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3859
—————}——～

朵防交迫志
《丹阳交通志》编纂委员会

东南大学出版社



A为一f

丹阳交通志
‘丹阳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一

c}一，，一；o

”；k勿红历誓●、-、鳓。辫，矿4：·蠢科，0，；

箨辱。；，．。

‰静^≯

哿藩雌



(苏)新登字第012号

责任编辑徐步政

丹阳交通志

<丹阳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邮编210018)

南京摄山印刷总厂东湖分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II 13／13字数329千

1993年9月第1敝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ll—1050册

ISBN 7—81023—784—5／z·35

定价t9．50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缓麓■■■●}}线嬲鬻

E，。{E

_

‰。

。麓

。％，

A、¨叭4薯毽嚣目目4

2一鹅

学

，。嗫一



《丹阳交通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曾义海
‘

副主任戎敖锡朱碧清徐双喜尹朝龙
委员王‘斐杨金桂张以龙姜汝法

相炎生蒋兆卿 ：

《丹阳交通志》编写组

主j编眭涛章煦

编写人员眭涛章煦史春耕姜亚平
田洪才余慕苏(摄影) 殷桂芳



《丹阳交通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曾义海
‘

副主任戎敖锡朱碧清徐双喜尹朝龙
委员王‘斐杨金桂张以龙姜汝法

相炎生蒋兆卿 ：

《丹阳交通志》编写组

主j编眭涛章煦

编写人员眭涛章煦史春耕姜亚平
田洪才余慕苏(摄影) 殷桂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交通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历来有“先行官修
之雅誉。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人们更加清楚地认

识到，交通对于发展经济、稳定政治、塑造文明所

起的战略先导作用，从而言简意赅地总结出一条

规律：“要得富，先修路"。这是对“先行官一一词所

作的极富科学内涵和历史意蕴的注释。适逢《丹阳

交通志》编写组要我谈谈交通，我便欣然命笔，以
此为题议论几句，算作序。 ．

“城因水兴，市缘路起一·交通枢纽和交通干线

之地，往往是孕育城市的温床j这种内在的、深刻

的渊源关系，早经中外古今无数实例所证明。著名

的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在黄河、恒河、尼罗河、幼发

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摇篮里发育而成。麦哲伦
环球航线的开辟，直接导致了欧洲的“商业革命刀

和“价格革命"，为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

的迅速高涨准备了条件。而航天技术和现代交通
通讯的发达，则催生了20世纪末叶科学技术的爆
炸性时代。放眼国内外，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

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开罗，澳大利亚的悉尼，以
及上海、重庆、广州、天津、洛阳、大连等等，哪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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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是傍水靠路才发展起来的呢?即使象我们
这弹丸之地的丹阳，能有今天的规模，也离不开水

陆交通的便利。
丹阳的交通，史料记载是源于春秋战国。但那

时的丹阳，还只是城市的胚胎，一“邑”而已。到了
秦皇“扫六合’’，开运河，筑驰道，交通大兴以后，丹

阳才由“邑"而“县修，具备了古代县城的基本要素。

及至隋、唐以下，江南运河漕运逐渐成为封建王朝

的经济命脉，对沿岸城市的繁荣产生了极其深远

的影响，丹阳亦为大受运河福泽的城市之一。至于

清末修铁路，民国修公路，丹阳始有近代交通的框
．架基础。共和国诞生以后，丹阳人民意气风发，在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拓路、造桥，浚河、建

。港，四十多年的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

段．。丹阳交通从此步入全新的发展时期。与此同

时，丹阳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迅猛发展，名声鹊

起，于1988年升格为“市”，再次为“城因水兴，市

缘路起”的历史结论提供了佐证。

可见，研究研究交通运输自古以来就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发挥先导和促进作用的历史，实在很
有现实意义。现在，《丹阳交通志‘》详今略古，深入

浅出，突出重点，系统地把二千年来水陆交通的兴

衰史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交通，
了解丹阳，振兴交通，振兴丹阳，无疑大有裨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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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交通志》编写组的同志，自1984年以来，数度
春秋，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堆中搜罗剔抉，到成百上
千知情者口中掏掬实况，寒来暑往，屡易其稿，方
成就了眼下这本册子。且不说成书之艰难，只其精
神，便很令人感动。当然，由于水平和资料的限制，

书中疏漏、讹误之处或恐难免，敬请专家学者、交
通前辈，以及各界热心人士不吝赐教。 -

＼

1．动弘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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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丹阳交通志'上溯交通起源，下讫1985年，个别重大事件

延伸至1991年．

二、本志按交通门类分述、记、志、图、表、录六体编纂，共九章

：二十七节及两个附录．彩照集印于正文前，图、表插印于正文中．

三、共和国成立以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

纪年，其后只以公元纪年． ’，

四、古地名加括注今名，今地名据《丹阳县地名录'．古、近代各

种称谓仍依旧惯。1988年2月丹阳县改市以前的一切建置仍按旧

称，其后改称市．
。

五、本志引文凡源于明隆庆《丹阳县志'、清乾隆<丹阳县志>、

清光绪《丹阳县志》、民国《丹阳县志补遗》、民国《丹阳县续志》、民

国重版清嘉庆《练湖志》及《丹阳金石略》者，只加引号，不注出处．

其他引文均于文末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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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丹阳县位子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州西端，界邻武进、扬中、金

坛、丹徒诸县，属宁镇丘陵与江南水网的接合部，总面积1 047．8

平方公里，陆地占90．6％，平均海拔7米。耕地面积92万亩，总人

口76．53万人。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20．36亿元，跨入全国先进

县行列，被誉为。沪宁线上第七颗明珠”．

丹阳，远傍长江，中贯运河，扼吴、楚水陆冲要，交通条件十分

优越。古代，驰道、驿路通向四方，运河漕运转输繁忙，练湖济运，号

称。东南第一水利”．近代以后，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铁路

运输和公路运输的崛起并逐渐发达，交通运输日益繁荣昌盛，丹阳

成为苏南地区铁、公、水联运优势比较显著的重要交通城市之一．

交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人类摆脱蛮荒穴居而走向文明，其

生存繁愆的第一需要乃是水的便利．傍水聚居，依水兴城，其间人

物往来，沟通联络，水陆交通遂得长足发展，并转而促进城市的兴

盛，=者因果互参．所以，历史地讲，交通的起源虽可追溯人类社会

形成之初，但一般而言，具有一定规槲和代表一定水准的社会交通

事业，则须人类社会臻于相当文明程度方能出现。公元前5世纪，

中国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列国争雄，百花齐放，社会政治、经济、

军事和文化一时繁荣，交通运输亦有了划时代的飞跃。丹阳交通作

为这一时代以及吴楚交汇这一特定地域社会经济的。先行”，同时

又作为其标志和产物，便十分自然地成为丹阳交通史的扉页。

丹阳水上交通享誉二千余载，其功首推运河的开凿、拓浚及漕

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至江南，为了加强对东南地

区的政治控制和军事控制，遂“凿云阳北岗”和。京岘东南垄”ct]，开

通了著名的徒阳运河。这一条人工河，是中国早期航道干线中的重

要河段，与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凿之苏常运河，同为江南运河的滥
1



觞，具有非常深远的开基意义．三国孙吴赤乌八年(245年)，孙权

使校尉陈勋，发屯兵及作士三万人凿云阳西城至旬容的重要内河

航道破冈渎，沟通秦淮河与太湖水系，使。东南漕运，士商舻舳，由

曲阿溯流入句容，复沿下至秦淮”[2]，不仅加强了政治中心建邺同

经济中心吴、会间的交通联系，而且对沿渎丹阳、丹徒、句容等地的

经济开发起了很大作用。隋大业六年(610年)，纵贯钱塘江、长江、

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京杭运河全线开

通，。自是天下利于转输”CS3，。为后世开万世之利”[I]．．唐代以后，历

经宋、元、明、清数代拓浚治理，徒阳运河。扼六郡之咽喉”，成为江

南运河入江主口门。当封建社会漕运最鼎盛的时期，江南岁输漕粮

数百万石，。浙江全省及苏、松、常各帮运船何止千百余只，总视丹

阳为出江门户一，可见丹阳在江南漕运的重要地位．特别是被誉为

。水柜”嘞的丹阳练湖，自晋唐至明清的千百年问，每遇天旱河涸，

。泄湖水一寸，则为河一尺呱6]，对调节运河水位、维持航道畅通所

起的作用委实不可小觑。民国期间，丹阳水运事业的发展几近停

滞，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兴旺发达起来．1958年底，国家交通、水利

二部对京杭运河进行大规模疏浚，常州专区调集丹阳、宜兴、金坛、
旬容数万民工，历时岁半，完成了运河丹阳段老河道挖深拓宽和北

起七里庙、南至七里桥5．3公里新河道开凿的工程．运河改线以

后，裁湾8处，东移3公里，并引带沪宁铁路随河东迁，不仅大大改

善和提高了水、铁两大动脉的通过能力，为造就今天丹阳交通铁、

公、水、港、航、联运全面发展、综合协调的辐射式多功能运输格局

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丹阳县城的进一步发育、拓展、中心东移预备

了较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对经济建设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

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丹阳水路交通以运河、丹金深漕河、

常金北线、九曲河4条干线为主，分洪道、萧梁河等38条支线航道

为辅，乡乡通航的局面基本形成，航道里程328．7公里，比1949年

增长了1．98倍．与此同时，丹阳的水运生产进入了以集体企业为

主导，以钢质船为标志的新阶段，具备了较强的内河运输能力I丹

阳港历经改造、扩建，装卸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年吞吐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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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吨，成为承担苏南、苏北十几个市、县部分煤炭、粮食、建材

中转任务的铁、公、水区域性内河中转港口．1985年，全县水运货

运量109．43万吨，货物周转量14 646．7'9万吨公里，分别比1949

年增长30倍和58．7倍。 ：

丹阳古代的陆上交通虽不如水运那样名声卓著，但二千余年
‘

来亦不乏重要建树．早在战国初期，丹阳就有了通句容的姜巴路，

这是镇江地区见诸历史文献的第一条陆路交通干线。南朝齐粱时

期茅山隐士陶宏景有。姜巴亘远纵”【7]的诗句，当是这条道路的真

实写照。秦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推行。车同轨”的

大政方针，大规模地开发交通，。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

楚”[。】．位于曲阿。县北十五里”的一段驰道，即始皇第五次东巡时

所筑。有古籍说，秦驰道“广五十步①，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

椎，树以青松巩o]，其工程规模之宏大，施工质量之讲究，路旁绿化

之秀美，实属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固交通之一大业”[10]。两汉至

南北朝，逐代又增修了。京口路”m](丹阳通镇江)、“毗陵路呱tz3(丹

阳通常州)，。上容路机”](丹阳通句容)等重要道路，丹阳作为镇江

’东南门户和宁吴陆路冲要，在此期间，初步形成古代道路网络的基

本经纬。隋、唐以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体制为超地域发展

交通创造了条件，丹阳的道路交通代有开拓，不但有通往京师的

。官马大道”、沟通邻县的县际。大路”以及乡镇问的小路纵横交错

汇成网络，而且沿线广设馆驿、铺递，朝廷朝令夕至，声闻必达，丹

阳成为北通京师，西接宁、镇，东联三吴，南达浙、闽，交通十分便利

的。七省冲要”。近代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成果的世界性普

及，交通运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世纪初，丹阳发

生了两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一是横贯丹阳的．枉埔运输大动
脉沪宁铁路于1908年建成通车，并在县境内设了吕城、陵口、丹

阳、黄泥坝(后改称新丰)四站；一是丹句、丹镇、丹金，镇澄、常溧等

5条县际公路先后竣工付用。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的诞生，是运输

①1步≈O．76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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