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江南城镇的市政建设及其局限

□ 林 涓 冯贤亮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与城镇管理一直处在调整变革之中。在社会经济最为繁荣

的江南地区，新式的市政建设正在逐步展开，也是现代化的必要趋势。其具体内容，除公共交通道

路、桥梁、驳岸、下水道的建设外，还涉及路灯、供水、环境绿化、清洁管理等公用事业。繁杂的市政

建设的主要目标，在经济、交通、卫生与美观四大方面，集中体现于道路建设、饮用水与排水、卫生

清洁与夜间照明。通过不同城镇建设情况的宏观考察与具体差异分析，可以对民国时期城镇的主

要变化、发展态势以及行政管理等形成基本认识，从而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城镇的基本存在形

态。 总体上新式的市政建设要求与现实的城镇生活处境，还不能得到有效的配合，江南城镇间经

济发展与工业文明的差异在当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市政建设存在着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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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民国时期人们意象中的江南， 仍以太湖平

原为中心，范围不出环太湖的苏州、太仓、松江、常

州、镇江、湖州、嘉兴、杭州地区，与明清时代的江

南核心概念相仿。 ①譬如，有人指出，民国时期南

京、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城市都属“江南”的概

念范围，是长江下游的一个核心地域，与北方的黄

河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相对。 所以“江南”就成了

“一个多重性格的流域”，即从经济上看，“江南是一

个都市线”； 从人文的观点上看，“江南是物质文明

最高度的区域”； 从政治上看，“江南是现在政治机

构的中枢”。 ②这也是江南给时人的一种基本感觉。
江南地区交通发达，人口稠密，经济、文化都

较昌盛，农村工人的工资也较高。 ③江南人的生活，

确实有让外人艳羡的地方。 当时有人论道：“世界

动向不管是在巴黎或是在英伦， 只要发生了能够

波到中国来， 江南人的生活， 马上就有了一个适

应：而且他们的适应，是具着创造的模仿，造成独

立一格的风尚，从思想，学术，工作，物质的建设，
私生活的爱美，各方面里，都在给内地人们，一个

莫大的兴奋与刺激，所以江南人民一部份的生活，
是紧张的，进步的，新陈代谢的，而能够影响成中

国全社会的新动向。 ”④

近代化或现代化， 可以作为观照近世中国社

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 城镇发展就是其中

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层面， 特别是沿海的若干大

城市，与内地相比，自晚清以降，大多兴盛不衰。 其

工业经济、城市规模、制度建设与生活水准等，往

往可以成为推定城市发展或者社会发展近代化程

117

DOI:10.14167/j.zjss.2018.01.014



林 涓 冯贤亮：民国江南城镇的市政建设及其局限

度的指示。 从近百年来的城镇发展来看，工业化与

现代化堪称历史的总趋势， 现代生产力对于整个

东亚世界面貌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力量。 ⑤

可是， 在现代化变革开始剧烈起来的江南地

区，仍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地区差异明显。 1923
年，梁实秋（时名梁治华）南游至浙江的小城嘉善，
看到城中卫生的不良后曾撰文指出： 这里似乎有

“丝毫未受西方化的特征”：“二条街道， 虽然窄小

简陋，但是我走到街上心里却很泰然自若，因为我

知道我身后没 有 汽 车 电 车 等 等 杀 人 的 利 器 追 逐

我。 小小的商店，疏疏的住房，虽然是很像中古世

纪的遗型，在现代未免是太无进步。 ”⑥同年，梁启

超在其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表示中

国内部的社会变化“诚然是进化了”，但在这五十年

当中，与美国、日本、德国等比，又是“惭愧无地”⑦，
差距太过明显。

上述二梁的言论， 十分清楚地揭示出彼时中

国“现代化”的一些状态，既有大城市与小城镇的

发展区别，也有中国与外国的发展差异，现代化在

中国当然仍有其局限性。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好

的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着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这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还缺少系统的分析。

从宏观上看， 江南在唐宋以后是整个中国在

经济、文化上最为繁荣的地区，在社会、经济、政治

等方面都较有代表性，是一个地方行政较为成熟、
行政实践又较为复杂的地区。 除了社会经济与文

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义也很重

要。 ⑧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管理与城镇建设，到民国

年间才真正开始。 市政建设的具体内容，除公共交

通道路、桥梁、驳岸、下水道的建设外，还应涉及路

灯、供水、环境绿化、清洁管理等公用事业。 市政虽

千头万绪，设施宏广，但其主要目标就在经济、交

通、卫生与美观这四大方面，⑨集中地体现于道路

建设、饮用水与排水、卫生清洁、夜间照明四大方

面。 由于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对民国时期江南城镇

的发展变化态势以及民众生活常态， 尚无集中系

统的论述，本文拟作初步的探讨，以期呈现出江南

城镇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存在形态。

二、城镇道路建设的展开

比较而言，除上海的租界外，南京城在道路建

设方面应当是最好的。 南京最初是一般的省会，后

来成为国民政府驻地，市政建设就比较可观。 特别

是街道马路，建设比较成熟。 例如，南京市政府所

开辟的中山路，自下关江边起，经过挹江门、保泰

街、新街诸地方，直达中山陵，全长 11 公里强，路

宽有 40 米，并细分快车道、慢车道、行人道、憩息

道；而道与道之间，种有荫道树，平坦而美观。 此外

还有中央路（旧名子午线路），也是一条直线，纵贯

南京城，南连中山路，北达中央门。 ⑩

但是大多数的江南城镇， 在民国时期并无这

样先进的“市政”可言，道路建设相对简陋。
譬如在常熟县，民国年间曾对城内的部分路段

有过拓宽翻修的工作，在原有的碎石或石板结构道

路外，建有新式的弹石路，即“冠云路”；开辟了南新

路；为方便汽车通行城内兴建的南北干道，即从南

门洙草浜起，经过总马桥大街、翼京门、南门大街、
县南街、县后街、北市心、西弄、旱北门大街，直达镇

江门口，道路宽达 10 米；而汪伪时期修建的城区东

西干道，即从宾汤门起，经过东门大街、方桥，折向

衢桥至紫金街口，道路亦宽达 10 米。 至此，南北与

东西两大干道开始贯通， 形成了全长 4000 多米的

城区干道线。至于桥梁，民国年间城内尚有近百座，
多数为石拱、条石式石板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城内

市河的两边，大都有石驳护岸。 輥輯訛

在 青 浦 ，1949 年 前 县 城 内 众 多 河 道 上 的 桥

梁，大多系石桥、木桥，年久失修；下辖的朱家角镇

符合江南市镇一般的样态，街道迂回曲折，街面狭

窄， 多数为石条。 县城在民国年间除新开艮辰门

外， 没有较大规模的整修工作。 城镇排污比较传

统，地下排水管道是砖砌的明沟，污水直接流入市

河，对水质颇有影响；而每逢集市或雨天，狭窄的

街道更是拥塞，泥水横流。 輥輰訛

嘉兴城内的街道，大多是石板路。 由于填得不

平，不仅黄包车经过时会发出声音，下雨天走在上

面还会溅一身泥水。 輥輱訛这种情景，在其他城镇中亦

属常见。
在桐乡县，城镇内的主要街道都是石板铺设，

而乡镇之间的交通则为泥路小道。 城内街道宽的

不过 3 米，长短不等，布局不一。 县城以县署为中

心，前后左右大街呈方形布局；乌青镇东南西北四

条大街沿河呈十字形；濮院镇街道布局方正，街道

首尾相接，素称棋盘街。 崇德县城街少弄多，有“七

十二条半弄”之说。 石门、洲泉、屠甸等镇的主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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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依河延伸。 镇的房舍沿河而筑，多为木结构

平房；作坊规模小，公共设施极少。 在抗战期间，这

些城镇街道很多遭受战火的严重破坏。 总体而言，
到 1949 年，城镇房舍以陈旧破败者居多。 輥輲訛

江南大镇盛泽，镇区的街里曾多有建设，情况

似较一般市镇为好。 在 1928 年时，里人仲少梅出

资建造了民房数百间，形成的街道就称西新街；不

久，沈之万在镇南郊建造自己的住宅，同时也筑了

部分民房，形成的街坊后人就称沈新街。 1931 年

至 1935 年，区公所募集经费雇工建造马家弄北口

至苏嘉公路的便道，路宽为 4 米，都是砂石路面；
1939 年，日军为军事需要，修筑了五龙路，路宽有

6 米，也是砂石路面。 经过这样的改造，镇区面积

已较清末稍有扩大。 不过到 1940 年代，据统计镇

区面积仍仅有 0.6 平方公里。 街道多形狭窄，但弄

堂众多，与崇德县城一样，当时也有“七十二条半

弄堂”之说。 而跨越镇区河道的桥梁都是石桥，房

屋均系砖木结构，楼房大抵不超过两层。 輥輳訛

在乍浦镇内，街巷道路都是铺以碎石。 光绪十

二年所修《平湖县志》记载，那时的乍浦城内有街、
路、弄 87 条。 到 1937 年抗战爆发，南外大街被纵

火焚烧商铺达 200 多间， 道路破坏严重； 战后的

1946 年，平湖县建设科拨米 200 石，并由镇上各

商店按所占铺面集资，每铺面收白米 1.5 石，空地

则减半，先后分段用条石、块石修筑，将此街更名

“中正路”；次年又对复兴路（后名上新街）铺以块

石路面。 1948 年还在拓宽水陆财神庙南首连接萧

山街处而北经沪杭公路至南河滩郭家地的路段，
也铺以块石，輥輴訛道路建设因而多有改观。

但必须指出， 绝大多数江南市镇在抗战期间

深受兵燹之灾， 破坏严重， 战后得以恢复的并不

多。 像几经战乱后的长安镇，从原来兴盛期的 13
条街、72 条弄堂，就剩下几条街道了；而且路面狭

窄不平，里弄简陋陈旧。輥輵訛再如，在上海北部的江湾

镇，市街都铺以石片，比较平坦，路面却比较狭窄。
1921 年开始拆废巷栅，收进沿石，填平沟坎，将石

桥次第改平后，使交通往来较以往方便一些。 輥輶訛宝

山县的真如镇，在 1928 年并入上海特别市，但当

时的市政建设情况并不乐观。 镇区的主要交通道

路，有交通路、车站路、三民路、东官路、西官路、南

官路、北官路、新村路、梨园浜路、天妃宫路、蔡桥

路、陈巷路、东庙路、管衖路、虬江路、龙聚庵路、王

家湾路、赵家角路、横浜路、严家湾路、金家桥路、
西界浜路、赵浦路、横港路、钱家宅路、潘家巷路、
厂头路、顾巷桥路、章村路、北章村路、梅园路、盛

家厍路、太平桥路、王民港路与陆园路。 据当时的

调查，这些道路除新村路是“未辅煤屑，故每逢天

雨，泥泞难行”外，不是“雨量过多，则路面松坼，车

轮陷落，行驶不便”，就是“每逢天雨，泥泞难行”輥輷訛，
道路建设依然十分简陋。

总体上， 江南城镇在民国年间的市政道路建

设基本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改善或发展，在现

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心都市（如上海），变化显著，体

现出现代国家建立后城市生活与管理的新风貌。

三、供水和排水的传统性

当然，道路系统主要体现于城镇的外部景观，
内部较大的改良， 是在一些核心城市中的有限部

分出现了现代化的供排水系统。 在理想的层面，这

对市政建设与城镇生活而言， 品质上有较大的提

高。 实际上，江南大部分城镇的供水与排水方面，
差异较大，一般都保持着比较原始的状态，整体上

较传统时代并无实质性的大改进。
供水方面主要是指民生用水， 在民国年间的

江南普通城镇中，几乎与农村一样，直接使用的基

本为河水或井水， 现代意义上的自来水极少甚至

完全没有。
例如，在常熟城内，民众都以浅井水及河水作

为生活用水。 到 1930 年时，慧日寺内建了一口自

流井，可供居民使用。 这样的自流井至 1949 年，在

城内共有 50 口。 至于自来水，常熟县城晚至 1965
年才展开铺设，輦輮訛现代化进程显得颇晚。

昆山城市居民的主要饮用水， 也是井水与河

水。 至于附近人烟稠密的太仓城内，日常生活用水

同样以井水、河水为主。 輦輯訛

在桐乡， 与其他地方一样， 居民习惯饮用河

水，家中一般常备水缸蓄水，或用明矾沉淀消毒，
也有人工开井取水的，但多散见于大的寺、庙、庵、
观及大户富室人家。 公用的水井也有设于城中的

街前弄口，可惜数量极少。 輦輰訛

作为著名的都会之地、旅游名胜的杭州城内，
居民以饮用河水为主、井水食用不多，但因河水比

较混浊， 浙江省政府为清洁饮料、 顾全公益，到

1928 年四月间，商议筹办杭州市自来水，輦輱訛民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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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现代化较一般城镇早得多。
至于市镇，供排水的情况也有许多差异。 在清

末的盛泽镇上，花园街、善嘉桥、斜桥附近都曾有

“义井”（即公井）。 1926 年秋，培元公所出资在牧

童湾建了一口自流井。 到 1935 年，区公所在填平

茭白荡时又开了两口公井。 輦輲訛

乍浦镇在 1929 年时，因上海天主教会在里蒲

山建成教堂，用水不便，就设置抽水设备，引外山

河水上山饮用，创了平湖县地区“自来水”之始。 輦輳訛

上海市边上的真如镇，后来划作上海市的一个

区后，完全没有上水道的铺设，民众日常用水就全

赖自然河流；輦輴訛而即使有自挖的井水，但井深不过 2
米左右，水质很差，很不卫生，易引发肠胃疾病。 輦輵訛

1936 年初，松江城东岳庙内建成了一口自流

井，附近居民开始用上了所谓的“自来水”。 輦輶訛

而在浦东的北蔡镇，因受沿海潮汐的影响，河

流水并不适宜直接饮用， 当地民众的日常饮水都

习惯用水缸蓄水，或者以明矾沉淀简单消毒。 輦輷訛

显然，相对众多的城镇、巨量的民户，自来水

的设置及利用，实在是寥寥无几，而排泄污水的暗

沟之建设就更差了。 城镇中的所谓阴沟，“大都构

造不良，污水四溢”。 輧輮訛江南城镇中的排水系统，一

般使用砖砌的浅狭阴沟，将污水直接排入河中；这

些排水沟常因年久失修，容易因淤泥堵塞，造成排

泄不畅。
例如，在青浦县的城镇地方，排污比较传统，

地下排水管道是砖砌的明沟，污水直接流入市河，
对水质颇有影响；而每逢集市或雨天，狭窄的街道

更是拥塞，泥水横流。 輧輯訛桐乡县城镇街道的两侧同

样是用石块砌成阴沟，一般深宽一尺余，将街上污

水直接排入河浜。 因阴沟浅窄，容易淤塞，排污能

力很弱，暴雨时期常常是污水溢满街面。 輧輰訛常熟城

区的排水， 主要依赖街巷两侧砖砌沟渠与石板街

下的方渠，流入市河，再向城外排流。 而且下水道

的不规则，常会失疏堵塞，使大雨时期的积水不及

流泄。 1929 年，城内的部分街道在修筑路面时，开

始将下水道砌在道路中间，两侧开设阴沟，贯通街

中向市河流泄。 在建设南北干道时，街道中的砖砌

方渠被改埋 300 毫米直径的水泥管， 同时构筑窨

井，建立汇水区域和多渠道的出水口，形成了城区

南北干道雨污水合流的排水网。輧輱訛平湖县乍浦镇上

的街弄，也是用条石铺就，下用块石砌成阴沟，流

通市河。輧輲訛嘉善县西塘镇的排水系统是雨污合流制

式。 主要街道的条石板路下面，用砖石砌成阴沟，
居民住宅也都是些老式砖式阴沟， 生活污水和降

水混合在一起就近排入河中。輧輳訛这种形制在江南城

镇中是极普遍的。
散布于城镇中的河流，既容纳了污水，也承担

着民生用水与舟船运输的作用， 长期积污自然会

带来新的问题。 在真如镇地区，淤塞的河道就占到

十分之六七，对灌溉、运输等颇有影响。輧輴訛河道的疏

浚需要大量的经费， 却非政府的城镇市政建设资

金所能承担， 往往要依赖民间工商业界的支持。
1914 年西塘镇市河的浚治工程资金，就是由镇上

266 户商家捐助的。 輧輵訛

就上述各城镇的一般情形来看， 民生用水比

较传统，倘有变化，那也晚至 1920 年代末期，都有

蓄水习惯或使用明矾简单消毒后饮食的方式，但

自来水之普及程度极低。

四、卫生与清洁的问题

在市容卫生与环境清洁方面， 最值得重视的

就在道路清洁与人粪便的处理层面。 这些在民国

时期曾由官方出面整顿， 最初是由警察局或警察

所具体负责，可是由于经费并无稳定的来源，后来

仍多由城镇公所或商会承担。
例如在桐乡县， 街道清理工作由雇用的清道

夫来完成。 当然在行政安排上，这种环卫事务是归

警察局、 所管理的， 在县城曾配有卫生警察 2-3
人，指定相关巡长（警员）负责卫生稽核工作。 管理

经费最初 由 民 间 捐 助， 后 来 由 镇 商 会 承 担。 到

1925 年，青镇（今乌镇）创设了清道局，沿街设置

垃圾桶、雇用清道夫每日扫除街道垃圾。 从 1946
年起，所有的环卫事务就由当地镇公所来管理，业

务上则隶属卫生院。 輧輶訛

再如常熟县，在民国年间曾建有清洁队，雇用

清道夫清扫街路、装运垃圾。輧輷訛而海盐县在“公众卫

生”方面，曾有一番大的整顿，要求由警察所每天

派警力检查食品、河道、水井，并派清道夫清除道

路垃圾秽物；另外对厕所进行统一消毒。 輨輮訛

在江南小镇中， 清道工作也经历了类似上述

这样的变化。 其中，1911 年时的双林镇，早已成立

了“公益清洁所”，负责镇上街道的整修、清扫、路

灯管理等事务，輨輯訛似乎在管理上显得好一些。 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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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来都被划归警察的工作范围。 当然后来也

有所变化。 像盛泽镇，道路清扫的工作起初按制度

设计是由警所管理，后来由民间发起，分区组织清

道会，集资雇人分段打扫，輨輰訛以期以社会力量来促

进公共卫生事业。
比较而言， 城镇卫生方面最突出而集中的问

题，还在于人粪便的处理。
1949 年前，嘉兴居民的粪便，主要是由“粪老

板”联合组成的“嘉兴肥壅公司”把持处理，将分布

在城区的六个街道粪便进行划分， 雇用一批民工

和乡村农工，在各居民点设粪坑为公厕，由雇工按

户清倒居民粪便，报酬是草纸二刀。 在嘉兴县城小

西门道前街，原有一处小洋房，即“陆家洋房”，就

是当时一位陆姓的“粪霸头”居住的别墅。 輨輱訛

嘉善县西塘镇在 1949 年前只有 3 个私营粪

行，但附设有不少粪窖、粪船，雇有少数人员专事

镇上倒马桶的工作。 輨輲訛

其实， 处理城镇粪便的工作中是存在利益诉

求的。 对城镇而言，它自然是废弃物，但在乡间的

农业生产中， 它就是重要的肥料。 在桐乡 （梧桐

镇）、崇德（崇福镇）两县，城郊就有不少农民在城

内争设私厕，获取大量人粪肥。 然而这些私厕极为

简陋，大多为粪缸、尿甏，半掩半露，卫生条 件 很

差。 条件稍好的公共厕所，则是少而简陋，且属男

女混用。 另外，城镇内主要街道上定点存放的垃圾

桶也极少。 据 1945 年的统计， 桐乡县城只有 23
只，崇德县城有 30 只。 輨輳訛

再如，常熟城内的主干街道都没有公共厕所，
仅在巷口有私厕和粪坑 2000 多只，粪便则由“粪

头”垄断，运销农村。 这种“粪头”到 1952 年才被取

缔。 輨輴訛

在奉贤县， 据 1934 年卫生工作者的调查，因

无人整顿，坑厕甚多，“即最繁华之市中，必有甚污

秽之厕所， 不云五步一厕， 十步一坑， 然亦属不

少”。 輨輵訛

到 1949 年，盛泽镇还有公共厕所 16 处，都是

“壅业者”所建，下有职员 24 人，工人共计 57 人，
负责处理公厕的粪便。 輨輶訛

上海近郊的真如镇上，坑厕颇多，有的还在市

街要道， 据不完全统计在街道两旁的有 105 只坑

厕。 这些坑厕在夏令时节，“秽气薰蒸，蝇蚋丛集”。
镇人的卫生观念同样表现得相对淡漠。 輨輷訛

在江南城镇中， 确实长期存在着粪便收集与

贩卖的“壅业者”，成为了城镇与农村之间人粪肥

交易的一个中间经营者， 有着比较固定的经营队

伍。 在盛泽镇，据 1949 年的统计，全镇还有雍业者

16 户，职员 24 名、工人 57 名。 輩輮訛这些组织为城镇

的卫生清理工作起着长期的维持作用。 但是不少

市镇或集镇的卫生管理常处于荒怠状态。 在北蔡

地区，除北蔡、御界桥两个集镇外，其他都是村落。
公共环境卫生市政当局无人过问， 集镇街道的清

扫是由各商家自行打扫保持整洁； 村落的情况更

糟，田间的池塘、路边的杂草、屋房的粪缸、田野的

浮厝， 都是滋生蚊蝇、 传播疾病的主要根源。 在

1943 年秋天， 邱家木桥一带， 先后患霍乱的有 7
人，最后全部丧生，致使当地人心惶惶。 輩輯訛

五、夜间照明的局限

在生产与生活中，照明问题也十分重要，而且

关乎夜间的治安。 当然，城镇的夜间照明，除大城市

外，一般都缺少电灯的装设，即使有也是少而简陋。
但提供照明的工厂或公司， 在江南地区已经

不少，不过各城市的电灯厂（公司）的设立有些参

差不齐，主要有上海电光公司（英商，1882）、奉贤

大照电灯公司（1902）、上海华商电灯公司（1904）、
镇江大照电灯公司 （1905）、 苏州生生电灯公司

（1907）、金陵电灯厂（1909，次年开办）、南通唐闸

市电灯 （大生纱厂办，1912）、 扬州振明电灯公司

（1913）、常州振兴电灯公司（1913）、昆山电灯公司

（1915）、南通通明电灯公司（1915）、松江电灯公司

（1915）、徐州电灯公司（1915，试办）、无锡电灯公

司（1916）、六 合 电 灯 公 司（1916）、溧 阳 电 灯 公 司

（1916）、江阴电灯公司（1918）、崇明东明电灯公司

（1921）、高 邮 电 灯 厂（1921）、川 沙 大 川 电 灯 公 司

（1922）。 輩輰訛这些新式的电灯厂，多数集中于太湖周

边地域。 但在初设时期，电灯用户较少，使用者多

集中于城区，普及率不高。 各城市间的使用有着明

显的差异，可以呈现出各地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力

量强弱的若干面相。
在上海，早在光绪八年（1882 年）7 月 26 日，

上海电气公司已开始供电，首批启用的 15 盏弧光

灯安装在商店、饭店、公园等显眼的地方（具体包

括南京路美记钟表行 2 盏、招商局码头 4 盏、札查

饭店 4 盏、 外滩公园内外 3 盏与电气公司自用 2

121



盏），便于公众观赏。 7 月 28 日，《北华捷报》将电

灯首次在上海作为照明使用的新闻作了报道，并

指出 “这种新灯具推广到居民家里使用或许还要

有一段时间，但可以肯定，推广这项革新只是个时

间问题。 这种具有微热的、十分明亮的光源是一种

十分重大的发明， 而至今还未在最大程度上加以

利用。 ”輩輱訛但有意思的是，在 9 月 30 日的《申报》上

发出了一则新闻，叫做《禁止电灯》：“本埠点用电

灯，经道宪邵观察札饬英会审员陈太守，查明中国

商人，点用者共有几家，禀候核办。 兹悉太守已饬

差协同地保，按户知照。禁止电灯，以免不测。闻各

铺户亦以电灯不适于用，故皆遵谕云。 ”这在民国

时期的人们看来，着实有趣，反映出与西洋文明接

触时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惊奇与疑虑。輩輲訛这些都可表

明，上海电灯的使用较其他许多城市要早得多，当

然与其他城镇一样， 这种新式照明用具的普及至

一般居民家中使用，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民国三年（1914 年），华亭县改名 松 江 县，城

内街巷开设改装街灯輩輳訛，新式电灯开始照亮了这座

古城。
常熟县虽然早在清末民初，已在县城内的街巷

设置了路灯，由士绅与商户出资，雇佣专人每天黄

昏时分到巷门口和少数要道转角处悬挂灯笼照明，
后来就改用煤油风灯，但都不是现代化的电灯。 电

灯的真正使用要晚到 1920 年， 常熟电气公司扩大

规模，在主要街道安装了近百盏 25 瓦的照明电灯，
并由专人分路段掌管，定时开关，每天至夜半 11 时

左右熄灯。 1929 年路灯专线的改造成功，可以使电

气公司安装总开关，统一控制掌灯时间了。 輩輴訛

江南普通县城的电灯照明， 与常熟县的情况

相差不会太大，可是当中的差异仍是明显的。 像在

溧阳县城，市街上的电灯设备，就远不如邻近的宜

兴县。 輩輵訛

就一般而言，从晚清以来，汽油灯的广泛使用

使得夜市的经常化成为可能。 在临平、 塘栖等镇

上，都有汽灯行，专门出租汽油灯，以供上架、大户

照明之用。 安溪上纤埠每当夜幕降临后，无数汽油

灯照亮了西塘河水和两岸的商业街道， 一直延续

到晚上十点，成为当地第一大特色景观。 从 1919
年起，余杭、塘栖、瓶窑、闲林、乔司等电厂相继建

成供电，在 1931 年以后，艮山电厂输电到了余杭

镇、瓶窑电厂输电到安溪镇、闸口电厂输电到三墩

镇。 从此，电灯逐渐成为余杭各市镇夜市照明的基

本手段，推动了余杭夜市的迅速发展。 塘栖在每年

清明前后的香市期间， 因外来人口剧增， 商业繁

盛，电厂就通宵发电，供应商家照明。 輩輶訛

盛泽镇首家电厂由张志毅在 1915 年创办于

西荡口，次年开始发电使用。 当时装有电灯 800 多

盏，每晚 5 时至 12 时供电。 但在 1918 年因亏损停

办。 后由仲少梅等人在登椿桥南堍集资继办，建成

复新电灯公司，次年开机发电，以供日常照明，可

惜由于机力不足，灯光时明时灭。 輩輷訛

乍浦镇在清末民初也无电力工业，照明比较传

统，主要依靠各式油灯或蜡烛。 后由当地徐、王、陈

等姓大户出资，在北滩街、总管弄、竹巷弄及主要大

街，每隔 40—50 米立杆悬灯，以为公共照明。 1920
年 2 月，绅士徐眉轩等人发起，在镇上的西巷弯荡

北侧建立乍浦电气有限公司， 直到 1925 年冬才开

始发电，全镇装灯的当时已有 155 户。 不过到 1943
年，这个电气公司因战争的影响就关闭了。 輪輮訛

在上海市区中，路灯的建设已相当普及。 即便

非租界地区，路灯设置也很多。 在热闹街道以及与

租界毗连各路，照明的日常化让人“更觉光明”。 这

一方面便利了行人，另一方面自然也有助于治安。 輪輯訛

作为核心城市的上海城， 市政建设在江南城

市中是最先进的，具有独特性，其发展与变迁可以

揭示彼时中国城市化的变迁与“现代化”的程度。

六、上海市政建设的进程

上海在当时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相比，
都是不逊色的。 輪輰訛新的“市政工程”，早在晚清就已

发动，完全是因租界的发展与管理之需求而起。 可

以说，近代上海的城市管理，也是上海自 1843 年

对外开埠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是“舶来品”。 輪輱訛

上海马路的养护，以公共租界最讲究，特别是

苏州河以南的四川路及南京路堪称最完全， 全路

段都用铁梨木平铺。 常州人姚公鹤曾说，常在南京

路上可以看到身穿红布马褂、手操箕帚的清道夫，
从事清扫工作。 租界内其他的马路相对普通一些，
可分两种：一是以沙与石子拌和平铺的，即俗称的

“马路”；二是以碎石大小叠砌的，称作“石路”。 輪輲訛

上海的工部局工务处 ( Public Works Depart-
ment )，早在 1843 年由道路码头委员会建立，主要

职责是监督公共租界以及周边所有属于工部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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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具体涉及道路、排水、桥梁、栈桥、小河

（除了苏州河）、公共建筑、公园、露天场所、测量工

作和新楼建造过程的监管。 輪輳訛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中， 上海在市政方面

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程。 详参下表 1。
表 1 二十世纪初上海重要的市政工程统计

资料来源：夏伯铭编译：《上海 1908》，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6 页。

上海特别市成立之后， 比较重视编制各类法

令。 在市政管理方面，据统计，从 1927 年至 1928
年一年间，就制定并公布了有关上海政治、经济、
社会、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方面的 203 项法规，
具体涉及总务 （市府）12 项、 财政 27 项、 工务 7
项、公 安 34 项、卫 生 25 项、公 用 34 项、教 育 26
项、土地 8 项、农工商 27 项以及其他 3 项，希图健

全“法制”。 不过这些法规，还会受到当时国民政府

的约束， 在具体实践中会出现与制度要求脱节的

情形。 但较以往而言，仍颇有进步的意义。 由于上

海市政中，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建设较好，华界处

处相形见绌，所以市府在成立之初，在这方面就比

较重视，想制定一个长远的良好规划，仿照国外大

都市建设的经验， 在吴淞与租界之间建设新的市

区，以削弱租界的重要性。 到 1929 年 8 月，拟定的

《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 对设定的江湾

新市中心区域作了这样的规划： 新市中心区建成

政治、 商业与住宅三个区域， 中心区内的道路系

统，连接吴淞港口和北火车站的水陆运输。 次年，
即形成了集大成的上海建设规划 《大上海计划》，
内容还包括了上海的南市、闸北、龙华、浦东、吴淞

等全部华界地区。 计划内容有七大方面：⑴市中心

区域（人口、行政、商业、工业、住宅等方面）；⑵交

通运输（包括海港、铁路、公路、机场、渡江）；⑶建

筑 （新建民房式样、 平民及工人新村、 防火设备

等）；⑷园林布置（包括公园、森林、运动场、儿童游

戏场、公墓等）；⑸公用事业（公交、自来水、电灯、
电话、煤气等）；⑹卫生设备（污水及垃圾处理，公

共卫生设备如医院、检疫、浴室、公厕等）；⑺建筑

市政府大楼以形成市区政治中心等。 不过从 1932
年的“一·二八”中日战争开始，形势越来越差，市

政府无力顾及上海的新建设，直到 1937 年被全面

爆发的抗战所彻底打断。 其间完成的市政建设，主

要是市政府新办公大厦和社会、卫生、教育、工务、
土地等局的办公用房，上海体育场，上海图书馆，
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医院，市卫生试验所以及虬江

码头一期等工程。 輪輴訛

因上海城市本身带有的特殊性， 更使城区的

划分不可能完全依据政治标准， 而是像所有的现

代化大都市一样， 是以功能性和反映不同行业的

分布来划分的。 輪輵訛仍需一提的是，上海市政府为实

现上述《大上海计划》，于 1929 年 7 月 5 日第一百

二十三次市政会议议决，划定闸殷路以南、翔殷路

以北，淞沪路以东，预定路线以西，约七千余亩之

地，作为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同年 7 月 12 日第一

百二十四次市政会议议决， 设立上海市市中心区

域建设委员会，主持设施计划。 该会为市中心区域

正在筹备建设之中、 将来该处附近各项事业之发

展，须预为划分区域，使各以类相从而不相妨，而

为通盘筹划起见， 分区事宜又不可不就全市当时

发展之情形，以及将来之趋势，与交通上已有应有

之设施，加以考虑，以免抵触而臻完善，故规定全

市分区及交通计划图。 輪輶訛1930 年开始的城市建设，
终使上海南北两市得到了发展， 市区显得繁荣，

工程名称 耗费银两

市政厅 132000
公共菜场 134000
中央捕房 83000
老闸捕房 42000

静安寺捕房 27000
新闸捕房 40000

监狱 178000
中央救火站 28000

维多利亚产科医院 114000
隔离医院 163000

华人隔离医院 22000
公共游泳池 17000

屠宰场 19000
牛棚 20000

静安寺公墓和火葬场 51000
华童公学 54000

工部局电气处大楼 188000
花园桥和浙江路桥（钢制） 约 461000

虹口体育场（土地） 约 1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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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与租界相颉颃”。 輪輷訛平民生活区的公共卫生、
道路清洁等工作，在社区生活中得到认同的同时，
正在逐步改善。 輫輮訛

结 语

在民国时期， 现代化的冲击在一些重要城市

是较为明显的。 在民国时期的部分学者看来，现代

都市的产生就是工业化影响的结果，除北京、南京

因政治关系而国家竭力发展之外，其他都市“皆为

工业化之结果”，而且“此种都市发展之程度非政

治中心所能比拟”，特别是上海，在所有的工业都

市中又是最重要的。 輫輯訛无论是核心的上海城，还是

普通的城镇，都较真正的农村生活为现代化。 柳亚

子曾说：“我叔父和金爷，他们都去过上海，见过大

场面，觉得要做一点事业，还得到都会中去，至少

是在市镇上住，生活也可以舒服一些，热闹一些，
乡村淳朴的空气， 再也不能够吸引少年子弟的灵

魂了。 ”輫輰訛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种演

变，这种演变涉及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

诸多方面。輫輱訛民国期江南的城镇乡村产生了许多变

化，特别是在上海、苏州、镇江等这样辟有租界的

地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设施较其他地区先进，
并开始影响其他普通城市。 由于市政建设的拓展，
城镇的空间状态被重新调整。 城镇生活中的逸乐，
可以提供出不少“现代化”生活的事例。 比较有代

表性的马路、路灯、自来水、电灯等现代化设施，让

人感到那时人们的生活已经趋向现代化， 但局限

性仍普遍存在。 例如在嘉善县城，政府规定店铺可

以安装电灯， 民居之中却被电厂限制，“不许装”，
照明依旧以“洋油灯”为主，晚上出门需要依赖灯

笼。 輫輲訛至于时兴的卫生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

到大众的认可，究其原因，可以丰子恺著名的那句

“卫生”“实因与乡村生活的‘马虎’习惯和环境不

合”为代表。 輫輳訛

相对大城市而言， 江南小镇的生活状态确实

要松弛闲散得多。 在不通公路的菱湖镇，现代化的

公用设施，除了一般城镇都有的新式轮船外，当时

是已有电力而无自来水、有卫生所而无公立医院、
有电话电报站而无公共汽车，但对菱湖人来说，只

要有船一切就活了，輫輴訛现代化的需求并不急切。 而

日常生活中的所谓“常轨”或卫生的不良，并不因

为到了民国时代而就能得到大的改善。 譬如在江

南市镇中的石板路下，一般就是排污通道；而多数

城镇和绝大部分乡村， 在过去都将马桶直接置于

市河和乡村河道里清洗，当然还有洗衣、洗菜、淘

米、洗澡、放牛洗澡、放鸭鹅等，开船罱泥也都在河

里进行，交叉污染严重。 特别是在大水期，更易扩

大污染源（包括河岸边的粪池或粪缸，遇到大水必

定没于水中），加速了流行病的扩散和发生。 即便

是大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 在上海的法租界，下

水道中的污水，就是通过住宅附近的化粪池，与雨

水合流而排入河浜的。 輫輵訛

所有这些，确实都需要加以改革。 当时政府很

早就有相应的管理举措。 成立于 1927 年的杭州市

政府卫生局中，第二科就是负责街道清洁、河流清

洁、沟渠整理、垃圾扫除、监督公共场所之清洁、监

察食品商店、检查肉类等方面的卫生工作。 輫輶訛但具

体实践的效果，与理想设计还是有出入的。 在苏州

的街道巷口，虽设有公共坑厕，但随地溲溺的情况

依然普遍。 时人不无讥讽地说：“立在巷口的警察，
像木偶人一般，从不尝去干涉他们撒尿的人，大约

他们都嗅惯这种臭气罢。 ”輫輷訛当然市政建设的效果

是存在差异的。 在上海市区边上的真如镇，因紧邻

都市中心，经过五年的改造，情况大不相同，“各方

面建设的进步”、“公共汽车行驶的改善”、“京沪铁

路沪翔区间车的增加”、“识字教育新生活运动”、
“劳动服务之推进”等等輬輮訛，应该都是因城市管理与

生活现代化带来的。
虽然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出现城市化发展趋

势后， 但在近代以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

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结合， 离散了旧有的城

镇乡村之联系，造成城市结构失衡，城乡差距加大

等一系列社会同题， 是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

式。 輬輯訛民国时期江南的地方行政及城市管理一直处

在调整变革之中。 新式的市政建设要求与现实的

城镇生活处境，还不能得到有效的配合，地区差异

明显。 除了受传统的生活方式影响外，廉价而随意

的生活需求不能很快接受需要有不少成本的生活

方式， 城镇间经济发展与工业文明的差异在当中

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輬輰訛

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 现代交通运输网的形

成， 城乡地区逐渐从农村文明向以都市文明为特

征的现代文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輬輱訛各地日常生活

与市政建设的同质化趋向日益增强。 已经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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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南”的城镇当中，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多少已

有了“现代性”转化的面貌，当然这样的转化仍是

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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