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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 
    中国历史上城市的崛起，有多种类型：有的是政治中心型，秦汉隋唐都城西
安、金元明清都城北京、七朝古都开封、九朝古都洛阳、十朝都会南京，均为一

国政治中心，成都、广州等则为区域性政治中心；有的是军事重镇型，明代的山

海卫、天津卫、威海卫，近代的徐州、旅顺均属此类；有的是矿藏物产型，如瓷

都景德镇、盐都自贡、钢都鞍山、煤都抚顺、锡都个旧；有的是通商贸易型，如

长江线上的重庆、汉口、镇江，运河线上的杭州、苏州、扬州、淮安。东南 
沿海的泉州、宁波。地下无矿藏、地上无险隘、也没作过政治中心的上海，属于

最后一种类型。 
    任何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交通硬件的支撑，而贸易通商型城市的崛起与发
展．对交通的依赖性更大。没有大运河的开凿，隋唐扬州根本不可能成为“富甲

天下”的繁华之都：同理，没有江海陆路交通的综合发展，货不能畅其流，人不

能畅其行，近代上海也不可能由一个普通的海滨县城一跃而成中国特大城市。近

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有五，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在开埠以后

的几十年中，其他四口都不及上海发展迅速，考其原因，一是地理因素，二是腹

地因素，而这两者的优势，都要靠交通来发挥。 
    上海现在的交通网络，分水、陆、空三个系统，互相配合，呈立体状。从历
史角度看，它经历了一个由水而水陆而水陆空渐次发展的过程。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气候湿润，雨水充沛，地势平坦，江河纵横，终年不
冻，在以蒸汽为动力的陆路交通工具问世以前，这种地理条件，利于舟而不利于

车。直到十八世纪以前，上海还是有舟无车。载物渡人，均赖舟楫。陆上短途搬

运，靠箩夫、扛夫、挑夫、脚班们手提、肩挑、背扛。他们的脚下，是草莱侵蔓

的泥滩小道。 
    1843 年开埠以后，西人东来．租界辟设。要经商，先筑路．西人先在租界
以内，然后又越出租界．筑了一条又一条道路。他们把西方市政建设的一套标准、

原则与习惯移到了上海。道路的宽度、质地、地面与地下的设施．道路的管理，

行路的规则，均有具体的规定。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小车、马车、榻车、

黄包车等陆路交运工具先后在上海出现，奔驰于宽阔坦荡的道路上。上海结束了

有舟无车的时代，上海的交通进入了水陆并举的时期。 
上海陆地交通的内涵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铁路

在陆地交通中异军突起，1898 年由上海至吴淞的淞沪铁路建成通车，1908 年上
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建成通车，1909 年由上海至杭州的沪杭铁路建成通车。以
后，铁路一直在上海陆地交通中占重要的地位。其二，汽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1901 年，上海出现两辆汽车，由匈牙利人李恩时从国外输入。此后汽车
陆续增多，由客运而货运，到 1911年，公共租界捐照汽车已有 217辆。到 1936
年，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分别有捐照货运汽车 1500 辆以上。其三，上海公路
系统迅速向外扩展。1919 年军工路筑成，1921 年沪太路筑成，以后，沪闵路、
上南路、上川路相继筑成通车，上海近郊、远郊的公路网逐渐形成。到三十年代，



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各地的联系，与江浙邻省的联系，已形成水路、铁路、公路三

路并举的格局。 
1949 年以后，上海的交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四十几年中虽有曲折，

但发展确实惊人。且不说空运、海运、铁路如何发达．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单以

公路而论，其运输线路增辟之快，运输车辆增添之多，运输总量增长之速，一条

又一条高速公路的建成，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到 1990 年底．上海
已有民用货运汽车近 8万辆，与华东各省的市镇间有客运班车线 286条，有跨省
市零担、整车货运班车线 112条，覆盖了大陆的所有省区。俗语“要得富，先筑
路”，大上海的兴旺繁荣，靠的是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输血给养，疏滞导淤。 

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方式、距离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三

百年前欧洲人来中国要花两三年；一百五十年前欧洲人来中国，要两三个月；现

在再来中国，连两三天也不要。世界之所以逐渐变小，就是因为交通和通讯的逐

渐变快。在表述社会空间距离时，现代人已开始用时距概念来代替传统的距离概

念。比如从徐家汇到松江，不说距离多少公里，而说坐车半小时。现代交通工具

的发展，也给市政建设、城市规模、城市生态带来巨大的影响，既带来繁荣和方

便，也带来了新的麻烦。道路狭窄、车辆堵塞、废气排放，常令市民生怨、市长

头痛。 
交通与城市、交通与文化、交通与人，都是现代社会的大题目、大学问。作

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作为在近代交通史上有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在

这方面有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有许多文章可做。最近读了王敬德等人主编、

朱大钧总纂的《上海公路运输志》，深感他们在这方面做了一篇好文章。 
《上海公路运输志》是上海一百多部专业志中的一种。全书 120万字。从志

书的角度看，此书一秉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原则，首设概述和大事记，次为正

文，志后附录若干重要文献，各章之前亦有概述文字，提纲挈领，眉目清晰，颇

便读者查阅。书中所附许多插图和统计表，彩色与黑白相间，甚是精美，绝大部

分为前所未见。以图表与文字配合，更能全面、直观地反映出上海公路运输发展

的历程。 
志书正文 12章 53节，历述上海公路运输设施、运输装卸工具、人力货运、

汽车货运、跨省市公路货运、汽车运输经营户、车机修造、行业管理和重要人物

等，涵盖了公路运输的各个重要方面。据《编后记》介绍，此书的资料基础，一

是上海市汽车运输代理公司的档案，上海市档案馆、各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关档案；

二是依据志书的编写要求，在上海市交通运输局下属 140多个单位中征集所得，
包括一些访问口碑资料，共得原始资料 3500 多万字。编写人员对此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编成资料长编 500多万字，最后再在此基础上，钩稽贯串，汰芜去冗，
推敲琢磨，成此大书。全书本着述而不论的修志通则，对各项重要事件、设施、

制度，溯其源流，述其沿革，状其特点，文字质朴顺畅，不加议论发挥。 
志书在处理志内与志外、本志与他志的关系也比较得当。公路运输涉及到路

政建设(包括桥梁、涵洞等)、铁路与水路运输及公用事业等很多方面，对这些内
容，详写则汗漫无际，不写又背景不清，志书对此采取略事交待、不予展开的方

式，这种详内略外、详特略同、有避有让的谋篇技巧，使得此书中心突出，边际

清楚。 
志书对于古今问题的把握也比较适中。新修方志，每每要强调详今略古，这

自有道理，但万事都有度，过详过略都会影响志书的学术价值。对于公路运输这

样自古无志的全新门类，对历史部分给予一定的篇幅是十分必要的。本书在描述



运输设施、装卸工具、运输机构等方面时，均不吝笔墨，对有关历史作了具体的

交代，对民国年间某些典型的运输企业，如龚福记汽车运输行、华富运输行、宁

波搬场公司、安慎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还作了专门的介绍。这可让读者对所志对

象获得完整、系统的知识。 
人们常说，志书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往往

最看重的是“存史”。《上海公路运输志》作为上海有史以来第一部公路运输志，

跨时一百多年，涵盖公路运输各大方面。作为一个近些年来一直沉浸在上海史料

堆里的史学工作者，看了此书，我的感觉真是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许多宝

贵的资料，对研究上海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比如，十九世纪下半世纪，上海的交运工具是人力车(黄包车、榻车等)与兽

力车(马车)的时代，二十世纪初汽车输入以后，上海交运工具进入机器动力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汽车与前两者关系怎样?汽车在哪些方面取代了前两者，哪些方
面不能取代?看了此志，我们明白了，汽车在许多方面确实优于人力车、兽力车，
如长途运输，速度快、运费省。但是，在许多方面又无法取代．在短程搬运方面，

在窄街小巷、乡间小道上运输，小车、榻车、老虎车仍有其优势。近代上海苦力

多，劳动力便宜，小车、榻车等制造简单，成本低廉，人力车有很强的竞争力。

三十年代，上海汽车大发展，人力车也大发展，1936年在公共租界捐照的小车、
榻车、老虎车就有二万多辆。这说明，在上海这样特殊的城市中，交通运输的现

代化，有其自己的特色。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汽车与人力车平行发展，是那么不

协调地共同奔驰在上海道路上，这在世界大城市史上是一种奇迹，但在上海，自

有其内在原因。但在另一方面，在汽车大发展的同时，兽力车即马车逐渐衰微了。

马车在上海，一度非常风光，“香尘油壁合从容，底事驰驱振辔中。寄语行人须

仔细，车如流水马如龙”。西来洋人、富庶士绅、时髦妓女，在十九世纪八九十

年代，皆以乘马车为贵为荣。但是汽车盛行以后，马车营业情况每况愈下。根据

这本志书，1905年上海有营业和自备马车 1595辆，到 1915年还有 1053辆，到
1930 年仅剩 272 辆。书中对马车之所以会被汽车取代的原因，作了要而不繁的
说明。事物的新陈代谢，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表现方

式会干差万别，甚至截然不同。 
再如，汽车运输业在 1949年以前是民营、外资、国营并存，1949年以后是

民营、国营两者并存，1956 年以后全部变成国营，1984 年以后，又有货运个体
户出现，亦有外商和港澳地区商人进入上海运输业，其变化颇有点“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味道。这些不同所有制机构的运行机制如何、效益如何，其中有些

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志书对此虽然没有必要分析，但列出了大量的数据和
表格，这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留下了广阔的天地。 

又如，在传统的志书中，普通百姓的生活是很少记载的，此书在此方面作了

可贵的努力。书中专辟一节《职工生活》，对公路运输业职工的工资、奖金、劳

动保险、医疗保健、困难补助、生活设施、住宅建设、退休生活、文化娱乐等方

面，作了全面记载，列有详细的数据。这也是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极感兴趣的资料。 
每次阅读新方志，参加志书评审，脑中常会闪过“投资效益”的问题。这本

志书究竟花下多少人力、投了多少资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们动员二百

多人搜集资料、六阅寒暑、数易其稿的辛勤劳动中。峡书弓雾整整两页的鸣谢名

单中，从设计提纲，编写长编、撰写志稿、核对资料、规范文字、统一风格等必

不可少的诸多环节中，我们不难想象，编写人员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这不能

不使读者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据说．上海交通专业志共有 10 部，《上海公路运



输志》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象，10 部交通志书出全以后，在我们面前展现的，
将是从历史到现实，从公路、铁路到水路，从设施到管理的一幅全息式的上海交

通图景，将会为人们了解上海、研究上海、建设上海提供极为丰富而有价值的资

料。对此，我们翘首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