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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

世纪之交，适逢虞山林场建场40周年，为总结建场以来取得的

业绩与经验教训，他们组织力量，历经3个春秋，编写了这部《虞山林

场志》。这是虞山林场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也是我省林业系统首家

出版的场志。这对全省从事林业工作的同志可以从中受到鼓舞和启

迪，也将对省内国有林场起到示范推动作用。为之作序，以示祝贺。

总结过去，创造未来。《虞山林场志》客观、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建

场以来的发展历程。建场初，虞山还是灌丛一片，在当地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虞山林场的干部职工不辞辛劳，艰苦创业，使昔日的荒

山披上绿装，并从单一经济到多种经营，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60年代初总收人不足30万元，到1992年总收入突破了亿元大

关，一跃成为我省乃至全国第一个超亿元的国有林场。虞山林场抓住

机遇，趁势而上，林、工、商、旅游四业同步发展，经济得到快速增长。

2003年总收入达7．3亿元，继续名列全省国有林场之首。 ·

虞山林场屡获全国林业先进单位称号，并以矫健的步伐，朝着更

高目标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承前启后创伟业，继

往开来谱新篇。我衷心希望虞山林场要以志为镜，探求规律，勇于创

新，让虞山这颗江南绿色明珠更加璀璨夺目。

江苏省林业局局长劢凡t
2004年3月18日

写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当我们迎着新世纪、新千年的曙光奋发进军，现代化建设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时期，国营常熟市虞山林场在喜庆建场40周年的

日子里，又盼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虞山林场志》的出版

发行。它的问世，是跨入新世纪虞山林场人民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新

事、喜事、盛事，三喜盈门，感奋无已，盛举堪羡，可喜可贺。

虞山，千百年来被人们誉为人生的福地，经商者的宝地，旅游者

的胜地，这是大自然的造化和先民们的汗水孕育了她。她美丽、富饶

而充满生机。悠久的历史，几经世易时移，迭见继往开来。前人往事的

风雨与苦甜、进退与得失、经验与教训并存，乃是极为宝贵的一份社

会财富。《虞山林场志》的出版，翔实记载了山情场情变迁史，全场干

部职工的奋斗史，是虞山林场建场以来发展的集成，时代脉搏跳动的

实录，从而使后人借鉴历史，增长见识，把握走势，乘胜前进，在奔向

21世纪的新征途中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有鉴于此，虞山林场党

委、场部决定成立专门机构，精心编纂《虞山林场志》。志书编纂人员

按照场部党政领导的嘱托，对虞山林场的历史发展溯源寻流，从制订

计划到拟定编目，从广集资料到归类整理，从撰写初稿到反复修改定

稿，经过3个多春秋的笔耕不辍和辛勤劳动，一部完整系统的志书编

纂任务终于圆满完成，实现了全场人民多年来的夙愿。

《虞山林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贯古通今，内涵丰富，它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虞山林场的历史

沿革、自然地理、政治军事、名特物产j社会事业、旅游景观、文物古

迹、民俗风情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



后的史实作了简述，对虞山林场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详细记录了全场干部职工在上级党和政府领导下，奋发改造

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场志既反映了先辈们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的伟大胸怀，也反映了当代干部职工无私奉献、造福桑梓的精神风

貌，更注重反映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林场带来的巨大变化，市场经

济空前活跃，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时代特色。

《虞山林场志》编纂出版，是为了纪念前人，展示今人，启迪后人。

志书不仅为当地干部群众提供了一部内容翔实、丰富生动的百科全

书，也为海内外有识之士了解虞山、游览虞山、建设虞山奉献了一份

详尽指南。我们要以史为镜，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治、育人”的功能和

作用，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中，高举邓小平理论

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

信心，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把虞山林场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富有

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型国有林场而奋斗I

羹：萎耄差委书蓑．玖正贝虞山林场场 长‘
／吣

2003年8月T U，’I



凡 例

一、本志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地方志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指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改造、振兴地

方服务"的指示精神，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力求翔实、准确、科学地记述虞山林场的建设、成长、壮大和改革发展业

绩，使之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以编、章、节、目结构形式，横列

门类，纵向记述。志书首冠概述叙括全志内容；次列大事记，以编年体记述全场大

事；专志以编为主体，章、节、目统属，志余记载人事拾遗、传说故事及其他，编后

记殿志末。全志设16编79章299节，共有80万字。

三、本志“贯古通今"、“详近略远"，上溯时间不限，按史料记载定远近，下限

至2000年末，大事记下限时间延至2003年12月底。

四、本志以虞山林场辖区为记载地域范围。由于历史上建置区划几经变更，

对有些章节记载的地域范围尊重历史原貌，以客观反映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五、本志资料来源，主要采集于历史文献(件)、档案、当事者和知情人的口碑

资料，以及有关工作记录、凭证等，所有资料均经过多次核实和反复校正。对建场

以来的各项数据、统计资料、人事变动等，均以历年的统计、财务报表和文书档案

为依据。

六、本志在行文中对名称的记载，除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外，以后均采用简

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

中国”等。

七、本志对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包括民国纪年)，

用括号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所用年代均指

20世纪所在年代。

八、本志所用的计量单位，除田亩和特定需用旧制外，都按照国家法定规范

的计量单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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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十里青山半入城"，国营常熟市虞山林场(简称：虞山林场，下同)座落在历

史文化名城——常熟市城区西北郊，环绕虞山建有环山公路，山脊有虞山中路贯

通；山东坡连接古城区和常熟市省级沿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南麓面对碧波荡漾

的千顷尚湖，山北境虞山北路和204国道穿越腹地，望虞河绕虞山西麓而过，直

通长江。虞山林场境内公路航道四通八达，水陆交通十分便捷。虞山，1982年被

列为国家级太湖风景区的重要景区之一，1989年3月，继湖南省张家界国家森

林公园后又一个被批准建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虞山，古称海蜗山、乌目山，亦称海巫山。商末周太王次子、吴文化始祖仲雍

(又名虞仲)让国南来，殁后葬于此山而得名。据地理学家考证，几万年前，这里曾

经是东海与大江连接处的一个宽广的海湾。常熟虞山与苏州、无锡一带的山峦，

当时都只是露出海面的岛屿。由于长江挟带的泥沙，年复一年地不断在下游沉

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沧海逐渐变成桑田，形成太湖流域众多的湖泊和耸立的

山峰。虞山因为东临沧海，故初名为海蜗山。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人只

是神话，名人则自古有之。海蜗山后来之所以名声日隆，是和3位贤人密不可分

的，他们是：商初贤相，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家巫咸；孔子惟一的南方弟子，人称“孔

门十哲"的言偃；让国先贤、吴文化创始人虞仲。从古到今，虞山成为军事战略要

地、生存发展福地、投资经商宝地和旅游休闲胜地。

虞山，地处上海、苏州、无锡、南通等大中城市的中心位置，紧靠长江之滨，历

来是兵防战略重地，常有军队驻守。据史料记载，从春秋建立吴国起，历代都派兵

驻守虞山，并选择要地筑石室(藏军洞)，堆土墩(烽火墩)，建山城门、造工事、修

练兵场等设施。中华民国期间，驻虞山守军部队庞杂，变动频繁，经常骚扰地方，

鱼肉乡民。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占领虞山，烧杀抢掠，残害百姓，虞山地区

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民众不断痛击日军。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队继

续派兵驻防。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胜利渡过长江，常熟始得解放，

虞山回到人民怀抱。1950年，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人民解放军派部队进驻虞山地

区，常熟人民欢欣鼓舞，迎接亲人解放军。驻虞部队虽然多次调防，发扬光荣革命

传统的本色不忘，始终如一地支援地方建设，密切与当地政府、人民群众的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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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参与虞山绿化造林、护林防火，保护林木，开展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和军民

共建文明单位活动，为地方“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人

民的爱戴。

虞山林场是以虞山为主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行政区划屡经变更。商代

属勾吴北境，春秋时属吴国，汉朝设虞乡，隶属会稽郡，东汉设南沙乡，隶属吴郡，

西晋太康四年(283年)为海虞县，梁大同六年(540年)开始称常熟县。元代一度

升为常熟州。清雍正四年(1726年)，常熟东境另建昭文县，虞山地区仍属常熟

县。民国元年(1912年)，常熟、昭文两县合并，恢复常熟县，虞山区域属常熟县海

虞市。民国18年(1929年)，常熟县海虞市与古苏乡合并成立古虞区，虞山辖区

隶属常熟县古虞区。民国23年(1934年)，虞山区域又改为常熟县第一区——城

厢区，虞山的东南境为报慈镇，西南境为山前镇，东北境为兴福乡，西北境为大义

镇古藤乡。民国30年(1941年)，常熟县又变更区划，调整区、乡设置，虞山的东

南地域仍为报慈镇，西南地域为山前镇，北境为大义镇。民国34年(1945年)，抗

日战争胜利，日伪政权崩溃，国民党常熟县政府对所属区域内乡镇又进行扩并调

整，境内的虞山西北仍属大义镇，山西南隶属尚湖乡，山东北为山北乡。1949年4

月，常熟县境获得解放，是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原常熟

县区域分别建立常熟县和常熟市，虞山周边地域划归常熟市郊区。1950年，常熟

县建设科在虞山北麓三峰中园建立县苗圃，1954年春县苗圃撤销，由常熟市劳

动部门接收苗地安排失业工人生产自救。1955年冬，常熟市政府在虞山东麓桃

源涧(现烈士陵园)和三峰中园两处合并建立市苗圃。1956年4月，常熟县在报

慈桥半亩园重新建立县苗圃。1957年11月，常熟市以苗圃为基地，建立地方国

营常熟市虞山茶场。1958年4月，常熟撤市并县，原郊区建立城郊乡。是年9月，

全县以乡建社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是年11月，城郊乡与虞山镇合

并，建立虞山人民公社。同年12月，地方国营虞山茶场更名为常熟县虞山园艺

场，城郊沿环山公路靠山一侧划给园艺场，管理虞山林木、茶果园和苗圃。1960

年3月，经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以县园艺场为基础成立常熟县虞山林场。是

年4月，县委决定将城郊7个大队划归林场，以场带队，统一管理。是年10月，虞

山林场与城郊公社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1962年7

月，虞山林场、城郊公社机构分设，分开办公。1968年4月，“文化大革命’’期间，

成立常熟县虞山林场革命委员会，1981年12月，撤销常熟县虞山林场革命委员

会，恢复常熟县虞山林场名称。1983年3月，常熟撤县建市，常熟县虞山林场更

名为国营常熟市虞山林场。1987年7月，经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常熟市虞山森

林公园，1989年3月，林业部商国家计委同意，常熟市虞山森林公园更名为“江

苏虞山国家森林公园”，增挂森林公园牌子，场、园一套人马，全民事业单位，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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