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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莫干山，在浙江北部德清县境内，素以竹、云、泉

。三胜”，清、静、凉、绿。四优”令人向往。本世纪初，

始与庐山、北戴河、鸡公山齐名，为我国四大避暑胜地

之一，驰名中外。 一

莫干山的开发、建设，始于南朝梁大同中(535～

546)，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千余年来，莫干山

几经战乱，数度创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着手开

发、建设，取得进展。今日之莫干山，修篁遍地，云雾

缭绕，百泉争流；林间别墅，错落有致；名胜古迹，修

葺一新；．四季景色，各呈异彩：春天，姹紫嫣红；盛

夏，绿荫蔽天；入秋，枫叶如醉；冬至，腊梅飘香。故

自1 978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外游客，四季不绝。

新编《莫干山志》，全面、客观地记载了这段历

史，浓笔重彩，描摹了景区、景物的现状，富有可读

性、资料性、科学性，堪称莫干山。百科全书”。它的出

版，于存史之外，更有开发、建设名山，发展旅游事业

之利；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之功；开展

科学研究和国内外文化交流之益。它将作为一笔精神财

富，献给当今，传于后世。



此项工程的完成，悉仰编辑部诸公的努力。一年

来，他们广征博采，勾稽史籍，实地考察，辛勤耕耘，

倾注无数心血。还得到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和

帮助。借此机会，我们代表莫干山管理局、德清县人民

政府，谨向所有为编纂、出版《莫干山志》作出贡献的

各界人士，致以深切谢意!

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局长 粱韶山

浙江省德清县县长 侯家远

1 993年7月



序 二

莫干山山明水秀，遍地修篁，风物宜人，古人铸

剑，今人避暑，早已饮誉海内外。

山不在高，塔山之巅，不过700米；水不在深，剑

池之水也非深不可测。可是名声远播，超过不少高山深

水，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得天时、地理、人文之

优势，使近者悦远者来，游人云集，有的结庐山顶，流

连忘返。

这里幽美的自然风光，千姿百态，云雾奇观，甘泉

秀水，引人入胜，百看不厌。历代不少名家独钟此山，

登山之余，从不同角度、感受，信笔挥毫，留下了无数

脍炙人口的诗文i使名山生色，增加了十分丰富的内
涵。 ，

千秋功过，由人评说。漫长的开山史迹，坎坷的曲

折经历，山区的今昔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风风雨雨，兴

衰起伏，有书为证。

登山易，游山乐，知山却难。身在山中不识山的真

面目是常有的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山不知宝，

见宝不识宝更是大有入在。前人有感于斯，曾创修过山

志。今人也编写过有关书籍，留下不少资料。然而， 由

于历史和其他多种原因，典籍、著述虽多，仍然难以深



入反映名山的历史和现状，揭示其真实面貌，因而不能

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为此，德清县党政领导和编辑部

诸公在完成县志之后，总结修志经验，着力编纂《莫干

山志》。历数年之功，辛勤劳作，完成志稿，又求教于

专家和知情者。。癸酉之春，我有幸参加山志评稿会，。饶

有兴趣地卒读全稿，得益匪浅，感受尤深。到会行家里

手，对志稿多方肯定，同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概而言

之，山有特色，志更有特色。全书贯通历史与现实为一

体，集自然与人文于一书，熔资料性、科学性与可读性

于一炉。同时，分门别类，详今明古；逐项细记，有所

侧重；精于考核，严于取舍，便于人们阅读和查考。

志书作为地情的载体，文化传统的继承，不可能割

断历史，舍弃原有资料。《莫干山志》对以往的大量文

献，取其所长，补其所短，纠其所误，增其不足，扎扎

实实地下了一番苦功。如对莫干山的地质地貌、气候水

文、土壤生物聘请专家作了科学的记述；对名山胜水，

旖旎风光划分区域，作了重点记述；对一度为人们所忽

视的防风古国，经过广泛收集古传说作了专门记述；其

他著述、艺文、文献、别墅等资料收集、编纂得系统、

完整，内容十分丰富。可以预卜，这部山志的问世，定

会受到海内外、县内外各方人士的瞩目、关注和莫大兴

趣。 ．

‘

魏桥
， 1 993年5月1 7日夜于杭州

——1



凡 例

一、本志记载莫干山2．95平方公里中心区及337平

方公里外围区景观、景区的历史与现状。统合古今，详

今明古，上限以资料而定，下限1992年，部分内容延

至成书时‘

二、本志由卷首、专志各章和丛录组成，横列门

类，纵述史实。 。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体裁除历
史沿革取叙议结合外，余用记述文体，以时间顺序状物
记事。 ．

四、本志所列莅山名人，从已故者中选录，以莅山

时间为序排列。 j

五、本志历史纪年，1949年lO月前采用朝代纪

年，夹注公元。为省略起见，每节文字中同一年号出现

两次以上的一般只注一次。数字书写参照《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轨 ，

六、本志资料采用档案，旧志、专著、。回忆录及有
关报刊杂志，一般不注出处。

． 厂。

【萝。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历史概况

莫干山，系天日山之余脉，位于浙江省北部德清县境内，中

心地理座标：北纬30。36，，东经119。52，'距杭州82公里．上海

200公里、南京246公里，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

境内，山峦连绵，修篁遍地。主峰塔山，海拔718．9米，次

为荫山、中华山、上横山．金家山、天池山、炮台山等，海拔约

在400 700米之间，总称莫干山。中心区域范围，几经变更。

今之中心区为东起枕头山，南至炮台山，西接怪石角，北连花坑

水库，面积2．95平方公里。其外围区为莫干山，南路o，筏头

乡，武康、三桥镇等5个乡镇及二都地区，总面积337平方公

里。

相传春秋末年，吴王阖闻使干将在今莫干山剑池铸剑，铁汁

经久不下，其妻莫邪问计，干将道：“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精不

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莫邪道：“师知炼身以成物，吾

何难哉!”于是断发剪爪，投于炉中，铁汁下，铸成雌雄两剑。剑

以人名，雄剑日干将，雌剑日莫邪，为纪此事，故称山为莫干。

又传昔有高僧居山，遁世绝俗，乡人求助，言必莫干，久而久

之，山日莫干。．另说见于明《老堂诗话》清痴道人诗，诗日：。大

干山、小干山，两山突兀湖中间，世态炎凉说不尽，叉手干人千

万难。⋯⋯大干山．高嵌鲞，小干山，青嶙峋，徒去干人劳尔

神，不如壁立千万寻，噫嘻高哉余素心．两干山，莫干人。”上述



说，以首说流传最广．

莫干山，山明水秀，历来令人向往。志载南朝梁大同间(535

～546)，惟正禅师因慕莫干山林泉幽美，在山麓后坞建天泉寺。

唐成通五年(864)，侃禅师次第在石颐山建石颐寺。五代吴越时

(907～978)，钱氏在山麓郎家村建无相寺。后晋天福三年

(938)，僧人在铜官山建铜山寺。元至顺间(1330～1333)，翁信

禅师在天池山建天池寺。明景泰二年(1451)僧人又在乌青山建

铜山寺下院。此后，陆续兴建永光禅院、五峰庵、香水寺等。至

清康熙、乾隆间，据近人周庆云《重建浙江莫干山天池寺碑记》

称：“缁流(和尚)云集，蔚为丛林(寺庙)”，武康县粤境内，有

大小寺院400余座，可谓“天下名山僧占多”。相传当时天池寺有

位住僧，每天走访一座寺院，一年后才回到自己寺内。

寺庙林立，风光旖旎，招徕了众多士大夫及文人墨客。史载

先后慕名登山者有东晋隐士郭文、南朝高士沈麟士、唐代大臣于

顷、宋代诗人毛滂、高僧维琳禅师等，或结伴周游，吟歌赋诗；

或往来酬唱，咏景抒怀。至明代，。昔人留别墅，窈窕白云边”，

游人更多。哲学家王阳明与天池寺住持玉芝禅师“契良知之学，

倡儒释大同之旨”，常上山讲学。大臣顾应祥有诗《天池十二

景》，咏天池之美。万历间(1573～1620)，武康知县彭大翱“为

有势位者来戾止，由公家供应之”，特于县衙门外东厅建迎宾

馆。清咸丰、同治年间，战事迭起，不少寺庙遭兵燹，游人踪迹

罕至，莫干山变成一座荒山。

鸦片战争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外人在开放

口岸自由居住、购买土地、建造礼拜堂和医院，至内地游历、通

商、传教。莫干山背依浙西群山，面l临浙北杭嘉湖平原，离上

海、杭州等大中城市较近。清光绪年间，虽沪杭铁路、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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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公路尚未筑成，但杭嘉湖平原河流纵横，利于殖民者

。航海东渐”。光绪十七至二十年(1891-1894)间，美国浸礼会教

士佛利甲从杭州沿运河“游猎”至莫干山。见山上修篁遍地，清泉

竞流，清凉幽静，赞叹不绝，称之为克来阿山和天然。消夏湾”。

不久4教士梅生及霍史敦、史博德两博士联袂而至，赁屋以居”，．

并将所见所闻刊于外文报上．于是，名声鹊起，与庐山、北戴

河、鸡公山并列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
． 光绪二十二年(1896)左右，白鼐于山上筑茅舍避暑，继而

伊文思接踵建屋。至=十七年，西人纷纷占山购地建房。二十八

年，上山避暑者339人，．后逐年增加。至民国13年(1924)，西

人已购山地1940余亩，建有别墅118幢，占全山别墅总数之

80％。至民国15年，有别墅154幢，其中属美国人8l幢，英国

人28幢，德国、法国人各3幢，俄国人l幢，另有上海工部局

公共避暑所l区，避暑公葬所l区，天主堂l所，耶稣堂2所。

西人在莫干山“自由居住”后，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建

莫干山避暑会，推选董事16人，正副会长各1人，书记、会计

各1人，下设路政、房产管理、司法、卫生等委员会，订有章程

五章十一款。章程规定：。凡关于本会之一切事务，应由中国官吏

与本会指定之代表接洽，不得与个人之西人直接交涉”。次年，

美国人韩明德等购地一方，建造礼堂、公墓及网球场、游泳池，

并严令不许中国人参与使用。过后不久，美国传教士费信诚等自

恃有“避暑会”作后台，开旅馆、商店，甚而廉价收买山地，经营

． 房地产业，牟取暴利。此时，莫干山大部分主权，已沦落西人之

手。

西人的行径，遭到我国人民及一些爱国官员的反对和关注。

清光绪二十四年，白鼐、伊文思根据光绪二十一年总理衙门关于

。传教士入内地置买田房产，写明教堂公产字样，立契之后照纳

中国律例所定如卖契、税契之费，多寡无异，卖业者毋庸先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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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的行文，以教会名义，执契至武康县衙过户，知事宋炽

曾以莫干山。非通商口岸”予以拒绝，并呈文至省巡抚。巡抚廖寿

丰批斥宋“不谙交涉，办理颟顸”，派刘舜年至县查办，“时仅查明

买地洋人及卖户姓名并地山坐落、亩分、价目，呈送了事”。此

后，西人有恃无恐，“来者更多，购地益广，并在三桥埠地方设一

避暑会公所，照料来往避暑西人。其始犹为教会中人，继则洋

商、医士等源源而至，凡执契来税者，皆写有教堂公产字样，前

后各县令均以有案可援，未敢指驳，一律准其纳税完粮，不六七

年，计所买地山已至一千六百余亩之多”。宣统三年(191 I)，美

国传教士费信诚拆毁民房，赶走乡人，建造教堂，激起公愤，被

山民戕杀。浙江巡抚增韫眼看事态扩大，根据武康县呈文，于同

年酌议收回莫干山警权、路权及房地产权。房屋令土木工程师估

价，官厅照价收购，付一幢，收回一幢。收回后，允许原主继续

租赁。并令交涉使王丰镐赴沪与美、德领事磋商。史载外方“已

经允诺，约定于九月十七日签字，适于十四日杭城事起，光复告

成，事遂搁置”。民国13年(1924)，武康县议会再次呈文省

府，要求收回莫干山主权，并称：。此事既贻误于前，自宜补救于

后”。省长张载阳派员重与美领事交涉，美方一再拖延。省府出

于“补救于后”考虑，饬令武康县政府“以后不得再有外人购地过

户，以重国权”，并且照会各国驻上海领事，今后“非教会中人，

须领有游历护照方可至山”。次年，莫干山警察事务分所在交通

要道处设岗，按令验证。17年，省政府第104次会议通过由省

府委员、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之《武康莫干山管理局案》。案

称：莫干山“仅有警察分所一所，处理违警案件及保护公共安

宁，·维持公共秩序，其它如管理道路、卫生、夫役、医务、拍

球、游泳、饮料、公墓、供给经济、园务等项均由外人所办之避

暑会专司其事，甚至司法事项亦由该会公断，殊非所宜。本政府

为保卫主权起见，对于前项事未便久于放弃，兹拟于莫干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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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直辖于本政府民政厅，以免主权旁落”。同年5

莫干山管理局成立，武康县长林彪兼局长。后又拟

订、颁布《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暂行组织条例》，《保护森林暂行

规则轨《管理区域内违警律》，《取缔旅馆规则》、《取缔房屋看守

人规则》等法规。规定莫干山一切行政事宜归局管理，。西人嗣后

不得在山上置产，欲出售房屋仅许售于华人”，已购山地须丈量

核实，按时征租纳税。如有违抗，当封其屋。西人大为不满，写

文章、提抗议，企图制造事端。管理局拟一外文告示，据理驳

斥。此后，西人见山上无利可图，纷纷转卖房屋。至民国18

年，山上外籍人别墅仅剩78幢，占总数的32．5％，余均属我国

公民所有。

三

主权收回后不久，民国政府党政军官员及其他各界人士相继

上山，或营造别墅；或避暑小憩。民国17年(1928)6月，黄

郛购509号别墅退居莫干山，20年4月，蒋介石登山游览并探

望黄郛。次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至“六月息园”养病，过后

购青草塘600号别墅作憩息之所。23年，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在

嘉兴路营建“静逸别墅”。24年，上海大亨张啸林、杜月笙在莫

干山路营造古代宫殿式和异国风韵的别墅。与此同时，上海、杭

州等地商户纷纷上山开设旅馆、商店。一时荫山街等地商店林

立，熙来攘往，成为。天上街市”。

管理局为确保避暑、旅游者安全、舒适，呈请派兵驻守筏

头、三桥埠、天池寺、炮台山等地，设卡于天池寺、炮台山(后

迁至庾村)，。凡登山人员概须登记”。盛夏旺季，派警察巡逻、设

岗，招募民工清扫道路，搬运垃圾，处置粪便，灭蚊驱蝇；入冬

闲暇，呈派技士修筑道路，改良水管，设置路灯，更改路名，编

制门牌，修建凉亭。开辟苗圃，加速莫干山开发和建设。

一5一



民国26年12月21日武康县城沦陷，日军盘踞宁杭

(今104国道)沿线三桥、武康、上柏3个集镇，而公路以西整

个莫干山区，仍由国军及共产党领导的土枪队，民众抗日先锋队

等抗日武装防守，日军不敢孤军深入。28年10月，日机首次轰

炸莫干山，投弹10w 12枚，炸毁属上海工部局之疗养院平房4

间，伤妇孺数人。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闻讯，以危害“美国产业及

美侨生命”为由。与日本政府交涉。上海《申报》等报刊也刊登

消息、言论加以谴责。日军慑于公众舆论压力，遂停止对莫干山

军事行动，故山上一时成为比较安全地带。

据民国36年《莫干小学十五年》载：。莫干山本来有着不少

避暑的人们，A--三(事)变起，反觉山上安定，一时不作回沪

杭的打算”，其时“还有从杭嘉湖等地逃来的，一则上山有屋可

住，再则山高可以嘹望敌踪，且有竹树可以避匿”，加之外地迁

入学生，故山上“聚居的人在五千以上”。时管理机构已奉命撤

销。许安之、明美丽(女、美籍人)等于民国27年组织。莫干山

中外难民救济会”，收容难民，举办施粥及医疗、防疫事业，创

立难民学校。经费来源，“出之本山者，仅有住房移租作捐、营业

酒烟乐助捐之外，所有支出，大都仰赖外来之捐款”。史载如此

局面，延续近4年之久。

民国30年(1941)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正式

宣战。同月11日，日军首次窜犯莫干山，占别墅3幢，捣毁门

窗、墙壁、器物。之后。接连上山扫荡。同时，随国内“皖南事

变”发生，秘密设在上横140号楼的中共浙西特别工作委员会被

国民党发现，特委交通员及特委秘密联络站人员4人先后被捕。

形势日益恶化，7中外避难人士相继离山。

民国34年(1945)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新四军苏

浙军区第一纵队抵达莫干山。随军工作团在教堂集会，副团长顾

玉良宣布建立中共莫庾区委，同年10月，根据重庆“双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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