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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宇辉、王建文探讨，曾经的小杭州小苏州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基因

江南港口发展见证青龙港上海港地位变迁

江南治水特殊处：促
成航运、市镇发展
顾宇辉：对于唐宋元的上海水治，

我更多从航运角度思考。

江南在唐宋以来逐渐成为全国的

经济重心、国家赋税征缴重地，历代王

朝都非常重视这一区域的治水工作，因

为它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极为密切。一

般意义上的水利工程，包含防洪、防潮

（海潮）、灌溉、航运、水资源调配等功

能。但江南地区很特殊，航运是水治之

外同样重要的目标。

治水与水运的发展关系密切。历

史上，黄浦江疏浚、吴淞江及娄江的疏

浚有力地促进了江南航运业的发展，航

运业发展促进了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

青龙港于宋朝因扬
州港废弃而崭露头角
顾宇辉：唐代中国重要的外贸港

口，南方是广州，东部是扬州。宋初，随

着长江河沙淤积，扬州已经不具备海港

功能。这一时期，青龙镇在江南的口岸

中逐渐显现。唐代大中年间已有日本、

新罗海船抵达青龙镇的记载。北宋嘉

祐七年（1062），镇上隆平寺所造七层宝

塔，成为进出港船只的导航航标。伴随

内外贸易的发达，朝廷于北宋政和三年

（1113），在青龙镇设立税务监官，对商

船货物进行征税。据南宋《绍熙云间

志》所载，当时镇上寺院、街衢、廛肆鳞

次栉比，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

之物，烟火万家，人号“小杭州”。唐宋

时期上海还未成镇，青龙镇是当时江南

重要的商贸口岸。

元代后太仓的刘家
港因漕运取代青龙港
元明时期，江南口岸重要的港口是

位于娄江下游的刘家港。据明代陈伸所

撰《太仓事迹考》和弘治《太仓州志》记

载，刘家港为“天下第一码头”“六国码

头”。这主要得益于元明两朝官方推动

的以太仓为始发港的大规模海运活动。

元代从刘家港把江南漕粮运到大都，明

洪武年间从刘家港把江南漕粮运到辽东

以供军需；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均以太仓

为起锚地。这种由官方推动的大规模航

海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刘家港的发展。

除官方推动的航海活动外，此时刘家港

的国内国外商品贸易也非常繁荣。

上海港正式崛起于
康熙开放海禁后
上海港在宋元时期已经出现雏形。

元代，它夹在刘河（民国后改为浏河）和

澉浦之间，港口功能发挥受到限制。明

代，上海港虽被称为“小苏州”，但地位远

不如北方的刘家港和南边的乍浦、宁波

及双屿等一众港口。其在整个江南口岸

中迅速崛起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

放海禁之后。1685年，清廷在沿海设置

闽、粤、江、浙四个海关。上海县城所在

的江南大关，统辖长江口南北六百余里

海岸线，下设24个大小分关。在海关行

政建制上确认了上海港在江南口岸中的

地位。道光初年，运河淤塞，江南漕粮北

运由运河改走海运，上海成为江南漕粮

北运的交兑港。大规模的漕粮海运促进

了上海航运的发达和港口的繁荣。

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刘家港外的

长江口出现拦门沙，航道堵塞，到嘉庆

年间，原来清政府规定的“北洋的沙船

到刘河收泊、闽广的海船到上海收泊”

不再有效，原来停泊刘河的大型商船逐

渐转移到上海。这无疑是上海港口在

江南口岸中逐渐取得一枝独秀地位的

外部加持因素。

国际航运中心建成，
上海港从河港转向海港
上海开埠后，港口的发展经历了从

帆船港向轮船港的过渡。至1930年代，

上海港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海港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港口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世纪前后经历25年的持续投入和建

设，至2020年基本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2024年全面建成国际航运中心。上

海港口布局和功能也发生显著变化。黄

浦江上游、中游港区、宝山作业区港口运

输功能逐渐外移动。长江口外高桥港区

和外海洋山等港区迅速崛起，成为服务

长江经济带，承接黄浦江港区功能的转

移。上海港空间发展重点逐步“由江入

海”，空间格局不断优化。

回顾江南口岸的演变和上海港的发

展历程得到的重要启示，自然地理环境

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包括上海港

在内的江南各个港口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此消彼长即是重要例证；同时，人类改造

自然、利用自然的力量同样重要，历史上

针对黄浦江、吴淞江、娄江及长江口等水

道治理，还有通过这些治水活动所实现

的港口发展变化正是这一力量的体现。

上海港跃为国际大
港与其经济腹地密切关联
王建文：您讲得非常准确。8世纪中

叶之前的长江入海口在镇江、扬州之间，

扬州是最重要的港口，在9世纪被废弃。

太湖流域、江北有很多小的港口在中晚

唐以后开始兴起。港口的兴盛，一方面

取决于航运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所依

托的经济腹地，两个条件都具备时，港口

一般发展较好。上海港到开埠后很快变

成国际大港口，到现在连续十四年为全

球第一的集装箱港口，就是依托其广阔

而富饶的经济腹地和便利的水运条件。

我们综合考古发掘与文献史料，目的就

是追寻上海港的前世今生，探索上海港

的时空变迁。

嘉宾对话

上海水治促成了契
约精神、商业信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石小雨：主讲里

谈到上海是逐水路发展而来，水治这种

地缘特点与城市文化是什么关系？

顾宇辉：我理解地缘和文化是双向塑
造。以江南为例，水网纵横，航运活动频

繁，人与人之间商业类型的交往自然增

多，相适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精神、

商业信用、消费思想等不可避免地带有这

一区域地缘和文化交互影响的印记。

港口建设中，自然因
素和人文因素交织
科技研发何东明：扬州曾经可看到

潮水。人为因素、自然环境变化如何影

响港口兴衰？

葛剑雄：有许多复杂因素。从自然
因素而言，有长江口本身所带泥沙量大

小和海岸线两个因素。长江本身携带的

泥沙大小，还取决于海上潮汐对它的顶

托作用。如果河流弯曲，迎水面就不容

易淤塞；如果这个阶段潮汐力量较大，就

会把泥沙顶托在江口。比如，扬州在西

汉时有个广陵潮，离海较近，潮水进来能

看见；杭州湾的钱塘江也一样，正好处在

喇叭口。但如这段长江比较狭窄，或处

于背水面就看不到。这两个因素有时

是叠加的。比如1950年代以来，南通港

正好在迎水面，镇江港正好在淤积面，

后者需要24小时疏浚，最后镇江港还是

废了。

从人为因素

而言，崇明岛

在明朝时有4

个沙岛，岛

的 西

面受河水冲刷不停地塌，东面不停地

涨。现在有技术在崇明岛西面建筑非

常坚固的堤坝，西面不塌了，但东面还

在不停地涨。

欧洲有不少港口建成之日就成了

纪念碑，因为选错了地址，未建好外面

就淤积了。外高桥目前还不是最理想

的港口，现在还经常需要疏浚河道，但

从成本效应来考虑，长江往来船只非常

便利，码头放在这里最节约最有效。因

此，各种因素的合力决定是否建造港

口，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人类利用自

然条件时只能扬长避短。

唐五代阿拉伯东航
商人皆乘中国海船
研究生高靖涵：从航海史的视角，

宋代是本土船只远洋航行大爆发的时

代。而在唐末五代，福船、广船尚未成

型，沙船也不适合远洋航行，迄今在我

国沿海也尚未发现唐末五代的沉船实

例。因此，唐末五代时期来往中外的船

只，是否存在成规模的本土船只？如果

存在，在缺乏相关考古资料的情况下，

应如何研究船只形制？

顾宇辉：您提了一个很好的专业
问题。唐末五代，被后世船史学者乐

道的广船、福船、沙船等中国航海船型

均没有成型。以沙船为例，它在宋代

被称为“平底船”，至明代才被普遍称

为“沙船”。现在的水下考古尚未发现

唐末五代中国的航海沉船，因此也无

法实现对当时大型航海船舶具体形制

的研究。但据文献记载，唐代中国的

造船业和航海业均非常发达，日本学

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认为唐代

五代时期，阿拉伯商人东航者皆乘中

国海船。这里的中国海船是在国内制

造还是在东南亚

等地制造尚无文

献证明。

明朝初年上海人口
减少，元朝快增乃至建县
文化传播柴俊：从人口研究角度，

在贸易茂盛的唐宋元，上海地区人口有

何变化？

葛剑雄：古代精确人口数没有留下
来，现在看到的是户口数，户口数不等于

人口数。在宋元明清，朝廷花时间、金

钱、精力调查户口的目的是什么？大多

为了收税、征发劳役兵役，所以调查的重

点往往就不是全部人口。比如资料显示

宋朝每户最多2.55口，最少1.45口，现实

中不可能，这是指每一户纳税人口。明

朝上海留下的户口，从明朝初年以后越

来越少，户籍的规模也越来越小，平均每

户五点几口，到万历年间每户两点几

口。因为纳税的标准提高，纳税的份额

减少，但人口减少趋势看得很清楚。

元朝上海一带人口增加比较快，一

个重要证据是宋朝上海是归嘉兴（秀

州）管辖，秀州的华亭县（今松江）到元

朝华亭县升格为府，肯定因为人口增加

了；上海镇也是在南宋末年所建，到元

朝上海升格为县，松江是府，肯定人口

增加了。明朝清朝基本持续这一趋势。

航运最终目的是提
升人的精神生活
理工科毕业换岗者黄烁：同一主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有变化，水治曾促

进农业文明，在商业文明时代，航运可

以向哪些方向更纵深发展？

葛剑雄：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同的
阶段点、关注点或生长点都是不同的，

但目的都是一样的——解决了生存需

求后，提升精神生活。

水利最早有两个目标：灌溉和防

洪。人类经过一次次的试错，最后找到

了生存空间，即离水不要太远但又保持

一定距离，这样既便于用水灌溉也能够

规避洪水。后期农业发达了，江南在宋

朝开始引进双季稻，对水的要求是水量

足以用于灌溉。受潮水影响，杭州湾建

了海塘，农业才有所保障。到了工业社

会，上海农业灌溉已完全可控，难题是

排水，上海距海平面只有4米，下雨时积

水不能单靠自然排水，要聚焦人工排

水。而当下，上海诸如芯片等先导产

业，不受自然环境影响，但需要大量的

电力，重心就转移了。

所以，航运的纵深发展必然也是和

人类的精神生活密不可分。

中原文化在江南达
到本土化发展高峰
极地商业游企业主王守东：从魏晋开

始的衣冠南渡在唐安史之乱和宋末年持

续，对上海等江南人民有哪些具体影响？

葛剑雄：人口南迁是从相对发达的
地区到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作为群体来

说，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衣冠南

渡是这几次大南迁中比较主要的，其实

平时一直在迁。一方面带来中原先进

的儒释道文化，另一方面，中原的衣冠

到了江南地理环境下产生新的变化。

比如看到浙江的山水写出山水诗；比如

北宋末年流行“苏常熟，天下足”，苏州

府常州府丰收了，全国的粮食就有保

证；到了明代清代，粮食的重心转移了，

苏州精细的农业手工业发展了。儒家

文化到了江南和南方，更加重视民生经

济。到王阳明把商贾列为重要事项，不

限于一定要做儒。

为何南渡在江南文化中最发达？

因为带来的物质、文化、精神，到江南自

然人文环境中都达到新的发展高度，丰

富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上海是有代

表性的。当年黄道婆从海南岛带来纺

织技术，明朝松江“衣被天下”，靠的是

什么？松江有能工巧匠，有很好的劳动

力和商业机制，在这里能成为纺织品的

集散地，因此，在西方成了最受欢迎的

“南京布”。

现场提问

两位青年学者所讲都来自考古

发现与研究成果，这一点非常可

贵。实用的、科学的、重要的考古证

据，常常可望不可即、可遇不可求。

考古实证“上海六千年”历史

首先，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遗

迹遗物必须依然存于地下。例如瓷

器可存于地下，但香料、茶叶、丝绸未

必，尤其在江南水乡早已分解。第

二，即便发现也未必能发掘。特别在

上海、江南等人口稠密地区，因为要

遵循全人类共同遵守的基本伦理底

线，许多是抢救性的发掘。一般都是

基建过程中偶然发现，比如志丹苑元

代水闸。由于这些限制，我们能发现

青龙港本身就非常宝贵。

同时，考古发现的任何方法均

有其局限性。比如，时间测定上目

前最可靠方法之一是碳-14测年，但

必须是在现场发现、被封存于地下

的含碳物品，几个条件缺一不可。

碳-14测年误差约五十年，通过校正

精度可再提高。至于确切到某一

年，恐怕要等文字资料的发现才能

确定。比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

的山西陶寺遗址，考古结论是“非常

可能是传说中的尧都”，说“非常可

能”是因为目前没有找到文字证明。

由此，今天论及的无论青龙港

还是元代志丹苑水闸遗址，对我们

整体研究了解“上海6000年”都非常

宝贵，不仅有考古实证，很大程度也

都有文献的双重确认。有些问题，

将来考古物品找到了，就可以回答，

因为许多在文献上并无记载。

对上海影响最大的
是黄浦江、苏州河水系
刚才无论演讲或对话均涉及很

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

系。对上海和江南，自然关系非常重

要的因素是水，包括东海，长江、娄

江、东江、吴淞江等水系，对上海影响

最大的是吴淞江、黄浦江水系。

上海治水很大程度是疏通吴淞

江。吴淞江江面在唐朝时很宽，太湖

带来的泥沙慢慢淤积，从二十里缩至

三五里，元代中期放弃本是坏事，但

被动中把大黄浦和范家浜打通，新的

入海水道更为顺畅，最后黄浦江变成

主流，吴淞江变成支流，而吴淞江从

浦东以下慢慢淤塞变为平地，使得上

海有了浦东一大片生存土地。所以，

如果没有黄浦江，上海会有今天吗？

港口需要大的经济腹地，长江

把上中下游都变成了长江口的腹

地。虽然上海本身不在长江口，但

黄浦江使得上海和长江口相连。如

果没有黄浦江，开埠后西方商船做

贸易或许找南通做港口了。上海通

过黄浦江，成为离长江口最近且比

海港更优越的河港，因为黄浦江上

有十六铺、公平路等码头。因此，某

种程度上看，上海成为上海，离不开

长江以及吴淞江、黄浦江体系。

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

一是很难达到绝对和谐，二是利用

时干预要恰到好处，比如建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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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 话 环

节，顾宇辉从江南

航运史角度展开

补充

②葛剑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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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周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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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现代人依据明代《太仓事迹考》描绘的刘家港“六国

码头”盛况，右图为元朝的漕运和海运图

▲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凤楼远眺图》形象描绘了清朝中

期上海十六铺“一城烟火，半江舳舻”的航运繁华景象，此图为清

代画工曹史亭（树李）临摹，约成稿于咸丰同治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