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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长江流域行轮内港时空变迁研究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 ①

———基于《〈内河行轮章程〉项下华洋轮船行驶
内港名录》的复原

G3H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１８９８年清廷颁布《内港行船章程》后，长江内河轮运骤兴，开放轮船行驶的
内港日渐增多，截至 １９２９年全流域有超过 ４１８处内港开放行轮，内河航运格局为之一
变。长江流域开放行轮的内港在空间上集中于下游地区，中游也有较多分布，上游地

区则十分稀少。行轮内港的开放在时间上则呈现出下游到上游、干流到支流两种趋势。

近代行轮内港的时空变迁趋势反映了轮运这一新式交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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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长江流域轮船的管理权长期由海关把持，“华洋商轮来往长江者，由关发给行驶长江专

照……其在内港行驶者须在海关注册，由关发给注册凭单”①，海关确定了轮船行驶内港的具体

地点。由海关出版的《〈内河行轮章程〉项下华洋轮船行驶内港名录》（Ｉｎｌ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ｐｅｎ ｔｏ
Ｓｔｅａｍ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 Ｗ． Ｓ． Ｎ． Ｒｕｌｅｓ，以下简称《内港名录》）②，详细记载了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 年间
《内港行船章程》规定下轮船所能航行的内港地名及开放时间，对研究近代长江流域开放行轮内

港的时空变迁提供了便利。学术界目前有关内港行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条约修订、航政管理、航

运企业等方面③，对开放行轮内港的具体数量及时空分布探讨较少。本文拟通过整理《内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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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依据内港分布情况分成太湖流域、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及长江上游四个区域，从时空变迁的

角度复原并展示近代长江流域行轮内港的发展脉络，在对比区域内部差异的基础上，厘清全流域

的整体变化。

一、内港开放行轮与《内港名录》

近代长江流域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内港开放行轮始于 １８７６年中英《烟台条约》，该条约规定轮
船可以在大通、安庆等非通商口岸停泊及上下客货。１８９８年清政府发布《内港行船章程》①，规定
“中国内港，嗣后均准特在口岸注册之华、洋各项轮船，任便按照后列之章往来，专作内港贸

易”②，该章程成为之后华洋轮船申请在内港行轮的依据。《内港行船章程》颁布后，轮运业的地

域分布渐广，“内港行轮盖骎骎有水银泄地之势矣”③。

《内港行船章程》发布前，内港的轮运业谈不上兴盛，如苏州一带“汽轮拖船在开放港口前已

经行驶，但只是一些小马力的船只，行驶也不正常，须得官方不定期的批准，因此，一些跟官方有

交情者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在新的条件下（指内港开放行轮），竞争不断改善了服务的质量与

船期的规律性，官方的检查也使汽轮的效率与安全标准得到保证”④。也就是说，１８９８ 年以前内
港虽有轮船行驶，但发展受限，直到《内港行船章程》发布后轮运业才取得进一步发展。内港开

放行轮后，最先开展的是客运业务，如 １９０７ 年宜昌、沙市关监督批准开放宜沙间的涴市、江口等
７处内港行轮，但只许经营客运。⑤ 在客运之后，货运业务才逐步展开。促进内港开放行轮的因
素主要是外商、华商及地方政府三方。外商是行轮内港开放早期的主要推动力量，如 １８９８ 年英
商葛里逊组织三艘小火轮顺利完成了镇江至清江浦往返四次的航行，里运河沿岸的内港在此之

后正式开放行轮⑥；１９２３年英商亚细亚公司呈请开放团风，次年团风开放行轮。⑦ 华商也是内港
开放行轮的一大推动力量，如 １９０９ 年经过南通当地的制造商向政府申请，天生港允许轮船停
靠。⑧ 近代中国地方政府也是内港开放行轮的一大推手，１８９８ 年以后，在外轮窥视内港的背景
下，地方政府扶持官营或华商经营内港轮运，开辟新的航线，促进了内港行轮的开放，近代湖南的

内港轮运便是由官营轮局率先开办的。以《内港行船章程》为依据，开放行轮的内港渐增，而有

关 １８９８年以后内港开放行轮的数量及开放时间的文献资料零散稀少，这使得对行轮内港时空演
变的复原研究进展困难，这一缺憾直到《内港名录》被重新发现方得以补全。

《内港名录》属于旧海关出版物中的第四类关务系列，编号为 ６２ 号，由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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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印行于 １９３３年。① 据记载，１９２９年湖北省政府拒绝美孚洋行汽轮行驶监利，洋行以江汉关曾
在之前放行该洋行汽轮前往监利，对此表示不满，由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查

明该事的请求。外交部转告财政部后，财政部关务署饬令江汉关监督彻查，江汉关监督回复此事

件的缘由，并抄送江汉、沙市、长沙、岳州四处海关的轮只行驶内地表。为了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关务署要求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各省关监督转行各该关税务司，迅将原有开放各内港地名及

日期，暨开放以来历年行驶各该港华洋船名详查列表，开送过部，以凭办理相应咨复”②。《内港

名录》即是在监利行轮事件后整合各海关调查表形成的。

《内港名录》作为旧海关的内部出版物，流传范围不广，《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宝

典》曾收录《内港名录》中的地名作为辞典中“内港行船地名”一节的内容③，除此外使用该资料

者甚少。

《内港名录》共收录了 ３５处海关的内港行轮地名，其中位于长江流域的海关有重庆、万县、宜
昌、沙市、长沙、岳州、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上海、苏州、杭州 １４ 处。因为统计方式的差
异，不同海关项下的内港名录在内容上有详略之别，记载方式也不一致。长江流域的 １４ 处海关
统计中，上海因内港全部对外开放，未将内港名列入，万县项下无开放行轮内港，其余 １２ 处海关
对内港的统计方式也并不一致，有的按航线罗列，有的按区域列出，有的按开放时间排列。此外，

《内港名录》内容存在一些失误，如九江条下“沂州”与“蕲州”为同一地点，苏州与杭州条下记载

的内港开放时间不一致，常州与其附郭县武进重复统计等。对于统计方式及内容上的问题，在使

用时需甄别处理。

《内港名录》的时间记载上限为 １８９７年④，下限为 １９２９年，反映了《内港行船章程》发布后直
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内港的开放情况。《内港名录》记载的开放时间存在讹误，如安徽宁国

府（今宣城市）在 １９０２年即有小轮船“依照内河航行章程，拖载旅客……短期间，亦至宁国府”⑤，
但《内港名录》中记载宁国府的开放时间为 １９０５年。⑥ 此外，不同海关条目下记载的内港开放时
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如湖州在苏州条下记载于 １８９７年开放，此时戴生昌轮船公司经营苏州、湖
州轮船航线⑦，杭州条下却记载其于 １９０１ 年开放，此时“杭州日本领事的倡议经清南洋大臣、江
宁总督批准，开辟杭州与苏州间另一条路线。这条新路线包括有两个甚为重要的商业地方：湖

州和南浔”⑧。对于开放时间记载问题，将根据有关史料进行比对，得出各内港确切行轮开放的

时间，以便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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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港名录》对于近代行轮内港记载之全面，就目前来看罕有其他资料可比。以此为基础，

结合其他史料，能够大致复原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间长江流域行轮内港的开放情况及时空变迁脉络。

二、太湖流域行轮内港开放的时空变迁

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后，太湖流域便成为长江流域内最早通商行轮的地区，近代这一地区的内
河轮运业在江海交汇、河湖纵横的地理背景下，发展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地区。由于《内港名录》

中缺乏上海附近行轮内港的记载，只能从苏、常及杭、嘉、湖地区的内港分布来复原太湖流域行轮

内港的情况。

１８９６年，苏州与杭州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正式开埠，在开埠以前，轮船已行驶于江南运河、
东塘、黄浦江等江浙内河，不过只在湖州、嘉兴、杭州、硖石等少数港口停靠。《内港行船章程》发

布后，轮运骤兴，在原有航线的基础上增辟了新的航线。《内港名录》中太湖流域的内港主要记

录在苏州、杭州与镇江条下，这些内港均按开放时间罗列，其中苏州条下 ３１ 处，杭州条下 ７２ 处，
镇江条下 ９处。在 ３个条目的记载中存在重复地点，其中苏州与镇江条下重复 ４ 处，苏州与杭州
条下重复 ８处，这些重复地点的开放时间记载并不一致，此外还有 ２处内港未载开放时间。通过
查阅资料考证，最终确定了这些内港开放行轮的准确时间（表 １）。此外，《内港名录》在记载中存
在少数失误，以杭州条下为例，“陶埝”与“陶堰”为同一地点，“崇德”是“石门”在 １９１４ 年后的改
名。① 处理此类问题后，统计得出太湖流域共 ９９处内港，按照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间的历史进程，分四
个时间段对内港开放的时空属性进行分析，以民国时期地图为依据确定内港具体地理位置后使

用 ＡｒｃＧＩＳ进行绘图，得出太湖流域行轮内港的分布图（图 １）。

表 １　 太湖流域内港开放行轮时间订正表

开放时间 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 １９０４—１９１１年 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

内港名
常州、无锡、湖州、嘉兴、盛泽、南浔、平望、塘栖、太

仓、昆山、金坛
江　 阴 芦墟、黎里、周庄

　 　 资料来源：太仓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太仓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３０９页），金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著《金坛县志》（江苏人民出版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３３４页），束方昆主编：《江苏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４５—５３页）。

从时间上看，太湖流域在 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即《内港行船章程》发布初期开放的内港共有 ２０ 处，
集中在江南运河沿线，多为府县治所；１９０４—１９１１ 年《通商行船续约》签订后至辛亥革命时期开
放的内港共有 １９处，扩大到杭嘉湖地区的运河支流，数量上市镇多于县治；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北洋政
府时期开放的内港共有 ２５处，集中在苏州附近，以市镇为主；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开
放的内港共有 ３５处，以杭嘉湖平原的市镇为主（表 ２）。在 １８９８—１９１１年 １４年间，开放的内港有
３６处，而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的 ３年间便开放了 ３５ 处内港，可见行轮内港数量随着时间推移，其开放
进程明显加快。

① 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海关学会编：《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１８６０—１９４９）》第 ２０ 册，第 ３８８—
３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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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太湖流域开放行轮内港分布图
资料来源：图中地名点根据 １９２７年武昌亚新地学社《浙江明细地图》《江苏明细地图》确定，底图为复旦大学历史地

理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ＣＨＧＩＳ）１９１１年数据，后同。

表 ２　 太湖流域开放行轮内港统计表

开放行轮时间 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 １９０４—１９１１年 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

府县治数量 １２ ７ ３ ０

市镇数量 ８ １２ ２２ ３５

合　 计 ２０ １９ ２５ ３５

　 　 从空间上看，太湖流域行轮内港以江南运河为主轴，呈面状分布在由江南运河、黄浦江、苕溪
及众多支流组成的航运网上。“江南运河，北自镇江京口，东经丹阳、无锡、吴县、吴江而南入浙江

省境，既属江南水道之干流，亦为江湖间水流承转之枢纽”①，江南运河长期以来是太湖流域舟船

往来的主要干道，沿线城镇众多，行轮内港以此为主轴展开并不奇怪。太湖流域内部，杭嘉湖地

区的行轮内港密度略高于苏常地区，这与浙北航运业的发展及《内港名录》中缺乏上海内港统计

有关。根据民国时期的调查，１９２１年杭嘉湖地区轮船航线已有 １４ 条，分别是杭州至上海、湖州、

① 萧开瀛：《江南水利与通江各闸》，《江苏建设月刊》１９３６年第 ３卷第 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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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 ３条航线，嘉兴至乍浦、新仓、平湖、苏州、海盐、新塍、湖州、南浔、盛泽的 ９ 条航线，湖州至
苏州、上海的 ２条航线，可见此时轮运已遍及杭嘉湖的大小市镇。①

依靠江南运河、黄浦江、浏河、澄锡河等与长江干流相通的航道，太湖流域与长江干流间轮运

往来便捷。在流域南端，江南运河与同样内港密集的钱塘江流域在杭州衔接，交往也很频繁。

《内港名录》中统计的近代太湖流域 ９９处行轮内港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相比，在开放时间上与长
江下游干流区一致，在空间上以运河为主轴呈扇状布局，体现了其自身的特点。

三、长江下游行轮内港开放的时空变迁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太湖流域应属于长江下游，但是近代太湖流域的行轮内港分布有自身的

独特性，与长江下游的其他区域存在区别，所以此节所述的长江下游地区不包括太湖流域。本区

域有巢湖、菜子湖、皖河、青弋江、秦淮河等支流河湖，还有里运河、通扬运河等航道与江淮地区联

系，区域内航道以天然航道为主。长江下游地区在 １８６１年《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签订后即有
商轮行驶，近代这一区域有镇江、南京、芜湖三处通商口岸。

《内港名录》中长江下游内港在芜湖、南京、镇江及九江 ４ 个条目下，芜湖条目按照以芜湖为
中心的 １２条航线记录内港名，且均列有开放时间；南京与镇江条目按开放时间罗列内港，但只有
少数地点附有时间；九江条目按区域罗列，未附开放时间。《内港名录》中长江下游内港记载也

存在一些失误，如芜湖条目下按航线记录内港名，内港名字重复出现，且开放时间不一致；九江条

目下的“贵家坝”与芜湖条目下的“桂家坝”实为一地等。② 对于没有记载开放时间或记载错误的

内港，通过查找相关史料，进行订正补充（表 ３）。

表 ３　 长江下游内港开放行轮时间订正表

开放行轮时间 内 港 名

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 崇明、瓜洲、宁国府、南通、湖口、十二圩、金柱关、三河、淮安、板闸、宝应、海门、小河口、三江营

１９０４—１９１１年
如皋、泰县、海安、东台、安丰、伍佑、口岸、天生港、浦口、划子口、大河口、泗源沟、东沟、江阴、洪

泽湖、湖垛、众兴、宿迁、磘湾、东流、秋浦、兴化、沙沟

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
泰兴、天星桥、益林、扬中、姚家桥、青山、山口镇、洪家埠、江家嘴、石牌、小孤山、彭泽、阜宁、大

港、安东、石港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 孔城、金神墩、杨树湾、大缸窑、汪家学堂、徐家桥、望江、吉水沟

　 　 资料来源：束方昆主编《江苏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４５—６６ 页）、上海市崇明县县志编
纂委员会编《崇明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５０２页）、陈敦平主编《镇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６５—６７页）、吴恒荣主编《马鞍山港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４６页）、马茂棠主编《安徽航运史》（安徽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８９页）、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航政编》第 ２ 册（上海民智书局印刷所 １９３１ 年版，第
７１３—７２３页）、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庆市志》（方志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 ３１１—３１２页）等。

①

②

丁贤勇、陈浩编译：《１９２１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２８—２４１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海关学会编：《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１８６０—１９４９）》第 ２０
册，第 ３７８、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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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内港名录》的问题解决后，最终统计出长江下游地区（包括运河及其以东的江淮地区）内

港共 １６５处，根据《内港名录》记载及其他资料统计，其中 １４６处开放行轮时间可知。参考民国时
期的地图确定各内港的地理位置后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进行绘图，得出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 年长江下游开放行
轮内港分布图（图 ２）。

图 ２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长江下游开放行轮内港分布图
资料来源：图中地名点根据 １９２７年武昌亚新地学社《安徽明细地图》《江苏明细地图》确定。

从时间上看，长江下游地区在 １８９８—１９０３ 年开放行轮的内港共有 ６０ 处，集中在长江干流、
巢湖流域及里运河沿线，市镇数量是府县治所的两倍；１９０４—１９１１年开放行轮的内港共有 ４５ 处，



１２６　　 历史地理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集中在运河以东的江淮地区以及青弋江流域，数量上以市镇为主；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开放行轮的内港
共有 ３９处，集中在庐江、青阳附近及秦淮河与皖河流域，同样以市镇为主；１９２７—１９２９ 年开放行
轮的内港共有 ９处，集中在安庆附近的菜子湖、大官湖一带（图 ２、表 ４）。长江下游干流区行轮内
港的开放时间与太湖流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内港行船章程》发布初期开放的内港较多，辛亥

革命以后反而较少。１８６１ 年后长江下游即有商轮正常往来，１８７６ 年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大
通、安庆、湖口等地准许轮船停靠，中外航商对长江干流航道的了解程度高于周边支流。《内港行

船章程》发布后，干流沿线已有轮船经过的大量内港迅速开放，在轮运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后，青弋

江、皖河等支流沿线数量不多的内港方才进一步开放。内港的开放也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以

皖江地区为例，东部以芜湖为中心的内港开放行轮时间早于以安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数量上芜

湖周边也更多。芜湖是近代安徽最早开埠的城市，通过裕溪河、青弋江航道能与皖南丘陵区及巢

湖流域直接往来，附近物产丰富，是重要的稻米产地，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安庆，而且是安徽最早有

轮船行驶的地区，其行轮内港的开放程度自然高于安庆地区。

表 ４　 长江下游开放行轮内港统计表

开放时间 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 １９０４—１９１１年 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 未知时间

府县治数量 １８ １３ ９ １ １

市镇数量 ４２ ３２ ３０ ８ １１

合　 计 ６０ ４５ ３９ ９ １２

　 　 从空间上看，长江下游行轮内港的分布以长江干流为主轴，裕溪河及里运河为支线，逐渐向
两岸的支流扩展，形成以芜湖、镇江为中心的轮运网。根据《内港名录》的记载，镇江与芜湖条目

下的内港数量多于南京，前两者与长江下游众多内港的联系较后者更为紧密，因为“镇江位于大

运河上，还拥有苏南、苏北的水路系统，地理条件十分优越；而芜湖作为大米的集散交易中心，早

已确立其地位。此外，南京港本身没有很方便的水路与内地连接”①。南京条目下的内港集中在

太平府（今安徽当涂）与扬州间，不少内港名与镇江、芜湖条目重复，数量上也小于镇江与芜湖，

这些都表明 １８９８年后芜湖与镇江凭借开埠时间较早及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成为近代长江下游行
轮内港开放最为集中的地区。

与太湖流域相比，长江下游的 １６５处行轮内港在时间上与太湖流域大致同时展开，但在空间
上呈现出以长江干流为主轴的带状分布特征，其内部在开放程度上也存在差异。

四、长江中游行轮内港开放的时空变迁

长江中游地区主要包括湖北、江西与湖南三省，长江干流与洞庭湖、鄱阳湖水系及汉江等支

流构成的河网十分利于轮运发展。近代长江中游有九江、汉口、岳州（城陵矶）、沙市、宜昌、长沙

６处通商口岸，在 １８６１年九江、汉口正式开埠后即有商轮正常行驶。《内港名录》所载长江中游

① 金陵关税务司编，张伟翻译，徐智审校：《金陵关十年报告》，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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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轮内港集中于九江、汉口、岳州、长沙、沙市 ５个条目下，九江、沙市条目按区域记载，汉口、岳州
条目按开放时间记载，长沙条目按内港英文名排序记载，其中汉口、沙市及岳州条目记有开放时

间。因《内港名录》中江西及湖南绝大部分内港的行轮时间未有记载，难以考证，故仅对湖北行

轮内港进行时间上的分析。

长江贯穿湖北，干流江段均可行轮，汉江、梁子湖等支流河湖也有部分水域可资行轮。“湖北

省轮船业之派别，本有下江线、襄河线、上江线之分，下江线发汉口东下，经阳逻、团风、黄州、鄂

城、黄石港、兰溪（今湖北浠水兰溪镇）以达武穴。襄河线自汉口北上，经岳口、仙桃、沙洋、襄阳、

樊城以达老河口。上江线自汉口西上，经新堤、监利、藕池、沙市、宜昌以达巴东。”①湖北境内可

供行轮的长江支流主要有汉江、荆江及与洞庭湖相连的太平河、松滋河等。据《内港名录》记载

统计，长江中游地区湖北境内的行轮内港共有 ５８ 处，参考相关资料对湖北内港行轮时间订正
（表 ５）后，参考民国时期地图定点并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进行绘图后得出湖北开放行轮内港分布图（图 ３）。

表 ５　 湖北内港开放行轮时间订正表

开放行轮时间 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 １９０４—１９１１年 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

内港名 武穴、汉阳、阳逻
富池口、阳新、蕲州、

大冶

金牛、鄂城、道士洑、

葛店、叶家州
二套口

　 　 资料来源：黄广进主编《武穴港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７９ 页），孙述诚主编《九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
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６５—６７页），《湖北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２３５—２９８页），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
编《交通史航政编》第 ２册（上海民智书局印刷所 １９３１ 年版，第 ７２９—７３２ 页），张明主编《黄冈地区水运志》（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７２—１２２页）等。

图 ３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湖北开放行轮内港分布图
资料来源：图中地名点根据 １９２７年武昌亚新地学社《湖北明细地图》确定。

从时间上看，湖北境内行轮内港的开放与长江下游地区同步，１８９８—１９０３ 年开放了 ３ 处，主
要在汉口及九江附近；１９０４—１９１１ 年开放了 ２９ 处，集中在宜昌至汉口江段；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年开放
了 ２５处，主要位于汉口至九江江段以及松滋河等支流河湖；１９２６—１９２９ 年只有九江对面的二套

① 洪雁宾：《统制后之湖北航政》，《航业月刊》１９３７年第 ４卷第 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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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开放。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间开放的内港多为市镇，仅有 １２ 处为府县治所，多数在辛亥革命前已经
开放。从空间上看，湖北境内的行轮内港集中在长江干流宜昌至岳州段（２７ 处）及汉口至九江段
（１９处），岳州至汉口段较少（２处），其余 １０处内港位于汉江、松滋河、富水、大冶湖等支流河湖。
造成分布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宜昌至岳州沿线物产富饶，盛产棉花、稻米，汉口至九江段有

大冶等地的矿产，农业也较为发达，而岳州至汉口段在近代湖沼众多，不利于经济发展，城镇相对

其他地区也少，开放行轮的内港自然不多。

与长江下游地区相比，湖北境内的行轮内港依旧以长江干流为主轴，但支流的内港数量少且

稀疏，这与湖北境内的长江支流除汉江外大多流短水急，轮船不易行驶有关。

在江西，长江干流只经过其北部的九江至马当一线，航程极短，近代江西境内的轮运业主要

在鄱阳湖及其支流展开。江西境内商轮在 １８６１年九江开埠后便已在长江干流行驶，１８９６年福康
商轮公司开辟南昌到九江的轮船航线后，轮运业方才得以在鄱阳湖及其支流内开展。① 《内港名

录》中江西境内开放行轮的内港集中记载于九江条目下，按内港英文名排列，共有行轮内港 ６６
处，基本没有记载开放行轮时间，只能进行空间上的分析。经过梳理《内港名录》中的记载，确定

各内港所处的位置后，整理得出江西境内开放行轮内港统计表（表 ６）。

表 ６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江西境内行轮内港统计表

水　 域 开放内港（自上游至下游）

长江 湖口、彭泽、马当

赣江
小江口、赣州、良口、万安、白家罗、沿溪渡、太和、吉安、吉水、三曲滩、峡江、新淦、三湖、临江、樟树、

丰城、瑞河口、市汊、三溪头、生米、南昌、吴城

芦水河 梅溪（梅塘）

乌江 乌港（乌江）、吉水

锦河 万载、上高、瑞州（高安）、瑞河口

修水 义宁、武宁、白槎（白沙）、永修、涂家埠、吴城

南潦河 奉新、万家渡（万家埠）、涂家埠

抚河 建昌、抚州（临川）、三江口（三下渡）、万舍、谢埠、凤岗、滁槎

信江 河口、弋阳、贵溪、塘湾、安仁、黄金埠、枫港、瑞洪（瑞丰）、余干、李家渡

昌江 景德镇、凰岗、饶州（鄱阳）

乐安江 钟埠街（众埠街）、乐平、石镇街、饶州

鄱阳湖周边 都昌、吴城、星子（南康）、姑塘、湖口、瑞洪、德安、瑞昌

　 　 从表 ６可知，江西境内的行轮内港主要分布在赣江沿岸，最上游的内港是小江口（今赣州市
江口镇），赣江支流中芦水河、乌江、锦河等均有行轮内港分布。江西境内行轮内港数量仅次于赣

江的是信江流域，其最上游的行轮内港为河口（今铅山县）。鄱阳湖的其他支流中，昌江、修水

（南潦河为其支流）、抚河也有行轮内港的分布。从空间上看，江西境内的行轮内港以鄱阳湖为

中心，向周边入湖支流呈扇状辐射分布。

① 沈兴敬主编：《江西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４５页。



近代长江流域行轮内港时空变迁研究（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 １２９　　

值得注意的是，九江虽然并不位于鄱阳湖畔，但因其为近代江西唯一的通商口岸，大多数行

轮内港都通过九江转而与长江流域的其他港口联系：“（九江）水路可通沿江各口岸，内河小轮径

通湖口、南昌、鄱阳、瑞洪、吉安、赣县等地，航运之发达，为全省冠。”①在鄱阳湖流域，赣江与抚河

岔流汇合于南昌，然后分流注入鄱阳湖，作为省会的南昌在内河轮运的发展上也有一定优势，“小

轮可上溯瑞洪、鄱阳、湖口、九江等县，下达临川、吉水、吉安等处”②，地位仅次于九江。鄱阳湖及

其支流构成了江西航运网的主体，江西行轮内港的分布与长江下游及湖北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

无疑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

湖南与江西毗邻，两者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洞庭湖水系占据了湖南省的绝大部分区域，湘、

资、沅、澧四大支流汇入洞庭湖，形成以洞庭湖为中心的航运网。湖南是长江流域较晚开埠的地

区，岳州（城陵矶）于 １８９９年、长沙于 １９０４ 年正式开埠，此外还有常德、湘潭两处寄港地于 １９０５
年前后开放。清末湖南民间对轮船行驶十分抗拒，轮运业举步维艰，开放内港数量不多。《内港

名录》中湖南境内开放的行轮内港主要记载于岳州与长沙条目下，绝大多数内港未载开放行轮时

间。在考证内港位置后，经过整理得出湖南境内行轮内港统计表（表 ７）。

表 ７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湖南境内行轮内港统计表

水　 　 域 开放内港（自上游至下游）

湘　 江 祁阳、松柏、衡州、衡山、渌口、株洲、湘潭、靖港、湘阴、芦林潭

沅　 江 桃源、常德、汉寿县、沅江

资　 水 益阳、南湖洲、临澬口

澧　 水 津市

洞庭湖 安乡、九都、南县、三仙湖、茈湖口、反嘴

汨罗江 平江

　 　 《内港名录》中记载的湖南开放行轮内港共 ２５处，其中 ６处记有开放行轮时间：平江、湘潭、
衡州、常德均于 １８９９年开放，津市与反嘴于 １９１０ 年开放。从时间上看，湖南的内港开放略晚于
湖北。从空间上看，湖南行轮内港的分布以洞庭湖为中心，入湖的湘资沅澧四大支流均有行轮内

港开放，尤以湘江最多，最远的内港是湘南的祁阳，此外荆江与洞庭湖相连的藕池河等长江分流

也有行轮内港分布。与湖北、江西相比，湖南轮运业起步较晚，湖南内河第一个轮船航次始于

１８９８年 ４月，由官办的“鄂湘善后轮船局”经营长沙至湘潭、汉口及常德的航线。③

湖南的轮运业集中于岳州及长沙两处通商口岸，经过 ３０余年的发展，最终形成的轮运线“计
分八路：１长江线，２ 湘潭线，３ 常德线，４ 湘阴线，５ 益阳线，６ 桃源线，７ 津市线，８ 株澧线”④。湖
南行轮内港的分布与江西相似，都以湖泊为中心，向周围的支流呈扇状辐射分布，不过前者分布

密度稍低，还有更多的行轮开放空间。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间长江中游开放行轮的内港共有 １４６处，在数量上要少于下游地区，开放时间
上也稍晚。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内港以长江干流为主体，鄱阳湖与洞庭湖为左右两翼，形成干

①

③

④

②　 裘发庆：《江西省航业之概况及改良述要》，《航业月刊》１９３６年第 ３卷第 ９期。
湖南省档案馆主编：《湖南历史上的今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４２页。
孙慎钦：《中国航业史》，《航业月刊》１９３１年第 １卷第 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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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支流内港在数量上相差无几的局面。截至 １９２９年，长江中游大多数可供行轮的天然河道已
是汽笛遍鸣，众多内港使长江中游轮运业发展的地理空间初步定型。

五、长江上游行轮内港开放的时空变迁

长江上游航道条件十分艰险，川江滩险的阻隔使轮船长期止步于宜昌，难以上行。日本人水野

幸吉曾于 １９０５年记载：“在 １８９８年，英人理德鲁氏曾驾小火轮‘利川号’一度溯航到重庆，后因资金
关系而废止。自从德国的火轮遇难后，宜昌至重庆间的商业火轮船的航运业至今未见开始”①，复杂

的航道条件无疑影响了行轮内港的开放。《内港名录》中长江上游的内港记载于宜昌、重庆两个条

目下（万县条目为空），共有 ９处，自下游往上游分别是长江干流上的三斗坪、江津、松溉、合江、泸
州、江安、纳溪、叙府（今宜宾市）以及岷江上的嘉定（今乐山市），除三斗坪位于重庆与宜昌间外，其

余内港均在重庆上游。重庆上游的 ８处内港开放时间均为 １９１４年 １０月，与四川本地绅商组建的嘉
宜瑞庆轮船公司有关，该公司的“庆余”轮船于“１９１４ 年 ９ 月抵达重庆港，１０ 月准备由重庆试航嘉
定，但因吃水太深，行至叙府而止”②。重庆至嘉定间的航道条件相比滩险密布的峡江地区要优越

一些，沿线经济发展较好，民间对轮运的阻力小，因此在上游地区的内港中最先开放行轮。

重庆至宜昌内港的开放迟缓于重庆上游地区，《内港名录》中仅载有宜昌附近的三斗坪于

１９１９年开放，其余内港在 １９２７年即有重庆关监督请求开放涪州行轮③，直到 １９３１ 年才将宜昌重
庆间的巴东、巫山、夔府（或奉节）、云阳、忠州、丰都、涪州、长寿辟为轮船上下客货处所，且只允

许华旗船只停靠。④ 因此在 １９２９年以前，重庆到宜昌间除了作为通商口岸的万州以及开放的三
斗坪外，其余内港名义上是不允许轮船上下客货的。

相比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川江险阻的航道条件，上游内港开放时间较晚，数量也较少。当

地的政治因素也影响了内港的开放，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多次兴兵，川江轮船常被征为军用，民船

业的抗争以及 １９２６年的“万县惨案”延缓了宜渝间内港的开放。直到民生公司崛起以及抗战时
期整治嘉陵江等支流航道后，长江上游行轮内港在空间上方才得到扩展。

六、结　 　 语

１８９８年《内港行船章程》发布后，成为华洋轮船开辟内港航线的依据，允许轮船行驶停靠并
上下客货的内港逐渐增多，轮运业向内地扩展。经过整理，长江流域见诸《内港名录》记载的内

港共有 ４１８处，因上海条目下未列出内港名，其他条目也有少量漏载，实际开放行轮的内港可能
在 ５００处左右，依据《内港名录》复原全流域行轮内港的时空变迁可信度较高。

①

②

③

④

［日］水野幸吉著，武德庆译：《中国中部事情：汉口》，武汉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７８页。
龙生主编：《重庆港史》，武汉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８５页。
《交通公报》１９２７年第 １７２３期。
《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第 ４２７３号》，黄胜强主编：《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二卷（１９１１—１９３０ 年）》，中
国海关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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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尺度上看，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间长江流域行轮内港的开放呈现出从下游到上游、从干流到
支流的两种趋势。从下游到上游，即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长江下游开放时间最早，中游地区稍

晚，上游地区直到 １９１４年才有内港开放。从干流到支流，即长江、大运河等干流航道上的内港开
放行轮后，支流内港才进一步开放，这一趋势在长江下游表现得最为明显。除以上两种趋势外，

在太湖流域还表现出从府县治所到市镇的开放趋势，即早期开放的内港以府县治所为主，之后市

镇才开放行轮。地区经济、航道条件等影响了行轮内港的开放时间，如皖江流域东部经济及航道

条件优于西部地区，东部的内港开放早于西部，内港数量上也以东部居多。

从空间尺度上看，长江流域行轮内港的分布整体上集中于下游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即使

《内港名录》中缺少了上海附近内港的记载，下游地区行轮内港的数量也远超中上游地区。受地理

环境及航道条件的影响，长江流域内各个区域的内港分布彼此间存在差异：在太湖流域，内港呈面

状分布在河道密如蛛网的太湖平原上；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地区，内港以长江为主轴呈带状密集分布

在南北两岸；在湖南与江西，内港分别以洞庭湖及鄱阳湖为中心，呈扇状向周边支流延展；在长江上

游，内港则稀疏地呈线状分布在川江干流上（图 ４）。从图上可见，《内港名录》所记载的开放行轮内
港以太湖流域最为密集，长江上游最为稀疏，流域内各区域行轮内港的开放程度并不一致。

图 ４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年长江流域开放行轮内港分布图
资料来源：图中地名点根据 １９２７年武昌亚新地学社《浙江明细地图》《江苏明细地图》《江西明细地图》

《湖南明细地图》《湖北明细地图》等确定。

内港行轮开放后，原本行驶于内港的帆船逐渐减少，轮船使内港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安全快

捷，服务于轮船的码头、趸船等设施渐次兴建，内港的面貌大为改观。港口布局也因轮船的加入

发生变动，一些新港口在内港行轮的带动下渐渐兴起，长江流域原来以帆船为主的内港航运业向

轮船与帆船兼有的形态转变。

《内港名录》所体现的近代行轮内港开放格局反映了 １８９８—１９２９ 年间长江流域内河轮运业
在地理空间上的布局情况。长江流域的行轮内港在开放时间、分布形态等方面都体现了轮运业

由通商口岸向内港扩张的过程。伴随着行轮内港的开放，轮运在内港逐渐普及，推动了新旧交通

方式的更替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内河航运的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