古调查。吴江市方面负

责高速公路ＡＫ６２～ＦＫ９８吴江段。通过调查，发现位于盛泽镇上升村的一处古文化遗址，另发现位
于同里镇、八坼镇的大坟山古墓葬群和顾家坟古墓葬群，并在试验路段中发现一些露头的春秋战

国、宋、元、明、清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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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市文广局组织人员对平望上横村吴家坟进行３次调查，确定墓主为吴安晚，采集到墓

志铭１合、刻有文字的墓砖１块。

２００４年，对市区钓雪滩发现的明清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工作。
２００５年６月，黎里镇政府在北厍社区黎星村东忙湾进行土地整理时发现一座古墓葬，出土墓志

铭一合。经市文广局会同黎里文保所勘察，初步确定为明代望族叶氏之墓。８月５日至８月８日，
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吴江博物馆和柳亚子纪念馆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墓葬进行发掘。但是该

土墩已被破坏，无法进行正常清理。墓志铭保存至吴江博物馆。

２００５年，吴江博物馆对孝母坟进行抢救性发掘。

２００６年８月，吴江博物馆参与吴江中学内明代墓葬发掘。该墓葬长２４９厘米，宽９４厘米，深７３
厘米，墓向南北，头向南。墓壁由四青石砌成，顶盖青石板两块，墓底铺地砖。开棺时墓内有积水，

尸骨已基本腐烂，少剩头盖骨。经清理，出土器物８件，其中有盖陶罐４件、白釉瓷碗２件、龙泉瓷
碗１件和宋明道元宝铜钱１枚。根据墓葬结构及出土瓷器分析，初步推断该墓葬最早为明代中期

墓葬。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５—２９日，吴江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合作，对吴江城市南北快速干线路段

进行考古勘探调查。２００７年元月９—１１日进行为期３天的试掘。从勘探过的重点路段反映的情况
表明，公路沿线没有发现古代人类生活遗址、遗迹和古墓葬。

第六节　文物鉴定及整理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４—２８日，县文管会办公室邀请苏州博物馆丁金龙、陶启匀和苏州文物商店龚明
勋３位行家，对库藏的陶瓷、铜器、工艺品、书画等６０００余件作真伪、优劣的鉴定，并初定藏品级别。
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１日，县文管会办公室选送１３件库藏字画，请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字画组专家谢

稚柳、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鉴定，其中唐寅绢本《椿树双雀图》轴定为精品（一级藏品），２件入目，
２件入级。

１９９０年６月７—８日，９月２５—２６日，苏州市文化局文物鉴定小组两次到吴江文物陈列室对库
藏瓷器、铜器、玉器、金银器、木器和出土文物等进行鉴定。共鉴定文物１４３３件，根据定级权限，推

荐一级２件、二级８件、三级８５件、一般７１４件（这四级应列入属于国家文化财务账的藏品总账
中）。参考品１５２件。待处理品４７２件。建立文物藏品档案１３００余卷。

１９９４年，县文物陈列室根据国家文物局〔１９８９〕２５９号《关于馆藏文物清库、登记、建档工作的意
见》通知，将通过鉴定的库藏文物分类分级，建立藏品档案。确定藏品一、二、三等级，不够级别的列

为参考品，无参考价值的列为非文物，登入待处理品账。建立藏品档案２１６２卷，同时编制藏品卡，
鉴定号共２３９３号。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经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鉴定组鉴定，柳亚子纪念馆所藏的《东都谒庙图》等３件
文物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２０００年下半年起，吴江博物馆在开馆运行之初，分别对馆藏书画（含部分碑拓裱件）６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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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６７件、馆藏１１５０号碑（拓）帖和陶瓷等１４００件进行入库前的消毒、整理。还对７６１件资料性碑

帖重新整理、编号、排架、入藏，并都输入电脑存档。

２００１年，吴江博物馆邀请资深书画鉴定专家、苏州市文物商店副总经理马恒华及程斌、方梅、

何凤英等４人，组成专家鉴定组，对馆藏书画进行鉴定。鉴定历时３个月，实际进行时间１６天，共

鉴定馆藏书画６３９５／１１４０５件。根据苏州市文物局鉴定权限，按等级（三级、一般）、非等级（参考、处

理、报废）鉴定分类。

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吴江博物馆对馆藏书画经保管部多次整理，对原分类和统计做出一些调整，

并作“书画藏品变更说明”。其中，有的是原非等级品经过整理配对，分类级别提升；有的是调整归

类统计方法，如将原分类号７１９刘继业花鸟册页屏条１／１件，变更为１／３件，将原分类号２２５７折扇

３１／５８件，因２张为空白，变更为３１／５６件等；有的是纠正统计中原先存在的一些重复、错误；有的是

属于书画馆藏变动，如将原分类号１２２０的无款山水中堂１／１调拨于柳亚子纪念馆等。２００８年，吴

江博物馆对２００４年８月入藏的一批同里遗址出土文物进行分类整理，拟通过鉴定，对馆藏文物分

类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４５４ ２００１年吴江博物馆馆藏书画鉴定结果表 单位：件

等级 等次 数量／实际件数 备注

等级品

２＋９５５
占总数

１４．９６％

一、二级品 ２（各１） 已于１９９３年由省书画鉴定小组作出鉴定，并出具了鉴定书。这次
鉴定总数中未计在内。

三级品 ２８８／６４０ 其中：南社社友１１３／２２７件；吴江籍９６／２３０件。其中既是南社又是
吴江籍３７／７０件。

一般品 ６６７／１３４６ 其中：吴江籍２４０／４９７件。

非等级品

５４４０
占总数

８５．０４％

参考品 ３７２／６３６ 其中：碑拓（含印刷品）２５５／３７３件。

处理品 ４１９４／７６８２ 其中：碑拓（含印刷品）２４４／３６０件；遗像轴１５０件。

报废品 ８７４／１１０１ —

　　注：１．参考品为品相尚可，对研究历史、艺术（含地方文史资料性）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作品。２．处理品为：一是虽为
著名书画家或历史（含现代）名人的，但品相较差，损坏程度较重或内容不完整的作品；二是一般书画名家的，品相一般或

较差的，或损坏较重、内容不完整的作品。３．报废品为品相极差、残损严重、内容残缺的作品。

第七节　文物征集

　　１９８６年３月７日，建湖县民工戴广日等人在菀坪银杏村出土５件距今２４００余年的青铜器。其

中２件青铜器保存完好，２件铜斧均为长方銎圆刀斧，１件锯齿刀。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６日，黎里镇南新街小学在翻建校舍时，从旧墙基内发现乾隆梅花青石碑。碑中

诗画系清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乾隆帝南巡时，为缅怀唐代政治家宋瞡而作。

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２日，北厍张应春烈士堂弟张伯玉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捐赠《秋水蒹葭图》册，此

册有画６幅、字７７幅，均为清嘉庆、道光年间地方人士所作，共计８１人。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向张伯

玉颁发证书和纪念品。

１５３

第四篇　文物胜迹和收藏



１９９５年８月７日，在市政府第一招待所基建工地上，湖滨建筑公司江苏泗洪籍民工王标挖出一

只铜香炉。该香炉口径１５．５厘米，底径１０．７厘米，直腹平底，沿下一周纹饰已锈蚀不清；下各有４

道凸弦纹，中间为回纹；上腹至底为龟背纹；体两侧一对兽耳，底下有三云足，炉底上方框内阳文款：

光绪丙午年吴江震泽知县陈守鼎杨宝善捐制。

１９９６年７月中旬，一疏浚作业队在垂虹桥遗址公园作业时打捞起一尊古炮。该古炮系生铁铸
造，口径１６．５厘米，长１２３厘米，重４００余公斤。经鉴定，为清代太平天国时制造。这是吴江境内

发现的第四尊古炮。８月１日，古炮被安全送至市文物陈列室收藏。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６日，农民肖会林在挖鱼池时挖出一把青铜剑。此剑通长４８．８厘米，无脊略扁

平，前锃收狭，倒凹字形格，饰兽面纹，较厚，圆茎上有两箍，首圆形内凹。经文物部门考证，属春秋

晚期。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５日，平望镇双龙塑料有限公司工地出土一批五铢古钱币，重约３０公斤，其中有
汉武帝刘彻五铢、王莽货泉、汉灵帝五铢、董卓文钱等，由吴江博物馆收藏。１０月，辛亥革命风云人

物陈去病在同里的故居遗产，由其子女陈达力、陈瑾及亲属捐赠给同里镇人民政府。苏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陈炳斯、政协副主席孙中浩、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范建坤等参加捐赠仪式。

２００１年３月底，李怀庚给市文物部门送来３袋陶片，经吴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初步鉴定，这批陶
片大部分是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何印纹硬陶，良渚文化时期的陶片仅二三片黑皮陶片，其中一

件是良渚文化典型器物黑皮陶竹节形豆把。这是松陵镇西郊首次发现大量古陶片。

２００１年，吴江博物馆接受国内外人士捐赠的文物、名人作品等５８件，其中有芦墟屠露葵捐赠的

平望籍南社社员、鉴赏收藏家唐耕余生前收藏，吴江清代著名学者潘耒题名的清康熙年间风字砚和

清代著名学者翁广平的两幅隶书作品。其中又有刘天韵所用二胡、三弦等。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２日，市政府在吴江博物馆举行吴根生钱币捐赠仪式。稍前，市文广局办理吴根
生钱币捐赠交接手续，经苏州市文物鉴定小组钱币专家鉴定出具鉴定书。吴根生捐赠钱币１万余

枚，上至商、周贝币，下至近现代钱钞，其中珍稀品３００余种，铁五铢近２００种版本。
２００３年，柳亚子纪念馆接受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文史资料１３箱。经整理、登记造册，２００４年，开

辟柳无忌生平事迹陈列室。

２００４年，吴江博物馆接受苏州著名书法家瓦翁捐赠的陆恢花卉册页和杨天骥行书对联各一

件；接受市民徐土方上交的良渚石斧、石锛、耘田器等２１件（含残件）；接受松陵长安村村民金时春
上交的陶埙（初步鉴定为崧泽时期文物）１件。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柳亚子纪念馆接收柳亚子之女柳无非文史资料书籍４８０册（中文书籍２３４册，外
文书籍１４６册），各类信件５３５封，杂件２０件。是年，新辟柳无非生平事迹展室。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除钱币外，接受社会捐赠文物２８件。

第八节　文物安全检查和文物行政执法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市（县）文物部门每年会同公安部门对全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文物控
制单位进行２～３次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如文物保护单位内居民杂居，乱拉电线，使用明火，无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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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设施，个别文物保护单位或遭受人为破坏，或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搭建违章建筑等，以市

（县）文管委名义通报，将检查情况下发到各镇和有关部门，要求认真排查，针对不同情况落实整改

措施。对安全隐患较重的文物保护单位，则要求落实专人及时整改；对于遭受破坏的不可移动文

物，及时维修，加强保卫，以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对于馆藏文物，每年年初与相关文博单位签订馆

藏文物安全责任书，每季度会同公安部门联合检查，按照要求逐项打分，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

立即采取措施消除。

同里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卧云庵长期由房管部门租给一经营户使用明火烧煮“状元蹄”，在场

内堆放有大量干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对此，经过市文广局与当地政府共同努力，于２００５年中止

租赁合同，使经营户搬出，安全隐患彻底解除。

２００５年夏，市文管委得悉市文物控制单位同里仁济道院被拆迁公司擅自拆除后，立即赶赴现

场取证，采取措施，制止事态发展。经深入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条款，责

令当事人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制定迁移方案，履行迁移手续，实施迁移保护，并处罚款８万元。同里

仁济道院由于采用大型机械设备拆除，损毁严重，难以恢复，迁移保护方案最终未能实施。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日—９月８日，根据苏州市开展文物行政执法行动部署，组建吴江市文物行政专

项执法行动领导小组，重点检查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其中３处国保单位，１８处省保单位，４０处

市保单位和２０处文控单位。通过检查发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状况不容乐观，一些古建筑年

久失修，几成危房，擅自改建、搭建、移建、拆除，“三线”乱拉以及控制范围内违章搭建、擅自占用

等现象屡有发生；一些古桥梁失修、被撞受损，多处桥梁甚至被擅自改建成水泥桥。至２００８年，其

中大部分问题因采取措施及时而逐一得到整改。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市文广局经实地考古调查，批复同意吴江分湖经济开发区关于吴江分湖燃

气热电厂建设用地选址请示。

第九节　文博书籍出版

　　１９９４年，市文化局、柳亚子纪念馆编《人中麟凤柳亚子》，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国良、殷

安如主编，全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题签。

１９９６年，市政协编画册《小桥流水人家》由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７年５月，张明观著《柳亚子传》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９年９月，柳亚子纪念馆编《柳亚子》由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李海珉主笔。１１月，陈志

强著《吴江名胜楹联赏析》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１年，陈志强著《苏州古镇名胜对联赏析》和《鲈乡风情》分别由沈阳出版社和吉林人民出版

社出版。

２００２年９月，吴国良编著《吴江古桥》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陈志强著《吴越古镇名胜对联赏析》

由远方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３年该书获苏州市政府授予的“苏州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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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９月，吴国良主编《吴江雕刻·吉祥图案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５年７月，吴江博物馆纪念建馆５周年编《吴江博物馆》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朱永兴主编。
９月，芦墟镇政府编《四围春水一芦墟》由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吴国良主编《吴江雕刻·人物集》由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市文广局编著《吴江胜迹》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主编钱俊，副主编钱国良、徐方

平，执笔陈志强）。２００７年，该书获“苏州市文化遗产抢救整理研究优秀成果奖”。
２００５年底，陈志强２００４年８月出版的《江南六镇古桥》（远方出版社出版）和李海珉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出版的《水乡足迹———缆船石》（文物出版社出版）同时获苏州市政府授予的“苏州市第八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２００６年４月，李海珉著《古镇黎里》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９月，由徐明任主编，吴
炜、张克明任副主编，沈志刚、钱俊任执行主编的《吴江馆藏南社书画集萃》由古吴轩出版社出

版。是年，陈志强的《水乡古镇名园名宅》和《诗画吴江》分别由远方出版社和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

２００７年，由钱俊、柳新忠主编，陈志强、张舫澜编著的《吴江对联集成》和陈志强所著的《水乡名
镇》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８年，由李建炯、钱俊主编，周春华、陈志强编著的《汾湖》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志强
的《同里》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六章　陈列室、博物馆、纪念馆

第一节　吴江市文物陈列室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４日，吴江县文物陈列室（下称陈列室）建立，为全民事业单位，位于松陵公园内，
建筑面积５８０平方米，其中库房１１０平方米，展厅１５０平方米，有文物藏品和标本近万件。陈列室

核定编制７人，主任杨舜融，副主任吴正明。陈列室基本任务是收集、整理和保管文物和标本，同时
举办各种陈列展览。

对藏品进行抢救保护，全面清账查库、登记建档，组织专家对库藏文物进行鉴定，确定藏品等

级。陈列室建有藏品档案以及登记总账和分类账，及其配套的藏品照、藏品卡、库保卡、收入账、借

出账等。至２０００年７月，陈列室举办各种展览１７个，４次参加苏州联展。１９９９年，“吴江考古５０年
成果”获第四届苏州文物精品展设计奖。“张应春烈士生平事迹展”、“吴江人士书画展”，分别到吴

江２０个镇４７所中小学校巡回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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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室参与梅堰龙南遗址、桃源广福村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及对高速公路吴江段（３６公里）考

古调查。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２日，建立吴江博物馆，撤销吴江市文物陈列室，陈列室人员编制和藏品并入吴江

博物馆。

第二节　吴江博物馆

　　一、概况

吴江博物馆前身是吴江市文物陈列室。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日，吴江博物馆工程奠基。此工程为１９９８年吴江市实事工程之一。建设投资

７４２万元，其中包括土建、设备添置安装、室内外装修、文物征集、陈列布展、外环境建设等项目。吴

江博物馆位于松陵镇笠泽路吴江公园东侧，占地面积１２１６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６５３平方米。４层框

架结构，底层为库房、办公和工作用房，库房面积５６４平方米。二、三、四层分设大小８个展厅。展

厅面积１８００平方米。馆内设置完整的防盗报警、电视监控、消防和空调系统。配置有容量１６０千

伏安专用变压器。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２日，吴江博物馆批准建制，属公益性全民事业单位，核定编制１２人，下设保管

部、陈列部、保卫部、办公室。２０００年７月，吴江博物馆开馆。２００１年，实行全员聘任制，竞争上岗。

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在编在职人员１２人，其中副高级职称３人，中级职称５人。

吴江博物馆属地方综合性博物馆，集考古征集、收藏保管、研究陈列、宣传教育于一体。以“知

我吴江，爱我吴江”为宗旨，将博物馆管理、藏品保护、陈列展示、宣传教育融入为吴江经济、文化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服务之中。吴江博物馆先后成为苏州市、吴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苏州市科普教

育基地，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吴江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吴江博物馆得到各级领导、专家和

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项怀诚，国

家、省和苏州市文博专家以及吴江市领导多次莅临，对吴江博物馆发展给予肯定和鼓励。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被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苏州市文物保护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８年５月，吴江博物馆实行免

费开放。

表４６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馆长

戴林炎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４．３

朱永兴 ２００５．１０—２００７．６

崔　瑛（女） ２００７．６—

党支部书记
戴林炎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７

朱永兴 ２０００．７—２００９

副馆长

朱永兴 ２０００．６—２００５．９

吴正明 ２０００．１２—

刘育钢 ２００５．９—

钱惠芬（女）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２（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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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２　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人员职称情况一览表

姓名 所任职务 职称 姓名 所任职务 职称

戴林炎 顾问 副研究馆员 吴旭江 保管部主任 馆员

朱永兴 书记 副研究馆员 凌　斌 保管员 馆员

徐　红（女） 陈列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 汝悦来 办公室主任 馆员

崔　瑛（女） 馆长 馆员 刘育钢 副馆长 助理馆员

吴正明 副馆长 馆员 沈　稢（女） 讲解员 助理馆员

表４６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工作人员数一览表 单位：人

年度 在编人员 合同制员工
保安

（保安公司聘用）
年度 在编人员 合同制员工

保安

（保安公司聘用）

２０００ ８ ５ ８ ２００５ １１ ４ ５

２００１ ９ ４ ６ ２００６ １１ ４ ５

２００２ １１ ４ ５ ２００７ １１ ５ ５

２００３ １１ ４ ５ ２００８ １２ ５ ５

２００４ １１ ４ ５ —

　　二、馆藏

吴江博物馆馆藏文物，其中一部分是接收的原文物陈列室全部文物；一部分是多次考古发掘，

入藏的出土器物；还有一部分是获得政府部门、个人和国际友好城市的捐赠。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

登记在册的馆藏品共１４６６１／４１３３３件，分为书画、陶瓷、铜器、玉器、杂项五大类，其中书画６５８７件、

瓷器６６８件、铜器２４４件、陶器６６５件、玉器７３件、杂项５２１２件，另有碑石６２方，碑帖、碑拓１１５０件

以及众多的采集标本。

吴江博物馆馆藏品上至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时期，下至商周、春秋战国、六朝至

明清时代。以史前文化出土器物、商周青铜农工具及兵器、六朝至明清玉器和瓷器、南社社员书画

藏品、吴江籍书画家藏品、历代钱币等收藏最具特色。其中良渚文化玉琮、春秋礼器青铜尊和乐器

勾 、金代磁州窑虎形枕、明永乐青花缠枝牡丹菱口瓷盆、明唐寅《椿树双雀图》、明文
#

明《游天平

山诗行书手卷》等都是馆藏之宝。

表４６４　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馆藏统计表 单位：件

品类 一级品 二级品 三级品 一般品 参考品 处理品 报废品 未定级 小计

书画 １ １ ２８８／６３９ ６７３／１３２８ ３６１／６３６ ４０７７／７５５０ ８９２／１１０８ ２９４ ６５８７

碑帖、碑拓 — — — — １１５０ — — — １１５０

瓷器 — ２ ２５ ３５９ ６４ ２１８／４７７ — — ６６８

铜器 — ６ １８ １４１ ４２ ３６ — １ ２４４

陶器 — — １２ ８６ １４ ３１ — ５２２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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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类 一级品 二级品 三级品 一般品 参考品 处理品 报废品 未定级 小计

玉器 — １ ３ ４４ — — — ２５ ７３

漆、木器 — — — １２ ５／６ ６ — — ２３

杂类 — — ４ １６ ３６／５５ １２８／４８２ — １１５ ２９９

牙骨器 — — １ ４ — — — ２９ ３４

金银器 — — — ７ ７ １２／１３８ — — ２６

徽章 — — — １ ８ — — — ９

印章 — — — ３ １ ３ — — ７

石器 — — １２ ３９ — １０ — ３６ ９７

铁器 — — — １ — — — — １

织绣 — — — １ ３／４ ３３／３７ — — ３７

钱币 — — — — ３３９／１４８７８ ３ — — ３４２

吴根生钱币 — — — — — — — ４１１７／１０４２３ ４１１７

化石 — — — — ３９／４３ — — — ３９

照片、资料 — — — — １５／３６ ２８／６３ — — ４３

碑石 — — — — — — — ６２ ６２

礼品、名人 — — — — — — — １３８／１７１ １３８

小计 １ １０ ３６３／７１４ １３８７／２０４２ ２０８４／１６９４４ ４５８５／８８３６ ８９２／１１０８ ５３３９／１１６７８ １４６６１

　　藏品总计１４６６１／４１３３３件，其中：等级品（一、二、三、一般）１７６１／２７６７件；非等级品（参考、处理、报废、未定级）１２９００／
３８５６６件。

杂件藏品：泥质陶壶，器形完整，其肩腹部和底部精美的纹饰为崧泽文化所罕见，定为国家一级

文物；泥质黑陶罐，造型精美，器表磨光，肩部有特有的刻画符号，为同里遗址崧泽文化墓葬出土陶

器精品，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棘刺纹铜尊，春秋时期出土文物，器形完整、纹饰精美，其三段式造型为

吴地青铜器所特有，是南方青铜文化系统中的代表，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明永乐青花缠枝牡丹菱花

口瓷盆，器形完整，其青花发色更具明永乐青花典型特征，属传世珍品，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泥质灰

陶四足方壶，同里遗址出土，手制，圆唇，子母口，微敞，长颈，颈下至腹渐转为方形，平底，四角附有

四足，整个器底呈座状，附有器盖，为崧泽文化陶器所少见，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玉，马家浜文化，

玛瑙，内径２．６厘米，外径５．４厘米，在同类器物中器形较大，定为国家二级文物。泥质黑陶壶，同
里遗址出土，该陶器器形完整，下腹部一周有纹饰，为崧泽文化时期陶器之典型器物，定为国家二级

文物。

书画藏品：吴江博物馆馆藏书画甚多，不乏名人与名家作品，在县际博物馆中堪称佼佼者。其

中明代“吴门画派”唐寅、文徵明、沈周等的作品，清初“娄东画派”王原祁的作品，清末“海派”赵之

谦、吴昌硕、任薰、任预等的作品，近代南社社员的作品，吴江籍历代书画家王礼、陆恢、刘德六等人

的作品，都是文化价值很高的馆藏品。

钱币藏品：以馆藏出土钱币一万四千余枚和吴根生捐赠历代钱币一万余枚，共计两万余枚组

成，其中一套梁“铁五铢”为币中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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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礼品及名人藏品：共有日本千叶市、内滩町，法国布尔关雅略市，澳大利亚达博市，韩国华

城市等国外友好城市和一些国内友城、友人赠送给吴江市政府的礼品以及收集的吴江名人所用物

品等１３８件。

　　三、考古成果

至２００８年，市（县）文管会办公室、市文物陈列室、吴江博物馆通过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发现
吴江境内新石器文化遗迹布及９个乡镇３２处，商周文化遗迹布及８个乡镇２２处。

通过考古、采集和收缴文物，证明太湖流域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吴江历史可上溯至距今

６５００余年前；追溯到吴江稻作文化、蚕桑文化以及渔猎、养殖等文化历史源头；在吴江发现距今
５３００年的“江南第一村”；找到迄今崧泽文化最大的环壕聚落；证实吴江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

争战的战场等。

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仍有许多有意义的“谜”有待解开。如良渚文化突然消失成因？去了哪里？

后来的马桥文化是怎么回事？马桥文化出土器物为何“返祖倒退”？在江南地区是否存在良渚文

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文化断层？等等。解开这些谜，将会是对于华夏文明史、社会发展史追根溯源

的一个重大突破。

　　四、保管

至“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批幸存的文物（后为吴江博物馆馆藏文物）被简单地堆放在松陵公园

西小平屋中，漏水潮湿致使其中许多书画等纸质文物霉变虫蛀。后来由县文化馆文物组移至文化

馆西楼。１９８５年６月，县文管会办公室从县文化馆文物组接管所藏文物，按照国家文物局部署，清
仓查库，摸清家底，核对账册，清点文物，制作卡片，一物一卡，账目相对，又对文物库房屋面进行一

次彻底整修。因库房面积仅１１０平方米，故很多文物只能叠放起来，书画也只能堆放在箱橱中。库
房夏季室温高，黄梅雨季湿度大，当时没有降温防潮设施，仅靠早晚开窗及几把电扇通风，用石灰吸

潮这些方法缓解，文物保管条件十分艰苦。

１９９０年县文物陈列室成立后，库房条件没有多少变化。

文物陈列室时期，文物陈列室严格执行市文管会办公室要求的全年３６５天每天２４小时不断人
的值班制度，值班夜间一名工作人员、一名临工。与此同时建立库房、展厅等各项安全保卫守则，制

定突发事件预案，实行值班交接记录、库房工作记录、展厅工作记录，按规定安装红外警报探头，建

立自动报警台，与公安局安全报警中心连通。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县文物陈列室在清仓查库的基础上，

由苏州市文物鉴定小组、江苏省和国家文物鉴定组对馆藏文物进行鉴定定级。１９９２年获“江苏省
文物安全先进集体”称号。

２０００年，吴江博物馆开馆前夕，原文物陈列室馆藏文物全部搬迁至吴江博物馆新库房。新库
房面积５６４平方米，配置有大批藏品橱柜、橱架。库房实行分库管理，分有书画库、杂件库、出土文

物库、礼品库，由博物馆保管部负责日常管理。文物搬迁按照消毒—搬迁—整理—鉴定—分类—入

藏程序进行。消毒杀菌安排专门经费，邀请南京博物院专家现场指导，配置专门消毒药物。新库房

采用整体密封烟熏、入藏书画采用气体密封方法消毒杀菌。消杀后，原来发现的多种霉菌均已检测

不出。消毒文物近八千件。文物搬迁时的安全保卫经过联系，得到武警驻吴江部队的支持。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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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余方碑石从文物陈列室搬迁至博物馆入藏。２００１年上半年，入藏书画鉴定定级历时三个月完

成。是年底，搬迁后的藏品经分类整理，全部入库就位。

吴江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延续文物陈列室的做法，强化博物馆法规制度规范作用，

加强馆藏品建档登录等基础性管理工作，在推进馆藏濒危文物“抢救性”保护的同时，特别加强“预

防性”保护，通过“人防”和“技防”建设，使藏品安全保护达到新水平。吴江博物馆配置６名保安公
司的保安队员。博物馆安全保卫具体工作主要由保安队员担任，夜间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带队值班。

博物馆库房、展厅和一些重要部位都有防火防盗、恒温恒湿等人防技防措施配套，红外安全报警、影

像监控、烟雾消防报警等系统连通公安局报警中心。配备消防栓室外２个、室内１０个，灭火器４０

只。馆内各项安保制度随环境、条件改变不断充实健全。保卫值班和库房、展厅工作日志记录不断

完善。至２００３年，吴江博物馆先后为库房添置空调７台、抽湿机８台、增湿机３台。

２００３年，吴江博物馆利用微软办公电子表格处理软件（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为所有馆藏品以
及资料室所有碑帖、拓片、图书建立与纸质档案并行的电子档案，为藏品整理以及藏品账目管理带

来不少方便。

吴江博物馆开馆后，博物馆制定分批保护抢救库藏书画的修复装裱计划，在市政府支持下，每

年安排经费按计划进行。至２００８年，抢救修复书画２９１／５５４件。

　　五、陈列展示

（一）基本陈列

２０００年，吴江博物馆开馆时基本陈列以吴江六千多年历史以及地域文化为主线，分设六个展

厅展出。

１．吴江历史文化陈列

该陈列厅是吴江博物馆核心展厅。陈列以先秦历史文化为主线，以六朝至明清有艺术特征的

器物陈列辅之。展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春秋、战国、六朝至明

清时期的馆藏精品８００余件。
２．吴江古代杰出人物展

介绍４４位吴江籍的政治、科技、文化界各历史时期的高官名贤、诗书画大家、爱国将领、科学先
驱等名流。显示吴江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的面貌。

３．吴江近现代杰出人物展
介绍近百年来吴江籍的４０位杰出人物，其中有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革命先烈，有为国家做出重

大贡献的外交家、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实业家，还有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干部。

４．吴江书画藏品展

交替展出馆藏书画作品，其中多为历代名家、名人和吴江籍书画家精品。名家有明代“吴门画

派”唐寅、文徵明、沈周，清初“娄东画派”王原祁，清末“海派”赵之谦、吴昌硕、任薰、任预等；名人有

近现代梁启超、胡适、陈其美、于右任、李鸿章、陈去病等；吴江籍历代书画家有王礼、陆恢、刘德

六等。

５．吴根生钱币陈列

展出吴江钱币收藏家吴根生捐赠的钱币藏品。陈列以年代为序，介绍从商周至近、现代各类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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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１０００多枚，其中不乏珍品、稀品。

６．吴江市友好交往礼品展

展出改革开放以来，先后与吴江缔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千叶市、内滩町，法国布尔关雅略市，澳

大利亚达博市，韩国华城市以及国内其他友好交往的城市所赠送的礼品，反映吴江对外开放交流的

成果。

（二）临时展览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除基本陈列外，辟出２至４个展厅，经常举办临时展览，临时展览一

般为期７—３０天，采用自主办展、引进展览、对外交流展、联合办展等方式，针对不同观众群，特别是

中小学生，适时举办时政类、法制类、艺术类、文化类、科普类、馆藏类等各种主题题材展览，发挥城

市文化窗口作用，宣传吴江历史文化，实现“知我吴江，爱我吴江”目标，为吴江社会发展、经济建设

服务。吴江博物馆经常结合临时展览举办座谈会、笔会等活动。

表４６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举办临时展览统计表

年份 举办次数 参观人数 年份 举办次数 参观人数

２０００ ２ ３４５２８ ２００５ ２５ ４８５９３

２００１ ４ ３９６８４ ２００６ ２５ ５６３２１

２００２ ８ ３６５７９ ２００７ ２１ ６５５７８

２００３ ７ ３８９９７ ２００８ １９ ６３２５８

２００４ １８ ４３５８９ 总计 １２９ ４２７１２７

　　六、宣传教育

吴江博物馆努力落实党中央关于“三贴近①”要求，加强社会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建设，发挥博物

馆宣传教育的社会功能。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举办各类活动，加强公众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先后有２０所学校在吴江博物馆建立德育教育基地或社会实践基地。吴江博物

馆经常送展到乡镇、社区、学校；与街道、社区保持沟通联系，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举办专题讲座，开

展互动。不定期开设成人文博鉴赏研修班，组织专家讲座。在“博物馆日②”，邀请专家作主题宣传

讲座或免费鉴宝。开展各种形式宣传文物法规、文物保护知识活动，设计制作各种宣传册页散发。

吴江博物馆鼓励提倡学术研究，制定课题，多篇文博论文在国家或省级刊物获得发表。吴江博物馆

成立不久，创办《吴江博物馆通讯》。２００３年，参与苏州博物馆《苏州文物菁华》画册的编辑出版。

２００４年正式刊行《吴江文博》，设有工作动态、文博论坛、吴苑掇英、博海讲坛、笠泽文心、文博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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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指“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２００２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３日，政治局
常委李长春视察河南博物院时，首次指出博物馆要“三贴近”。年底，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宣传展

示和社会服务工作的通知》。

每年的５月１８日是国际博物馆日。１９７７年由国际博物馆协会（ＩＣＯＭ）发起并创立，向全世界宣告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８日为第一个
国际博物馆日，并每年为国际博物馆日确定活动主题。



等栏目，成为吴江文博研究一个园地。２００５年５月，举办建馆５周年纪念活动，编辑出版《吴江博物

馆》画册。２００６年，吴江博物馆开通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ｕｊｍｕｓｅｕｍ．ｃｏｍ／。

表４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５·１８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一览表

年份 地点 内容

２００１ 新华书店门口 设摊，利用宣传版面、册页，宣传《文物保护法》。

２００２ 新华书店门口 设摊，利用宣传版面、册页，宣传《文物保护法》。

２００３ 吴江博物馆 散发问答卷，宣传文物法规、文保知识。

２００４ 市文广局大会议室 邀请专家开设专题讲座：中国古瓷器鉴赏与收藏

２００５ 吴江博物馆 免费开放一天。

２００６ 吴江博物馆 邀请周公太、江洛一、马恒华等专家免费鉴宝。

２００７ 吴江博物馆 邀请杨震华、马恒华、林兰英、汪成等专家免费鉴宝。

２００８ 市区永康路商业街 陈列《吴江老照片》展版，邀请专家、行家免费鉴宝。

表４６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与学校建立德育基地一览表

学校名称 建立时间 学校名称 建立时间

江苏省吴江师范学校 ２０００．１１ 吴江市广播电视大学 ２００２．４

吴江市实验小学 ２００１．１ 吴江市高级中学 ２００２．４

吴江市中学 ２００１．１ 吴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２００２．５

吴江市松陵镇中心小学 ２００１．１ 吴江市金家坝中心小学 ２００２．６

吴江市松陵第一中学 ２００１．３ 吴江市盛泽中学 ２００５．４

江苏省吴江职业高级中学 ２００１．３ 吴江市进修学校 ２００５．６

吴江市鲈乡实验小学 ２００１．４ 吴江经济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２００６．３

吴江市松陵镇第二中心小学 ２００１．５ 吴江经济开发区长安花苑小学 ２００６．１０

吴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２００１．１１ 吴江经济开发区天和小学 ２００７．１１

吴江市松陵第三中学 ２００１．１２ —

　　注：２００７年５月，位于苏州市城北公路的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于吴江博物馆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

表４６８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省级以上论文发表情况一览表

作者 题目 发表刊物 刊物主办 发表日期

戴林炎 绰墩遗址的原始文化与艺术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 ２００３年第一期增刊

徐　红 明代开封周王的相关问题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河南科技大学 ２００４年第二期

汝悦来 回望先生，一如明月无语———徐穆如画欣赏 苏州当代绘画欣赏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

朱永兴
藏名家之墨宝　承祖国之书道———吴江博物
馆馆藏书法简述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四期

徐　红 殷兆镛行书七言联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四期

汝悦来
翰墨清芬话乡贤———吴博馆藏郭鮕、翁广平

书法作品赏析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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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题目 发表刊物 刊物主办 发表日期

刘育钢 吴湖帆的书法及诗词艺术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四期

戴林炎 杨沂孙及其篆书的承前启后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四期

吴旭江 刘春霖等人“及第四屏”赏析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四期

吴正明
潜心诗书　淡泊而终———读陈去病行书联和
“六十述怀”诗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四期

凌　斌 萧蜕盭篆书七言对联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四期

汝悦来 徐穆如先生年表 徐穆如书画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戴林炎 古今独步　卓然自立———于右任书法艺术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一期

徐　红 萧蜕书作两则浅析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一期

吴旭江 浅读李德群五言行书联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一期

凌　斌 戚牧七言行书对联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一期

汝悦来 亦狂亦侠亦温文———柳亚子书法浅析 书法丛刊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一期

朱永兴

汝悦来

丹青翰墨　古韵鲈乡———吴江博物馆馆藏书
画概论

中国书画 经济日报 ２００８年第五期

朱永兴

李　展
曲学泰斗的工尺谱———读吴梅“金母王太夫

人六十寿词”
书法报 湖北省书协 ２００８年第八期

崔　瑛 共同构建充满人文关怀和生活情趣的精神

家园
青博５０周年文集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徐　红 李煜家族与开封 开封大学学报 开封大学 ２００８年第二期

表４６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吴江博物馆与社会互动情况一览表

年份
送展次数

进学校 进社区

送讲座

次数

送鉴定

次数
年份

送展次数

进学校 进社区

送讲座

次数

送鉴定

次数

２０００ １ — — — ２００５ ４ — — —

２００１ ２ １ — — ２００６ ８ — ２ ２

２００２ ２ １ １ — ２００７ ８ — — １

２００３ ８ — — — ２００８ ６ ４ ２８ １

２００４ —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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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纪念馆

　　一、柳亚子纪念馆

（一）柳亚子旧居

柳亚子旧居坐落在历史文化名镇黎里古镇中心街７５号，原为清乾隆直隶总督、工部尚书周元

理私邸“赐福堂”，１９２２年，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向周氏后裔典租了这座深宅大院，这里就成了一代

诗人会见四方爱国人士、议论国家大事、编辑《南社丛刻》、撰写爱国诗词文章的地方。

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５日，柳亚子逝世２５周年，吴江县举行柳亚子旧居揭幕仪式。苏州市、吴江县党

政领导及各界人士，柳亚子的女儿柳无非及其亲属、生前友好等１５０多人参加典礼。１９８５年１１月

２０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柳亚子旧居的柳亚子雕塑像题写“柳亚子先生像”。

（二）柳亚子纪念馆筹办

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１４日，中共吴江县委统战部夏琏，县文管会办公室顾安若、吴国良，柳亚子旧居

文物保护所殷安如等４人前往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吴江关于柳亚子１００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的筹备

情况，征集柳亚子的文物资料，同时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冯玉祥、柳亚子、沈钧儒、马叙伦生

平事迹展览”。

１９８７年１月６日，中共吴江县委书记孙中浩召集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育俭，县人民政府张

莹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刘公直，以及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黎里镇政府、柳亚子旧居文物保管所

等有关人员，听取柳亚子１００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并提出要求。２月１２日，中

共吴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组建柳亚子１００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朱士声；副组长：

沈育俭、张莹、刘公直、蔡勤杲；组员：夏琏、韩铎、杨永耕、左宏非、陈达力、庄树强、张计国、汤永健、

顾安若、肖福根、殷安如。３月６日，民革中央副秘书长沈求我和杨新人等一行６人，由中共苏州市

委统战部部长葛晋德，苏州市民革正副主委章在法、章导陪同，到吴江研究举办纪念柳亚子１００周

年诞辰活动的有关问题。县委书记孙中浩、县委统战部部长夏琏陪同并参观柳亚子旧居。

（三）柳亚子纪念馆

１９８７年５月４日，柳亚子百年诞辰，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苏办〔１９８７〕１７号函，同意在柳亚子旧

居基础上建立柳亚子纪念馆。５月２７日，吴江县编制委员会吴编〔１９８７〕９号文核定黎里柳亚子纪

念馆编制人员由原柳亚子旧居２人增为４人，为股级全民事业单位。５月２８日，由民革中央等６单

位在柳亚子旧居举行“纪念柳亚子先生１００周年诞辰”活动及柳亚子半身塑像落成剪彩典礼，县政

协主席朱士声主持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吕正操、费孝通为纪念馆剪彩和柳亚子塑像揭幕。

柳亚子纪念馆正式成立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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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１０　１９８８—２００８年柳亚子纪念馆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备注

馆长
殷安如 １９８７．１１—１９８８．１２ １９８８．１２起为名誉馆长

周春华 ２００８．１—

副馆长

汝孝先 １９８７．１１—２０００．１ １９８９．３起主持柳亚子纪念馆工作

施之寿 １９８８．２—１９９４．４

鲍建国 １９９６．６—２００５．９ ２００３．２起主持柳亚子纪念馆工作

李海珉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３．２ ２０００．１起主持柳亚子纪念馆工作

周春华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８．１ 主持柳亚子纪念馆工作

刘延华（女） ２００８．１—

柳亚子纪念馆属于专题博物馆，拥有丰富的柳亚子与南社方面的藏品与资料，是收藏、保护、研

究、展示柳亚子与南社文物资料的重要基地。

柳亚子纪念馆馆藏文物１２６件，其中一级藏品５件，二级藏品６件，三级藏品１１５件，还有待定

藏品１５２件和其他藏品五六百件。其中宋教仁的行书对联为海内孤品，何香凝等国手所作的丹青
都是海内珍品。另外珍藏有苏州府严禁抗租碑、乾隆梅花碑、张问陶刘墉祝寿图碑等各类碑刻３０
余块。

柳亚子纪念馆将柳亚子旧居第二、三进两个厅辟为柳亚子事迹展览厅。第二进茶厅作序厅，第

三进大厅以１５０余件实物和照片介绍柳亚子一生。厅中陈列中央领导人题词（复制件），宋庆龄、廖
仲恺、何香凝、鲁迅等题赠的照片、诗画轴、木刻版画集（其中部分复制品）、南社图书，以及柳亚子

题咏的手卷、墨迹、照片和遗物等。柳亚子旧居第四进起居室和第五进书房、书库等被复原为原来

的格局。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３日，柳亚子纪念馆与县文管会联合举办“纪念南社８０周年展览”。全国政协副

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为展览题词。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书画家尹瘦石等寄来书画作品。

柳亚子之子、南社社员柳无忌应邀为展览撰写序言。１２月，柳亚子纪念馆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合

编《纪念南社成立８０周年专辑》。举办“南社诗抄书法展”、《吴江馆藏南社书画集萃》首发式等活
动。１９９７年５月，与市政协、文化局、黎里镇政府联合举办柳亚子诞生１１０周年、南社发起９０周年、
柳亚子纪念馆开馆１０周年纪念活动。尹瘦石、柳亚子外甥徐文烈等参加。２００６年，柳亚子纪念馆

接受柳亚子女儿柳无非家属捐赠。２００７年，在柳亚子旧居第五进开辟“柳无忌先生展室”。
至２００８年，柳亚子纪念馆先后被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教委命名为“江苏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江苏省德育教育基地”。

　　二、王绍鏊纪念馆

王绍鏊纪念馆的前身是同里历史文物陈列馆。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同里历史文物陈列馆开馆。陈列馆设文人、文物、文史展览。文人馆介绍同里镇
自宋代以来进士４２人、状元１人以及近现代名人１４人。文物馆展出从九里湖遗址出土的自新石

器时代至明清的文物１００多件。文史馆以图片资料介绍同里近现代历史事件。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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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至２００８年，参观人数达３００万人次，其中大、中、小学生万余人。同里历史文物陈列馆先后被中

共吴江市委、吴江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同里镇政府命名为“科普教育基地”。

１９９７年６月１日，陈列馆成为同里镇旅游联票中的一个旅游景点。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同里历史文物陈列馆改为王绍鏊纪念馆，设３个展厅，陈列图片２６０幅，实物与

复制品８５件。王绍鏊，字却尘、恪尘，同里人。幼年就读于同里同川学堂，毕业后考入江苏省教育
总会法政讲习所。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毕业回国，同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宪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讨袁护法运动。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拒绝曹锟贿选，进行反对北洋军阀活

动，先后受曹锟、孙传芳通缉。大革命失败后投入反蒋斗争，并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九一八”事

变后，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同蓝公武等在北平发起组织救国协会，支援东北抗

日联军和冯玉祥抗日同盟军。民国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２５年６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
狱，至“七七事变”后出狱。曾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小组，参加太湖游击队组织领导工作。民

国３０年后，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民国３４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
主促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负

责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等。民国３６年，在香港与马叙伦等成立民进港九分会。民国３７年
１１月进入解放区。１９４９年以民进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开国大

典。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任财政部副部长，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１９７０年３月３１日病逝。

　　三、张应春纪念馆

１９９２年４月设立，详见第二章第二节“张应春烈士墓”。

　　四、王锡阐纪念馆

１９９８年设立，详见第二章第二节“王锡阐墓”。

第七章　民间收藏

　　一、概况

吴江的博物馆、纪念馆作为城市文化设施组成部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

环境见证物为职责，以规模较大和集中程度较高引人注目。民间收藏则收藏非国有文物、标本或资

料，以传世小型而零碎为多见，但这种收藏活动历史更长远，内容也更丰富多彩，是历史文化传承不

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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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志记载，吴江自古以来不乏收藏者及其爱好者，收藏书画古器、金石碑帖的现象十分普遍。

元代分湖书画家陆行直曾以厚资购得三国钟繇所书《荐季直表》，该帖被誉为“太古第一名迹”。珍

品赵孟瞓《水村图》收藏也跟陆行直有密切关系。明代状元吴江籍朱之蕃，好名画古器，据传“收藏

甲于天下”。清代盛泽人顾贤庚，性嗜古，每逢名人书画及古板善本，不惜重资，收藏之富名闻远近。

清代黎里人蒯谦吉，晚号守瓶老人，藏名人书画极富，其赏鉴能力令人信服，凡钤有“守瓶老人审

定”之印流传于民间的书画“人争宝之”。清代盛泽人王楠、王鲲父子有“话雨楼”。史书记载两代

人均“好古而能守”，以致“江以南推收藏之富且久者，必曰王氏话雨楼。”父子搜集前代金石文字

“自商周彝器下至近代石刻，闻世有精善可喜者必罗而致之，以贮是楼”，藏各种碑帖至千余种，有

《话雨楼碑帖目录》四卷存世。清代人杨羲嗜诗嗜砚，三十岁后自号“砚隐”。清代袁棠家藏宋朝皇

帝所赐洮琼砚，为稀世之宝，因以名其馆及词稿，有《洮琼馆词》一卷存世。

新中国成立后，吴江民间收藏活动虽然大多是小型而零碎，但趋多样化。１９７８年起，吴江民间

收藏活跃起来，“盛世收藏”，参与人数之多，收藏门类之繁，呈一时之热。钱币、邮票、瓷器、陶器、

铜器、木雕、门票、报刊、书籍、佛像、奇石、火花、烟标，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票证、“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像章，都成为收藏的对象，其中钱币、邮票的收藏参与人最多，成立有专门的“钱币学会”、

“集邮协会”，一些形成一定特色且具一定规模的收藏者也相继涌现出来。

　　二、民间收藏人物选介

（一）吴根生

１９３８年７月生，吴江芦墟人，中共党员，曾任海军东冲岸勤处政委、芦墟镇副镇长。中国钱币学

会会员、江苏省钱币学会名誉理事、苏州市钱币学会、吴江市钱币学会副会长，兼任省、市收藏协会、

文物协会常务理事、顾问。

吴根生集藏春秋战国至近代古钱币、中外币钞一万余种。藏各种版别铁五铢２００余种，其中南

朝萧梁大型铁五铢、异品五铢、五五铢被《古钱大词典》记载，有“铁五铢王”之称。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１

日，吴根生在芦墟分湖新村自家住所建立私人钱币博物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题写馆名。发表钱

币收藏论文２０多篇，《聚币微言》被美国《世界钱币新闻》转载，《萧梁铁五铢浅析》获苏州市政府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２日，吴根生把万枚钱币捐给国家，入藏吴江博物馆。

至２０００年底，吴根生集藏红木、紫檀、楠木木雕５００余件，收藏陶皿、青铜器具、瓷器、印章、字画、文

房四宝、前清文契和旧时民俗遗物近万件。

（二）徐静柏

１９４３年２月生，吴江梅堰人。１９６４年起从政，曾任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吴江市政协主

席。青年时期开始收藏，主要收藏毛泽东像章和“文化大革命”瓷器及新中国票证券卡，其中

收藏毛泽东像章万余种、一万五千余枚，“文化大革命”瓷器千余种。其收藏在界内颇有影响，

出版《时代的印记———徐静柏陶瓷玻璃器藏品选》、《时代的印记续集———徐静柏藏毛泽东像

章精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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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周祥林

１９３１年生，盛泽工商银行离休，吴江市集邮协会顾问。收集解放区、新中国邮票较多，编制的

邮集“华东、华北解放区邮票”曾获苏州市第七届邮展金奖，第八届邮展荣誉奖，江苏省第四届、第

五届邮展金奖，第六届邮展荣誉奖，１９９７年全国邮展金奖，２０００年泰国曼谷国际邮展大银奖。２００１

年获全国邮展大镀金奖。

（四）周一非

１９２６年生，主治中医师，吴江市集邮协会顾问，苏州市和江苏省集邮协会荣誉会员，曾任吴江

市集邮协会副会长。１９３９年起，专集世界类邮票。１９８５年参加新加坡车马水邮协，受邀撰文《一生

心血在于马———美术教育家徐悲鸿》。１９８７年参加英国鸟类集邮协会。１９８９年专集《鸟———人类

的朋友》获苏州市第三届集邮展览和江苏省第三届集邮展一等奖。

（五）唐志祥

１９２８年４月生，吴江市集邮协会常务理事，《吴江邮讯》主编，市老干部邮协会长。主集“孙中

山”专题和“香港邮票”，获江苏省第五届集邮展览镀银奖，苏州市第七届邮展银奖，第八届邮展镀

金奖。他有众多邮文发表于《苏州集邮》、《集邮报》、《江苏集邮》、《上海集邮》、《湖南集邮》等报

刊，其中两篇邮文入选《苏州集邮文化学术论文集》。

（六）钱延林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生，曾任吴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会主席、放射科主任、吴江市集邮协会理事、平望

镇集邮协会副会长、吴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集邮协会会长。业余爱好广泛，主集邮票、钱币、粮票、明

信片、极限明信片及毛泽东像章。１９９９年，极限邮集“宏图”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５０周年

集邮邀请展；《拱门》编组邮集获江苏省第六届邮展银奖；《中国名胜》、《中国十大风景》极限邮集分

别获苏州市第七届、第八届邮展镀银奖和铜奖。８部邮集获吴江市邮展奖。２００２年５月获全国首

届老年邮展镀金奖。２００３年４月获全国邮展镀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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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文化社团及演映场所

　　本篇含艺术表演团体、演映场所和社会文化团体。艺术表演团体是指吴江市（县）
专业表演团体；演映场所是指吴江各地的影剧院、书场与戏台，以及流动放映单位；社会

文化团体是指在吴江社会上结成的文学、艺术等各类文化团体。

吴江历来文人汇聚，素有结社风气。明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００），盛泽人卜梦熊创设
绿晓斋社，这是见之于记载的吴江最早的文艺社团。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复社在吴江成
立。复社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社团。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吴江成立惊隐诗社，也颇有影响。到清
代末年，吴江的文艺社团往往带有革命色彩。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陈去病等人在同
里创立“雪耻学会”，意图雪耻救国。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成立于苏州的南社，吴江是其活
动基地之一。辛亥革命之后，文艺结社更为宽泛，吴江各地纷纷成立文艺学术团体，如

盛泽渊渊学社、盛泽小说研究会、吴江求是学社、翳桑文艺研究社等。其间，还有一些民

间爱好演艺人士，因兴趣相仿，也结伴成立社团，如同里镇的遏云集、桐花社、同川业余

剧社，盛泽镇的养正社、怡然社、己巳社、红梨曲社、吴蟎集、舜湖逸社。同时，也不乏一

些爱好书画人士成立的协会，其中盛泽镇的红梨金石书画会、盛泽镇青年金石书画艺术

学会与舜湖印社、白马画社以及同里镇的安乐书画社、同里画社、桐华艺术社、“三·二

五”木刻社等，均名噪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在吴江形成于民国期间的一些专业文艺团体得到延续，专门演映场

所逐渐在全县各乡镇普遍设置，流动电影放映队普及，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发展方

面。１９５５年专业演出团体登记时，有洪福木偶昆剧团、工艺京剧团、吴江锡剧团、光明越
剧团、吴江评弹团等５个。同时，一些行业自行组织的业余文艺表演组织应运而生，如
同里工商联文工团、同里镇业余剧团、盛泽镇的纺织文工团、业余评弹团、业余民乐团。

在松陵、平望也有相应成立的业余行业表演团体。１９５８年，全县业余文艺、文学社团（包
括讲故事的团队）有二百多个。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文学艺术社团停止活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行其

道，大演“样板戏”。
　

８６３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吴江文化事业得到复苏。吴江县锡剧
团和评弹团相继恢复演出，并成立吴江县越剧团。一些业余文艺社团、文学社相继建

立，纷纷开展各类活动。

８０年代后期，电视普及，文化娱乐场所增多，大众娱乐形式多样化，导致一些专业表
演团体观众锐减，经济效益不佳。吴江县锡剧团停止演出、留编整顿。

９０年代，改革开放渐趋深入，文艺表演团体、文学社团活动逐渐增多，呈现新的繁
荣，同时出现一些新兴演出场所和演出经营机构。

进入２１世纪，文化事业在新的经济体制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文化市场繁荣，还
衍生出一些行业协会。一些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联姻，成为吴江文化的亮点。
　

第一章　专业表演团体

第一节　吴江市（县）锡剧团

　　一、机构

吴江市（县）锡剧团（简称锡剧团）前身是苏州的一个民间职业剧团。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至民国

３８年，在苏州市阊门外小荒场的金明、易兴两剧院演出。剧团演员有王呆初、姚梅凤、仲青、马明

忠、钱凤祥、鲍毅等４０多人，经济分配实行拆账制。

民国３８年４月，苏州解放，剧团归属于苏州市文联领导，钱凤祥为领班人。１９５０年正式建制为

“苏州市友好联谊锡剧团”，姚梅凤任团长，王呆初为副团长。

１９５２年５月，锡剧团参加苏南行政公署民间职业剧团训练。１０月，迁至吴江，由吴江县人民政

府接收，更名为“吴江县友好锡剧团”。演职员４８人，姚梅凤任团长，王呆初任副团长，马轶铁任指

导员，徐松鹏、单志良、姚秋岑先后为派团干部，分配实行供给制。团部设在南门大街原县政府对面

县原培训基地。１９５４年迁至县委宿舍后院一幢小洋房内。１９５５年又迁至松陵镇北门水关桥堍，演

员住宿在松陵镇城隍庙内（后改为县人民大会堂，现为市文化中心）。是年，锡剧团接受县人民政

府对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定名为“吴江县锡剧团”，演职员６２人，实行工资制。１９６０年，团部从松陵

镇水关桥迁至庙前街西端坐北朝南的原吴江中学初中部宿舍。１９６４年，剧团建立党支部，倪正言

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原剧团行政班子由工宣队接管。１９６９年，建立吴江县锡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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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林文容任党支部书记。１９７４年王途光任党支部书记，姚梅凤任副书记。１９７６

年，沈永观任党支部书记。是年团部迁至北新路（现永康路）新建办公楼兼宿舍（１９９４年市文化局

拆建为艺海大厦）。

１９７９年，撤销“吴江县锡剧团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恢复吴江县锡剧团建制。姚梅凤任团长兼

党支部书记。严仁荣、蒋坚任副团长。１９８０年，姚梅凤退休，团长、党支部书记暂缺，演职员（含退

休）７８人。１９８３年，潘永官任党支部书记，王小坤、黄国杰、周晓明任副团长。此时，剧团运转已出

现困难。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经县文教局请示县委，县委副书记周炯之同意，剧团班子改选，实行正团长

自荐竞选上岗，骆黎明胜选为承包团长，县文教局予以任命。骆黎明上任后，聘用周晓明、许龙生、

黄敬柏为团长助理。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４日，县文教局免去骆黎明承包团长职务。８月，县委、县人民政

府研究决定：县锡剧团实行“留编整顿”。根据“一个县保留一个专业剧团”精神，县锡剧团只保留

编制，不再从事演出。９月６日，县文教局召集县锡剧团全体演职员工，在县影剧管理站试映室召开

吴江县锡剧团“留编整顿”动员大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育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莹向剧团

全体人员宣布：吴江县锡剧团留编整顿，停止经营性演出，人员分流，保留建制。至年底，剧团在册

人员３２人（其中固定工３１人）。１９９２年５月４日，吴江撤县设市，吴江县锡剧团更名为吴江市锡剧

团。１９９７年，根据市政府意见，余下演员全部办理退休手续。２００１年底，剧团退休保养人员２３人。

２００２年，政府给剧团退休、保养人员办理医疗保险。２００８年，剧团退休保养人员１８人。

表５１１　１９５２—１９８６年吴江县锡剧团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姚梅凤（女） 团长 １９５２—１９８３ 倪正言 书记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

王呆初 副团长 １９５２—退休 林文荣 书记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严仁荣 副团长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 王途光 书记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蒋　坚 副团长 １９７９—退休 沈永敢 书记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黄国杰 副团长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８ 姚梅凤（女） 书记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周晓明 副团长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２ 潘永观 副书记 １９８３．９—１９８４．８

王小坤 副团长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２ 潘永观 书记 １９８４．８—１９８６．１１

骆黎明 团长 １９８４．１１—１９８５ 史永才 副书记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

　　二、创作

１９５７年，王呆初整理的《陆卖饼》，参加江苏省戏剧会演。１９５８年，许龙生创作的《钢铁之花》

（又名《打倒洋权威》）参加由苏州市、苏州地区、常熟市联合举办的第一届现代戏会演。１９６５年，严

仁荣、许龙生根据单志良原作《年夜饭》改编的锡剧《大年夜》参加华东地区现代戏调演，获创作奖，

被江苏人民电台录音，作为对台湾广播节目播出，上海文化出版社将该剧作为华东地区优秀剧目发

行单行本。１９７４年，许龙生、杨正吾创作的《风雨江南》，参加江苏省戏剧会演。１９７５年，周晓明、骆

黎明合编的《两只摇篮》参加苏州地区戏剧会演。

１９８０年，骆黎明创作的新编历史剧《魏
#

拜相》，参加苏州地区戏曲会演。１９８２年底，陆廉德、

徐文初、周晓明、黄国杰根据长篇吴歌《五姑娘》改编创作的锡剧《五姑娘》，参加苏州地区与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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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节演出。剧团创作剧目还有：《解放前后》、《枪毙狄全福》、《美帝暴行图》、《恶霸的末日》、《填

池塘》、《人民公社十大好》、《拥护办公社》、《拥护周总理声明》、《美国狼滚回去》、《歌颂金阊钢铁

厂》、《试金石》、《几粒谷》、《双季花开》、《双女告状》等，其中一些剧目参加苏州市（地区）、江苏省

的比赛、调演。

　　三、演出

新中国成立前，剧团主要演出传统剧目，如《樊梨花》、《孟丽君》、《顾鼎臣》、《王华买父》等幕

表戏。最长一段幕表戏是１０５本（集）的《樊梨花》。姚梅凤在戏中的７２个“为你冤家薛丁山”唱

段，吸收武林戏、淮剧、京剧等多种声腔，自成一派。

新中国成立后，剧团坚持传统戏与现代戏相结合、以演现代戏为主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现代

戏演出始终保持在６０％以上。如１９５０年演出的《解放前后》；１９５１年７月，剧团与苏州红旗沪剧团

联袂演出《刘胡兰》１４场，场场爆满。剧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排演出反映土地改革的《枪毙狄全

福》、《白毛女》；反映抗美援朝的《美帝暴行图》；反映“三反、五反”的《奸商往哪里逃》；反映合作

化运动的《组织起来大生产》、《走上新路》、《两兄弟》；宣传新婚姻法的《赵小兰》、《罗汉钱》；宣传

爱国卫生运动的《填池塘》等剧目。１９５２年冬，为配合抗美援朝征兵，县锡剧团到全县１０５个村演

出《刘胡兰》，推动应征青年踊跃报名参军。１９５５年，剧团摒弃幕表戏，改演剧本戏，实行导演制。

在演出传统剧目的同时，先后排演《两兄弟》、《走上新路》、《红色的种子》、《江姐》等现代戏，博得

广大观众好评。１９５６年以后，创作、移植、演出《技术员来了》、《中秋之夜》、《小姑贤》、《钢铁之

花》、《填池塘》、《姐妹翻身》、《双季花开》、《白毛女》、《大年夜》、《海岛女民兵》、《海上海歌》、《向

秀丽》、《芦荡火种》、《几粒谷》、《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平原作战》、《小刀会》、《风

雨江南》、《两只摇篮》等三十多个现代戏。

“上山下乡，为农民服务”，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全县农民服务是吴江县锡剧团一大特色，是县

锡剧团又一办团方针。县锡剧团走出剧场，不讲条件，不计报酬，自带行李，自办伙食，自备船只，常

常深入到田头、场头、工地、码头，甚至在船头演出，足迹踏遍全县每一个村庄、街头、工厂。１９５８年

１～９月，剧团演出６４７场，其中场地演出４７４场。农民都称之为“姚梅凤剧团”。吴江县锡剧团上

山下乡为农民演出，得到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肯定，得到各级新闻媒体的褒扬。１９６０年５月，锡剧

团团长姚梅凤出席江苏省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广播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

工作者代表大会（即文教群英会），介绍剧团八年如一日坚持上山下乡，演好戏的情况。６月，姚梅

凤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到剧团摄制纪录片。１９６４年，姚梅凤出席全国

剧团团长会议，向大会汇报吴江县锡剧团“坚持为农民，坚持勤俭办团”的事迹和经验。２月３日，

《新华日报》以《吴江锡剧团十一年如一日为农民服务》为题，介绍吴江锡剧团１１年跑遍全县２２个

公社１０５个演出点，为农民演出５７００多场戏，配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排演６１个现代戏。１９６５

年８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刊载题为《为农民演一辈子好戏》的文章，介绍吴江县锡剧团坚持下乡１３

年的先进事迹。是年，《人民画报》第１０期刊载吴江县锡剧团下乡巡回演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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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五反”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
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简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团停止演出。１９７０年起逐渐恢复演出，剧目主要是“革命样板戏”和

部分现代小戏。１９７４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又多次介绍剧团深入农村为农民服务的情况，《中国

建设》（外文版）刊登新华社介绍吴江县锡剧团的文章，并刊出剧照。剧团被评为全国文艺战线上８

个先进集体之一。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剧团相继上演《小刀会》、《十五贯》等戏。１９７８年，剧团恢复上演《樊梨花》、《顾

鼎臣》、《珍珠塔》等传统剧目。１９７９年，剧团继续送戏下乡，取得“四个超历史”显著成绩：一年排戏

８台（５台大戏、３台小戏），剧目数量超历史；一年演出４９８场，演出场次超历史；一年下乡演出３６２

场，下乡演出场次超历史；一年演出收入７８１００元，全年票房收入超历史。１９８０年，剧团全年演出

５０３场，绝大部分在农村演出。９月，国家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在平望看望剧团全体人员，并观看

演出。

第二节　吴江市评弹团

　　一、机构

１９５６年７月，吴江县根据江苏省文化局关于曲艺人员登记办法的要求，对在吴江县境内演出的

１０名（一说７名）流散评弹艺人进行登记，其中３名原为从事其他职业而有一定演唱水平的人员。

１９５７年１月，由吴江县文化主管部门发给个人演唱证，将评弹艺人列入管理。１９５９年７月，吴江县

文教局下达文件，决定成立“吴江县评弹组”，在册艺人９人，分配上实行集体拆账制。１９６１年５

月，吴江县文教局根据评弹组全体艺人的书面申请，下发《关于同意建立评弹团的批复》，吴江县评

弹团正式成立。团部在县人民大会堂（市文化中心原址）东厢房。初建时演员１２人左右，实行工资

制。演员有周雪艳、李天峰、戚加萍、张如庭、李荫、胡似笙、凌雯荫、陆凤声、张梅隐、高云霞、钟玉

玲、张艺玲。此一时期前后还有胡慧玲、王佩珍、乔瑞英、刘敏等先后进入吴江县评弹团。年龄最大

的３０岁，最小的１７岁。此后３年中招收了新团员王丽珍、石虹英、金希、徐惠华、柳玲、郭天琰等。

吴江评弹团一方面送新演员去苏州评弹学校培训，另一方面根据各人所长，拜师学艺。高云霞、徐

惠华拜师周雪艳；石虹英、金希拜师戚加萍；柳玲、王丽珍拜师张如庭、李荫。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县评弹团停演闹革命。１９６９年，与县锡剧团合并，评弹演员参与“革命

样板戏”演出，都充当跑龙套角色。是年设立“吴江县评弹团革命生产领导小组”。１９７０年，部分评

弹演员被重新安排工作，团内留下戚加萍、李天峰、周雪艳、凌雯荫、李荫、石虹英等人，只是偶尔抱

抱琵琶，弹弹三弦。１９７１年，吴江评弹团去全县各地选拔评弹苗子，录用９位１７～１９岁学员，４男５

女，他们是沈小萍、沈克民、盛水菊、宋丽萍、蒋福珍、石中曙、李荣华、方春观、周剑英，并送他们进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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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总称，用苏州方言表演，讲究“说噱弹唱”，俗称“说书”。它产生并流行于苏州及江、浙、沪一带。

清乾隆时期已颇流行。评话通常一人登台徒口开讲，俗称“大书”。弹词一般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抑扬顿挫，

弦琶琮铮，十分悦耳，俗称“小书”。经过历代艺人创造发展，曲调流派纷呈，风格迥异。苏州评弹演出大体可分一人的单档，两人的双

档，三人的三人档。



州地区师范评弹班培训半年。半年后，学员有的留在吴江县评弹团，有的进了吴江县锡剧团，有的

回到社会。１９７３年县评弹团与锡剧团分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建制为“吴江县评弹团”。

县评弹团经济分配实行以档核算，规定工资列入档案（称档案工资）。后实行以档为核算单位，演

员将演出收入的１０％～２０％上交团部，并自理演出费用，其余收入归个人所有。１９７５年前后，庞婷

婷、王玉立、袁国强和老演员毛学庭、吴似珊等也进了县评弹团。这些人成为县评弹团的第二代演

员。１９７９年县评弹团团部迁至松陵镇北新路（现永康路）新建宿舍兼办公楼。是年，团内刘敏调上

海东方评弹团（与周孝秋合作撰写、拼档演出《筱丹桂之死》，唱响江、浙、沪一带）。庞婷婷和王玉

立后来也调到上海，成了上海评弹界的一级和二级演员。

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吴江评弹团进了两档新演员，即陈松青和徐小凤、王智雄和陈碧虹，后

来双双结成夫妻档，这是吴江评弹团的第三代演员。进入８０年代，评弹演出跌入低谷。紧接着第

一代、第二代演员退休、转业或调离，第三代演员撑起了评弹团的一边天。１９８５年，县评弹团有演

职员７人，其中固定职工５人。１９９２年５月４日，吴江撤县设市，吴江县评弹团更名为“吴江市评弹

团”。２００１年，北新路团部因市人民政府建设需要被拆迁，办公室暂借府西路原吴江市图书馆三

楼。是年底，市评弹团在编人员５人，其中两对夫妻档４人，专职会计１名。２００３年，团址迁往市文

化馆。２００４年８月，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制定《关于扶持评弹出场的意见》，由吴江市委宣

传部每年拨付１５０００元给予补贴。２００５年底，评弹团仅剩一档（２位）演员。２００８年，招收２名学

员。是年底，吴江市评弹团演员４名。

表５１２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县）评弹团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职　务 姓　名 任　期 备　注

副团长 李天峰、戚加萍、周雪艳（女） １９６１．５—１９６４．９ 不设团长

文教局派团干部 吴伟明 １９６４．１０—１９７１． 任指导员

文教局派团干部 费　多（女） １９７１．２—１９７５．４ 任指导员

文教局派团干部 陈明兴 １９７５．４—１９８４．１ 任指导员

负责人 戚加萍、李天峰 １９８４．１—１９９０．５ 无派团干部

副团长 高源生 １９９１．８—１９９７．２ 无正团长

团长 高源生 １９９７．２—２００１ —

副团长 杨筱东（女） 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７．３ —

团长 杨筱东（女） ２００７．３— —

副团长 陈松青 ２００８．３— —

　　二、演出

吴江市（县）评弹团演出的书目大部分是移植或改编的传统书目，如《三国》、《十美图》、《文武

香球》、《贩马记》、《双珠凤》、《水浒》、《何文秀》、《盘夫索夫》、《落金扇》等，也有部分现代书目，如

《根深叶茂》、《捉蛇的人》、《北极熊》、《冰湖救亲人》、《海岛女民兵》、《铁道游击队》、《红灯记》、

《红岩》、《杜鹃山》、《焦裕禄》、《血防线上》、《人强马壮》等。６０年代初参加苏州地区会演，《一元

八》、《红旗商店》等节目获奖。此间，还创作演出《公事公办》、《山高路远》、《营业时间》、《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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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９６４年起，提倡演出现代书，团里本子缺乏，遂由团里李天峰、姚雨亭、陈明兴等人动手写，部

分本子外请朱寅全、徐文初、张钟麟等人写，部分本子则由演员向兄弟团学，如高云霞与乔瑞英合说

的《乌龙潭》，就是通过听书整理而成的。

６０年代初，县评弹团农忙时在乡镇书场演出，农闲时自带行李到农村演出。“一根扁担两条

腿，跑遍全县生产队”，这是吴江评弹团建团初期提出来的经典口号。有时全团演员分为２队，深入

到生产大队。有时先集中到一个公社，然后分档，每人一根扁担，挑着自己的简单行李和演出器

材，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全团演员１８个，分成八九档，单档是说评话的李天峰；夫妻档是张如庭与

李荫，胡似笙与张艺玲；男女双档是戚加萍与刘敏或钟玉玲；余下就是女双档，高云霞和凌雯荫、周

雪艳与徐惠华、石虹英与金希、柳玲与王丽珍。有时拼档是交替的，如高云霞与王佩珍或乔瑞英拼

档，凌雯荫与胡卫珍拼档。每档下去，或一天说一两个生产队，或一个生产队说上好几天，十天半月

下来，将一个公社二三十个生产队全部说上一二遍。当时农村既没有公路，又没有旅馆，更没有食

堂，评弹团演员下乡演出，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足迹遍及全县生产大队，有的还跑到生产小

队，共开辟４４４个农村演出点。评弹团“一根扁担两条腿，跑遍全县生产队”的精神在江苏省文化工

作会议上作介绍。

１９６３年，在昆山举行的苏州地区评弹会演中，李天峰根据《红岩》改编的《智战徐鹏飞》获好评，

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采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评弹团演出停止，曾一度与县锡剧团

合并，评弹演员参与“革命样板戏”演出。１９７３年初，吴江评弹团从锡剧团分离出来。全团集中在

一起演出，主要演现代书及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开篇。其中，自编自演的节目有《冰湖救亲人》、

《水上交通站》、《钉靴案》、《九枚硬币》等，移植的节目有《杜鹃山》、《红岩·三试华子良》、《智擒北

极熊》、《海岛女民兵》、《白毛女》、《血防线上》、《珊瑚岛上的死光》等。苏州地区评弹团会演每年

一次，吴江评弹团频频获奖。７０年代中，《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题为《一根扁担两条

腿，跑遍全县生产队》的文章，介绍评话演员李天峰和吴江评弹团的事迹。

１９７８年后，剧团恢复演出传统书目。年轻演员向老演员学习，学说各种流派的传统书目。由

于“文化大革命”，评弹几乎停演１０年，而今书台重现，听众听书热情十分高涨（行话称饿煞书），如

评弹团在浙江省嘉善剧场演出中篇弹词《杜鹃山》，１６００个座位，场场爆满；在上海雅庐书场连续演

出一个月的《十美图·花厅评礼》、《红岩·三试华子良》，也场场爆满。１９７８年，久负盛名的老演员

李荫再焕青春，她演唱的开篇《跨进雄伟的纪念堂》，荣获江苏省评弹会演演出奖，一直唱到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１９７９年起，评弹团分档演出，虽有时也跑城市，但演出地仍以农村为主，“一根扁担两

条腿，跑遍全县生产队”景象再现。１９８１年，《说新书》、《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介绍吴江评弹团老演

员李天峰的事迹，题为《一条扁担两条腿，再次跑遍生产队》。

９０年代，吴江市（县）评弹团下乡演出减少，除参加县里组织的送戏下乡外，一般都是跑外地码

头，每年演出６００余场。经过多年演出，市（县）评弹团第三代演员的表演在江、浙、沪地区深受书场

场方和听众的好评。陈松青和徐小凤被称为江浙沪一带的“青龙王”。王智雄和陈碧虹在演出之

余，还勤奋创作弹词。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两对夫妻档在北京颐和园苏州街书场轮流演出三年。其间喜

爱评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王忍之以及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等至书场观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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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合影留念。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观看演出后亲笔题字：“苏州评弹是精美绝伦的

艺术”。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市评弹团赴日本千叶市、内滩町交流演出。
２０００年，按照“出人出书出效益”要求，评弹团演员积极寻找市场，努力创作，在传统书目上大

胆创新。陈碧虹改编的中篇弹词《茶花女·特殊的谈判》，在第六届中国艺术节·苏州评弹比赛上

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优秀节目奖”。２００３年，陈松青和徐小凤的《牡丹缘—践约抛花》

获文化部、江苏省政府第二届中国苏州评弹节节目奖，他们与王智雄和陈碧虹合演的《人生知法才

精彩》获省法制文艺调演剧目二等奖。是年，市评弹团赴法国布尔关雅略市交流演出，还参加吴江

静思园开园和市政府主办“首届黄酒节”演出。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吴江市评弹团应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邀请，自行组团，联合苏州

市评弹团、常熟市评弹团、吴中区评弹团、苏州市艺术学校、太仓恒通民乐团参加香港“中国戏曲曲

艺专场”，在香港大会堂连续演出３场，《苏州好风光》、《牡丹缘》、《康熙买马》、《山歌王奇情》等二

十个节目让香港听众过了把瘾。原本每场１小时５０分钟的演出因观众的要求而延长。吴江市评
弹团在香港首次演出，得到香港市民好评。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明报》等媒体在显著位置刊

出报道。１８日，应邀为吴江市政府在香港的投资环境推介会演出１场。是年吴江市评弹团获吴江
市文化艺术“双优奖”。

２００５年４月，演员陈松青、徐小凤在同里参加接待党和国家原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华建敏等

的演出。７月，参加在吴江举办的“中国诚信论坛”第二届年会联谊晚会等演出。２００６年，演员陈松
青、徐小凤演出的《真假太子·告状》及《买夫》在第五届江苏省曲艺节中获奖。２００８年，吴江市评

弹团赴韩国华城郡交流演出。

第三节　吴江市越剧团

　　一、机构

１９８０年８月，吴江县文化主管部门招收爱好越剧的男女青年，开办越剧训练班，外聘老师李艳
云（江苏省京剧团退休演员）、马和兴（上海越剧院退休琴师），上海越剧院兼职教师史济华、郭友

娟、杨同时等人，本地老师有章丽娟、严博良等。学员２４名，其中男性４名，女性２０名。地点在原
驻吴江部队城西养马场（鲈乡北路与流虹路交界西北侧）。经过三年左右培训，学员达到公开演出

水平。

１９８３年３月，吴江县人民政府发文，正式建制“吴江县越剧团”（简称越剧团），性质为县属大集

体。剧团成立初，对外汇报演出《十一郎》，越剧名家袁雪芬等来观看。县越剧团前后３次主要从浙

江嵊县、诸暨、绍兴等地招收演员。县越剧团还通过请名师传艺、户口“农转非”、提高演出收入等

做法稳定演员队伍。ｌ９８５年，全团演职员４６人，其中固定职工２３人。

１９８６年，越剧团团址从养马场迁至鲈乡北路新建团部，内有办公室、宿舍、食堂，后又新建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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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越剧团一度更名为“吴江县星狮越剧团”，即与吴江新生丝织厂联办，目的是解

决剧团经费不足问题。１９９０年恢复原名。１９９２年建立中共越剧团党支部，计一洪任党支部书记。

５月４日，吴江撤县设市，吴江县越剧团更名为吴江市越剧团。

１９９３年８月，市文化局借调市影剧管理站副站长高峰任吴江市越剧团团长。高峰到任后，提出

以开发文化三产“救团”思路，集资建造罗马娱乐城，内设餐厅、美容厅等，原剧团排练厅改为歌舞

厅，纳入罗马娱乐城承包出租，但经营未善，出现资不抵债状况。

１９９９年７月，中共吴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吴江市越剧团实行“歇业裁员”，人员全部置

换身份离岗。１１月２５日，市文化局在影剧管理站的吴江影城召开越剧团全体演职员大会，宣布市

委、市政府关于越剧团“歇业裁员”的决定。党支部书记计一洪调市文化中心，演员孙爱娟、吕苗仙

调吴江宾馆，团长高峰回影剧管理站，其他人员全部置换身份离岗，自谋职业。

表５１３　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吴江市（县）越剧团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蒋济强 团长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章丽娟（女） 副团长 １９８２—１９９４．１１

高　峰 团长 １９９３．８—１９９９．９

计一洪 副团长 １９９１．５—１９９９．９，主持工作１９９９．９—１９９９．１１

计一洪 党支部书记 １９９３．６—２０００．５

　　二、演出

吴江市越剧团演出可分两个时间段。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培训阶段，以《盘夫》、《打金枝》、《十一

郎》等为教材，作实践演出。１９８３年建团以后，以演传统戏为主，如《十一郎》、《皇亲国戚》、《何文

秀》、《洞庭曲判》、《春江月》、《半夜夫妻》、《凤冠梦》、《唐祝文周》、《皇帝与村姑》、《桐江雨》、《玉

堂春》、《月亮河》、《送子观音》、《春草闯堂》、《沉香扇》、《花轿错》、《王老虎抢亲》等。巡回演出于

江、浙、沪县城、村镇。不时配合市委、市政府重大节庆活动演出。１９８８年，越剧团排演《火烧百花

台》、《失妻得妻》、《画龙点睛》３个新剧目。《宿庙题诗》等４个折子戏参加全国越剧青年大选赛江

苏预赛，获得优秀表演奖和荧屏奖。是年，演出２９９场，其中在农村演出２８４场。１９９１年，吴江县越

剧团演出１４８场，收入８．８万元。１９９２年９月，越剧团排演新戏《断指鉴》，赴各地演出，演出１２５

场，观众３．７万人次，总收入１１万元。１９９４年，越剧团与上海静安区越剧团联合排演《王老虎抢

亲》，公演获得成功。下半年起，越剧团停止演出。

吴江越剧团培养出一批为观众喜爱的演员，如小生肖桂芳、董志萍、周琪、孙爱娟、杨婷娜，花旦

崔瑛、刘学兰、邹红、沈雪华，老生毛叶贞、林梅、钱丽霞，老旦李月华、王兰琴，小花脸潘苏萍、夏巧

玲、邱文静等。越剧团停办后，有的演员继续从事越剧演出，如在上海越剧团《红楼梦》中扮演贾宝

玉的杨婷娜、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汉宫怨》中扮演霍光的娄亚利、在杭州越剧团《流花溪》中扮演

三太婆的荆芳、在嘉兴越剧团《豪姑塔》中扮演金姑的钱松青、在上海越剧一团的邱文静、在肖雅艺

术团的邹红、在上海红楼越剧团的赵连芬、在宁波越剧二团的茹春飞等。演员肖桂芳、周琪、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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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刘学兰、叶紫等在美国、日本传播越剧。转业的钱丽霞在一次越剧票友比赛中获得江苏省“越剧

十佳票友”。

第四节　七都洪福木偶昆剧团

　　一、沿革

洪福木偶昆剧团原系七都镇吴越村祠山庙桥“姚姓公保和堂”班子。始建于清道光（１８２０—
１８５０）年间，是姚氏嫡传的班底。据《南林丛刊正集》记载：“清道光年间，手技杂戏（即木偶戏）演剧
无虚日。”新中国成立前，木偶昆剧团主要活动在吴江及浙江省南浔、湖州、嘉兴一带的城镇和乡村，

也到过无锡、江阴、松江、太仓、常熟、菱湖、塘栖、梅李、浒浦等周边地区以及南京夫子庙、沈家巷戏

校，杭州凤凰山、行宫、后桥山、中山公园、工人俱乐部，上海五角场、周家桥、杨树浦、老闸桥、浦东等

处演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木偶昆剧团有８人演出：姚荣财（小生兼联系人）、姚荣诊（花旦）、姚荣山（小

丑）、姚荣培（花脸）姚荣高（老生）、姚廉荣（老生）、姚季生、姚五宝。１９５７年，七都洪福木偶昆剧团
（公记保和堂班），接受吴江县民间职业剧团登记，更名为“吴江县洪福木偶昆剧团”。是年，演职员

１１人，其中姚姓９人，团长姚荣才。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５日，江苏省戏曲学校将该剧团调至南京，聘请老艺人为省木偶训练班教师。
１９６０年，省文化厅奖励剧团１０００元，用于剧团添置服装和道具。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刘少奇到南京视察工作，江苏省戏曲学校安排专场文艺演出，其中有木偶昆剧团演出的《水漫金

山》。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剧团解散，艺人回七都务农。剧团１０多箱演出服装、道具、木偶头面，１箱昆剧
抄本，几经转手不知去向。２００３年，据８３岁老艺人姚五宝回忆，当时均放在苏州，仅剩已有百余年

历史的１个木偶头，被他收藏在家中。
７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初，原剧团人员多次上访吴江县文教局，要求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但终

未能成行。

１９８６年，在吴江三套集成（民间文学、民间戏曲、民间歌谣谚语）普查中，发掘出七都洪福木偶

昆剧团有关资料。７月１日，姚季生、姚五宝兄弟俩参加“吴江县１９８６年垂虹之夏家庭演唱大奖
赛”演出昆剧《遇才》一折，获演出奖。

２００３年秋，苏州恢复虎丘曲会，老艺人姚五宝演出木偶昆剧。是年，为抢救保护传承木偶昆曲
这一濒危民间文化遗产，七都镇人民政府实施抢救方案。２００４年，七都镇人民代表大会把保护传

承木偶昆曲列入政府１０件实事工程之一，重建七都木偶昆剧团，让“公记保和堂”木偶昆曲班子唯

一传承人姚五宝收徒。４月１６日，镇政府通过文化、专业考试，招收施晓明、施锦芳、孙青、孙菁４名
七都籍应届初中毕业生为学员，出资全权委托苏州昆曲学校为４名学员实施为期５年的专业培训。

６月２２日，在苏州举行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七都镇政府同苏州昆曲学校签订委培协议，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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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在苏州昆曲博物馆举行收徒、拜师仪式。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３日，木偶昆曲作为全国唯一剧种，被列入第一批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５日，被列入第一批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演出及剧目

木偶昆曲表演用的木偶高约６０厘米，重约４公斤，按生、旦、净、丑等角色，用木头雕刻制作，配

以服饰而成，以提线牵动。木偶提线有多有少，最多１６根。一般的木偶嘴巴会动，小丑、花旦木偶

眼、舌、颈都会动。据查，剧团原存的木偶头系吴兴县马腰老艺人陈志勇等人制作。木偶昆曲舞台

表演对演员操作和表演技能要求很高，“双手提活生、旦、净、丑千般态，一口唱妙喜、怒、哀、乐百样

声”，体现木偶与昆曲结合的艺术特色。木偶表演还有特技和绝技，如《洛阳桥》“五色灯彩”，《水漫

金山》“水漫”、“斗法”，还有“腾云驾雾”、“一捧烟”、“射箭”、“中箭”、“蜡钎点火”、“鸟飞”、“点烟

吸烟”、“电闪雷鸣”、“水底景致”等。演出剧目曾有五百多出，均是传抄的唱本，传到姚季生、姚五

宝手里只存约两百出。洪福木偶剧团木偶戏唱腔用的均系姚氏祖传的昆腔。

传统的木偶昆曲表演技能被新一代学员继承下来，施晓明、施锦芳、孙青、孙菁４人拜师后，参

加国内外各种演出，得到蔡正仁等一批昆曲领导、专家肯定。演出的代表性曲目有《舞狮》、《吹唢

呐》，昆曲《西厢记·佳期》、《西游记·猪八戒背媳妇》、《白蛇传·盗仙草》、《牡丹亭·游园·惊

梦》等折子戏。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参加吴江市第三届戏曲票友、折子戏比赛获第二名。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孙青、孙菁表演的《牡丹亭·游园》参加“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首届全国农民文艺会演”，

获文化部“银穗奖”大奖。１１月１２日代表苏州、江苏赴北京作汇报演出，得到刘延东等中央领导肯

定。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木偶昆曲《西厢记·佳期》参加苏州市“新人新作”比赛演出获二等奖。１２

月２４日，《游园》随吴江艺术团赴韩国友好城市作文化交流演出。

至２００８年，七都洪福木偶昆剧团演出剧目主要有：《长生殿》（１０出）、《蝴蝶梦》（１０出）、《邯

郸梦》（４出）、《游龙船》（１０出）、《白兔记》（８出）、《火焰山》、《猪八戒招亲》、《大补缸》、《水漫金

山》、《王道士斩妖》、《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乌盆记》、《劈山救母》等传统剧目，改编移植现代昆剧

《白毛女》、《除四害》等。

　　三、木偶昆曲传承人姚五宝

姚五宝（１９２０．９—２０１０．１２），吴江市七都镇七宝村（现吴越村）姚家后裔，不是“姚家戏班”嫡

传。从１３岁起，随木偶昆曲戏班演出。戏班有“传丁不传外”的规矩，姚五宝只能在剧团做勤杂，而

后偷着学戏，跟着跑龙套，人手不够时凑着演。姚五宝刻苦学习，逐渐能唱能演生、丑等各种角色，

且提（木偶）、唱（昆曲）、吹（笛子）全能，担当起木偶戏团主角。１９５９年，姚五宝被请至省戏曲学校

任教，为１２名学员传授提线木偶技术。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剧团解散，回乡务农。２００４年６月，在苏州举

办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姚五宝参加演出。７月，姚五宝收徒４人。２００８年，姚五宝表演木偶

昆剧《长生殿》片断，提、拔、勾、挑、扭、抡、摇等各种技法，包括打扇、喝茶，抽烟等高难度动作仍都

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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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工艺京剧团

　　新中国成立前，龙凤大舞台（民间职业剧团）常在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农村赶庙会演出，俗称

“草台班”，演出剧目以武打为主。负责人孙柏龄，为班底主要演员，系孙氏子女。１９５５年夏，龙凤

大舞台在吴江演出，就地在县文化部门登记，定名“吴江县工艺京剧团”，演职员工４０多人。剧团经

民主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９人，孙柏龄为团长，钱福元、谢光沃为副团长，李又春、余正亭、凤宝桐、

张志荣、马吉良为班子成员。剧团常在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周边江苏、上海县城或乡镇演出。演出

剧目《黑旋风李逵》、《黄飞虎反五关》、《要离断臂刺庆忌》、《十三太保反苏州》、《卢俊义》、《陆文

龙》等。１９５６年，剧团废除班底衣箱制度（班底制），实行集体所有制，在册５３人。根据按劳分配原

则，采用“底薪分红”办法，民主评定薪金标准。建立演出、学习、生活等各项制度，剧团演出水平提

高，生活有保障，集体积累增加。１９５９年，剧团改组，孙柏龄为团长，钱福元、那正鑫为副团长，李又

春、余正亭、凤宝桐、姚荣佳、魏香康等为班子成员。县文教局派姚秋岑为随团干部。是年，为迎接

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演出新编历史剧《抗金兵》、《清风寨》、《侠义江河》等。年底，“吴江县工艺京

剧团”调离吴江，合并入苏州地区京剧团。

第六节　光明越剧团

　　１９５５年，吴江县光明越剧团成立，并接受职业演出剧团登记。是年解散。

第二章　专业演映场所和单位

第一节　影剧院

　　一、概况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吴江最早用于放电影的场所盛泽大戏院开业。至民国３２年，盛泽民众剧

场、平望梅园剧场陆续开业。民国期间，松陵镇有两家戏院，一家名“吴江戏院”，另一家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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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院”。

１９５１年，吴江的盛泽电影院、盛泽镇民众剧场、平望镇梅园剧场、芦墟镇大众剧场、松陵镇吴江

戏院，均为私营。１９５２年，县人民政府将县城曹王庙（俗称城隍庙）改建为吴江县人民大会堂，作大

型会议场所，兼营演出。１９５６年，全县影剧院场８个，分布在松陵镇、盛泽镇、震泽镇、黎里镇、平望

镇、芦墟镇、同里镇、严墓镇，其产权性质，除吴江县人民大会堂外，均为私营，经济状况大部分不佳。

是年，对私改造，私营影剧场院实行公私合营，之后转为公有，再之后新建的影剧院全部实行全民所

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影剧院既是经营性的，又带有明显的事业性质，所以国办影

剧院一度被定性为全民事业单位。从１９５６年起，具体业务工作均由吴江县影剧管理站（处）统一

管理。

１９５８年后，各地兴建人民公社大会堂，演映场所向公社小集镇延伸。１９６５年，八都、八坼、横

扇、坛丘、菀坪等公社大会堂相继建成。如八坼公社民大会堂，席座６８０个，１９７１年，改建成八坼影

剧院，建筑面积５６５平方米，座位８３０个。

１９７４年，县财政投资３６万元，在县城松陵广场建造红旗影剧院，１９７６年竣工，１９７７年２月正式

使用。１９７８年，平望影剧院建成。１９８０年，建震泽影剧院，投资１７万元。１９８５年，盛泽镇投资１３０

万元，将原人民影剧院移建为盛泽影剧院。７月，庙港乡开弦弓村办起县内第一家村级室内电影放

映点。１９８６年，建同里影剧院，投资６０万元。１９８７年７月，吴江县影剧公司建成小天鹅电影院，这

样，松陵镇就有红旗影剧院、小天鹅电影院两家并存的电影放映场所。８月，县影剧公司恢复为县

影剧管理站，与红旗、盛泽、震泽、同里、黎里、平望影剧院一起转制为全民事业单位。１９８９年底，随

着金家坝影剧院建成，全县２３个乡镇在乡、镇政府所在地都建起影剧院。吴江的影剧院、电影放映

队从体制性质上分国办和乡镇办。其中松陵、同里、黎里、平望、盛泽、震泽６个大镇的影剧院为全

民所有制，称作国办影剧院，国办影剧院、电影放映队隶属于县文化主管部门。其余的乡镇办影剧

院、电影放映队均为集体所有制，隶属相关乡镇。红旗、盛泽、芦墟、莘塔影剧院有楼座。芦墟、八

都、莘塔、庙港等乡镇影剧院相继采用３５毫米座机放映电影。八都影剧院是县内第一家软席影剧

院。１９９４年，市影剧管理站建成“吴江影城”，是年，“小天鹅电影院”停止营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江同全国各地一样，电影放映和戏剧、歌舞演出出现空前火爆景象，

常常是“一票难求”，场场座无虚席，这种现象持续了十余年。８０年代后期起，电影放映和演出业受

到迅速兴起的电视、音像、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体的冲击，各乡镇影剧院上座率下降，经营困难

度普遍增大。

表５２１　１９５１年吴江县影剧院（场）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负责人 每日观众数

盛泽电影院 盛泽镇工厂街 刘云光 约４００人

盛泽民众剧场 盛泽镇荔枝街 陈鸿魁 约４００人

平望梅园剧场 平望中市黎平街 范友梅 约４００人

芦墟大众剧场 芦墟镇南栅 王家明 约２５０人

吴江剧场 松陵镇中山街 朱山楠 约８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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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２　１９６２年７月吴江县书剧场人员编制一览表

单　位 席座（个）
定员数 １９６２年增减人数

１９６１年 １９６２年 增加 减少
精简对象

需要补

充人数

合计 ７６９０ ５６ ５０ ３ ９ １２ ６

县人民大会堂 １０２４ ５ ６ １ — — １

盛泽影剧院 ７１１ １２ １０ — ２ ３ １

同里剧场 ９１０ ８ ５ — ３ ２ —

同里书场 ５００ １ ３ ２ — — １

震泽剧场 ９４５ ７ ６ — １ １ —

震泽书场 ６００ ４ ４ — — ２ ２

芦墟剧场 ５００ １ １ — — — —

黎里剧场 １０００ ８ ７ — １ １ —

平望剧场 ８００ ５ ５ — — １ １

铜罗剧场 ７００ ５ ３ — ２ ２ —

表５２３　１９６５年吴江县影剧院（场）一览表

名　称 主　管 构　件 建造年份 席座（个） 人员（人）

县人民大会堂 县文教局 砖木 １９５２ １０２４ ６

同里剧场 县文教局 砖木 １９５６ ９１５ ９

芦墟剧场 县文教局 砖木 １９４３ ５５０ ３

黎里剧场 县文教局 砖木 １９５５ １０００ ７

平望剧场 县文教局 砖木 １９５５ ８２１ ６

盛泽影剧院 县文教局 砖木 １９２９ ７６４ １２

震泽剧场 县文教局 砖木 １９５５ ９７０ ６

严墓剧场 县文教局 砖木 １９５１ ７００ ３

八都人民公社会堂 县财政局 混凝土 １９６５ ８５０ —

八坼人民公社会堂 八都公社 砖木 １９６５ ６８０ —

横扇人民公社会堂 八坼公社 砖木 １９６５ １２００ —

坛丘人民公社会堂 横扇公社 砖木 １９６５ ８００ —

菀坪人民公社会堂 坛丘公社 砖木 １９６５ １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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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４　１９８５年吴江县２２家影剧院情况一览表

影剧院 地　点 建成

年份

总面积

（平方米）

席座

（个）
影剧院 地　点 建成

年份

总面积

（平方米）

席座

（个）

红旗 松陵镇 １９７７ ２５０４ １２４８ 菀坪 菀坪 １９７８ ８２０ ７９０

盛泽 盛泽镇 １９８５ ３４９２ １５０４ 南麻 南麻 １９７６ ３００ ７０２

平望 平望镇 １９７８ １５０７ １０６８ 坛丘 坛丘 １９６０ ７００ ８３３

黎里 黎里镇 １９８２ ９８７ ９７４ 梅堰 梅堰 １９８２ １８３２ １０１７

震泽 震泽镇 １９８１ ９７６ １０４５ 七都 吴 １９７５ ９８０ １０４７

同里 同里镇 １９７８ １２００ ９１６ 铜罗 铜罗 １９５８ ９２０ ８８０

芦墟 芦墟镇 １９８０ １３００ １２０８ 八坼 八坼 １９７１ ５６５ ８３０

八都 贯桥 １９８３ １３００ ９０７ 青云 天亮浜 １９６８ ４８７ ８４０

莘塔 莘塔 １９８１ １３００ １１２５ 桃源 戴家浜 １９７３ ７２０ ５８５

庙港 庙港 １９８１ ９７８ １０６８ 屯村 屯村 １９７６ ７２７ ７７８

横扇 横扇 １９７２ １２７１ １２５６ 北厍 北厍 １９７５ ３２０ ８４６

表５２５　１９５３—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县）部分年份电影业务情况一览表

年　份 影剧院数 电影队数 放映场次 观众（万人次） 放映收入（万元）

１９５３ １ １ ５３８ ４１．８０

１９５５ １ ２ ９６５ ８３．４０

１９５９ ２ ７ ３３４９ ２０１．７４

１９６０ ２ ７ ６３０２ ３３１．２０

１９６５ ２ ５ ３０４１ ２８１．８２

１９７２ ４ ２０ ４３８６ ５５．２２

１９７７ ８ ４４ ２４９７８ ２４６７．１３

１９８１ １８ ３９ ２７８６６ ３１４３．８８

资料未有统计

１９８５ ２２ １３ ３０６５０ ２４６６．００ １２９．４０

１９９１ ２４ １３ ３２９３０ １０９０．４８ ３０４．４９

１９９４ ２４ ９ ２３８１１ ４７４．６３ ４０９．９１

１９９７ ２４ １０ １３３７３ １９０．６５ ３３７．０９

２００１ ２２ ９ ５１０８ ８２．１４ １９５．７０

表５２６　１９５９—２００１年吴江市（县）部分年份演出业务情况一览表

年　份 影剧院接团数 演出场数 观众（万人次） 演出收入（万元）

１９５９ 不详 ３５０１ １２０．４７ 不详

１９８９ ４５ ５３６ ２８．１０ ５９．３０

１９９２ ５４ ７０６ ３０．２０ ８３．００

１９９４ ６３ ７９８ ２７．９０ １２８．４０

１９９７ ６６ ７７６ ２４．１６ １６９．９４

１９９９ ７２ ８１８ ２３．１８ １９０．６１

２００１ １０６ １１１０ ２１．５５ ２４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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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７　２００１年吴江市２２个影剧院基本情况一览表

影剧院
所有制

性质
负责人 建造年份

面积

平方米

席座

（个）

职工

人数

放映收入

元／年 演出场次／年

红旗 国有 孔江明 １９７７新建 ４８０４ ９００ １６ ５４８４６１ ４０

盛泽 国有 王荣祥 １９８５移建 ３４９２ １４９２ １２ １９２２４０ １１８

平望 国有 钱水生 １９７８翻建 １５０７ １０６８ ７ １２１６０６ ６８

黎里 国有 张建国 １９８２翻建 ９８７ ７５０ ５ １６３８６０ １１９

震泽 国有 袁大奎 １９８１移建 １１８０ ９４２ ６ １７５０６９ １１１

同里 国有 任孝先 １９７８翻建 １６００ ９４２ ４ ６５９０６ ６１

吴江影城 国有 吴　健 １９９４新建 ９６７ １３４ ７ ６９６８２ —

芦墟 集体 陆永军 １９８０移建 １０８８ ８８６ ９ １０７０８７ ６１

八都 集体 邱水龙 １９８３移建 １３００ ９００ ５ １４４４４ ５２

莘塔 集体 杨国华 １９８１移建 １３００ １０６０ ４ ４３２４７ ３３

庙港 集体 孙忠良 １９８１移建 ９７８ １０６８ ３ ５７５０ １３

横扇 集体 赵林征 １９７７移建 ９００ ８５０ ４ ６４２０２ ８０

菀坪 集体 廖肇友 １９７８改建 ５５０ ６１３ ２ ２９６２０ ２６

南麻 集体 王文林 １９９４移建 ９００ ７２０ ３ ３６８１９ ５０

梅堰 集体 石桂荣 １９８２移建 １３００ １０１７ ４ ３０１４０ ２６

七都 集体 吴生荣 １９７５改建 ９８０ １０４７ ４ ６０５０ ３

铜罗 集体 严凤仙 １９５８改建 １２６３ ８２０ ７ ８０６５３ ５６

青云 集体 虞伟康 １９６８改建 ４５０ ５００ ３ ４８１５０ ３７

桃源 集体 钱海芳 １９９６移建 １２００ ６１９ ４ ３９４３６ ２４

屯村 集体 张龙官 １９７６改建 ７２７ ７７８ ２ １６１５０ ２８

北厍 集体 顾柏林 １９７５改建 ８００ ９４６ ３ ６１９６６ ５４

金家坝 集体 陈云根 １９８９移建 ８００ ７５０ ４ ３６４００ ５０

表５２８　１９７７—２００４年吴江市国办影剧院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影剧院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影剧院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红旗

吴惠民 经理 １９７７．２—１９９０．１１

陈志华
副经理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１．１

经理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７．３

徐仲武 副经理 １９９１．３—１９９７．６

孔江明 经理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４．３

钱志兴 副经理 １９９７．４—１９９９．１０

邵兴男 副经理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４．３

秦　毅 副经理 ２０００．８—２００４．３

平望

侯铭正 经理 １９８２．６—１９９５．１２

邵兴男
副经理 １９９１．６—１９９７．３

经理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０．２

钱水生 经理（兼）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４．１２

盛泽

李仲书 经理 ？—１９８４．１

王荣祥 经理 １９８４．１—２００４．３

王应青 副经理 １９８４．６—２００４．３

同里

周永清 副经理 １９８２．６—１９９４．３

任孝先
副经理 １９９１．６—１９９７．３

经理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４．３

黎里

韩桂枝 经理 １９８７．３．—１９９４．１

夏志群 副经理 １９８７．３—１９９２．１２

张建国 副经理 １９９４．１０—２００２．５

鲍建国 经理（兼） ２００２．５—２００４．３

震泽
梅永林 经理 １９８２．６—１９９７．３

袁大奎 经理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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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文化、广电合并前，吴江市有演映场所２２家，其中国办影剧院７家（其中包括吴江影

城），乡镇办影剧院１５家。２００３年，经营性文化领域实施体制改革。８月，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

理局发吴文广人〔２００３〕６０号文件《关于同意盛泽、平望、震泽、黎里、同里影剧院实行改制的批复》，

盛泽、平望、震泽、黎里、同里影剧院实行转企改制。２００４年６月，吴江市影剧管理站（含吴江影

城）、吴江市红旗影剧院转企改制为吴江市影剧有限公司。影剧系统改制时，涉及人员共１１４人，其

中退休人员５３人，提前退休２９人，置换身份职工３２人。国办影剧院改制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制公

司，吴江的电影放映和演出业与全国各地一样正式步入市场化轨道。２００５年起，各影剧院组织参

加优秀电影百场巡回放映演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组织参加吴江市“十镇联映、百场千场”放映活动。

　　二、影剧院选介

（一）吴江戏院和“大戏院”

民国期间，在松陵镇闹市区中山街“仓桥头”附近，有两家小具规模的戏院。

一家名“吴江戏院”，也称“戏馆”，地址下塘街，３大间，百余座，设长条木凳和靠背礼拜椅，铁皮

顶棚，下雨时叮当作响。常演出什锦戏、滑稽戏、滴笃板、滩簧戏等，姚梅凤曾在此演出锡剧《薛丁山

与樊梨花》。新中国成立后，戏馆部分改为民居，部分改为中共吴江县委党校，党校后为县第二招待

所。１９８７年招待所扩建为松陵饭店，原戏馆地块全部纳入饭店范围。

另一家俗名“大戏院”，正式名称为“吴苑书场”，地址中山街仓桥头，位于北塘河“上滩”，与戏

馆隔河相望。门面沿中山街朝西三开间，共有两进。门前正中间曾有石牌楼。５０年代前期，书场

南开间租为肉摊，北开间租为水果店，第二进内有泡水店，再里面是一片露天场地和一大间茶室兼

书场。书场有时说书，有时演其他文艺节目。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演打倒地主、两只老虎等节目，抗

美援朝时演打倒美帝活报剧。１９５６年，对私改造，商店公私合营，大戏院拆除，建“鸿运楼”饭店，

１９５８年更名为“国营人民饭店”。后数十年，中山街路段几经拆迁改造，现为松陵镇城中广场。

（二）红旗电影院

１９７４年，吴江县人民政府在县城松陵广场兴建红旗影剧院，１９７６年底，竣工。红旗影剧院主体

参照苏州胥门外跃进影剧院图纸建造，仅是左右翻了个身。占地面积３４９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５０４

平方米，内设门厅、观众厅（包括楼座）、乐池、舞台、化妆室及演员宿舍。观众座位１２４８个，其中楼

座３７３个，为铁脚木质带扶手翻板靠背椅。舞台面阔１３米，进深１２米，两侧均有副台，可承接大型

剧团演出。观众厅实测混响时间０．８秒（中频、满座），声压全场包括楼座分布均匀，背景噪声小于

４１分贝。电影放映配有国产松花江３５毫米座机。电源配专用变压器，同时自备６０匹柴油机３０千

瓦发电设备。１９７７年２月８日，正式对外营业。是年，电影票价为：故事片０．１元，长纪录片０．０８

元，短片专场０．０５元，儿童半票。红旗影剧院除演映外，还是市（县）重大会议、活动的首选场所。

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５日，红旗影剧院由全民企业改为全民事业单位。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红旗影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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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先后作放映光源氙灯化改造、安装中央空调、观众厅席座软席化改造。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每年举

办“敬老电影”，同时为老年人提供保健服务。１９８９年，改装后台二楼演员宿舍开设录像放映厅。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后台底楼化妆室开设红旗书场。１９９４年，红旗影剧院综合楼建成，建筑面积１０００

平方米。是年，红旗影剧院被命名为“江苏省明星剧场”。１９９９年，结合松陵镇城中广场建设，红旗

影剧院扩容改造，将原向南朝向红旗路（今流虹路）门面，改成向北朝向城中广场，影剧院从外观至

内部设施都作更新改造，包括观众席座软席更新。２００１年，红旗影剧院建筑面积４８０４平方米，职工

１６名，观众座位９００个，年演出４０场，放映收入５４８４６１元。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红旗影剧院安排电影放

映队分赴松陵镇各农村小学放映电影，每校每学期放映３次左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红旗影剧院改制

转企。至２００８年，红旗影剧院演映业务均由影剧股份公司运作。

（三）吴江县人民大会堂

新中国成立初，吴江县人民政府将县城（松陵镇）曹王庙（即清乾隆《吴江县志》、《震泽县志》

所称城隍庙）正殿改造成可容纳三四百人的会堂，兼作剧场使用。１９５２年，拆除正殿屋顶及殿中４

根大柱，将城隍庙改建为“吴江县人民大会堂”，座位１０２４个，除用于会议外，还接待剧团演出和放

映电影。１９６５年工作人员６名。１９９８年８月拆除，改建为市文化中心。

（四）小天鹅电影院、吴江影城

１９８７年７月，吴江县影剧公司将原“试映室”改建成“小天鹅电影院”。小天鹅电影院与红旗影

剧院同在松陵镇，排映的同期影片经常跑片放映。１９９４年，市影剧管理站自筹资金，在原址拆除部

分用房，建造“吴江影城”，建筑面积９６７平方米，共４层，底层“灯饰城”，经营豪华灯具，另辟有电

影、录像售票房。二层“豪华电影厅”，电影厅席座１３４个，为沙发软座。三层“豪华录像厅”。电影

厅、录像厅一般每场放映两部影片，在放映期间向观众供应饮料、茶水。四层“豪华桌球厅”，设４张

标准斯诺克球台。“小天鹅电影院”同年停止营业。２００４年，吴江影城随市影剧管理站改制转企。

（五）盛泽大戏院

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盛泽大戏院（后称盛泽电影院）由盛泽士绅仲少梅在盛泽镇开辟了西新街

后又募资建造，由唐炳麟主持具体事务，至民国１８年落成开业。盛泽大戏院的门楼很壮观，观众席

成阶梯状，席座５２２个，其中楼座２００个，一式藤靠翻板椅，其设施之新在当时足以问甲江南一带乡

镇。该院套用上海丽都剧场（今贵州剧场）图纸建造，式样从外观到内部装修都十分相像。盛泽大

戏院既演戏又放电影（当时称影戏），成为民国期间吴江唯一的也是最早的影剧院，后来因为戏剧

演出逐渐减少，以放映电影为主，于是改称盛泽电影院。放电影采用美国造“百代牌”３５毫米皮包

电影放映机。放映影片时先用手摇，后改为机动。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美国无声片《黑猫》，时请

钢琴师陈文萍钢琴伴奏。无声影片上座率最高的是明星公司拍摄的１８集《火烧红莲寺》。放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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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固定座机放映光源改造成氙灯。氙灯是利用氙气放电发光的一种电光源，色温约６０００Ｋ，与日光相近，为放映较理想的大功率
光源。在这之前放映座机多采用炭精灯作光源，利用两根碳精棒作为电极，通过放电产生电弧发光。８０年代中期，自红旗影剧院起，吴
江县内各影剧院放映光源都作了氙灯化更新改造。



第一部有声影片是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歌场春色》。１９５６年，盛泽电影院公私合营。县文化主管

部门为帮助影院改善设施，通过上海电影公司介绍，从英国大使馆驻上海代办处购买一套美国制造

的“辛泼来克司”牌座机，影院内部稍加改进，座位增至７１１个（包括翻板加座）。１９７１年，在荔枝街
盛泽镇民众剧场废址上翻建的人民影剧院开业，盛泽电影院随即停业。１９７５年，盛泽电影院因东

风丝织厂扩建而拆除。

（六）盛泽影剧院

盛泽影剧院前身是在荔枝街的民众剧场。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民众剧场开业，设席座５００余个，

皆为长条凳。约于１９６０年停业。１９６５年，在民众剧场旧址翻建人民影剧院，同时拆除关帝庙、东
庙，以弥补资金不足。１９７１年，人民影剧院开业，观众厅面积１０５１平方米，设席座１０２６个。人民影

剧院开业后，正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电影发展高峰时期，人民影剧院已经不能满足观众需求，镇

政府开始筹资建造规模更大的影剧院。１９８０年，人民影剧院移建至舜新中路，并改称盛泽影剧院。

人民影剧院原址改建成盛泽农业银行与中国银行营业大厦。

１９８５年９月，盛泽影剧院建成，１０月１日开业。投资１２８万元左右。盛泽影剧院由上海民用建

筑设计院设计。建筑面积３４９２平方米，观众厅上下两层，设席座１５０４个。新建的盛泽影剧院为镇

办企业与县文教局联营，其中人民剧院房屋作价２０余万元为联营股金，镇办企业股金约１００万元。
人民剧院职工并入该影剧院。新建的盛泽影剧院为当时吴江市内规模最大的影剧院，其后安装空

调设备，席座改为软席。盛泽影剧院除放映电影外，还演出大型戏剧歌舞。２０００年，接待俄罗斯远
东歌舞演出团到盛泽商业性演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盛泽影剧院改制。

（七）震泽影剧院

１９８１年，震泽镇影剧院建成，位于震泽镇藕河街，席座９４２个（始建时为１０４５个），舞台口宽１１

米，纵深１１米，配有乐池。１９９０年，工作人员１１名。１９９１年，在影剧院西北隅，建录像厅，年赢利２

万多元。１９９６年后，地方戏剧、歌舞演出增多，海宁、南通、上海虹口区等地区越剧团及吉林、辽宁、
哈尔滨等省市歌舞团、一些县市级杂技团曾到剧院演出。１９９７年，各类演出１５０场次，演出收入４０

万元左右。是年，影剧院被苏州市文化局授予“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度明星剧院”称号。１９９８年，录像厅
撤销，改建为旅社，并在影剧院东侧建造游戏机房，面积１４０平方米，对外租赁。当时剧团演出与剧

场拆账，按票房收入分成，场方得三，演出方得七。２０００年后，影剧院演出实行包场制。２００３年，影

剧院改制为私有企业，由袁大奎出资负责经营。２００６年放映数码电影１０８场，送电影到农村、社区。
全年营业额６０万元左右。工作人员１０名。２００７年后，因影剧院年久失修，剧院演出和电影放映收

入锐减。

（八）平望影剧院

１９５５年，由平望聚顺酱园业主黄厚生集资万余元，在北大街建平望影剧院。１９７３年，翻建改造
旧剧场，共投资２５．１万余元，其中吴江县财政拨款４．８万元，平望镇政府筹资１２万元，省财政拨款

８万元。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改建完成，面积１５０７平方米。影剧院观众厅有木质翻板椅１０６８席，放映普通

遮幅、宽幅、立体等３５毫米影片，可接待大型剧团演出。８０年代后期，平望影剧院以放映电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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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放映电影２５０场左右，演出戏曲、歌舞３０余场。９０年代后，除组织中、小学生暑寒假及每月的

学生电影专场外，平时影剧院观众很少，于是开辟桌球室和电子游戏机房，以增加营业收入。２００３

年，平望镇新世纪文化广场落成启用，文化广场内建有现代化的多功能影剧院，可容纳４３８名观众，
曾接待上海滑稽剧团、延安歌舞团、波兰艺术团等演出。２００４年平望影剧院改制。改制后，影剧院

在“２１３１工程”活动中，集中展映优秀影片４８部，在“周周映”活动中放映电影６０多场。

（九）同里影剧院

１９５３年，由费品生等１２人筹资４８０元，在忏堂浜任纯九宅第厅堂建造光明戏院。１９５６年，光

明戏院公私合营，改称“国营同里剧场”，国家投入资金予以修建，将毛竹棚改为砖木结构的高大屋

宇，竹靠椅座位换成木制长条靠椅，可容纳９００人。１９５９年，吴江成立电影流动放映队，每月进剧场

放映电影７～１０天，其他时间请外地剧团演出。“文化大革命”时期，剧场停业。１９７６年，电影放映
队与同里剧场合并，剧场正常营业。１９８４年，剧场原地翻建，投资６０万元。１９８６年落成，更名为

“同里影剧院”。影剧院建筑面积１６００平方米，观众厅面积６８０平方米，座位９４２个，可接待大型剧
团演出。影剧院将１６毫米移动放映机更新成３５毫米氙灯座机。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５日首映电影《黑匣

子喋血记》，因该片外景摄于退思园，场场爆满，盛况空前。９０年代，影剧院逐渐清淡，除组织中、小

学生暑寒假电影专场外，平时大多关门，后开辟桌球室和电子游戏房，以资弥补。２００４年，影剧院
改制。

（十）黎里影剧院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由当地咸货店、茶叶店、铜匠店、豆腐店、公成酱园、义胜煤炭店、恒丰泰棉布店、

孵坊等入股投资１万元建造的黎里剧场开业。剧场观众厅、舞台、化妆室５８０平方米，砖木结构，长
条椅座位８００多个，另有票房、小卖部等设施。１９５６年转为公私合营。１９６７年转为全民所有制。

１９７８年该剧场被列为危险房屋，１９７９年初拆除，９月在原址动工翻建，１９８２年春节重新开业。新建

剧场更名为黎里影剧院，总投资３６万元，其中省拨经费１３万元，其余从影剧院办厂所得中筹集。
影剧院面积９８７平方米，座椅７５０个。９０年代，影剧院观众上座率滑坡，经济渐感困难，后增设录像

厅、游戏房、桌球等以资弥补。１９９７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音乐院歌舞团到黎里影剧院演出。
２００４年，黎里影剧院改制。

（十一）芦墟影剧院

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芦墟青帮头头黄荣卿在芦墟檀家桥东南堍南栅创办芦光大戏院（简易芦篚

棚），可容５００余人。民国２６年，抗日战争开始，戏院关闭。民国３５年，镇工商界合资筹建“移风大

戏院”，全砖木结构，有４００余座，设一正厅、两边厢，交给一批伤残“荣誉军人”自主经营。
新中国成立初期，移风大戏院改名大众戏院，为洪昌等商家合伙经营。１９５６年，称芦墟剧场，

属国有性质。１９６２年冬，在原址翻建新剧场，仍为砖木结构，面积６４５平方米，设门厅、观众厅、舞
台、化妆间等，共６００座。１９６５年，演出１２９天，１８３场，上座率超过７成，年盈利５１．２４元。１９６６年，

吴江县城镇电影大队开始在该剧场放映电影。１９７６年，拆掉屋顶，改为露天剧场，８０年代初关闭，

其土地归芦墟供销社所有，剧场人员全部进入供销社。

７８３

第五篇　文化社团及演映场所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芦墟公社在机关后厅东建造芦墟影剧院（现址），属镇办影剧院，面积１５４０平

方米，席座１２０８个，造价４８万元，１９８２年１月开业。１９８４年，添置３５毫米放映机。１９９０年起，开

办学生寒、暑假电影专场。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中期，影剧院承接上海、无锡等著名戏剧团体演

出。１９９７年，改造内部设施，座位减至８８６只，楼上设包厢１２间，配置空调等。２０００年，放映电影

２８０场，戏剧、歌舞演出３０余场，上座率均不超过２０％。是年，芦墟影剧院共有固定资产１４７万元。

２００１年，由个人（３人）承包经营。２００８年后，停止活动。

第二节　电影放映队

　　一、概况

１９５３年１月，吴江农村电影放映队诞生。时江苏省电影教育工作部安排省内唯一的女子电影

放映队———第一小队共３人到吴江县巡回放映电影。队长陈骥，后由姚榴芳继任。１９５４年，姚榴芳

调回南京。放映的影片主要有《白毛女》、《南征北战》、《一贯道害人道》、《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

深受群众欢迎。１９５５年，江苏省文化局安排江苏省第２７、第１３８放映小队（均为男子队）到吴江流

动放映，１９５６年下放并归属吴江地方管理。１９５７年，全县发展到５个放映队，其中４个１６毫米放映

机队在农村流动放映，１个３５毫米放映机队在松陵、同里、平望、震泽、芦墟、黎里等大镇流动放映，

故该队又被称作县城镇电影大队。１９６１年，全县有１０个电影队，放映人员４１人。按资产性质分，

属国办的有９个，３９人；公社集体办的有１个（盛泽公社），２人。１９６５年，国有队发展到１０个，

４７人。

１９７３年起，农村公社纷纷办起８．７５毫米放映机流动放映队，农村电影得到全面普及，全县农村

公社办电影放映队达到４３个。

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年，影剧院除金家坝外已在全县各乡镇基本普及，１０个国有电影队经院队合并相

继撤销，其人员一部分留在影剧管理站，一部分充实到相关的国办影剧院。从１９６２年城镇电影大

队进驻县人民大会堂开始，至１９８９年全县最后一家影剧院———金家坝影剧院落成，近２０年期间，

农村电影队逐步从露天放映转入到场内放映，群众看电影条件得到改善，但边远地区农民看电影难

的问题却凸显了出来。

９０年代后期起，电影放映上座率严重萎缩，而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却依然存在。１９９８年，国家

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为解决边远地区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做出文化“三下乡”部署，提

出农村电影放映“２１３１”（即２１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１村１月放映１场电影）目标。是年，市影

剧管理站面对电影放映困境，探索建立公共服务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新运行机制，克服设备、片源

问题上的各种困难，扶助乡镇影剧院恢复农村流动放映队。在市影剧管理站引导、支持下，全市恢

复１６毫米农村流动放映队１１个，吴江农村电影放映队重新从影剧院走向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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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国家计委、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实施农村电影放映

“２１３１工程”的通知》。“十五”期间，国家设立专项资金，资助农村电影队建设。２００５年，吴江市组

织优秀电影百场巡回放映演出。２００６至２００８年，连续推出三届“十镇联映、百村千场”电影放映

活动。

２００７年，吴江市作为“２１３１”工程苏州市两个试点市（县）之一，提前１年达标。是年，吴江市拥

有流动电影放映队伍１７个，其中流动数码电影放映队１２个，其中立体数码电影放映队１个，居全

省首位。流动数字电影放映队的负责人分别是：计键根（盛泽放映队）、陆永军（芦墟放映队）、袁大

奎（震泽放映队）、廖肇友（菀坪放映队）、吴启兴（横扇放映队）、顾伯林（北厍放映队）、吴生荣（七

都放映队）、沈培荣（南麻放映队）、蒋菊生（屯村放映队）、刘建华（平望放映队）、虞伟康（桃源放映

队）、吴键（红旗放映队）。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政府在要求市电影放映工作者协会和各镇（区）文化服务中心实施“２１３１工

程”中提出，每放映一场电影，市、镇（区）两级财政各给予补助１００元。至年底，１７个流动电影放映

队共放映数码电影２６０８场次、胶片电影超过５００场，全年累计放映电影３１００多场。

　　二、吴江国有电影放映队相关资料

农村电影流动放映深受农民欢迎，成为一个时期农村文化活动重要形式。从农村电影流动放

映队建立、发展可窥见吴江文化建设历程，但有关吴江国有农村电影队一些资料已有佚失。本资料

根据潘新甫、夏家永等人回忆整理。

表５２９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年吴江国有农村电影队放映人员进出情况一览表

进　出 时　间 人　员

进入

１９６１年前
陈竹平 冯福根 强德培 沈云根 沈文瑛 徐中仁 朱义卿 朱惠孝 朱 健 柏应熙 梅永林

秦玉琴 柳蕴菊 钮雪生 金培根 沈文琴 袁安琪 吴忠德 江济定 邹文义 黄祖利 任年钦

周金龙 张金珠 闵纯孝 （船工：孙富荣 陈菊林 沈杏妹 张荣生 汤水泉 张求娣）

１９６２年 夏家永 史仲林 徐谋福 徐贵泉 潘新甫（船工：江荣生 孟邦达）

１９６６年前
徐福林 陈奎林 周荣华 周永清 陶国祥 李鹤皋 马君博 陈奇观 陈大囡 任孝先 史仲达

张环观 蒯留生 管毓林 姚士良 （船工：周长寿 周金才 陈宝生 杨贵福 钱毛头 沈荷观

郁巧生 钱贵红）

１９６９年后 钱志兴 邵兴南 陆健康 冯兆祥 沈新民 丁金虎 蒋怀廉 张双喜 许永泉 杨永明 刘冬坤

刘铁然 徐仲武 陆怀德 陆金荣 潘敬建 范水林 倪炳荣 陈兴官 罗信中 邱志荣

调离

１９６３年
（因健康或女

性不方便船上

生活原因）

金培根（调至新华书店）徐中仁（调教师）沈文瑛（调至大会堂）沈文琴（调至同里剧场）

柳蕴菊、闵纯孝（调至盛泽影院）袁安琪（调至电影管理会计科）张金珠（不详）

“文化大革

命”后

张环观、马君博（调至公安局）徐福林（调至广电局）江济定（调至安徽新华书店）邹文义、

秦玉琴、史仲达（调至盛泽电影院）史仲林（调至交通局） 船工：陈菊林、沈杏妹（回震泽）

张求娣（回同里）孙富荣（震泽中学）汤水泉（同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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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０　１９６５年前农村１６毫米电影放映队服务区域及负责人一览表

队　别 服务区域 负责人

一队 铜罗 青云 桃源 南麻
F

丘 夏家永

二队 湖滨 八坼 同里 屯村 金家坝 徐中仁

三队 芦墟 莘塔 北厍 黎里 强德培

四队 震泽 七都 八都 庙港 梅永林

五队 平望 梅堰 横扇 苑坪 钮雪生

　　注：盛泽镇由盛泽影院负责，盛泽公社另有自办电影队，放映员管毓林。

表５２１１　１９６５年前农村１６毫米电影放映队服务区域及负责人一览表

队　别 服务区域 负责人 队　别 服务区域 负责人

一队 铜罗 青云 桃源 沈云根 六队 黎里 北厍 吴忠德

二队 湖滨 菀坪 朱惠孝 七队 震泽 南麻 夏家永 钮雪生

三队 芦墟 莘塔 强德培 倪炳荣 八队 同里 屯村 金家坝 夏家永

四队 八都 七都 庙港 梅永林 九队 梅堰 横扇 任年钦

五队 盛泽
F

丘 钮雪生 李鹤皋 十队 平望 八坼 丁金虎

　　注：与表中１０个队并行的还有１个城镇３５毫米电影流动放映大队（简称城镇大队），放映区域除盛泽外６大镇（松
陵、同里、黎里、芦墟、平望、震泽）及铜罗，负责人朱健。

１９７８年院队合并时城镇大队队长朱健调往苏州，改由朱义卿担任，放映员为张双喜、许永泉。

时城镇大队仍于松陵镇、湖滨公社一带流动放映，至１９９２年停止活动，朱义卿调小天鹅电影院。

１９７９年院队合并结束，国办流动电影队放映员和船工及放映设备转入影剧管理站或相关影剧

院。是年，从１９７３年起发展起来的８．７５毫米社办电影队已遍及全县各乡镇。１９８３年后，乡镇电影

队放映机由８．７５毫米过渡到１６毫米，个别已发展到３５毫米移动机或座机。

　　专记：往事断面———农村电影放映队

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吴江农村群众文体活动还比较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方式当数电

影了。

当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除县电影放映队流动放映之外每个公社都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放映

队，又称电影小队。吴江是水乡，陆路交通很不发达，电影队到各处流动放映都用船，这船便被农民

欢喜地称为电影船。电影船被保养得很好，桐油抹得锃亮，泊在河港里很显眼。每到下午四五点钟

的时候，电影船便摇到某个大队的放映点了。这时正在田里干活的社员（农民）看到河港里电影船

驶过就兴奋起来，开始议论晚上看电影的事。电影放映小队，实际上只有两三个人。一套南京生产

的１６毫米电影放映机及附加设备等，满打满算重约５０公斤。具体说就是电影放映主机、扩音机、

音箱、配电盘、银幕布、绳索、竹竿、电源线、手工倒片机等，有的还配备一匹的汽油机自发电设备。

到后来有的放映小队配用了１６毫米双机，都算是装备上的进步了。全县电影队每个月集中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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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到县影剧管理站，按每月排定的影片发行计划交换影片拷贝。电影队放映员常常是乘最早的

长途班车，手提肩扛着装影片拷贝的铁皮箱赶往县站。时间长了这些放映员与班车的驾驶员也就

熟悉起来，驾驶员也会为放映员提供不少方便。

当时农村放电影都是露天的，一定要等到晚上天擦黑的时候才能放映。放映场地则大都是利

用生产队里的社场。吃过晚饭社场就热闹起来了。周围十里八村的人也纷纷赶来看电影。到电影

放映前，社场上已经是黑压压一片，老老少少的挤满了人。有的人为了占据有利地势，早早搬出家

里的长板凳占地方，也有的用砖块垒个座占地方。最高兴的当数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每当听说晚

上要放电影，他们不用大人催促和操心，赶紧把作业做完，吃了晚饭，就跑到放映场上等待去了。着

急的孩子们眼睛一直望着西边，盼望太阳快点落山。

放映的影片，有时是一部，有时是两部。放映员急忙吃口饭，便紧张地做起映前准备工作。他

们吆喝着热心的孩子们支竹竿，挂银幕，布置音响，接通电源，抬来桌子，架起放映机调试，然后取出

铁盒子里直径约一尺的圆盘状胶卷片（影片拷贝），抽出片头，缠绕着装上放映机。准备完毕，就能

放映电影了。有时候为配合形势需要，放映员会在开映前，用幻灯机放映一些宣传时政新闻或破除

迷信、计划生育、科学种田等科普方面的自制幻灯片，幻灯片图文并茂，还配了音。甚至有的放映员

还用竹板或二胡在映前表演一些说唱。有时村干部也利用放映前的机会讲几句话，目的是利用群

众集中的场合，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安排队里的农业生产活动等。到放映结束，放映员

还经常会通过扩音机关照大家注意归途安全，扶老携幼，小心天黑路滑。那时一般都是单机放映，

１６毫米影片大约每３０分钟就要换片了，换片这个环节放映员都练就了基本功，速度很快。偶尔放

映中间出现故障，放映抛锚了，场上的人绝不会散去，而是耐心地等待。哪怕是中途下雨了，只要不

是下得太大，场上的人仍旧是不离不弃。

伴随着熟悉的“嗒嗒”声，银幕上的影像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忘记疲劳，悠

闲地观赏着声情并茂的精彩影片。电影成为当时农民的主要精神食粮。电影文化的传播整整影响

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人。一些电影中的主题歌，人们至今还在传唱。

岁月无声，流水逝去。曾经活跃在农村每个角落的农村电影放映队成为农村文化生活经历中

不可抹去的一笔亮色。深受群众欢迎的露天电影，永远留在人们的美好记忆里。

第三节　书　场

　　茶馆书场不仅分布在“七大镇”，八坼、横扇、铜罗、梅堰、坛丘、北厍、莘塔小集镇也有。小镇一

般只有一家茶馆书场。大镇书场听众较多，常年营业，小集镇书场大部分农忙歇业，农闲营业。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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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拷贝是英文ｃｏｐｙ音译词，意为复制、复制品、摹写、摹本。这里特指由底片洗印复制出来供放映电影的胶片，为行业俗称。单集电
影故事片一般时长９０～１２０分钟，１６毫米影片拷贝分成３到４卷，每卷约３０分钟；３５毫米影片拷贝分成９到１２卷，每卷约１０分钟，都装
入相应的铁皮箱，以便存放与搬运，放映时取出。



江大小市镇常为书坛响档、名家、四庭柱、七煞档、四响档①汇集之处。

清同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同里镇最早的书场泰来桥堍的隆兴书场开业，老一辈评弹演员黄异

庵、曹汉昌、姚荫梅等都到场演唱过。民国时期，吴江县全境有书场７０多家，大多与茶馆兼营。民

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同里的桐苑书场（一说新苑书场）、东方书场、怡情茶社、第一楼茶室、西津公园茶

室等相继开业。每逢岁尾，各书场及早预约多档响档“会书”，以至连日爆满，座无虚席。评弹界流

传，说书有两考场，大考场常熟，小考场同里。盛泽镇向有“书码头”之称，盛泽的书场大多由茶馆

兼营，上午是茶馆，下午与晚上两场书。２０年代有１０余家茶馆兼营书场。由于经济繁荣，听客众

多，故而评弹名家魏钰卿、夏荷生、薛筱卿、徐云志、严雪亭、张鉴庭、朱雪琴、徐丽仙等被邀请到盛泽

演唱成为惯例。民国１５年，畅乐园邀请名家吴玉麟弹唱，鸿福书场特邀已２３年未到盛泽弹唱的名

家张福田父子双档演唱《文武香球》。张福田虽年已花甲，而“呖呖莺声，听之尚如弱冠无异”，听众

拥挤，几无插足之地。黎里镇市东有万云台，市中有双凤楼，市西有红星园、义泉、喜春台等书场。

蒯厅书场则是蒯氏厅堂，小有名气的说书艺人方可在此摆场子。蒯氏祖上蒯世馨，在清末杨乃武、

小白菜冤案中负有重要责任，所以蒯厅里不准说《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书。由于战乱和贫穷，全县

书场数量逐年减少，至民国３８年，大镇书场已所剩无几。

１９５１年，全县书场１２家。随着人民对文化生活渴求，书场发展较快，七大镇上各有一二家

书场开业。开书时，听众边听书边品茗，说到好的段子，不乏有小学生溜进场听戤壁书②。１９５６

年公私合营时，隆兴书场因危房停业，１９５９年，由隆兴书场场东唐清元利用同里会堂恢复书场营

业，称“大众书场”，５００个座位。至１９６４年，全县书场达到２２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评弹被

贬为“靡靡之音”，全县书场全部关闭或改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书场稍有恢复。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文艺事业得到发展，吴江各地成立文化中心，纷纷开设书场。一些声誉卓著的评

弹艺人如张如君、刘韵若、俞红仙、赵开声、尧一尘、蒋云仙、邢晏芝、邢晏春等先后到吴江演出，

受到新老听众欢迎，常常满座。１９８０年，江苏、浙江、上海市的评弹界在同里镇会书三场，两省一

市评弹名家及文化界有关负责人都到场参加，盛极一时。是年底，全县有书场９家。吴江的书场

虽有所恢复，但随着大众文化娱乐活动多样化，书场又渐渐淡出。至１９８５年，全县书场仅剩３

家。１９９０年全县书场已是空白。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０日，红旗影剧院开办红旗书场，属吴江全县唯

一的一家书场，但不久又关闭。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松陵镇八坼社区开办一家私营书场———江南

书场。

２００８年全市有书场３家，平望莺湖书场、震泽水榭书苑、盛泽绸乡书苑。３家书场全年听众５

万多人次。为鼓励书场开业，丰富人民大众文化生活，政府每年补贴每个书场１．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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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响档”指那些艺术水平高、在听众中名声影响较大、获良好票房业绩的评弹演员档子。“名家”指那些名望较高，书艺有较高造

诣，所到之处都受欢迎的演员，优于响档，是评弹艺人书艺最高境界。在评弹界将清末民初的弹词名家朱耀庭、金桂庭、张云亭、杨小亭并

称为书坛“四庭柱”。“七煞档”一般是指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前后活跃于上海书坛７档有名望的档子：“张双档”（张鉴庭、张鉴国）、“周陈
档”（周云瑞、陈希安）、“蒋钟档”（蒋月泉、钟月樵）和演评话的韩士良、张鸿声、唐耿良、潘伯英。又周云瑞、陈希安，张鉴庭、张鉴国，蒋

月泉、王伯荫，唐耿良四档，抱成一团，在书坛上叱咤风云，被称为“四响档”。

戤ｇàｉ倚、靠。如：戤牌头、戤米囤饿杀。戤壁书一般是指没有买票偷进剧场掩在壁角落听白书。



表５２１２　１９５１年吴江县书场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负责人 性　质 名　称 地　址 负责人 性　质

登椿园书场 盛泽镇西庙街 胡其官 私营
G

塘书场 震泽镇砥定街 朱海林 私营

中央书场 盛泽镇新开街 沈福昌 私营 隆兴书场 同里镇竹行街 唐清源 私营

凤园书场 盛泽镇十字街 王凤鸣 私营 易安书场 黎里镇浒泾街 胡凤岐 私营

中心书场 盛泽镇东庙港 张振海 私营 又一村书场 芦墟镇中市 李其魁 私营

文乐园书场 平望镇西塘街 陈周民 私营 怡情书场 松陵镇中山街 王水泉 私营

山泉书场 震泽镇藕河街 张晋贤 私营 群乐书场 松陵镇庙前街 朱植林 私营

　　注：盛泽书场很多。北大街善嘉桥头的登椿园书场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１９５５年改建后名盛泽书场，“文化大
革命”中停业，１９７７年复业，１９８５年关闭。位于路头堂前的凤园书场创办于１９３９年，原名明泉书场，后易主改名，至“文化
大革命”时停业。此外，毛家弄口的畅乐园、庄面西首的岳园、后街的三景园、潇湘弄的万泉楼、致远路的隆兴园、葡萄街的

龙园等均在抗战前停业，新开弄的中央书场创办于１９４５年，５０年代停业。
又：１９５１年４月，松陵镇的群乐书场停业。

表５２１３　１９６４年吴江县书场一览表 单位：个

名　称 座　位 主管单位 开办年 性　质 备　注

吴江福利书场 ４５０ 松陵商业办公室 １９６１ 集体 —

吴江公园书场 ２００ 松陵商业办公室 １９６２ 集体 —

震泽书场 ５００ 县文教局 １９６０ 公私合营 —

震泽红霞书场 ３５０ 县商业局 １９６０ 集体 —

芦墟又一村书场 ４５０ 县商业局 １９２３ 集体 —

平望合作书场 ５００ 县商业局 １９６２ 集体 —

黎里书场 ４００ 县商业局 １９６１ 集体 —

同里大众书场 ５００ 县文教局 １９５９ 公私合营 —

盛泽书场 ５０４ 县商业局 １９５５ 集体 —

盛泽凤园书场 ２００ 县商业局 １９３９ 集体 茶馆兼

北厍合作书场 ４５０ 县商业局 １９５３ 集体 茶馆兼

八坼幸福书场 ３５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２ 集体 茶馆兼

铜罗合作书场 ３０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２ 集体 茶馆兼

横扇合作书场 ２３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１ 集体 茶馆兼

莘塔合作书场 ３０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３ 集体 茶馆兼

青云合作书场 １５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３ 集体 茶馆兼

坛丘合作书场 ３２２ 供销社 １９６３ 集体 茶馆兼

桃源合作书场 ３０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３ 集体 茶馆兼

南麻福利书场 ３７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２ 集体 茶馆兼

梅堰合作书场 ３０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４ 集体 茶馆兼

菀坪合作书场 ３２２ 供销社 １９６４ 集体 茶馆兼

庙港合作书场 ３００ 供销社 １９６４ 集体 茶馆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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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４　１９８０年吴江县书场一览表 单位：个

名　称 座位数 性　质 主管部门 名　称 座位数 性　质 主管部门

震泽书场 ５１８ 全民 县文教局 莘塔书场 ２５０ 集体 镇商业

盛泽书场 ５１６ 集体 镇商业 南麻书场 ３５０ 集体 镇商业

芦墟工人书场 ３００ 集体 镇工会 黎里书场 ４００ 集体 镇工会

横扇书场 ２５０ 集体 镇商业 同里书场 ５５０ 集体 镇商业

平望书场 ５０８ 集体 镇工会 —

第四节　古戏台

　　新中国成立前，吴江凡较大规模的寺庙均有古戏台，全境有几十只。尤其是盛泽众多会馆、公

所里也建有戏台或打唱台，成为一时风光。芦墟镇的船载流动舞台———高升台，为吴江特有。新中

国成立后，文化业态与娱乐方式有所转变更替，影剧院、大会堂、文化广场等新的文艺表演场所形

成。在吴江，先前留下的庙宇有的被拆毁，而大部分移作他用，如办了小学，但绝大多数用作国营粮

库。古戏台基本绝迹，仅极少数被当作遗迹留存。如芦墟城隍庙戏台被用作煤球厂仓库，１９９４年

列为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盛泽济东会馆内存有戏台的台基；盛泽先蚕祠内的古戏台毁坏后，在

１９９９年修复。另外，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仿古戏台。

　　一、北观古戏台

同里镇北郊的北观古戏台，初建无考。戏台坐南朝北，飞檐翘角。台高出地面２．５米，四角石

柱支撑，底部为通道。戏台正中，上悬“以古为鉴”匾额，台前石柱上镌刻对联：“重翻弦上春莺曲；

更养稷下雕龙图。”戏台设前、后台及耳台，前台演戏，后台化装，耳台为乐队处所。前台呈正方形，５

米见方，台中正上方，有斗形藻井一座，色彩、造型皆绝。设“入相”、“出将”左右两门。两侧建看楼

各６间。台前露天看场可容１０００人以上。看场有时搭芦席棚，以防风雨。民国时期，颇负盛名的

草台班“天蟾大舞台”、“伶工大舞台”、“龙凤大舞台”、“齐天大舞台”、“三星大舞台”等先后在此献

艺，观者如潮。未及同里解放，该戏台已被拆毁。

　　二、陈御史府古戏台

同里陈御史府古戏台原是明代陈氏家人休闲娱乐之处。逢年节或祭祀，主人家在此看戏听曲。

后随陈御史府毁废而圯。２００３年，重建陈御史府珍珠塔景园时，聘请香山名匠，遵循旧样，在后花

园重建古戏台。戏台造型古朴典雅，匾额题有“承平豫泰”四字。两根台柱上挂一副对联：“盛世唱

騄五韶奏；钧天雅乐八音谐。”戏台彩绘吉祥图案，屋脊檐脊分别饰二龙戏珠、四大金刚、蹲兽。现为

同里“珍珠塔”旅游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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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退思广场仿古戏台

２００３年底，退思广场仿古戏台建成，投资近４０万元。戏台坐北朝南，石砌台基，铺松木地板，高

出地面０．９米。屋面为歇山顶四落坡，飞檐翘角。戏台分前后两部分，后台阔６．６５米，进深２．８７
米，为化装室；前台阔８．２５米，进深６．６米，为演出区。匾额题“四海升平”。左右分设“入相”、“出

将”两门。前台梁枋有木雕彩绘。天花板正中一个藻井，四角绘吉祥图案。台前两根红漆木柱，上

端饰一对倒趴金狮，木柱题联：“地傍名园金鼓声作云窈窕；时当丽日红袖舞旋影婆娑。”现戏台面

对退思广场，可容上千观众。

　　四、先蚕祠古戏台

先蚕祠古戏台在先蚕祠门楼与大殿中间。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先蚕祠由当地丝绸业公建，因
年久失修，９０年代末，当地政府对该祠进行修缮，１９９９年秋天正式对外开放。古戏台飞檐戗角，描
金重彩，富丽堂皇。戏台挂两块匾额，前一块“普天同庆”，后一块“歌舞升平”。前台柱联“弦管清

音宣德泽；宫商雅韵颂神庥。”古戏台前一片很大的用条石铺就的院场是看戏的地方。起始于清道

光年间的一项传统活动，远近闻名的“盛泽小满戏”就在先蚕祠古戏台上演。

　　五、盛泽古戏台

自明朝嘉靖以来，盛泽镇丝绸业兴隆，经济繁华，商贾云集，外省外地人在盛泽纷纷修建同乡会

馆和公所，致使会馆公所迅速增多。在这些会馆、公所里大多建造了富丽堂皇的戏台或打唱台。民

国７年（１９１８），南社吴江早期社员沈云（字秋凡，１８６４—１９２１）《盛湖竹枝词·会馆多》述：“栋宇沉
沉会馆多，承平商货万千罗，自从旷劫重生后，鲁殿灵光余几何。”各会馆、公所竞相聘请京、昆剧戏

班子演出。东唱西演，互相竞争，越唱越火红，原先每逢神诞、喜庆、生日、佳节才演，后来，商界开

店、鞋帽店涨价、大户人家为儿女取名也都要请个戏班子来做戏。于是戏台也越造越多，自清朝中

后期至民国初期，盛泽有１４只戏台和打唱台。蚕花殿、济东会馆、东庙、西庙等是重要的演戏场所。
其中大部分戏台是砖木结构，唯有济东会馆是由石顶、石柱、石台、石栏构成的北派戏台，江南一带

极为少见。因为戏台多，一年四季有戏看。《盛湖志·风俗卷》载：正月少年锣鼓戏；二月春台戏；

三月神赛会；四月小满戏；五月关帝降神戏；六月雷祖诞生戏；七月观音会；八月酬神戏；九月两总管

金神诞；十月神赛会；十一月送施主；十二月叫火烛。随之而起的制作衣帽的“神袍社”，租借灯光、

布景的作坊，专搞舞台美术的人家应运而生，不计其数。古戏台成批建造，促使戏曲活动十分活跃。

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盛泽的“小满戏”》叙述：“……平常很冷清的胡桃街，今天大不相同

了。丝业会馆里（又称蚕花殿）容下了几万的看客……咚咚锵的锣鼓声，布满了整个戏场，在几个

红袍绿袍的出场和进场中，不知受了多少玩客的怪声叫好……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几个警察已失

去了他们维持秩序的效力……”现盛泽古戏台仅存少数遗迹。

　　六、高升台

高升台系吴江市芦墟镇的船载流动舞台，当属吴江古戏台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吴江是水乡，

交通主要是水路，所以会衍生这种船载流动舞台。清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１８９９、１９００）间，由芦墟

５９３

第五篇　文化社团及演映场所



牛舌头湾船厂老板陆高升设计制作，“高升台”由此得名。高升台外观似寺庙大殿，台面离地约１．６

米，檐口高于台面约３米；前台宽７．５米，深６．２米；后台宽１１．８米，深４．３米，前后台纵深１０．５米。

台顶前后均为歇山顶式。顶部遮阳和三面挡风墙是用一块块“笪子”（竹片编织品，抹上桐油）连接

而成。全部竹木构件均采用活络榫头，销钉锁定，便于拆装。戏台搭好后，飞檐戗角，葫芦结顶，龙

鱼吻脊。脊上横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舞台正面台柱、屏风上彩绘图案，枋额上有“天下为公”

四字。台口刻着“芦墟高升台”五字。民国后期，应龙凤大舞台班主孙柏龄要求，船厂作头师傅（作

头师傅是工匠的头领，工匠技术的总把式）顾杏初（北芦墟人）为高升台加装耳台，供乐队用，故又

名鼓台。

戏台拆卸后，装入一艘为其特制的大船内，以便运输，故大船名谓“台船”，载重１０余吨。搭、卸

工友大多为北芦墟人。高升台流动于吴江境内乡村及周边地区的嘉善、嘉兴、青浦、太仓、昆山、吴

县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升台随吴江工艺京剧团下乡演出较多，同时也用于地方会议庆典活动，如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芦墟召开新中国成立庆祝大会，１９５０年在周庄（时属吴江）召开的剿匪庆功大会，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誓师大会等，高升台都被当作主席台。１９６６年秋，高升台全部木料被红胜大队（今芦

北村）分给各生产队修船、造仓库。台船归莘塔机电站使用。

１９８６年秋，老艺人顾杏初应苏州市文化局要求，按原样１５比１的比例复制高升台和台船模型，

依然是活络榫头、可拆可装。现存于苏州戏曲博物馆内。

１９８９年５月，高升台和台船模型参加“上海国际舞美节”；１９９０年被送往“西班牙国际舞美节”

展出；１９９６年１月，在意大利“中国戏剧传统与现实展览”中，引人注目，当时《姑苏晚报》刊题为《清

代船装舞台享誉海外》一文作专题介绍。

高升台和台船模型照片及简介已入选《中国戏典志·江苏卷》。

第三章　吴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

　　１９８４年７月，吴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吴江县文联）成立，吴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是

吴江县文学艺术工作者组成的人民团体，简称吴江县文联，１９９２年５月４日，更名为吴江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简称吴江市文联）。

第一节　第一届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

　　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０～１１日，吴江县文联成立暨吴江县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吴江县第

二招待所（松陵镇）召开。吴江县文联下设文学、戏剧、民间文学、摄影、曲艺、美术、书法篆刻、音乐

舞蹈等８个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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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１　１９８４年吴江县文联第一届领导班子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主席 杨永耕

副主席 杨应福

秘书长 刘强民

副秘书长 朱永兴

名誉主席 翟秀生

顾问 费孝通　陈白尘　蔡福泉　潘善之

艺指委委员

王正斌　刘公直　吴叔平　吴大伟
严仁荣　金文藻　姚梅凤（女）
费因笃　俞　以　徐穆如　魏海平

５３２　１９８４年吴江县文联第一届各协会理事长名单年吴江县书场一览表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文学协会理事长 张明观 曲艺协会理事长 陆廉德

戏剧协会理事长 王小坤 美术协会理事长 马中骏

民间文学协会理事长 徐文初 书法篆刻协会理事长 徐圆圆（女）

摄影协会理事长 吴寅晖 音乐舞蹈协会理事长 周煜祥

第二节　第二届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４～２５日，吴江县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吴江县第二招待所（松陵

镇）召开。吴江县文联下设文学、戏剧、民间文艺、音舞、书法、美术、曲艺、摄影等８个协会。

表５３３　１９８８年吴江县文联第二届领导班子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主席 杨永耕

副主席 刘强民　吕锦华（女）

秘书长 吕锦华（女，兼）

副秘书长 朱永兴

名誉主席 陈铁民

顾问

于孟达　朱士声　刘公直　张钰良
翟秀生　沈育俭（女）　张　莹（女）
潘善之

艺指委委员

王正斌　严仁荣　李天峰　吴大伟
吴叔平　徐穆如　凌立如　戚加萍
蒋连生

　　注：１９９１．８—１９９３．２主席吕锦华。１９９１．８—１９９２．２副主席顾维华。１９９２．２—１９９３．２副主席王卫平。

表５３４　１９８８年吴江县文联第二届各协会理事长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文学协会理事长 张明观 书法协会理事长 朱庚桥

戏剧协会理事长 周永泉 美术协会理事长 马中骏

民间文艺协会理事长 徐文初 曲艺协会理事长 黄君垣

音舞协会理事长 周煜祥 摄影协会理事长 钮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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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三届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２月８日，吴江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吴江小天鹅电影院（松陵镇）召

开。吴江市文联下设文学、戏剧、民间文艺、音舞、书法、美术、曲艺、摄影等８个协会。

表５３５　１９９３年吴江市文联第三届领导班子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主席 钱雁萍（女）

副主席 王卫平（女）　方留洪

秘书长 王卫平（女，兼）

副秘书长 朱永兴　徐容深　徐宏慧（女）

名誉主席 胥锦荣

艺指委后增补
吴惠明　顾慕贤（女）　殷安如
章丽娟（女）　顾安若

顾问

于孟达　王　斐（女）　朱士声
刘公直　汝留根　张钰良　杨永耕
沈育俭（女）　张　莹（女）　翟秀生
潘善之

艺指委委员

王正斌　朱庚桥　严仁荣　李天峰
吴大伟　吴叔平　杨永耕　徐穆如
凌立如　戚加萍

表５３６　１９９３年吴江市文联第三届各协会理事长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文学协会理事长 荆　歌 书法协会理事长 华建平

戏剧协会理事长 周永泉 美术协会理事长 马中骏

民间文艺协会理事长 徐文初 曲艺协会理事长 黄君垣

音舞协会理事长 周煜祥 摄影协会理事长 潘福官

第四节　第四届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吴江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吴江江城会堂召开。吴江市文

联下设文学、民文、戏剧、书法、美术、音舞、曲艺、摄影等８个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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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７　１９９８年吴江市文联第四届领导班子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主席 刘强民

副主席 方留洪　钱国良

秘书长 徐容深

副秘书长 张建栋　秦怡东

名誉主席 徐惠民

艺指委后增补
沈家林　张明观　周永泉
黄君垣　刘亚明

顾问

于孟达　王　斐（女）　王文达　朱士声
刘公直　汝留根　沈育俭（女）
张　莹（女）　张钰良　杨永耕　秦星坡
钱　明　翟秀生　潘善之

艺指委委员

王正斌　王新生　严仁荣　吴　
吴大伟　吴叔平　吴惠明　周煜祥
费师夷　顾安若　徐文初　殷安如
高铁城　凌立如　戚加萍　章丽娟（女）

表５３８　１９９８年吴江市文联第四届各协会理事长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文学协会理事长 俞　前 美术协会理事长 凌淦群

民文协会理事长 朱永兴 音舞协会理事长 秦怡东

戏剧协会理事长 陈月良 曲艺协会理事长 钱国良

书法协会理事长 华建平 摄影协会理事长 潘福官

第五节　第五届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吴江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吴江江城会堂召开。

表５３９　２００３年吴江市文联第五届领导班子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主席 刘强民

副主席 钱国良　钱惠芬（女）

秘书长 缪　宁（女）

副秘书长 张建栋　秦怡东

名誉主席 吴　炜（女）

顾问

于孟达　王　斐（女）　王文达　朱士声
汝留根　杨永耕　吴根荣　沈育俭（女）
张　莹（女）　张克明　张钰良　秦星坡
钱　明　徐静柏　翟秀生　潘善之

艺指委委员

王正斌　王新生　刘亚明　严仁荣　吴大伟
吴叔平　沈家林　张明观　周永泉　周煜祥
费师夷　顾安若　徐文初　高铁城　黄君垣
凌立如　戚加萍　章丽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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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１０　２００３年吴江市文联第五届各协会理事长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文学协会理事长 俞　前 美术协会理事长 张辛题

民文协会理事长 朱永兴 音舞协会理事长 秦怡东

戏剧协会理事长 陈月良 曲艺协会理事长 徐宏慧（女）

书法协会理事长 凌在纯 摄影协会理事长 潘福官

第六节　第六届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吴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松陵镇召开。吴江市文联下

设作家、书法家、美术家、摄影家、音乐舞蹈家、民间文艺家、曲艺家、戏剧家、收藏家、诗词等１０个

协会。

表５３１１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联第六届领导班子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主席 俞　前

副主席 钱惠芬（女）　孙俊良

秘书长 缪　宁（女）

副秘书长 张建栋　朱晓红（女，兼）

顾问

于孟达　王　斐（女）　王文达　朱士声
汝留根　杨永耕　吴根荣　沈育俭（女）
沈恩得　张　莹（女）　张克明　张钰良
姚海兴　秦星坡　钱　明　徐静柏
翟秀生　潘善之

名誉主席 曹雪娟（女）　周志芳（女）

艺指委委员

王正斌　王新生　方留洪　华建平
刘亚明　许龙生　严仁荣　吴大伟
吴叔平　沈家林　张明观　周永泉
周煜祥　费师夷　顾安若　徐文初
徐容深　高铁城　黄君垣　凌淦群
戚加萍　章丽娟（女）

表５３１２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联第六届各协会主席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作家协会主席 周浩锋 书法家协会主席 李双阳

美术家协会主席 张辛题 摄影家协会主席 潘福官

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 秦怡东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陈志强

曲艺家协会主席 徐宏慧（女） 戏剧家协会主席 陈月良

收藏家协会主席 吴正明 诗词协会主席 朱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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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文化团体

第一节　文学社团

　　一、复社

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复社成立，创始人是吴江吴 （字扶九）、孙淳（字孟朴）等人。复社由云间

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吴门羽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

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

主要领导人为太仓张溥、张采。大会３次，并选社员文章刻《国表集》。清顺治九年（１６５２），被清政

府取缔。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读书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以江浙一带

为尤。明万历（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到天启年间（１６２１—１６２７）更出现阉党擅权局

面，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张溥等人痛感

“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所

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

复社的主要任务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主张“蠲逋

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吴伟业《复社纪事》），反映着“吴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

益，又与这一带市民阶层的斗争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士子，

先后共计有２２５５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该社春秋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社会影响极大。

主要集会有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吴江尹山大会，明崇祯三年南京金陵大会和明崇祯六年苏州虎丘

大会。这几年间，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声动朝野，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

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为此招致朝廷下严旨察治。

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或被魏忠贤余党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或入仕清朝，或遁迹

山林，或专心著述，或削发为僧。

复社成员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参加实际政治斗争。

他们的作品，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权奸宦官，同情民生疾苦，讴歌抗清报国，感情激越。他们虽

拥护前、后七子，却有别于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派、竟陵派的空疏，标志着明末文风新的重大

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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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惊隐社

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惊隐社成立。清初爱国诗社。由吴宗潜、吴珂、叶继武等相率而为。同

邑参与者有吴宗汉、吴宗泌、吴炎、顾有孝、潘柽章、吴肕、叶世侗等。旁邑顾炎武等亦加入。入社成

员５０余人。诗社成员以故国遗民相标榜，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往来于三

江五湖间。

惊隐社骨干吴炎、潘柽章治史有盛名，南浔庄廷髄编辑明史，梓行时慕吴、潘之名，欲引以为重，

列之于参阅姓名中。该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结果招致杀身大祸。吴炎、潘柽章无端受牵连被

杀害。清康熙三年（１６４４），惊隐社解散。

　　三、竹溪诗社

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由袁景辂发起，竹溪诗社成立，成员为袁景辂、顾汝敬、陈毓升、

袁益之、王元文、顾我鲁、陈毓咸７人，人称“竹溪七子”。他们分题斗韵，跌宕文史，互相切颷，为

人所称，每集请沈德潜评点，著有《小桐庐诗钞》。而确立其诗坛地位的还在于袁景辂编纂的《国

朝松陵诗征》。袁景辂编《国朝松陵诗征》未成而卒，陈毓升续成之。后袁景辂长子袁棠与郭鮕、

朱春生等再结竹溪诗社，有“竹溪后七子”之称。但后七子所指成员各书记载不一，朱春生《铁箫

庵文集》记为以下７人：袁棠、袁鸿、顾虬、马元勋、郭风、周霁、丁绶。袁棠有《秋水池堂诗》、《洮

琼馆词》存世。

　　四、同南社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农历九月初九，同南社成立。其主事者范烟桥、徐光泰。社址在先贤袁东

篱（袁龙）之复斋，雅有林木之胜，因地处同里之南，故称“同南社”。该社以明末张溥创立的复社为

旗帜，以“保存国粹，淬励道德，联络情谊，交换知识”为宗旨，标榜“复社继声，文坛树帜，扶轮国粹，

潜化群风，砥柱中流，书生有责”。吸引大江南北六省一市社友５００余众。出版《同南》社刊。每年

一集，以示纪念。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范烟桥迁居苏州，同南社解散。

　　五、盛泽渊渊学社

民国１０年（１９２１）１０月１０日，徐访明、徐因时昆仲发起成立渊渊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社

长徐因时，社员华剑星、王柔君、吕君豪、杨鮖仁、祝伯颐、富月影等。渊渊为因时之名。民国１３年

起，先后在无锡、兴化、姜堰、南昌、杭州、嘉兴、南浔、绍兴等组织８个分社，镇江、硖石也拟设分社，

社员发展至４００人。办社刊《天籁》，附刊于上海《天韵日报》。出版社员通讯录，并附设图书馆。

本地及外地捐助书籍颇多。嘉兴分社主任沈西贫，编辑《鸳湖公报》（日刊），由徐负责函订，并附载

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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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率：即相继，一个接一个的意思。如，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翌日，全市各校学生，在市民普遍的同情与支持之下，

相率罢课，表示抗议。”



　　六、盛泽小说研究会

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盛泽小说研究会成立，会址设在阳春弄，干事员有吕君豪、富鹏、徐访明、童

仲贤等。民国１２年，创办文艺刊物《晨光》（月刊），由徐因时任编辑主任，刊物为４开版面，铅印，

内容以小说创作为主，兼有小说述评、诗歌等，前后共出版了１１期，颇受社会欢迎。７月，添设苏州

分会，会址设在苏州干将坊１３２号，苏城人士入会者踊跃。年底，会员发展至３９人，以文教界为主，

亦有工商等各界人士。会员在盛泽者有王经伯、王如愚、申一飞、李纯康、徐振寰、徐友鹤、徐因时

等，在吴江者有陶昌华、龚养吾、孙一泉、任梦痴、杨雪门、张光达等，在同里者有徐稚稚、陈毓良、鲁

昔樵等，在苏州者有范烟桥、何蕴华（东吴大学）、陶若思、徐汉江、顾泳璇等。上海有李石鹤、孙忍

诣，周石泓、陈玄品、许瘦鹤（后３人为中华书局）等，另有潘寄梦（浙江袁花天趣祉）、郑醉庵（江西

金溪昌社浒湾分社）、仲雪舫（扬州黄花园测量局）、苏重威（北京清华学校）等。

　　七、青年雪耻社

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同里青年雪耻社成立。７月１７日，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同川小学）召开成

立大会，大会由陈毓良主持，发起人朱秋岑报告成立经过，讨论修改草案，选举各股股长。雪耻社设

主席１人，书记１人，并设社务、宣传、会计各股。青年雪耻社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及唤醒同胞”为宗

旨，组织社员以文字鼓吹反帝爱国斗争，并以财力支持，扩大社务工作。后因故解散。

　　八、吴江求是学社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１月，在沈昌直支持下，由陆明桓等在芦墟发起成立，每年春秋雅集各１次，

民国１７年５月，出版求是学社社刊１期，内容分学术、文艺两部分。为１６开本，刊头由蒋吟秋题写

铁线小篆。苏州、无锡等地均有著名文人投稿。第一期后，刊物并入《国学丛选》中。

　　九、秀餐会

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春，陈去病在家乡发起“秀餐会”。意会“花既秀色可餐，而秀才与秀色，固同

为一时之秀也”。每年在春秋佳日，约期相聚，以使皓首重晤，缅怀往事。并即席应录，赋诗酬和作

一日欢。民国２３年，第二次秀餐会，１６人参加。前后四次雅集，分别在素有牡丹之盛的元镇庵和东

柳别业、青莲庵等处。秀餐会成员大多系清末秀才，时为地方绅士。民国２６年，抗日战争爆发，秀

餐会停止活动。《秀餐会诗稿》存世。

　　十、黎里翳桑文艺研究社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１０月，在中共吴江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进步文艺团体翳桑文艺研究社（简

称翳桑社）在黎里成立，发起人是中共黎里支部负责人迮一祥。中共党员丁铎为社长。翳桑社通过

文艺活动，团结、组织进步青年，宣传革命，发展党的组织。油印出版文艺刊物《浅作》，每月１期，共

出１０期。翳桑社成员中黎里镇人占大多数，也有盛泽、震泽、苏州、上海等地青年，中共党员及建党

对象占相当比例。民国３６年３月２０日，宣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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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芦墟镇分湖文学社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５日，芦墟镇分湖文学社成立，是改革开放后吴江创办最早的一个乡镇文学社

团。由业余文学作者沈荣庆、丁福勤等发起创办。时有社员２２名。社长凌培荣，后改选为高南平、

杨志伟和许佳明。社刊《芦漪》，主编沈荣庆、杨敬伟。１９９３年，被苏州市群艺馆评为苏州市十佳文

学社团。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分湖文学社三次被评为苏州市优秀业余文艺团队。１９９５年，因

人事变动，《芦漪》一度停刊，１９９８年恢复。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社刊《芦漪》连续三年被吴江市文化馆

评为优秀社刊。文学社在多次征文活动中，获集体组织先进称号。２０００年，文学社被苏州市文化

局评为苏州市优秀文艺团队，被吴江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首届特色文化团队。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王彩

凤、郁伟、陈益华分别担任主编。２００６年秋，芦墟、莘塔、金家坝、黎里、北厍五个乡镇合并为分湖

镇，社刊《芦漪》从第７２期起改版为《汾湖》。社长许佳明，主编杨敬伟。至２００８年，文学社多名作

者出版文学、文史等类书籍２３部。是年底，分湖文学社社员１１５名。

　　十二、横扇镇四都文学社

四都文学社的前身是横扇文学创作小组。１９８５年，横扇文学创作小组成立。组长为吴三

观，文学骨干有徐锦芳、陆文明等人。１９８７年，菀坪创办新菀文学社，执笔者为朱根华、汤海山、

钱文龙，刊出《新菀》杂志３期，１９８８年停刊。至１９９１年，横扇文学创作小组在县以上发表各类

作品９１篇，全国级５篇，省级３０篇，苏州市级２０篇，获各级奖项的有１０篇，一些作品被全国或

省市级出版社选编结集。２００６年４月，横扇镇四都文学社成立，编辑季刊《四都风》。季刊开设

栏目：文学田园、诗歌天地、四都诗词沙龙、渔湾诗余、丛中笑谈、情感之旅、寻幽访古、群文舞台、

三观漫话等。２００８年，为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增刊一期，是年，《四都风》在全市文学期刊评比

中列第四名。

　　十三、松陵镇垂虹文学社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８日，松陵镇垂虹文学社成立。社员２１人。社长吴兆吉，后由邬长根、梁云龙、吴

春芳继任；副社长黄君垣，后由石培德、张克健、沈文荣继任。社刊《垂虹》，每年刊出４期。文学社

每月召开一次文学碰头例会，每年外出采风１～２次，还按文学社自定标准评选十佳社员。１９９３年，

垂虹文学社被苏州市群艺馆评为苏州市十佳文学社团，社刊《垂虹》被评为十佳刊物。２０００年被苏

州市评为苏州市优秀业余文化团队，被吴江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首届特色文化团队。２００１年，文

学社编《松林溢翠·垂虹文学社十五年文学作品精选》约３０万字。至２００５年底，垂虹文学社社员

共创作发表了４８２４篇文章，其中发表文学作品全国级３８９篇、省级７８７篇、苏州市级９５９篇、吴江市

级２６８９篇；获奖全国级７６项、省级６６项、苏州市级９０项、吴江市级１１８项，共３５０篇文学作品获

奖；６名社员出版个人专著１２本；５名社员入选《吴江市文学艺术人才库·文学卷》。２００７年，被评

为江苏省优秀社团。２００８年，垂虹文学社社员３０余人，其中３人为江苏省作协会员，５人苏州市作

协会员，２０人为吴江市作协会员，４人为吴江市作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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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八都镇文学组

１９８６年，八都乡文学组成立。１９９２年，八都镇文化站绿野文学社成立，社刊《绿野》。社长史家

林，社员不足１０人。２００３年，随八都镇并入震泽镇，绿野文学社停办。

　　十五、莘塔文学社

１９８９年，莘塔文学社成立。陈众亮任社长，社刊《杏花雨》，共刊出３期。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莘塔文
化站并入芦墟文化站，莘塔文学社停办。

　　十六、平望莺湖文学社

１９８９年，平望莺湖文学社成立。创办文学季刊《石榴花》，作者有言锦瑞、徐海燕、钱水生、潘小
雯等。１９９９年，创办《莺湖》季刊，开辟副刊《闻莺阁》，刊出５３期。在文学活动中涌现王慧君、胡夏
群、赵敏、邢宗仁等新一代的文学作者。莺湖文学社重点作者４０多人，加入苏州市作协的有辛夫，

加入吴江市作协的有黄雪琪、王慧君、徐海燕、胡夏群。辛夫《辛夫的诗》，黄雪琪《水乡船歌》，胡夏

群《姑苏诗影》，朱明发《昨天的秘密》、《平望旧影》等作品在国家、省、市各级报刊上发表。据不完

全统计，文学社发表的文章１０００多篇，其中有的获国家、省、市级奖。２００８年，平望莺湖文学社为四
川省汶川县抗震救灾捐款１５５０元。

　　十七、同里镇耕乐文学社

８０年代，同里镇耕乐文学社成立。“耕乐”蕴含同里作者对“晴耕雨读”式的自足生活和安宁、
散淡心境的向往。社刊《耕乐》。参加者有中小学教师、文化工作者、机关人员等。因为人事变迁

等原因，刊物《耕乐》一度办办停停。

２００５年，同里镇恢复耕乐文学社活动，社员２３人，社刊《耕乐》主要发表社员文学作品。同里

镇党委、政府落实每年用于刊物印刷、作品发表、会议、活动、奖励等的经费８０００元。文学社每年４
次例会，鼓励社员参加各类读书、征文相关活动。配合镇文化中心、镇团委和其他工作部门的宣传

工作，为《吴江日报》同里专刊、《世界同里》撰稿。２００８年，《耕乐》增加“纸上同里”版块，辟出“索
隐”和“钩玄”两个栏目。是年，社员发表文章８５篇。《耕乐》作品４次入选全国文学选本。２００８

年，获吴江市乡镇文学刊物评比第一名。

　　十八、金家坝镇金溪文学社

１９９０年４月，金家坝镇金溪文学社成立，社员１７名，王春明任社长。社刊《金溪之春》，胡海生
任主编，年刊，以短诗文为主。１９９４年徐麟生散文《桥》获吴江征文三等奖。１９９５年６篇作品入选

市文化馆《花瓣雨》文选；１９９６年徐苏冀小说在“全国文学美术大赛中”获二等奖；沈家星散文《点
石成金不是梦》、张星南作品《老楼有喜》、潘叶红作品《伫立桥头》分别获苏州市太白桥“三庆一

迎”征文二、三等奖；《吴江日报》为金溪文学社开设一次专版。金溪文学社成立十多年，有６２篇作
品在市级以上刊物刊出，其中省级９篇，全国级３篇。２０００年，金溪文学社被苏州市文化局评为苏

州市优秀业余文艺社团，被吴江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首届特色文化团队。２００１年底，社长胡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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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２０人，社刊更名为《金溪》。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金家坝镇并入芦墟镇，金溪文学社停办。

　　十九、北厍镇玄鹤文学社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北厍镇骆驼刺业余文学社成立，社刊《骆驼刺》。１９９１年３月，文学社更名为北
厍镇玄鹤文学社。社刊更名为《玄鹤》。徐鉴明任社长，社员２０名。社刊主编为任星火。至１９９７
年，社刊共刊出１１期。１９９８年５月，北厍玄鹤文学社改为午梦堂研究会，会员１１名，刊出《午梦堂

研究文丛》１２期。《午梦堂研究文丛》中不少文章被《中国文化报》等刊物录用。１９９８年，《午梦堂
研究文丛》被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文学刊物一等奖。２００３年，北厍镇与黎里镇合并，北厍文学社与

黎里躒湖文学社合二为一。

　　二十、梅堰镇绿萼文学社

１９９０年，梅堰镇绿萼文学社成立。绿萼文学社前身是梅堰镇创作中心组。社刊《绿萼》。社长洪
志诚。１９９２年，《绿萼》被吴江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优秀文学刊物。至２００１年底，１０人在省、市级以上
报刊发表作品，多人的征文获奖。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梅堰镇并入平望镇，绿萼、莺湖文学社合二为一。

　　二十一、黎里镇禊湖文学社

１９９１年２月，黎里镇禊湖文学社成立。社刊《禊湖文学》，社长陆小明，主编张钟麟，社员２９

人。１９９８年，被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文学刊物三等奖。至２０００年底，发表作品１０３篇，其中省级以
上１８篇，获奖６篇。２００１年，被评为吴江市第二届特色文化团队。至２００６年，《禊湖》刊出４２期。

是年６月，黎里镇与芦墟镇合并，黎里镇禊湖文学社也与芦墟镇汾湖文学社合并。

　　二十二、盛泽镇绸都文学社

１９９１年６月，盛泽镇绸都文学社成立。社长钟雪明、陈永明。社刊《绸都文学》，主编余志强、
姚遥。《绸都文学》刊出５６期，发表社员创作的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寓言、儿童文学等各类体裁
的作品１６００余篇。《绸都文学》先后被评为苏州市优秀乡镇刊物和吴江市优秀刊物。江苏省文化

馆主办的《文化新世纪》选登《绸都文学》部分优秀作品，苏州市文化馆刊物《百花园》还为《绸都文

学》编了专辑。绸都文学社有社员３２名，中青年约占四分之三，其中，江苏省作协会员１名，苏州市

作协会员２名，吴江市作协会员７名。据统计，社员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约２０００余篇，其中国家
级报刊上发表作品５０余篇，省级报刊上发表２００余篇，地市级报刊近４００篇，县市级报刊１３００篇。

２０多位社员作品在各种文学征文比赛或其他评比中获奖，其中朱晓红、陈永明、沈莹宝、张志康、钟
雪明、周德华等获省级以上奖项。６位社员出版个人文学专著。文学社每月举办文学沙龙，每年组

织外出采风，参观鲁迅、茅盾故居，游览周庄、西塘、乌镇、南京，于天平赏红枫，莫干觅清凉。举办文

学讲座，邀请著名作家及当地文学前辈讲授文学创作知识与心得。选送青年创作骨干外出培训。

组织文学征文比赛，１９９７年，配合镇党委新市民教育活动举办“塑造跨世纪盛泽人形象”文学征文

比赛；２００２年，结合丝绸文化节举办“城市化畅想”文学征文赛；２００８年，举办“绸都，我为你自豪”
文学征文赛。绸都文学社获得苏州市优秀文艺团队、苏州市十佳文学社团、吴江市特色文化团队等

荣誉，多次获得吴江市优秀乡镇文学社团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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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震泽镇晓钟文学社

１９９１年６月，震泽镇晓钟文学社成立，社刊《青豆》。出刊４８期，其间两次改版。晓钟文学社

组织社员外出采风，还与周边县市文学社团开展联谊活动。１９９８年，社刊《青豆》被吴江市文化局
评为吴江市文学刊物二等奖。文学社借助震泽镇是“苏州作家创作基地”、“文学报·震泽全国作

家创作基地”的优势，组织社员参加各种征文活动，如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年、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市
条线部门的各种征文等。严丽英的《三代人的歌》与邱一民的《我当特派员的日子》分别获省文化

馆主办的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征文活动二等奖与三等奖；曹建红的小说《爆竹街》获团中央全国农村
青年征文三等奖；小说《阿香》、《阿慧》两次获得吴江市民企征文一等奖。姚建忠的诗《震泽香》获

吴江市“莼鲈之思”诗歌大赛一等奖。２００８年，《青豆》改版。《青豆》立足地方特色、古镇特色，着
力与鲈乡文化、乡土文化相融合。每期约请社会名人与知名作家为本刊专栏写稿。文学社员每月

进行茶话会，组织年度和半年度文学座谈会。

　　二十四、青松谜社

１９９２年，市级机关老干部建立青松谜社，为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灯谜创作兼研究组织。社长
陈士良，副社长唐志祥。青松谜社前身是１９８９年成立的灯谜小组。青松谜社寓意通过制谜、猜谜
等活动，使老同志像松柏一样长青、健康。参与青松谜社的成员开始时１９人，至２００１年底２３人。

谜社坚持每周编１块黑板报、每月编１期刊物、每年编１本谜语集。至２００１年底，共出黑板报４８０
期，黑板报辟有“佳谜欣赏”、“灯谜问答”等栏目，选载老同志自制的灯谜习作，自制自猜。《青松谜

苑》刊出１８１期。逢重大节日，重大事件均有增刊。编印《谜语选集》１１集，共入选谜作１７０００余
则，谜文２５３篇，诗词联１２４首（副）。谜社为节庆活动提供老同志自制的谜作数百则，有２４４８则谜

作载入全国２７个省、市、区４１家公开发行报刊和１０８家民间社团内刊。２００２年，青松谜社随着参
与成员年岁增大，逐渐停止活动。

　　二十五、桃源镇新桃源文学社

１９９２年，铜罗镇文学社成立。创刊文学期刊《澜溪》（《世外桃源》的前身）。社长陈培荣（铜罗
镇文化站站长），主编叶剑荣（铜罗中学副校长），文学社社员２０余人。《澜溪》为季刊，每年出版４

期，印量３００册。１９９２年，《澜溪》被苏州市群艺馆评为苏州市优秀刊物。１９９５年年底停办，刊出１８
期。２００３年，原铜罗、青云、桃源三镇合并成桃源镇。

２００５年６月，桃源镇新桃源文学社成立。由镇文化服务中心和镇商会联合主办，创刊《世外桃
源》。《世外桃源》每年４期，为春夏秋冬刊，设有小镇故事、杂谈随感、散文天地、小说撷英、桃苑诗

韵、青春记号、桃源山歌选登８个栏目。陈培荣任社长、主编。沈桐宝、蒋华光、姚佩民、钱晓华任副

社长。吴惠兴，徐兴梅，沈伟勇、邱学兴担任顾问。２００７年，增补陈根荣、俞雪梅为副社长，严凤仙、
虞伟康为副主编。文学社坚持“质量是期刊的生命线”理念。邀请戴珩、吕锦华、徐卓人、范小青等

作家为期刊作序。刊物由首期１６开４０页增至６５页，发行量从３００册增至６００册。文学社定期主
办专题文学讲座，组织主题征文，每年外出采风，开展形式多样的年会等活动。文学社社员作品多

次在国内各级刊物上发表或获奖。陈根荣的散文《母亲的木梳》、《看戏》、《古塔寻幽》等，小说《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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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牛鞭》、《茶缘》、《应聘》等；姚佩民的《对土地的誓言》、《还剩最后一天》、《灯》等；高久进的散

文《悔》、《苏州冬季》、《神秘的乡愁》等分别在《三月风》、《新华日报》、《城市商报》各类国家级、省

市级报刊发表。２００８年，增补严凤仙、虞伟康为副社长，文学社社员２５名左右。

　　二十六、吴江市乡镇文学社联谊会

１９９３年５月，吴江市乡镇文学社联谊会成立。会员２０多名。联谊会以推动和促进全市各乡镇
文学社团建设，繁荣业余文学创作为宗旨。张明观为联谊会负责人。联谊会成立后，每年开展活

动，鼓励、促进、繁荣创作。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组织１５名重点作者到苏州市群众艺术馆听文学创作讲

座。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对乡镇文学社社刊进行评比。２０００年，因人事变动，联谊会暂停活动。

　　二十七、八坼镇绿野文学社

１９９４年４月，八坼镇绿野文学社成立。社员１０人，社长宋维贤。社刊《绿野》，刊出２期，作品
２４篇。１９９５年停止活动。

　　二十八、平望镇莺湖谜会

１９９４年，平望镇莺湖谜会成立。负责人龚海波，会员８人。平望镇莺湖谜会的前身是１９８６年
成立的平望业余灯谜兴趣小组。谜会有陈志强、龚海波、张智林、陈志明、许云生、吉剑平等会员，在

镇文化站支持下，刊出谜刊《莺湖谜语》。平望镇莺湖谜会深入工厂、单位举办灯谜擂台赛等活动。

会员活动由猜谜转向制谜。在举办“土管杯”、“地税杯”、“农行杯”有奖灯谜活动中制谜近４００条。

结合奥运，举办“百天百谜，迎奥运”有奖竞猜。会员制作、发表灯谜上千条，在全国各种比赛中获

奖。平望镇莺湖灯谜会被吴江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特色文化团队”。２００８年５月，莺湖谜会更名

为平望灯谜协会，会员１０余人。是年，平望灯谜列为第二批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十九、吴江市灯谜研究会

１９９５年６月６日，吴江市灯谜研究会成立。会员２６人。陈志强任会长，钱允新任副会长。聘
请费之雄、汪寿林等为顾问。灯谜研究会成立后，多次在国庆或春节举行灯谜会，开展群众性灯谜

活动，推荐谜手参加上一级组织的灯谜大赛。与平望镇文化站编印灯谜刊物《鲈风》，刊载创作灯

谜，开展灯谜研究。２０００年以后转入吴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活动。

　　三十、北厍午梦堂研究会

１９９７年，北厍文化站为挖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在文化站长徐鉴明主持下，开展对“汾湖叶氏
午梦堂”的研究，组织本镇及外地有识之士，撰写研究文章。１９９８年５月，不定期的《午梦堂研究文
丛》创刊。至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共撰写研究文章６７篇，辑文１５篇，插图３９张，印章１６枚，共２５．８６万

字。２００１年，《午梦堂研究文丛》共刊出１２期。徐鉴明、朱萸、殷安如、费子文、任星火、魏崇新等９

人分别在《吴江日报》、《吴江人才报》、《新民晚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１０多篇。任
星火的《满门风雅午梦堂》在《吴江日报》分２０节连载。午梦堂研究３年，收集到不少有价值的资

料及研究文章。２０００年，在北厍镇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又开设“午梦堂陈列馆”，展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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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作者为朱萸的《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

书以女性视角、散文笔调再现三百多年前午梦堂一族风采与风情。

　　三十一、七都镇湖风文学社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七都镇湖风文学社成立。社长沈金虎，副社长张建良、沈利萍，社员２１人，读书
会会员３０人。社刊《湖风》，季刊，主编张建良，刊物顾问为各任镇分管领导。《湖风》刊发社员及

本地文学爱好者作品，力求乡土气息以形成特色。刊物不仅提供给社员，还赠予企业、学校、镇图书

馆、七都籍家乡人以及周边文学社团。文学社组织开展各类活动，每季度举办一次文学爱好者座谈

会；每年组织一次为期两天外出采风活动，曾赴浙江奉化、安吉、临安等地；不定期学习和培训写作

知识与技巧，开展会员创作一帮一辅导；每年组织一次社员征文比赛，进行评比奖励，如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及各条线部门征文赛事。成立湖风读书会，以发现年轻文学爱好者，充
实文学社力量。湖风文学社鼓励个人出创作专集，如沈金虎、沈利萍（尼楠）、沈敏燕、施娟等将创

作作品编成《湖风》专集出刊。沈利萍散文《小镇生活》获苏州艾雯青年散文奖二等奖，散文《一尾

充满幻觉的鱼》入选全国年度最佳散文选，小说《遗言》被选入中华小说选刊，２００５年加入江苏省作

家协会。２００８年，文学社社员３５人。

　　三十二、吴江市诗词协会

２００３年６月，吴江市秋鲈诗社成立。社长朱永兴，副社长蔡永强、倪平、凌在纯、张舫澜，秘书长
汝悦来、副秘书长王建忠。会刊《秋鲈诗苑》（季刊），主编朱永兴、倪平，副主编凌在纯、张舫澜、陈

志强、汝悦来。２００６年，吴江市秋鲈诗社被江苏省诗词协会、江苏省教育协会评为江苏省校园诗教
（诗词教学的简称，下同）先进单位，张舫澜获校园诗教先进个人称号。２００８年５月，吴江市秋鲈诗

社改名为吴江市诗词协会。会长朱永兴，副会长倪平、凌在纯，秘书长汝悦来，副秘书长王建忠、杨

敏。会员２２０余人，其中中华诗词学会、协会会员１５人，江苏省诗词协会２９人，苏州市诗词协会

（沧浪诗社）会员２８人。下属分会８个：盛泽镇舜湖诗社、松陵镇鲈乡诗社、汾湖镇分湖诗社、平望
镇莺湖诗社、民政局松韵诗社、交通局新干线诗社、团市委青春诗社和震泽镇慈云诗社等。

第二节　南社、新南社

　　一、南社

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随着中国同盟会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到来，南社开始酝酿成
立。七月二十九日，陈去病在《神州日报》上刊出《神交社雅集小启》，以继承复社·几社相号召；八

月十五日，由陈去病发起，在上海愚园举行神州社雅集，柳亚子虽未与会，但表示热烈支持，撰《神交

雅集图记》，缅怀“复社隽流”及抗清英烈，号召同辈乘时奋起。是年冬，在一次宴会上，陈去病、高

旭、柳亚子决定建立革命文学团体，得到在座同盟会员赞同。据柳亚子后来回忆，“南社”名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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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时。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十一月六日，陈去病在《民吁①报》发表《南社雅集小启》，定于十一月

十三日在苏州虎丘举行南社首次雅集。十一月九日，柳亚子到苏州，会晤陈去病，筹备虎丘雅集。

十一月十三日，南社成立，于苏州虎丘明兵部尚书张国维祠堂举行雅集，出席１７人，其中１４人为同

盟会会员，还有来宾２人。南社发起人中陈去病、柳亚子是吴江人，苏州籍成员超过半数。南社重

要活动多在苏州酝酿举行。

南社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主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受孙中山领导的同

盟会影响，名为“南社”，取“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以民族气节相号召，鼓吹民族民主革命，

反对清王朝腐朽的专制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活动中心在上海。辛亥革命

前有社员２００余人，辛亥革命后社员总数增至１１８０余人。南社成立时，即企图领导文坛，开一代风

气，要求通过文学阐扬“国魂”，激发“爱种保国”之念，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主张上，却很不一致。清

宣统二年开始出版《南社》，分文录、诗录和词录３部分。民国６年（１９１７），又出版《南社小说集》。

至民国１２年《南社》共出版２２集。是年南社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

延续３０余年。

南社经历反清、反袁、解体三个阶段。反清阶段是南社反对妥协，主张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

府，最有光彩的时期。反袁阶段中，借以宋教仁、宁调元、杨德邻、范光启、程家柽、吴鼐、仇亮、陈以

义、陈其美、陈子范等牺牲，南社搜集他们的文稿、诗稿，为他们作传，借以表彰革命精神。当时资产

阶级革命派已全军溃散，南社社员看不到出路，反映出苦闷消沉情绪。解体阶段，由于内讧，南社每

况愈下，社务逐渐停顿。民国１２年１０月，高旭等１９名社员收贿投票，敲响南社丧钟。２９日，陈去

病、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姚石子等１３人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建议驱逐受贿者，宣布不承认

高旭等人社友资格。

表５４１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吴江籍南社社员情况表②

社员号 姓　名 生卒年月 别名，字，号 籍　贯 著　作

１ 陈去病 １８７４—１９３３ 字病倩，号佩忍，别号

南巢
同里人

著有《陆沉丛书》、《清秘史》、《五石脂》、

《明遗民录》、《吴长兴伯遗集》、《吴赤溟

先生遗集》、《正气集》、《浩歌堂诗钞及续

钞》、《巢南杂著》、《百尺楼脞录》、《南唐

伶工杨花飞别传》、《明清最初交涉史》等

３ 柳弃疾 １８８７—１９５８ 字安如，号亚庐，别号

亚子

原籍北厍，后

迁黎里

著有《磨剑室诗集》、《磨剑室词集》、《磨

剑室文集》、《乘桴集》、《左袒集》、《羿楼

文集》、《南社纪略》、《羿楼文集》、《南社

纪略》、《南明纪年史纲》等。１９８３年以
来，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出版《柳亚子

书信辑录》、《南社纪略》、《磨剑室诗词

集》、《自传年谱日记》、《苏曼殊研究》等

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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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０６年，于右任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日报》、《民立日报》，为民请命。清政府痛恨《民
呼》，扬言要挖去主编双目。《民呼》被查封后，于右任便又出《民吁》，“呼”字少两点成“吁”字，暗示人民的眼睛被挖掉了。

本表以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１２月开华书局版柳亚子著《南社纪略》为依据所编，对少数周庄人籍隶吴县或吴江县，以该书所记为准。
原文按姓氏笔划排列，本表则按姓名前社员号次序排列。社员号表示填写入社书之先后。其未填入社书者，则别以汉文数字，表示其绍介之

先后云。吴江籍南社、新南社社员共１０８人（不包括重复入社），其中南社社员８３人。新南社共４７人，其中新入社社员２５人。



续表

社员号 姓　名 生卒年月 别名，字，号 籍　贯 著　作

５ 郑　瑛 １８８８—１９６２ 字子佩，号佩宜 原籍盛泽 柳亚子夫人，婚后居黎里。

６ 沈文杰 １８８１—１９６０ 字龙圣 芦墟人

１０ 郑　传 １８８６—１９２２ 原名之兰，字伯凤，号

咏春
盛泽人瑛兄

１４ 沈昌眉 １８７２—１９３２ 字长公，号眉若 芦墟人 著有《长公吟草》

１５ 沈昌直 １８８２—１９４９ 字次公，号颍若 芦墟人昌眉弟 著有《存庑读书偶笔》、《文字源流》

１７ 夏钟麟 １８７３—１９５４ 字应祥 芦墟人

１８ 丁逢甲 １８６４—１９２９ 字坤生，号壮者 莘塔人 逝年约１９２９年

１９ 钱祖宪 １８８４—１９２６ 字叔度 同里人
编著有《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诃套新

编》等

２０ 费荣锦 １８８２—？ 字悟梦，号织云

３０ 沈流芳 １９００—１９７６ 字体兰 周庄人

６５ 郑之蕃 １８８７—１９６３ 字仲?，号桐荪，别号

焦桐
盛泽人传弟

著述编译有《微分方程初步》、《微积分》、

《数学名词》、《吴梅村诗笺释》、《宋词简

评及桐荪遗诗文》等

６６ 费公直 １８８０—１９５２ 原名善机，字天健，号

一瓢
周庄人 著有《秋明阁诗稿》、《秋明阁笔记》

８１ 陶赓照 １８８９—１９６４ 字承周，号神州 黎里人

１０３ 吴相融 ？—１９４９ 字豹军 八坼人

１３５ 金光弼 １８７９—１９４１ 字梦良 盛泽人

１４０ 孙延庚 字警僧，号今身 盛泽人

１４７ 唐耕余 １８９０—１９７７ 字耕余 平望人

１５９ 沈毓清 字咏裳 芦墟人 毓源弟

１６１ 顾无咎 １８８６—１９２９ 字退斋，一字崧臣，号

悼秋，别号灵云
黎里人

编著有《禊湖诗拾续编》、《笠泽词征补

编》、《灵云别馆散记》、《服媚室酒话》等

１８８ 沈大椿 字子如，号志儒 同里人

２０４ 蔡寅 １８７４—１９３４ 字清任，号冶民 黎里人 著有《怀庐诗钞》

２８２ 范天籁 字茂芝 平望人

３２８ 周麟书 １８８８—１９４３ 字嘉林，号迦陵 松陵镇人 著有《笏园诗钞》等

４２２ 周　云 １８９１—１９５１ 原名世恩，字一粟，号

湛伯，别号酒痴
黎里人

４２３ 陈　锐 １８７９—１９５１ 字次青 盛泽人

４３７ 朱慕家 １８９０—１９７０ 字仲康，号剑芒 黎里人霞弟

著述有《南社诗话》、《黎湖小识》、《南社

感旧录》、《我所知道的南社》、《陶庵梦忆

考》等

４４６ 周　翰 字良翰

４７８ 叶与凤 ？—１９２６ 字巢阁 同里人

４８６ 沈毓源 字咏霓 芦墟人

４９８ 黄　复 １８９０—１９６３ 字娄生，号病蝶 黎里人 著有《谈南社》、《戊申大丧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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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员号 姓　名 生卒年月 别名，字，号 籍　贯 著　作

５３１ 陈洪涛 １８９５—１９１８ 字淮海，号稨厂 黎里人 著有《淮海游草》

５４２ 凌景坚 １８９５—１９５１ 字昭懿，一字太昭，号

莘安，别号莘子
莘塔人 著有《紫云楼诗集》、《惜秋花馆诗钞》

５４５ 朱　霞 字佩侯，号剑锋 黎里人

５５３ 沈次约 ？—１９３２ 字剑霜，一字剑双，号

秋魂
黎里人 著有《剑霜龛》遗稿，未刊行

５８１ 张锡佩 ？—１９８２ 字圣瑜 松陵镇人 著有《四十无闻》

５８２ 徐　麟 １８９１—１９７４ 字泉孙 同里人

５８５ 王　涟 字咏青 黎里人

５８７ 沈钟英 字积孙 松陵镇人

６１６ 陆明坤 字简能 芦墟人

６１９ 吴绍裘 ？—１９２８ 字鸣冈 松陵镇人

６２９ 柳无忌 １９０７—２００２ 字无忌

黎里人，曾居

美国加州，弃

疾子

著述编译有《苏曼殊全集》、《抛砖集》、

《英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古稀

话旧集》、《西洋文学研究》、《柳亚子年

谱》等三四十种

６６８ 袁翰清 １８８４—１９５４ 字镜涵，一字噤寒，号

金南
芦墟人

６７３ 曹应仲 字应仲

７００ 蒯贞翰 １８７９—１９１８ 字虎岑，号啸楼 黎里人

７０１ 彭久岳 字维清 黎里人

７５４ 凌蕙 １８９７—１９２９ 字纫芳 莘塔人 嫁青浦王德钟，居周庄。

７７０ 王　汾 字达泉，号达庵

７９０ 杨济震 １８９９—１９５９ 字佩玉，号孤室 同里人

７９２ 黄元琳 字稚鹤，号自愕 黎里人

８０８ 吴家骅 字介庵 黎里人

８２８ 蒯文伟 １８９２—１９２５ 字一斐 黎里人 著有《醒梦庵诗钞》

８８０ 袁金钊 字铁铮，号天真 芦墟人

８８１ 金祖荣 ？—１９３６ 字剑平，号夕阳 同里人

８９４ 费善衡 字公威 周庄人 公直弟

８９７ 许　观 １８９９—１９３９ 字盥孚，号半龙 芦墟人 著有《静观轩诗钞》、《两京纪游诗》

９０４ 唐有烈 字九如 芦墟人 重印叶绍袁《午梦堂全集》

９２０ 庞禄康 字竹生

９３１ 陶绍煌 字粟己，号亦园 黎里人

９３２ 顾　珩 １８８２—１９５３ 字依仁 同里人

９３５ 董书城 １８６７—？ 字蓉申，号亦庐 芦墟人

９４４ 叶与骥 字仲孙 同里人 与凤兄

９４５ 沈天民 字觉人

９４６ 徐　浦 一名问礼，字孟廉，号

剑珠

９４８ 凌光谦 １８９９—１９７４ 字诵益，号吉六，别号

结绿
莘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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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员号 姓　名 生卒年月 别名，字，号 籍　贯 著　作

９５３ 沈　圻 字重威

９５４ 张　农 ？—１９２７ 字都金，号鼎斋 北厍人

９６６ 张　恒 １８９１—１９６８ 字久之 黎里人

９６７ 吴　淇 字敏于，号茗余

９６８ 丘庚藻 字纠生 黎里人

９６９ 范　镛 １８９４—１９６７ 字烟桥 同里人

著有《范烟桥说集》、《中国小说史》、《忠

义大侠》、《江南豪杰》、《孤掌惊鸿记》、

《茶烟歇》、《吴钩集》、《姑苏杂谈》等

９７１ 沈文炯 １８６７—１９４８ 字祥之，号中路 同里人

９８７ 吴　侬 原名庭表 字长寿，号抗云 芦墟人

９９１ 平茂玉 字剑南，号琢庵

９９４ 凌　圻 ？—１９２８ 字仰霄，号秋蝉 同里人

１００７ 费　德 字仲修

１０１８ 王祖瞷 ？—１９４３ 字岳麓 同里人

１０２９ 陆明桓 １９０２—１９２９ 字简敬，号苏斋 芦墟人，明坤弟 著有《苏斋遗稿》

１０３４ 赵君达 字君达 芦墟人 吴侬夫人

１１００ 陈绵祥 １９００—１９８５ 字亨利，一字馨丽，

号希虑
同里人，去病女 著有《秋梦斋焚余诗草》等

六六 杨天骥 １８８０—１９５８ 字骏公，号千里 同里人
著《茧庐吟草》、《茧庐治印存稿》、《满夷

猾夏始末记》（与父苏生合作）

六九 周积芹 字洛奇 震泽人

　　注：如计入周庄和外籍寓居吴江的南社社员１１人，则吴江南社社员总数为９４人。
叶楚伧（１８８７—１９４６），原名宗源、宗庆，字卓书，另有叶叶、小凤、湘君、老凤、春凤、之子、单公、龙公、屑屑、琳琅生、箫

引楼主等名号，祖籍吴江县北厍叶家埭，生于周庄，入社号３２。
陈其槎（１８８７—１９４８），字安澜，原籍周庄，居芦墟，入社号１３６。
周湘兰（１８８８—１９２３），原籍湖南湘阴，嫁叶楚伧居周庄，入社号２７０。
王德钟（１８９７—１９２７），字玄穆、大觉，号幻花，出生于青浦商榻渔荇村，居周庄，入社号４０２。
朱汝珏，字璧人，周庄人，汝玉族兄，入社号６８８。
王德琦（１９０１—１９８４），又名大可，字振威，一字二痴，号秋?，出生于青浦商榻渔荇村，居周庄，入社号７７３。
朱汝玉，一名慧，字琼琼，号月明，周庄人，朱汝珏从妹，入社号７８４。
徐　毅（１８９３—１９６２），字弘士，号铁儿，周庄人，入社号９８６。
李　涤（１８９０—？），字汝航，号散木，原籍湖南湘乡，居吴江３０余年，入社号９９５。
许康侯（１８８９—１９５３），豫增，字康侯，也作亢由，号太平，芦墟人，根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表录拾遗》增补。入社号

不详。

沈　云（１８６４—１９２１），字秋凡，原籍浙江秀水（嘉兴），系王江泾望族。１８６０年，其父举家迁盛泽，租住观音弄。沈云
自出生起便寓居盛泽，文名籍甚。择盛泽南仲家弄蔡氏女为室。先后受聘于盛泽郑氏小学和盛湖公学，高小教员。为南

社早期社员，著有《盛湖竹枝词》。陈去病《南社杂佩·感逝录》亦有载。入社号７５。

　　二、新南社

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５月，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南社解体，柳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

余十眉、曹聚仁、陈德征、陈望道等８人发起组织新南社。新南社继承南社的一些传统，但与南社又

有所不同，新南社有着自觉的文学转型意识，立志改造旧南社为新南社，把旧文学的南社改造成为

新文学的新南社，更注重引进世界思潮，重在对“国学”的“整理”，而不是一味颂扬。邵力子、陈望

道当时是共产党员。１０月１４日，新南社于上海以聚餐形式召开成立大会，时３８人参加，选举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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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等为编辑主任。柳亚子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

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新

南社成立布告》）。”大会通过了《新南社条例》和《新南社编辑部组织法》等文件，规定新南社的出

版物一律用白话文，内容不拘门类，不分译著，从“美、善”为主。

民国１３年１月，“湘中五子”之傅专（又名钝根、熊湘）、李澄宇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南社湘集，

声称与新南社宗旨“稍异”，目的在于“保存南社旧观”。南社湘集一直活动到抗战前夜。

吴江参加南社湘集共有９人，其中６人是南社、新南社成员：许观、柳率初、柳搏霄（冀高）、凌景

坚（昭懿）、黄复、蔡寅。新增３人：徐倩（字琼仙，号老兰，吴江人）、徐炳恒（１９０６—１９５８，字子为，号

恒庐，震泽人）、蔡真（１９００—１９３８，字冠雄，也作冠邕，号石瞗先生，黎里人）。

是年５月，新南社出版《新南社社刊》，发表沈玄庐、邵元冲、吕志伊、刘大白等人著作多种，采用

白话文，刊出１期，而同年出版的《南社湘集》则一律采用文言。《新南社社刊》共出８集。

民国１４年，柳亚子投入改组国民党工作，新南社活动停顿。

表５４２　民国１２（１９２３）—１４年吴江籍新南社社员姓氏录

姓　名 生卒年月 别名　字　号 籍　贯 著　作

毛啸岑 １９００—１９７６ 名兆荣，一字筱臣 黎里人 协助柳亚子主编《新黎里报》

丘庚藻 纠生，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朱智千 ？—１９５１ 黎里人

朱翊新 １８９６—１９８５ 吴江（周庄）人
著《学步集》，编《模范学生字典》、《学

习词典》等

朱慕家 剑芒，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汝景星 １９００—１９５９ 黎里人

吴相融 豹军，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李纯康 名承沆

汪大千 ？—１９３２ 盛泽人

沈大椿 志儒，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沈昌眉 眉若，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沈华
H

１８９６—１９７４ 原籍盛泽 毛啸岑夫人

沈次约 剑霜，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沈复镜 １８９７—１９７８ 名宝钰 盛泽人 华
H

弟

沈肤云 原名泽民，字肤云 吴江（周庄）人 体兰从兄

沈昌直 颍若，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沈流芳 体兰，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周介祉 １９０１—１９６２ 平望人

柳公望 １９０２—１９５１ 名绳祖 芦墟人 柳亚子族弟

柳弃疾 亚子，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柳均权 １９０５—１９８７ 又名柳静 柳亚子之妹

柳率初 １８９９—１９８０ 原名景高，更名遂，字仰

之，一字子文

吴江（周庄）人，

柳亚子从弟
与柳亚子合辑《速楼集》

柳无忌 字无忌，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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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生卒年月 别名　字　号 籍　贯 著　作

柳无非 １９１１—２００４ 柳亚子长女

有《菩提珠》（与兄妹合写）、《柳亚子诗

词选》（与妹无垢合编）、《柳亚子自

传》、《年谱》、《日记》（与兄无忌合编）

柳无垢 １９１４—１９６３ 柳亚子次女

著译有《现代英语会话》、《人类的喜

剧》、《阿莱罕姆短篇集》、《毛泽东论持

久战》（英文）、《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

斗》（英文）等

柳搏霄 １８８８—１９２８ 名冀高，字北野，一字栗庐
吴江（周庄）人，柳

亚子从弟

与王玄穆（南社社员）共创正始社，编有

《磨剑室藏印》、《栗庐藏印》等

洪雄声 １８６７—１９２７ 盛泽人

唐诵清 １８５９—１９３７ 盛泽人

殷剑侯 黎里人

徐蔚南 １９００—１９５２ 原名毓麟，字蔚南 盛泽人

著译有《龙山梦痕》、《奔波》、《都市的

男女》、《乍浦游简》、《法国名家小说

选》、《屠格涅夫散文诗》等多种

徐蘧轩 １８９２—１９６１ 原名兆麟，字蘧轩 盛泽人，蔚南从兄 曾主编《新盛泽报》

袁金钊 铁铮，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凌文之 名昌焕

凌景坚 昭懿，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凌光谦 诵益，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凌颂南 莘塔人 凌光谦族弟

陈　锐 次青，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陈绵祥 亨利，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陈去病 巢南，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陶赓照 神州，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费公直 一瓢，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费荣锦 织云，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钮擎球 １９００—１９４１ 盛泽人

郑　瑛 佩宜，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郑之蕃 桐荪，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简伯龙 １８９２—１９５５ 盛泽人

顾无咎 悼秋，见前表 旧南社社友

　　注：如计入周庄和外籍寓居吴江的新南社社员１４人，则吴江的新南社社员共６１人。其中旧南社社员２６人，新增
３５人。

王，周庄人。

朱云光（１９０１—１９８７），名汝昌，字云光、录修，周庄人。
朱汝珏，字璧人，旧南社社员。

吴素秋（女），周庄人。

吴?才，周庄人。

沈君稥，周庄人。

沈君崇，周庄人。

陈其槎，旧南社社员。

陈蕺人，周庄人

徐　毅，字弘士，旧南社社员。
唐湛声，字庐锋，周庄人。

凌惠 ，字纫芳，旧南社社员。

陶惟坻（１８５６—１９３０），字小，周庄人。
黄人济，周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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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社余绪

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１０月４日，陈去病病逝。次年３月，柳亚子在上海组织陈去病追悼会。民国
２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南社同人公葬陈去病于苏州虎丘。晚宴设于城内中央饭店，并举行南社临时雅
集，柳亚子夫妇、朱少屏、朱凤蔚等１８人到场。会上有人提议复兴南社，柳亚子反对，以为南社已成
为历史上的名词，但赞同成立南社纪念会。

民国２４年１２月２９日，南社纪念会于上海成立，柳亚子为当然会长。民国２５年２月初，入会会
员共计３９７人。２月７日，南社纪念会于上海举行第二次聚餐会，规模盛大，柳亚子续承会长，推举
蔡元培为名誉会长。

参加南社纪念会的吴江籍会员共１９人，其中南社与新南社成员１２人：柳亚子、朱云光、朱翊
新、朱慕家（剑芒）、许观（半龙）、李纯康、沈复镜、郑瑛（佩宜）、徐蔚南、陶赓照（神州）、凌文之、徐

浦。新增７人：王虹逸（字瑞竹，女，吴江人）、任味知（１８８７—１９６３，名传薪，更名侠，同里人）、杨静
宜（名明暄，女，吴江人）、金国宝（１８９４—１９６３，字侣琴，同里人）、郑佩亚（１８９０—？，名光

I

，郑佩宜

妹，盛泽人）、陶秋英（字神州，女，黎里人）、蒯斯?（１９０６—１９８７，也作世勋，黎里人）。
民国３２年，朱剑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闽集，活动一两年。
民国３８年４月１６日，南社、新南社的部分成员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临时雅集，出席

有南社、新南社社友１６人，周恩来、叶剑英等６０余人应邀与会，柳亚子主持会议，会上周恩来、叶剑
英发表了讲话，社友欧阳予倩、邵力子、沈体兰等南社社员作了纪念南社精神的发言。

第三节　戏剧、曲艺社团

　　一、同里遏云集

清咸丰年间（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同里遏云集成立。取“响遏行云”之意。初在迎神赛会或神庙中演
唱。民国初年，昆曲复兴，遏云集同人重整旗鼓，任传薪、任韵秋、任佩秋等为主要成员，聘请苏州曲

师辅导。排练地点在退思园和顾氏花园内。剧目是昆曲传统折子戏，如《春香闹学》、《断桥》等，镇

上大户人家举行婚礼寿庆，争邀遏云集客串昆曲。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全镇举行“双十节”国庆纪念
游园大会，遏云集票友演出节目１４个，有丝竹、京剧、昆曲清唱等。民国２３年小学教师何念椿指导
小学生演唱昆曲，公演《黄鹤楼》、《春香闹学》等。

　　二、盛泽养正社

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养正社成立，养正社是昆曲曲社，社址设在盛泽培元公所。养正，意谓
培养正始。参加者为绸业界人士。盛泽丝绸业居各业之首，收入丰裕，且交易多集中于上午，至下

午２时后即已下庄，落市，从业人员有较多的空余时间，在聚会品茗之处，吹笛度曲，研习昆腔，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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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人，成为时尚的娱乐活动。养正社成立后，丝织、练染两业常会集曲友聚曲，称为“同期”，会前

折柬相邀，会上各唱一出或一擅长之曲，并醵资聚餐。

　　三、同里桐花社

民国２年（１９１３），同里桐花社成立，由任连城创建。民国５年，桐花社移植上海新舞台推出的
新舞剧《皇帝梦》。民国６年春，著名戏剧家、艺术大师欧阳予倩受桐花社任连城（与欧阳予倩同为
“春柳社”社友）之邀到同里，在北观戏台演出新编《黛玉葬花》，欧阳予倩饰林黛玉。演出当天，万

人空巷，盛况空前。以后又排演《空谷兰》、《一缕麻》等社会家庭剧。桐花社先后被邀请至松陵、黎

里、盛泽、平望，八坼等镇巡回演出，对推进新剧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２０年，桐花社中的年
轻人钱天明、蔡桂洲、丁贻荪等，主张排演新剧。民国２１年，教师范菊高、叶得露等编写剧本《左宝
贵平壤喋血记》，写的是甲午战争时期清将血战平壤玄武门殉国的故事，在同川小学２０周年校庆大
会上公演。抗日战争爆发后，桐花社停止活动。

　　四、盛泽怡然社

民国８年（１９１９），怡然社成立，社名取怡然自乐之义。怡然社以学习南词为标榜，是独树一帜
的曲艺组织。其时，苏州文艺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倡导昆曲革新，变阳春白雪、词义深奥、

以单一笛子伴奏的昆曲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以多种乐器伴奏的“南词”。盛泽一批“南词”爱好

者结社以研习词曲为乐。参加者多为领业青年。社址设立在盛泽王立凡寓所，王立凡购置胡琴、琵

琶、笛等多种乐器，延聘苏滩老艺人蒋宝生及其艺徒孙小渔到盛教习南词。

　　五、红梨曲社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红梨曲社成立。红梨曲社是附设于红梨书画会的曲艺组织，由张贻宗发起
邀约书画会会员、养正社曲友等十余人组成，主要成员汪仰真、周承峰、钮 之。曲社延请曲师钱小

鹤拍曲授艺，组织社员开展曲叙、同期活动。社址初设在盛泽北大街培元公所内。民国１８年，迁至
北仲家弄浮山别墅。翌年１２月初，该社邀请嘉兴、嘉善、黎里诸曲友莅盛参与同期，为前辈曲友叶
桂云（系该镇建于清光绪初年曲社———陶然集创始人之一）等祝寿，咏唱昆曲折子戏２４折。民国
２６年，抗日战争爆发，金石书画会停顿，红梨曲社解散。

　　六、吴蟎集

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吴蟎集成立，为盛泽绸业界人士丁趾祥所创，地址在盛泽秀才浜仁和里，吴
蟎集研习昆腔词曲，着重粉墨登场，舞台彩排，成员有沈可庄、张贻谷等。苏州昆曲传习所朱传茗，

张传芳等是吴蟎集的座上客。１９３５年，出版《吴蟎曲报》，由孙忍佛编辑，为不定期刊，出版４期。
后吴蟎集的活动停止。

　　七、舜湖逸社

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逸社”京剧票房成立，由绸领业人士王荣生、孔乙一、施寿观、柳闲生，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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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７人发起组织。活动地点在盛泽施家花园花厅。民国２２年，“艺苑”京剧票房成立，由京剧爱

好者陈斌雄、陆鸣岐、仲绍新等人组织发起，活动地点在盛泽西白漾堤上“梅舫”旱船内。民国２４

年，舜湖逸社京剧票房成立，由“逸社”和“艺苑”两个票房联合而成，时添行头、置戏装，延请著名京

剧演员王奎芳、连奎良、沈少亭及琴师苑月楼授艺。舜湖逸社声誉鹊起，票房日趋红火，鼎盛时有近

百人。每逢节日、庙会，舜湖逸社京剧票房常在盛泽镇会馆、庙宇的戏台演出。民国３８年，舜湖逸
社为灾区义演。新中国成立后，舜湖逸社京剧票房由镇工商联管理，改为“京剧研究组”。１９５１年，

易名“盛泽镇业余京剧团”，到各地演出《将相和》、《甘露寺》等剧。为支援抗美援朝，于平望镇连演

３天３夜，演出所得全部捐献部队。１９６４年，票房划归镇手工业联社，改名“盛泽镇手工业业余京剧

团”。经常演出的剧目有《四郎探母》、《群英会》、《追韩信》、《三岔口》、《金钱豹》等，还自编自演

《董勇良》、《双枪老太婆》等现代戏。“文化大革命”期间，剧团解散，戏装道具被付之一炬，唯绣有

“舜湖逸社”四字的全套桌帏帐帘幸得票房管家熊顺生保护逃过一劫，现藏吴江丝绸陈列馆。

１９８７年底，在镇文化站支持下，唐幼良、熊顺生等人发起成立“盛泽镇京剧爱好者协会”，活动

地点在镇文化中心。１９９６年，并入“盛泽镇戏曲协会”。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４日，恢复“盛泽舜湖逸社京
剧票房”名称。至２００８年，有票友３０多人，年龄最大的９５岁，最小的７岁。老票友言教身传，新票

友虚心求教。票友除了清唱，还彩唱，上演折子戏，进社区、下农村，参加市、镇文艺演出活动，还与

上海、苏州、常熟、嘉兴、南浔、双林、平湖、海盐、杭州及本地松陵、震泽、芦墟的京剧票友进行联谊

交流。

　　八、同川业余剧社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７月２０日，同川业余剧社成立，社址在同里镇竹行埭怡兴鱼行内进。社长蔡
桂洲，副社长曹金春，社员２１人。同川业余剧社以“提高高尚艺术，激发民众教育”为宗旨，制定简
则８条。剧社设研究会，研究各种剧本及编演各种话剧，每月举行一次社务会，经费由各社员赞助，

剧社曾观演过《雷雨》。后因经费拮据解散。

　　九、同里工商联文工团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８月，同里工商联文工团成立。主要成员有工商界人士、社会上文艺爱好者。
曾演《唇亡齿寒》，现代京剧《卖国宴》等。文工团在春节、国庆等节日演出，亦即席客串京剧《打渔

杀家》、《苏三起解》等折子戏片断。１９５２年初，因人员分散，同里工商联文工团停止活动。

　　十、同里镇工会业余剧团

１９５０年，同里镇工会业余剧团成立。同里镇工会业余剧团以演出越剧、锡剧、沪剧等小型地方

戏为主，演员来自各基层工会文艺骨干。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剧团自编、自导、自演现代剧小戏，
徐文初编写的《让水》一剧，参加苏州地区文化局文艺调演，获得好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表

演唱《水乡放歌》、独幕锡剧《锁不住》等，参加吴江县文艺调演、苏州地区文艺会演。

　　十一、盛泽企业文工团

新中国成立初，盛泽纺织文工团成立。成员有高乐新、罗金珠、周天宝等人，演出现代锡剧《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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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的儿子》（反映拥军主题）、《雷雨夜》、《海岛黎明》等。同时商业系统成立商业系统文工团，主

要成员有何廉荪、马菊观等，以演沪剧为主，剧目有《向侬学习》、《罗汉钱》等。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

纺织文工团与商业文工团解体。

　　十二、盛泽镇业余评弹团与故事组

１９５８年，盛泽镇业余评弹团成立，团址设在文化宫。唐幼良、陈剑峰为负责人，团员有陆明荣、
叶笑等。演出节目，除传统书《珍珠塔》、《描金凤》、《秦香莲》外，还有自编现代中篇弹词《江姐》、

短篇弹词《青春之歌》等。１９６４年，教工故事组成立，扩建为盛泽镇中心故事组，与业余评弹团合

并，成员有许勇争、唐幼良、陈剑峰等，创作、演讲现代故事，有《焦裕禄》、《王杰》等，演出地点有工

厂、农村，公园、茶馆、车站等。“文化大革命”中业余评弹团解散。

　　十三、铜罗小百花越剧团

１９８０年６月，铜罗乡文化站办吴江县乡镇文化站最早的一个亦工亦艺的文艺小工厂，小工厂从
本地农村招收一批有文艺基础的男女青年，组成文艺宣传队，边当工人、边排练文艺小节目，逢时过

节到农村去演出，受到农民欢迎。后来演出队伍扩大，从杭州市越剧团聘请退休越剧演员吴玉萍做

辅导老师，排练演出越剧折子戏《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文艺宣传队向专业化发展，把演员

送出去培训，外聘专业表演老师、乐队老师、练功老师辅导，还得到上海市越剧界戚雅仙、毕春芳、尹

桂芳、张云霞等名家指点。宣传队业务水准有所提高后，就以“铜罗小百花越剧团”名义对外演出，

演出范围从铜罗本乡扩大到江、浙、沪毗邻地区，经济上自给自足。团长由铜罗乡文化站站长陈康

康兼任。铜罗小百花越剧团排练演出１０台越剧大戏及越剧折子戏，如《血手印》、《何文秀》、《是我

错》、《唐伯虎点秋香》等，创作演出越剧《团圆泪》。１９８４年，铜罗小百花越剧团停办。
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２日，上海《民主与法制》第二期刊登原铜罗乡小百花越剧团４名演员来信，并附

记者张黎新《本刊调查附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报刊文摘》、《新民晚报》等新闻单位，先后

报道。就此引起一场吴江县与上海《民主与法制》的笔墨“官司”。整个笔墨官司前后长达三个多

月，无果而终。

　　十四、青云文化站亦工亦艺剧团

１９８１年，青云文化站亦工亦艺剧团成立。１２位女演员，７位男演员。团长虞伟康。演出以越剧
为主，演出节目《白蛇传》、《盘夫索夫》、《珍珠塔》等，自编节目《爱婆婆》被苏州人民广播电台邀请

录音。演出范围主要在当地。１９８４年停止演出。

　　十五、南麻文化中心专业文艺宣传队

１９８４年，南麻文化中心专业文艺宣传队成立，１５人组成。１９８７年初，因宣传队工资停发而
解散。

　　十六、同里农民宣卷队

８０年代起，几近绝迹的同里宣卷，在同里以及周边地区农村又逐渐活跃起来。１９９５年４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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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镇小桥村民间老艺人芮时龙率先组织自己的演出班子，他们不但在本地农村巡回演出，还到了

江、浙、沪周边。他们能宣唱近百种宝卷，沪剧、越剧、锡剧、评弹、江南小调也能随口就来。１９９９

年，同里农民宣卷队被苏州市文化局评为“苏州市优秀业余文艺团队”。２０００年，获“吴江市首届特
色文化团队”称号。２００４年，中央电视台七套《乡约》栏目为同里宣卷特别制作了一档节目播出。

２００８年，同里农民宣卷队已拥有２１个分队。

　　十七、松陵戏曲联谊会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０日，松陵戏曲联谊会成立。联谊会以自娱自乐为主，参与者多为锡剧、越剧、沪
剧、京剧等爱好者。至２００８年，分别排演有《珍珠塔》、《秋香送茶》、《王老虎抢亲》、《双推磨》、《阿
必大回娘家》等多台锡剧、越剧折子戏。

　　十八、震泽镇地方戏曲联谊会

１９９２年，震泽镇地方戏曲联谊会成立，该会是老、中、青戏曲爱好者业余社会团体，会员４８人，
特聘艺术指导老师２人。联谊会主要骨干有陈炳贤、严国英、姚桂明、徐志荣、吴惠芳、姚斌等。会

员汇集越剧、锡剧、沪剧、黄梅戏等地方戏剧以及上海说唱、金陵塔调、结结缘调、小品、独脚戏等曲

艺品种学唱、学演，切磋技艺、交流心得。编印刊物《吴江赵迷沙龙》（震泽人特别喜欢越剧，赵迷即

上海尹派小生赵志刚迷的简称）、《流派特刊》及小型演唱材料。戏曲联谊会每周二、五为活动日。

１９９７年，会员姚斌被评为吴江市级机关“十佳青年歌手”；１９９８年联谊会获“苏州市业余戏曲（越
剧）演唱”优秀奖；１９９９年获吴江市“联华杯”电视大赛三等奖；２０００年获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千

年越剧大家唱比赛”铜奖；２０００年获“吴江市特色文化团队”称号。２００７年８月，姚斌的越剧《沙漠
王子·叹月》，获第三届江苏省戏曲“红梅奖”大赛业余组铜奖。至２００８年，联谊会自编自演近百

个节目，走进社区、乡村、企业、敬老院专场演出３０多次。

　　十九、吴江市曲艺表演艺术联谊会

１９９５年５月，吴江市曲艺表演艺术联谊会成立，由市文化馆组建。会员２７人。秦怡东任会长，
郁伟、陈培荣、严国英任副会长，郭祖民任秘书长。联谊会通过召开创作座谈会和会长工作会议，安

排文艺宣传工作。２０００年，停止活动。

　　二十、松陵艺术团

１９９５年松陵艺术团成立，团长由松陵镇文化站站长黄君垣兼任。松陵艺术团前身是创办于８０
年代后期的一支业余文艺演出队。艺术团有骨干演员２５人，部分成员是吴江县锡剧团、吴江县越

剧团的退休人员。艺术团“立足本镇、面向全市、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坚持“三下乡”，平均每年演

出５０多场。艺术团以演小节目为主，后根据农民需求排练大戏，如锡剧《珍珠塔》、越剧《错婴奇

缘》等。演出有《何文秀》、《王老虎抢亲》、《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打金枝》等传统折子

戏，以及《习惯》、《决不是小事情》、《滑稽大哥大》、《滑稽越剧》、《农信社就是好》、《十唱计划生育

好》等创作小品和说唱节目。松陵艺术团参与市文化部门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如新春团拜会、吴

江市艺术节演出以及广场文艺、社区文艺、拥军慰问、敬老慰问、兄弟乡镇及边沿省市戏剧联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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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创作是松陵艺术团的特色，方留洪的歌词《水乡夜曲》获全国第三届“群星奖”创作一等奖；黄

君垣的小品《他和她》、《盼》、《定位》、《房产》、《如此邻居》在各级各类的比赛中获创作奖或演出

奖。１９９９年，松陵艺术团获苏州市文化局“优秀业余社团”称号，被吴江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送戏

下乡先进单位”。２０００年，被评为“吴江市首届特色文化团队”。是年底，艺术团分散至社区开展

活动。

　　二十一、盛泽镇戏剧协会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盛泽镇戏剧协会成立，盛泽镇戏剧协会前身是业余京剧爱好者协会、京剧票房

“盛泽舜湖逸社”。盛泽镇戏剧协会下设４个分会，即京剧分会、越剧分会、沪剧分会、锡剧分会，有

会员１３０多名，年龄最高的８８岁，最小的１１岁。会长王利森，副会长陆寿康、周美珠。协会坚持每

天晚上轮流活动。以自娱自乐为主，节假日或配合镇上中心工作，集中举办文艺活动。参加文艺下

乡、联欢、节庆、市内外乡镇联谊演出等。协会演出的主要节目以传统戏为主，如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王老虎抢亲》、《碧玉簪》、《红楼梦》、《盘夫索夫》、《追鱼》，锡剧《珍珠塔》、《双推磨》、《玉

蜻蜓》、《孟姜女》，沪剧《雷雨》、《杨乃武与小白菜》、《卖红菱》，京剧《智取威虎山》等。１９９９年，盛

泽镇戏剧协会被苏州市文化局评为“苏州市优秀业余团队”和“吴江市送戏下乡先进单位”。２０００

年获“吴江市首届特色文化团队”称号。２００８年，盛泽镇戏剧协会已有京剧票房舜湖逸社、沪剧团、

锡剧团、越剧二团、越剧三团、飞翔越剧团、红艺越剧团、星光越剧团、目澜越剧团９个团队（包括

３个社区团队），２００多名会员。

　　二十二、江城京剧学社

１９９８年６月，江城京剧学社成立，社长朱菊官。２０多名京剧爱好者参与。江城京剧学社是

松陵地区成立比较早的一个社团，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文场乐器全部配齐。学社虽以自娱自

乐为主，但也经常与其他票房开展联谊交流活动，如与震泽业余京剧学社、盛泽京剧爱好者协会、

嘉兴工人文化宫京剧队、昆山京剧票房等进行联谊活动，在江浙周边极有影响。江城京剧学社保

留的主要京剧剧目有《龙凤呈祥》、《状元媒》、《搜孤救孤》、《红灯记》、《西施》、《打龙袍》、《苏三

起解》、《凤还巢》等。２００３年，学社获苏州地区京剧票友大赛二等奖。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日，江城

京剧学社在鲈乡山庄会议中心举行学社成立十周年票友联谊演唱会，来自松陵、盛泽、震泽以及

江阴、嘉兴、苏州吴中区等地的１３０多名京剧票友参加了演唱会，票友们上演京剧唱段近５０个，

参加演出的票友年纪最大的９５岁，最小的６岁。２００８年起，面临社员老龄化问题，学社便担当

起弘扬京剧的责任和义务，送京剧进校园。社员们自掏腰包，购买本子、笔，收集京剧常识５０问，

采取竞猜互动方式，为学生示范演出京剧名段。在吴江高级中学体育馆里，１０００多名学生济济

一堂，气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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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音乐、舞蹈、文艺社团

　　一、盛泽风雨歌唱团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盛泽风雨歌唱团成立。是年，日军侵华，原《盛报》的徐因时回盛泽组织一
知读书会，联合各界青年宣传抗日救国，教育界人士积极响应，将一知读书会发展为风雨歌唱团。

该团得到“三高”小学校长章以文的支持，他腾出一间教室作为歌唱团本部，每日教唱救亡歌曲。

八月初，风雨歌唱团在全县各镇巡回演出，举行街头讲演。“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后，歌唱团成

员参加抗敌后援会组织，为过境抗日兵员运送茶水干粮，并到浙江嘉兴、嘉善各地宣传。在日军侵

华危亡之际，盛泽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可圈可点。

　　二、同里青年服务团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８月１３日，淞沪抗战爆发，在上海、苏州等地读书的同里籍大中学校学生纷
纷回家避难。９月１５日，青年学生袁珊珊、王锦帆、费家

J

、顾葆恒等人发起组织由青年教师、医生、

职工及大、中学生组成的“吴江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同里青年服务团”。服务团设宣传、总务、发

行、征集、慰问等部门。青年服务团”成立后，在顾葆恒、费家
J

、王天骥等人带领下进行抗日宣传鼓

动工作。他们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抗日宣传队，教唱《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抗敌

歌》等抗日歌曲，排演《罗店之夜》、《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活报剧。组织慰问过境难民、伤兵、部

队。服务团还出版油印小报《捷报》，借来一架旧无线电收音机，收听记录，及时报道淞沪抗战战

况，进行宣传活动。在一无经费、二无经验情况下，坚持办了四个多月。

　　三、盛泽业余民乐团

１９６２年，盛泽业余民乐团成立。文化站长单子良、盛泽中学音乐教师周煜祥和各厂文工团一
些乐队骨干共同发起组建。民乐团由盛泽文化站负责管理，周煜祥任指挥，成员有王益民、陈书林、

萧海铭等三十余人，有各工厂业余文工团乐师，也有部分教师。民乐团排练演奏的有流行经典乐曲

《夜深沉》、《金蛇狂舞》、《喜洋洋》、《步步高》、《雨打芭蕉等》，舞曲《荷花舞》、《哈萨克舞》等。在

此基础上，周煜祥发掘整理盛泽地方乐曲，改编吹打乐《巧胜曲》。演奏《巧胜曲》配器有唢呐、二

胡、月琴，关键的是必须配一套被戏称为“馄饨担”的打击乐器小鼓、扁鼓、点鼓和七音锣。新生厂

的老职工马永林擅演此曲，后有传人徐祖贻、沈志祥。演出除了行街，大多在文化宫。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年，民乐团声势极盛，观者如堵，一度风靡全镇。１９６６年停办。

　　四、梅堰镇龙北舞龙队

４０年代，梅堰镇龙北舞龙队由龙北村村民陈金官、陈顺官发起成立。舞龙队队员在农闲时练
习，逢时过节舞龙。“文化大革命”期间，舞龙队停止活动。１９８３年，舞龙队重建，由陈金官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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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参加镇元宵节庆祝演出。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５年分别参加吴江市首届、第三届艺术节演出。１９９６

年，在苏州市第九届运动会“白丽杯”舞龙表演赛中获表演奖。１９９７年应邀参加“同里之春旅游电

视大奖赛”舞龙表演。１９９５年冬，江苏电视台、吴江电视台到龙北村联合拍摄《舞龙人》电视专题
片。１９９９年，梅堰镇龙北舞龙队被苏州市文化局评为“苏州市优秀业余文艺团队”，被吴江市文化

局评为“吴江市特色文化团队”。

　　五、吴江县文化馆星光艺术团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吴江县文化馆星光艺术团成立。负责人陈剑荣。１９９４年停办。

　　六、七都缫丝厂女子轻音乐乐队

１９９０年，七都缫丝厂女子轻音乐乐队成立，辅导老师陈剑荣。演员主要由丝织厂职工兼任。
建立乐队，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提高文体活动品位，是丝织厂创建文明单位的一个重要项目。

女子轻音乐乐队曾得到市（县）委宣传部赞赏，苏州、湖州、浙江电视台分别作过报道。１９９２年下半
年，女子轻音乐乐队停办。

　　七、梅堰实验小学铜管乐队

１９９２年，梅堰实验小学铜管乐队成立，初办时３６人，３０件乐器，后增至７０人，６５件乐器。是
年，参加市教师节庆祝大会演出。１９９３年，参加市小学生运动会开幕式表演。１９９４年，参加中学生

运动会开幕式表演。１９９５年，吴江市铜管乐鼓号大检阅获三等奖。１９９６年，市全民运动会开幕式
吹奏评比获二等奖。１９９７年，市铜管乐演奏乐队比赛获二等奖。１９９９年，市“农信杯”吴江市少先

队建队５０周年铜管乐队比赛获一等奖。２０００年，全市中小学生合奏比赛获三等奖。２００２年，停止
活动。

　　八、吴江市国际标准交谊舞学会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吴江市国际标准交谊舞学会成立。会员六十余人。朱永兴任会长，沈士

芳、蔡福音、金永华、周秒裘、冯仲衡任副会长。１７日，吴江市国际标准交谊舞学会获苏州市“申江
杯”交谊舞邀请赛团体冠军。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吴江市交谊舞、拉丁舞大赛在松陵镇商城舞厅举

行。１９９８年８月，交谊舞学会组织参加“太湖明珠杯”苏州交谊舞精英大赛。２０００年后，逐渐停止
活动。

　　九、吴江宾馆艺术团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吴江宾馆艺术团（简称江宾艺术团）成立，负责人陈建忠，艺术总监陈剑荣，演员
２２人，骨干演员有屠晨辉、王初江、郑雪芳。江宾艺术团为宾馆的宾客及市重要会议、重大经济活

动、节庆活动助兴演出。曾举办“春之声综艺晚会”、“闹元宵”、“敬老专场”、“拥军专场”、“广场文

艺晚会”、“八一军民联欢”、“送戏下乡”、“香港回归”、“妇女节联欢”、“庆七一机关文艺演唱”、“大

发电器文艺晚会”等。１９９９年，江宾艺术团被评为“苏州市优秀群众业余文艺团体”。２０００年获

“吴江市首届特色文化团队”称号。２００３年后，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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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震泽老年体协腰鼓队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震泽老年体协腰鼓队成立，队员２４人，平均年龄６１岁，最大６８岁。队长李

剑影，副队长沈秀华、程振华、沈国华。队员２４人。腰鼓队以腰鼓为主，兼健身舞蹈、健身球类，根
据不同表演场地自编自排各种不同队形和鼓点打法，每套动作有８种以上花样，如风车形、蝴蝶形、

方队形等。腰鼓队参与本镇和外地各种娱乐演出比赛活动，如春节、国庆的文化下乡；慰问敬老院；

宣传《体育法》；宣传农村的税费改革；迎“八一”等演出活动。１９９９年９月，获苏州市“观前杯”老

年腰鼓表演赛第二名；１０月，在南京获“江苏省健身球观摩表演赛”优秀表演奖；２０００年２月，队长
程振华，领队沈秀华，队员发展至３１人。５月，在丹阳获“江苏省２０００年老年健身球比赛”优胜奖；

１０月，获“苏州市首届老年健身比赛”最佳表演奖。是年，被市文化局评为“吴江市首届特色文化团
队”。至２００１年，开展各种娱乐、演出、比赛活动４７０多次。２００３年，获“吴江市第九届运动会腰鼓

比赛”第三名。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度、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度被吴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评为先进集体。２００４
年１１月，获“吴江市健身球观摩交流赛”第二名。２００６年３月，队长倪琪华，副队长沈国华。２００７

年，队员１２人。２００８年参与吴江市“迎奥运、文体展示活动”。

　　十一、芦墟山歌社

１９９８年，芦墟山歌社成立。社长郁伟，名誉社长张舫澜、张俊，秘书长杨敬伟，金熙、马汉民、徐
文初、秦怡东为名誉社员，１９９２年成立的芦墟镇中心小学少儿山歌班８０名学生作为集体社员参加。
社员１２９名。详见第二篇第四章第三节。

　　十二、平望镇木兰舞蹈队

２０００年，平望镇木兰舞蹈队正式成立，队员２７名，是平望镇１６支民间文艺团队之一。陈江莉
是这个团队骨干成员，为了提高舞蹈水平，陈江莉先后参加苏州舞蹈培训班、吴江市拉丁舞培训班，

她学会了什么，就回到协会里加以推广，只要别人愿意学，她就倾囊相授；如果有演出任务，她就积

极组织创作排练，没有任何怨言。她说：“只要大家一起跳舞能强身健体，能为我们平望的文化事业

出点儿力、争得荣誉，比什么都好。”舞蹈队自创节目《跟着红歌扭起来》参加市“十镇（区）联动”的

各镇巡演。舞蹈队成立以来，先后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各级文艺表演和比赛，取得过不少成绩。

２００８年，被评为“苏州市优秀文艺团队”。

　　十三、松陵镇金霞舞蹈队

２００１年，松陵镇金霞舞蹈队成立。舞蹈队成员平均年龄５５岁以上，由退休老妈妈组成。舞蹈
队不用政府一分钱，自己设计制作服装道具，自请编导排练，送戏下乡，到敬老院、部队、外资厂慰问

演出。参加吴江市“十镇（区）联动”广场文艺巡回演出、松陵镇春节戏曲会和社区文化系列活动。

２００３年，获苏州市妇联“十佳农村业余文体团队”称号。２００５年，参加澳门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澳

门中老年金莲花艺术大赛”，舞蹈《好收成》、《锦上添花》获一等奖、二等奖。２００６年，参加新加坡音
乐舞蹈家协会“国际‘胡姬花奖’乐龄舞蹈、服饰风采艺术大赛”，歌伴舞《苏州好风光》、舞蹈《花姆

姆》分获大金奖、大银奖，并获组织金奖。２００６年，被苏州市评为“苏州市优秀业余文艺团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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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演出５０多场次。２００８年，参加上海“金夕年华”中老年才艺邀请赛，《社保情暖》、《牡丹之恋》获
白玉兰大金奖，并获组织奖。至年底，舞蹈队创作排演３０多个节目，先后演出２００余场。

表５４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部分年份吴江市业余文艺团队、骨干一览表

镇　名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个 人 个 人 个 人 个 人 个 人 个 人 个 人

松　陵 １０ ８００ １０ ９００ １０ ９００ １０ １２００ １１ ３００ ６ ５００ ４４ ６９１１

盛　泽 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４ １９１０ １０ ４２０ １０ ４２０ ８ ４２６

震　泽 ９ ４００ ９ ４１５ ９ ４５０ １０ ４６０ １０ ４００ ６ ２４０ ６ １４２

平　望 — — — — — — ６ ２２０ ５ １５０ ７ ２３０ ６ １４７

黎　里 ６ ８４ ６ ７２ ６ ６５ ５ ６２ ６ ７２ ３ ２５ ６ ８４

芦　墟 ９ １５０ ９ １５０ １０ ４００ １０ ４００ １４ ４６０ １５ ３７５ ２０ ６９３

同　里 ５ １２０ ５ １２０ ５ １２０ ５ １２０ ６ ８０ １１ １００ １３３ ２２３

八　坼 ２ ２８ — — — — ５ ５０ 并入松陵镇

菀　坪 — — — — — — ２ ２０ ２ ２０ １ １０ — —

横　扇 ８ １５０ ７ １００ ６ ８０ ５ ４０ — — ２ ３０ １ ２０

庙　港 ５ ６０ ４ ４８ ４ ４８ ４ ４８ ６ ７８ １ ６ — —

七　都 — — — — — — ５ ３２ ４ ２８ ３ ２４ ４ ２３

八　都 ５ ６０ ５ ４０ ５ ４０ ５ ２１ ５ ２５ ２ １６ — —

屯　村 １２ １３０ １３ １５０ １３ １５０ １３ １５０ １８ ２５０ 并入松陵镇

金家坝 ４ ５０ ５ ８０ ６ １００ ５ ８０ ８ ２００ ９ １３５ — —

北　厍 ４ ２８ ４ ２５ ４ ２２ ５ ４０ ７ ５２ ７ ５０ — —

莘　塔 — — — — — — ４ ４８ ６ ８２ 并入芦墟镇

梅　堰 １７ ２５０ １７ ２５０ １７ ２５０ １７ ２６２ ８ １５２ ８ １４５ — —

坛　丘 ４ ４８ ４ ５２ ４ ４４ ４ ５４ 并入盛泽镇

南　麻 — — １ １８ ２ ３０ １ １５ ３ ４５ — — — —

铜　罗 １０ ３３４ １１ ３３６ １０ ３３６ ９ ３１４ ６ １７８ ８ １２０ — —

青　云 ８ １２０ ８ １２０ ７ １０２ ５ ４８ ３ ４６ 并入桃源镇

桃　源 ５ ２００ １２ ３００ １０ ２１０ １２ ２４０ １１ ７０ ６ ７０ ３ ５６２

第五节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始建，是综合性业余群众文艺团体，１９６５年，得到快速发展。
１９６６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迅速发展到城镇与农村的最基层，其数量之多、普及率之广、参与
人数之众、宣传内容之集中（为政治斗争服务），为吴江业余群众文艺团体之最。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７个大镇、２３个人民公社小集镇以及所有生产大队、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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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矿企业、医院、学校、机关都相继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全县近千个，参与者万余人。毛

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取代当时的一切业余群众演出组织，包括职业剧团，整个文艺演出舞台均被其

占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要组成人员为下乡插队的城镇知识青年，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文艺

专长的农村青年，以及原７大镇、２３个人民公社、厂矿企业、医院、学校、机关的所有文艺骨干。毛泽

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要任务是：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宣传“红卫兵”上街

破“四旧”、大串联；宣传“造反派”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宣传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宣传“夺权斗争”；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宣传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学习洪泾大队、学习小靳庄；宣传“三忠于”、“四无限”；大唱毛主席语录歌；大唱革命

样板戏；跳忠字舞等。其演出形式，有戏剧，如锡剧、越剧、沪剧、京剧等；有曲艺，如评弹、相声、小

品、说唱、快板等；还有舞蹈、歌曲等。舞台艺术形象，以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为主。演出服

装以黄军装（皮带束腰）、黄帽子、黄裤子、黄跑鞋为主，演出道具离不开《毛主席语录》本（时称红宝

书），红宝书捧在手里，红色袖章戴在臂上，毛主席像章挂在胸前。红旗作为道具的使用率也比较

高。“冲、冲、冲”，“斗、斗、斗”，“最、最、最”，“忠、忠、忠”成为舞台上使用频率很高的台词。宣传

队外出演出，不坐船、不乘车，步行到目的地。走在前面的人高举宣传队队旗，昂首阔步。在行进

中，队员们边走边唱歌，常唱的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定决心》、《造反有理》等，有时

还要喊上一两句口号。演出时间绝大部分在晚上。演出场地多数在农村，以露天打谷场为主，由农

民用门板或桌子搭个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台”，台前装一到两只高音喇叭，有供电的地

方接几盏电灯，没有供电的地方点几盏汽油灯，高音喇叭就只能用干电池扩音机将就。台口拉一条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横幅，有的台口左右还挂上两条竖幅，内容一般是结合演出剧情，

写上相应的毛主席语录。演出开始前，节目主持人一手拿话筒，一手捧着“红宝书”（有的把红宝书

装在用红布专门缝制的袋子里，系上背带，横挎肩膀，挂在腰间），大踏步走到台口，面对观众，高声

朗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１～２条。朗诵的方法，大部分以“毛主席教导我们”作为

引子，引出要朗诵的毛主席语录，以示演出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的。有的也直接用“最高指

示”、“最新指示”为引子。朗诵者音量要高，而且要有力。毛主席语录的内容根据演出“剧情”确

定。有的宣传队在演出结束时也要朗诵１条“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以示谢幕，有的则不。在

演出“高潮”时段，演员或节目主持人就得不定时地喊上几句如“毛主席万岁”、“造反有理”、“千万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誓死捍卫毛主席”等革命口号，甚至导引观众集体高呼，场面气氛非常炽烈。

还有，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宣传队员就得立即组织宣传。如果在晚上通过媒体发表的最新指

示，不管盛夏还是寒冬，即使睡在被窝里的宣传队员，也得爬起来，成群结队，敲着锣，打着鼓（有的

还放鞭炮），连夜挨家挨户宣传上门，第二天还得三五成群到田头、场头、街头进行宣传，其间，还要

高喊“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

到底”等口号。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整整持续了１０年。把演出作为严肃的

政治任务来完成，几乎每天都要演出，有在本大队演出，也有与邻近大队相互交流演出，也有与邻近

公社进行交流演出。县里每年要举办１～２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调演、会演，以示对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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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鼓励，对宣传演出的肯定。至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以后，演出势头日趋减弱，演出内容也从

“疯狂”的个人崇拜转向了以宣传最新指示、“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唱革命样板戏为主，

但基本的政治格调没有变。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

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第六节　美术、书法、摄影社团

　　一、同里乐安书画社

清光绪（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初年，同里乐安书画社成立，是书法家任莱峰（任矨瓒）、画家陆廉夫（陆

恢），邀集陈之伟、周卓岩（周之桢）、沈洪礼等人在同里组成的书画社。乐安社以切磋书画艺术为

宗旨，社址设在同里道士埭任家厅。清光绪十六年，陆廉夫举家迁苏州，乐安书画社活动停止。

　　二、同里画社

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同里画社成立。由严三和、钱祥春等１０余人组成，社址在严家环秀山

庄，请苏州名画家樊少云为师，初画山水花鸟，后攻墨梅、墨兰，画室四周植梅，室内悬有银杏木刻

“梅坞”大幅匾额。

　　三、盛泽红梨金石书画会（盛泽红梨书画会）

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１１月２日，盛泽红梨金石书画会（盛泽红梨书画会）成立，发起人汪仰真、王

子宪、孙景濂、张泰然等，成员有张贻谷、吴野洲等４０人，画家王镜斋为会长，张泰然、汪仰真为副会

长。翌年，钱云鹤为名誉会长。红梨金石书画会以交流知识、研究书画为宗旨，会址设在培元公所。

每年春秋两季，举办作品展览会。盛泽沦陷后，会员解散。汪仰真于上海寓所辟红梨雅集，时与会

友联络研讨。因会员迁沪者日多，遂商议在上海复会，会址在九江路７６８号２楼，设分会于盛泽目

澜洲公园，发起人汪仰真、朱乐余、张贻谷等人，会员有王镜斋、吴嘉行等数十人。红梨书画会有多

幅民国年间的书画作品留传至今。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４日，红梨书画会复会，会址设在镇文化中心。会员约５０人，分书法、美术，篆刻

３个组。刘亚明任会长，陆士逵任副会长。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会员张辛题、陈隆奎、高铁城、高智海、张

贻忠、刘亚明的书画作品，均在市、省级参展并获奖。２０００年，盛泽镇红梨书画会被吴江市文化局

评为“吴江市特色文化团队”。至２００８年底，该会有会员５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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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时任中共中央
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叛党叛国，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的一架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外逃，凌晨２点２５分在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依德尔莫格县苏布
拉嘎盆地贝尔赫矿区以南１０公里处坠毁，机上９人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９·１３”事件。



　　四、盛泽白马画社

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盛泽白马画社成立，发起人吴野洲、仲肇基（绍骥）、吴嘉行、徐北汀等，社址

设在上海老城北门，后迁至江苏吴江盛泽镇，社址设在遥葭坝（今姚家坝）。在苏州设分社，社址在

平江路。民国２６年抗日战争爆发，白马画社迁回上海，设址于旧城老西门。白马画社专办函授，全

国各地国画爱好者报名参加学习，学员众多。举办约２０年，培养艺术人才成绩显著。民国３７年停

止活动。

　　五、桐华艺术社

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桐华艺术社成立，社址在同里镇公所内，由沈柏生主持。沈柏生是袁培基弟

子，擅长山水画。艺术社举行过画展，邀请盛泽红梨金石书画社参加，一时称盛。民国１９年，桐华

艺术社解散。

　　六、“三·二五”木刻社

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同里“三·二五”木刻社成立。发起人同里泰来桥国民学校青年教师俞承

钟、严君豪等，金文藻为社长。木刻社初创阶段，以《抗战八年木刻选》、《拙刀集》为范本，摸索摹

刻。先后出版画刊《幼苗》４期。主要作品有《拉纤》、《老农》、《纺纱》等，借用民教馆，展出木刻作

品。民国３６年６月４日，邹月娥惨案发生，木刻社成员连夜赶制刻印《邹月娥烈女遗像》，由王振

亚造像，金文藻操刀刻制，其他成员通力印刷，一夜间赶印几百幅，一清早，上街分发、张贴，鼓动舆

论，配合全镇人民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采取某些符合民意的措施。

由于受《抗战八年木刻选》中艺术形象的影响，木刻社社员创作作品的群众性、艺术性较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社员分散，同里“三·二五”木刻社停止活动。

　　七、盛泽镇青年金石书画艺术学会与舜湖印社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盛泽镇青年金石书画艺术学会成立，由新民丝织厂青年职工傅建东创建。

傅建东师事苏州篆刻家张寒月，任会长，陈永泉任副会长，张胜荣、顾剑秋等为理事，会员２０余人。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舜湖印社成立。傅建东任社长，顾四维任副社长，陈永泉、冯宝英、张贻宗、朱春华任

理事。会员由参加社、市以上书法篆刻比赛或展览的作者组成。镇青年金石书画艺术学会与舜湖

印社两块牌子，实际因人员重叠，活动都是合并在一起的。２００５年，陈永泉任会长、社长。２００８年，

举办迎奥运金石书画展览。是年，会员３０余人。

　　八、吴江市书画研究会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５日，吴江市书画研究会成立，选举翟秀生担任会长，王文达、杨永耕为副会长，徐

容深为秘书长，潘善之、于孟达、朱士声聘为顾问，徐穆如、凌立如、吴民先聘为艺术指导。市书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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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月娥惨案，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九军官队队员刘克明等５人闯入同里镇南濠弄小学教师邹月娥家中，强
行借宿，并将邹月娥轮奸致死。



究会以研究探讨书画理论为主，发掘、整理、评价吴江传统书画艺术及其史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旨在吴江书画创作得以创新发展，立足于出人、出作品、出成果。市书画研究会挂靠在市文联。

初创时有会员２１人（朱庚桥、王稼冬、高铁城、华建平、李骅、徐容深、王永昌、楼六曙、凌在纯、马中
骏、凌淦群、戴林炎、徐文江、屠 、许建华、李则敏、陈九奇、张幸亏、章德延、陈景龙、吴铮），１９９０年，

增至２８人。会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１次，会员通过书画创作、撰写论文、收集名人轶事、观摩作品，
交流创作心得，总结书画学习经验。研究会会员除了书画作品在全国各大展览中入选、获奖外，许

多会员的专业论文也纷纷在国家级、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不少会员还有个人专辑出版。研究会经常

举办书画展，如１９９０年，举办《吴江保险书画展》，１９９３年，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１００周年诞辰书

画作品展》等。研究会还组织会员参与社会活动，如“八一”建军节拥军活动，与企业联谊笔会，参

加台协妇联慈善义拍活动等。研究会组织会员参观桐乡钱君陶艺术馆、丰子恺纪念馆、古镇周庄和

苏州十老翰墨展。２００１年５月，市书画研究会通过古吴轩出版社出版《吴江市书画研究会作品

集》，在吴江宾馆举办首发式暨作品展。２００７年８月，为集中反映市书画研究会成立２０年书画研究
成果，出版《吴江市书画研究会二十年》大型书、画、文集，在市图书馆举行首发式。２００８年，研究会

例行召开会员作品交流会与年度座谈会。

　　九、桃源农民书法篆刻学会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桃源农民书法篆刻学会成立。沈家林任会长，钱惠芬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会员
３１人。成立当天，展出作品４５件。著名书法家徐穆如为协会题写“书艺千秋”４个大字。１９９８年
起，学会活动逐渐停止。

　　十、吴江市硬笔书法协会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８日成立。现为吴江市书法家协会二级协会。

　　十一、盛泽镇老年体协书画组

２０００年３月成立，由离退休干部、教师、企事业单位职工２４人组成，陆士逵任组长。２００８年，
筹备盛泽镇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书画展。

第七节　收藏社团

　　一、吴江市集邮协会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日，吴江县集邮协会成立，会员４６人，首任会长吴大伟，副会长缪根法、周一非，
秘书长杨兴华。１９８５年，集邮协会由民间文化团体转变为挂靠邮电部门的法人社团。吴江市（县）

集邮协会先后聘请潘善之、周炯之、陈铁民、沈荣法、胥锦荣、吴菊忠、钮维浩等为名誉会长。第七届

理事会由会长常建雄，副会长黄明荣、钟癹、张志远、何培冠、张国生、陈强，秘书长殷丁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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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鑫、丁斐、陈斐等３４位理事组成，下设学术组、宣传组、财务组、邮展组、邮品调剂组，《吴江邮

讯》编委会、青少年集邮工作委员会等，指导全市基层集邮组织开展活动。

１９９７年，市集邮协会和市教委、吴江日报社、市邮政局联合举办“庆香港回归中学生书信比赛、
小学生明信片设计大赛”，收到书信１３０９２篇，明信片图稿８０５３件。１９９９年，市集邮协会和市教委、

市邮政局联合举办“吴江市青少年学生《集邮与澳门》知识竞赛”，１１所中学参加活动。２００１年４
月７日，国家邮政局发行“水乡古镇”邮票，其中一枚为同里镇，吴江题材首上国家名片，市邮协配合

同里镇举办邮票首发式。是年６～７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市集邮协会与市教委、市
团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我心中的歌”集邮征文活动。是年底，松陵、盛泽等１９个

镇和吴江化肥厂、吴江第二人民医院、盛泽热电厂等单位集邮爱好者及老干部成立集邮协会和集邮

大组。

至２００８年，吴江市集邮协会举办市（县）级邮品展１７次；组织邮集参加苏州市、江苏省、全国乃
至国际邮展；先后发行“首届艺术节”、“撤县设市”、“柳亚子旧居开放”、“吴江解放３５周年”、“吴

江解放５０周年”、“张应春遇难６０周年”等数十枚纪念封；集邮协会配合邮政局为政府中心工作刻
制几十枚邮政宣传戳和风景日戳。市集邮协会２０位会员４０部（次）邮集获市、省、全国、国际奖。

每年数百篇邮文在市、省、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平望镇集邮协会的２辑《邮文汇编》获全国民间邮讯
优秀奖，平望会员范文光的《邮苑琐语集》获“９６年全国邮文展览”银奖，张志远的《浅谈繁荣集邮

文化的几个前提条件》入选江苏省集邮文化研究论文汇编。张志远、唐志祥、凌行可、洪承熙的集邮

论文入选《苏州市集邮文化研究论文汇编》。杜家鑫的论文入选《江苏集邮文萃》。吴江市集邮协

会先后被评为苏州市、江苏省、全国集邮先进集体，苏州市民政局先进社团。

　　二、吴江市钱币学会

１９８５年７月，吴江县钱币学会成立，会长姚春泉，副会长吴根生，秘书长孙树云，理事韩铎、吴国
良、凌在纯等，会员２８人，会址在松陵镇县府街１４号中国人民银行吴江市支行内，后迁址松陵镇油

车路４９２号。吴江县钱币学会原名“吴江县钱币研究会”，是由吴江市货币工作者、钱币研究者、钱
币收藏者和钱币爱好者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群众团体，业务主管为中国人民银行吴江市支行。

１９８８年，副会长吴根生开办私人钱币博物馆。自１９９０年起，县钱币学会组织４９批次２０５只品种的
纪念币、纪念章、卡及古钱币珍品系列纪念章，供钱币爱好者收藏。１９９１年，县钱币学会根据国家

《关于加强对古钱币抢救保护工作的紧急通知》和省人行、文化厅《关于征集古钱币的通知》及吴江

文化局、供销社、农行、人行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古钱币及其他文物抢救保护工作的通知》精神，从

工厂、供销部门先后抢救古钱币４００余公斤，５２公斤捐献给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作为省人行
成立的江苏省钱币陈列室的藏品。１９９４年５月，吴江市钱币学会平望分会成立，奚天然为分会长，

周茂哉、朱明发等为副会长，分会会员７６人。平望分会成立时举办钱币展览会。１９９６年起，市钱币
学会分别组织参加由全国钱币学会等单位举办的历届中国国际钱币博览会；参观苏州市及上海市

中日钱币展览会；与昆山、常熟、太仓、张家港等同行学习交流；参加三次苏州钱币学术研究会，发表

学术文章数篇。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钱币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理事会，由会长姚春泉，副会长
吴根生、鲍玉玉、李丹宇，秘书长王林，理事奚天然、吴国良、韩铎、孙树云等９人组成。聘请沈建薇、

吴菊中、吴海标、徐静柏等为学会顾问，中国人民银行吴江市支行行长殷建民为名誉会长，市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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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行长为名誉副会长。至２００８年，会员５２３名。

　　三、吴江市文物之友协会

１９８６年５月，吴江县文物之友协会成立，协会常设机构在县文物管理办公室（松陵公园内），初
期会员７６人，后１１８人。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盛泽镇成立吴江市（县）文物之友协会盛泽分会。
１９９０年５月后，协会设在吴江县文化局机关内。撤县设市后，吴江县文物之友协会更名为吴江市文

物之友协会。协会第一届会长顾安若，副会长吴国良、陈明兴；第二届会长顾安茗，副会长吴国良、

陈明兴、徐方平、费子文。第三届会长吴国良，副会长徐方平、费子文。吴江市文物之友协会是文物爱

好者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团结文物爱好者，参与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国家各项

文物保护政策法令，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文物信息，协助文物部门做好文物抢救保护工作，普及文

物知识。文物之友协会编印有关文物保护资料，刊出《文物之友》３３期。１９９５年协会停止活动。

　　四、盛泽文物钱币协会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盛泽文物钱币协会成立。首任会长刘建平，副会长王福明、沈明华，秘书长
沈明华（兼），会址设在济东会馆。后经换届改选，会长沈明华，秘书长裘一鸣。会员４７人。会址改
设在盛泽镇文化中心。１９９８年，会址迁至徽州会馆门厅。１９９９年，举办庆祝澳门回归座谈会；配合

镇政府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先蚕祠的修复工作。２０００年，理事会人员赴北京进行金石书法文博学

术交流活动。２００１年，举办盛泽弄堂文化研讨会；协会进行理事会换届工作。２００２年，配合第三届
丝绸文化节，举办文物钱币藏品展览。２００３年，接待上海博物馆文博专家组人员到盛泽进行文博

考察与学术座谈；配合政府修复位于史家浜苏嘉铁路７５号桥侵华日军炮楼。２００４年，调研运河盛
泽段遗存；理事会人员赴台中与清溪文化协会进行书画文博考察交流活动；举办“正确处理地方文

物保护与个人收藏的关系”学习讨论会。２００５年，举办春节文物书画藏品展览。２００６年，调研吉桥
村万安桥的保护工作；配合第七届丝绸文化节活动，举办丝绸文物个人藏品展览；元青花瓷专家张

浦生到盛举办瓷器收藏学术讲座。２００８年，会员７４人。

　　五、吴江市职工收藏协会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０日，吴江市职工收藏协会成立，职工收藏协会是收藏爱好者自愿参加的群众团
体，苏州市收藏协会的团体会员。首任会长张新荣，常务副会长庄荣春，副会长胡元章、华建平，秘

书长章德贤。会员４５人，后发展至５１人。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０日，在吴江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第一届藏

品（书画）展览。２００３年，协会停止活动。

　　六、吴江市收藏协会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７日，吴江市收藏协会成立。市收藏协会由吴江市民间收藏爱好者自愿组成，受
市文联和市民政局指导和管理，是吴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团体会员。地址在吴江市松陵镇

鲈乡南路２２７７号吴江市社区服务中心内。编印内部刊物《吴江收藏》。在松陵、盛泽等地设立活动
中心。首批会员６２人。名誉会长：张克明、陈金根；名誉副会长：范建龙、常建荣、钱国良；顾问：徐

静柏、张正望、杨震华、吴根生、徐黎倩；会长：吴正明；副会长：顾晓峰、华建平、刘志华、萧海铭；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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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吴正明（兼）；副秘书长：萧海铭、王庆、王瑾、刘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协会常务理事吴小刚收藏的部分佛像在《苏州收藏报》２００５年５期刊登，苏州电

视台进行专题采访。１２月，市收藏协会与市社区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吴江市“民间藏品免费鉴定
会”。２００６年２月，协会与电视台专题部合作，制作“收藏吴江”专题节目。３月４日，市收藏协会芦

墟活动中心在临沪经济区芦墟镇正式揭牌成立，活动中心设在芦墟镇文化中心内。１２月５～６日，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教授张浦生到吴江与藏友互动交流。２００７年４月

１２日，吴小刚“万缘堂”民间木雕佛像博物馆在同里开馆。５月１日，吴小刚６０余件木雕佛像藏品
在吴江博物馆展出。６月２８日，协会选送顾晓峰等１０人的２３件藏品参加“苏州市民间藏品精品

展”。９月１７日，“史仲达民间花钱收藏展”在吴江博物馆举办。２００８年，协会４位会员通过正规学
习和考试，获得江苏省首批“艺术品鉴定师、艺术品评估师”认证培训证书。

　　七、吴江市文物书画鉴赏保护协会

２００７年６月，吴江市文物书画鉴赏保护协会成立，挂靠在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协会为
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首批会员５６人。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在吴江静思园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

《吴江市文物书画鉴赏保护协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王卫平、王柏年、华金龙、朱永兴、

张计国、张国生、杨应福、胥锦荣、梁云龙；胥锦荣为会长；王柏年、张计国、杨应福、梁云龙为副会长；

朱永兴为秘书长；聘请曹雪娟和张克明为名誉会长。市文物书画鉴赏保护协会是吴江市文物书画

爱好者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协会举办讲座、培训班、报告会、品赏会、鉴宝会、展览会，组

织考察参观、编印书画专集等，提高会员文物、书画鉴赏与保护知识水平，推动会员对文物、书画的

研究、保护，对成绩显著的人员给予表彰。协会接受市文广局委托的各项任务。

第八节　其他文化社团

　　一、同里雪耻学会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陈去病邀集同邑金松岑、柳念曾（柳亚子之父）、范蔼人（范烟桥叔
父）、薛公侠等，在同里创立“雪耻学会”，意图雪耻救国。学会以积极宣传维新、唤醒国魂、砥砺气

节、救国图存为宗旨。维新变法失败后，陈去病等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益不满。清光绪二十九年

六月，陈去病在《江苏》上发表《革命其可免》一文，揭露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嘴

脸，主张反清革命，学会也由维新转向反清斗争。

　　二、同川学会

民国７年（１９１８），同川学会成立，会所设在同川小学。同川学会以“联络情谊，交换知识”为宗
旨，基本会员以学校教师为主，会员年纳会费银圆一元。同川学会立章程１２条，刊行通讯录每年２

期，刊《同川学会杂志》，每年１期。首任会长范烟桥，副会长金国宝、金明远等，基本会员１４７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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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会员１５人，名誉会员６１人，一些会员在政界、学界、文化界、法律界声望较高。学会每年召开大

会一次，改选学会职员，修正学会章程，编审出版《同川学会杂志》。

　　三、绵社

民国８年（１９１９），绵社成立，由范烟桥与母舅钱祖翼、里人叶与仁、同学徐光泰等人发起，社址

在同里。乞沈塘作《鸱夷酿诗图》征求题咏，得数十家，合成集。抗日军兴，绵社解散。

　　四、蝴蝶会

民国９年（１９２０），蝴蝶会成立，由任传薪、范烟桥、顾品叔、严三和等人组成，会址在同里任氏南

云草堂。每逢春秋佳日，会员提壶携樽，赴蝴蝶会，游宴纵博，四乡演“村台戏”，常乘船前往随喜、

踏青、抬菜、斗酒，长幼咸集。

　　五、江苏文艺协会吴江分会

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４月，江苏文艺协会吴江分会筹办成立。５月１６日，在吴江公园中山堂召开

成立大会，丁趾祥、沈秩安等当选为理事。该会以“提高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进步，谋

中华民族之复兴”为宗旨。会址设在盛泽镇。理事会理事２５人，常务理事７人，下设总务、研究、编

辑、社会事业４个股，每年春季举行会员大会１次，理事会每月１次，会员１０人以上的乡镇再成立

乡镇分会。是年５月、７月，先后出版《吴江文艺》。吴江沦陷后，江苏文艺协会吴江分会停顿。

　　六、吴江市群众文化学会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９日，吴江市群众文化学会成立。会员５８人。杨永耕任会长，刘强民、顾维华任

副会长，朱永兴任秘书长。至２００２年，学会召开群文理论研讨会７次，收到论文几十篇。２００４年１１

月２２～２４日，江苏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理论研讨会暨第二届省群文学会理事会在吴

江鲈乡山庄举行。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１日，新的吴江市群众文化学会成立，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市文广局会议室召

开，３０多位代表参加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沈泉生当选会长。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９日，吴江市群

众文化学会应市社科联邀请，参加在好旺广场举行的“第三届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大型现场咨询

宣传活动。

　　七、吴江市退离休文化工作者协会

１９９３年５月，吴江市退离休文化工作者协会（简称市退文协，下同）成立，顾慕贤、吴惠民、吴大

伟、顾安若、杨邦和、严仁荣、李天峰等７人为理事，顾慕贤为会长，吴惠民、吴大伟、杨邦和为副会

长，顾安若兼任秘书长。徐静柏、胥锦荣、张莹为顾问，刘强民为名誉会长。市退文协《章程》规定

会长任期５年。１９９７年５月，理事李天峰去世，９月２９日，市退文协召开理事会议，提前确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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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吴江市退文协会班子，由顾慕贤（当时已患肺癌）为会长，吴惠民、吴大伟、顾安若、杨邦和为副会

长，顾安若兼任秘书长，严仁荣、冯福根为理事，王瑾为名誉会长。１９９８年２月，会长顾慕贤病故，由

吴惠民、顾安若、杨邦和主持工作，以吴惠民为主。１０月９日，市退文协召开理事会确定吴惠民任会

长，顾安若、杨邦和任副会长，吴大伟任顾问。２００３年，吴惠民病故，由陈明兴接任会长。市退文协

配合文化局做好老年人工作，及时掌握老年人思想、家庭等情况，维护老年人利益，协助解决问题，

介绍保健知识，开展娱乐、游览、祝寿、慰问等活动，举办迎新年联欢会、重阳敬老活动。至２００８年，

刊出《退文简讯》６０多期。

　　八、吴江市太湖旅游文化研究会

２００２年７月，吴江市太湖旅游文化研究会成立，王晓中任会长，吴国良任副会长，兼秘书长；马

明龙和中国诗词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轶青任总顾问，南京博物院原

院长、历史考古专家、研究员梁白泉任顾问；沈恩得、徐静柏、范建坤、毕阿四、沈荣泉、张锦宏任名誉

会长。至２００８年，研究会编辑出版书籍、出版物有：展示吴江旧时风光的《吴江风光胜迹》明信片两

套；为开发和推介东太湖旅游的《笠泽园》；徐静柏红色收藏图鉴《时代的印记》及《时代的印记续集

（一）（二）（三）（四）》；反映吴江地域文化的图录《吴江雕刻》两集。协助芦墟镇政府编辑出版《四

围春水一芦墟》书籍；摘录民间治病处方和养生保健知识的《偏方验方录》；参与策划“太湖杯”中国

书画名家作品邀请赛评比，将作品结集出版；进社区介绍吴江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引起媒体注

意，《名镇世界》介绍徐静柏藏“文化大革命”瓷器；《新民晚报》介绍吴江雕刻。

　　九、吴江市费孝通研究会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６日，吴江市费孝通研究会成立，首期会员１０９人。秦星坡任会长，费宗惠、何斌

华、沈志刚任副会长。

第五章　文化行业协会

　　进入２１世纪后，政府从办文化向依法行政转化，文化行业成立自主管理的行业协会，如吴江市

印刷行业协会、电影放映工作者协会等。

第一节　吴江市印刷行业协会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吴江市印刷行业协会成立。该协会是吴江市范围内的印刷企业自愿组织

并自愿参加的非营利性的行业性民间组织。协会宗旨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准则，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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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为全市印刷业服务；促进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协

作；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增强本行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发展能力，提高全市印刷企业总体水平，促进全市印刷业的发展。协会接受主管部门吴江市新闻出

版局业务指导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吴江市民政局的监督管理。协会成立理事会，负责协会日常工

作。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产生１８名理事，选举同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严建中为协会

会长。聘请钱俊为协会顾问，郭芹为名誉会长，钱志兴为协会秘书长。协会有团体会员９８名。
协会成立后，先后组织迎新春联谊活动，组团参加首届苏州印刷展，参观昆山、湖南长沙印刷设

备展，协助市新闻出版局开展ＡＡＡ印刷经营单位（“ＡＡＡ”是指企业在守法和规范、优质和高效、文
明和诚信这三个方面，在苏州市同类印刷企业中达到 Ａ级，即一流水平）评比、创消费放心印刷行

业等活动。协会编辑《吴江市印刷行业信息》，供会员交流。至２００８年底，共编辑９期。

第二节　吴江市网吧行业协会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吴江市网吧协会成立。协会经吴江市民政局批准，由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
局主管，是全市网吧经营者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行业组织，会员２３０家，其中会长、副会长单位６
家，理事单位６家。协会团结和组织全体会员开展网吧管理、技术升级、利用网吧资源延伸经营业

务，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经营行为，树立行业形象，为文化主管部门提供信息和决策建议，协助政府

文化等部门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法律和规章，通过组织学习、培训、教育，使会员懂法、守

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抵制各种非法互联网上网经营活动，保障网吧经营健康有序发展，承办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授权或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

首届协会会长孙建明，副会长为范春友、徐伟、吴增健、朱晓轩、邱吉明，理事会理事为梅明华、

邱吉安、许洪胜、吴增荣、仲正明、张晓峰。办公地点：松陵镇好旺广场４２６、４２７室。
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在吴江举行苏州市网吧行业研讨会，江苏省网吧协会、苏州市网吧协会、昆山

市网吧协会和吴江市公安局等单位出席研讨会，会议分析研讨网吧经营管理现状和发展趋势，旨在

推动全市网吧健康发展。２００８年，吴江的松陵镇新天地网吧、盛泽彩虹网吧、吴江市精英网吧、吴

江市三里桥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４家网吧获“苏州市文明网吧”称号。

第三节　吴江市电影放映工作者协会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０日，吴江市电影放映工作者协会成立。该协会是吴江市电影放映场所法人单位
自愿组织的行业性社会团体。会员为吴江市范围内的影剧公司、市文化中心、各放映场所法人代表

或主要负责人。业务主管部门是市文广局。会址设在吴江市影剧有限公司内。协会团结全体会员

遵守国家有关电影放映管理的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国家广电总局“２１３１工程”，加强沟通和合作，共

同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和健康发展。协会开展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代表、行业协调，协助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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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进行行业管理；组织行业培训、经验介绍、信息交流、优秀电影节目推介等活动；参与全市电

影放映行业有关发展、改革的政府决策论证，提出规范和繁荣电影市场的建议；协调会员单位之间

关系，加强沟通和合作，依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制定行规行约，维护电影放映市场秩序，对达不到

服务标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参与不正当竞争致使行业集体形象受损的行为和当事人，建议有

关行政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开展与各地电影放映同行及相关组织的联系，交流业务信息，联手合作

有关电影放映经营活动；编辑会刊，推广经验，交流信息；承担政府有关部门委办的事项；开展有利

于电影放映市场发展的其他活动。孔江明当选会长，柳新忠为名誉会长，浦星礼为协会秘书长。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７日起，根据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吴文广发〔２００８〕４０号文件精神，承办吴江市第三

届“十镇（区）联映”百村千场电影下乡活动。

第四节　吴江市娱乐行业协会

２００８年２月，吴江市娱乐行业协会成立。办公地点；松陵镇好旺广场４９２室。协会经吴江市民

政局批准，由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主管，是全市文化娱乐业经营者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行业

组织。首届协会会长潘建春，副会长为龚斌、钱雪红、钱文海、顾国峰、钮春飞、吴增荣，理事为邱吉

明、瞿泽华。首届会员单位１８３家，其中会长、副会长单位７家，理事单位２家。协会以繁荣吴江文

化演出市场、娱乐市场、文化艺术事业为目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服务经济

社会大局为原则，以树立行业良好形象，配合文化主管部门规范经营行为，加强行业自律，更好地服

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为宗旨。协会主要职责是：加强娱乐行业调研；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普

及活动；进行本行业技术培训、中介咨询活动；配合文化主管部门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开展以行业自

律为目的的各类活动，努力当好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桥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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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管理

　　古代，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文化都是自娱型的。大户人家蓄伎宴宾，田户工匠山歌
对唱，都是为了自娱。即使像清末盛泽昆曲曲社养正社这样专门的文艺团体，也只是行

业内部的娱乐组织。虽然有困顿文人的字画售卖、民间书坊的刻板印书，以至清末才出

现的专业演艺团体演出，已带有文化经营性质，但规模很小，还称不上产业，因此直至清

代末期，文化市场在吴江还只能说是有一点点萌芽。

民国时期，文化产业在吴江开始落地，其表现是有许多书报杂志在吴江出版发行；

出现更多的职业演出团体，吴江工艺京剧团和吴江锡剧团的前身就诞生于该时期；表演

评弹的书场在吴江各乡镇大量开设；盛泽、松陵、平望３个大镇有了戏院或电影院，盛泽
镇还仿效大城市开始放映电影。吴江文化市场初见雏形。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１９７８年，吴江文化事业总体上有较快发展，但因为实行计划
经济，文化产业是受到抑制的。剧团、影剧场经过对私改造，都带上公办事业性质，图书

发行也由国营书店独家经营，文化市场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娱乐、音像、电子游艺和网吧及其他文化经营行业相继在吴江兴起；

吴江的文化事业单位一度大办附属企业；传统影剧场经过改制，重新确立市场主体地

位；随之出现一些新的演出场所；一些外来文化企业落户吴江。吴江的文化产业进入成

长阶段，文化市场开始真正形成。与此同时，为规范和管理文化市场，文化市场管理机

构应运而生。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吴江文化市场管理机

构自身也经历一个成长过程。
　

７３４

第六篇　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管理



第一章　文化产业

第一节　娱乐行业

　　改革开放后，吴江开始引入一些原来只在大城市才有的娱乐项目。１９８４年前后，桌球在全县

风靡一时，文化馆、文化站和个体经营的桌球近千台。这是吴江娱乐行业兴起的第一个浪潮。１９８８

年，吴江县境内开始兴办歌舞娱乐场所（歌厅、舞厅、卡拉 ＯＫ厅，简称三厅），这是娱乐行业兴起的

一个更大的浪潮。吴江最早的舞厅是县文化馆的恰恰舞厅和体育场的奥林舞厅。１９９７年，全市歌

舞娱乐场所２３０家。以后，经过几次较大规模整治，数量有所减少。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全市歌舞娱乐场

所１３０家，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降为８４家。２００８年，全市歌舞娱乐场所１１７家。

表６１１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歌舞娱乐经营场所名录一览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横扇镇新艺歌舞厅 横扇镇南举路

吴江市横扇镇大酒店 横扇镇南举路３４号

吴江市横扇太湖休闲中心 横扇镇南举路４号

吴江市贝斯特迪吧 横扇镇菀坪创业路９号９幢－１

吴江市黎里天龙歌舞厅 汾湖黎里庙泾浜路８号

吴江市永恒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汾湖黎里人民中路１２９号

吴江市四方娱乐厅 汾湖黎里文化站内

芦墟大酒店有限公司 汾湖镇东港路３７０号

吴江市芦墟镇飞越时空商务宾馆 汾湖镇芦莘大道５４８号

吴江市芦墟镇快乐东方商务宾馆 汾湖镇芦莘大道７８号

吴江市芦墟镇华兴娱乐厅 汾湖镇泰丰路

吴江市芦墟镇莘塔梦倩ＯＫ厅 汾湖镇莘塔荡东村

吴江市芦墟镇龙宫歌厅 汾湖镇莘塔荡东村

吴江市莘塔红太阳歌舞厅 汾湖镇莘塔荡东村

吴江市芦墟剑虹酒家 汾湖镇莘塔荡东村

莘塔凤凰城卡拉ＯＫ厅 汾湖镇莘塔荡东村

吴江市莘塔宾馆有限公司 汾湖镇莘塔南首

吴江淀山湖红顶度假村有限公司 汾湖镇莘塔元北路８８号

吴江市北厍银都歌舞厅 汾湖镇北厍西鹤路６８号

８３４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续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吴江市金家坝锦苑歌舞厅 汾湖镇金家坝滨湖路

吴江市平望镇九华宾馆 平望镇黄洋墩

吴江市平望镇梅堰好好舞厅 平望镇梅堰开发区

吴江市百乐舞厅 平望镇梅堰社区东（机电站对面）

吴江新世纪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平望镇平湖台

吴江市平望镇梦怡园大酒店 平望镇平运路２号

平望镇莺湖饭店舞厅 平望镇西塘街

吴江市平望水产大众舞厅 平望镇蚬子滩１号

吴江市平望镇康乐舞厅 平望镇莺湖路５１号

吴江市七都新鑫歌舞厅 七都镇望湖北路

吴江天顺大酒店 七都镇心田湾

吴江市盛泽镇星光歌舞厅 盛泽镇大街５４号二楼

吴江市盛泽镇翡翠明珠酒吧 盛泽镇东方大街１８８号２－３楼

吴江新亚宾馆有限公司 盛泽镇东方大街１号

吴江东方大厦 盛泽镇东方广场

吴江市金苹果迪吧 盛泽镇南麻社区引庆路（粮管所内）

吴江市盛泽珠玲舞厅 盛泽镇山唐街１９号

国营吴江丝绸印花厂职工舞厅 盛泽镇山塘街庄基湾１９号

吴江市盛泽镇福海云天休闲中心 盛泽镇盛坛路郎中段

盛泽太阳城娱乐场 盛泽镇舜湖西路７号

吴江市盛泽镇月光歌舞厅 盛泽镇舜新南路１１８号

吴江市盛泽镇新缘春歌舞厅 盛泽镇舜新南路１２３号

吴江盛泽金碧辉煌娱乐城 盛泽镇舜新中路５７号

吴江金达大酒店 盛泽镇舜新中路９５号

吴江市盛泽镇红玫瑰欢乐宫 盛泽镇丝绸大厦二楼

吴江市新东方度假宾馆有限公司 盛泽镇丝绸商城

吴江市盛泽镇东方宾馆 盛泽镇吴江市东方丝绸市场六商区

吴江市盛泽至尊歌舞俱乐部 盛泽镇西环路２８号

吴江市盛泽镇天桥歌舞厅 盛泽镇小庙港１号

吴江神鹰大酒店 盛泽镇姚家坝

吴江市金天地娱乐有限公司 盛泽镇圆明寺桥旁

吴江科林集团有限公司宝林大酒店分公司 松陵镇八坼社区

松陵镇八坼商城歌舞厅 松陵镇八坼社区北新街

吴江市大明休闲娱乐有限公司 松陵镇八坼社区西塘街４０号

吴江市影剧有限公司蓝梦歌舞厅 松陵镇红旗路６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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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吴江市松陵镇红河谷娱乐城 松陵镇交通北路４７号

吴江市松陵镇米高美娱乐厅 松陵镇交通南路１号

吴江市松陵镇夜色酒吧 松陵镇交通南路１号

吴江市松陵镇海王歌舞厅 松陵镇交通南路２９６０号

吴江市金碧辉煌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松陵镇交通南路大发市场９号楼

吴江市鲈乡山庄宾馆有限公司 松陵镇笠泽路８７号

吴江静安度假村 松陵镇笠泽路６７１号

吴江市百乐门歌舞娱乐有限公司 松陵镇笠泽路体育训练馆底层

吴江市松陵镇红旗娱乐城 松陵镇流虹路

吴江市松陵镇红粉佳人酒吧 松陵镇流虹路

吴江市松陵镇海德皇宫大酒店 松陵镇流虹路１８号

吴江市天上人间娱乐有限公司 松陵镇鲈乡南路

苏州汉唐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松陵镇鲈乡南路１４３３号

吴江宾馆 松陵镇鲈乡南路２１５５号

松陵镇杰克酒吧 松陵镇三角井广场商业楼南侧

吴江市松陵镇依依娱乐厅 松陵镇交通北路７４号

吴江市人民俱乐部 松陵镇通余路２３号

吴江市松陵镇垂虹娱乐部 松陵镇通运路３号

吴江市新世纪服务中心 松陵镇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路

吴江市海帝曼娱乐有限公司 松陵镇吴江市经济开发区云梨桥东堍

吴江市东太湖度假有限公司 松陵镇西郊东太湖

吴江市松陵镇工会俱乐部 松陵镇小园弄２号

吴江市工人文化宫友谊舞厅 松陵镇小园弄４８号

吴江市山湖饭店 松陵镇油车路１８８号

吴江市松陵镇飞天酒楼 松陵镇油车路９７号

吴江市经济开发区新世纪服务中心 松陵镇中山北路１４３９号

吴江市吴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松陵镇中山北路１５６号

吴江市松陵镇金卡萨俱乐部 松陵镇中山北路２－４号

金色乐章休闲娱乐城 松陵镇中山北路４６号

吴江市松陵镇大家乐飚歌会所 松陵镇中山南路６９号

松陵镇大世界娱乐会所 松陵镇体育路（福港大酒店西２００米）

吴江市坦克舞厅 桃源镇公款盛大道３２２－３２８号

吴江市桃源一代佳人咖啡吧 桃源镇华盛大道

桃源镇文化总汇 桃源镇桃源路５号

吴江市铜罗镇星光歌舞厅 桃源镇铜罗人民街１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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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苏州同里湖大饭店有限公司 同里镇九里湖路８号

吴江市同里港务有限公司天马歌舞厅 同里镇三元桥南堍

吴江市同里镇工人文化娱乐中心 同里镇新填街

吴江市同里森林歌舞厅 同里镇竹行街１２１号

吴江市同里镇明珠翡翠娱乐夜总会 同里镇环湖西路１９９号同钱里

吴江市八都蓝梦歌舞厅 震泽镇八都贯前街４４－１号

吴江市震泽八都鑫都大众舞厅 震泽镇八都贯前街公园口

震泽镇八都华都歌舞厅 震泽镇八都新马路（原文化站内）

吴江市震泽镇凯撒娱乐城 震泽镇公园路２１号

吴江汇丰国际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震泽镇开发区

吴江市震泽知音音乐茶室 震泽镇太湖商品交易市场１８幢

吴江市震泽镇星光灿烂音乐茶座 震泽镇镇南东路

吴江同一首歌餐饮音乐中心 吴江市盛泽镇南环路纺机市场１号楼

吴江市金凤凰舞厅 汾湖镇浦南路４４０号

吴江市金太阳度假村有限公司 汾湖镇浦北路８７号

盛泽镇名门夜宴歌舞厅 盛泽镇舜新南路红洲５组

吴江市钻石华庭娱乐厅 盛泽镇西环路西侧南新大厦８－１０号

吴江市松陵镇阿里巴巴飚歌房 松陵镇中山南路１０号三角井０８－１１号

吴江富丽皇宫歌舞厅 盛泽镇市场路东方花园１号楼

吴江东方丝绸市场龙祥宾馆 东方丝绸市场托运站对面

吴江市欢歌娱乐中心 盛泽镇东盛步行街Ｂ区３层Ｆ３号

松陵镇缤纷年代餐饮娱乐会所 吴江经济开发区绣湖路鑫隆生活广场

吴江市君豪娱乐会所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陵镇笠泽路１９９号

吴江松陵镇威尔士休闲会所 松陵镇梅石路９９０号３幢１０４

吴江市杰杰音乐歌舞厅 盛泽镇舜新西路６６号

松陵镇红宝石音乐茶庄 松陵镇流虹西路北侧滨湖路西侧

吴江市金色年代娱乐有限公司 松陵镇鲈乡北路８５１

吴江市盛泽龙申舞厅 吴江市盛泽镇舜新南路

第二节　音像行业

　　８０年代起，中国老百姓家中的音像设备增多，且换代翻新也快。电视机、录音机刚普及不久，

盒带式录放机（随身听）、放像机、录像机成为新宠，之后，采用数码光碟放像的ＶＣＤ、ＤＶＤ等影碟机

出现，盒带又被光碟所替代。８０年代初期，电视频道不多，不少家庭都购买或租用录像带、光碟，自

由观看影视大片、连续剧；许多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在业余时间常到录像放映厅去寻求消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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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行业正是在这样的技术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迅速兴起。８０年代后期，县文化馆和影剧管理站、红

旗影剧院等单位陆续开办录像放映厅，继而乡镇文化站等单位和一些个人也开始设立录像放映点。

１９９１年７月，文化系统有音像发行站２家，录像放映点２６家。１９９８年，吴江大发电器市场成立音像

城，有经营单位８３家。

音像行业兴旺同时带来一些突出问题，一些黄色淫秽、盗版的音像制品混入传播渠道，这些问

题在音像制品集中经营的大发市场音像城表现比较突出。１９９９年，文化部发布《关于清理整顿音

像制品集中经营场所的通知》。２００２年，大发电器音像城开业４年即面临清理整顿，最后关闭。

２００５年，国务院颁布《音像制品管理条例》，江苏省人大颁布《江苏省音像市场管理条例》，吴江市经

营性录像放映厅因未经授权经营音像放映，属侵犯知识产权，全部关闭。至２００８年，吴江音像行业

经过整顿，开始进入正常发展时期。

表６１２　８０年代末至２００５年吴江市录像发行、放映单位名录一览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吴江市影剧公司录像发行站 吴江市影剧公司内

吴江市文化音像发行公司 松陵镇北新街

吴江市音像制品发行站 松陵镇北新街

吴江市小天鹅录像厅 松陵镇北新街

吴江市红旗录像厅 吴江市红旗影剧院内

吴江市图书馆录像厅 松陵镇中山南路

松陵文化站录像厅 松陵镇油车路

松陵镇凤凰录像厅 松陵镇中山北路

吴江市工人文化宫录像厅 松陵镇小园弄

松陵镇工会录像厅 松陵镇小园弄

盛泽影剧院录像厅 盛泽镇舜新路

盛泽镇工会录像厅 盛泽镇舜新路

盛泽镇富民录像厅 盛泽镇西环路

盛泽镇东方录像厅 东方丝绸市场七区

盛泽试样厂录像室 盛泽镇圆明寺桥堍

南麻文化录像厅 盛泽镇南麻引庆路

坛丘文化录像厅 盛泽镇坛丘社区

八都文化站录像厅 震泽镇八都社区

八都影剧院录像厅 震泽镇八都影剧院内

平望影剧院录像厅 平望影剧院内

七都影剧院录像厅 七都影剧院内

菀坪文化站录像厅 横扇镇菀坪社区

黎里文化站录像厅 汾湖镇黎里社区

黎里影剧院录像厅 汾湖镇黎里社区

莘塔文化站录像厅 汾湖镇莘塔社区

青云文化站录像厅 桃源镇青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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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３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８日吴江市音像制品经营单位名录一览表

经营单位名称 项目 法人 经营单位登记地址

吴江市横扇镇东东碟片店 零售出租 褚卫东 横扇镇大桥路

吴江市横扇镇雪华音像店 零售出租 曹雪华 横扇镇大桥路

吴江市横扇镇菀坪金湖

世纪华联超市开发路加盟店
零售 李金贵 横扇镇菀坪开发路１３号

横扇镇菀坪天龙音像制品店 零售出租 徐新洲 横扇镇菀坪开发路１１８号

横扇菀坪财宝音像店 零售出租 孙才宝 横扇镇菀坪菀缝街

横扇镇菀坪翠萍音像店 零售出租 郭翠萍 横扇镇菀坪文化中心内

吴江市黎里镇北厍新凯音像店 零售出租 杨厚文 黎里镇北厍老菜场

吴江市黎里镇北厍音乐商店 零售出租 杨雪华 黎里镇北厍新厍路

吴江市黎里镇北厍青春音像店 零售出租 张惜春 黎里镇北厍育才路６６号

吴江市黎里镇智高音像店 零售出租 孙丽萍 黎里镇浒泾路２００号

吴江市汾湖镇黎里申埔百货超市 零售出租 胡碎徽 黎里镇浒泾路４号

吴江市黎里镇怡情音像店 零售出租 施建军 黎里镇兴黎路

吴江市黎里镇大地音像店 零售出租 李伟琴 黎里镇兴黎路

吴江市联华超市人民路加盟店 零售 李银贵 黎里镇人民路６号

吴江市芦墟镇金家坝国峰音像制品店 零售出租 徐小燕 芦墟镇金家坝滨河路３２号

吴江市芦墟镇金家坝海韵之声音像店 零售出租 蒋利荣 芦墟镇金家坝金鑫西路１２３号

吴江市芦墟镇金家坝兴盛烟杂商店 零售出租 邹　凤 芦墟镇金家坝金鑫西路２０６室

吴江市芦墟镇金家坝芳丽音像店 零售出租 沈芳丽 芦墟镇金家坝金鑫西路２６号

吴江市芦墟镇金家坝建方音像店 零售出租 梅桂芳 芦墟镇金鑫西路

吴江市芦墟镇时代ＶＣＤ店 零售出租 陈　陷 芦墟镇芦莘公路向阳桥

吴江市芦墟镇新潮流音像书店 零售出租 胡志荣 芦墟镇浦南路

吴江市芦墟镇时代音像店 零售出租 王　坚 芦墟镇浦南路

吴江市芦墟镇小雨音像店 零售出租 顾　理 芦墟镇泰丰路

吴江市芦墟泰丰文具店 零售出租 李振飞 芦墟镇泰丰路

吴江市芦墟镇莘塔新时代音像店 零售出租 吴根喜 芦墟镇莘塔新传路２０７号

芦墟镇国峰音像制品店 零售出租 凌国峰 芦墟镇金家坝滨河路３２号

芦墟花菀音像行 零售出租 陈文渊 芦墟镇浦南路１４７号

芦墟镇始虹文百音像店 零售出租 朱始虹 芦墟镇泰丰路

芦墟镇思源商店 零售出租 葛　勇 芦墟东北街２９／７６号

芦墟欢乐音像店 零售出租 钱晓东 芦墟镇芦莘公路

吴江市平望镇阳光碟片店 零售出租 高菊泉 平望镇北大街１５号

吴江市平望镇亮亮音像店 零售出租 张　亮 平望镇北大街３号

吴江市平望镇新峰音像制品出租店 零售出租 钮新峰 平望镇副食品市场

吴江市平望镇联谊音像店 零售出租 钱国华 平望镇黄洋墩１３幢１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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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营单位名称 项目 法人 经营单位登记地址

吴江市平望镇金凤音像店 零售出租 陈金凤 平望镇黄洋墩１３幢１号

吴江市平望镇梅堰华盛音像店 零售出租 徐周华 平望镇梅堰梅新街

吴江市平望镇梅堰知音音像店 零售出租 陈伟英 平望镇梅堰镇镇北路４６号

吴江市平望镇宝丽金碟片店 零售出租 董伟峰 平望镇通运东路

吴江市平望镇新天地视听碟片行 零售出租 陈　浩 平望镇通运路３－１２号

吴江市平望镇至尊音像店 零售出租 李东宾 平望镇通运路３５号

吴江市平望镇辰辰碟片店 零售出租 李耀英 平望镇通运路５号１－３号

吴江市平望镇羽轩音像店 零售出租 沈卫章 平望镇通运西路３８号

平望镇亮亮音像店 零售出租 张　亮 平望镇平东路小西村４２号

平望镇创新音像店 零售出租 邱林珍 平望镇梅堰梅新街

吴江市七都丽都音像店 零售出租 陈晓玲 七都镇富家路

吴江市庙港新碟音响行 零售出租 沈伟芳 七都镇庙港东路

吴江市七都镇庙港晓林百货商店 零售出租 张孝林 七都镇庙港庙东街

吴江市七都镇庙港剑峰音像店 零售出租 王建锋 七都镇庙港东街４４号

吴江市庙港琴琴音像店 零售出租 郭　英 七都镇庙港沿湖路１５－３号

吴江市七都镇哓琴音像店 零售出租 盛小芹 七都镇望湖路

华润万家（苏州）超市

有限公司吴江七都连锁店
零售 姚月香 七都镇望湖中路西侧

吴江市七都镇根发音像店 零售出租 李根法 七都镇桩桥中路２２号

吴江市望湖音像店 零售出租 张国芳 七都镇新村一路１０号

吴江市盛泽镇舜湖艺苑音像店 零售出租 沈希民 盛泽镇朝阳路７５号

华润万家（苏州）超市

有限公司吴江盛泽超级广场
零售 姜志红 盛泽镇东方中路２２９号

吴江市盛泽镇恒星音像行 零售出租 金汉民 盛泽镇东泾桥６１号

吴江市盛泽镇金正音像店 零售出租 庄昌林 盛泽镇南麻太平路１０６号

吴江市南麻建忠碟片店 零售出租 金建忠 盛泽镇南麻延陵路９６号

吴江市盛泽镇南麻伟琴音像店 零售出租 顾伟琴 盛泽镇南麻镇太平路９号

吴江盛泽镇创业音像店 零售出租 沈玉红 盛泽镇圣墉村菜场

吴江市盛泽镇佳碟音像店 零售出租 孟晓峰 盛泽镇舜湖东路７号

吴江市盛泽镇乐心音像店 零售出租 王之华 盛泽镇舜湖东路７幢１０５室

吴江市盛泽镇环球音像店 零售出租 程圣燕 盛泽镇舜湖西路１１５－５号

吴江市盛泽镇新地方音像店 零售出租 程圣燕 盛泽镇舜湖新南路１２８号

吴江市盛泽镇音乐快车音像店 零售出租 仲晓华 盛泽镇舜湖中路１１４号４室

吴江市盛泽镇华声音像总汇 零售出租 李明春 盛泽镇舜新南路１２３号

吴江市盛泽桃园音像店 零售出租 沈建萍 盛泽镇桃园新村绿阳店

吴江市盛泽镇世纪华联超市 零售 谢德定 东方丝绸市场温州路中区Ａ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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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营单位名称 项目 法人 经营单位登记地址

吴江市盛泽镇天籁声声音像店 零售出租 戴晓华 盛泽镇幸福路新华厂集宿１０７号

吴江市盛泽镇未来音像行 零售出租 沈慧琴 盛泽镇姚家坝桥堍

吴江市盛泽镇丽声影碟屋 零售出租 赵小红 盛泽镇庄基湾５号

盛泽镇坛丘学华音像店 零售出租 钱学华 盛泽镇坛丘银河街

盛泽镇传能音像店（华厦） 零售出租 肖传能 盛泽镇红洲村

盛泽镇人民商场 零售出租 周玉林 盛泽镇大街１７０号

盛泽镇南麻文商服务部－音像店 零售出租 李雪妹 盛泽镇南麻引庆路８号

盛泽坛丘小林音像店 零售出租 俞林华 盛泽镇坛丘银河街

盛泽镇南麻蓓丽碟片店 零售出租 贾利民 盛泽镇南麻善庆街１２号

吴江市松陵镇八坼金龙音像店 零售出租 翁小芳 松陵镇八坼北新街

吴江市松陵镇八坼胜达音像店 零售出租 迮玉珠 松陵镇八坼北新街５１号

吴江市松陵镇新至尊碟片店 零售出租 凌兴龙 松陵镇大发电器市场１３２／１０６室

吴江市松陵镇好旺音像店 零售出租 项建永 松陵镇好旺广场１６２号

吴江市江城商厦恒丰电器商店 零售出租 张　皓 松陵镇江城商厦

吴江市江城商厦志德百货店 零售出租 王志德 松陵镇江城商厦

吴江市松陵镇新时代音像店 零售出租 曹连江 松陵镇交通南路１４８号

吴江市松陵镇胜达碟片店 零售出租 吴建中 松陵镇流虹新村１幢１０号

吴江市松陵镇木浪碟片店 零售出租 王　欣 松陵镇木浪路

吴江市松陵镇阳光碟片店 零售出租 潘忠红 松陵镇木浪路３９号

吴江市松陵镇鹏鹏碟片店 零售出租 张永妹 松陵镇庞山湖农场南侧

吴江市松陵镇板桥音像经营部 零售出租 马阿平 松陵镇双板桥园区５幢１号－２

吴江市松陵镇艺海碟片店 零售出租 陆金妹 松陵镇文化中心内

吴江市松陵镇百汇音像店 零售出租 许少杰 松陵镇小园弄１９号

吴江市新华书店 批发零售 邓明华 松陵镇永康路

松陵镇百代音像店 零售出租 张叶华 松陵镇友谊商场Ｅ座１号

吴江市松陵镇美灵音像店 零售出租 徐珠妹 松陵镇运梨路２０１３号

吴江市松陵金湖世纪华联超市加盟店 零售 何孝平 松陵镇运东开发区云梨路６６６号

昆山华润商业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零售 徐玲美 松陵镇笠泽路１５５号

松陵镇大华音像店 零售出租 王校芳 松陵镇鲈乡四区街道门面房６号

松陵镇友谊商城发烧友音影店 零售 纪建纲 松陵镇北新路友谊商城１－４－６

永康路时代超级广场＼
南通恒瑞商贸有限公司吴江店

零售 周启文 松陵镇永康路１８８号

吴江市桃源镇晓华音像店 零售出租 冯小华 桃源镇北区思远路１８号０３９１室

吴江市青云思远音像店 零售出租 钱美芬 桃源镇青云思远路２３号

吴江市桃源镇飞天商行 零售出租 沈福茂 桃源镇青云文化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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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营单位名称 项目 法人 经营单位登记地址

吴江市桃源镇永江碟片店 零售出租 夏永江 桃源镇铜罗人民街２０３室

吴江市桃源镇铜罗文化站音像出租店 零售出租 王文彬 桃源镇铜罗文化站内

吴江市桃源镇铜罗时代音像店 零售出租 李芳芳 桃源镇铜罗迎春路

吴江市桃源镇青云文化中心音像店 零售出租 蔡兴英 桃源镇文化中心

吴江市桃源镇阿英烟杂店 零售出租 钮利英 桃源镇永康路

吴江市桃源镇金湖

世纪华联超市春宇加盟店
零售 杨炳华 桃源镇运欣路

吴江市桃源镇铜罗利英音像店 零售出租 陈丽英 桃源镇振兴路１７５号

桃源镇好又多超市加盟店 零售 朱国聪 桃源镇人民路４３０号

吴江市桃源镇金湖

世纪华联超市春宇加盟店
零售 杨炳华 桃源镇利群村远欣路

桃源镇有源音像店 零售出租 吴小敏 桃源镇贸易市场

桃源大地音像店 零售出租 陆敏锋 桃源镇振兴路４０号

吴江市同里古镇音像店 零售出租 蒋小珍 同里镇电影院南２号

吴江市同里镇屯村馨悦碟片店 零售出租 顾雪珍 同里镇屯村北新街６２号

吴江市同里镇屯村海芹音像店 零售出租 朱海芹 同里镇屯村虹桥路

吴江市同里镇佳佳书店 零售出租 李春燕 同里镇迎燕桥长胜路５幢３室

吴江市震泽镇八都双玉音像店 零售出租 顾建青 震泽镇八都长家湾２组

吴江市震泽镇兴荣音像店 零售出租 徐兴荣 震泽镇八都如路桥南堍西侧

吴江市震泽镇佳乐音像店 零售出租 周建国 震泽镇南环路４号楼５－６店面

吴江市震泽镇音乐同人音像店 零售出租 吴晓裕 震泽镇南街谭子河沿街商住楼４幢５号

吴江市震泽镇惠源音像店 零售出租 陈凤严 震泽镇藕河街９号

吴江市震泽镇剑士小百货 零售出租 丁剑士 震泽镇小商品市场４２号

吴江市震泽镇斜桥文化用品商店 零售出租 盛　瑛 震泽镇斜桥河１１号

吴江市震泽镇增静音像制品经营店 零售出租 黄增华 震泽镇镇南中路

吴江市震泽镇步升影音商店 零售出租 黄骥平 震泽镇镇南中路２１号

震泽镇天天音像店 零售出租 高小瑛 震泽镇梅场街２９号

吴江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震泽店 零售 李　萍 震泽镇南环路

苏州联华超市有限公司震泽店 零售 张　磊 震泽镇谭子河２８号

震泽镇工会音像出租店 零售出租 刘阿兴 震泽镇斜桥河１号

江苏省吴江市新华书店盛泽门市部 零售出租 盛云根 盛泽镇舜新中路１１８号

吴江市文广文化用品经销中心 批发 沈泉生 松陵镇中山南路５号

吴江市盛泽好又多超市加盟店 零售 潘建巧 盛泽镇市场西路８８号

吴江市松陵镇好又多超市鲈乡南路加盟店 零售 金可钿 松陵镇鲈乡南路１４６５－１４７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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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电子游艺（游戏）行业

　　９０年代初，电子游艺（游戏）行业在吴江兴起。电子游艺活动以其形象性和互动性吸引青少

年，吴江各地电子游戏机室出现。早期阶段电子游戏机经营者主要来自广西、江西、福建等地。９０

年代中期，本地经营者占２０％左右。至１９９９年，全市有电子游戏机房１０３家。电子游戏机兴起后，

一些社会问题也伴随着产生，突出的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他们缺乏自制能力，沉溺于电子游戏，影

响学业和身体，一些凶杀、暴力的游戏内容影响更大。更有甚者，一些经营者突破道德底线，利用赌

博游戏招揽生意。２０００年，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对游戏机经营场所进行整顿，压缩总量，停止审批新

申办经营场所，关停并转电子游戏机生产厂家。同时明确规定，电子游艺机可以对未成年人开放，

游戏机只限于法定节假日可以向未成年人开放。９０年代末，电脑游戏及互联网上网服务等营业场

所兴起，电子游艺经营业务出现萎缩。进入２１世纪后，大量品种新颖、科技含量高的电子游戏机进

入市场，给电子游艺（游戏）重新注入活力。电子游艺（游戏）经营场所的规模、种类等都达到一个

新的层次。连锁经营的模式开始出现。至２００５年底，电子游艺（游戏）经营场所６２家。２００８年，电

子游艺（游戏）经营场所７１家。

表６１４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电子游艺（游戏）娱乐经营场所一览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吴江市横扇镇天华娱乐游戏室 横扇镇大桥路５８０号

吴江市横扇镇菀坪莺湖游戏室 横扇镇菀坪社区开发路１０８号

吴江市汾湖镇北厍帝豪游艺厅 汾湖镇北厍育才路５９８号

吴江市黎里镇工会娱乐室 汾湖镇黎里广场路２４号

吴江市汾湖镇黎里园道游戏室 汾湖镇黎里国道旁（黎民路３６０号）

吴江市黎里镇永康游戏服务部 汾湖镇黎里人民中路５６号

吴江市汾湖镇北厍永利游戏室 汾湖镇北厍西鹤路

吴江市雅欧文化服务部 汾湖镇金家坝社区

吴江市芦墟镇文苑电子游戏室 汾湖镇芦莘路

吴江市芦墟镇丽丰游戏室 汾湖镇泰丰路６３号

吴江市芦墟镇旺旺电子游戏室 汾湖镇浦南路１１５号

吴江市汾湖镇芦墟欢乐游戏厅 汾湖镇芦墟浦南路２０８号

吴江市汾湖镇来吧电子游戏房 汾湖镇莘塔大街

吴江淀山湖红顶度假村有限公司 汾湖镇莘塔元北路８８号

吴江市平望镇明智游戏室 平望镇北大街１０号

吴江市平望镇工人俱乐部游戏室 平望镇南斯港南岸１２号

吴江市平望镇梅堰广益娱乐室 平望镇梅堰梅新街

吴江市平望梅堰智能游戏 平望镇梅堰社区新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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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吴江市平望镇智发＼相聚游戏机房 平望镇莺湖路５４号

吴江市七都永乐电玩城 七都镇望湖中路

吴江市七都心田湾游戏室 七都镇心田湾亨通集团对面

吴江市盛泽镇欢乐游戏房 盛泽新生丝绸大厦二楼

吴江市盛泽镇云海游戏房 盛泽镇东港村７组

吴江市虹胜宾馆有限公司 盛泽镇东方丝绸市场内

吴江市盛泽镇南麻文商服务部 盛泽镇南麻引庆路８号

吴江市盛泽顺祥电子游戏室 盛泽镇盛东路２－９号

吴江市盛泽镇金狮游戏房 盛泽镇舜新南路１９４０号

吴江市盛泽镇快乐电子游戏房 盛泽镇荷花村四组

吴江市盛泽镇大唐谷电子游戏厅 盛泽镇舜新南路花园街口

吴江市盛泽镇百乐宫游戏房 盛泽镇舜新中路２号（东方大厦）

吴江市盛泽镇腾飞游戏房 盛泽镇舜新中路２２号

吴江市盛泽镇红苹果娱乐厅 盛泽镇舜新中路３９号

吴江市盛泽三毛娱乐中心 盛泽镇舜新中路５７号

吴江市盛泽镇星宇游戏房 盛泽镇舜新中路６０号

吴江市新东方度假宾馆有限公司 盛泽镇丝绸商城

吴江市盛泽镇坛丘华哥游戏房 盛泽镇盛坛公路旁

吴江市盛泽镇雷霆电玩室 盛泽镇新世纪东村１０１幢１０２室

吴江市盛泽镇世龙游戏室 盛泽镇姚家坝市场路６号

吴江市松陵镇东方游戏室 松陵镇八坼社区北新街８４号

吴江市松陵镇金龙娱乐部 松陵镇八坼北新街７７号

吴江市松陵镇公园游戏房 松陵镇鲈乡北路５１号

吴江市文化馆电子游戏室 松陵镇庙前街９号

吴江市松陵镇工会俱乐部 松陵镇小园弄２号

吴江市工人文化宫游戏室 松陵镇小园弄５号

吴江市亿佰娱乐总汇 松陵镇亿佰生活广场二楼

吴江市影剧有限公司春友游戏室 松陵镇油车路５４号二楼

吴江市松陵镇云顶电玩厅 松陵镇交通南路１０号

吴江市松陵镇天龙游戏厅 松陵镇中山路２５号

吴江市松陵镇艺苑电子游戏室 松陵镇中山南路１０号三角井０８－１

吴江市桃源镇百旗游戏房 桃源镇东方大道桃花源大酒店内

吴江市桃源镇青云文化站娱乐中心 桃源镇青云思远路１号

吴江市桃源镇文化总汇 桃源镇人民路齐心西街

吴江市桃源镇铜罗永利游艺房 桃源镇铜罗民主街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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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吴江市桃源镇铜罗影剧院游戏房 桃源镇铜罗迎春桥１号（人民街２３９号）

吴江市铜罗镇文化娱乐中心 桃源镇铜罗人民路１１９号

吴江市同里镇三元娱乐室 同里镇三元桥堍

吴江市震泽镇八都影剧院游戏室 震泽镇八都影剧院内

吴江市震泽镇阿灿游戏房 震泽镇文武坊４３号

吴江市震泽镇震工游戏房 震泽镇斜河桥１号

震泽镇八都文化录像游戏厅 震泽镇八都新马路

吴江市松陵镇宇宙游艺室 松陵镇笠泽路１１５号恒森国际广场幢Ｂ６１号

吴江市汾湖镇黎里自申空间游艺厅 吴江市汾湖镇黎里人民路６号

吴江市震泽镇震东电子游艺厅 震泽镇镇南东路６９９号

吴江市盛泽镇春夏秋冬休闲电子游艺厅 盛泽东方丝绸市场温州路北侧

吴江市盛泽镇魔力太空游艺厅 盛泽镇舜新中路４６号

吴江市闽豪电子游艺厅 盛泽镇尊龙苑２９幢１０１／２０１室

吴江市迪斯迪游艺厅 盛泽镇广东街７６－１００号

吴江市盛泽镇大隆元游艺厅 盛泽镇姚家坝桥东堍１号

吴江市盛泽镇荣盛游艺厅 盛泽镇东方丝绸市场十字河西

吴江金沙游艺中心 盛泽镇市场西路北侧

松陵镇金源游艺厅 松陵镇中山北路嘉鸿花园３４６号２０１

第四节　互联网上网服务（网吧）行业

　　９０年代末，网吧开始发展。网吧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最初每家网吧电脑仅有８台左

右，后增加到２０台以上。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吴江，对网吧的需求大幅增长。

为适应需求，吴江网吧的规模、档次有大幅提升，有的还实行连锁经营。

吴江网吧业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黑网吧”无证经营的问题，有接纳未成年人和利用

网络游戏赌博等违规违法经营问题。文化部门会同工商、公安、城管等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使吴江

网吧业的品质得到提高。

２００７年，吴江全市有网吧２３０家，电脑２５０００多台，１００台以上规模网吧占８０％以上，连锁网吧

接近２０％。网吧行业经过十几年发展，形成规模化、连锁化市场。至２００８年，吴江市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网吧）２２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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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５　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名录一览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吴江市松陵镇新浪网吧 松陵镇八坼友谊村１３组２８－２０２

吴江市松陵镇千喜龙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兴路７８８号运东商业广场Ｗ－０１

吴江市松陵镇震震网吧 松陵镇花港路花港商贸城休闲中心

吴江市松陵镇宏发网吧 松陵镇三里桥新村东三弄四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江兴路加盟店 松陵镇中山北路２５号

吴江市松陵镇网情巷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古塘路５８８西湖花苑东区２幢

吴江市金都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花港村６３号

吴江缘梦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花港商贸Ａ区

吴江市花港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开发区花港商贸Ａ区中山北路２７５３号

吴江市星缘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江陵东路２号

吴江市踏浪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江兴西路４２０号

吴江市方园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交通北路１６８号（华宇科技园）

吴江市松陵镇超前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九龙路１１５－２１５号

吴江市凌益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开发区凌益路１号

吴江市情缘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凌益路南

吴江市小街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村１组

吴江市诺亚方舟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村１组

松陵镇雨丝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村２组

吴江市友谊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村２组

吴江市松陵镇中意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村村委旁

吴江市绿城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南区西七弄七号

吴江市松陵镇三友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万向节厂商用房１０７－２０７号

吴江市随缘网吧 同里镇同兴村

吴江市星星海洋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鲈乡北路６３４－６３６号

吴江市顺顺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庞北村６组

吴江市旺盛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庞北村９组

吴江市雷影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庞北村庞北小区５组９２号

吴江市庞北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开发区庞北天誉花园１４－１５商铺

吴江剑龙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庞南村落

吴江市荣顺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庞山湖良种场

吴江市金翎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村

吴江市明月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村６组

吴江市晨星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村８组

吴江市霄霄网吧（原同乐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西１１弄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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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松陵镇金龙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新村

吴江市蓝翔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新村西１１弄３号

吴江市众诚网吧 庞山湖良种场３９－４０号

吴江市松陵镇彬彬网吧 庞山湖农场１号

吴江市天堂鸟网吧 松陵镇梅石路９９０号四幢１０２－１０３

吴江市零点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兴路７８８号运东商业广场Ｋ０１－０５

吴江市松陵镇冰田网吧 松陵镇清树湾七组

吴江市冰风暴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兴路南三淞路８６５号

吴江市三里桥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兴路运东商业广场Ｄ区三楼

吴江市心开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凇南村

吴江市时速网吧 同里镇同兴村

吴江好时光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吴同路庞山湖西１０号

吴江市江海网吧 运东开发区吴同路商住楼１－６－７号

吴江市起点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绣湖路８号综合楼三楼

吴江市松陵镇环球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云梨路１０５８－１０８０号

吴江市松陵镇神话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云梨路６６５号

吴江市兄弟网吧 同里镇邱舍开发区３号商住楼５号

吴江市冰闲网吧 同里镇厍浜村金狮路以南２号楼

吴江市蓝雨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运东商业广场７８８－Ｐ－０４

吴江天地人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村

吴江市松陵镇香格里网吧 花港村７组

吴江市生活时尚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花港路

吴江市阳阳网吧 松陵镇友谊村联华路友谊小区综合楼

吴江市新雅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庞南新村

吴江市红色金点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绣湖路北侧鑫隆生活广场Ａ－１２

吴江市开心网吧 松陵镇八坼北新街１１０号

吴江市金声网吧 松陵镇八坼北新街７７号

吴江新苏网吧 松陵镇八坼北新街８４号

吴江市文峰（原迅通）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运东商业广场二期

吴江市柯美空间网吧 松陵镇八坼民营开发区胜信路联华路口

吴江市爱情海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鑫隆生活广场Ａ５幢５号

吴江市松陵镇广通网吧 松陵镇北新路（艺海大厦）

吴江市建珍网吧 松陵镇三里桥村西六弄一号

吴江市妙网网吧 松陵镇滨湖路８８号

吴江市吴同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松陵镇长安村７组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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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蓝色沸点网吧 松陵镇花港路７２８号

吴江市鑫隆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绣湖西路鑫隆生活广场Ａ－２

吴江市阿里巴巴网吧 松陵镇花港新村２８８６号

吴江市金苹果网吧 松陵镇花港新村４５号

吴江市蓝企鹅网吧 松陵镇花港新村７组

吴江金世缘网吧 吴江经济开发区运东商业广场７８８－Ｑ－０４

吴江市飞天网吧 松陵镇锦都苑２幢７１１号

吴江市松陵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松陵镇笠泽路１５５号（恒森国际广场）

苏州星陵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松陵镇中山北路３２０号

吴江市松陵镇三鑫网吧 松陵镇柳胥村

吴江市飞翔鸟网吧 松陵镇柳胥村

吴江影都网吧 松陵镇八坼交通北路

吴江市松陵镇语馨网吧 松陵镇柳胥村４组

吴江市松陵镇香山网吧 松陵镇柳胥村５组

吴江怡神网吧 吴江经济发区庞金路龙字湾路７－１１号

吴江市东方网吧 松陵镇鲈乡北路７０号综合楼

吴江市友心网吧 松陵镇鲈乡北路龙庭锦绣花园７３幢Ｃ１０－１２

吴江市名城网吧 松陵镇鲈乡南路１４５７号

吴江太空遨游网吧 松陵镇鲈乡南路１５１７号

吴江市松陵镇新奇乐电脑服务部 松陵镇三兴路９６９号恒达丽都国际１幢１－３号

吴江市飞雨网吧 松陵镇庞北村

吴江市松陵镇天达网吧 松陵镇三里桥村１４组

吴江市有缘网吧 松陵镇三里桥村７组

吴江市秋月网吧 松陵镇下塘街永康路口

吴江市亿佰娱乐总汇 松陵镇中山南路１０号三角井０８－１

吴江市松陵镇一网天下网吧 松陵镇油车路２８６－２号

吴江市松陵镇新天地网吧 松陵镇油车路５４号

吴江市博达网吧 松陵镇双板桥１３８号盛世名门１幢１－３号

吴江市松陵镇信得网吧 松陵镇油车桥东堍

吴江市中山网吧 松陵镇垂虹路３７７号

吴江市松陵镇世纪网吧 松陵镇中山街６号

吴江市松陵镇零距离网吧 松陵镇柳胥村６组

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吴江绣湖路店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兴路１０４０－４６

吴江市松陵镇浪漫之都网吧 松陵镇鲈乡南路７７－７９号

吴江市芦莘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汾湖镇北芦街芦莘公路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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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芦墟来吧网吧 汾湖镇北芦街芦莘公路西侧商住区

吴江市零空间网吧 汾湖镇北厍厍星路

吴江北厍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汾湖镇北厍厍星路２２号

吴江市零零网吧 汾湖镇北厍社区厍源北街６６号

吴江市帝豪网吧 汾湖镇北厍社区育才路北

吴江市北厍镇跃兴网吧 汾湖镇北厍西鹤路１７号

吴江市双华网吧 汾湖镇汾湖大道西侧

吴江市宏华网吧 汾湖镇汾湖大道西侧

吴江市芦墟百度网吧 汾湖镇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港路北侧

吴江舒乐网吧 汾湖镇金家坝滨河路

吴江市金家星星网吧 汾湖镇金家坝金政路

吴江市芦墟联思网吧 汾湖镇开发区东港路８号

吴江市黎里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汾湖镇黎里浒泾北路商场弄１号

吴江市黎里网友空间网吧 汾湖镇黎里人民路２２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黎里人民路加盟店 汾湖镇黎里人民路６号

吴江市黎里镇盛裕网吧 汾湖镇黎里镇北开发区

吴江市黎里荣昌网吧 汾湖镇黎里镇北开发区

吴江市黎里镇自由空间网吧 汾湖镇黎里镇北开发区

吴江市宇通网吧 黎里镇北开发区黎民北路４８号

吴江市黎里奔达网吧 汾湖镇黎里镇北开发区１５号

吴江市黎里镇时代网吧 汾湖镇黎里镇北开发区２８－２９号

吴江市苹果乐园网吧 汾湖镇芦莘公路东侧

吴江市芦墟伊网舰队网吧 汾湖镇芦莘公路西侧（中山花园）

吴江超越网吧 汾湖镇芦莘路中山花园商住楼（店面房）７号

吴江市芦墟镇网缘网吧 汾湖镇芦墟３１８国道北侧１３５０号

吴江市红蜘蛛网吧 汾湖镇莘塔联南东路３９２－４００号

吴江市梦境网吧 汾湖镇芦墟东港路５０号

吴江市友联网吧 汾湖镇芦墟浦南港路明丰翠湖苑２３－２６

吴江市芦墟鹰王网吧 汾湖镇芦墟浦南路１１５－１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莘塔大街加盟店 汾湖镇莘塔大街

吴江市芦墟镇传奇网吧 汾湖镇泰丰路６３号（泰丰花园）Ｆ幢１室

吴江市三川网吧 汾湖镇莘塔大街东侧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莘塔加盟店 汾湖镇莘塔大街南首

芦墟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汾湖开发区浦港路３号

吴江市莘塔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汾湖镇黎里镇北开发区国道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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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芦墟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浦港路３号

吴江市芦墟星际网吧 芦墟镇浦港南路１２９号

吴江市横扇硕硕网吧 横扇镇大桥路５４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大桥加盟店 横扇镇大桥路５８号（天宇酒店二楼）

吴江市横扇镇春怡网吧 横扇镇大桥路西侧１幢

吴江市横扇新越网吧 横扇镇南大街贤泰路８９号

吴江市横扇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横扇镇菀坪社区创业路５９－９号

吴江市菀坪神州网吧 横扇镇菀坪开发路

苏州市菀坪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横扇镇菀坪开发路１０号

吴江市腾飞网吧 横扇镇菀坪中路３６号

吴江市星光网吧 横扇镇菀坪开发路１６２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振兴路加盟店 横扇镇菀坪社区振兴路东园小区１幢７１４－７１５号

吴江市菀坪钱钱网吧 横扇镇菀坪文化站内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通运加盟店 平望通运花园２５幢２号

吴江市平望华平网吧 平望镇黄洋墩

吴江市梅堰蓝梦网吧 平望镇梅堰梅新街１１６号

吴江市七都梦之源网吧 平望镇梅堰梅新街５５号

吴江市平望镇一枫网吧 平望镇通运路６８号１幢３０１室

吴江市平望逸宇网吧 平望镇通运路南侧

吴江市平望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平望镇通运西路通运花园２６幢６号

吴江市平望天宇网吧 平望镇莺湖路３７号

吴江市平望相聚网吧 平望镇莺湖路５４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七都大其仁加盟店 七都镇大其仁市场

吴江市七都镇新世纪网吧 七都镇新村一路

吴江市七都网通家园网吧万顷加盟店 七都镇庙港社区万顷东路

吴江市时空网吧 七都镇望湖中路西侧

吴江市亨络网吧 七都镇心田湾

吴江市精英网吧 盛泽镇东方丝绸市场十字河西

吴江市盛泽极速网吧 盛泽镇南麻永平开发区７９号

吴江市一帆风顺网吧 盛泽镇东方中路２２７号

吴江市盛泽镇双腾网吧 盛泽镇东港村

吴江市盛赢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盛泽镇工厂街林桑场市场路北侧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公园路加盟店 盛泽镇公园路１３号

吴江市盛泽镇风云网吧 盛泽镇杨扇村３组（农贸市场二楼）

吴江市胖子网吧 盛泽镇荷花村２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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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红安加盟店 盛泽镇红安路７号

吴江市盛泽无间道网吧 盛泽镇红洲尊龙苑２９幢２０１

吴江市锦湖网吧 盛泽镇南环北路南侧（红安村）

吴江市盛泽自由空间网吧 盛泽镇南环路红洲苑２幢１０１－２０１号

苏州恒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盛泽镇南麻工业园区恒力路１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南麻太平路加盟店 盛泽镇南麻太平路

吴江市盛泽豪门网吧 盛泽镇市场本路北侧

吴江市南麻新时代网吧 盛泽镇南麻引庆路８号

吴江市盛泽镇百盛网吧 盛泽镇盛南公路金盛花园３幢

吴江市盛泽镇彩虹网吧 盛泽镇市场路四商区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西环路加盟店 盛泽镇市场路西南侧

吴江市盛泽镇心网络网吧 盛泽镇舜湖东路１号

吴江市盛泽镇联友网吧 盛泽镇舜湖西路北侧（三联商住楼１号）

吴江市盛泽蓝色快车网吧 盛泽镇坝里村农贸市场

吴江市盛泽镇过把瘾网吧 盛泽镇舜新南路１２０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盛泽南环路加盟店 盛泽镇舜新南路２号

吴江市盛泽镇时代网吧 盛泽镇荷花村４组

吴江市盛泽镇世纪网吧 盛泽镇舜新南路新生丝绸大厦

吴江市盛泽书香门第网吧 盛泽镇东方大街２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舜新路加盟店 盛泽镇舜新中路东侧

吴江市盛泽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盛泽镇太古广场春雷大厦３楼

吴江市桃源欣网易家网络有限公司 桃源镇人民路东方大道交叉路口５５０号

吴江市桃源大拇指网吧 桃源镇青云社区御龙路１号

吴江市桃源联想网吧 桃源镇人民路４２３号

吴江市桃源亚细亚网吧 桃源镇双庆路

吴江市铜罗镇蓝月亮网吧 桃源镇铜罗人民路１１９号

吴江市桃源镇严墓文化网吧 桃源镇铜罗社区中心路

吴江市同里镇龙腾网吧 同里镇富土路

吴江市知心网吧 同里镇金狮路厍浜小区

吴江市宏胜网吧 同里镇三元桥南堍东侧（综合大楼三层）

吴江市飞度网吧 同里镇厍浜村（金狮路以南）

吴江市龙城网吧 同里镇上元街迎燕西路４３号

吴江市同里镇无极网吧 同里镇松厍公路南侧

吴江自由人网吧 同里镇科技产业园（同兴村部北侧）

吴江腾龙网吧 同里镇屯村松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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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吴江珍圣网吧 同里镇邱舍路６号综合楼东一二楼

吴江市天龙网吧 同里镇迎燕桥西路北侧

吴江极点网吧 同里镇迎燕西路５９号

吴江金源网吧 松陵镇龙庭锦绣会馆

吴江市震泽镇腾速网吧 震泽镇八都贯前街４４－１号

吴江市八都联众网吧 震泽镇八都贯前街东侧

吴江市好旺角网吧 震泽镇八都市场路南侧综合楼１幢８号

吴江市天堂鱼网吧 震泽镇八都新马路北侧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震泽南环加盟店 震泽镇南环中路

吴江市震泽镇腾胜网吧 震泽镇勤幸村５组（摩配市场Ａ区１－２号）

吴江市震泽镇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震泽镇潭子河２８号

吴江市震泽镇奇迹网吧 震泽镇新乐村１６组

吴江市震泽镇零距离网吧 震泽镇镇南路９１７号

吴江市网通家园网吧坛丘加盟店 盛泽镇坛丘清风街１号

吴江花港浪淘沙网吧有限公司 松陵镇中山北路２５５０号

吴江南麻浪淘沙网吧有限公司 盛泽镇南麻社区

吴江市浪淘沙网吧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开发区运东商业广场７８８－Ｃ３

吴江市时尚浪淘沙网吧有限公司 汾湖镇北厍厍星路西侧１幢４号

吴江市热点浪淘沙网吧有限公司 七都镇庙震公路

第五节　文化单位附属企业

　　一、概况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恢复、发展遭受摧残的社会文化事业缺乏资金支

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苏州专区行署、苏州专区文化局在倡导农村文化中

心建设时强调其自身造血功能，在考核指标中规定每个乡镇文化中心必须有一个“亦工亦艺”的文

艺工厂，即后来所谓的文化企业。８０年代初期，吴江不少乡镇在文化中心建设中创办文化企业，形

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办工厂的叫“以工养文”，办商店的叫“以商养文”，办摄影服务部、录像厅、舞厅

之类的叫“以文养文”。铜罗乡文化中心的塑料印刷厂，梅堰乡文化中心的誊印厂，芦墟乡文化中

心的印刷厂是最早办起来的文化小工厂。１９８７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

颁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提倡“积极开展‘以文补文’的有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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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经营性活动”，以“弥补文化经费的不足”。于是吴江县各乡镇文化中心、市（县）文化局直属事

业单位相继办起文化企业，如县文化馆的塑料制品厂、袜厂、兴昌贸易公司，县图书馆的服务部，黎

里影剧院的头巾纱厂，县评弹团的垂虹工艺美术厂，县锡剧团的音乐餐厅等。还有音像发行、录像

厅、舞厅、溜冰场、摄影部之类的项目。

文化企业因为投入有限，年收益能有几万元，积累能有十几万元，已属佼佼者。文化企业的收

益主要用于文化事业硬件建设或其他急需项目的补助。１９８２年，黎里影剧院的头巾纱厂获利几十

万元，其中３２万元用于该年影剧院翻建。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０年，梅堰文化中心两次利用誊印厂盈利扩
建活动阵地。县评弹团垂虹工艺美术厂盈利５万多元，用于补发“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演员的扣

发工资。县锡剧团音乐餐厅的盈利，补偿锡剧团职工“留编整顿”期间的部分福利。

９０年代初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推动下，全民经商办企业波及整个社会，吴江文化系统也不例
外，一些单位从单纯的办经济实体，逐步转向兼办经营类公司。如市文化局创办艺海贸易公司，附

设子公司鲈乡家具城。市文化馆创办华艺购销公司、天宝黄金珠宝行，市越剧团创办罗马娱乐城，

柳亚子纪念馆创办文博经营部等。这些自主经营的公司，除黎里柳亚子纪念馆的文博经营部税后

获利润３０多万元外，其他成功者寥寥。９０年代中后期，从上到下开展“党政机关、全民事业单位不
准经商办企业”清查，文化系统经营类公司全部停办。

公司停办，但自主经营的如录像厅、音像出租、小卖部、誊印室等小型实体，大部分仍在继续经

营。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些附属于文化单位的小经济实体效益越来越差，管理也日

趋困难，逐渐被挤出了市场，于是在经营方式上实行了３种转变：或将自主经营的实体，转为“一脚

踢”的个人承包，收取承包费；或出租经营场所，收取房屋租赁费；或由文化系统出面申领工商执照，

交由他人经营，收取一些管理费。这样的经营方式没有维持多久，９０年代末，文化系统的单位附属

企业先后关闭。

　　二、文化企业选介

（一）吴江垂虹工艺美术厂

１９８０年，吴江垂虹工艺美术厂成立，是一家吴江县评弹团创办的头巾纱厂，厂址在北新路（现

永康路）１８号评弹团办公室兼宿舍楼内。由陈明兴、张泽民具体操作，进料加工印染后主要销向北
方，重点是辽宁省沈阳市，税后利润５万余元。１９９４年初停办。

（二）音乐餐厅

１９８５年３月，音乐餐厅由吴江县锡剧团创办。地址在北新路１８号锡剧团团部内。许龙生任经

理。１９９４年４月，在团部原址拆建艺海大厦，音乐餐厅停办。

（三）艺海贸易公司

１９９２年８月６日，艺海贸易公司由市文化局创办成立，系“全民企业，独立核算”。地址在市文
化局机关内。由原文物陈列室邱志强任公司经理，职工２人。１９９５年，邱志强回文物陈列室，富月

华任经理。１９９７年清理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贸易公司停办，富月华和１名职工调入市新华书店，

另１名职工调入盛泽影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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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艺购销公司

１９９３年２月，华艺购销公司由市文化馆创办，张北平任总经理。地址在原吴江县人民大会堂

（１９９８年改建为市文化中心大楼，下同）北新路一侧。后因债务纠纷，华艺购销公司最终因资不抵

债而破产。张北平买断工龄。

（五）文博经营部

１９９４年５月，文博经营部由吴江市黎里镇柳亚子纪念馆创办，地址在黎里镇中心街７５号柳亚

子纪念馆内。法人代表先后是鲍建国、叶明亮。经营方式是承包。共缴纳国家税收２０余万元，上

缴柳亚子纪念馆利润３０余万元。２０００年停办。

（六）天宝黄金珠宝行

１９９４年５月，天宝黄金珠宝行由市文化馆创办，朱永兴任董事长，秦建生任总经理。地址在原

吴江县人民大会堂北新路一侧。２０００年８月３１日，天宝黄金珠宝行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职工均

买断工龄。

（七）鲈乡家具城

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鲈乡家具城开业，系市文化局创办的艺海贸易公司下属的子企业，借用市新

华书店职工周小明任经理，租赁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在鲈乡路与流虹路交界西南侧的综合楼底层作

经营场所，经营未满两周年因亏损而倒闭。

（八）罗马娱乐城

１９９４年７月，罗马娱乐城竣工，１９９５年１月开业，由吴江市越剧团自行集资建造。地址在鲈乡

北路９２号，与越剧团团部相毗邻，产权属吴江市越剧团。董事长王建祥，总经理高峰。１９９９年，因

债务纠纷，整个娱乐城包括原越剧团排练厅，被吴江市人民法院列入拍卖，但未成行。至市文化局

与市广电局合并后拍卖了结。

（九）艺海大厦

１９９４年，艺海大厦在原吴江市锡剧团音乐餐厅基础上翻建而成，市文化局投资２００多万元。

１９９６年上半年土建竣工，建筑面积４０４０平方米。艺海大厦由杨建明承包经营。杨建明原系市工商

银行职工，１９９６年６月，市文化局把他调入文化系统，编制放在红旗影剧院，专职经营艺海大厦。６

月１０日，市文化局工会与杨建明签订《租房经营协议》，期限７年，租金总额３６０万元。同时，市文

化局出面为杨建明在交通银行贷款１５万元。不久，因杨建明不能履行合同全额上交租金，经苏州

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终止原合同，重签新合同，但杨建明对新合同仍不能履行，再次进行仲裁。经过

两年半官司，于１９９９年９月初终于彻底解决。２００１年上半年，由市文化局出资２万元作为红旗影

剧院对杨建明的辞退费，买断工龄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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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福禄贝尔科幻乐园

１９９３年，福禄贝尔科幻乐园（Ｆｒｏｂｅｌ，下称乐园）开始施工，历时３年。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８日竣工并

对外营业。乐园系台湾人刘京华等人合伙投资的台商独资企业，园址坐落于芦墟镇，濒临淀山湖，

与上海大观园隔湖相望，乐园一期工程占地面积５６万平方米，分５大区，７大馆，１０个广场，系大型

综合性科幻娱乐场所，总投资号称１．１亿美元，引用了许多当时国际上高科技产品以及娱乐设施，
并且花巨资邀请国内外演出团体到园内演出，当时在江苏省也是绝无仅有的。

乐园内５个游览活动区分别为“科幻城市”、“欢乐世界”、“梦幻风情”、“宇宙嘉年华”和“奇幻
世界”。每个游览区都分别设有分支游览娱乐项目，如科幻城市区设有商场、餐厅、游戏街；欢乐世

界区内分设赛车、滑草车、碰碰车等游戏项目；梦幻风情区主设风情表演馆，附设游客休息长廊和散

步大道；宇宙嘉年华区置设“太阳”、“月亮”、“星星”３个广场，并有太空表演、好莱坞特效、儿童创

意玩具、镭射馆等；奇幻世界内置高空弹跳、马术表演等竞技项目。

乐园设总部，为管理机构。与此相配套，还设有职工大学、宿舍楼、餐厅等。执行长刘京华为乐

园最高管理层核心人物。

乐园员工来自全国各地，学历均在高中以上，经乐园教育训练中心就语言、礼仪、服务等规范训

练后，佩证上岗，员工总人数２０００余，实行全封闭管理。福禄贝尔科幻乐园凭借先进设施，超前理
念，以及一流服务名扬远外，成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一个主题乐园。

乐园开业初，每日游客数千人，且以团体客为主。票价１８０元。后因债务等一系列问题，乐园
到第二年上半年，已无法运转。在一片讨债声中，１９９７年９月，乐园最高长官执行长刘京华等人离

开芦墟，营业终止，福禄贝尔科幻乐园倒闭。

第六节　新兴演映经营场所及单位

　　吴江的专业演出团体起源于民间，演出和放映场所最初都是私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当
时社会政治需要，这些团体和场所都经过对私改造，其后一直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之间徘徊，并

不具备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为此，传统的专业剧团、放映单位和影剧院安排在文化团体篇章中

叙述。

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初，吴江传统的演映场所和单位经历巨大变革，锡剧团、越剧团相继停业，
各地影剧院及其电影队实行改制，由国有事业单位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或改由地方或私人经营。改

制后的影剧院及电影队已转化为文化产业单位，成为文化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传统演映单位、场所艰难蜕变同时，一些新兴演出、放映经营场所及单位在吴江开始出现。

至２００５年，有吴江市蓝萌广告文化传播公司这样的文化经纪机构，有吴江市艺术团、松陵镇友谊越
剧演出队等新的演出团体，有松陵镇正大演艺厅、盛泽镇东方演艺厅等新的演出场所，吴江体育馆

也时有营业性演出活动开展。２００７年，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节目组在吴江现场组织活动，黎明
歌舞团、前线歌舞团等大型剧团在吴江演出，都由吴江新兴演映经营场所和单位接纳。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日，“奥林清华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新年音乐会”在吴江市体育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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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６　２００６年５月吴江市新兴演出场所一览表

单　位 地　址 法　人 经营范围

吴江市松陵镇正大演歌厅 松陵镇中山北路 周丽琴 文艺演出

盛泽镇东方演艺厅 盛泽镇舜新南路６３－６９号 沈马根 文艺演出

吴江市文化中心演艺厅 松陵镇庙前街９号 沈泉生 文艺演出

盛泽福海云天休闲中心 盛泽镇盛坛路郎中段 钮国良 文艺演出

吴江体育馆 松陵镇笠泽路 章新生 文艺演出

苏州同里湖大饭店有限公司 同里镇九里湖８号 王立卫 助餐演出

第七节　其他文化经营行业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激活文化市场发育生长，文化生产与文化服务的拓展是多方面的，它们

都进入工商登记，或者由教育部门核发许可。

　　一、照相馆

开展摄影服务的照相馆民国时期就有，几十年间除所有制有变更，其面貌基本不变。至２００８

年，照相馆纷纷提升为影楼，婚纱摄影之类艺术摄影也从大城市向吴江移植。年轻人拍婚纱照成为

最平常不过的步骤。一些老夫妻也耐不住要去补拍一张婚纱照片。

　　二、画廊

清末，画家陆恢曾以卖画自给。民国时期，画家徐北汀创设白马画社，以卖画课徒为业。新中

国成立后，除新华书店卖印刷品年画，吴江少有经营美术作品。８０年代起，画廊在吴江出现，可看

作文化市场在美术领域的一种复苏。至２００８年，画廊行业维持着稳定的市场化经营状态。

　　三、艺术培训业

９０年代起，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面向青少年的艺术培训以及体育、写作等各种文化技能、

文化知识培训在吴江兴旺起来。许多家长为使自己的孩子掌握一技之长，不惜重金投入，至２００８

年，培训业在吴江已形成很大的一块市场。

　　四、其他

室内设计、园林绿化等与文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它们作为现代化建设新兴行业，随吴江城

市建设需求大幅增长而发展很快，至２００８年，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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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文化强市建设中的文化产业

　　２１世纪初，吴江市确立建设文化强市目标。２００２年５月，吴江市人民政府印发政办〔２００２〕６９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强市建设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明确要求“重点扶持发展报社、广播

电视、文化旅游、文化信息和传统工艺美术，加快形成以文化重点产业为主导、相关产业联动发展的

文化产业体系”。同时要求“以吴江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通过政策扶持、资产重组和投

资主体多元化，不断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形成全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文件特别强调：“在

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入条件，鼓励和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文化设施建

设、文化技术装备更新以及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积极扩大文化产业利用外资和社会资本的渠道

和领域。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参与兴办文化企业，在规划建设、土地征用、从业人员职称评定等方

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一视同仁。”

２００４年吴江市对市属生产经营型文化事业单位实行改制，就是促使文化产业资产重组和投资

主体多元化的一项举措。在建设文化强市政策的感召下，一些较大规模的文化企业开始落户吴江。

２００４年２月，致力开发各类软件的吴江英普思软件有限公司在市科技创业园成立。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吴江市冰心文教用品有限公司成立，地点在平望镇中鲈科技工业园。该公司生产各种绘画颜料，包

括国画、油画、水彩画等所用颜料，年产１８０００多万支画色，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出口欧美、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有文化产业经营单位５６２家，从业人数１．６万人，营业收入７０．０３亿元，文化产

业增加值约１４．４８亿元。一个多门类的综合型文化产业体系在吴江市基本形成。

第二章　文化市场管理

第一节　概　况

　　文化市场经营场所、经营项目增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市场，是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项

全新课题。为有效加强监管，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专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构。１９８９年８月，吴

江成立“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县政府副县长张莹兼任管委会主任，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和文教、公安、工商、广电、税务、卫生、物价局的分管领导为成员。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主要职能是：在全市（县）范围内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江苏省、苏州市有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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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拟定并监督执行文化市场管理办法、规定，指导文化市场管理业务工

作，制定文化市场发展规划，引导和扶持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设在县文教局，

后改在县文化局。

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设立是政府从直接办文化向依法管文化过渡的一个标

志。随着文化市场的发育成长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文化法规逐步完善，文化管理部门的设置及其

管理方式也在不断演变。

１９９２年，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正式开始运行。１９９６年，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增
设下辖的文化市场稽查队。

１９９７年，根据国务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停止行使对营
业性演出的行政许可，改为依法实施对演出活动的内容监管。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文化市场的局

面逐渐改变。

２００１年，文化市场管理部门负起统一管理音像市场的责任，结束多年来文化、广电系统各管一

方的格局。是年，文化市场管理部门还被确定为网吧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文化市场多头管理现

象逐渐改变。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吴江市建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集中审批，方便群众。市文广
局在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文广窗口，受理有关文化市场管理各项目的审核、审批、登记备案。文

化市场管理显示了服务属性。

对外开放使中国文化市场与国外文化大市场融为一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日益显现。

２００５年，吴江市文广局增设新闻出版管理科，也参与对文化市场的管理。至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化市
场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二节　常规管理

　　文化市场管理的内容是实行开业审批年审年核；开展业务培训，文明评比；实施监督检查，执法
整治；促进建章立制，依法治文等，目的是培育、发展健康、文明、有序的文化市场。

　　一、开业审批、年审年核

１９９１年起，新办文化娱乐项目，只要是经济建设需要，条件基本符合，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经
过实地查看后，一般同意开办。在申办文化经营项目的立项、审核、发证、收费等各个环节中，优先

为下岗工人提供咨询服务，优先照顾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１９９９年，全市新批１１３个各类文化娱乐

项目；１８８家印刷业企业换发《印刷业许可证》；８９家经营业主１５００余台游戏机核发《吴江市电子游
戏机准营证》；歌舞娱乐场所和电子游戏机房重新登记审核，换发《文化经营许可证》等。为培养和

开拓文化市场，２０００年削减审批事项６项，取消大部分项目的证照工本费，实行限时审批、免费办
证，方便群众。全年受理审批项目１０７０件，办结率１００％。办结项目中有娱乐场所３７个，出版物零

售出租单位３１个，音像制品经营单位６０个，营业性演出场所５个。对审批同意营业的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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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吧，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每年组织检查，进行年审，审核合格的重新颁发许可证书；对不法经营业

主进行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２００５年，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按照“控制总量、合理布局、规模

经营、竞争有序”原则，制定《吴江市网吧总量及布局规划》，一度停止网吧、音像制品和印刷复制业

经营单位审批，进行整顿，实行优胜劣汰，引导经营户连锁经营，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至

２００８年，通过审批审核，使吴江市娱乐场所发展得到宏观调控，文化经营网点布局结构趋向合理。

　　二、业务培训、文明评比

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通过引导，使守法成为经营者的自觉行动。１９９１年起，文化市场管理
通过对经营业主进行法制、法规教育及技术培训，组织行业评比、开展行业自律活动，以各种形式提

高经营者的思想和业务水平。１９９３年，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举办“歌厅，舞厅、卡拉ＯＫ厅”灯光音

响操作培训。１９９４年，分二期组织全市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经理培训，培训内容是文化市场基础
知识，专业知识和法规等。１９９５年，健全经营单位联系制度，进行岗位培训、文化行政法规知识考

试。１９９７年，对全市１１４家营业性舞厅评定等级，评出特级１５家、一级３３家、二级３８家、三级１７
家。又组织７３位书报刊经营单位负责人和个体业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培训。

开展文明评比，文明经营竞赛活动是推进经营业主文明经商、经文的有效措施，每年文化市场管

理办公室都要组织此类评比活动。如红旗录像厅评为“江苏省文明录像厅”，县影剧公司评为“江苏省

电影发行放映先进集体”等。２００７年，文化市场办公室根据文化部等１４个部委联合发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举办经营者法规培训班６期，参训人员１０８５人次。又与网吧
行业协会、公安、关工委等部门合作，组织“文明网吧”争创活动。“浪漫之都”等１１家网吧在活动中受

到表彰。“时尚生活”网吧进入全国网吧２００强，在苏州市网吧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还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整治无证照经营宣传

月活动，宣传文化市场知识，增强市民拒绝盗版、文明上网的意识，倡导网络道德建设，推进文化市

场管理。

　　三、监督检查、执法整治

文化市场执法是文化市场管理的重要内容。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执法以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危机意识自律，倡导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文化市场执法检查以“市场天天查，执法规范化”为主题，做到领导重视、宣传到位；任务到人、

人员到岗；执法有力、处罚到位。确保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不发生重大案件。

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针对经营场所存在的无证照违法经营的突出问题，开展监管、打击。每年

与文化经营单位法人签订协议书、责任状，组织相关人员、社会团体对无证照经营场所摸底排查，对

排查出的问题进行清理整改。通过不断整治、规范，有效遏制无证照经营等违法违规活动。

根据省、市文化部门关于全面整顿治理演出市场的工作部署，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加大对演出

监管，按照“发现一个，取缔一个”执法要求，重点打击淫秽色情演出活动，利用市镇两级管理网络

和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对演出市场的巡查频次，及时取缔非法大棚演出。

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每年都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主要有：集中打击经营非法音像制品，对电子

游戏场所、“黑网吧”、校园及周边环境、娱乐经营场所等进行专项整治。２００６年，组织文化市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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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１号”、“阳光２号”集中整治行动。按上级部署，以松陵、盛泽、开发区的“黑网吧”整治为重点，

开展全市性的“网吧和电子游戏等经营场所专项整治行动”、“百日整治集中行动”、“反盗版百日行

动”、“扫黄打非”、“百日雷霆行动”等。２００７年，取缔无证照电子游戏机房７家。２００８年，取缔黑
网吧１４５家，对１４家无证照娱乐场所责令停业整顿。

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还对文化经营单位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开展“安全生产

百日督查”、“文化市场消防安全大检查”和“文化市场奥运保障”等行动。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在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前，都发放政府整治通告，履行告知义务，宣传政府保护合法经营、打击非法经营

的政策。

至２００８年，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在加强执法检查，加大检查密度的同时，通过发放整治通告、
悬挂标语条幅、利用新闻媒体等方式，宣传文化市场法律法规，增强市民法制意识。发放各种宣传

材料８万多份，对执法整治情况、重大案件查处及时进行跟踪报道，形成社会舆论。
２００８年２月，吴江市娱乐行业协会成立，此举成为娱乐行业规范发展的一项标志性事件。协会

向社会承诺：“严格自律，守法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文明办企，遵纪守法，倡导和谐健康；恪守诚信，

公平竞争，维护行业团结；优质报务，自主创新，推进共同发展。”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根据文化部等７部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全国娱乐场所阳光工
程实施方案》、江苏文化厅《关于开展文化市场“奥运保障行动”的通知》、吴江市《深入开展系列平

安创建活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成立创建平安文化市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创建活动的总体规划、

工作要点和标准。通过平安文化市场创建活动的开展，营造了吴江文化市场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建章立制、依法治文

１９８５年５月２日，为依法管理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迅速扩大的文化市场，文化部发布《关于对营
业演出单位和演出场所试行〈营业演出许可证〉的规定》。之后，苏州市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也陆

续颁布实施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如《文艺演出管理暂行办法》等。１９８８年以后，国家和

地方陆续出台关于管理专业表演团体、文艺演出经营单位以及歌厅、舞厅、台球厅、游艺厅等的行政

规章。１９９０年９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由此，文化主管部门对文化市场的管理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在文化市场管理中，吴江

市也相继制定一系列单项的或综合的文化市场管理规定和规章，分别以人大、政府或文化局、文化

市场管理委员会名义颁发。如１９９３年，市委、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
作的通知》；１９９５年，市文化局、物价局、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文化市场营业收费和管理收费暂行

规定》，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制定《吴江市音像管理意见》、《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意见》等。

１９９６年，文化市场管理纳入中共吴江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综合治理范畴，被列为各级政府工作考核

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管理文化市场的主动性得到发挥，文化市场管理机制更加完善。是年，文化

市场办公室制定《吴江市音像市场集中治理实施条例》，公布《文化市场十不准》。２００５年，吴江市

又出台《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监督规程》、《文化市场举报办理规定》等制度。２００８年３月，文化市场

办公室编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所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美

术品经营办法》等宣传手册，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文化娱乐企业政策引导，营造文化市场法治环境，

促进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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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１　２００７年３月吴江市在册文化经营单位一览表 单位：个

地区 网吧 舞厅 电子游戏 音像 演出团队 演出场所 电影院 合计

松陵 ７５ ３３ １１ ３７ ２ ３ ２ １６３

盛泽 ２４ ２１ １７ ２６ ０ ２ １ ９１

芦墟 ２１ １１ ７ １８ ０ ０ ０ ５７

黎里 １２ ３ ５ １０ ０ ０ １ ３１

同里 ４ ４ １ ７ ０ ０ １ １７

平望 ８ ８ ５ １４ ０ ０ ０ ３５

震泽 ７ ６ ４ １４ ０ ０ １ ３２

七都 ４ ２ ２ １０ ０ ０ ０ １８

横扇 １０ ４ ２ ７ ０ ０ １ ２４

桃源 ６ ４ ７ １４ ０ ０ ０ ３１

合计 １７１ ９６ ６１ １５７ ２ ５ ７ ４９９

第三节　“扫黄打非”执法活动

　　在文化市场形成过程中，一些不法商家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以各种方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一

些盗版印刷品、音像制品和以渲染暴力、凶杀、淫秽为主要内容的小报、碟片等流入市场。“扫黄打

非”便成为文化市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扫黄打非”需要县委、县政府协同多个部门采取联合行动。１９８５年９月，县委宣传部组织县

文教局、县公安局、县工商局检查全县文化市场，查封销毁非法出版挂历８９９本，这是吴江县查禁非

法出版物的开端。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０月，县委、县政府连续部署清理、整顿全县报刊、音像市场和“扫

黄”工作，在县体育场当众销毁黄色书刊９３３本，这是吴江市（县）“扫黄”行动的起点。

１９９０年以后，市（县）委、市（县）政府每年组织“扫黄打非”专门会议和集中行动。至１９９５年，

收缴涉黄涉非出版物、音像带、音像碟片等２．４万余件。收缴用于博彩的电子游戏机及其线路板６６

台（块）。１２月，在吴江设厂的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制作淫秽光盘事发。

１９９６年，吴江市“扫黄打非”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年伊始，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扫黄打非”、

禁赌工作会议，发布《吴江市人民政府扫黄打非通告》、《吴江市人民政府禁赌通告》。２月、３月，专

门设立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连续两次组织文化市场大检查，大规模销毁涉黄涉非制品。９月，

由市文化市场办公室领导的文化稽查队正式成立，文化市场稽查开始引入长效机制。意在引导社

会舆论的重大行动持续不断，市委、市政府每年年初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市“扫黄打非”工作。市

“扫黄打非”领导小组时常组织全市性突击检查。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收缴非法书刊４万余册，非法音

像制品约１７万件，依法吊销７个场所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取缔违法违规电子游戏机房６家并

收缴一批赌博机线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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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２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吴江市集中销毁非法音像制品、出版物情况一览表

日期 内容 组织者 地点

１９８９．１０．１６ 黄色书刊９３３本，非法、查禁录音带９５０盘

１９９６．２．２５ ＬＤ光盘４９件，ＣＤ、ＶＣＤ光碟５６７件，录像带３１５５盘，录
音带８４７盘，书报刊３１６册。总价值１０．４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７．９．１０ 非法出版书刊１３１２册，录像带５４８盘，录音带 ５１５盘，
ＣＤ、ＶＣＤ光碟６０９１件

１９９９．９．２７ 碟片６３９７８件，录像带２３４盒，录音带３２８盒，赌博游戏
机线路板１９块，机芯８个

２０００．６．１８ ＶＣＤ光碟４万余件和淫秽色情盗版等各类非法出版物
５４００余本

２００２．１１．５ 一批非法音像制品、书刊、赌博游戏机和违规游戏线

路板。

２００３．１２ 非法音像制品、书刊４．７万件，赌博机６２台

２００５．１０．２６ 各种非法音像制品１６万余件，非法出版物４万余册、淫
秽色情光盘２０００余件。

２００６．１１．２４ 举行“扫黄打非”现场会，集中销毁非法出版物 １４万
余件

２００７ 收缴非法出版物１３６９１８件

２００８ 收缴各种非法出版物５５９３７件、非法音像制品４万多张

吴江县委、县政府

市“扫黄打非”

领导小组

市扫黄办公室等

体育场

松陵地区靶子山

垃圾填埋场

城中广场

城中广场

（由南京统一回收）

集中上交至苏州市组织集中销毁

２００５年９月，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新闻出版局）设置新闻出版管理科。从此，文化市场管

理办公室通过文化稽查队对文化市场进行稽查，着重查处网吧和娱乐场所涉黄活动。新闻出版管

理科则参与日常“扫黄打非”工作，着重查处盗版和色情非法出版物。两个部门常常配合行动。

２００６年，两个部门组织“扫黄打非”集中行动１０余次，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执法检查３１３次，出

动执法人员２２９６人次，检查经营单位３８３９个次，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音像制品经

营许可证》各１家，罚款１３万元。

２００７年，集中销毁一批赌博机，取缔非法演出１７起。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对“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和

个人作了表彰。是年依法取缔娱乐场所５８家，收缴赌博机及其线路板９８５台（块）。

　　专记：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复制淫秽盗版音像制品案

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位于吴江市松陵镇江兴西路４２０号，系横扇镇工业公司与香港宝

碟国际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于１９９２年８月开办，后因复制盗版侵权产品和淫秽色情出版物被查

处而倒闭。

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复制淫秽盗版音像制品案发自一位中年妇女给中共苏州市委书记

杨晓堂的一封信。《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８日头版头条首次公开披露。时全国各大报纸都予

以转载，电台、电视台援引播出。

《人民日报》以《一个母亲强烈呼吁扫黄打非不可手软》为题，摘录登载了来信，并配发了记者

曲志红的导言。

导言说：“一位苏州的普通女工，在今年１月２１日给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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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举报信。在这封信中，她讲述了突然发生在她幸福家庭中的一段痛心不已的故事，令读到此信

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她也向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竟能坐视那

些黄色出版物侵蚀毒害我们的青年一代吗？我们将此信摘录如下，希望来自这位普通母亲泣血的

呼吁，能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黄色出版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足够的重视，也希望那些为牟取暴

利而‘制黄’、‘贩黄’的人们，能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而悬崖勒马！”

《人民日报》刊登的来信全文：

“我是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近来，我每每以泪洗面，夜不能寐。思

前想后，使我下决心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

我和丈夫都在企业工作，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们认为这没什么，我们有我们的骄傲———我们

的儿子。儿子很聪明，读书成绩一直不错，我和丈夫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倾注在他身上。

我们希望他争气、能成材。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打碎了我们的梦想。

事情还要从年初说起，儿子从去年开始自学电脑，而且学得不错。丈夫和我商量了半年，终于

咬咬牙花了８０００多元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我的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不怕您笑话，家里的电视机
还是黑白的，可是我们认为值得。谁想到，事情就出在电脑上。

近两个月来，我发现儿子一直神神秘秘，经常把自己锁在自己房间里，当时也没觉得怎样。可

后来发现他近期几次考试成绩直线下降，好几门功课竟只有六十几分。问他原因，他一直说粗心，

未答好试题。有一天，班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我儿子几个月来上课一直不认真，神情恍惚，最近几个

下午竟没来上课。我接了电话，气得不行，马上请了假冲回家，打开儿子的房门，发现儿子正和他的

两个同学在看电脑放的电影（后来才知道叫ＶＣＤ）。可待我仔细一看，天啊！那是什么镜头啊。我

当时气得手脚冰凉，呆呆站了十几分钟不知该怎么办。

晚上，我丈夫回来了，他一生第三次，也是最狠的一次打了儿子。他问儿子这些黄色ＶＣＤ是哪

来的，儿子说是托人从苏州宝碟激光有限公司买的，很便宜，而且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丈夫和我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家公司并不是什么地下工厂，它是一家正式的中外合资企业。前几天

我们还在吴江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这个企业的领导出现过，而且是介绍先进经验。这难道是真

的吗？

可事实回答我是真的。杨书记，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国家里，中外合资企业难道可以为所欲为

生产这种黄色的东西吗？这难道不是违反国法吗？

当然，出了这件事，我们做父母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想，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

也决不允许有这样的企业。我的儿子只有１６岁啊！如果没有好的社会环境，他该怎样走完他的人

生啊！”

１２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还在头版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警惕“电脑犯罪”》。

同日的《新华日报》在刊登《一位母亲的呼吁》的同时，着重介绍了省市领导对群众来信所作出

的反应和所采取的措施，在头版发表了以“群众来信检举揭发，省市领导高度重视”为肩题的《苏州

市查获一起复制淫秽盗版音像制品大案·两案犯被依法受审，宝碟公司停业整顿》的文章。文

章说：

“今年１１月２１日，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收到一位学生母亲的来信：恳切要求严

厉查处吴江市横扇镇的合资企业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制作激光视盘毒害青少年问题。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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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她正在学校读书的１６岁儿子观看淫秽影碟片，身心、学业受到严重损害的问题，声泪俱下地

控诉了制作淫秽音像制品的罪行。该信引起了杨晓堂同志的极大愤慨和高度重视，当即批示对此

案要进行严厉查处。

正当苏州市有关部门按照市委领导同志指示积极组织力量，依法对该案进行调查，拟对犯罪分

子采取措施时，１１月２８日下午，省新闻出版局接到全国‘扫黄’办公室关于深圳犯罪分子林奕南、

林奕钦兄弟在宝碟公司大量制作淫秽、盗版音像制品在当地案发的情况通报。省委、省政府领导同

志高度重视，立即对该案的查处工作做出批示。省委书记陈焕友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霞林等

关于查处报告上三次批示：‘一定要严肃查处’。顾浩、俞兴德等省领导也作了批示。１１月３０日晚

９时，王霞林同志主持召开省新闻出版局、公安、文化、广播电视等厅局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对该案

深入查处进行具体部署，要求对该案要高度重视，严肃查处，责成省社文委办公室牵头，组成赴苏州

联合工作组，与苏州市有关部门一起依法查处该案；涉及广东深圳和其他省市的情况要及时向全国

‘扫黄’办公室通报，注意紧密配合，把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对此案要追根究底，穷追猛打，一查到

底；要从宝碟公司‘制黄’、盗版案认真吸取教训，在思想上克服江苏总体上是好的，市场中的‘黄

源’主要是外来的等麻痹思想，坚定不移地开展‘扫黄打非’斗争；省和苏州市各部门要紧密配合，

协同作战，重视对音像制品、电脑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查处，对文化市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

析，制定有效防范措施。

１２月１日，省联合工作组赴苏州对此案进行调查。苏州市部署警力会同有关部门对宝碟公司

进行了突击检查，缴获该公司为深圳犯罪分子复制淫秽、盗版音像制品的大量罪证。该公司副经理

卜兴华、业务部经理钟建生被依法收容审查。苏州市已组成案件查处领导小组和由公安局领导同

志负责的专案组，进一步开展案件的查处工作。省广播电视厅已对宝碟公司做出停业整顿的行政

处理决定。俟结案后，还将作进一步处理。

苏州市也明确由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加快查处进度，争取尽快结案，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复制淫秽盗版音像制品案的最终查处结果———企业关闭，中方副

经理被判刑。在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始终无法找到这位写信的“母亲”。据当时横扇的知情人员透

露，这封信起因于内部矛盾，疑为内部人士所写。宝碟案的“母亲信”可能成为吴江的一桩文化疑

案。但不管怎样，复制淫秽盗版音像制品是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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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新闻出版

　　吴江文人荟萃，新闻出版事业由来已久。清代，刻书印书已蔚然成风，沈懋德先后
刊刻《昭代丛书》四百种以及《蛾术编》、《国朝文徵》等，计达数千卷，后又收罗林则徐等

人的有关绪论，续辑丛书一百余种。沈氏刻书之风相传数代。顾有孝尝选刻《唐诗英

华》、《五朝诗英华》、《明文英华》，远近争购。至近代，则报章杂志层出不穷，清光绪二

十九年（１９０３）柳亚子等人在黎里办钢笔板印《新黎里》，这是吴江县内最早的一份杂志
刊物。柳亚子又是南社会刊《南社丛刻》的主编者之一。

民国年间，吴江县出版过１００多种报刊，当时创办报刊的大多是社会名流，这些人
以余暇时间兼任编辑、主笔、会计等职，出版周期以半月刊为多，出版时间较长的是《吴

江》报，前后５年。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前后，以国民党党员为基本编辑队伍的新字号报
刊，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想，影响遍及吴江城乡。主要报刊有《同言报》、《同南》、《吴

江公报》、《吴江县教育月刊》、《鲈乡杂志》、《同川学会杂志》、《吴江》、《芦墟报》、《新芦

墟》、《盛泽报》、《盛报》、《江声》、《晨光》等。这些报刊大多委托外地印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６日，中共吴江县
委机关报《吴江报》（曾改名《吴江日报》）出版试刊号，１０月１号正式创刊。１９６０年１２
月３１日，出版第６９７期后停刊。以后，吴江境内先后建立松陵印刷厂、震泽印刷厂、平望
印刷厂等，但印刷技术比较落后。全市图书发行工作由吴江县新华书店负责。其间，新

闻由吴江县委宣传部门扎口管理，发行业务管理由文教局兼管。印刷厂业务由轻工业

局（公司）管理。

改革开放后，新闻出版事业逐渐兴旺。８０～９０年代，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先后由吴
江县文教局、吴江市文化局、吴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吴江市委、市政府设“扫

黄打非”办公室，协同管理出版发行市场。１９９５年１月，《吴江报》复刊，发行量２．４万
份。后改为《吴江日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在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增挂新闻出版局
牌子。２００５年９月，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新闻出版局）增设新闻出版管理科，行使新
闻出版管理职能，吴江境内的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归口市新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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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出版局成立后，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对各出版物与印刷的经营单位进行
法律法规政策教育、实施各项执法检查、组织年检，维护出版市场的正常秩序。同时进

行创建“农家书屋”、“ＡＡＡ级印刷经营单位”评选和创建“遵章守纪免检单位”活动，开
展治理非法预装计算机软件专项行动，完善、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做好版权保护宣

传工作，促使形成依法经营、尊重版权的良好氛围，使全市新闻出版、书刊发行及印刷业

健康有序发展。
　

第一章　管　理

第一节　版权管理

　　一、版权法宣传

１９９０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后，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按照有关精神，实施保

护合法著作权，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净化出版发行市场，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

益。新闻出版局成立后，加强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开展版权普法行动，通过一报两台

宣传报道，提高社会公众版权保护意识和对版权工作认识，提高知法、守法的自觉性，营造尊重知

识、尊重创造、抵制侵权盗版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版权保护舆论环境，鼓励健康向上的作品创作与

传播。

２００６年起，每年３月１５日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新闻出版局会同相关部门上街开展宣传咨

询活动，发放书面宣传材料。２００７年在开展“反盗版天天行动”中，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开展治

理非法预装计算机软件专项行动。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６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在市区城

中广场、吴江汽车站、大发电器市场悬挂宣传横幅，在电视台播放公益广告。宣传活动同时在吴江

市各地开展。吴江经济开发区在花港、柳胥、三里桥、庞山湖等外来人员密集地方通过横幅、橱窗、

板报，宣传保护知识产权意义，揭示侵权盗版的社会危害；盛泽镇通过社区发放宣传资料，教育公民

识别盗版光盘、书刊的方法；汾湖镇文化服务中心、关工委联合走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向校园延

伸，开办保护知识产权讲座，以“小手牵大手”的方式，向社会全面推开。

　　二、正版软件的推进使用

２００７年，在前几年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成果基础上，根据国家版权局等９部委《关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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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实施方案》，吴江市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

员的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确定１０家国有企业为首批单位。先后

召开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员会议。是年，１０家企业基本完成软件正版化工作。２００８
年，１０家企业参加苏州市软件著作权保护签约暨百家企业倡议仪式，使软件正版化工作成果得到

进一步巩固。新闻出版局又按照江苏省和苏州市要求，落实东方国资、国腾电子、亨通集团、城市投

资等４家企业为省级使用正版软件重点企业，会同４家企业主管部门，加强督促检查，实现软件使

用正版率１００％，并通过省级检查验收。

　　三、版权执法

市新闻出版局利用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设在该局优势，按照上级总体部署和要求，与文化、公

安、工商、城管等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加强执法和社会监督力度，营造版权保护社会环境。

２００６年，新闻出版管理科发动“反盗版百日行动”。２００７年起，又组织“反盗版天天行动”，对“制

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给以打击。２００８年，苏州市设立知识产权局，吴江市新
闻出版局做好衔接工作，重点开展治理非法预装软件和打击网络侵权两项专项行动。开展“治理非

法预装计算机软件专项行动”，市新闻出版局首先确定政府采购定点的２３家单位以及国美电器、五
星电器、苏宁电器、宏图三胞等大卖场为重点单位，在这些单位张贴友情提示，由这些单位先行自查

自纠，再对五星、苏宁、宏图三胞等计算机销售较为集中的区域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结果情况良好，

经营单位能够自觉把好进货渠道和销售关。对少数仍存在预装未授权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的现象，

执法人员及时宣传相关法规政策，当场删除非法预装的盗版软件。是年，市新闻出版局还开展对印

刷企业、出版物经营单位的执法检查。

第二节　“扫黄打非”专项行动

　　２００５年４月，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转设到市文广局（新闻出版局）。９月，市文广局（新闻出版
局）设立新闻出版管理科，履行市“扫黄打非”和新闻出版管理职能。为加强管理，市“扫黄打非”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作了调整。是年，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先后组织１２次文化、工商、公安、城管部

门联合行动，各镇（开发区）组织“扫黄打非”行动４０余次，出动检查人员７００余人次，检查各类经
营单位４５０余个次，取缔无证摊点３６６个，收缴各种非法音像制品１６万余件、非法出版物４万余册、

淫秽色情光盘２０００余件，１０月２６日在城中广场集中进行销毁。全年行政处罚２０宗，治安处罚４
人，刑事处罚３人。２００６年组织“反盗版百日行动”，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１４万余件，立案查处

１４起。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２００８年“扫黄打非”行动方案》拟定并印发到各成员单位和基层“扫黄打非”

领导小组。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市、镇（区）两级“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及各成员单位，多次召开

经营业主会议，组织学习有关法律法规，明确整治任务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同时，组织市场巡查，

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者经营行为。还连续组织两次“扫黄打非”联合行动，对日常巡查发现的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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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违规经营行为予以打击。奥运会开幕前３０天，进行出版物市场清查，上下联动，每天汇总上

报清查行动结果。是年，全市“扫黄打非”出动执法人员３８７人次，组织检查７０次，检查出版物经营

场所４７９家次，取缔非法经营摊点１４２个，收缴各种非法出版物５５９３７件，其中政治性非法出版物

５７件，盗版出版物５５４６３件，淫秽色情出版物４１７件。

第二章　发行、印刷

第一节　图书发行

　　民国时期，吴江全县唯有盛泽、同里、黎里、震泽有４家书店，店的规模较小，图书的种类和销售

额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吴江的图书发行以新华书店为主。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国家出版局于１９８２年

提出“国营新华书店为主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发

行体制改革方案。１９８６年以后随着发行体制改革，合股经营或个体营销的书摊、报刊亭发展很快，

在发行市场中占据一定的份额，图书市场形成多渠道的格局。为加强对全市图书发行市场的管理，

市文化局（文化广播管理局、新闻出版局）对经营书报刊的单位和个人核发《书报刊经营许可证》。

针对图书市场出现一些渲染凶杀、暴力、色情、封建迷信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和盗版书等非

法出版物的状况，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和新闻出版局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部门联合行动，

予以查处，规范图书发行市场。新华书店是国营图书发行企业，是图书市场的主渠道，主要负责配

合党和国家各项政治运动的有关图书的发行和中小学课本的发行，企业自有独立的发行网络，有一

套自我管理的机制。

发行市场基本情况。１９９１年书刊经营单位４８家。１９９２年书刊销售点５２个。１９９３年书报

刊发行单位２家，书刊销售点５８家，出租书摊３个。１９９４年书刊销售点５９个。１９９５年书刊销

售点８０家。１９９６年书刊销售点９２个。１９９７年书、刊二级批发单位１家（市新华书店），图书、期

刊零售单位５９家。１９９８年书报刊零售点１８４个。１９９９年书报刊网点１４８家。２０００年书报刊经

营网点１５８个。２００７年，超市图书销售网点由上一年１０个增至２５个，平均营业面积６０平方米，

其中，可的超市便利店图书门店增至１３个；邮政报刊发行进一步扩大，报刊亭增至７２个，网点遍

及全市各镇（区），报刊销售额４３８万元。是年，全市实现图书报刊销售额７００６万元。国有书店

进一步做大做强，占市场份额的绝大多数。２００８年，全市有各种经济性质的书店７４家，全年销

售额７１４６．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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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吴江市新华书店

　　一、概况

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５月２９日，吴江县新华书店成立，店址在松陵镇中山街５２号，三开间门面，面

积约６０平方米，３名工作人员。１９５６年，在原址扩建，营业面积２００平方米，工作人员增至１７名。

１９７９年，在松陵镇红旗路（现为流虹路）新建门市部，在乡镇还相继开设门市部、图书代销点、代销

网点。１９９２年５月４日，吴江县新华书店改称市吴江市新华书店。１９９７年７月，吴江市新华书店图

书发行中心大楼动工兴建。１９９９年４月，江苏省成立新华书店集团公司，行政实行垂直管理，吴江

市新华书店行政（含人事）隶属从吴江市文化局划出，新华书店党支部归属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８日，吴江市新华书店图书发行中心大楼竣工试营业，地址在松陵镇永康路。２００７

年，吴江新华书店扩建盛泽门市部，营业面积增加到９６０平方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新华书店内设

一室、二部、二科、二中心、一中心门店（即经理室、综合管理部、财务部、门店管理科、计算机管理科、

图书配送中心、教材发行中心、吴江中心门店），职工５６人。全市新华书店门市部７家：松陵镇市店

门市部、盛泽门市部、震泽门市部、黎里门市部、平望门市部、芦墟门市部、桃源（店址在铜罗镇）门

市部。

表７２１　吴江新华书店历任负责人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备注

王新和 经理 １９４９．９—１９５１．２

张忠礼 经理 １９５１．４—１９５２．４

刘　苏 负责人 １９５２．４—１９５８ 后升任副经理、经理

钱文华 副经理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

张振松 经理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由本基 经理 １９５９—１９７１

由本基 副经理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金培根 副组长 １９６７—１９７０ “文革”中革命生产领导小组

于寿康 经理 １９７１—１９７６．１１

陈士良 经理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１０

毛炳泉 副经理 １９７６—１９８２

杨邦和 经理 １９７８．１０—１９９２．５

邓明华 副经理 １９８４．１—１９９１．３

邓明华 经理 １９９１．４—

陆金龙 副经理 １９９２．５—１９９５

潘丽敏（女） 副经理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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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备注

刘海萍（女） 副经理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０１．９

王昌华 副经理 １９８６．１—２００３．１２

盛宏烈 副经理 ２００４．１—

戴颂江 副经理 ２００４．１—

　　二、发行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吴江县新华书店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新婚姻法、扫盲识字

以及科学普及开展发行工作。至１９５２年，年均发行量为１０多万册，年均销售金额３万至４万元。
随着新华书店发展，发行量和销售逐年增长。１９６５年，新华书店全年销售图书１２９．９７万册，各地书
店零售１０８．８５万册，县以下农村销售１１３．０１万册。１９６６年前，年平均发行量３０余万册，年均销售
金额３０多万元。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发行马列著作２．３万册，毛泽东著作２８．１５万册，其
中《毛泽东选集》五卷１４．４万册。同时做好科技科普书籍和中小学课本的征订和发行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华书店进行发行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为重点，贴近民生、民情、

民意。书店在一些大镇新建、新设门市部，将服务向小乡镇延伸，发行量呈阶梯式上升。１９８５年发
行３２０万册，销售金额１８２万元。
１９９２年，图书销售额６１０万元。是年，吴江新华书店被评为江苏省先进书店。１９９４年，新华书

店开展百日优质服务，配合争创全国卫生城市等中心活动，扩大销售量，全年完成销售总额１０３０万
元，被评为江苏省新华书店“百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优胜门市部”。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与市图

书馆、市教育局联合组织“祖国万岁”读书活动，获得由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６单位颁发的
“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奖和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９５年，市新华书店销售总额１５６１万元。１９９６年，市新
华书店与市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华正气”系列读书活动，其中有试卷征答、印章比赛和街头

壁画比赛３项活动。是年，新华书店以优质服务开拓图书销售布场，全年图书销售首次突破２０００
万元，实现利润４３万元，市中心门市部被评为全省新华书店２０强之一。１９９７年，市新华书店开展
争创文明示范窗口和十佳文明书店活动，发行网络辐射至农村图书市场，举办各类促销活动，全年

流动供应１４８次，４２２人次参加，图书销售２４３５万元，实现利税１２０万元。１９９８年，市新华书店全年
销售２５１０万元，实现利税１２２万元。
２００１年，销售金额２７００万元。２００４年，在“吴江市首届全民读书节”期间，市新华书店举办

“１００种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吴江市首届科普宣传周‘新华书店广场赠书活动’”、“苏州市首届阅
读节‘吴江市新华书店赠送漂流图书’活动”等。是年秋，在全市中小学校建立“校园书店”。２００７
年元旦，作家沧月到市新华书店签名售书。３月，市新华书店与团市委联合开展“新华书店杯”双十
佳少先队员评选活动。５月１１日，省集团公司统一部署，市新华书店捐赠的松陵镇梅里村“农家书
屋”揭牌并正式启用，拉开吴江村村建成“农家书屋”的序幕。５月１７日，“胖叔叔”董宏猷到吴江开
展校园人文行活动。是月，与市红十字会共同开展“第十届红十字会宣传周”义卖捐赠活动。６月
１０日～１１日，童书作家杨红樱再次到吴江，在市图书馆、盛泽舜湖小学和镇中心小学与小读者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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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交流，共计销售图书１２００多册，销售额两万多元。是年，在市实验小学开讲座与学生互动，销售

图书１４００册。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新华书店销售金额为６６５０万元。

表７２２　１９５２—１９８５年吴江县新华书店基本情况一览表

　　　项目

年份　　　
工作人员数 发行数（万册） 销售额（万元） 书店数 代销点

１９５２年 ２４ ５７ ８．９ １ １

１９５６年 １３ ８７ １３．２ ３ １６

１９６０年 １３ ９１ １８．７ ４ １７

１９６６年 １９ １０８ ２０．８ ４ １８

１９７９年 ２５ １３２ ６６ ５ １７

１９８２年 ３８ １８６ ９３ ６ １７

１９８５年 ４７ ３２０ １８２ ７ １７

图７２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新华书店图书销售业务图

第三节　其他书店

　　新中国成立至７０年代，全县图书发行销售以新华书店为主体，没有私营书店。８０年代初起，多

元化经济得到发展，企业兴办的书店和私营书店逐渐兴旺。至９０年代，股份制、私营书店大幅增

加。１９９４年，吴江联华超市书刊柜开设，地址在松陵镇鲈乡路，法人为吴钰炎，属股份制企业性质。

１９９５年，吴江市学成书店开业，地址在松陵镇中山北路２９６号，法人为顾永泉，属个体性质。自此之

后相继有吴江汽车站书报柜、松陵镇木浪书店、松陵镇爱民书店、吴江博学书店、吴江市文化中心书

市开业。２００１年底，吴江全市有私营书店１０６家，邮电图书杂志店４０家。２００２年，在松陵镇、八坼

社区开设私营书店与邮电图书杂志店６７家，其中书报亭３８家。私营书店与邮电杂志店遍及全市

１８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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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印　刷

　　一、概况

吴江印刷行业起步较晚，１９５５年开设的吴江印刷厂，是吴江境内最早出现的现代印刷企业，但

其设备和生产能力长期处于低端状态，直至８０年代才有较大改观。１９８６年，吴江印刷厂主要印刷

彩色商标、内外贸商品包装、图册、书刊、礼盒及不干胶印刷制品。印刷设备已基本形成一条从制版

到成品的多功能彩印生产线。１９８７年，为扩大发展出口产品，吴江印刷厂与苏州市外贸包装支公

司及平望印刷厂、松陵联湖印刷厂进行工贸合营，改变产品结构，从单一的内贸向与外贸相结合方

向发展。吴江印刷厂的产值、利润、设备、生产能力和印刷质量在全县印刷行业中名列前茅。当时，

集体性质的印刷厂还有震泽印刷厂、平望印刷厂等。

１９８９年，全市印刷企业进行全面登记和核发许可证，核发新的营业执照。１９９０年，吴江全县

１１８家印刷厂取得“印刷业许可证”。１９９１年上半年，印刷厂１２６家，其中国营５家，集体９１家，个

体３０家。１９９２年，印刷企业１５４家。１９９４年，印刷厂９５家，复印、打字社９３个。１９９６年，印刷定

点企业６家，非书报刊印刷厂１２５家，复印、打字社４７个。１９９８年，印刷市场体系已初具规模，国

营、集体、个人、股份制多种经营实体互为补充，各种印刷厂、电脑文印社２４９家。１９９９年，全市１８８

家印刷业企业重新换发《印刷业许可证》。２０００年，各类印刷企业２４９家。２００１年８月２日，国务

院《印刷业管理条例》颁布施行后，全市印刷产业快速发展。２００４年，全年新批出版物零售单位和

各类印刷企业２５个。一些印刷企业做足做好国内业务，还逐步发展境外印刷业务。２００７年，全市

外资印刷企业１２家，外商投资总额８０８９万美元。１０家企业承接境外印刷业务，对外贸易额１６００

万美元。吴江印刷企业引进海德堡六色全张等先进印刷设备，印刷技术装备水平提升。２００８年３

月，全市共有各类印刷经营单位２６２家，其中出版物印刷企业１家，出版物专项印刷企业１家，包装

装潢印刷企业９５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９０家，复印打印单位７５家。年末，全市印刷业实现销售

额１２４８０２万元，实现利润５５９８．５万元，年度税金６４１５万元，出口加工贸易额１０４３万美元。

　　二、行业管理

８０年代，吴江的印刷行业由县轻工业公司管理。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印刷行业经营活动逐步走向市场，印刷企业被纳入文化市场管理范畴。按《印

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对全市印刷业实行全面登记、审

查和发证工作。是年３月，根据新闻出版总署通知，对经营书刊印刷的企业实行定点制度，对符合

定点企业条件的书刊印刷企业核发《印刷许可证》。规定书刊印刷定点企业制度的要点为：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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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年代末，一些复制文档、图片的复印机出现了，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复印水平也越来越高，复印、打字社应运而生，它有高速数码
快速复印、彩色复印打印、数码快印，图文处理、电子扫描、电脑刻绘、电脑喷绘、ＣＡＤ出图、氨水晒图、工程图纸复印、返二底图、数码印
刷、高清晰度图文电子扫描、图纸矢量化、专业制作国际通用的电子文档、叠图装订等。这些项目属性具有印刷业的特征。



单位印制各类出版物，必须委托书刊印刷定点企业印制。

随着改革深化，印刷企业体制发生根本变化，从国营、集体为主转化为合资、独资、民营等多元

共存体制，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对印刷企业的管理也转向依法管理：新办印刷企业的登记、审核和发

证；有重点地对书刊印刷企业进行抽查，检查其生产质量以及有否违法经营和超范围经营等；对书

刊印刷企业法人代表、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对市内印刷业基本情况进行收集、整理、汇总，上报；

对全市印刷厂进行年检；协调市公安局、工商局等单位贯彻行业管理，碰到有关问题，负责向市政府

及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

２００３年起，印刷行业由新闻出版局管理。市新闻出版局加强市场监管，开展印刷复制业专项

整治，查处超经营范围印刷、侵权商标印刷、擅自兼营内部资料印刷等违法行为。２００４年，吴江市

印刷行业协会成立。

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双优诚信”印刷企业评选中，吴江市同里印刷有

限责任公司被评为首届江苏省“双优诚信”印刷企业。在苏州市新闻出版局、苏州市印刷行业协会

组织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苏州印刷行业百强企业评选中，吴江市１２家印刷企业进入苏州市外、内资

企业销售收入百强企业。其中，吴江联华纸业有限公司、苏州隆邦制品有限公司、吴江万达印刷包

装有限公司和吴江永峰纸业有限公司、吴江华源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分别进入外、内资企业销售

收入５０强。２００７年，市新闻出版局对印刷企业、出版物经营单位执法检查，加强对内部资料性出版

物管理。市新闻出版局结合年检，对经营者进行法律、法规、政策教育，在全市印刷业中开展“ＡＡＡ

印刷经营单位”和“遵章守法免检单位”创建活动。吴江市同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被苏州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和苏州市印刷行业协会命名为“２００８年度苏州市ＡＡＡ印刷经营单位”。吴江市新宇

印刷厂被命名为“２００８年度苏州市印刷行业遵章守纪免检单位”。２００８年，全市印刷行业布局结构

逐步优化，经营规模、经营业绩和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提升。

表７２３　２００８年吴江市印刷企业名录

企业名称 法人 地址 证号

吴江市金叶彩印包装厂 陆金希 汾湖开发区莘塔西首 ３２６０６０１４１

吴江市永恒纸箱包装有限公司 梅建华 汾湖开发区金家坝金鼎路７１号 ３２６０６０１４５

吴江上海东和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陈　卫 汾湖开发区莘塔大街 ３２６０６０２９９

吴江市长虹塑料软管厂 何云贵 汾湖开发区芦墟高新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１

吴江市黎里印刷厂 沈永良 汾湖开发区黎里姚家扇１０号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３

吴江市日塑软管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李云忠 汾湖开发区北厍汾湖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６

吴江市大华包装有限公司 吴利成 汾湖开发区金家坝金莘公路２５３８号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８

吴江市大家旺纸业包装厂 徐春宏 汾湖开发区金周公路１６２５号 ３２６０６０５６０

上海凹凸彩印厂吴江分厂 沈永良 汾湖开发区黎里姚家扇１０号 ３２６０６０５６３

吴江市格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钱　林 汾湖开发区黎里交通西路１０号 ３２６０６０５６６

吴江市北厍兴达纸制品厂 杜雪峰 汾湖开发区北厍大长港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６９

吴江市鼎鑫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沈家红 汾湖开发区北厍汾湖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７１

吴江市胜达纸业制品厂 潘多男 汾湖开发区黎里方联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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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名称 法人 地址 证号

吴江市永大软塑包装厂 徐留根 汾湖开发区北厍东玲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７４

吴江市天龙包装厂 吴川根 汾湖开发区莘塔彩虹路 ３２６０６０５７５

吴江市恒隆包装有限公司 蒋元根 汾湖开发区莘塔大街３２１号 ３２６０６０８１７

吴江市汾湖包装有限公司 袁　文 汾湖开发区芦墟西南街３号 ３２６０６０８１９

吴江市新方纸箱厂 王根龙 汾湖开发区黎里方联村 ３２６０６０９２９

吴江市通力纸品有限公司 费彩红 汾湖开发区北厍汾湖村 ３２６０６０９５４

苏州隆邦纸品有限公司 张简良彦 汾湖开发区北厍黎星村 ３２６０６１０１１

吴江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张　俊 汾湖开发区汾湖大道东侧 ３２６０６１０１６

吴江市胖哥塑业有限公司 顾春忠 汾湖开发区北厍东玲村 ３２６０６１０９４

吴江市华盛包装有限公司 潘爱根 汾湖开发区莘塔西环路 ３２６０６１１０６

苏州市富康软管包装有限公司 徐勤观 汾湖开发区北厍玩字工业区 ３２６０６１１０７

泓达纸品（苏州）有限公司 谢森芳 汾湖镇金家坝金周公路１６６８号 ３２６０６１１９０

吴江市永喻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 王红仙 汾湖开发区建南村 ３２６０６１１９８

吴江市求新软管有限公司 徐雪奎 汾湖开发区芦墟浦南路２３０号 ３２６０６１２０５

吴江市晓维包装有限公司 陈伟根 汾湖开发区莘金公路港南村 ３２６０６１２２３

吴江市飞隆纸业有限公司 龚虎龙 汾湖开发区黎里镇青石村 ３２６０６１４０５

吴江市北厍包装彩印厂 凌红英 汾湖开发区北厍东村村 ３２６０６１５４５

吴江市北厍镇东彩印厂 梅永煜 汾湖开发区北厍朱家湾村 ３２７０６００９８

吴江市北厍金鑫印刷厂 顾根珠 汾湖开发区北厍厍源南路４２号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１

吴江市北厍镇新世纪印刷厂 翁晓华 汾湖开发区北厍新珠村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５

吴江市三合印务有限公司 孙利平 汾湖开发区芦墟芦北村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６

吴江市黎里永合印刷厂 吴仙华 汾湖开发区黎里广场路 ３２７０６０１２３

吴江市芦墟健业印刷厂 张　健 汾湖开发区芦墟太浦河桥南东 ３２７０６０１２５

吴江市芦墟鑫中华印刷厂 胡桂华 汾湖开发区芦墟秀士村 ３２７０６０３８３

吴江市黎里港务印刷厂 童赐兴 汾湖开发区黎里建南村３９号 ３２７０６０３８４

吴江市芦墟瑞兴印刷厂 夏瑞兴 汾湖开发区芦墟泗洲寺东路 ３２７０６０３８６

吴江市莘塔时代印刷厂 陈建荣 汾湖开发区莘塔大街５３２号 ３２７０６０３９２

吴江市芦墟金前印刷厂 孙建芝 汾湖开发区芦墟西中街九曲弄 ３２７０６０３９７

吴江市芦墟镇自力印刷厂 张小平 汾湖开发区芦墟西北街袁家浜１５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２

吴江市天元包装厂 顾建新 汾湖开发区金家坝幸二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３

吴江市黎里镇江南印刷厂 焦凤喜 汾湖开发区黎里南新街 ３２７０６０４１５

吴江市黎里诚信印刷厂 汝菊林 汾湖开发区黎里建新街４６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１７

吴江市北厍梅墩印刷厂 孙敏娟 汾湖开发区北厍梅墩村４０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６

吴江市北厍飞亚印刷厂 何林保 汾湖开发区北厍永新村北富浜９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０

吴江市黎里镇彩虹彩印厂 柳根林 汾湖开发区黎里南新街２２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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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芦墟会明印刷厂 陈文斌 汾湖开发区芦墟西北街５号 ３２７０６０９１６

吴江市东林印刷厂 杨东林 汾湖开发区莘塔新传路２６８号 ３２７０６０９７６

吴江市黎里侨吴印刷厂 平国芳 汾湖开发区黎里建南村 ３２７０６１０４６

吴江市莘塔镇远东电脑文印部 董天安 汾湖开发区莘塔大街１９７号 ３２８０６０５５５

吴江市金家坝金鼎电脑服务部 张小弟 汾湖开发区金家坝金鼎东路 ３２８０６０７３２

吴江市黎里一心电脑服务社 周春生 汾湖开发区黎里人民东路２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３５

吴江市金家坝镇金鑫电脑誊印服务部 徐　明 汾湖开发区金鑫西路５９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４０

吴江市芦墟镇冠军文印社 钱明芳 汾湖开发区芦墟浦南路９２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４３

吴江市金家坝镇巧珍文印社 诸巧珍 汾湖开发区金家坝滨河路６８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４４

吴江市黎里镇徐瑾电脑室 徐　瑾 汾湖开发区黎民南路（黎锋村委楼下） ３２８０６０７４５

吴江市莘塔宇峰电脑文印服务部 孙宇峰 汾湖开发区莘塔大街２６６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５０

吴江市芦墟镇海冠广告经营部 朱海观 汾湖开发区芦墟汽车站西侧 ３２８０６０７６６

吴江市芦墟龙跃电脑复印服务部 张跃琴 汾湖开发区芦墟浦南路 ３２８０６０７８５

吴江市金家坝佳捷电脑设计室 朱　荣 汾湖开发区金家坝滨河路 ３２８０６０７９３

吴江市芦墟镇浩天图文服务部 杨林荣 汾湖开发区芦墟３１８国道旁 ３２８０６０８２６

吴江市黎里希望电脑服务部 顾春梅 汾湖开发区黎里浒泾北路１０号 ３２８０６０８９１

吴江市芦墟方正电脑服务社 孙林华 汾湖开发区莘塔塔大街 ３２８０６０９７１

吴江市黎里镇创业电脑服务部 庄梅英 汾湖开发区黎里浒泾路３８号 ３２８０６０９９４

吴江市金家坝凌志商务文印部 凌志浩 汾湖开发区金家坝金鑫西路１３７号 ３２８０６１１４４

吴江市汾湖镇黎里天和图文部 徐　瑾 汾湖开发区黎里黎民南路５５号 ３２８０６１３３９

吴江市菀坪金靓纸箱包装厂 朱海功 横扇镇菀坪同心村 ３２６０６０８１６

吴江市求精彩印有限公司 陈荣斌 横扇镇菀坪西路（新湖村９组） ３２６０６０８４９

苏州昌达包装有限公司 高继华 横扇镇菀坪工业区 ３２６０６１２７７

吴江明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王瑞昌 横扇镇菀坪西路２８号 ３２６０６１４３７

吴江市菀坪美术印刷厂 陈坤梅 横扇镇菀坪开发路１０号 ３２７０６０３９５

吴江市横扇镇新麒电脑服务部 张爱荣 横扇镇西村路（西环桥堍） ３２８０６１０４４

吴江市横扇镇华美文印服务部 张芳华 横扇镇溪环路 ３２８０６１２４３

吴江市永峰纸业有限公司 徐永新 平望镇梅堰龙南村 ３２６０６０１４３

吴江市鑫吴纸业有限公司 杨中良 平望镇联农村民营开发区 ３２６０６０５７９

吴江市立新包装印刷厂 王冀平 平望镇宜滨路３号 ３２６０６０８１８

吴江市平望华南印刷厂 吴阿南 平望镇上横村 ３２６０６０８５０

吴江市春业包装有限公司 朱春元 平望镇梅堰金楼村民营区 ３２６０６０８８６

吴江宏成纺织器材包装有限公司 陈　洪 平望镇梅堰南开发区敬业路 ３２６０６０８８７

吴江市永泰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周雪花 平望镇梅堰玉堂村 ３２６０６０９２８

吴江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张伟林 平望镇平望大桥堍 ３２６０６１０１７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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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常青包装材料厂 何孝根 平望镇梅堰经济开发区 ３２６０６１０９６

吴江市佳统包装有限公司 任火根 平望镇梅堰庙头村６组 ３２６０６１２７３

吴江市华晨包装印刷厂 凌小华 平望镇莺湖村开发区 ３２６０６１２７９

吴江市万氏纸业有限公司 范海林 平望亭梅堰三官桥村 ３２６０６１３４７

吴江市峰业包装有限公司 韩球峰 平望镇双浜村 ３２６０６１４４４

吴江市福旺纸业有限公司 沈福根 平望镇梅堰庙头村 ３２６０６１４９０

吴江市春翔纸业有限公司 朱春元 平望镇梅堰双浜村 ３２６０６１５３３

吴江市震泽红星印刷厂 吴新荣 平望镇梅堰梅园新村７５号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３

吴江同仁化塑有限公司 吴建新 平望镇莺湖路１２３号 ３２７０６０１１８

吴江市梅堰誊印厂 周正涛 平望镇梅堰上塘街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９

吴江市梅堰晓星印刷厂 赵忠明 平望镇庙头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１２

吴江市平望复兴印刷厂 查永华 平望镇莺湖村原化肥厂南侧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８

吴江市梅堰玉泉文印修理部 吴一菁 平望镇梅堰经济开发区 ３２７０６０９１０

吴江市平望镇金陵电脑服务部 朱金林 平望镇通运西路２０号 ３２８０６０３２６

吴江市平望黄勤电脑服务部 黄建新 平望镇黄秧墩７幢 ３２８０６０５６３

吴江市梅堰镇灵通电脑维修服务部 李乾元 平望镇梅新街１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２８

吴江市平望镇综艺电脑服务部 金海鸣 平望镇莺湖路３０号 ３２８０６０８５８

吴江市平望东赢电脑复印打字店 沈文英 平望镇莺湖经济开发区 ３２８０６０８８３

吴江市梅堰南桥文印服务部 李建华 平望镇梅堰新南村 ３２８０６０９５７

吴江市七都包装印刷厂 冯建明 七都镇吴越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７８

吴江友联包装有限公司 曹伟明 七都镇庙港沿湖东路２１７号 ３２６０６１３７５

吴江市七都镇庙港勤益印刷厂 吴玉娥 七都镇庙港荣烂村 ３２７０６００９７

吴江市宏达彩印厂 沈彩林 七都镇庙港张家浜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２

吴江市庙港曙光印刷厂 张法明 七都镇庙港曙光七组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４

吴江市庙港镇七一印刷厂 沈玉英 七月都镇庙港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８

吴江市庙港彩色印务行 王百林 七都镇庙港繁荣路 ３２７０６０１１３

吴江市七都鹏程印刷厂 沈学勤 七都镇庙港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８

吴江市庙港迅达印刷厂 徐兴法 七都镇定庙港西草田４组 ３２７０６０９０３

吴江市庙港镇万达印务行 盛玉明 七都镇庙港万顷西路 ３２７０６０９３８

吴江市七都镇庙港盛大广告文印服务部 盛大荣 七都镇庙港沿湖路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０

吴江市七都华中科技电子服务部 张建林 七都镇望湖中路 ３２８０６０５６１

吴江市七都镇阿芳文印社 魏阿芳 七都镇心田湾 ３２８０６０５６８

吴江市庙港红云复印店 沈　瑜 七都镇庙港沿湖路 ３２８０６０７２９

吴江市七都鼎龙文印室 姚丁龙 七都镇人民政府对面 ３２８０６１０１２

吴江市盛泽镇包装印刷厂 叶龙明 盛泽镇舜新南路１３８号 ３２６０６０１４０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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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建新塑料包装厂 李　晴 盛泽镇南麻新民村 ３２６０６０１４７

吴江旺盛包装材料厂 陈永观 盛泽镇北角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５

吴江市绿舟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周文龙 盛泽镇郎中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７

苏州明辉电脑商标有限公司 游小民 盛泽镇南麻 ３２６０６０８８９

吴江市振友纸品印刷厂 张友良 盛泽镇西二环路 ３２６０６１４９３

吴江市南麻桥北印刷厂 刘新荣 盛泽镇南麻西洋村 ３２７０６００９９

吴江新生印刷厂 柳星田 盛泽镇东方丝绸市场六区 ３２７０６０１２７

吴江市盛泽镇丰华印刷厂 汝祥祥 盛泽镇杨扇电缆厂内 ３２７０６０３９６

吴江市盛泽大东包装厂 戚月明 盛泽镇大东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６

吴江市坛丘华勋印刷厂 钟志兴 盛泽镇坛丘北旺村５组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３

吴江市南麻中旺村复兴印刷厂 李金虎 盛泽镇南麻中旺三组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４

吴江市南麻卫峰电脑服务部 王卫根 盛泽镇南麻镇引庆路 ３２８０６０３２４

吴江市盛泽遥远装饰设计工作室 姚　远 盛泽镇盐店弄二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３４

吴江市盛泽镇好搭档文印室 钱新新 盛泽镇东方大街（自来水厂对面） ３２８０６０７４６

吴江市盛泽亚达文印服务部 许荣均 盛泽镇舜新中路５２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４７

吴江市盛泽镇正普电脑工作室 李　莉 盛泽镇敦仁里４－１号 ３２８０６０８２５

吴江市盛泽天合文印室 李媚鸽 盛泽镇东方市场南侧西首 ３２８０６０９３６

吴江市盛泽一诚电脑工作室 陈　玲 盛泽镇后街２５号 ３２８０６１０６１

吴江市文教印刷有限公司 顾久亨 松陵镇斜桥３号 ３２５０６０００５

吴江市天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严传喜 松陵镇交通北路３１８号 ３２６０６０１３９

吴江市迅达印刷有限公司 邹静芳 松陵镇八坼友谊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２

吴江市八坼文教印刷厂 蒋刚弘 松陵镇八坼东建设服务区内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４

永大科技印刷（苏州）有限公司 张文焕 吴江经济开发区吉市路５８８号 ３２６０６０９３９

苏州华顺标贴制品有限公司 曾俊弘 松陵镇九龙路５９３号 ３２６０６１０４３

吴江联华纸业有限公司 顾志芳 松陵镇清树湾村 ３２６０６１０８０

金凌印刷（苏州）有限公司 陈培忠 吴江市经济开发区厍浜路 ３２６０６１１９６

吴江亚明印刷有限公司 宗志明 松陵镇鲈乡北路展宏桥堍 ３２６０６１２０８

吴江开元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朱培华 松陵镇友谊村路南侧 ３２６０６１２１７

吴江市汇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徐春妹 吴江经济开发区运东区 ３２６０６１２５１

吴江亚士豪印刷有限公司 苏红扣 吴江经济开发区甘泉西路６６７号 ３２６０６１２６５

苏州江天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滕士元 吴江经济开发区交通北路花港路北侧 ３２６０６１２９７

吴江朗泰包装有限公司 王　成 松陵镇直港村 ３２６０６１３１１

翔泰彩色包装印刷（吴江）有限公司 周国宏 吴江经济开发区花港路 ３２６０６１３１９

吴江市怡和印刷有限公司 吴阳华 吴江市经济开发区云梨路７３７号 ３２６０６１３２０

苏州一达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朱雪荣 吴江经济开发区交通南路 ３２６０６１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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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仲成印刷有限公司 邓仰庆 松陵镇吴同路口 ３２６０６１３４８

吴江市东鸿印刷有限公司 潘毓敏 松陵镇梅石路１１７５号 ３２６０６１３５５

吴江市中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沈明华 松陵镇鲈乡北路５６７号 ３２６０６１３６１

吴江市新宇印刷厂 张　弘 松陵镇流虹路７１号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７

吴江市松陵镇吴模印刷厂 金国荣 松陵镇吴模村 ３２７０６０１１６

吴江市松陵镇文化印刷厂 赵家宾 吴江经济开发区三里桥村１４组 ３２７０６０１１７

吴江市兴业彩印厂 杨玉珍 松陵镇流虹西路 ３２７０６０１１９

吴江市商务电脑印刷有限公司 吕玉春 松陵镇鲈乡北路１１８号 ３２７０６０１２０

吴江市松陵镇启航印刷厂 赵行创 松陵镇吴模村经济开发区２幢 ３２７０６０１２２

吴江市松陵志新印刷厂 邢素珍 松陵镇江新村 ３２７０６０１２６

吴江市云渊印刷厂 倪雪渊 松陵镇体育路（高新村三组） ３２７０６０３９０

吴江粮食机械有限公司良友印刷厂 周洪庚 松陵镇鲈乡南路１６６９号 ３２７０６０３９３

吴江市丛泰印刷有限公司 蒋险勇 松陵镇吴模村 ３２７０６０３９４

吴江市永明印刷有限公司 张永明 松陵镇长安村６组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０

吴江市松陵镇康云印刷厂 唐美芬 松陵镇新盛街７４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１

吴江市松陵镇兴达印刷厂 顾根贤 松陵镇红旗路１３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４

吴江市松陵镇珈伦塑料印刷制品厂 张根林 松陵镇吴同路口 ３２７０６０４１３

吴江市松陵镇包装印刷厂 金龙弟 松陵镇柳胥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２

吴江市德亿印刷有限公司 陈利祥 松陵镇花港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６

吴江市松陵镇艺海印刷厂 张扣娣 松陵镇石里弄３８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７

吴江市江新印刷厂 顾国贤 松陵镇流虹路６７９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８

吴江市华陵印刷厂 马　德 松陵镇红旗路１３号 ３２７０６０９２９

吴江欧克印刷有限公司 张绍广 松陵镇红旗路１３号 ３２７０６０９６９

吴江市彩信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陈忠建 松陵镇鲈乡北路５６７号 ３２７０６０９７７

吴江市华欣印刷厂 石　华 松陵镇流虹路７１号 ３２７０６０９９２

吴江市开元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朱培华 松陵镇中山北路３００号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１

吴江市松陵镇新一代电脑服务部 谢桂香 松陵镇公园路１０８号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３

吴江市松陵镇时代电脑制版印务部 陈　静 松陵镇油车路５１号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４

吴江市松陵鲈乡装潢电脑刻字社 顾　杰 松陵镇流虹西路（仲英大道西）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５

吴江市八坼方舟电脑服务部 朱玉珍 松陵镇八坼北新街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８

吴江市志腾计算机工程公司 王　奔 松陵镇中山北路１０９号－２４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９

吴江市华升电脑文印中心 韩毓秀 松陵镇北新路 ３２８０６０３２１

吴江市慧创科技应用有限责任公司 陆　铭 松陵镇红旗路１－５ ３２８０６０３２２

吴江市吴都大酒店 胡祁荣 松陵镇中山北路１６号 ３２８０６０３２３

吴江市松陵镇春晖文印店 方　琴 松陵镇中山南路１９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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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图书馆文化用品服务部 张　潮 松陵中山南路３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５１

吴江市松陵镇奇彩数码影社 顾宝林 松陵镇中山北路２９９号 ３２８０６０５５７

吴江市松陵镇美达文印社 马雄鹰 松陵镇中山北路２０７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６０

吴江市松陵镇盛达电服务部 周明珍 松陵镇滨中路１－２ ３２８０６０７６３

吴江市松陵镇华艺电脑文印服务部 韩毓秀 松陵镇鲈乡南路３５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６８

吴江市机关生活服务公司商务中心 杨家瑞 松陵镇人民路市行政审批中心内 ３２８０６０８１７

吴江市松陵镇东升电脑耗材经营部 翁荣芳 松陵镇中环路４号店面房 ３２８０６０９９７

吴江市松陵镇新创字牌制作室 赵育珍 松陵油车路１８０号 ３２８０６１０４５

吴江市松陵镇名毓电脑印务店 宋志坚 松陵镇小园弄１７８号 ３２８０６１３５３

吴江市华源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李炳兴 桃源镇桃乌公路东侧 ３２６０６０１３８

吴江市桃花源彩印厂 钟惠明 桃源镇桃源 ３２６０６０５５９

吴江市桃源商标织造厂 钱荣根 桃源镇南和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６４

吴江市桃源纸品包装厂 计火生 桃源镇九里桥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６８

吴江市振兴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蔡国新 桃源镇铜罗富乡村 ３２６０６０５７２

吴江力维纸箱包装有限公司 杨学锋 桃源镇梵香村 ３２６０６１４０４

吴江市铜罗胡店印刷厂 吴玉根 桃源镇铜罗永宁村 ３２７０６０１１１

吴江市之源包装彩印厂 钱惠根 桃源镇戴家浜村六组 ３２７０６０１２１

吴江市青云印刷厂 陆利根 桃源镇青云大道 ３２７０６０３８８

吴江市铜罗红星彩印厂 沈丽春 桃源镇铜罗 ３２７０６０４１０

吴江市桃源镇信港印刷厂 沈有弟 桃源镇信港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１１

吴江市铜罗海宏印刷厂 姚林根 桃源镇铜罗南田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１９

吴江市铜罗装潢彩印厂 孙明珠 桃源镇铜罗人民街２２１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０

吴江市铜罗永宁彩印厂 蒋兴根 桃源镇铜罗永宁村８组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４

吴江市铜罗建新刻字名片服务部 屠建新 桃源镇铜罗前府街６７号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９

吴江市永昌印标厂 李向东 桃源镇铜罗高路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２

吴江市铜罗工艺印刷厂 李志荣 桃源镇铜罗严慕旺家村九组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３

吴江市桃源镇虹翔印务社 徐　虹 桃源镇桃花源大道５７９号 ３２８０６０３２５

吴江市青云镇现代科技服务中心 沈雪春 桃源镇青云西花路９－００３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６４

吴江市蓝天广告设计制作部 邱颂选 桃源镇东方大道 ３２８０６０７９８

吴江市同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严建中 同里镇迎燕东路２３１号 ３２４０６００３７

吴江市同里彩印厂 徐志东 同里镇栅桥村 ３２６０６０１４４

吴江市同里塑料厂 林炎生 同里镇栅桥村委对面 ３２６０６０５６５

吴江市志邦工贸有限公司 邹志强 同里镇 ３２６０６０５７０

苏州上大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林瑞超 同里镇富士路７号 ３２６０６０９１４

苏州亨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沈培根 同里镇屯村东关桥堍 ３２６０６１００８

吴江万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郭盛禧 同里镇科技产业园 ３２６０６１０１４

苏州德胜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张　炜 同里镇屯南村 ３２６０６１２０７

吴江汉龙印务有限公司 刘敏龙 同里镇富士路 ３２６０６１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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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巷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曹金方 同里镇栅桥村 ３２６０６１５０４

吴江市同里文化印刷厂 唐　仁 同里镇迎燕桥西姚家湾 ３２７０６０１０９

吴江市屯村镇彩印包装制品厂 王安生 同里镇屯村松厍路１４号 ３２７０６０３８７

吴江市同里文化纸品厂 朱　勇 同里镇仪塔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０５

吴江嘉腾塑料包装厂 徐雪荣 同里镇同兴村吴同公路南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５

吴江市同里镇工艺印刷厂 李冬梅 吴江经济开发区叶明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３５

吴江市星佳印务有限公司 陈　斌 同里镇同兴村 ３２７０６０９７０

吴江市凯达彩印厂 邹伟英 同里镇开发区南港大桥堍 ３２７０６１０３９

吴江市同里天时电脑服务部 沈妹利 同里镇迎燕桥东堍 ３２８０６０５５８

吴江市同里镇宏伟现代办公设备服务部 邹志洪 同里镇迎燕西路６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３９

吴江市同里镇三元影像彩扩服务社 王巧林 同里镇建行大楼下 ３２８０６０７４８

吴江市同里镇东新现代办公服务部 翁志强 同里镇小川东路Ａ３幢７号 ３２８０６０９１６

吴江市同里镇东吴文印部 王玲玲 同里镇屯村大桥路 ３２８０６１１２５

吴江市同里镇矢量文印社 张　敏 同里镇小川东路８１号 ３２８０６１２０７

吴江市震新印刷有限公司 薛治中 震泽镇南横街１９号 ３２６０６０８３２

苏州富凯包装有限公司
阿齐兰·

阿·阿齐兰
震泽镇镇东开发区 ３２６０６１２３７

吴江市振欣包装有限公司 杨海华 震泽镇３１８国道北侧金星村 ３２６０６１３５８

吴江市慕贤彩印有限公司 庄玉坤 震泽镇前港村 ３２６０６１５９６

吴江市晨光印业有限公司 吴卫忠 震泽镇朱家浜４组 ３２６０６１７５８

吴江市震泽镇创新印刷厂 王鼎源 震泽镇周家扇村七组 ３２７０６０１２４

吴江市震泽正达印刷厂 陆正荣 震泽镇南横街潭子河３３号 ３２７０６０３８５

吴江市八都庄家精美印刷厂 周　惠 震泽镇八都庄家村一组 ３２７０６０４１４

吴江市震泽镇藕河振中印刷厂 沈振东 震泽镇勤幸村 ３２７０６０４２１

吴江市震泽镇广信电脑 宋春信 震泽镇镇南中路２６幢１０５室 ３２８０６０３０８

吴江八都美华电脑部 沈美华 震泽镇八都贯前街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２

吴江市震泽奔腾电脑部 潘映红 震泽镇腾龙大酒店前 ３２８０６０３１７

吴江市震泽登月艺术制作部 周　华 震泽镇震南中路３４－３ ３２８０６０３２０

吴江市震泽飞腾电脑服务部 郑晓雷 震泽镇藕河街１９号 ３２８０６０５５３

震泽老蔡字牌电脑店 蔡鑫昌 震泽镇镇南路５５－１ ３２８０６０５５９

吴江市八都民娟文印店 朱民娟 震泽镇八都贯前街 ３２８０６０５６５

吴江市震泽青青电脑文印店 王晴郁 震泽镇南潘浜东３６号 ３２８０６０５６７

吴江市震泽镇烦不了电脑工作室 曹建红 震泽镇镇南路７号 ３２８０６０７３８

吴江市震泽惠华文印部 潘国荣 震泽镇镇南中路２４号１０７店面 ３２８０６０８１６

吴江市震泽华方文印社 吴永华 震泽镇震南东路２号 ３２８０６０９６６

吴江市震泽富强图文制作室 高小英 震泽镇蚬子滩２４号 ３２８０６０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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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对外文化交流

　　从历史上看，吴江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起源较早。吴江丝绸从明代甚至更早时期
起就行销四海，曾获国际博览会之奖；明末徐 刻《菊庄词》被朝鲜贡使金饼购去；清初

孙云球远袭西方科技，写出中国首部光学著作《镜史》；清代翁广平研究日本国史，曾作

《吾妻镜补》。吴江的诗词书画艺术对朝鲜、日本诸国亦颇有影响，清代王礼的《梅花喜

鹊图》则为日本国收藏。只是在闭关锁国的时代，无论广义、狭义的对外文化交流都受

到限制。清末，吴江有不少学生留洋，促进西洋绘画、音乐艺术的引入。一些吴江籍的

画家走出国门学习外国油画，回家乡举办画展。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盛泽电影院放映引进
第一部美国无声电影《黑猫》，时请钢琴师陈文萍钢琴伴奏。民国 ２２年 １１月 １４～
１８日，唐昌言之子唐亮在松陵镇城西女学举办个人油画展，作品四十余幅。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封锁，吴江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只限于苏联等少数社会

主义国家，影剧院放映的外国影片也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纪录片。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０日至
５月１０日，苏联影片《历史的一页》、《苏联的一个集体农庄》在全县巡回放映。县境内一
些书画作品被选送至国外展出，一些友好国家也到吴江县拍摄电影。７月，在苏联首都莫
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放映展现震泽镇风景的电影短片———《繁荣的吴江小镇》。

１９７８年起，吴江市（县）与国际之间的友好往来逐渐增多，先后与日本国千叶市、内滩
町，法国布尔关雅略市，澳大利亚达博市，韩国华城郡，南非莫哈林市缔结为友好城市，多

次组成文化艺术代表团出访这些友好城市，也接待友好城市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到吴江进

行文化交流。１９９４年１月，吴江市政府首次组成代表团出访友好城市日本内滩町，由市长
张钰良任团长，随行的有市委组织部部长钮阿金、市文化局局长刘强民、市外事办主任沈

志刚、企业家代表谢伯明。是年，市文化局局长刘强民与友好城市日本内滩町文化学会会

长在吴江签订文化交流协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荷兰、俄罗斯

等国的演艺界人员到吴江拍片、专访和文艺演出逐渐增多，吴江的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到

国外展出也日渐频繁。吴江市图书馆、吴江博物馆，每年都要接待多批专家、学者和文化

使者来访、考察。１９８６～２００８年，吴江教育部门先后派出由学校组织的１１个文化艺术代
表团赴日本、俄罗斯、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进行访问演出交流。芦墟山歌集民间

文学、民间音乐于一身，吸引国际学者和研究人员到吴江地区考察、采风。荷兰莱顿大学

汉学系研究生施聂姐先后９次到芦墟，走访２２个村、上百名山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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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艺演出交流

第一节　来访演出交流

　　９０年代起，吴江市（县）有了接待外国艺术家访问演出的纪录。１９９２年７月３０日，祖籍盛泽、

著名美籍华人唐珂到吴江市松陵镇举办钢琴独奏音乐晚会。１９９３年，哈萨克斯坦国立列宁芭蕾舞

剧院（前苏联文化部国立列宁芭蕾舞剧院）到吴江市红旗影剧院演出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１９９７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音乐院歌舞团到吴江市红旗影剧院、黎里影剧院演出。１９９９年，美籍

华人钢琴演奏家唐珂再次到吴江市演出，演奏俄国音乐大师齐尔品的《木偶戏》、《古琴》等钢琴名

曲。２００４年１月２日，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在吴江体育馆举办“吴江市２００４新年音乐会”，由奥地

利维也纳皇家爱乐乐团演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一些外国乐团也在吴江市的新年、新春音乐会上演出

中外名曲。

第二节　出访演出交流

　　９０年代末，吴江市与一些国家缔结友好城市，为文化对外交流创造了条件，开始组织出访

演出交流。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９～１６日，吴江市政府派出以政协蒋家瑞副主席为团长的政府代表

团、以市文化局王瑾局长为团长的文化代表团，参加日本国内滩町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参观内

滩町博物馆、吴江—内滩町文化公园、千叶市报社，观看石川县的少儿柔道比赛，并就两地文

化交流进行初步协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５日，由市政协副主席王斐带队，市文化局副局长钱国

良等１４人组成吴江市文化艺术团出访日本国千叶市，作为期６天的文化交流访问演出。演出

节目分“吴地乐舞”、“吴语欢歌”和“中日友好”３个部分，同时，与千叶市文艺爱好者同台演出

日本歌曲《又见炊烟》、《随水流去》。在出访演出期间，还举办反映吴江市历史文化、民风民俗

的图片展览。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２～２９日，以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范建坤为团长、市文化局副局长陈明兴为领队

的吴江市艺术团一行１０人，对日本国内滩町进行访问演出，在内滩町文化馆共演出１２个节目，三

人舞《摇船女》、《盆烛舞》，独舞《唱出一个春天来》，二重唱《康定情歌》，独唱《又见炊烟》、《襟上

岬》，京剧独唱《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智取威虎山·今日痛饮庆功酒》，笛子独奏《姑苏

行》，箫独奏《佛上殿》，二胡、笛子二重奏《好一朵茉莉花》，二胡、箫二重奏《红蜻蜓》。代表团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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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参与在内滩町广场举行的町民节狂欢晚会。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吴江市评弹团出访法国布尔关雅略市。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２７日，应友好城市韩国华城郡郡长崔友根邀请，市文化馆、市文化中心、

市评弹团组成吴江市文化艺术团一行１０人，对华城郡进行友好访问和交流演出，演出节目昆曲木

偶《游园》、江南丝竹《茉莉花》、女声独唱《姑苏水巷》等６个，参与当地女性青少年中心开馆仪式

庆典。

第三节　同台演出交流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３日，“温情太湖行”活动在同里镇退思园举办。“温情太湖行”暨中国、日本、美

国民间文艺工作者联谊的文艺会演则在红旗影剧院举行。吴江市参演的节目有：舞蹈《板铃舞》、

《担鲜藕》，独唱《太湖美》、《星》，京剧清唱《家住安源》等。日本国阪南市、和光市演出的节目有：

诗朗诵《枫桥夜泊》、女声独唱《故乡》、男声独唱《四季歌》等。

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２月，市外事办和市文化局、市教委先后４次分别在松陵饭店、吴江宾馆、市实验

小学举办日本国内滩町文化代表团与吴江市文化艺术工作者文艺交流演出。吴江市文艺工作者演

奏《喜洋洋》、《紫竹调》、《梁祝》、《北国之春》、《梅花三弄》、《姑苏行》、《樱花》，表演锡剧《双推

磨》、女声独唱《太阳下走来的小女孩》等。日本国内滩町１４名小学生与吴江市实验小学学生进行

文艺联欢。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市外事办公室、市文化局在松陵饭店联合举办“庆祝吴江市与千叶市缔结

友好城市文艺晚会”，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吴江表演的是反映农民丰收喜悦心情的舞蹈《菜

籽丰收情满场》等１０个节目。千叶市的节目是具有日本民族风情的舞蹈《长歌·菊》、尺八吹奏

《鹿的远音》和筝、三弦、尺八合奏《古都之春》。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吴江市和法国布尔关雅略市友好城市联谊会在市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吴

江市部分文艺创作者和来自法国布尔关雅略的市民友好访问团同台演出。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１日，在苏州举办的中日民谣交流中，芦墟山歌手郁伟、杨文英先后演唱落秧山歌

《山歌泱泱唱开场》和《山歌唱给知音听》。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２９日，吴江艺术团９个节目参加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同里、平望巡演，与来自

美国、瑞士、黎巴嫩、南非等国家的民间艺术家同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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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书画与摄影艺术交流

第一节　来访艺术交流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７日，以日本国画家本心泉为团长的日本津市艺术交流会访华团到吴江访问，吴

江市书画院与该团进行艺术交流，市书画院院长钱惠芬书写“春风送暖，丽水叙怀”赠予日本国津

市艺术交流会访华团。６月，日本国名古屋插花艺术交流团，由国际插花艺术学学院理事长、日本

石田流花道会会长石田秀翠带队的一行２０余人到吴江市访问。

第二节　出访艺术交流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吴江县中小学生６件绘画作品赴日本国金泽市、池田市进行艺术交流。是年，徐

穆如书法作品由江苏省对外友好协会选送日本国展出。

１９８７年，凌淦群的国画由江苏省对外友好协会选送日本国展出。

１９９０年，徐穆如书法作品收入中国与新加坡合编的《当代中国名人书法集》。

１９９５年９月，吴江市文化局、市文联、市总工会与吴江市友好城市日本国内滩町文化协会，在吴

江市老干部局联合举办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览，展出作品１０２幅。

１９９８年３月５日～９日，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吴江市书画院院长钱惠芬应新加坡书法协会

邀请，参加“１９９８年中国百花书法展”。钱惠芬的参展书法作品是《问津桃源何处去，为有源头活水

来》和宋代米芾《吴江垂虹亭》诗。９月，铜罗中心小学的绘画《看戏》参加由日本樱花友谊林建设

全国实行委员会举办的“日本国、中国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２０周年书画展”。１０月，江苏省摄影家协

会会员吴寅晖的《思范桥小闸》、《水乡》等９幅摄影作品在日本国展出。

２００１年３月，平望镇中心小学学生赵雷、章鹤腾的绘画作品参加在日本大阪举办的“日中儿童

书画交流展览”。６月，震泽镇中心小学学生孙菁、李群辉、屠正洪书画作品参加在日本国大阪举办

的“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书画展”。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吴江市书画代表团应邀参加法国布尔关雅略市一年一度的艺术沙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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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作品联展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日～１０月８日，市文化局、市文联、市总工会与日本国内滩町文化协会在吴江联

合举办书法、美术、摄影展览。

２００４年８月，市文联、市外事办和日本国内滩町文化协会合办的《中国吴江·日本内滩町艺术

作品展》在吴江展出。

第三章　其他文化交流

第一节　图书馆对外文化交流

　　２００３年起，市图书馆接待数批来访作文化交流的外国客人。２００６年８月，以法国伊泽尔省

议会副议长、布尔关雅略市市长阿兰·塔洛达为首的一行参观访问市图书馆，双方就未来公共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交换意见。１０月，以日本国内滩町町长八十出泰为首的一行参观访问市图书

馆，八十出泰为市图书馆题写赠言并合影留念。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９日，法国布尔关雅略市沃塞莱特

（ＯＩＳＥＬＥＴ）中学中文班学生一行１１人以及２名陪同老师参观访问市图书馆。６月５日，吴江市

友好城市南非莫哈林市市长卡尔文·西拉尼率政府代表团一行１３人参观市图书馆，卡尔文·西

拉尼题写赠言。

第二节　博物馆对外文化交流

　　吴江博物馆及其前身文物陈列室是吴江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吴江博物馆先后接待过日

本国内滩町、日本国千叶市、韩国京畿道华城郡、法国布尔关雅略市、南非共和国莫哈林市、澳大利

亚达博市等友好城市的来访。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６日，日本内滩町町长岩本秀雄、议长黑田泰率政府、议会两个代表团访问吴江

市，岩本秀雄向吴江市捐赠３００万日元，用于建造吴江博物馆。

２０００年国庆前夕，为宣传外来文化，吴江博物馆专题举办《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国建交

国现行流通铸币展》，展出五大洲的１６２个国家（地区）的铸币１１００多枚，反映各国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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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经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１０月２５日，以日本国千叶市体育协会理事长重村旦为团长

的日本国千叶市社会教育委员会访华团一行２０多人来访，参观吴江博物馆，并与博物馆互赠书

画礼品。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３日，以法国布尔关雅略市副市长达拉里和布尔关雅略市博物馆馆长米盖为团长

的市民访问团一行１７人参观吴江博物馆，向吴江博物馆赠送精美瓷器，吴江博物馆馆长戴林炎亲

笔书赠“宁静致远，虚怀若谷”书法对联。１１月８日，日本国千叶市副市长岛田行信、议长秋田章率

领的千叶市政府代表团一行６人参观吴江博物馆，岛田行信副市长在签名册上留言“祈发展”，并赠

送吴江市不锈钢制作的“和平都市宣言纪念像”１件，并附千叶市市长雄冈启一题词“为纪念和吴江

市缔结友好城市５周年，并衷心希望吴江人民更加深入地了解友好交流活动对于世界和平所起的

重大作用，谨此作为两市友谊的象征”的纪念牌，赠品由市外事办转交吴江博物馆珍藏。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５日，韩国华城市老人会一行３６人由会长张斗显带领下到吴江博物馆参观，并在

博物馆兵马俑展厅前合影留念。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日本内滩町市民友好代表团参观吴江博物馆。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６日，由日本千叶市议会议长木村正信和历届千叶市议会自民党派正副议长、友

好城市联盟会长、千叶———吴江友好协会会长等一行１３人组成的千叶市议会访问团由市人大副主

任秦星坡陪同参观博物馆。８月１日，日本国内滩町町长岩本秀雄率领内滩町文化协会代表团一

行４０人由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明龙陪同一起参加吴江市文联、外事办和日本国内滩町文

化协会在吴江博物馆联办的“中国吴江·日本内滩町艺术作品展”开幕式，举行揭幕仪式，向吴江

博物馆捐赠２０件艺术作品。

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由日本千叶市市民代表组成的友好访问团一行２９人由市外事办人员陪同，

５月２６日，南非共和国莫哈林市兰兹维·莫哥哈特立执行市长和工维尼市赛普希里执行市长到吴

江博物馆参观访问。６月１９日，日本内滩町工商联合会一行５人由市外事办人员陪同，８月１０日，

澳大利亚达博市议员、前市长格莱斯·马休斯偕夫人和议员理查德一行由市外办主任沈志刚陪同

到吴江博物馆参观访问。１１月７日，日本进和株式会社渡边夫妇在吴江市副市长张克明陪同下到

吴江博物馆参观访问，并举行日本画《历》的捐赠仪式。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２日，澳大利亚达博市市长艾伦·史密斯一行４人，５月１７日，澳大利亚达博市教

育代表团一行１１人，７月２７日，韩国“华城市中学生访问团”一行２０余人参观访问吴江博物馆。１１

月２２日，瑞士友好人士文化代表团一行６人参观吴江博物馆，并互赠礼品。

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南非莫哈林市市长卡尔文·西拉尼率莫哈林市代表团一行１３人，１２月３日，

法国蒙吕松市代表团一行参观吴江博物馆。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９日下午，国际友好城市法国布尔关雅略市沃塞莱特（ＯＩＳＥＬＥＴ）中学中文班学生

一行１１人以及２名陪同老师参观吴江博物馆，并与博物馆馆长合影留念。１１月１１日，韩国华城市

代表团一行参观吴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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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考察和拍摄电影

　　一、考察

吴江文物众多，地域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吸引不少文人墨客，特别是演艺界前往考察、拍

摄电影，而以拍摄电影为最多。

（一）来访考察

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２日 ～１６日，新西兰文化代表团团员吉特斯到吴江县开弦弓村，以费孝通教授

《中国农民生活》一书为基本线索，考察该村的经济、文化、生产以及群众的生活风俗习惯。１９８６年

３月，澳大利亚电影小组罗伯特·雷蒙德及助手克莱尔·爱德华兹到吴江县考察。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３

日，上海音乐学院的２位荷兰籍外宾到芦墟考察芦墟山歌。１９９８年８月，日本农耕民俗文化考察团

到吴江考察。

（二）出访考察

１９９７年３月，吴江市新华书店邓明华到美国参加“美国亚洲研究会图书展览”。１９９８年５月６

日～２０日，应奥地利奥中友好协会“多瑙河时报社”邀请，江苏省文联组团赴奥进行交流，吴江市文

联主席刘强民随访。在奥地利，代表团参加１９９８年维也纳音乐周活动，欣赏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

的演奏，参观访问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施特劳斯的故居与纪念馆，同奥地利艺术家进

行座谈交流。

２００４年５月，吴江市政府代表团应友好城市法国布尔关雅略市邀请，参加该市丝绸博物馆的开

馆仪式，在仪式上，吴江市赠送一件复制的古老云锦织机。

　　二、拍摄电影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４日～１８日，中日双方摄制人员在黎里镇、震泽镇联合拍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

的棋》。１９８７年４月，澳大利亚《中国月亮》摄制组到吴江拍摄纪录片，以八坼乡汤华村的养鸭及庙

港乡更楼港村孙关林养兔实况及沿途农村风光为主要内容。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４日，日本放

送协会（ＮＨＫ）电视台电视摄制组到吴江拍摄《变化着的中国农村》专题片。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日

本ＮＨＫ电视台《世界遗产探密》摄制组到同里镇拍摄退思园、明清街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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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ＨＫ是日本放送协会的简称，是日本第一家根据《放送法》而成立的最大的同时也是日本唯一的公共广播电视台。为日本最具影
响力的公共传媒机构之一，其前身为“东京广播电台”。ＮＨＫ在日本全国设有５４个广播电视台，在世界各地设有３４个总局和分局，与世
界４７个国家和地区、７９家电视台和新闻机构有合作关系，使用２０多种语言，其中，具体涉及到新闻、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多方面的内
容。



第九篇　党群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吴江市（县）文化系统党群组织建设逐步发展，先后建立中国共产党
吴江县文教局党支部、中国共产党吴江市（县）文化局支部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

化局党总支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局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广电管理

局委员会，２００８年，文广局党委下属党支部９个。局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还建立起工
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吴江的文化工作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

行，党为文化工作确立发展方针，同时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增强文化工作者队伍的健康状

态和工作能力。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发挥各自组织的

特点，也为凝聚文化工作队伍的力量开展工作。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　组织

　　一、中国共产党吴江市（县）文化局支部委员会

１９９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吴江县文化局支部委员会成立，钱丽英任市（县）文化局支部书记。

文化局支部由局机关、锡剧团、越剧团、文物陈列室、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１１名中共党员组成，分

２个党小组，隶属于中共吴江县直属机关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２月，市文化局支部换届，方留洪任市文

化局支部书记，钱国良任市文化局支部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徐方平任市文化局党支部宣传委员。

１９９７年２月，市文化局支部换届，钱国良任市文化局支部书记，徐方平、王胜元任市文化局（机关）

支部委员。２００１年７月，市文化局（机关）支部换届，秦志刚任市文化局（机关）支部书记，徐方平、

潘忠梅任市文化局机关支部委员。１０月，机构改革，中共吴江市文化局党支部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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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局总支部委员会

１９９２年２月，中国共产党吴江县文化局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刘强民任吴江县文化局党总支

书记，方留洪任吴江县文化局党总支副书记，钱国良、丁金虎、邓明华任吴江县文化局党总支委

员。文化局党总支下辖７个党支部委员会，即文化局机关党支部、市文化馆党支部、市图书馆党

支部、影剧管理站党支部、新华书店党支部、越剧团党支部、红旗影剧院党支部。１９９５年４月，中

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局总支部换届选举，应出席党员５３人，实到党员５０人，选举产生新一届党

总支委员会，王瑾任文化局党总支书记，方留洪、钱国良任文化局党总支副书记，徐方平、戴林

炎、朱永兴、邓明华任党总支委员。１２月，增选金王浩任文化局党总支委员、副书记，免去方留洪

文化局党总支副书记。１９９７年１月，成立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局委员会，撤销中国共产党吴

江市文化局总支部委员会。

表９１１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市文化局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委员名单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刘强民 书记 １９９２．２～１９９４．１２

方留洪 副书记 １９９２．２～１９９５．１２

王　瑾（女） 书记 １９９５．４～１９９６．１１

钱国良 委员 １９９５．２～１９９５．４

钱国良 副书记 １９９５．４～１９９６．１１

金王浩 副书记、委员 １９９５．１２～１９９６．１１

朱永兴 委员 １９９２．２～１９９６．１１

邓明华 委员 １９９２．２～１９９６．１１

丁金虎 委员 １９９２．２～１９９３．１１

戴林炎 委员 １９９３．１１～１９９６．１１

徐方平 委员 １９９３．２～１９９６．１１

王胜元 委员 １９９６．２～１９９６．１１

　　三、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局委员会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１日，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局委员会成立。文化局党委下辖８个党支部委员

会，即市文化局机关支部、市文化馆支部、市图书馆支部、吴江博物馆支部（２０００年新建支部）、市新

华书店支部（２００１年６月从文化局党委划入市直机关党工委管理）、市影剧管理站支部、红旗影剧

院支部、市越剧团支部（２０００年撤销，其党员并入市文化馆支部）。文化局党委有党员６７人，其中

男党员５７人，女党员１０人，６１岁以上党员１２人，离退休党员１６人，预备党员３人。

表９１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名单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王　瑾（女） 书记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９

陈明兴 副书记 １９９７．１～１９９９．１２

刘　戈 副书记 １９９９．８～２００１．９

钱国良 委员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９

秦志刚 委员 １９９７．１１～２００１．９

徐方平 委员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９

戴林炎 委员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９

朱永兴 委员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９

邓明华 委员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７

—

　　注：钱国良分工宣传，秦志刚分工统战，徐方平分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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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１３　２００１年市文化局党委下属党支部负责人一览表

单　位 职　务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姓　名

局机关支部 书记 秦志刚

市图书馆支部 书记 潘丽敏（女）

吴江博物馆支部 书记 朱永兴

市影剧管理站支部 书记 孔江明

市文化馆支部 书记 秦怡东

红旗影剧院支部 书记 秦　毅

　　四、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局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９９０年８月，中共吴江市（县）文化局支部成立，由１名支部委员负责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查

处违纪案件。１９９２年２月，中共吴江县文化局总支部委员会成立，设纪检委员。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共

吴江市文化局委员会成立，同时成立中共吴江市文化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由３人组成，设纪

委书记１人和纪检委员２人。２０００年３月，增补纪检委员１人。

表９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市文化局党委纪检委书记、副书记、委员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陈明兴 委员、书记 １９９７．１～１９９９．１２

徐方平 委员、副书记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９

王胜元 委员 １９９７．１～２００１．９

陈　永 委员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１．９

　　五、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经中国共产党吴江市委员会批准（吴发干〔２００１〕１３３号文件《关于撤销市文化局

和市广播电视局党委、纪委，成立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党委、纪委及杨应福等职务任免的通

知》），成立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党委、纪委。

表９１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市文广局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杨应福 书记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２．１１

钱　俊 书记 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５．１２

任建华 书记 ２００５．１２～

戴茂章 副书记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３．１２

范云南 副书记 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４．１２

孙悦良 副书记 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４．７

钱　俊 副书记 ２００６．２～

吴荣其 副书记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０７．１１

徐新泉 副书记 ２００７．１１～

梁信焕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５．１２

钱国良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７．１１

郭　芹（女）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７．１１

秦志刚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０～

范云南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２．１１

沈国荣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０～

李　峰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０～

马常鸣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０～

柳新忠 委员 ２００４．１２～

吴荣其 委员 ２００４．１２～

李　峰 委员 ２００４．１２～

王林弟 委员 ２００６．１～

季小峰 委员 ２０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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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１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市文广局党委下属党支部负责人一览表

支　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日期 支　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日期

局机关

第一支部

秦志刚 书记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６

姚云生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６

孙阿利（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６

局机关

第二支部

梁信焕 书记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６

徐方平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６

潘忠梅（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６

局机关支部

梁信焕 书记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６．１

秦志刚 副书记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６．１

吴荣其 书记 ２００６．１～２００７．１２

徐新泉 书记 ２００７．１２～

姚云生 委员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６．１

徐方平 委员 ２００３．６～

局机关支部

潘忠梅（女） 委员 ２００３．６～

孙阿利（女） 委员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６．１

李　华 委员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６．１

黄先云 委员 ２００６．１～

顾士祥 委员 ２００６．１～

吴江

电台支部

范云南 书记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５．９

王林弟 书记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７．８

季小峰 书记 ２００７．８～

瞿　纬（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２～

吴江

电台支部

孙玉良 委员 ２００６．３～

沈莲英（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６．３

吴江

电视台支部

李　峰 书记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７．８

王林弟 书记 ２００７．８～

沈明根 委员 ２００２．２～

高坤林 委员 ２００６．３～

周明坤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６．３

有线电视

网络中心

支部

沈国荣 书记 ２００２．２～

金海生 委员 ２００６．３～２００７．４

于国华 委员 ２００２．２～

何长荣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６．３

市文化馆

支部

秦怡东 书记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５．９

崔　瑛（女） 书记 ２００５．９～２００７．６

赵雨萍（女） 副书记 ２００７．６～

王　平 委员 ２００６．３～

邵　斌 委员 ２００６．３～

市图书馆

支部

潘丽敏（女） 书记 ２００２．２～

李红梅（女） 委员 ２００６．３～

张海江 委员 ２００６．３～

吴江

博物馆支部

朱永兴 书记 ２００２．２～

刘育钢 委员 ２００６．３～

吴正明 委员 ２００６．３～

影剧管理站

支部

孔江明 书记 ２００２．２～

徐仲武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４．６

秦　毅 委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４．６

　　六、中国共产党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成立中共吴江市文化广电管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设纪委书记１人和纪检委员

２人，并设纪检监察室。

表９１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党委纪检委书记、委员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郭　芹（女） 书记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４．１２

吴荣其 书记 ２００４．１２～２００７．１１

徐新泉 书记 ２００７．１１～

孙玉良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１～

徐方平 委员 ２００１．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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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纪律检查

　　１９９０年后，中共吴江市（县）文化局支部、中共吴江市（县）文化局党总支认真落实党章、党纪的

要求，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活动，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勤政、自律的自觉性。

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共吴江市文化局纪律检委员会成立。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中共吴江市文化广电管理

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纪检工作逐步加强。

　　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订

文化局纪委成立后，制订《吴江市文化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责任书分领导重视、宣传教

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案件查处等８项。局纪委每年与下属支部、单位，局机关支部与职能科室，

影剧管理站与下属的全民影剧等２２个单位，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订率达１００％。２００２年，

文广局党委、纪委在与局机关科室、下属支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基础上，再将１８个乡镇文

广中心纳入签订和考核范围。２００６年，纪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２００８年，局党委、纪委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针，继续与下属单位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每年年底，纪委对一年来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在全系统通报。

　　二、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

２０００年８月至１０月，市文化局纪委连续组织观看中纪委关于严惩成克杰违纪违法案件等警示

性影片，受教育者计２１８人次。２００２年，市文广局纪委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开展反腐败理

论教育、反腐败形势教育、党纪政纪条规和正反面典型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收看《基石和大厦》、《廉

内助与贪内助》、《扭曲的权力》等电视教育片。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党纪政纪条规知识书面测试，

参加测试１２０人，均取得优良成绩。２００７年，局党委、纪委认真贯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

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开展廉洁文化进家庭教育活动。

　　三、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每年由领导班子成员、纪委成员参加一至两次的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学习交

流会，对照《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

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查找在思想、作风、纪律、观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互交流。局纪委派员参加

下属支部召开的民主生活会。每年年底，党委委员、行政干部通过述职述廉，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监

督，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四、党建工作百分考核和作风效能建设考核

２０００年，市文化局纪委制订下发《２０００年度文化系统党务（群）工作目标管理百分考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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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局党委，纪委组成考核组，对各支部的２０００年党务工作进行考核，考核方法是听取汇报，查看

各类资料、工作计划和各项制度，按照文件精神，分别进行评分。２００６年，市文广局党委制订《进一

步提高机关效率效能的若干规定》。２００７年，市文广局制订《吴江市文广局效能建设考核办法》，将
各项考核内容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下属单位，针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的不同情况，制定平时明察暗访

扣分办法。２００８年，市文广局党委坚持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加强党内外监督制度，加强机关内部管
理、考核，从制度上强化纪检监督作用，完善惩防体系建设。

　　五、执法监察和法人离任审计

２０００年，市文化局纪委和局财务科联合对平望影剧院、黎里柳亚子纪念馆、原市文物陈列室、
影剧管理站等离任的法人单位组织离任审计，对竣工的政府实事工程、文化中心工程进行决算情况

的执法监察。２００２年，市文广局纪委对北新路（现永康路）艺海大厦贴面改造、电视塔灯光工程、广
电中心公园建设和绿化工程、筹建财务决算中心重点项目等实施执法监督。２００６年，市文广局纪

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机制，对文物建设维修等重大事项、重大工程进行监督。２００８年，局纪
委对全系统各单位的２２个财务账户审计达４４次，平均每个账户２次。

第三节　学习教育

　　１９９３年，市文化局党总支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结合“致力于集体，奉献于事业”的教育活动，增强文化工

作者服从服务经济工作的责任心，积极进取。

１９９４年，市文化局党总支组织党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全体党员进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把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

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三会一课”，举办“学理论、学党章知识竞赛”，组织党员参观苏州革命历史博

物馆，文化局机关支部连续２年被机关党委评为吴江市先进党支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市文化局党总支开展“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邀请苏州市委党
校教授作敬业爱岗和职业道德理论讲座。组织去张家港学习。开展向孔繁森学习活动，提高党员

政治思想素养和理论道德修养。学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十五大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通过三个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三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观（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对于增强党性觉悟的自觉性。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市文化局党委结合“三讲两加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和加强为基层、为经济服务）、“双思”（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录像，召开座

谈会，听辅导讲座，提高党员干部群众反腐倡廉思想认识，增强党风廉政建设自觉性。局党委自编

阶段性党课，党课内容是形势任务教育、双思教育、普法教育、警示教育、推行改革试点等，使党员能

认清形势，联系实际，始终保持良好状态。还组织各类专题党课，组织党员参加培训、讲座、知识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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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活动。通过冬训①，学习党的十五大文件精神，举行廉政知识竞赛，到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

念馆参观学习，引导党员坚定信念，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织积极分子缅怀先贤王锡

阐、先烈张应春活动，崇尚科学，崇尚先进，崇尚革命，激发斗志。组织全系统６０多名党员七一前夕

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强化党性、党纪、宗旨教育。组织全系统１４０多名干部、职工参加知识竞赛，联

系吴江改革开放巨大变化、文化事业发展前景，以思源思进，坚定四信（信仰、信念、信心、信任），强

化服务“三资（制）”（指引进外资、启动民资、企业改制）教育。

２０００年，组织开展多项带有全局性的专项教育：形势任务教育；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

实教育；江泽民“三个代表②”重要思想教育；“思源思进”教育；专项警示教育和入党积极分子培养

教育。２００１年９月，局党委组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主题教育活动和“党风廉政

宣传教育月”活动，并组织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０５年，市文广局党委在全系统党员中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教育活动时间一年。要求全体党员按照党员标准坚定政治信念，改进工

作作风，廉洁自律，遵纪守法，认真履行职责。

２００６年，市文广局党委组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党章用党章”、“八荣八耻（是“社会主

义荣辱观”的简称。２００６年３月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在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国际国内形势教育”等专题学习。各支部在坚持“三会一课”传统教育学习同时，采取“请进来讲

授，走出去观摩，坐下来交流”等形式提高学习效果。组织党员观看和收听《市级机关党建成果网

上图片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图片展》、《廉政之声———全省新创廉政歌曲文艺晚会》、

《市廉政书画展》、《形势辅导报告会》等，提高支部党课质量。

２００７年，市文广局党委组织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学习教育，邀请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朱锋作国际形势报告，组织十七大宣读报告会，开设网上党校，组织入党积极分子

参加入党培训。局机关党支部贯彻落实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市级机关党组织与非公有制企业

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的意见》，与吴江恒宇集团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帮助企业提高党建

水平。

２００８年，以作风效能建设为中心开展党建工作，修改完善考核办法和细则，实施分级负责的考

核管理体制。局党委还组织科学发展观、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普法教育、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党

风廉政建设等专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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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指党员冬训。新中国建立后，在吴江常常利用冬季农闲对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较为集中的思想教育。

“三个代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这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提出的

重要思想。



第二章　群众组织

第一节　工　　会

　　一、组织

（一）吴江市文化局工会委员会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吴江市文化局工会成立。市文化局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松陵镇吴江影城召

开。市文化局工会共有会员１３６人，出席大会代表７０人。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吴江市文化局第一

届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女职工委员会。局工会委员会下辖７个分工会，即局机关分工

会、市文化馆分工会、市图书馆分工会、吴江博物馆分工会（２０００年４月成立）、市新华书店分工会

（２００１年６月从市文化局工会划入市直机关党工委工会）、市影剧管理站分工会、红旗影剧院分

工会。

表９２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吴江市文化局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秦志刚 主席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１．９

陈　永 副主席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１．９

刘海萍（女） 副主席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０．７

徐仲武 委员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１．９

秦怡东 委员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１．９

吴　德 委员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１．９

唐庆元 委员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０１．９

　　注：陈永兼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刘海萍兼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二）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２００２年３月，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工会委员会成立。４日，市文广局召开第一次工会代

表会议，选举产生市文广局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秦志刚任工会主席，彭碧星为经

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忠梅为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市文广局工会委员会下辖文广局机关分工会、电

台分工会、电视台分工会、有线电视中心分工会、市文化馆分工会、市图书馆分工会、吴江博物馆分

工会７个分工会。

２００５年６月，市文广局工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选举，调整新的工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柳新忠

任工会主席，黄先云任工会副主席，黄先云为组织委员（兼），瞿纬为宣传委员，于国华为文体委员，

沈明根为劳动委员，赵通法为福利生活委员。女工会主任为潘忠梅，委员为潘丽敏、魏雪鸿。经审

会主任为彭碧星、委员为黄先云（兼）。２００６年９月，文广局工会召开一届二次全委会议，增选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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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工会副主席。

２００８年５月，根据人事变动等实际情况，经局党委和市总工会批准，局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

二届二次全委会通过选举产生新一届局工会班子。柳新忠任工会主席，黄先云、赵通法任工会副主

席，漆启才为组织委员，瞿纬为宣传委员，于国华为文体委员，沈明根为劳动委员，赵通法为福利生

活委员（兼）。潘忠梅为女工会主任，潘丽敏、魏雪鸿为委员。经审会主任为黄先云（兼），委员为彭

碧星、崔瑛。局机关分工会主席为赵通法（兼），电台分工会主席为瞿纬，电视台分工会主席为沈明

根，网络中心分工会主席于国华，市文化馆分工会主席为赵雨萍，市图书馆分工会主席为沈继英，吴

江博物馆分工会主席为吴正明。

表９２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秦志刚 主席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５．９

柳新忠 主席 ２００５．９～

黄先云 副主席 ２００５．９～

赵通法 副主席 ２００６．９～

彭碧星（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

王胜元 委员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５．９

赵通法 委员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６．９

潘忠梅（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

瞿　纬（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

周明坤 委员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５．６

何长荣 委员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５．６

徐仲武 委员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４．６

吴正明 委员 ２００２．３～

秦怡东 委员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８．５

沈继英（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

魏雪鸿（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

潘丽敏（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

于国华 委员 ２００５．６～

沈明根 委员 ２００５．６～

崔　瑛（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５～

赵雨萍（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５～

漆启才 委员 ２００８．５～

　　注：彭碧星任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２００８．５黄先云兼任第二届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彭碧星、崔瑛为委员。潘
忠梅为第一、二届女职工委员会主任，潘丽敏、魏雪鸿为委员。

　　二、工会工作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文化局工会组织开展文化、体育等竞赛活动。组织扑克牌８０分比赛、

“双思”教育百题知识竞赛、知识分子和中层以上干部两年一次健康检查、走访慰问退离休老干部

及生育妇女、组织工会主席到淮安参观周恩来故居和周恩来纪念馆等。工会活动密切党委与支部、

党员与非党、干部与群众、工会与会员之间的联系，发挥了凝聚人心、稳定队伍、团结鼓劲的积极

作用。

２００２年３月，文广局工会成立后，发挥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学习“十六大”、“十七大”文件，落实“四五普法”规划，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组织员工开展健康向上的各类文体活动，如“迎五一”自行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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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第四个五年普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简称“四

五普法”（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规划。要求在公民中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
能力和水平，提高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让更多人懂得法律法规，用法律来维权，减少违法犯罪发生。



骑比赛、扑克牌８０分比赛、“迎新年，送欢乐”联欢会等。２００３年，局工会组织与江苏移动公司吴江

工会的联谊活动，举办职工羽毛球、呼啦圈、送球比赛、迎新年文艺联欢会、庆“五一”游戏比赛等活

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２００７年，组织员工开展汽车驾驶、篮球赛、羽毛球赛等活动。２００８年，

局工会换届选举。先后开展迎国庆五项文体比赛、困难职工帮困等活动。

第二节　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组织

（一）共青团吴江市文化局支部

２００１年８月，共青团吴江市文化局支部成立，董志红任共青团吴江市文化局第一届委员会书
记，凌斌任共青团吴江市文化局第一届委员会宣传委员，韩洵任共青团吴江市文化局第一届委员会

组织委员。

（二）共青团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委员会成立。季小峰任团委书
记。２００５年，文广局团委增补张兰飞、邹宏伟、刘水为团委委员。２００８年５月，张萍任文广局团委

书记，增补赵
.

为团委委员。共青团文广局团委下辖机关支部、电台支部、电视台支部、网络中心支

部、市文化馆支部、市图书馆支部、吴江博物馆支部等。

表９２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共青团团委组成人员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季小峰 书记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８．５

张　萍（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５～

吴乔华 委员 ２００２．１～

梅　峰 委员 ２００２．１～
董志红（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１～

陆晓丹（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５．５

张兰飞 委员 ２００８．５～

刘　水 委员 ２００８．５～

邹宏伟 委员 ２００８．５～
赵　

.

委员 ２００８．５～

　　二、团委工作

２００３年，在抗击非典中，局团委致全局团员青年倡议书《让我们手挽手，筑起抗击非典的青春
长城》，要求全局团员青年投入抗击非典的斗争。２００６年，组织团员青年参加纪念建党８５周年和

长征胜利７０周年知识竞赛，获得吴江市二等奖；在苏州市、吴江市青年读书知识竞赛中，获得吴江
市和苏州市两个冠军。２００７年，开展创建全市学习型团组织活动，发出倡议书，投身作风效能建设

月活动；组织参加团省委“五个一工程”和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参与“青春辉映夕阳红”帮扶活

动；组队参加吴江市趣味定向大赛，获亚军。２００８年，局团委组织参加“为吴江喝彩”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歌咏赛，获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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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妇女联合委员会

　　一、组织

２００２年３月，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妇女委员会成立，郭芹任妇委会主任，委员为吴美良、

彭碧星、潘忠梅、潘丽敏。２００８年４月，调整文广局妇女联合会班子，吴美良任妇委会主任，委员为

潘忠梅、潘丽敏、朱晓红、周明华、张萍、李雪华、崔瑛、赵雨萍。

表９２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吴江市文广局妇联组成人员一览表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郭　芹（女） 主任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８．４

吴美良（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４～

彭碧星（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８．４

潘忠梅（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

潘丽敏（女） 委员 ２００２．３～

朱晓红（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４～

周明华（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４～

张　萍（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４～

李雪华（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４～

崔　瑛（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４～

赵雨萍（女） 委员 ２００８．４～

　　二、妇联工作

２００３年文广局妇女联合会成立以来，发挥自身组织优势，积极协助局党委、纪委在党风廉政建

设、作风效能建设方面，在关心妇女生活、丰富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做大量工作。２００６年，妇

委会组织“情系新市民，爱献下一代”爱心捐赠、市第十届妇代会板报展、女性礼仪四季色彩理论讲

座和外出参观学习等活动，丰富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２００７年，妇委会协助局党委开展“廉洁文

化进家庭”活动，向局系统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家庭发出《树廉洁家风，建文明家庭》倡议书，组织局

系统全体女职工参加“文明家庭、和谐家庭”专题讲座，提升女职工的整体素质。２００８年，组织妇女

职工外出采风、听讲座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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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人　物

　　吴江素以阜丰物茂、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名人辈出著称，古代各时期在政治界、科
技界、文化界都有高官名贤、爱国将领、科学先驱、诗文大家、书画名流涌现。近代一百

多年，更有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革命先烈，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外交家、科学家、艺术

家、教育家、实业家、民主人士彰显。

本篇仅收录与文化界相关并于２００８年前逝世的人物，收录标准为：在思想文化领
域有全国性影响者；其著述有突出成就（如被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者；其文学艺

术、收藏活动的成就在吴地乃至更大地域有影响者；对吴江地方文化发展有重要贡献

者。人物不分类别，按其出生年份顺序排列。
　

严　忌

　　严忌（约公元前１８８—公元前１０５），西汉辞赋家，吴江铜罗人。原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之
讳，史家改其姓为严，后世遂称严忌。严忌少时即好辞赋，以文才和善辩闻名于时。曾作《哀时命》

赋，借哀叹屈原秉性忠贞、不遇明主之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刘濞称吴王，招收四方游士，

严忌与名人邹阳、枚乘等应召，为刘濞门客。严忌颇受尊重，号称“夫子”。后刘濞图谋反叛，严忌

与邹阳等上书谏阻，刘濞未纳，于是弃而投奔梁孝王刘武。梁孝王好辞赋，得严忌等大喜，给予厚

遇。严忌曾从梁孝王入朝。时任汉景帝武骑常侍的司马相如正因景帝不好辞赋有不遇之叹，遇严

忌便“见而悦焉”。后司马相如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严忌等共事，并为梁王写出著名的《子虚赋》。

严忌有辞赋２４篇，《楚辞》收其《哀时命》赋。忌死后归葬，故今吴江铜罗社区曾名严墓。

张　翰

　　张翰（２５８—３１９），西晋文学家，字季鹰，吴江人，其父为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张翰有文才而
性格放荡不羁，时人比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称他为“江东步兵”。齐王司马礒掌权时，召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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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东曹掾。时值西晋“八王之乱（２９１—３０６）”、“五胡乱华”，司马礒专权独断，天下大乱，祸

灾纷纭。张翰想避祸南归，见秋风起，便借口思念家乡菰米、莼羹、鲈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

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辞官回归吴江，又赋诗一首：“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

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由此“莼鲈之思”成为千古美谈。辛弃疾在其《水龙吟》中引用其典

故“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来表述心志。张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有人问：“卿乃可纵

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张翰答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李白《行

路难其三》诗曰：“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

名？”后齐王礒败，张翰因得免于难。

张翰返乡后，筑别墅于吴江莘塔枫桥畔，朝暮饮酒作诗。５７岁卒（一说６１岁卒），葬于莘塔二

图村（弥陀港二十九都南役圩），墓碑上刻有“晋高士张翰之墓”字样，墓侧曾有敬信庵祀奉。宋乾

道三年（１６７１）吴江知县赵伯虚作“三高祠”祀张翰等。墓与祠今均不存。

张翰有《首丘赋》诗文数十篇，其《张翰集》已佚，一些诗文被辑入《先秦汉魏晋诗》、《全上古三

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集。《晋书》有传。

顾野王

　　顾野王（５１９—５８１），南朝梁、陈间文字训诂学家、史学家。字希冯，吴江松陵人。

顾野王幼年好学，能书能画，博通经史、天文、地理。幼随父至任所历练，２０岁便出任太学博

士，后任临贺王府记室参军。梁太清二年（５４８），东魏降将侯景作乱，攻破南京，梁武帝被围困饿死

在台城。时在家里服丧的顾野王，闻此消息毅然奋起，在市民中招募能够作战之人，抗击侯军。他

虽身体瘦小，但是胆气不小，一介书生也穿上战袍，戴上盔甲，随义军一起支援京城。在讨伐侯景叛

军的阵前，顾野王慷慨陈词，以君臣礼仪，斥叛军不义，一番话引起叛军混乱，鼓舞义军斗志。讨伐

叛军失败，他逃到浙江绍兴，与刘归义一起继续抗击叛军。侯景之乱结束后，顾野王得太尉王僧辨

嘉奖，出仕海盐县。

陈武帝时，顾野王曾任金威将军、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府谘议参军。陈天嘉六年（５６５）主修

《梁史》。陈宣帝太建年间迁国子博士。后以才学显著，迁为黄门侍郎、光禄卿。

顾野王语言学成就引人注目，他撰写的《玉篇》３０卷，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并重，是中国第一

部完整的楷书字典。全书收字１６９１７个。他的语言研究涵盖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有杰出贡献。

他对史学深有研究，曾撰写《通史要略》１００卷、《国史纪传》２００卷，又撰写《陈书》３卷、《顾氏谱传》

１０卷。

从现存的１０多篇诗文看，顾野王文笔华美斐丽，精巧自然；他的绘画艺术以人物、草虫著称，他

的书画成就历代都有记载。

４０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是指中国西晋八王之乱期间北边众多游牧民族趁机建立非汉族国家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

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



顾野王曾在松陵建住宅，名听江轩。三里桥为他著《玉篇》的地方，被称为“顾墟”，２００７年，建

成顾野王纪念馆。

朱象先

　　朱象先（生卒年不详），字景初，号西湖隐士，宋吴江松陵人。山水学五代南唐画家董源、巨然，

能出新意，笔力高简，润泽而有生理，驰名宋绍圣、元符间，在宋代画家中，出许道宁辈以上。相传少

时常恨画笔无前人深远润泽之趣，一日于鹅溪绢上画小山，觉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再三挥染，竟有

悟见。自后作画多再涤去，或以细石磨绢，要令墨色著入绢缕。苏轼在《书朱象先画后》一文中说：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志而已。’”“今朱君无

求于世，虽王公贵人，其以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磅礴，虽余亦得攫攘于其旁也。”清《绘事备考》记

载：朱象先常“作人物、山水、横塘小景，以画易酒，日在醉乡。画之传世者，《茅亭赏雪图》一”。

王　

　　王 （１０８２—１１５３），宋朝理学家。字信伯，号震泽，震泽人。原籍福清，父仲举始徙震泽。从程

颐学，为程门高弟，传伊洛之学。宋高宗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因郡守孙佑举荐，赐右迪功郎。为宰相赵

鼎所重，又赐进士出身，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馆校勘，后迁著作佐郎，官至左朝奉郎。为秦桧所恶，

曾因从子之故而被夺官。７２岁卒，葬长兴茅栗山。南宋嘉熙元年（１２３７）知府王遂将之祠于学宫。

宝初里人沈义甫立其像于震泽乡校，此后王 与门人陈长方、杨邦弼被称“三贤”。其《王著作

集》８卷被收进《四库全书》。

沈义甫

　　沈义甫（约公元１２２３—１２８０年前后在世），宋朝著名学者。又名义父，字伯时，震泽人。沈义

甫８岁时，其师命对云：“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沈对道：“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师爱其聪明，

赞之不绝。宋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领乡荐。曾任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以文鸣于时。宋亡后隐居

不仕，归震泽建义塾，讲学以淑后进，又建明教堂以祀三贤。长于词曲，所作《乐府指迷》被收录进

《四库全书》。学者称其“时斋先生”（《乐府指迷·翁校本旧跋》称，时斋当为号），卒年７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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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时间考证：据吴江地方志记载，沈义甫于宋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领乡荐，元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曾作《昭灵侯庙记》。



沈义甫主张作词要协音、字雅、字隐、意柔。协音，立足于诗词分疆，强调不可把词写成诗。字

雅，是对雅俗的美学取向，是倡雅弃俗在用字上的体现。字隐，是对隐显的价值取向，主张词在用字

上应该隐而不露。意柔，是讲词在运意时要柔婉而不豪放。协音、字雅、字隐是讲词的用字，意柔是

讲运意。沈义甫的作词标准讲究下字运意法则，即作词应以“乐府雅词”为标准。

陆行直

　　陆行直（１２７５—？），元朝名士。字季衡，又字季道、德恭、辅之，号壶天居士（一作湖天居士）、

壶中天。居吴江分湖来秀里，为陆龟蒙八世孙。善诗文，兼事书画，为时所称。曾从著名词人张

炎游，深得填词之妙，所著《词旨》闻名于世。元中叶以人才荐授翰林典籍，未几致仕归。筑别业

于分湖东，一时名士如杨维桢、倪瓒皆与之游。常泛轻舟、携笔床茶具往来烟波间，人称陆隐君。

元延元年（１３１４），陆行直在自家别墅旁为塾师钱重鼎筑室，钱重鼎以为正与赵孟瞓所赠《分湖

水村图》“宛然不异”，于是作《水村隐居图记》，流传至今。陆行直又酷嗜收藏，元至正九年

（１３４９）复得已散失五十多年的汉朝钟繇《荐季直表》，欣然作记，称该帖“真无上太古法书，为天

下第一”。

王原杰

　　王原杰（生卒年不详），元朝吴江著名学者。又名元杰，字子英。元至正四年（１３４４）举于乡，值

兵乱不仕，隐居教授。深于性理之学，所作《春秋谳义》被《四库全书》收录。为诗文雅健高古，学者

称为“贞白先生”。卒葬吴江陈思（今城司）村柳字圩。

莫　旦

　　莫旦（１４２９—？），明朝吴江名士。字景周，号鲈乡，同里人。明成化元年（１４６５）举人。博学工

诗文，卒业太学，作《一统》、《贤关》二赋，名动京师。授新昌训导，九年迁国子监学正，乞归，年八十

余卒。莫旦始为诸生，即考论掌故，搜采旧闻，积三十年始成《吴江县志》，典雅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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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讷

　　汝讷（１４３３—１４９３），字行敏，号周庵。明吴江黎里人，明景泰四年（１４５３）举人。明成化三年
（１４６７）以善书选为中书舍人。十四年迁南京武选员外郎，进郎中。时王恕为尚书，汝讷与同郡李应

祯等并以文学为恕宾客，从容谈论，相得甚欢。二十三年汝讷出为汀州知府，以忧归。明弘治三年

（１４９０）改知南安府。在南安，汝讷为政厉而不苛，容而不驰，南安势家惴惴奉法，无敢旁挠。明弘治

六年引归，不久病卒。汝讷居官有清操，为诗格调平畅，书法得晋人体，而小楷尤遒美。卿大夫愿得

其手笔，故居官３０年，墨迹半天下。

史　鉴

　　史鉴（１４３４—１４９６），字明古，明吴江人。博学洽闻，年十二三为四六体，语即惊人。成年后肆力
诗文，长于史论，并深究钱谷水利之事。居穆溪之西，有园亭竹木之胜，四方之士常流连觞咏。家有

藏书室为日鉴堂，收藏古书甚多，每有客至，则陈列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互相鉴赏。

巡抚王恕闻其名，延见与论政务，深器其才。所著《西村集》被收录进清《四库全书》。日鉴堂早已

不存，但其藏书仍散见于各处记载，为人所宝。《平津馆鉴藏记》卷一记载：元刻本《南史》八十卷，

有“史鉴之章”、“子孙保之”、“西史村人”三白文方印。《文禄堂访书记》卷三记载：元刻本《湖州双

髻禅语录》一卷、《杭州西天目山师子禅院语录》一卷、《八禅八语》一卷，有“松陵史明古藏书记”印。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八记载：明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其卷一有“西村”朱文印。

《珊瑚纲法书题跋》卷一记载：王羲之《每思帖》有“南濠都穆观于松陵史氏淡心斋”一行题字，并有

“松陵史明古藏书”印记。《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有宋刊本《陈书》三十六卷为“明史明古藏书”。

清钱谦益在《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跋聂从义三礼图》一文中说：“此等书经宋人考定，其图像皆躬

命缋素，不失毫发。近代雕木，传写伪谬，都不足观。余旧藏本出史明古家。”

赵　宽

　　赵宽（１４５７—１５０５），明朝名宦及著名学者。字栗夫，号半江。吴江一都人。明成化十三年
（１４７７）举于乡，明成化十七年会试，拔置第一。当时同郡吴宽主试，众人议论吴宽偏心于同乡人。

赵宽即席作《玉延亭赋》，文义灿然，众人这才叹服。赵宽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在部十四年以明允

称。后升浙江提学副使，又迁广东按察使。为人平易闲雅，人乐与交。所著《半江集》被《四库全

书》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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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用

　　周用（１４７６—１５４８），明朝名宦兼著名学者。字行之，号伯川（一作白川）。吴江平望人。明弘
治十五年（１５０２）进士，明正德初擢南京兵部给事中，累至吏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肃。周用
博综群书，尤深于《易》、《礼》，能古诗文，词旨典则。兼善书画，得沈周指授。所著《周恭肃公集》被

《四库全书》存目。

袁　仁

　　袁仁（１４７９—１５４６），字良贵，号参坡（一作
K

坡）。明朝吴江人，袁黄父。精于经学，兼工书法，

著作颇丰。所著《尚书砭蔡编》和《春秋胡传考误》收入《四库全书》，另有著作《毛诗或问》列入四

库存目。明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与人合作讽时文《竹林乡试录》，为地方官吏所疑，惧而焚所著书稿。

沈　

　　沈 （１４９１—１５６８），字子由，号江村。明朝吴江松陵人。由明正德中领乡荐，凡七举至明嘉靖
十七年（１５３８）始成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后改刑部，累进郎中，出为绍兴知府，官至湖广副使，坐

事罢归。沈 博览群籍，凡阴阳律历五行水利之学，无不研究，参与明嘉靖《吴江县志》编纂，有著作

《吴江水利考》和《南船纪》列为四库存目。喜为诗。任绍兴知府时曾重修兰亭。晚年卜居鸡窠岭，

筑葆真书院。

徐师曾

　　徐师曾（１５１７—１５８０），字伯鲁，号鲁庵。明朝吴江人。明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中礼部试，以父
母年高不对策而归。三十二年始成进士，选庶吉士转兵科给事中，又因母丧归。第二年服阕补吏

科。三十九年历转左给事中。因严嵩用事，明隆庆五年（１５７１）疏请致仕。肆力经籍，有《吴江县
志》等数百卷著述行世，多种著作列入四库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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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黄

　　袁黄（１５３３—１６０６），原名表，字坤仪，号学海，别号了凡。明朝吴江赵田人，袁仁子。赵田地与

嘉善接，因入籍嘉善。家世以医显。袁黄少负逸才，明万历五年（１５７７）会试拟第一，有人上书称其

文章讥讽权幸，因而落第。明万历十四年始成进士，任宝坻知县，有善政。二十年擢兵部职方司郎

中。日本侵朝鲜，袁黄辅佐经略宋应昌军往征，多所策划，结果却免职而归。袁黄博学尚奇，凡河洛

象纬律吕水利戎政，旁及勾股堪舆星命之学，莫不究涉。明万历二十五年后居武塘，被聘修嘉善邑

乘。其著作《皇都水利》、《祈嗣真诠》和《评注八代文宗》列入四库存目，而另一著作《了凡纲鉴补》

清代遭奏毁。他的训子之作《了凡四训》至今流传。

顾大典

　　顾大典（１５４０—１５９６），明戏曲家、文学家。字道行，吴江松陵人。明隆庆二年（１５６８）戊辰科进

士。少年聪颖，读书过目成诵，喜爱古文词，又善绘事，常在公余携带画具出游作画。历任刑部主

事、南京兵部主事、吏部郎中、山东按察副使、福建提学副使等职。为官清正，遭妒忌，有人私下议论

其做郎中时放任于诗酒，不务正业，有失官员体统，为此竟谪禹州知州。顾大典不耐官场腐气，认为

有失人格尊严，便决意辞职回乡。

顾大典懂音律，能弹拉唱曲，居乡后，蓄声妓自娱，与沈瓒等名流好友诗酒流连。家中有谐赏

园，池台清旷，宾客们唱曲饮酒，不知辍歇。

著有诗文集《清音阁集》、《海岱吟》、《闽游草》、《园居稿》，又有传奇《青衫记》等，合称《清音阁

四种》。

真　可

　　真可（１５４３—１６０４），明高僧。本姓沈，字达观，号紫柏，吴江松陵人。少时豪爽侠义，与分湖名

士袁黄关系密切。当时袁黄家中藏书颇多，真可一一细读，常幻想到边寨建功立业。某日仗剑远

游，恰逢天降大雨，在苏州阊门避雨遇上云岩寺明觉和尚，一见如故，即随明觉入寺，夜听寺僧诵读

八十八佛名号，心灵感应，顿生皈依之心。于是，第二天即拜明觉为师，剃发出家，法号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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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氏三兄弟，“瞡”、“瓒”、“璨”。沈瓒，沈瞡的大弟，明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进士，授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好作散曲。沈璨，沈瞡的
小弟，考中浙江武解元，任命为台头营标下中军把总。



真可闭门苦读五载，熟谙佛经，２０岁受过具足戒后，开始云游，先在武塘景德寺广研教经，后

入庐山学法相深义，再到五台山受老宿指点。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至京城参禅师僧偏融，明万历

三年又至嵩山少林谒见大千常润。他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此时已成为名僧，有自己的悟道主

张。当他听说法本大师想刻方册《大藏经》又力不从心，便主动担负起这个重任，从明万历十七

年起，先在山西五台山，后到浙江寂照庵，一直辛勤主持此事，他死后，由弟子继承，历经８８年，至

真可死后７４年才告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成果。《大藏经》刻本《万历藏》分“正藏”２１０函，

“续藏”９５函。

真可既谙佛学，又深明大义。明万历二十三年高僧德清因受诬私创寺院罪被下狱，他多方奔

走，四处争辩。二十八年南康太守吴宝秀因违旨抗征矿税入狱，其妻陈氏哀愤自尽，他又赴京走动，

帮助说话。皇太后信佛甚深，曾下旨让真可将京城外西峪寺三粒舍利子迎入慈宁宫，还将皇太后供

斋衬金赎回云居寺。

明万历三十一年，宫内出现神宗要改立太子流言，查得文本，定为“妖书”，真可被诬为妖书作

者之一，遭受牢狱之灾。受重刑后，念偈语，双手合掌冥逝。

真可遗骸先葬于京西慈慧寺外，后迁浙江径山寂照庵，又迁文殊台。明万历四十四年焚化后立

塔。他与舃宏、德清、智旭并称明“四大高僧”。

沈　瞡

　　沈瞡（１５５３—１６１０），明戏曲家。字伯英，晚年改字聃和，吴江松陵人。明万历二年（１５７４）甲戌

科进士。历任吏部员外郎，行人司正，光禄寺丞等官。十七年以病告归。

明朝年间，吴江及苏州常有戏曲活动，沈瞡从小耳濡目染，十分喜欢地方戏曲。作为一个封建

士大夫，初事戏曲颇有顾虑，他创作的第一部传奇《红蕖记》没有署真名。松陵人顾大典辞官回乡

后，家蓄戏班，自己创作乐曲在家演出，对沈瞡产生一定影响。后沈瞡仿效顾大典也在家组建戏班，

并亲自携妹登台演出，与歌女们演自编的传奇，完全沉迷于戏曲创作和研究之中。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他的水平不断提高。他的戏曲理论和创作，引起时人重视，后来与吕天

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沈自晋等人形成与汤显祖“临川派”齐名的“吴江派”戏曲流派。以沈

瞡为代表的“吴江派”主要强调戏曲创作要讲究音律，主张“语言本色”，多用民间俚语。对于规范

戏曲的音律，冲击剧坛上追求骈俪、堆砌辞藻的浮华之风，使昆曲从“案头”走向“场上”，有其贡献。

吴江沈瞡与临川汤显祖并称为中国戏曲历史上的两位大家。

沈瞡辞官后居家２２年，寄情词曲，致力于戏曲声律之研究，并编写传奇剧本，但其戏曲论著多

不传，仅存《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等，传奇作品有《属玉堂传奇》１７种，今存《义侠记》等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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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鹭

　　朱鹭（１５５３—１６３２），初名家栋，字白民，晚号西空老人。明吴江盛泽人，邑诸生。少好玄学，解
道德参同之旨。有俊才，力主为明建文帝立本纪复其年号，于是仿纲目作《建文书法拟》５卷，被列

入《四库全书总目》。家贫，靠授经供养父母。父母去世后，独自游历名山，以画竹自给。其画竹，

与龚圣予画马、郑所南画兰齐名画史，南京博物院藏其《雪竹图》。又工书，书法圆润丰腴，时露苍

秀。晚年学禅，结茅华山寺左莲华峰下，绳床石灶，供具淡泊。

周宗建

　　周宗建（１５８２—１６２６），字季侯，号来玉。明朝吴江人，周用曾孙。明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进
士。任武康知县，兼摄德清，后调仁和，有惠政，入为御史。历官福建监察御史，巡按湖广。天启初

年，魏忠贤乱政，周宗建首次上疏弹劾，斥魏氏“千人所指”、“目不识丁”、“心存叵测”。第二年宦官

权势益炽，周宗建又三次上疏弹劾。魏氏既恨又怕，泣于帝前骗取同情，又指使小人诬告，终于矫取

圣旨革除周宗建官职，以赃罪将之投入监狱害死。明崇祯初朝廷追赠周宗建为太仆寺卿，谥号忠

毅。其著作《论语商》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另一著作《周来玉奏疏》清代遭奏毁。

计　成

　　计成（１５８２—？），字无否，自号否道人，明吴江人。少年时即以绘画出名，性好搜奇，最喜五代后
梁画家关仝、荆浩笔意，常取法模仿。曾遍游北京、湖广一带，结识钱谦益、阮大铖、郑元勋诸名士。

阮大铖有诗称：“无否东南秀”，郑元勋称之为“国能”。中年迁居镇江。为武进吴又予、仪征汪士衡

叠山造园，两园并骋江南北。计成总结造园经验，于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写成《园牧》（后改名《园

冶》）一书，郑元勋以为可与《考工记》相匹。

沈自晋

　　沈自晋（１５８３—１６６５），明末清初散曲家，沈瓒从侄。字伯明，自号鞠通生。吴江松陵人。沈自
晋曾考中秀才，之后不再继续追求功名。明亡后，隐居吴山，与子辈作曲赋词，优游终生。由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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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灭亡，他的作品风格前后有所不同，前期多投赠祝寿、咏物赏花、男女风情等闲适作品，后期

在散曲里反复写自己的故国之思，家乡之念。

沈自晋继承沈瞡衣钵，其戏曲理论主要集中在《南词新谱》中。沈瞡以蒋维忠的《南九宫谱》为

基础增补成《南词全谱》，沈自晋又在《南词全谱》基础上，参考冯梦龙的《墨憨斋词谱》编成《南词

新谱》，新增３８２支曲牌，记录明中后期戏曲发展，是宝贵的昆曲曲律文献。沈自晋戏曲理论的实

践，现在可以看到的有《望湖亭》和《翠屏山》两部传奇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对沈瞡的继承，而且

赞成“汤（显祖）词沈（瞡）律”，合之双美，力倡“以巧笔出新裁，纵横万变，而无逾先词隐二尺”，得

到当时名家如冯梦龙等人的推崇。沈自晋的曲学理论、曲谱编纂、传奇和散曲创作，皆有自己特色，

他辩证地把音律和辞藻结合起来，为后来的戏曲创作奠定基础，是位全能的戏曲家。

叶绍袁

　　叶绍袁（１５８９—１６４８），字仲韶，号天寥，吴江北厍人。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进士，任南京武学教
授、工部主事。他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祸国，以母老为由告归，隐居分湖，与妻沈宜修及诸子女歌咏

唱酬为乐，坚不出仕。不久，叶母、女小鸾、妻宜修相继去世，使叶绍袁陡然变得幽忧憔悴。国破明

亡又使其遭受重大打击，虽仰慕吴籣反清壮举，却无勇气参加。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叶绍袁离家出
走杭州遁入空门，名木弗，号栗庵，后又迁居浙江省平湖外婆家，郁郁成疾而亡。著有《叶天寥四

种》等著作。他还将妻子、儿女及其本人所著诗文编成《午梦堂全集》行世。

沈宜修

　　沈宜修（１５９０—１６３５），字宛君。明朝吴江著名才女，沈瞡侄女，叶绍袁妻。十六岁嫁到叶家，天
生丽质如琼枝玉叶交相映带，令吴中人惊艳。沈宜修又聪颖好学，才智过人，能秉承家学，诗书以古

大家为师，本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而所生三女纨纨、小纨、小鸾也个个能诗，一家相与唱和，成为

文坛美谈，为后世留下大量精美篇章。后叶小鸾、叶纨纨相继去世，沈宜修神伤心死，幽忧憔悴，未

几而卒。

沈宠绥

　　沈宠绥（？—１６４５），字君征。明朝吴江人，沈 曾孙。少为诸生，后以例入太学。倜傥任侠，所

交皆天下名士。性聪颖，于音律之学有神悟。认为乡人所撰《南词全谱》辨正宫调声韵虽极精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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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学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著《度曲须知》，凡南北曲之源流、格调、字母、方音、吐声、收韵

诸法，皆辨析其故，指示无遗。又因为担心北曲渐次失传，著《弦索辨讹》，分别开口、张唇、穿牙、缩

舌、阴出、阳收口诀及唱法指法，既穷极精义，又有规律可循，与《南词全谱》相备。沈宠绥著述影响

很大，使吴江成为南北曲之宗。上述两部著作均列入四库存目。

沈自徵

　　沈自徵（１５９１—１６４１），字君庸。明朝吴江人，太学生。好言兵。明崇祯三年（１６３０）永平副使

张椿闻其名，延致幕府。督师袁崇焕拥兵不朝，大司马募能入袁营者，沈自徵出应，独至袁营，晓以

理，力劝入朝。居京师十年，为诸大臣筹划兵事，皆中机宜，名声大振。累金数千，归奉佛寺。居吴

江之野，茨屋躬耕无悔色。十三年大司马荐之朝，以贤良方正科征召，辞不就，竟卒。沈自徵颖悟绝

人，善填词，仿元人为《鞭歌伎》、《霸亭秋》、《簪花髻》三曲，合称“渔阳三弄”，论者评为明以来北曲

第一。

金之俊

　　金之俊（１５９４—１６７０），字彦章，一字岂凡。明朝吴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进士，官至兵

部右侍郎。李自成破京师，金之俊被执受刑，李自成败乃归。清朝立，金之俊被授兵部右侍郎，后调

入吏部。清顺治五年（１６４８）晋工部尚书，改兵部。十年改左都御史，升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

十五年以更定官制为中和殿大学士，历加太傅，又改内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元年（１６６２）致仕。卒谥

文通。其著作《金文通集》列入四库存目。

朱鹤龄

　　朱鹤龄（１６０６—１６８３），字长孺，号愚庵。明末吴江人。诸生。少不喜科举文章，弱冠勉强参与

童子试，督学御史却将其拔置第一。甲申之乱后弃举子业，专意读书。长于笺疏之学，甚有功于经

传，晚年尤究心经学。生平殚精书册，遗落世事，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

遂自号愚庵，所著诗文亦名愚庵集。其多种著作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当时人将朱鹤龄与銩稨李

中孚、余姚黄太冲、昆山顾宁人并称“海内四大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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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纨纨

　　叶纨纨（１６１０—１６３２），字昭齐。明朝吴江人，叶绍袁长女。三岁能朗诵《长恨歌》，十三岁能

诗，书法遒劲有晋人风。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妹叶小鸾将嫁，叶纨纨作催妆诗相赠，诗刚写成，妹妹夭

亡的讣告就到了。叶纨纨哭妹过哀，发病而卒。

吴　

　　吴 （１６１０—１６５５），字扶九，号静庵。明朝吴江人。居荻塘，借祖父之赀，会文结客，与孙淳

交谊最厚，共同倡为复社，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尽合于复社。当其时乌

程人相国温体仁有子求入社，吴 坚持不可，复社自此罹祸。温体仁曾具疏倾陷复社，疏中有“网

罗天下豪杰，一手握定朝权”等意在触动帝怒之语。明亡入清后吴 绝意进取，杜门著述，论断历

代史，分为存信存疑二部，又聚明人集３７００家，欲辑典故成一家言，皆未果。卒后门人私谥“孝

靖先生”。

孙　淳

　　孙淳（生卒年不详），字孟朴，一字长源。明吴江六都人，嘉兴诸生。少负诗名，家有藏书数

万卷。天启七年（１６２７）秋与吴 （扶九）、吴允夏、吕石香、沈应时（圣符）等肇举复社。天启九

年，太仓人张溥（天如）举“应社”加入“复社”。复社先后大会三次，名动朝野。第一次大会在吴

江县令熊开元支持下于吴江尹山召开，一时“名彦毕至”，复社由是发展。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春

举行虎丘大会时，复社成员已至２０２５人，遍及楚、豫、赣、浙。其间，孙淳功劳居多，而敛怨亦深，

为此遭陷，祸几不测。清乾隆《吴江县志》记载：明崇祯年间，不断有人攻讦复社，“谗言无极，至

有草檄以声复社十罪者，大略谓：‘派则娄东、吴下、云间，学则天如、维斗、卧子，上摇国权，下乱

群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关五鬼。外乎党者，虽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虽屈、宋不足言

文章。或呼学究智囊，或号行舟太保，传檄则星弛电发，宴会则酒池肉林。’所云‘行舟’、‘传

檄’，殆指孟朴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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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自南

　　沈自南（１６１２—１６６６年，一说１６６７年），字留侯，号恒斋，明末清初吴江人。明崇祯九年（１６３６）
举于乡，明末隐居同里湖滨，绝迹尘市。清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中进士，又三年殿试，复告归。闭户著述

十余年，始谒选授蓬莱知县。沈自南为人风流潇洒，词令韶秀，有晋人风。于古人诗最爱陶公。性

简放，不矜门阀，以著述为事。与自继、自征、自炳、自然、自 兄弟六人皆以文学有盛名，乡里以为

美谈。其所作《艺林汇考》被收录进《四库全书》。

叶小纨

　　叶小纨（１６１３—１６５７），字蕙绸。明朝吴江人，叶绍袁次女。工词曲，有俊才。自少与姐叶纨纨、
妹叶小鸾诗词唱和，后来姐、妹相继夭殁，痛伤之余，作《鸳鸯梦》杂剧寄意，该剧使其成为中国戏曲

史上第一位有作品流传的女剧作家。叶小纨所作诗极多，晚自删汰，二十存一，幼弟叶燮梓而传之。

顾　樵

　　顾樵（１６１４—？），字樵水，号若耶居士。明末清初吴江人。工画，山水有名于时，兼善书法，工
诗，有诗、书、画三绝之誉。曾入惊隐社，与顾有孝、徐崧并称高人。曾以画寄王渔洋，王渔洋题以

诗，有“诗中有画画中诗”句。常橐笔游山水，绘图咏之，乐而忘返。清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尚在
世。８０余岁卒。

叶继武

　　叶继武（１６１５—１６７３），字恒奏。明末清初吴江人。少博学能文，年十九补归安弟子员。为人慷
慨有大节，轻财好施，笃于友谊。世居分湖，入清后弃举子业迁隐唐湖北渚，所居古风庄有烟水竹木

之胜。与吴宗潜、潘柽章等举惊隐诗社，四方宾至无虚日。叶继武倾资结纳，人皆以孟尝君称之。

后来同社中有人罹横祸，叶继武为之抚膺流涕，于是杜门谢客，自号懒道人。卒后同人私谥为“高蹈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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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鸾

　　叶小鸾（１６１６—１６３２），字琼章，一字瑶期。明朝吴江人，叶绍袁第三女，叶小纨妹。工骈体文，
兼摹画谱，夙慧天成。年十七许配昆山张氏，将嫁而卒。

徐　崧

　　徐崧（１６１７—１６９０），字嵩芝（一作松之），号馰庵。明末清初吴江人。好远游，常以一瓢两屐彳
亍数百里，每遇名山大川，徘徊眺望，一丘一壑，穷搜幽妙。喜欢广交朋友，其中不少为方外之人。

其所著《百城烟水》列为四库存目。

柳如是

　　柳如是（１６１８—１６６４），明清间女诗人，吴江人。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改名是，字如是，号
影怜，又号靡芜君。又因佛典《心经》中有“如是我闻”之句而号我闻居士。

柳如是幼年被诱拐，卖入娼寮，投靠浙江名妓徐佛。徐佛通琴棋，善丹青，识文墨，与名士才子

多有交接酬酢。柳如是在吴江盛泽院得徐氏点拨，始操习诗文书画。诗擅近体七言，分题步韵。作

书得虞世南、褚遂良笔法。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被卖入返乡宰相周道登家为妾。在周氏宠姬中，柳如

是最为稚嫩明慧，常被主人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于是柳如是为群妾所忌，不久即被谣诼蜚语加害，

再度被卖为娼。

柳如是不屈从命运，以“相府下堂妾”高自标置，购置画舫，浮家泛宅，放浪湖山间。凭借年轻

貌美，以文会友，在松江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其间与陈子龙相知相恋，同居南园，后因陈

子龙家室干预，被迫离开。

与陈子龙分手六七年后，柳如是见名儒钱谦益诗词文章，大为惊叹，昌言“吾非才学如钱学士虞

山者不嫁。”钱谦益闻言大喜，亦称“吾非能诗如柳是者不娶。”明崇祯十三年，柳如是幅巾弓鞋，着

男子装，初访半野堂。钱谦益为其风采折服，翌年与其结为伉俪，构“绛云楼”居之，酬唱无虚日。

明亡后，柳如是劝钱谦益殉节未成。钱谦益降清后，为求得原谅，洗刷耻辱，与柳如是一同策划

抗清活动。在秘密活动中结织著名学者、反清斗士黄宗羲，以黄金资助抗清事业。获悉海上抗清义

师姚志卓兵败，柳如是慷慨捐输服装首饰，为姚志卓水军重新武装。钱谦益死后，柳如是投缳自杀。

柳如是以才学技艺、人格气节得到后人敬重。大史学家陈寅恪在晚年花大力气作《柳如是别

传》，称她为“女侠名姝”。柳如是传世作品有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所作《月堤烟柳图》卷，现藏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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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博馆。著有《西山唱和集》、《戊寅草》、《柳如是诗》等。柳如是墓在常熟虞山脚下钱谦益墓西，墓

碑文“河东君之墓”。

有人称柳如是为中国文学史上除李清照之外最值得研究的女性诗人。

顾有孝

　　顾有孝（１６１９—１６８９），字茂伦，自号雪滩钓叟。清朝吴江松陵人。县学生。少负才任侠，善谈

论，喜交游，忧人之忧，急人之急，既尽其产，复濒于难，却毫无悔色。曾游陈子龙门，在陈子龙死于

国难后，归隐松陵钓雪滩。曾选刻《唐诗英华》、《五朝诗英华》、《明文英华》，远近争购。清康熙中

诏举博学鸿词，公卿争欲荐引之，以病辞乃止。

沈永启

　　沈永启（１６２１—１６９９），字方思，号旋轮。清朝吴江人，沈自继子。性颖敏，诗文皆立就。师事金

圣叹，圣叹因事株连被系江宁狱，其他弟子皆避匿，独沈永启前往询候。金圣叹被杀，沈永启敛其遗

骸，又将其棺木置于自己所居的吴家港家庵中。沈永启貌古朴，喜禅理，初看像是不善谈吐之人，与

之谈诗文，则如悬河倾注不竭。与子沈时栋，女沈友琴、沈御月皆工辞藻，暇则分题倡和。人称吴江

“前有午梦堂，后有逊友斋”。逊友斋即沈永启斋名。

计　东

　　计东（１６２５—１６８２），字甫草，号改亭，盛泽乡茅塔村人，寄籍浙江嘉兴，１５岁补诸生。清兵入

关，计东著《筹南五论》上书史可法，纵谈改变南明危局，史可法视为奇才。清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中

举人。是年，因“江南奏销案”被黜，从此云游四方，北走宣云，南历?漳邢魏，东至济兖，览山川形

胜，广交名士，议论时政，纵谈诗文。他还与吴伟业、尤桐、徐乾学、朱彝尊等名士结成十郡文社，数

百条游艇聚会，荡漾在嘉兴南湖，集会３天尽兴而散。同县友人吴兆骞流放出关，他不避非议，以爱

女配吴之子，还代吴偿付朝廷罚金。计东中年丧子，筑“思子亭”以寄哀思，因思子成疾，抑郁而死。

所著《改亭诗集六卷文集十六卷》列入四库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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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柽章

　　潘柽章（１６２６—１６６３），字圣木，号力田，平望镇溪港人。９岁跟从父亲读书，１５岁补县学生员。

明亡后，吴江一批文人以故国遗民相标榜，曾结惊隐诗社，潘柽章与好友吴炎均为诗社成员。潘柽

章隐居故里致力于学问，综贯百家，尤精史事，著《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他推崇《史记》的体例

笔法，与吴炎、王锡阐仿《史记》体例撰《明史记》，寄托对亡明的怀念。撰述数年，书已成十之六七

时，浙江南浔庄廷髄“明史案”发。因该案有参阅潘柽章、吴炎之名，清康熙二年（１６６３）二月，两人

遭逮捕，明史稿被焚。是年六月，潘柽章与吴炎同被害于杭州弼教坊。潘妻沈氏处流刑，北行千里

至广宁（辽宁省北镇县），遗腹子夭折，沈氏也服药自杀。

１９８２年１月，北京大学教授谢国桢到吴江访书，留题诗中有“忆昔曾草惊隐社”、“潘吴已逝松

陵在”之句，其中“潘吴”即指潘柽章与吴炎。

叶　燮

　　叶燮（１６２７—１７０３），清诗论家、诗人。字星期，号己畦，吴江北厍人，叶绍袁第六子，人称“横山

先生”。聪明好学，四岁能背《楚辞》。明清两朝交替期，为避开清政府对不肯降服的明朝遗民的迫

害，他跟随父亲过着流亡生活。父病故后，叶燮有家难归，用岳父家籍贯参加举人、进士考试。清康

熙九年（１６７０）中庚戌科进士，后被任命为扬州宝应县知县。他为官时不顾嫌怨，为被诬杀人的囚犯

平反，不肯屈服于上司，任职不到两年就被罢官。

叶燮被罢官后，携带妻子儿女隐居苏州郊外横山，傍水筑园，取名“独立苍茫处”，居室取名

“二弃堂”。他在这里专心著述，教授徒弟。远近就学者众多，其中有著名的沈德潜、张玉书、薛

雪等。

叶燮的游历生涯丰富其诗文创作题材，使他有机会接触全国各地文化名流如王士祯、孔尚任

等，对其文学创作和诗歌理论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王士祯称他能“熔铸古昔，自成一家”。他的

主要著作有《己畦文集》２２卷、《己畦诗集》１０卷、《诗集残余》１卷、《汪文摘谬》１卷。还参加一些地

方志的编撰工作，如《吴江县志》、《宝应县志》、《陈留县志》、《仪封县志》等。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

文学理论著作《原诗》，这是继《文心雕龙》之后理论性和体系性很强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其多部

著作列入四库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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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

　　王锡阐（１６２８—１６８２），字寅旭，号晓庵，一号天同一生，又号余不。明末清初吴江人。生而颖
异，多深湛之思。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十七岁的王锡阐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先是投水自尽，恰巧被

人救起。又绝食七天，竟不死，父母强持之，不得已才复食。于是弃制举业，专力于学。博极群书，

尤精历象之学，兼中西之长，自立新法，用以候日月食颇密。其学与梅文鼎并称精确。所著《晓庵新

法》被收录进《四库全书》。为人耿介拔俗，诗文峭劲有奇气。

吴兆骞

　　吴兆骞（１６３１—１６８４），字汉槎，松陵镇人。其七世祖即孝子吴璋，叔祖为吴籣。吴兆骞９岁作
《胆赋》，１０岁写《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后随父宦游楚地４年，因张献忠起义，奉母归里。
清初，江南士大夫各自结社，慎交社、同声社较为著名，吴兆骞曾主盟慎交社，与诸名贤角逐艺苑。

清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中举人，南闱科场案发，被诬卷入其中。翌年，兆骞赴京接受检查和复试。在
复试中，他负气交白卷，被革除举人名。顺治皇帝亲自定案，吴兆骞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

并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经好友纳兰性德、徐乾学等人在朝中斡旋，费赎金数千，吴兆

骞又献《长白山赋》取悦康熙帝，清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得以放归，二十二年返里省亲。经过长期的
严寒生活，兆骞已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大病数月，赴京治疗，翌年客死京城。吴兆骞留下大量讴歌

祖国边陲的诗篇。所著《秋笳集》列入四库存目。

!"#

　　徐?（１６３６—１７８０），字电发，一字虹亭，号拙存，晚号枫江渔父。清朝吴江西蒙港人。受业于计
东，工诗及词，兼及古文，善画山水。入慎交社，声誉日起。清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试博学鸿词，授翰
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后值翰林外转，徐?以忤权贵意亦在列，遂乞归。归田后筑丰草亭日著述其

中。又游闽粤中州，所至与名流相唱和。所刻《菊庄词》为朝鲜贡使仇元吉以金饼购去。晚岁成

《本事诗》，远地购求比于洛阳纸贵。其著作《词苑丛谈》被收录进《四库全书》，而《本事诗》后遭

奏毁。

徐?又是吴江的藏书大家之一，他收藏过的书籍为后世一些藏书楼、图书馆所珍视。《文禄堂

访书记》记载，明初刻本《覆瓿集》有“徐?”、“菊庄”印，徐?还留下跋文：“明初板近日流传颇少，

宜珍惜之，康熙壬申三月重装于松风书屋。”《善本书室藏书志》记载，《名迹录》和《谢叠山先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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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有“虹亭抄本”、“旧史徐?”、“松风老人”、“徐虹亭印”等印迹，后一部书上又有徐?的跋文：

“壬申七月亡友雪滩叟令嗣顾子德公名世和来执贽于余，所见赠也。中有吴氏含风馆印，乃余妻之

祖中柱公图记也。中柱为两宫保之后，藏书最富，今馆且鞠为茂草矣。”《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旧

写本《国史唯疑》钤有徐?的多个印章，并在跋文中注明从何处借抄。《群碧楼善本书录》记载，元

刻本《重刊纂氏诸病源候总论》上有“旧史徐?”、“松风老人”、“吴江菊庄”、“徐氏珍藏书画图记”

诸印。《涵芬楼烬余书录》记载，明刻本《苏老泉先生全集》、宋刻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

粹》有“菊庄徐氏藏书”、“虹亭徐?”、“虹亭太史之章”、“电发”、“清仪阁”、“吴江徐氏记事”诸印。

钤有“旧史徐?”、“松风老人”等印记的抄本《晏元献公类要》现为国家图书馆收藏。

沈永?

　　沈永?（１６３７—１６７７），字克将，一字醒公，号渔庄。清朝吴江人。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取入江
庠。少工举子业，有声场屋，但数试不举，遂淡于进取。所居在邑之南郊，向称柳堂别业，中有绮云

斋、翠娱堂、藤花阁、天缋楼、梅圃、荷池、小山诸胜。沈永?读书吟咏其中。袁景辂称“渔庄风度流

洒，情致缠绵，与之相接者如对灵和殿前柳”。诗尚韵致而性情因之以出。词家推为吴郡词人冠。

钮　

　　钮（１６４４—１７０４），原名泌，字书城（一作书臣），一字玉樵。清吴江北麻人。初从吴宗汉游，
清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取入江庠，清康熙十一年拔贡，入国子监从昆山徐元文学。历知河南项城县、陕
西白水县，兼摄沈邱、蒲城事，颇多治绩。后为广东高明县令，卒于官。博雅工诗文，簿书之间，不废

笔墨。凡所莅必访其地之名人长者相倡和讨论，喜摭拾遗文逸事笔录之。著作《觚剩》与著名小说

集《聊斋志异》、《虞初新志》一道，被学界称为清康熙年间“在艺术上屈指而三”的文言小说集。《觚

剩》与其所著《临野堂文集》被列入四库存目。

潘　耒

　　潘耒（１６４６—１７０８），字次耕，又字稼堂，晚号止止居士。早年尝变姓名为吴琦，字开奇。清朝平
望人，潘柽章弟。以顾炎武、徐枋、王锡阐、吴炎诸君为师友，淹贯群书。清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以博
学鸿词征，试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撰“食货志”兼订纪传。清康熙十九年更定殿廷乐

章，充日讲官知起居注，兼修《世祖实录》。潘耒出身布衣，遭资格自高者忌，二十三年坐浮躁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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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四十二年复原官，力辞而止。家居凡２０余年，多论学之作，于音韵之学颇有成就，有多种著作

入选《四库全书》或列入四库存目。

沈时栋

　　沈时栋（１６５６—１７２２），字成厦（一作城霞），号焦音，别号瘦吟主人。清朝吴江人，沈永启子。
少承先业，诗赋词曲骈体文皆能为之，而尤工于词。其“美人十声”诸咏尤被推重，同人有“前有张

三影，后有沈十声”之誉。“张三影”即北宋著名词人张先。

仲　枢

　　仲枢（生卒年不详），字拱辰，号亦山。清朝吴江人，为长洲汪琬高足。清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入
府学。清康熙五十二年恩科举人。少秉异资，后深心汲古，精通易理诗文，并受重名。游屐所至，凡

前哲翰墨，虽荒郊败壁、高崖断石，不惮搜访纂录，以故博闻多识，为《盛湖志》作者之一。

李重华

　　李重华（１６８２—１７５５），字君实，号玉洲。清朝吴江人。少从长洲张大受游，又学于朱彝尊。清
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取入江庠。张伯行抚吴，创紫阳书院，李重华与诸生讲学其中。郡中诗社兴，李
重华与沈德泉主持，名流毕集。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年充
四川乡试副考官，旋以保举案落职。僦居京师。未几陕抚陈宏谋聘主讲关中书院。清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修《大清一统志》，分纂江西。性好游，入巴蜀，客山左，留秦关，经三楚，诗得江山之助。其
所著《三经附义》列入四库存目。

沈　彤

　　沈彤（１６８８—１７５２），字冠云（一作贯云），号果堂。清朝吴江人，沈自南曾孙。少游何焯之门，
后入张伯行、杨名时门下。清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取入江庠。究心宋五子书，博究典籍，精于考据。

雅好山水，尝游齐鲁诸地，多所考证。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内阁学士吴家骐荐举博学鸿词，不遇，又荐

１２５

第十篇　人　物



修《一统志》、《三礼书》。书成，授九品官，不就而归。因见周官分田制禄之法一向多疑滞，于是为

之列法疏以明之，成《禄田考》三卷，二千年聚讼一朝而决。是时江、震新分。应邑侯之聘修《吴江

县志》、《震泽县志》，三年成书。卒无子，门人私谥“文孝先生”。其多种著作入选《四库全书》及其

存目。

徐大椿

　　徐大椿（１６９３—１７７１），原名大业，改名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清朝吴江人，祖籍北厍，徐
?孙。少慷慨负气，工举业，补秀水诸生。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推归江庠。游庠后厌薄时艺，岁试题
诗卷后云：“徐郎不只池中物，肯共凡鳞逐队游。”因是见黜。遂绝意仕进，专务穷经。深于易，心契

道德、阴符二经。广求天文、水利、农田、乐律、武备一切经世之学，尤精于医。时修邑志，水利、桥

梁、疆域由徐大椿查勘手定。其治病有神效，因而远近皆来。清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召至京，诊大

学士蒋溥病，密奏过立夏七日当逝，至期果薨。上欲授以官，力辞放归。三十六年复召抵京，以疾殁

于寓所。其多种著作入选《四库全书》。

袁　栋

　　袁栋（１６９７—１７６１），字国柱，号漫恬（一作漫田），别号玉田仙史。清朝吴江同里人，国学生。
专心读古，务有用之学，自唐宋以来经世大典无不窥寻。“锄经”、“书隐”二楼中贮书万卷，风雨晦

明晨夕一编，自少壮而老如一日。擅吟咏，其作高远闲放，自露天真。又善填词，善隶书。尤长于考

据辨论，著作等身，其中有《书隐丛说》列入四库存目。袁栋为人性恬淡，不乐奔走。童子试二十有

一，省试十有一，未尝一有遇合，同侪为之扼腕抱恨，而袁栋怡然自得，尝谓：“读书自有其乐，进取声

利非吾所急也。”

沈祖惠

　　沈祖惠（１７００—１７６７），榜姓李。字屺望，号虹舟。清朝吴江平望人。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拔贡，
廷试第一，未得用，游陕西前后八年，所作《西征赋》赅洽宏深，交河王兰生称为“千年巨制”。清乾

隆十七年（１７５２）成恩科进士，待职期间主讲姚江书院。二十二年授江西高安知县，治狱多平反。后
以诖误降调以教职用。授徒乡里，潜心理学，厌薄词章。其作《虹舟讲义》列入四库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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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鐀

　　陆鐀（１７２３—１７８５），字青来，一字郎甫（一作朗夫）。清朝吴江芦墟人。少寒苦力学。清乾隆

十七年（１７５２）举人，不久中明通榜，授内阁中书，入军机处行走，累迁户部郎中。出为山东登州府知

府，调济南知府，升山东运河道。四十年升山东按察使，四十三年擢山东布政使。以母老请终养回

籍。母服阕再任山东藩台。四十九年授湖南巡抚，以清节闻。工诗文，兼长书画。精分隶，极得古

法。水墨山水，磊磊有大家风，清代画学史论家冯金伯、王学浩皆极称之。

袁景辂

　　袁景辂（１７２４—１７６７），字质中，号朴村。清乾隆间诸生，吴江同里人。袁棠父。清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取入震庠，后为附贡生。尝从沈德潜学诗。与里中陈毓升、陈毓咸、顾汝敬、袁益之、王元文、

顾我鲁７人创“竹溪诗社”。袁景辂念乡里先辈多诗人而不尽传于世，乃勤求博访，殚思耗力，四阅

寒暑，忘寝废食，搜访选录清代前期吴江４４１位诗家遗稿，轮次编纂成一部诗歌总集《国朝松陵诗

征》２０卷。袁氏选诗“以诗存人，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为后学导先路也，以人存诗为前辈表苦心

也”（《国朝松陵诗征·例言》）。其选诗精当，发潜阐幽，每人名后先书表字、世系、科第官位，再录

集名，复引诸家评语，最后殿以撰者自作评论，此总集为保存地方文献功不可没。又著有《小桐庐诗

草》１０卷。

顾汝敬

　　顾汝敬（１７３０—１８０６），原名汝龙。字配京，号蔚云。清朝吴江同里人。清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取入江庠。家世士族，代为诸生，顾汝敬尤以文学显，诗歌古文皆见重于侪辈。与袁景辂诸

人为诗社，人称“竹溪七子”。矢志欲为有用之学，然数次考试均未上榜，便以其学教授后进，“竹溪

后七子”均为其高足。清乾隆五十年已５０余岁始成恩贡生。６４岁丧子，是年娶妾为嗣，７０岁又生

一子。７０多岁以高龄应试，清嘉庆九年（１８０４）登耆英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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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益之

　　袁益之（生卒年不详），字扶九，号竹轩。清朝吴江同里人，袁栋子。清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取入

江庠。清乾隆四十七年贡生。家藏书万卷，披寻略遍。作为文章，熔经铸史，人莫窥其底。与族弟

袁景辂等举竹溪七子诗社，益之为首，沈德潜极称之。７９岁卒。

金学诗

　　金学诗（生卒年不详），字韵言，号二雅，晚号梦余道人。清朝吴江人。少工制义，又肆力诗古

文词。清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取入江庠。清乾隆二十七年顺天举人。授国子监助教，充四库全书分

校官，以校书精核奏改复校官。因家人去世归家后不复仕。历主沈阳、青山、仪征、笠泽书院。教士

首立品，次文艺。居家以诗学倡导后进。西北东南山水，游屐殆遍，名满天下，著书等身。有言：“差

可自信者，不取非义之财，不交无益之友，不缘饰以博名，不欺讳以文过。”７４岁卒。

沈大本

　　沈大本（生卒年不详），字启昆，号礼堂，又号半愚。清朝吴江人。清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取入

震庠。工制艺，尤好为诗，少宗沈德潜，取法唐贤，中年专尚性灵，参以苏轼、陆游。性坦直，人有过

往往面折之，所以人视为狂。三经乡荐，久无所遇，年届七旬，绝意进取。乾嘉年间客游归里，尝设

讲堂，谆谆辨说，听者环立。勤于著述。７２岁卒。

张士元

　　张士元（１７５５—１８２４），字翰宣（一作翰选），号鲈江。清朝震泽澄源里人。清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取入震庠。五十三年举人。七试礼部，累荐不第，乃归老烂溪之上，以著述自娱。张士元弱

冠时即以诗名吴越间，见言诗者林立而为古文者差少，因慨然有志于此，深得归震川文法。其文为

桐城姚鼐所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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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生

　　朱春生（１７６０—１８２４），字韶伯，号铁门。清朝吴江同里人。诸生。先世徽州人，故居有铁门，因
以为号。少从顾汝敬游。工诗治古文。其文善叙事，令人如耳闻而目见。尝以所作质钱塘袁枚、桐

城姚鼐，皆翕然称之。曾入河道总督严?幕府，宾主相得。

翁广平

　　翁广平（１７６０—１８４２），字海琛，号海村，又号莺盄海翁。清朝平望人。少从吴县王鸣盛、同邑张
士元等游，攻诗文外，喜搜罗遗佚，旁及艺事。善隶书，能画山水。困于童子试，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

年四十余始补府学生。清道光元年（１８２１）举孝廉方正，给六品顶戴。曾渡海宿普陀山观日出，归著
《日食即日月合璧论》，又著《月盈亏论》、《陨星论》，多创见。得日本国史《吾妻镜》，嫌其疏略，乃

求其国书数十种，撰世系表、地理、风土等，成《吾妻镜补》。唐仲冕令吴江，属修志事，后唐仲冕去

官，翁广平乃自为平望镇志若干卷。８３岁卒。

袁　棠

　　袁棠（１７６０—１８１０），清代诗人、画家。字甘林，一字无咎，又字尚林（一作尚木）、钧调，号湘湄。
吴江人，袁景辂长子。师事顾汝敬。工诗，与同邑郭鮕等游，结续竹溪诗社。学词用力久，嗜之笃，

郭鮕称“工也倍于余”。清嘉庆元年（１７９６）诏举孝廉方正，给六品顶戴。旧藏宋帝赐周益公洮琼

砚，为稀世之宝，因以名其馆及词稿。书法行、楷出入晋、唐诸家。旁及绘事篆刻，兼好六法，与奚冈

交，究画理，下笔益工。５１岁卒。著有《秋水池堂诗》、《洮琼馆词》。

$"%

　　郭鮕（１７６７—１８３１），原名一桂，又名
L

。字聚来（一作舟垒），一字祥伯，号频伽，别号蘧庵居

士、苎萝长者，晚号复翁。因右眉莹然如雪，亦号白眉生。清朝吴江芦墟人。少出姚鼐之门。清乾

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取入江庠。应省试及一应京试均不遇。３０岁后绝意举业，专攻诗古文词，文采

照耀江淮间。亦工书画篆刻，书法黄庭坚，风骨崭然。醉后画竹石，别有天趣。性通爽豪隽，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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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酣嬉骂，时露兀傲不平之气。尝游阮元、曾焕、严?、张井幕，客居清江最久。里中与袁棠、朱春生

等友善。晚年侨居嘉善以终。

徐达源

　　徐达源（１７６７—１８４６），字岷江、无际，号山民，别号小峨山人，清朝黎里镇人。徐达源豁达淡泊，

轻仕途，在翰林院任待诏一年即返里闭门著述，与当时名流洪亮吉、法式善等成莫逆之交。工诗文

善绘画，所画墨梅简老疏古，山水小幅亦有独特风格。清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著名诗人、随园老人袁

枚来徐家小住三日，徐氏夫妇均拜袁为师。徐达源著有《黎里镇志》、《吴郡甫里人物传》、《涧上草

堂纪略》等。所刻《紫藤花馆藏帖》流传海外，日本国人藏之圣庙中。徐氏夫妇所居黎里镇写韵楼，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琼仙

　　吴琼仙（１７６８—１８０３），徐达源妻。字子佩，号珊珊，清朝吴江平望镇人。幼年在家塾读书，成年

后工诗书，嗜吟咏，其诗风格清新，著有《写韵楼诗集》、《双巢翡翠阁小札》。婚后与夫感情甚笃，在

丈夫徐达源入京时赠言：“门深似海，戴安道非曳裾之人；米贵如珠，白居易岂长安之客？望早归

之。”夫妇诗趣相投，同声耦歌，穷日分夜，甚为相得。袁枚自吴中过访，以为“徐淑之才在秦嘉上

也”，意谓其诗才超过丈夫徐达源。琼仙兼工绘事，暇即挥洒烟云，摹写花鸟。于３６岁即殁。后人

曾刻其画像、诗篇于石上，筑于平望莺盄湖中平波台上，供人瞻仰。

迮鹤寿

　　迮鹤寿（１７７３—？），字兰宫，号青崖（一作青霞）。清朝吴江莘塔人。清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取入江

庠。清道光六年（１８２６）进士。授池州教授。骈体文特工。精绘事。特长考证，凡三代制度皆欲旁

搜曲据，证以己说而使之完备，曾考三代土田户口之数与封建井田之制。７０余岁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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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兰佩

　　赵兰佩（生卒年不详），字国香，号眉山。清朝吴江人。清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取入江庠。仿潘柽

章《松陵文献》而成《江震人物续志》一书，自初创稿，阅２０余年始克写定。

周梦台

　　周梦台（１７８０—１８３９），字叔斗，号柳初，又号初庵居士、宛委山人。清朝吴江谢天港人。清嘉庆

七年（１８０２）取入江庠。工古文诗词，特善书，姿态秀逸，宗苏轼，颇名于时，间为篆隶，亦古雅有致。

常客授数十里外，归则与杨秉桂、仲湘等习艺。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十一年间，馆里中，所主沈曰寿、

沈曰富兄弟均好诗，邀同志结红梨社，推周梦台主盟。晚年多病，所作遂少。

&"'

　　杨遚（１７８１—１８４０），字琢堂（一作竹唐），号龙石。耳重听，后号聋石，一号野航逸民，又号石谷

山人，晚号枯杨子。清朝吴江人。嗜金石，凡周秦汉魏鼎彝碑版鉴别有特识。篆刻尤古朴，有秦汉

遗意，人争宝之。至晚年不用墨篆，直以刀写。有人称其为“江南篆刻第一名手”。偶作诗。

殷　增

　　殷增（１７８２—１８２２），字曜庭、乐庭，号东溪，国子生。清朝震泽人。生而颖敏，５岁即解四声，能

诵唐人绝句。稍长，因有羸疾，父母怜之，遂辍应举，则益喜诗，１５岁作咏蝉五言，为时所称。喜搜

罗邑中文献，曾购得里人潘耒《遂初堂集》板，补其残阙有数十页，亲自校雠，遂为完书。袁景辂选

辑《松陵诗征》断自清初至乾隆间，殷增广征博引，辑自六朝讫明朝诗为《松陵诗征前编》１２卷，３年

而成。又采袁景辂以后诗为续编若干卷，尚未及刻而逝。所著有《孤鸿编》、《武林游草》、《纪元

考》、《人参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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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懋德

　　沈懋德（１７８７—１８５３），字虞扬，号翠岭。清朝吴江雪巷村人。监生。家富，有田万余亩。性质

直，乐交游，好施与，乡邑义举常勉力相助。好藏书画，喜收藏宋元明及清初名人尺牍、墨迹以及稿

本、抄本。藏书室名世楷、世美，多刊刻遗书。刊刻大型丛书《昭代丛书》，初辑、续辑涉书五百余

种，手自雠订，持续２０余年。

柳树芳

　　柳树芳（１７８７—１８５０），字湄生，号古槎（一作古查），自号胜溪居士，又号粥粥翁，清朝吴江北厍

大胜村人。例贡生，候选国子监典簿。为人伉爽直谅，与人语意无不尽。闻人有病痛，必有施予。

喜诗文，交游多文学善士，与之结社吟诗。留意乡邑文献，先辈遗书多所刊刻。曾以叶绍袁《湖隐外

史》、沈刚中《分湖志》为蓝本，汇成《分湖小识》六卷。

翁　雒

　　翁雒（１７９０—１８４９），字穆仲，号小海。清平望人，翁广平次子。工画，初写人物，中年后专攻花

鸟、草虫、水族，端秀雅洁，纤屑具肖，一时无出其右者。尤善画龟，笔墨生动入微，故有“翁乌龟”雅

号。亦善诗，简约超隽，与画齐名。陆日爱谓：“其诗为画掩，顾其用力特勤，才亦称之，两邑中同时

以画名者无以过焉。”翁雒论画题画之诗及诗话题跋甚多，皆未刻。

仲　湘

　　仲湘（生卒年不详），字壬甫，一字兰修，号子湘。清朝吴江盛泽人。清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取

入江庠。家甚贫，而爱友朋若性命，交游遍大江南北。在里中，与沈曰富、陈寿熊辈切磋学行，无意

科名。其用力尤在于诗，晚年自定其稿刊行之。又搜辑邑人诗编为《留爪集》，人自为卷，系以小

传，得数十家已雕版，未竟而卒于清咸丰战乱中。６４岁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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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焯

　　沈焯（１７９８—１８６１），原名雒，字竹宾，号墨壶外史、墨壶生、墨壶小隐。清朝吴江盛泽人。少曾
织缯，去而学画。初作花卉，清雅秀逸，得恽南田遗韵。后从蒋宝龄游，遂学山水。家贫，往还江浙

间，主濮川濮氏、石门蔡氏最久。两家并富收藏，沈焯刻苦临摹，所业益进。及移家吴门后，持币请

画者无少暇日。海上画派名家胡远、杨伯润皆师事之。

殷兆镛

　　殷兆镛（１８０６—１８８３），字补金，一字序伯，号谱经。清朝吴江人。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进士，
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迁侍讲，入上书房，为惠亲王之子奕祥等授书。清咸丰
八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今天津新港），进犯天津，殷兆镛力主抗战，清咸丰九年署兵部侍郎。清

咸丰十一年丁母忧，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除服，继续入上书房，授詹事，迁内阁学士，署兵部、礼部侍
郎，又督安徽学政，史书称其“能得士心”。后任大理寺少卿，弹劾奕山：“以边地五千余里，藉称闲

旷，不候谕旨，拱手授人，始既轻诺，继复受人所制，无能转圜。”奕山因此被革职留任。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以病请求致仕，清光绪九年病逝。传世著作甚富。他题写的水木清华轩联：“槛外山光历
春夏秋冬万千变幻皆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今已成清华大学校园一景。

刘德六

　　刘德六（１８０６—１８７５）字子和，清吴江人。曾从清代画家夏之鼎学画花卉，出笔秀逸。生平涓洁
自好，居垂虹亭畔红梨花馆，或对花写照，或即刻取形，翎毛、草虫、蔬果并臻其胜。尤善画细腰蜂，

人称“刘胡蜂”，与翁雒“翁乌龟”并称。偶作山水，略嫌刻滞，也画人物。清咸丰、同治间至上海，画

名甚噪。陆恢为其弟子，名更胜师。

沈曰富

　　沈曰富（生卒年不详），字沃之，号南一。清朝吴江盛泽人。年１６即能为古今体诗，曾师事平湖
方垧、震泽张履、平湖顾广誉。清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取入江庠。十九年成举人。最后受业于娄江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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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得桐城派真传。５１岁以骤疾卒。其诗文深得柳亚子推重。

沈毓桂

　　沈毓桂（１８０８—１９０８），字寿康，一字子征，号赘翁。清朝吴江人，世居松陵，后迁黎里。少贫，好
读书，工吟咏。清道光五年（１８２５）秋，因水灾侨寓吴城盘溪，设帐授徒。清咸丰庚申（１８６０）避徙沪

上，途遇英国艾约瑟聘为翻译，又得识英国领事马礼逊聘办通商事务。后一度赴京师馆艾约瑟家。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返沪，清同治五年选授云南昭通府通判，未到任。曾译天文算学图书，续修大

英国志，任英华书馆教习，曾进《申报》馆。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与蔡尔康合编《民报》。英国林乐知
主笔《万国公报》后创建中西学院，延请沈毓桂司理院务。清光绪十五年《万国公报》复刊改月刊

后，沈毓桂分任华文主笔，主张“西学必以中学为本”。

柳清源

　　柳清源（１８１０—１８６０），字鄂生，一字阿松，号松琴，晚自号觉翁。清朝吴江北厍大港人。邑廪
生。不屑治科举业，好为诗古文词，常与远近能文之士以诗文往来。为诗闲适清旷。清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所居毁于火，于是修葺旁屋居之，署名“焦桐馆”。

陈寿熊

　　陈寿熊（１８１２—１８６０），字献青，号子松。晚年改名焘。清朝吴江黎里人。以震泽籍补府学诸
生，与沈曰富同登姚椿之门。常授徒于外，曾馆盛泽，客松江。陈寿熊认为百余年来学者厌弃程朱，

务为考证训诂之学以求胜前人，而一二文章之士又徒事空言，不以穷经敦行为事，故其为学兼综汉

宋，不求自炫，于《易》用力尤深，成著甚多。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死于战乱。

陆日爱

　　陆日爱（？—１８６４），字羲叔，号雪亭。清朝青浦金泽人，占籍吴江。援例候补浙江同知。少时
挥霍不羁，喜以侠义自任。后折节读书，曾师事太仓毕华珍，与毕华珍成倡和杂诗各数十首，多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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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而与同邑沈曰富、陈寿熊诸人尤以理道相切颷。清咸丰三四年间与陈寿熊等同辑《松陵诗征续

编》。太平军起，犹刻杨园张氏书数卷。未几以病狂卒。

王　礼

　　王礼（１８１３—１８７９），清花鸟画家，吴江盛泽人。初名秉礼，字秋言，号秋道人（一作士），一号蜗

寄生，别署白蕉研主。室名延秋款冬之室。幼嗜笔墨，从沈石芗学写花鸟。人物宗陈洪绶。名初不

重，张熊于坊间见其画，亟称于人，以是知名。王礼所写花鸟，所作山水，劲秀洒落，笔如刻铁，隽逸

之气，令人意爽。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作《梅花喜雀图》，现藏日本。

王礼寓上海甚久，各方画家云集，名冠一时。上海博物馆书画厅陈列王礼花鸟画，首推他为海

派画家代表人物。６７岁卒。

常用印鉴：王礼、王礼之印、王秉礼印、吴江王礼、秋言、秋言写生、秋言画印、秋言书画、秋道士、

湫言、阿大、戴传、延秋款冬之室、公之犹、雪蕉家学、梵天壶隐、红梨逸史书画记。

袁　龙

　　袁龙（１８２０—１９０２），本名汝龙。字起潜，又字瘦倩，号东篱，又号怡孙，别号老枵、东篱野叟。清

吴江同里人，附贡生。少承家学，诗词书画无不精妙，尤工仕女画。累试不第，以教读为业。晚年壹

意山水，所居复斋别墅花木清闲，多半出自亲构。袁龙为同里退思园主要设计者。

凌　泗

　　凌泗（１８３２—１９０６），字仲，号磬生。晚自号莘庐。清朝吴江莘塔人，陈寿熊门人。清咸丰三

年（１８５３）取入江庠，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副贡生。候选内阁中书。清光绪初，凌淦编《松陵文录》、

《吴江县续志》二书，凌泗与同邑李龄寿同任参校。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废科举、兴学堂，出任学

务公所总理事，后因年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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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淦

　　凌淦（１８３３—１８９５），字仲清，一字砺生，自号退庵，又号东海季连。清朝吴江人，凌泗从弟。清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入府学。清咸丰九年举人。援例候选郎中。因太平军起，清咸丰十年全家赴沪。

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归里。清同治十年纂辑《国朝松陵文录》。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与熊其英、李龄寿

等分纂县志。采乡人迮鹤寿、陈寿熊遗著《齐诗翼氏学》、《读易汉学私记》，使刊入《皇清经解续

编》。多举乡里善事，能济人困乏。清光绪三年，中州大饥，吴中大举义赈，凌淦为之倡。四年与熊

其英入汴助赈。事平南归，筑退修书舍，退居息影，以守先待后为己任。后遭遇不幸，卖药海上。中

日战争事起，以纵酒且饮且呕血，遂卒。

徐　桢

　　徐桢（１８４１—１９１５）字克生，号芦泾外史，清末吴江盛泽人。为王礼入室弟子，善花卉、翎毛，间

作山水，笔墨苍劲古雅，风神灵逸，为时所重。曾居上海卖画，与上海画家、任伯年弟子徐祥并称

“二徐”。

陆　恢

　　陆恢（１８５１—１９２０），清末书画家。初名友奎，一名友恢，字廉夫，号狷叟，自号破佛庵主人，话雨

楼主等，吴江同里人，后寓居苏州。少时弃贾攻举子业，一应童子试不利即弃去而专攻画。初受业

刘德六为花卉，继从陶焘为山水。年过三十所作已绝精能，然因不治生产，家日落。清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迁会垣卖画自给。尚书吴大贗见其画惊叹三百年来无此作，遂馆其家，尽出所藏供临摹。清

光绪十八年吴大贗巡抚湖南，陆恢从幕之湘。游岳麓、登衡山，有纪游图多卷，其中《衡山记游图》

八幅尤为生平巨制。后又从吴大贗督师辽东，所历山水挺拔雄伟，自此笔墨更有沛然之气。吴大贗

自辽东返湘，陆恢也谢事归吴门。清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召集海内名画家补绘王元

恽所进《承华事略图》，陆恢总其事。其后陆恢曾客张氏补园，历主吴兴庞氏、武进盛氏、平湖葛氏，

为之审鉴名迹，编次书画。陆恢不以一艺自足，夜必读经史或考订金石文字。故熟于经史，工于诗

文，其书法出入汉魏六朝，所书碑志甚众。晚年卜居苏州河沿街，筑破佛庵，以笔耕自娱。有《陆廉

夫编年画册》等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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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善庆

　　费善庆（１８５８—１９３９），字福堂，号伯缘，又号盲叟。清末吴江人。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取入震
庠。五与乡试不中，以附贡终。晚清曾任县商会理事，又任育婴堂副董事。民国后相继任市议会评

论员、农会评议员、田业会副会长等职。好读书，收藏甚富，曾与柳亚子、薛凤昌等创建“吴江文献保

存会”。

杨敦颐

　　杨敦颐（１８６０—１９２８），字粹卿，号东亚病毛，晚号盨民。清末吴江同里人。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入府学，十一年拔贡。历任江苏丹徒县训导、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校教师、苏州振华

女学校第一任董事长等。曾办安雅私塾、群雅女塾，又经营米厂、榨油房、织布厂等。

王镜斋

　　王镜斋（１８６５—１９３５），名本恭，字敬哉，号镜斋，别署芦香馆主，清末吴江盛泽人。家富藏名人
书画，与弟王彦人、王佐清自幼攻读诗书，研习书画，三弟兄均明音律，工词曲，善丹青，家中唱和泼

墨，艺术氛围浓烈。王镜斋为徐桢入室弟子，更临摹印写王礼、徐桢所画墨稿，用力甚勤。所画花鸟

颇获时誉，尤以画八哥名震吴郡，而望重乡里。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与汪仰真等发起成立盛泽红梨书
画会，并被公举为会长。

金祖泽

　　金祖泽（１８６７—１９４１），字砚君，一字钝髯，自号
6

冖。清末吴江同里人，故居在同里镇永安桥南

堍。金松岑（天羽）族叔。少孤，自奋于学，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取入江庠，二十三年拔贡。工古文
词，文似苏轼，诗有唐人之风，“名声隐然动东南数郡”（金松岑语）。又工书，行楷秀劲，间作篆隶，

邑中碑刻多为其书。民国初建，江苏巡按使韩国钧聘其为秘书，后奉讳解职。五年后出为江苏省议

会秘书长，未逾年，自投劾称疾罢去。归而任吴江同里市董事会总董近十载。又曾任职江震劝学所

总董。丁丑（１９３７）国变后杜门绝议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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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肇曾

　　施肇曾（１８６７—１９４５），字鹿珊，号省之。清末震泽人。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取入震庠。后就读

于上海圣约翰学院、电报学校。十七年起先后任知县、同知、道员等职。二十年任驻美使（领）馆随

员、领事等。二十三年归国，任汉阳铁厂提调，兼理京汉铁路工程。三十二年任沪宁铁路总办兼招

商轮船局董事，后又总办沪杭甬铁路，督办陇豫海铁路。民国３年（１９１４）任国内公债局董事、漕运

局总办，次年任交通银行董事长。随后数年间，在震泽创办江丰农工银行，在北平创办北平医院，在

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在震泽创办震属初级中学，又捐资重建南浔至震泽石塘。民国１３年任上海

闸北区水电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永亨银行董事长。民国２７年在上海创办育英中学及附属育英

小学。民国３４年终于上海。

钱崇威

　　钱崇威（１８７０—１９６８），字自严，一字慈念，号蔬坪，晚号存雁。清末吴江松陵人。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取入震庠，后入江阴南菁书院求学。三十年中进士，入翰林。三十二年赴日本，在东京法政

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回国后，被选为江南咨议局议员。民国元年（１９１２）任江苏高等检察所检察长，

未几因疾辞职。民国２７年后，拒绝出任伪职，在上海以卖文鬻字为生。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人大

代表，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精于诗词和木刻版本，尤工书法。

沈昌眉

　　沈昌眉（１８７２—１９３２），字昂青，号眉若，别署长公。清末民初吴江芦墟人。１３岁丧父，由母周

氏督教，为讲文史１５载。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取入江庠。初馆从母黄氏家，并代司记。后受陆

拥书聘，为陶冶、敬业两校校长，兼理自治公所文牍。又应第四高小聘至黎里。助柳亚子梳理乡邦

文献，并入南社。后应吴江乡村师范聘，移任教务七八年。以风疾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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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去病

　　陈去病（１８７４—１９３３），近代诗人，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南社创始人之一。字佩忍，号巢南、垂虹
亭长，吴江同里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取入江庠。二十四年在同里与金松岑、蔡寅等创办雪耻学会，拥护维新
变法。二十八年参加中国教育会并与金松岑一起组建同里支部。翌年，与无锡人秦毓鎏等一行１６

人到日本。在日本参加拒俄义勇军，担任《江苏》杂志编辑。

回国后，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良。清光绪三十

二年加入同盟会。是年，在徽州府中学堂与黄宾虹等组织黄社，与光复会秋瑾、徐锡麟过从甚密。

翌年迁居上海，积极为《国粹学报》撰文，与刘季平、吴梅等组织神交社。六月，秋瑾在绍兴起义失

败牺牲，他与徐自华护送秋瑾灵柩到杭州西湖安葬，成立秋社。后又在绍兴组织匡社，并投身起义

组织工作。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与高天梅、柳亚子等在苏州发起成立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武昌起义后，

在苏州创刊《大汉报》。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在绍兴为越社主编《越铎日报》。参加“二次革命”，任江
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许多讨袁檄文出自其手笔。民国５年，追随孙中山考察，民国６年，在

浙东举兵响应护法战争，到广东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秘书长。孙中山督师北伐，他任大本营

前敌宣传主任。孙中山逝世后，他对蒋介石的统治日益不满，脱离政治，专心从事教育与文史研究

工作，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民国２２年中秋节在同里逝
世，葬于苏州虎丘山冷香阁。

他一生潜心诗文与乡邦文献，编著有《松陵文集》、《笠泽词征》、《浩歌堂诗钞》、《巢南文集》、

《五石脂》等。

金松岑

　　金松岑（１８７４—１９４７），原名懋基，又名天翮、天羽，号壮游、鹤望，笔名金一、爱自由者，自署天放
楼主人，清末同里镇人。少年时师事顾询愚、钱词锷，习诗文。甲午战争后，与陈去病组织“雪耻学

会”，意图维新救国雪耻。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在同里创办“自治学社”和“理化音乐传习所”，
传授新文化。二十八年，创办同川学堂。翌年，应蔡元培之邀赴沪参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回

同里创办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苏报》案发，回乡筹措经费，延请律师为章太炎、邹容辩护，资助

《革命军》出版。翻译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等书籍，宣传孙中山革命活动。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当

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他对新政府先是充满希望，继之失望，遂移居苏州，授徒讲学。民国１２年出
任吴江县教育局局长，凡两载。民国１６年，任江南水利局局长，旋又离职，曾任安徽通志馆编纂。

民国２１年，他与陈衍等组织中国国学会，邀章太炎到苏州，与章在国学会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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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居苏州。为摆脱汉奸纠缠，民国２７年春应聘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教

学益难。民国３０年底，折返苏州濂溪坊，闭门著述，寄情诗歌。民国３６年１月病逝苏州。金松岑
著述主要有《天放楼诗集》（正续季集）、《天放楼文言》（正续遗集）、《鹤舫中年政论》、《孤根集》、

《皖志列传》、《词林撷隽》、《女界钟》、《自由血》、《孽海花》（部分）等。家有天放楼，藏书数万卷，多

有关水利及近人著述。殁后，家人将所藏书悉数售诸清华大学以付遗产税。

薛凤昌

　　薛凤昌（１８７６—１９４３），原名蜇龙。字砚耕，号公侠，别号病侠。清末民初同里人。清光绪二十
四年（１８９８）取入江庠。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年参加金松岑创办的同川自治学社，任教员。清宣统

三年（１９１１）金松岑迁苏州，薛凤昌曾去苏北谋事，民国元年（１９１２）返乡。民国年间曾出任吴江县
县议会副议长。与费揽澄等创办吴江县立中学，任校长，未满一年即辞职。民国４年又任校长。民

国６年冬，与柳亚子等人组织“吴江文献保存会”，保存、整理、研究乡邦文献。后在无锡省立第三师
范学校、上海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战期间，闭门谢客。民国３１年秋，在同里募资创办同文中学，

出任校长。民国３２年１１月因所谓“思想问题”被召至吴江日本宪兵队。１２月复被囚，家及办公室
遭多次搜检，终因义不受辱，绝食而亡。同文中学教师陈旭旦代拟挽联：“门盈桃李，功被桑梓，寥落

过西州，回首音容成隔世；公实冰清，吾非玉润，穷阴逢朔雪，伤心风木哭深闺。”

汪仰真

　　汪仰真（生卒年不详），名恂如，字承荫，别署抱真庵主，清末民初吴江盛泽绸商，原籍浙江吴
兴。幼从父随侨居上海的扬州画家倪墨耕习花鸟，点缀成趣。后与盛泽王礼之子王导相切磋，艺益

猛进。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避兵双林，与费友石等组织石湖书画会。民国１４年返盛泽，会同王镜斋等

发起成立盛泽红梨书画会，并任副会长。抗日战争期间，盛泽沦陷，会员星散，汪仰真于上海寓所辟

红梨雅集，联络会友，与吴野洲等商议在上海复会，会名定为红梨金石书画会，又设分会于盛泽。在

盛泽绸业巨子汪钦臣和知名人士洪鸣韶等人相助之下，红梨金石书画会活动持续至民国３０年。

费揽澄

　　费揽澄（１８７９—１９２５），字安定，号伯埙、觉迟。清末民初吴江人。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入府
学。清末毕业于江苏优级师范。曾倡办私立爱德女校、吴江城区初等小学堂、吴江县立吴江中学。

６３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担任过吴江县立中学校长、吴江劝学所长。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病逝，柳亚子撰挽联云：“为一乡教育

众望所归奈何早逝；于全国痛哭元勋之际又悼先生。”

郑辟疆

　　郑辟疆（１８８０—１９６９），字紫卿。吴江盛泽人。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于杭州蚕业馆毕业，并

留校任教，翌年东渡日本，考察蚕丝业，就读于长崎农业高等专门学校蚕业科。归国后受聘于山东

青州蚕学堂、山东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民国７年（１９１８）接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丝学校校长。他提倡

实业教育，培养蚕丝专业人才，倡导兴办蚕种场，进行科学养蚕实践活动，改良蚕种，组织蚕丝业合

作生产，推广养蚕和制丝技术，推进“土种革命”、“土丝改良”运动。编著中国第一套蚕丝教材，校

译出版《蚕桑辑要》等古籍农书。新中国成立后留任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校长，１９５６年又兼任苏州丝

绸工业学院院长。先后当选全国人代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蚕桑学会第一届名誉理事长

等职。

１９５３年，７５岁的郑辟疆同４７岁的费达生结为夫妻。费达生（１９０３—２００５）是我国著名蚕丝专

家，费孝通姐姐。出生于吴江同里。１４岁考入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民国１２年日本东京高等蚕业

学校毕业后回国，在苏南农村推广科学养蚕，组织蚕业改进社，在开弦弓村创办全国农村第一家机

械缫丝所。新中国建立后，费达生分别担任中国蚕丝公司技术室副主任、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

长、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她是江苏省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

代表，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先后担任苏州市妇联副主任、顾问，苏州市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江苏省九三

学社顾问。

邵力子

　　邵力子（１８８１—１９６７），初名景奎，又名闻泰，字仲辉。生于浙江绍兴，６岁随父至盛泽，读书于

家塾，居盛泽３０余年。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中举人。时人称：“吴江两个子，一个邵力子，一个柳

亚子。”民国１０年（１９２１）入中国共产党。民国１５年退出中国共产党。民国１６年后任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

长等职。民国２６年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

席、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等职。１９４９年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后留北京。新中国成立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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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昌言

　　唐昌言（１８８１—１９６３），字退庵，号润生。吴江松陵人。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取入江庠，后入
苏州紫阳书院，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先后在上海浦东中学、无锡竞志女校、湖州湖郡女校等校任

教。民国２年（１９１３）赴日本考察师范教育，归国后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其间模仿英
国始创童子军。民国１１年调任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教务主任，继而任该校吴江农村分校主任。民国

１４年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吴江）城区分会并任主任，北伐战争期间率会员疏散难民、运送伤兵。民
国１６年第一师范农村分校改称省立苏州中学乡村师范科，民国２１年又改为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学
校，唐昌言任校长。因不迎合当局，被迫辞职。后曾在苏州图书馆、上海育英中学、北京大学图书馆

供职。

杨天骥

　　杨天骥（１８８２—１９５８），字骥公、千里，别号天马、东方、闻道、茧庐。同里镇人。幼承父教，学诗
词书法。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入上海南洋公学，曾师从吴昌硕治印。三十年，在上海澄衷学堂任
国文教员。三十三年后，提倡新学，介绍严复所译《天演论》，先后参与编辑《民呼》、《民吁》、《民

立》、《新闻报》。民国初年，任教育、司法、外交等部参事、秘书等职。民国６年（１９１７）赴广州加入
中国国民党。民国９年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民国１０年参加太平洋会议。民国１２年任王宠惠

秘书，奔走于南北之间。民国１５年任江苏省无锡县县长；民国１６年后两度任吴江县县长。民国２０
年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代秘书长。民国２５年，脱离政界，沉湎于书画、金石。抗日战争期间，
在香港参加抗日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隐居上海、苏州。新中国成立后，定居香港直到病逝。其

著作有《茧庐吟草》、《茧庐长短句》、《茧庐印痕》、《茧庐治印存稿》等。杨天骥之姐杨纫兰，系当代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母亲。

沈昌直

　　沈昌直（１８８２—１９４９），字颍若，号次公，又号存庑。清末民初吴江芦墟人，沈昌眉弟。清光绪二
十五年（１８９９）取入江庠。翌年至黎里任塾师，与柳亚子相邻，常谈诗论文。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与兄

沈昌眉同组“分湖文社”。是年，由柳亚子介绍入南社。曾任吴江中学国文教师，又至无锡第三师

范任教，研究《说文解字》，编成讲义《文字源流》。抗战前回乡设帐授徒，笔耕授馆直至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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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树蔚

　　费树蔚（１８８３—１９３５），字仲深，号韦斋，又号愿梨、左癖、迂琐。清末民初吴江同里人，柳亚子表
舅。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取入江庠。以姻亲曾留袁世凯幕中。民国４年（１９１５）７月任北京政府

肃政厅肃政史，１１月去职。后隐居苏州桃花坞，与章太炎、金天羽、张仲仁等人诗文相质。曾开设
江丰银行、任吴江红十字会会长。

张士一

　　张士一（１８８６—１９６９），名谔，字士一，以字行。吴江盛泽人。十四岁考取南洋公学，攻读铁路工
程，课余翻译书籍，以补学费、家用。因劳累过度患眼疾辍学任教，先至成都高等学堂，后又受聘母

校任英文教员兼西文文案，因不堪约束辞职。民国３年（１９１４）入上海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翌年又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创办高等师范体育科。民国６年赴美研究教育，获哥伦比亚大学硕

士学位。归国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等校教授。民国３８年拒绝赴台湾而参加
全国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曾任江苏省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善诗词、篆刻，能识古乐谱、弹古筝。

柳亚子

　　柳亚子（１８８７—１９５８），近代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风
云人物，南社创始人之一。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字亚子，原籍北厍

大胜村，１２岁随家人迁居黎里镇。柳亚子出身书香门第，少从母亲学唐诗，并受父亲影响，赞成变
法维新，醉心于《新民丛报》的宣传。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在家乡参加中国教育会，随即赴上海

入爱国学社读书。三十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同时还加入光复会，在吴淞口外轮上谒见孙中山。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柳亚子与陈去病、高旭组织反清文学团体南社，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到临时

大总统府任秘书，因不习惯于军政机关生活，三日即辞职，到上海办报。袁世凯窃取政权，他感到国

事不可为，惘然返黎里，与南社社友顾悼秋、沈剑霜、凌昭懿等结“酒社”于金镜湖（禊湖），纵情诗

酒，写了大量诗歌。“五·四”运动后，柳亚子受到十月革命感召和新文化运动影响，醉心于马克思

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民国７～９年（１９１８—１９２０），柳亚子因与南社内拥护“同光体”的社友论
争而辞去主任一职。又因军阀统治，政局昏暗，遂蛰居乡里，与陈去病等人全力搜购吴江文献，进行

整理、编校、重印。柳亚子耗资万元，购得乡邦文献逾万卷。民国１２年４月，与毛啸岑等创办《新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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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得到吴江各地闻风响应。是年，与叶楚伧、邵力子等发起成立新南社，鼓

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是年１２月，他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从事江苏省党部和吴江县党
部筹建活动，先后担任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执委会常委、江苏省党部执委、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民国１４年５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柳亚子于６月发起成立“黎里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五
卅”运动。民国１５年１月，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６月出席二中全会，反对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

务案”，在会场痛哭以示抗议，并中途退会，返回黎里。民国１６年５月８日，国民党右派陈群派军警
到黎里搜捕柳亚子，柳亚子在妻子郑佩宜相助下藏身复壁幸免于难，后化装出走日本。翌年返回上

海。抗日战争期间，柳亚子先在上海，后去香港。“皖南事变”发生，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在香

港发表宣言，严词痛斥蒋介石迫害新四军、消极抗日的罪行，被蒋介石开除党籍。日军侵占香港，柳

亚子赴重庆，与谭平山、李济深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国３４年１０月，毛泽东赴重庆
谈判，与柳亚子会晤，手书《沁园春·雪》词相赠。民国３７年，柳亚子与宋庆龄等在香港组织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柳任秘书长。次年２月，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

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１９５０年，柳亚子将家传和自己搜集的南明史料、南社和其他

革命史料、吴江地方文献４．４万册献给国家。
柳亚子一生写下大量诗文，有“今屈原”之称。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诗词唱和被传为美谈。

朱剑芒

　　朱剑芒（１８９０—１９７２），原名长缓，改名慕家。字仲康，号剑芒，别号银藤馆主。笔名太赤、古狂、
晴?等，以号剑芒行世。吴江黎里人。早年曾协助表叔陈申伯创办平民小学。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加入南社。平民小学停办后，在县内各小学任教。又赴上海寰球中学任教师，因支持学生运动遭迫

害，改任世界书局编辑，以编辑《三民主义国文课本》驰名。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任职于国民政府审

计部门。民国３４年在福建永安组织南社闽集，被推为社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审计处秘书。
１９５１年，经柳亚子介绍，到常熟从事教育。曾任常熟县人大代表、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

迫害，１９７２年病逝常熟。

孙本文

　　孙本文（１８９１—１９７９），曾用名孙共，又名彬甫。字时哲，一字行健。吴江七都人。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入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民国１０年公费留学美

国，两年后获伊利诺大学硕士学位，又两年后获纽约大学社会系哲学博士学位。民国１５年归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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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民国１７年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曾任中大教务长、师范学院院

长、社会系系主任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曾创办《社会学刊》、《社会建设》等刊，并任主编，被

誉为中国社会学泰斗。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大学任教，为江苏省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

范烟桥

　　范烟桥（１８９４—１９６７），名镛，字味韶，号烟桥，别署含凉、鸱夷、西灶、乔木、愁城侠客等。吴江同
里镇人。范烟桥少年师事金松岑，后入苏州草桥中学，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入南社，并在家乡创办同
南社，入社者达５００余人，编印《同南》，刊登社友诗文词，每年一集。民国２年（１９１３），范烟桥入南

京国民大学，肄业后在吴江县任小学教员，曾任县劝学所劝学员。民国１１年，在同里创办《吴江
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是年，迁居苏州，任教于东吴大学，开始撰写小说及小品文，在苏沪各报

上发表。结星社，发行《星》周刊，社员达百余人。日军侵占苏州后，他避居沪上，在《文汇报》上撰

《苏味道》，介绍吴中食品。民国２９年，任金星影业公司文书，为国华影业公司编电影《西厢记》、

《三笑》等。后来两公司为日本人收买，范烟桥愤而辞职。民国３２年，到大夏大学任教。抗日战争
胜利后，《文汇报》复刊，他负责总务，主编《文汇画刊》，后又折返苏州东吴大学任教。１９５５年任苏

州市文化处处长，后任局长，又与周瘦鹃等筹办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１９５８年，任文物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与顾公硕等筹建苏州博物馆。１９６０年该馆成立，由范主持设计馆内苏州历史文物陈设，同

时他还促成柳亚子夫人郑佩宜将柳收藏的部分文物捐赠给苏州博物馆。范还先后担任中国民主促

进会苏州市委员会副主委、秘书长和政协苏州市委员会副秘书长，苏州市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１９６７年３月，范烟桥因心肌梗死而与世长辞。

他的主要著作有《诗学入门》、《中国小说史》、《吴江县乡土志》、《北行杂志》、《忠义大侠》（小说）、

《江南豪杰》（小说）、《茶叶歇》（笔记）等３０余种。其收藏的手书手稿计４６种２４３册，由亲属捐赠

给苏州大学。

吴琴木

　　吴琴木（１８９４—１９５３），近代画家。原名桐生，后改单名桐，字琴木，号冷枫居士，另号苍梧生。
吴江震泽人。从小酷爱绘画，早年在家乡做教师。民国３年（１９１４）弃教学画，去南浔庞元济家做管

理书画、学习鉴定、修复古画等工作，遂朝夕临摹，潜心研习，这期间得到当地名流周庆云、张乃燕等

帮助。吴琴木以山水见长，兼能花鸟、人物，由师古人而师造化，由临摹而创作，对“吴门画派”、“元

四家”等画风画技有所继承和发展。民国３３年１２月，上海“大观园”落成，受邀举办“吴琴木画
展”。吴琴木书画，录入１９９７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书画精品禁止出境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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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宝

　　金国宝（１８９４—１９６３），字少梅，号侣琴。民国吴江同里人，金松岑堂弟。早年在复旦大学攻读

经济学。民国６年（１９１７）毕业后在吴江县立中学任英文教员。民国１１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

统计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在暨南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法学院任教。民国１８年任南京市财政

局局长，后又曾在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任

教，为国际统计学会会员。１９６３年病逝。曾编撰大量经济类著作，又有个人诗集存世。

许观曾

　　许观曾（１８９９—１９３９），一名观。字盥孚，号半龙。吴江芦墟人。学文于金松岑，继学医于外祖

父陈仲威。工诗，与南社隽流论文唱和，与章炳麟、吴昌硕等商兑旧学，又与冯明权、张梦痕、王个鋎

等人结山人雅集会。籍隶南社，同时入沧社、同南社、国学商兑会等。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赴上海拜于

丁甘仁门下专研外科。民国１４年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返乡设诊于芦墟司浜“师让小筑”。

后应其师丁甘仁邀任广益中医院医务。民国１７年与秦伯未、王一仁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任上

海国医公会执委。

严宝礼

　　严宝礼（１９００—１９６０），字问聃，号保厘。吴江同里人。少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民国９年（１９２０

年）入两江路局总稽核室任职，善经营筹划，被举为路局“同仁会”负责人。３０年代初创办集美广告

社，后扩充为交通广告公司，承办铁路沿线及上海市区路牌广告。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２７年，通

过英国人克明领取英国执照，联络好友创办《文汇报》，任总经理。他广聘爱国记者、编辑，宣传抗

战，抨击敌伪，使《文汇报》一纸风行，备受欢迎。因敌伪当局向租界工部局施加压力，并斥巨资收

买英籍发行人克明，《文汇报》创刊一年零四个月后被迫停刊。民国３４年春，严宝礼遭日本宪兵逮

捕，经营救出狱。９月，《文汇报》复刊，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舆论重要阵地。国民党威逼收买不

成，遂于民国３６年５月封闭该报。严宝礼等将资金设备转移香港，民国３７年在香港出版《文汇

报》。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不久，《文汇报》即在上海复刊，严宝礼任总经理。后曾任上海市人代会代表

及政协委员等职。１９６０年病逝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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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蔚南

　　徐蔚南（１９００—１９５２），原名毓麟。笔名半梅、泽人。吴江盛泽人，与邵力子邻居。曾赴上海震旦
学院求学，旋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与其兄在

家乡创办《新盛泽》报，与《新黎里》编者柳亚子订交，并协助其创建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民国１３年由
柳亚子推荐加入新南社。民国１４年到上海复旦大学实验中学任国文教员，并从事创作，由沈雁冰介

绍加入文学研究会。一年后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执教。民国１７年起任世界书局编辑，主编《ＡＢＣ丛
书》。民国２１年任上海通志馆编纂主任。民国２４年应叶恭绰之邀，任上海博物馆董事、历史部主任。
民国３１年出走重庆，参加抗日。抗战胜利后回沪主持《民国日报》复刊，任《大晚报·上海通》主编，并

任上海通志馆副馆长、上海大东书局编纂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献委员会副主任。

陆明桓

　　陆明桓（１９０２—１９２９），字简敬，号苏斋。吴江人。柳亚子外甥。世居苏家港，年少曾随家迁居
青浦朱家角、金泽。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迁居芦墟。世家业儒，柳亚子称其“年少机云作赋才”。与从
兄同为新南社社员。时时出游，多交金松岑等远近知名人士。民国１５年与沈昌眉、沈昌直等结“求

是学社”。民国１７年冬，为筹备在虎丘举行的南社２０周年纪念会而“疏附奔走颇尽瘁”。热心乡邦
文献，曾收辑陆氏先人书成《松陵陆氏丛著》，并印行地方人士著作多种。欲重金购买邑中名人遗

著编为《松陵先哲丛书》，每次出游均购书归，又发愿欲办私家图书馆，纵人阅览，赍志未就而卒。

生前喜佛教，多行善事。沈昌直将其诗文编成《苏斋遗稿》，由柳亚子作序印行存世。

陆阿妹

　　陆阿妹（１９０２—１９８６），原名孙阿妹，原为浙江省嘉善县汾玉乡人，后随丈夫陆阿七至芦墟镇，改
姓陆。著名山歌手。

陆阿妹父亲孙华棠出身田户长工，为芦墟分湖一带著名山歌手，有即兴创作、出口成歌之才华。

陆阿妹６岁时向父亲、兄长学歌，虽只字不识，但嗓音清脆，记忆力极强，过耳不忘，且能“立地编、立
地唱”，先后学会“呜…哎…嗨…嗨…”响山歌、小山歌、急口歌、落秧歌、埭头歌、哭歌、分湖山歌等

各种长短句山歌。短山歌《熬郎》、《十里亭》、《十二条汗巾》、《十二月花名》，长山歌《五姑娘》、《卖

胭香》、《赵圣贵》、《鲍六姐》等，演唱都十分娴熟。最擅长“急口歌”，一口气能唱一二百字。民国

１１年（１９２２），南社诗人柳亚子在芦墟组织赛诗会，陆阿妹初露头角，唱长篇叙事山歌《五姑娘》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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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得“山歌女皇”美誉。

新中国成立后，陆阿妹唱出《翻身山歌》、《毛主席指示到农村》、《罱泥歌》、《十二月花名唱雷

锋》等新山歌，１９５３年参加苏州专区文艺会演获一等奖。陆阿妹是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著名传

唱者。１９８３年，江、浙、沪在苏州召开第二届吴歌学术研讨会，陆阿妹在会上主唱《五姑娘》。
陆阿妹曾为中国、江苏省民间文学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歌谣学会理事，

吴歌学会理事，苏州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吴江县文联委员。

殷明珠

　　殷明珠（１９０４—１９８９），中国早期著名电影演员，江苏吴江人。肄业于上海中西英文女校。一生
从事电影事业。２０年代初，她主演第一部国产无声爱情片《海誓》，一举成名。后又主演据《西游
记》改编的电影《盘丝洞》，蜚声南洋一带。民国１０—２６年（１９２１—１９３７），共摄制影片３３部，主演

２０余部。无声影片有《重返故乡》、《传家宝》、《飞行大盗》、《古屋怪人》、《东方夜谭》、《金刚钻》、
《画室奇案》和《南海美人》等，有声电影有《人间仙子》、《国色天香》、《石破天惊》、《健美运动》、

《桃花梦》和《富春江上》等。

凌景埏

　　凌景埏（１９０４—１９５９），又名敬言。号玄黄，别号撷芬楼主人。吴江莘塔人，迁居平望。民国初
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曾与周介祉、吴晓基等刊行《平望旅外学生会会刊》，举办暑期义

务学校数年。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入东吴大学主修教育学，兼修中国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校长办公室

秘书兼附中中文教员。民国１８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中文部，专攻词曲之学，次年获文学硕士学
位。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退隐吴门。抗战胜利后赴沪任圣约翰大学

国文系副教授，旋归苏州。民国３５年至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
主任、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又曾任苏南区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苏州市、苏南区人民代表。

１９５６年入南京师范学院，移居南京。

徐穆如

　　徐穆如（１９０４—１９９６），书画家。初名观，又名洁宇。祖籍无锡，生于上海。徐家居上海北山西
路吉庆里，恰与吴昌硕为邻。１５岁起师从吴昌硕，１６岁起开始鬻字，１９岁师从无锡名画家吴观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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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山水画。２０年代书画作品刊于《神州国光集》及《中日美术》、《东南揽胜》。徐穆如先后毕业

于上海圣翰大学、正风文学院。他广学博闻、多才多艺，诗、书、画、印、古文、医道、摄影、外文都曾涉

足，登堂入室。篆、隶、草、行、章草、魏碑各体书法皆精，其中铁线篆、章草、魏碑功力尤深，闻名国内

外。他集百寿字创作《百寿图》，受到推崇。金石篆刻功夫精深，为世所重。其金石、书法作品被辽

宁省博物馆和沈阳故宫博物馆收藏，众多作品曾参加国际书法展、中日书法交流展。自选五言诗篆

书作品被黄河碑林摹勒上石。其国画山水精品曾被浙江省博物馆收藏。１９５６年，画作《双骏图》获

第二届全国美展一等奖，并参加与欧洲各国的美术交流。

徐穆如晚年移居吴江，在吴江生活２０多年，不少吴江书画家得到过他的教诲。他探求艺术，心

性淡泊，不趋名利，为人谦和，热心社会，艺德艺品有口皆碑。在苏州园林中有他义务书写的匾额、

柱联。在吴江市与国内外的友好交往中有他书赠的书法礼品。徐穆如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苏州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园林管理局文化艺术顾问、吴江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

员、吴江市书画研究会顾问、吴江书画院名誉院长。有《徐穆如作品集》存世。

吴野洲

　　吴野洲（１９０４—１９９７），字荻声，别署袖云散人，晚年又名驼重，吴江盛泽人。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

从学于浙江桐乡清代国画大师费丹旭传人仲光勋。２０年代末先后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与汪仰

真、徐北汀、徐小隐等人创办“红梨金石书画会”、“
B

李金石书画会”、“白马画社”，从事书画研究，

并设馆授艺，培养艺术人才数百人。京剧著名小生姜妙香、书法家任政等，均为其门生。３０年代后

吴野洲在上海画坛占有一席之地，民国元老于右任亲笔题词赠吴野洲，称其为“国画大师”。其作

品刊入民国３６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

新中国成立后，吴野洲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上海、苏州、南京、常熟及菏泽等地举办画展，作

品在国内外流传。１９５７年，吴野洲与姚虞琴、张石圆、来楚生合作的巨幅花鸟画《和平友好万岁》，

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选为赠送苏联政府的礼品。其作品入选《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还相继入选

“全国第二届国画展”、曹州“全国牡丹专题书画展”及“纪念元代大画家黄公望逝世６３０周年画

展”、香港博雅艺术公司举办的“上海名家扇面展览”、“二十世纪中国名人书法大成”、香港汪氏艺

术公司制作的“中华名家精品”磁卡、上海高教音像出版社发行的ＶＣＤ光碟“海上画家丹青录”等。

吴野洲致力于国画７２个春秋，尤擅人物、仕女、翎毛、花卉。中年，醉心于恽南田花、鸟、虫、鱼，

深得南田心法，兼容宋元古风，汲石涛、八大笔意，博采众长，自成风格。晚年，画风更趋放逸苍劲，

线条流畅，笔简意深，神饱趣足，并常以“吴驼重”署名。“吴驼重”乃“糊涂虫”谐音，其本意是要求

自己不计名利，在创作上要像骆驼一样不畏艰难。１９９６年，著名美术评论家邵洛羊称“先生是技艺

精湛而不耀眼的一代艺术家”。吴野洲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山东齐鲁书画研究院菏

泽分院名誉院长、大连市大连白石国际艺术画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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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蕴玉

　　唐蕴玉（１９０６—１９９２），吴江人，定居上海。毕业于上海神州女子学校美术科西画专业。曾与朱

屺瞻、潘玉良等创立艺苑绘画研究所。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与柳亚子夫妇相伴东渡日本，从学石井柏

亭等油画家。民国１９年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专攻油画。归国后在上海多所美术学校执教西画。

后移居美国。

魏海平

　　魏海平（１９０６—１９８５），原名善螯，笔名方红、红星、江萍，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生于江苏省

沭阳县吴集区贫农家庭。毕业于连云港渔村师范。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以

教师合法身份建立地下工作者过往站，开始参加地下革命。民国２７年参加八路军，在山东纵队

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做民运工作。民国２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已解放的沭阳县税检局第二

分局局长。民国３５年任沭阳县文学艺术协进会副主席、主席，后改任沭阳县后勤司令部艺人宣

慰团团长。１９４９年调往《淮海报》当内勤记者，１９５１年调任华东文联机关党支部书记兼资料室

负责人。１９５３年起，先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编辑部工作，历任政治秘书、工会主

席、责任编辑、副主编等职。１９５９年调往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文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１９６０

年参加江苏省委农村工作组，下放吴江县桃源公社人民大队当副大队长。１９６２年调任吴江县文

化馆馆长，兼任吴江县图书馆馆长、吴江县人民有线广播站站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诬靠

边，至１９７９年平反离休。

魏海平长期从事文化艺术部门组织领导工作，扶持中青年作者，培养和发展文艺创作队伍。

从参加革命起坚持写作，早期作品有鼓词《告农民书》、《我看到了毛主席》等，还先后写过短剧十

几种，参加宣传演出，或在《淮海报》、《戏剧报》等报刊发表。其中小戏《血泪》、《万里寻兄》曾参

加淮海地区沭阳县群众文艺会演，获创作演出一、二等奖。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精力用于文艺理

论研究，常到基层采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屡有发表。代表作有散文《采苔菜》，故事《枣子

桥》、《赵家天子杨家将》、《一斗还剩二升》，论文《略谈民歌特色》、《〈义妖传———弹词〉主旨及其

历史人物真实性刍议》等。离休后仍笔耕不辍，留下数十万字遗稿，内有长篇小说《战斗的海

岛》、回忆录《巧渡沈家门》、剧本《淮海大战》，以及学术著作《诗韵新编》、《易学初探》、《古籍善

本书选评》等。

魏海平曾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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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斯曛

　　蒯斯曛（１９０６—１９８７），原名世勋，笔名施君澄，吴江黎里人，中共党员。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入复

旦大学。在上海参与编纂《上海通志》，编校《鲁迅全集》，编辑《译文丛刊》。民国３１年赴苏中抗日

根据地，任《滨海报》、《苏中报》编辑。民国３３年调入部队，先后任新四军一师师部秘书、华中军区

司令部秘书、第三野战军秘书处主任，后又任粟裕秘书。１９５４年转业到上海，历任新文艺出版社副

社长兼副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出版局顾

问等职。精通数国语言，译著甚多。

钱　复

　　钱复（１９０６—２００３），字太初。吴江同里人。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于复旦大学理工科肄业后专攻国

文，师从金松岑。学养深厚，长期任苏州中学语文教师，曾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长于书法、篆

刻。先后任苏州市书法工作者协会理事长、苏州市政协委员等职。

倪征

　　倪征 （１９０６—２００３），吴江黎里人。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民国１８

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归国后

在东吴大学等校担任教授等职。民国３６—３７年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处

首席顾问身份，直接参与东京审判，在法庭严词驳斥日本战犯土肥原、板垣等人的狡辩，使其受到应

有惩罚，维护了人类正义和祖国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参与大量重大涉外法律案件的处理，并担任国际法教

学和研究工作，１９６４年发表的《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成为国际法方面的经典著作。１９８４年，

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为新中国首位国际法院法官。其在国际法院的工作为人称颂，国际法院

院长施韦贝尔称“倪法官是一个伟大的法官”。

倪征 长期任中国法学会理事、顾问，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顾问。１９９１年当选国际法研究院

院士。１９９５年当选中国海洋法学会首任会长。曾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倪征 还是

昆曲爱好者，２００１年登台唱曲表示对保存和弘扬昆曲艺术的赞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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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韵

　　刘天韵（１９０７—１９６５），吴江盛泽镇人。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曲艺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
副主席、上海曲协主席、上海人民评弹团首任团长。艺名“十龄童”。１０岁时，听江南名家夏莲生说

《三国》，全神贯注且伶俐活泼，被夏莲生看中收为徒弟，于是辍学从艺。半年后，刘天韵在上海新

世界游乐场随先生唱开篇，一炮打响。以后随师跑码头说书，一地动辄数月，而每日所唱开篇均不

重复。刘天韵的出科书系《三笑》，后又弹唱《落金扇》、《描金凤》。刘与徒弟谢毓青拼档，世称“刘

谢档”，擅唱陈调、山歌调等唱腔。上海解放前夕，他不畏特务恐吓，到上海电台演唱欢迎解放军的

开篇。

新中国成立后，刘天韵深入治理淮河工地，以及海岛、工厂、农村演唱，创作新书《一定要把淮河

治好》、《小二黑结婚》，同时整理传统曲目，如《林冲》、《王魁负桂英》等。１９５９年４月，刘天韵在上

海为毛泽东、周恩来演唱《林冲踏雪》。周恩来建议悲哀方面要减少，反抗方面要增强，刘极为折

服，即行修改。中共中央领导陈云说：“刘天韵是个好脚（角）色。”弹词代表作《玄都求雨》脚本刊登

于《人民文学》，被译成多种外文发表。１９６５年，因脑溢血，在上海病逝。

柳无忌

　　柳无忌（１９０７—２００２），美籍华人教授，柳亚子长子，原名锡秖，笔名啸霞、胜己。吴江黎里人。
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民国２０年赴欧
洲深造。民国２１年归国后，历任天津南开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教授。
民国３５年应聘到美国讲学，此后定居美国，先后在罗林斯大学、耶鲁大学、哈脱威克大学、匹兹堡大

学、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潜心研究中外文学，致力写作诗歌和散文。６０年代初，在印第安纳大学创
办东方语文系。他被名列《世界名人录》、《美国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国际名人传记》等。

青少年时代曾随父柳亚子参加南社、新南社活动。移居美国以后，在海外发起成立国际南社学会，

被推选为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名誉会长，积极支持《南社丛书》出版，努力促进海内外文化交

流和南社研究。他一生勤于著述，至晚年不辍，有大量中英文著作存世。

徐北汀

　　徐北汀（１９０８—１９９３），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书
画函授大学特约教授。原名熹，字北汀，笔名渺荨、舒澄、石梅、淼翁，吴江黎里人。自幼习国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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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１７岁时作品入选《近代名人画集》，并有作品选送日本展出。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师从吴观岱。民

国２０年在苏州、上海创设白马画社，以卖画课徒为业。民国２３年定居北平，后应聘于北京大学文

学院艺术研究会任国画导师。一生致力于美术教学５０多年，探索传统中国画发展创新。编写《山

水画技法》，创造画树三笔入手法、构图三数法。国画大师齐白石曾题“胸中富丘壑，腕底有鬼神”

篆联赞誉。曾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在北京举办“徐北汀从艺６０周年画展”，中央电视台为其作过

新闻报道，并录制专题片“画家徐北汀”。其作品分别入选《毛泽东珍藏名家画集》、《中南海珍藏书

画集》、《毛主席纪念堂珍藏画集》等。

蒋连生

　　蒋连生（１９０９—１９８８），吴江莘塔人。自幼喜爱山歌，学唱于兄长。善唱长歌，描绘细腻委婉，吐

字清晰，情舒意展，富有韵味。他以捕鱼为生，因成年累月栖身于一叶扁舟上，不堪单调寂寞，便专

心琢磨山歌，所到之处，凡有新鲜山歌，悉心听，专心记，逐渐成为一个朴实而有素养的山歌能手，在

当地有“山歌老虎”之称。蒋连生曾是江苏省文艺家协会会员，他唱的长歌《鲍六姐》曾发表于上海

《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歌谣集成》也收有他的作品。

吴丰培

　　吴丰培（１９０９—１９９６），字玉年、庚年。是我国现代藏学家，边疆史地研究学家，版本目录学、文

献学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江松陵人。自幼习经史。民国１９年（１９３０）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

所，师从朱希祖、孟森治明史，历时５年，民国２４年以《明驭倭录校补》１６卷获毕业证书。毕业后在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任编辑，同时研究家藏旧档，开辟西藏史地研究。民国２６年出版《清代西藏

史料》第一辑和《清季筹藏奏牍》。后加入禹贡学会，发表《记班禅达赖失和事》，参与编辑《边疆丛

书》６种。“七七事变”后，先后在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

后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从事文献资料整理和西藏史地研究。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

地方志联合目录》编纂，为《辞海》撰写西北地区古今民族词条。１９５７年改入图书馆。编成《馆藏中

国民族问题研究文献书籍草目》等，参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纂。１９７７年编《廓尔喀纪略补

辑》。１９７９年以来整理、编辑、撰写出版数量众多的民族古籍和论文。１９８７年晋升为研究员。曾任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指导委员会委员、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顾问、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中心顾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顾问，１９９４年聘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顾问。１９９６年３

月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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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费孝通（１９１０—２００５），初名彝江。吴江松陵人。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
社会活动家。４岁入母亲杨纫兰创办的蒙养院。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学社

会科学。民国１９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民国２２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及人类学
系研究院，民国２４年毕业。民国２５年底，赴英国公费留学。出国前，偕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

大瑶山进行调查时迷路，妻子不幸失足溺亡。留学期间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其博士论

文《江村经济》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民国２７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立足中国实际，从事社会调查，开始其“志
在富民”人生追求。是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

民国３４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是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副教务
长、社会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

会问题》等。１９５５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１９５７年被错定右派，１９５９

年１２月得到平反。
１９８０年春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１９８１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

章，１９８２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荣誉院士，１９８８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还先后获
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霍英东杰出奖”和澳门东亚大学

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担任

教授，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曾任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

会学研究所所长、副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领衔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历任国

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费孝通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与小城镇、边
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及文化自觉问题，发表大量谈话、论文和专著。至２００４年相继出版《费
孝通文集》１６卷。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４日在北京逝世。

凌立如

　　凌立如（１９１４—２００４）初名其根，字曼，改字立如，吴江芦墟人。幼年受外公顾坎（陆恢师弟）熏
陶，对绘画即有浓厚兴趣。少时求学于苏州美专，又转入上海新华艺专。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以优异
成绩毕业，获银盾奖章。新华艺专国画教授谢公展在毕业纪念刊上称其“擅长花卉、翎毛、虫草及

虎，天才颇高，临古之外，喜从事于创作。”毕业当年，负笈北上，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深造，师从岭

南画派代表、国画大师张书?，画技更进，张书?称其为“江南画鸡第一人”，系主任徐悲鸿、高剑父

亦颇加赞赏。嗣后相继任上海国际中学艺术教员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教授，其间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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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会。曾在北京、上海、嘉兴、苏州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早在民国 ３７年即收入《中国美术

年鉴》。

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上海女子中学。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民进上海市委文化艺术委员

会委员、香山书画社社员、苏州市书画研究会理事、吴江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吴江市书画研

究会顾问。１９９３年，其作品《花径无限好》、《硕果累累》被国家文化部对外艺术展览公司收藏。

徐孝穆

　　徐孝穆（１９１６—１９９９），竹刻家，吴江人，柳亚子外甥。幼承家学，喜习书法，对颜体颇有心得，尤

爱何绍基书体。作品浑厚凝练，圆转秀润。篆刻作品有邓石如、吴昌硕遗风。作品多次入选上海及

省市书法联展。亦擅长雕刻、绘画，尤精刻竹、砚、紫砂茶壶，广取古代各流派奥秘，追慕明代朱氏三

家刻技，深研清代周芷岩刀法，自成一家。１９８４年上海电视台摄制专题片《徐孝穆雕刻艺术》介绍

其艺术成就。出版有《徐孝穆雕刻选集》。历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文物保护科学实验室主

任、上海建人业余艺术专修学校校长。为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苏州沧浪诗社

社员等。

赵永明

　　赵永明（１９１８—２０００），吴江芦墟人。１３岁父母相继去世，往浙江下甸庙村当长工，遇会唱芦墟

山歌的跛脚裁缝，从此帮裁缝师傅拎水扫地做家务，同时学唱山歌。虽只字不识，但头脑灵活，又有

好嗓子，赵永明很快就学会了《长工苦》、《十字歌》、《刁南楼》、《五姑娘》等长短山歌数十首。１７

岁，赵永明回芦墟当长工，又向山歌手陆阿妹、张云龙学唱。新中国成立后，赵永明学会很多新编的

芦墟山歌，如《翻身长工》、《美帝是只野心狼》、《幸福不忘共产党》等。１９６３年，赵永明获苏州地区

文艺会演二等奖。１９８３年，江、浙、沪在苏州召开第二届吴歌学术研讨会，赵永明现场演唱芦墟山

歌《五姑娘》、《赵圣贵》。是年，赵永明加入江苏省民间艺术家协会。由于赵永明演唱的响山歌高

亢嘹亮，别有韵味，有“山歌知了”美称。１９８８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施聂姐夫妇慕名专程到芦墟

寻访赵永明，与赵永明一起生活２０天。１９８９年再次登门，回国后编著出版《中国吴歌》，详尽介绍

赵永明生平与演唱活动。１９９４年春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吴歌考察团到苏州考察，赵永明受邀参

加演唱。９０年代，赵永明多次出现在吴江电视台、苏州电视台银屏上。赵永明还带出一批中青年

吴歌演唱手，为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化遗产做出贡献。赵永明的山歌《乌哎嗨·山歌》、《要唱山歌就

开场》、《一个姐妞生来白花花》及曲谱《山歌不唱忘记多》，被《中国歌谣集成》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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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祖英

　　项祖英（１９２６—１９９９），二胡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吴江同里人，生于苏州。父亲项印石为民乐

前辈，曾创办吴平国乐团。项祖英自幼随父亲学琴，１０岁登台演奏，后师从名师张季让、陆修棠、蒋

风之等。１９４９年东吴大学文学院毕业。历任苏州吴平国乐团团长、名誉团长，上海民族乐团乐队

首席并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教授。为中国民族管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

项祖英演奏艺术功力深厚，琴声苍劲、深邃，在一弓一音中，含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气息意蕴。４０

年代，项祖英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民间音乐及我国民间音乐家刘天华、阿炳经典作品，首次将《二泉映

月》、《听松》搬上舞台。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曾三次为毛泽东表演《二泉映月》。１９５６年随中国艺术团出

访苏联、德国、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被誉为５０年代中国四大民乐演奏家之

一。作为出色的音乐教育家，项祖英培养出肖白墉、闵惠芬等一批优秀二胡演奏家。１９８６年应邀

赴香港举办学术讲座及独奏音乐会。１９９０年获上海市优秀园丁奖，１９９４年获国务院“文化艺术突

出贡献”奖状，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央电视台收录其二胡演奏精品。项祖英与工艺

师合作，设计试制“二泉琴”和改良二胡，均获成功。编著有《怎样拉好二胡》、《孙文明二胡典集》、

《二胡教材十六讲》、《二胡辅导材料》等。录制的《项祖英二胡独奏专辑》收集了各个时期代表作十

首。他的独奏曲代表作有：《二泉映月》、《悲歌》、《流波曲》、《汉宫秋月》、《山村变了样》、《梆子

风》等。

顾慕贤

　　顾慕贤（１９２８—１９９８），江苏昆山人。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５月参加革命工作，曾在南京市双闸小

学、昆山县东门小学任教，在中共苏州地委夏征工作团、苏州地委干部学校、苏州地委政策研究室、

苏州地委土改工作团、苏州地委党校、中共震泽县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曾任震泽县委秘书室助

理秘书、震泽县妇联副主任、太仓城厢中学副校长、常熟县二中副校长、吴江县文教局教研室主任。

１９８１年初，调任吴江县图书馆副馆长，主持全面工作。此时的图书馆还只有３名工作人员，每天外

借图书四五十册，对基层图书馆辅导工作处于空白。为此，她着力于组建一支专业人员队伍。１９８３

年开始筹建新馆舍，在资金全无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四方争取筹措资金，准备材料，亲自带领图书馆

员工参与打杂，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２日，新馆终于在府西路落成开馆。继而进行图书馆基础业务规范化

和标准化建设，使吴江县图书馆事业得到逐步发展。１９８７年３月离休后，仍为吴江县的图书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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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奔忙。１９９３年２月吴江市在全国率先普及乡镇万册图书馆。是年５月１５日《文艺报》第四版

刊有文化部政策法规司调查组专文《江南小康文化的一颗明珠》予以赞扬。吴江市（县）图书馆连

续两次获“全国文明图书馆”称号，连续四次获“江苏省文明图书馆”称号。１９９７年秋，患肺癌，还带

病主持退文协工作。临终前一月，专门书呈市委书记沈荣法，建议尽快解决吴江市图书馆馆舍面积

不足的问题。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１日医治无效去世，开追悼会时，不少人自发前往致哀。

殷安如

　　殷安如（１９２８—２００３），吴江同里人，南社及柳亚子研究专家。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同文中学毕业。
民国３５年２月就读于吴江乡村师范简师科，是年秋毕业，分配到芦墟镇九曲弄中心小学教书，后任
教导主任。１９４９年５～８月参加苏州市委团训班学习，８月批准加入共青团。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参加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芦墟工会职工业余学校副校长、黎里镇职工学校副校长、黎里镇文化站站长。

１９８７年发起筹建柳亚子纪念馆，担任馆长兼黎里文保所所长。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离休后，任柳亚子纪念

馆名誉馆长。主要编著有《柳亚子》（与张明观合作）、《征文考献足堪师》、《浩歌堂与绿玉青瑶馆

考》、《陈去病年谱简编》（与俞前合作）、《南社研究资料目录》、《柳亚子著述年表》、《陈去病诗文集

编后语》（与刘颍白合作）、《南社吴江籍社员姓名录》、《柳亚子在黎里活动的遗址》、《柳亚子磨剑

室书斋初考》、《一幅名画两渡重洋》（与顾安若合作）、《柳亚子纪念馆》等。协助或合作编辑的书有

《郑桐荪纪念册》、《柳亚子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集》、《纪念南社成立８周年专辑》、《人中麟凤———柳
亚子》、《南社人物传》（获２００４年度吴江文化艺术“双优奖”及苏州市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入选作品奖）等。

李天峰

　　李天峰（１９３１—１９９７），吴江盛泽人，系吴江县评弹团副团长、评话演员，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会
员，吴江县第三届至第九届政协委员。李天峰两次学艺于庄云峰，２０岁独立踏上书台。１９５９年７
月，参加组建吴江县评弹组，１９６１年５月，参加吴江县评弹组改建为县评弹团工作，并出任副团长。

“文化大革命”前，李天峰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求，“一根扁担两条腿，跑遍全县生产队”，

深入到农村演出，几乎跑遍吴江县每一个生产大队。“文化大革命”期间，评弹团一度与吴江县锡

剧团合并，李天峰曾在锡剧《智取威虎山》中饰演八大金刚之一。１９７３年春节，评弹团重新从锡剧
团分出，李天峰率先提议，第二次跑遍全县生产大队，分档下乡演出。１９７７年９月１日起，李天峰又

放单档下农村演出。当时李天峰已年近５０岁，他肩挑四五十斤演出行头，其中有５０瓦扩音机，１６
节干电池和干电箱，３００支光汽油灯，高音大喇叭，还有电线、话筒、干电池充电器、自办伙食的煤油

炉和铺盖行李，如挑货郎担一般走村串队巡回于乡间，有船乘船，无船步行，路近二三里，路远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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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甚至十几里。５年里肩挑“重担”行程１０００多公里，演出２０００余场次。刚开始下乡他带《三

国》、《烈火金刚》（折子）、《铁道游击队》（折子）、《林海雪原》（折子）演出，时间一长，为满足农民

听书需求，李天峰便自己动手，编写书目，他改编创作新书有《水上交通站》、《冰湖救亲人》、《智擒

北极熊》、《李自成》、《十八金罗汉》等。１９８１年，李天峰一根扁担两条腿，再次跑遍全县生产队痴心
为农的事迹，被《人民日报》、《说新书》分别用图片与文字的形式登载介绍。李天峰下乡演出一直

持续到退休。

金恩官

　　金恩官（１９３６—１９９７），１９５３年１１月考入苏州青艺越剧团。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任奉贤县越剧团副团长。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任奉贤县山歌剧团分队长。１９７１年１月任奉贤县文化馆戏剧组组长。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任同

里镇文化站站长。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同里成立文物保护管理所，翌年，任同里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
在任同里文化站站长期间，金恩官对全镇古建筑进行初查、考证，整理明宣德进士范琮故居“寿

丰堂”、清康熙进士陈锐故居“书楼房厅”、清乾隆叶永亿“尚义堂”、清代张翰怡宅第“跨街楼”及金

松岑故居“大夫第”等２８处古建筑资料，为同里镇争取列入第三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依据。

１９８５年，金恩官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撰写同里镇思本桥、务本堂、耕乐堂、崇本堂、国耻纪念
碑、仁济道院６处古建筑、碑刻资料。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这些单位被列为吴江县第二批文物保护单

位。９月６日，同里镇人民政府又根据普查材料核定公布文物控制单位３２处，还确定九里湖良渚文
化遗址、移定毕圩新石器文化遗址，叶泽湖商周文化遗址。金恩官多次参与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和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在同里镇的考古工作，１９８８年３月，在同里镇广场北儿童乐园建设中，参与对

明末清初河南参政周相墓发掘清理。金恩官为制定同里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控制单位的保

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为保护利用同里镇文物单位、传承民俗文化、开发旅游

做出了贡献，曾获吴江县文物普查先进个人等奖项。

葛锡麟

　　葛锡麟（１９３７—１９８５）吴江盛泽人。１９５４年于丹阳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丹阳珥陵中心
小学任教。１９５８年回盛泽，以自由画家身份先后创作并出版《昆仑山上一棵草》、《蓝剑》、《兰兰与

冬冬》、《炸不断的电话线》等１７部连环画。１９６３年起，借剧团舞美师身份走遍江南小镇，捕捉水乡
美景，创作水彩画数百幅，其中的《水乡》获第二届江苏省青年美展二等奖。１９６８年后，参与盛泽手

工业社的组建，担任盛泽工艺美术厂业务副厂长，在全国率先引进转移印花技术，使产品畅销全国。

在经营乡镇企业的同时，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创作风景油画、水彩画和速写数百幅，受到著名画家颜

文睴的赞赏。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致力于吴江美术教育事业，为吴江培养美术人才。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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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荣　誉

　　本篇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后吴江文化界所取得的一些奖项和荣誉。这些奖项和荣誉
采集自各个文化领域和部门档案。新中国成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记载不多，“文化大

革命”时期则完全空白。８０年代以后，吴江文化事业向大文化方向发展，涵盖的领域更
为宽泛，而且各级各门类的赛事逐渐增加，吴江获奖人员、获奖项目数量越来越多，级别

日益攀升，省级、国家级荣誉已不乏其例。

本篇将获县级以上中共党组织、人民政府和省以上文化部门颁发奖项或授予荣誉

称号的单位、个人及文艺、学术作品分别列入。
　

第一章　集体荣誉

第一节　全国性集体荣誉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县）文化系统获得全国性集体荣誉２５项。

表１１１１　１９６０—２００８年全国性集体荣誉一览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吴江县锡剧团 全国文艺界红旗剧团 文化部 １９６０

吴江县锡剧团 全国农村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文化部 １９８１

吴江县影剧公司 “卫生”、先进集体
广电部、爱卫委、卫生部、计生委、中

国科协
１９８７

吴江县影剧管理站、铜罗影剧

院、八都影剧院、横扇影剧院

全国农村“农林科教电影汇映月”先进

集体优生优育科技电影展映月

农牧渔业部、林业部、广电部、文化

部、科委、中国科协
１９８７

吴江县图书馆 全国文明图书馆 文化部 １９８９

红旗影剧院
全国“人口与健康”科教电影汇映先进

集体

文化部、广电部、卫生部、民政部、计

生委、共青团中央等
１９９０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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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吴江县图书馆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受表彰 文化部 １９９０

市图书馆 第二届全国文明图书馆 文化部 １９９４

吴江市 全国文化先进市 文化部 １９９５

市文化馆 全国第四届农村歌手大选赛组织奖 文化部、中国经营报 １９９７

吴江市 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２００４

吴江市
全国“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

读书活动”先进单位

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２００４

吴江市 全国学习型社区先进（市）区
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署、

广电总局
２００４

市文化馆 国家二级文化馆 文化部 ２００４

平望镇文化服务中心 全国特色文化广场 中国群文学会、中国文化报 ２００４

市图书馆 国家一级图书馆 文化部 ２００５

吴江市 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 中国群文学会、中国文化报 ２００６

市图书馆 全国巾帼文明岗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女

“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
２００７

市图书馆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国务院、文化部 ２００８

市文化馆 国家一级文化馆 文化部 ２００８

芦墟镇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文化部 ２００８

平望镇文化服务中心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先进单位
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

中心
２００８

第二节　省级集体荣誉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县）文化系统获得省级集体荣誉１３４项。

表１１１２　１９８２—２００８年省级集体荣誉一览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吴江县锡剧团、铜罗文化中心、

松陵镇文化站
江苏省农村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２

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全省文物普查”先进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８５

松陵镇文化站 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集体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８

八坼乡、菀坪乡、屯村乡、

莘塔乡、北厍镇、金家坝乡、

梅堰乡、坛丘乡、南麻乡、

八都乡、横扇乡、七都乡、

庙港乡、铜罗乡、青云乡、

桃源乡、松陵镇、盛泽镇、

同里镇、震泽镇、黎里镇、

平望镇、芦墟镇文化站

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采编先进

单位
江苏省学科规划领导小组 １９８８

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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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吴江县图书馆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度江苏省文明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８９

红旗影剧院录像厅 文明录像厅 江苏省广播电视厅 １９８９

吴江县文化馆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先进集体
江苏省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办公室、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１９８９

红旗影剧院录像厅 文明录像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０

横扇镇文化站 江苏省民间博览会组织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０

吴江县图书馆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江苏省文明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１

吴江县图书馆
１９９０年度江苏省文化系统思想政治工
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１

吴江县图书馆
１９９１年度红领巾读报奖章活动征文竞
赛组织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１

红旗影剧院录像厅
１９９０年度全省文化系统音像先进单位、
文明录像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１

红旗影剧院 “农村科教电影汇映活动”先进集体

江苏省农工部、农林厅、广电厅、文

化厅、科委、科协、水产局、农工商联

合总公司

１９９２

市文物陈列室 江苏省文物保护先进集体 江苏省公安厅、文化厅 １９９２

松陵镇、盛泽镇、震泽镇、

梅堰镇、铜罗镇、黎里镇、

南麻镇、北厍镇

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乡镇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２

市影剧管理站
发行放映系统１９９１年度达标创优先进
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２

市文化馆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先进集体
江苏省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办公室、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１９９２

南麻镇、青云镇、铜罗镇文化站 江苏省一级文化站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３

松陵镇、黎里镇、北厍镇、

盛泽镇、震泽镇、八都镇、

梅堰镇文化站

江苏省二级文化站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３

屯村镇 江苏省三级文化站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３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２年度江苏省“红领巾”读书活动１０
周年征文组织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３

吴江市 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市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青云镇、菀坪镇、屯村镇、

横扇镇、坛丘镇、七都镇、

八都镇

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乡镇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江苏省图书馆工作先
进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江苏省文明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红旗影剧院 江苏省第三届明星剧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市新华书店中心门市部
全省新华书店百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优

胜门市部、最佳柜组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 １９９５

芦墟镇、同里镇、莘塔镇、

八坼镇、金家坝镇
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乡镇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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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南麻镇、青云镇、铜罗镇文化站 江苏省特级文化站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震泽镇、芦墟镇、北厍镇文化站 江苏省一级文化站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八坼镇、横扇镇、七都镇、

金家坝镇文化站
江苏省二级文化站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红旗影剧院、南麻影剧院 江苏省第四届明星剧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度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工
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７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度江苏省文明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７

平望镇、桃源镇、庙港镇 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乡镇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市文化馆 江苏省文化艺术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档案局 １９９８

红旗影剧院、黎里影剧院 江苏省第五届明星剧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横扇影剧院 江苏省文化系统抗洪救灾先进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市文化馆 江苏省二级文化馆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桃源镇、盛泽镇、梅堰镇文化站 江苏省特级文化站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松陵镇文化站 江苏省一级文化站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芦墟镇、同里镇 江苏省民间艺术之乡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盛泽镇文化站 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人事厅 １９９９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度优秀服务成果集体三
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９

市图书馆
组织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科学讨论会征

文活动优秀集体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９

芦墟镇 省级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０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度江苏省文明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０

吴江宾馆康乐部、

盛泽虹胜宾馆
江苏省文明娱乐场所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０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江苏省文明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１

红旗影剧院 江苏省第六届明星剧场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１

同里镇 江苏省民间艺术（宣卷）之乡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２

市图书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３

市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３

市图书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５

市图书馆 江苏省巾帼文明示范岗 江苏省“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 ２００５

同里退思园 江苏省文物工作优秀档案 江苏省文物局 ２００５

市文化馆 全省美术水平考级先进单位 江苏省美术考级委员会 ２００５

市文化馆 江苏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 江苏省人事厅、文化厅 ２００６

市图书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江苏省文明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６

吴江市 百佳农家书屋
江苏省农家书香工程指导委员会、

新闻出版局
２００７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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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市图书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７

市图书馆
江苏省文化共享工程实用技术操作技能

竞赛组织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７

同里镇 江苏省特色文化之乡（宣卷）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７

盛泽镇渔业村农家书屋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百家农家书屋”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香工程

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７

市文化馆 全省美术水平考级先进单位 江苏省美术考级委员会 ２００７

市图书馆 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江苏省人民政府、文化厅 ２００８

市文广局

市文化馆
第八届江苏省五星工程服务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８

市图书馆
江苏省第四届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

奖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８

市图书馆 江苏省红领巾读书征文组织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８

第三节　苏州市、吴江市级集体荣誉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县）文化系统获得苏州市、吴江市级集体荣誉７８项。

表１１１３　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苏州市、吴江市级集体荣誉一览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吴江县图书馆、

梅堰乡文化站
苏州地区农村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苏州专区行政公署 １９８２

黎里镇、震泽镇、同里镇、

震泽乡人民政府，松陵镇、

横扇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莘塔乡文化站，

梅堰乡文化中心普查组，

八坼乡黑龙村、

桃源乡广福村村民委员会

文物普查先进集体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８５

市图书馆、北厍镇文化中心、

青云镇文化站、红旗影剧院、

铜罗影剧院

吴江县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 １９８６

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苏州市文物工作先进集体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７

松陵镇、同里镇、八坼乡、

梅堰乡、北厍乡、莘塔乡文化站
苏州市群众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１９８９

吴江县文化馆 吴江县先进集体 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 １９８９

吴江县图书馆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度苏州市文明单位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０

吴江县图书馆 苏州市１９９０年度先进集体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

北厍镇文化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 １９９１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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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苏州市文明单位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２

市图书馆 苏州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３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苏州市文明单位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４

市图书馆 苏州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４

市图书馆、市新华书店、

北厍镇文化站、铜罗镇文化站、

红旗影剧院、震泽影剧院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４

盛泽镇文化站、南麻镇文化站 吴江市先进集体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４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度苏州市文明单位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１９９６

盛泽镇 苏州市迎接２１世纪文化示范乡镇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

文化局机关党支部 吴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吴江市委 １９９７

北厍镇文化站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度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７

铜罗镇、青云镇、桃源镇 苏州市迎接２１世纪文化示范乡镇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８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度苏州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８

红旗影剧院 苏州市十佳文明影剧院
苏州市文化局、市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
１９９８

文化局机关党支部 １９９８年度吴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吴江市委 １９９８

芦墟镇、梅堰镇 苏州市迎接２１世纪文化示范乡镇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

北厍镇文化站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度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９

市图书馆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度苏州市文明单位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０

震泽镇 苏州市迎接２１世纪文化示范乡镇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

市图书馆党支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１

市图书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度苏州市文明单位 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２

吴江博物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度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２

市文化馆 吴江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提名奖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３

吴江博物馆 苏州市文物保护先进集体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

市图书馆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苏州市文明单位 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４

市图书馆、吴江博物馆、

市文化馆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４

吴江博物馆 吴江市文物工作先进集体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４

震泽镇
苏州市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古建筑抢修保
护先进集体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

吴江市文广局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先进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员会 ２００６

吴江市文广局
２００６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
理先进单位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６

市图书馆、吴江博物馆、

市文化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６

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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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　份

平望镇文化服务中心
第七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组织承办工作先

进集体
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７

市图书馆、吴江博物馆、

市文化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度文明单位苏州市文明
单位

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８

吴江博物馆、市文化馆、

市图书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吴江市文明单位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８

松陵镇
吴江市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歌咏大赛
三等奖

中共吴江市委员会 ２００８

第二章　个人荣誉

第一节　全国性个人荣誉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县）文化系统获得全国性个人荣誉４４项。

表１１２１　１９６０—２００８年全国性个人荣誉一览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姚梅凤 全国文教群英会先进工作者
全国性奖项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０
年补颁

１９６０

姚梅凤 全国农村文化先进工作者 国家文化部 １９８１

姚梅凤 １９８３年度“三八红旗手” 全国妇联 １９８４

赵林征 “农村科教电影汇映月”活动先进工作者
农牧渔业部、林业部、广电部、

文化部等
１９８７

费子文 从事全国戏曲志编纂工作先进个人 文化部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等 １９８８

朱丽萍
全国第二届农村歌手大选赛通俗唱法二

等奖

全国第二届农村歌手大选赛组织委

员会
１９８８

凌在纯 “九成宫杯”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 中国书协、陕西省书协 １９８８

万雍良 “历史名人与酒”全国书画大赛优秀奖 人民画报社 １９８８

凌在纯 马年中国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 中国硬笔书协 １９９０

徐文初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先进工作者
文化部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

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纂委员会
１９９２

万雍良 第二届国际文化交流书法大赛佳作奖 文化部交流中心 １９９２

庄雪明 第二届赛勒克杯书法作品优秀奖 中国书协 １９９２

１６５

第十一篇　荣　誉



续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张昌炽 婚育漫画优秀工作者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

中国美协艺委会、

中国计生宣教中心、

婚育漫画社

１９９４

万雍良 “黄山颂”国际书画摄影大赛优秀奖 国家文化部中国展览交流中心 １９９４

韩志强 国际文化博览会一级作品奖 中国文联博览会组委会 １９９４

韩志强 国防文化艺术博览会特别等级奖 中国文联博览会组委会 １９９５

董振声
全国青少年“中国精神”读书教育活动特

别指导奖

全国青少年“中国精神”读书教育

活动组委会
１９９５

郑晓鸿 全国第四届农村歌手大选赛美声二等奖 文化部、中国经营报 １９９７

陈剑荣 全国第四届农村歌手大选赛辅导老师奖 文化部、中国经营报 １９９７

韩志强 世纪名家书画展书法作品创作奖 文化部　老年书画研究会 １９９９

庄雪明
“中国世纪之光”中国书画大展书法作品

银奖

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　中国文联组
联部

１９９９

庄雪明 魏都云岗书画大展书法作品优秀奖 中国文联组联部 １９９９

庄雪明
全国群众性书画、

摄影大展书法作品优秀奖
全国群众文化学会 １９９９

庄雪明
全国民间工艺美术、

书法大展作品创新奖
中国民间工艺家协会 １９９９

庄雪明

祖国颂———庆祝建国５０周年“华夏之星”
中国书画、

美术交流大展书法佳作奖

中国书法展览部 １９９９

张兴中 全国群众书画摄影展书法作品优秀奖 文化部　群文学会 ２０００

庄雪明 全国书画、摄影大展赛书法作品优秀奖 文化部　教育协会 ２０００

张兴中 “中国书法美术赴滨展”书法作品铜奖 中国书协 ２０００

万雍良
２０００年奥林匹克第一届国际绘画书法艺
术大赛书法作品优秀奖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中国书协、美协
２０００

张兴中 ２０００年《中国书法导报》首届年展新人奖 中国书法导报 ２０００

庄雪明 中国艺术书画大展书法作品精品奖 中国书画报社 ２０００

谢三勇 全国群众书画摄影展书法作品铜奖 中国群众文化学会 ２０００

沈士芳　黄文蒂 ２００１年“协同杯”首届全国城市体育舞蹈
大赛交谊舞第五名

中国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２００１

周纯洁
第七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绘

画类一等奖
教育部 ２００２

陈隆奎
中国国际科技文化成果博览会书画大展赛

成年组金奖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２００２

周　峰 第八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绘

画类一等奖
教育部 ２００３

李双阳

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奖

首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评奖

全国“小榄杯”书法大赛一等奖

中国书协 ２００４

顾宇驰 金蕾杯全国美术书法作品展银奖 中国文联 ２００６

２６５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续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顾宇驰 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三等奖 中国书法家协会 ２００６

杨文英 国家非遗吴歌代表性传承人 文化部 ２００７

顾宇驰 全国第二届隶书展二等奖 中国书法家协会 ２００７

李双阳 全国首届册页书法作品展览一等奖 中国书协 ２００８

第二节　省级个人荣誉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县）文化系统获得省级个人荣誉１３６项。

表１１２２　１９５７—２００８年省级个人荣誉一览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冯福根 江苏省电影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５７

冯福根 江苏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 １９６０

姚梅凤 江苏省文教卫生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６０

姚梅凤 １９８１年度劳动模范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２

姚梅凤　洪志诚　赵林征 江苏省农村文化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２

姚梅凤 １９８１年度“三八红旗手” 江苏省妇联 １９８２

洪志诚 农村科学普及工作成绩显著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

赵林征 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８５

吴国良 全省文物普查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８５

郑晓鸿
江苏省青年农民《田野之春》歌手比赛

男声独唱二等奖
省级 １９８６

徐容深 全国“银牛杯”书法竞赛优秀奖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等 １９８６

凌在纯 “九成宫杯”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陕西分会
１９８８

凌在纯 首届民主与法制全国书画艺术大赛优秀奖
《中国书法》杂志社、

中共安徽省委政法委员会
１９８８

金永华　沈顺耀 江苏省第二届“莫愁杯”国标交谊舞、拉

丁舞大奖赛霹雳舞三等奖
省级 １９８８

邹　红　肖桂芳 全国越剧青年演员大赛“海狮杯”江苏

选赛优秀表演奖
省级 １９８８

孙爱娟　周　琪 全国越剧青年演员大赛“海狮杯”江苏

选赛荧屏奖
省级 １９８８

凌在纯 首届王安若杯国际书画篆刻大赛佳作奖 陕西省书协 １９８８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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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万雍良 “屈原杯”海内外书画大展优秀奖 湖北省文联、书协、美协 １９８８

万雍良 “牡丹杯”国际书画大奖赛优秀奖 山东省书协、美协 １９８８

庄雪明 “古井贡酒”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 安徽省书协 １９８８

庄雪明 “古象杯”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 甘肃省书协 １９８８

凌在纯 牧野杯国际书画大奖赛优秀奖 中国美协、河南师范大学 １９８９

陈众亮　洪志诚 江苏省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９

蒋永法　赵林征 电影发行放映系统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８９

刘学兰 全国２０城市越剧ＯＫ带大奖赛三等奖 省级 １９８９

罗月仙 全国２０城市越剧ＯＫ带大奖赛鼓励奖 省级 １９８９

凌在纯 黄山电视杯全国书画大赛优秀奖 中国书协安徽省分会 １９８９

万雍良 “米公杯”国际书画篆刻赛优秀奖 湖北省文联、书协、美协 １９８９

陈志强
江苏省首届职工谜会抢猜第一名、

个人佳谜奖
江苏省总工会 １９９０

凌在纯 炎黄子孙与各国友好书画展篆刻一等奖
中国书画报社、天津美术学院、

河北省书协
１９９０

凌在纯 首届颍州西湖碑林书画大赛优秀奖 中国书协安徽省分会 １９９０

凌在纯 西安国际硬笔书法大赛优秀奖
陕西省硬笔书法研究会、

陕西省书协
１９９０

凌在纯
黄鹤杯中国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全国书

法大赛佳作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

宁夏日报社
１９９０

万雍良　庄雪明 “白玉兰杯”中国书法大赛三等奖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联 １９９０

张慎行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省级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１

陈剑荣 “江苏工人之歌”征歌大赛金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文联 １９９１

徐文初　马家钦　金永华 江苏省第二届音乐舞蹈节表演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１

张克俭 江苏省图书馆演讲比赛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１

杨丁元 江苏省第二届演出管理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２

陈志华 江苏省第二届剧场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２

洪志诚 江苏省农村文化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２

钱惠芬
江苏省第三届群众文化干部美术、书法、

摄影展书法作品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群艺馆 １９９２

钱惠芬
江苏省“运河儿女情”美术、书法、摄影

大赛书法作品优秀奖
省级 １９９２

肖桂芳　刘学兰 江浙沪越剧金曲卡拉ＯＫ电视大赛江苏
省选拔赛优秀演唱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２

万雍良 宋河杯书画大奖赛书法作品优秀奖 河南省书协 １９９２

万雍良 首届全国文学艺术赛书法作品二等奖 山西省文联、教委 １９９２

万雍良
保山花市全国书法、美术、摄影艺术大赛

书法作品优秀奖
云南省文联、书协、美协 １９９２

高　峰（市越剧团） 江苏省文化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３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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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钱国良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江苏省文化系统思想
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３

万雍良 首届海内外书画篆刻精品展佳作奖 上海市对外交流协会 １９９３

万雍良 中华五千年书画大赛优秀奖 河南省书协 １９９３

杨丁元 江苏省第三届演出管理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陈志华 江苏省第三届剧场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夏永江 江苏省第三届剧场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董振声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公共图书馆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刘学兰 华东四省市越剧卡拉ＯＫ大赛三等奖 浙江省群艺馆 １９９４

徐方平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度全省馆藏文物安全年
先进个人

江苏省公安厅、文化厅 １９９５

徐新兴 江苏省创收补文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５

金　艳 江苏省第三届音乐舞蹈节表演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５

朱国强　陆茂芹 １９９４年度全省新华书店百日优质服务
竞赛活动最佳营业员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 １９９５

钱惠芬　朱星华 江苏省业余美术、书法摄影展优秀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５

王彦君
江苏省“栗辽杯”声乐新人邀请赛通俗

组二等奖
江苏电视台等 １９９５

万雍良 第三届海内外书法篆刻精品展优秀奖 上海市对外交流协会 １９９５

徐新兴 全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人事厅 １９９６

杨丁元 江苏省第四届演出管理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陈志华　徐新兴 江苏省第四届剧场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周伟平 “先贤杯”全国书画赛书法作品铜奖 河南省书协 １９９６

徐方平　王胜元 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７

万雍良 跨世纪书法大展银奖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１９９７

朱丹军 江苏省文化艺术档案工作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档案局 １９９８

杨丁元 江苏省第五届演出管理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陈志华　张建国 江苏省第五届剧场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孙育康 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创优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马中骏
“１９９８年江苏省群众美术活动周”展览
美术三等奖

江苏省美术馆 １９９８

沈美红
“１９９８年江苏省群众美术活动周”展览
少儿美术二等奖

江苏省美术馆 １９９８

张明观　黄君垣 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人事厅 １９９９

张海江
江苏省公共图书馆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度优
秀服务成果评比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９

孙爱娟　吕苗仙 中国民间越剧节折子戏大赛江苏省代表

队选拔赛二等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９

张兴中
全国民间工艺美术书法大赛书法作品特

别金奖
河南省文联 １９９９

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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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张兴中 “杜甫杯”书法展优秀奖 四川省书协 １９９９

张兴中 魏都云岗书法展优秀奖 江西省书协 １９９９

庄雪明 中华“陆游杯”梅花书画大赛佳作奖 四川省文联 １９９９

庄雪明 “新星杯”诗联书法大赛二等奖 湖北省楹联学会 １９９９

庄雪明 海内外中国书画篆刻精品展佳作奖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１９９９

庄雪明 海内外书画大赛书法作品银奖 黑龙江省书协 １９９９

沈泉生 江苏省文化市场管理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０

袁　奕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度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０

潘丽敏 党员优质服务标兵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１

杨丁元 江苏省第六届演出管理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１

孔江明　张建国 江苏省第六届剧场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１

朱丹军 江苏省艺术档案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２

万雍良 伏羲杯诗书画大展优秀奖 甘肃省文化厅 ２００３

刘延华 江苏省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文物局 ２００３

朱晓红 江苏省文化工作个人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文化馆、江南时报 ２００４

陶国宏 江苏省戏曲票友大赛锡剧十佳票友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 ２００４

钱丽霞 江苏省戏曲票友大赛越剧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４

周云平 美术考级先进个人 江苏省美术考级委员会 ２００４

李双阳 江苏省第二届农民艺术节书法类荣誉奖
江苏省第二届农民艺术节组委会、

省委宣传部
２００４

李双阳
第三届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获奖

作品

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青年联合会、

青年书协
２００４

杨丽华
２００４年华东六省一市青少年文学作品
大赛优秀辅导奖

江苏省文化馆 ２００４

潘丽敏 江苏省政工专业人员培训优秀学员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２００５

顾宇驰
江苏省第四届企业职工暨农民美术书法

作品大赛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６

陈月良 师俭堂修缮工程技术奖 江苏省文物局 ２００６

周云平 美术考级先进个人 江苏省美术考级委员会 ２００６

姚丽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全省“百家农家书屋管
理员”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

江苏农家书香指导委员会
２００７

屠晨辉
江苏省首届“戏曲票友之星”会演优秀

节目奖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２００７

姚　斌 江苏省第三届戏曲“红梅奖”大赛铜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

省文联、省广播电视总台
２００７

沈泉生 美术考级先进个人
江苏省社会艺术教育中心美术考级

委员会
２００７

周云平 美术考级先进个人 ２００７

周建楠 读书明星 ２００８江苏农民读书节组委会 ２００８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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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王淑婷　沈佳佳　何心悦
任诗音　卢思远

２００８年江苏省第二届青少年中日友好
书画大赛少年组银奖

江苏省文联 ２００８

蒋莹茵
２００８年江苏省第二届青少年中日友好
书画大赛少年组铜奖

江苏省文联 ２００８

周云平 美术考级先进个人 江苏省美术考级委员会 ２００８

第三节　苏州市、吴江市级个人荣誉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县）文化系统获得苏州市、吴江市级个人荣誉１３１项。

表１１２３　１９７７—２００８年苏州市、吴江市级个人荣誉一览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黄君垣 吴江县工业学大庆群英会先进代表 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 １９７７

赵瑞林　张龙官　顾永翔
张金生　王雪林　钱琴珠
史家林　沈金虎　蔡兴昌
沈建高　黄君垣　庞授荪
平天凤　莫中汉　徐鉴明
黄雪琪　尤海荣　华玉龙
李子植　仲天荣　钟永江
钱惠芬　钮永明　唐守仁
吴祥林　王培中　吴天兴
林昌年　钮秋江　张明海
吴海燕　张小敏　盛泉明
刘建平　柳德庆　金恩官
周金男　汝迪昌　刘盛明
张云生　严国英　倪力人
陆铭智　顾兴伟　殷安如
蒋维德　金桂荣　张益宜
吴国良　徐容深　杨舜融

吴江县文物普查先进个人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８５

屠国栋　章丽娟 苏州市１９８５年度先进工作者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６

吴国良　黄君垣　屠国栋
史家林

吴江县“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县委、县政府 １９８６

殷安如　张雪康 苏州市文物普查工作先进个人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７

黄君垣　徐容深 苏州市文化先进工作者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７

王彦君　杨建华
顾燕萍　赵小林 “金三角”电视声乐大奖赛通俗组二等奖

苏州、无锡、常州、南通４市电视台
和福建省“金三角”电视制作中心

１９８８

黄君垣　唐守仁　屠国栋
钱水生　徐鉴明　洪志诚
史家林　陈众亮　朱永兴
张明观　徐文初　郁　伟

苏州市先进工作者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９

董振声 “升级”奖励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０

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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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奖项或荣誉称号 颁发者 年份

江元志 “升级”奖励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

董振声
１９９０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记
大功”奖励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

黄君垣
１９９０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记
功”奖励。

吴江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

屠国栋　徐鉴明　虞伟康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两个文明”建设先进
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２

张慎行
１９９１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记
大功”奖励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

钱国良　屠国栋　董振声
杨舜融　丁金虎　陈志华
洪志诚　王荣祥

１９９１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记
功”奖励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

刘强民　董振声　徐新兴 １９９２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记
功”奖励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３

钱国良 １９９３年度吴江市级劳动模范 吴江市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４

邓明华 １９９３年度吴江市级劳动模范 吴江市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４

王荣祥　洪志诚　虞伟康
陈月良　费子文　陈　永
高　峰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４

钟雪明　虞伟康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度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５

虞伟康 吴江市劳动模范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６

孔江明　高源生　费子文
朱永兴

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６

虞伟康 苏州市劳动模范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

虞伟康　钟雪明 “八五”期间苏州市十佳文化站长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

徐新兴 １９９１年度吴江县级劳动模范 吴江市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７

董振声　王胜元 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吴江市委 １９９７

陈志华　虞伟康　钟雪明 １９９６年度“记三等功”奖励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

虞伟康　刘海萍　孙育康 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吴江市委 １９９９

黄君垣 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１９９９

徐方平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吴江市委 ２００１

潘丽敏 吴江市优秀市民、月季花奖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２

陈月良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吴江市先进工作者 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 ２００４

潘丽敏
２００４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记
三等功”奖励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

潘丽敏
２００７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记
三等功”奖励

吴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

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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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艺及学术作品荣誉

　　至２００８年底，吴江市（县）文化系统３４１项文艺及学术作品获得各级荣誉。

表１１３１　１９５４—２００８年文艺及学术作品荣誉一览表

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卫生干事（戏曲） 姚梅凤表演 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二等奖 不详 １９５４

半夜审牛犊（小戏） 钱元亮创作 全国小剧本征文二等奖 不详 １９５６

陆卖饼（戏曲）
姚梅凤、严仁荣参与

演出
江苏省戏剧演出演员二等奖 不详 １９５７

白雪丹心（弹词） 李荫表演
苏州地区评弹会演创作、

演出奖
苏州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 １９６５

风雨江南（锡剧） 许龙生、杨正吾创作 江苏省戏曲会演创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７６

叔叔给你拍照、

护新苗（文艺节目）
费子文创作 南方文艺会演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７６

跨进雄伟纪念堂（弹词） 李荫表演 江苏省评弹会演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７８

五姑娘（戏曲）
陆廉德、徐文初、

周晓明、王国杰创作
省第二届戏剧节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８２

五姑娘（长篇叙事民歌） 张舫澜整理

省民间文学奖一等奖 江苏省文联 １９８３

全国第二届民间文学

评比三等奖
中国文联 １９８９

春风妈妈谢谢你（歌曲） 周煜祥创作 省少儿歌曲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广电厅、

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
１９８７

人生之路（歌曲） 徐文初词 省首届音乐舞蹈节二等奖 江苏省音乐舞蹈节办公室 １９８７

西圩村婚变（故事） 徐卓人撰写

省新故事会串优秀创作奖

第三届江浙沪新故事会串创作

二等奖

江苏省群艺馆等 １９８７

遗产（漫画） 张昌炽创作
《储蓄与消费》杯漫画大赛三

等奖

储蓄与消费报社、

重庆漫画学会
１９８７

方圆之间（散文） 吕锦华撰 全国散文大奖赛三等奖 不详 １９８８

思乡曲（歌曲）
蔡永强词

周煜祥曲

水乡的小楼（歌曲） 张嘉贞创作

乡情（歌曲） 楼六曙创作

全国“江南杯”歌曲创作大赛

作品奖
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 １９８８

为了幸福的明天（书法） 许建华书 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一等奖 不详 １９８８

盾之恋（歌曲） 陈剑荣曲 武警部队全国会演创作三等奖 不详 １９８８

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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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保险花，吉祥的花（歌曲） 方留洪词，秦怡东曲 全国工人歌曲征歌评选银奖 中国音协、江苏省文联 １９８８

我幸福，我生在中国

（歌曲）
蔡永强词，周煜祥曲

江苏省首届“三星”电视大赛

十佳作品奖

中央电视台、江苏省音乐

杂志社、苏州电视台
１９８８

太湖之滨一枝花（歌曲） 楼六曙词 省职工大赛创作奖
江苏省广播电视厅、

江苏省总工会
１９８８

阁楼（小品）
徐卓人创作，丁建国、

钟雪明表演

省戏剧小品赛繁荣创作奖

华东首届小品会演江苏选拔赛

三等奖、繁荣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８８

阳春白雪（琵琶曲） 李莉独奏

省少儿民族器乐比赛少年组一

等奖

全国第二届少儿民族乐器比赛

少年组纪念奖

不详 １９８８

在那里（歌曲） 荆歌词，陈剑荣曲
“泰星杯”江、浙、闽创作歌曲

大赛三等奖
不详 １９８９

唐宋诗词（小楷） 刘亚明书 天马腾飞精英大赛优秀奖

书法艺术报、日本桑雪书

法会、英国东方艺术协会、

加拿大世界书联

１９９０

儿子像不像我（漫画） 张昌炽创作
“人·恋·婚·育·家”漫画

比赛佳作奖

中国计生教育中心、

婚育漫画报社
１９９０

龙凤花烛（蜡制工艺品） 范文尚创作
省首届民间美术博览会优秀作

品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０

轻舟已过万重山（摄影） 史家林摄
省第二届群众文化干部美术、

摄影展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０

何文秀·算命（戏曲） 肖桂芳表演
省第二届青年戏曲大奖赛

二等奖
不详 １９９０

水乡（水彩画） 张辛题创作 省第四届水彩画展佳作奖 不详 １９９０

月亮之歌（独舞） 罗丽表演
省首届中学生、中师生文艺调

演一等奖
不详 １９９０

金色的摇篮（歌词） 方留洪撰写 优秀创作奖
上海市文联、上海市歌声

编辑部
１９９０

钻进去后（漫画） 张昌炽创作 新闻漫画赛优秀奖 河南农民报社 １９９０

小小柜台（歌曲） 方留洪词，秦怡东曲
全国职工“三热爱”歌曲征集

评选三等奖
中国音协、全国总工会 １９９１

土茶壶泡茶沁沁凉

（歌曲）
陈剑荣创作

全国未来词曲作家演唱家成才

之路讲座大赛优秀创作奖
中国曲艺家协会 １９９１

拾来的老婆（故事） 徐卓人撰写
全国“轩辕杯”新故事大赛三

等奖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１９９１

阳光和我们（歌曲） 荆歌词，陈剑荣曲 全国工人歌曲征歌银奖
全国总工会文工团、

江苏省音协
１９９１

新屋（农民画） 周鑫华创作 省农民画展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农林厅 １９９１

相亲（舞蹈）
高菊珍创作，方博曲，

顾芳芳表演

省第二届音乐舞蹈节创作二等

奖、作曲三等奖、表演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１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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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最美不过家乡美（歌曲） 蔡永强词，张嘉贞曲

放鸭姑姑爱唱响山歌

（歌曲）
沈继先创作

“江苏家乡之歌”征歌三等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

文化厅、省文联、省电视台
１９９１

金雀飞起来（歌曲） 方留洪词，张嘉贞曲
“江苏工人之歌”征歌大赛一

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电视台、

省总工会
１９９１

春水长流（歌曲） 方留洪词，秦怡东曲
省第二届新春新人新歌电视大

赛三等奖
省电视台 １９９１

李娃传（连环画） 范振涯创作

童年的足迹·秋冬

（水彩画）
张辛题创作

建党７０周年省美术书法摄影
展优秀作品奖

江苏省文联、省美协 １９９１

闷动大师的心

（演唱作品）
徐卓人撰写

省抗洪救灾文艺演唱作品评选

一等奖

丈夫的情操

（演唱作品）
徐文初撰写

左右逢“援”（相声） 钱国良创作

省抗洪救灾文艺演唱作品评选

三等奖

不屈的歌（歌曲） 钱国良词，陈剑荣曲
省抗洪救灾文艺演唱作品繁荣

创作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１

深化图书馆情报职能的途

径（论文）
张海江撰

省图书馆情报第二次征文评比

三等奖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工委、

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１

不夜城（摄影） 吴寅晖创作
１９９１年迷人的南京路摄影赛
业余组优秀奖

上海市摄协、黄浦区人民

政府
１９９１

张飞理发（漫画） 张昌炽创作
“西经杯”维护消费者权益漫

画、摄影竞赛三等奖
经济生活报编辑部 １９９１

现代意识在农村文化中心

的地位（论文）
徐卓人撰

面向９０年代群众文化理论征
文优秀论文奖

文化部群文司 １９９２

苏南花烛

（短文附摄影作品四幅）
华玉龙撰、摄

“中国民间文艺一绝”评奖一

等奖
文化部《群众文化》 １９９２

一场误会（漫画） 张昌炽创作
首届全国《人口国策杯》漫画

艺术大赛展出奖

国家计生委宣教司、

上海家庭报、婚育漫画

报社

１９９２

迎春（摄影） 刘建华创作 “国佳杯”首届中国艺术摄影奖 中国艺术摄影协会 １９９２

街景（哑剧小品） 张明观创作

华东第三届戏剧小品大赛

三等奖

上海市文化局、

广播电视局
１９９２

江苏省第四届残疾人艺术会演

创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７

中国曹禺戏剧（小品小戏奖）

入围奖
中国文联、作协 ２０００

水乡小夜曲（歌曲） 方留洪词
省民间歌曲、音乐、舞蹈大赛一

等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
１９９２

排队奇闻（方言说唱） 徐文初创作 省群众文艺征文三等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２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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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坚强的后盾（歌曲） 陈剑荣创作
全国“吉祥之声”征歌比赛佳

作奖

赞美你，保险员（歌曲） 陈剑荣创作
全国“吉祥之声”征歌比赛三

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１９９２

千舟竞发（摄影） 华玉龙创作
省第三届群文干部美术书法摄

影展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群艺馆 １９９２

庭院（油画） 陈永林创作

故乡（版画） 马中骏创作

省“税收带来祖国美”税务杯

赛三等奖

江苏省美协、书协、

省税务局
１９９２

小小放牛娃（歌曲）
方留洪词

秦怡东曲

湖北省首届校园歌词创作竞赛

优胜奖

湖北省音协、

湖北省妇女联合会
１９９２

过江图（国画） 凌淦群创作 日、中水墨画代表作家展优秀奖 中日新闻社、日本水墨画会 １９９３

水乡夜曲（歌词） 方留洪撰写
全国第三届“群星奖”创作一

等奖
文化部 １９９３

雪花情（歌词） 方留洪撰写
“塞北杯”全国短诗大奖赛优

秀奖

河北省文化厅、

河北省群艺馆
１９９３

无题（漫画） 张昌炽创作
“澄新杯”漫画·幽静画大赛

“佳作奖”

江苏省美协、

江苏党的生活杂志社
１９９３

并非高玉宝（漫画） 张昌炽创作
安徽省计生漫画、宣传画大赛

三等奖

安徽省计生委、文化厅、

计生协会
１９９３

螺旋般的日子（散文） 徐卓人撰写 全国散文征文大赛二等奖 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 １９９４

青天里一片白云（散文） 徐卓人撰写
《中国文化报》优秀作品版面

评奖三等奖
中国文化报社 １９９４

苏南的小康文化（论文） 费子文撰写
华东片群众文化理论研讨会二

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４

真假太子·告状（弹词） 陈松青、徐萍表演

省首届曲艺节剧目奖、优秀创

作奖、表演奖

江苏省首届曲艺节组织委

员会
１９９４

第三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表

演银奖
文化部、江苏省政府 ２００６

抛彩球（漫画） 张昌炽创作 “曙光杯”漫画大赛二等奖
河北省新闻美术学会、

科技报社
１９９４

生儿子秘方（漫画） 张昌炽创作 婚育漫画艺术展纪念奖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

婚育漫画报
１９９５

群众文化精品意识

（论文）
徐卓人撰写 现代文化管理征文二等奖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１９９５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影评）
俞前撰写 影评征文比赛荣誉奖 总政文化部、文化影视局 １９９５

太阳下走来的小女孩

（歌曲）

林宗词、张嘉贞曲，金

永华伴舞设计，金艳

演唱

省第三届音乐舞蹈节创作节目

二等奖、优秀表演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５

情·丝·绿叶（歌舞）
方留洪词、秦怡东曲，

金永华、郭祖民编导

省第三届音乐舞蹈节节目

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５

徐关祥的三件宝

（报告文学）
徐宏慧撰写 省农村广播评奖二等奖 江苏省广播电视管理局 １９９５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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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农民时装表演队（摄影） 高峰创作
走向富裕———省小康县市摄影

优秀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
１９９５

论乡镇图书馆在为乡镇企

业服务中的前哨作用

（论文）

董振声撰写

论县（市）普及万册图书

馆的意义（论文）
张海江撰写

图书馆也要跟上时代步伐

（论文）
郁伟撰写

关于提高乡镇图书工作水

平的几个问题（论文）
洪志诚撰写

省第二届乡镇万册图书馆经验

交流暨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５

《中图法》总论复分表的

改进意见（论文）
郭力群撰写

省图书馆学会第六次科研会三

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５

浅谈吴歌的保存与开发利

用（论文）
徐文初撰写

上海“万川杯”吴歌大奖赛优

秀论文奖

江苏省吴歌学会、上海万

川文化传播公司
１９９５

泊（摄影） 洪志诚创作 省业余美术书法摄影展三等奖

同饮一江水（摄影） 陆小明创作 省业余美术书法摄影展优秀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５

默默耕耘文化人（特写） 徐卓人撰写 “现代文化经营者”征文三等奖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１９９６

二龙抢“珠”（漫画） 张昌炽创作
第三届全国“人口国策杯”漫

画艺术赛荣誉奖

宝宝这回瞄准了（漫画） 吴建桥创作
第三届全国“人口国策节”漫

画艺术赛纪念奖

国家计生委宣教司、

中国美协艺委会、

婚育漫画报等

１９９６

岳阳楼记（硬笔） 韩志强创作 全国书画邀请赛二等奖 中国书协、美协 １９９６

他与她（喜剧小品） 黄君垣创作

“青岛杯”小品征文及当代文

化艺术创作研讨会全国大赛三

等奖

中国剧协 １９９６

文化企业腾飞的翅膀

（论文）
唐守仁撰写 当代文学创作研讨会三等奖 中国艺术研究院 １９９６

农村文化长廊建设的初探

（论文）
费子文撰写

华东片群众文化理论研讨会优

秀论文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金色的阳光（戏剧小品） 荆歌创作
省群文先进县、区文艺会演三

等奖

向新世纪走（歌曲）
林宗词，

张嘉贞曲

省群文先进县、区文艺会演纪

念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６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情报服务（论文）
张海江撰写

市场经济条件下读者工作经验

交流暨理论研讨会论文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６

图书馆管理员的素质培养

（论文）
李红梅撰写

省公共图书馆读者工作会议三

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６

水乡秋意（水彩画） 张辛题创作 省首届企业职工大赛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６

水乡小夜曲（歌词） 方留洪创作 群星创作一等奖 文化部 １９９７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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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知识工程———农村图书馆

发展机遇与挑战（论文）
张慎行撰写

建设乡镇图书馆必须强化

政府功能（论文）
董振声撰写

农村图书馆是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

（论文）

张海江撰写

全国首届农村图书馆建设理论

研讨会论文二等奖

文化部图书馆司、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７

盼（话剧小品） 黄君垣创作
１９９７年文化艺术人才创作研
讨会作品大赛二等奖

中国作协《文艺报》 １９９７

中堂·正琵琶诗（书法） 钱惠芬创作
２０世纪中韩书法作品精鉴优
秀奖

中韩书法家联谊会 １９９７

姐姐们，坚持一下让小弟

弟学文化！（漫画）
张昌炽创作

第四届全国人口国策杯漫画艺

术大赛荣誉奖

国家计生委宣教中心、

婚育漫画报联合社等
１９９７

浅议文化市场的管理

（论文）
王瑾撰写

省第二届理论研讨会征文

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７

水调歌头（书法） 周云平创作
省第五届群文干部美术书法摄

影展优秀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７

鲈乡小孩（歌曲） 秦怡东曲 省少儿歌曲征集评选一等奖

水乡的小男孩（歌曲） 华也词，孟关鑫曲 省少儿歌曲征集评选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群艺馆 １９９７

轻舟徐徐行（摄影） 洪志诚创作

唐诗二首（书法） 钱惠芬创作

“十五大精神颂”省美术书法

摄影优秀奖

书论节选（书法） 钱惠芬创作
“十五大精神颂”省美术书法

摄影三等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７

赛龙舟（儿童画） 陆莉颖创作 省第二届少儿艺术节三等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７

狗眼看人低（民间故事） 徐文初撰写 省第二届民间文学评奖二等奖

泉姑娘（民间故事） 徐文初，朱永兴编辑 省第二届民间文学评奖三等奖
江苏省民间文学协会 １９９７

立足坚实大地，为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论文）
李红梅撰写

省图书馆学会第七次科学讨论

会二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７

百年圆梦（歌词） 方留供词
１９９７年“秦华杯”歌词大赛佳
作奖

陕西省音协文学学会等 １９９７

黄河母亲·我们歌唱你

（歌词）
方留洪撰写

首届全国青年歌词邀请赛

优秀奖

合肥市音协青年歌词编

辑部
１９９７

乡道残雪（水彩画） 张辛题创作 省水彩画年展金奖 江苏省水彩画研究会 １９９７

定位（戏剧小品） 黄君垣创作
中国作协全国作品研讨评奖二

等奖
中国作协《文艺报》 １９９８

吴江松陵文化站走上发展

文化新路（报告文学）
徐宏慧撰写 “河西杯”征文二等奖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中国文化报》
１９９８

预备役进行曲（歌曲） 张志远曲
全国预备役部队歌曲征集

优秀奖
不详 １９９８

知识工程与农村村级图书

室建设思考（论文）
张慎行撰写

全国知识工程理论与实践研讨

会优秀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广西图书馆学会等
１９９８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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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繁荣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

建议（论文）
唐守仁撰写

中国新时期文艺创作研讨会二

等奖
中国作协《文艺报》 １９９８

浅议机关的财务管理

（论文）
王瑾撰写

省首届文化财务理论研讨会一

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明月照故乡（水彩画） 张辛题创作 首届省美术节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买夫（弹词） 陈松青表演
第三届省曲艺节节目奖、

表演奖

江苏省文化厅、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８

中堂·江楼月诗（小楷） 钱惠芬创作 江苏省群众美术周展览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８

蕴含（摄影） 马中骏创作

放飞（摄影） 朱鼎创作
江苏省群众美术展三等奖 江苏省群艺馆 １９９８

天安门诗抄（小楷） 刘亚明创作
省老干部纪念周恩来１００周年
诞辰书画摄影展展出奖

江苏省老干部局 １９９８

传统文化（油画） 张幸亏创作 中小学作品展二等奖 江苏省文联 １９９８

为他们开启“柳暗花明”

之门（论文）
李红梅撰写

省读者工作理论研讨会论文二

等奖

网络环境下读者服务工作

的特点与形式
郭力群撰写

省读者工作理论研讨会论文三

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省高

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

委员会

１９９８

彩绘人生（摄影） 华玉龙创作

虾趣（国画） 贺梦晴创作
全国群众书画大赛优秀奖 文化部中国群文学会 １９９９

如此邻居（小品） 黄垣君创作 “共和国５０年”征文二等奖 中国作协《文艺报》 １９９９

江南水乡美（歌曲） 君辉词，秦怡东曲
全国第二届戏歌电视邀请赛二

等奖

中国剧协、广电学会、

北京电视台
１９９９

我把妈妈借给你（歌曲） 华也词，秦怡东曲

假日里我们去郊游

（歌曲）
朱积聚词，秦怡东曲

小鸟、小鸟（歌曲）
周秒裘、方留洪词，

张嘉贞曲

“宇宏杯”全国少年儿童歌曲

电视赛优秀奖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儿

童音乐学会、文化部离退

休人员服务中心

１９９９

小号手（摄影） 钟雪明创作
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 ５０
年研讨会二等奖

文化部中国艺术团 １９９９

论知识经济与图书馆产业

化若干问题（论文）
郭力群撰写

纪念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 ２０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山东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９

乡镇图书馆如何面向世纪

之交（论文）
费子文撰写

省群众文化理论评奖优秀

论文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９

翻斗诗（小楷） 刘亚明创作
省“老小同乐”美术、书法展览

展出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９

似水流年（水彩画） 张辛题创作
庆祝建国５０周年省美术作品
展优秀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
１９９９

轻（摄影） 史家林创作
省第二届群文班干部书画摄影

展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１９９９

白居易诗《山枇杷》

（草书）
钱惠芬书 江苏省第二届群众美术周铜奖 不详

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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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基层公共图书馆小型化的

思考（论文）
李红梅撰写

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科学讨论

会论文二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９

乡镇图书馆改革之我见

（论文）
董振声撰写

开创读者工作新天地

（论文）
张慎行、袁奕合撰

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科学讨论

会论文三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９

中学生课外阅读辅导

（论文）
张海江撰写

第二届省中小学图书馆理论研

讨会论文二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１９９９

新屋（农民画） 周兴华创作 省农民画展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农林厅 １９９９

读柳亚子《感事呈毛主

席》手稿札记（论文）
李海珉撰

柳亚子传

（长篇人物传记）
张明观著

苏州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评奖二等奖

苏州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评奖一等奖

江苏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评奖三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

茶花女·特殊的谈判

（弹词）
陈碧虹、吴伟东改编

第六届中国艺术节·苏州评弹

比赛优秀创作奖、优秀节目奖
文化部 ２０００

渔光曲（摄影） 华玉龙创作
中国第六届艺术节暨苏州市文

化节优秀作品奖
艺术节组委会 ２０００

颐养（摄影） 华玉龙创作 ２０００年世界华人艺术展佳作奖

无题（绘画） 陈溪平创作 ２０００年世界华人艺术展铜奖
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中国

文联艺指委、人民画报社
２０００

贺千禧图（国画） 陈溪桥创作 中国龙文化艺术节书画展银奖
文化部社文司中国诗文化

协会
２０００

渔舟晚唱（摄影） 钟雪明创作 全国群众书画摄影展优秀奖 中国群文学会 ２０００

蒙骗过关（漫画） 张昌炽创作 安全漫画大赛三等奖 国家经贸委安全生产局 ２０００

文化馆用人制度必须改革

（论文）
朱永兴撰写

全国“世纪说”文化作品评选

二等奖
中国文联出版社 ２０００

发现（散文） 李海珉撰写 省首届读书活动三等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新闻

出版社
２０００

我唱我的祖国好（歌曲） 方留洪词，秦怡东曲

河南省第六届歌曲创作评选一

等奖

中国音协、河南省文化厅、

音协
２０００

第六届中国民族歌曲演创大奖

赛银奖
中国音乐家协会 ２００５

惊愕奏鸣曲（小说） 荆歌撰写
省首届紫金山文学评奖中篇小

说奖
江苏省作协 ２０００

太湖渔归（歌曲） 方留洪词，唐斌华曲
第三届中国开渔节“天安杯”

全国华夏渔歌新作大赛三等奖
中国音协、浙江省音协 ２０００

论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

信息资源整体优势的营造

（论文）

董振声撰写

网络环境下县级图书馆的

读者构成及其服务研究

（论文）

潘丽敏、袁奕合撰

省第五届县市图书馆馆长理论

研讨会二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０

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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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论乡镇图书馆的体制创新

（论文）
董振声撰写

新世纪乡镇图书馆发展模

式之探讨（论文）
张慎行撰写

２０世纪中国沿海地区乡镇图
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评奖

二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农村妇女读书会侧记

（论文）

李红梅、潘丽敏合撰

２０世纪中国沿海地区乡镇图
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评奖

三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０

同里三味

（电视系列专题片）
同里镇

江南桃花水（歌曲） 方留洪词，唐斌华曲

同里摄影作品选集 同里镇政府

苏州市第四届“五个一工程”

入选作品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２０００

心灵有声（小品）

钱水生、许龙生编剧，

许龙生导演，吴玉珍、

杨继伟表演

省残疾人文艺会演表演二等

奖、创作奖

江苏省文化厅、广电局、

民政厅、残联会、教育厅
２００１

福彩杯第五届全国残疾人会演

表演二等奖、新作奖

文化部、民政部、

广电总局、中国残联
２００１

政府功能转换和图书馆公

益性服务产品的打造

（论文）

董振声撰写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０１年会优
秀论文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１

祝你健康（歌曲）
钱国良词

陈剑荣曲

“健康求助献爱心”全国歌曲

征集优秀奖
中国文艺家俱乐部 ２００１

中国船（歌词） 方留洪撰写
庆祝建党８０周年“文化宫杯”
全国歌词大赛三等奖

宝鸡市音协、工人文化宫、

音乐文学学会
２００１

阳光下的晚年（人物画） 凌淦群创作
省首届社区艺术节综艺展优秀

创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１

幽弄（水彩画） 张辛题创作

庆祝建党８０周年省第二届企
业职工美术书法作品大赛优

秀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总工会 ２００１

古镇小娃娃（歌词） 华也创作 中华校园金曲比赛一等奖 浙江省音协 ２００１

水乡新嫁娘

（女声小合唱）
张嘉贞曲并辅导排练

首届江苏·中国民间艺术节省

民歌民舞民乐大赛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中国文化

报社、江苏省广电总台
２００２

苏州市第六届“五个一工程”

入选作品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２００３

面向未来发展，抓好基础

建设（论文）
董振声撰写

省第七届县市区图书馆馆长理

论研讨会一等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２

细雨润双桥（水彩画） 张辛题创作
省首届“李剑晨奖”水彩画双

年展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２

四柏行（书法） 许建华创作 第二届家庭文化艺术节优秀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２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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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美”是少儿舞蹈与音乐

创作的核心理念（论文）
秦怡东撰写

浅谈少儿舞蹈创意

（论文）
王平撰写

儿童初期钢琴教学中如何

培养和保持兴趣（论文）
张嘉贞撰写

省第二届少儿文艺理论研讨会

论文二等奖

省第二届少儿文艺理论研讨会

论文三等奖

全国２００５年音乐论文大赛一
等奖

江苏省文化馆、

省少工委办公室
２００２

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委

员会等
２００５

古韵新声、梦里水乡

（摄影）
钟雪明创作

省百人摄影艺术作品大展

佳作奖
江苏省文化城 ２００２

牡丹缘·践约抛花 陈松青、徐小凤
第二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节

目奖
文化部 ２００３

如何组织好创作歌曲的演

唱（论文）
张嘉贞撰写

论抓好文化艺术产品生产

的管理意识（论文）
秦怡东撰写

浅谈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

作（论文）
钟雪明撰写

《文化大视野———全国群众文

化、图书、博物论文集》评比优

秀论文奖

《文化大视野》编委会、

中国群文学会
２００３

盛世放歌（歌曲） 华也词，刘立民曲
第四届中国民族歌曲演创大奖

赛中国民歌百首金歌金奖

中国民族歌曲原创大奖赛

组委会、歌曲编辑部
２００３

装点家乡的美丽（歌曲） 华也词，侯小声曲

第五届“鑫通杯”中国少年儿

童歌曲卡拉ＯＫ电视大赛作品
三等奖

中国关工委、妇联、

中央电视台等
２００３

敲门（戏剧小品） 朱晓红编剧 第五届省“五星工程奖”金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３

打造网上的吴江市图书

馆—吴江市图书馆网站建

设回顾

张慎行撰写
省公共图书馆网站设计竞赛资

源开发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３

江南古宅（美术） 方诗行创作
首届省文物节“画我心中的文

物”省少儿美术大赛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３

我是爷爷的小帮手

（美术）
钱悦飞创作

２００３年省少儿书法美术大赛
暨书画展少年组银奖

江苏省文化馆 ２００３

家一样的西塘（散文） 朱晓红创作
省首届群众文化工作者随笔大

赛一等奖

天目秋思（随笔） 钟雪明撰写
省首届群众文化工作者随笔大

赛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馆、

常州市群艺馆
２００３

试用“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论文）

沈泉生撰写 省理论征文金奖
江苏省群文学会、

江苏省文化馆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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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福满神州（歌曲） 华也词，方博曲

水巷弯弯（歌曲） 华也词，唐斌华曲

东京大审判（广播剧，含主

题歌《一腔热血报国仇》）

徐宏慧剧本创作，华

也词

铁血（广播剧，含主题歌

《人中麟凤铁血凝》）

杨筱东剧本创作，华

也词

苏州市第六届“五个一工程”

入选作品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２００３

水乡妞（独唱）
华也词，张嘉贞曲并

辅导

新苗奖·全国儿童音乐大赛创

作和辅导银奖

小背篓 董秋悦
新苗奖·全国儿童音乐大

赛铜奖

新苗奖·全国儿童音乐大

赛组委会、中国儿童文学

研究会、北京五洲之星儿

童文化艺术研究院

２００４

浅谈农村广场文化

（论文）
沈泉生撰写

全国广场文化论文评选一等奖
中国群文学会、

中国文化报社
２００４

新时期中国农村文化改革与发

展论文二等奖

中国群文学会、

中国文化报社
２００５

论学习型社会目标框架下

乡镇图书馆事业发展思路

的调整（论文）

董振声撰写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０４年年会
征文优秀论文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４

情思“济东会馆”（散文） 张志伟
“我的图书馆情缘”征文优秀

作品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４

采取多种训练方法，提高

业余歌曲参赛水平

（论文）

张嘉贞撰写

浅谈文化馆如何在传承与

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工

作中发挥模范作用（论文）

朱晓红撰写

《文化大视野———全国群众文

化、图书、博物论文集》评比优

秀论文奖

《文化大视野》编委会、

中国群文学会
２００４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

论文评奖三等奖

江苏省民族民间保护办公

室、省群文学会、省文化馆
２００４

我有一本集邮册（歌曲） 张志远曲
全国首届集邮文化节音乐类三

等奖
首届集邮文化节组委会 ２００４

论馆员职业素质构建的重

要性（论文）
李红梅撰写

川吉冀苏桂五省学术研究会论

文三等奖

川吉冀苏桂五省图书馆

学会
２００４

轻拂烟云（摄影） 史家林创作 省文物摄影佳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４

古廊桥影（美术） 张辛题创作

诗一首（书法） 华建平创作

古驿阁杂书册（书法） 许建华创作

第六届省“五星工程奖”美术、

书法、摄影作品赛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４

都市丽人（美术） 凌淦群创作
精品创新工程“现代都市水墨

画展”优秀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４

谈木偶昆曲的传承及保护

（论文）
沈泉生撰写

谈芦墟山歌的美学价值

（论文）
秦怡东撰写

从世界遗产大会想到民族

民间文化传承对当今社会

的作用（论文）

朱丹军撰写

文化馆在保护原生态民族

文化的任务刍议（论文）
杨筱东撰写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

论文评奖二等奖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

论文评奖优秀奖

江苏省民族民间保护办公

室、省群文学会、省文化馆
２００４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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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土人的诅咒

（文学作品）
陆冰瑶

２００４年华东六省一市青少年
文学作品大赛小学组金奖

甜？咸？

（文学作品）
施筠芸创作

２００４年华东六省一市青少年
文学作品大赛中学组优秀奖

江苏省文化馆 ２００４

西塘古韵（歌曲） 华也词，龙飞曲
“大江飞歌”暨首届江苏省“全

中山奖”创作歌曲评选佳作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

文联、省音协
２００４

好收成（舞蹈） 吴江市
中国澳门金莲花奖老年舞蹈大

赛一等奖

锦上添花（舞蹈） 吴江市
中国澳门金莲花奖老年舞蹈大

赛三等奖

宋庆龄基金会 ２００５

文化馆如何提高公共文化

服务的效应（论文）
沈泉生撰写

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征

文二等奖

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

司、中国文化报社
２００５

这里曾是抗日的战场

（摄影）
史家林创作

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
年书法美术摄影展三等奖

文化部文化艺术中心 ２００５

万里一线牵（歌曲） 张志远曲
第六届中国民族歌曲演创大奖

赛铜奖
中国音乐家协会 ２００５

今天阳光真好（歌曲） 华也词，刘永泉曲
第六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ＯＫ电视大赛作品三等奖
中国少儿音乐学会大赛组

委会
２００５

喜鹊飞上吊脚楼（歌曲） 华也词，刘莎曲
湖南省动感地带杯少儿音舞大

赛金奖
湖南省文化厅 ２００８

小鸟，小鸟（歌曲） 方流洪词，张志远曲
中国首届群众创作歌曲大

赛铜奖
中国群众文化学会 ２００５

谈芦墟山歌的美学价值

（论文）
秦怡东撰写

全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征文二

等奖
中国艺术研究院 ２００５

满门风雅，再扬清芬

（论文）
朱晓红撰写

《文化大视野———全国群文、

图书、博物论文集》评比优秀

论文奖

《文化大视野》编委会、

中国群文学会
２００５

论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裂化

（论文）
董振声撰写

省首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

果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图书馆

学会
２００５

农村文化广场：构建农村

公共服务体系（论文）
沈泉生撰写

新时期中国农村文化改革与发

展论文评选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报刊中心、

省群文学会、省文化馆
２００５

凤鸣朝阳（独幕话剧） 郭祖民编导 省第三届小戏小品大赛作品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文联 ２００５

水乡妞（歌伴舞）
华也词张嘉贞曲并与

王平艺术指导

省第四届少儿艺术节少儿文艺

赛演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教育厅 ２００５

心中的水乡（歌曲） 华也词蔚鸫曲
浙江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２００５

心的翅膀（舞蹈）
王平、许荣凤编导，秦

怡东曲

省第六届残疾人文艺会演

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民政厅、

省教育厅
２００５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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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小区健身场（美术） 凌淦群创作
全国社区文明风采书画摄影和

征文赛金奖

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新闻

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
２００６

光明万家（摄影） 许金荣创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暨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８５周年摄影艺
术展金奖

中宣部文艺局、

中国摄影家协会
２００６

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论文）
沈泉生撰写

文化馆、站与新农村建设暨文

化馆、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征文一等奖

文化馆舞起“龙头”新农村

花开“联动”———从江苏吴

江“文化联动”推进新农村

文化建设谈起（论文）

朱晓红撰写

文化馆、站与新农村建设暨文

化馆、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征文三等奖

中国群文学会、中国文化

报社、江苏省群文学会、省

文化馆

２００６

含笑花（歌词） 华也创作
“黄鹤之声”少儿歌曲童谣征

集三等奖

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

年宫协会、武汉市委宣

传部

２００６

鲜花一样的女孩（歌曲） 华也词，唐天尧曲
“关爱女孩行动”主题歌征集

二等奖
国家人口计生委 ２００６

请你带我一起去（歌曲） 华也词，张志远曲
第七届“世界之春·中国民族

歌曲演唱大赛”铜奖
中国音乐家协会 ２００６

寻梦江南（歌词） 华也创作 ２００６年词曲新作“晨钟奖” 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 ２００６

甜甜的中国（歌曲） 华也词，杨志刚曲
“歌坛在行动”全国词曲创作

比赛银奖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 ２００６

爱的奉献（散文） 王慧君创作
托起明天的太阳征文比赛

纪念奖
新闻出版总署 ２００６

区域文化联动搞活农村广

场文化（论文）
沈泉生撰写

２００６全国广场文化论坛征文
一等奖

中国群文学会、

中国文化报社
２００６

乡镇文化广场　群众乐园
（散文）

徐宏慧创作
全国“新农村文化与新农村培

养”征文比赛三等奖
中国群众文化学会 ２００６

园林之瑰宝艺术之精华

（论文）
江金勇、徐宏慧

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

员会第十六届年会优秀论文
中国文物学会 ２００６

馆员论坛———创建学习型

和谐图书馆的有效途径

（论文）

张海江撰写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０６年年会
征文二等奖

擦亮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扇

窗（论文）
董振声撰写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０６年年会
征文三等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６

黄庭坚论书（书法） 李双阳创作
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二

等奖
中国书协 ２００６

真假太子·狭路相逢

（弹词）
陈松青、徐萍表演

第五届江苏省曲艺节节目奖、

表演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６

激情江苏（歌词） 华也创作
“诗词歌赋咏江苏”征集评比

歌词类二等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２００６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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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不能没有他（小品） 杨筱东导演
省首届相声、喜剧小品赛优秀

导演奖、优秀组织奖、表演奖

江苏省曲艺家协会、

省文化馆
２００６

相女婿（小戏） 杨筱东、崔瑛导演

行草中堂（书法） 李双阳创作

山居诗（书法） 华建平创作

呼啦圈（国画） 凌淦群创作

书论选抄（草书） 周云平创作

入选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奖”

复赛

第七届省“五星工程奖”评比

银奖

第七届省“五星工程奖”评比

金奖

第七届省“五星工程奖”评比

铜奖

第七届省“五星工程奖”评比

优秀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７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６

家当（美术） 周鑫华创作
省第三届农民美术书法作品大

赛优秀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６

我把妈妈借给你（小品）
赵屹琳、任计鑫盛泽

镇文化站创作

２００６年省第四届小戏小品大
赛表演奖、节目二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文联 ２００６

晨露（国画） 凌淦群创作
省花鸟画研究会会员作品展优

秀奖
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 ２００６

师俭堂修缮工程（设计） 刘延华设计
省首届文物保护优秀工程评比

优秀设计奖
江苏省文物局 ２００６

姚雏诗一首（草书） 李双阳创作
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奖”评比

创作奖
文化部 ２００７

农民工文化建设在共建共

享和谐文化中的意义

（论文）

沈泉生撰写 全国农民工文化论坛一等奖
文化部社图司、中国文化

报社、中国群文学会等
２００７

晨曦中的小乐手

（音乐作品）
秦怡东创作

２００７上海之春“圣卡罗杯”全
国中小型钢琴作品比赛入围奖

大赛组委会 ２００７

多视角下图书馆的核心功

能及其实现（论文）
董振声撰写

资源共享之路上的探索和

思考（论文）
郭力勤撰写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０７年年会
征文二等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７

勇敢飞翔（歌词） 华也创作
第七届全国残运会会歌征集优

秀作品奖

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大型

运动部
２００７

同里退思园（烫画） 段炳臣创作
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

中国文联、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２００７

王维诗抄（草书） 周云平创作
全省文化馆（站）美术书法摄

影干部作品大展金奖

江苏省文化馆、盐城市文

化局、盐城市盐都区政府
２００７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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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中国·芦墟山歌集
中共 吴 江 市 委 宣

传部等

庆云峰广播剧、主题歌

《苦辣甜酸有谁知》

徐宏慧剧本创作，华

也词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论文）
吴炜撰写

李白诗（书法） 李双阳创作

今日阳光真好（歌曲） 华也词，刘永泉曲

西塘古韵（歌曲） 华也词，龙飞曲

喜鹊飞上吊脚楼（歌曲） 华也词，刘莎曲

同里印象（电视片） 同里镇政府

苏州市第七届“五个一工程”

入选作品奖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２００７

苏州师俭堂（专著） 刘延华、黄松编著
苏州市第九次哲学社科成果三

等奖
苏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

游园（木偶昆曲） 孙青、孙菁表演

姑苏水巷（弹词） 席映霞、刘子叶表演

五姑娘·结识私情

（芦墟山歌）
市文化馆

首届中国农民文艺会演银穗杯

首届中国农民文艺会演丰收杯
文化部、江苏省政府 ２００８

社保情暖（评弹表演唱） 金霞艺术团
第四届“今夕年华”中老年才

艺赛组织奖
世界华人文化艺术联合会 ２００８

吹起我的小竹笛（歌曲） 华也词，李嘉评曲
第八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ＯＫ电视大赛作品二等奖
中国儿童音乐学会、

电视大赛组委会
２００８

江南小茶楼（歌曲） 华也词，朱南溪曲
第二届“感动中国”新创歌曲

二等奖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 ２００８

舞春风、江南女、花中花

（歌曲）
秦文曲

２００８全国首届新创歌曲、歌词
赛一等奖

农家来了春姑娘（歌曲） 秦怡东曲
２００８全国首届新创歌曲、歌词
赛二等奖

和谐颂（歌曲） 秦怡东曲
２００８全国首届新创歌曲、歌词
赛三等奖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 ２００８

新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之我

见（论文）
王平撰写 全国城乡特色文化论坛二等奖 中国群众文化学会 ２００８

关于公共图书馆学会服务

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

（论文）

潘丽敏撰写

从日本镇村图书馆到乡镇

分馆的联想（论文）
沈健撰写

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０８年年会
征文三等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８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员的自

我教育———馆员论坛

（论文）

张海江撰写
省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

成果论文三等奖

江苏省文化厅、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８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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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品名 责任者 奖　项 颁奖者 年　份

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谈区域文化联动

（论文）

沈泉生撰写
第八届省“五星工程奖”评比

金奖

水乡渔娘（女声独唱） 华也词，吴利明曲
第八届省“五星工程奖”评比

铜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８

龙舟竞渡（美术） 周鑫华

迎百年奥运———省第四届企业

职工暨农民美术书法作品赛优

秀奖

江苏省文化厅 ２００８

同样是人（小品） 郭祖明编剧
省第五届小戏小品赛入围

节目奖
江苏省文化厅、省文联 ２００８

新罗山人寄徐紫山诗二首

（书法）
李双阳创作 收藏 江苏省美术馆 ２００８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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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录

一、学会与协会会员名录

（一）全 国 级

　　１．中国作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魏海平 吕锦华 赵 践 徐卓人 荆 歌

　　２．中国书法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徐穆如 徐圆圆 徐北汀

　　３．中国音乐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项祖英 周煜祥 钱国良 张嘉贞 秦怡东

　　４．中国美术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徐北汀

　　５．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魏海平 徐文初 陆阿妹 陈志强 张舫澜

　　６．中国舞蹈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刘强民 王 平

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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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中国曲艺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李天峰

　　８．中国戏剧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姚梅凤 王小坤 刘强民

　　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陆阿妹

　　１０．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殷安如 汝孝先 吴国良 张明观 张舫澜 陈达力 李海珉 李炳华

　　１１．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陈剑荣

　　１２．中国歌谣学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陆阿妹 徐文初 张舫澜

　　１３．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项祖英

　　１４．中国图书馆学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董振声 张慎行 潘丽敏 李红梅 张海江

　　１５．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方留洪 钱国良

　　１６．中国诗词学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费师夷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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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 级

　　１．江苏省作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魏海平 吕锦华 赵 践 张明观 陆廉德 荆 歌 徐卓人 沈荣庆

　　２．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徐穆如 徐圆圆 徐北丁 许建华 徐容深 华建平 戴林炎 杨 敏 高铁成 凌在纯

陈隆奎 钱惠芬 楼六曙 张兴中 孙俊良 万雍良 张志英

　　３．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潘福官 汝迪昌

　　４．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周煜祥 方留洪 陈剑荣 张嘉贞 秦怡东 汝迪昌 钱国良

　　５．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魏海平 陆阿妹 徐文初 朱永兴 张舫澜 张钟麟 陆廉德 蒋连生 赵永明 郁 伟

陈志强 倪菊保

　　６．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张辛题 马中骏 凌淦群 吴乐道

　　７．江苏省版画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马中骏

　　８．江苏省舞蹈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刘强民 王 平 张嘉贞

　　９．江苏省曲艺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李天峰 刘天韵（入上海市曲艺家协会）

　　１０．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高玉英 许龙生 严仁荣 朱 琦 骆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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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江苏省南社学会会员

殷安如 李海珉 汝孝先 张明观 徐鉴明 徐宏慧 周德华 李炳华 张舫澜 吴正明

杨舜融 杨秀中 徐无忌 柳义南 钱一舟 顾维新 顾美珍 顾安若 徐静柏 朱士声

吴根荣 庄自强 吴国良 张 莹 杨晓容 庄鲁生 汤海山 陈达力 徐水田 俞 前

刘强民 方留洪

　　１２．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郭力勤 吴 德 沈继英 李红梅 张海江 袁 奕 吴小吕 薛群菁 王金芳

　　１３．江苏省群众文化学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徐文初 朱永兴 黄君垣 陈众亮 费子文 沈泉生 杨筱东 秦怡东 朱晓红 张嘉贞

刘建华

（三）地（市）级

　　１．苏州市作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吕锦华 赵 践 徐卓人 张明观 陆廉德 荆 歌 吴三观 沈荣庆 丁福勤 汤海山

张钟麟 李海珉 李荣君 朱晓红 周浩峰 陈林春 徐宏慧 俞 前 沈文荣 凌龙华

沈传生 徐振琪

　　２．苏州市戏剧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周永泉 章丽娟 周晓明 高玉英 严仁荣 朱 琦 许龙生 肖桂芳 陈月良 董志萍

崔 瑛 周 琪 骆黎明

　　３．苏州市音乐舞蹈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周煜祥 陈 浩 张嘉贞 陈剑荣 金永华 杨志远 郑晓鸿 秦怡东 孟关兴 王彦君

花元瑜 刘强民 方留洪 左锡官 钱国良 金 艳 胡 昆

　　４．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朱庚桥 屠 阳 华建平 高铁城 许建平 徐容深 郝静江 高智海 凌在纯 彭水庚

陈九奇 邱振烈 屠长风 何应铭 盛龙生 李则敏 周建楠 楼六曙 戴林炎 钱惠芬

陈隆奎 庄雪明 金晓东 孙悦良 孙俊良 张贻宗 吴昌荣 万雍良 王稚洁 吴继宏

张兴中 杨 敏 张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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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苏州市曲艺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戚加萍 黄君垣 李天峰 陈松青 徐 萍 王智雄 陈碧虹

　　６．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张舫澜 陆廉德 徐文初 朱永兴 陈志强 费子文 凌培荣 张钟麟 陈众亮 龚海波

张 俊 杨敬伟 倪菊宝 郁 伟 王雪琪 李海珉 杨文英 计永康 金恩官 赵永明

高林益 张阿木 蒋连生

　　７．苏州美术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马中骏 凌淦群 徐文江 戴林炎 陈永林 李 骅 陈景龙 凌立如 张幸亏 张辛题

陈宝良 何志康 吴建桥 吴乐道

　　８．苏州摄影家协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吴寅晖 汝迪昌 王金中 王 炜 单志芳 刘建华 潘福官 钟雪明 华玉龙 钮泉娜

　　９．苏州市群众文化学会吴江市会员名单

徐文初 朱永兴 黄君垣 陈众亮 费子文 刘强民 陈明兴 吴学明 洪志诚 钱丽英

徐新兴 方留洪 徐卓人 钟雪明 史家林 张龙官 沈金虎 李大富 陈月良 郁 伟

唐守仁 左锡官 俞瑞雪 王志清 潘永祥 梅明观 宋维贤 钱国良 朱晓红 许建华

沈泉生 杨筱东 崔 瑛 秦怡东 王 平 张嘉贞 郭祖明 许荣凤 张克健 高 峰

许佳明 杨敬伟 杨文英 陈益华 陈阿金 钱见鸿 丁泉生 沈亦红 虞伟康 严凤仙

张建良 刘建华 钱水生 陈继良 朱颖浩 凌 芬 李 强 杨志远 蔡兴妹

（四）县（市）级

　　１．吴江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单

吕锦华 赵 践 张明观 邱顶祥 刘厚生 陆廉德 姚海兴 陈伟钧 童伯和 蔡永强

钮胜利 徐锦韫 褚雪林 荆 歌 李国平 诸振康 陈福明 董振声 沈文荣 吴三观

陆铭之 沈文龙 沈荣庆 丁福勤 姚 瑶 徐振琪 汤海山 张钟麟 毕玲珠 徐卓人

俞 前 王 玉 吴金度 刘景德 王福荣 王 炜 沈传生 张建林 潘雪雄 言锦瑞

张菊荣 徐宏慧 余志强 严更楼 李森林 黄国勤 蒋金芳 张坤元 严红根 许建芹

张 彦 徐学芳 张 濂 凌龙华 徐景芳 王彩凤 沈泾潜 李海珉 徐无忌 朱晓红

李 兵 袁 青 陈林春 王建平 沈国平 杨哓容 周浩峰 曹 璇 张建栋 丁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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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长风 周阿忠 李阿华 李荣君 宋维贤 谈永康 文向菊 叶 宇 张惠芳 潘小雯

管春霖 刘 双 林 雯 徐水田 沈 圆 凌晚仙 沈恩得

　　２．吴江市戏剧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单

周永泉 章丽娟 周晓明 蔡福音 高玉英 严仁荣 朱 琦 许龙生 秦志源 郁 伟

张龙官 肖桂芳 陶国宏 陈月良 董志萍 黄美华 杨照弟 赵玉华 崔 瑛 邹 红

毛叶珍 林 梅 骆黎明 汤 健 张蓉蓉 左桂芳 张玉华 李文军 杨洪关 沈桂林

姚玉华 黎菊秋 张惠忠 钱洪元 周 琪

　　３．吴江市音乐舞蹈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单

周煜祥 秦怡东 方留洪 陈剑荣 钱国良 王彦君 左锡官 郭祖民 施 虎 杨志远

吴大伟 朱丽萍 杨佩华 王 平 杨晓婷 杨敬伟 殷革平 李 莉 刘建华 张嘉贞

陈碧波 秦文娟 潘哲军 钟雪明 欧 冬 姚海军 管 宇 毛亚萍 花元瑜 金永华

张克俭 王伟娟 刘强民 金山林 黄晓华 陈 浩 陈晓红 胡 昆 金 艳 沈亦红

吕苗仙 刘宗喜 姚春芳 莫雪华 倪彩明 王春寿 王奇伟 沈月梅 雒雪梅 孟关兴

赵小林　

　　４．吴江市书法篆刻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单

朱庚桥 华建平 屠 阳 高铁城 许建华 许长福 徐穆如 徐容深 郝静江 高智海

凌在纯 彭水庚 陈九奇 邱振烈 屠长风 何应铭 陆维刚 盛龙生 徐树楹 徐荣道

李则敏 周建楠 赵 挺 张 平 赵鑫楠 倪竹君 沈桂林 邱志强 吴昌荣 杨舜融

董元根 张贻宗 楼六曙 龚品荣 钱惠芬 沈泾潜 庄雪明 万雍良 陈隆奎 王元钧

凌维文 王志平 刘亚明 胥家庆 平静人 凌行可 顾四维 傅建东 宋伟瞻 张海观

戴林炎 王金芳 周明荣 查文荣 陆永厚 王稚洁 许缀石 何春永 金晓东 殷安如

孙悦良 孙俊良 卜轶骜 杨 敏 杨学勤 孙荣观 沈家林 杨振贤 陆士逵 张兴中

王仲煊 耿万琪 郭祖民 张志英 周园园 季晓峰 倪 明 吴继宏 李宝林 蔡 雷

王建忠 卢雄勇 夏玉明 朱华星 汝悦来 董春观 钱玉春 赵 军 陈伯涛 张 明

　　５．吴江市曲艺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单

黄君垣 戚加萍 徐文初 周大有 任 劳 李天峰 金子雯 朱晟炳 陈培荣 徐卓人

毕玲珠 朱立诚 吴雪森 张勇勤 陈剑峰 李 兵 严国英 杨永为 杜培玉 陆明荣

闵培传 丁建国 陈炳贤 王卫平 沈金虎 陈众亮 张兰珍 陈菊琳 沈惠英 沈继先

张彩珍 方留洪 钱国良 熊顺生 陈书林 陈碧虹 智 雄 徐 萍 陈松青 张蓉蓉

朱阿松 陈祥生 周连官 沈 明 徐宏慧 张克俭 屠晨晖 庄顺林 钱丽霞 张 哲

严爱伦 沈克明 归掌珠 郁 伟 唐幼良

　　６．吴江市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单

徐文初 朱永兴 费子文 张志强 倪 平 吴国良 陆廉德 徐卓人 程 明 陈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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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伟 华玉龙 史家林 陈众亮 黄雪琪 郁 伟 王春明 徐鉴明 沈培芳 张龙官

计永康 王福荣 王捷敏 任传济 钮兴泉 钱正荣 倪菊宝 周志南 王复东 金恩官

李海珉 殷安如 张钟麟 龚海波 陆维刚 凌培荣 赵永明 高林益 张阿木 张舫澜

沈继先 杨敬伟 杨文英 陆福宝 包向阳 沈向东 顾 蕊 东 俊 张 莺 朱云云

王海鹰 张克明

　　７．吴江市美术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单

马中骏 凌淦群 徐文江 戴林炎 陈永林 李 骅 陈景龙 凌立如 殷乐怡 章德贤

张幸亏 柳德庆 张辛题 朱 蒙 张昌炽 陈宝良 范紫奇 汤晓峰 张海观 何志康

王永昌 钱顺柏 马常宏 周建社 陈逸明 蒋国强 叶正贤 曹建敏 范振涯 徐水田

金国华 周鑫华 王杏明 严少楼 管伯金 钱可珍 陈治源 周仁林 徐明峰 屠长风

杨学勤 邱志强 王 健 吴建桥 周小根 宋文平 张胜荣 张志英 朱燕倩 吴乐道

　　８．吴江市摄影工作者协会会员名单

潘福官 汝迪昌 王 炜 刘建华 于伟刚 华玉龙 石培德 吴寅晖 徐宏慧 史家林

洪志诚 钟雪明 林庆模 俞新勤 朱颖浩 萧 伟 陆小明 严国英 许建华 钮泉娜

宫 伟 黄明荣 杨林华 王 健 蒋安国 戴 享 宫 蕾 刘正威 屠长风 夏晓阳

戴蓝天 张 菊 汪可伦 王金中 刘劭炎 徐文祥 徐建兴 钱 旬 刘 戈 王维可

林福才 曹宏伟 仲 悦 单国强 周凤泉 陈炜荣 樊宏辉 金雪熊 李介鸿 蒋国强

钮阿兴 吴果昌 徐无畏 周建楠 单志芳 计孝余 朱惠民 周云谷 刘建平 徐志强

李坚强 倪佩清 张卫国 俞宏声 徐国平 谢惠平 李培元 吴绍基 沈泉良 邹秋林

潘莉萍 吴 瑛

　　９．吴江市群众文化学会会员名单

徐文初 朱永兴 黄君垣 陈众亮 费子文 陈明兴 洪志诚 吴学明 方留洪 徐卓人

张明观 荆 歌 程 明 张嘉贞 史家林 张龙官 沈金虎 李大富 陈月良 郁 伟

唐守仁 左锡官 杨永耕 凌锦良 钮逐良 章德贤 钮学兴 吕金凤 吕锦华 顾维华

张克俭 吴振华 沈美娟 戴健康 何建敏 施建明 陈胜侠 王福明 潘敬建 陆小明

钱水生 屠国栋 徐鉴明 高 峰 丁泉生 钮秋江 李阿兴 华玉龙 陈培荣 虞伟康

钱惠芬 石培德 严国英 吴大伟 汝迪昌 张 伟 沈泉生 杨筱东 赵雨萍 崔 瑛

秦怡东 王 平 郭祖明 许荣凤 周云平 朱丹军 计一洪 邵 斌 朱建红 李 强

钱 霄 杨志远 朱 琪 朱晓红 许建华 许龙生 朱颖浩 凌 芬 沈亦红 管 琦

董 怡 许佳明 杨敬伟 杨文英 陈益华 陈阿金 钱见鸿 刘建华 徐顺林 陈继良

邢宗仁 张建良 严凤仙 蔡兴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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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系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录

（一）省　级

　　１．江苏省第五届、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姚梅凤

（二）地 市 级

　　１．苏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姚梅凤　徐圆圆

　　２．苏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吴国良

　　３．苏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吴国良　虞伟康

　　４．苏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许姝雯

　　５．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林弟

　　６．政协苏州市第八届～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凌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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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市）级

　　１．吴江县第二届～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姚梅凤

　　２．吴江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正斌　王小坤　刘强民

　　３．吴江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许姝雯

　　４．吴江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孙玲玲

　　５．政协吴江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姚梅凤

　　６．政协吴江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那正兴　王呆初

　　７．政协吴江县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王呆初　李天峰

　　８．政协吴江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李天峰　严仁荣

　　９．政协吴江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李天峰　严仁荣　王焕章（特邀）　徐圆圆　王小坤

　　１０．政协吴江县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李天峰　严仁荣　徐圆圆　方耀明　吴大伟　凌淦群　金文藻　沈建国

　　１１．政协吴江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李天峰　严仁荣　吴大伟　凌淦群　章丽娟　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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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政协吴江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李天峰　吕锦华　章丽娟　凌淦群　吴国良　马中骏　刘强民　洪志诚

　　１３．政协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凌淦群　章丽娟　马中骏　吴国良　洪志诚　徐容深　周煜祥

　　１４．政协吴江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凌淦群 马中骏 吴国良 陈明兴 洪志诚 徐容深 钟雪明 荆 歌 陆小明 陈松青

张辛题

　　１５．政协吴江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戴茂章 沈荣庆 周浩峰 许姝雯 刘强民 王 炜 陈松青 凌淦群 吴国良 胡 

刘延华 陈志强 任孝先 范振涯 陆小明

１６．政协吴江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钱 俊 沈荣庆 王 炜 张慧芳 俞 前 徐 红 陈松青 胡  凌淦群 刘延华

杨筱东 范振涯 陆小明 沈亦红 李双阳

三、文件辑录

１９８２年关于影剧院场、会堂、书场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

吴江县公安局　吴江县财政局　吴江县商业局
吴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吴江县供销合作社　吴江县总工会

吴江县文教局

吴教〔１９８２〕１０８号

各影剧院场、会堂、书场、各镇商办、各社镇供销社、各派出所、各社人保组、各工商行政管理所、各公

社市管会、各镇工会、县影管站：

为加强对影剧场、书场、会堂的管理，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特根据上级

有关要求作如下暂行规定，希各单位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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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影剧院场、书场、会堂

１．各社镇应按照建设文化中心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的影剧院场、书场、会堂，开展演映活动。

为加强领导和管理，应有专人负责，并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同时建立经营管理制度和必要的

安全卫生条件。

２．所有影剧院场、书场、对外演映的会堂，都必须按照审批权限，由主管部门批准后，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文化、公安等部门签署意见，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演映。因故

歇业要办理撤销。没有营业执照的影剧院场、书场、对外演映的会堂，银行不予开户，县影管站不予

办理演映业务。

３．所有影剧院场、书场、会堂、俱乐部等单位的演映业务，由县影剧管理站统一管理。书场应
在演出总收入中先提取百分之二作管理费交县影管站。非文化系统的影剧院场、会堂、俱乐部等由

场方先提取总收入的百分之一作管理费交影管站，然后由场、团双方按分成比例拆账。

４．各影剧院场、会堂、书场都要做好为观众服务的工作，积极改善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搞好场内外的清洁卫生工作，维持好秩序，搞好映演前宣传

和影剧评论工作，保证观众看懂、看好、听好。

电影院如承接企业广告宣传业务，按照《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办理。

５．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各单位都要独立建账，票根要保留，一律使用有编号、有存根的

影、剧、书票，不得自印和使用招待票。影剧院场、会堂已推行“敞门入场、对号入座”制度的要严加

管理，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恢复检票制度，未推行“敞门入场”的，要坚持检票制度。

６．各影剧院场、书场、对外演映的会堂，要根据剧、片上座情况，合理分配团体、门售票量，把好
售票关，严防投机分子套购影剧票抬价、黑市转票，如有发现，要协同公安、工商部门，打击取缔。

７．各影剧院场、会堂、书场必须保证省、地、县演出规划的实施，也可主动外出接洽剧团，但必
须先到县影管站和地区影剧公司转介绍信，并及时将接洽到的剧团、剧目和演出时间报告县影管

站。各影剧院场、会堂、书场均应按县影管站的演出通知，及时做好迎送上演团体的准备，合理安排

好演映场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剧团解决在演出和生活上的困难。

　　二、关于各级各类艺术表演团体

１．外来剧团一律凭所属文化主管部门介绍信，由地区接转关系，然后由县影管站安排。任何
场方不得擅自安排演出，本县剧团必须持县影管站介绍信，由场团双方协商演出时间和剧目，并报

告县影管站。

２．凡经省、地、县纳入演出规划的艺术团体，应在下达规划后一个月内，场团双方签订合同，严

格遵守。逾期不签订合同者作自动放弃。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履行合同或需变更演期，应提前一个

月通知县影管站，经双方协商一致，并报请对方文化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退约或变更。如单方无故

或借故毁约，应向对方按上座率８０％赔偿三场的经济损失。

３．在全国及省、地、县演出规划以外临时来我县演出的外省、市专业剧团，一律按剧团收入的
５％收取管理费；毗邻县和习惯性交流演出的地区，可按对等原则同有关方面具体商量确定收或不

收；本省各级各类专业剧团，在规划外的演出安排，概不收取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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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剧场要给予演出团体一定的装台、走台时间，每次一至四节（每节四小时）。如剧团超出工

时，应按剧场的规定付费。

５．场、团双方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加强对剧目的管理，努力提高放
映质量和演出质量，并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包括映前幻灯宣传和演前宣传）。

　　三、关于票价

１．专业演出团体的票价应掌握“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原则，由场团双方根据演出团体的阵
营、水平以及剧场的具体条件和当地惯例等情况具体协商，既要尊重剧团的意见，亦要考虑到当地

群众的购买能力和习惯。省级以上剧团一等票价，一般掌握在五角；专区、市级剧团一等票价，一般

掌握在四角；县级剧团一等票价，一般掌握在三角。如剧团有知名演员，演出质量较高，票价确定，

由场团双方协商。

２．评弹团票价：省级团体，长短篇为一角五分，中篇二角。地（市）、县级团体，长短篇为一角二

分，中篇一角五分。包场演出费为十五元到二十元，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于场、团收益分成和费用负担

１．影剧院场、会堂与剧团
（１）省（市）级剧团到县城、县属镇影剧场演出，分成为七五（团）·二五（场）；地（市）级剧团

到上述影剧院场演出，分成为七二（团）·二八（场）；县级剧团到上述影剧院场演出，分成为七

（团）·三（场）。上述剧团到公社影剧院、会堂演出，其分成比例应略低于上述标准。如县级剧团

到公社影剧场可以视场方条件二五·七五、二八·七二分成，最多不得超过三·七分成，具体场、团

双方协商确定。

（２）剧团的旅运费（指在１００公里以内和３００元以下）、宣传费按拆账比例公提支付；舞台演出
用电由场方负责；化妆用水、茶水、取暖降温费由团方负担。演出收入由场方按分成根据团方账号

通过银行汇款，演出团体不得随意提取现金。收益表一式三份，场团各留一份，一份报县影管站。

（３）影剧院场、会堂应妥善安排好演职员食宿等问题。有食宿条件的单位可向自带行李、自办

伙食的演出团体按人数酌收水电等生活费用；如剧团不带行李，不自办伙食而必须住招待所、旅店

的，其食宿费用应由团方解决。如场方条件差，无法安排剧团食宿，其开支费用由场、团双方协商

解决。

２．书场与评弹

收益分成比例为六四开，场方为百分之四十，团方为百分之六十。演出用电、食宿、分成结算表

等与剧场大体相同。

　　五、关于安全卫生

１．对外营业的影剧院场、会堂、书场、俱乐部的观众厅、舞台、电器设置、宿舍、厕所、门户、通

道、放映间、发电间等设施均需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备有一定数量的灭火机等防火设备，建立安全保

卫组织，制订安全保卫措施。定期检查，确保安全。如安全设施未经公安部门认可者，不得对外营

业，因违章而造成事故者，要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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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演映中严禁观众带易燃及爆炸品入场。汽油桶要加锁专人保管使用。电源设备要专人管

理。房屋及电器设备全年除二次定期检查外，平时要经常检查。灯光装置要符合安全要求。演出

用电应按核定量使用，不得擅自增加负荷。配电间、舞台、服装间严禁吸烟。

３．连续演映场间不得少于三十分钟。各类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太平门演映时不得上门上

锁。场内不得临时加座。

４．建立值班制度，专人值班、值夜。每晚演映结束时要全面清场检查。发电间、放映间、会计

室外人不得入内，更不准住宿，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５．讲究卫生，搞好场内外的清洁卫生，场内严禁吸烟及吃带瓜皮果壳的食物。劝说无效者，按

规定给予罚款。影剧院场门口不准设摊，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六、各社镇要加强对所属影剧院场、会堂、书场的领导和管理。经常对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思想

教育，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加强工作责任性，做好影剧院场工作。

七、本规定自下达之日起生效，今后上级如有新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

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２日

抄送：各社（镇）管委会（人民政府）、文化站、县体委

抄报：县人民政府、地区文化局、地区电影公司

１９９０年关于吴江县群众文化现状的
调查和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乡、镇）的规划及建议

吴江县委宣传部　吴江县文化局

结合实际　制订规划　采取措施
扎实开展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乡、镇）的活动

　　根据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的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我们以“如何创群众文化先进县（乡、镇）”

为课题，在１９８９年协同县政协对我县所有文化中心逐个全面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９

月组织有关人员，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地先后到芦墟、盛泽、南麻、梅堰、平望、震泽、桃源、松陵等乡镇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多次邀请部分县机关和乡镇领导以及群文干部，进行专题座

谈。就我县群众文化工作的现状、对照省厅有关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乡、镇）标准存在的差距，以

及应该而且可以采取的措施，广泛进行了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认识是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开创

我县群众文化工作的新局面，关键是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省厅的２６号、２７号文件

（指江苏省文化厅颁发的《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乡、镇〉的通知》）为动力，巩固发展乡、镇文化中心

为重点，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贯彻“群众文

化群众办”的原则，努力促进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乡、镇）的活动，推进我县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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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正确评估我县群众文化工作的现状

群众文化是我县文化工作的重点，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的群众文化逐步走上了拨乱反正、全面振兴的正确轨道。特别是从

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８年，我县２２个乡、镇（除县城所在地松陵镇外）的文化中心，自铜罗第一个建成到桃

源最后一个建成止，历经八年已全部建成。文化中心的建成给我县的群众文化事业带来了蓬勃生

机，实现了重大突破，开创了崭新局面。大部分文化中心有活动阵地，配备了专门人员，开展多项活

动，融“宣传教育、文化娱乐、科学普及、知识传授、体育活动”五位于一体，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

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截至１９８９年底，全县２３个乡、镇文化站共有活动阵地面积７３００平方米，平均

为３１７平方米。乡镇图书室２２个，共藏书１２．６万册。其中八坼、同里、芦墟、平望、震泽、梅堰建成
万册图书室。县图书馆共藏书１８万册，１９８９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图书馆”。全县公共图书馆、室总

共藏书近３１万册，人均已达０．４册。全县数十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和创作组，成百名业余文艺宣传
队员和作者活跃在我县的城乡文化阵地，并多次在全国、省、市的文艺会演、调演、比赛、展览、征文

中获奖。以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为主体的群众文化活动正在全县蓬勃兴起。

全县“以文养文、以工补文、以商促文”的“多业助文”事业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１９８９年创利４５

万元，其中５０％以上用于群众文化事业。
应该肯定，我县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群众文化工作成绩是巨大的，变化是深刻的，作用也是

显著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成绩和经验：

１．群众文化逐步被各级领导重视，具体表现为：把文化工作列入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群众文化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县、乡镇两级领导确实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一是

在党中央提出“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的文化工作方针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扫黄”工

作。县委、县政府领导从发动、检查直到收缴，都能亲自参加，保证了“扫黄”运动的顺利开展。吴

江县首届艺术节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项目之多、领导之重视，历史上从未有过。历时１５天，组织举

办四大类七十二项展览，二百二十二场演出。全县城乡二十五万群众参加和观看了这一盛况空前

的群众文化活动。这项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主要是县委、县政府和各乡、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广

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二是把群众文化摆上了应有的位置。这几年文化中心所以普遍建立和发

展，主要是县、乡（镇）领导把文化中心摆上了相当重要地位加以重视的结果。发展初期的菀坪的

《文乐园》，屯村的《康乐园》，梅堰的《文昌楼》；中期横扇的《赞春园》，黎里的《禊湖乐园》；后期建

成的金家坝的《三潮园》都是在乡镇经济实力并不十分雄厚的情况下，由于乡、镇党委、政府重视，

特别是在主要领导干部的亲自过问下，依靠有关单位、部门和广大群众的支持而陆续建成的。今年

以来，南麻、七都、八都、震泽、梅堰、松陵、坛丘等乡镇领导，舍得腾出房子，拿出票子来新建、扩建、

改建文化活动阵地。坛丘党委号召全乡党员为文化中心捐一本好书；青云党委号召全乡党员为筹

造文化中心而募捐出力；七都乡党委书记发出致全乡机关干部为图书室献书的公开信。三是把群

众文化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南麻党委一班人统一认识：要把文化教育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从

人力、财力、物力上加以重点倾斜。今年，南麻党委支持文化站用多种方法筹资１６万元，扩建活动
阵地。一年就跨了“万册图书室”和活动阵地面积达标两大步。

２．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弘扬推广。我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文荟萃，民间蕴藏着大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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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库。因此，发掘、整理并加以发扬光大是群众文化工作的优势。近几年，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一是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本和集子。我们先后花了三年时间，组织专业和业

余的数百名人员，广泛进行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戏曲、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采风活动。在此基

础上，编辑了《吴江县民间文学集成》（简称三套集成），整理了近十万字的戏曲资料，为省《民间文

学》、《戏曲志》、《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撰写了大量的条目，获得了全国、省、市的表扬和嘉奖。长

篇吴歌《五姑娘》、《赵圣关》国内外公开发行。芦墟《高升台》模型参加国际舞美节展出。二是继承

发扬文化优良传统，组织了《乐府传声》民俗游园会及其演唱活动。同里的“宣卷”、桃源、盛泽的

“堂名”，芦墟、莘塔的“吴歌”，七都、庙港的“昆堂”，青云的“湖滩”等民间演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

感觉。三是发现了一批民间文艺人才。如平望的“剪纸”、横扇的“龙凤花烛”、七都“昆剧木偶”、芦

墟、莘塔的“山歌”艺人都是民间老艺人，他们技艺精湛，年龄偏大。我们发现了这批人才，千方百

计请他们迅速留下作品、经验和资料，同时从生活上加以照顾。

３．群众文化活动得到普遍开展。集镇文化中心作为群众文化的新生事物，是融“思想性、艺术

性、科学性、知识性、娱乐性”于一体的实体，对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芦墟镇文化

中心业余文艺宣传队多年来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两为方向不变，配合中心、配合形势、

配合经济发展需要，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下乡下厂，送歌送戏到乡村田头，认真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被省、市有关部门誉为“水上乌兰牧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支不脱产的宣传队，

一不要一分报酬，二不占工作时间，全凭节日休假和夜晚进行排练和演出。仅今年上半年就下乡演

出３６场次，创作节目３５个，观众达１８０００人次。以盛泽“五新”大厂为龙头的企业文化，不仅活跃
了文化生活，也培养造就了一批文艺骨干。梅堰文化中心配合“新风户”活动，将社区文化、村办文

化、家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形成了县、乡、村（厂）三级文化网络，也推动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健

康发展。据统计，１９８９年有１００万人次到文化中心参加活动、展览和培训，盛泽镇文化中心充分利

用已有的活动阵地，分期分批轮流组织京剧、书法、花卉等１２个协会活动，入会人数达５５０人。通
过协会的一系列活动，发展了人们的兴趣爱好，陶冶了群众的思想情操。松陵镇文化站每年举办的

“垂虹”系列文体活动，不仅使成千上万的群众受到了美的享受，也将教育触角深入到千家万户，对

推动当地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４．乡镇图书的教育、服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我县的公共图书事业，就万册图书室个数、乡镇
藏书册数及平均册数，都在全市的先进行列。尤为突出的是我县强化图书的教育职能、服务功能，

近年来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１９８６年以来，县图书馆先后被吴江县政府、苏州市文化局、苏州市政
府、江苏省文化厅和中央文化部授予“先进单位”、“文明单位”和“文明图书馆”的称号。八坼镇文

化站图书室几年如一日，坚持“图书为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采用“一学、二看、三剪、四宣传”的方

法，剪贴汇集科技资料，印发出版黑板报宣传材料，为该乡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农民，及时提供信息、

咨询，满足了农民特别是专业户“求知、求富”的要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该图书室多次受到省、市

的表扬。

　　二、认真制订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乡、镇）的规划及实施规划的几点建议

根据省厅颁发的评比标准，结合我县群众文化工作的实际情况，当前和整个“八五”期间我县

争创文化先进县（乡镇）的指导思想是：统一认识，全面规划，积极发展，分类指导，分批实施，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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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全部达标。

具体规划是：

（１）１９９１年达标的占全县乡、镇总数的１／３。其中有梅堰、盛泽、南麻、震泽等８个乡镇；
（２）１９９２年达标的占全县乡、镇总数的１／３。其中有八都、铜罗、八坼等８个乡镇；

（３）１９９３年达标的占全县乡、镇总数的１／３。其中有平望、同里、庙港等７个乡、镇。１９９３年吴
江县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

调查了现状，制订了规划，我们也就找到了前进的目标。应该承认，我县的群众文化工作对照

上级要求和与我县其他兄弟县（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群众文化活动阵地的缺乏、设备

的简陋、文化功能的单一、“多业助文”薄弱带来的后劲不足等等，已束缚和阻止我县群众文化事业

的发展，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了如期

达标，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１．领导重视

群众文化是文化工作的重点，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的兴衰不仅关系到文

化工作的全局，也牵动着各行各业的全面工作，更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大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

将来要开创群众文化新局面，光靠文化部门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党委、政府统一认识，高度重

视，为此建议：一是强化文化意识。要把群众文化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列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并明确专人负责。中央和省有关群众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要结合当

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建议各级领导对文化工作进行一次讨论和研究，并召开专门会议，广泛

听取意见，然后统一思想，做出各级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单位的全面规划。二是确立文化地位。群众

文化事业发展规划要列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议各级政府每年要研究群众文化工作

二三次，有重点地解决一二个实际问题。将群众文化工作列为各级领导任期目标的考核重要内容

和必要条件。三是创造文化优势。中央、省、市对群众文化制订了许多方针政策，给予了一些优惠

条件。建议各级领导召集有关部门全面地认真加以贯彻落实。并在允许的范围内，结合本地实际

制订些优惠政策，创造优良环境，给群众文化以一定的倾斜度。还可以设立群众文化奖励基金会，

定期表彰重视群众文化工作的各级领导。

２．扩大阵地
文化活动阵地面积小、设备差、项目少是我县的薄弱环节。县、乡（镇）两级财政必须集中一定

的财力物力迅速加快文化活动阵地的建设，按省颁标准平均５００平方米，全县文化站活动阵地还少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平方米，文化馆新建面积不少于１５００平方米，共需建筑６０００～６５００平方米的阵地面

积，估算需投资于文化馆的资金达８０万元，其余由乡镇分步解决。（还不包括一定规模的少年宫一
座）。县委、县政府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可行与有效的原则，分期分批，通过多种渠道从财政规划上

给予妥善安排。

３．增加经费

由于我县文化设施起点低，基础差，历年来在公共设施、文化投资上欠债较多。为了达标，要全

部依靠地方财政的一次性拨款，困难较大，为此我们建议：一是保证正常的拨款渠道的畅通。县、乡

（镇）要把不少于财政总支出的１％的文化经费（不包括基建投资）纳入财政支出预算，并随经济发

展而有所增加。二是依靠集体和个人，多方筹资，新建、扩建文化设施，兴办各项文化活动，真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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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群众文化群众办”。三是扶持和支持多业助文。我县的群众文化虽然已由单纯服务型转变为

经营服务型，１９８９年也创利４５万元，相当于当年县财政的文化经费。但我县文艺工厂个数少（仅

１０个）、效益差（最好的工厂效益年利润仅５万元），“以文补文”受到阵地小、设备差的影响并呈下

降趋势，“以商补文”无竞争优势，在全市六个县市中，我县“多业助文”的纯利和增长幅度都属落后

之列。因此要扭转被动局面，实现重大转机，必须积极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变“输血”为“造

血”，增强群众文化的经济实力。建议各级领导针对多业助文的实际，从资金、信贷、税收等方面予

以必要支持，从信息、人员、设备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植，把对文化给予的优惠、减免部分全部用于文

化建设事业，县、乡镇不能因此而减少对文化的正常拨款。要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我县多业助文上

一个新台阶。

４．强化管理

随着文化市场的兴起，文化活动由服务型转变为经营服务型，商品价值规律逐渐影响群众文化

工作。由此，群众文化工作的管理（包括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了强化对群

众文化工作的管理，我们建议：一是加强领导，健全组织。要切实加强县、乡（镇）两级对群众文化

工作（特别是文化中心）的领导。应明确专人负责，成立相应管理机构，主持日常管理工作。二是

制订法规、严格管理。有关群众文化的方针政策，文化市场的管理细则，文化中心的管理条例等要

认真学习，认真贯彻，认真落实，各乡、镇还可以成立文化市场检查小组，发放稽查证，加强对当地文

化市场的管理。三是建立和健全文化系统各单位内部的馆长负责制、干部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以

确保群众文化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５．稳定队伍

关心文化队伍建设，提高文化队伍素质是当前稳定队伍的重要工作。为此我们建议：一是关心

文化干部的政治思想学习和培训。定期组织学习，改变过去文化站工作有人派，学习无人抓的局

面。文化干部的评选、评比要纳入县、乡（镇）的有关条线中去。二是关心照顾文化干部的住房、福

利、奖金等生活待遇。有些文化站长的住房、煤气、公疗至今无着落；有些应该发放的补贴、奖金要

文化站自收自支；有些文化站的工会关系转不到乡、镇政府中；有些文化站的出差费无法报销。当

前，首先要落实苏州市一委三局文件精神，以解除文化干部的后顾之忧。三是提高文化队伍的工作

和业务素质。通过省、市、县分级开办的各种学习班、培训班，对文化干部分期分批进行业务培训和

考核，以促进其文化、业务水平提高。四是畅通文化领导骨干、业务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进出渠道。

１９８５年以来，文化站干部无一人转正；文化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文化站仍沿用５０年代一站一人的

格局；文化系统人员流动十分困难，要的人进不来，不适应的人出不去；文化中心聘用人员由于人事

局、劳动局没有认可，思想不稳定。建议各级领导，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一些相应政策，以利于文化

队伍的巩固、发展和提高。

群众文化所肩负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是重大的，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任务

是艰巨的，争创群众文化先进县（乡、镇）的目标是明确的，但由于我们过去的工作不够努力，无论

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实际行动上与标准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我们唯以此变压力为动力，经过兢兢

业业的工作，开创我县群众文化工作的新局面。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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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吴江县文化工作主要活动表

月份 文化工作主要活动

一月份

１．元旦文艺活动
２．县委、县政府召开争创省群文先进县会议，参观梅李、浒浦文化中心
３．录像放映先进集体表彰会
４．市文化统计工作会议（市局在吴江召开）

二月份

１．县音乐舞蹈创作会演
２．春节文艺活动
３．举办军政联欢会
４．突击“扫黄”、检查全县书报刊、音像市场
５．慰问离退休干部
６．评弹团工作年会
７．乡镇群众文化、图书工作检查
８．维修洪恩桥

三月份

１．召开文化工作会议
２．联办“家庭文化活动周”
３．组织安排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文娱活动
４．举办《焦裕禄》影片首映式
５．乡镇最佳群众文艺节目向党代会献礼演出
６．《吴江文化》１９９１年第二期出刊
７．筹建吴江博物馆

四月份

１．省初选音乐舞蹈节目
２．召开县图书工作会议（达万册图书室表彰会）
３．业余文保员培训聘任
４．完成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划定、报审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５．设计第二届吴江艺术节文案
６．文化市场召开音像及印刷业例会
７．召开文化系统离休干部座谈会

五月份

１．筹备第二届吴江艺术节
２．纪念“５．２３”演讲座谈会文艺创作演出表彰会
３．拍摄《吴江古桥梁》
４．召开舞厅工作例会
５．召开文化系统非党干部座谈会

六月份

１．建党７０周年活动
２．组织验收文物藏品建档工作、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检查
３．出刊第三期《吴江文化》
４．首批争创达标乡镇工作检查，完成八个乡镇文化站平面图的测绘

七月份

１．吴江县第二届艺术节建党７０周年文艺演出
２．组织验收文物藏品建档工作
３．吴江县博物馆开馆

八月份

１．文化干部培训
２．检查癉明桥维修工程
３．出刊第四期《吴江文化》

九月份
１．国庆文艺活动
２．爱护文物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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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月份 文化工作主要活动

十月份

１．纪念辛亥革命８０周年柳亚子纪念馆改阵开放
２．绘制１５个乡镇文化站平面图
３．组织国庆活动
４．组织文化干部参观学习
５．出刊第五期《吴江文化》

十一月份
１．达标乡镇自查
２．拍摄《吴江民间艺术》录像片十

十二月份

１．上报验收首批群众文化达标乡镇
２．总结年度工作
３．慈云寺塔文物景点对外开放
４．文物保护单位工作检查
５．文化市场工作检查

１９９３年关于吴江市二十三个乡镇全部建成万册图书馆的报告

江苏省吴江县文化局（报告）

吴文〔１９９３〕１０号

苏州市文化局：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巨大鼓舞下，在吴江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在上级以及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文化部门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下，经过我局认真自查验收，

我市又有坛丘、桃源、莘塔、菀坪、横扇、松陵等六个乡镇于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八日建成万册图书馆。

至此，我市二十三个乡镇已全部建成万册图书馆。

特此报告

吴江市文化局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８日

主题词：文化　图书　报告

报送：文化部图书馆司；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中共吴江市委、市委办公

室、吴江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胥锦荣部长、张莹副市长

附：经济文化同步发展　乡乡镇镇创建万册
———我们是怎样全面建成乡镇万册图书馆的

吴江市文化局

　　一、万册图书馆建设的现状

我们吴江市由松陵、盛泽、平望、震泽、同里、黎里、芦墟等七个历史悠久，经济发达，各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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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镇和１６个小乡镇组合而成，总人口７７万。改革、开放使吴江这块古老的土地生机盎然，１９９２年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到１９０亿元，外贸出口连续１１年全省夺魁。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也翻开新的

篇章，作为群众文化组成部分的乡镇图书馆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到今年２月１８日，全市２３
个乡镇已全部建成万册图书馆，全市乡镇图书馆（室）的总藏书量达２８万册。万册馆中有２个藏书

已达２万册。
吴江市乡镇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已经有一段历史了，３０年代就有阅报室之类的初级形态的图书

馆在几个集镇上出现，然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几十年间，这项事业始终没有兴旺起来。

因此可以这样说，近十多年来乡镇图书馆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乡镇图书馆的加速发展有经济、政

治方面的深层次原因，而创建万册图书馆的活动则成为该项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创建活动推动了乡镇图书馆的硬件建设。我们吴江市从１９８８年开始抓万册图书馆建设，使乡

镇图书馆（室）藏书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了。１９８１年全市乡镇图书室总藏书２７６２３册，１９８８年达到
８２７３９册，七年增加５５１１６册，年均增长约８０００册。而１９８９年一年的增长量超过了２万册，１９９０年

和１９９１年的年增长量又上升到４万册。藏书增长也促进了馆舍的扩大和设备的添置，１９８８年全市
乡镇图书馆馆舍面积为１１１５４平方米，到目前为止已达１２８４０平方米，增加了１１５％。

创建活动提高了乡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书增多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也随着增强。我市的盛

泽镇上，几千人的大厂有好多家，各有各的图书室，镇图书达万册之前在众多图书室中相形失色，不

被人注意。１９９０年创建万册馆，这个镇图书馆一下子增添了大批新书，形成了它的优势，结果读者

纷至沓来，工厂的工人也被吸引上门。书增多了，使乡镇图书馆开展多方位服务成为可能。八坼、

震泽等乡镇图书馆几年来以资料剪贴、板报宣传、接受咨询等方式开展为读者服务，帮助读者解决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已见到一定成效。

创建万册图书馆的活动还使乡镇图书馆的生存能力得到加强。由于规模的庞大，实际作用的

增强，乡镇图书馆在文化中心的地位提高了，更多的乡镇领导同志、文化站长愿意将图书馆作为文

化站的当家阵地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万册图书馆更有能力实行以书养书，实现自我再生，因而更

利于巩固发展。目前我市的乡镇万册图书馆能依靠自身收入解决购书经费的约占三分之一。

　　二、指导万册图书馆建设的主要做法

我们吴江市１９８８年首批建成三个乡镇万册图书馆以来，每年以三至四个递增，实现了持续、稳
定的发展。去年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万册图书馆的创建步伐明显加快，至此，

全市二十三个乡镇实现万册馆一片红。我们在对事业发展的指导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１．把建设万册图书馆作为实事来办
一个几万人口的乡镇，办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是必要的，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共识，乡镇的

同志可能对过多的达标创优活动有意见，但是谈起办图书馆，没有表示反对的，因为图书馆对于精

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年产值几个亿的乡镇，办一个万册规模的图书

馆完全是可行的，问题在于乡镇要办事情实在太多，办图书馆能不能优先排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

争这个优先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真抓实干。几年来，我们反复唱着这样的“三部曲”：

第一步，抓目标。１９８８年以来，我们在对乡镇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图书馆事业现状进行调查

摸底的基础上，每年确定３～４个乡镇为万册图书馆建设重点乡镇，并计划于１９９３年全部建成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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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与此同时上报市委、市政府，列入当年的市级目标管理，从而取得推动此项事业的号召权。

第二步，抓鼓动。１９８９年，我们争取到由市政府出面召开第一次万册图书馆现场会，请来全市

各乡镇分管领导，共商乡镇万册图书馆建设事宜。会议组织了对首批万册馆之一芦墟镇图书馆的

现场参观，为首批万册馆授了红旗，并听取了他们的经验介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以后，我们每

年召开一次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重点都放在乡镇图书馆建设的宣传、部署和经验交流上。连续四

年毫不放松，起到了有力的鼓动作用。

第三步，抓关键。要使乡镇图书馆上万册挂上号，关键在乡镇领导，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因此

在确定了建万册馆的乡镇，并且作了一般号召以后，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是深入下去找有关乡镇的主

要负责同志，跟他们协商如何解决创建万册馆的三个重要条件，即票子、房子、人员编制。由于有了

市委、市政府的支持，而建万册馆毕竟是好事一桩，再加上其投资对于一个乡镇来说只是一个小数

字，所以乡镇领导一般都会给予积极的答复。例如１９８８年建首批万册图书馆，得到了有关乡镇的
积极支持。同里镇党委陆辰观同志亲自提着包跑工厂“化缘”集资。１９９０年七都乡创建万册馆，党

委书记程惠明同志专门为此写了“致全体乡机关干部的一封公开信”号召献书，并且带头解囊捐

赠。青云、屯村、八都、金家坝、庙港等乡镇也为建设万册图书馆发文发信，起到了动员群众的作用，

并切实解决了经费、房子、人员三个问题。莘塔乡党委书记郝桂泉为了“先上一流图书馆，再上一流

文化中心”而专项拨购书费２万元，并计划２０００万元建造文化娱乐中心。菀坪、坛丘等乡镇经济较

差，但乡镇仍然解决经费。菀坪党委宣传委员陈瑞荣一面跑集资，一面跑书店。横扇镇正在建造

２０００平方米的文化中心，资金困窘，但镇上仍解决了书架和部分图书。桃源镇还新置一批高档次
的书架，迁入新图书馆址。松陵镇副镇长梁云龙同志，一上任分管文化，立即为万册馆筹集数千元，

并亲自到书店选购图书送到文化站。

２．充分发挥市图书馆的龙头作用

我们吴江市的市图书馆是全国文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比较好，工作热情比较高，这

也是我们市建设乡镇万册图书馆的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注意充分发挥市图书馆的龙头作用，要求

他们开好一个头，抓好一个网，编好一张表。

开好一个头，就是要使乡镇万册图书馆在业务管理上有一个高起点，因为没有严格科学的管

理，乡镇图书馆不可能滚动发展、扩大规模，也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这方面的指导任务自然要

由市图书馆来担当。吴江市馆帮助乡镇图书馆一开始就纳入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每年把当年上万册的乡镇馆列为辅导重点，组织人力下去，不但动口，更要动手。经过市

图书馆的多年努力，我们吴江市的乡镇图书馆（室）全部实行了规范化管理，这就为万册图书馆建

设奠定了良好的业务基础。

抓好一个网，就是要把已建成起来的乡镇图书馆（室），特别是万册图书馆联成网络，一方面利

于交流经验、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协作，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整体功能。作为这个网络的活

力，通过网络，推广了八坼图书馆为农副工三业服务的经验，推广了芦墟图书馆成套书出租的经验，

又宣传了同里、黎里等图书馆将管理员劳动报酬跟图书租金收入挂钩的经验。通过网络，吴江市馆

以联合举办书展，联合组织读书活动的形式尝试了市、乡镇两级图书馆的协作。１９９０年市图书馆
跟市农科站等单位联合举办农业科技展，到一些乡镇巡回展出，同里、八坼、金家坝等乡镇图书馆参

与了服务。１９９１年市图书馆约请上海图书馆、上海纺科院在绸乡盛泽镇举办纺织文献展览，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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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图书馆则成为展开活动的前哨阵地。梅堰图书馆还将触角深入村、厂，逐步形成乡村（厂）的图

书网络。所有这些，对于乡镇万册图书馆的巩固提高发挥了实际作用。

编好一张表，就是乡镇图书馆（室）情况汇总表。小小一张表，联结着全市２３个乡镇，将竞争的

因素注入了乡镇图书馆建设，发挥了舆论的力量。

　　三、乡镇万册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和我们的目标

我们吴江市虽然已全部建成了乡镇万册图书馆，但这不是终结，而是开端。图书事业还在发展

之中，据我们观察，乡镇万册馆的发展出现了这么一些趋势：

１．高档化趋势。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化生活的水平也要相应提高。因陋就简的

文化设施已吸引不了群众，人们要求图书馆有一个惬意舒适、幽雅宜人的读书环境。现在不少乡镇

万册馆已经“硬席”变“软席”，设备标准化，装潢也讲究起来。

２．多功能化趋势。经济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对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们希望通过图书馆满足自己求乐、求知、求技等方面的需要。因此，乡镇图书馆也开始突破借借

还还的传统服务形式，以组织读书活动、接受咨询、开发资料等方式力图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多

方面作用。在文献类型方面也有所改变，非印刷型的声像资料开始出现在乡镇图书馆里。

３．经营化趋势。经济发展，文化市场发育起来，图书馆也被卷进市场里去，因此相当一部分乡

镇图书馆已经出现经营化趋势，在讲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经济效益，以增强巩固和发展自

己的能力。

为了适应这些趋势，我们提出了我市乡镇万册图书馆的发展目标：

１．要继续搞好硬件建设，特别是要使藏书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我们吴江市的乡镇万册图书

馆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跟一些兄弟市县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将

人均藏书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了。另一方面，文献增长加快，寿命相应缩短，图书馆要不断

更新自己，才能在群众中保持活力。因此，我们不能停步。我们确定１９９３年的三大任务是：

（１）首季开门红。全市乡镇图书馆个个达万册，使吴江市成为全国最早全面建成乡镇万册馆

的县级市。

（２）使藏书达到２万册的乡镇馆数量至少翻一番，达到４个以上。

（３）在“华夏第一镇”盛泽镇建成有独立馆舍的包含多种活动室、功能比较齐全的图书馆。

２．要使管理上水平。藏好书是为了用好书，搞好管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吴江市的

乡镇万册图书馆在规范化管理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在新的社会要求面前还必须有所发展，

特别是图书馆有偿服务的兴起，更使管理的强化和改进显得十分必要。

３．要使服务见成效。为了适应群众的多元化需求，我们希望逐步地改善乡镇万册馆的藏书结

构，促使服务形式向多样化发展，提高服务效益，更全面地发挥乡镇图书馆的社会功能。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８日

６０６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附：吴江市２３个乡镇万册图书馆统计表

乡镇 达万册年份／藏书数 乡镇 达万册年份／藏书数

八坼镇 １９８８／１５９９１ 屯村镇 １９９１／１０３７０

同里镇 １９８８／１３６７７ 金家坝乡 １９９２／１１３０５

芦墟镇 １９８８／１３０７９ 八都镇 １９９２／１００２８

震泽镇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５ 庙港镇 １９９２／１０１８８

梅堰镇 １９８９／２００４０ 青云乡 １９９２／１００４８

平望镇 １９８９／１０８２０ 松陵镇 １９９３／１０２０５

盛泽镇 １９９０／１３８８３ 菀坪乡 １９９３／１００６５

南麻镇 １９９０／１２８８１ 桃源镇 １９９３／１０１３８

北厍镇 １９９０／１１６９５ 横扇镇 １９９３／１１０５８

铜罗镇 １９９１／１１９５０ 坛丘乡 １９９３／１０３４２

黎里镇 １９９１／１１０８０ 莘塔乡 １９９３／１００９２

七都镇 １９９１／１０８７７

１９９５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文化市场管理的意见

吴江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吴江市人民政府法制局

吴江市文化局

吴文〔１９９５〕６９号

各乡镇人大、政府、文化站，文化系统直属单位：

我市的文化市场，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经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及公安、工商、广电、物

价、税务等部门的不懈努力，正朝着繁荣、健康、活跃、有序的方向发展。

在经营上，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体、中外合资等所有制形式并存、协同发展的态势，拓宽了文化

事业的投资渠道；在效益上，除社会效益外，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使国家增加了税收来源，促

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在管理上，正朝着结构合理、法规完善的目标迈进，逐步实现政策引导、法规制

约、法律保障这样一种综合管理机制。

但是，目前在文化市场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娱乐场所的变相色情活动和利用游戏机搞赌博

活动、非法出版物和“贩黄”活动、非法经营活动等，同时，文化市场发展中，在布局、档次、内容上的

失衡现象也明显存在。

为了保障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我市的五年战略目标，根据

有关条例，就进一步加强我市文化市场的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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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管理、稽查机构

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建立文化市场稽查队伍，是贯彻落实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

例》和省人大通过的《江苏省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重要

环节和有效保证。

（一）调整并加强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对文化市场管理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二）根据省机构编制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加强全省文化市场稽查队伍建设问题的通知》精神，

组建吴江市文化市场稽查队，担负起宣传、贯彻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对文化经营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保护合法经营，制止和查处违法行为的职责；

（三）健全和建立各镇的文化市场管理稽查组织，参与和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各地文化市场的

监督、管理。

　　二、全面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

根据《江苏省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规定，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文化市场的主管部门，实行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审批并主管由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文化娱乐场所和

经营活动。

（一）对各种文化经营场所（含歌厅、舞厅、卡拉ＯＫ厅、桌球室、游戏机室、游乐场所，餐厅、酒

吧、茶座中有演唱、演奏及其他表演或者有文化娱乐设备的经营项目）实行《文化经营许可证》

制度；

（二）文化娱乐场所举办的各种演出、比赛，民间艺人、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出经营活动，实行《营

业演出许可证》和《江苏省文化娱乐业演员证》制度；

（三）对音像制品经营者（含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实行《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制度；

（四）对书报刊经营者（含批发、零售、出租）实行《图书期刊经营许可证》制度；

（五）对印刷业实行《印刷业许可证》制度；

（六）对各种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刊物实行《准印证》制度。

经营者必须持有关申办材料，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立项申请（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申

请需请当地文化站和分管领导签署意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其经营项目、人员配备、营业场所、

娱乐设备以及经营文案是否符合当地文化市场发展规划，是否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设施、卫生条

件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进行审核验收，合格后发给经营许可证。在立项、审核、审批、验收过程

中，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申领安全、卫生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的，必须到有关部门办理证照和

向物价部门申请核价。

上述经营者必须依照有关规定交纳管理费，必须持领取的证照和有关材料，向税务部门申报办

理税务登记和纳税事项。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管理部门，对文化经营活动实行年审验证制度，经营者必须在规定的

时间内，到原发证部门办理验证手续。经营者变更登记注册事项或者转业、停业时，应当按照原审

批程序，分别向有关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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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化市场的经营活动

文化市场的经营活动，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提倡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

禁止违法的和危害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从事文化经营活动必须做到“十个不准”即：

（一）未取得《文化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消防合格证》、《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卫生许可

证》和《营业执照》等证照，不准擅自经营娱乐项目；

（二）未取得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不准擅自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音像制品；

（三）未取得图书期刊经营许可证，不准擅自经销、出租书报刊物；

（四）禁止经营有下列内容的音像制品和出版物：

（１）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２）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３）泄露国家秘密的；
（４）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

（５）诽谤、侮辱他人的；
（６）国家规定禁止、传播的其他内容；

（７）一切非法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五）歌舞娱乐场所不准利用提供陪舞、陪唱、陪酒等方式招徕顾客，严禁用色情方式服务；

（六）娱乐场所不准超过核准登记的定额人数；

（七）不准开办老虎机、角子机、苹果拼盘机、赛马机、赛车机、牌机、麻将机和其他有退币装置

的各类博彩机，禁止利用游戏机搞赌博活动；

（八）营业性游戏机室和歌舞娱乐场所不准对未成年人开放；

（九）文化娱乐场所举办的各种演出、比赛等经营活动和在餐厅、酒吧、茶座中有演唱、演奏或

者有文化娱乐设备项目的，未取得《文化经营许可证》和市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核发的《演出许可

证》，不准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十）不准举办有碍精神文明建设，影响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活动。

　　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主体行为

“扫黄”、“打非”、清理整顿是文化市场管理的重要内容，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采取有

力措施，在治本上下功夫。以人为本，对文化经营者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业务素质，

依法规范文化市场主体行为。对于在文化经营活动中，违反《江苏省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江

苏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法规的，由文化、公安等管理部门视情节轻

重分别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和吊销有关证照；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社会舆论监督

随着文化市场的迅猛发展，管理任务愈来愈重。因此，要加强管理力量，加快立法进程，强化政

府行为，使净化与繁荣并重、治标与治本并重、保护性倾斜与限制性调控并重。政府各有关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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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配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法律和有关行政规章进行调控、引导、检查和处罚，根据“开放搞

活、扶植疏导、面向群众、供求两益”的方针和“健康有益的要支持，无害的要允许存在，低级庸俗的

要抵制，反动淫秽的要取缔”的原则，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同时，从总量、结构等方面加强宏观调

控，合理布局，对供大于求的地方要暂停发展，对经营不善和违法经营者采取关、停、转等措施。

社会各界要关心、支持文化市场的管理，使政府行为与社会监督并重。同时，要运用舆论、道德

以及群众监督手段，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监督管理文化市场的局面，促进我市文化市场继续

朝着繁荣、健康、活跃、有序的方向发展。

以上意见，请各地宣传贯彻并认真执行。

１９９５年６月

抄报：苏州市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局、文化局；吴

江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综治办、宣传部、胥锦荣部长、张莹副市长

抄送：市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市政协文教社会委员会、市公安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广电

局、物价局

１９９６年吴江市人民政府“扫黄打非”通告

吴江市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加大“扫黄打非”工作的力度，全面规范我市文化市场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未经市文化局、广电局批准核发《音像行业经营许可证》和工商局核发《营业执照》的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准从事音像制品的批发、销售和出租，违反规定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处

２０００元罚款。

二、未经市文化局批准核发《图书期刊发行许可证》和工商局核发《营业执照》的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准从事书报刊的批发、销售和出租，违反规定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处２０００元罚款。

三、任何单位和场所不准接纳未经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审批核发《演出许可证》的演出团

（队）和个人进行演出，违反规定的对经营者处２０００元罚款。

四、未取得文化局核发的《文化经营许可证》、公安局核发的《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和工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的歌厅、舞厅、理发美容厅和咖啡厅一律不准对外营业，违反规定的予以取缔，

没收非法所得，并处２０００元罚款。

五、未取得江苏省文化厅核发的《文化经营许可证》或省广电厅核发的《录像放映许可证》的任

何单位不准经营录像放映活动，违反规定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处２０００元罚款。严禁故事

片激光视盘营业性放映，严禁个人从事录像放映活动，违反规定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处２０００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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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准销售、出租、放映未经审批的音像制品。营业性录像放映和出租的录像带必须经过文

化局或广电局验审盖章，违反规定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１０００元罚款。

七、不准销售、出租非法的书报刊，违反规定的没收非法书报刊和非法所得，并处５００元罚款。

八、任何场所不准提供营利性陪客等色情服务，违反规定的处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罚款。

九、情节严重的，除按上述行政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十、广大干部群众要敢于检举揭发，一经查实，每案奖励举报人人民币２００元至５００元。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市文化局、广电局、公安局、工商局联合负责具体解释。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１９９７年关于转发市文化局制订的
《吴江市文化事业“九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吴政办〔１９９７〕２２号

各镇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公司），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文化局制订的《吴江市文化事业“九五”发展规划》转发给你们，望认真

贯彻执行。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４日

主题词：文化　事业　规划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检察院、检察院，市人武

部，市各人民团体，存档

附：吴江市文化事业“九五”发展规划

吴江市文化局

　　进入９０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市的文化事

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全市２３个镇已有２２个被评为省群众文化先进镇。１９９４年吴江市被省政府

命名为省群众文化先进市后，１９９５年又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市，从而使我市进入“全国文

化百优”市行列。

“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交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为使我市的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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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抓住机遇，更快发展，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市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对全市文

化事业的发展，提出如下规划：

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镇文明程度为目标，努力推进全市文化事业向更高层次发展，为

把吴江建成一个“繁荣昌盛、文明发达、环境优美、共同富裕”的地区，早日实现基本现代化服务。

奋斗目标：

到本世纪末，通过深入开展争创活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我市要在保持全国文化百优先进市

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使我市的文化事业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

“九五”期间我市争先创优的目标是：

市文化馆争创一级文化馆；市图书馆争创全国一级图书馆，保持全国文明图书馆称号；柳亚子

纪念馆争创江苏先进博物馆；全市２３个镇图书馆全部实现２万册以上图书馆，其中三分之一镇图

书馆实现３万册图书馆，并部分实现微机管理；２３个镇在全部成为省群众文化先进镇的基础上，争
创３～５个全国特级文化站和苏州市级“迎接二十一世纪文化示范镇”。

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全市上下共建七大文化系统工程。具体是：

　　一、建设市镇二级文化标志工程

市区：

１．吴江市文化艺术中心。为综合性多功能的中型文化设施，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
２．吴江博物馆。展示吴江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扩大开放、对外交流、旅游开发、经济发展

服务。

３．吴江市图书馆新馆。馆藏能力５０万册，并设有图书信息计算机网络，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

和信息传递功能。

４．吴江图书发行中心。“九五”期间力争全市总发行图书６００万册。

乡镇：

１．文化站。站均面积达１５００平方米以上，室外场地宽阔，环境优雅。活动项目不少于１０项，

包括图书借阅、老年活动室、科普讲座室等，使文化站成为集镇群众精神生活的乐园。

２．图书馆。馆均面积达２００～３００平方米。包括书库、外借阅览室等。“九五”期间全市平均

每年至少要建成４个２万册图书馆（目前已建成７个）；每镇至少要建立１个藏书５０００册的村级图
书馆；全市的工业先行村要率先建成５０００册的村级图书馆，为到“九五”期末全面实现人均藏书达

一册创造良好条件。

３．分期分批改建集镇影剧院，使之成为电影、演出、录像及其他功能齐全的文化娱乐场所。
４．建立农村少儿文化园。“九五”期间按照文化部实施的“蒲公英计划”要求，通过抓好１～２

个试点，逐年推开，使少儿文化园成为寓教于乐的农村少儿文化活动中心。

　　二、抓好精神产品的“五个一”工程

强化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鼓励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创作一批思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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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在全市开展“一镇一品”和“五

个一”工程的文化竞赛活动，每年至少要有５件以上作品（含文学类、影视类、书美摄作品类、表演

类、论文类）在省级以上参赛、参展、发表或演出。

　　三、抓好大型文化活动工程

承办好每３年举行一届的文化艺术节。通过主题鲜明、气势恢宏、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反
映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成果，并借此扩大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的对外影响。与此同时，配合中心举

办好各类大型文化活动，为促进经济建设和推进全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四、抓好繁荣文化市场的建设工程

到本世纪末，在控制总量，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文化市场法规配套建设，进一步加强文化市

场管理、稽查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活动，规范文化市场主体行为，树

立一批“文明娱乐场所（单位）”的先进典型，积极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使文化市场真正成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五、抓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九五”期间要多方筹集文物维修经费，完成３～５个重点文物维修工程，并搞好相关的历史文

物陈列。各镇要根据《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确保对文物保护维修的必要经费的投入，切实保

护利用我市珍贵的文物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六、抓好优秀人才的培育工程

进一步严格考核机制，强化激励机制，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训、辅导、锻炼一支适应我市建设基本

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环境的各类文化队伍。各镇要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和我市制订的有关文化事业发

展的政策和规定，使我市文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文化事业发展后继有人。

　　七、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工程

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加快培育各类文化市场，逐步建立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新机制，把文化事业推向市场。要努力转变文化部门的工作职

能，加强服务，提高效益。要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文化团体到吴江交流，同时也要拓宽渠道，组织各

文化团体，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具体措施：

一、加强学习，充分认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

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事

业”。“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各级党政领导、

文化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文化建设，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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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改善领导，切实把文化工作放上位置抓上手。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各级党委

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要把文化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做到两个文明一起部署，一

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把文化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明确领导责

任，加强检查督促，各镇领导每年至少要听取一次文化工作汇报，帮助解决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的

问题和困难。

三、增加投入，确保文化事业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各镇要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文化事

业的投入，切实解决文化事业必需的经费，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有所递增。要认真执行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若干经济政策的规定》，给予文化事业以政策扶持。要建立多渠道、多

层次的投入机制，积极鼓励社会各部门、行业、团体和个人投资办文化事业或资助公益性文化事业，

以确保文化事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同步发展。

四、加强教育，提高文化专业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化工作者队伍，是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需要。各地各部门要培养有发展前途的、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和

后起之秀，支持优秀人才攀登新的高峰。在工作上要给任务，压担子，严格要求，积极引导，帮助他

们健康成长。在生活上要对他们多关心，多支持，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全市广大文化工作者要

加强学习，努力强化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实施全市文化事业“九五”发展

规划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向基本现代化迈进的历史征途中，文化事业的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人民、奉献

社会为宗旨，参与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去，为提高全市人民的思想道德、文化

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服务。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１９９８年吴江市文化局通告

吴江市文化局

　　根据国务院《印刷业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文化部《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和

《江苏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江苏省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特通告如下：

下列经营场所和经营活动，必须经市文化局审批并核发许可证方可营业。

　　一、文化娱乐场所和经营活动

凡舞厅、歌厅、卡拉ＯＫ厅、桌球室、游戏机室、游乐（艺）场所，餐厅、酒吧、茶座中有演唱、演奏

及其他文化娱乐经营活动，都必须经市文化局审批核发《文化经营许可证》及其他相关证照方可

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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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１．不得聘用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发证的表演团队、个人以及节目主持人；

２．不得利用提供陪舞、陪唱和陪酒等方式招揽顾客，严禁用色情方式服务；
３．严禁经营内容反动、淫秽和赌博、封建迷信活动；

４．不得播放非经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者未经国家授权部门批准的音像制品；
５．禁止进行低级、色情的表演；

６．禁止利用游戏机进行赌博和有奖经营活动；营业性游戏机室以及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对未成
年人开放。

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登记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的，依据条例可以分别给予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可视情节轻重并处非法所得３倍以下的罚款。违反条例其他款项的，

可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营业性演出

申请设立营业性演出场所，需向市文化局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核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并

向工商局申请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１．业余演员、民间艺人从事演出的需向市文化局申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２．场所、团队、个人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而从事营业性演出的，文化行政部门将予以取

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３．宾馆、饭店、体育场（馆）、歌舞娱乐场所及其他非营业性演出场所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需

经市文化局批准，未经批准、擅自接纳演出的，根据条例可处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擅自接纳无《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的团队或个人演出的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书报刊经营活动

凡从事书籍、报纸、期刊、画册、图片和年历等经营活动的，需向市文化局申领《书报刊经营许可

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禁止经营下列违禁书报刊：

违反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的；

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泄漏国家秘密的；

宣传淫秽、色情迷信或渲染暴力和其他违背社会公德、诋毁民族优秀文化的；

用污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各种非法出版的；

走私和以境外出版机构名义在我国大陆地区印制发行的。

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将经营的书报刊送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审查。

对经营违反法规规定的书报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没收违禁、非法书报刊，可以并处违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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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报刊定价总额１０倍以下罚款。制作、经营反动、淫秽书报刊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四、美术品经营

凡从事书法、碑帖、篆刻、绘画（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素描、速写、壁画、漆画、仿

古画等）雕塑、艺术摄影作品的经营活动，须经市文化局审批核发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方可营业。

属文物范围的美术品的收售、拍卖、展览、展销和进出口等经营活动，按国家有关文物管理的规

定执行。

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擅自从事美术品经营活动的，将给予责令改正、警告，并可处３万

元以下的罚款。

　　五、印刷业

包括商标标识、彩色包装盒（袋）、纸制包装用品、印铁制罐、资料、图表、票证、名片、打印、复印

等，凡从事上述印刷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市文化局申领印刷业许可证和向公安部门申领特种

行业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方可营业。

未取得印刷业许可证而从事印刷业务的，文化局可依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给予责令停产停

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印刷品总产值定价２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的罚款。

凡印刷含有反动、淫秽、迷信内容或者国家明令禁止印制的其他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

品、非法印制证件、文件、有价证券等其他印刷品的，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自通告发出即日起，凡从事上述经营活动而未向市文化局申领许可证的，须在一个月内到市文

化局补办许可证，逾期不办者将按有关条例予以查处。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７日

２００３年关于实施
《吴江市市级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吴宣发〔２００３〕１１号

各镇党委宣传办，全市宣传文化系统各有关单位：

经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吴江市市级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办法

（试行）》开始实施。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各镇、各有关部门认真加以贯彻落实。

实施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是我市进一步落实《吴江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文化强市建设规划纲

要》提出的目标任务，着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的又一举措。各镇、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实施这

项工作的组织领导，统一思想认识。要认真组织全市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进行学习，正确认识实施

该奖励办法的目的、意义，广泛调动宣传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出精品，繁荣创作，为我

市文化强市建设多作贡献。各镇、有关部门要围绕奖励办法确定的内容，充分结合各自实际，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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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组织实施奖励工作的管理体制，建立必要的配套激励措施，确保全市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工

作的贯彻实施。

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３日

　　附件：

吴江市市级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促进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调动宣传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奖励在宣传文
化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宣传文化奖励工作，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突出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促进宣传文化事业进步和成果转化的原则。

第三条　由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创作成果奖励的评审工作。全市宣传文化创作

成果奖励工作每年评审一次。

第四条　宣传文化创作成果的奖励范围包括：

一、本市新闻单位年度内刊播的新闻作品（包括新闻单位采编人员自采稿、与通讯员合作稿、

通讯员稿），设立市级新闻奖；

二、设立优秀新闻工作者奖，奖励表现突出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三、为切实加大对外宣传工作力度，鼓励本市广大新闻工作者对市外媒体发稿，设立市外媒体

发稿奖励；

四、设立文化艺术双优奖（优秀创作奖、优秀表演奖），主要奖励在市以上（不含市级）“五个

一”工程评奖和各类专项文艺活动中获奖的文化作品；

五、设立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励，在本市开展优秀社科成果的评奖活动，奖励在市以上（不含

市级）社科成果评奖活动中获奖的优秀作品。

第五条　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单项授奖人数和授奖单位数不受限额。根据各单项每年的申
报情况、申报成果的质量，由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综合评审。

第六条　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的申报条件，只要符合本办法的第四条规定范围，并由申报单
位初步认定。

第七条　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的申报程序如下：
一、成果完成单位或完成人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向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提出申请。有关部门或

单位对项目进行初步评审，提出审查意见和奖励等级建议后，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推荐。

二、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成果，由该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负责组织申报。

三、申报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必须按规定认真填写《吴江市市级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推

荐表》，并提供真实、可靠的创作成果评价材料。

第八条　市级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的评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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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评审工作。聘请市内有关专家和专业管理人员成

立评审小组，对创作作品进行综合评审。

第九条　综合评审结束后，评审结果将在市级新闻媒体上公示。自公示之日起一个月内为异

议期，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公布的项目提出异议。对有异议的项目，由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重大问题提交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裁决。

凡属于对项目评审等级的异议，不予受理。

第十条　获市级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的项目，由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授予荣誉证书和

奖金。奖金的标准按照各获奖项目的实际情况，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拟定，报领导小组会议批准。

奖金来源在市级宣传文化基金中列支。

第十一条　市级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获奖情况记入成果完成人档案，作为考核、晋升、奖励、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的依据。

第十二条　申报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对弄虚作假或者剽窃他人成

果的，撤销其奖励，追回荣誉证书和奖金，并由有关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三条　参与宣传文化创作成果奖励评审活动的有关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

弊、以权谋私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制定和实施的有关新闻、宣传、文化奖励办法，同时

废止。

吴江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３日

２００３年转发市文广局等部门
《关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吴政办〔２００３〕４０号

各镇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文广局等４个部门《关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几点意见》转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６日

主题词：文化　建设　意见　通知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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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广局　人事局　财政局　劳动和社保局
关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几点意见

　　基层文化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础，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和提高全民文化素

质的重要保证。一个地区的基层文化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我市

文化强市、城市化战略，实现“两个率先”的基础工程，是维护我市改革开放、稳定社会大局的重要

举措。因此，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现根据我市的实际

情况，就加强基层文化工作提出以下四点意见：

一、各镇组建文化广电服务中心是顺应改革发展、城市化建设战略的需要，是文化、广播电视

资源组合，取长补短，创新精神文明发展思路，实现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双赢”的重要举措，对于促

进全市的社会文化事业发展至关重要。

二、各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要明确一名领导专门负责社会文化工作，并相应配备１～３名文化

干部，做好文化工作。原文化站干部按照《市政府关于建立镇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吴政

发〔１９９９〕１８号）精神，继续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待遇，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三、大力加强全市基层文化事业建设，加强基层文化事业的投入，市、镇财政每年要把文化经

费（包括必要的人头费、公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原文化站人员退休，属文

化广电服务中心的继续保留事业编制，以便配备和充实文化干部。

四、各镇要配足、配好、配强文化干部。乡镇配备文化干部应坚持政治素质好，热爱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有文化业务特长和组织协调能力，市人事、文广部门和镇政府在进人上要严格把关。

２００３年７月

２００３年吴江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吴政发〔２００３〕１７３号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指导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２〕７号）、《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意见》（苏政发〔２００２〕

９５号）、《苏州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意见》（苏府〔２００３〕５５号）和全国、全省、苏州

市基层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步伐，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

展，兹对进一步加强我市基层文化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基层文化建设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从提高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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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素质，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出发，近几年来高度重视文化工作，逐年加大对文化事业的资金

投入，规划和建设了一批多功能的、现代化的标志性文化工程，积极开展特色文化建设，广泛开展社

区文化活动，改善了群众文化阵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进一步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我市率先在全国实现了“镇镇万册图书馆一片红”，所辖各镇先后被评为“江苏省

群众文化先进镇”，市被省政府命名为“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市”，被文化部表彰为“全国文化先进

县（市）”。同里、震泽镇被命名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芦墟镇被命名为省民间艺术（山歌）之乡，

同里镇还被命名为省民间艺术之乡。市镇文化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充分体现了我市精神文明建设

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好势头。但是必须看到，我市基层文化建设仍然存在不足：

一些地方对基层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文化经济政策的落实不到位；基层文化建设的经费

投入不足（部分阵地设施陈旧，面积萎缩）；部分全额拨款文化干部缺额；基层文化队伍整体素质不

高；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亟待建立等等。这些问题必须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切实加以解决。

（二）基层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增强文化工作的责任心、紧迫性和使命感。按照中央、省、市的总体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市基层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加快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不断推进文化创新，以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为重点，全面加强文化阵地、文化队伍建设，使文

化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有机的结合，努力提高全市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通过几年

的努力，形成布局合理、队伍素质提高、群文活动丰富、政府为主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的基层文化建设

新格局。

　　二、加快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

（三）文化设施建设的人均面积要提高。按照《吴江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文化强市建设规划纲要》

提出的建设目标和要求，切实加大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各镇、村、社区要着眼长远，加强

规划，建设一批多功能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和场馆。全市城镇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建筑面积由现

在的人均０．０６３平方米，五年内提高到０．０８平方米，到２０１０年达到０．１２平方米。至“十五”期末，

农村人均拥有文化设施水平比“九五”期末提高２０％。

（四）文化设施建设要纳入城镇建设整体规划。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广场等基层文化

设施，是方便人民群众参加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规划、建设好公益性文化设施是城镇建设规划的

重要内容。对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的规划，要听取文化主管部门的意见。要立足一定的文化品位，

在选址、立项、投入等方面给予优先，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有关规费给予减免。城市新建居民小区和

经济开发区必须规划建设配套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并将其建设的成本一并计入土地拍卖标的，然后

从土地拍卖的收益金中安排相应的资金以保证配套文化设施的建设。新建居民小区建成后配套文

体设施没有落实到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尽快予以落实。现有的基层文化设施，任何部门、单位不

得挤占和挪用，已经挤占、挪用的必须无条件收回。城镇建设确需征用文化设施用地，必须做到先

建后拆，或拆建同时进行，重建的文化设施原则上应达到规定的标准，至少不低于原有的规模。要

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中开辟老年、少年和残疾人活动场所，有条件的要建设好评弹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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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五）坚持开展科学多样、健康活泼的文化活动。以新一轮创建江苏省文化示范县（市）为龙

头，全面推进“知识工程”等社会文化重点工程建设。各级文化部门要服务中心、服务经济，积极组

织开展弘扬主旋律、科学健康的文化活动。切实开展阵地文化活动，定期向群众公布活动的内容、

方式和时间，并为流动人口和弱势人群参加活动提供方便。深入挖掘整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资

源，大力扶持和培育特色文化镇、村、家庭、团队、社区和学校的建设。精心策划和组织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的由广大群众参与的节假日文化活动、社区文化活动。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对校园

文化建设的指导，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的内涵。每年举办全市性的元旦文艺会演和科普宣传活动，每

年交替举办老年艺术活动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和科教、

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

（六）坚持文化市场繁荣与管理并重的方针。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落实文化市场的建设、发

展和管理规划，逐步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内容丰富、健康规范的文化市场。积极

繁荣基层文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展示和娱乐条件。要把文化市场的管理同青少年

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加强校园周边文化市场经营场所的管理。同时，要强化对娱乐、音像、演出等文

化市场的管理，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坚决制止传播各种色情、暴力、愚昧迷信等内容的违法活

动。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和稽查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

（七）重视城镇电影放映工作。要根据政策加快推进影剧单位经营与管理体制的改制工作，进

一步树立以精神文化产品为主体、行政组织为导向、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特殊经营理念，优化资源

配置，激活存量资产，运用市场化运作手段，拓展电影市场空间，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强各

镇影院建设及演映市场管理，繁荣城镇电影事业。

　　四、努力创新基层文化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法

（八）加强基层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要树立大文化的观念，大力推进基层文化资源的重组，

提高文化资源的配置效率。街道文化站要在社区服务中进一步发挥其功能作用，各镇要加快整合

文化站、广电站等人力和设施资源，进一步完善综合性宣传文化机构。各地机关、学校、部队、企业

内部的文化设施要通过共建、双拥等多种形式，定期向社会开放。要积极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充分发挥吴江市图书馆文献资源众多的优势作用，镇图书馆要以吴江市图书馆为技术平台，逐

步建立吴江图书馆分馆，形成市镇联动的图书音像资料查询和借阅网络，积极推进服务一体化。通

过优化社会文化资源配置，逐步建立健全分布合理、功能完善、设施先进、人人享有的社会文化服务

体系。

（九）深化基层文化单位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市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是社会公益

性事业单位，要按政策规定配备配足专职从事公益性文化工作的事业编制，市镇两级政府要分别将

这些机构中负责公益性文化工作人员的工资及正常运行的经费列入财政全额拨款预算。各镇文广

中心要明确一名领导专门负责社会文化工作，并相应配备文化干部，每镇１～３名，人员的管理方法
由身份管理转为岗位管理，真正形成基层文化干部能进能出的灵活机制。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全面

推行全员聘用制，规范和完善岗位责任制，吸引优秀人才到基层文化机构工作，按政策落实好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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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要建立灵活多样的内部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实行工效挂钩，收入分配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

倾斜。要根据文化部文人发〔２００２〕３０号文件的精神，由文化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制

定基层文化工作从业资格制度，逐步实行文化单位面向社会自主用人，文化单位职工面向市场自由

择业的用人新机制。要结合机构改革，按政策规定妥善安排好人员的分流调整工作。要大力培养

和发展业余文艺团队或民间文化队伍，积极鼓励民办文化类非企业单位和文化经营户的发展。要

发挥专业文艺团队退休人员和民间艺人的作用，建立健全城镇社区文化指导员和志愿者制度，建立

和完善民间文艺团体注册登记和监督检查制度。在各类文化比赛和交流方面，民间文艺团体和民

间艺人享有与公办文化事业单位及其人员的同等权利。

（十）积极探索基层文化建设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在继续加大对基层文化事业财政投入的基

础上，进一步改革政府投入机制，逐步实行按项目拨款、以奖代投、以拨改投等多种形式，实现投入

产出的最大化。要大力培育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引导群众的文化消费。要鼓励社会和个

人对社会公益性文化活动、项目和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和捐赠，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

渠道筹资为辅的基层文化建设资金筹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新机制。

（十一）加快基层文化活动内容和方式的创新。要让先进文化永远占领基层文化的宣传阵地。

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需求，确定相应的基层文化活动的目标、内容和方式，逐步形成具有地

方特色、群众欢迎、机制灵活的基层文化工作新模式。要更好地将基层文化与当地的中心工作、经

济发展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文化活动的内容要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注重先进性和广泛

性、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和娱乐性，把思想宣传、道德教育、知识普及、体育活动等内容有机地融

入基层文化工作中。文化活动方式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和运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形式。要大力开展广场文化活动和社区文化活动，支持和推动企业文化、校园文化、

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基层文化活动的氛围。要大力倡导社会文化社会办，积极

探索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的新路子。

　　五、切实增加对基层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

（十二）确保财政对文化事业费的投入逐年增长。各级政府要确保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长。

要进一步加大有关文化经济政策的落实力度，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安排应向基层文化建设项目倾斜，

保证有影响的重大群众文化活动的经费投入。对市文化馆、市图书馆、吴江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事

业单位的人员工资和日常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保证吴江新建图书馆图书总量指标，确保每

年新购图书、报刊经费到位。镇图书馆每年要安排一定数量的购书经费，要保证各级公共图书馆加

入全国、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设施配备费。要加大对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备及文

化队伍教育培训等方面经费的投入。市镇两级每年要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社区文化建设。市镇两

级要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扶持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农村区域性民间民

俗艺术活动、艺术项目，资助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及其资料的抢救和整理。

（十三）加强“吴江市市级宣传文化发展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完善相关的使用和管理方

法，积极发挥基金的作用，扶持重大文化精品生产和重点文化建设项目，重点促进和支持优秀历史

文化和民族艺术的繁荣发展，重点奖励优秀文化成果和鼓励特色群众文化建设。各镇也要设立相

应的文化发展经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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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不断提高基层文化工作的水平

（十四）必须把基层文化建设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各镇政府要加强领导，每年至少研究一次

基层文化工作，切实解决基层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切实强化政府对文化建设的管理

职能，各镇政府要切实采取措施，调整和充实文化管理职能部门的人员编制，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理顺政府主管部门与文化市场、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使政府

主管部门真正成为履行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机构，使文化单位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转变政府文化

管理部门的职能，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政府文化管理的职能主要是：文化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文化发展方向的监督和指导、文化标志性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等。把文

化建设列入各镇有关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把基层文化发展成果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

要依据之一，市根据考核结果进行精神和物质奖励。

（十五）必须形成基层文化建设的合力。文广局要加强对基层文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指

导，各宣传、计划、教育、科技、民政、体育、财政、人事、建设、规划、农业等部门要主动关心和支持基

层文化工作。要把基层文化建设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

家庭以及创建双拥城市和军民共建等活动结合起来，并列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考核目标。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以及行业协会要建立健全各自的文化阵地，精心组织各具特色的文化活

动，活跃基层文化生活，共同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

２００４年吴江市创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申报材料（有删节）

吴江市人民政府

　　吴江市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北接苏州，南近杭州，东临上海，西濒太湖，全市总面积１１７６平方

公里，人口７８万，享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从考古发掘看，吴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

石器马家浜文化时期。五代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年），吴江置县，１９９２年撤县设市。吴江自古以来人

文荟萃，近现代更是名人辈出，有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陈去病、著名社会学家费

孝通等等。

吴江文物众多，全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５３处，其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１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５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３７处；登记公布尚未列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称文物控制单位）２１２处；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两座；文化遗址和文物

出土点１０余处。吴江博物馆于２０００年７月建成对外开放，馆藏文物逾万件。柳亚子纪念馆作为

纪念性博物馆，对外开放近２０年来，接待了大批海内外参观者。

多年来，在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关心指导下，我们将文物工作列入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内

容，在文物保护管理、博物馆建设、充分发挥文物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上，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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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模范遵守《文物保护法》，切实加强文物保护

市委、市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始终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上。按照《文

物保护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做了

大量工作。

１．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到文物工作“五纳入”。
我市自１９８５年建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以来，始终坚持由分管市长（县长）担任主任，计划、工商、

公安、财政、文化、交通、水利、教育等部门负责人为组成人员，每年召开１至２次会议研究文物工
作，重点是协调解决文物工作的大事、难事。几年来，我们不断强化文物保护管理部门的职能，健全

文物保护组织，并切实做到文物工作“五纳入”，其中文物事业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市财政在每年

安排固定文物专项经费的基础上，根据文物部门年度文物修缮项目计划和文物抢修工程情况，以项

目经费的形式予以批拨。１９９９年以来，市财政投入文物事业经费达１５００余万元。
２．坚持经济社会发展和文物保护并重，正确处理城乡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近几年

来，吴江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不免与文物保护发生一些矛盾。对此，我们尽

力妥善解决文物保护与各项生产建设之间的矛盾。苏嘉杭高速公路建设前，进行考古调查；沪苏浙

高速公路规划时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避开吴江胜墩文化遗址；三峡输变电工程５００ＫＶ苏州南（吴

江）变电所工程建设，文物部门参加了选址论证会。由于历史原因，省文物保护单位慈云寺塔保护

范围和建控地带内，建有米厂与粮库，影响环境风貌，威胁文物安全。对此，２００１年，市政府专门召

开会议，研究搬迁米厂和粮库问题，最后决定由市财政、粮食局和震泽镇政府共同承担费用，至２００３
年，搬迁工作已结束，慈云寺塔周边环境整治工程正在抓紧进行。对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孔庙建控

地带内建设体育馆的问题，我市主要领导亲临现场，指定了远离孔庙的馆址。同里镇既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又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市政府要求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加强对同里镇整体风貌

的保护，建立了同里镇文保所与镇城建、旅游部门联合审批工程项目制度，重大项目则要求上报上

级相关部门审批，使同里镇的保护管理、利用发展在科学规划中有序进行。盛泽镇花园街街区是一

处保存较完整的历史街区，其中尚保存古丝绸交易市场的庄面等不可移动文物，对此，市文物部门

会同规划部门对该区进行调查，形成了“盛泽镇花园街调查报告”，经领导审批，使这一历史街区得

以保存下来。为了保护横跨京杭大运河的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三里桥，疏浚整治运河时，多花费

３０００多万元新辟运河航道，有效地保护了这座古桥。位于吴江市区中心的明嘉靖古井怀德井（俗

称三角井），为吴江市文控单位，拓宽马路时，没有拆除填平，而是从建设城中广场过程中斥资５万
元，筑花岗岩保护栏加以保护。

３．文物维修，坚持走多渠道筹资的路子。五年多来，全市通过不同渠道共筹资１．２亿元，用于
文物保护维修、古镇保护和文物单位周边环境整治等。针对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多、修缮任务重、文

物经费相对不足的情况，我们在制定文物维修计划的同时，把维修项目分成轻重缓急，本着“先救

命，后治病”的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修缮文物，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等不可移动文物不坍塌、不损毁、

不灭失。

我市文物维修经费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市财政预算拨款、省文物经费补助、各镇政府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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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支持、文物景点门票收入等。１９９９年以来，修缮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等不可移动文物１５处，

投资２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用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里镇环境整治，包

括治污、埋线、修缮古街道、古建筑系统保护工程的经费，总投资达１亿元。另外，投入一定的经费，
邀请有关专家对省历史文化名镇震泽以及江南水乡古镇黎里、芦墟等镇制定保护规划。

４．文物保护组织健全。２００１年，全国县级机构改革，吴江市文化局与广电局合并，设立吴江市
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挂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主管全市文物工作，在同里和黎里两个

文物重镇，分别设立文物保管所，其余镇的文物工作职能由各镇文广中心承担。建立由４０余人组
成的市业余文保员队伍，这些文保员大多为乡镇建设规划部门、街道和村负责人，每个文保员负责

１至２处文物保护单位。建立的“退思园管理所”，负责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退
思园的专门管理。

　　二、规范博物馆管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我市相当重视博物馆事业建设，早在１９８６年，即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柳亚子旧居的基础上，建
立了柳亚子纪念馆，１９８７年对外开放。２０００年７月，吴江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１．吴江博物馆规范管理，健全机制，各方面成绩显著
吴江博物馆根据博物馆规范管理的要求，认真抓好馆藏文物基础工作，将文物藏品纳入科学管

理轨道。一是建立和完善文物藏品档案，着手在原来传统文字档案的基础上向现代电子档案过渡。

二是在馆藏文物安全的硬件建设方面规划在前，在建新馆时，便安装红外线报警系统、电视监控系

统、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及其他配套消防设施。三是严格防止馆藏文物自然损坏，对近万件馆藏书

画、碑帖、资料作全面防霉、防蛀处理，还投资添置空调和除湿机等设备，确保库房温湿度达到安全

标准。四是由市财政拨专款，对馆藏书画陆续进行修复装裱，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４年三年中修复装裱书

画作品共３８７件。
吴江博物馆积极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先后有１４所学校在该馆建立德育教育基地，并与驻地武

警签订精神文明共建协议，成为双拥窗口单位。该馆还被列为全国国防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上级文物、公安部门检查验收，吴江博物馆文物库房和文物展厅符合标准。

目前，吴江博物馆已纳入风险等级管理，并于今年５月起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
２．柳亚子纪念馆等名人纪念馆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名人效应，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柳亚子纪念馆是利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柳亚子旧居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实行常年对外开放。

该馆积极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名人效应，在认真搞好基本陈列的基础

上，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利用馆藏资源，开展研究工作，几年来，在各地报

刊发表有关柳亚子与南社研究及其他业务文章３０余篇。去年柳亚子长子柳无忌先生去世，其亲属

将１３箱有关柳无忌的资料从美国捐赠给柳亚子纪念馆，对此，该馆经整理，专辟了柳无忌展室，供
广大群众参观。另外，全市利用文物保护单位建成的还有张应春烈士纪念馆、王锡阐纪念馆、陈去

病故居、金松岑陈列馆、同里历史文物陈列馆等，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３．配合基本建设，认真搞好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同里中学在建造行政楼时，发现了崧泽文化时期陶器和玉器，文物行政部

门及时组织吴江博物馆会同苏州博物馆、同里文保所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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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平方米。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作业，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崧泽文化时期祭台一座，墓葬６４座，

出土崧泽文化玉、石、骨及陶器３７７件，同时，发现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春秋、宋元及明清时期的

文化遗存，同里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崧泽文化墓地，在学术界及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

　　三、加强文物有效管理，促进文物合理利用

几年来，我市文物部门始终坚持以文物安全为目标，以落实制度建设为措施，以加强检查督促

为手段，以文物基础工作为重点，以实现文物的合理利用为目的，对文物实行严格、规范、有效管理。

１．依法行政，加强文物检查。首先，严格文物行政审批，根据有关文物法律法规，结合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在经过两次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归纳出若干文物行政审批项目，纳入市行政审批中心

窗口，统一对外服务。其次，加强文物检查，针对同里镇部分居民在古镇保护区内擅自搭建和破墙

开店的情况，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有效地阻止了破坏历史文化名镇环境风貌的

行为。

２．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符合规范。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已划定经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事先划定后，

与同批次文物保护单位一起批准公布，全市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说明均采用石质材料，按照规定尺寸

制作安装。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较为完善，特别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档案符合省主管部门的规

范要求，曾被评选为省级建立档案先进。每处文物保护单位都落实一名业余文保员负责管理，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专设“退思园管理所”；文物大镇设文保所，列入市全民事业机构编制和

市财政文物事业经费预算。同时，与文物保护单位、使用单位或所在地行政组织签订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管理责任书。

３．把馆藏文物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与责任单位签订馆藏文物安全
责任书，开展馆藏文物安全年活动，做到每天有自查记录，每月检查上报，每季接受市文物、公安部

门联合检查打分，全年总结评比。为此，创下历年馆藏文物安全无事故的优良记录。

４．重视文物市场管理。不定期抽查同里旅游景区内的古玩艺术品店铺；对流动文物商贩加强

管理；支持鼓励，并加以引导筹备中的民间收藏协会组织。

５．广泛开展文物普查工作。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展两次规模较大的文物普查以来，又分

别于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开展了两次全市性的文物调查工作。经过反复调查，辖区内文物分
布情况清楚，统计数字准确。全市目前除了已经公布的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已经批准列为省

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共５３处）以外，１９９７年经市政府办公室登记公布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２１２处。
另外，根据工作计划，拟在今年下半年公布第四批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６．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文物。首先，我们组织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吴江博物馆及
其他５个文物保护单位被列为省、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举办健康向上、宣传科学历史知识

的展览和其他活动。其次，合理利用文物。同里镇作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其文

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已成为全市旅游经济发展的龙头，五年中以同里为主的全市文物景点，

共接待游客３００余万人次。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７．积极配合，主动接受市人大执法检查和市政协视察文物工作。几年来，我市人大、政协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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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和现场视察。今年８月，市

人大开展《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４月，市政协进行文物工作视察，对此，我们积极配合，认真对待，

对于检查出来的问题和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并及时落实具体措施，予以解决。

　　四、宣传文物法律法规，增强文物保护意识

近几年来，在文物宣传方面，我们坚持把平时宣传与每年举办宣传周结合起来，做到经常广泛

地进行文物宣传；坚持把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与举办展览、编印书刊结合起来，力争使文物宣传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

根据文物工作计划和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的要求，每年下半年都要安排一周时间进行文物宣传，

如２００３年下半年，我们举办了较大规模的“文物宣传周”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市政府分管市长作电

视讲话，制作、播放文物保护电视专题节目，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知识竞赛，举办文物展览，进行

文物执法检查，并在各个文物重镇进行环境布置，增强文物宣传气氛。

１９９９年以来，我市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编著出版了包括《柳亚子传》、《吴江古桥》、《小桥流水

人家》、《吴江名胜楹联赏析》、《吴江旧影》、《徐灵胎研究文集》等十几种书籍画册，流传国内外，影

响深远。

同里镇经人代会通过的《同里镇镇规民约》，制定了１０条爱护文物、保护古镇风貌的约定，为同

里古镇的保护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积极稳妥推进文物事业单位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文物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今年７月中旬，我市召开改革工作会议，对包括文物事业单位在内的社会事业领域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开始改革。公益类事业单位均全面推行人事、分配、用工制度改革，人员一律实行聘用

制度，竞争上岗，以岗定酬，原有工资进档案，要求今年９月底前各主管部门制定改革总体方案，１２

月底前完成改革，从而促使文物等社会事业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回顾过去吴江的文物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搞好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一要依靠文物法律法规作保障；二要争取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三要加强文物法律法规宣传，提高

广大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四要完善文物基础工作；五要强化文物行政部门职能，增强职责在身、当

仁不让的责任心，从而促使我市的文物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水平！

２００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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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

　　一、“十五”期间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状况

“十五”期间，全市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六个方面：

１．宣传舆论导向把握正确，引导水平进一步提高

广播电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优势，坚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服从服务于改革

发展稳定的大局不动摇，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动摇，进一步丰富了宣传内容、创

新了报道形式、推进了新闻改革，在确保导向正确的前提下，致力于强化节目的本土化、特色化和大

众化，宣传的时效性、服务性及主动性有明显加强，宣传质量和宣传效果有明显提高，宣传主渠道、

主阵地、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此外，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工作也有新拓展，

为提高吴江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２．文艺创作取得丰硕成果，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化阵地发挥作用明显

“十五”期间，全市文艺骨干和广大业余爱好者积极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大

量的文艺作品，共有８００多件作品在各类演出和比赛中获奖，其中铜罗中心小学的儿童画多次在国

际比赛中获奖，歌曲《水乡妞》、小品《敲门》、歌舞《根在中国》等一批优秀作品获国家、江苏省和苏

州市级奖。两年一届的吴江社区文化活动周规模不断扩大；送戏下乡活动形式多样，开展了“走进

乡镇、走进社区百场文艺巡回演出”和“十镇联动”大型文艺演出等活动；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扩大和

深入，对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国庆５５周年庆典和吴江撤县建市１０周年等

重大活动中，精心组织各种文娱活动，营造了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

“十五”期间，文化馆共举办各类艺术培训班２８０多期，培训人员２５００余人次，组织参与３００多

个有较大影响的表演、展示和比赛活动，被文化部评定为“二级文化馆”；图书馆藏书量不断增加，

馆藏图书达３０多万册，开通了苏州图书馆吴江远程数据查询站，并积极参加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五年中接待读者１００万人次，通过了文化部“一级图书馆”的省市考核验收；吴江博物馆通

过开展各种展览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和青少年，较好地发挥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３．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取得新的发展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十五”期间，文广系统自筹资金建成有线电视网络传播中心大楼并

投入使用；市政府实事工程市图书馆新馆主体工程竣工；电台建成了音频工作站，添置了直播车；电

视台建成了虚拟演播室，更新了部分摄录编辑设备；网络中心影视剧频道开播，并对有线电视节目

播出技术进行更新，采用硬盘播出，还铺设光缆５００芯公里、管道１６０孔公里，新建杆线２５０公里、

网点５００个。２００４年底，对现有电视频道资源进行了全面整合，成立了吴江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社会生活频道和影视剧频道。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文广事业持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

是建成江苏省有线电视示范市。“十五”期间，全市十个镇全部按标准建成苏州市有线电视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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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广电局验收，我市成为全省首批有线电视示范市。三是开展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整合。根据上级

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全面开展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整合，组建“吴江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全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四是有线广播电视工程全

面推进。全市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１００％，广播通响率、通播率、入户率均稳定在９０％以上；电视人

口覆盖率１００％，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２万户，全市有线电视市镇联网率１００％，镇村联网率１００％，行
政入户率７３％，门樘入户率９３％。五是继续抓好安全播出管理，进一步加强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和广告播放管理。

４．文物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十五”期间全市顺利完成了文物普查任务，健全了文物档

案资料；加强了对重点文物的安全防范，确保了文物设施的安全；修缮了师俭堂、运河古纤道、柳亚

子纪念馆等一批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同里崧泽文化遗址考古挖掘工作中，及时抢救保护了３７７
件有价值的文物。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我市被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

（市）”。

５．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坚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在热情服务的同时，依法加强对文化市场的日常监管和集中整

治，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斗争，使得文化市场较好地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十五”期间共

出动４０００人次进行执法检查近８００余次，严厉打击了文化娱乐场所中的违法行为；积极扶持正常

的文化经营活动，促进了社会文化产业发展。目前，全市各种文化经营单位已发展至１０００家，基本
形成了布局相对合理、门类较为齐全、供求基本平稳的文化市场。

６．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取得成效
“十五”期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按照“四到位一基本”的要求，对所属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进行改革。第一轮改革工作基本结束，第二轮改革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十五”期间，全市文化广播电视事业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困难，突出

表现在：广播电视宣传质量和引导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网络的开发和利用需进一步加强；基层文

化阵地建设参差不齐，乡镇图书馆建设滑坡严重；文艺专业人才、管理人才缺乏，创作和辅导力量不

足，影响了群众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广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自身造血功能与文广事业发展要求有

一定差距，文广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需要加强。

　　二、“十一五”期间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划

今后五年，是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继承“十五”辉煌、开创“十一五”伟业的重要时期。作为全

市综合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必须站在更高的起点，向着更高的目标大步迈进，

使之与全市以科学发展观实现“两个率先”的目标相适应，与实现全市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

客观要求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求相适应。

１．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五中全会精

神，以宣传为中心，以繁荣文化为重点，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进全市文化广播电视

事业的新发展，为全市三个文明建设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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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工作方针和原则

（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节目

质量和引导水平。

（２）按照“行政推动、市场动作、政策扶持”的原则，稳步提高广播“三率”，做好有线电视“户户

通”工作，加强网络多功能开发，加快发展数字电视。

（３）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

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出好作品。

（４）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工作方针，确保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健康有序；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的文保方针，落实“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提供服务。

３．奋斗目标
（１）充分利用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传输手段，进一步提高有线电视的有效覆盖。有

线电视在村村通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快分配网的建设，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全市门樘入户率

９５％以上；另一方面加强有线电视的基础建设，建设以市、镇为主干线的有线电视环网，并以此为基

础，开展多功能数据传输业务，为我市信息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２）加快有线广播电视双向网改造步伐，建成市、镇、村一体化的广播电视宽带综合业务信息

网络平台。加快有线电视数字化进程，建设吴江市数字化电视平台，大力发展数字电视，使数字电

视用户的普及率达到５０％以上。
（３）广播电台设备更新，基本实现数字化。增设４０平方米制作室和６０平方米直播室，实现节

目全天播出。

（４）电视台更新录制编播设备，摄录设备全数字化，并且拥有一定数量较高技术指标的数字设

备和比较完善的配套设备，编辑制作设备数字化与网络化相结合；电视播出硬盘化，发射全固态化，

逐步向数字化发展；每天播放一个半小时自办节目，每年进行一次节目改版。

（５）加快有线电视产业化运作的进程，充分利用有线电视网络的优势和吴江政府网站平台以
及东方丝绸市场商务平台，建设市、镇以及市、局信息化网络，并逐步向企业发展，建成高效的电子

政务，建立企业、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信息化，从而达到建设城市信息化的目的。

（６）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深入开展“一镇一品”的文化艺术创作竞赛，各艺术门类

每年推出一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全市各镇每年创作演出优秀剧（节）目１～２台，市文
化馆每年创作、辅导演出优秀剧（节）目２～３台，全市每年抓２台优秀剧（节）目、２件优秀美术书画

作品、２个优秀音乐舞蹈作品、２个优秀曲艺作品、２篇优秀文学作品、２个优秀文物展览。争取有作
品或其他奖项；每年组织２～３次全市性重大文化艺术活动和大型节日庆典文艺活动，精心办好全

市文化艺术节，协助办好盛泽丝绸文化节、中国·吴江“同里之春”旅游文化节、芦墟山歌文化活动

等各种文艺活动；市艺术团、评弹团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出机制，全市演出场

次不少于８００场（含评弹团），积极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重大文艺活动任务，坚持送戏下乡，丰富

群众的文化生活；书画院创作一批反映吴江时代新貌和有艺术水平的优秀作品，在全国、省、市级书

画展中获得优异成绩；出版发行《吴江文化五十年》、《吴江文物》和一套《吴江文化丛书》，编印一本

反映吴江新面貌的摄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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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巩固发展全国文化先进市成果，在全市各镇达到省群众文化先进镇的基础上，继续加强

“民间艺术之乡”和特色文化镇村建设，并把特色文化建设延伸到社区、学校、企业中去，至２０１０年，

力争苏州市、江苏省“特色文化镇”由２个发展到４个；农村儿童文化园由４个发展到６个；苏州市
优秀业余文艺团队由１２个发展到２０个。巩固和完善市、镇、村三大文化网络，切实加强文化馆和

文化站的主阵地建设。文化馆达国家一级馆标准；所有文化站达一级以上标准，特级文化站达

６０％，全市文化站总面积达５００００平方米，站均达５０００平方米，文化娱乐项目站均１２个，全市３０％

的村建有文化室。全面推进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普查的基础上，制定保护规划和具体的

实施文案，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明确保护思路和步骤，进一步弘扬七都木偶昆曲和同里

宣卷艺术，帮助扶持芦墟镇建立“芦墟山歌馆”，使全市有限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８）市图书馆在收藏印刷型图书的同时，逐步收藏电子出版物、音像资料。市馆藏书达６０万

册；建成图书馆计算机服务网络，积极参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和苏州图书馆资源的集成共享工程，

完善文化部文献信息共享工程和苏州图书馆吴江远程数据查询站的服务功能，并实现与部分镇图

书馆的计算机联网，努力成为全市文献信息中心，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各镇图书馆全部实现计

算机管理，逐步建立吴江市图书馆分馆形式，实行异地借还，平均藏书达４万册以上。１５％的村建

立图书室，市级文明村建有以图书为主的文化活动室（藏书不少于１０００册，面积不少于５０平方米，
项目不少于５个），提高藏书质量。全市人均藏书１．５册。

（９）积极培育市场、引导市场，积极培育、发展健康向上的文化经营活动，倡导提高质量、优化

结构、合理布局、连锁经营。鼓励娱乐市场向高档次、多功能发展；鼓励网吧打品牌、向连锁经营发

展；音像市场在建设沪宁沿线音像管理示范区的基础上，发展、建成２～３家音像批发单位和１０家

较大规模的零售店；书报刊市场重点扶持新华书店再建２～３家营业面积５００平方米以上的门市
店，同时扶持邮政部门继续发展连锁经营。继续贯彻执行《行政许可证》和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不

懈地开展“扫黄、打非”行动，加强对重点问题、重点地区的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维护合法经营，净化文化市场。

（１０）继续加强和完善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基础工作，及时推荐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严格执行历史文化名镇总体保护规划，加强全市古镇古街区古村落保护。积极

筹措经费，维修文物保护单位等不可移动文物３～４处。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管理网络，完善保护管
理措施，落实保护管理责任；加强文物的合理利用，重点搞好黎里古镇的保护规划，使之为发展旅游

经济发挥应有的作用；博物馆继续办好办活现有馆藏陈列展示和各种临时展览，筹建博物馆二期工

程，新建博物馆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并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将此项工程列入全市“十一五”发展规划

之中。

（１１）进一步扩大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范围，积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未成年人开

放。加强未成年人文化阵地建设和管理。公共图书馆尽可能地设立少儿阅览室，并利用图书馆等

公益设施，定期或不定期为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提供免费讲演报告。在节日期间，广泛开展面向未成

年人的广场、社区、家庭、校园和乡镇文化活动，活跃未成年人文化生活。加强针对未成年人的文艺

创作和演出。鼓励全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文艺

作品。净化荧屏，加强广播电视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涉案剧的审查和播出管理，防范文化糟粕对未

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巩固网吧、音像、电子游戏机等市场整治的成果，加大舆论宣传的力度，鼓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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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参与对网吧等市场的监督。

（１２）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强势媒体作用，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吴江在海内外尤

其是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知名度；加强以宣传吴江、增进友谊、服务经济为主题的对

外文化交流；发挥全市书画、文物、民间艺术的优势，组团参加友好城市的文化交流活动。

（１３）建立一支适应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一方面大力引进高层次高学

历的专业技术人才，“两台一中心”拟引进２～３名新闻传播方面的硕士研究生，文化单位拟引进

８～１０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继续强化在职人员的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到２０１０年，

“两台一中心”新闻传播管理中、高级人才的比例达到５０％，文化单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达到

７０％。通过深化干部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激励机制、

评价机制、培育机制，真正造就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播音、名主持、名演员及高水平的科技工作者

和经营管理者。

　　三、保证措施：

１．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文化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统一协调和指导全市文化广

播电视工作，为文广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每年召开一次全市性文化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定期

研究解决文广事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加强文广系统党的建设，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保证党对文广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

２．深化体制改革。在完成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广系统事业单位的人事

制度改革，通过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

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文广事业的发展动力

问题。

３．争取政策扶持。“十一五”期间全市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所需投入的资金十分巨大，为此

要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财力投入和政策扶持。文化广播

电视系统自身努力增收节支，以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

４．实行目标管理。文广系统各直属单位是实施文广事业发展规划的具体执行者。各单位要

制订文广事业的发展规划、实施细则和阶段性工作目标。文广局内部要完善工作目标责任制，重点

项目分解到人，保证按时按质完成各项任务。

５．抓好人才建设。不拘一格地选拔、引进、培养宣传人才、文艺专业人才、技术人才、经营管理

人才，制定引进优秀人才的优惠政策，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文化

广播电视工作骨干队伍，为全市文广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２００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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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全国公共文化发展论坛交流发言稿

江苏省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

区域文化联动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效应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积极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这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

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农村文化生活是很重要的环节。因为基层农村的社会文化服务

体系是全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家、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且必须健

康持续繁荣地发展。农村基层文化行政部门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必须以此为已任，把构建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益性机构的要求，切实转变职

能，把工作的精力和重点放在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工程上来。近年来，我市两级文化部

门积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积极构建农村社会文化

服务体系、繁荣农村文化生活，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协调发展。

我们吴江市位于江浙沪交界之处，下辖１０个行政镇，常住人口７８万，称为“吴根越角”。素有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间是吴江”的美称。吴江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人文荟萃、古迹众多。

如戏剧家沈瞡、天文学家王锡阐、爱国诗人柳亚子、世界文化遗产同里退思园、长篇叙事吴歌《五姑

娘》等。改革开放以来，吴江城乡经济取得高速发展，２００４年列全国综合发展百强第九名。随着物
资生活的富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

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繁荣农村文化、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面对

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蜂拥而至的占常住人口５０％以上的４０多万外来务工人员，构建一个多元
化、多功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造丰富的文化服务产品，已成了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面对社

会的急速发展，面对农村结构发生的明显变化，以前的文化形式和内容是否依然适应？因循守旧的

各种文化活动是否根本解决问题？适合本地区的农村文化发展需要确定什么样的模式？广大的农

村老百姓有什么样的文化需求？镇村的文化事业如何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这些问题始终缠绕着

我们文化行政部门，迫使我们加强思考、努力探索、积极实践。

我们首先选择了“农村广场文化活动”这一最大众、最开放、最基层、最实效的文化活动形式作

为工作的切入点。以“全市一个台、全局一个调、十镇一场戏、同唱一首歌”为模式，积极创新基层

文化活动形式。２００３年夏天，由市文化馆牵头，组织盛泽、平望、震泽三个镇文化站进行了“区域文

化联动”的有益尝试。市文化馆在组织、业务、技术上提供服务和保障，负责策划、辅导、统筹、舞台、

灯光、音响、舞美等工作，三个镇各自排练一台９０分钟的节目，再从中抽调部分优秀的节目组成一

台联合节目，在每个镇巡回演出，每镇两场（一场为本镇节目，一场为其他两个兄弟镇的组合节

目），三个镇共演了６天。演出节目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活动轰动了全市。２００４年初，我们把三个

镇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在全市１０个镇全面展开。由各镇组织一台节目，外送２～３个优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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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一台联合节目，命名为“吴江市首届１０镇联动大型文艺巡回演出”。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

各镇党委政府、有关部委办局为主办单位，市文化馆、各镇文化站承办。从５月开始至７月结束，历

时三个月，演出２０场。各镇参加本镇专场的演员８４０人，赴外镇演出的演员３１０人；各镇新编节目
６８个，全市共演出节目２８０个（次），观众人数２０多万人次，从而全面带动了农村基层文化活动。

在２００４年的基础上，今年的规模、水准又有提高，共演２１场，参加演出的演员２０００人次，全市上演
节目３００余个，创作、新编排１００个节目，观众人数也达２０余万人次。“十镇联动”的形式不仅深受

老百姓的欢迎、各级领导的肯定，而且也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苏州、省厅的有关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文化新世纪》、《江苏文化周

讯》、《中国文化报》相继给予了报道。今年１０月２０日《人民日报》以“如何充实农村文化生活”为
题给予了报道。通过两年的“十镇联动”，我们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掌握了较成熟的规律，确立了

更新更高的目标，同时也有很多深刻的体会。

　　一、领导重视：为公共文化服务产生动力催进效应

市镇两级党委、政府都有一个共识：“十镇联动”的文化活动形式，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招、实

招，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活动，应全力予以支持。如在经费保障上，两级政府予以充分倾

斜。据统计，今年全市各镇共投入近１８万元，比去年增加５０％。仅同里镇政府就投入资金近３万

元。经费已经不再成为镇文化中心主任头痛的事。

　　二、业务得力：为公共文化服务产生核力催聚效应

１．市文化馆充分发挥了文化部门的龙头作用。在“十镇联动”文化活动中，从活动宣传、节目
组织、计划安排等，都由市文化馆进行具体策划，为领导出谋划策。由于他们组织计划周密，准备工

作充分，整个活动有条不紊。

２．各镇文化服务中心体现了基层文化组织的功能。由于十镇联动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反响，原

本门庭冷落的镇文化站也热闹起来了，文化站干部也找回了自我施展的舞台，基层文化站的功能性

作用更加凸现。同时也解决了各镇单体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势单力薄的困难。

３．广大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成为群众文化的主力军。今年十镇联动群众演员人数达１２００人，
广大文艺骨干和文艺积极分子在活动中迅速成长，成为一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力量。

　　三、社会支持：为公共文化服务产生合力催生效应

１．各部门全力协作。由于各镇的协调工作到位，供电、公安、城管、社区等部门给予了大力支
持。群众的动员、场地的选择、秩序的维持、供电的保障，充分反映出各部“一盘棋”的思想。

２．社会资金支持。两届活动共筹措社会资金３０余万元，为活动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也为公共
文化服务、公益性文化活动注入了市场化运作的新机制，同时为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创立了新的理

念和模式。

３．老百姓积极参与。活动受到老百姓的极大欢迎，观众不顾天热蚊咬，举家而出，万人攒动；
歌声、笑声、掌声，此起彼伏、高潮迭起，场面感人；现场井然而序，观众保持很好素养，２０多场的演

出近２０万人次的观众，一次治安事件均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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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动创新：为公共文化服务产生能力催促效应

１．促进了文化工作的大联动。演出本身是一种联动，这种联动又促使全市文化工作开展了一

次大联动。无论从思想认识、组织工作还是文艺节目方面，都是全社会、多层面的一次大联动。也

是对全市文化工作的一次检阅和工作汇报。同时也推动和促进了各镇领导对文化工作重视和关

心，促进了全市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

２．凸现了基层文化的功能、作用和地位。活动的圆满成功，受到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高度赞

扬，不可置疑地凸现了基层文化的功能、作用和地位，极大地提升了群众文化的工作层面，更打造了

吴江的文化品牌，培养了一支基层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发现了一批新人新作。

３．繁荣全市的文化生活和文艺创作。在每届的活动中全市都有１５０余个节目上演，今年新编
排的节目就达１００余个。把“送戏”演绎成了“造戏”，把农民“看戏”改变为自己“唱戏”，让百姓不

仅能看到演出，而且看到了自己的演出，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享受，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村文化

活动的规模和档次。

４．市场化运作激活公益性文化活动。通过文企联姻，文化活动为企业、为经济工作策划、宣
传，提升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又为公益性文化活动提供条件和平台，文化和企业获得双赢。这是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做大做强公益性文化活动的有效途径。

　　五、区域扩展：为公共文化服务产生外力催化效应

１．“请进来”丰富文化舞台。我们在组织全市各镇文化联动的同时，还主动加强和周边地区的
联合互动，极大地丰富了区域内的文化活动，同时也优化了文化资源，大大地节省了公共文化服务

的资源成本。在２００３年第二届吴江市广场纳凉晚会活动周，我们组织了一场“苏州群文专场”，把

苏州大市范围内的优秀群文节目邀请到吴江。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第三届、第四届纳凉晚会活动周时，
我们又相继邀请了浙江嘉兴，上海，江苏海安、建湖、扬州、常州、苏州、南通等省内外的优秀群文节

目到吴江。这些精彩的高水平的晚会极大充实了吴江文化舞台。

２．“走出去”扩大文化影响。在请进来的同时，我们还积极走出去，不但扩大了文化影响，而且

优化了文化资源。２００１年和今年，我们分别３次组台到上海的南京路等地演出；２００３年赴太仓、昆
山、苏州进行专场演出。实际说明，联动的区域越大，文化产品越优质，文化服务的体系越完善，文

化服务的成本越低。这是我们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条深刻体会。

３．“广吸纳”提升文化内涵。外来务工人员作为新的群体已渗透至本地的各个社会角落，同

样，外来人员参与文化活动更是大区域、大文化的和谐交融和汇集。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

乃至各个民族，他们带来了具有家乡地方特色的、民俗的文化，积极吸纳他们参与，文化的广纳性、

流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和体现，不仅使各地的文化有了互补和交流，而且使外来人员和本地人

民在思想感情上得到融合和促进，文化的和谐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和谐，一个和谐的吴江文化环境

和框架已经形成。

通过区域扩展，促进了吴江地方文化与周边和全国各地文化互相衔接、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在

互补的优化下得到提高，文化资源得到相得益彰的整合，我市的文化资源已形成一个以吴江区域地

方文化为主的板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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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探索提高：为公共文化服务产生潜力催动效应

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对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基

层文化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地位的提升。文化工作者必须通过努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

文化活动，才能为社会、为老百姓提供文化服务。同时，针对时间跨度大、周期长，受天气制约因素

强、人员队伍庞大等系列实际问题，应该不刻意讲究一些形式，要讲实效，所有这些层面上的工作要

不断地探讨、改进、发展、提高。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品牌的宣传、培养、包装，推向社会、走向市

场，争取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增加活力。

谢谢！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日

２００８年关于开展
“送戏、送书、送电影、送展览”下乡活动的实施意见

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吴政办〔２００８〕２３号

各镇人民政府，吴江经济开发区、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

〔２００５〕２７号）精神，加快推进我市新农村文化建设进程，切实解决农民“看戏、看书、看电影难”等问
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经研究，决定从２００８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

展“送戏、送书、送电影、送展览”下乡活动（以下简称“四送工程”），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文化的阵地优

势、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通过实施“四送工程”，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地推进基层文化的繁荣和发

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组织领导

为推进“四送工程”持续有序开展，决定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文广、财政、公安、城

管等部门及各镇（区）分管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四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文广局，承

担“四送工程”领导小组具体日常工作。

　　三、任务要求

“四送工程”由市、镇（区）两级政府（管委会）组织开展，市、镇（区）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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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市、镇（区）两级财政保障“四送工程”必要活动经费。具体任务和要求如下：

１．“送戏”。由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组织雅俗共赏、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

目，送至各镇（区）免费演出。标准为每年每个镇（区）演出４场，每演出一场给予补助５０００元。镇

（区）对村开展“送戏”活动，由各镇（区）财政给予相应的补助。

２．“送书”。由市图书馆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集中购买农村适用、农民喜爱、内容健康的文化科

普图书，直接配送到各镇（区）图书分馆。镇文化服务中心以流动文化服务的形式，将图书送至各

行政村“农家书屋”，方便群众就近借阅。标准为每年每个镇（区）配送１２００册以上。

３．“送电影”。由市电影放映工作者协会和各镇（区）文化服务中心按照“２１３１工程”要求实

施，标准为每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每放映一场电影，市、镇（区）两级财政各给予补助１００元。

４．“送展览”。由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组织具有教育意义的展览，送到各镇（区）供群众

免费观看。标准为每个镇（区）每年１～２个展览，每展出一次，市财政给予补助５０００元。

　　四、检查考核

１．“四送工程”由市文广局、财政局负责检查考核。考核方式主要采取登记验收制度，每次开

展送戏、送书、送电影、送展览活动，均要填报统一的《吴江市“四送工程”回执表》（填写要求见附件

“填表说明”）。市文广局、财政局负责对《回执表》进行审核，统计汇总后作为拨付补助经费的

依据。

２．活动期间，市文广局、财政局将组织巡查，不定期进行抽查，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实行一

票否决制，取消该单位或个人的全年补助。

附件：吴江市“四送工程”回执表（略）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４日

２００８年关于公布
首批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

各镇人民政府，吴江经济开发区、汾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０５〕１８号）

（以下简称《意见》）精神，为有效保护和传承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吴江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我局自２００７年下半年起，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的普查与申报工作，经各地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和复核，最后确定首批民间文学、传统手工

技艺、民俗、杂技与竞技等六大类１２名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予以公布。其

中杨文英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剑秋和芮时龙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根据“已命名为全国、省和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自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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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规定，杨文英等３人自然列为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今后，我局将陆续分类、分批公布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

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

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首批吴江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公布，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我市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意见》的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鼓励和支持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

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特此通知

附件：首批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０日
主题词：文化　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　通知

抄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

抄送：市文化馆，各镇文化服务中心，各相关传承人

附：首批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类　别 项目名称 代表性传承人

曲艺 同里宣卷 芮时龙、吴卯生、张宝龙

杂技与竞技 芦墟摇快船 王剑秋、徐凤林

民间文学 芦墟山歌 杨文英、陆福宝、柯金海

传统技艺 平望辣油辣酱 王通敖

传统戏剧 七都木偶昆曲 姚五宝

曲艺 苏州评弹 徐小凤、陈松青

２０１０年吴江市文物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市长温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４１次常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吴江市文物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一、序言

吴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物遗存数量众多，内涵丰富，价值甚高。“十二五”时期（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是吴江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攻坚阶段，是全面构建“乐居吴江”的关键时期。总结“十一

五”文物工作情况，研究制定吴江市文物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对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

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吴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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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五”文物工作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级别明显上升，数量大幅增加。市政府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公布了第五批吴江

市文物保护单位，共计４０处，使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总数从“十五”末的６１处增至１０１处，其中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１处（退思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４处（退思园、师俭堂、柳亚子旧居和

京杭大运河吴江段〈包括运河古纤道、三里桥、安民桥、安德桥等４处文物遗存〉），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１７处。为保持我市国保、省保单位数量在苏州五市（县）中领先的优势，２００９年以来，又将思本

桥、先蚕祠、慈云寺塔等９处省保单位向上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洪恩桥、鸿寿堂、
汾阳王庙、崇本堂、嘉荫堂、济东会馆等１２处市保单位向上申报第七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文化名镇和古村落保护取得新成效。新增汾湖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使全市国家级和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达到３个；平望镇溪港古村落和盛泽镇龙泉嘴古村落于２００８年１月由苏州市人

民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从２００７年起，我市按照上级部署，积极认真开展第

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２００９年６月，被评为“苏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野外调查先进集体”。
全市共计复查不可移动文物２５４处（不包括已消失２２处），新发现文物点２６４处，共计登录《普查不

可移动文物登记表》５１８份，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通过了上级的验收。
文物的积极保护与合理利用相辅相成，促进了全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同里镇充分利用文物资

源丰厚的优势，进一步发展旅游事业，２００６年以来共接待游客１６７０万人次。震泽镇按照原有风貌
对宝塔街进行修缮，并对相关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在开发旅游上取得初步成效。桃源镇修缮市

保单位汾阳王庙等，并对铜罗八百米老街进行整修，有效促进了每年一度黄酒文化节的举办和江南

酒文化的弘扬。汾湖经济开发区于２０１０年成立了黎里古镇保护管理委员会，并已启动一些措施，

对黎里古镇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文物维修投入和保护规划编制力度得到明显加强。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文化遗产

保护专项补助经费从２００９年起得到大幅度提高，每年为３００万元。各镇努力克服经费不足等问
题，对思本桥、天放楼和红楼、泰安桥、沈氏跨街楼、双塔桥、北回桥、端本园、丝业公学旧址、东林桥、

长坂桥、山湖饭店民国建筑、乐寿堂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修缮。同时，编制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柳亚子旧居和师俭堂的保护规划。

博物馆工作得到较大提升。吴江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三级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开辟了“吴江南

社纪念室”。市政府从２００９年起每年安排财政拨付１５０万元，征集具有一定价值和地方特色的可

移动文物。同时，为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丰富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举行了一系列活动，

特别是为纪念南社成立１００周年，举办了两岸三地书画展览，在台湾、香港和吴江都引起了强烈反

响。费孝通纪念馆在费孝通百年诞辰之际开馆迎客，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文物宣传工作扎实推进。每逢全国文化遗产日，各镇和各有关部门、单位均围绕主题，突出重

点，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同时，编辑出版了《吴江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巡礼》、《吴江文物菁华》、《吴江

对联集成》、《吴江馆藏南社作品集萃》、《同里》、《汾湖》、《桃源》、《七都》、《顾野王》等书，其中四

本书获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苏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成果奖。

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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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物有效保护的程度还不高。文物自然损坏较为严重，人为损坏现象也时有发生。文物保

护意识和文物法制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有待不断强化。

２．文物合理利用程度不高。文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发挥。
３．文物行政管理和文物行政执法机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４．文物工作队伍建设和文物保护基础工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十二五”规划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紧紧围绕

我市构建“乐居吴江”的战略目标，认真研究和把握新时期文物工作特点，抓住重点，突出亮点，攻

克难点，积极探索国家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的新思路、新办法，推进我市的文物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总体目标

扎实推进全市文物保护工作，实现六个方面的新突破：拓展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增加２５％左右，总数达到１２５至１３０处；加强古镇、古村落保护管理，探索古镇、古村落、古民居

社会化保护利用的新路径；做好申遗相关工作，配合上级文物部门争取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同里

重新列入“江南水乡古镇”国家申遗预备清单；不可移动文物完好率较“十一五”期间得到进一步提

升；做好抢救性考古调查，并争取启动一至两个古遗址的考古研究；启动吴江博物馆新馆项目，进一

步推进博物馆建设。

　　四、“十二五”规划主要任务

（一）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１．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数量不断增加。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不断扩大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数量。至“十二五”末，力争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十一五”基

础上增加２５％左右，总数达到１２５至１３０处，其中省级以上（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加３０％左右，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增加２５％左右，文物控制单位增加２０％左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大险
情排除率达到１００％。启动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

２．文物保护完好率稳步提高。加强文物古建筑维修，稳步提高各级文保单位和文控单位完好
率，至“十二五”末，力争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完好率达１００％，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完好率达８０％

左右，文物控制单位完好率达７０％左右。

（二）历史文化名镇和古村落保护

１．京杭大运河申遗。按照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配合做好京杭大运河申遗项目中涉
及吴江段的资料整理，以及相关文物遗存的维修和环境整治工作。

２．“江南水乡古镇”申遗。同里古镇力争早日重新列入“江南水乡古镇”国家申遗预备清单。

３．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申报。汾湖镇争取在“十二五”期间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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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古街区保护。在加强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同时，注重对“７大镇”中非历史文化名镇和“３小

镇”古街区的保护。

５．古村落保护。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探索建立古村落社会化、多元化保护的
新机制，制定完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古村落古建筑保护利用，以促进南厍、

溪港、龙泉嘴等古村落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三）地下文物保护

１．抢救性考古发掘。严格执行《苏州市地下文物保护办法》等法规，配合城乡基本建设，做好

抢救性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新方法。

２．新石器时期遗址考古研究。积极创造条件，启动一至两个新石器时期遗址的考古研究。

３．地下文物埋藏区调查。组织力量调查全市境内古文化遗址，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域范围，
遏止地下文物继续遭到破坏，改变地下文物保护的被动局面。

（四）博物馆建设和馆藏文物保护

１．改善国有博物馆场馆设施。启动吴江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并超前制定新馆陈列文本。推

进吴江博物馆和柳亚子纪念馆的安全保卫、消防技防等设施建设，确保博物馆风险等级安防达标率

达到１００％。完善费孝通纪念馆的设施建设和陈列展览，进一步做好开放工作。
２．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继续推进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推进博物馆展陈服务提升

工程，丰富陈列展览内容，提高博物馆精品意识，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陈列展览。同时，进一

步完善馆藏文物数据库管理系统。

３．加强博物馆文物征集和修复工作。吴江博物馆现有文物征集基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而
增加，保证每年有一定的文物征集数量。鼓励社会向博物馆捐赠文物，对捐赠文物的组织、个人给

予相应的奖励，对协助资助的中介机构或中介人，也给予一定的奖励。加强馆藏文物的修复，每年

修复文物不少于１００件。同时，加强对流失在民间的文物的搜集、整理和保护。
４．强化对民办博物馆的业务指导。巩固和发展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行业博物馆和民办博物

馆为补充，各种所有制博物馆全面发展的博物馆体系。开展民办博物馆现状调查，研究制定民办博

物馆发展的相应扶持政策。

５．启动实施柳亚子纪念馆周边环境整治工程。柳亚子纪念馆所在的国保单位柳亚子旧居西

侧和第六进房屋全部列为开放面积，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并进一步加强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五）基础档案和科研工作

１．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认真做好普查成果的整理汇总和
研究利用工作。重点做好普查信息数据的核对上报，建立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和电子地图，编制普

查档案和普查工作报告。

２．完善文物基础工作。健全、完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的测绘资料与记录档

案。做好新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力争完成全部８０处市保单位的“四有”档案。对于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文物点，要求参照“四有”工作标准加强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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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开展文物研究。积极参与上级文物部门开展的保护科研课题研究，充分利用吴江的文物资

源，汇编出版相关研究结果。

（六）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１．充实和完善文物保护网络，开展文物保护活动，加强文物保护网络沟通。

２．加强文物工作者的自身学习，提高文物保护水平和文物工作业务能力。
３．组织文物专业管理人员培训。结合工作实际，开办文物培训班，对市镇两级文物工作人员

及业余文保员进行岗位专业轮训。

４．积极参加上级文物部门举办的各类培训活动，加大对重点人才特别是中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
５．注重工作实践，给年轻人多提供文物保护工作实践机会，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６．继续引进和培养一批文物专业人才。

（七）文物安全和行政执法工作

１．加强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根据上级对文化综合执法的要求，尽快将文物保护纳
入文化行政综合执法的范围，避免文物行政执法出现真空的情况。

２．由文物部门会同公安、规划、住建等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开展文物安全检查，打击和制止人为

破坏文物的行为。

３．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基础设施建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大文物安全保卫工作的科技含

量，提高技术防范能力。

４．继续推进文物风险系统安防、消防达标工作，力争至“十二五”末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全

面达标。

５．加强文物安全防范体系建设。对不可移动文物，以文物所在镇为主体，组建文物安全小组，

加大文物安全保护监管力度，根据年度考核和责任书签订的要求，实施文物安全问责制。

（八）文博事业信息化建设

１．全面完成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字化工作，建立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数据

库，根据上级文物部门要求，将建立数字博物馆列入工作议程。

２．以基本信息资料数字为基础，推进考古调查、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文物安防消防工程及文

物保护工程的信息化工作。

　　五、重点项目

（一）规划项目

１．国保单位

思本桥、先蚕祠、慈云寺塔、王锡阐墓、陈去病故居、丽则女学校址、耕乐堂、垂虹桥遗址、东庙桥

９处不可移动文物已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结果公布后，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立即启动保护规划的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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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古村落

根据《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办法》等法规，配合规划部门完成南厍等苏州市控制保护古村落保护

规划编制工作。

（二）重点维修项目

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项目：
运河古纤道维修整治工程。已列入首批江苏省大运河沿线重点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对运河古

纤道的保护和抢救性修缮工程要分期、分段完成。

２．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维修项目：

（１）张应春烈士墓环境整治工程。包括设立张应春烈士陈列馆、吴江烈士陈列馆、吴江烈士纪
念碑、吴江烈士陵园和移建胜秀桥等。

（２）陈去病故居维修整治二期工程。对浩歌堂、书房、下房等建筑进行修缮。
（３）徐灵胎墓环境整治工程。牌坊材质换水泥为石质，周边围墙进行砌涮等。

（４）垂虹桥遗迹保护工程。重新组织论证连接垂虹桥东西两端遗迹的方案，力争再现“江南第

一长桥”的历史风貌。

（５）吴江文庙修缮工程。进一步整治环境，局部修缮，整体油漆保养，增设碑廊保护利用碑刻。

（６）致德堂修缮工程。对已空出的房屋进行全面维修，对尚有居民居住的建筑作出规划，逐步
进行修缮。

（７）慈云寺塔修缮工程。对戗角和部分砖、木构件进行维修，并作油漆保养。
３．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维修项目：

（１）端本园二期修缮工程。在“十一五”一期修缮工程的基础上，按照原貌实施二期工程，再现
清乾隆年间吴江名园的历史风貌。

（２）杨天骥故居维修工程。动迁居民，整体维修，发挥名人故居作用，使之成为对外开放的
景点。

（３）庄面规划整治工程。先完成保护规划，调整使用功能，再实施全面修缮。

（４）卧云庵维修整治工程。整体修缮，整治环境。
（５）庆善堂维修工程。明晰产权，进行整体维修。

（６）天放楼和红楼维修工程。天放楼筑漏，修缮地板门窗等；红楼修缮楼梯。
（７）耕香堂维修工程。对耕香堂进行整体修缮。

（８）福事桥维修工程。修缮金刚墙、桥板等构件，恢复该桥原有风貌。
（９）刘猛将军庙维修工程。在“十一五”维修西侧东林桥的基础上，对刘猛将军庙进行整体维

修，使“桥庙相映”景观更为宜人。

（１０）广福桥维修工程。整体维修，环境整治。

４．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维修项目：
（１）树萱堂维修工程。进行本体屋面翻修、墙体整修等，对庭院进行清理。

（２）松陵太平桥移建工程。鉴于该桥所跨河流已干枯被填，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前提下整体移

建于南厍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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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保障措施

（一）进一步认真贯彻执行各项文物法律法规。同时，研究制定古村落保护、民办博物馆管理、

古民居保护利用等配套性规章制度，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奖励措施。

（二）加大文物保护投入力度。文物保护经费随着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增长而增长，探索并形

成多元化的文物保护投入机制，积极向上争取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努力吸纳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

领域。完善文物保护资金管理办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使用管理。

（三）加强领导，落实文物保护责任。健全文物保护责任考核制度，签订新一轮文物保护责任

书，完善文物保护领导负责制、任期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全面落实文物保护责任。

（四）切实加强文物保护的机构和队伍建设。注重发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协调功能，建立成

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提高全市文物综合管理水平。

（五）深化公益性文博事业单位改革。文博事业单位改革重点是体制和机制创新，转换内部运

作机制，提高效率，向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六）加大文物保护社会宣传的力度。积极做好中国文化遗产日和“６·２８”苏州市“文化遗产

保护日”宣传活动。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物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每年编写出版１～２

本宣传吴江文化遗产的书籍。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汇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第一至第四批吴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批次 项目名称 类别 保护单位

第一批

２００７．６．１５

１．芦墟山歌 民间文学 汾湖经济开发区

２．同里宣卷 曲艺 同里镇人民政府

３．苏州评弹 曲艺 吴江市评弹团

４．七都木偶昆曲 传统戏剧 七都镇人民政府

５．小满戏 民俗 盛泽镇人民政府

６．芦墟摇快船 杂技与竞技（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
汾湖经济开发区

７．平望辣油辣酱制作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技艺） 平望镇人民政府

８．松陵松花蛋制作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技艺） 松陵镇人民政府

第二批

２００８．９．２８

１．桑蚕丝绸习俗 民俗 盛泽镇人民政府

２．丝绸文化楹联 民间文学 盛泽镇人民政府

３．珍珠塔的传说 民间文学 同里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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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批次 项目名称 类别 保护单位

第二批

２００８．９．２８

４．蚕丝被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吴江市震泽蚕丝被同业公会

５．五姑娘 民间文学 汾湖镇人民政府

６．苏南花烛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横扇镇人民政府

７．彩塑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松陵镇文化服务中心

８．苏派黄酒传统酿造（铜罗黄酒酿造
技艺）

传统技艺 桃源镇人民政府

９．熏青豆茶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七都镇人民政府、震泽镇人民政府

１０．风枵茶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七都镇人民政府、桃源镇人民政府

１１．平望灯谜 民间文学 平望镇人民政府

第三批

２０１０．６．５

１．赞神歌（同里赞神歌） 民间信仰（民俗） 同里镇文化服务中心

２．横扇念佛偈 民间信仰（民俗） 横扇镇文化体育站

３．同里李记阿婆茶 民间习俗（民俗） 同里镇文化服务中心

４．平望乳黄瓜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平望镇文化服务中心

５．盛泽盘龙糕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盛泽镇文化服务中心

６．青云木梳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桃源镇文化服务中心

７．震泽黑豆腐干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震泽镇文化体育站

８．松陵佛雕 传统技艺 松陵镇文化体育站

９．盛泽手绘丝绸 传统美术 盛泽镇文化服务中心

１０．七都太湖渔歌 民间文学 七都镇文化服务中心

１１．长篇叙事山歌《孟姜女》（孟姜女） 民间文学 汾湖镇文化服务中心

第四批

２０１１．７．１４

１．同里走三桥习俗 人生礼仪（民俗） 同里镇文化服务中心

２．罗星洲道教音乐 传统音乐 同里镇文化服务中心

３．芦墟山歌曲调 传统音乐 汾湖镇文化服务中心

４．民乐《巧胜曲》 传统音乐 盛泽镇文化服务中心

５．丁香萝卜腌制技艺 传统技艺 七都镇文化服务中心

６．吴江农民画 传统美术 松陵镇文化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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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吴江市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批次 项目名称 类别 保护单位

第一批

２００５．６．１３

１．吴歌·芦墟山歌 民间文学 吴江市文广局、吴江市芦墟镇人民政府

２．评弹艺术 曲艺 吴江市评弹团

３．昆曲艺术 戏剧
吴江市七都镇人民政府

（洪福木偶昆曲班）

第二批

２００６．６．２ １．宣卷 曲艺 吴江市文广局

第三批

２００７．６．１２ １．摇快船 竞技 吴江市汾湖镇文化服务中心

第四批

２００９．６．５

１．珍珠塔的传说 民间文学 吴江市同里镇文化服务中心

２．酿造酒酿造技（铜罗黄酒酿造
技艺）

传统技艺
吴江市桃源镇文化服务中心

（改为苏州市百花漾酿造有限公司）

３．小满戏 民俗 吴江市盛泽镇文化服务中心

４．桑蚕丝绸习俗 民俗 吴江市盛泽镇文化服务中心

５．长篇叙事诗歌《五姑娘》 民间文学 吴江市汾湖镇文化服务中心

第五批及

前四批扩展项目

２０１１．６．１０

１．长篇叙事山歌《孟姜女》 民间文学 吴江市汾湖镇文化服务中心

２．同里赞神歌 民俗 吴江市同里镇文化体育站

３．阿婆茶（前四批扩展项目） 民俗 吴江市同里镇文化体育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吴江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批　次 编　号 项目名称 类　别 保护单位

第二批及第一批扩展项目

２００９．６．２０

ＪＳⅠ－６ 吴歌（芦墟山歌）（扩展） 民间文学 吴江市

ＪＳⅠ－７ 宝卷（同里宣卷）（扩展） 曲艺 吴江市

第三批及扩展项目

２０１１．９．２ ＪＳⅦ－２８
酿造酒酿造技艺（铜罗黄酒酿造

技艺）（扩展）
传统技艺 吴江市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日吴江市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编　号 项目名称 类别 保护单位

Ⅰ－２２ 吴歌 民间文学 吴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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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掘简报

吴江梅堰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

苏州博物馆

吴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内容提要　吴江梅堰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三、第四次发掘出土的器物表现出明显的良

渚文化晚期特征，极大地丰富了该遗址的分期资料。第三、四次发掘所发现的以木桩为基础的干阑

式房址与该遗址以往发现的浅穴或半地穴式的建筑风格迥异，反映了水网地区原始先民为适应环

境在居住形式上的多样性。

关键词　新石器时代　龙南遗址

图一：龙南遗址第一至第四次发掘探方位置

Ⅰ、Ⅱ为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第一、二次发掘探方

Ⅲ、Ⅳ为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第三、四次发掘探方

龙南遗址位于苏州吴江市梅堰镇龙南村

西南，平（望）湖（州）公路北侧，北距梅堰袁家

埭新石器时代遗址２公里。

１９８４年因修筑公路发现遗址，１９８７年１２

月和１９８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９年１月，由苏州博

物馆与吴江文管会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

新石器时代河道１条，房址１３座，灰坑２０个，

墓葬１７座，水井１口，路１条。根据这些遗址

的文化内涵和分布特点，确定龙南遗址为一处

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距今４７００年至５２００年

左右。

第三、四次发掘是为了配合梅堰镇基建，

继续由苏州博物馆和吴江文管会合作，对遗址

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地点位于第一、二次发

掘区北 ５０米，防风林南面 ５０米内基建范

围内。

第三次发掘开挖 ２×１０米探沟 ３条

（９１Ｔ１～Ｔ３），２×２米探坑２个（９１Ｅ坑，９１Ｗ

坑）及局部扩方２平方米，合计发掘面积７１平方米。

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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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发掘开挖１０×１０米（９７Ｔ２）、１０×５米（９７Ｔ１）探方２个，合计面积１５０平方米，其中

９１Ｔ１、Ｔ２相连。第三、四次发掘面积共计２２０平方米。（图一）

　　一、地层堆积

第三、四次发掘地层堆积基本一致。现以９７Ｔ２东壁剖面为例介绍如下（图二）。

图二：９９Ｔ２东壁剖面图

第１层，农耕层，黄色灰土，又分为两

小层。①Ａ层土质疏松，厚１０～１５厘米。

①Ｂ层土质稍紧密，厚５～１５厘米，此层

下压六朝灰坑与水井。

第２层，黑灰色土、土质较软，分布在

探方南部，厚４０～８０厘米。出土遗物较

多，有印纹陶大口瓮、瓦棱纹灰陶盆、钱纹

釉陶罐、双系灰陶罐和青瓷碗、盏等。另有砺石、花纹砖块等。还发现春秋战国文化遗物。

第３层，浅棕色和灰白色粉砂土，又分为两小层。③Ａ层以棕色土为主，含铁锈斑和少量灰白
色土，厚１０～１５厘米。③Ｂ层以灰白土为主，含铁锈斑，底部有一层１厘米左右铁锰结核层，厚１０～

６５厘米。
第４层，黄灰色亚黏土，含铁锈斑，土质较硬，厚１０～２０厘米。出土遗物较多，陶器有大口缸、

高领罐、圈足盘、三角刀形、宽扁形鼎足和
M

等。石器有斧、镞、锛等，多为残件。另外，在这层表面

发现有碎陶片堆积层，分布面较广。

第４层下压Ｆ１。
第５层为灰白色生土层。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与出土器物特征分析：第２层为六朝文化层；第３层无包含物，为自然堆积

层；第４层为良渚文化层。第三、四次发掘六朝文化遗存有第２层和第１层下的遗址。良渚文化有
第４层和第４层下的Ｆ１。

　　二、良渚文化

（一）遗迹

第二次发掘发现有一条用碎陶片铺筑的路（８８Ｌ１），其中路的东面衔接有较大范围的碎陶片

面，且陶片块都比较小，显然是由人工铺垫的。第三、四次发掘在第４层表面上也发现用碎陶片铺
垫的层面。第四次发掘的碎陶片面下压９７Ｆ１（图三），陶片面是９７Ｆ１废弃后形成的堆积即Ｆ１：１，去
掉后，发现一根根条木，分南北两排，分布密集，基本面呈东西向排列。南北两排条木之间相距约１

米左右，东西贯通整个探方并向东向西延伸至探方外。另外在南北排木之间发现有１．４×１．２米范
围的木板残痕、木板上还发现有编织席纹痕迹（图三：６）。在北面排木上还发现有三处人类生活遗

留的堆积。其中东面有一陶灶，灶内及附近出有２件陶鼎、２件陶罐和１件陶壶（图三：２）（图七：
９）。中部有１件陶飌、２件陶鼎和陶壶、陶盆各１件（图三：３）（图九：１２）（图八：２１）。西南有１件陶

飌、２件陶鼎和１件陶罐（图三：４）（图七：４）。这是９７Ｆ１使用堆积即Ｆ１：２。在南北两排排木下，发
现木桩３０个（Ｄ１～Ｄ３０），分布情况与上面排木范围遗址一致。其中南面有木桩１８个（Ｄ１～Ｄ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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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９７Ｆ１平面图

１．Ｆ１：１－１器盖　Ｆ１：１－２器盖　Ｆ１：１－３陶壶　２．Ｆ１：２－１陶飌　Ｆ１：２－２鼎足　Ｆ１：２－３鼎足　
Ｆ１：２－４鼎足　３．Ｆ１：３－１陶盆　Ｆ１：３－２鼎足　Ｆ１：３－３鼎足　４．Ｆ１：４－１陶鼎　Ｆ１：４－２鼎足　
Ｆ１：４－３鼎足　５．Ｆ１：５－１鼎足　Ｆ１：５－２盖钮　Ｆ１：５－３盖钮　Ｆ１：５－４豆把　Ｆ１：５－５盖　
Ｆ１：５－６陶罐　６．残留木板及编织?纹

图四：９７Ｆ１木桩剖面图

北面有木桩１２个（Ｄ９～Ｄ３０）。通过

对其中２２个木桩的解剖，木桩大部

分为圆形，直径５～１４厘米，长２３～

１１５厘米，一头削尖后打入生土３０～

１１０厘米（图四）。

根据９７Ｆ１的堆积层次和木桩的

图五：９７Ｆ１木桩分布图

分布情况，大体可以得知９７Ｆ１的平

面形状与结构。３０个木桩南面分布

１８个，分列两排，各９个。北面分布

１２个木桩。从南至北分布三排木桩，

第１排和第２排木桩南北相对，间隔

０．６０米左右，东西间隔也有规律，其

中第２排从东往西间隔距为３．４米

（Ｄ１７至Ｄ１４），２．４米（Ｄ１４至Ｄ１１），

２．４米（Ｄ１１至 Ｄ８）。而第３排木桩

从东往西间隔距离分别为３．３米（Ｄ２８至 Ｄ２７），２．７米（Ｄ２７至 Ｄ２５），２．４米（Ｄ２５至 Ｄ３０）。（图

五）第２排和第３排木桩不仅东西间隔距离相近，而且南北间隔距离相同，多为２．６米（Ｄ３０至Ｄ８、

Ｄ２５至Ｄ１１、Ｄ２７至Ｄ１４、Ｄ２８至Ｄ１７）。从这些木桩的分布规律看，南北双排木桩可能为房子的走

廊基础，走廊北面为房内，房子东西向探方外延伸，根据东西木桩的排列方内可分为３间，每间房子

的开阔从东往西分别为３．４米、２．４米和２．４米。第２排木桩和第３排木桩南北间距为房子的进

深，现为２．６米。但根据房子长宽比例看，房子的进深太小。为此推测，第３排木桩为房子中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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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梁架的基础木桩，大约还有 １／３部分在探方北面以外，而且在探方北璧上已发现一个柱洞

（Ｄ２９），这就是一个佐证。这种房子的建筑结构形式，应是以木桩为基础架空于地面的干阑式

建筑。

（二）遗物

１．陶器

图六：龙南遗址出土器的照片

１．鼎足　２．石锤　３．鸡首壶　４．青瓷碗　５．釉陶碗　６．釉陶杯

图七：良渚文化陶器

１．鼎９１Ｔ１、Ｔ３④：９　２．鼎９１Ｔ１④：１０　３．鼎９１Ｔ３④：３５　４．鼎Ｆ１：５－１　６．鼎足９１Ｔ３④：５　７．鼎足
Ｆ１：３－２　８．鼎足９７Ｆ１：２－１　９．飌Ｆ１：２－１　１０．鼎足 Ｔ１、Ｔ３合：３　１１．鼎足９１Ｔ３④：１４　１２．鼎足
９１Ｔ３④：１８　１３．鼎９１Ｔ１②　１４．鼎足Ｆ１：３－２　１５．鼎足９１Ｔ１④：１　１６．鼎足９７Ｔ２④：１

陶器多为残片，陶系以夹砂陶为主，占６２．５％，泥质陶次之，占３７．５％。夹砂陶中红褐陶占

２１．５９％，灰陶占２１．１３％，黑陶占１４．４７％；夹碳陶占３．３７％，粗砂陶占１．３８％，红陶占０．２３％；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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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中，黑皮陶占２０．８％，灰陶占１０．０３％，红陶占６．６６％。陶器制作多见于手制或手制轮修，有些器

物制作较粗糙。陶器纹饰常见刻划纹和弦纹，另有篮纹和镂纹，少量锥刺纹。刻划纹饰于鼎的肩、

足部，弦纹饰于罐、瓮肩腹部，盆的颈部和豆柄部。篮纹主要见于缸的腹底部。陶器的器形按出土

的多少比例依次为：鼎（飌）、罐、豆（盘）、盆、缸、瓮、
M

、、壶、器盖等。

鼎（飌），鼎与飌仅从口沿上很难区分，飌腹内有一周?隔，腹壁较直。在遗址出土陶器中鼎

（飌）的数量最多，约占６０％。为夹砂灰黑陶或夹砂红褐陶，质较硬，器表手触之有砂质感，较粗糙。

大多数为罐（釜）形鼎。标本９１Ｔ３④：９直口后唇，口沿或肩部饰划纹（图七：１）；标本９１Ｔ１④：１０、

９１Ｔ３④：３５为方唇窄沿外折（图七：２、３）；标本９７Ｆ１：４－１、９７Ｔ２④：１０１为圆唇宽折沿（图七：４、１４）；

标本９７Ｆ１：２－１为１件复原的飌，圆唇，窄折沿，直壁，腹内有一周箅隔，底部有烟灰，三足残缺（图

七：９）。另有多种形状的鼎足，其中三角刀形和两侧有划纹的宽扁形鼎足最为常见（标本９１Ｔ３④：

３、１４，Ｔ１④：１、９、１８），其次为丁字形鼎足（标本９７Ｆ１：３－２、５－１，９７Ｔ２④：５６），少量凿形鼎足（标本

９１Ｔ３④：５，９７Ｔ２④：６２）、（图七１０、１６、１１、１５、１３、１２）（图六：１）。

罐，数量仅次于鼎，但能挑选的标本很少。大量的为罐腹片。陶质以泥质灰陶为多，少量为泥

质黑陶。常见高领罐，罐的口沿变化较大，有弧沿外卷或外翻，个别沿面上有锥刺纹（标本９１Ｔ３④：

５２、９）或斜折沿（标本９１Ｔ３④：１２）还有沿面下凹外折（标本９１Ｔ３④：５０）以及有一种直口，颈部有凸

棱纹的罐（标本９１Ｔ３④：５１），还有厚唇，颈部饰弦纹，底部有划纹（标本９１Ｔ３④：３２）、（图八：１５、２、

３、４、１４、１）。

图八：良渚文化陶器

１．罐９１Ｔ３④：３２　２．罐９１Ｔ１④：９　３．罐９１东Ｔ④：１２　４．罐９１Ｔ３④：５０　５．圈足９１东Ｔ④：８　６．豆
盘９１Ｔ３④：２３　７．豆盘９１Ｔ１、Ｔ３④：１２　８．豆盘９１Ｔ３④：２７　９．豆盘９１Ｔ３④：２５　１０．罐９１Ｔ１④：１２　
１１．豆把９１东Ｔ④：３　１２．圈足９７Ｔ２④：８６　１３．豆把９７Ｔ２④：８７　１４．罐９１Ｔ３④：５１　１５．罐９１Ｔ３④：
５２　１６．豆把９１Ｔ３④：２１　１７．盘９７Ｔ２④：７９　１８．盘９７Ｔ２④：８２　１９．罐９１Ｔ３④：５１　２０．盆９１Ｔ３④：６８
２１．盆Ｆ１：３－１　２２．豆把９１西Ｔ④：１　２３．豆盘９１Ｔ３④：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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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均为泥质陶。豆的盘与柄，因没有复原完整器，在此只能分开介绍。盘分敞口深弧腹（标本

９１Ｔ３④：２３、２５），直口斜折腹（标本９１Ｔ３④：２９、瑏瑢）和敛口弧腹（标本９１Ｔ１④：１２），另有口沿上附耳

的浅腹式豆盘（标本９１Ｔ３④：２７）、（图八：６、９、２３、⑦、１０、８）。豆柄多为竹节形，一般为多竹节的，单

竹节的很少。柄部常有镂孔，其中一件柄上刻划谷粒纹（标本９１Ｗ④：１，９１Ｅ④：３、９１Ｔ３④：２１，９７Ｔ２

④：８７）、（图八：２２、１１、１６、１３）。

盘，泥质灰陶或泥质黑皮陶，标本９７Ｔ２④：８２、８９，敞口，弧壁，矮圈足，盘外壁有瓦棱纹。圈足盘

的圈足一般都比较大且矮（标本９１Ｅ④：８，９７Ｔ２④：８６）。（图八：１８、１７、５、１２）

盆，大多为黑皮陶，宽沿敞口，折肩或圆鼓肩。复原１件，标本９７Ｆ１：３－１，肩部有弦纹，平底

（图八：２１）。标本９１Ｔ３④：５１、６８，沿面外翻，沿面上有数道凹弦纹（图八：１９、２０）。

缸，粗砂红褐陶，胎厚，标本９１Ｔ３④：４４，圆形厚唇，窄沿。标本９７Ｔ２④：１０７，敞口，折沿，沿下外

壁有一凹槽。（图九：３、４）

瓮，夹砂红褐陶，标本９７Ｔ２④：９６，敛口，斜领，广肩（图九：１）。

图九：良渚文化陶器、石器

１．瓮９７Ｔ２④：９６　２．鼎盖Ｆ１：５－２　３．缸９１Ｔ３④：４４　４．缸９７Ｔ２④：１０７　５．M

把９７Ｔ２④：２５　６．砌
９７Ｔ２④：２５　７．石斧９７Ｔ２④：１９　８．石刀９６Ｔ２④：３　９．石M

９７Ｔ２④：８　１０．盖９１东 Ｔ④：１５　１１．M
足９１东Ｔ④：３　１２．壶Ｆ１：１－３　１３．石标９７Ｔ２④：１８　１４．纺轮９７Ｔ２④：１２　１５．石标９７Ｔ２④：１８　
１６．石镞９１Ｔ３④：３　１７．M足Ｔ２④：５５　１８．盖９１Ｔ３④：６５　１９．纺轮９１Ｔ１④：５　２０．石标９７Ｔ２④：１２　
２１．石镞９７Ｔ２④：１６　２２．石凿９７Ｔ２④：１３　２３．鼎足９７Ｔ２④：６１　２４．纺轮９７Ｔ２④：６４　２５．M足９７Ｔ２
④：６３　２６．把９１Ｔ２④：６０　２７．网坠９１Ｔ１④：３　２８．网坠９１东 Ｔ④：２　２９．网坠９７Ｔ２④：５４　３０．盖
９１Ｔ３④：６６　３１．耕田器９７Ｔ２④：２４　３２．耕田器９７Ｔ２④：５　３３．网坠９１Ｔ１④：１　３４．石标９７Ｔ２④：２１　
３５．盖９１Ｔ２④：４７　３６．石９７Ｔ２④：７　３７．纺轮９１Ｔ３④：１　３８．石锤９１Ｔ３④：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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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发现残片较多，能挑选的标本有
N

的腹裆、把手和足，泥质陶和夹砂陶都有。足皆为尖空

足，把手多见宽把，上有划纹（标本９１Ｔ１④：８、９７Ｔ２④：７３、５５）。（图九：１１、５、１７）

，仅见足和把手。足以羊角形实心足（９７Ｔ２④：６１、６３、６４），把为拱形（９７Ｔ２④：６０）。（图九：
２３、２５、２４、２６）

壶，多为泥质黑皮陶，标本较小，稍完整的仅一件。标本９７Ｆ１：３－３，口残缺，束颈、下垂腹、圈
足（图九：１２）。

器盖，夹砂陶和泥质陶都有，标本９７Ｆ１：５－２，夹砂陶，内外都有一层黑皮，盖钮口外卷，覆盆式
盖，为一鼎盖（图九：２）。标本９１Ｔ３④：６５，泥质黑衣陶，盖较小，为碟盘形，可能为壶盖（图九：１８）。

另有多种形态盖钮，有浅碗式、蛊形、细长形等（标本９１Ｔ３④：６６、４７，９１Ｅ④：１５）、（图九：３０、３５、１０）。
网坠，多为泥质陶，数量较多，大部分用陶器残片加工制成。长方形，两端磨圆或磨去边棱，然

后再对称磨出四个缺口（标本９１Ｅ④：２、９１Ｔ１④：３、９７Ｔ２④：５４）、（图九：２８、２７、２９）。另一种用泥捏
中空，两端内收呈橄榄形（标本９１Ｔ１④：１）、（图九：３３）。

纺轮，泥质灰陶。标本９１Ｔ３④：１，器形扁圆饼形，两面都平，中有一小孔。残半。９１Ｔ１④：５，利
用杯底，中钻有一孔。（图九：１９、３７）

２．石器
石器亦多残件。制作多数比较粗糙，有的打制后未经磨光。器形有耕田器、锛、凿、斧、刀、

鱼标。

耕田器２件，标本９７Ｔ２④：５，灰色石料，制作粗糙，未经磨制和穿孔。标本Ｔ２④：２４，灰色，双翼
形，一翼残缺，平背，近背处有一孔，双面锋刃，通体磨光。（图九：３２、３１）

锛２件，均残缺，灰白色石料，标本９７Ｔ２④：７，长方形，残剩头部，上有片状条纹，磨光。标本
９７Ｔ２④：１０，长扁宽形，上段残缺，体表光洁。（图九：３６、９）

镞１０件，大部分铤部或前锋残缺。分体大厚实和体小扁薄二种，截面君呈菱形，扁铤。标本
９７Ｔ２④：１８，灰色，长柳叶形，铤与前锋略残缺。标本９７Ｔ２④：１２，灰黑色。磨制光洁。标本９７Ｔ２④：

１６黑色，镞的两翼尾与铤呈钝角，圆铤。标本９７Ｔ３④：３，灰白色，双翼尾部为直角，圆铤。（图九：
１５、２０、２１、１６）

凿１件，标本９７Ｔ２④：１３，青灰色石料，长条形，通体磨光，单面刃略残（图九：２２）。
斧，均残件。标本９７Ｔ２④：１９，青灰色，残为梯形，较扁，磨制粗糙，刃较钝。标本９７Ｔ２④：４，黑

色，为用残的穿孔石斧加工改制，长扁条形下有圆钝刃口，上部一侧残留半个孔。（图九：７、１４）
刀２件，标本９７Ｔ２④：２５，黑色，靴形，上有直柄偏一侧，刃微弧。标本９７Ｔ２④：３，灰黑色，残存

前半部刀头，背下凹，头略上翘，双面刃。（图九：６、８）
鱼标２件，均制作粗糙。标本９７Ｔ２④：１８，黑色，前锋和边锋皆较钝，铤略扁。标本９７Ｔ２④：２１，

青色，侧边打击痕清楚，未经磨制。（图九：１３、３４）
石锤１件，标本９１Ｔ３④：１６，长条形卵石，两端为圆头均有锤击痕（图九：３８）（图六：２）。

　　三、六朝文化

（一）遗迹

有水井、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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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水井，共５个，编号９７Ｊ１～Ｊ５，平面均为圆形，全都开口在第１层下。择其出土遗物比较丰富

的介绍如下。

Ｊ３位于Ｔ２西南部，口距地表深０．３米，口径１．６米，深１．５米。井内填土上层为黑灰色，较松
软，下层为青灰色淤土。井口出土数块砖，其中一块完整，长３５厘米、宽１７．５厘米、厚４．５厘米。

另有一块钱纹砖（标本９４Ｊ３：４）和一块上有手印的砖。下层出土网格纹青瓷钵、青瓷盂等。
Ｊ４位于Ｔ２北部偏东，口距地表深０．３０米、口径０．８米、深０．９７米。井内土呈黑灰色，含灰白

淤土。出土遗物较多。器形有青瓷碗、杯、黄釉碗和灰陶盆等。

２．灰坑，共２个，编号９７Ｈ１、Ｈ２。皆开口在第１层下。

Ｈ１位于 Ｔ２东部，坑口距地表深０．２米，大部分在东部探方以外。在方内南北直径２．１３米。
坑口上部为敞口，剖面为半圆形。填土黑灰色。出土黑陶盆、钵和圆形陶片。下层坑的形状为直筒

形，填土为青灰色淤土，出土青瓷鸡首壶、青瓷碗、盏和泥质灰陶盆等（图二）。

Ｈ２位于Ｔ２东南部，椭圆形，口径南北２．９米、东西１．３５米、深０．８５米。坑口有一层灰黑色土、
底部为淤土。坑底出土泥质黑陶牛鼻耳罐、印纹陶瓮、灰陶宽沿盆等。

（二）遗物

六朝文化遗物有青瓷器、陶器和少量石器。

１．青瓷器，釉色以青绿釉为主，少量豆青色。豆青釉主要在鸡首壶和盘口壶上；青绿色釉施于
碗、盏上。施釉一般不及底，部分器物上见有挂釉如泪痕，色较深。较精致的鸡首壶等施釉厚薄均

匀，有光泽感。大部分器物施釉厚薄不均，釉色不一而欠光泽。青瓷器胎色为灰白色和灰黄色。胎

中含杂质，罐等大件器物胎质粗糙。碗、盏类器的内底都有支钉痕３～８个不等，且以长方形痕为

主。器物采用大小相叠套的烧造方法，而最底下的器物往往受压而变形。纹饰以素面为主，常见带

状纹，如网格纹，水浪形划纹、弦纹，组合云纹和连珠纹（图十二：１、２、３、４、５、８、１０）（图十三：４）。另

有较多的几何印纹，如钱纹，条棱纹，三角与条纹组合，三角与方格、条纹组合、米字形与窗格纹组合

（图十二：１、７）、（图十三：９、１）、（图十四：７、５、２）。器形还有碗、盏、罐、鸡首壶、盘、洗等。

碗２９件，多为青绿釉，标本９７Ｊ４：１，完整，施釉略厚，釉色发亮，内底有６个支钉痕。标本９７Ｊ３：

１，完整，施釉略薄，釉色发暗。腹部有一周细网格宽带纹。内底有８个略呈长方形的支钉痕。（图
十：１、２）（图六：４）

盏１２件，青釉灰胎。直口或敛口，弧折腹、平底微凹。（标本９７Ｔ２②：２８，９７Ｊ３：２）、（图十：３、４）
罐７件，多为残器。标本９７Ｔ２②：３２，青绿色釉，肩施６道凹弦纹，上腹以下无釉处露出泥条盘

筑留下的一道道瓦楞纹。标本Ｔ２②：３７，青釉、直口，折肩处有一道凸弦纹，肩下有一横系。腹饰斜
方格纹。（图十：５）、（图十一：７）

壶５件，其中３件为鸡首壶，一大二小。口颈均残缺，豆青釉，圆鼓腹，肩部相向各塑有鸡首和
鸡尾，另相向的一面有一对耳。（标本９７Ｈ１：１２、１３、１４）、（图十：１５、６）、（图十一：１０）（图六：３）另２

件为壶的盘口，青釉，灰胎，浅盘。盘的外壁其中一件内凹，一件有一凸棱。（标本９７Ｔ２②：３８、３９）、
（图十：１３、１４）

盘１件，大部分残缺，青绿釉，外壁口沿下无釉（标本９７Ｔ２②：２９）、（图十：９）。

洗１件，残半，青釉，色发暗，沿面及内底凹弦纹间皆饰水波纹，内底中间另有水浪纹，浪峰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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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放射状，中心园首尾不相接（标本９７Ｊ５：１）、（图十：８）。

图十：六朝文化陶瓷器、石器

１．碗９７Ｔ２Ｊ４：１　２．碗Ｔ２Ｊ３：１　３．盖９１Ｔ３②：２８　４．盏９７Ｔ２Ｔ３Ｊ３：２　５．罐９７Ｔ２②：３２　６．鸡首壶
Ｔ２Ｈ１：１４　７．盏９７Ｔ２②：２７　８．洗９７Ｊ５：１　９．盖９７Ｔ２②：２９　１０．瓮９７Ｔ２②：４１　１１．瓮９７Ｔ２②Ａ：４０
１２．板瓦９７Ｈ２：２　１３．盘口壶９７Ｔ２②：３９　１４．盘口壶９７Ｔ２②Ａ：２８　１５．鸡首壶Ｔ２Ｈ１：１２　１６．圆形饼
器Ｊ４：３　１７．圆形饼器Ｊ４：４　１８．砺石Ｊ５：２　１９．砺石Ｔ２②Ａ：３３　２０．钵Ｊ４：２　２１．瓮 Ｈ２：６　２２．铜
簪Ｈ１：９

　　２．陶器，有泥质硬陶和泥质软陶两大类。泥质硬陶大多为釉陶器，釉色有青釉和酱色釉，泥质

软陶一般都没有釉，陶色有灰陶、橙黄、橙红色陶和少量黑陶。纹饰以素面为主，除瓦棱纹外（图十

三：２、３），另有较多印纹陶。纹饰有方格纹、人字纹、麻布纹（图十三：５、６、８），还有大方格内填小方

格纹、重菱纹与凸回字纹组合、曲折纹与回字纹组合、三角填线纹（图十四：１、６、４、３）。器形以罐、盆

（甑）、瓮等大器件为主，少量碗盏、小器件。瓮罐多矮领、丰肩，肩部附耳，瓮拍印几何印纹。盆一

般为宽折沿、斜直腹。大件器都为手制。

罐１５件，敞口，束颈，鼓简，肩附双耳，饰弦纹一道或数道（标本９７Ｈ１：５、８，９７Ｔ２②Ａ：３６），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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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肩、斜腹、平底，施青釉不及底，硬陶（标本９７Ｔ２②：３１），标本９７Ｈ２：３，泥质黑皮陶，直口，溜肩，肩

饰数十道凹弦纹，另附牛鼻式双耳。标本９７Ｔ２②：３５，为泥质灰陶，肩部饰凹弦纹数道。（图十一：

１、３、１５、１３、２、６）

盆１７件，大都为灰陶，有的外施黑衣，一般为宽折沿，斜直腹或弧腹，标本９７Ｈ１：７，Ｊ３：３，圆唇平

沿，沿面上压印带状纹一周。标本９７Ｈ２：５灰胎黑衣，方唇宽折沿，沿面较平，斜直平腹饰数十道凹

弦纹，标本９７Ｈ１：１、７，敛口，圆唇，折沿弧面，弧腹平底。标本９７Ｔ２②Ａ：３４，圆唇，宽折斜直腹，大平

底，从颈部至底饰瓦棱纹。（图十一：５、４、１４、１２、８）

图十一：六朝文化陶器、石器

１．罐Ｈ１：５　２．罐Ｈ２：３　３．罐Ｔ２Ｈ１：８　４．盆Ｆ２Ｈ２：５　５．盆９７Ｔ２Ｊ３：３　６．罐９７Ｔ２②Ａ：３５　７．罐Ｔ２
②：３７　８．大盆９７Ｔ２②Ａ：３４　９．盏Ｔ２②：３０　１０．鸡首壶Ｈ１：１３　１１．杯９７Ｔ２②Ｂ：２　１２．盆９７Ｔ２Ｈ１：
７　１３．罐９７Ｔ２②：３１　１４．盆Ｔ２Ｈ１：１　１５．罐９７Ｔ２②Ａ：３６　１６．甑９７Ｔ２Ｈ２：４

瓮７件，多为残件。标本９７Ｔ２②：４０，泥质印纹硬陶，敛口，丰肩，颈以下拍印三角填线纹。标本

９７Ｔ２②：４１，泥质橙红陶，敛口，矮领，广肩。颈以下拍印方块网格纹，标本Ｈ２：６，泥质印纹陶，侈口，

折沿，溜肩，弧腹，平底，内凹，颈以下拍印三角填线纹。（图十：１１、１０、２１）

甑１件，为一底，泥质灰黑陶，底有七个大孔，标本９７Ｔ２Ｈ２：４。（图十一：１６）

钵３件，多为釉陶，标本ＴＪ４：２，黄绿釉，口微敛，弧腹，平底内凹，腹壁有二道凹弦纹。（图十：２０）

碗４件，多为釉陶，标本９７Ｔ２②：２７，酱色釉，红胎，口微敛，弧腹，腹壁有轮制纹，假圈足（图十：

７）。（图六：５）

盏２件，多为釉陶，标本９７Ｔ２②：３０，黄绿釉，敛口，圆弧腹，假圈足。（图十一：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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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六朝文化陶器纹饰拓片

１、７．钱纹（９７Ｊ３：４，９７Ｔ２②Ｂ）　２、３．带状网格纹（９７Ｊ３，９７Ｔ２②Ｂ）　４、５、８、９．水浪形划纹（９７Ｊ５，９７Ｈ２，
Ｔ２②Ｂ，９７Ｊ５）　６．弦纹（９７Ｈ２）　１０．蕉叶纹（９７Ｔ２②Ａ）

图十三：六朝文化陶器纹饰拓片

１、９．三角纹与条纹组合纹（９７Ｔ２②Ｂ，９７Ｊ５）　２、３．瓦棱纹（９７Ｈ２）　４．水浪形划纹（９７Ｈ２）　５．方格纹
（９７Ｔ２Ｈ２）　６．人字纹（９７Ｔ２②Ｂ）　７．绳纹（９７Ｔ２Ｈ２）　８．麻布纹（９７Ｔ２②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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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六朝文化陶器纹饰拓片

１．大方格内填小方格纹（９７Ｈ２）　２．米字形与窗格组合纹（９７Ｔ２②Ｂ）　６．重菱纹与凸回字纹组合纹　
３、５、７．三角填线纹（９７Ｔ２②Ｂ、９７Ｔ２②Ｂ、９７Ｔ２②Ｂ）　４．曲折纹与回字纹组合纹（９７Ｔ２②Ｂ）

杯１件，酱色釉，口微敛，弧腹平底内凹，口沿下有一把，已残，另有四道弦纹（标本９７Ｔ２②：

Ｂ２）、（图十一：１１）（图六：６）。

板瓦２件，均残件，泥质陶，瓦棱纹（标本９７Ｈ２：２）。（图十：１２）

圆饼２件，泥质灰陶，用陶器残片加工成圆饼形，四周不规整，用途不明（标本９７Ｊ４：Ｐ３、４）。

（图十：１６、１７）

３．石器，砺石２件，灰白色，标本９７Ｊ５：２，长条形，四面皆有使用痕，中部已磨成束腰状。标本

９７Ｔ２②：３３，长方形，两侧边有磨痕。（图十：１８、１９）

４．铜簪，１件，标本９７Ｈ１：９，双叉均磨成圆针形，尾部回形处略扁。（图十：２２）

　　四、结语

（一）文化内涵与年代

龙南遗址第一、第二次发掘确定遗址的性质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而第三、四次发掘所

揭露出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村落的变迁和发展的不同阶段。

《江苏吴江龙南遗址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中，把龙南新石器时代分为三

期：“这一期文化跨度大”。因限于当时的发掘材料而没有再细分。从现有的发掘材料看，可以把

第三期中的８８Ｈ１和８８Ｌ１以及河道内的土层遗物挑出，单独再分出一期，而这一期正好与第三、四

次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遗物相一致。

第三、四次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存有第４层和第４层下 Ｆ１。其器物的特征为：陶系以夹砂陶为

主，主要器形有鼎（飌）、豆、罐、盆、缸、
M

等，不见贯耳壶与杯。特别是鼎出现大量的三角刀形和宽

扁形足。丁字形鼎足和凿形鼎足锐减。竹节细柄豆逐渐减少，出现一种矮圈足盘。罐常见高领，有

弧沿、斜折沿、沿面下凹等不同口沿变化。瓮一般也为高领。缸的口沿为斜出宽沿，胎加厚，
M

为袋

足。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薄胎器减少，厚胎器增多。纹饰多刻划纹。石器制作粗糙简单等。这

些都是良渚文化的晚期的特征。特别是大口缸的变化，由早期、中期的直口到晚期演变为侈口斜出

沿；从无沿到窄沿再到宽沿的演变；饰纹以菱形为主，转化为以篮纹为主。而袋足的尖空足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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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良渚晚期器形变化的主要特征。大量三角刀形鼎足又与马桥文化鼎足相近。为此，第三、四

次发掘的材料所反映出的良渚文化遗存时代较晚，其年代大约距今４２００年左右。

（二）村落房子与有关问题

龙南遗址第一、二次发掘发现的１３座良渚文化房子为浅穴或半地穴式①。而本次发现的房址

是以木桩为基础，架空于地面的干阑式建筑。木桩高出地面即生土面２０～３０厘米左右，说明当时

房子的居住面高出地面至少有３０厘米。这种建筑结构的形式主要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从第

三、四次发掘的底层堆积看，在良渚文化层上即第４层上有一层灰白色粉砂土，无包含物，为自然形

成的堆积。而第４层为良渚文化的晚期阶段。在距今４３００年左右，发生过一次由南向北的大海

侵，海浸时的海面约高出现代海面１～４米②。在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长江三角洲经历了一次大规模

的水浸，很多遗址被淹没③。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水位的上升，一种与环境相适应的建筑形式代

替了原有的建筑形式。太湖流域为水网地区、地下水位很高，在营造时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必须首

先考虑水位的因素。龙南遗址１９８７年第一次发掘，在河道里发现一河埠头（８７埠１），为了解当时

的水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河埠上的板面距地表深１．５６米，而埠头一般总是稍高出正常水位

的。因此正常水位要低于１．５６米，而本次发现的木桩距地表１．２米的深度当为此时的水位线，而

这一水位线高度正好相当于８８Ｆ１的居住面距地表的深度，说明这一时期的水平面上升了许多，所

以需要建造架空于地面的干阑式建筑以避水患，这是当时人类为了生存而通自然抗争的结果。

发掘整理：钱公麟、朱伟峰、杨舜融、陈瑞近、陆庆荣

执笔：张照根、杨舜融、丁金龙

绘图：张照根

拓片：杨舜融

（摘自《东南文化》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江苏吴江广福村遗址发掘简报

苏州博物馆

吴江市文物陈列室

　　广福村遗址位于吴江市西南５８公里处的桃源镇广福村，地处江苏省最南部，北临太湖，南与浙

江接壤。１９８５年由吴江市文管会在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该遗址地势略高于周围，四面环水，原

有面积４万平方米左右，现存面积约为２万平方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苏州博物馆和吴江市文管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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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福村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在遗址西南部设探方２个（Ｔ１，Ｔ２），发掘面积１６０平方米。清理出一

批马家浜文化墓葬（标注为Ｍ）、房址（标注为 Ｆ）以及马桥文化水井（标注为 Ｊ）、灰坑（标注为 Ｈ）

等。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地层堆积

本次发掘２个探方地层堆积基本相同，现以Ｔ１西壁剖面为例介绍如下（图一）。

图一：Ｔ１西壁剖面图

第１层，耕土层，厚２０～３０厘米。疏松的灰褐色土，内含近现代瓷片、砖瓦，以及少量的下层陶

片和红烧土块。Ｈ３开口于第１层下，并打破第２～５层。此外，Ｍ１６开口于第１层下，并打破第２～

３层。

第２层，又分为Ａ、Ｂ两个小层。第２Ａ层为青灰色淤土，厚５～３０厘米。土质略黏，内含少量夹

砂红褐陶片和兽骨。第２Ｂ层为灰黄色土，土质纯净、致密，内含少量夹砂红褐陶片、泥质灰陶和红

衣陶片。器类有罐、豆、鼎等。Ｈ２开口于第２Ａ层下，并打破第２Ｂ层以及第３～５层。

第３层，灰褐色土，厚５～１５厘米。质地紧密细腻，内含较多灰烬，还有少量红土颗粒。出土陶

片少且残碎，另有少量动物骨头。

第４层，黄绿色土，厚１０～１５厘米。土质坚硬，内含硬土颗粒并夹杂灰烬。出土陶片较多，以

泥质红衣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褐陶片。器类有牛鼻耳罐、矮领罐、喇叭形圈足豆、腰沿釜等。

第５层，灰土，厚１５～４０厘米。土质疏松，内含大量灰烬，红烧土块、动物骨头。出土大量陶

片，主要为泥质陶。器类有牛鼻耳罐、喇叭形圈足豆、腰沿釜、鸡冠耳钵、鼎、等。

　　二、马家浜文化

（一）遗迹

遗迹主要有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等。

１．房屋基址

仅发现一座（Ｆ１），位于Ｔ２第２层下。房址面积较大，仅揭露出局部，因而房址的整体形状不甚

清楚。其堆积可分为４层。其中垫土层（第４层）厚约为７０厘米，土质较纯。活动面（第３层）为黄

灰色亚黏土，厚１０～１５厘米。在该层面上发现柱洞１５个（Ｄ１～Ｄ１５），直径多在１０～１５厘米之间，

其中５个柱洞的直径达３０厘米。在探方东北部发现一截南北向土墙，土色灰黄，下宽上窄，残长８８

厘米、宽３０～６０厘米、高６０厘米。活动面上为厚１０～３０厘米的生活堆积（第２层），灰黑色土，内

含较多的动物骨头，以及陶鼎足、陶豆和陶罐残片、石锛等。在此堆积层之上有大量的红烧土块（第

１层），成片成堆分布，厚１０～１５厘米。在红烧土块表面发现有直径３厘米或直径０．５～１厘米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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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估计该房的墙体以树枝、芦苇秆为墙骨，即木骨泥墙。

图二：Ｍ１平面图　　　图三：Ｍ１４平面图

１．陶杯　２．陶盆　　　１．陶豆　２．陶鼎

３．陶豆　４．陶鼎　　　３．４．猪獠牙　　

２．墓葬

共清理墓葬２０座，墓口皆开在第１层下。

其中有１８座集中在 Ｔ１内，分布密集，但排列

有序。墓圹均为长方形浅坑竖穴，南北向，墓

口长１．６～２米，宽０．２８～０．６５米，自深０．１～

０．２５米。坑内填土为棕褐色或黄灰色，均未

发现葬具痕迹。

葬式以俯身直肢葬为主，少数为仰身直

肢。头均向北，面向朝东或朝西。随葬品主

要是陶器，多置于骨架之下，器类为豆、盆、

鼎、杯等食器或炊器。有些陶器还是有意打

碎后再放入墓内的。此外，个别墓随葬石斧、

纺轮、玉，有的还随葬猪獠牙、鹿角等。（参

见表一）

Ｍ１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１４°（正北向

为０°或３６０°），墓圹长１．９米、宽０．４５～０．５５

米、深０．１２米。墓主是一个 ２５岁左右的男

性，葬式俯身直肢，头向北，面朝东。随葬品４

件，其中陶杯至于骨盆之上，陶盆置于后腰

上，陶豆、陶鼎则放在头下面。（图二）

Ｍ１４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３４４°，墓圹

长２．０２米、宽０．２８～０．４６米、深０．１８米。墓主是一个３５～４５岁的男性，葬式俯身直肢。头向北，面朝

下。随葬品４件，其中陶豆、陶鼎分别置于头部和肩下，另有２件猪獠牙，置于骨盆下方。（图三）

（二）遗物

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猪獠牙等，其中陶器数量最多。

１．陶器

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泥质陶中，一种为薄胎，外施红衣；另一种则外红内黑，胎质较疏

松。夹砂陶分为细砂陶和粗砂陶。其中细砂陶胎薄质硬；粗砂陶掺和石英砂粒，胎厚且质地疏松。

陶色以红褐陶最多，褐陶次之，少数为红衣陶。器物烧制火候不均，同一件器物上往往陶色不一致。

陶器多为手制，其中釜、罐、豆的口沿和腹部分别制成，再粘接起来，并将接缝处加厚或抹平。

陶器以素面为主，红衣陶都经磨光。常见的饰纹有绳纹、附加堆纹、指甲纹、划纹、弦纹、篮纹、宽带

纹、镂孔等（图四）。器类主要有罐、鼎、豆、釜、钵、杯、纺轮、网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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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马家浜文化陶器纹饰拓片

１．绳纹（Ｔ１④：２９）　２．划纹、指甲纹组合纹（Ｔ１④：２８）　３．锥刺纹（Ｔ２②：２２）　４．指甲纹（Ｔ１⑤：
５５）　５．斜刻划纹（Ｔ１④：３８）　６．宽带纹（Ｔ１⑤：５０）　７．凹弦纹（Ｔ１⑤：５７）

罐４５件，多为泥质红衣陶，分为３型。

Ａ型２５件。高领罐。侈口，高领。分为３式。

Ⅰ式１４件。宽卷沿，圆唇。Ｔ１⑤：１７，泥质红衣陶，口径２９、残高７厘米（图五：１）。

Ⅱ式９件。口沿微内凹，厚圆唇，沿与颈区分不明显。Ｆ１②：５，泥质红衣陶，口径２４、残高６．８

米（图五：２）。

Ⅲ式２件。宽凹沿略呈盘状。Ｔ１②：１，夹砂褐陶，口沿外壁有一周凸棱。口径３０、残高６厘米

（图五：３）。

Ｂ型１８件。小口罐。卷折沿，圆唇，束颈。可分２式。

图五：陶器

１．ＡⅠ式罐（Ｔ１⑤：１７）　２．ＡⅡ式罐（Ｆ１②：５）　３．ＡⅢ式罐（Ｔ１②：１）　４．ＢⅡ式釜（Ｔ１④：３）　５．
Ｃ型罐（Ｆ１②：１６）　６．ＢⅠ式罐（Ｔ１⑤：２３）　７．ＢⅡ式罐（Ｆ１②：６）　８．ＡⅠ式釜（Ｔ１⑤：５０）　９．ＡⅡ式
釜（Ｔ１⑤：１５）　１０．ＢⅠ式釜（Ｔ１④：５）　１１．ＡⅠ式盆（Ｔ１⑤：２２）　１２．ＡⅡ式盆（Ｔ１②：２７）　１３．Ｂ型盆
（Ｍ１：２）　１４．Ｃ型盆（Ｍ７：１）　１５．ＡⅡ式豆（Ｆ１②：１５）　１６．ＡⅠ式豆（Ｔ１④：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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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式１３件。卷沿。Ｔ１⑤：２３，泥质黑皮陶。口径１３．４、残高３．５厘米（图五：６）。

Ⅱ式５件。卷沿微折。Ｆ１②：６，细夹砂红衣陶。口径１６，残高５．５厘米（图五：７）。

Ｃ型１件（Ｆ１②：１６）。双耳罐。细夹砂红衣陶。口沿外侧附牛鼻式双耳，耳略高于口，耳正面

中间有一直径１．５厘米圆孔。口径２２、残高６厘米。（图五：５）

鼎１２件。均为夹砂陶。分为３型。

Ａ型３件。釜形鼎。Ｍ１６：２，卷沿，尖唇，束颈，深弧腹，圜底较平缓，三柱状足，已残缺。肩部有

一对
O

手，足上端有一凹窝。口径２１．８、残高２３．６厘米。（图七）

Ｂ型５件。罐形鼎。卷沿，圆唇，束颈，圆鼓腹，圜底，下接三足。分为３式。

Ⅰ式１件（Ｍ１７：４）。夹砂红褐陶。长束颈，圜底，三足高且外撇，略呈羊角形，足上端有两个凹

窝。口径１９、通高２３厘米。（图六：１０）

Ⅱ式３件。厚圆唇，长束颈，三扁足外撇，但高度较 Ｉ式有所降低，圜底近平。Ｍ１８：３，夹砂褐

陶。颈饰数周凹弦纹。足外侧有一条纵贯的凹槽。口径１５．６、通高１９．９厘米（图六：１３）。Ｍ１：４，

口径１４．２、通高１７．６厘米（图八）。

Ⅲ式１件。器身矮胖。短束颈，鼓腹，圜底近平，三扁足较矮。Ｍ１２：１，夹砂红褐陶，足外侧有纵

贯的凹槽。口径１３．５、通高１５．３厘米。（图九）

Ｃ型４件。钵形鼎。敛口，方唇，圆肩，弧腹，圜底，下接三足。分为３式。

Ⅰ式１件（Ｍ３：１）。夹砂红褐陶。腹较深，三扁足。肩部有一对长条形鸡冠O

，腹饰一周凸棱，

足外侧有一长条凹槽。口径１６．５、通高１９．６厘米。（图六：１２）

Ⅱ式２件。腹变浅变宽。Ｍ２：４，夹砂红褐陶。肩部有一对鸡冠状O

，三足略残缺，足外侧上端

有一凹窝。口径１２、残高１２．９厘米。（图一）

Ⅲ式１件（Ｍ１２：２）。夹砂红褐陶。腹较浅，腹壁方直，肩部有一对O

手。三个扁凿形足，足外

侧上端有一小凹窝。口径１８．３、通高１６．８５厘米。（图六：９）

釜２８件。分为２型。

图六：陶器

１．ＢⅠ式豆（Ｔ１⑤：３０）　２．ＢⅡ式豆（２５）　３．Ａ钵（Ｔ１②：４）　４．ＡⅠ式钵（Ｔ１⑤：４３）　５．Ｂ型钵
（Ｍ８：１）　６．杯（Ｍ１７：１）　７．ＢⅢ式豆（Ｍ１７：２）　８．ＢⅣ式豆（Ｍ２：３）　９．ＣⅢ式鼎（Ｍ１２：２）　１０．ＢⅠ
式鼎（Ｍ１７：４）　１１．ＢⅤ式豆（Ｍ１８：２）　１２．ＣⅠ式鼎（Ｍ３：１）　１３．ＢⅡ式鼎（Ｍ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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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型１８件。宽沿。均为细夹砂陶，有的外施红衣、胎教薄，分为２式。

Ⅰ式７件。卷折沿。微束颈。Ｔ１⑤：１５，口径３５、残高６．５厘米。（图五：８）

Ⅱ式５件。斜折沿。Ｔ１⑤：１３，口径４２、残高７厘米。（图五：９）

Ｂ型１０件。窄沿。均为夹砂褐陶。分为２式。

Ⅰ式２件。斜平沿，圆唇，鼓腹。Ｔ１④：５，腹上部饰一周附加堆纹。口径３６、残高１０．５厘米。

（图五：１０）

Ⅱ式１件（Ｔ１④：３）。卷沿，束颈，鼓腹，腹部有一周腰沿，沿上有按窝纹。口径２０、残高７．５厘

米。（图五：４）

图七：Ａ型陶鼎（Ｍ１６：２）
　　　

图八：ＢⅡ式陶鼎（Ｍ１：４）
　　　

图九：ＢⅢ式陶鼎（Ｍ１２：１）

图一○：ＣⅡ式陶鼎（Ｍ２：４）
　　　

图一一：Ｂ型陶盆（Ｍ１８：１）
　　　

图一二：Ｃ型陶盆（Ｍ７：１）

豆５７件。均为泥质陶，大部分为红衣陶或外红内黑。分为２型。

Ａ型２６件。敞口，浅盘，宽沿。分为２式。

Ⅰ式４件。尖唇，平沿，弧腹。Ｔ１④：２３，泥质红衣陶，内黑外红。口径２８、残高７厘米。（图五：１６）

Ⅱ式９件。沿面斜平。Ｆ１②：１５，泥质红衣陶，内黑外红。口径２５、残高４．５厘米。（图五：１５）

Ｂ型３１件。均为泥质红衣陶。分为５式。

Ⅰ式１６件。敞口，尖唇，深弧度。Ｔ１⑤：３０，口径２８、残高９．５厘米。（图六：１）

Ⅱ式２件。口微敛，圆弧腹。Ｔ１④：２５，口径１６、残高５厘米。（图六：２）

Ⅲ式４件。敛口，鼓腹，豆盘较浅。大喇叭形高圈足。Ｍ１７：２，口径２６．７、足径２６．７、通高２６．９

厘米。（图六：７）

Ⅳ式５件。敛口内折，腹壁斜直，喇叭形高圈足。Ｍ２：３，圈足上有３组圆形镂孔，每组３个，呈

斜向排列。口径２４．６、足径２５．２、高２７．７厘米。（图六：８）

Ⅴ式４件。敛口，沿内勾，腹壁斜直，圈足很高，且顶端略凸出。Ｍ１８：２，圈足顶端饰两个圆形镂

孔。口径２５．９、足径２２．２、高２９．５厘米。（图六：１１）

盆１０件。大部分为泥质陶。分为３型。

Ａ型７件。鼓腹盆。分为２式。

Ⅰ式２件。卷沿，束颈，圆鼓腹。Ｔ１⑤：２２，泥质黑皮陶，颈部有一周凸棱。口径１８、残高８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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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图五：１１）

Ⅱ式５件。厚圆唇，平折沿。Ｔ１②：７，夹砂红衣陶。口径２６、残高６．５厘米。（图五：１２）

Ｂ型２件。曲腹盆。卷沿，浅腹，弧壁，下腹部微折，平底。Ｍ１８：１，泥质红衣陶，盆沿下有２个圆

镂孔。口径２８．４、底径９．１、高７．９厘米。（图一一）Ｍ１：２，口径２８．３、底径８．４、高９厘米。（图五：１３）

Ｃ型１件（Ｍ７：１）。折腹盆。斜折沿，束颈，折腹，圜底，颈肩部饰数周凹弦纹。Ｍ７：１，夹砂褐

陶。口径２６．６、高９厘米。（图五：１４、图一二）

钵６件。均为泥质陶，红衣陶或黑皮陶，分为２型。

Ａ型５件。口微敛，深弧腹，口沿下或肩部有一对
O

耳。分为２式。

Ⅰ式２件。直口微敛，口沿下有一堆穿孔O

耳。Ｔ１⑤：４３，泥质黑皮陶。口径２１、残高１２．５厘

米。（图六：４）

Ⅱ式３件。口微敛，弧腹变浅，平底。肩部有一对鸡冠O

。Ｔ１②：４，口径４０、底径１０、高１２．８厘

米。（图六：３）

Ｂ型１件（Ｍ８：１）。敛口，浅弧腹，平底。口径１９．１、底径６．８、高５．８厘米。（图六：５）

杯３件。均为夹砂红褐陶，形体较小。敞口，圆唇，口沿外侈，深弧腹，平底。Ｍ１７：１，口径６．５、

底径３．８、高４．５厘米。（图六：６）

图十三：随葬品

１．石锛（Ｆ１②：２１）　２．石斧（９４采：３）　３．石凿（Ｔ１⑤：９）　４．骨匕（Ｔ１⑤：６３）　５．骨笄（Ｍ１５：２）　
６．玉（Ｍ１５：１）　７．石纺轮（Ｍ２：１）　８．石锤（Ｔ１⑤：１１）　９．陶网坠（（Ｔ１⑤：５）　１０．猪獠牙（Ｍ１４：
３）　１１．骨锥（Ｔ１⑤：８）　１２．石刀ＣⅠ式鼎（Ｔ１④：２）

网坠３件。泥质陶。Ｔ１⑤：５，长条形，两端边各有一凹槽。长５厘米、宽１．７厘米、厚２．１厘米。

（图一三：９）

２．玉石器

出土数量不多，且大多残缺。器类有锛、凿、斧、锤、刀、纺轮等。其加工方法为先凿制，后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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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光或局部磨光。

石锛５件。Ｆ１②：２１，扁长方体，双面刃。长７．２厘米、宽４～４．４厘米、厚０．８厘米。（图一三：１）

石斧２件。为穿孔石斧。９４采：３，扁舌形，两面钻孔，琢制后再磨光。长８．７厘米、宽５～６．５

厘米、厚１．３厘米。（图一三：２）

石刀２件。Ｔ１④：２，三角形，体扁薄，双面刃，打磨锋利，长９．７厘米、残宽６．２厘米。（图一三：１２）

石锤１件（Ｔ１⑤：１１）。体厚，顶残。底端圆弧。残高６．５厘米、残宽５．８厘米。（图一三：８）

石凿１件（Ｔ１⑤：９）。圆柱形，双面刃，通体磨光。长９．８、宽３．５、厚２．６厘米。（图一三：３）

石纺轮１件。（Ｍ２：１）。圆形，体扁平，中央有一圆孔。直径５．５、厚０．７厘米。（图一三：７）

玉２件。Ｍ１２：４，白色玛瑙质，圆形，一侧有一缺口。外边廓圆浑，内边廓磨出斜面。有断痕。

直径５．６、厚０．６厘米。Ｍ１５：１，玛瑙质，白色略泛黄。外边廓棱角分明，内边廓磨成一个斜面。直

径５、厚０．６厘米。（图一三：６）

３．骨牙器

骨笄、骨锥、骨匕、猪獠牙等。骨器均利用动物胫骨加工制成。

骨笄１件（Ｍ１５：２）。扁长条形，头端尖锐，尾端圆浑，上面有一圆孔。长１３．４、宽１．３、厚０．６厘

米。（图一三：５）

骨锥２件。均残，只剩下半截。Ｔ１⑤：８，锥尖较钝，侧边切割面平整。长７厘米。（图一三：１１）

骨匕１件（Ｔ１⑤：６３）。利用大型动物的胫骨加工而成。刃部打磨锋利。长１５、宽５．５厘米。

（图一三：４）

图一四：Ｈ１平、剖面图

猪獠牙２件。置于墓主骨盆下方。Ｍ１４：３，长７．１

厘米、最宽１．２厘米。（图一三：１０）

　　三、马桥文化

（一）遗迹

仅见灰坑和水井，均开口在第１层下。

１．灰坑

３座。平面均呈圆形，坑底平坦或呈锅底状。坑内

出土遗物均为陶器，以釜、罐为主。

Ｈ１平面为不规则圆形，长径２．５米、短径２．２米、自

深０．３米。坑内东壁斜直，西壁、南壁则呈台阶状，坑底

近平。坑内填土为黑灰色，含有草木灰、烧土粒等。出

土遗物均为陶器，有鼎、罐、釜等（图一四）。

图一五　陶鼎（Ｊ２：２）
　
图一六　Ｃ型陶罐（Ｊ１：１０）

　
图一七　Ｃ型陶罐（Ｊ１：１２）

　
图一八　Ｄ型陶罐（Ｊ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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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马桥文化陶器纹饰拓片

１．曲折纹（Ｊ１：２６）　２．叶脉纹（Ｈ１：６）
３．云雷纹（Ｈ２：３）　４．篮纹（Ｊ１：３３）
５．绳纹（Ｊ１：８）　６．卵点纹（Ｊ１：３）

　　２．水井

２座（Ｊ１、Ｊ２），均位于Ｔ１内。Ｊ１平面为圆形，四

壁加工光滑。口径０．９米、深２．９７米。填土为深灰

色淤土，含草木灰、木头等。井内出土遗物以陶器

为主，有罐、鼎、釜等。此外还出土石刀、石斧、木笄

和木坠。

（二）遗物

遗物有陶器、少量的石器和木器。

１．陶器

大部分为泥质硬陶，又分为印纹陶和釉陶，陶

色有青灰色、灰色、黑色等。陶器多为轮制。纹饰

以绳纹、篮纹为主，另有云雷纹、曲折纹、方格纹、卵

点纹、叶脉纹、弦纹等（图一九）。器类主要有釜、

罐、鼎、盆等。

釜５件。均为夹砂陶，器身饰篮纹或绳纹。分

为２型。

Ａ型３件。敛口，卷沿，尖唇，垂腹。Ｊ１：２１，器身饰

横列绳纹。口径２３厘米、残高２０厘米（图二：１）。

图二：陶器

１．Ａ型釜（Ｊ１：２１）　２．Ｂ型釜（Ｊ１：２０）　３、４．鼎（Ｊ２：２、Ｊ２：１）

５．Ｂ型罐（Ｊ１：１１）　６．Ａ型罐（Ｊ１：１３）　７．盆（Ｈ３：２）

８．Ｄ型罐（Ｊ１：１６）　９．Ｃ型罐（Ｊ１：９）

Ｂ型２件。侈口，圆唇，直腹。Ｊ１：

２０，沿面较宽，颈部有一周凸棱，颈下

饰横列绳纹。口径１４厘米、残高８厘

米。（图二：２）

罐１３件。分为４型。

Ａ型３件。长颈折腹罐。高领外

侈，束颈，鼓腹微折，凹底。Ｊ１：１３，泥

质硬陶，腹饰曲折纹，口径１２．８、底径

４．５、高１２．９厘米（图二：６）。

Ｂ型５件。鼓腹罐。卷沿、圆唇、

束颈、鼓腹微垂，平底微凹。Ｊ１：１１，泥

质灰陶。颈、肩饰四周弦纹，腹以下饰

方格纹。口径 １１、腹径 １５、高 １２厘

米。（图二：５）

Ｃ型４件。深腹罐。卷沿、束颈、

深腹，平底微凹。Ｊ１：９，泥质硬陶，颈

以下饰篮纹。口径１２．４、腹径 １５．６、

高１３厘米。（图二：９）Ｊ１：１０，橙黄色泥质硬陶，口径１１、腹径１３．８、高１３．６厘米（图一六）。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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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口径９、腹径１３、高１２．４厘米。（图一七）

Ｄ型１件（Ｊ１：１６）。带把罐。泥质硬陶，施青釉。口沿残缺，高领，束颈、鼓腹，小平底微凹，肩

腹部有一把手。口径约１０、腹径１４、高１２．６厘米。（图一八、图二：８）

鼎３件。均为夹砂红褐陶。Ｊ２：２，直口微敛，折沿、方唇、深直腹，圜底，三瓦状足、腹饰绳纹。

口径１８、腹径１７．６、通高２１．５厘米（图一五、图二：３）。Ｊ２：１，口径１８．７、腹径１７．６、残高１４．９厘

米。（图二：４）

图二一：随葬品

１．石斧（Ｊ１：５）　２、４．石刀（Ｊ１：４、Ｊ１：３）

３．木坠（Ｊ１：１５）　５．木笄（Ｊ１：２）

盆１件（Ｈ３：２）。泥质灰陶。敞口，尖唇，

束颈，鼓腹。颈、肩部有四周凸棱。口径１８、残

高５厘米。（图二：７）

２．石器

斧１件（Ｊ１：５）。黑色，为有肩穿孔石斧。

双面弧刃，刃口略有残损。通体磨光。刃宽

１２、高１０．８厘米。（图二一：１）

刀２件。Ｊ１：３，灰色，仅剩柄及部分刀身，

双面刃。仅刃部磨光，余均凿制。残长１４、宽

７．１厘米。（图二一：４）Ｊ１：４，黑色，短柄，刃较

钝。通体琢制。长 ９．２、宽 ６．５厘米。（图二

一：２）

３．其他

木笄１件（Ｊ１：２）。细长圆锥体，较光滑。

长１６．９、直径１．４厘米。（图二一：５）

木坠１件（Ｊ１：１５）。陀螺形，弧顶，顶部中心有一沟槽。最大径３．１、高４．６厘米。（图二一：３）
骨器１件（Ｊ１：４１）。骨料，为动物肋骨，有平齐的切割痕。残长１８．６厘米。

　　四、结语

（一）关于马家浜文化遗存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可将广福村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第

３～５层和Ｆ１。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多为泥质红衣陶。器类以釜、罐为主，鼎很少。代表器形有宽沿
釜、窄沿釜，Ⅰ式和Ⅱ式高领罐、小口罐、Ａ型豆、ＢⅠ式和ＢⅡ豆等。第二期为第２层以及第１层以

下的２０座墓葬。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多为夹砂红褐陶。器类以鼎、豆为主，代表器形有罐形鼎、钵
形鼎、ＢⅢ式至Ⅴ式豆，折腹盆等。

该遗址马家浜文化第一期的标本（ＢＫ９４０９２）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５４１０±８０年，年轮
校正为距今６０５５±１２５年。本期出土的窄沿釜，ＡⅡ式豆与草鞋山遗址第八、九层出土的同类器相

似。马家浜文化第二期的出土器物较一期略有变化，而带有崧泽文化的特点，如豆的喇叭形圈足变

小，鼎变为敛口，有铲形足等。第二期的年代属于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的过渡阶段。

为了解当时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存环境，我们分别请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先后做了孢粉分析、植物蛋白石分析和兽骨鉴定。广福村遗址马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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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以草本植物为主，如水生的香蒲、眼子菜等，说明当地为浅水沼泽环境。兽骨以猪骨为主，当时

的动物还有鹿、麂、牛、狗等。通过对该遗址土壤中植物蛋白石的分析，发现有大量的水稻植物蛋白

石，并且属于粳稻类型。这说明，广福村先民在６０００年前可能已开始种植水稻。

（二）关于马桥文化遗存

广福村遗址中，马桥文化仅发现遗迹而不见地层堆积。马桥文化遗址在苏州发现很少，一般都

是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上层发现，如草鞋山、越城、梅堰龙南遗址，而且堆积层都不太厚。广福村遗

址和梅堰龙南遗址一样，地处太湖东南边缘，距海较近，可能经常受到海侵，所以，这一时期形成不

了较厚的文化堆积层。

本次发掘领队为丁金龙、张照根，成员有陈瑞近、杨舜融、陆庆荣、王学雷，器物修复朱伟峰，拓

片王学雷。

　　　　　　　　　　表一　１９９６年吴江广福村遗址墓葬登记表 长、宽、厚单位：厘米

序号 长 宽 厚 头向 性别 年龄 葬式 随葬器物及位置

１ １９０ ４５～５５ １２ １４° 男 约２５岁 俯身 陶杯、盆、豆、鼎、杯、盆置于腹部，鼎、豆在头骨下

２ １７３ ５２～５５ １０ １４° 女 约３０岁 仰身
石纺轮、陶杯、豆、鼎、钵、纺轮、杯置于腹部，豆、鼎在

头骨及胸下

３ １７３ ５２～５５ １０ １７° ？ 约３０岁 仰身 陶鼎、豆、鼎压在头骨下，豆压在陶下

４ １５０ ４６ ８ １３° 女 约１５岁 俯身 陶鼎、豆、鼎压在脚下，鼎压在头骨下

５ １８０ ３１～４９ １０ １７° 女 ２７～３５岁 俯身 陶豆压在头骨及肩下

６ １９８ ３３～４９ ２０ １８° 男 约４５岁 俯身 随葬器物在骨架小

７ ２００ ４０～５０ １４ ２０° 男 ３０～３５岁 俯身 陶盆２件，１件在腿骨上，另１件在胸骨下

８ 残长１６０ ３３～５２ １０ ３５２° 男 ３０～４０岁 俯身 陶钵置于胸上

９ １３３ ３３～３７ １５ ３５５° ？ 约６岁 仰身 陶豆置于人骨下

１０ 残长１６３ ２９～５１ １５ １５０° 男 约２０岁 俯身 无

１１ 残长７７ ２９～５１ １５ ３４９° ？ 约２０岁 俯身 无

１２ １７０ ４３～５５ ８ １２° 男 约２０岁 俯身 陶鼎２件，陶豆、玉、石锛，随葬品压在头下和胸下

１３ １９０ ３７～５０ ８ １６２° 女 ２７～３２岁 俯身 无

１４ ２０２ ２８～４６ １８ ３４４° 男 ３５～４５岁 俯身 陶豆，鼎，猪獠牙２颗。随葬品置于头骨及胸下

１５ １８０ ２７～４４ １７ １７４° 女 ３５～４５岁 俯身 玉，骨锥，陶坊轮。骨锥在胸下，玉在头骨下

１６ １９５ ３０～５５ ２５ ３５２° 男 ４０～５０岁 俯身 陶豆，鼎。随葬品置于头骨及脚下

１７ １８４ ３６～５１ ８ ３２８° 女 １７～２１岁 仰身
陶杯，豆２件，陶鼎。杯置于骨盆上，鼎置于头骨下，
都置于胸骨下

１８ ２００ ３８～４８ ２５ ９° 男 ３０～４０岁 俯身 陶盆，豆，鼎。豆、鼎置于头骨下，盆置于胸腹下

１９ １８０ ５０～６５ ５ ３２８° ？ ？ 俯身 无

２０ 残长１５０ ５０ ５ ３３４° ？ ？ ？ 无

　　执笔：丁金龙　杨舜融　张照根
绘图：张照根

摄影：陈瑞近

（摘自《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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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文撷萃

　　吴江历代学者诗文香溢缥缃，浩如烟海。这里限于篇幅，只得信手撷其一束，以窥一斑。

哀时命赋

（汉）严　忌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攀援兮，徕者不可与期。志憾恨而不逞

兮，杼中情而属诗。夜炯炯而不寐兮，怀隐忧而历兹。心郁郁而无告兮，众孰可与深谋。?愁悴而

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居处愁以隐约兮，志忱抑而不扬。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广而无梁。愿至

昆仑之县圃兮，采钟山之玉英。揽瑶木之
P

枝兮，望阆风之板桐。弱水汩其为难兮，路中断而不通。

势不能凌波以径度兮，又无羽翼而高翔。然隐悯而不达兮，独徙倚而彷徉。怅惝罔以永思兮，心纡

轸而增伤。倚踌躇以淹留兮，日饥馑而绝粮。廓抱景而独倚兮，超永思乎故乡。廓落寂而无友兮，

谁可与玩此遗芳？白日蒢晚其将入兮，哀余寿之弗将。车既敝而马罢兮，蹇鍃徊而不能行。身既不

容于浊世兮，不知进退之宜当。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漓而纵横。衣摄叶以储与兮，左挂于?桑。

右衽拂于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凿枘于伏羲兮，下合矩?于虞唐。愿尊节而式高兮，志犹

卑夫禹汤。虽知困其不改操兮，终不以邪枉害方。世并举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众比周以肩迫

兮，贤者远而隐藏。为凤凰作鹑笼兮，虽翕翅其不容。灵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俗嫉妒而

蔽贤兮，孰知余之从容？愿舒志而抽冯兮，庸讵知其吉凶？璋皀杂于甑舖兮，陇廉与孟陬同宫。举

世以为恒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幽独转而不寐兮，惟烦懑而盈匈。魂眇眇而驰骋兮，心烦冤之忡

忡。志?憾而不辵兮，路幽昧而甚难。块独守此曲隅兮，然?切而永叹。愁修夜而宛转兮，气涫鸿

其若波。握剞劂而不用兮，操规矩而无所施。骋骐骥于中庭兮，焉能极夫远道？置援?于棂槛兮，

夫何以责其捷巧？驷跛鳖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升。释管晏而任臧获兮，何权衡之能称？
Q

隑杂

于鞨蒸兮，机篷矢以射革。负檐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胁于机臂兮，上牵联于銲弋。

肩轻侧而不容兮，固狭腹而不得息。务光自投于深渊兮，不获世之尘垢。孰魁摧之可久兮，愿退身

而穷处。凿山楹而为室兮，下披衣于水渚。雾露蒙蒙其晨降兮，云依斐而承宇。虹霓纷其朝霞兮，

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无归兮，帐远望此旷野。下垂钓于溪谷兮，上要求于仙者。与赤松而结友

兮，比王乔而为耦。使枭杨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魂繼怔以寄

独兮，汩徂往而不归。处卓卓而日远兮，志浩荡而伤怀。鸾凤翔于苍云兮，故銲缴而不能加。蛟龙

潜于旋渊兮，身不挂于网罗。如贪弭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

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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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概尘垢之枉攘兮，除秽累而反真。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

而淑清。时厌饫而不用兮，且隐伏而远身。聊窜端而匿迹兮，叹寂寞而无声。独便緖而烦毒兮，焉

发愤而纾情。时暧暧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伯夷死于首阳兮，卒夭隐而不荣。太公不遇文王

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怀瑶象而佩琼兮，愿陈列而无正。生天坠之若过兮，忽烂漫而不成。邪气袭

余之形体兮，疾賀怛而萌生。愿一见阳春之白日兮，恐不终乎永年。

（录自清康熙《御制历代赋汇》）

思吴江歌（一曰秋风歌）

（晋）张　翰

　　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录自明冯惟讷撰《古诗纪》）

《玉篇》启

（南朝陈）顾野王

　　窃闻两仪?启，九皇始君。情性初动，有巢肇制。三圣代立，十纪递兴。龙牒浮河，龟书起洛。

八卦既陈，六爻攸叙。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于精课源妙，求其本始，末学敷浅，诚所未详。虽复

研考六经，校雠百氏，殊非庸菲所能与夺。谨依条例同异，具以上呈。伏惟圣皇驭宇，膺受图。德

尚昊轩，功超妫姒。通妙广运，乃圣乃神。经天曰文，止戈为武。百工维理，庶绩咸熙。劝以九歌，

之八柄。修文德以来要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风所扇，九服蒙灵。正朔可班，四荒怀德。

取衣雒树，则肃慎识受命之兴。夷波海水，则越裳知圣人之德。岂但中和乐职，近播岷峨。德广所

覃，旁流江汉。殿下天纵岳峙，睿哲渊凝。三善自然，匪须勤学。六行前哲，宁以劳喻。是以声覃八

表，誉决九垓。规范百司，陶钧万品。犹复留心图籍，?情篆素。纠先民之积谬，振往古之重疑。简

册所传，莫令比盛。野王沾濡圣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浅，妄陈狂狷。徒梦收肠，终当覆瓿。空思朱

墨，惧必无传。悚悸交心，罔知攸错。谨启。

（录自《重修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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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见寄

（唐）陆龟蒙

　　微生参最灵，天与意绪拙。人皆机巧求，百径无一达。家为唐臣来，奕世唯稷
R

。只垂清白风，

凛凛自贻厥。（龟蒙六代祖、五代祖皇朝继在台辅）犹残赐书在，编简苦断绝。其间忠孝字，万古光

不灭。孱孙诚瞢昧，有志尝。敢云嗣良弓，但欲终守节。喧哗不入耳，谗佞不挂舌。仰咏尧舜

言，俯遵周孔辙。所贪既仁义，岂暇理生活。纵有旧田园，抛来亦芜没。因之成否塞，十载真契阔。

冻覭一雦瞉，饥肠少糠?。甘心付天壤，委分任回斡。笠泽卧孤云，桐江钓明月。盈筐盛芡芰，满
S

煮鲈鳜。酒帜风外瞓，茶枪露中撷。（江南谓茶芽未展者曰枪，已展者曰旗也）歌谣非大雅，捃摭为

小说。上可补熏茎，傍堪襤芽蘖。（龟蒙尝著《稗说》三卷）方当卖罾罩，尽以易纸札。踪迹尚吴门，

梦魂先魏阙。寻闻天子诏，赫怒诛叛卒。宵旰悯黎，谟明问征伐。王师虽继下，贼垒未即拔。此

时淮海波，半是生人血。霜戈驱少壮，败屋弃羸
T

。践踏比尘埃，焚烧同稿秸。吾皇自神圣，执事皆

间杰。射策亦何为，春卿遂聊辍。伊余将贡技，未有耻可刷。却问渔樵津，重耕烟雨
U

。诸侯急兵

食，冗剩方剪截。不可抱词章，巡门事干谒。归来阖蓬楗，壁立空竖褐。暖手抱孤烟，披书向残雪。

幽忧和愤懑，忽忽自惊厥。文兮乏寸毫，武也无尺铁。平生所韬蓄，到死不开豁。念此令人悲，翕然

生内热。加之被皲瘃，况复久藜粝。既为霜露侵，一卧增百疾。筋骸将束缚，腠理如棰挞。初谓抵

狂 ，又疑当毒蝎。江南多事鬼，巫觋连瓯粤。可口是妖讹，恣情专赏罚。良医只备位，药肆成虚

设。而我正萎痿，安能致诃咄。椒兰任芳絆，精舺从罗列。盏既屡倾，钱刀亦随?。兼之渎财贿，

不止行谄窃。天地如有知，微妖岂逃杀。其时心力愤，益使气息胣。永夜更呻吟，空床但皮骨。君

来赞贤牧，野鹤聊簪笏。谓我同光尘，心中有溟渤。轮蹄相压至，问遗无虚日。直到春鸿蒙，犹残病

根茇。看花虽眼晕，见酒忘肺
V

。隐几还自怡，逢卢亦争喝。抽毫更唱和，剑戟相磨戛。何大不包

罗，何微不挑刮。今来值霖雨，昼夜无暂歇。杂若碎渊沦，高如破 。何劳鼍吼岸，讵要鹳鸣垤。

只意江海翻，更愁山岳裂。初惊蚩尤阵，虎豹争搏啮。又疑伍胥涛，蛟蜃相蹙拶。千家蒙瀑练，忽似

好披拂。万瓦垂玉绳，如堪取萦结。况余居低下，本是蛙蚓窟。迩来增号呼，得以恣唐突。先夸屋

舍好，又恃头角凸。厚地虽直方，身能遍穿穴。常参庄辩里，亦造扬玄末。偃仰纵无机，形容且相

忽。低头增叹诧，到口复?咽。沮洳渍琴书，莓苔染巾袜。解衣换仓粟，秕稗犹未脱。饥鸟屡窥临，

泥童苦舂□。或闻秋稼穑，大半沈澎?。耕父W

齐民，农夫思旱魃。吾观天之意，未必洪水割。且

要虐飞龙，又图滋跛鳖。三吴明太守，左右皆儒哲。有力即扶危，怀仁过救。鹿门皮夫子，气调真

俊逸。截海上云鹰，横天下鞴鹘。文坛如命将，可以持玉钺。不独?羲轩，便当城老佛。顾予为山

者，所得才篑撮。譬如饰箭材，尚欠镞与薚。闲将蟎儿唱，强倚帝子瑟。幸得远潇湘，不然嗤贾屈。

开缄窥宝肆，玑贝光比栉。朗咏冲乐悬，陶匏响铿込。古来愁霖赋，不是不清越。非君顿挫才，?气

难摧折。驰情扣虚寂，力尽无所掇。不足谢徽音，只令凋鬓发。

（录自《松陵集》）

２７６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



汾　湖　赋

（明）陶　振

　　钓鳌生朝发迹乎东海，夕将抵乎西都，遇汪洋之大泽，势滔涵乎太虚。以为洞庭邪，则层楼不见

飞乎黄鹤，近山不见翠列于苍梧；以为彭蠡邪，则泻不见银河九天之瀑布，而张不见屏风九迭之匡

庐。于是东览三泖，西瞻具区，然后知其为三吴之巨浸，名所谓汾（明代此字作“分”，下同———编

者）湖者欤。是时也，日落苍湾，烟澹平芜，恍东山之月出。遇邻舟之元（别处载文无此字———编

者）老渔，停桂棹而揖余言曰：“吾将告子以汾湖之所以得名，衍子以汾湖之大义，子亦乐得而闻之

乎？是湖也，两界中分，南北无亏。其南也，则千绠之无尽；其北也，则百弓之有余。故其南半为嘉

禾之境，其北半为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是欤。故老相传，信而不诬。原其始，则具区之溢出，而

旁汇乎此潴。然亦安知其不滥觞乎昆仑之顶，泄瀚海而来尾闾者邪？乃若微波不兴，一碧万顷，如

青铜之净拭，似白练之平铺。飓风倏起，长鲸怒呼，拔银山之千尺，卷惊涛之雪如，使观者不觉心战

而胆栗，顷刻碎行人之辘轳。其产则辛夷、杜若、菡萏、珊瑚，大贝之宝，明月之珠，春水桃花之鳜，秋

风莼菜之鲈。白苹夺淮西之风味，紫蟹剖吴下之膏腴。又有鱼鳞之屋，水晶之居，其源莫测，其奥莫

窥。构波神之窟宅，瞰冯夷之幽都。月白风清，似或听广乐钧天于缥缈，云消雨霁，恍若见金支翠旗

之有无。既无凌波之仙子，岂无骑鲤之仲夫。玉宇生凉，则足以称纯阳飞剑之渡。绿云晓涨，则足

以供汉阴抱瓮之。散落霞锦光于荡漾，濯残阳红缬于扶疏。昔杜少陵空有?陂之乐，曾不及此一

睹。李翰林空有郎宫之泛，曾不及此一窥。故凡游乎此者，自有以得其乐，又何必渡黄陵而游赤壁，

隔沧海而望翠蓬与冰壶也哉。虽然，此特论其概耳。若夫地灵人杰，同德相符，则有陆龟蒙之名裔，

陶弘景之后徒。天游子学贯乎载籍，六一翁道究乎精粗。云樵先生之磊落，采芝逸士之清馰，是数

公者，莫不韬光于草泽，混迹于樵渔。披羊裘于风雨，恣纶竿之卷舒。一棋不肯却淝水之战，一箭不

肯射聊城之书。仰高名于辞汉之严子，慕清风于去越之陶朱。悉能葆清光于治世，处高明而不污。

□（为缺字，别处载文此字为“吾”———编者）尝品其人南州高士之列，孰云诞而为迂？若是，则今之

汾湖，不独有异方奇物之产，神仙巨灵之宅，抑且为浙中人物之渊薮，东吴学海之归墟也。”语毕，老

渔鼓籱波间，倏忽而去。飞玉龙之（别处载文这里多“一”字———编者）声，卷惊涛于别浦。折风木

于太湖八百之西湾，不觉七十二峰翠鸾之掀舞。纷落叶之相触，洒篷窗之急雨。起而视之，则时夜

将半，鸡三鸣，更四点，月已堕海西丈五矣。于是叱湘妃捧砚，命洛神展素，援长杠大笔于青天，挹蟾

窟九秋之清露，想老渔所述之前言，而遂写为汾湖之赋。

（录自清康熙《御定历代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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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志（下）

（明）史　鉴

　　河水自三江桥分而为二，一从长桥巡检司关前北流，可一里许入吴淞江，折而西流，又二里许，

经顾公庙，陈黄门侍郎顾野王祠也。水由祠右西行，至三里桥下，桥为知县韩盘重建，其堍以石犀四

镇之。一入南津口西流，其地曰江南。水经醋坊桥、大明桥过，河之南为巡抚书院，河之北为长桥巡

检司。又西为太湖庙，中祀太湖之神。又西为松陵驿。又西为儒学，左文庙，右学宫，宋元以来废建

不一，而国朝正统中侍郎周忱、知府朱胜撤而新之。又西为三高祠，祠临钓雪滩，中祀越上将军范

蠡、晋东曹掾张翰、唐右补阙陆龟蒙，有石刻碑记，乃宋参知政事范成大所作也。由雪滩而西，是为

长桥。桥旧名利往，东接江南，西踞城东，长一百三十丈，横截江湖。宋庆历八年知县李问、县尉王

庭坚新建，然止用木为之，中作亭名垂虹。元泰定二年，判官张显祖始以石易之，上翼扶阑如其长，

下水窦六十有四。三年，达鲁花赤完者于两堍镇以四石狮。国朝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立吴相国

伍员、唐中丞张巡、宋鄂王岳飞像于垂虹亭中，名曰三忠。明永乐元年，知县蒋奎以砖砌桥面。明成

化七年，知县王迪重修。河至桥下播而为三，一自垂虹亭前北流入吴淞江，俗呼为站船路。一西流

至县城东，循城址北行至三里仓。一由福民桥西流入东门内，过仙里桥，察院临其阳，税课枕其阴。

又西，经县治前，道庶宁桥，益西折而北流，由新桥、仓桥、环济、农仓，逾北门仓而出。又折而东流，

出永济桥下，经邑厉坛，至三里仓前会城东之水，并趋而东。又与关前之水会，道三里桥北流入运

河，土塘在其左。又二里，有水自西来，曰深港。又三里而会七里港之水，北流入长州县界中。

（录自《西村集》）

玉延亭赋有序

（明）赵　宽

　　春坊吴先生所居崇文街第，有园一区，名曰“亦乐”，中有亭曰“玉延”。玉延，今山药也。宽辱

从游门下，屡登斯亭，见所谓玉延之美，遂为先生赋之。其词曰：

伊园居之萧爽，并东郭之青阳，惟春坊之多暇，爰日涉以徜徉。有亭玲珑立乎中央，掖若飞，

翕若云翔，罄若盂县，轩若盖张。通豁无外，空同无旁。遐瞻为圆，近视成方。粤斯亭其何有？四环

植兮芬芗。有药物兮一种，独策名而擅场。盖化工之佳莳，拔众卉之寻常。资乔?之服饵，经炎农

之口尝。尔其茁发坟垆，蔓延藩篱，布?絆， 鑎葳蕤。承檐荣而荫敷，缘薄栌而芳袭。紫茎缠，

绿叶葺，珊瑚掩映，玻璃润。赤瑾青琅，水苍碧琳，交加陆离，郁郁森森。雨濯露浣，风扬日暴，炎

景铄兮花繁，商飙飞兮实熟。琪?琐屑以如缀，玫瑰的韟而可掬。扶
X

幡 旖旎，背向峙垣篞开。

Y

幛秀色，散余香鬯，荡
Z

轩楹之间，披拂几席之上。旦暮殊态，纷不可状。若乃深藏厚蕴，灵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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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惟土之膏，惟坤之珍，条达夭矫，盘纠轮菌，孕天地之和气，葆阴阳之清醇。如璧如瑜，如珙如璞，

朝采瞞？琬琰卓荦，不璺不瑕，可治可琢。剖之兮为璜，束之兮成？既柔粹以靡曼，亦郁淑而精确。

短锸荷，长?，觅蓝田之旧种，试昆吾之新握。但嘿然，勿谔谔，须臾盈筐，磊错落。黄壤破，浮

裔剥，金铫沸，竹炉
[

。酥酪谢其英华，霜雪避其鲜凿。不鐽裌而腴，不资饵而腻，不蘅
,

而馥，不果

?而脆。抱温平之至性，全冲融之正味，复含章而可贞，美在中而缁表。养精安神，外卫内保，轻体

骨以飞步，延寿龄于难老。此其功用之绝伦，又何羡乎仙家之瑶草。于是春坊公退禁直收，金莲
\

帻，岸野服便，登斯亭而大嚼，贮腹笥之充然，恒饔晨兮餐夕，引公年兮三千。

（录自《御定历代赋汇》）

诗　赋

（明）袁　黄

　　大矣哉，诗之为义也，情感天地，化动鬼神，声被丝竹，气变冬春。其得意而咏物也，游寸心于千

古，收八埏于一掬，漱芳藻，采遗鄃，志翼翼以凌云，心兢兢而刻鹄，拟去浮而肖形，期得髓而遗肉。

其因咏而成诗也，选文入象，就韵摹心，发新声于奇磬，谢落叶于故林，词即近而寓远，意沿浅而入

深。至于圣皇在宥，负?临轩，觐群后兮雍雍碧玉，贡八蛮兮济济青旃，述朝会之盛事，被圣德于管

弦，宜肃雍而渊广，殊不取乎新妍。或虎观春筵，承明夜燕，淑女提壶，美人侍馔，纪公燕兮乐易而典

醇，歌房中兮和平而感恋，欲崇正而献箴，亦戒淫而忌绚。若九庙献歌，南郊设颂，欲正欲严，欲庄欲

重，夸则爽直，疏则鲜用。乃至元戎出境，万骑屯云，出马铙歌，旋师凯文，词宜壮兮不宜忘警，气贵

严兮犹贵拊循。夫楚臣被放，汉妾辞宫，羁客裘敝，孀闺泪穷，孤孽遭谤，无路自通，或以短韵而鸣隐

志，或以长篇而写幽衷，怨而不怒，微而若蒙，履患难兮如素，处忧戚兮靡恫。或秦楚兮异国，复穷达

兮殊陟，行子断肠，居人罢食，风萧萧而兴悲，草萋萋而变色，款款赠言，沥肝吐臆，叙生平之雅情，勖

佳人之令德，箴而不 ，婉而不直。如春草兮始生，秋月兮正明，炎威侵簟，寒雪满坪，遵四时而叹，

逝感万物而若惊，勿徒流连乎光景，宜留邃意于新声。乃若故宫黍茂，别殿莺啼，空山远眺，绿野俄

睇，览古迹兮发今凄，痛前事兮开后迷，言不尽意，意不局题。又若南山祝年，詄梅贺婚，思贤悼往，

临丧挽言，志喜兮乐以则，茹哀兮伤以，乐不荡志，伤不断魂。此咏言之杂态，亦艺圃之纷蕃也。

是以抱硕德，秉孤忠，咏闺情兮远赓圣功，铺王化兮近指草虫，词能动物兮色象俱空，美刺无迹兮斯

谓之风。正语是非，庄言真假，文而不靡，质而不野，言关世教，斯谓之雅。肃雍布声，清庙展诵，扬

休功而信征，赞祖德而情洞，不诡不浮，若劝若讽，形容曲尽，斯谓之颂。情见乎词，志触乎遇，微者

达于宏，逖者使之悟，随性情而敷陈，视礼义为法度，衍事类而逼真，然后可以为赋。假幻传真，因人

喻己，或以卷石而况泰山，或以浊泾而较清济，或有义而可寻，或无情而难指，意在物先，斯谓之比。

感事触情，缘情生境，物类易陈，衷肠莫罄，可以起愚顽，可以发聪听，飘然若羚羊之挂角，悠然若天

马之行径，寻之无踪，斯谓之兴。六义既陈，淑慝攸分。如其情存魏阙，泛咏楚云，心缠鲍臭，虚述兰

芬，既真宰之相违，纵华靡而不文。倘余榛之未翦，类偏弦之独撑，宫唱而商靡应，金调而石未平，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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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之有亏，虽成文而不精。性灵未协，心气多魔，失温柔之家法，象急管之偏颇，恨湍流之迅激，故

虽精而不和。词如合璧，意不贯珠，篇有死句，句无活肤，首尾不属，声调多迂，惟生理之不完，文虽

和而实枯。是以内骋心灵，外阐物精，振之则山立，蓄之则渊澄，运之则行云流水，饰之则簇锦飞英。

或浓如醴酒，或淡若太
]

，或急如跃矢，或缓若调筝，或始徐而终促，或似谲而实贞，或外槁而中腴，

或言隘而意闳，或化腐而趋新，或因奇而造平。诗体多途，诗情万迭，修词者迷根，尚理者弃叶，拟华

实之兼收。庶二妙之相接，曹刘闻之而魄丧，李杜遇之而气慑，回大雅于狂澜，振颓风于百劫。

（录自清康熙《御制历代赋汇》）

红蕖记（第十三出）

（明）沈　瞡

　　【商调引子绕池游】　（生上）客途何幸，得与仙舟并。（整衣巾科）把庞儿几番修整，引得他行，

秋波一莹，看消除终朝闷萦。

［生查子］　新月曲如眉，未有团圆意。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　终日擘桃穰，人

在心儿里。两朵隔墙花，早晚成连理。　自家因前晚泊舟湘潭，邂逅商女，整整看了半夜。

昨日与他的船同行，争奈或前或后，又不得一处停泊。夜半坐卧不宁，今日喜得赶上。又

喜他同伴那船分路去了，连那前日女伴，也不见在舵楼上。只见此女在水窗中，时窥半面，

或露全躯。多应怀掷果之私，定不学投梭之拒。今晚恰好并船在洞庭湖畔，我的坐处正对

着他们水窗。且待他开窗时节，饱看一回则个。（站开科）（旦上）

【前腔】　旧愁新病，弱质焉能竞。问柔情许谁堪领？（做开窗见生科）（生看科）（旦微笑，唱）

昨日扁舟，还来乘兴，转教人无端闷增。

［生查子］　娟娟月入眉，整整云归鬓。日晚弄妆迟，帘外初寒紧。　斜窥秋水长，软

语春莺近。无计奈情何，只有相思分。　奴家新抛女伴，乍惹春心。这船儿同行同止，虽

云偶值；那人儿一颦一笑，岂是无因。奴非不解其情，他或未知我意。（长吁科）正是：长

有梦魂迷别浦，能无春病系他肠。今晚泊舟在此，不免取出钓杆，假意垂钓，强自排遣便

了。（钓鱼科）（生）我看了这半晌，只见他琼英腻雪，莲蕊莹波，露灌?姿，月鲜珠彩，颜貌

较前愈整，船窗比昨尤亲。他故意开窗钓鱼，倒有勾引之意。更喜他爹娘在船上买卖未

完，落得恣情窥望。且慢慢挑斗他，多少是好。

【商调过曲四时花】　想他春态暗关情，这眉间恨心间事，特地难平。卿卿，凌波步懒心自迎，

低鬟敛眉含笑惊。坐来时百媚生，̂ 垂罗袖，软玉半倾。看那钓钩和钓丝呵，分明是针将线引不住

停，恍惚见赤绳，促急里凭谁栓定？却又是竿影带影，丝影手影香影。

【前腔】　（旦）睡起不胜情，见舟中客把胸中闷，一霎都平。怜卿，凭栏眉语神暗迎，我娇多几

番魂似惊。不由人愁又生，有心和你，将肺腑尽倾。只怕风帆雾桨不暂停，今夜仿佛对玉绳，怎得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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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星期定。趁云影汉影，山影水影船影。

【集贤宾】　（生）他严妆嫩脸花正明，向薄绮疏棂，潮落波平开晚镜。看垂钓纤手偏轻，似红蕖

露冷。秋色共长江相映，我专意等，愿你为交甫解投琼。

呀，此时四顾无人，两目相视。但恐他爹娘知觉，未敢通词。叫我如何是好？（想科）

我已有计了。行囊中有红绡几尺，或者是天谴良媒。既能解遗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

诗已题完，就把这红绡勾引他的钓竿，看他接也不接。（做钩住红绡科）（旦）只见那生凝

思移时，挥毫半晌，又把红绡一段，惹我钓钩。莫非这红绡上有甚言语，待我取来看。（捞

起看科）呀，原来是一首诗。（同前念科）奴家看这首诗呵，

【前腔】　虽是其中词义不甚明，想说着我坐对窗棂，一似奇葩临宝镜。你这偷花手段须轻，今

夜江空月冷，怕什么渔灯相映。我愁坐等，怎做得轻举飞琼。

【簇御林】　（生）把渔矶畔，当雀屏，七言诗，愿结百岁盟。红绡料比牵丝胜。论这萍水相逢

呵，何用把冰人倩。（旦沉吟科）（生）觑娉婷，魂迷色动，应解惜惺惺。

（旦）奴家思想起来，他既投我琼瑶，岂无望报之意。我又不工于刀札，怎伸酬和之

情？叫我如何是好？（想科）有了。前日曾家妹子所题红笺，他原说我们日后姻缘，或在

此诗之上。想天然佳谶，应在那生。待我取出红绡，就把钓丝系定，投与他去。（取出

系科）

【前腔】　虽没有芙蓉褥，云母屏，这红笺，已订玉版盟，含情叠做同心胜。我将这钓竿投去呵，

何用把双鱼倩？（生做窥科）（旦）愧娉婷，只有兰襟蕙思，脉脉自惺惺。（投竿科）（生急接解看）

（念“物触”云云）

【缓调黄莺儿】　他早是目先成，更将人新句赓。只是语含糊未吐风流性。想他做个哑谜儿与

我猜，要我触着他船响，他就开窗接我。因此说道触轻舟乍听，讶江流有声。我的诗说“红蕖秋色艳

长江”，这是将花比他，他的诗也说“拾得红蕖香满衣”，不知是就比自己，又不知是比着下官？喜只

喜红蕖二字刚相应，这俏魂灵，争如倩女，千里逐郎行。

我且揣着羞脸，手捧红笺，对这小娘子唱个肥喏，见得谢他酬和之意。看他怎么说。

（揖科）（旦斜背回礼科）（老旦在内叫）楚云孩儿，天晚了，还不收了钓竿，闭上水窗罢。

（生急下）（旦朝内应）妈妈，孩儿就收钓了。（转身云）天那，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奴

家遇那生几次，自谓有缘，今日正要说句话儿，又被母亲惊散。好似：

【前腔】　扑通通井底坠银瓶，侧楞楞断了碧玉筝，并头莲碜可可摧纤柄，厮琅琅偷香处挂铃，

疏刺刺雕鞍撤锁
_

，眼睁睁拆散鸳鸯颈。我如今无可奈何了。只是听他语言，想亦长沙之产。观其

举止，料非庸众之流。虽在尘埃，自能物色。且将他这红绡，系在臂上。（系科）万一爹妈问及，只

得从实说知。那时倩人议姻，倘遂吾愿，不枉了这场奇遇也。为这美前程，（指臂科）把娇红系定，

点点似守宫凝。（开窗长叹科）

烟笼寒水月笼沙，绛缕初封玉臂纱。花正开时遭雨打，月当明处被云遮。

（录自《十无端巧合红蕖记》）

７７６

丛　录



胜如花·避乱思归

（明）沈自晋

　　思燕玉，忆楚萍，老去愁饥畏冷。蓦然间塞鼓烽烟，顷刻来飘蓬断梗。博得个孤舟贫病，捱一番
朝惊晚惊。又一番风行雨行，数点秋萤。早六花飞迸，遏不住鲈乡归兴。盼西流可是江城，盼西流

可是江城？

（录自《鞠通乐府》）

甲申闻三月十九日之变

（明）叶绍袁

　　衡门薜荔久侵寻，自愧才非抱膝吟。逝水总流千古恨，夕阳空负百年心。
苍生四海同仇切，白发三春忆主深。七日谁人墙下哭，一回北望一沾襟。

（录自清朱彝尊编《明诗综》）

夏初
(

女学绣有感

（明）沈宜修

　　忆昔十三余，倚床初学绣。不解春恼人，惟谱花含蔻。十五弄琼箫，柳絮吹粘袖。挈伴试秋千，
芳草花阴逗。十六画蛾眉，蛾眉春欲瘦。春风二十年，脉脉空长昼。流光几度新，晓梦还如旧。落

尽蔷薇花，正是愁时候。

（录自清康熙《御选明诗》）

同里顾氏梅林记

（明）朱鹤龄

　　同里环湖泊之秀，多故家士族。元末倪元镇、杨廉夫辈尝游憩其地，遗迹至今存焉。东偏有园
林一区，故顾氏之居也。老梅铁干几二百株，中有高丘矗上，可十余丈。登其巅，则庞山、九里诸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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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在指顾，风帆、沙鸟灭没烟波，村坞、竹树历历可数。当花发时，高高下下，弥望积雪，清香闻数里

外。居其侧者，章子两生，顾子仲容。余昔寓同里，与二子为文酒会，晨夕过从。
`

至春日暄妍，香

风馥郁，必提壶造其地，痛饮狂歌，不烛跋不止，翩翩致足乐也。不十余年，仲容举进士，宦游去。余

复徙居邑城，键户不出。萍踪离合，感慨系之，盖不过梅林者三十余年矣。今春避兵，栖泊兹土，因

与两生至其处，则园林已数易主矣。东阡西陌皆非旧径，推老梅尚存百余株，亭亭发秀，冷艳迎人，

鼻观嫣香，沁入肺腑。慨然与两生追数旧游，恍如噩梦。自变故以来，风俗之古今，墟井之盛衰，友

朋之生死聚散，其尚有可问者乎？当日与里中数子对案操觚，飞扬跋扈之气不可遏抑，而今于何有？

素发历齿，已亦自憎其老丑，而况后生乎？计自兹以往，或十年，或二三十年，此老梅必尚有婆娑如

故者，而吾与子安得西山之药，驻颜续算？然则人寿之不如草木者多矣，而犹不深省于石火电光之

说，岂非庄生之所大哀乎？请与老梅约，嗣后
`

岁花发时，吾两人必携豚蹄，载醇酎，狂歌痛饮，追复

旧欢，送皓魄于夕阳，依清而发咏，以嬉暮齿，以遣流光。梅花有灵，当必一笑而许我也。（柯寓匏

曰：无限悲感，写得淋漓）

（录自《愚庵小集》）

点绛唇·咏采莲女

（明）叶小鸾

　　粉面新妆，淡红衫子轻罗扇。昨宵邻伴，来约莲塘玩。棹泛扁舟，影共莲花乱。深深见，绿杨风

a

，空载闲愁返。

又　夏日雨景
竹径深深，流云晓度罗帏静。雨丝几阵，满地桐花冷。湿翠侵眉，纤晕苍苔影。看无尽，倚屏人

映，一片潇湘景。

（录自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

如梦令·辛未除夕

（明）叶小鸾

　　风雨帘前初动，早又黄昏催送。明日总然来，一岁空怜如梦。如梦，如梦，惟有一宵相共。

其二

雁唳西风天际，槛外梅花香细。今夜与明朝，试共相看不睡。且睡，且睡，守岁何如别岁。

（叶绍袁曰：“惟有一宵相共”谓辛未只此一夕耳。“别岁”亦别辛未之岁也。讵知壬申除夕已

无其人乎！岂非谶语。检阅至此，双泪流血，不能已已矣）。

（录自《返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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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明）叶小鸾

　　 蕉窗夜记　辛未戏作

煮梦子隐于一室之内，惟诗酒是务，了不关世事。于时九月既望，素月澄空，长风入户。叶辞条

而自舞，草谢色而知伤。煮梦子携觞挈壶，独酌于庭中。久之，月彩西流，树影东向，觞尽壶干，傲然

有怀仙之志，怅然作诗曰：“弱水蓬莱远，愁怀难自降。素娥如有意，偏照读书窗。”又“啸残明月堕，

歌罢彩云流。顾向西王母，琼浆借一瓯。”

既而入室，复剔残灯，披卷久之，隐几假寐，闻窗外簌簌，似有人行。煮梦子从窗隙中窥之，见二

绿衣女郎，俱风鬟雨髻，绰约多姿，坐于庭前石卓之上，笑谈而叹风月之美。俄顷，忽各诉衷曲，愁绪

横于眉黛，泪痕融于颊颐，所言甚多，不能悉记。大约记其歌意而已。大者当风抗袖而歌曰：“对明

月兮怀佳人，清露滴兮乱愁盈。湖山徙倚兮空自悲吟，芳心不转兮几度含情。”小者和而歌之曰：

“垂翠袖兮飘素香，怀佳人兮天一方。仰鸿雁兮思心伤，安得借彼羽翼兮共翱翔。”歌毕，余韵芳香，

袭人不断。启窗欲问之，已振袖而隐蕉丛矣。

煮梦子曰：“岂非蕉之为灵也哉！”

（叶绍袁曰：闺中婉娈，自托名煮梦子，固奇。“煮梦”二字，造意尤新，岂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

胥之意欤？种种仙踪，有不可尽述者，述亦人未必信）

分湖石记　壬申七月

分湖石者，盖得之于分湖也。其时水落而岸高，流涸而崖出。有人曰：湖之湄，有石焉，累累然

而多，遂命舟致之。其大小圆缺，袤尺不一。其色则苍然，其形则肶然，皆可爱也。询其居旁之人，

亦不知谁之所遗矣。

岂其昔为繁华之所，以年代邈远，故湮没而无闻邪？抑开辟以来，石固生于兹水者耶？若其生

于兹水，今不过遇而出之也。若其昔为繁华之所，湮没而无闻者，则可悲甚矣。想其人之植此石也，

必有花木隐映，池台依倚，歌童与舞女流连，游客与骚人啸咏。林壑交美，烟霞有主，不亦游观之乐

乎？今皆不知化为何物矣。

且并颓垣废井，荒途旧址之迹，一无可存而考之。独兹石之颓乎卧于湖侧，不知其几百年也，而

今出之，不足悲哉！虽然，当夫流波之冲激而奔排，鱼虾之游泳而窟穴。秋风吹芦花之瑟瑟，寒宵唳

征雁之嘹嘹。苍烟白露，蒹葭无际。钓艇鱼帆，吹横笛而出没，萍钿荇带，杂黛螺而萦复。则此石之

存于天地间也，其殆与湖之水冷落于无穷已邪？

今乃一旦罗之于庭，复使垒之而为山，荫之以茂树，披之以苍苔，杂红英之灿烂，纷素蕊之芬芳。

细草春碧，明月秋朗，翠微缭绕于其颠，飞花点缀乎其岩。乃至楹槛之间，登高台而送归云；窗轩之

际，昭遐景而生清风。回思昔之啸咏流连游观之乐者，不又复见之于今乎？则是石之沉于水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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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今之遇而出之者又可喜也。若使水不落，湖不涸，则至今犹埋于层波之间耳。石固亦有时也哉！

（叶绍袁曰：何必韩柳大家，初学古文辞，辄能为此，真是千秋灵慧。若使天假之年，当在班、蔡

以上。古来名媛，文君无德，左芬无色，荀奉倩妇无才，三者兼备，能无造物之忌乎？伤哉痛哉）

（录自《返生香》）

赠 友 人

（明）柳如是

　　霏微杂雾吹在野，朗月清灵飞不下。流觞曲沼层波青，金塘白苎苍凉夜。矜严之气通英词，神

锋高涌涛声时。与君突兀论情愫，四座靓默皆凝思。君言磊落无寻常，顾紋纵横人不知。当年颇是

英雄才，至今猛气犹如斯。我闻起舞更叹息，江湖之色皆奔驰。即今天下多纷纷，天子非常待颜驷。

丈夫会遇讵易能，长戈大戟非难为。一朝拔起若龙骧，身帅幽并扶风儿。大羽插腰箭在手，功高耀

马称精奇。偶然蠖落在榛莽，亦当结客长杨湄。甘泉五柞马虽下，蓝田柳市人多推。千秋以是垂令

名，四海因之争心期。嗟哉凤凰今满野，有时不识如山鹚。君家北海饶异略，屠肆知为非常姿。一

旦匿之心胆绝，三年天下无猜疑。君今负义亦如此，得非石室山人无？揽君萧壮徒扼腕，城头击鼓

鸟夜呼。伟人豪士不易得，伟人豪士不易得，得之何患非吾徒！

（录自《戊寅草》）

闰三月朔日，将赴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

（清）吴兆骞

　　蓟门三月柳堪折，玉关迁客肝肠绝。结束征车去旧乡，矫首天南恨离别。忆昨胥台事挟游，才名卓荦

凌王侯。黄童雅擅无双誉，温峤羞居第二流。相将日向春江曲，阖闾墓前草初绿。彩
b

春风客似云，珠帘

夜月人如玉。少年行乐恣游盘，夹道飞花覆锦湍。按歌每挟茱萸女，驻马频看芍药栏。筵前进酒题鹦鹉，

一日名声动东府。拟从执戟奏甘泉，耻学吾邱能格五。去年谬应公车征，骏马高台几度登。自许文章飞

白凤，岂知谣诼信苍蝇。苍蝇点白由来事，薏苡偏嗟罹谤议。赋就凌云只自怜，投人明月还相弃。身婴木

索入圜门，白日阴沉欲断魂。北燕漫说邹生哭，东海谁明孝妇冤。衔冤犴狴悲何极，慷慨陈词对岩棘。幽

怨空教托楚词，严威竟已成秦格。忽承恩谴度龙沙，边海茫茫去路赊。名列丹书难指罪，身投青海已无

家。消魂桥畔谁相送，一曲芦笳自悲痛。皂帽惭非避世人，青山何处思乡梦。乡心日夜绕江干，江柳江花

不复攀。万重关塞行应遍，十载交游见欲难。从此家山等飞藿，满眼黄云横大漠。自伤亭伯远投荒，却悔

平原轻赴洛。一向冰天逐雁臣，东风挥手泪沾巾。只应一片江南月，流照飘零塞北人。

（录自清道光《震泽县志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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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灯

（清）钮　

　　元宵张灯，是处皆然。而我邑独盛于中秋，且作龙舰数十，俱笼灯为鳞甲，蛇蜒垂虹、钓雪间，波

光月色，上下辉映。香舆夹路，画舫盈湖，箫鼓管弦之声达曙不辍。顾英白有《江城秋灯》篇云：“吴

中灯市元宵盛，万户千门共辉映。土风又见赛秋灯，龙舟采
b

相夸竞。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灯火

彻江城。争连冶袂探花饮，共踏长桥玩月行。家家赌胜经营遍，插竹悬球光彩现。制成采胜出文

鸳，剪就银花回舞燕。还将百宝结流苏，绣户珠帘拟画图。灿灿游人齐祛服，盈盈艳女特当垆。豪

门得赏鳌山景，深夜宁愁凉露冷。钓雪滩边火树新，垂虹亭下星桥整。别有殊方献鬼功，机关走马

实玲珑。雕锼云母矜滇巧，错落珍珠羡闽工。最是龙舟喧夜棹，满湖丝管争欢笑。枫岸遥闻兰气

香，芦洲震听鼍声闹。谁知鍸鼓揭天来，人去城空事可哀。女墙吊月啼寒蟪，露井临风坠绿槐。凄

凉亦止十年余，江上繁华转胜初。何人不庆升平乐，每事还嫌旧日疏。土谷灵祠高树帜，建作勾栏

呈百戏。歌时画栋遏云流，舞罢朱栏丛绮缀。清秋明月胜元宵，宝镜悬空驾彩桥。仙乐霓裳云外

听，天香丹桂月中飘。秋灯更比春灯好，是处楼台似瑶岛。步月争看响?来，踏灯又听清歌绕。借

问观灯孰可夸，千行宝炬拥香车。竞梳高髻称浮渲，并曳新裾号月霞。先时甲第多更主，宴乐灯筵

靡旧侣。游侠欢邀馔玉珍，屠沽意满尊金缕。窄袖轻衫样最时，边关曲调有情痴。止知胜赏年年

是，岂料沧桑事事非。萧条独有杨雄宅，不藉余光来照壁。闲吟聊备采风篇，独看江秋芦月白。”顾

英白名伟，以字行，吴江之同里人。笃志好学，所辑有《唐诗、明诗汇选》、《古文粹选》。惜其后嗣不

振，而卷帙浩繁，无有能行之者。英白论诗，专以格律深细、对属精切为工，故微伤于气。然《秋灯》

一篇，婉丽悲宕，而奢俭盛衰之感寓焉。洵无愧为风人也。

（录自《觚剩》）

前修塘谣

（清）钮　

　　朝闻官兵至，暮下修塘檄。官塘不修误军机，官塘修时民罹厄。泥一斗，砖一箕，负之担之向水

涯。尽是塘夫膏与脂，皇天不识塘夫苦。淫雨增波啮塘土，官吏督修猛如虎。杵声薨薨筑且坚，复

索私例时加鞭。泣言官人勿加鞭，囊中尚有卖儿钱。

（录自清道光《震泽县志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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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儿·九日从雪滩顾夫子登快风阁

（清）沈时栋

　　对长空古今如海，楚台宋玉安在？从游休落龙山帽，惹得醉魂无赖。听款乃，可便是五湖归去

扁舟待？闲愁难解，看颊上三毫，虎头健笔，宁向长门卖。

观成败，蚁穴淳于歌拜，腐史漫劳称快。垂虹几度笙歌月，不换雪滩吟籁。轻鼎鼐，还自有笔床

茶灶供潇洒。喜聆謦咳，果人境双清，汪汪千顷，旷瞩尘埃外。

（录自《瘦吟楼词》）

拂尘草序

（清）张士元

　　嘉庆辛酉春，沈君树庭至京师，与余相见，道故旧甚欢。未几，树庭别去，客广川。明年复入城。

予试南宫，屡被斥，而君亦再黜矣。自是道河淮还南，虽不同舟，而途中早晚相次若雁骛行焉。间出

其两年所为诗曰《拂尘草》示予，予卒读而为之言曰：

国家定典，使州郡以三年贡士于礼部，而都试之不下五千人，得隽者二百人，则岁常有四千七八

百人不遇而归，其得失固常耳。然士之奔走干谒，冀有所济而卒不可得者有矣，其不得而悲伤不自

禁者比比也。当此之时，昏然五情爽惑，焦然肌色筎
c

，其能免尘容俗状之讥耶？程子尝谓古之仕

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惟其为人，故三聘九锡而不以为喜；惟其为己，故落第失官而不能无愠，古

今人之不相及何其远也。树庭自游燕以来，袺然事外，吟咏不绝，殆终日在尘埃之中而不受其渐染

者耶？忆放榜前一夕，走马报名者满街。余与树庭联榻卧，树庭就枕，鼻息如雷鸣，余叹其胸中潇洒

脱落，真有过人者。宜其名章隽句，日出于行旅倥偬之时，盖君之所谓拂尘者。其梗概如此，读者亦

可以知其人矣。

（录自清光绪《黎里续志》）

莺盄湖词

（清）吴琼仙

　　 湖光十里碧粼粼，蟹舍渔庄自在身。细雨斜风归亦好，平波台上问仙人。

近水人家先得月，垂杨时节未闻莺。徐忱旧馆分明是，何处东风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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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融肌理雪融肤，珠网抛残出水初。村里家家惯炊玉，金鱼不卖卖银鱼。

画楼近傍画眉桥，无限烟波未易描。自度新词成水调，也应明月教吹箫。

（录自清道光《平望志》）

吴江诗录自叙

陈去病

　　吴江在昔多诗人。自范少伯五湖一舸，遗种以书而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乌

乎！此非乘车戴笠、梧宫断竹之遗音乎？及张季鹰，秋风托兴，浩然东归，而知几之士莫不叹其高。

厥后陆鲁望以宰臣之裔目击抢攘，尤复往来松笠，唱和成篇，以故流风余韵扇为俗尚。宋元以还，而

文人学士之藻采彬彬称盛焉。桥亭既建，光景益新。繇是邑宰孙觉、石处道、罗勋与乡之耆德石湖

范公，先后有松江之集。而文儒王公，超俗成趣，居擅江湖之胜，亦撰其交游题咏为《馰庵集》十卷，

此诚吾邑征文者之嚆矢也。丧乱频仍，遗编莫考，鲈乡撰志，始事掇拾。同时庞誢辑吴江一集，篇亦

略备，惜乎残帙仅存，莫窥全豹。惟雪滩《诗略》，刊本犹在；雪窗《诗约》、笠川《诗粹》往尝一读，顾

皆断自朱明，未遑数典。朴村《诗征》，更限清世。独东溪殷氏，尚古兴怀，录自西晋迄于明季，成

《松陵诗征前编》十二卷，用补袁氏之缺。其识甚伟，顾比视往作，亦聊胜筹耳，余甚病之。去夏时

居，婆娑浩歌堂上，发唐宋元明人诗，吟啸自适，欣然有会。遂捃摭群籍，次而录之，肇自三国，以迄

南明，成书六十卷，名曰《吴江诗录》。虽不足谓先辈灵爽之凭，亦庶几东溪诸子弥缝其缺憾矣，因

叙而梓之。乌乎！今之世，果何世耶？胡虏争哄，藩镇专擅，非犹是季鹰、鲁望之世耶？而莼鲈寂

寞，渔钓无徒，虑欲求为鸱夷子皮而不可得。然则虽成是编，亦第供人之拉杂摧烧而已，尚何赖耶？

中华民国十六年元旦垂虹亭长陈去病。

（录自《吴江诗录》）

救夫殉学王同惠女士墓碑

金松岑

　　中国号称五族共和，独苗民居深山不与其列。盖西南夷部落以万数，而广西大藤峡独有名于

史。于是而吾邑子费孝通之妻王同惠以探险而往，以救夫而死。孝通者，吾友璞庵之子，其母曰杨

纫兰，尝序予少年所作《女界钟》，名闻海外。孝通入东吴大学，兼从余习太史公书，已而至燕京大

学研究院，为社区研究。同惠，辽宁人，其父慎九，为河北望都县宰。同惠毕大学业，与孝通同入社

会学系。性警悟，思能精专，笔能译，口能操各省方言，又勇敢能任事，无儿女子态。民国二十四年，

广西省政府请燕京大学派员入瑶山，作特殊民族之研究。二人之志愿相同也，同行同业，不能别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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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遂由学校主持使结为夫妇。即于蜜月中南行，觐璞庵于如皋。公历九月至于南宁，国庆日达于

象县，十八日入大藤瑶山。瑶山夹浔江而立，冥岩奥谷，篁竹翳天日。瑶人依险结栅，村寨棋峙，周

六百里而遥。其最高者为大藤峡，盖两崖间巨藤合抱而过。明成化中，瑶民叛，两广残破。右佥都

御史韩雍削平之。以巨斧斩其藤为二，改名断藤峡，夷其险阻。雍去六十年，瑶民复叛。新建伯两

广总制王守仁复讨平之。今瑶民向化垂五百年，礼俗宗教犹不与华同。同惠将入山，劲装缚
d

，穿

长筒蛮靴，为武士装。二人相与分工合作，同惠作社会组织之研究，孝通分访各村，审验其体质。首

至村曰“花篮瑶”，其预计最后所研究之族曰“长毛瑶”，则明年二年，大藤峡之探险与研究告成事，

夫妇联袂北返。呜呼！孰知二人者之命运，由泰入否，将于是乎？始初，孝通、同惠于十一月二十四

日自花篮瑶出，至坳瑶区之古陈。十二月十六日自古陈赴罗运。罗运涧谷幽邃，导者先行不回顾，

二人迷失。道路益歧，已见道旁编竹为藩，则喜以为聚落。藩尽而若门者，孝通探身入，讵足踏机

关，?石交堕，压孝通身之半，折其胫盖，虎阱也。同惠奋身出孝通于厄，孝通不能起。旁无瑶村，虽

悲呼无与为援。同惠于是泫然曰：“吾不能不远赴山址，使人舁子以行。子稍忍须臾，自保重。”遂

别去，时天将暮矣。孝通竟夕呻楚，辗转达旦，而同惠不至，遂忍痛扶服而出。亦不辨向路，见系犊

于树，意必有人焉。卧而守之，果遇瑶人，负之入其家。瑶之长老感二人之志，号于众，四出求同惠。

七日得尸于涧谷，盖夜深失足坠急流而下，挂于石而止此也，面如生。数同惠之遘难追溯结缡，适一

百有八日。呜呼！伤矣！吾国女子重四教，即处伉俪间，其行止备著于礼。然而鸡鸣昧旦之诗士与

女，居则御琴瑟，出则翱翔而弋凫雁，其
e

傥已有足喜者矣。孝通、同惠执贽于蕃学，由司业者主持

其糞合，蜜月之中南行万里，深入蛮荒，受学术上之符传，考其山川而案其图记，观其风习著为文章

而公之当世。稚龄弱植，其志趣之英奇奋发，虽伟丈夫不是过也。然而天若?其成功，鬼若妒其美

眷，人若忘其远客，迷阳却曲而触骇机。扶伤不给，颠坠坑谷，极人世之悲感，虽溪蛮峒丁，犹知陨

涕。彼死者已矣，赍志不酬，其何以使后来者劝？孝通入梧州医院，伤足既愈，负箧历英伦、至美洲，

再精求人类社会学。同惠葬于广西某县某山。余既闻而悲之，请于璞庵，愿表其墓，既诏天下勖来

者，亦使浔象之间，汉苗人士，车过必式，樵苏有禁，荒山私祭，不乏其人云尔。

（录自《天放楼文言遗集》）

感事呈毛主席

柳亚子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因以得名。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

倭寇所毁，先德旧畴，思之凄绝）

（录自《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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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 溪 沙

柳亚子

　　十月三日之夕于怀仁堂观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文工团联

合演出歌舞晚会，毛主席名填是阕，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尔！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响彻月儿圆。（新疆哈萨克民间歌舞有《圆月》一

歌云）

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更空前。

（录自《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爱我家乡》代序）

费孝通

　　家乡来信要我为他们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写几句话。编写乡土教材的目的是在使本乡人熟悉

本乡事，培养热爱家乡的感情，立志为家乡建设出力。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愿意支持和参

与。其实我几十年在家乡做社会调查就是在编写乡土教材。现在将有更多的同志从不同角度来介

绍家乡不同方面的情况，乡土教材一定会更丰富更充实，我感到十分高兴。

提到乡土教材，我不能不联想起我在小学里沈校长给我们讲的“乡土志”。我１９１０年出生在松

陵镇，当时只说是吴江县城。１９１６～１９２０年在吴江初等小学里念书，因为校址是原来供奉雷神的雷

震殿，所以一般就叫作雷震殿小学。几年前我还去看过，庙已没有，学校还在，旧校舍改建成了大

楼，面貌已更新。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乡土志”。当时我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衍声附会，

讹成了“香兔子”。这个荒唐的误会，留下的印象很深，至今我还喜欢把它作为笑话来讲。我幼年在动

物中最喜欢兔子，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是乡土志。这也许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原因。

讲这门课程的老师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我记得他是姓沈，名天民。我很敬重他，不怕他。他不

像有些老师那样老是背着脸流露着讨厌我们这些孩子似的。他会拍拍我的小脑袋，微微带着笑容

问我这一阵身体可好些了？原因是我这些年常常生病请假，大概在他的眼中我一直是个怪可怜的

病娃娃。他对我的关心抚慰使我感到亲切温存，每一想起还是音容宛在。

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

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香亭的故事。至今我每每想起“松

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悠然在目，心旷神怡；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样摇头吟诵的神

态，更引人乡思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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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当时课堂上贴近着我坐的那位同学，他名叫沈同，是沈校长的儿子。跟我相好，说笑

在一起，课堂上还会忘乎所以地在下面搞起小动作来。小学毕业后，我们就分手了，没有料到１９３３

年在清华园里我们又聚在一起，我是研究生，他是助教，两人不但口音都没有变，性情脾气也都未脱

童年本色。从此几次同事直到老年。从他口上，我听说他父亲在我１９２０年离开吴江后不久就去世

了。家道清寒，但从不言苦。他一生的精力全都花在家乡儿童的身上。他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

在我前后几班的同学里后来至少就有五个，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教书。我写下的各地社会

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

当然，我也不敢忘记自己的父亲给我做出的榜样。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的父亲是江苏省

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

于写视察报告。我常见他书桌上堆满了各地收集来的材料和笔记。有时为了好奇，趁他不在时，我

偷偷地去翻阅这些材料。我虽则很多看不懂，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随班听课的记录，还有评语，某某

教师讲解扼要明白等等。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

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做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

我父亲写完了视察报告就请本乡的一位书法很端正的先生抄写，我的两位哥哥的任务是作校对，

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我因为年纪小，只配在旁陪坐。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

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校对过后他自己还要阅读一遍，如果有没有校对出来的错字，就要责备我两位哥

哥，说他们校对得不够认真。看来我哥哥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是这样训练

出来的。而我这个陪坐的孩子却没有学到这一手，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印成书的文章里，还是错字常

见。在旁边听他们校对，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对我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每次出差回家总带有几部新的地方志。地方志就是记载各地方地

理、历史、名胜、人物和风俗的书，其实也就是沈校长所讲的乡土志和现在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我

父亲在视察过程里收集到江苏各县的地方志装满了一书架。我也常翻来看看，其中如人物传记、风

俗节令等也还可以看得懂一些，至少对这类书已不生疏。我在大学毕业时做的论文就是用全国各

地方志里所记载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作材料写成的。

我从１９３５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就开始做社会调查。１９３６年回家乡在庙港的开弦弓村养病，天天

同乡亲们谈家常，了解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以及有关生老病死的风俗习惯。后来去英国留学，用这次

调查的记录写成了一篇论文，出版时书名《江村经济》，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我最近十多

年里每年回家乡了解情况，发表过多篇访问记。今年春天我又到盛泽、北厍去转了一圈，把我在这十

年里所看到家乡在经济上的发展，做了个初步总结，称作“吴江行”，也可以说是一份乡土教材。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结语，写下了我写这篇乡土教材时的心情：“我在写这篇《吴江行》时，回顾

了故乡十年的变化。这是我们祖国在这不平常的十年中的一个镜头。它给了我安慰，也给了我勇

气。我故乡的父老乡亲没有辜负这大好年头，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我相信是

结实的，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入了千家万户，它会生长，它会结果。再有十年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了。

尽管我不一定能再写《吴江行》，我的故乡一定会更美好，更可爱。这不是梦想，应当是故乡人的共

同信念。信念会带来力量———创造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愿我今后还能为家乡亲友多写一些乡土教材。

（录自《爱我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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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始末

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建设家园中处于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吴江素来享有历史悠

远，阜丰物茂，文人荟萃，名流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地域特色明显之美誉，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后，吴江文化事业发展更为蓬勃，因此，如能全面了解吴江文化演变过程，了解吴江文化建设中发生

的大事、要事、特事、新事将十分有意义。鉴于此，编写一部统揽吴江文化发展历程，具有观点正确、

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文风朴实、语言简练、比较有质量的综合性文化志书，当为吴江之幸

事，也是吴江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下称《文广志·文化卷》）历经７个寒暑磨砺得以面世。

《文广志·文化卷》是吴江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吴江文化专业志书，记述了吴江文化发展

的轨迹，记录了吴江文化人耕耘的足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也可作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文广志·文化卷》顺利出版，首先有赖于市文广局党政领导对修志的高度重视，在经费、人员和办

公设施等方面给予充分保证，也得益于市文化系统各单位、全体文化人大力支持。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成立《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设立编志办
公室（下称编志办）。编志办承担两项任务，一是为《吴江市志·文化篇》提供材料；二是编纂《文广

志·文化卷》。翌年２月起，编志办开始着手《吴江市志·文化篇》编纂，通过发动，落实各单位撰

写人员，征集、积累资料，再经过整理、编纂，于２００７年底完成《吴江市志·文化篇》初稿。其间，编
志办请领导及有关人员对《吴江市志·文化篇》逐章逐节审阅、评议、提出修改意见。经多次修改、

补充，顺利完成《吴江市志·文化篇》志稿１５余万字。在《吴江市志·文化篇》编纂过程中，《吴江
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也着手撰稿和编写。

２００８年４月，在市地方志办公室专家帮助下，完成《文广志·文化卷》篇目草拟工作，经征求

意见和领导审核，确定篇目。接着，编志办编纂人员千方百计征集资料，千辛万苦查阅档案、史

书，翻阅历年来的《吴江报》，摘录其中有关内容，还采取发函征询，调查采访等多种方法，收集整

理文字７０多万，照片２０００余张。经小范围征求意见修改后，形成《文广志·文化卷》最初稿。
最初稿只是志稿的雏形。经多次修改，形成初稿。在局编委审定和领导审阅后，又数次召开座谈

会，请历任市（县）文化局领导、老文化工作者对初稿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对志稿

进行反复查核、校对、考订、增补、删减，２０１１年９月后，完成约６０多万字的二稿，此后又有三稿、
四稿。经文广志主编杨应福审阅修改后，至２０１２年８月完成总纂稿，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完成评审稿。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苏州市吴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
志》编纂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文广志·文化卷》评审稿评审，评审会上，专家们认为《文广志·文

化卷》资料极其翔实，观点比较正确，结构比较清楚，语言比较流畅，是一部合格的志稿，但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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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内容、记述、资料和行文上还需要化一些功夫去进一步雕琢，原则上予以通过评审。３月 ６

日，文广新局编纂领导小组副组长、文广新局副局长吴荣其召开全体编纂人员会议，根据评审会

专家修改意见，部署志稿修改工作。１２月辑成《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终审稿，送吴
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审核。２０１４年１月，区地方志办公室对《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终

审稿验收，认为《文化卷》符合志书要求，验收合格，同意根据修改意见修改后出版。５月，进入出
版程序，１２月由古吴轩出版社审定后出版。

《文广志·文化卷》分１１篇３５章１５２节，以及大事记和丛录，另设序、概述、图片版、编纂始末
等，约６４余万字，照片４７０余幅，图表１１７张。志书还记录吴江文化名人１４８名，摘录历代吴江著述

者２６０２名，著作目录７７００多种。可以说《文广志·文化卷》是一本文化特色鲜明、艺术内涵丰富的
专业志。

本卷撰写分工：概述（陈志强）；大事记（陈明兴、王胜元）；机构篇（陈明兴、王胜元）；文学艺术

和群众文化活动篇（陈明兴、王胜元、董振声）；文献流传和图书馆服务篇（董振声）；文物胜迹和收

藏篇（陈志强、戴林炎）；文艺社团及演映场所篇（陈明兴、王胜元、戴林炎）；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管

理篇（陈明兴、王胜元、董振声）；新闻出版篇（陈明兴、王胜元、陈志强）；对外文化交流篇、党群组织

篇（陈明兴、王胜元）；人物篇、荣誉篇（陈明兴、董振声）；丛录一，学会与协会会员名录（陈明兴）；丛

录二，文化系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录（陈明兴）；丛录三，文件辑存（王胜元）；丛录四，发掘简报

（戴林炎）；丛录五，诗文撷萃（董振声、戴林炎）；编纂始末（王胜元）；照片收集整理、文字说明（陈明

兴、戴林炎）；图文统筹（戴林炎）。

修志难，修《文广志·文化卷》更难。我们深感工作之繁、困难之多、任务之艰、责任之重。在

志稿的编纂过程中，采集、撰写人员自甘清苦，自策自励，辛勤耕耘，把立足点放在质量意识上面，决

心通过努力，编写出一本无愧于文化之邦、无愧于文化事业、无愧于时代的传世之作。今天，志稿得

于完成，是全体编委成员、编纂人员智慧的共同结晶，共同努力的结果。

《文广志·文化卷》中的基础资料，部分来自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编纂的《文化五十年》资料

本。《文化五十年》资料本于２００１年４月开始编写，经老同志黄君垣、屠国栋等参与，历时５年编
成。在此，当表敬意。

志稿中部分资料摘自《吴江县志》、《吴江年鉴》、《四库全书》、各镇镇志及市档案局、市文广新

局档案室有关资料。在查阅、摘录资料时，得到相关人员帮助、支持。在编写过程中，市地方志办公

室、吴江市志编辑部给予热情关心、鼓励和支持，或提供资料，或提出建议，或帮助修改匡正，顾晓

红、赵玲、谭亮、顾婉秋曾多次上门指导，参与校对和审阅，使我们得益匪浅。在此，当表示由衷

感谢。

在《文广志·文化卷》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原市文化局、市文广局领导支持，得到原文化局、文

广局各相关科室及直属单位相关负责人及原各镇文化站长支持和帮助，志稿中文字资料的采集以

及文字编纂、勘误、修订，参与者达百余人之多，其中，如刘强民、吴国良、王瑾，顾安若、吴大伟，徐文

初、黄君垣、屠国栋等，他们不仅提供第一手资料，还参与部分章节核实补充。志稿得以完成，应当

感谢上述所有人员，特别是应当感谢这些文化界的老领导和老前辈。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从收集到

的２０００多张图片中遴选４７０余张入志，这些入志图片资料涉提供者数十人，在此，我们一并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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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初涉志海，特别是首涉文化专业志，难有现成志书可鉴，只能在编写中学习，在摸索中

提高，通过不断努力，以弥补自身知识面不够宽、笔底功夫不够足等缺憾。即便如此，志书仍难免厚

薄不匀、轻重不当和疏漏之处，亟待各界前辈和同行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指正，以待若干年后续写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文化卷》时加以修正、补充。

《吴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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