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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屹立于世，已经有五千年．^‘，j
． - 的历史j中国的水运史，‘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申l，．

’： 国文明史的形成和发展，、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j．．‘j：‘_。j．，’ ：

’， ．“‘．中国发展水运的自然条件，十条优越。大陆海岸线长一万八
⋯“

． ．。千多公里，’河流五万多条，．总长四十：万多公里，有大小湖泊九- ‘|’

． ”百多个。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兼有大陆租海洋特征，r
?一． 的广袤的国土上，利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展水运。． ：： t：?r，。。一，

’j．．7∥‘中国水运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在天-∥-

t，然河流上广泛使用独木舟和排筏，、在浙江省河姆渡出土的木桨一’．‘ ’．

证明在距今七千多年前，‘我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已使用桨推进航海V．
， 。工具出海渔猎。春秋战国时期，水上运输已十分频繁。到了汉代，‘‘一∥’．

，‘：-，我国已有坚固的船舶，并已使用风帆和平衡舵，凭借季节风，+远。：
。 ．． 航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宋代已将指南针用于航海√’j

‘

t。7 这是我国古代航海技术上一项重大发明，n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1 。j

．·，7·有着重大影响。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是我国当时与东南亚海上 ．：∥

。．71．i贸易繁盛的见证。。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津，组建了=百多艘海船h，：一
：、·。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历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航 一‘

”， 海史上的壮举，，使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走上鼎盛时期。‘一‘，；’_k， 。

’。一‘．一我国港口的发展，在历史上有过光辉的篇章，早在春秋战国．，一‘

7一．：时期，燕国东部渤海沿岸即出现碣石港，以后发展为今天的秦皇 uJ’，

，，：．。岛港。汉代的广州港以及徐闻合浦港，，已与国外有频繁的海上通 ，j．

·一商活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是宋代四大海港。，。
：， 元代曾来我国游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称：泉 ．’．

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_，实则可云唯·的最大港。”长江沿岸的 “，

．，，‘’扬州港，兼有海、河港口的性质，唐朝已是相当发达的国际贸易．
一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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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了，‘当时大食，波斯的航商侨居者有数千人之众。“天下三分明‘

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可见当时的扬州是经济繁荣．人文荟萃

：之地o ．：+’．‘
’』：

”，

‘

一-_．一。‘‘。
o’ 我国内河航运的发展，与我国文明史更有着密切的联系。．黄“

’，’’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古时很多王朝建都于黄河之滨，其

。“’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可以利用黄河水运。’长江水系，水资源丰

：富，，有灌溉和舟楫之利，。历来是我国繁荣富庶之地。我国运河建

设的光辉历史，‘是举世公认的。’m南北大运河，4’最早起于春秋末期，．

吴国开挖邗沟，。以后经过隋，元两朝大规模的扩建和连接，?最后形

。成一条纵贯南北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大运河。7，这条运河无论从，

．，工程规模和建筑水平上看，：。在世界古代水运工程史上都是罕与伦“

“i。比的。’-·：’?q o-‘妒一f·歹一：．，～”，i；’i：；：：，，：，，．‘：
。’：，‘：．近代中国水运史，：是一部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的历。

史。：鸦片战争后，也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1使沿海海关和港口
。’完全受外国人所控制，‘内河航行权丧失殆尽。+中国海上和内河的

’

广大水域i竞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天下!：中国水运事业，≯在压迫下

’求生存，；在反抗中求发展。1873年1月，‘成立了轮船招商局。4民

；’族资本主义的轮船业也随之逐渐兴起，先后成立了若干海上和内

河航运公司，’。他们在近代水运史上；：做出7重要的贡献。?这一时

期总的看来，-u水运事业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i·水运技术有所进’

步，。但步履蹒跚0近代水踅事业，“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之一

．一的海员产他们是推动近代水运事业发展的动力，．他们的反抗斗

争，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r”．

．，o．．建国以后的现代水运史，，是最辉煌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7伟大祖国己恢复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社会的发展，历史_”

的进步≯各项事业的兴旺i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水运事业，取”：．

得了过去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伟大成就。1；-远洋运输从无到有，从一

小到大，现在已建设成了一支包括具有各种船型的远洋船队。’沿

海和内河相继建成了-批现代化的港口和专业化的深水泊位，：“以．

及与港、航相配套的各种设施：集疏运系统：。：修造船工业，：航务’。：

辊一 ．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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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通信导航，船舶检验．救助打捞，航域环境保护等，还建

设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水运科研设计机构、水运院校和出版’ ，

， 部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水运体系，并正以比较高的速 一7

u度向现代化迈进。。⋯
‘“

，：。，．． ，
．‘‘，

‘，

；． 。．一．几千年的水运史，是一部经历盛衰起伏的历史。‘它是随着社 。

! ．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j随着经济因素的消长而消长的，归根 。4

。 结底，是受着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和制约的。纵观中国水运史，虽 ，，

‘ 然经过许多曲折，走过不少弯路，但成就始终是主流。对历史上 ．一
’

的成败得失，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透过反复
， 的历史现象，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

鉴古知今，古为今用。： ．二二 t‘j．， ’，一 ．j；
。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几千年的水运。．
， 史，是众多的先驱者和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备斗创造的历史。从古，二．

： “代到中世纪，众多的航海者，远涉海洋，历尽艰辛，，．航行在中国．·。

，，；沿海以及通向亚非的航线上，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
。

4

‘要的贡献。隋朝开运河r参加运河施工的民工上百万人n死者不．，
‘

计其数，。运河的建成，：是无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历史上曾出 j二’’

、现过许多名垂青史的航海家，。水运事业的建设者。，如秦代的史禄， j
‘_

_’· 三国时的卫温，晋代的壬溶，孙恩。·唐代的刘晏．’李处人ii元代
， ．的郭守敬、朱清．张碹，明代的郑和、郑成功，一清代的靳辅、徐 一
’‘

寿，民国时的卢作孚等。。建国以后，为水运事业献身并做出杰出 ～一

一’。贡献的，更不胜枚举≯前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崇敬，：值．。

：．得我们学习。
“。

．，．‘
-， ： ，。 ’

‘，：
‘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对历史上 j，

．． 先驱者的活动，对祖先留下来的光辉业绩，深入进行研究和发掘， ’j
’．。 大力加以宣传，使人民知之愈深，对伟大祖国就会爱之愈切。我 ，?

。- 国从古至今的水运发展史上，．有许多工程上的奇迹，运输上的伟
’

，t j业，水战上的壮举，．这些在世界范围内，1都有其突出的地位。周、， 4．

．。 恩来总理曾经说遗。‘‘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
～

．． 泉。”将几千年水运史的光辉业绩放到世界范围内，就可以从相互 j，

。．∥+一0一√一rf，：‘一一． ，‘’。。。，3。‘，j。． -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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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认识其价值，从而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把几千年的水运史，分门别类，编纂成书，陆续出版，主要
。

目的在于系统地总结过去的历史，从中汲取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

主义的可贵教益，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伟大业绩。 ： ’

，． 这套丛书，，包括各海港史，各省航运史，长江航运史，．运河 ，

． 史，招商局史，1民生公司史等。在丛书的编写工作中，我们将遵．， ，·j

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观点，坚持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在史料 一

’

的收集、整理和考订的基础上，写出一套科学信史。但几千年的
‘。

进程中，史料浩如烟海，其收集整理，一定会出现某些遗漏；历
。

史上的某些疑难问题，一时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需请读 。 。。。

， 者批评指正，也有待专家们继续研究探索。《中国水运史丛书》的
’

出版，不是水运史研究工作的终结，而应是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的
”

?i开始。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今后将不断修订和再版，使之一代一1·

．+代传下去，永受其益。+ ：’。’： ．。■’“。、。 ·
，’，

一

， 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总结过去的历史，归根到底，⋯’。
’

．是为了开创新的历史。．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水运事业的现代化建“。

．’二．设。我们应该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引出规律性的认识，将革

：+ 。·．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水运事业的振兴而百倍 ，

；

。’

地努力，-写出中国水运史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j‘?
_1

· ．．，．蔫’：，_：．’：～‘，：二-一7．：j。．，：：’；“ ，。1：一i^’d一：’r 。：一。。一“
。 ‘

一j 7+‘．
。。 ：。’!．，。≥一。．，：一中国航海史研究会

·‘

t：： +，，j‘
4

一’。 ’人民交通出版社：：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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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史》(古、近代部分)的续篇。‘，。．‘。； ，‘一，’ ．．；。。。：

’、：’连云港港是继大浦河IZl海港被淤塞窒息而兴起的f旧中国历
。

经数次战乱，到解放时这个破败不堪的港口已是气息奄奄。建国 。’，．

后3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 ．．：

他们迸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从废墟中治愈创伤，使连云港港初 ‘+

步形成_二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内外贸港口，跻身于全国第一批14个

沿海开放港IZI行列之中o．：j．． ．：’ J。：。，．一o ，，

t’；：然而，连云港港这38年的发展历程决非一帆风顺的。建设中，’，～

。她遇到了一系列经济技术问题，其中主要是回淤j淤泥(软基)．；”．

和陆域狭窄，尤为突出的是回淤问题。本书将用一定篇幅从理论．

到实践对此加以论证、1阐述。其次，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导致_?。

j，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60年代后期起连续lO年的“文化大革i

。命”，延缓了港口发展的速度。对此，我们也将实事求是地加以概．。．-

’要的分析．总结。7 I。’’‘．一 ．， ‘．：．。．· ‘。

。．在编写《连云港港史》(现代部分)过程中，我们力求以马列
‘

主义观点来研究连云港港口技术，，经济结构及其管理发展变化的 、f一

规律，探求它们的内在联系。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在每·个重大一．

的经济．技术事件中都尽量引证丰富资料，把史料交织在理论之， ，．

中，．以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一’．_． ‘-．
j。 一。‘，

+本书时间的断限，起于1948年11月(当地解放时)讫至1986 ，

年，其中个别的重大工程技术、经营管理活动延伸至1987年。它 ·。·

÷依据通史体例，即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加以叙述，篇章分期按全， ’。

国政治经济发展时期划分，节目依港IZl自身结构分类。
+

一：4
’

? 《连云港港史》(现代部分)从酝酿到书稿的形成，始终是在。，
’

，‘：二“{：，』i’’f’j一。·‘．'’。。7i．，’ ．?，I二，：1+：，，。j．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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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中奋斗的。蓖先，编写入员的水平有限；其次，对建国后涉√

及港r-if重大历史器件(主要是管理和技术方面)如何反映。虽说．’ ．。4

一 “史官”要秉笔葭书，然而，顾虑颇多；另外收集、。掌握的历史 ”。

资料丰薄不均，虚实难定F：，如动乱初期的资料奇缺，50年代后直一’

至60年代初的数据不一，这就给考证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等等。。‘、
‘

7．．在巾国航海学会理事长、原交通部部长彭德清和为“中国水运史’

丛书”宣传，组织工作付出了心血的原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院 ，’

长|王大勇l厨志关怀下，在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入民交通出版社指 t。

导下，在局编委会的重视、鼓励及各兄弟单位支持以及有关学术 j’．

‘

研究部门专家，学者的帮助下，通过边学习，边实践，虚心求教， ?。

认真核实，反复推敲，‘历时两年4次易稿，终于编写出这本20多 ．?

万字的《连云港港史》’一(现代部分)。’|．、：’， 。⋯’j‘，： ． j

，’ 在成稿过程中得到了以下单位、个人的热情帮助：上海港档

案科、港史研究室，省建港指挥部档案科，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 +

统计局：档案局、口岸委，‘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沈立人：、市 ：

土地管理局张传藻，省老年人协会耿杰民，原省建港指挥部盂广’，‘q
- 1庆，曹蔚华，连云港港务局的蒋秋林、查庆华，本书编委会领导和

’’

各委员等许多同志提供：发表了不少指导性意见，在此一并谢忱。． ．

· “。《连云港港史》是连云港港史编写办公室集体智慧的结晶。 ：．，‘

原编史办的张树玉’骆名蓟、吴兴来．吴君才、叶永荣，’何学铭j⋯≯t。
李绍智，杨德勖；韩强：：朱锡祥等同志曾参与资料收集，有的参

． 加部分原始资料的整理。本书-4：-、二：．三章由时连成同志撰稿，一，，， ．

四，五i’六章由杨贤益同志编写并承担全书合成，修缀。钱志强、
’‘

胡小宁、·徐永久、高维岳’．杨立富等同志在收集资料、制图、誊。‘，．

，‘．写、复印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照片由张维君、徐向阳同志拍摄
’

． 制作。 ‘．．‘．．．‘，， 、’⋯
‘ ’

．+，j
’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与错误之处j敬请指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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