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是一个地方的标识，往往蕴
含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有趣味的无
锡地名，更是显示了这个地方与众不同
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气息。

无锡有许多以“新”字命名的地
名。尽管冠以一个“新”字，但追溯它的
历史，都已经不新或又更新了。

新吴区，是无锡市的行政区。
1992年，无锡国家高新区在这里诞生
了；1995年，设立无锡新区；2016年2
月，设立新吴区。“吴”，在这里已有三千
多年的历史了，冠以“新吴”，意为在古
老的土地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新城，在全国多得不计其数，无锡
也有很多，如太湖新城、蠡湖新城、惠山
新城、锡东新城，等等。要知道，无锡最
古老的新城，在马山，位于象鼻山与门
前山之间。据传，春秋时吴王在此筑土
城，积草囤粮，故名新城。

新安，据史载，无锡自宋代将26个
乡裁并为22个乡之后，至今仍保留原
名称建制的乡镇（街道），仅新安和扬
名。位于新吴区的新安，从古到今，素
有“活码头”之称，如今日新月异，慧海
扬帆，仍在做长新久安之梦。

新开河，位于无锡城内，是因1607
年经过重新疏通后命名的；1953年填
河成185米长的路，故又命名为“新生
路”。在城内惠勤路北段，也有一条新
开河，长218米，宽2米，此河在1937年
新开而命名。

新巷，位于城中民主街附近，于
1916年形成，长112米，至今也有百多
年历史了。

新街，位于城中长庆路中段，原名
“阴街”，1926年由高姓、顾姓分别造房
10间，改名为“新街”。

新民路，是南长街由北向南的第
一条支路，于1933年建成。当时只有
150米，以后通过改造延伸，全长690
米。由于“新民”二字在当时很流行，附
近小南巷内有“新民小学”，由此定名为
新民路。

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新建的村巷
被冠以“新”字的不计其数，如新光村、新
华村、广益新村、曹张新村、解放新村、延
安新村、勤俭新村、塘南新村等等。

其实，不是冠以“新”字，就表示真
的新了。许多东西，一眨眼就老了，甚
至没了。星移斗转，日新月异，新的，总
在远方。

无锡的地名真有趣，有数字的地
名更含有特别的趣味。

一里街，在清朝时从北闸口走到
梨花庄延圣殿，约一华里。当地居民在
这里形成一里街集市。原顾桥街道有
一里街居委会。

二泉桥，位于鼋头渚与中犊山连
接处，由著名教授钱基博（钱锺书之父）
和时任无锡县商会会长钱基厚（字孙
卿）这对孪生兄弟，于1946年为六十寿
庆而建造。无锡还有著名的惠山二茅
峰。据传江阴茅氏三兄弟在惠山修道，
老大占头峰，老二得二峰，老三居三峰，
由此峰前冠茅姓得峰名。

三里桥，位于无锡北塘。据《无锡
县志》载，此桥为顾长康即晋代大画家
顾恺之造。无锡还有三凤桥、三阳弄、
三元里、三皇街、三山岛、三官堂等。在
人民东路附近，有四个三家村。

四角桥，位于荡口，桥旁建有四角

桥村。八士还有四房桥村。
五里湖，是太湖伸入无锡的内湖，

又名漆湖、小五湖。据传越国大夫范蠡
功成身退后，携西施泛舟于此，故又名
蠡湖。无锡还有五爱路、五里街、五家
桥、五墙门、五房桥、五姓巷、五房庄、五
里新村、五河新村等地名。

六步村，又名六步桥村，位于荡
口。在新安净慧寺内，有六步桥。据传
明代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到净慧寺，在
香花桥上踱六步，河水倒转向西流。在
荣巷还有1978年由六一四研究所建造
的六一四新村。

七房桥，在鸿声，是钱氏七房子孙
所在地。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著名科
学家钱伟长、钱临照、钱令希，经济学家
钱俊瑞等的故乡。在张泾有七步泾村、
七房巷村；在城中钱锺书故居所在地，
原名七尺场。

八士乡（镇），于2004年与张泾合
并，名为“锡北镇”。在东湖塘还有八房
巷。

九龙湾，坐落在九龙山湾。除此
还有：九房里（村），在东湖塘；张泾有九
房巷村；在柏庄北路附近有九新桥；伯
渎港桥附近还有98米长的九思弄。

十房巷（村），位于惠山区长安。
鼋头渚公园有十里芳径；马山有十里明
珠堤；在城区有五个“十间头”地名。

百岁坊巷，在清代嘉庆九年因巷
内黄嵩来之妻102岁，官府在巷口建有
百岁牌坊而得名，此巷长206米。另
外，顾家桥有百叶弄。

千波桥，位于马山十里明珠堤，是
观赏太湖美景的好地方。

万寿里，位于无锡东门绿塔路北
段。东大街有万福巷；在惠农桥附近有
万祥弄，弄口有“万祥糟坊”；在八士有
万塘河村；东湖塘有万安村、万安桥；长
安有万巷村；滨湖还有万千巷。

亿丰仓，位于梁溪区，在元代曾是
大粮仓，是漕粮进出集散地。解放后曾
先后为无锡市政府、崇安区政府驻地。

无锡地名，有许多是以动物命名
的。十二生肖，每人有一个，在无锡地
名中，也基本能找到它们的代表。

鼠：万千物类人为上，十二生肖鼠
为首。在西南郊的群山中就有一座鼠
尾山，尽管只见它的尾巴，此尾巴也已
甩到半空了。

牛：古运河上的跨塘桥至金钩桥
的牛弄里，周师弄北口的牛师弄，东亭
的牛车桥，八士的牛角尖村，张泾的牛
郎庙村、马山的牛塘老街等，都说明在
农耕社会，牛是农家宝，是勤劳务实的

象征。
虎：无锡西南的老虎山、伏虎山、

老虎渠村，马山的白虎山、虎堑岭等，象
征虎的威严，虎气生生，年年吉祥。

兔：玉兔山隐逸在滨湖群山中，似
告别月宫，下凡报喜。有人把湖中的拖
山说成“兔山”，兔儿爷日夜窃喜。

龙：滨湖区的九龙山、青龙山，锡山
区的龙宕头村、龙齐坝村、龙头嘴村、龙
光里村，惠山区的龙舌尖村等，象征龙
在百姓生活中的神圣和神奇。锡山顶
的龙光塔，更是闪耀无锡的地标之塔。

蛇：人们常把蛇雅称为小龙，以示
尊崇。在清名桥花园弄有一处“蛇盘
湾”，在马迹山的群山中，有一座蛇山。
去的人可能不多，一旦去了，会感受到
它的神秘和福运。

马：自古以来，马被人们崇尚为自
强奋进的勇士。马迹山、马更巷、马家
庄、马家塘，以及马昌弄、马甲弄等地
名，都与马有关。

羊：“三羊开泰日，万事亨通时”，这
是一副生肖联。在锡东26公里的严羊
河与羊尖塘交汇处，有以“羊尖”为名的
乡镇；位于锡城古运河东岸的羊腰湾、
亭子桥堍的羊皮巷，以及羊角漕村和羊
岐村等，都说明羊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
缺失。

鸡：在马山和锡山区山联村，都有
一个叫“金鸡岭”的地方，胡埭的鸡笼
山，甘露的鸡头圩村等，都有关于金鸡
与天鸡的传说。“鸡鸣富足，凤语祥和”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狗：狗被认为是通人性的动物，是
对人类忠诚的朋友。在华汽职校附近
的狗墙弄，让人感觉这里的狗格外亲
近，且有一种看家护院的特别本领。

猪：在人们心目中最老实的家畜，
就是猪了。但如果是野猪，就有一种善
于搏击的神勇。马山的猪婆岭，恐怕有
许多野猪，显示了这种勇往直前的神勇
精神。

生肖地名独缺灵猴，在无锡的地
名中，我还没找到。有哪位朋友知晓，
请告诉我，即使它回花果山老家，我也
会让它及时归队。

有人喜欢张扬自大，炫耀自己，而
老无锡人即使有金银铜铁，却不说拥
有，总说“无锡”。许多无锡地名，以小
见大，蕴含内力，充满一种不信邪、不畏
难的自信。

蚂蚁桥村，位于羊尖。将小小的
蚂蚁作为村名，足见其群体的强大。

蝴蝶头巷，一听这名字，可想位于
西漳的这村巷，生态自然一定很美。

麻雀园村，居然在鸿声有这样一
处乐园，足见这个村自由而安逸。

乌鸦泾村，位于鸿声。世人大多
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喜鹊，而这个村偏偏
喜欢报警的乌鸦。这其实是一种大吉，
要知道，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

鸡头圩村，这个村名应了“宁做鸡
头，不为牛后”的老话，这也是甘露这块
风水宝地保护得较好的原因吧。

牛角尖村，位于八士的这个村名
很有意思，别以为这里的人爱钻牛角
尖，他们才不认死理。如果遇到妖魔，
有牛角尖对着，还怕不怕？

毛尾巴村，这个毛尾巴不知是虎
尾巴还是牛尾巴。位于西漳的这个村，
大概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吧，但不贪心，
有尾巴即行。

矮婆圩村，甘露的这个村名好，好
在即使矮婆矮，但她为人做事不矮，就
要为她扬名。如果是做语言的巨人、行
动的矮子，就讨人厌了。

大坟头村，甘露这个地方真让人
刮目相看，居然有个村冠名为“大坟
头”，对于“坟”字，常人都避之不及，他
们却还要加一个“大”字。何意？有人
说，活着住在大坟头，还有什么可怕的？

火烧场村，噢唷喂，听这名字就心
惊肉跳。别急，如果火烧妖怪病毒，你
就拍手叫好了。位于八士的这个村，真
是了得！

无锡的地名，有许多是有颜色的，
其内涵，当然有不同寻常的地方色彩。

红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
位于新生路南段的红旗弄，通惠中路的
红雷居委会，黄巷前盛岸的红五月村，
原山北乡的红星村、红光村，旺庄北头
巷的红旗村，硕放的红力村，位于红星
桥附近的红星村等等。至于现在倡导
的红色旅游，许多红色地名就更红了。

绿色，是江南水乡的符号。无锡
城中的绿塔路，是我经常行走的人民东
路的支路。因东门有绿萝庵，南门有妙
光塔，绿塔也就成了路名。

青色，是青山绿水的底色。无锡
冠以“青”字的地名有：青龙山、青山湾、
青山新村，后西溪东端有青果巷，位于
后祁街至通惠中路的青石路，因青石桥
得名，无锡的青祁村也较有名。

黄色，是中国人黄皮肤、黄土地
的中国元素。位于无锡北门的黄泥
桥及黄泥桥弄，学前街西段的黄石
桥，大窑路南段的黄窑弄，广益的黄
泥头村等等，都有前世今生的故事和
传说。

白色，代表纯洁，具有超凡脱俗的
情感。位于城中心的白水荡，是历史地
名，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在此建行宫，
东晋王羲之在此建宅院。附近还有白
水荡小学、白水荡村。在无锡永定桥附
近有白园墙里弄，在原惠龙街道有白云
居委会，在查桥有白丹山和白丹山村，
在无锡西南还有白旄岭和白旄村，附近
有白石里。

灰色，也是城市中常见的色调。
在迎新弄附近有灰埠头巷，东段为淘沙
巷，全长93米。因1938年前，浜中积肥
农船常集散于此而得名。

参阅书目：《无锡市地名录》《无锡
县地名录》《无锡市标准地名手册》等。
文中涉及地名及数据，一般都是1980
年前统计的。随着城乡变迁，许多地名
和属地也有变化，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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