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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地情历史的几个亮点

朱永平

张家港这座城市，用一句很俗套的话来形容，她是一座古老而

年轻的城市。说她古老，是今年 5月初，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名单，张家港市的东山村遗址、黄泗浦遗址、杨

氏宅第三处遗址均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虽然是第

七批入选，也很不容易了；说她古老，是早在 8 000年前，这块土地

上就已经有了先民的活动，东山村遗址发现有中国目前最早的高

等级显贵墓群（崧泽文化早期，距今 5 800—5 900 年），在 2009年

入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10年被国

家文物局评选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震动了考古学界，也让不

少张家港人突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早在 8 000年

前就有了文明的曙光；说她古老，杨舍镇成为一个县的县署（县政府）

所在地，在周边地区是最早的，早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张家港

境内就设置了县级行政建制暨阳县（现有暨阳中学、暨阳路、暨阳湖

……等地名），杨舍是县政府所在地，这比常熟的虞山镇早 2年（建

治在太康四年，即公元 283年），比江阴的澄江镇早 274年（梁代绍

泰元年，即 555年），比昆山的玉山镇早 470年（唐代天宝十年，即

751年），比吴江的松陵镇早 628年（后梁开平三年，即 909年），比

太仓的城厢镇早 1216年（明弘治十年，即 1497年）。说她年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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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德九年（626年）境内县级建制撤销，张家港境域一直分属江

阴、常熟管辖，共约 1 400年，直至 1962年建沙洲县，1986年撤县

建市，去年是张家港建县（市）五十周年大庆之年，全市举行了一系

列庆祝活动。从这个角度说，张家港市（沙洲县）今年才 51 岁，这对

一个城市来说实在是太年轻了；说她年轻，还有一点，目前全市的

有近 2/3 的土地是在最近七八百年内才成陆的，最短的才几十年、

一百多年的历史。沿香山、张杨公路、鹿苑这一线，原来是一条古长

江岸线，现在这条线以北区域成陆史都不长。在清代的时候，著名

诗人赵翼（1727—1814）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是

千古名句，这位大诗人是常州人，在杨舍建有当铺和大量房舍，他

写下了几十首与杨舍有关的诗，其中气势恢宏的《登杨舍城北望海

楼》，全诗长达 36 句，内有“暨阳城北皆洪流，尚是江尾已海头”的

诗句，说明在十八世纪，杨舍镇以北还是一片汪洋呢。现在江阴长

江大桥桥头的鹅鼻嘴公园里，有一块巨石，上面题写着“江尾海头”

四字，这个其实不是写江阴的，写的是杨舍呢。

下面，我想着重来谈谈张家港地情历史上的几个独特亮点。细数

张家港地情历史中，从古至今，我觉得如下几个应该是不能遗漏的：

首先是以东山村遗址为代表的十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这十一

处古遗址分别是东山村遗址、徐家湾遗址、许庄遗址、蔡墩遗址、西

张古文化遗址、香山土墩石室遗址、桃花涧遗址、采香径遗址、古黄

泗浦遗址、滩里古窑址和古井群遗址。这些古文化遗址主要在今金

港、塘桥、凤凰三个镇境内。这里着重谈谈其中的重要代表，即东山

村遗址和徐家湾遗址。

东山村遗址位于金港镇东山村，坐落在香山东侧的斜坡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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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农田要高出 4~6 米，总面积约 6 万平方米。遗址于 1989年 3

月在南沙乡政府大院内被发现，随后于 1989年 4月、1990年 5月

和 1991年 12月，由苏州市博物馆和张家港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联合进行了 3 次科学的试掘和挖掘，发掘面积 205平方米，共

发现房址 10 座、灰坑 4 处和墓葬 14 座。出土文物有石器、淘器、玉

器等共 130 多件。同时发现了稻谷、稻草等遗迹遗存。由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测定，确定东山村遗址是太湖流域，也是长江下游地

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时期时代文化遗址，最早的年代距今约 8 000

年。其中发现的大量稻谷，是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稻谷之一，它比浙

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还早了 900年。遗址内还出土了较多的

纺轮，这些纺轮是沿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纺纱、纺线的工具，

说明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原始的纺织业。因为这些重要的发现，

1995 东山村遗址为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 8月至 11月和 2009年 3月至 11月，南京博物院等单

位对东山村遗址又进行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 2 000

多平方米。这两次考古发掘取得的成果更加丰硕，在考古界的影响

更大。这两次发掘地点均在遗址的中心区域，位于现在的南沙办事

处大院内。主要揭露出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村落，包括房址和墓

地。此外，还清理了 10 座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墓葬。众多大型墓葬的

揭露和玉器的出土，奠定了东山村遗址在长江下游尤其是环太湖

流域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对研究沿江地区的文化内涵等提供

了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其中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显贵墓群的

发现，特别是一个石锥的出土（此石锥长 8.6厘米，磨制得非常光

滑，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石锥含铁量非常高，磁铁能吸住，从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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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说是铁矿石，初步推测这是雕刻玉器的工具，这表明墓主人在

身前拥有生产玉器的大权，身份和地位非常显赫），都说明在崧泽

文化早中期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阶级划分，改变了学术界以往对

崧泽文化时期，尤其是崧泽文化早中期社会文明化进程的认识，文

化价值极高。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称之为“崧泽

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称赞它

为“崧泽之光”。有专家说，要是东山村遗址发现得比崧泽遗址更

早，应该就没有现在的崧泽文化，而是东山村文化了。而原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柏称之为“文明之光”，这更

不得了，说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给我们带来了“文明之光”。目前，

东山村遗址正规划建设成为东山村遗址博物馆。

徐家湾遗址位于塘桥镇鹿苑集镇南、老 204 国道 21公里路碑

东侧 100 米处。遗址处于较高的台地上，总面积 约 2 万平方米。

1985年 5月和 8月，苏州市博物馆和张家港市文化馆对其进行了

发掘，共发掘了 425平方米，遗址遗存有墓葬 13 座，灰坑 18 处，水

井、水沟、稻谷等。出土文物 280 多件，其中墓葬出土文物 166 件。

经测定，这处遗址距今 5 500年。徐家湾遗址的发现，使得原定的

5000年前的海岸线得以重新划定，南岸原定在江阴顾山一带，由此

向北推移了 10 多公里。这对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地貌变迁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下面跟各位谈谈第二个亮 点。2008年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

行”来到张家港，经央视主持董卿介绍，奶茶刘若英用凤凰当地的

方言试唱了一首《斫竹歌》，这个情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

象。这首《斫竹歌》就是已经流传千年的河阳山歌的代表作品。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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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主要流传于张家港市东南部的河阳山一带，河阳山即凤凰山。

山歌用古老的吴方言传唱，是吴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常熟的白茆

山歌、吴江的芦墟山歌一样都属于叙事性吴歌，说简单些，就是讲

故事的山歌。河阳山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千万年以

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劳动人民心声的呼唤。由于各种原因，河阳山

歌等吴歌成为了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包括河阳山歌

在内的吴歌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家港也因此

被命名为“中国吴歌之乡”，凤凰山脚下也建起了河阳山歌馆，应该

说从建设规模、档次来看都是相当不错的。

介绍几首河阳山歌。最著名的当属《斫竹歌》，经董卿介绍，奶

茶刘若英试唱后，《斫竹歌》的影响力更加广泛。整首山歌除去语气

词外，只有五个词十个字，分别是：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肉。反

映了先民们的原始狩猎及群体劳动，歌词、曲调古拙、朴实，古风古

韵十足。这首山歌，与古歌谣《弹歌》极为相似，《弹歌》为四句二言：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无独有偶，在冯梦龙、蔡元放编写的《东

周列国志》第八十一回有这样一段文字———有孝子不忍见其父母

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时为之歌曰：“断木续竹，飞土逐肉。”

可见其是有所传承、有所发展的。

另外长达数千上万行的《汝尔歌》《赵圣关还魂》亦为著名的长

篇原生态歌谣。

上面讲到了，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文物保 护单位中，有

一处即是凤凰恬庄古街上的杨氏宅第。恬庄集镇是张家港市境内

知名的，同时也是保存、修缮最为完好的古镇。恬庄在明代中叶由

钱理平初创，当时这一小集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奚浦钱氏收取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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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故 初名“田庄”，仅是“一小聚落也”。到了晚明时期，田庄西面

的河阳市遭到焚劫，河阳的居民大多迁居田庄，集镇规模得以迅速

扩大。清代康熙九年（1670年），浙江湖州石林镇的杨德贤迁居到田

庄，以后杨家连续六代共有 16 人登科中举，再加镇上蒋、邹、孙、陈

等族人先后跻入仕途，原先的“小聚落”田庄很快兴旺发达起来，以

致于名闻遐迩，举世瞩目。而“田庄”亦改名为“恬庄”，则“自杨氏买

邻，俗尚恬懋，乃易今名”（见《恬庄小识》），也就是说，自从杨氏定

居田庄后，努力倡导恬淡处世、求学上进、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民

俗民风，而老百姓也因明清鼎革之际屡遭兵荒马乱，渴求安定生

活，于是取“田”之谐音“恬”，将“田庄”改名为“恬庄”。

到了清代中晚期，恬庄已初 步形成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集镇。

全镇有东、南、西、北 4 条主要街道以及多条里弄；有巷门 6 座，北

巷门上还有一座更楼，可鸟瞰全镇。古奚浦塘穿镇而过，人家枕河

而居，河上有三条石桥相通，南北两端为石板桥，中间一座为拱形

石桥，造型优美，桥洞与水中倒影相合犹如满月。由此，恬庄成为江

南著名小镇，在常熟境内名列四大镇行列，当时的四大镇是：东为

梅李、支塘，南为唐市，传 面 格 素 这 于 多 这 迥 身 
 多 面 形 西 素 这 源 这 迥 民 实 
 成 传 面 格 既 这 于 多 这 迥 身 
 因 形 既 素 多 面 这 迥 民 这 判 形 和 这 迥 实 
 成 传 面 格 方 这 于 多 这 迥 身 
 素 形 面 有 面 格 多 这 于 多 这 迥 身 
 于 于 形 既 素 这 源 形 多 面 这 迥 既 判 多 和 这 迥 实 
 成 传 面 面 格 面 这 于 多 这 迥 身 
 于 多 形 面 有 这 源 这 迥 民

南





强敌面前一个个吓得畏缩不前，不敢迎战。许枨、朱贵见状十分气

愤，主动请缨，带领杨舍的乡兵，奋勇争先，杀入倭阵，浴血苦战。照

理，在此情况下，有人打了头阵，官兵应该乘势出击，齐心协力，重

创倭寇。然而当时有个姓解的主帅，却仍然按兵不动。激战中，许

枨、朱贵均因寡
职闪奋五持客坚持客贼处
坚持客低客贼至客题斗九客贼处
坚持客低客贼至客题斗九客贼尤
职闪奋五密客坚持客贼客题斗持低工尤
职闪奋五坚密客坚持客贼处
密客低客贼持低九客贼尤
职闪奋五艰客坚持客贼处
坚持工持奋客低客贼光题斗持低工尤
职闪奋五坚密客坚持客贼处
密客低客贼持九客贼尤
职闪奋五坚客坚持客贼处
坚持工奋话客低客客低客贼至客处辉客题雷九客贼尤
职闪奋五艰低客坚持篇艰持话工低话客篇持低工密奋客贼至客题坚客坚持客贼处
坚持客低客贼至客低二九客贼尤
职闪奋五艰客坚持客贼处
坚持工持奋客低客贼至客题演九客贼尤
职持又客坚持客贼处
坚持客低客贼至客宁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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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蓉管理得法，民工艰苦劳作，这一浩大工程竟未满百日

即顺利告竣，创造了港城建筑史上一大奇迹。新建的杨舍堡城，墙

高二丈三尺，周长六百余丈，设有四座城门，东曰控 海门，南曰暨

阳门，西曰通江门，北曰翊京门，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濠河，还建

有东水关、西水关各一座。在建造堡城的同时，许蓉还负责督造了

城内的参将府、游兵把总司和巡检司官署以及军队营房共计 300

余间。（杨舍因此至今有东门、北门、西门、南门之说，还有营房弄、

钟鼓弄等历史地名。）许蓉筑造的杨舍堡城到清代太平天国运动

时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此后日晒雨淋，堡城逐渐坍塌。到民国十二

年（1923 年），所有的杨舍堡城城垣全部被拆毁，共历经风雨 300

多年。

张家港地情历史中，可以说是亮 点纷呈。以上所谈，是古代张

家港的情况，在近现代，即从五四运动到 1949年这一段民主革命

时期，张家港同样有着辉煌的历史。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多

谈了，有机会我们再一起交流。

（本文由苏州市社科联推荐）

朱永平，1973年 5月生，现供职于张家港市委党史地

方志办公室。曾主编、参编各类书籍二十余部，发表各类文

章 200 余篇，其中有数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全文复印，多篇获得省、市不同奖项。近年来，主要研究重

点是地方志编纂理论与实务、张家港地情文化，曾在全市作《张家港历史文

化漫谈》等公益讲座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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