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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水运史》丛书

总序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萌古国，屹立于世，已经有五千年

的历史。中国的水运史，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琦中

医文明史的形成和发展，曾经产生过三大的作用。

中国发展水运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大陆海岸线长一万八

千多公里，河流五万多条，总长四十二万多公里，有大小黯?自九

百多个。我们的祖先在很早号前，就在这块兼有大陆和海洋特征

的广袤的国土上，利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展水运c

中国水运发展的历史，源远琉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己在天

然词流上广泛使用强木舟和推徨。在浙江省河姆搜出土的本桨，

证明在距今七千多年前，我国东窗沿海的渔民己使用桨撞透露主海

工具出海渔猎。春秋战国时期，本主运输己十分频繁。到了汉代，

我国己有坚盟的船船，并已使用风帆和平衡舵，凭借季节风，远

航到吕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各匾。宋代已将据南针用于航海，

这是我国古代航海技术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有着重大影响。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是我国当时与东南董海上

贸晏繁盛的觅涯。明拐郑和七次下西洋，组建了二百多理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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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史上的壮举，使我国古代鼓海事业走上鼎盛时期。

我国港口的发震，在历史上有过光辉的篇章.早在春秋战居

时期，燕国东部渤海沿岸部出现碍石港，以后发展为今天的秦皇

岛港c 汉代的广安1-1港以及徐闻合浦港，己与国外有颜繁的海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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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活动。广州i、泉州、 l 拉州、明分I (今宁鼓)是宋代四大海菇。

元1-\:: 曾来我国潜历的意珞哥族行家伊本·拔理塔在踌记中称:泉

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实则可云唯→的最大港。"长江浩岸的

扬州港，兼有海、河港口的性质，唐辑己是梧当发达的国际贸易

港T. 当时大食、波斯的航离侨居者有数千人之众。"天于三分明

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J 可见当时的扬州是经济繁荣、人文主辈革

之地c

我吕内坷航运的发展，与我国文明史更有着密切的联系。黄

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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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丰

富.有灌溉租舟攫之利.历来是我国繁荣富庶之地 我国运河建

设的无辉臼史.是举由公认的3 南北大运河.最早起于春秋末期

吴国开挖fß沟.以后经过F育、无两朝大规模的扩建相连接.最后

彭成一条纵贯南北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大运河2 这条运河无论

从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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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比的3

近代中国水运史，是一部侵略和反建略、压追和反压迫的历

史c 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沿海海关和港口

完全受外国人所控制，内河航行权丧失蹭尽。中国海上布内河的

广大水域，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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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轮船招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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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

期总的看来，水运事业有所发展， f旦发展缓慢，水运技术有跨进

步， f8步震蹒踞。近代水运事业，孕育了中国最旱的产业工人之

一的海员，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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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后的现代水运史.是最辉煌的篇章c 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伟大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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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水运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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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过去任何时期不可比毅的伟大成就。远洋运输从无至IJ有，

从小到大，现在已建设成了一支包括具有各持船型的远洋船队。

沿海和内河相继建成了-1H:班代化的道口租专业化的深水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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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比较高的

速度向现代化迈进。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一部经历盛衰起伏的历史c 它是随着社

会政治影势的变纪前变化.随着经济因素的消长百消长的.归根

结底.是受苦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和击1]约的二强现中国水运史.虽

然经过许多茜括.走过不少弯路.但成就始终是主流3 对历史主

的成败得失.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现点.透过反复

的历史现象.认识历史事物的本盾.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鉴吉如今.吉为今窍。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留造世界历史的动力G 几千年的水运

史.是众多的先理者和劳动人民经过琅苦奋斗创造的历史。从古

代到中世纪.众多的般海者，远涉海洋，历尽~~辛，航行在中国

沿海以及i昌市里非的航线上，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施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黯朝开运河，参如运坷施工的民工上百万人，死者不

计其数，运河的建成，是无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品，历史上曾出

现过许多名垂青史的航海家、水运事业的建设者。如秦代的吏禄，

三国时的E温.晋代的王洁、封程、，唐代的:XtJ晏、李处人.元代

的郭守敬、朱j吉、张毒.萌代的郑和、郑成功.清代的靳辅、徐

寿.民国时的卢作孚等=建国以后.为水运事业献身并散出杰出

贡献的，更不胜枝举c 前人1良苦创业的精神. {直得我1ìJ崇敬.值

得我们学习。

凡千年的水运史.是进行爱自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对历史上

先驱者的活动.对坦先留F来的光辉业绩.深入进衍研究如发掘，

大力加以宣传，使人民知之愈深.对伟大祖国就会爱之愈切e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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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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本战上的壮举，这些在世界莲围内.都有其突出的地位已周

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摞

泉。"将几千年水运史的光辉业绩放到世界莲围内，就可以从梧互

比较中认识其价值，从商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租自豪感。

把几千年的东运史.分门别类，编3毒或书.陆续出版，主要

目的在于系统地总结过去的茄史，从中吸取历史雄辑主义和爱国

主义的可贵敦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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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童在运史，长江航运史，运河

史.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等八在丛书的编写工作中.我们将遵

{居弓克恶主义历史学的瑰点.哇持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在史料

的收集、整理和考订的基础上.写出一套科学信史η 但几手年的

进程中.史李1↓浩如熠海.其收集整理.一定会出现某些遗撮z 历

史仁的某些提难问题.一时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飞这些需洁读

者批评指正.也有待专家们继续研究探索。《中因水运史丛书〉的

出版.不是水运史研究工作的终结，而应是→个新的研究阶段的

开始;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今后将不断穆订和再版.使之一代一

代传下去，承受其益9

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总结过去的历史，归摆到底，

是为了开创新的历史。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本运事业的现代住建

设。我们应该正确运屑历史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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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水运事业的摄兴雨百倍

地努力，写出中国水运史更掬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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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自水运史丛书包插以~若干门类的史书:

1.综合性史书:包捂《中国海港史》、《中国内河航运史》、

《中国运河史》等部。

2 .内河航运史: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内河航运史和《长
江航运吏》。

3. 各海港史:包括沿海各主要港口的史书。

4. 专题性史书z 包括《郑和"FìJ!j洋》、《捂商局吏义《民生

公司史》等。

二、水运史的建rr珉，统-按:鸦片战争 (1840 年)之前为古

代史，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年 10 月 1 日)为近

代史，建国以后为现代史。

三、这套丛书属专业史性鼓，是学术性著作，不是科普读物。

读者对象主要是水运吏专业研究工作者、一般史学工作者，具有

中等文化程度的商业航海、水上运输部军事舷海、温1I主航海、海

洋考察的广大从业人员，也可供对祖国航海有兴趣的青年提读。

店、这套丛书，原则上由人民交通出报拄公开出版。统一采

用大 32 开印制精装本。

五、这套丛书的编写出摄，得到交通部、海军司令部、农牧

渔业部水产局、国家海洋局及中国航海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

持。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上述单位所属的生产、科研、

教学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内河运输部门等单位的人员。还有

国内若干大专院校、历史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丛书的

撰写、评审工作。因此，本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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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港史》是遵照交通部和中国航海学会指示，在长江航

运史编写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和人民交

通出眼挂的具体要求进衍编写的，是《长江舷运史》和《中国水

运史丛书》中的一部。

《南京港史》的编写工作得到江苏省交通厅编史办公室的关

心支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情和南京图书馆为本书提供了大量资

料，人民交通出版社的卢其昌、长江航运史编辑室的陈建国对史

稿编写进有了具体指导，南京大学、河海大学以及省、市辖史机

关的茅家琦、苏世荣、王庆辉、杨之水、王能伟、吴福林、乐华

云、 ~J湾安、张益谦同志和长江沿线有关港口和轮船公司的代表

对港吏初藕进行了评审，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编写工作还得到南

京港口换会和南京市港务管理处的大力蜘助，书中照片，绝大部

分自史久鑫窍志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南京港史》以经济、技术史为主要内容，力图对南京港的

发展演变过程及规律进行探索朝研究，是一部尝试性的学求著作。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问题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编者

198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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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驿传水站….. .. .. .. .. .. .. .. .. .. .. .. .. .. .. .. ..……......... . '" ...... (40) 

二开辟擅粮海运航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D 

第三章 港口的再次繁荣与停滞<1368 年 -1840 年)…… (46)

第一节 都域地位促进港口高度繁荣.. .. .. .. .. .. .. ..…….......... (46) 

港口辐射面扩展…………........……….. .. .. .. .. .. .. .. ..…. (46) 

二全自宫物水运的中心港.. .. .. .. .. .. .. ..….. .. .. .. .. .. .. .. ..…………. (50) 
三商业贸易的集散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回 郑和于西洋的基地港……...........................…. (53) 

第二节港区布局的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一 上新河与龙江码头区的兴起….. .. .. .. .. .. .. ..….. .. .. .. .. .. .. .. ..…. (56) 
二禧艘码头的分布..........................….. .. .. .. .. .. .. .. ..…. (58) 

第三节 明中叶以后南京港的逐渐衰退.. .. .. .. .. .. .. .. .. .. .. .. .. ..…·…币。)

通过港口的遭粮日趋减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驿传水站制度遭到破坏.. .. .. .. .. .. .. ..….. .. .. .. .. .. .. .. ..….......... (62) 
进出港商赁呈下降趋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河道变迁对进口的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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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西节 明清时期南京港口的扭构和制度….. . ... . ... .. ... (71) 

一 竹木抽分场和'钞关的设置……….. .. .. .. .. .. .. ..…………. (71) 

塌爵的出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 

牙商的演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四

第四章

港口救生局参与港政管理.. .. .. .. .. .. .. ..…….. .. .. .. .. .. .. .. ..……. (76) 

第二篇近代部分

(18岳0 年""'-' 1949 年)

南京港向近代港口过渡和帝E主义的入侵控制

(1840 年-1908 年〉….. .. .. .. .. .. ..…….. .. .. .. .. .. ..………. (85) 
第一节 辞为通商口岸的经过…………….. .. .. .. .. .. .. .. .. .. .. .. .. ..…. (86) 

英舰入是港区与《南京条约》的签订...... ... ...... (8扣

二 《天津条约》强索南京口岸郭开埠的提置......... (88) 
三 清军对南京城的破坏和开埠弄次搁暨….. .. .. .. .. .. ..….. (90) 
四 港口鼓追正式对外开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第二节 南京港向近代港口过渡..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离轮开始来港贸易…………….. .. .. .. '"' .. .. .. .. .. .. .. .. .. .. .. ..……. (93) 
二轮船在港行驶现章的提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三轮船在港开办客运业务.. .. .. .. .. .. .. ..….. .. .. .. .. .. .. .. ..….......... (97) 

困 第一座轮船码头的出现….. .. .. .. .. .. .. .. .. .. .. .. .. ..……·………性如

五 公用轮船码头的设置和陆上交通的改善......... (103) 
第三节帝国主义对南京港的控棋.. .. .. .. .. .. .. .. .. .. .. .. .. .. .. .. ..……. (105) 

外商抢占道区有利地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 

二外商在F关设置码头….. .. .. .. .. .. .. .. ..…………………(109) 
三 帝国主义通过金肆关控制南京港..............…. (111) 

由 外国航业在港口占绝对优势….. .. .. .. .. .. .. ..….......... (113) 

第四节 港口开就如期的客货经营和港埠建设……… (116)

中外兢运企业经营状况租民营小轮业的发展… (116)

二 道口开放韧弱的货物流量、流向……........…. (118) 
三进行与港口配套的市政建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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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在铁路逼车后的发展和停潭

0908 年-1937 年) ... . ....………….......... (32) 

第一节 沪宁、津浦铁路通车对港口的影响…......... (32) 
港E货物吞吐量骤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 
浦口码头部兴起.. .. .. .. .. .. .. ..磊….. .. .. .. .. .. ..…....,............ (36) 

下关港区提扩展和繁荣.. .. . .. .. .. .. ..……..... .. . .. . ...... (139) 
港口关连行业的发展.. .. .. .. .. .. .. .. .. .. .. .. .. .. .. .. ..……………. (41) 

南京港民营版业的发展布外国航运势力的
?自长..........................….. .. .. .. .. .. .. • ..…………. (143) 

第二节 71甫口码头的开放和南京港口管理的加强……(147)

浦口道这自行对外开故….. .. .. .. " .. .. ..………………. (147) 
二参与港务管理的机构.. .. .. .. .. .. .. ..….. .. .. .. .. .. .. .. ..…………. (49) 
三 对港区岸线及码头的管理.. .. .. .. .. .. .. .. .. .. .. .. .. ..…………. (53) 
因 对码头装卸工人的管理….. .. .. .. .. .. .. .. .. .. .. .. .. ..……·…… (55) 
五对港区内河小轮较的管理….. .. .. .. .. .. .. ..….. .. .. .. .. .. .. .. ..…. (158) 
六对码头秩序的整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9) 

第三节 港口发展的停滞及其原理.. .. .. .. .. .. .. ..……·……… (60) 
4 货物吞吐量波动徘徊..........................……. (160) 

二码头及理套建设进展缓慢….................. .•.... (164) 

三 南京的航运业、报关业和转运业日衰…......... (68) 
因 南京港发展停潜的原因…. .. .. . . .. ..... . ....... ..... (170) 

第四节 近代码头工人队伍壮大和封建把持制的
加强.. , .. .. .. " .. .... .. .. .. .. " .. .. .. .. .. .. .. .. ..…......................... (173) 

码头工人的来摞及组织形式.. .. .. .. .. .. .. .. .. .. " .. .. .. .. .. ..……. (173) 
封建把持制度的加强.. " .. .. .. .. " ..….. .. .. .. .. " .. .. ..….......... (76) 

码头工人的劳动和生运状况. ..... . ... . . .......... .. (178) 

港E沦为日本的侵华基地

(1937 年-1945 年) . .... . . .……" .. .. .. .. .. .. " ..……. (89) 

第一节 侵略者对南京港的破坏和控制….. .. .. .. .. .. .. ..……. (89) 
入侵给南京港造成的破坏" .. .. .. .... .. .. .. .. .. .. " "…………. (89)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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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侵略者军事管制南京港……. . . . ~ .. . . . ~ .. .. . ..…. (191) 

第二节 为扩大侵略而进行的港口建设~ .. .. . .. . .. ..………. (193) 

第三节 日本侵略者对港口商运业务的垄断.. . .. . .. .. . ..…. (196) 

在南京港经营的 B本航业机构…. .. .. .. .. . . . . . . . . ..…. (196) 

二伪政权对南京港的经营管理…. . . .. . . .. .…………. (199) 
三港口商业运输萧条…................................. (200) 

第四节 日本统治于的港口装部状况........…………. (202) 
经营码头装卸业务的机构. . . . .. . .. .…...........~.……. (202) 
吕军的暴虐统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4) 
三井码头战俘大暴动................................. (205) 

第七章 抗战胜利后港E的异常忙乱

(1945 年 -1949 年)…. .. .. .. .. .. .. .…. .. .. . . .………. (211) 

第一节 接收吕伪资产，中国航运业复员…………… (21 1)

接收港内I3 f为航运业资产……………........…. (211) 

二 中国兢业机掬族复经营….................………. (214) 
三 族复金霞关和设立般政焉南京办事处.........…. (217) 

第二节 繁重的突击性运输及其对港口的影嘀…...... (219) 
复员运输和遣返日俘日静……. .. . ~ .. .. .. .….......... (219) 

二持续不断的军运业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1) 

三 突击性运输对港口商业性运输的冲击. .. .. .. .. . .. .…. (222) 
第三节 南京口岸的歧固和重新开放.. .. .. . .. . . . .. . . . . . . .. ..…. (225) 

• 美、英政府宣告放弃在华附河航权….. .. . . .. .. .. .. ..… (225) 
二 重开南京口岸的提出租舆论的强黯反对......... (22如

三太古码头费用权的纠纷……….. . .. .. .. .. . ..….......... (228) 
第四节 堤岸和军事行动对港口的破坏….. .. .. . . . .. ..……. (229) 

连续胡岸造成的严重损失………... ...;:.......... (229) 
一

• 

一

对堤岸收效甚散的治理. . .. .. . . . . . . .. t .. • • • • .. • • .. ..…….. (231) 

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对港口的破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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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i 第三篇现代部分

(1949 年 ........198ú 年〉

建设社会主义港口的开始

(1949 年 -1952 年)…..叹…….. .. .. .. .. .. .. .. .. .. .. .. .. ..…. (239) 

第一节 没收宫策资本产业，建立国家所有制码头… (239)

一 接管南京招商局、革政局和联和航运公司…… (239)

二没故官僚资本产业的码头及设备.. .. .. .. .. .. .. .. .. .. .. .. .. ..…. (241) 

三 征用外资码头及甜属设拖….. .. .. .. .. .. .. ..….. .. .. .. .. .. .. .. ..…. (244) 

第二节迅速族复港口生产….. .. .. .. .. .. .. ..……...........……. (246) 

抢修码头，打捞沉船….. .. .. .. .. "' .. ..…….. .. .. .. .. .. .. .. ..……. (246) 

二恢复洁白客货运业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248) 

三治理浦口码头堤岸….. .. .. .. .. .. .. ..…….. .. .. .. .. .. .. .. .. .. .. .. .. .. ..…. (251) 

因 整顿对江驳运业务……….. .. .. . .. .. .. .. ..….. .. .. .. .. .. .. ..……. (253) 

第三节 设置港务管理机构….. .. .. .. .. .. .. .. .. .. .. .. .. .. .. .. ..….......... (254) 

港务机梅设置的经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254) 

二如步整顿港务工作….. .. .. .. .. .. .. ..….. .. .. .. .. .. .. .. ..….......... (256) 

三 对私营航业及水帆船业的扶持改造….. .. .. .. .. .. .. ..…. (259) 
第四节 废除码头的封建把持制度.. .. .. .. .. .. .. .. .. .. .. .. .. .. .. .. ..……. (261) 

码头上的封建残余势力........…................... (261) 

掘底废除封建担持制度…........................... (262) 

第九章 港口在生产改革中迅速发展

(1953 年-1957 年)….. .. .. .. .. .. .. .. .. .. .. .. .. .. .. .. ..………. (265) 

第一节 扩大港口统一管理的范围…….. .. .. .. .. .. .. .. .. .. .. .. .. ..…. (265) 
接管铁路码头租三民煤场…........................ (265) 

二统一管理码头装卸工人……........................ (267) 

第二节 改革装部劳动制度租分配制度.. .. .. .. .. ,. .. ..………. (269) 

6 

一
一

提整劳动组织.. .. .. .. .. .. .. .. .. .. .. .. .. .. .. .. ..……….......……… (269) 

改进操作方法制定装挥定额……………......... (269) 

庭除力资收入拆帐制实行计件工资制…………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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