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５卷第２期

２０１５年６月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２
Ｊｕｎ．２０１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４５３（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１７－０６

古代镇江造船考

李英姿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３）

摘　要：镇江是中国古代舟船文化的 重 要 发 源 地 之 一，新 石 器 时 代 镇 江 已 有 制 造 独 木 舟 的 工 具 有 段 石

锛。孙吴政权在镇江设立临时治所，并在此地大 力 发 展 造 船 业。时 至 唐 代，由 于 京 杭 大 运 河 的 开 通，镇

江成为重要造船基地并初具规模。宋元时期镇江造船能 力 进 一 步 提 高，镇 江 造 船 业 在 数 量 或 质 量 上 都

超过了前代。明太祖朱元璋命镇江府造“海风船”，用 于 海 上 交 通。清 代 镇 江 造 船 业 在 清 帝 南 巡 中 发 挥

了很大作用，其造船技术得到康熙赞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镇江作为古代

造船业重要基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区位优势，应当抓住机会，大力发展造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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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镇江在７０００－４０００年前后是长江出海口。在长江以南河口海岸变迁的过程中，长江在镇江、扬州一线入海，形成了一 个 南 北

宽达５０华里的喇叭形入海口。在镇江焦山对岸的象山和北固山陡崖上，都留有海浪和潮汐长期侵蚀痕迹。参见印志华《从出土文物看

长江镇扬河段的历史变迁》，《东南文化》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１９页。

　　古代镇江“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地

之邦，百越 舟 本 之 会”［１］，一 直 是 交 通 要 津，拥 有

“九省通衢”的 美 称。镇 江 因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①，

自古以来就是造船业重要基地，其精湛繁盛的造

船技术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

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对古代镇江造船业进行全面系

统研究，镇江造船业情况只零星散见于一些文章

及专著的章节中，陈敦平的《古代镇江的造船业》

简要论述了唐以后镇江造船发展概况［２］，刘 建 国

的《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一书，仅 从 考

古专业角度提及镇江六朝时期独木船和唐代木船

的发掘［３］。本文对古代镇江造船历史全面而系统

地梳理，不仅为研究古代镇江造船提供重要基础

性资料，而且为今后发展镇江造船业提供启示与

参考。

一、远古时期：镇江是中国舟船文化

重要发祥地之一

　　中国是国土广袤的大陆国家，也是拥有漫长

海岸线和众多岛屿的海洋国家。考古学研究成果

证明，石器时代的先民就与海洋接触并产生了内

涵丰富的中国海洋文化，对世界上许多地区产生

了影响。其中以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熟文

化最具代表性。

（一）有段石锛在镇江的发现

镇江使用舟船历史悠久。近年来许多考古发

掘表明，镇江先民凭借自己 独 特 的 工 具———有 段

石锛挖制独木舟，进行渔猎和海上漂航活动。

新石器时期，人类已能制造出石斧、石锛等生

产工具，也开始人工取火。火和石斧、石锛使人能

制造独木舟。在镇江丹徒葛村、丹阳王家山、句容

城头山［４］和丹徒左湖［５］等 几 处 遗 址 考 古 发 掘 中，

曾发现石斧和石锛，说明当时的镇江人已经具有

制造独木舟能力。而在丹徒马 迹 山［６］、句 容 丁 沙

地［７］和大港双墩２号［８］等几处遗址中又发掘出有

段石锛，这说明远古镇江人已具有较为先进的造

船技术，因为有段石锛是新石器时期特有造船工

具。有段石锛是长方扁形物，刃口斜削，似普通铁

锛呈刨刀状。它与普通石锛不同处在于背面，即

刃口斜上所向一面不像正面那样平，而是中间隆

起成 一 条 横 脊，把 背 面 分 成 前 后 两 部 分，后 部 较

薄，看起来像有两段，所以叫有段石锛。有段石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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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装柄使用，在沿海或岛屿上需用独木舟的地

方尤其需要。这种远古造船工具在我国沿海地区

多有分布，以福建、广东、江西最多，浙江次之，而

在台湾、菲律宾、大洋洲岛屿，甚至远到南美洲如

厄瓜多尔等地都有发现。
我国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著名

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炎先生指出：“造船的先进

生产工具———有段石锛，在河姆渡 遗 址 的 大 量 出

现，意味着舟楫的制造已经兴起；而舟楫的制造和

应用，又促进了原始的航海活 动。”［９］有 段 石 锛 在

河姆渡遗址发现，证明了新石器时代我国东南沿

海造船业已经兴起，并出现了最原始的航海活动。
与“河姆渡文化”齐名 的 湖 熟 文 化［１０］遗 址 主

要分布在镇江、南 京 以 及 太 湖 流 域，在 其 发 掘 地

南京江宁 区 湖 熟 镇 发 现 了 船 墩 等 遗 址，出 土 的

文物有石锛以及 鱼 钩、鱼 骨、贝 壳 等 与 渔 猎 活 动

有关器物［１１］，再加上镇江有 段 石 锛 出 土，这 一 切

都证明湖熟文化 在 同 一 时 期 出 现 了 最 初 的 造 船

业和原始航海活 动。镇 江 作 为 湖 熟 文 化 重 要 发

源地之一，其 先 民 早 在 四 五 千 年 前 就 已 经 能 够

熟练地制造独木 舟，除 了 在 内 陆 河 流、湖 泊 水 面

活动外，也已经到 近 海 附 近 进 行 活 动，甚 至 开 始

到远洋深海漂航了。

（二）句容浮山果园船棺的出土

由于江苏水网纵横，江苏先民们很早 就 发 展

了造船业。据考古发现，江苏在原始社会就有先

民建造舟筏，镇江附近的宜兴、扬州施桥、常州淹

城等地先后发现了远古时期的独木舟就是很好例

证。２００５年，在江苏句容及金坛市周代土墩墓发

掘中［１２］，句容浮山果园考古首次发现了用独木舟

作为棺椁的墓葬，出土船棺长２．１２米，宽０．８米，
高０．１２—０．１５米，方向为３２度［１３］。人们生前善

于用舟，死后以船安葬乃顺理成章之事。
我国长江 以 南 广 袤 地 区，河 道 纵 横，便 于 行

舟，舟船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从事生产与生活不可

或缺的交通工具。《易·系辞下》说：“伏羲氏刳木

为舟，剡木 为 楫，舟 楫 之 利，以 济 不 通。”“刳 木 为

舟”是制作独木舟的方法：选一根大树干，用石斧

或石刀砍、削一个长槽，然后用火烧掉木屑，再砍，
再削，再烧，直 到 长 槽 达 到 合 适 长 度、深 度 为 止。
人坐立在槽中就可以浮水漂向远方。一般说来，
造独木舟要选直径１米以上、长度５米甚至一二

十米以上大木才行。有了独木舟以后，人们活动

范围日益扩大，使人们有可能进行更广泛的航海

活动。
虽然句容浮山果园发现的独木舟比在浙江杭

州市萧山城区发现的跨湖桥独木舟及河姆渡文化

遗址发现雕花木桨要晚一些时间，但说明古代镇

江地区舟船与人们生活已密不可分。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镇江成为

重要造船基地

（一）孙吴政权临时 治 所 与 镇 江 造 船 业 发 达 对 海

上交通的促进作用

　　古代镇江曾是长江入海口，故有“海门”之称。
这一地理环境与古代镇江航海事业发展具有一定

联系。镇江地处江南水网地带，又是北人从长江

下游横渡长江最佳渡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

直很重要，在孙吴时期曾短暂扮演了临时都城角

色，造船业自然十分发达。
据相关史料记载，孙吴治所 于 公 元２０８年 迁

入丹徒（今镇江），最后于公元２１２年迁入建业（今
南京）。在这个西移过程中，镇江曾经短暂地成为

孙吴政权临时治所，为孙吴争霸天下提供了一个

良好平台。此地地势险要，古人对此早有很多论

述。例如，南朝梁朝史学家萧子显在其《南齐书》
中指 出，京 口 “因 山 为 垒，望 海 临 江，缘 江 为

境”［１４］。清代顾 炎 武 则 强 调：“建 业 之 有 京 口，犹

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

为襟要。京口之防或 疏，建 业 之 危 立 至。”［１］正 是

因为镇江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所以过去许多学者

认为孙权 把 治 所 从 吴 县 迁 入 镇 江 正 是 看 中 了 这

一点。
由于长江水战和江海交通需要，孙权 曾 大 力

发展造船业，造船工场遍布全国，沿江的秣陵（今

南京）、京口（今镇江）、豫章（今南昌）等地都设有

造船工场，称为“船屯”。他设置了典船都尉官职，
以统管造船事务。其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造船规模也相当可观。有了理想的江海交通工具

以后，为 了 扩 大 势 力，东 吴 对 外 联 系 范 围 也 扩 大

了。公元２３０年春，孙权“遣将军卫温、诸 葛 直 将

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１５］１１３６。吴军达夷州

（今台湾岛），开始了大陆与台湾岛交往历史。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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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还 进 一 步 巩 固 了 对 交 州①的 统 治，任 命 的 交 州

刺史吕岱“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
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１５］１３８５，与东南亚诸国建立

了友好关系。以后，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
与印度建立联系。

据考古发现，在孙吴时期，“镇江地区 的 船 型

较多。有船 体 特 别 坚 固、行 走 灵 便、船 体 较 小 的

‘舴艋’。‘舴艋’设备讲究，宜于过埭，为王室公卿

行陵时所用的一种船。有用于战争的船‘艨冲’。
舫，一般说是一个并体船，能在有较大风浪的航道

中航行；但有的舫也可以是设有舱室，能在较狭窄

的航道中航行，承担客货两用的任务”［１６］。

（二）“船场巷”与网巾桥出土的东晋独木船

造船业一直是南方发达工业。东晋时的造船

场，大者能造万斛大船，如“《荆州土地记》曰：湘洲

七郡，大艑之所出，皆受万斛”［１７］３４１５。万斛大船在

南方是屡见不鲜的。《晋中兴书》记载，在西晋末

年，时任晋武昌太守陶侃镇压流民首领杜弢起义

时，曾被杜弢“以桔槔打没舰二十余艘”［１７］３４１５。
晋隆安五年（４０１）春，琅邪人孙恩第三次起兵

反晋时，曾与晋将刘裕在镇江江面进行海战。当

时，孙恩率声势浩大的水师近海航行４００里，进攻

沪渎，然后率水师十余万人、楼船战舰千余艘，溯

长江而上占 领 丹 徒，直 逼 东 晋 都 城 建 康（今 南 京

市）。晋辅国将军刘牢之急令部下刘裕自海盐奔

驰截击。刘裕与孙恩会战于丹徒蒜山（今镇江西

三里），孙恩战败后退至山上，重又整顿船只准备

直捣建康。这时义军中战船数量及种类都很多。
除有高大楼船外，还有起四层、高十余丈的“八槽

战舰”。此外还有各种其他船只，如飞云船、苍隼

船、金舡、飞鸟舡等。孙恩投海自杀后，其 妹 夫 卢

循继续反晋，曾“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

丈”［１７］３４１５。由此可 见，这 种 八 槽 舰 在 当 时 是 一 种

新型战舰。八槽舰底舱分有隔槽８个，即使某槽

穿孔入水，也不致蔓延他处，且易修补，利于远航。
此项底舱隔槽法是中国发明，西方迟至近代才开

始采用［１８］。这充分说明晋代南方造船、航海技术

的先进。东晋时的京口，造船业虽志无明载，但其

时交通、水运颇为发达，船业修造自在其中。《嘉

定镇江志》载，镇江城内的坊巷旧名，“教场、船场

则因场”［１９］，可 见 镇 江 城 内 在 宋 以 前 曾 有“船 场

巷”。刘裕与孙恩在镇江海面激战时，都可能曾在

镇江附近修造船只。
尽管此时 万 斛 大 船 和 八 槽 舰 在 南 方 屡 见 不

鲜，但长期以来考古一直未发现六朝舟船。直到

１９９４年７月，在镇江市区中山东路五条街网巾桥

才出土了东晋独木船，虽然规模较小，却填补了六

朝船业考古空白［２０］。该１、２号船同属独木结构，
规模大小也相仿。根据考古发现，均属整木刳空

制造，长条形，主体不设分仓，大致作大船的附属

船或短途运输之用。一些迹象表明，网巾桥六朝

修造船场在造小船同时，有可能还生产规模稍大

的船。在１、２号 船 遗 址 西 侧 十 余 米 处 同 一 地 层

内，还发现一框架式台面，其构造是由十余根大木

桩以间距各２米左右围成长方形，长约１０余米，
宽约２米，桩上铆合条形厚板。其框架式台面十

分结实，可 能 是 造 大 船 的 船 台 设 施［３］１０５。这 正 好

印证了笔者的推断：当时镇江修造船场发达。

三、唐代：镇江造船业初具规模

镇江作为长江下游南岸重镇，长江与 京 杭 大

运河在此交汇。大运河镇江段全长４２．６公里，是
运河历史上最早开凿地段之一。穿城而过的古运

河是镇 江 的 母 亲 河，西 起 京 口 闸，东 抵 谏 壁 镇。
“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一万家。”清代诗人査

慎行这句诗说的就是运河与镇江的关系。作为太

湖流域漕运及东南各地土特产北运必经口岸，镇

江连接着江南与江北，成为商货中转港口。
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系，全国航 运 事 业

空前发展。当时人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

巴、汉，前指 闽、越，七 泽 十 薮，三 江 五 湖，控 引 河

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
旦永日。”［２１］唐 承 隋 制，在 水 陆 交 通 要 道 上 约３０
里置一驿站，全国有水驿２６０所。具有水 上 交 通

功能和陆上交通 功 能 的 驿 所 有８６所 ，水 驿 备 有

船只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传递。隋唐造船业

的发达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对海外亚非

各国的贸易及其他各种性质的海外交往。
镇江在唐代是重要造船基地，造船业 自 然 是

镇江支柱产业之一。虽因史志记载不详，我们已

无法了解当年整个造船业全貌，但从近年来考古

和史籍记载中可以管窥镇江在唐朝造船业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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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领略镇江造船业的规模与风采。

１９８８年，在建造镇江解放路靠江边一幢大楼

时，发现了一个古老造船作坊，估计是宋以前造船

遗迹。同时发现了一艘虽未建成但结构已较完整

的古船，而且有铇花、油灰及一些铁器工具。１９９４
年１０月，在镇江市区千秋桥街口工地上考古，发

现一艘保存较好的唐代木船。虽然在发掘时尾部

已缺失，但保存的木船仍旧长６．７５米，宽６．４米，
深０．７米，系独木剜成，壁厚达１０厘米，中间无舱

隔，船面部分铺设面板，船体后侧底里刻有两道沟

槽，应是为了铆接尾部所设置，结构更趋合理。这

说明唐代镇江城内水网纵横，水上运输业颇为发

达，也为研究镇江造船业提供了有力佐证。唐贞

观二十一年（６４７）八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

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２２］。据元代史学

家胡三省注，十 二 州 是：宣（宣 城）、润（镇 江）、常

（常州）、苏（苏 州）、湖（湖 州）、杭（杭 州）、越（绍

兴）、台（临海）、婺（金华）、括（丽水即处州）、江（九
江）、洪（南昌）。其中镇江就是承担造船任务十二

个州中的一个，是唐朝重要造船基地。唐德宗时

期（７８０—８０５），韩滉为唐检校礼部尚书兼 御 史 大

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驻守润州。在 平 定

淮西节度使 李 希 烈 泾 原 兵 变 后，韩 滉“闻 京 都 未

平，恐 有 渡 江 之 事，筑 石 头 五 城，造 楼 船 战

舰”［２３］２４３５。据载，当 时“韩 滉 造 楼 船 战 舰 三 千 柁，
由 海 门 （今 镇 江 焦 山 以 东 江 面）大 阅 扬 威

武”［２３］２３８９。在很短 时 间 内 就 造 好 三 千 艘 楼 船，可

以想见润州造船业生产规模和技术力量都是非常

可观的。

四、宋 元 时 期：镇 江 造 船 业 进 一 步

发展

　　在整个宋代统治的３００多年间，由于与西域

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主要

依赖海上交通，尤其是在南宋偏安时期，海上交通

有了长足发展，造船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
宋元时期，镇江造船业在数量或质量 上 都 超

过前代。当时镇江造船基地大体在沿江一线，分

别有江 口 镇、通 吴 门 里 樱 桃 园、小 围 桥 西 木 场

巷［２４］等三个造船厂。
南宋时期，宋金多次在江淮水域交战，为了抵

抗金军南下，战船制造更加重要。宋高宗绍兴三

十年（１１６０），金主完颜亮率师南下，屯兵滁河，这

时南宋的杨存中、成闵、邵宏渊“诸军皆聚京口，不
下二十万，惟海鳅船不满百，戈船半之”。面对这

种情况，毅然督战的南宋抗金名将虞允文说：“遇

风则使战 船，无 风 则 使 战 舰，数 少 恐 不 足 用。”于

是，便“遂聚材冶铁，改修马船为战舰”，同时向平

江（苏州）借 船，命 令 张 深 守 卫 滁 河 口，扼 大 江 之

冲，以苗定驻下蜀作为支援。完颜亮到达瓜洲时，
“允文与存中临江按试，命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
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持满以待，相顾骇愕”［２５］。
完颜亮本来想从瓜洲渡江，却被虞允文的战舰抗

拒，最终未能渡江成功。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春，身
在老家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

《书愤》诗中有“楼船夜雪瓜洲渡”［２６］，回忆了早年

自己在担任镇江通判时踏雪夜上金山隔江遥望瓜

洲渡口宋军战舰情景。从陆游的回忆中，可见大

型战船楼船聚集在长江内并在击退金军过程中发

挥了积 极 作 用。为 了 巩 固 战 果，绍 兴 三 十 二 年

（１１６２），南宋决定在镇江打造２４艘战船，形制俱

佳，便令松江诸州进行仿造。
南宋时镇江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可 以 修 造

战舰、马船、渡船、多桨战船等多种船舶。南 宋 孝

宗刚继位，即命“松江诸州军打造战船，令镇江府

率先造成二十 四 艘”［２７］。孝 宗 淳 熙 六 年（１１７９），
诏令“建康府场务直拨盐二千袋付镇江府驻劄李

思齐修整战船及造马船三十只”［２８］。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１１９６），由于镇江 造 船 业

远近闻名，两浙漕臣王溉想建造高质量和高规格

渡船，认为“临安之浙江、龙山，绍兴之西兴、渔浦

四渡口舟船仿镇江都统制司所造杨子江见用渡船

样打造”，请求“镇江都统制司时暂差借高手工匠

二十人应副（笔者注应为“付”）差使”［２９］。说明在

南宋时，镇江造船技术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南宋嘉定年间（１２０８—１２２４），镇江“见管大小

战船，并接续添修战船，共二百四十只，又脚船一

百只，通计三百四十只”［３０］８９８。由于分属七军（禁

军、右军、左军、游击军、水军、防江军、中军），战船

保管不善，“名为搭盖，苟且异常，不免风雨之所飘

溃，烈日之所曝晒，故其船随修随坏，曾无二年堪

好不 修 之 船”［３０］８９７。如 果 是 两 三 年 换 一 次 船 的

话，则仅战船年修造量即在百只左右，加上其他需

求船只更为可观。嘉定十五年（１２２２），镇江知府

赵善湘“教浮水军五百人……又置多桨船五百艘，
无问风势逆顺，捷疾如飞。赤鸟、白鹞二 大 舟，可

载二千人”，而且船只式样大小有六七种之多［３１］。

０２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



造船业是镇江龙头产业之一，与之有 关 的 还

有油漆、铁钉、铁锚、船舰、篷布等手工业相配套。
甚至连战船的搭盖，也有专门芦场为之服务。据

《至顺镇江志》记载，一年一次即须换易搭盖之物，
“合用搭盖芦席一十一万□千三百六十八领，合用

大芦七千四百六十束，并系缚荻缆六百九十四条，
计大荻二千七百七十六束”［３０］８９８。如此数量的搭

盖用品，主要出自官营节制司芦场，其地在城东北

江中高家河，与焦山相对。
元的统一促进了海上交通发展，为了 海 上 军

事活动和大规模海运漕粮，元代建造了大量船只，
其数量、质量远远超过前代。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
七月，元蒙古都元帅阿朮率战舰数千艘蔽江而下，
与陈舟师于焦山南北的张世杰及孙虎臣等在焦山

（镇江北大江中）大战，最终宋军大败，元军在此缴

获数百艘黄鹄、白鹞船。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为
济州河 运 粮，一 次 建 造 粮 船 达３　０００艘。元 还 在

江海水陆要地设水驿站４２４处，共有邮递专用船

５　９２１艘。这些都充分说明元代造船能力之强。

五、明清时期：镇江造船业空前繁盛

明清镇江造船业又有新发展，不仅能 制 造 战

船、驿 船、粮 船、商 船，而 且 能 制 造 用 于 催 漕 的 黄

船、江中救生的红船等。明永乐初，明太祖朱元璋

“又命江、楚、两 浙 及 镇 江 诸 府 卫 造 海 风 船”［３２］用

于海上交通。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标志着我国古代造船、航海达到顶峰。郑和先后七

下西洋，说明明朝造船业非常发达，船队有海船数

百艘，所用船舶有相当一部分由镇江奉命承造。郑

和船队数次经过镇江金山、焦山、大港等地，有可能

在镇江江面进行休整和修造船只。
清代镇江工商业发展到极盛时期，带 动 了 造

船业的发展。“京口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

萃而错 处，转 移 百 物，以 通 有 无。”［３３］造 船 业 兴 盛

还带动了与修造船相关的钉铁、油麻等行业发展。
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御史冯班上疏曰：“派征苛横

复奉，旨通行严禁京口，如造船、钉铁、油麻之属一

切不得擅取。”［３４］冯班上疏的目的是“通商惠贾”，
但特别提及京口的造船、钉铁、油麻等，反映了这

些行业在市场上的地位。
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决定京口战船“在镇江驻防

之地修造，通计沙船、唬船三百只，建厂高资港地

方”［３５］，由刘肇极、鲁超“督理修造”［３６］，高资船 厂

承担战船修造。清时，仅丹徒县京口驿就对２０只

快船进行修理，专门分配“水手六十名，工食银四

百三十二两，又修理银九十九两岁支”［３６］。
清代镇江造船业在为皇帝南巡中发挥很大作

用，并受到皇帝赞赏。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在其

南巡前，曾专门传谕京口副都统“张思恭、董元卿

同织造郎中桑格于京口制沙船十以备载”。船造

好后，由张思恭、董元卿等率京口官兵乘至黄河北

岸候驾。康熙对京口沙船十分赏识，南巡结束后，
专门发出旨谕，要求“新造船内留其二”，以供皇宫

使用［３７］。
在清代，镇江在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 中 也 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民间与日本商船贸易中，镇江

等地制造的“南京船”占有很大比例。清代镇江民

间制造的各类内河船舶为数众多，这类船只载重

量可达四五百石到八九百石，经常来往于镇江和

上海之间。
综上所述，镇江造船技术肇始于新石器时代，

中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代和宋元时期造船业的

发展，直至明清时期造船业达到鼎盛。目前，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镇江

作为古代重要造船基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区

位优势，应当抓住机会，大力发展造船业。镇江造

船业必须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利用镇

江既有船舶、海工装备产业，发展更具发展潜力的

海洋经济；依靠镇江大量船舶学科支撑，围绕船舶

及海工关键配套、港口物流等重点新兴产业，积极

构筑船舶人才高地，大力集聚各类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加快发展海产品精深加工及海洋生物制

药业，打造临海现代工业集聚基地及商贸物流中

心；积极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吸引更多海洋类产业

落户镇江。在为２１世纪“一带一路”建设做出积

极贡献同时，镇江还应积极拓展造船业发展新空

间，把镇江港打造成长江三角洲地区黄金港口，为
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宗原材料和外贸物资中转运

输服务，真正沟通江海、联通陆海。

参考文献：

［１］　顾炎武．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四）［Ｍ］．清光绪二

十三年徐氏味静斋刻本．
［２］　陈敦平．古代镇江的造船业［Ｇ］／／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镇江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镇 江 文

史资料（第四十辑）．内部资料，２００６：１１０—１１２．
［３］　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Ｍ］．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２第２期 　　李英姿：古代镇江造船考



［４］　镇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下）［Ｍ］．上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５］　镇江博物馆，南京 博 物 院．江 苏 镇 江 市 左 湖 遗 址 发

掘简报［Ｊ］．考古，２０００（４）：２８．
［６］　镇江博物馆．镇江市马迹山遗址的发掘［Ｊ］．文 物，

１９８３（１１）：４１．
［７］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第二

次发掘简报［Ｊ］．文物，２００１（５）：２５．
［８］　镇江博物馆，南京 博 物 院．江 苏 镇 江 大 港 双 墩２号

墩发掘报告［Ｊ］．南方文物，２０１０（４）：４２．
［９］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Ｍ］．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８．
［１０］　张 正 祥．湖 熟 文 化 与 湖 熟 镇［Ｊ］．东 南 文 化，１９９０

（５）：３７９—３８０．
［１１］　南京博物院．记湖熟镇发现史前遗址［Ｊ］．文物参考

资料．１９５１（７）：１６４—１６７．
［１２］　葛万宏．句容境内的土墩墓［Ｎ］．镇江日报，２０１２—

２—１７（１０）．
［１３］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 究 所，镇 江 市 博 物 馆，常 州 市 博

物馆．江 苏 句 容 及 金 坛 市 周 代 土 墩 墓［Ｊ］．考 古，

２００６（７）：２３．
［１４］　萧 子 显．南 齐 书（第 一 册）［Ｍ］．北 京：中 华 书 局，

１９７２：２４６．
［１５］　陈寿．三国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１６］　张 立．镇 江 交 通 史［Ｍ］．北 京：人 民 交 通 出 版 社，

１９８９：２１．
［１７］　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七〇·舟部三）［Ｍ］．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６０．
［１８］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Ｍ］．郑州：河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４：３６．
［１９］　阮元．嘉定 镇 江 志（卷 二）［Ｍ］／／中 华 书 局 编 辑 部．

宋 元 方 志 丛 刊 （第 三 册）．北 京：中 华 书 局，

１９９０：２３３６．
［２０］　镇江古 城 考 古 所．镇 江 市 网 巾 桥 六 朝 手 工 业 遗 址

的发掘［Ｊ］．南方文物，１９９６（１）：４—１５．
［２１］　刘煦．旧唐书（卷九十四·崔融传）［Ｍ］．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７：２９９８．
［２２］　司 马 光．资 治 通 鉴（第 十 三 册）［Ｍ］．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５６：６２４９．
［２３］　阮 元．嘉 定 镇 江 志（卷 十 四）［Ｍ］／／中 华 书 局 编 辑

部．宋 元 方 志 丛 刊 （第 三 册）．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０．
［２４］　俞希 鲁．至 顺 镇 江 志（卷 十 三·公 廨：场）［Ｍ］．南

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５６４—５６５．
［２５］　脱脱．宋 史（卷 三 百 八 十 三·列 传 第 一 百 四 十 二）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１１７９４．
［２６］　陆游．剑 南 诗 稿（卷 十 七）［Ｍ］．清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本．
［２７］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 四 千 九 百 二 十·食 货 五 十 之

二〇）［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５６６６．
［２８］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 四 千 九 百 二 十·食 货 五 十 之

二八）［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５６７０．
［２９］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 四 千 九 百 二 十·食 货 五 十 之

三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５６７２．
［３０］　俞希鲁．至 顺 镇 江 志（附 录·嘉 定 镇 江 续 志）［Ｍ］．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１］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十一·杂录：武事）［Ｍ］．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８７４．
［３２］　张 廷 玉．明 史（卷 九 十 二）［Ｍ］．北 京：中 华 书 局，

１９７４：２２６８．
［３３］　赵宏恩．乾 隆 江 南 通 志（卷 十 九·舆 地 志）［Ｍ］．清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３４］　朱霖．乾隆镇江府志（卷四·风俗）［Ｍ］．南京：江苏

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２０．
［３５］　朱霖．乾隆镇江府志（卷十六·武卫）［Ｍ］．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５４．
［３６］　王新命，薛 柱 斗．康 熙 江 南 通 志（卷 二 十 二·驿 传

船政附）［Ｍ］．江 南 通 志 局 版，清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刻本．
［３７］　范 然．名 人 与 镇 江［Ｍ］．南 京：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２：１４３．

（责任编辑：喻世华）

（下转第４９页）

２２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



［７］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

的报告［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　方汉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辩证观念［Ｊ］．中国

比较文学，２０００（２）：６．

（责任编辑：吴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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