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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又是新兴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工业城市。

历史上的洛阳城池建没和市政没施，曾经是规模宏大，城郭巍

峨，宫阈壮丽，文物荟萃，其影响不仅盛于华夏，而且远涉海外。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问的推移，古都洛阳逐渐荒废，陵谷沧

桑，人物凋丧，风流散失。到解放前夕，洛阳城池已是断垣残壁，

各种市政没施破烂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五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古都洛阳焕发了青春，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由过去的完全

消费城市，变成以机械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的工业生产城市。随着工

业建设的发展，为其服务的市政建没也同步前进。 城市道路、 桥

梁、排水、防洪堤坝和沟渠隧道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没，迸一步促

进了城市生产的发展；为城市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交往活动提

供了方便；为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市容、保证城市安全发挥了重要

作用。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政建

设更加欣欣向荣，在服务城市生产和生活方面取得了更加明显的经

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洛阳市政建设志》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和“古为今用，，

的精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按时序扼要的叙述了洛

阳历代城市建没和市政设施的兴废盛衰的历史变迁。人们可以从中

了解到我们的历代祖先为创建这座城市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劳动，

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还可以看到历代统治者



为了自身的利害，相互兼并割据而把这座城市毁于战火。志书中还

介绍了洛阳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山川河流，以及人民群众为求生

存与洪水作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绩。

《洛阳市政建设志》比较详尽的叙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市政建设

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和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同时，将不少有益的经验

教训褒贬于叙述之中，使读者从中得到教益，作为工作上的借鉴。

为了引起人民群众对市政没施的重视和管理爱护，志书中还编入了

各级政府颁布的有关市政没施的管理法令，政策和规定。为使人们

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洛阳市政建设的基本情况，志书除作文字介绍

外，还列入了一些必要的表格、数据、照片和市政没施分区图，这

对于各辖区从事基本建没的单位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所以说，‘《洛

阳市政建没志》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本工具参考书。此外，在编写

志书过程中，还引证穿插了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以增加趣

味，丰富知识，使志书资料更加臻于完善。

《洛阳市政建设志》在编写修改过程中，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重

视和支持，得到各有关单位和了解情况的同志热情帮助，监提供了很

多宝贵资料。金书从搜集资料到编写修改定稿的过程中，得到洛阳市

地方志编委会和洛阳市《城市建设志》编委会办公室的同志们的大力

帮助和指导，兄弟城市和兄弟单位给予了热情鼓励，再加上编写人

员的努力，《洛阳市政建设志》终于成书和大家见面了。在这里， 谨

向以上所有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知识浅薄，资料掌握不金，志书的缺点

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阅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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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地处中原，位于黄河中游南岸，河南省西部。居北纬3重

度SO分，东径1 1 2度41分，海拔145米。东望嵩岳，西接秦岭，南面
伊阙矗立，北依邙山屏障，周山环抱，中为平原。地形如长带，东

西长55华里，南北宽32华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洛河自西向东

谈贯市区，伊河出龙门偏东北流，涧河自西向东蜿蜒南流入洛河，

湟河自邙山南下经东关注入洛河。伊、洛两河东流经偃师至巩县流

。入黄河。

洛阳气候属于亚热带和温暖带的过渡地带。季风环流影响明

显，四季温度和风向变化显著。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

季昼暖夜寒温差大，冬季寒冷寡照雪稀少。多年平均温度为14．6℃，

一般年份介于1 3—1 6℃之间，七月为全年最热月，平均气温27．5℃；

极端最高气温为44．2℃。一月为全年最冷月，平均气温为0．3 23；极

端最低气温为零下1 8℃。

洛阳，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花木繁茂，物产丰富。市区周围

与孟津、偃师、伊川、宜阳、新安诸县毗邻。自古是东西门户，南

北要冲，水陆枢纽。往西是群山绵舞，出函谷是关中秦川，沃野千

里；往东有关河阻隔，出虎牢是中州腹地，广阔平原；北有黄河之

艟；南有宛叶(南阳叶县一带)之饶，四塞险固，自古是兵家必争

遂地。
，

j、：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后，当黄河流域母系氏族繁荣阶段，在洛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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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河沿岸和以西的周山脚下，已有人类的原始村落。自有文献记载

的夏朝算起，洛阳已有四千余年的文明史。当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和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帝王先后在洛阳建都的有：商、东周、东

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梁、五代唐、五代晋等十

一个朝代，共九十一帝，历时一千二百九十五年。

洛阳是我国历史名城，又是六大古都(北京、西安、开封、南

京、杭州)之一。洛阳城池和市政建设有史料记载的达十余处。而

作为国都，经考古勘探发现的有：商西亳城、周王城、汉魏故城和

隋唐东都城。

据最近几年文物考古勘探证实，三千多年前我国商代早期的一

座都城遗址，不久前在偃师城西的尸乡沟一带被发掘出来。城址的

平面大体为正方形，除南端早被洛河冲毁外，其他三面城墙都基本

完整。城址东西宽1，200米，南北现长1，700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

成，厚约18米，现残存一至二米高。目前已经找到七座城门和若干

条纵横交错的大道。从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宫殿之宏伟，街道之

宽阔，布局之完整，使人足以想见到当时这座都城繁华的景象。

周王城，是洛阳城建史上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一座古老的城市

(今王城公园一带)。周成王七年(公元前1 020年)建成，曾相继

定为西周的陪都。公元前七七0年，周平王东迁，以王城为国都，

史称东周。一九五四年，考古工作者经勘探和发掘，查明了东周王

城遗址的具体位置是北依邙山，南傍洛河，西跨涧河，东城墙越过

金谷园、小街和下池。据实测，城为长方形，南北长3，700米，东

西宽2，800米，墙基残缺，宽约8米不等。从整个城市建设和规模来

看，反映了在三千年前，我国都城建设已是比较合理的，对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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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有着一定的影响。从战国时代以至秦汉之际，均曾修补，!

西汉后期才逐渐荒芜。

汉魏故城，位于今洛阳市东1 5公里的洛(阳)、孟(津)，偃

(师)交界处。北依邙山，南!瞻洛水，城址是在西周成周城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为我国古代旧城改造的一个范例。秦时，洛阳属三

川郡，郡治此城，亦为吕不韦封邑所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

魂诸朝先后在此建都达三百零二年之久， 此城为四朝 “天子之

帅，
嵋j)。。

汉魏故城由内城和外廓城组成。内城为东汉、魏晋的旧城，外

廓城为北魏新筑。内城，据《帝王世记》载： “城东西六里十一

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晋元地道记》载； 打城内南北九里七十

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据《洛阳

伽兰记》载：东汉、三国魏、西晋时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北魏

时在城西北角新辟一承明门，共十三门。外廓城为东西宽，南北窄

一的长方形，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愚弄国柄，虎牢关一战失败后．挟献帝

西逃时纵火烧城。在北魏建都洛阳以前，由于西晋惠帝无能，贾后

乱政引起宗藩“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加之，五胡乱华，逐鹿中

原，使洛阳再遭浩劫，城池破坏。北魏时期又加修茸。
’

时越千年，汉魏城现在还保存下来的东西城墙各有3，800米，北

城墙还硝2，800米，南城墙被洛河淹没，城墙东北角高达1 o米。二九

六一年，国务院公布此城遗址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古迹。

隋唐东都城，位于周王城和汉魏故城之间，南跨洛河，东越i廛

河，北依邙山，南与龙门遥遥相对。这座城池从隋炀帝大业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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