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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南京市政府邀请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来南
京参加纪念活动，此照为南京市民上舰参观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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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运河常州改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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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江苏濒江临海，长江流经东西，运河贯通南北，自

春秋以来，河运、海运发达，是我国重要的航海大省之

一口其航运事业，是中国航运史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作为历史悠久的经济文化大省，江苏的航运开发最

早可追根溯源到原始社会末期，智慧的先民们"到木为

舟"、"刻木为梅"构成了早期航运的雏形。春秋时期，

吴王夫差下令开凿的部沟故道，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发祥

地，后经历隋唐等朝代更替，谱出了一曲曲运河航运和

城市经济文化一体发展的佳话。随着唐宋时期经济中心

的逐渐南移，南渭北运成为中国南北运输最为突出的现

象，江苏航运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明清的四个

半世纪，江浙湖广的大量渭粮，源源不断地通过运河进

入北方重镇。明清运河五大税关(明称钞关，清称榷

关) ，江苏淮安、扬州、浒墅占据三席，在征收商税、稽

查货物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可以说，京杭运河江苏

段，不仅是南北商业大通道，人员往来大通道，更是信

息流大通道，文化传播大通道口

水运的发达带来造船业的繁荣，江苏造船业由来已

久。造船工业的兴盛和工艺的高超在史书中都有不少记

载。明初全国最大的船厂一一龙江船厂，承造了郑和下

西洋的宏伟壮观的宝船船队;承造全国槽船的清河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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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于江苏的淮阴。清代苏州、太仓、崇明、南通等地

民间建造的沙船，数量多，规模大，造价高，成为江苏

甚至中国民间手工业的重要行业之一。

不仅仅是运河，江苏的海运向来发达。秦时，就有

沿海居民东渡扶桑传授丝织技术。三国时期，史载东吴

孙权黄龙年间 (229 - 231)朝廷的船队到达现在的台湾，

密切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宝岛的联系。唐宋时，国力强盛，

四海来朝，海外贸易发达，江苏的船帆受人瞩目。元代

海运大畅，太仓刘家港号称"六国码头"蕃舶云集。元

明清三代的海运溜粮，都是从江苏出发运往京师。即使

是明清的海禁时期，处于地下走私形式的海洋贸易，江

苏的商人也占有相当比重。清代的沿海运输，以上海

(属当时的江苏松江府)为中心，乾隆、嘉庆年间，每年

进出上海港口的海运沙船，多达三千五六百艘。康熙二

十三年 (1684) 开海禁，著名的四海关中就有江苏的江

海关。开海后驶向日本的"唐船"满载江浙所产的丝绸、

棉布、书籍等大宗商品，纷纷涌入长崎港。

江苏的航运史，也见证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诸多重要

时刻。秦时，徐福从江苏今赣榆境内启航率船队寻访满

洲:三国孙权时，中国的使者曾抵达印度恒河口;唐玄

宗天宝初年，佛学大师鉴真，从扬州启航东渡日本传授

佛教教义;明成祖至宣宗时期，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

刘家港起锚，远航亚非三十余国，行程十万余里，促成

了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江苏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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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事业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 2∞7 年，全省共有内河航道里程

24785 公里，约占全国航道总里程的 115; 航道密度达

24.2 公里/百平方公里，均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江苏港口

岸线资源丰富， 2∞7 年全省万吨级泊位数达到 286 个，

港口货物通过能力达到 8.9 亿吨，均居全国第一。水运

已成为江苏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京杭运河江苏段整治后，很快产生了"运河

效应"沿线各类开发区、外资企业等国际知名企业依水

而建，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合理布局发挥了重

要作用。沿江沿海港口已经成为支撑全省国民经济和对

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

成部分、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宗散货外贸和中转运输的重

要门户 O 当前，航运发展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多的

关心、重视和支持。我们相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

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江苏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社会的伟

大实践中，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曾经硕

果累累的江苏航运事业将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必将取

得新的辉煌。《江苏航运大事记》记录了江苏航运的发展

轨迹，也提供了历史的启示和有益的参考。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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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部分

( - 1839 年)

春秋晚期

1958 年 4 月，武进县淹城村出土 3 艘独木舟。其中

一艘长 11 米，宽 90 厘米，深 42 厘米，由一块整木挖空

而成，形状如梭。经考古认定，属于春秋晚期遗物。

前 527 年(周景王+八年)

吴楚两国水军大战于长岸(今安微当涂西南)附近

的江面上，楚军大败吴师，获其乘舟舟余煌。

前切6 年{周敬王十四年)

伍子膏开凿膏溪，自苏州通太湖，经宜兴、深阳、

桐讷(今高淳境内)至安徽芜湖，以达长江。

前 495 年(周敬王二十五年)

吴国大夫伍子晋主持开凿膏浦，西连太湖，东通大

海。

前 486 年(周敬王三十四年)

吴国在今扬州西北郊蜀岗开凿沟渠，东北通射阳湖，

西北至末口人淮，史称部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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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485 年{周敬王三十五年)

吴国大夫徐承率船队从长江口出海，北上进攻齐国。

前 482 年(周敬王三十八年)

吴国开凿荷水运渠，沟通洒水和济水。吴王夫差率

船队沿部沟北上，由淮人酒、人荷，再由荷人济，和晋

定公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

前 473 年(周元王三年)

越王勾践在灭吴后，循部沟、泪水北上，与中原各

诸侯国会盟。

前将8 年(周元王八年)

越灭吴后，越奄有吴国属地。越国发楼船士卒 28∞

余人伐竹为梓，北上琅邪。

前 379 年(周安王二十三年，越王黯三十三年)

越国"迁都于吴"即今江苏苏州。

前 361 年(周显王八年)

魏惠王开挖鸿沟，以沟通黄、淮，连接酒、1}、帷

诸水。

前 323 年(周显王四十六年)

楚怀王下令铸造《鄂君启节》。启节分舟节和车节。

舟车规定了从鄂城到扬州然后抵淮安的长江中下游船舶

航线、货物装卸限制、沿途停泊等事项，开创了长江航

政管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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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19 年(秦始皇二+八年)

秦始皇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仙

药，未果。

前 210 年(秦始皇三十七年)

秦始皇派徐福带童男女三千人、百工及谷种，入海

东渡，获得成功。

十月，秦始皇第五次东巡，北归时，路过吴地，从

江乘(今江苏镇江北)渡江，乘海船北上琅邪，至成山、

芝栗。

秦始皇派人凿丹徒水道，丹徒口成为镇江历史上最

早的运河入江口。

秦代，江浙一带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播

养蚕、丝绸织作技术。

前 179 - 141 年(汉文帝、景帝年间)

吴王刘痹开凿莱英沟，由莱英湾(今扬州湾头)东

通海陵仓及如泉确溪，以运盐。

107 年(汉安帝永初元年)

南京地区调运米粮至山东、苏北、河南等受灾地区。

196 -197 年(汉献帝建安元、二年)

广陵大守陈登于广陵西(今仪征市境)筑阪塘蓄水

灌溉农田，百姓称颂为"陈公塘"或称"爱敬阪"。

197 年(汉献帝建安二年)

广陵太守陈登开凿部沟西道以减低币沟弯度，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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