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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如今，神州大地经济繁荣，国

泰民安。编修一代新方志，实为历史的要求、现实的需要。《无锡县

土地志》经三年耕耘，现正式出版问世。这是锡山市土地管理战线

广大干部职工和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大力支持、密切配合、共同辛

劳所取得的硕果和智慧的结晶，’是我市土地管理史上的一大盛

事。

我市地处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腹地，历史悠久，美丽富饶。

3000多年前，泰伯定都梅里(今梅村镇)，兴修水利，倡导农耕，使

无锡地区成为吴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由于先民们辛勤耕作，使

这块土地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到近代，无锡工商业繁荣发达，有

“小上海"的美称，而今又成为我国乡镇企业主要发祥地。1991

年、1992年、1993年和1994年，无锡县连续三次名列全国农村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之首，被誉为“华夏第一县’’。1995年8月，撤

无锡县设锡山市，揭开历史的新的一页。每亩土地实现国内生产

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分别达到1．27万元、4．87万元，土地经济价

值极高。朱镕基副总理视察无锡时说：“无锡的土地比金子还贵

重。"
‘

土地乃万物发端之母。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一不与土地息息

相关。欲政通人和，必先明地情、兴地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土地在整个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锡山市历来人多地

少，耕地紧张，后备资源匮乏，耕地呈绝对减少趋势。确立惜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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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念，正确处理吃饭与建设的矛盾，是全市人民，特别是广大土

地管理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无锡县土地志》是我市历史上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土地专业

志，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市土地及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重

点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管理的巨大业绩，如实记载了某些失

误与问题，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激励今人，启发后代，发挥

“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启迪人们在土地问题上树立强烈的忧

患意识，坚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贯彻保护耕地

的基本国策，群策群力，共同搞好我市的土地管理工作。我们坚

信，锡山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励精图治，再

创宏业，谱写出土地管理史上的新篇章。

《无锡县土地志》在各级领导、编委和专家、学者的指导下，编

志人员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力求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资料翔实、

文风端正。但限于主客观条件，疏漏、差错在所难免，敬祈识者不

吝赐教，同时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辑成问世的有关部门、单位和

各界人士，表示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作者系锡山市土地管理局局长。

嘭填髟亏。
1997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

办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全面记述无锡县土地和与土地相关的自然、经济史

实，重点记述土地管理工作中经济、行政、法规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地方特色

和专业特点，为土地管理事业服务。

二、记述范围为无锡县行政区域。·鉴于历史上无锡县含城区，因此对

解放前城区范围的重要史实作必要记述。

三、本志坚持志书编写传统，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横排纵

述，纵横结合。设章、节、目和子目三到四个层次。冠以概述，以总摄全书。每

章前设无题小序。上限因事而宜，适当追溯，下限至1994年。

四、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体。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记事延至1995年8月无锡县土

地管理局改称锡山市土地管理局为止。

五、《人物》章坚持生不立传的修志传统。立传人物以生卒年月为序，并

设人物表。其他各章记事，按实事求是原则，适当以事系人。

六、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汉字书写，先书朝代年号，后加注公元纪年；

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后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所记“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之日为界；“建国

前一、。建国后一，以1949年10月1 El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鲁199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无锡县，改设锡山市。同年8月举行撤县设市仪

式，正式启用新印章。《无锡县土地志》下限截至199：f1年，故不因县改市而易名。

个别资料因实际需要，延至1995年。1995年3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无

锡县胡埭镇划归无锡市郊区；硕放镇和梅村、新安、坊前3个镇的19个村划归

无锡市新区管辖。划去土地129平方公里(含太湖水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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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理名称、政府机构、官职均沿用历史称谓。古今地名不一致的加

注今名。

八、统计数字，解放前以档案和正式出版的专著为准；解放后以无锡县

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县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和各职能部门

的统计数字为据。度量衡单位，解放前沿用历史名称，不作换算；解放后用国

家当时规定的计量单位。

九、其他资料主要取自历代《无锡县志》和有关部门、档案馆、图书馆、

博物馆资料，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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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无锡县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南滨太湖，北连江阴，东和常

熟、吴县相接，西邻武进。东经苏州至上海128公里，西经常州至南京177公

里。京杭运河、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贯穿全境，无锡机场班机直达北京、

惠阳、佛山、潍坊、济宁、邢台等地，交通便利。1987年航测，境域面积

1 244．13平方公里。1994年，全县有35个建制镇、584个行政村，人口

109．82万，平均每平方公里883人，耕地82．89万亩，人均耕地0．75亩，在

国内是人口稠密、土地偏少的地区之一。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设无锡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无锡成为侯国。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称有锡县。唐大历十二年

(777年)，升无锡为望县。元代元贞元年至元末(1295—1368年)，升为无锡

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仍为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析无锡、金匮两

县，同城而治。民国元年(1912年)，又复合为无锡县。1949年4月23日，无

锡解放，城区设无锡市，乡区设无锡县。无锡县从此“有县无城’’。

境内地貌类型众多，土地资源丰富。以平原为主，有低山丘陵和众多河

流湖泊，是江南著名的水乡。水域总面积50．36万亩。有大小河道3 143条，

总长2 481公里。全县水道以京杭运河为枢纽，运河以南为太湖水系，运河以

北为长江水系。每因江湖水位差异，改变流向而得调节之利。千百年来，全

县以农为本，农桑渔兼营，世称“鱼米之乡”。

县境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15．5℃，日照总时数2 010．4／J,时，年降水量1 087．7毫米。年

际和季节之间的雨量分布不匀，有时仍有早涝灾害。境内土地平坦、肥沃，土

壤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高，表土层深厚，水旱两宜。其中平田类型区占

63．2％，圩田类型区占18．7％，漕河高田类型区占15．5％，低山丘陵类型区

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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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县得天时、地利之宜，古代为吴文化主要发祥地。清光绪年间，无锡

成为江浙两省的办漕中心，米市兴盛，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近代为民族工

．业发祥地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即有“小上海"之誉。解放后至70年代，均

以高标准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稳产高产的农业先进县闻名全国。1956年

‘建办首家社队企业。60年代初，围绕农业兴办加工业和农机具修造业，形成

一批县属工业骨干企业。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乡镇工业异军突起，逐

步成为全县的经济主体，无锡县又成为全国乡镇工业的主要发祥地。从此，

农、副、工综合开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1991--1994年，连续3年被列

于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首位，被誉为“华夏第一县"。

199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47．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650．92亿元，国

内生产总值176．85亿元，财政收入9．01亿元。每亩土地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4．07万元，国内生产总值1．11万元，财政收入563元。全年农村人均收入

3 389元。土地的经济效益逐步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项农村小康

指标测算，无锡县1993年已全面达标，进入小康社会。1995年8月，经国务

院批准，撤销无锡县，建立锡山市，由此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

无锡土地开发利用的历史悠久。5 000多年前，无锡先民已普遍使用陶

器、种植水稻。3 000多年前的商朝末年，泰伯、仲雍南奔，择高地梅里(今梅

村)建吴堡，立。勾吴"国，城郭“三十余里"，人口。千余家一，开凿泰伯渎(今伯

渎港)，倡导农耕，开发土地。周朝，实行土地分封制度，周武王封泰伯四世孙

周章为吴君。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开运河，越开蠡渎(今蠡河)接通太湖，

用于军事运输，亦利于泄洪、灌溉和围田垦殖。战国末年，楚春申君黄歇封

吴，在无锡“治无锡湖，立无锡塘一，筑堤隔水，湖群淤涨地段得以开垦。西汉

时，全县已有四五万人口，居民选择河边高地或山麓南坡建造村舍，耕种土

地。汉末至三国时期，孙吴在吴郡无锡以西建立最大的民屯区，有“男女数万

口一，使用铁犁和牛耕。一度撤销无锡县建制，设毗陵典农校尉，至晋太康元

年恢复无锡县。晋时，北方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南迁。公元420一497年，北

方杼秋县侨置无锡县境，扩大了开垦土地的范围。 ．

六朝时期，形成古代无锡城郊的水道网络。孙吴赤乌八年(245年)，疏

通长广溪，。溉田百余顷，大旱不竭"；东晋大兴四年(321年)，治理芙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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