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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3期）》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2009年创刊，
每年一期。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3期）》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学
术评述、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
本刊及时反映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惠赐佳作。
　　二、本刊以发表高水平的中文研究成果为宗旨。
欢迎有关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
物资料等）、社会史的新视野、历史评论等方面的优秀稿件。
　　三、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字数不限。
本刊采取匿名审稿制度，对所有投稿一般在收到稿件两个月内作出处理。
一经刊发，奉寄稿酬。
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36字）打印稿，并邮发电子版至本刊编辑部。
　　四、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
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
　　五、文稿请务必参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著录
文章题名、姓名、工作单位、关键词、摘要、作者简介、注释、参考文献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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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松浦章先生论文的结论是正确的。
这是江南水乡地区交通的特点。
由此我们联想到，既然水运为江南地区的主要运输工具，那么横跨河流的桥梁，必然也成为交通必经
之途。
因为人们行走的目的地，不可能全部在某一河流沿岸的一侧。
而跨越河流，就必须通过桥梁。
所以明人俞大猷在《正气堂集》卷7《论宜整迦河船》中云：“常、镇、苏、松、嘉、杭、湖内之地
，沟河交错，水港相通。
惟舟楫之行，则周流无滞，而步行马驱，每一二里必过一桥，或百五十里，必船渡而后得济。
”清人孙阳顾纂《儒林六都志》（今江苏吴江县境内）上卷《桥梁》：“地当泽国，一举足而波流髓
之，带水盈盈，不能飞越，不特清风成寒，人嗟病涉，即和风丽日，中而深厉浅揭，亦衣冠士类之所
难也。
是以徒杠兴梁，王政所重，以时修创，功在川津。
”　　我国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流众多。
所以古时对在河流上建造桥梁十分重视，认为是治国的必要条件。
《国语·周语》记载，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
见其国，“泽不陂，川不梁”，认为其国不治。
《孟子·离娄章句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
孟子日：惠而不知为政。
岁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
”注云：“以为子产有惠民之用而不知。
为政当以时惰桥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
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渡之功。
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舆梁也。
”夏十月即今十一月，正是秋冬河水下落时节，正好造桥梁之时。
所以后代都认为“十月成梁，乃王政之一事”。
①据《说文》段注：“独木者日杠，骈木者日桥，大而为陂陀者日桥。
”“梁者，水桥也。
梁之字，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
”后世以跨越河流使人通行者，通称桥梁。
江南水乡地区河网密布，桥梁为人们经济和社会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设施，其在人们日常政治、经济
以及种种社会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是在河流上造桥被认为是一种公私皆便的德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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