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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研究著作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上

海地区开埠以来城市、聚落和水网空间结构演变”的最终研究成果，

其阐述的内容按项目设计的要点编写。全书共分十章，内容紧扣项

目提出的内容，实际上分为三个部分，即水网、城市扩展、自然聚落。

其中第一至第四章内容是涉及上海地区的水网格局。在上海有

两条著名的河流，即黄浦江和吴淞江，一般涉及上海地区的水网研

究，都会与这两条江有关。因为作为水网格局的主干，它们的变化会

引起其他河流的相应变化。故第一章论述黄浦江的成因和变化，第

二至第三两章分朝代讨论吴淞江的变化，第四章讨论近代以来上海

地区水网格局的特征，及其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变化。第五至第九章

内容涉及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的空间变化。现代上海城市作为一个国

际大都市，城市研究一直处在热点地位，其中城市地理空间当仁不让

地成为必要的研究基础。毫无疑问，租界发展是上海近代城市发展

的主要动力，但开埠以来上海城市扩展有许多切入点和需要讨论之

处。道路开拓是城市扩展的先驱，它直接与传统社会的道路系统相

衔接。因此，第五、六两章讨论传统社会的塘路系统，以及在城市扩

展初期道路系统对塘路的利用方式。填浜筑路是道路系统骨架建立



后，沿道路土地开发过程的一个概述性写法，开发土地的常用口号是

“公共卫生”，故第七章专门讨论了“公共卫生”这个与城市扩展密切

相关的问题。第八至第九章以法租界为例，讨论这个特定区域内的

城市空间变化过程，以及与城市扩展相关的河浜处理问题。第十章

涉及传统社会自然聚落的空间变化过程，受资料限制，此章仅涉及嘉

定和宝山两个区。

在江南水网格局研究中，目前只有地理学中基于现代水系资料

所作的研究，但上海地区的水系格局是典型三角洲自然水系在人类

长期活动干预下形成的“塘浦”系统，所谓的“五里一横塘，十里一纵

浦”就是对其格局特征最直截了当的宏观表达。但这样经过人工改

造的水网系统是如何在历史时期形成的，它的空间格局有何特征，在

历史地理方面从来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同时

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到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以来，城市空间大

规模扩展，这些近代工业化以来的驱动过程，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

改变着存世千年的塘浦系统。有哪些因素值得我们引以为鉴？我们

能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使城市化建设中的生活能保持得更美好，这

些问题会从水系格局的变化中得到一些体会和认识。至于作为上海

地区河网主干的黄浦江和吴淞江，尽管已有不少前人的研究，但仍有

不少问题一直没有廓清，如元朝“新江”与“旧江”的关系，明朝崔恭工

程的具体位置，以及吴淞江改走宋家港的时间等，一直众说纷纭。这

里试图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希望推动上海地区自然地理的研究

深度。

在开埠以来的城市化过程中，本著作注重于城市扩展的细节和

关键问题，以及在ＧＩＳ技术支撑下，如何使研究成果得到很好地表

达。这些城市扩展的研究成果，相信能使研究走向更深层次。这样

的研究代表当前上海城市研究的前沿问题，与国外的研究方法不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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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合，可以预见这些前沿研究和方法上的创新一定会对上海城市扩

展的理解产生积极的意义。因为这仍是一项基础研究，以此为基础，

对城市景观的历史变化以及城市文化特征分布变化等进一步的研究

都会提供很好的基本框架。最近，上海有关规划部门正在考虑城市

文化保护问题，而基于城市扩展细节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相应的地

方文化形成的历史和空间特征。

上海自然聚落方面研究以往基本是个空白，江南地区市镇研究

成果众多，但市镇仅仅是自然聚落中的一个类型，如果要回答江南市

镇的空间分布差异，重要市镇为何出现跨行政边界的特殊现象等等，

诸如此类问题的本质，是要了解市镇这类特殊聚落与普通聚落的关

系，以及普通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又如何影响市镇的兴衰。因此，自

然聚落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成为江南地区的一个新的话题和研究

内容。

本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利用ＧＩＳ技术，作为一项高科技技术，

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具有独特的数据库构成和图形显示的功效，这

在过去几年笔者的一些论文和报告中有过阐述，是笔者长期从事历

史地理研究的一个心得。当然作为历史地理研究的范畴，文献资料

仍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来源，如果摒弃文献记载，历史地理就根本不

需要作为一个单独的二级学科存世。除了文献记载外，在本研究的

最终成果中也使用了大量大比例尺的古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提供的

地理对象空间信息是传统文献所不具有的。例如有关吴淞江主道的

走向需要依靠一些小地名来刻画，而这些小地名在传统文献中往往

被忽略，或一笔带过，相关的空间信息则无从找起。正因为历史上绘

制的大比例尺地图存世，也能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几年前，笔者就

有关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法专门做过讨论，阐述了多源数据（包括现

代遥感数据）在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本研究成果实际上是这个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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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延续，只是根据研究区域的特征有所侧重而已。当然多源数据

的融合与综合使用离不开相应的技术支撑，这就是ＧＩＳ数据库和图

形平台的使用。从目前研究的结果来看，在ＧＩＳ技术支撑下的多源

数据利用，是本研究中独特的研究方法，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本著作同时也是团队合作的产物，笔者的三位博士生吴俊范、潘

威、牟振宇，以及李书燕、李小娜两位硕士生先后参与了研究以及数

据收集和处理工作。此项目前期的开始工作，也得到邹逸麟、张修桂

等先生的支持和参与，同事张伟然、王建革、张晓虹三位教授也参与

了部分工作，同时孙涛同志也为项目组的资料扫描和ＧＩＳ数据库提

供了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满志敏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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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和原因

　　黄浦江水系是上海现代经济发展的摇篮和支柱，也是太湖流域

的主要排水通道。但追根溯源，其形成历史至今不过千年时间，是什

么力量促使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又为什么黄浦江能替代吴淞江水系，

这些一直是探讨上海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颇有兴趣的问题。今天上

海经济快速发展，如何在未来全球变暖和海平面变化的自然背景下

保持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和原因能给我们提供

哪些经验教训，因此这些问题又具有现实的意义。关于黄浦江水系

的形成和原因，前人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１］，但在其成因上众说纷

纭，还需要深入的探讨。

第一节　黄浦江水系形成的初期阶段

１．北宋以前太湖流域的排水格局

太湖流域的排水出路，古有三江，即东晋庾仲初在《扬都赋》注中

所说的：“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

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至迟在唐代，古东江和娄江已完全

湮塞，限于文献记载的匮乏，现已无从查考其演变的原委。但从太湖



流域的排水格局来看，并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在五代和北宋初期

时，太湖流域的排水格局仍因袭古三江的大势，即东北、东、东南三路

泄水形势依然存在。郏亶在其著名的《吴门水利书》中谈到：“自松江

下口，北绕昆山、常熟之境，接江阴界，约三百余里，有港浦六十余

条。”［２］此为东北方面排水的河道。东南面则“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

湖入海。”［３］朱长文也记道：“尝质于老儒长者，谓松江东流聚为小

湖，西北（疑为东南）接白蚬、马腾、谷、瑇瑁四湖，盖所谓谷湖者，即谷

水之归迹也，又南接三泖，泖有上、中、下之名，泖之狭者犹八十丈，又

南接海盐之芦沥浦，行二百余里，南至浙江。”［４］中路吴淞江依存，是

太湖排水的主要河道。如果太湖流域的排水格局不因自然条件的转

变而发生重要的变化，仍然维持古三江以来形成的结构体系，则黄浦

江水系就无从发育成为太湖流域的主要排水河道，依赖黄浦江而发

展的上海今天将是另一个面貌。

２．北宋开始的太湖流域排水格局的变化

北宋时期古三江的排水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北宋中叶开

始，东北方向的排水已经相当困难，“水盛时决之则或入江海，水稍退

则……欲北导于（长）江者反南下。”［５］这是郏亶在其上奏《吴门水利

书》中所描述的当时实际状况。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在调查了太湖地

区水利问题后户曹赵霖也谈到：“今濒海之田俱惧咸潮之害，皆作堰

坝以隔海潮，里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积，此昆山诸浦湮塞之由也。”［６］

南宋初，《范文穆公水利图序》中言：“始以郭西（指昆山西）小虞浦论

之，北受鳗鲡瀼诸瀼之水，而南出之江。”［７］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年）

两浙路转运副使赵子潚与平江府知府蒋璨在视察水利后上奏建议：

“昆山县开浦四处，新阳江北接百家 南出吴淞江；自百瀼口、太仓塘

又小虞浦北接鳗鲡瀼南出吴淞江；自鳗鲡瀼口下南至黄墓村桥，又雇

浦北接斜塘瀼南出吴淞江；自郭泽塘口下北至邵塘，又郭泽塘南通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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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浦，东通雇浦洛彻吴淞江。”［８］上述记载均来自当时人的实地调

查，资料信实可靠。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至迟在北宋后期，昆山一

带北通长江的诸浦已经开始丧失向东北方向的排水功能，诸多河道

和湖泊的来水已改为南走吴淞江，循东路出海。而古娄江的大体位

置是在今浏河一线，正位于昆山境内。因此太湖水系在古娄江方向

的排水到南宋初已基本丧失。虽然昆山以西常熟一带的通江诸浦仍

担任着排泄昆、承湖一带湖群来水功能，但郏亶描述的“水稍退……

欲北导於江者反南下”情景说明其排水的功能也是比较困难的。

与东北方向出水困难的情况相似，东南方向原担任的泄水功能

也日见衰减，最终完全丧失。南宋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年）两浙转运副

使张叔献言：“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故古来筑堰以御咸潮……今

除十五处筑堰及置石闸外，独留新泾塘、招贤港、徐浦塘三处，见咸潮

奔冲，堙塞民田。”［９］以后招贤港和徐浦塘二者相继捺断，“独留新泾

塘以通盐运。”［１０］到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年）时，因为由该通道“海水往

来，遂害一县民田”，在秀州知州丘崈的主持下，于新泾旧堰以西二十

里筑运港大堰三十丈，并沿新泾塘两岸修硷塘共四十七里，［１１］至此，

东南方向的排水通道已全部捺断。实际上，吴淞江以南诸塘浦的水

流改向东北，趣吴淞江入海的情况在东南诸浦完全捺断之前已经出

现，在运港大堰修筑的前一年，丘崈在奏报中就谈道：“其乡闾老皆

称，或遇水涝，本县西北有长泖连接淀山湖、赵屯浦、咸鱼港出大盈

浦，趣吴淞江入大海。县北亦有通陂塘、嵩塘、郭港泾趣艾浦通吴淞

江，亦入大海。县东北又有北俞塘、黄浦塘、蟠龙塘通接吴淞大江，皆

泄里河水涝。”［１２］这说明东南诸浦的捺断不是太湖流域东南排水功

能丧失的主要原因，它同样是另外的自然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后果，这

个原因将在下面再作分析。东南诸浦出海通道的捺断，吴淞江以南

的水流必然改走吴淞江入海。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年）浙西提举官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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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说道：“淀山湖……湖水自西南趣东北。”［１３］《绍熙云间志》中则记

载：“华亭地势东南益高，西北益卑，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於

海。”由此可见，到南宋时，在今上海金山一带的通海诸浦已不再担当

太湖流域东南排水的功能，而这一带正大体是古东江的位置。

从上述分析可见，到南宋前期太湖流域的东北和东南诸浦排水

通道的功能已经基本丧失，三路排水仅剩吴淞江一路。这种新的排

水格局与北宋初及以前的状况相比，可以看出水系格局已经发生重

要的变化。这是自太湖流域下游水系形成以来文献记载中出现的最

重要变化，正是这个变化为今天黄浦江水系的发育创造了条件。

３．北宋以来东太湖地区水位的抬高

太湖地区地势浅平低洼，北宋初以来水患日趋严重，水位抬高，

濒湖低田相继积水，形成新的湖群，同时湖群也在不断地扩大。熙宁

三年（１０７０年），郏亶在上奏时称道：苏州除太湖、昆湖、承湖、阳城

湖、沙湖外，“其余若昆山之所谓邪塘、大泗、黄渎、夷亭、高墟、巴城、

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鳗鲡等瀼，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练塘等

村，长洲之长荡、黄天荡之类，皆积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过

五尺，浅者可二三尺，其间尚有古岸隐见水中，俗谓之老岸。或有古

之民家阶甃之遗迹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为名。”［１４］

这些新生的湖群几乎连成一片，至和塘以北的原有诸塘浦“与诸湖相

连，不见其踪。”［１５］赵霖“尝涉昆山与常熟山之颠，四顾水与天接。父

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１６］这些曾是负担赋税的良田

“昔人争售之，今人争弃之，盖积年之水十无一熟。”［１７］吴淞江以南今

淀山湖一带的湖群，据《吴郡图经》的记载，有白蚬、马腾、谷、瑇瑁四

湖，以及旧图上所载的小湖，这些记载当是北宋初大中祥符时的情

况，但到南宋绍熙年间薛淀湖已归并马腾湖和谷湖，形成一个“周回

几二百里，茫然一壑”的大湖。［１８］不惟东太湖地区的湖群在发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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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湖本身也在扩大。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大旱，太湖水退，单锷见

到“清泉乡湖干数里，而其地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数里之间，

信知昔为民田，今为太湖也。”“又尝游下乡，见陂渰之间，亦多丘墓，

皆为鱼鳖之宅。”［１９］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北宋初期后，太湖流域

的湖群开始扩大，除了太湖本身水面的扩大外，东太湖地区的湖群也

在扩大，昆常一带除了原有的四个主要湖泊外，又新生了许多湖泊，

并几乎连成一片。而今淀山湖一带湖群的扩增则形成一个硕大的薛

淀湖。湖群的扩展，表明太湖地区的水位在上升，因为太湖地区是低

平的碟状洼地，水位的抬高对水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水面扩大。

４．吴淞江河道的曲流发育和淤浅

自北宋以来，吴淞江河道本身最大的变化是河曲的发育。一般

来讲，后人有“五汇四十二湾”之说，所谓“汇”是河道的大湾，即河道

的曲流。这“五汇”是白鹤汇、顾浦汇、安亭汇、盘龙汇和河沙汇。除

了河沙汇在江口，并主要形成在元初之际外，盘龙汇“介于华亭、昆山

之间，步其径才十里，而回穴迂缓逾四十里，江流为之阻遏。”［２０］盘龙

汇在今蟠龙镇一带。白鹤汇在今白鹤镇以西一带，其间又有顾浦汇

和安亭汇。这些都是北宋时期存在的河曲。当时吴淞江河道的曲流

主要发育在近冈身的一段河道，白鹤与盘龙两镇之地相距不过２０千

米左右，竟集中了四个大的河曲。《读史方舆纪要》在松江府下记载：

“昔时自此（白鹤汇）至蟠龙皆环而为汇，水行迂滞则泛滥成灾。”就是

对当时这段河道曲流状况的概括描述。曲流的发育致使江流行缓，

成为当时吴淞江排水的主要问题，因此北宋时治理吴淞江的工程主

要以“道直流速”为目的，叶清臣、沈立和韩正颜相继对盘龙汇、顾浦

汇和白鹤汇作了裁弯工程。除了上述比较大的河曲外，吴淞江中还

存在其他较小的河曲，正如郏亶所说：“谓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灶

子等浦，皆可决也。”［２１］朱长文也提到：“儒者傅肱欲决松江之千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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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之汇，涤去迂滞。”［２２］这些仅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几个而已。吴淞

江除了河曲发育外，同时出现河道的淤浅。“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

沙涨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２３］这是

单锷所描述的当时状况，此外郏侨也有相似的看法。但从总体上来

说，两宋时期吴淞江出现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河曲的发育，河道淤浅的

情况也存在，不过日积月累的淤浅后果要在宋朝以后才严重地表现

出来。

５．北宋以来太湖流域水文环境发生重要变化的原因

太湖流域自北宋初以来的水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如上述讨论的：一、三江排水的格局发生改

变，由娄江、东江和吴淞江组成的三路排水改变成仅剩吴淞江一路，

东北和东南方向的出海通道基本不通；二、太湖地区的水面面积扩

大，湖群发展，许多濒湖低田受淹，沦为浅湖。三、太湖流域的主要排

水通道吴淞江曲流发育，东流水势不畅，流速减缓。形成北宋以来太

湖流域水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则是海平面的上升，而此时的海

平面上升与北宋时的全球气候变暖有密切的关系。从北宋期间的我

国气温变化来看，１０１０年代气温开始上升，１０５０—１１０９年的６０年间平

均气温比１８８０—１９７９年的平均值偏高０．６７℃，其中最暖的是１０６０年

代和１０８０年代，两个十年的平均温度偏高分别达１．３℃和１．１℃，是目

前见于记载的最暖的两个十年。［２４］与气温变化几乎同步，我国沿海的

海平面上升，就太湖地区的影响而言，海平面上升产生的影响大体也开

始出现在这个时间。据郏亶所言：太湖地区的水害问题“自景祐以来，

上至朝廷之缙绅，下至农田之匹夫，谋议擘画三四十年。”［２５］景祐年间

正在１０３４—１０３７年，距气温开始升高不过２０—３０年。

海平面上升，东流水势受阻，为维持太湖流域上游来水和下游输

送的平衡关系，太湖自动向比降增加的方向发展，平水位相应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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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湖是浅碟型的湖盆，水位的抬高在平面上的表现主要为湖区

面积的快速增长，濒湖地区的低田相继沦为水泽，成为“积水不退之

田”，“低下之田昔人争售之，今人争弃之，盖积年之水十无一熟”［２６］

则是这种水文环境变化在农业经济方面所表现的严重后果。海平面

的上升，河流的侵蚀基准面抬高，原古三江的河道比降减小，河曲发

育，流速相应减缓。原来与流速相适应的输沙平衡被打破，河流向堆

积方向发展，河床普遍淤浅。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地区的高潮位相

应抬高，通海的港浦河汊本来水势不壮，此时反倒成为海水内伸的通

道。为保护耕地不受咸水的危害，诸浦相继捺断，这本是无可奈何之

举。如赵霖所述的昆山一带“今濒海之田俱惧咸潮之害，皆作堰坝以

隔海潮，里水不得流外。”楼钥《南四乡记》中所述的：“海潮大入，云

间、胥浦、仙山、白沙荡为巨壑，漫及苏、湖、秀，邑不复可耕。”［２７］则是

记载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年）前当时海水在今金山一带河道入侵的实况。

也正是这个实际情况，使得丘崈能顶住苏湖二州之民望开东南通海

河道的纷纷舆论，获得朝廷的支持，不惮重费在当地重筑十八堰，并

着重修建运港大堰和周围硷塘。当然海平面的上升也促进沿海海堤

的修筑，华亭县令吴及曾领导民众在沿海筑堤百余里，［２８］时间就在

皇祐年间，上距太湖地区出现水害的景祐年间不过十余年。北宋开

始的我国沿海海平面的上升不仅在太湖流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其

他的滨海平原，如苏北平原、杭州湾、以及渤海沿岸都产生作用，不过

影响的方式和表现有所不同而已。［２９］

６．黄浦江水系的发育初期

正是由于海平面的上升给太湖流域的水文环境带来重要的影

响，造成流域水系的排水格局发生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

这个改变造就了黄浦江水系的发育，最终导致黄浦水系替代吴淞江

水系，成为太湖流域东向排水的主道，因此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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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黄浦江水系发育的根本原因。从具体促使黄浦江水系开始发

育的条件来看，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吴淞江水道的曲流发育和

河床淤浅，其二则是东南沿海出水通道的完全丧失。吴淞江水道的

曲流发育和河道淤浅使得太湖流域的主要出水通道不畅，流域排水

势必需要找寻新的通路，以便分担太湖东向排水的路径，这是一个自

然发育的过程。而且今黄浦江在龙华以上的河段离吴淞江尚远，受

海潮影响不大，因而造成的泥沙淤积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具有成为太

湖流域新出水通道的条件。而东南沿海排水的困难以及诸浦相继捺

断，使得淀山湖一带的湖群丧失了直接通海的水路，这一带的水源以

及其他地区汇向这一带的来水不得不折向东向，改走新的出路，循今

黄浦江水道则是较为顺当快捷的路径。

在黄浦江水系形成初期，黄浦并不是一条出名的河流，在上海地

区众多的纵横交错的港浦中默默无名，与今天我们见到的黄浦江大

相异径。今天的黄浦江只不过因袭了它的名称。那么当时的黄浦究

竟是在何处？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这需要从相关的资料记载中

加以考订。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年）丘崈谈道：松江“县东北又有北俞塘、

黄浦塘、蟠龙塘通接吴淞大江。”［３０］这是文献中第一次记载黄浦的名

称。从这里记载的水路来看，北俞塘即俞塘，今仍存，在松江县以东，

是东西向的河流，蟠龙塘过今蟠龙镇附近，是南北向的河流，因此黄

浦塘也应是南北向的河流，因为丘崈所谈到的是松江一带的排水通

道问题，由横向的俞塘过水，分二路到纵向的蟠龙塘和黄浦塘，在冈

身的东西两侧接入吴淞江出海，这是很自然的事。再则俞塘在今闸

港以西的黄浦江江段之北，两者平行，显然这里的黄浦塘不会指今天

黄浦江闸港以西的河段，因为与排水的走势不合，由此而见宋代黄浦

是条纵向的河流。又据南宋淳祐十年（１２５０年）高子凤为西林（今浦

东三林塘）南积善教寺所作的碑记，其中说：“西林去邑（指华亭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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