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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庭佳

修志撰史，古来有之。然城市建设修成专

意，尚属首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

的发展。一座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用一部通志

一记载如此巨大的信息量和诸多的事件，已经远远

不能满足其需要。就是作为专志，其所容纳的还

，是精中选精，诸如某时某地开一条濠沟，某时某

地所辟一处城门，这在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

件，在今日的城建专志也是难于得到只言片语

．的。
‘

古城南昌，自汉初灌婴奉刘邦之命“渡江定

’郡地’’，以昌大南疆，，筑城于黄城寺，已经经历了

漫长的2190余年。从1926年设市至今也有66年。
·这次编写的《南昌市城市建设志》， 力求在时

间、空间上给南昌的建设史以一个立体的印象，
一让熟悉南昌的人更热爱南昌，让不大熟悉南昌的

／人更了解南昌。 、

，，

修志就是存史。南昌的城建史，是整个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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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

一个缩影。两千多年的岁月，沧海桑田，天灾人．

祸，都在城市建设上留下了印记。透过这些印。

记，可以看到南昌曾有乐祖洪崖的传说，有许仙’

镇蛟的神话，还有过“物华天宝”的欣慰，有过‘
： 佩玉鸣鸾的神韵，有过“豫章十景"的诗情，有
。

过赣水西山的画意，有过“第一枪刀的自豪以及一

“英雄城"的骄傲。当然也有过洪患的痛苦和战．
祸的悲怆。当新城市回到人民自己手中时，却是

与漫长发展史极不相符的简陋破烂，除了人口较

为集中之外，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够不上真正的城

．‘市称号的。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

’‘放，给城市注入巨大的活力，城市建设才得以日’

新月异的发展。今日的南昌，再也不是抽象意义一

的城池，而是一座真正在以其朝气蓬勃的姿态夯’

向未来的现代城市。近七十平方公里的建成区，

且不论其内涵，就范围而言，已是建国初期的近：

九倍。近十年的所修建的道路，且不论其质量，

就其长度是建国初的一倍半，面积是其三倍。自

来水已进各家各户，民用燃料已发生本质交化，

电讯四通八达，高楼栉比鳞次，公共汽车往返城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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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环卫设施日趋完善， “风刮黄尘迷无路，雨

．打积水须行舟"的景象已永远成为历史⋯⋯

修志可以资政。城市的发展，都有一个过

。程，如土路、沙路、水泥路，河水、井水、自来

，水，木柴、煤炭、可燃气，人车、马车、公交车

⋯⋯。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过

程。也必然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过去这个

。过程太长了，太长了!向前发展，如交通的快

二速、准时、安全，又如道路的地面、地下．空中

等等仍然会有一个过程；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

。市建设被人们所认识、所重视，为加速这个过程

创造条件。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缩短这个过

：程，因为过程越长则越落后，而落后与贫穷总是

j连体的。 ．

修志也有教化之功。通过修志编史，‘总结成

一功的经验，找出失败的教训，以此为镜，承前启1 ，

后，取直舍曲，褒良贬莠，扬长避短。同时让读

．史者知道，前人创业之艰辛，开拓之不易，以激 ；

．励一代一代人艰苦奋斗，投身于自己生活的这座

城市的建设中去，献计献策，出汗出力。
执笔编写此志的余香荣高级工程师及其同事

斗



序

们，为此志的出版呕心沥血，有劳有功。有关单

位和有关方面提供了大量素材。此志玉成实为集

体智慧，一并道谢。但因首次编此专志，且涉及

时间长、范围广，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出现某些一

偏颇。‘已入志者未必都是精华，未入志者未必不

重要，取舍不当之处，重修时待补。尚期高明指’

正。

于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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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城市建设源远流长。自汉初以来，筑城建房，修路架桥，

置坊设市，围圩治水，植树造园，使这片远古的荒蛮腹地逐渐成

为江南名城。唐初始建滕王阁，宋代修浚豫章沟，明代形成4三

期九津簟排水系统，城市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但二千年来，政

局或稳或乱，战争旋起旋止，经济时盛时衰，导致城市建设屡建

屡毁。至清末，城市紧缩在周长约14里的城墙内，道路紊乱，排

水不畅，圩堤单薄，各项建设事业日益衰落。

近代城市建设，肇兴予民国十四年(1925)。是年，组建育

昌市政处，着手拟订建设计划，并将各项统税征收作为市政捐充

行政经费，但为时甚暂。次年十二月，北伐军进城，鼎革维新，

改组市政处，成立市政厅，下设工务，公用等6局。民国十七年

(1928)一月，成立南昌市政府，设工务局等3局，分掌市政，

其经费由省府拨给，规定每月4万余元，此外收房铺，车照、娼

妓捐5、6千元，以充事业费。沿至抗战，管理机构未作大的变动。

在这个时期，南昌市政府着手拆除城墙，开辟马路，疏浚沟渠，

架设跨江桥梁，兴建新住宅区，筹建水电厂，创办公共汽车，砺

筑环湖驳岸，设置公园苗圃，招商承办粪肥，以及修建图书馆，

体育场等贼市公用设施，各项建设事业得到一定的进展。民国二

十八年(1939)三月，日军占领南昌，城内房屋被毁坏77．9％，

水泥道路损坏85％，碎石道路和下水道各损坏50％，公园设施摧

毁无余。抗战胜利后，恢复工务局等机构。国民党当局疲于内

战，对市政设施只作一些小修小补，无大作为。至南昌解放前

夕，建成区面积为8．28平方公里，市区人口25．5万人；仅有城市

道路45条，除两条水泥路较好外，其余均为质量低劣的碎石道

路，坎坷难行；下水道34条，管线迂回曲折，年久失修，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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