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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地区专业志丛书

编 者献辞

“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有名的

鱼米之乡，向以“衣被天下”、“食供四方”的“锦绣江南”和“金三角”

著称于世。近一时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经历

了几番风雨之后，大部分以它的勃勃生机而存留下来，成为地方经

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他各行各业也焕发了青春，继承、发扬各

自的传统和优势，迅猛发展，千红万紫、繁华竟逐。这一地区的工农

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

国财政上缴最多的10个县市，十之八九出于其间，它是我国经济

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 ’

编这套书，除了存史，传之后代，还为了向国内外如实地介绍

这一地区的主要行业和它的特点，提高它们的地位和知名度，促进

改革开放，以开拓国内外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套丛书，与“长江三角洲乡镇志丛书”是姐妹篇。它们从不同

的角度和层次，展示这一地区的历史传统、城乡面貌和所取得的成

就。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条块交叉，点面结合，构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收入“丛书”，进入这个系列，成为一个群体，它的影响将会

大大增强。这两套书，还把苏锡常、杭嘉湖地区与我国最大的工商

业城市和世界名城——上海密切联系起来，这对上海经济区“心脏

地带”的开发，将有重要意义。

广大读者对于编好这套丛书的各种意见和建
． 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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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既要求相适应，又经常处

干不相适应的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我们认识过去，了解现在，展望

将来，以利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宜兴县交

通志》，为进一步发展现代化交通运输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并藉以启迪后辈．

‘宜兴县交通志》在修纂过程中蒙无锡市交通志办公室、宜兴

县志办公室、交通运输战线的老前辈、各基层单位和各方人士的热

忱相助和热情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毋庸讳言，《宜兴县交通志》一书，难免会有不足和错漏之处，

盼望指正。
‘

，

任振先

1990年3月



凡 例

一、《宜兴县交通志》是一部立足当代，统合古今的经济专业

志书。记事上限不拘，下限至1987年。，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以现代宜兴县境域为基准。

三、本志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分编、章、节、目、子目五个层

次编排。卷首冠以概述和大事记，卷尾有附录。

四、本志地图、照片放在正文之前。表格一般随文插设，有些

置于附录。

五、本志历史纪年的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用朝代

年号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
’

六、本志中的度量，采用现行公制，各历史年代所用不同度量，

在括号内换算成现今的度量。

七、对宜兴交通运输事业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用以事系人的

方法表述，不另立传。

八、本志所用的统计数字，主要来自宜兴县统计局、宜兴县交

通局《统计资料汇编》，部分数字由宜兴县交通局运输股、监理所提

供。 ‘

九、本志中的宜兴地名、桥名、路名以《宜兴县地名录》为准，

未定名的用习惯称谓。



，。一，驿道⋯⋯⋯⋯⋯⋯⋯⋯⋯⋯⋯⋯⋯⋯⋯⋯⋯⋯⋯⋯⋯⋯⋯⋯⋯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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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步龙桥⋯⋯⋯⋯⋯⋯⋯⋯⋯⋯⋯⋯⋯⋯⋯⋯⋯⋯⋯⋯⋯⋯⋯⋯45

七、利益桥⋯⋯⋯⋯⋯⋯⋯⋯⋯⋯⋯⋯⋯⋯⋯⋯⋯⋯·：．．⋯⋯⋯⋯”45

八、施荡桥⋯⋯⋯⋯⋯⋯⋯⋯⋯⋯⋯⋯⋯⋯⋯⋯⋯⋯⋯⋯⋯⋯⋯⋯46

九，平板桥⋯⋯⋯⋯⋯⋯⋯⋯⋯⋯⋯⋯⋯⋯⋯⋯⋯．．．⋯⋯⋯⋯⋯⋯46

十、东仓桥⋯⋯⋯⋯⋯⋯⋯⋯⋯⋯⋯⋯⋯⋯⋯⋯⋯⋯⋯⋯⋯⋯⋯⋯46

十一、扶风桥⋯⋯⋯⋯⋯⋯⋯⋯⋯⋯⋯⋯⋯⋯⋯⋯⋯⋯⋯⋯⋯⋯⋯46

十二，张泽桥⋯⋯⋯⋯⋯⋯⋯⋯⋯⋯⋯⋯⋯⋯⋯⋯⋯⋯⋯⋯⋯⋯⋯46

一十三，长工桥⋯⋯⋯⋯⋯⋯⋯⋯⋯⋯⋯⋯⋯⋯⋯⋯⋯⋯⋯⋯⋯⋯⋯4 7|

第二节公路桥梁⋯⋯⋯⋯⋯⋯⋯⋯⋯⋯⋯⋯⋯⋯⋯⋯⋯⋯⋯47

一、干线公路桥梁⋯⋯⋯⋯⋯⋯⋯⋯⋯⋯⋯⋯⋯⋯⋯⋯⋯⋯⋯⋯⋯47

：、支线公路桥梁⋯⋯⋯⋯⋯⋯⋯⋯⋯⋯⋯⋯⋯⋯⋯⋯⋯⋯⋯⋯．．．51

第三节城镇桥和农桥⋯⋯⋯⋯⋯⋯⋯⋯⋯⋯⋯⋯⋯⋯⋯⋯52
一、城镇桥⋯⋯⋯⋯⋯⋯⋯⋯⋯⋯⋯⋯⋯⋯⋯⋯⋯⋯⋯⋯⋯⋯⋯⋯52

二、农桥⋯⋯⋯⋯⋯⋯⋯⋯⋯⋯⋯⋯⋯⋯⋯⋯⋯⋯⋯⋯⋯⋯⋯⋯⋯52

三、塘路桥⋯⋯⋯⋯⋯⋯⋯⋯⋯⋯⋯⋯⋯⋯⋯⋯⋯⋯⋯⋯⋯⋯⋯⋯56

第三章水路⋯⋯⋯⋯⋯⋯⋯⋯⋯⋯⋯⋯⋯⋯⋯⋯⋯⋯⋯⋯⋯⋯⋯·59

第一节湖、ijL、荡⋯⋯⋯⋯⋯⋯⋯⋯⋯⋯⋯⋯⋯⋯⋯⋯⋯⋯⋯⋯⋯59

一、太湖⋯⋯⋯⋯⋯⋯⋯⋯⋯⋯⋯⋯⋯⋯⋯⋯⋯⋯⋯⋯⋯⋯⋯⋯⋯59

二、漏湖⋯⋯⋯⋯⋯⋯⋯⋯⋯⋯⋯⋯⋯⋯⋯⋯⋯⋯⋯⋯⋯⋯⋯⋯⋯60

三、东?九⋯⋯⋯⋯⋯⋯⋯⋯⋯⋯⋯⋯⋯⋯⋯⋯⋯⋯⋯⋯⋯⋯⋯⋯“60
’

四、西i九、团}九⋯⋯⋯”：⋯⋯⋯⋯：⋯⋯⋯⋯⋯⋯⋯⋯⋯⋯”⋯⋯⋯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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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线航道⋯⋯⋯一⋯⋯⋯⋯⋯⋯⋯⋯⋯⋯⋯⋯⋯．．．⋯⋯⋯⋯”62

第四章渡口⋯⋯⋯⋯⋯⋯五⋯⋯⋯⋯⋯：⋯·：⋯⋯⋯⋯⋯··o⋯”⋯67

‘第一节古渡⋯⋯⋯⋯⋯⋯⋯⋯⋯⋯⋯⋯⋯⋯⋯⋯⋯⋯⋯⋯⋯⋯⋯67

一、虾笼泾渡⋯⋯⋯⋯⋯⋯⋯⋯⋯⋯⋯⋯⋯⋯⋯⋯⋯⋯⋯⋯⋯⋯⋯67

二：临津渡⋯⋯⋯⋯⋯⋯⋯⋯·^n：；⋯⋯⋯⋯“⋯⋯o⋯⋯“⋯⋯⋯67

三、救生渡⋯⋯⋯⋯⋯⋯⋯⋯⋯⋯⋯⋯⋯⋯⋯⋯⋯“一⋯⋯⋯⋯⋯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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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旅游渡⋯⋯⋯⋯⋯．．．⋯⋯⋯⋯⋯⋯⋯⋯⋯⋯⋯⋯⋯⋯⋯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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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包车⋯⋯⋯⋯⋯⋯⋯⋯⋯⋯⋯⋯⋯⋯⋯⋯⋯⋯⋯⋯⋯⋯j⋯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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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 运⋯⋯⋯⋯⋯·¨⋯⋯⋯⋯¨⋯⋯⋯⋯⋯⋯⋯⋯⋯⋯⋯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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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拆帐制⋯．．．⋯⋯⋯⋯⋯⋯⋯⋯⋯一⋯⋯⋯⋯⋯⋯．．．⋯⋯⋯⋯152

‘’二、分成制‰⋯⋯⋯⋯⋯⋯⋯⋯⋯⋯一⋯⋯⋯⋯⋯⋯一⋯⋯⋯“153

三、计件工资制⋯⋯⋯⋯⋯⋯⋯⋯⋯⋯⋯⋯⋯⋯⋯⋯⋯⋯⋯⋯·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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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行政机构⋯⋯⋯⋯⋯⋯⋯⋯⋯⋯⋯：⋯⋯⋯⋯⋯”j⋯⋯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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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路政管理⋯⋯⋯⋯⋯⋯⋯⋯⋯⋯⋯⋯⋯⋯⋯⋯⋯⋯⋯⋯⋯163

第一节公路标志的设置⋯⋯⋯⋯⋯⋯⋯⋯⋯⋯⋯⋯”163
。

第二节安全教育和路障清理⋯⋯⋯⋯⋯⋯⋯⋯⋯⋯“164

第三节公路绿化⋯⋯⋯⋯⋯⋯⋯⋯⋯⋯⋯⋯⋯⋯⋯⋯⋯⋯164

第四节养路费征收⋯⋯⋯⋯⋯⋯⋯⋯⋯⋯⋯⋯⋯⋯⋯⋯⋯⋯⋯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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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运价和票证管理⋯：一⋯⋯⋯⋯⋯⋯⋯⋯⋯⋯·175

第五章车船监理⋯⋯⋯⋯⋯⋯⋯⋯⋯⋯⋯⋯⋯⋯⋯⋯⋯⋯“176

第一节船舶检验和船员考试发证⋯⋯⋯⋯⋯⋯··-⋯⋯⋯·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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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车辆登记及检验发证⋯⋯⋯v⋯⋯⋯⋯⋯．．．⋯⋯⋯178 ”

第四节驾驶员的考试、发证和年审⋯⋯⋯⋯⋯⋯⋯⋯⋯⋯179

第五节公路交通事故的处理⋯⋯⋯⋯⋯⋯⋯⋯⋯⋯·18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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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港口机械修造⋯⋯⋯⋯⋯⋯⋯¨⋯⋯⋯⋯⋯⋯⋯·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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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两乏⋯⋯⋯⋯⋯⋯⋯⋯⋯⋯⋯⋯⋯⋯⋯⋯⋯⋯⋯⋯⋯·：⋯⋯⋯⋯⋯⋯·195

表1．1987年底宜兴县交通系统职工人数统计表⋯⋯⋯⋯⋯⋯⋯195

表2．1987年底宜兴县交通系统党、团员统计表⋯⋯⋯⋯⋯⋯⋯⋯196

表3．1987年底宜兴县交通系统职工文化结构统计表⋯⋯⋯⋯⋯197

-表4．1987年底宜兴县交通系统专业人才统计表⋯⋯⋯．．．⋯··汹·198

表5．1987年底宜兴县交通系统职工住房面积统计表⋯⋯⋯⋯⋯198

r表6．1978—1987年宣兴县交通运输、工业企业离、退，

休人员情况表⋯⋯⋯⋯⋯⋯⋯⋯⋯⋯⋯⋯⋯⋯⋯⋯⋯⋯⋯⋯199

，： 表7．1978--1987年宜兴县交通系统事业单位寓退休人员

情况表⋯⋯⋯⋯⋯⋯⋯⋯⋯⋯⋯⋯⋯⋯⋯⋯⋯⋯⋯⋯⋯⋯⋯．199

表8．1962—1987年宜兴县交通系统国营、大集体企业营收、

利润统计表⋯⋯⋯_⋯⋯⋯⋯⋯⋯⋯⋯⋯⋯⋯⋯⋯⋯⋯⋯⋯200

表9．1974—1987年宜兴县交通系统国营、大集体企业固定资产
’

统计表⋯⋯⋯⋯．．．⋯⋯⋯⋯⋯⋯⋯⋯⋯⋯⋯⋯⋯⋯⋯⋯⋯⋯201

’表lO．1962—1987年宜兴县交通系统国营、大集体企业全员劳动

、 生产率统计表⋯⋯⋯⋯⋯⋯⋯⋯⋯⋯⋯⋯⋯“⋯⋯⋯k⋯·202

表11．1962—1987年宜兴县交通运输、工业企业职工月工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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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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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宜兴县地处江苏省南端。位于东经119。31，一120。03，，北纬

30。07t一31。37r。全县总面积1746平方公里。它的南部、西南部与

浙江、安徽省交界。东部紧靠太湖，西与溧阳县、西北与金坛县、北

部与武进县毗邻。县境地形大致分为山区、平原、圩区三大部分。南

部多山，属浙江天目山余脉；中部属低洼圩区；东北与西北部属高

亢平原。由于地势差异，导致山区道路崎岖，平原、圩区桥梁密布，

渡口众多。。
。

一 ’斗 1，
， 。

宜兴交通建设源远流长。就陆路而言，秦代的驰道，汉和隋唐

以后各朝的驿道，都穿行于县境。从水路来看，宜兴县是全国河网

密度较大的县，这些河流通京杭大运河、通长江、通太湖，交通运输

长期“以水为主”。县境内发掘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独木舟，春

秋时设立的虾笼泾古渡，现保存完好的明代成化年间修筑的大浦

桥等等，均为宜兴交通建设历史悠久的佐证。
’

自从秦朝设阳羡县(宜兴县旧称)以后，两干多年来，随着各个

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宜兴的交通事业几度兴衰。

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也经历过急剧的倒退。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运输工具简单落后，运输方式变化不大，社会生产力发展缓

慢。由于历代劳动人民重视修桥铺路，治航设渡，故宜兴的交通运

输尤其是水运，相对来说较为发达。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招商轮船公司在宜兴设轮船分

公司，经营宜兴至常州航线。继而外地的华瑞等轮船公司、裕商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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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无限公司相继开辟常州至宜兴、常州经宜兴至湖州等班轮航线。

陆上运输以轿子、脚夫肩扛人挑为主。 。

进入民国以后，宜兴的交通运输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民国

11年(1922)，宜兴至常州、无锡的轮船航线有3条：(无)锡溧(阳)

线，常(州)溧(阳)线，常(州)蜀(山)线。均由外地的私营轮船局经

营。 ．

民国19年(1930)前，县境内无公路。本县客货运输主要依靠
， 水运。客运主要靠航班船，货运主要由木帆船承担。船只多为5～

15吨位的小船，均无机械拖带。因河道多年失修，部分河段淤塞严

重，通航能力一般在20吨以下。陆路交通主要依靠官路和大路，

有宜(兴)常(州)官路、宜(兴)张(渚)官路、宜(兴)湖(}父)官路、凄

边(沿太湖西岸)官路、宜(兴)周(铁)大路、宜(兴)官(林)大路、宣

(兴)丁(山)大路等7条。独轮车、畜力等陆运工具逐渐得到发展。

运输方式仍未摆脱人挑畜驮、摇橹扯篷的落后状态。。
。

民国20年(1931)9月，京杭国道(现宁杭公路)境内段，民国

23年3月，锡宜公路境内段相继通车。县境公路总里程为80．7公

里。自此，宜兴始有公路运输。公路客运由出资筑路的江南长途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班次很少。民国20年前后，人力车运输开

始兴起，至民国22年，全县有营业性人力车28辆，自备车1辆。

营业车大都在城镇街道、车站码头接客送货。民国20年至抗日战

争前夕，宜兴的航班船运输处于鼎盛时期。当时领有执照者100

，多艘，连同过境者有300多艘。航船(包括快船)以载客为主，班船

以运货为主。航船有固定的停靠地点，便于客人租用。班船有固定

的码头和航线，班次也较为固定，货运不足时捎带客人。民国22

年成立宜兴县僚业同业公会及分会。各镇(乡)的搬运工人均参加

同业公会，按作业地段、作业货种或自然码头、轮埠等划分作业范

围，从事肩挑背驮的搬运装卸。 ‘
．

日军侵宜期间，宜兴交通运输业在遭受战火后萧条冷落。为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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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日军进攻，宁杭、锡宜公路境内段及沿线桥梁均被破坏，路面被

挖得坑坑洼洼，公路运输中断。为躲避日伪军强征船舶，县境航、班

船全都停驶。木帆船或藏匿在芦苇荡，或沉入河底，损失惨重。其

时，被视为。大后方”的张渚、湖i父两地，畜力运输较为兴旺。本县太

华、茗岭等山区及安徽省广德、浙江省长兴等县每天有千余头骡马

．运货上市，经张渚、湖?父中转，年运量可达12万吨左右。
t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杭、锡宜公路经修复，于民国35年(1946)

6月及次年5月先后恢复通车。公路运输仍由江南汽车公司经营。

但因路况差、班次少，票价一涨再涨、成倍翻番，汽车客运的比重仍

然很小。其时，水上客运恢复和发展较快。民国35年，无锡、常州 ．

私营轮船局有lO条航线通宜兴。本县的实业界人士纷纷创建轮

船局，先后开辟湖?殳至张渚、张渚至无锡、宜兴至无锡、丁山至张

渚、湖}殳至无锡、官林至湖i父、湖}父至和桥等客运轮班。交通运输尤

其是水运出现“中兴”局面。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政府再次发动内

战，宜兴的地方经济日趋萧条，严重损害了交通运输的发展。民国 ，、

37年起，水上运输业渐趋衰落，来往客商为避战乱，闭门不出，物

价飞涨，船票惊人。加之境内水匪猖獗，大小轮局纷纷倒闭。商营

江南汽车公司因修筑公路承担费用颇巨，战后尚未有多大盈利，境

内公路客运每天仅有二三个班次。至宜兴解放前夕，县内仅有水运

船舶715艘、11633吨位，载重量平均为16吨。本县没有一辆汽‘ ，

车。交通工业一片空白。农民进城只能靠步行或乘坐农船。各镇

(乡)的搬运装卸仍然依靠肩扛人抬的原始劳动。境内桥梁多为木

桥、石台木面桥，由于得不到及时修缮，木桥桥面腐烂剥落，危险桥

梁数量过半。’一些石板(砂条)桥、石拱桥也因桥孔狭窄、桥基倒塌

而妨碍航行。 ～
’

。7

’

．1949年4月，宜兴解放，人民政府致力于整顿社会秩序，恢复

交通运输。1949年5月，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船舶管理

暂行办法》，通告各船户前往各区政府登记，领取通行证及旗标，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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