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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家港市凤凰镇地名专名采词库（公示版）

凤凰镇历史沿革：

凤凰镇位于张家港市域南部，总面积 78.79 平方千米，辖 15 个行政村，5个社区。四至界址：东与塘桥镇交界，南与常熟

市大义镇、王庄镇、冶塘镇毗连，西与江阴市顾山镇、北国镇、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接壤，北与杨舍镇乘航、塘桥镇交界。

凤凰镇因凤凰山得名。商末，凤凰属勾吴之地。

春秋时期（前 770-前 476），凤凰属吴越之地，是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的封地。

战国时期（前 475-前 221），凤凰先后属越国、楚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凤凰属会稽郡。

西汉（前 206-8）凤凰属吴县虞乡。

东汉（25-220），凤凰地区属置吴郡，并设置司盐都，属南沙乡。

西晋太康四年（283）置海虞县。

东晋咸康七年（341）以南沙乡升格为南沙县。

南北朝梁（503-557）时，凤凰境域属兴国县。

隋开皇年间（581-600），凤凰属常熟县北境。

唐代，常熟县辖二十四乡，凤凰境域属常熟县感化乡、崇素乡、南沙乡。据《常熟市志》载：“始建于唐（代）”，“常

熟县十二都：有南沙，感化乡、崇素乡等都”。境内黄泗浦畔属南沙乡，其余部分属崇素乡。

北宋政和三年（1113），凤凰境域属平江府常熟县感化乡、崇素乡。

元代，常熟县升为常熟州，凤凰境域隶属常熟州感化乡、崇素乡、南沙乡，都以下，改里为图。

明代，常熟州复称常熟县，凤凰境域属常熟县崇素乡第八都、第九都。

清雍正四年（1726），常熟县东分设昭文县，凤凰属常熟县感化、崇素二个乡。

清代中叶，改为“以场统都，以都统图”。境内太平桥，属丰一场九五图，栏杆桥属丰一场八五上下图，其余部分分别属

南二场三、四、五图。清宣统二年“实行地方自治”基本部分属塘桥乡。凤凰地区仍隶属常熟州感化、崇素二乡的部分。

民国 23 年（1934 年）境内第一次设乡。凤凰地区划分为西市、西义、支山、孙塘、让塘 5 个乡。属常熟县第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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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全县撤区建乡，凤凰山乡和西义乡合并为凤义乡。

1946 年，凤凰地区的西徐市集镇、西义乡、支山乡、孙塘乡、让塘乡 5个镇乡合并为西周乡。为常熟县第九区西周乡。

新中国成立后，凤凰属常熟县。

1950 年 3 月，废除保甲制，建立乡、村政权，凤凰分属塘桥区、大义区、福山区管辖，其中塘桥区管辖凤凰乡、支山乡、

中塘乡、新塘乡、双塘乡、长寿乡、栏杆乡，大义区管辖杨桥乡、大团乡，福山区管辖杏市乡、泗安乡。

1957 年 9 月，常熟县实行撤区并乡，凤凰分属恬庄乡、凤凰乡、西张乡。

1958 年 9 月，成立人民公社，属常熟县。

1962 年 1 月建立沙州县，恬庄公社、凤凰公社、西张公社。归属沙州县管辖。

1962 年 5 月恬庄人民公社，更名为港口人民公社。

1983 年 5 月，撤销港口人民公社、凤凰人民公社、西张人民公社，恢复乡建制。

1986 年 12 月，沙州县撤县建市，设立张家港市，港口乡、凤凰乡、西张乡属张家港市管辖。

1992 年 12 月，经省政府批准，撤销港口乡、凤凰乡、西张乡。建立港口镇、凤凰镇、西张镇。

2003 年 8 月，原凤凰、港口、西张三镇合并组成为新的凤凰镇，镇人民政府驻原西张镇金谷路 9号。

2012 年 2 月 2 日，经张家港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凤凰镇增设湖滨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22 日，经张家港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凤凰镇增设桃源社区、恬源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14 日，经张家港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凤凰镇将恬源社区与双塘村合并为“双塘村”，同时撤销“恬源社区”

的社区名和居民委员会。

2021 年，凤凰镇辖双龙村、金谷村、西参村、魏庄村、安庆村、凤凰村、支山村、杨家桥村、高庄村、夏市村、清水村、

程墩村、恬庄村、双塘村、杏市村 15 个行政村，西张社区、凤凰社区、港口社区，湖滨社区、桃源社区 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资料来源：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西张地名志》第二章，第二节自然村，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路。《凤凰地名

志》第二章，第二节自然村，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路。《港口地名志》第二章，第二节自然村。第四章，第一节道路，第

二节桥梁。张家港市乡镇志系列丛书《凤凰镇志》基本镇情，建置沿革。《常熟市志》。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张政复[2012]2 号

《关于同意凤凰镇增设湖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张政复[2015]13 号《关于同意凤凰镇增设桃源社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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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源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张政复[2021]48 号《关于同意凤凰镇撤销“恬源社区”并调整“双塘村”的

批复》）。

张家港市凤凰镇地名专名采词库

（共计 335 条）

自然村及历史地名（230 条）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
恬庄村；位于凤凰镇东部，距镇区约

3.5 千米，村委会紧靠恬庄古镇而得

名。村域宋、元时期属常熟县崇素乡，

明代属常熟县感化乡第九都，清代属常

熟县崇素乡，民国时期属常熟县三塘

乡，1950 年属常熟县福山区杏市乡。

1956 年建高级社时，境内分设新苗、

前进、太平社。1958 年,成立恬庄人民

公社时，分属新苗、前进、太平大队。

1962 年划归沙洲县。同年 5 月，属港

口人民公社新苗大队。1980 年，地名

普查时，新苗大队因有重名而更名为恬

庄大队。1983 年更名为港口乡恬庄村。

1986 年，归张家港市管辖。1992 年 1

月撤乡建镇后属港口镇。2003 年 5 月，

前进村并入聒庄村。2003 年 8 月港口

朱家坝 恬庄 恬庄
自然村名，原为几户人家合筑的

坝，故名
道路、桥梁 朱家坝桥

2 汤家墩 恬庄 恬庄
自然村名，汤姓宅前旧有烽火墩而

得名
道路、桥梁 汤家墩路

3 东街上 恬庄 恬庄
街名，恬庄古街建有东南西北四条

街，处东边故名

街巷、道路、

街道
东街弄

4 七房桥头 恬庄 恬庄 桥名，宅旁有七房桥故名 道路、桥梁 七房桥路

5 大王堂 恬庄 恬庄
历史地名，宅旁建有猛将堂，百姓

称猛将老爷为大王，故名
道路、桥梁 大王路

6 夏庄 恬庄 恬庄
自然村名，原称是下桩，即系牛之

桩。村民不甘示弱，更名为夏庄
道路、桥梁 夏庄路

7 寿山桥头 恬庄 恬庄 桥名，宅旁有寿山桥而得名 道路、桥梁 寿山路

8 义桥头 恬庄、太平
恬庄、太

平
桥名，因宅旁有桥而得名 道路、桥梁 义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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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镇撤销划入凤凰镇。2004 年 2 月太平

村并入恬庄村。村下辖陆家宕、朱家坝、

汤家墩、东街上、七房桥头、大王堂、

王家巷、夏庄、新塘岸上、寿山桥头、

戴家宕、义桥头、戴巷、林家桥头、俞

家宕、落马沿、何家湾、周家宕、邢家

巷、塘岸上、前进新村、潘家巷、浜稍

岸、横街、周家宕、赵家桥、上下场、

孙家角、姚家湾、蟹浦里、寿山桥宅基、

苏家湾、洪家巷、陈家巷、菜园村、徐

家宕等自然村落。

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港口地名

志》第一章行政区划第二节。第二章居

民居住地名第二节自然村

9 林家桥头 恬庄 恬庄 桥名，因宅旁曾有桥而得名
道路、桥梁、

街道
林家巷

10 落马沿 恬庄 恬庄
自然村名，旧时官员途中下马的地

方
道路、桥梁 落马沿路

11 前进新村 恬庄、前进 前进
自然村名，由前进大队规划为村民

合资筹建的 60 套新楼房而得名

道路、桥梁、

居民小区
前进新村路

12 浜稍岸 恬庄、前进 前进
自然村名，宅建于河浜稍的两岸故

名
道路、桥梁 浜稍路

13 横街 恬庄、前进 前进

街名，恬庄古街除了东南西北街

外，还有东西向的一条小街故称横

街故名

街巷、道

路
横街路

14 赵家桥 恬庄、前进 前进 桥名，有桥而得名
道路、桥梁、

居民小区
赵家路

15 上下场 恬庄、前进 前进
自然村名，因两地的地势高低不一

而得名
道路、桥梁 上下场路

16 孙家角 恬庄、前进 前进
自然村名，南西北三方环水，一方

出人，孙姓田产于此，故名
道路、桥梁 孙家角路

17 蟹浦里 恬庄、太平 太平 自然村名，旧时商贩卖蟹的集贸地 道路、桥梁 蟹浦里路

18
寿山桥宅

基
恬庄、太平 太平 桥名，因宅旁有桥而得名 道路、桥梁 寿山桥路

19 陈家巷 恬庄、太平 太平
自然村名，传是陈基后人从河阳迁

来。故名
道路、桥梁 陈家巷路

20 菜园村 恬庄、太平 太平
自然村名，该地土壤宜种蔬菜，村

民喜种卖蔬菜而得名
道路、桥梁 菜园路

21 程墩村；位于凤凰镇东南部，距镇区约

5千米。程墩又名呈墩、陈墩，境内有

一土埠而得名。村域宋、元时期属常熟

县崇素乡，明代属常熟县感化乡第九

都，清代属常熟县崇素乡，民国时期属

宋巷 程墩、新庄 新庄
历史地名，北宋年间宋江在此安兵

扎营建宋墩故名
道路、桥梁 宋巷路

22 大航桥 程墩、新庄 新庄 桥名，因宅旁有桥而得名 道路、桥梁 大航桥北路

23 高头郎 程墩、新庄 新庄 自然村名，因地势高而得名 道路、桥梁 高头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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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常熟县三塘乡，1950 年属常熟县大义

区万塘饭箩村和塘桥区双塘乡朱巷村。

1956 年建高级社时，境内分设万塘九

社和双塘一社。1958 年,成立恬庄人民

公社时，分属常熟县恬庄公社罗巷大

队。1960 年归属常熟县港口公社管辖，

1962 年划归沙洲县。“文化大革命”

期间，更名为东方红大队。1980 年，

地名普查时，东方红大队因驻地程墩而

更名为程墩大队。1983 年更名为港口

乡程墩村。1986 年，归张家港市港口

乡管辖。1992 年 1 月撤乡建镇后属港

口镇。2003 年 8 月港口镇撤销划入凤

凰镇。2004 年 2 月新庄村、东南村并

入程墩村。村下辖宋巷、张巷（南）、

殷家宕（南）、朱家湾、大航桥、高头

郎、范家宕、顾祁庄、杨树坝、查家宕、

袁家宕、港湾、沈家宕、陶巷、陆家宅

基、照山滩、东南庄、水潭里、肖家宅

基、支家宕、卢家宕、毛甸、马家宕、

杜家宕、杨家宕、东街口、农场、曹家

湾、蒋棋巷、罗巷宅基、北罗巷、殷家

宕（北）、缪家宕、酒店弄、杨家宕、

朱巷、张巷（北）、金西湾，共等自然

村落。

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港口地名

志》第一章行政区划第二节。第二章居

民居住地名第二节自然村

24 杨树坝 程墩、新庄 新庄

自然村名，宅旁有坝，坝上种杨树

防溃堤，故名。北侧与港程路交界，

南至花园桥

道路、桥梁 杨树坝路

25 港湾里 程墩、新庄 新庄

历史地名，又名宋江湾。传北宋年

间宋江在此安兵扎营训练兵员，故

名，后人称港湾

道路、桥梁 港湾里路

26 照山滩 程墩、东南 东南
自然村名，西有河阳山，夕阳西下

时，山影映滩而得名
道路、桥梁 照山滩路

27 东南庄 程墩、东南 东南
自然村名，旧时以河阳为中心，因

地处河阳的东南方而得名
道路、桥梁 东南庄路

28 水潭里 程墩、东南 东南
自然村名，因地势低洼，每年发水

季节常被淹没故名
道路、桥梁 水潭里路

29 东街口 程墩、东南 东南 街名，地处港口镇东端入口处故名 街巷、桥梁 东街口路

30 蒋棋巷 程墩 程墩

历史地名，相传宋江南剿方腊路

过，在此地竖将旗，（谐音“蒋棋”）

后人称蒋棋故名

道路、桥梁 蒋棋巷路

32 罗巷宅基 程墩 程墩 自然村名，罗姓祖居于此故名 道路、桥梁 罗巷路

33 酒店弄 程墩 程墩
历史地名，相传《水浒传》中孙二

娘在此开过酒店故名

道路、桥梁、

街道
酒店巷

34 杨家宕 程墩 程墩
自然村名，居杨姓，系恬庄镇上名

人杨元峰的后裔
道路、桥梁 杨家宕路

35 金西湾 程墩 程墩
自然村名，因张家港塘支流三方环

绕，故名
道路、桥梁 金西湾路

36 清水村；位于凤凰镇东南部，距镇区约 白墙头 清水 清水
自然村名。当地所建的房子都用白

石灰粉刷故名
道路桥梁 白墙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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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4千米。境西北有奚浦塘，长江水南流，

入张家港塘，水质浑浊，而境内有与其

连接的支道曲塘泾东西流向，不受浑水

影响，水质常年清水，故而得名。村域

宋、元时期属常熟县崇素乡，明代属常

熟县感化乡第九都，清代属常熟县崇素

乡，民国时期属常熟县三塘乡，1950

年属常熟县福山区泗安乡 1956 年成立

高级社时，境内分设双塘三、四、五社。

1958 年,成立恬庄人民公社时，分属常

熟县恬庄公社清水大队。1960 年归属

常熟县港口公社管辖，1962 年划归沙

洲县。1980 年，地名普查时，因境内

清水塘桥称清水大队。1983 年更名为

港口乡清水村。1986 年，归张家港市

港口乡管辖。1992 年 1 月撤乡建镇后

属港口镇。2001 年 8 月，先锋村、泗

安村并入清水村。2003 年 8 月港口镇

撤销划入凤凰镇。2004 年 2 月张巷村、

庄泾村并入清水村。村下辖白墙头、吊

浜、吴家宅基、水庄湾、汤家宅基、马

王山、朱家宅基、曹家宅基、黄土金桥、

黄家宅基、养殖场、陶巷、张家宅基、

平家宕、范泾岸、阁老陈家、蒋巷里、

庄则湾、王庄里、李家宕、清水塘桥、

张家湾、三家村、陈家宕、李庄、陆家

宕、卢庄、油车角、窦家湾、陆家村、

狄家、张巷、苏家、南巷、朱家、季家、

朱家宕、湾里、丁家宕、庄泾岸上、秦

家宕、顾家湾、银庄、杨家宕、杨家坟、

37 吊浜 清水 清水
自然村名，旧称店浜，为消亡小集

镇，吊浜与店浜方言相近故成吊浜
道路、桥梁 吊浜路

38 水庄湾 清水 清水 自然村名，宅四周环水故名 道路、桥梁 水庄湾路

39 马王山 清水 清水
自然村名，并无山，实为土堆，形

似蚂蝗故名
道路、桥梁 马王山路

40 黄土金桥 清水 清水 老桥名，桥消失，寓意黄土变成金 道路、桥梁 黄土金路

41 养殖场 清水 清水
大队在此办过养殖场，后安置无房

村民居住，故名
道路、桥梁 养殖场路

42 范泾岸 清水、先锋 先锋 自然村名，村旁有范泾河故名 道路、桥梁 范泾岸 路

43 阁老陈家 清水、先锋 先锋

历史地名，清乾隆年间陈阁老为避

官场争斗，举家搬迁多地，所迁之

处得名阁老陈家

道路、桥梁 阁老陈家路

44 庄则湾 清水、先锋 先锋
自然村名，村庄三面环水，道路曲

折，故名
道路、桥梁 庄则湾路

45 王庄里 清水、泗安 泗安
历史地名，传曾有富户王姓居此故

名
道路、桥梁 王庄里路

46 清水塘桥 清水、泗安 泗安 古桥名，因塘水清澈而得名 道路、桥梁
清水路

47 三家村 清水、泗安 泗安
自然村名，有三个姓且是三家居一

起，故名
道路、桥梁 三家村路

48 卢 庄 清水、张巷 张巷
历史地名，旧时村旁有卢隐庵，故

名
道路、桥梁 卢庄路

49 油车角 清水、张巷 张巷
自然村名，旧时村旁有榨油坊，故

名
道路、桥梁 油车角路

50 湾 里 清水、庄泾 庄泾 自然村名，宅三方环水称湾，故名 道路、桥梁 湾里路

51 丁家宕 清水、庄泾 庄泾
自然村名，曾有丁姓居，延用至今，

故名
道路、桥梁 丁家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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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西洋泾岸、林家宕等自然村落。

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港口地名

志》第一章行政区划第二节。第二章居

民居住地名第二节自然村

52 庄泾岸上 清水、庄泾 庄泾
自然村名，村庄建在界泾河岸上，

故名
道路、桥梁 庄泾路

53 银 庄 清水、庄泾 庄泾
古集镇名，曾兴旺一时，故名，今

集镇消亡成宅名
道路、桥梁 银庄路

54 杨家坟 清水、庄泾 庄泾 自然村名，原为杨家的墓地，故名 道路、桥梁 杨家坟路

55 西洋泾岸 清水、庄泾 庄泾
自然村名，位于西洋泾（河）岸上

故名
道路、河流 西洋泾岸路

56 双塘村：位于凤凰镇东南部，距镇区约

3千米。境内有奚浦塘，三丈浦塘而得

名。

村域宋、元时期属常熟县崇素乡，明代

属常熟县感化乡第九都，清代属常熟县

崇素乡，民国时期属常熟县三塘乡，

1950 年属常熟县塘桥区中塘乡，1956

年成立高级社时，境内分设双塘社、双

塘二社、桥坝社。1958 年,成立恬庄人

民公社时，分属常熟县恬庄公社双塘大

队。1960 年归属常熟县港口公社管辖，

1962 年划归沙洲县港口公社管辖。“文

化大革命”时期，双塘大队更名为红旗

大队。1980 年，地名普查时，恢复双

塘大队。1983 年更名为港口乡双塘村。

1986 年，归张家港市港口乡管辖。1992

年 1 月撤乡建镇后属港口镇。2001 年 7

月，吴湖并入双塘村。2003 年 8 月港

口镇撤销划入凤凰镇，改称凤凰镇双塘

村。2004 年 2 月小山村、新桥村并入

双塘湾 双塘 双塘
自然村名，旁有奚浦塘、三丈浦两

条塘，故名
道路、桥梁 双塘湾路

57 夏家坊 双塘 双塘
自然村名，居者夏姓，祖上在此开

办作坊，故名
道路、桥梁 夏家坊路

58 双塘小区 双塘 双塘
自然村名，由双塘村规划建设的小

区，故名
道路、桥梁 双塘路

59
圆（缘）

觉巷（庵）
双塘、吴湖 吴湖

原是庵名，圆觉为佛语，村旁有庵

故名
道路、桥梁 圆觉巷路

60 吴湖宅基 双塘、吴湖 吴湖
自然村名，吴湖即吴下，吴姓祖居

于此故名
道路、桥梁 吴湖路

61 河阳坟 双塘、新桥 新桥 古河阳镇居民公共墓地故名 道路、桥梁 河阳坟路

62 杨木桥 双塘、新桥 新桥 曾有小木桥，杨姓居桥边而得名 道路、桥梁 杨木桥路

63 肖家巷 双塘、新桥 新桥
自然村名，肖家巷原为萧家宕，萧

姓居于此故名，后人改用肖姓
道路、桥梁 肖家巷路

64 朱庄桥 双塘、新桥 新桥
桥名，旧时，朱、章两家居河东、

河西，两家通婚后合建一桥，故名
道路、桥梁 朱庄桥路

65 姚家坝 双塘、小山 小山

历史地名，坝名，传是韩世忠被金

兵堵截在河阳休整，筑坝，时称耀

家坝

道路、桥梁 姚家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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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双塘村。

村下辖夏家湾、黄家湾、火烧桥、苏家

湾、双塘湾、倪家湾、梁家宕、马家湾、

陈家湾、夏家坊、陈家宅基、圆觉庵、

戴家宅基、吴湖宅基、赵家湾、顾家宅

基、邵巷、顾家角里、孔家湾、顾家宕、

钱家宕、薛家湾、白泾岸、蔡家宕、卫

家宕、河阳坟、杨木桥、肖家巷、陈家

宕、王家湾、朱庄桥、陆家宕、何家宕、

姚家坝、张家宕、虞家巷、钱家湾、凤

凰桥、河阳桥、河阳街、陈家宕、双塘

小区等自然村落。

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港口地名

志》第一章行政区划第二节。第二章居

民居住地名第二节自然村

66 凤凰桥 双塘、小山 小山 旧桥名，处凤凰山东，故名 道路、桥梁 凤凰桥路

67 河阳桥 双塘、小山 小山 桥名，处古河阳镇故名 道路、桥梁 河阳桥路

68 河阳街 双塘、小山 小山
历史地名，古集镇街名，河之北称

河阳，故名

道路、桥梁、

街道
河阳弄

69
杏市村：位于凤凰镇东部，距镇区约 4

千米。境内有杏市自然村落而得名。

村域宋、元时期属常熟县崇素乡。明代

属常熟县感化乡第九。清代属常熟县崇

素乡第九都 。民国时期属常熟县三塘

乡。1950 年属常熟县福山区杏市乡。

1956 年成立高级社时新农社。1958 年,

成立恬庄人民公社时称新农大队。1960

年归属常熟县港口公社管辖。1962 年

划归沙洲县港口公社管辖。1980 年，

地名普查时，改称杏市大队。1983 年

更名为港口乡杏市村。1986 年，归张

家港市港口乡管辖。1992 年 1 月撤乡

建镇后属港口镇。2003 年 8 月港口镇

撤销划入凤凰镇，改称凤凰镇杏市村。

村下辖：杏市、大坝桥、沈家湾、杨西

杏市 杏市 杏市
历史地名，原称尹市、孟市，后演

变成杏市
道路、桥梁 杏市路

70 大坝桥 杏市 杏市
自然村名，原有大坝，后改为桥而

得名，今无桥
道路、桥梁 大坝桥路

71 杨西湾 杏市 杏市
自然村名，处杨巷之西，小河环绕，

故得名
道路、桥梁 杨西湾路

72 西 村 杏市 杏市
历史地名，原名西金村，东有金村，

同属一支，处金村之西，故得名
道路、桥梁 西村路

73 南庄头湾 杏市 杏市
自然村名，四周环水为湾，处杏市

之南，故名
道路、桥梁 南庄路

74 南 巷 杏市 杏市 自然村名，处杏市之南，故得名 道路、桥梁 南巷路

75 吴甸湾 杏市 杏市
历史地名，四周环水称湾，传是吴

王养鹿之处，故得名
道路、桥梁 吴甸路

76 九房坟 杏市 杏市 自然村名，传是明代义官钱谦一第 道路、桥梁 九房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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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湾、西村、南庄头湾、唐家庄、汪家湾、

南巷、吴甸湾、何家宕、九房坟等自然

村落。

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港口地名

志》第一章行政区划第二节。第二章居

民居住地名第二节自然村

九房姨太葬于此，故得名

77
金谷村,因境内自然村金谷落而得名。

位于西张集镇东北，东邻恬庄村，南靠

双塘村，西邻双龙村，北与塘桥镇交界。

村委会所在地金谷小区。明代，金谷村

境内东部属元阳里下澳保，西部属元阳

里水北保，南金里南庄保。清代中叶后，

境内自然村长寿堂部分属南二场八都，

蒋祁塘东属丰一场九都九五图。清宣统

二年（1910），朱家弄，陆家高头等属

常熟县三塘乡，其余分属凤凰山乡，塘

桥乡。1950 年后，分别属中塘乡恒弄、

新塘、罗阳村。1956 年 3 月属长寿乡

凤星、金星、五联高级社。1958 年人

民公社化时期属常熟县西张公社二大

队，1962 年属沙洲县西张公社二大队，

1980 年地名普查时更名为金谷村。

1986年 12月，属张家港市西张镇金谷。

下辖水北、居墩、陈菜圩、小桥头、金

谷落、吉家桥、东街、朱家弄、许巷、

陈家湾、崔家桥、葛家湾、戴巷、杨树

头、黄泥墩、蒋祁塘湾、陆家高头、新

陈家湾、太平桥、路西、交界桥、史家

桥、后巷里、唐家巷、大树巷等自然村。

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西张地名

志》第二章，第二节自然村。

朱家弄 金谷、凤星 凤星
传朱元璋后裔朱姓居住，故称“朱

家弄”。
道路、桥梁 朱家弄路

78 崔家桥 金谷、凤星 凤星 由崔姓居住桥傍，以桥得名。 道路、桥梁 崔家桥路

79 葛家湾 金谷、凤星 凤星 葛姓建庄于沿塘边，故名葛家湾 道路、桥梁 葛家湾路

80 杨树头 金谷、凤星 凤星
传说乾隆帝路过，看见两只凤凰栖

在一棵大杨树上，故名“杨树头”
道路、桥梁 杨树头路

81 蒋祁塘湾 金谷、凤星 凤星
由“常蜞”改为“蒋祁”，因跨塘

建桥，故名为“蒋祁塘桥”。
道路、桥梁 蒋祁塘路

82 黄泥墩 金谷、凤星 凤星
黄泥墩旧时为墓地，据《常昭合志》

载，“黄泥墩”在太平桥西。
道路、桥梁 黄泥墩路

83 陆家高头 金谷、凤星 凤星
该庄由陆姓始建，所处地势较高，

故名陆家高头。
道路、桥梁 陆家高头路

84 太平桥 金谷、凤星 凤星
因桥而得名，民众祈求太平安居乐

业的生活。
道路、桥梁 太平路

85 居墩 金谷 金谷
村庄建于土墩上，四面环水，取名

“居墩”。
道路、桥梁 居墩路

86 陈菜圩 金谷 金谷 旧称“陈汊圩”，今称为“陈菜圩” 道路、桥梁 陈菜圩路

87 小桥头 金谷 金谷
小桥头，又名“钱家小桥”，由桥

得名。
道路、桥梁 小桥头路

88 金谷落 金谷 金谷 历史上是高产地区，又称“金谷落” 道路、桥梁 金谷落路

89 东街 金谷 金谷 由所处的方位命名，称东街。
道路、桥梁、

街道
东街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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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巷里 金谷 五联 庄于精舍庵堂之北，故名“后巷里” 道路、桥梁 后巷里路

91 大树巷 金谷 五联
该庄四周有护宅河，宅中大树参

天，故名“大树巷”
道路、桥梁 大树巷路

92 交界桥 金谷 五联
据《常昭合志》载“萧氏家祠在山

东塘湾交界桥”
道路、桥梁 交界桥路

93
双龙村位于凤凰镇镇政府西南，村名由

1957 年镜内成立的“双龙高级社”而

得名。 双龙村境域，明代分属崇素乡

南金里、山阳里、元阳里、归仁里、河

阳里。清代属南二场八都三、四、五图，

清宣统二年（1910）分属塘桥乡、凤凰

山乡和西义乡。民国 23 年（1934）属

张市乡、大坝乡，部分属西市乡，支山

乡。民国 35 年（1946）大部分属长寿

乡，少部分属西市乡、西义乡。1950

年分属常熟县长寿乡，1957 年属西张

乡，境内成立双龙、石塘、联庄、金丰

等四个家农业高级社。1958 年成立人

民公社时，分属常熟县西张公社四、五、

六、七大队。1962 年 1 月，属沙洲县。

1980 年地名普查时，分别为鸷塘、姚

塘、石龙、袁市。1986 年 12 月，属张

家港市西张镇，1987 年姚塘村更名为

双龙村。下辖西街、上场、沈巷、东陈、

西巷、郑家巷、徐家巷、朱家宕、倭潭

岸、石塘、窑塘岸、三家村、窑墩头、

鸷塘里、南京庄、南彭家、北彭家、王

家宕、李家巷、陶家湾、楼下、姚家宕、

袁币、许家宕、苏家宕、西墙门、五房

西街 双龙 双龙 由所处的方位命名，称西街。
道路、桥梁、

街道
西街弄

94 上场 双龙 双龙 庄前的称“上场”，由此得名 道路、桥梁 上场路

95 徐家巷 双龙 双龙 由支山的徐姓迁入故名“徐家巷” 道路、桥梁 徐家巷路

96 朱家宕 双龙 双龙 由朱姓得名 道路、桥梁 朱家宕路

97 倭潭岸 双龙 双龙 于新西河将倭潭分为南北而得名 道路、桥梁 倭潭岸路

98 石塘 双龙、鸷塘 鸷塘 由村东河道得名 道路、桥梁 石塘路

99 窑塘岸 双龙、鸷塘 鸷塘 由所在地建窑烧砖瓦得名 道路、桥梁 窑塘岸路

100 三家村 双龙、鸷塘 鸷塘
由顾姓“三顾家”，后改称为“三

家村”
道路、桥梁 三家村路

101 窑墩头 双龙、鸷塘 鸷塘
清代顺治中期，为建西林寺，建窑

烧砖瓦，故名“窑墩头”
道路、桥梁 窑墩头路

102 鸷塘里 双龙、鸷塘 鸷塘
据《常昭合志》载，志唐后称鸷塘，

故名。
道路、桥梁 鸷塘里路

103 南京庄 双龙、鸷塘 鸷塘 旧称南金庄，今更名为“南京庄” 道路、桥梁 南京庄路

104 李家巷 双龙、袁市 袁市
旧有李太堂，以庙得名，称“李家

巷”
道路、桥梁 李家巷路

105 陶家湾 双龙、袁市 袁市
由陶姓始建，西、北是塘河，故称

“陶家湾”
道路、桥梁 陶家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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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欧家坝、新宅基、祁村头、陈巷、

石龙桥、钟家宕湾、水渠里、吴家宕等

自然村。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西

张地名志》第二章，第二节自然村。

106 姚家宕 双龙、袁市 袁市 因姚姓居多，后称为“姚家宕” 道路、桥梁 姚家宕路

107 袁市 双龙、袁市 袁市
由许姓“园木工”所建房屋得名，

称园墅，今更名为袁市
道路、桥梁 袁市路

108 许家宕 双龙、袁市 袁市 此庄有许姓后裔，故名“许家宕” 道路、桥梁 许家宕路

109 苏家宕 双龙、袁市 袁市 居者苏姓为主，故名“苏家宕” 道路、桥梁 苏家宕路

110 西墙门 双龙、袁市 袁市
旧时，徐姓较富有，称徐家西墙门，

后一直延称“西墙门”
道路、桥梁 西墙门路

111 五房庄 双龙、袁市 袁市
由徐姓第五房后裔始建，称“徐五

房庄”简称“五房庄”
道路、桥梁 五房庄路

112 欧家坝 双龙、袁市 袁市
欧姓宅后筑有蓄水坝，故名“欧家

坝”
道路、桥梁 欧家坝路

113 祁村头 双龙、袁市 袁市

据《常昭合志》载“明洪武八年定

制，五土五谷之神西官七郎置祁村

里，名祁村头”

道路、桥梁 祁村头路

114 北京庄 双龙、石龙 石龙
旧称“北经庄”后称“北金庄”今

更名“北京庄”
道路、桥梁 北京庄路

115 肖家塘湾 双龙、石龙 石龙 由肖氏后裔迁入，故名“肖家塘湾” 道路、桥梁 肖家塘湾路

116 蔡塘里 双龙、石龙 石龙 有村旁蔡塘河而得名。 道路、桥梁 蔡塘里路

117 陈巷 双龙、石龙 石龙
南宋有个许姓园木工，在此择地建

宅称“乘巷”，后称为“陈巷”
道路、桥梁 陈巷路

118 石龙桥 双龙、石龙 石龙 自然村庄在石龙桥旁，名“石龙桥” 道路、桥梁 石龙路

119 水渠里 双龙、石龙 石龙
原称庄家水渠里，后有多姓迁入，

改称“水渠里”
道路、桥梁 水渠里路

120 西参村，因辖区内有西参唐而得名。位 大坝埌 西参 西参
古代内河直通长江，为确保农田排

灌曾筑大坝名“大坝埌”
道路、桥梁 大坝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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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凤凰镇西部，距镇政府驻地 2 千米，

东邻石龙村，南接双龙村，西与安庆村

相连，北与塘桥镇交界，村委会驻地镇

北中路西参桥西 100 米。西参村境域，

唐宋以来属常熟县崇素乡元阳里，境内

原有“怯村保”，由“怯村保”谐音而

呼为“西参”。清宣统二年（1910）属

常熟县塘桥乡，民国二十三年（1934）

属常熟县长寿乡。1950 年以西参塘为

界，塘东大坝村、新民村属翻身乡，塘

西南徐村、庄桥村、墩村和大儒村属民

主乡。1956 年，塘东协丰社、新民社

属长寿乡，塘西大丰社属栏杆乡。1957

年 9 月协丰、新民和大丰农业初级社合

并建立第八高级社，属西张乡。1958

年 9 月，成立西张人民公社，分属西张

公社八、九大队。1962 年 1 月为沙洲

县西张公社。1980 年地名普查时更名

为西参、李庄。1986 年 11 月撤乡建镇，

属张家港市西张镇西参村。下辖大坝

埌、杨家巷、老宅基、新吴家湾、塘西

巷、坝头巷、大儒巷、赵巷埌、西巷埌、

赵家宕、吴家湾、潘家宕、南徐家、中

徐家、北徐家、张家宕、马家宕、朱家

巷、苏家角、赵房巷、肖家巷等自然村。

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西张地名

志》第二章，第二节自然村。

121 老宅基 西参 西参
清咸丰战乱中破落，又有后裔迁

入，在此重建，故名“老宅基”
道路、桥梁 老宅基路

122 新吴家湾 西参 西参
吴姓后裔建宅称吴家湾，后吴姓择

地迁移新建，故名“新吴家湾”
道路、桥梁 新吴家湾路

123 塘西巷 西参 西参 因地处西参桥塘西而得名 道路、桥梁 塘西巷路

124 坝头巷 西参 西参
位于大泾河与长寿塘，与坝相隔，

以坝得名
道路、桥梁 坝头巷路

125 大儒巷 西参 西参

据《常昭合志》载为大树巷，因树

与儒方言中相同，大树巷改为“大

儒巷”

道路、桥梁 大儒巷路

126 西巷埌 西参、李庄 李庄
庄西大泾河上有一小桥，故称“西

巷埌”又名“西桥头”
道路、桥梁 西巷埌路

127 吴家湾 西参、李庄 李庄 吴姓沿塘河而居，故名“吴家湾” 道路、桥梁 吴家湾路

128 赵房巷 西参、李庄 李庄
相传由南宋皇室赵姓所建，故名

“赵房巷”
道路、桥梁 赵房巷路

129 肖家巷 西参、李庄 李庄

《常昭合志》载：元末，万户佑肖

安道迁入落户建宅，故名”肖家巷

“

道路、桥梁 肖家巷路

130 魏庄村，因旧时有魏庄保而得名。位于 陶香巷 魏庄 魏庄
由江阴苏墅桥望族陶氏的后裔陶

香香迁入始建，故名“陶香巷”
道路、桥梁 陶香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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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镇西部，距镇政府驻地 4千米，东

与双龙村和韩国工业园接壤，南与支山

村相连，西与江阴市顾山镇交界，北沿

新西河与安庆村毗邻。村委会驻地黄家

新桥自然村。魏庄村境域，唐宋以来属

常熟县崇素乡山阳里，清代中叶分属南

二场八都。清宣统二年（1910）属常熟

县塘桥乡，民国二十三年（1934）属常

熟县大坝乡、长寿乡。1950 年属常熟

县翻身乡周桥村、翻身村、仁和村，支

山乡南王村、洪泾村。1956 年，建立

高级社，属栏杆乡。1957 年 9 月魏庄

联合高级社改称第十联合高级社。属西

张乡。1958 年 9 月，成立西张人民公

社，属西张公社十大队。1962 年 1 月

为沙洲县西张公社。1980 年地名普查

时更名为魏庄、黄新桥、洪泾。1986

年 11 月撤乡建镇，属张家港市西张镇

魏庄村、黄新桥村，凤凰镇洪泾村。下

辖魏庄、黄新桥、洪泾三个社区。有黄

131 谭家小桥 魏庄 魏庄 小桥有谭家所建，由桥而得名 道路、桥梁 谭家桥路

132 黄泥坝 魏庄 魏庄
《常昭合志》载为“黄泥埠”，民

间称黄泥坝
道路、桥梁 黄泥坝路

133 沿塘高头 魏庄 魏庄
东沿八千圩塘，建宅在高头上，故

名“沿塘高头”
道路、桥梁 沿塘高头路

134 马四房 魏庄 魏庄
入迁的徐氏为怀念先祖马四，建

宕，称为“马四房”
道路、桥梁 马四房路

135 戴家宕 魏庄 魏庄 戴姓居住地，名“戴家宕” 道路、桥梁 戴家宕路

136 朱家湾 魏庄、黄新桥 黄新桥
由朱姓始建宅，三面环水，故名“朱

家湾”
道路、桥梁 朱家湾路

137 淌下浜 魏庄、黄新桥 黄新桥 宅旁有河道淌下浜，以河得名 道路、桥梁 淌下浜路

138 南王庄 魏庄、洪泾 洪泾 处“大王庙”南，称南王庄 道路、桥梁 南王庄路

139 田家巷 魏庄、洪泾 洪泾 村民迁此多为种田，得名田家巷 道路、桥梁 田家巷路

140 北王庄 魏庄、洪泾 洪泾 处“大王庙”北，称北王庄 道路、桥梁 北王庄路

141 顾香花桥 魏庄、洪泾 洪泾 以桥得名 道路、桥梁
顾香

花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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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桥、朱家湾、陶香巷、谭家小桥、

黄泥坝、沿塘高头、徐家坟、马四房、

新宅基、戴家宕、夹江里、程家宕、隆

家宕、淌下浜、大坟头、易家宕、南王

庄、朱家巷、田家巷、袁家巷、林家巷、

北王村、肖家巷、徐家宅基、顾香花桥

等自然村。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

《西张地名志》第二章，第二节自然村。

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凤凰地名

志》第二章，第二节自然村张家港市乡

镇地名志丛书《凤凰地名志》第二章，

第二节自然村。

142 夹港里 魏庄 魏庄
此庄南有夹港，北有后桥塘，称夹

降，名“夹港里”
道路、桥梁 夹港里路

143 安庆村，因辖区内有栏杆桥，别名“安

庆桥”而得名。位于凤凰镇西部，距镇

政府驻地 5 千米，东与西参村相连，南

与魏庄村为邻，西、北与杨舍镇接壤。

北与塘桥镇交界，村委会驻地栏杆桥集

镇 。安庆村境域，唐武德七年（624），

以黄泗浦为界，浦东属常熟县崇素乡，

浦西为海虞乡。清宣统二年（1910）属

常熟县塘桥乡，民国二十三年（1934），

浦东属常熟县安庄乡，浦西为常熟县安

庆乡。1950 年，属常熟县民主乡。1957

年，建立西张乡喜丰、合丰、联丰高级

社，属西张乡。1958 年 9 月，成立西

张人民公社，分属西张公社十一、十二、

十四大队。1962 年 1 月为沙洲县西张

公社。1980 年地名普查时更名为安庆。

1986 年 11 月撤乡建镇，属张家港市西

中陆家 安庆、安庄 安庄
处于陆姓两宕前后的中间，故名中

陆家
道路、桥梁 中陆家路

144 董家巷 安庆、安庄 安庄
清末，有苏北入迁的董姓始建，故

称“董家巷”
道路、桥梁 董家巷路

145 塘下庄 安庆、安庄 安庄 处于长寿塘北，故名“塘下庄” 道路、桥梁 塘下庄路

146 马黄角 安庆、安庄 安庄
《常昭合志》载：栏杆桥北有马黄

角，名“马黄角”
道路、桥梁 马黄角路

147 韩庄桥 安庆、安庄 安庄
传说宋代明将韩世忠建有怡养庄，

在庄之北，建有韩庄桥，由桥得名
道路、桥梁 韩庄桥路

148 羊家坝 安庆、安庄 安庄
旧时开坝，须斩杀活口祭神，当时

以羊代人，斩开坝，故名“羊家坝”
道路、桥梁 羊家坝路

149 周家湾 安庆、安庄 安庄
由周姓始建，四面环水，故称“周

家湾”
道路、桥梁 周家湾路

150 周家桥 安庆、安庄 安庄
《常昭合志》载：“栏杆桥南有周

家桥”，以桥得名
道路、桥梁 周家桥路

151 日晖埠 安庆、栏杆 栏杆 沿用旧时内河坝名，名“日晖埠” 道路、桥梁 日晖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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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镇安庆村。下辖安庆、栏杆、安庄三

个社区。有中陆家、后陆家、前陆家董

家巷、塘下庄、马黄角、韩庄桥、羊家

坝、周家湾、周家桥、日晖埠、常熟河

桥、下塘街、姚家角、曹家湾、陶六家

宅基、田头埌，沈家宕、狼家桥、屠家

宕、北宕基、肖家堂、尤家泾北岸、张

家宕、田角落、孙王家等自然村。张家

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西张地名志》第

二章，第二节自然村。

152 常熟河桥 安庆、栏杆 栏杆 庄以桥而得名 道路、桥梁 常熟河路

153 下塘街 安庆、栏杆 栏杆 因处黄泗浦西岸，故称下塘街 道路、桥梁 下塘街路

154 曹家湾 安庆、栏杆 栏杆
由江阴入迁曹姓始建，傍二干河，

故称曹家湾
道路、桥梁 曹家湾路

155
陶陆家宅

基
安庆、栏杆 栏杆

先有陶家，后有陆家迁入，称“陶

陆家宅基”
道路、桥梁 陶陆家路

156 田头埌 安庆、栏杆 栏杆
先前由桥西到桥东拓荒耕种，故称

“田头埌”
道路、桥梁 田头埌路

157 狼家桥 安庆、栏杆 栏杆 由桥名而得名 道路、桥梁 狼家桥路

158 北宅基 安庆 安庆
由塘下庄宋姓后裔拓建，故称北宅

基
道路、桥梁 北宅基路

159
尤家泾北

岸
安庆 安庆

宅建于尤家泾南北两岸，北岸居

多，故名尤家泾北岸
道路、桥梁 尤家泾路

160 田角落 安庆 安庆 村庄建在圩田一角，称田角落 道路、桥梁 田角落路

161
凤凰村，旧时，村上有酿酒的作坊，有

街道、多酒店。凤凰村因凤凰山而得名。

位于凤凰镇东南部，距镇政府驻地 3

千米，东与原港口镇吴湖村交界，南与

小庄村接壤，北与原西张镇石塘村为

邻。凤凰村境域，地处集镇西徐市郊区，

清代中叶后，宣统二年（1910）属常熟

县崇素乡第八都，民国二十三年

（1934），属常熟县第九区西周乡，1950

年，属常熟县凤凰乡。1957 年，建立

高级社，属凤凰乡。1958 年 9 月，成

立凤凰人民公社，分属凤凰公社一、二

大队。1962 年 1 月为沙洲县凤凰公社。

方基 凤凰 凤凰
南宋时方腊部下的兵马在此驻扎

过，得名方基
道路、桥梁 方基路

162 东塘湾 凤凰 凤凰 因地处东塘河湾，得名东塘湾 道路、桥梁 东塘湾路

163 东庄 凤凰 凤凰 为有别于支山村的西庄，称东庄 道路、桥梁 东庄路

164 东巷 凤凰 凤凰 地处凤凰山东麓得名东巷 道路、桥梁 东巷路

165 山前 凤凰 凤凰 地处凤凰山南麓，得名山前 道路、桥梁 山前路

166 新宅基 凤凰 凤凰 新形成的村落，得名新宅基 道路、桥梁 新宅基路

167 徐岸 凤凰 凤凰 徐姓，因紧靠徐 岸墩而得名徐岸 道路、桥梁 徐岸路

168 中巷 凤凰 凤凰 因处在赵家巷和徐岸的中间，得名 道路、桥梁 中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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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为凤凰大队和新凤大队。1983 年

撤大队更名为村，为凤凰村、小市村。

1986 年 11 月撤乡建镇，属张家港市凤

凰镇凤凰村。下辖方基、东塘湾、东庄、

东巷、山前、赵家巷、新宅基、徐岸、

中巷、八房巷、高头巷、小市、南园、

簖上、新桥湾、葫芦墩、邹家宕、邹家

宕、前朱巷、李家湾、谭家湾、小庄、

后朱巷、肖家宕、陆家宕湾等自然村。

摘录：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凤凰

地名志》第一章，第二节行政村，第二

章，第二节自然村。

中巷

169 八房巷 凤凰 凤凰
有徐姓第八房后裔居于此，得名八

房巷
道路、桥梁 八房巷路

170 高头巷 凤凰 凤凰 因地势相对偏高，得名高头巷 道路、桥梁 高头巷路

171 小市 凤凰 凤凰
路直通周家码头，往来人员多，似

小集镇，得名小市
道路、桥梁 小市路

172 南园 凤凰 凤凰 处在八房巷南得名为南园 道路、桥梁 南园路

173 簖上 凤凰 凤凰 塘内设渔簖，以簖得名 道路、桥梁 簖上路

174 新桥湾 凤凰、小市 小市
村西侧原有新桥，以桥得名“新桥

湾”
道路、桥梁 新桥湾路

175 葫芦墩 凤凰、小市 小市
村中有一内河呈葫芦状，得名葫芦

墩
道路、桥梁 葫芦墩路

176 陆家宕湾 凤凰、小市 小市
东临塘浜，以陆姓而得名，故称“陆

家宕湾”
道路、桥梁 陆家宕路

177 大竹梢院 支山 支山 周家有一大竹园，而得名 道路、桥梁 大竹梢路

178 滚塘岸 支山 支山 因建在滚塘浜旁而得名 道路、桥梁 滚塘岸路

179 南海巷 支山 支山 坐落在滚塘岸南称南海巷 道路、桥梁 南海巷路

180 严塘庄 支山 支山
严塘即今张家港塘的一段，故名严

塘庄
道路、桥梁 严塘庄路

181 廿亩丘 支山 支山 有廿亩一丘大田而得名 道路、桥梁 廿亩丘路

182 西庄 支山 支山
《常昭合志》载，“诸生王岱宅，

在西庄。有西庄草堂”
道路、桥梁 西庄路

183 樊家水渠 支山 支山 因村四面环水，由樊姓而得名 道路、桥梁 樊家水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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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旺庄 支山 支山 寓兴旺发达之意取名旺庄 道路、桥梁 旺庄路

185 西河角 支山 支山 西北紧靠唐浜河角，得名西河角 道路、桥梁 西河角路

186 塘湾 支山 支山 地处河浜湾而得名 道路、桥梁 塘湾路

187 山北巷 支山、珠村 珠村 处支山之北，而得名 道路、桥梁 山北巷路

188 逢五坝 支山、珠村 珠村 宅基四周有五条进出坝故此得名 道路、桥梁 逢五坝路

189 龙里 支山、珠村 珠村
塘浜像条龙尾弯入村西，由此得名

“龙里”
道路、桥梁 龙里路

190 山甸巷 支山、珠村 珠村
在支山西北建在水墩内，故得名

“山甸巷”
道路、桥梁 山甸巷路

191 龙房巷 支山、珠村 珠村 宅基地貌形如龙形，故称“龙房巷” 道路、桥梁 龙房巷路

192 长坝 支山、珠村 珠村
进村有一条 30 多米的长坝，故称

“长坝”
道路、桥梁 长坝路

193 鱼家巷 支山、珠村 珠村 以鱼姓而得名 道路、桥梁 鱼家巷路

194
夏市村，位于凤凰镇西南角，东与杨木

塘为界，与杨家村、奚家村相望，南与

茅庵村相邻，西与界泾河与江阴市顾山

镇交界，北临张家港塘与周家码头。夏

市村境域，清代中叶后，宣统二年

（1910）属常熟县感化乡第六都，民国

二十三年（1934），属常熟县第九区西

周乡，建国后设大团乡，1950 年，属

常熟县大义区管辖。1957 年，建立高

级社，并入凤凰乡。1958 年 9 月，成

立凤凰人民公社，分属凤凰公社 7 大

队。1962 年 1 月为沙洲县凤凰公社，

大船口 夏市 夏市
早在明代时，有渡口，因方言“渡”

与“大”谐音，故得名“大船口”
道路、桥梁 大船口路

195 船舫浜 夏市 夏市
河浜内建有船舫，由此得名“船舫

浜”
道路、桥梁 船舫浜路

196 沿金庄 夏市、茅庵 茅庵 旧时一直称呼为沿金庄 道路、桥梁 沿金庄路

197 大木泾 夏市、茅庵 茅庵 因大木泾河而得名 道路、桥梁 大木泾路

198 崔家巷 高庄、奚家 奚家 以崔姓而得名 道路、桥梁 崔家巷路

199 西张家巷 高庄、奚家 奚家
以张姓得名为有别于村北张家宕

而称“西张家巷”
道路、桥梁 西张家巷路

200 高庄 高庄 高庄 四周环河，因地势高而得名 道路、桥梁 高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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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为建新大队。1983 年撤大队更名

为村，为夏市村。1986 年 11 月撤乡建

镇，属张家港市凤凰镇夏市村。下辖大

船口、船舫浜、袁家宕、苏家宕、孙巷、

徐家宕、大夏市、小陆家宕、吴家湾、

沿金庄、王家新宅基、老宅基、小夏市、

陈家宕、杨家宕、大陆家宕、孙家湾、

查家宕、南庞、旺家宕、南庞等自然村。

摘录：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凤凰

地名志》第一章，第二节行政村，第二

章，第二节自然村。

201
徐家老宅

基
高庄 高庄

徐姓后裔陆续外迁，祖居地称徐家

老宅基
道路、桥梁 徐家老宅基路

202 陆墅里 高庄 高庄 以姓得名称“陆墅里” 道路、桥梁 陆墅里路

203 曹家水渠 高庄 高庄
因四周环水，以曹姓得名为“曹家

水渠”
道路、桥梁 曹家水渠路

204 塘角上 高庄 高庄 在临河角建宅，称“塘角上” 道路、桥梁 塘角上路

205 丁家园 高庄 高庄
丁姓大户人家花园，一直沿用旧称

“丁家园”
道路、桥梁 丁家园路

206 麻栗树下 高庄 高庄
因村后有一棵高大的麻栗树，得名

为“麻栗树下”
道路、桥梁 麻栗树下路

207 吴桥头 高庄 高庄
常熟尚湖边的湖桥附近率先迁入，

而得名吴桥头
道路、桥梁 吴桥头路

208 小卢巷 高庄 高庄
以姓得名，为有别于相邻大卢巷，

称小卢巷
道路、桥梁 小卢巷路

209 肖家塘湾 高庄 高庄
因肖姓，地处河浜塘湾，故得名肖

家塘湾
道路、桥梁 肖家塘湾路

210 徐塘头 高庄 高庄 因村西北沿徐塘岸，称“徐塘头” 道路、桥梁 徐塘头路

211 黄泥家宕 高庄、广步 广步
因村北有一个黄泥岗，而得名“黄

泥家宕”
道路、桥梁 黄泥家宕路

212 船底桥 高庄、广步 广步
村南有一石桥，桥形如船底，而得

名为“船底桥”
道路、桥梁 船底桥路

213 塘金湾 高庄、广步 广步
初称龙驹塘梢，清末时改名为塘金

湾
道路、桥梁 塘金湾路

214 磨坊里 高庄、广步 广步
陆姓在此开磨坊，以此得名“磨坊

里”
道路、桥梁 磨坊里路

215 油车里 高庄、广步 广步 旧时，开设榨油加工场，而得名 道路、桥梁 油车里路

216 戴赵家宕 高庄、广步 广步 旧时有赵家宕和戴家宕，后二村相 道路、桥梁 戴赵家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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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以姓得名，改称“戴赵家宕”

217 广步尖 高庄、广步 广步
村东有一块犁尖状的地形，而得名

“广步尖”
道路、桥梁 广步尖路

218 马路上 高庄、马路 马路
因骑马射箭，踏出一条马路，得名”

马路上”
道路、桥梁 马路上路

219 金家湾 高庄、马路 马路
因三面环水，地处河湾，以姓得名”

金家湾“
道路、桥梁 金家湾路

220 周家角 高庄、马路 马路
以周姓，地处河塘东北角，得名周

家角
道路、桥梁 周家角路

221
高巷湾渡

口
高庄、马路 马路

高巷湾北侧的让塘边有一渡口，而

得名“高巷湾渡口”
道路、桥梁 高巷湾渡口路

222 孙塘堰 杨家桥 杨家桥 沿孙塘而建，得名孙塘堰 道路、桥梁 孙塘堰路

223 乌沙底 杨家桥 杨家桥 因土质是乌沙土而得名“乌沙底” 道路、桥梁 乌沙底路

224 祠堂 杨家桥 杨家桥
相传清乾隆年间，在此建缪家祠

堂，简称”祠堂”
道路、桥梁 祠堂路

225 塘湾 杨家桥 杨家桥 沿塘浜而建，故称塘湾 道路、桥梁 塘湾路

226 东巷 杨家桥 杨家桥 处七房庄、田垛里东，称“东巷” 道路、桥梁 东巷路

227 七房庄 杨家桥 杨家桥 钱氏第七房，故称“七房庄” 道路、桥梁 七房庄路

228 田垛里 杨家桥 杨家桥 旧时田户多姓居住，俗称“田垛里” 道路、桥梁 田垛里路

229 三家村 杨家桥 杨家桥 初时居有三家三姓，故称“三家村” 道路、桥梁 三家村路

230 关王村 杨家桥 杨家桥
旧时村南建有“关王庙”，而俗称

“关王村”
道路、桥梁 关王村路

231 曹塘梢 杨家桥 杨家桥
沿曹庄西塘浜而建故得名“曹塘

梢”
道路、桥梁 曹塘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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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桥梁（54 条）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

北宋初，为兵防和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设官路，据《常合昭志》

载：“黄泗浦路，自常熟镇北门（虞山镇北旱门）西北过顶山八

十里，至黄泗浦抵江。”境内路段，由“西徐市北出，经有石塘，

过牛潭桥、居塘（墩）桥、至西张市。”一直到栏杆桥、穿过屠

家圩，抵黄泗浦口。境内“官路”约有十公里。《西张地名志》

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路。

黄泗浦

路

在西张镇境内

经安庆村至塘

桥镇黄泗浦口

鸷塘、双龙、石

龙、西参、安庄、

栏杆、安庆

历史路名
道路、桥

梁、河流
黄泗浦桥

2
位于镇南，西张市至恬庄，接 204 国道 。长 7.7 公里，路宽 8

米。《西张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路。
西凤路 西张市至恬庄

金谷、双龙、凤

凰双塘、恬庄
历史路名

道路、桥

梁、
西凤桥

3

西栏路位于镇中部，西张市镇至栏杆桥镇，是一条贯通全镇的主

要公路，全长 5.8 公里，路宽 8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

一节，道路、公路。

西栏路
西张市镇至栏

杆桥镇公路
西张、栏杆 历史路名

道路、桥

梁
西栏桥

4
西塘路位于塘市至 204 国道，长 13.76 公里，路宽 22 米，《西

张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路。
西塘路 塘市至204国道 西张镇 路名

道路、桥

梁
西塘桥

5

双龙桥，位于双龙村朱家宕东，跨越蔡塘支流，桠杈潭石墩水泥

平面桥，通西栏公路，桥长 19 米，宽 15 米，《西张地名志》第

四章，第五节，桥梁。

双龙桥

位于双龙村朱

家宕东，跨越蔡

塘支流

西张、双龙 桥名
道路、桥

梁
双龙路

6

新西河大桥，位于西镇张市路，跨越新西河，双悬臂混凝土结构，

通张市路，桥长 23 米，宽 30 米，《西张地名志》第四章，第五

节，桥梁。

新西河

大桥

位于西镇张市

路，跨越新西河
西张、双龙 桥名

道路、桥

梁
新西河路

7

西参桥，位于西参村，跨西参桥塘，其名历代相传，始建于明代，

是三节石板结构的人行农桥，后建成双悬臂混凝土结构，通西塘

公路，桥长 21 米，宽 30 米，《西张地名志》第四章，第五节，

桥梁。

西参桥
位于西参村，跨

西参桥塘
西参 桥名

道路、桥

梁
西参路

8

栏杆桥，跨古黄泗浦，（今二干河），其名历代相传，始建于明

代，清乾隆年间和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两次重建，后有进行

多次改扩建，通西塘公路，桥长 40 米，宽 30 米，《西张地名志》

栏杆桥

栏杆桥，跨古黄

泗浦，连通西塘

公路

栏杆 桥名
道路、桥

梁
栏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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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五节，桥梁。

9
陆房市桥，位于栏杆村狼家桥北，跨老二干河。由徐氏第六房始

建。架通西栏公路，《西张地名志》第四章，第五节，桥梁。

陆房市

桥

位于栏杆村狼

家桥北，跨老二

干河

栏杆 桥名
道路、桥

梁
陆房市路

10

周百集桥，位于黄新桥村与袁市村之间，跨越珠村塘。清代，由

黄新桥村周姓筹措，众户集资建桥，现桥长 19 米，宽 6 米，《西

张地名志》第四章，第五节，桥梁

周百集

桥

位于黄新桥村

与袁市村之间，

跨越珠村塘

黄新桥、袁市 桥名
道路、桥

梁
周百集路

11
沿塘高头桥，位于魏庄村沿塘高头，跨越八千圩塘。现桥长 19

米，宽 6米，《西张地名志》第四章，第五节，桥梁

沿塘高

头桥

位于魏庄村沿

塘高头，跨越八

千圩塘

魏庄 桥名
道路、桥

梁

沿塘高头

路

12

常熟河桥，位于栏杆村日晖埠北，跨常熟河，（清同治十一年（1572

年）开凿老二干河时，连接老二干河与黄泗浦的一段河道），此

桥直通江阴北国。桥长 27 米，宽 2 米，《西张地名志》第四章，

第五节，桥梁。

常熟河

桥

位于栏杆村日

晖埠北，跨常熟

河，此桥直通江

阴北国

栏杆 桥名
道路、桥

梁、街道
常熟河巷

13
育才桥，位于西张学校内，由学校功能得名，跨越新西河，桥面

长 23 米，宽 6 米，连通校园前后。
育才桥

育才桥，位于西

张，跨越新西河
双龙 桥名

道路、桥

梁
育才路

14
联丰桥，位于安庆村屠家宕，，跨越古黄泗浦（今二干河）,《常

昭合志》有载“种田桥”。该处曾建联丰高级社，故名“联丰桥”。
联丰桥

联丰桥，位于安

庆村屠家宕，跨

越古黄泗浦（今

二干河）

安庆 桥名
道路、桥

梁
联丰路

15

交界桥位于五联村跨山东塘，《常昭合志》有载，清乾隆六十年

（1796）修拓山东塘，桥东属元阳里路西保，桥面属元阳里精舍

保。故名。

交界桥
交界桥位于五

联村跨山东塘
五联 桥名

道路、桥

梁
交界路

16
位于镇区南部，北起凤凰大桥，南至王压公路，长 4.8 公里，宽

10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路。
凤南路

北起凤凰大桥，

南至王压公路

凤凰、高庄、杨

家桥
桥名

道路、桥

梁
凤南桥

17

位于镇区北部，东起三角场，西过顾香花桥经北国镇赤岸接沙锡

公路，全长 5公里，宽 12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

道路、公路。

镇北路

在镇北部，东起

三角场，西过顾

香花桥经北国

镇赤岸接沙锡

公路

凤凰镇、珠村 桥名
道路、桥

梁、街道
镇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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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位于镇区部，东起用电站，西迄周家码头镇，全长 2.6 公里，宽

12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路。
凤码路

东起用电站，西

迄周家码头镇
凤凰镇 桥名

道路、桥

梁
凤码桥

19

位于镇区东部，凤凰山西麓，北起永庆寺门口，南至东庄，全长

0.9 公里，宽 8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

路。

永庆路

凤凰山西麓，北

起永庆寺门口，

南至东庄

凤凰 桥名
道路、桥

梁
永庆桥

20

位于镇 区西南部，西起葫芦墩，东至小庄村村委，向南接渡口

桥，过马路村接 204 国道。《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

路、公路。

小庄路

西起葫芦墩，东

至小庄村村委，

向南接渡口桥，

过马路村接 204

国道

小庄 桥名
道路、桥

梁
小庄桥

21

明弘治年间，建 “文星”桥，清咸丰 10 年（1854 年）李秀成部

下叛乱，战乱桥损，清光绪年间重建石桥，俗称“星桥”，后拆，

又重建称“反帝桥”，后又拆，后镇区改造在原桥址上建桁架拱

桥。全长 539 米，主桥长 142 米，宽 9米，《凤凰地名志》第四

章，第二节，桥梁。

凤凰大

桥

位于镇驻地，西

徐市集镇内，该

桥北接镇区，南

经凤南路接王

压公路

凤凰镇区 桥名
道路、桥

梁、
凤凰路

22
该桥向南经马路村至港口镇大航桥连通 204 国道，向西通镇区。

桥长 144 米，宽 5.1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渡口桥

该桥向南经马

路村至港口镇

大航桥连通 204

国道，向西通镇

区

马路 桥名
道路、桥

梁、
渡口路

23

位于镇西部，周家码头集镇内。跨张家港塘，桁架梁式结构，桥

长 96 米，宽 4 米。向南经夏市、茅庵村级公路通王压公路，向

西南过界泾桥至江阴市顾山镇，向北经洪泾村至西张镇栏杆桥。

《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公路。

周家码

头桥

位于镇西部，周

家码头集镇内
夏市、鸷 山 桥名

道路、桥

梁、

周家码头

路

24
位于镇陆镜西部，凤码路中段，跨支山塘浜。桥长 19 米，宽 12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支山桥

该桥为东西向，

东连镇区，西至

周家码头

支山 桥名
道路、桥

梁、河流
支山路

25

位于镇驻地西徐市集镇内，跨黄泥塘。旧称西桥桥旁有古银杏一

株，原石板桥，后多次拓建，桥长 19 米，宽 12 米。《凤凰地名

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镇中桥

在镇驻地西市

集镇内，跨黄泥

塘

凤凰镇 桥名
道路、桥

梁、
镇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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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黄泥桥位于镇驻地，西徐市集镇内，跨黄泥塘。向南 300 米与金

龙桥相望。水泥板梁结构，桥长 12 米，宽 16 米。《凤凰地名志》

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黄泥桥

东桥堍与凤凰

居民新区相连

接，西桥堍紧靠

凤凰农贸市场

凤凰镇 桥名
道路、桥

梁、
黄泥路

27

位于镇陆境东北部，凤凰村村委方基自然村东首，跨姚巷浜，水

泥拱桥，桥长 20 米，宽 3.5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一

节，道路、公路。

方基桥

该桥为界河，东

堍是港 口镇吴

湖村

凤凰村 桥名
道路、桥

梁、
方基路

28

塘湾桥，位于镇陆镜西部，支山村村委塘湾自然村西，跨塘湾浜。

水泥平板桥，桥长 8米，宽 3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一

节，道路、公路。

塘湾桥

位于镇陆镜西

部，支山村村委

塘湾自然村西，

跨塘湾浜

支山 桥名
道路、桥

梁、
塘湾路

29

位于镇陆境西部，珠村村委会自然村内，跨珠村塘。水泥拱形结

构。桥长 13 米，宽 3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

梁。

珠村塘

桥

位于镇陆境西

部，珠村村委会

自然村内，跨珠

村塘

珠村 桥名
道路、桥

梁、
珠村塘路

30

长泾桥，位于镇陆境西部，珠村村委会龙房巷西首，跨长泾塘，

水泥拱形结构。桥长 15 米，宽 4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

第二节，桥梁。

长泾桥

该桥向西通周

家码头，洪泾村

级公路，东通珠

村村级公路

珠村 桥名
道路、桥

梁、
长泾路

31

顾香花桥，位于镇陆境西北部，洪泾村委会顾香花桥自然村西首。

跨夹港，肋拱结构，桥长 18 米，宽 8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

章，第二节，桥梁。

顾香花

桥

位于镇陆境西

北部，洪泾村委

会顾香花桥自

然村西首。跨夹

港

洪泾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小区

顾香花弄

32

界泾桥，位于镇陆镜西部，夏市村委会大夏市西 ，跨界泾河。

水泥拱桥结构，桥长 16 米，宽 4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

第二节，桥梁。

界泾桥

界泾桥，位于镇

陆镜西部，夏市

村委会大夏市

西 ，跨界泾河。

该桥向西通江

阴顾山，向东接

夏市 桥名
道路、桥

梁、
界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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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桥

33

船舫桥，位于镇陆境西部，夏市村委会船舫浜西首，跨船舫塘浜，

水泥拱桥，桥长 22 米，宽 4 米。《凤凰地 2 名志》第四章，第

二节，桥梁。

船舫桥

位于镇陆境西

部，夏市村委会

船舫浜西首，跨

船舫塘浜

夏市 桥名
道路、桥

梁、
船舫路

34

联合桥，位于镇陆境西南部，茅庵村委会沿金西庄，跨耥耙泾。

水泥拱桥，桥长 15 米，宽 2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二

节，桥梁。

联合桥

位于镇陆境西

南部，茅庵村委

会沿金西庄，跨

耥耙泾

茅庵 桥名
道路、桥

梁、
联合路

35

高家桥，位于镇陆境东南部，广步村委会高家宕北内，跨陈宕浜。

水泥平板结构，桥长 10 米，宽 4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

第二节，桥梁。

高家桥

位于镇陆境东

南部，广步村委

会高家宕北内，

跨陈宕浜

广步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小区

高家巷

36

杨家桥，位于镇陆镜东部，杨家桥村委会驻地，跨孙塘。桥长 32

米，宽 4.5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据《常

昭合志》载：旧称咸佳桥，俗称杨家桥。

杨家桥

位于镇陆镜东

部，杨家桥村委

会驻地，跨孙塘

杨家桥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小区

杨家巷

37

西浜桥，位于镇东部，马路社区金家湾自然村内，跨金家湾西塘

浜，水泥拱形桥，桥长 15 米，宽 2 米。《凤凰地名志》第四章，

第二节，桥梁。

西浜桥

位于镇东部，马

路 金家湾自

然村内，跨金家

湾西塘浜

马路 桥名
道路、桥

梁、
西浜路

38
人民街，位于港口镇南，北起港口大桥西堍，南迄沉塘桥，全长

2400 米，宽 8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
港程路

位于港口镇南，

北起港口大桥

西堍，南迄沉塘

桥，后镇区人民

路往南延伸，接

程墩村部

程墩 桥名

道路、桥

梁、

居民小区

人民巷

39
金阳路，位于港口镇工业南区，东起人民路南段，西迄 204 国道，

全长 680 米，宽 18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
金阳路

位于港口镇工

业南区，东起人
程墩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金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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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路南段，西迄

204 国道

小区

40

港新路，东起港口镇团结桥北堍，向西折北至新桥村，呈曲尺形，

途经双塘、小山村，，全长 2.4 公里，路基宽 6-8 米，《港口地

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

港新路

东起港口镇团

结桥北堍，向西

折北至新桥村，

呈曲尺形，途经

双塘、小山村

双塘、小山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小区

港新巷

41
富民路，位于镇工业南区，金阳路南，东起安康路，西迄 204 国

道，道路宽 18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
富民路

位于镇工业南

区，金阳路南，

东起安康路，西

迄 204 国道

程墩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小区

富民巷

42
位于镇中部，东西向，跨庄泾村，西迄改道后连接新 204 国道。

全长 985 米，宽 9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道路。

中心横

道

位于镇中部，东

西向，跨庄泾

村，西迄改道后

连接新204国道

庄泾 桥名
道路、桥

梁

中心横道

桥

43

工业西区路，位于双塘村小山村境内，东起 204 国道，西至港口

轮窑，全长 1280 米，宽 16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一节，

道路。

工业西

区路

位于双塘村小

山村境内，东起

204 国道，西至

港口轮窑

双塘、小山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小区

工业西区

巷

44

大航桥，又名“桃红桥”，位于新庄村委南数十米，跨新塘河，

南北走向。此桥拓宽后，桥长 30 米，宽 20 米，《港口地名志》

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大航桥

位于新庄村委

南数十米，跨新

塘河，南北走向

新庄 桥名
道路、桥

梁
大航路

45

张家港大桥，位于港口镇西端，204 国道 888 公里处，跨张家港

塘南北。该桥为双悬臂桥梁，桥长 281.24 米，宽 18 米，中跨 54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张家港

大桥

位于港口镇西

端，204国道888

公里处，跨张家

港塘南北

港口镇 桥名
道路、桥

梁

张家港大

桥路

46

港口桥，位于港口镇东南，商业街东端，跨张家港塘，东西跨向。

通过多次改建，现为杆拱式结构《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

桥梁。，桥长 370 米，宽 8米，跨径 54 米，

港口桥

位于港口镇东

南，商业街东

端，跨张家港

塘，东西跨向。

港口镇 桥名
道路、桥

梁、街道
港口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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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接港程路，北

接农贸市场

47

白渡荡桥，位于港口镇东，清水村境内，距镇区 500 余米，处羊

福路、十苏王线交汇处，超西南，落东北，跨曲塘泾。拓宽后，

桥长 20 米，宽 15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白渡荡

桥

位于港口镇东，

清水村境内，距

镇区 500 余米，

处羊福路、十苏

王线交汇处，超

西南，落东北，

跨曲塘泾

清水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小区

白渡荡巷

48

团结桥，位于港口镇人民路北端，南北向跨张家港塘，系杆拱式

人行桥。桥长 80 米，宽 8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

桥梁。

团结桥

位于港口镇人

民路北端，南北

向跨张家港塘.

北通港恬路、港

新路，南接人民

路

港口镇 桥名
道路、桥

梁
团结路

49

恬庄桥，位于恬庄镇老街中心，跨奚浦塘，东西跨向，双曲拱型

桥，桥长 30 米，宽 6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

梁。

恬庄桥

位于恬庄镇老

街中心，跨奚浦

塘，东西跨向

恬庄 桥名
道路、桥

梁、街道
恬庄街

50

兴隆桥，位于恬庄镇北街梢，跨奚浦塘，东西跨向，西通 204 国

道，重建后，为板梁桥，桥长 30 米，宽 10 米，《港口地名志》

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兴隆桥

位于恬庄镇北

街梢，跨奚浦

塘，东西跨向，

西通 204 国道

恬庄 桥名
道路、桥

梁
兴隆路

51

七房桥，位于恬庄镇东街梢 300 米处，东西走向跨西杨塘，西桥

堍为恬庄村，东桥堍为杏市村。桥长 20 米，宽 6 米，《港口地

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七房桥

位于恬庄镇东

街梢 300 米处，

东西走向跨西

杨塘，西桥堍为

恬庄村，东桥堍

为杏市村

恬庄 桥名

道路、桥

梁、居民

小区

七房巷

52
新桥，位于新桥村委会东 300 米，东西向跨三丈浦塘，为凤恬公

路水泥拱涵桥，桥长 25 米，宽 15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
新桥

位于新桥村委

会东 300 米，东
新桥 桥名

道路、桥

梁
新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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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桥梁。 西向跨三丈浦

塘

53
吴湖桥，位于双塘村，桥处“湖下”，东西向跨三丈浦塘，长 25

米，宽 6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吴湖桥

位于双塘村，桥

处“湖下”，东

西向跨三丈浦

塘

双塘 桥名
道路、桥

梁
吴湖路

54
王泾桥位于港口镇东北，清水村境内，南北跨向，单孔水泥梁板

桥，长 12 米，宽 10 米。《港口地名志》第四章，第二节，桥梁。
王泾桥

王泾桥位于港

口镇东北，清水

村境内，南北跨

向

清水村 桥名
道路、桥

梁
王泾路

特色物产（4 条）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

高庄豆腐干： 产于凤凰高庄村，故名。高庄豆腐干出名始于清咸丰年间。

原料选用经精心筛选的地产小黄豆，制法独特，一般要经过磨豆、滤浆、

点卤等 11 道工序，制作精细，风味独特。民国初，豆腐干畅销常熟、江

阴、无锡等地。高庄豆腐干有香厚型、薄型两种，呈绛色，质地细实，五

香佐料渗透入味，闲吃或做下酒菜。《2019 张家港年鉴 28 页》

豆腐干 凤凰镇高庄村
凤凰镇高

庄村
凤凰特产

道路、桥

梁、居民小

区

豆腐干巷

2

弄里芹菜：产于凤凰镇金谷村朱家弄，故名。相传宋代名将韩世忠和夫人

梁红玉带兵驻守庆安，被金兵围困，军中缺粮，梁红玉率部遍寻野菜，至

弄里一带见大片野芹，采集后洗尽，煮熟，用来充饥。以后，人们把野芹

移植家种，称玉芹，并精心培育，世代栽种。芹菜品种有大青种、小青种、

红种、麻栗等具有嫩茎（俗称白头）长，叶柄青，质地脆、香味浓，存放

时间长的特点。无论是清炒，还是与豆制品素炒或与肉类混炒，味道鲜美，

各具风味。也可在开水里烫，切成段状，浇上酱油、麻油等佐料，拌作冷

菜，吃起来香脆、鲜嫩、爽口，能去腻，舒胃。是苏州、无锡、上 海一

带家庭日常生活和便宴常用的菜肴。《2019 张家港年鉴》28 页

弄里芹

菜

凤凰镇金谷村

朱家弄

凤凰镇金

谷村
凤凰特产

道路、桥

梁、居民小

区

弄里芹菜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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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3

凤凰水蜜桃：产于凤凰故名。其中支山、凤 凰山的水蜜桃最有名。1952

年，水蜜桃品种从无锡引进，经长期精心选育，品种得到改良，培育出新

的优良品种。有白凤、白花、黄皮、小青等主栽品种。皮色有淡黄、乳白、

微红色，具有果大、肉嫩、鲜甜、汁多、果皮易剥等特点，受苏州、南京、

上海等大中城市居民喜爱。《2019 张家港年鉴》28 页

水蜜

桃
凤凰镇 凤凰镇 凤凰特产

道路、桥

梁、

街道

水蜜桃弄

4

凤凰白茶：产 于凤凰山东麓故名。2008 年，凤凰山茶园引进安吉白茶良

种，针对其适应性要求高的特点，改革栽培技术，创新加工工艺，把好采

摘关，重视萎凋，注重杀青、回潮揉捻、薄摊二青、搓条整形、足干提香

的独特工艺流程，精心制作。凤凰白茶以叶白、脉绿、香郁、味醇独树一

帜，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氨基酸含量高于普通绿茶 2 至 5 倍,味鲜爽

不苦涩。《2019 张家港年鉴》28 页

白茶 凤凰山 凤凰镇 凤凰特产
道路、桥

梁、街道
白茶弄

著名人物（23 条）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

陆器：（约 815-约 875）河阳山（今张家港市凤凰镇人。唐朝开成五年

状元，是苏州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位状元。少年时勤奋好学，常到凤凰 山

读书台攻读经文。官职为右仆射太子太师。陆器中状元后在凤凰山下的

山前巷建花厅及“保善堂”。（中国文化名镇工程《凤凰镇志》人物传

略）

保善

堂
河阳山山前 凤凰镇

唐代名人相

关事物
道路、桥梁 保善堂桥



29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2

陈基（1314-1370）字敬初，原籍浙江临海人，后定居河阳。书法家、

史学家。元至正中，授于经筵检讨。元末，为江浙右司员外郎。明初参

修《元史》，后赐金返乡定居河阳里（今双塘村）。今河阳里陈姓有其

后。(《港口镇志》第十三编“人物”)

敬初 河阳里
港口街道、

双塘村
元代史学家

道路、桥梁 、

河流

敬初路、

敬初桥

3

徐植 （约 1385-1405）字元芳，明初河阳山人，著名孝子。其父是乡间

粮赋官员，永乐年间奉命运送粮食，因中途遇黄河壅塞，水路不通，贻

误缴粮日期，按律当斩。徐植时年 20 岁，挺身而出，赴所司自陈，代

父受刑。乡人为纪念孝子徐植，在凤凰山麓建造徐孝子祠。（中国文化

名镇工程《凤凰镇志》人物传略）

元芳 河阳山 凤凰街道 徐植字 道路、桥梁 元芳路

4

钱洪（1408-1466）字理平，鹿苑奚浦人，恬庄镇创始人，一生行善举，

慷慨解囊助人，修水利，赈灾民，当地百姓称其“义官”。(《港口镇

志》第十三编“人物”)

理平 恬庄镇 恬庄镇 钱洪字 道路、桥梁 理平桥

5

徐恪（1431-1504）字公肃，八房巷（凤凰村）人。明成化二年进士。

历任工科给事中、湖广左参议、河南右参政、河南左、右布政使、右副

都御史、南京工部右侍郎，弘治十一年辞官返乡。（中国文化名镇工程

《凤凰镇志》人物传略）

公肃 凤凰村
凤凰镇

凤凰街道
明代名人

道路、桥梁、

街巷

公肃街

公肃桥

6

萧奎（1440-1500）字汉文。居河阳里（今双塘村）。成化八年登进士，

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工部员外郎、云南按察佥事、提督学政。(《港口

镇志》第十三编“人物”)

汉文 河阳里

港口街道、

西张市、栏

杆

萧奎字 道路、桥梁 汉文路

7

蒋钦（1458-1506）字子修，凤凰镇人。明弘治九年进士，授卫辉推官、

南京监察御史。明正德元年，与同僚直切进谏，触怒刘瑾，逮捕下诏狱，

受刑罚后死于狱中。蒋钦被诛杀后被赠光禄寺少卿。（中国文化名镇工

程《凤凰镇志》人物传略）

子修 凤凰镇 凤凰镇 明代名人 道路、桥梁 子修桥

8

徐詧（？-1555）字鉴之，西徐市（今凤凰镇）人，抗倭名将。1555 年，

在追杀倭寇时，遭倭寇埋伏，力战身亡。后人建忠孝祠，以资纪念。

（中国文化名镇工程《凤凰镇志》人物传略）

鉴之 凤凰镇 凤凰街道
明代抗倭名

将
道路、桥梁 鉴之路

9
钱泮（1493-1555）字鸣教，号云江，河阳里（今双塘村）人，明嘉十

三年举人，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福建侯官县、浙江慈溪县知县，刑部主
鸣教 河阳里 港口街道 明代名人 道路、桥梁 鸣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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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事、员外郎，四川顺庆府知府，陕西副使，备兵汉中。嘉靖三十四年升

江西参政。是年回乡为父守孝。期间，倭寇侵扰江南，常熟知县邀钱泮

共商守城抗倭，率军民奋力抗敌。一日，在追赶倭寇时，误入包围，因

寡不敌众，被倭寇连刺三刀而壮烈牺牲。(《港口镇志》第十三编“人

物”)

云江 河阳里 港口街道 钱泮号 道路、桥梁 云江路

10

宋涛（？-1555）字一源，号小峰，栏杆桥人。出身望族世家，从小 习

武，研读兵书，在倭寇来犯时，身先士卒，明嘉靖三十四年率兵追赶拦

截，遭倭寇伏击，为国捐躯。（《西张镇志》第十三编“人物”）

小峰 栏杆桥 栏杆桥
明代抗倭

民族英雄
道路、桥梁 小峰桥

11

杨仪（1488-1564）字梦羽，号五川。港口程墩村人。明嘉五年中进士，

授工部主事，转礼、兵二部郎中，后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 ，率兵驻霸

州，遂以称病回乡居常熟城，在家著书多部。(《港口镇志》第十三编

“人物”)

梦羽 港口程墩村
港口街道

程墩村
明代名人 道路、桥梁 梦羽路

12

陈瓒，字廷穆，恬庄镇人。明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任江西省永丰县知县，

擢刑科给事中，升左给事中。隆庆元年任太常少卿。万历中期，任刑部

左侍郎。退职后朝庭赠右御史官职。(《港口镇志》第十三编“人物”)

廷穆 恬庄镇 恬庄镇 明代御史
道路、桥梁、

河流
廷穆路

13

萧应宫（1539--1611） 字观复，港口小山村人。明万历二年进士，任

刑部郎中，后出任东昌知府。万历二十年，出任辽海道兵备，监军朝鲜。

因仗义直言，得罪权贵，被诬告入狱，流放边地。(《港口镇志》第十

三编“人物”)

观复
港口镇小山村

(今双塘村）

港口镇

恬庄镇
明代知府

道路、桥梁、

河流
观复路

14

缪希雍（1545-1627）字仲醇，号慕台，凤凰镇杨家桥村人，后居金坛。

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名医。通晓医书，尤其擅长本草之学 。

（中国文化名镇工程《凤凰镇志》人物传略）

慕台
凤凰镇杨家桥

村

凤凰街道

杨家桥村
明代名医 道路、桥梁、 慕台桥

15

钱陆灿（1612-1698）字湘灵，号圆沙，自号铁牛居士，居河阳里，清

康熙年间诗人，重修《常昭合志》主编。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名列第二，

后因粮案牵累，未仕，以教书为生。（中国文化名镇工程《凤凰镇志》

人物传略）

湘灵 凤凰镇 凤凰镇 钱陆灿字 道路、桥梁 湘灵路

圆沙 凤凰镇 凤凰镇 钱陆灿号 道路、桥梁 圆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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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6

钱朝鼎：字禹九，号黍谷。港口小山村人。清顺治四年进士，授刑部主

事，员外郎中，广东提学，转任浙江按察使，顺治十五后，升为左副都

御使。(《港口镇志》第十三编“人物”)

黍谷
港口镇小山村

(今双塘村）

港口镇

双塘村

清代御使 道路、桥梁、

河流
黍谷路

17

孙承恩（1619-1659）原名曙，字扶桑，河阳（今恬庄镇 ）人。清顺治

十五年进士，钦定为一甲一名即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

（《苏州史纲》《明清江南望族史》《苏州状元》《港口镇志》第十三

编“人物”

扶桑 恬庄镇 恬庄镇 清代名人
道路、桥梁、

街巷
扶桑路

18

蒋陈锡（1653-1721）字文孙，号雨亭，港口镇人。清康熙二十四年中

进士，授陕西富平知县。四十一年任天津淮徐道，后迁河南按察使，后

升山东布政使，不久晋升巡抚。五十五年擢云贵总督。在运粮劳军入藏

途中卒，葬于香山。（中国文化名镇工程《凤凰镇志》人物传略）

文孙 港口街道 港口街道 蒋陈锡字
道路、桥梁

街巷

文孙桥

雨亭 港口街道 港口街道 蒋陈锡号
道路、桥梁

街巷
雨亭街

19

蒋廷锡(1669-1732) 字扬孙，号西谷，恬庄人。清康熙三十八年举人，

四十二年特赐进士，历任侍讲、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允经筵讲官。雍

正元年迁礼部侍郎，后晋户部尚书，六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加太子太傅，赐轻车都尉世职。蒋廷锡博学多才，先后任《明史》、《圣

祖实录》总裁，《大清会典》副总裁。精于逸笔写生，所绘花鸟画为宫

禁所珍藏。卒后谥文肃。葬于湖下。《港口镇志》第十三编“人物”

西谷 港口街道
港口镇

恬庄镇
清代大学士

道路、桥梁、

街巷
西谷路

20

蒋溥（1708--1761）字质甫，号恒轩，蒋廷锡长子。港口镇人。清雍正

八年，二甲一名进士（传胪）。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内阁学士、

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港口镇志》第十三编“人物”

恒轩 港口街道
港口镇

恬庄镇
清代大学士

道路、桥梁、

街巷
恒轩路

21

宋孔征（1717-1791）字文献，海虞宋氏第十六世孙，世居安庆村塘下

庄，后迁栏杆桥。清乾隆年间地方绅士。栏杆桥集镇主要创始人。建桥、

建祠，捐田双椿庵，施舍难民，县令授于“积善流恩”匾额。（中国文

化名镇工程《凤凰镇志》人物传略）

文献 栏杆桥 栏杆桥 地方绅士
道路、桥梁、

街巷

文献桥

文献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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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22

杨岱（1737-1803）字元峰，号守默，恬庄人（祖籍浙江），清乾隆、

嘉庆年间地方绅士。行善举，办义事，清乾隆五十四年，受旌“乐善好

施”匾额。出巨资，拓建恬庄，成为虞西重镇。重孝道，卒后，里人于

嘉庆九年上奏朝庭，旌表其为孝子，奉旨建孝行牌坊，入忠孝祠。《港

口镇志》第十三编“人物”

元峰 恬庄 恬庄镇 孝子 道路、桥梁
元峰桥

元峰路

23

杨泗孙：（1823-1888）字钟鲁，号滨石，恬庄镇人。清道光十九年举

人，咸丰二年恩科中一甲二名进士及第即为榜眼，授翰林院修，入直南

书房。咸丰十年擢侍讲学士，太常寺少卿。《港口镇志》第十三编“人

物”

钟鲁 恬庄镇 恬庄镇 清代榜眼
道路、桥梁、

街巷
钟鲁街

旅游景点（10 条）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

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

恬庄古镇（街），位于凤凰镇东部约３千米。恬庄形成于元末明初，始称田

庄，奚浦钱氏为便于收取田租而建，以后渐成集市。明嘉靖年间，河阳市遭

倭寇抢略，居民纷纷迁徒到田庄定居，因人们忿于兵荒马乱，思念安定生活，

取“田”之谐音，改为“恬”故名。清嘉靖年间，杨氏从浙江湖州迁居恬庄，

发家之后，镇区得于拓展。至清代中叶，全镇有东、南、西、北 4 条主街道，

巷门 6 座。奚浦塘穿镇而过，河上有桥 3 座，镇上店铺林立，庙宇特多，人

文历史深厚、古迹保存完整。20 世纪 70 年代， 奚浦塘拓宽，南街被拆，东、

西街改建，仅存北街，两旁建筑大多保留了清代、民国时期原有风貌。由于

年久失修恬庄古建筑多处损毁。2006 至 2010 年凤凰镇先后投入 7500 多万元，

恬庄

古镇

位于凤凰

镇 东南

约3千米，

204 国道

与凤恬路

交叉处

恬庄

原意为收取田

租而建的庄。

后意为祈求过

上恬淡安适的

生活，该街年

代久远

道路、桥梁

恬庄古镇

路

恬庄古镇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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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街、宅、街道、桥梁、河岸等修复、重现古镇的历史风貌。《苏州市吴

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四部分“纪念地、旅游地地名”“恬庄

古镇”条目）

2

榜眼府：位于恬庄镇北街中段。此宅是清乾隆年间杨岱为母袁宜人八十寿所

建。咸丰二年，杨岱曾孙杨泗孙考中榜眼，在宅前立四根旗杆，时称“旗杆

里”。后人称“榜眼府”。榜眼府建筑绵延近百年，数次修建 改建，为一座

仿明建筑和清代中后期建筑的结合体，是典型的官邸建筑。全国解放后，房

产收归国有，部分给镇上无房户居民居住。1958 年 2 月，恬庄乡成立时为政

府机关所在地。1960 年后，为恬庄针织厂、沙洲棉织六厂生产用房。后因年

久失修而成危房。2006 年后，张家港市政府、凤凰镇政府为保护古建筑，按

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其修复，2007 年 8 月竣工。修复后的榜眼府建筑

面积 2970 平方米，分五进。2011 年起对游客开放。2013 年，获国家文物保

护单位。《苏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四部分“纪念地、

旅游地地名”“榜眼府”条目）

榜眼

府

恬庄北街

中段
恬庄

科举考试第二

名称榜眼

道路、桥梁

街道
榜眼符弄

杨氏南宅：位于恬庄南街的巷门口，建于清代，为杨岱父亲杨继祖故居，后

由孙杨景谊居住。杨氏南宅坐西向东，砖木结构，硬山式建筑，是典型的明

代建筑。占地面积 7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共分四进，分别为门

厅、仪门、大厅和后厅。2007 年，凤凰镇政府进行修复。2011 年起对游客开

放。2013 年，获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文化名镇工程《凤凰镇志》古镇

风貌，杨氏宅第条目）

南

宅

恬庄南街

巷门口
恬庄

杨氏宅第有三

处，南宅、中

宅、北宅。最

早建的又是处

在南边，故名

道路、桥梁 南宅弄

红豆树院：位于凤凰镇西徐市西 200 米，属凤凰镇支山村邓家宕自然村境内。

据传，该红豆树系南梁武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亲手植于支山，后由明代御史徐

恪移至邓家宕，今仍枝叶繁茂，故名。原称古宅庭院，今为红豆树院。占地

面积 1400 平方米，铁栅护栏。红豆树高 6 米，树围 1.41 米。2000 年，这棵

沉睡了近半个世纪的古树开花结果。该树院为张家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苏

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四部分“纪念地、旅游地地名”

“榜眼府”条目）

红豆

凤凰镇西

徐市西

200 米，支

山村邓家

宕

支山村
寄托相思，

爱情的象征

道路、桥梁

居民小区 红豆苑

醴泉：位于凤凰山主峰西侧附近，是一口直径不足一米的泉水井，称醴泉。

当地人称“仙人洞”，也称“圣井”。《永庆寺志》载：醴泉，在河阳山上，

天生一石潭，泉从石缝中出，久旱不枯，故名。醴泉属天然井列河阳山内八

醴泉

位于凤凰

山主峰西

侧

凤凰镇

泉水井 ，泉

从石缝中出，

久旱不枯

道路、桥梁

河流 醴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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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一。自古以来，有不少文人墨客前来登山观景，即兴挥毫，留下许多佳

名。（苏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四部分“纪念地、旅游

地地名”“ 醴泉”条目）

河阳山歌馆：位于凤凰山西北，凤恬路与金谷路交处。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 3806 平方米。2009 年由凤凰镇人民政府投资 4500 万元建造。

2010 年竣工并对游客开放。河阳山歌馆集展示演出、学术研究及文化交流于

一体，故名 。馆内布置河阳山歌历史传承资料，设有河阳山歌主题馆、历史

文物陈列馆、名人厅、民俗厅、碑廊、戏台、凤凰阁、学术交流中心。馆内

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一派古典风韵，游人徜徉期间，可观看有关河阳山歌

的产生，传承的图片和文字，欣赏山歌手们原汁原味的演唱。南京大学中韩

文化研究中心、三江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在河阳山歌馆挂牌，并共同建立

张家港市河阳文化研究所。（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凤凰镇志》河阳山歌条

目）

河阳

山

歌

凤凰山西

北，凤恬

路与金谷

路交界处

凤凰镇
河阳当地民间

传唱的山歌
道路、桥梁

河阳山歌

桥

凤凰湖生态湿地公园：位于凤凰山风景区（凤凰山北）。建于 2012 年，湖区

总面积 28.9 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 16.5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9.5 万平

方米，建筑总占地面积 1393 平方米，集观光旅游休闲、生态湿地保护、山体

林地保护、镇区应急水源储备、城市防涝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园，2013 年建成

向游客开放。2014 年凤凰湖生态湿地公园项目被列为苏州市美丽城镇建设示

范项目。（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凤凰镇志》凤凰湖生态湿地公园条目）

凤凰

湖

凤凰山风

景区（凤

凰山北）

凤凰镇

凤凰湖开发

成苏州市美丽

城镇建设示范

项目，生态湿

地公园

道路、桥梁 凤凰湖路

张家港水蜜桃博物馆：位于凤凰水蜜桃产业园内。占地面积 5000 余平方米，

建筑面积 8000 余平方米。2010 年规划建设，2011 年建成开放。馆由 1 个中

厅和四个展厅组成，主要展示凤凰水蜜桃的发展历史和产业特色，从桃产业、

桃文化、桃科技等方面充分显现桃乡的绚丽风景，使之成为集文化展示、科

技教育、综合实践于一体的桃主题基地。（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凤凰镇志》

蜜桃文化张家港水蜜桃博物馆条目）

水蜜

桃

凤凰水蜜

桃产业园

内

凤凰镇
生活甜蜜，象

蜜桃一样

道路、桥梁

居民小区

水蜜桃苑

飞翔农业生态园：位于凤凰镇程墩西路。占地面积 166.67 公顷，2014 年建成，

并于同年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示范单位、江苏省四星级乡

村旅游项目。有蜜梨基地、优质蔬菜基地、观光苗木基地、水产养殖基地、

休闲旅游基地和农产品展示中心，有果蔬采摘、农事体验、休闲垂钓、迷宫

探险等项目。2015 年，飞翔农业生态园被评为国家三星级乡村旅游点，2015

飞翔
凤凰镇

程墩西路
凤凰镇 大鸟高飞之意 道路、桥梁 飞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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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苏州市美丽城镇建设示范项目。（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凤凰镇志》凤

凰山风景区农业生态园条目）

文昌阁 文昌阁原建于永庆寺东侧，清嘉庆年间（1796-1820）由乡人易万禄

所建。易氏后人易秉钧等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集资翻修。后此阁连同永

庆寺被毁。2008 年，凤凰镇人民政府为褒扬凤凰百姓“耕读传家”的优良传

统，在永庆寺北侧动工兴建文昌阁，2010 年竣工。（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凤

凰镇志》凤凰山风景区文昌阁条目）

文昌

凤凰镇

永庆寺北

侧

凤凰镇
祈求当地文化

繁荣之意
道路、桥梁 文昌路

古桥（8 条）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

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

富民桥，位于凤凰镇清水村境内，跨曲塘泾，南北走向。按出资造桥者愿望，

祈求当地民众富有，故名。曲塘泾又称清水塘，故又称清水塘桥。始建于明

万历三十三年，由当地富户李明扬与夏陈氏出资合建。清康熙四十三年修葺。

系纵联分节并联的单孔石拱桥。桥墩采用青石堆砌，桥面及拱形桥洞均用花

岗石。全长 16.5 米，宽 2.7 米，中孔跨度 6.2 米桥顶距水面高 4 米。大理石

级以花岗石为材，南有 11 级北有 14 级。拱顶桥面中央铺 1 米正方形石板，

雕刻圆形“云日图”，形制古朴。拱梁两侧镌有“富民桥”隶书桥名。拱端

北侧左右有两明柱，镌“南无阿弥陀”六字，保存完好。桥旁另新建水泥平

板桥一座，北通羊福路。原富民桥两端无路可通。1998 年 10 月，富民桥被列

为张家港市文物保护单位。该桥 2015 年 4 月列入张家港市第一批吴文化保护

名录。《苏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三部分 道路、桥梁地

名

富民

凤凰镇清

水村清水

塘上

清水村

历史古桥。出

资 造 桥 者 愿

望，祈求当地

民众富有

道路、桥梁 富民路

2

货到桥（火烧桥）：货到桥为宋元时期至 1977 年古桥名。位于凤凰镇双塘村

第一、第二村民小组境内。跨奚浦塘，东西走向。今无实体。据《重修常昭

合志》卷三《山川志》载：港口北出陆路有货到桥。从前海运货物到此，故

名。始建年代不详。初建时称太平桥，是民众追求太平生活的一种心态与渴

望，可事与愿违，清咸丰兵燹，桥旁民居被战火烧毁，而石桥尚存。当地民

太平

凤凰镇双

塘村第

一、第二

村民小组

双塘村

历史古桥。民

众追求太平生

活的一种心态

与渴望

道路、桥梁 太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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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为记住这一事件，将此桥称为“火烧桥”。

货到桥长 20 米，宽 2.5 米，单孔石桥，东西两边各有 18 个石级，拱梁两侧

镌有“太平桥”字样，1956 年改建成石板桥。1976 年奚浦塘改道，老河填没。

1977 年桥被拆除。今桥旁民宅犹存，宅名亦称火烧桥。该桥 2015 年 4 月列入

张家港市第一批吴文化在名保护名录。《苏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

港卷）》第三部分 道路、桥梁地名

通济桥：位于恬庄北街稍，南北纵向，跨小泾河口，与北街连接成一体。通

济桥始建于明代 。乾隆四十年，杨岱重建。由三条长石拼筑而成，长 6 米，

宽 1.8 米， 单孔 ，桥面南端有北巷门、更楼。从北街穿过更楼拾级而上，

过巷门桥上面，下石级，是入恬庄的一道关口，1956 年，小泾河填没，桥被

拆除。2012 年，恬庄古街开发旅游，重挖小泾河，重建通济桥。为单孔拱桥，

花岗岩石筑成。桥长 12 米，宽 3 米，桥侧面为梯形状，两边为石级，石级两

边为石栏杆，桥面呈长方形，有四个立柱，建有亭子，桥两侧石上刻“通济

桥”字样。该桥 2015 年 4 月列入张家港市第一批吴文化在名保护名录。《苏

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三部分 道路、桥梁地名

通济 恬庄镇北

街稍

恬庄镇
历史古桥。相

互帮助，有难

共济之意

道路、桥梁 通济路

船底桥（船抵桥）位于凤凰镇广步村东部，跨龙驹塘，南北走向，与 204 国

道连为一体，处张家港市于常熟交界处。传船底桥始建于明代，为石桥，桥

形与船底相似，两头高中间低，故称船底桥。又说是秦始王去东海寻找徐福，

船小难于过海，折返河阳，重造大船，船抵此处，称船抵桥。船底桥清代时

为梁式石板人行桥。民国时修筑十苏王公路时，改建成木结构桥，长 16 米，

宽 2.5 米。1978 年改建成水泥桥。1984 年公路截弯取直东移 300 米拓改 204

国道，在龙驹塘上新建公路桥仍称船底桥。1990 年重建水泥拱型结构，长 12

米，宽 40 米。该桥 2015 年 4 月列入张家港市第一批吴文化在名保护名录。

《苏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三部分 道路、桥梁地名

船底

凤凰镇广

步村东

部，跨龙

驹塘，张

家港市于

常熟交界

处

高庄村 历史古桥。固

定的形态之意

道路、桥梁、

河流

船底路

河阳桥：位于凤凰镇双塘村委南 1 千米，东西向，跨三丈浦塘，为宋代 2000

年古桥名。因处河阳山东麓，故得名。河阳桥始于宋皇祐二年，单孔石板桥。

明万历十八年重修。清雍正十三年再度重修。太平天国时桥梁被拆，仅剩桥

墩，后用九根圆木分三段铺木板通行。1966 年 7 月，桥坍入河中。1967 年重

建水泥肋拱桥，长 25 米，宽 2 米。2000 年，建沿江高速公路时被拆除。该桥

2015 年 4 月列入张家港市第一批吴文化在名保护名录。《苏州市吴文化地名

河阳

凤凰镇双

塘村西南

1千米，跨

三丈浦塘

双塘村
历史古桥。河

之北为河阳
道路、桥梁 河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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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三部分 道路、桥梁地名

柳陌西桥：位于凤凰镇杨家桥村曹庄境内，跨曹庄浜，南北走向，与凤南

公路为一体。该桥初建于明代，为单孔青石拱型桥。有诗赞:“杨柳成行拂水

面，阡陌纵横田相连”，故称柳陌西桥，民间讹称娄麦西桥。1982 年修建凤

南公路时改建成水泥拱型桥。1996 年凤南公路扩建，重建水泥公路桥，桥长

12 米，宽 20 米。该桥 2015 年 4 月列入张家港市第一批吴文化在名保护名录。

《苏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三部分 道路、桥梁地名

柳陌

凤凰镇杨

家桥村曹

庄境内，

跨曹庄浜

凤凰街道

杨家桥村

历史古桥。有

“杨柳成行拂

水面，阡陌纵

横田相连”的

田园风光之美

景，故名“柳

陌”

道路、桥梁、

街巷
柳陌巷

让塘桥：位于凤凰镇马路村（金家湾)境内，跨张家港塘。南北走向，南去 204

国道，北往凤凰镇。清康熙《常熟县志》卷五《桥梁》记载，让塘桥旧名尚

塘桥，邑士邹礼辨“尚”为“让”。邹礼认为“尚塘”应为“让塘”，于是

尚塘桥改名为让塘桥，故名。让塘桥原为三孔圆弧形石桥，始建年代不详。

1968 年拓浚张家港塘时被拆除。1969 年 7 月，在让塘桥原址重建长 63 米，

宽 3.2 米的有肋砖拱桥，称“反修桥”。2001 年改建 成桁板梁结构，长 55

米，宽 3.2 米，三孔路跨径分别为 16 米、22 米、16 米。并复名让塘桥。该

桥 2015 年 4 月列入张家港市第一批吴文化在名保护名录。《苏州市吴文化地

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第三部分 道路、桥梁地名

让塘

凤凰镇马

路村（金

家湾）跨

张家港塘

凤凰街道

历史古桥。

“让”为周文

王之子仲雍三

让皇位而得

名。

道路、桥梁

河流
让塘路

黄家新桥：古名黄村桥。位于栏杆桥集镇南侧，魏庄村境内，全长 18.2 米，

中心石板长 5.6 米，东西走向。始建年代不详。黄家新桥横跨支山塘，桥面

及桥东坡分别由并排的三块石板组成。清末由黄定章出资改建，更名为黄家

新桥。黄家新桥于 2009 年被列为张家港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名镇志文化

工程《凤凰镇志》古镇风貌，黄家新桥条目）

黄村

栏杆桥集

镇南，魏

庄村境内

魏庄村

历史古桥。由

黄姓居住的村

庄得名黄村

道路、桥梁 黄村路

寺 庙（1 条）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

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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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

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

永庆寺：位于凤凰镇凤凰山西麓，占地面积 2.47 万平方米。永庆寺旧作永庆

教寺，建于梁大同二年。梁侍御史陆孝本舍宅建寺。宋政和四年始乞奏名大

福寺。至庆寺大中祥元年正式定名永庆寺。宋元时期，永庆寺有三绝，一是

肉身菩萨，二是山顶的天然石井， 三是寺前八桧。元末寺毁。明洪武初，僧

人如海重建，不久遭毁。正统九年再重建。嘉靖间邑人徐恪修，万历间邑人

萧应宫、钱岱重修。清顺治年间，寺再毁，梁溪和尚宗智发愿重兴，越四年，

寺复鼎新，建地藏殿、藏经楼。其后年久失修，寺庙再遭重创。同治间，赓

阳和尚重修殿宇。光绪间，澈尘和尚继修。道光间，永庆寺新建文昌阁。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永庆寺被彻底毁坏，只留下银杏树。1993 年 8 张家港

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建永庆寺，有山门殿、大雄宝殿、伽蓝殿、玉佛殿、观音

殿、地藏殿，念佛殿、宿舍楼、安养院和钟楼。该寺 2015 年 4 月列入张家港

市第一批吴文化在名保护名录。《苏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张家港卷）》

第四部分纪念地、旅游地名

永庆
凤凰镇凤

凰山西麓
凤凰镇 永远庆幸之意

道路、桥梁、

居民小区

永庆路

永庆苑

大福
凤凰镇凤

凰山西麓
凤凰镇

运气好，常有

喜事，有幸福

感

道路、桥梁 大福路

诗词楹联（5 条）

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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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1

永庆寺

【宋】李堪

岩扉开早凉，谷鸟远纷翔

花气湿幽径，磬声清上方

云生松涧底，泉落藓池旁

我有遗荣意，移时坐石床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凤凰镇志》艺文

杂记，诗歌条目）

藓池 凤凰山景区 凤凰镇

指凤凰山上的“三潭”，小石潭、

葫芦潭、放生潭，三潭称藓池。

为凤凰山的内八景之一。

道路、桥梁 藓池桥

2

游秀峰吊陆状元

【元】杨维桢

河阳山色画图开，绝壑悬崖亦壮哉。

华表不闻仙鹤语，醴泉曾引凤凰来。

玉鱼金碗皆黄土，石兽丰碑长绿苔。

独有桓桓邱陇在，秀峰相对读书台。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凤凰镇艺文杂

记，诗歌条目）

醴泉 凤凰山景区 凤凰镇

据《重修常昭合志》记载：“河

阳山有天然井，尝出醴泉，广二

尺。泉清而甘，虽大旱不竭。”

醴泉为凤凰山的内八景之一。

道路、桥梁

河流
醴泉桥

凤凰 凤凰山景区 凤凰镇 一对鸟名。
道路、桥梁

河流
凤凰桥

秀峰 凤凰山景区 凤凰镇
凤凰山山巅有秀峰。秀峰为凤凰

山的内八景之一。

道路、桥梁、

居民小区
秀峰苑

读书 凤凰山景区 凤凰镇

《常熟县志》记载：“陆状元读

书台，在县西北河阳山下唐状元

陆器旧址，然一石也”。

道路、桥梁、

街巷
读书巷（弄）

3

凤山记述

【明】徐恪

家林原在凤山前，绿野茫茫际过川。

直道曾遗展禽黜，知机不似季鹰先。

悠悠往事今何较，落落虚怀我自便。

卧起两峰如濯翠，炉熏聊复对遗编。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凤凰镇艺文杂

记，诗歌条目）

山前 凤凰山景区 凤凰山南 凤凰山之南
道路、桥梁河

流

山前路

山前桥

山前河

濯翠 凤凰山景区 凤凰镇
刚清洗过后，山峰变得更翠绿，

显得十分干净之意
道路、桥梁 濯翠桥

4
古桧

赵在公
双桧 凤凰山区 凤凰镇 双桧：为凤凰山的内八景之一。 道路、桥梁 双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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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词来历 采词 所在地理位置 适用区域 含义 使用类别 名称案例

古物前朝百不存，凛然双桧峙山门。

株横曾被雷霆震，干直宁容雾雨昏。

帝子手栽偏见重，武侯祠植并垂论。

重阴翠叶犹文藻，睹此尤令选帙尊。

5

空榕

赵在公

奇形磊落布瞿昙，空洞玲珑佛可龛。

力捍风霆雄砥柱，腹藏云物隐峰岚。

荒山剪伐枝犹菀，造化闲抛气尚酣。

莫道散材无匠睨，此中还可贮经函。

空榕

凤凰山景区 凤凰镇

空榕即空心树。空榕为凤凰山的

内八景之一。
道路、桥梁、

景点

空榕园

玲珑 玲珑指物体做得精巧细致 玲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