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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交通志》完成了，它从1879年写到1985年。在这107年的时

限中，自1902年起以机器为动力的交通工具相继进入武进，到1985年

城、乡交通全面机械化，计84年，这恰好是古旧交通被改造的一个历

史过程，其咩'1970年至I]1985年又是交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16年。在

这段历史过程里，武进交通历经了上升、ltti折、滞缓和飞跃，数千年来

的古1日面貌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最终换上了新装，这部志具体地反映

了这个历史过程口对这过程中交通内部每-I'-I类的盛衰兴灭，都写了

它自身优胜劣汰和新陈代谢的运动，也写了它同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

的关联。章节全由事实数据构成，文不华饰，言必有据。统篇文字简

要，内容丰富。对本行业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来说，从中可以汲

取知识。而对开拓交通的事业家来说，也是一部重要的资料。

丁秉正
1 9 8 8年6月



屈 例

一，本志时限，上至1879年(光绪五年)《武进阳湖县志》断限，下至1985年，计107年。有

资料记载者上溯不受时限，大事记载至1987年。

二、本志按辖区交通要求编写，凡境内或过境的水、陆、空交通运输活动，根据可能获

得的资料编载入篇。

三，本志只写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发展，不写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的

活动。

四、本志以表述交通运输的经济技术为主体，适当联系其它。

，五，本志对于本系统各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内部业务，都按章节归El于整个辖区交通

门类中叙述。
’‘

六，解放前武进县城的交通运输活动在《常州交通志》中备述已详，本志从简记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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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地处太湖平原，．北临长江“黄金水道”，南濒太湖万顷砻波，j周围同江阴√无镑、：。f

宜兴，金坛，丹阳、扬中，泰兴等县相接或相望。境内地势平坦，村镇密集，河渠纵横，．道。

路交织，江南运河，沪宁铁路斜贯县境，合抱常州市区，通联全国各地。运河南北，八条航．’

道，沟通四邻各县I市区周围，六条公路；连络苏j。．浙、皖、沪。水陆交通线路，．辐射萦

绕，直达环通，把常武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运输体系。火车，，汽车、轮船j飞机以及各种；

机动车船行驶于境内，一日之间，总有万千计，呈现出当今口千车竞发、百舸争流黟_派纷．；

纭繁忙的景观o‘：‘．‘ ：。j：‘。厶．_ j o⋯’．． ，‘=、一‘：：? ：√、+‘‘j!．。；：t r，：一’．．‘：二

武进的交通历史，据记载，已有2700余年。 。t．：：=，。7、 ‘．·．．．’．“，ii

； 凭借境内河港成网，湖荡密布的天赋条件i水运发展很早。1958年出土的淹城独木舟，

据考证产予东周”说明当时本地已有水运j春秋时规，吴王夫差，越大夫范蠡，，先后开凿了江

南运河，南运河(古谓西蠡河)，水运已在跨区域开拓。．隋炀帝东巡会稽，拓宽京杭运河，：‘武i

进自此接通了中国的南北水路。 ．：，'t 7．¨o，’。㈠。‘．。：．■’■‘，．’“t。’■：。：

唐-宋以来，武进因处大运河，：南运河、孟泾河等干线河道之交，因而成为南北漕运中：

转枢纽。同时期内，以毗陵驿为要站，发展了通向全国的陆上驿运。江南的大米、’，织物i．茶

叶以及名贵的特产，作为皇粮，贡品由此源源不绝转运至京都。元。明两代，‘：漕运和水：陆．。

驿运有了进一步发展，武进经济也日趋繁荣，其交通地位日显重要，：据明代弘洽年耐，：：御史

汤沐奏疏中所载称：．“_．⋯本府东西两门。官塘大道口：西通京国。东接闽越。‘其、问进献．丈j

物。部运钱粮。公干官员。并各送人夫。传递文书。．日夜不绝⋯·：：?7，：已有‘_兰吴襟1带之?

邦，百越舟车之会黟的盛况。直至清代雍正年间孟河开通小河港后的拓浚改道，。：更畅逋了苏“

北食盐和粮食的南运，境内干线河道的运输有了新的发展，到了光绪、宣统年同，漕运，!：．驿。

运相继废除，其后民间运输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同时兴起。 。：‘：．■j t：tⅣi

鸦片战争以来，沿海开埠通商j光绪二十八年常州招商分局开轮船，三十四年沪宁铁路

通火车j加上欧战期间，上海及苏南各地民族工商业兴起，，：j于是，一县城及运河上的奔牛j：戚‘

墅堰、横林，西南陲的埠头，西北隅的孟城，长江边的小河、荫沙，：一jo等地，行商堆栈竞起：

争相收购宜(兴)溧(阳)金(坛)扬(中)。和苏北里下河地区的稻麦⋯大豆二蚕茧ij杂粮，竹木等

原料，而后东向转运无锡和上海，而东由铁路转运的煤炭，上海、无锡所产的工业用品”也．

由铁j’水两路运销来武进。至此，。货流由古代京杭运河自南而北的中转∥变为沪：；苏j：锡’i：

常东西方向的交流。，由于商品流通的发展，’促进了境内轮船、．木帆船’f班快船客货运输业的

兴旺和普及。城镇的码头装卸行业，也纷纷出现。随着集镇商业的兴起0水上客货遥输线，；‘(

也由干河进入各支河，』萁中商旅货物运输频繁的河道，i也渐有南’『北商河的称谓。：：K?i

：◆．。民国以来，‘武进各界也卷入实业救国的潮流0鼓吹举办本地工业j，然而境内河、路侵狭i‘；

车、：船不畅0开办企业，I实难举步：．民国16年实业局长庄启著文呼唾发展实业应首重交通，≈

捕其要言称s．冀·一j!二近几年交通，。除铁路I；l外，‘j殆无可官一；水道之淤塞；j陆路之狭窄j：+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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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乡居者，足不得至城市，即货至车站，分送亦苦无力。若不及图，吾邑将终于自尽

⋯⋯糟．虬⋯“武进受交通之影响，企业望而却步，故无锡工厂林立，而武进工厂为数寥

寥疹．“武进河流，半受长江挹注，历久不浚，淤塞者多I陆路自驿废以后，损坏侵占，叹

行不得⋯⋯欲言建设，首在交通⋯⋯力。民国17年后武进首先致力于改善地方交通，举办运

输河道的疏浚和干线公路的兴筑。特别公路建设，艰难创业达十年之久，筑成了武宜，武青，

溧武、镇澄，锡宜等线在县境内的各路段。同时组织了民营武宜，武青长途汽车公司与公营

汽车同时在各路通了车．民国26年抗战前夕沪蓉航空线常州西郊飞机场仓促竣工，并作了试

飞·至此，民国年问木帆船，手推独轮车、肩挑，脚运等古旧运输虽仍是当地运输的主体，

但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等近代运输方式和工具，已相继进入县境，对古老的交通运输已

着手改造。此时，轮、班船，客货航线十分稠密，已复盖全县且贯通四邻，汽车客运也初步

接通了苏，浙、皖三省．城区黄包车的创办，一度改善了市内交通．适应当时商品流通的水

陆运输，已粗具规模。其后，日本侵略中国，武进沦陷八年，民国以来苦心经营的业绩，备

受战争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交通事业也有短暂的恢复和繁荣，然内战开始，政事腐败，

经济崩溃，好景不长而瞬显即逝。

．1949年4月，武进解放，市、县分治．常州市接管了城区交通设施和轮船、汽车等企

业，武进县接管了县境内公路，航道等交通设施和乡镇车(独轮车)，船(木帆船)．在县委和

县政府的领导下，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恢复、改造和建设的工作．一

水上交通，五、六十年代通过合作化，将分散流动的民船和行会性质的搬运，组成了集

体企业·70年代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完成了水运和港口的机械化·水利部门河渠改造拓浚

和河网化建设，更为县，乡两级水运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船嬲的技术改造和数量增

长，进入了鼎盛时期，城乡货物运输全由水运承担． -’

j

陆上交通，建国初期，主要是战后的路、桥恢复．1956年后，开始兴建县内公路，向乡、

镇深入发展。1976年至今完成了乡、镇公路的十年规划，实现了全县环通化．此间，汽车、

拖拉机也同步增长．进入了80年代，随着县、乡工业的发展和社会各部f．】经济的繁荣．汽车

数量迅速上升·在货运市场上，汽车，机动车陆运以其快速，直达的优点，开始有凌承运而

上的趋势。在客运线路上，汽车也取代了轮船而通达各乡镇。武进古来向以水运为优势的状

况，正在改变。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巾全会以来，交通运输业也放宽搞活，贯彻了矗国家、集体0个人

一齐上斗的政策，联户、专业户办的水陆运输，迅猛发展，打破了建国以来搿三统管理一

矗一大二公斗的僵化体制，形成了大、中、小型配套的结构，从而适应了社会经济部门不同

层次的需求，武进交通运输自此进入了合理布局的阶段。随着解放后常武地区工业的新兴，

机电，化工、纺织，印刷，电子，日用工业产品销向全国，交通运输的货流，客漉也全能通

过本地区铁、公、水、空的运输以直达和联运的方式通向全国各城市。而武进输出的大宗建

材和粮食，输进的煤炭、钢铁、有色金属、食盐以及重要工业品，仍通过火车、轮船与上海

方向保持着更为密切的交流．
‘7

1984年起，面临开放的新形势，交通建设出现了更大的规模，开始了沪、宁二级公路常

州东段(312国道)的建筑。与此同时，武进县交通局提案。兴办圩塘长江汽车轮渡，以掏通

大江南北’扩建奔牛新港予新盂河畔，以更大吞吐能力发挥水、铁衔接的优势I勘查规划魏

村长江口德胜港的建设，为常武地区开发长江的水运之利。以上诸案，．已为省、市、县各级

2



政府所支持。部分已在实施中·

建国以来，武进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历

造成的短暂停滞，但总的来说，发展速度仍

和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千百年来

六年中，作了全面的更新，从而进入了全面

四化建设的长征途中，武进交通现代化的建

的史志中，续写宏伟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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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武进

周敬王

吴王夫

周元王

越国范

公元前

江南运

约公元

今武进

大业六

隋炀帝

唐+ ．

”

+。元和五年(810年) ’一‘ ’ 一

常州刺史孟简，疏浚孟凄(今盂河)引长江水入运河，以利漕运。这是拓浚孟河的最早记

载。

元和八年(813年)

常州刺史孟简浚孟泾河，绕西涌湖入宜兴界。这是孟泾河最早的拓浚记载·

天裙年间(904—907年)

i开挖罗城(旧城)东北濠(今关河东段)。

北 宋
，t

‘

、

’庆历二年(1042年)

晋陵县知县许恢浚戚墅港，申港，澡子港。这是三港疏浚的最早记载·

5



绍圣元年(1094年)

相王存自杭州归丹阳旧居，开直渎。此为扁担河最早的疏浚记载。

南 宋

绍熙年间(1190--1194)

郡守俞浚、王缯增于府东巷始建米仓十间，浚河建码头，储运漕粮。

常州知府李嘉言浚烈塘河，置闸．此为德胜河最早的疏浚记载。

元

至正年间(1 341--1368)

常州路判官朱德麟浚城南渠，分运河水绕城而过。

明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

”

常州府实征漕粮五十三万三千五百十五石，占当时全国实征总数百分之二点六。可见当

时漕粮转运之盛。

正德十六年(1 521年)

常州贯城运河改道城南渠(即现西水关水门桥段)．

万历九年(1 581年)

常州知府穆炜开凿新河，筑文成坝，阻前河水，改道飞虹桥入运河。

雍正五年(1727年)

古渠孟河开通小河港，

雍正七年(1729年)

建常平仓于今大庙弄，

乾隆三年(1738年)

改称新孟河。

清

筑码头子子城河渡僧桥。

增建常平仓，筑码头于后自云渡，至乾隆八年工浚。

乾隆十七年(1752年)

建东、，西米仓，筑西埠汛码头(今西仓桥附近)和东埠汛码头(东门舣舟亭附近)，此工程

至道光四年陆续竣工。

道光三年(1823年)

武进知县汪世樟、阳湖知县张世桐浚西北护城河及北塘河。这是北塘河疏浚之最早记载．，

道光四年(1824年)

武进、阳湖两县规定永丰里下栅以西，东埠汛对岸以东，永远不得添置行栈、以利漕粮

船停靠装卸。

道光六年(1826年)

武进，阳湖两县派沙驳船三百二十艘，装运漕粮九万石，首运上海，转海运交天津·

咸丰十年(186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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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攻克常州，武进西仓，阳湖东仓同时在战争中被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内河轮船招商局和日商大东汽船会社开航上海经常州抵镇江的

申镇线，轮船首次航经武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清廷将漕粮征收改为现银折色(以货币代实物)。至此，历经二千多年的酒运制度废止，

常州的漕粮转运告结。 、

10月，开浚鹤溪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内河招商局上海总公司常州分公司成立于西门表场，设支局于小河，荫沙。先有泰昌煤

轮一艘，首开常州至溧阳航线。此为武进首创之轮船运输业。

木排行业垫资拓宽加深运河西大王庙南岸，始泊木排。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江南运河(武进、阳湖段)，南运河，盂河，德胜河，澡港河等五条运输干渠浚河工程于

本年夏季完成。此工程系光绪二十七年开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七月，沪宁铁路无锡常州段完成。十月，常州镇江段也粗成。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

“

四月，沪宁铁路通火车。自此，武进县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贯通全国的陆运大动脉。

宣统三年0911年) ．．

清廷将驿运并入邮政，历千百年的毗陵驿废置。
▲

中华民国

元年(1912年) ．

’

6月，武进董事会制定《整顿班船办法十六条》，始发班船照式，着手于民船管理。

粮豆行和堆栈业兴起，粮斛夫(搬运工人前身)纳贴世袭专营。

地方士绅吴康首创新商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开民营轮业之先。之后，民营轮业接踵

兴起。

2年(1913年)

新商河轮公司同招商局联合抵制日商戴生昌轮船局开航申镇线． 一⋯ ．．，一

8月，武进县知事公布《限制驳岸码头侵占河道办法》，为县内建立航道管理规章之始。

4年(1915年)

武进境内班船运输业中开始分出快船业，改夜航为日航，以利乘客。

5年(1916年) 一 ，，

武进县城航船公所成立，为船户的行业性组织。 一

6年(1917年)

县城开办藤轿公司8家，此种落后工具之发展，仅一、二年被淘汰。

12月，天寒地冻，河道冰封，轮、班、快船全部停驶。
：J

．
。’

7年(1918年)

武进县城第一家人力车(黄包车)公司合兴赁贷所开始营业。自此，取代了骡，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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