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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国家和地
区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城市发展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自古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近代虽然有了一点机器工业，但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很低。
相应地，城市发展也十分缓慢。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建制城市只有132座，城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城市也有了较大发展。
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传统工业产业得到大幅
度提升，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也有了显著增强，从而极大地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的
规模、功能、面貌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3％建制城市已增加到661座，城市在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及社会商品
零售额方面均已占到70％以上，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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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盐城因盐得名，是一座充满咸味的城市。
“煮盐利兴、穿渠通运”，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此置盐渎县，东晋安帝义熙七年
（411年）更名为盐城县。
21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淮盐产地。
北宋时期，晏殊、吕夷简、范仲淹等一代名相都曾在此担任过西溪盐官。
这里东临黄海、西襟淮扬，物产富饶，人杰地灵。
在这片土地上，走出了“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以身殉国的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历史上唯一的盐民
起义军领袖张士诚、《水浒》作者施耐庵、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盐民诗人吴嘉纪、党内外享有盛名
的学者胡乔木、外交家乔冠华以及第一个登上太空的华裔宇航员王赣骏等一批杰出人物。
盐城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抗日战争期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此重建军部，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指挥中心，
在这里造就了一大批党、政、军领袖人才和各级领导骨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分为历史篇、专题篇、展望篇，章节分明，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字流畅，从多个角度展
现了盐城全市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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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西周时期，周与东方诸夷尤其是淮夷的战争，几乎贯穿始终。
到周穆王时，淮夷又强大起来，兵锋逼近中原，后又被击败。
到厉王时，战火又炽。
《后汉书·东夷传））又有记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
王命虢仲征之，不克。
”淮夷兵锋西指，势不可遏。
直到宣王时才被召公的大军击退。
淮夷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春秋时期，曾有大批越族人迁居江淮，盐城一带人口大增。
战国时，先是吴王夫差“北威齐、晋”，“夺淮夷地而有之”，筑邗沟，利货通，吸引外来移民。
后越王勾践，发兵姑苏，灭亡了吴国，淮夷地又“吴亡入越”。
再后，楚怀王占领了越国的地方，淮夷地封给楚将昭阳做属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古淮夷地属泗水郡。
至此，淮夷之民已逐渐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大家庭，成为秦朝泗水郡射阳县管辖下的编民，秦以后史书
再不见淮夷之名。
秦始皇在五次大规模出外巡游的过程中，曾由长江口沿海北上，经过今盐阜平原的沿海地区，旧时盐
城北门外有地名铁柱岗，相传就是秦始皇路过时“驱山峄以塞东海”的遗迹，实际上是在这里浇铸铁
柱，以镇海龙的旧址。
二、古盐渎县的设置与兴废（一）汉武帝置盐渎县奠定城市地位汉武帝时，东瓯和闽越发生矛盾，为
了避免闽越对自己的威胁，东瓯王向汉中央政府要求举国迁居江淮之间，和当地汉人杂居，接受西汉
的直接统治。
后来，闽越和分布在今广东的南越也发生了统治者间的矛盾，并先后反汉。
汉武帝又把闽越人也迁到江淮一带。
其中一大批人在盐城沿海地区定居下来。
随着人口增加，盐阜平原的荒地也得到了开垦。
汉遗址中刀、锹、犁、锛等铁制农具的发现，说明当时人民过着以渔盐为主，兼营农耕的多种经营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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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盐城》，2D06年9月开始启动，在以周德祥同志为主任，倪峰、曹士长、
蔡兆山、王宜民、姜华同志为副主任的编审委员会领导下，由王宜民、李加福同志在调查研究、收集
资料、多次讨论的基础上，先拟出历史篇、专题篇、展望篇的章目，构思出每章、节的基本内容，再
编写出较详细的写作提纲，而后根据内容进行写作分工，组织市直有关部门且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同志
起草初稿，先后参加初稿起草的同志有：王骅书、史海霞、朱明亮、郑卫、朱如万、丁小虎、俞洪顺
、张子洋、张玉玮、严汉林、王胜利、史长森、朱端倪、陈剑琪、郭浏、李燕、方璇、卞桃华、达明
山、陈永春、陈建奇、严汉林、唐冰、胥兵。
先后提供图片的同志有：刘光典、唐冰、王宜民、王拥军、王金成、刘朴光、吕刚、吉洪俊、孙树林
、成奇、朱传海、张友余、张光明、李文乔、李华林、杨国美、陈珊、周古凯、周洪飞、俞文鸿、姚
世珍、胡正行、袁正平、顾峰鸣、曹群、程晓萍、薛恒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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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盐城》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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