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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江宁县交通志》铅印出版的批复

报来《江宁县交通志》送审稿，经县委志稿审定小组审阅，认为

志稿符合体例，集中了丰富的资料，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江宁交通事

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同意批准铅印出版。志稿中部分章节重复面

大，请根据县志办提的意见，加以修饰雷再付印，保证提高志书质
量。

江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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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县交通志》作为第一部交通行业志付梓问世，令人喜悦。

江宁县历史悠久，为六朝古都，十代首都之地。随着历史变迁，

水陆交通屡见兴衰。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所建交通设施，南京市和

江宁县分设时大多划入南京市区。1934年江宁县迁治东山镇后，

力图营建以县城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终因抗日战争和物价飞涨而

未能实现。1949年解放时，江宁县境内仅有6条公路计113．2公
’

里。至1990年底统计，全县境内国道、省道、县道、乡村公路和专用

公路总里程达1846．944公里，公路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266公

里，名列全省、全国前茅。江宁县的交通运输管理机构，也在解放后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完善。至1990年，全县24个乡镇已普

． 遍建立乡镇交通管理所。江宁县的交通管理全国闻名j为此，县交

通局局长刘益堂同志于1991年应邀出席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并在

大会上发言，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江宁县始终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C．-，同时坚持交通在经济建设中的。先行”地

位。江宁县1992年实现社会总产值55亿元，其中工农业总产值

50．12亿元，工业产值达40．522亿元，比上年增长49％。在经济高

速度增长的同时，江宁县运输力量、交通设施、交通管理均在数量

上和质量上有较大发展和提高。在1992年内，江宁县境有三号公

路拓宽改建，四号公路新建．绕城公路和沪宁高速公路拆迁、动工

和竣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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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江宁县交通志》由南京出版社出版问世，是本县交通系统的

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这部交通行业志，翔实地记载了本县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一个地方交通闭塞，必然制约着这个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建国以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发展交通事业，交通

系统的干部和广大职工，精心规划，身体力行，艰苦奋斗，为发展本

县交通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了重要的

条件。在我受命主持县交通工作期问，能够组织力量编写出《江宁

县交通志》，并印刷出版，把前人和当代人创造的成果记录下来，这

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

历史上江宁县治长期在南京城里，直到民国初期．江宁的交通

建设与南京城不可分割。19够年江宁县治迁东山镇后，县、市分

开，江宁交通事业仍然发展缓慢。解放以后，县人民政府花大力气

加强以县城东山镇为中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40多年来，江宁

县公路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全县公路发展迅猛。现

已初步形成乡乡联接、村村有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过境国道、

省道和县道全部建成沥青路面，列为全国最早建成沥青路面的南

京至汤山路段，巴拓宽改建水泥路面。各乡镇政府所在地，均有一

条以上沥青路通过。全县通行客运班车里程由解放初期69公里，

增加到今天39条线路，累计1261公里。县客运公司班车线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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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遍布全县各乡镇及广大行政村和自然村。我县境内各类客货车

辆由解放初期的几十辆发展到4000余辆。

江宁历史上舟楫之利闻名全国，有大江百里(长江岸线98公

里)，小江百里(秦淮河)。经过历史变迁，江边码头归属南京市。

1959年，因泄洪灌溉需要，南京市在武定门建造节制闸。秦淮河与

长江断航，江宁水运一度衰落。60至80年代，本县努力发展水运，

先后造三山、陈塘、铜井等江边码头，秦淮河航道不断疏浚，裁弯取

矗．1985年。秦淮新河船闸建成通航．1987年，县城东山镇建成东

山码头，秦淮河又逐步开发利用，长江航运也在发展中。现在300

吨船只、千吨船队，可经秦淮河船闸出入长江。溧水、高淳两县船队

不时出入秦淮河通江。在我们一代人的辛勤努力下，江宁舟揖之利

又显示了勃勃生机。

交通行业管理方面，我县在建立缝全乡镇交管所，充分发挥其

。小交通局”的职能作用，探索全方位管理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在全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强劲东风驱动下，本县交通建设

紧跟形势，加快发展；沪宁高速公路江宁段正在建设，南京绕城公

路穿过县境；104国道江宁段正逐步改善；南京国际机场已在本县

禄口镇动工兴建．不久，江宁县交通将由现今的水陆衔接，四通八

达，迈向水、陆、空立体网络之中。我们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交

通事业充满信心。
’

江宁县交通局局长、党委书记刘益堂

一九九三年十月



5

“湖熟文化”，下限

今建置领隶，江河

尊重历史上一体、

。逐步脱壳”方法，

带叙今南京城区和雨花台、栖霞两郊区，写到建置与今江宁县脱钩

止．

， 三、本志本着“成可以为法，败可以为戒”选材，大事则书，变古

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

四i本志横排门类，纵写历史，立足当代，详今明古．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撰写i主体章节为

分类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 六、本志属行业志书，交通行业记述从详。

’

七、本志对举行业有贡献人物，“以事系人”记述，县委、县政府

和市委、市政府及市交通局以上表彰人员，列表纪录，不另立传．

八、周秦以下直至民国，本志纪年采用中国纪年行文，夹注公

元纪年。括号夹注公元纪年时用阿拉伯数字，并省略年字。解放后

全用公元纪年．大事记从民国起公元纪年。

九、本志记述古今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计数．

十、凡机构名称初见于章节一律书写全名，其后改用简称．或

该队、该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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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史实有争议者本志作主导表述，并存异说．

十二、传说不是史实，但千千万万次口播言传，本身为社会文

化活动和社会史实，本志结合史实选记。

十三、人事职务任免，一律以任免文件行文日期为准．机构设

置和变易则既记上级批复日期，又记宣布成立或使用印章日期。

十四、公路线路名称和里程，按当时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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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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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一)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胱《入朝曲))。古江宁，今南京

是东吴、东晋、南朝宋、齐、粱、陈国都，称‘‘六朝古都”．又是继后南

唐、明朝、太平天国、国民政府首都，称‘‘十代首都”．。天下漕运由江

达京师”，驿道从国都辐射大江南北，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自南宋

‘景定建康志》(及其前乾道志、庆元志)至民国五年(1916)1江宁县

乡土志’，历代通志、府志、上元县志、江宁县志、乡土志，关于驿道、

桥梁、长江、秦淮、山脉、古迹、理治和建制沿革，文字记述均以今南

京市为本体，详细近郊，粗略偏远。唯清同治《上江两县志》所附李

公雨亭(两江总督李宗羲){：上元江宁两县乡镇图>对江宁全境河、

路、桥、村有全面绘制．今江宁县与南京市古今一家，水陆交通一脉

相承，浑然一体．隋开皇九年(589)，隋平陈，江宁县自今江宁镇移

治今朝天宫东(冶城东)，历代众多古老小县和东晋以来侨县并为

江宁一县，为今南京市和今江宁县融于一体之始。唐太宗贞观九年

(627)(《府志》谓元年，《续纂府志》校正为九年)又在变更中复名江

宁县．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改名上元县。唐天{右十四年(917)杨

吴析上元，分置上元、江宁两县．民国元年(1912)仍单设江宁县，上

元县并入，辖7市9乡，今南京市为江宁县之江宁市(另有江宁镇



2 交通志

市)．1927年6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立南京特别市，市县分

设，南京市直属国民政府，江宁县属江苏省，同城而治(县治在长乐

路银作坊)．城区属市，城外属县．1934年底江宁县移治土山镇(今

东山镇)。1934年9月省市划界，上新河区、燕子矶区、陵园区3区

划归南京市，江河湖埠有重要水陆码头设施者尽入南京市．解放

后，江宁县三属镇江，三属南京．解放初年，江宁县汽车、木帆船统

归南京市管理I公路建养属镇江专区时期，江宁县公路运输和民间

运输工具由南京交通运输管理局江宁管理站管理．1971年．3月11

日，国务院批准江宁县划归南京市，市、县隶属最终理顺，交通运输

垂直一体．
’

(二)

江宁县位于江苏眚西南部，从东北到西南包围南京市．东与句

容县接壤，南靠溧水县和安徽省当涂县，西面北面临长江(1935年

9月省市划界前和1987年元月长江、营防、花园3乡划出前)，与

安徽省和县、江浦县、六合县、仪征县隔江相望。江宁县地理位置为

东经118。31’一119。04’。北纬3l。387—32。13’．据《史记》和清《同治

上江两县志》记述，黄帝时代属于江南地域；《禹贡》分天下为九州，

南京地区属扬州；《史记正义和索隐》云：自吴太伯起，其地属吴，越

灭吴，其地属越，“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改

日‘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

“L也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项羽败，乌江亭长棱船谓日s“江东虽

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江东，又叫江左。

扬州从地理区域变成行政区划，始于西汉武帝设十三刺史部

以监察郡国，其地域与《禹贡》所云“均(沿)江海，通淮泗”相附，包

括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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