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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镇是上海贸易发展的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邹逸麟!

置镇时间未知的

!海商辐凑之所"

文汇报#邹先生好!您是当

代学者中最早研究青龙镇的 !

在
!"#$

年就撰写了论文"上海

地区最早对外贸易港###青龙

镇$%请问当时您为什么会关注

到这个话题&

邹逸麟# 因为我研究上海
史的时候! 就知道宋朝时上海
的青龙镇非常有名!被称为"海
商辐凑之所#!是个很繁华的贸
易港口$ 但是我们社会上老是
流传一种说法! 说上海

!""

多
年前还是个小渔村之类的 !这
很误导老百姓! 我就想写篇文
章把这个历史讲讲清楚$

我在上世纪
#"

年代的时
候! 根据文献记载找到青龙镇
去! 也就是当时上海市青浦县
白鹤公社以东的旧青浦! 现在
的青浦区白鹤镇$ 第一次去具
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得了!

反正是靠近上世纪
$"

年代的
时候$ 我当时在复旦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所! 有时候有些野外
考察的项目! 我就带着几个学
生租了部车子! 根据地图上的
位置开车找过去! 地方蛮好找
的! 我们就想去看看还有点什
么东西留下来$

文汇报# 您第一次去青龙

镇实地调研的时候! 当地百姓

还了解这段历史吗&

邹逸麟#没有!当时只有研
究上海史的人知道青龙镇 !老
百姓都不知道$ 当地人最多知
道这里置过县!就是青浦县!但
是"青龙镇%就不知道了$ 因为
青龙镇地面上没有留下什么遗
迹!不像周庄&西塘等等古镇都
有遗迹! 所以当地老百姓一点
都不了解$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地面遗
迹就是青龙塔$ 历史上青龙镇
有两个塔! 一个是在北面的现
在刚刚发掘了地宫的隆平寺
塔!但是这个塔很早就倒塌了'

还有一个是南面的青龙塔 !现
在还矗立着$我上世纪

#"

年代
去的时候! 青龙塔已经很破败
了 !檐都没了 !塔身也斜了 !我

们当时说这个塔要像雷峰塔一
样倒掉了$后来

!$$%

年初的时
候! 建筑物纠偏专家曹时中用
他的专业技术把这个塔扶正
了$ 大概在

%"""

年左右!青龙
塔旁边又搞了个假古董!叫"青
龙寺 %$ 青龙寺以前确实是有
的! 因为以前渔民出海打渔都
要祈福!船只出海&进港也要灯
塔和航标! 所以在青龙镇是重
要港口的时候! 人们就造了青
龙寺和青龙塔$ 而且当时寺里
和尚很多! 佛教文化在当地也
非常发达$ 不过我第一次去的
时候! 原来青龙寺的位置是些
破破烂烂的农户! 没有寺庙的
痕迹了$ 现在这个新造的庙沿
用了 "青龙寺 %这个名字 !但因
为这个寺庙太新了! 没什么知
名度! 老百姓烧香拜佛总归要
找老资格的!不大会找新菩萨!

所以那里香火一直不是很旺 !

现在经过考古发掘! 大家都知
道青龙镇了! 不知道这里香火
有没有好一点$

我
&"

多年前去的时候!青
龙塔老百姓是知道的! 但塔在
南方太常见了! 上海很多地方
都有古塔! 所以老百姓并没有
特别关注这背后有什么历史$

文汇报# 您当年去青龙镇

的时候!当地是怎样的景象&

邹逸麟# 我第一次去的时
候!就只有几户农家!都是老青
浦!他们指着一条小河跟我说!

这就是青龙港$ 不过我那时候
只看到一段! 不像现在飞机航
拍能看得清全貌! 我就看到一
条又窄又臭的水沟! 大概就是
现在通波塘的位置$我当时想!

这条臭水沟就是青龙港啊( 很
失望$

到了上世纪
$"

年代末!我
又去了一次青龙镇$ 那时候青
浦当地的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
去了!当地只有几个老头老太$

我看到有几个年纪比较轻的人
在种菜&养兔子!就去问他们知
不知道青龙镇! 结果他们说自
己是在这里租房的! 有安徽来
的!有江西来的!那他们更加不
知道青龙镇的历史了$

文汇报#最近几年!您有没

有再去过青龙镇& 现在媒体报

道了青龙镇的考古发掘! 是不

是人们对青龙镇的知晓度有所

提高&

邹逸麟# 我去了两次都没
什么东西!就觉得没劲了!后来
就再没去过$

%"!"

年开始!上海博物馆
考古队到青龙镇开始做系统发
掘! 现在隆平寺塔的塔基也找
到了!这很重要$隆平寺在历史
上是非常出名的! 我们现在知
道青龙镇当年的繁荣! 就是通
过记录在)上海县志*里隆平寺
的碑记$ 那么现在隆平寺地宫
也发掘了! 这里的知名度肯定
比以前高了! 至少当地老百姓
肯定知道一些这里的情况了$

文汇报#关于青龙镇!我们

现在还有很多谜团未解% 比如

青龙镇究竟什么时候置镇 !好

像学界目前仍然说法不一%

邹逸麟#是的$因为关于青
龙镇的设置年代! 在唐宋两代
各种文献里都没有记录$ 明嘉
靖)上海县志*说是唐天宝五年
+

'()

,!后来明清两代的方志都
沿袭了这种说法! 现在我们有
些学者也认可这种说法! 包括
这次青龙镇考古媒体宣传的时
候!也有人是这么讲的$

但是我不认可这个结论 !

我有
&

条理由-

第一!关于具体置镇时间!

唐宋文献是没有记载的$ 元朝
人说.镇之得名!莫详所自#!也
就是说青龙镇得名不知始于何
时$那么元朝人都不知道!明朝
人怎么可能知道( 我认为明朝
人会搞错! 可能是出于他们对
文献的误读$ 我们后来查到南
宋)绍熙云间志*记载了青龙镇
上有隆福寺! 明嘉靖 )上海县
志*记载此寺建于唐天宝年间!

但其实隆福寺什么时候建的现
在也无从考证$ 那么有可能明
朝人把青龙镇建塔建寺的时
间!搞成了置镇时间了!误以为
青龙镇也是天宝年间置镇的 !

之后就以讹传讹了$

第二 !唐代的 .镇 #和我们
现在的 .镇 #不是一个概念 !是
带有军事属性的$ 在镇的建制
问题上! 从北魏到唐代都是一
种军事性质的据点! 一直到宋
代才演变成为商业性质的据
点$ 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华亭县
置县是在天宝十年! 青龙镇属

于华亭县! 县还没置怎么可能
把镇置了( 假如是在天宝五年
置镇! 那么青龙镇在当时就应
该属于苏州$ 但是那时候东南
沿海是没有强盗的! 为什么要
置镇呢(很明显!青龙镇地方在
唐代不是军事要地! 那么它的
置镇年代也不可能是在盛唐期
间的天宝年间$

第三! 考古发现有唐朝瓷
器!说明唐朝有人在这里住!但
不能说明这里就是个镇! 只能
证明这里有人$ 镇是国家的一
种建制!国家要派官来的!宋朝
所有置镇都有记载! 但就是没
有记载青龙镇$

文汇报#那么!您认为青龙

镇是什么时候置镇的&

邹逸麟# 我认为是在五代
吴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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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 因
为吴越国对太湖的水利规划很
重视!每七里有一纵浦!每十里
有一横浦! 把太湖流域的河渠
组成一个纵横交错& 阡陌相连
的农田水利网$ 当时国家还有
专门疏浚河流的工兵! 可能当
时就是为了管理工兵派了镇
将$ 到了宋朝置镇的传统就延
续了下来!但改了文臣管理!以
商业贸易为中心 !从 .镇将 %变
成了 .镇监 %!这个是有文献记
载的!是景祐元年的事情$

我希望今后的考古发现能
够推翻我的结论! 把青龙镇置
镇的历史再往前推一点$

青龙没落$ 上海

崛起

文汇报# 虽然在很长的一

段时间内青龙镇名不见经传 !

但这里曾经盛极一时% 在您看

来! 当年青龙镇为什么会那么

繁华&

邹逸麟# 这首先是因为青
龙镇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

青龙镇在上海! 上海是中国东
海岸线的中点!腹地长江!南北
方便! 而且上海在温带是个不
冻港!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贸易$

青龙港本来是吴淞江 +今
苏州河,的一段!但是因为截弯
取直! 它变成吴淞江的一个支
流!一个叉道!刚刚好形成了一

个避风港$那时候!如果船停在
吴淞江上肯定是很危险的 !以
前吴淞江的潮水很大! 在青龙
镇都可以看到吴淞江的潮水 !

就像今天在海宁看浙江潮一
样! 那么船停到青龙港这个避
风港就很安全$南宋)绍熙云间
志* 就记载-.青龙镇去县五十
里! 居松江之阴! 海商辐辏之
所$ %这里的.县%是指华亭县!

也就是今天的松江区 !.松江 %

就是今天的吴淞江$ 根据当时
的文献! 宋代的吴淞江自吴江
县而下!过甫里!就是今天的甪
直!流入华亭县境!再经过青龙
镇北!东流入海$可见北临吴淞
江&东濒大海的青龙镇!不仅停
泊安全!而且出海方便!这就具
备了成为一个贸易港口的地理
条件$

我们现在根据范仲淹年
谱! 可以看到范仲淹移守乡郡
姑苏以后! 在景祐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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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了吴淞江支流! 促使青龙
镇海上交通条件的明显改善 !

促成了景祐中青龙镇职能向商
业贸易的转化$ 根据我们复旦
史地所张修桂教授的研究 !北
宋宝元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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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湾的
裁弯是吴淞江见于记载的最早
一起裁弯! 盘龙湾在青龙江下
游! 这次裁弯对青龙江一段吴
淞江的流畅有着积极的影响 $

后来嘉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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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吴淞江的白鹤汇又做了一次裁
弯! 形成了青龙江以北一段松
江的排泄新道$这样一来!原来
这一段的吴淞江旧道就变成了
可以避风的叉道! 形成了以青
龙镇命名的青龙江$于是!青龙
镇的商贸就兴起了$

后来有一阵青龙江浦湮
塞!外国的船舶来得不多$在宣
和元年+

!!!$

,白鹤汇又进行了
第二次截弯取直! 疏浚了青龙
江!航道通畅以后!这里的贸易
又繁荣起来了$

文汇报# 当年青龙镇的繁

荣景象可见于哪些文献&

邹逸麟#有很多$ 比如)宋
会要辑稿*!这是清朝嘉庆年间
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
代官修)会要*的内容$在)宋会
要辑稿*里记载道!在熙宁年间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上海是!以港兴市"的典型#正是得益于港口贸易的繁盛#上海的其他产业才得到了快速发展$ 上海
地区对外贸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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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青龙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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