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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部文学作品，它的品位高下，常常以印数和它拥有的读者多

寡来评价。一部地方史志，许是因它生来品格冷峻，问津的人相对

看少。但它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品价见长。如同大自然赋予

的两个不同季节，夏炎冬凉。或缺不可。
‘

<南通市交通史>的出版，无疑丰富了南通经济史文库，填补了

交通行业的历史空白，值得为之庆贺。

这部数十万字的史书，林林总总，上限一直追溯到公元前的西

汉，下限延截至1996年。融古、近、现代于一体。它的跨度和容量，

史料的丰富和翔实，都是令人称道的。从它的编目、内容和语言，

看出了这部书的地方特色、专业特色和时代特色。书的作者通过

搜集、阅觅，找到了过去一直未能找到的南通古代交通的源头，这

是此书的又一可贵之处。

南通这块域土，源于悠远的长江上游流沙冲积而逐渐形成，煞

有天然气质。千百年来，由于南通人民辛勤劳动，浚河筑路，开发

了交通。因为古代先民们依海煮盐，最早出现了水上盐运。唐代

曾有“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

随而行”的盛赞。到了近代特别是晚清，随着垦殖业的发展。创办

了纺织等近代工业，南通被辟为通商口岸。于是，南通的航运和公

路运输相应繁荣起来。成为全省水陆交通便捷发达的城市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南通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更快。交通

建设颇见成效，航道、公路网络形成，航空起飞，一个水、陆、空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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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结构已见雏形，货尽其利、物畅其流的新局面正在出现，为进

一步振兴南通经济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部史书的出版，以期能为交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历

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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