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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近代化是近代史的重要课题
.

市政建设是都市近化化的主要 内容
,

也是社会从中

世纪封建专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

中国都市近代化始于广州
,

而广州的市政建设与孙

科之三任广州市市长有极大关系
。

一 孙科的市政建设思想

都市近代化在世界历史上存在普遍的共性
。

中国传统都市是封 闭的
,

政治性的
,

由治

与被治这一简单关系紧紧制约着
,

而对于人民急需的教育
、

卫生
、

治安等则漠然视之
。

进入

近代
,

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先进中国人逐渐感到旧都市的闭塞与不便
;
特别是中华 民国正式

成立后
,

对西方都市相当熟悉的革命家们更加感到旧式都市之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
,

传统

都市巫需加以改进
。

这种呼声与孙中山的建 设理论相吻合
.

只要条件许可
,

孙中山总是很注意实业和建设

的
。

①因此 民初孙中山在御任临时大总统后对实业建设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

并力图加以实

行
。

在 19 19 年起草的《实业计划 》里
,

孙中山虽没全面提出市政建设理论
,

但对开辟道路
,

发展交通
,

疏通沟渠
,

发展港 口及与人 民生活密切相关通讯
、

卫生等则作了特别的强调
。

②

在与孙科首任广州市长同时 ( 1 9 2 1 年 1 月 )
,

孙中山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兼内政部长
,

署

理的事项将地方 自治
、

社会事业
、

工务
、

卫生
、

教育等列为重点
。

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

孙中

山对孙科从事广州的市政建设是赞成的
,

支持的
。

这是孙科从事市政建设的有利条件
。

孙科是初期广州市政建设的主要策划者和主持者
,

他的思想至关重要
。

孙科称自己
“
于现代市政制之研究略有心得

” ,

因为 19 1咬一 1 9 16 年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期间
,

曾受

学于政治学教授包罗斯及 吕德博士
,

后者曾任美国东部某市市政经理 (c i yt M an ag er )
,

在

市政建设方面很有成就
.

在此优越条件下
,

孙科不但努力研究各国市政
,

还有计划地对美

国各大城市进行总体考察
。

④因此可以说
,

孙科对中国城市市政的改革是有一种抱负和期

望的
。

1 9 2 0 年
,

孙科在 《建设杂志 》上发表 《都市规划论 》 ,

把他在美国学的理论
、

观感和认识

系统化作这篇论文
,

这也是中国有史 以来第一篇专门研究现代都市市政的论文
。

在这篇文

章里
,

孙科先追溯都市计划的起源
,

继而对德
、

法
、

奥地利
、

英
、

美等国的都市作比较
,

评述

各 自的优劣得失
。

他认为中国都市近代化要模仿维也纳
,

因为维也纳的主道有五十英尺

宽
,

两旁人行道有二十英尺
,

种以树木
,

并留有很大的空间作为建筑公园及未来公共建筑

之用
.

他还提出
,

都市计划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

其一
,

政府对市情
,

诸如经济
、

人口
、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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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交通等应作全面调查
,

使计划更具科学性
;
其二

,

在做市政计划时
,

应考虑卫生 (垃圾处

理
、

饮水卫生 )及娱乐场所 (公园及其他游乐场所 )
,

以减少此后重建此项设施的不必要的

浪费
。

⑤

孙科是幸运的
,

因为他很快就有了实践他市政建设理想的机会— 这个城市恰 洽是

他比较熟悉 (语言
、

环境等 )的广州
。

1 9 2 0 年 8 月
,

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
,

占领广东
,

同年

11 月
,

孙中山到 广州就任大元帅职
。

雄心勃勃的陈炯明自任省主席
,

以廖仲恺为财政部

长
,

同时推行地方 自治
。

年轻有为
、

学有所长
,

同时又是孙中山大公子 的孙科理所当然地受

到了陈炯明的热情邀请
。

19 2 1 年 2 月 15 日
,

孙科走马上任
,

成为广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任

市长
。

二 新市制与广州市政建设
孙科在广州搞市政建设

,

是在他的三任市长任内
。

第一任 ( 1 9 2 1 年 2月至 1 9 2 2 年 6

月 )
、

第二任 ( 1 9 2 3 年 2 月至 1 9 2 4 年 8 月 )
、

第三任 ( 1 9 2 6 年 6 月至 1 9 2 7年 4 月 )
。

孙科的

首任及三任广州市长在民国时期都是一个纪录
。

⑥

广州是 中国南方最大 的商业都市和贸易港 口
,

同时又是历代广 东督府治粤所在地
。

1 9 1 2 年 中华民国成立后
,

广州一时为都督府
,

一时又为军 阀所占
,

并无一定的政制名称
。

1 9 18 年 10 月
,

广州设立市政公所
,

是为广州市制之始
。

但是
,

广州近代意义的市政建设实

际上在胡汉民任广东都督的时候就 已开始了
。

胡汉 民在都督府下成立
“

公共工程局
” ,

专司

拓宽道路的工作
,

计划拆除旧城墙
,

兴建新马路
。

⑦公共工程局是广州市政建设的第一个

专门机构
,

可惜由于胡汉 民的离粤和
“
二次革命

”

爆发而未见诸行动
。

此后政局动荡
,

财政

支细
,

广州市政暂被搁置
。

当时广州市政公所设立 (杨永泰为督办
,

魏邦平为帮办 )后
,

曾致

力于拆除城墙房屋
、

拓宽筑修马路
,

修建中央公园 (今人民公 园 )等
,

为孙科的事业打下一

点基础
。

但在教育
、

娱乐
、

卫生及其他公用事业等方面则未有作为
。

孙科对广州市政建设的简单历史当然是清楚的
,

他认为要全面开展市政建设
,

就必须

从改革市政机构入手
,

实行新市制
。 “

接收市政公所以后
,

余觉旧制仅限于拆城开路
,

仕务

既过于单纯
,

规制亦显欠健全
,

而事权复漫无标准
,

乃向省署建议
,

主张另建新制
,

组织一

现代化都市市政系统
。 ”
以适应市政建设之需要

。

这项提议很快获得通过
.

廖仲恺并推荐孙

科当了第一任广州市市长
。

当此
“

授以创制全权
”
后

,

孙科快马加鞭
, “

即于当日穷一夜之力

起草 《广州市暂行条例五十七 条 》”
,

虽然其时手头资料不齐
,

但为激情所鼓舞
,

一夜而成
“

五十七条
、

受到廖仲恺的首肯
,

很快获得通过
,

付诸实施
。 .

”

⑧可以想象
,

激情满腔刚到而

立 之年的孙科是准备大干一场了
。

《广州市暂行条例五十七条 》大大扩充了广州市政府的职权
,

不再局限于拆除旧城墙
、

筑路
、

修建公园等几个方面
,

其他诸如教育
、

公共卫生
、

公用事业
、

治安也都列入了市政府

的职权范围
。

新市政在市长之下有市政厅与市长办公室
,

市政厅除秘书外
,

设公安
、

财政
、

教育
、

工务
、

卫生和公用六个局
,

各司其职
。

公用局掌管自来水
、

电灯
、

电话与交通车辆等

事
,

工务局搞工程建设
,

即拆城修路
、

疏渠通沟
、

修建公园等
。

六局局长连同所属有关主管

人员
,

联合组成市行政会议
。 “
凡各局所属提出之建议

,

或于施行时发生困难问题
,

或事权

涉及二局以上引起争议
,

而市长不便或不愿独断解决者
,

均照例提出行政会议决定之
。 ”

⑨

另有参事会及审计处
。

前者为市政咨询机构
。

后者为市财政监督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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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府政制结构示表如下
:

月

!…
!

…
11

市政厅

秘书处

公安局

财政局

教育局

工务局

卫生局

公用局

市长

行政会议

市政府

市长力
、

公室

〔
总务科

机要秘书

参事会( 市政咨询机关)

审计处( 市财政监督机关)

孙科推行的新市制显然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制
,

它为适应市政建设的高效率而设立
,

实

际上 已具备 了现代市政的雏型
,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

有了机构
,

还需人才
。

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孙科似乎对中国旧官僚恶习颇有感受
,

因

此他的班子不从 省政府和前广州市政公所选人
,

他主要选用年富力强
、

学有所长的留美归

国学生及归国华侨
、

学者
。

这些人富于朝气
,

少官场恶习
,

办事果断
,

有新思想
,

熟悉近代化

的工作
。

如公安局长吴铁城是 留美学生
,

教育局长长于教育
,

工务局长程天固是孙科在美

国加州大学的同学
,

继任工务局长的林逸民毕业于美国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
,

卫生局长胡

宣明是美国约翰
·

霍浦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
。

市长办公室的几个秘书多为归国华侨
,

在侨居国或曾办学
,

或曾主报纸笔政
。

市政建设
,

钱从何出 ? 广州市政府成立之初
,

革命军政府对它有筹款筹恫的要求
.

L风

雨飘摇中的革命政府自己泥菩萨过河
,

不可能再拨款支持孙科市政建设的庞大开支
. “

原

来在市政公所时期
,

其开办工程等初期经费概由省财政厅拨付
,

市政厅成立后
,

举凡市政

建设
,

人事支出等
,

均需自行筹措
。 ”

⑧解决的办法是市政厅所属各局八仙过海
,

自寻门道
。

工务局拆城辟路
,

由财政局向沿路居民店铺征收筑路估定受益费
,

以此填补拆城修路的费

用
,

形成 良性循环
.

公安局则直接征收
“

房捐警费
” ,

凡市区内之店铺
、

厂房
、

居民房屋每月

例须缴纳房捐警费
,

数 目由市政厅公布之估价税率而定
.

因此
,

公安局亦可以自给自足
,

不

必依靠财政局拨放经费
.

公用局有管理车辆
,

发放牌照之少量收入
,

勉强过关
。

其他如教

育
、

卫生则属无利可图之局
,

只有靠财政局拨款
,

但财政局并无革命政府拨充之专门款项
,

最后还是自己筹集
。

为解决此问题
,

财政局只好将市属公产变卖
,

或者加征庙字
、

船坞及土

地税
。

其时
,

广州甚有
“

粪捐
”

之类
,

对此
,

时人写了一句讽刺诗
: “
天下未闻屎有税

,

广州唯

有屁无捐
” ,

讥讽财政局的苛捐杂税O
。

孙科三任市长所做的市政建设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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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期
市政项目

一 任

( 1 9 2 1
.

2一 1 9 2 2
.

6 )

拆 3 0 0 0栋 房屋
; 6

.

5

英里城墙
,

填平 1 30 0

米旧运河
;
建 16 英里

水泥马 路
,

街道拓宽

至 8 一 1 5 英尺 (包括

人行道 )

① 划 分 6 个 卫 生小

区
,

每区 5 个人负责
;

②录 用 1 0 0 0 名街道

扫除员
,

搬运垃圾
;③

清除水沟 12 6 条
,

共

长 5 3 1 2 1 公尺
,

建立

一近代化排 水 沟系

统
; ④制定新规则

.

管

理餐馆
、

旅馆
、

戏院等

公共场所
;⑤医生

、

护

士
、

牛 奶场
、

茶楼
、

戏

院等执 照营业
,

违者

严惩
; ⑥严禁赌博及

吸食鸦片
。

二 任

( 1 9 2 3
.

2一 1 9 2 4
.

8 )

三 任

( 1 9 2 6
.

6一 1 9 2 7
.

4 )

1
.

拆城筑路 筑建 2 2 0 0码道路
筑建 9 0 0 0英尺街道

,

很多并铺上柏油

派 专家仔细 检查饮

2
.

公共卫生 水 加强对传染病的

预防
。

为 工 人 开办 职 业 学

3
.

兴办教育

①成立国民强迫教育

委员 会
,

实行 强迫教

育
;②设立职业训练

学 校 及 成 人 教育学

校
。

另有商业学校
、

妇

女裁缝学校
、

工人学

校等
; ③利用公共图

书馆 和
“
市 民大学

”

(以聘请名人 讲演的

方式 ) 普及科学与文

化知识
; ④对妇女提

供育婴
、

家政和生理

卫生的教育
。

为文盲设立暑期

学校
。



任 期 二 任 三 任

机顾目 ( 19 2 3
.

2 一 19 2 4
.

8 ) ( 1 9 2 6
.

6一 19 2 7
.

4 )

4
.

社会治安 (缺 ) ( 缺 )

5
.

公用事业

一 任
.

( 1 9 2 1
.

2一 1 9 2 2
.

6 )

将全 市分为 12 个治

安单位
,

任用 4 0 4 6 名

警察
,

各安其位
,

各司

其职
。

另招 5 00 名受

过专门训 练的警官
,

重点负责
。

建立市立图书馆 修建东山公园 (缺 )

6
.

未实施之计划 } (缺 )
计划在观音山 (今越

秀山 )修建一座公园
。

①计划分三期建立一

个可容 4 50 个病人的

医院
; ②计划在 全市

扩展自动电话
。

③计

划发展黄 埔港
,

成 立

黄埔市发展公 司
,

呼

吁海外华侨支持
。 _

从上表可看出如下几点
:

1
.

孙科的市政建设
,

既有拆城筑路
,

修建公园等物质的建设
,

也有移风易俗 (如禁赌
、

禁食鸦片等 )
、

训练国民 (如扫盲
、

职业学校等 )的精神方面的建设
。

2
.

从三次市长任期看
,

第一任期由于经 费充足
,

人才济济
,

成就最大
;
相反

,

第三任期

缺乏经 费
,

人才
,

时局动荡
,

因此除修筑了段马路外
,

竟未再有所作为
,

一切都只停 留在计

戈弓上
。

3
.

从市政建设项 目看
,

拆城修路
,

公共卫生
、

教育三方面较好
,

而公用事业
、

社会治安

则较忽视
,

这是因为公用事业在有限的人力财力内无法提上 日程
,

而社会治安
,

虽然当时

社会较乱
,

但由于有国民革命军的震慑
,

社会治安尚不需投入太多的力量
。

警察们在军事

时代想必是较为安然 自在的
。

三
、

历史意义及失败原 因

孙科在广州的市制改革和市政建设在当时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

因此具有首倡意义
。

虽

然早在 1 8 5 4 年
,

在上海公共租界
,

英美领事即组织 了
“

工部局
” ,

1 8 9 5 年上海南市又成立
“

上海马路工程队
” ,

成为中国市政的滥筋
。

但这两个机构既是外人组织
,

其有限的市政改

革又局限于租界地
,

在中国并无多大影响
。

实际上
,

在上海 由中国人作出的市政改革迟至

1 92 4 年 11 月设立
“
上海市公所

”

才真正开始
。

孙科改革的首倡意义在于为中国其他城市

的市政 发展 提供 了示范
。

即 市政厅 各局 的中文名称如公安局 (B ur ea u 。 f P ub ilc

s a f t y )
,

公用局 ( B u r e a u o f p u b li e U ti l it y )亦为孙科首创
,

沿用至今
。

L

市制改革和初期的市政建设使广州逐渐具备了近代城市的雏型
。

这不仅为广州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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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打下基础
,

也为其他城市市政建设提供了现实的样板
.

广州的市政成就因而引起社

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

有识之士抱着浓厚的兴趣纷纷到广州考察
,

他们几乎毫无二致地对广

州的市制
、

教育
、

卫生等留下良好的印象
; .

同时
,

他们撰写旅游感想
,

出版发行
,

以期推广
。

O 其结果
,

不能不对中国其他城市改制与市政建设产生影响
。

孙科在广州从事市政建设之成就与他原来的雄心壮志相比
,

是一个挫折
,

因为他的改

革既未全面展开
,

很多仅停留于计划
,

甚至无计划可言
。

个中原因
,

总结起来有三点
:

第一
,

政局不稳
。

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任何建设的前提
。

孙科在 《都市规划论 》一文

中认为
,

在市政建设中
,

领导者起着重要作用
,

而市长的适度任期为领导者发挥作用提供

保证
。

所以后来《暂行条例 》规定市长的任期为五年
。

但实际上孙科三届市长任期总共时

间也不足五年
,

每一届都由于突发事件或另有要务而中断
,

使他无法对广州市政建设作一

总体规划
,

更逞论实施了
。

在孙科三任市长从 事广州市政建设的几年间 ( 1 9 2 1一 1 9 2 7 年 )
,

中国的政局 极其动

荡
。

国民党内部
,

1 9 2 2 年发生陈炯明叛乱事件
,

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
,

孙科的市政计划陷

于流产
; 19 2 3 年开始

,

孙 中山力图寻找另外的力量与 旧军阀抗衡
,

因此一方 面与苏俄接

触
,

另一方面秘密与东北的张作霖
、

段祺瑞结成
“
三角联盟

”
夹攻曹馄与吴佩孚

,

孙科二届

市长即由于受命急赴东北联络而中断
; 1 9 2 4 年国共合作

, 1 9 2 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
,

国共双

方及国民党内部左派
,

右派斗争的暗流逐渐显露和激烈
,

孙科政治上的右倾使他将更多的

精力投入政治斗争
,

而对广州的市政建设这时已显得漠然
,

第三届市长之任终于无所作

为
。

政治的不稳导致人事的不稳
,

市政府人事变动非常频繁
,

规定的市长任期五年内竟更

换了八个市长
。

L责任重大的市政厅财政局五年内甚至更换了十四任局长
,

平均每五个月

即更换一个局长
。

L人事变更的非制度化使市政厅的工作无法衔接
,

步履维艰
,

同时也引

起市民的不满
,

对市政府的不信任又使他们对市政府的一些决策 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

态度
。

第二
,

经费支出
.

现代化市政建设多数因为无法营利而由市政府拨款兴办
,

孙科从事

广州市政建设不但无此优越性
,

相反
,

市政府要从市政建设中获得的些微收益中抽取款

项
,

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

为此
,

孙科不得不把大半精力投放到筹款筹晌上
,

平定陈炯 明

叛乱后
,

市库所存不名一文
,

恰好重建的广州军政府急需用款
。

这样
,

孙科
“

每天都为筹款

问题
,

国父亦不时亲下手令
,

着市长筹给 丫 丫军军晌或经费若干
,

余常身带一小册子供纪

录此项数目及应支付日期
,

以免有误
。 ”

L财政局长由于经费紧张
,

左支右细
,

东缺西补
,

一

再辞职
,

亦为原因之 一
。

公安局
、

工务局因有收益
,

日子稍好过
,

也从事过一些工程
,

取得一

些成就
,

但靠征税缴捐
,

难免落个
“
苛捐杂税

”

的恶名
,

因此并不受市民的欢迎
.

教育局
、

卫

生局
、

公用局等属社会公益事业
,

只有依赖财政局拨款
。

财政局无奈只好将有限的钱投放

在教育上— 教育方面
,

如扫盲
、

夜校
、

工人技校
、 “

市民大学
”

等都是由学有所长的人义务

服务 的
。

卫生局
、

公用局则几乎没作什么建设性的工作
。

孙科三届市长时
,

开拓电话与发

展黄埔港计划都由于经费不足而无法实施
。

第三
,

传统的阻力
。

中国传统城市属于乡治结构
,

地方绅商在社会教育
、

救济
、

纷争等

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力
。

一般地方兴革事项则由绅商发起集资办理
,

因此当市政府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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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建设时
,

绅商把它看作对自己权力的劫夺
,

因而经常利用 自己的影响
,

鼓噪民众
,

抵制

市政府的决策
。

例如
,

1 9 21 年拆迁双门底重门时
,

因上置有
“

铜壶滴漏
”
的古代计时器 (据说是汉代遗

物 )
,

消息传出
, “

所有城内之所谓
`

九大善堂
’

绅士与
`

七十二行商
’ ,

联合一致反对拆迁双

门底并移置
`

铜壶滴漏
’ ,

鼓动无知市民
,

指为破坏风水古迹
,

必将祸贻全城
,

并且聚资雇买

流氓小贩
,

于夜间举行提灯游行
,

沿途大叫 口号
。 ”

L广州西关一带
,

地势低洼
,

每遇雨季
,

便成泽 国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市政府治河处一方面在北江上游建筑水闸
,

阻止北江洪水

暴发时冲淹人烟绸密的西关
; 一方面在西潦 口六脉渠上加盖

,

辟为马路
。

此举有百利而无

一害
,

但仍引起善堂商董及无知市民的无理取闹
, “
他们遂故技重演

,

开会游行
,

接二连三
,

闹个不休
。 ”

L

以上二事
,

最后虽调解成功
,

却已表明传统的阻力及绅商
、

市民对市政建设的不合作

态度
,

这对以
“
取之于民

,

用之于民
、

为宗旨的市政建设事业当然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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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孙中山研究论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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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 、 夕飞夕妇分砂欣沙、 尹 、 尸殆

宋湘 ( 1 7 5 6一 1 8 2 6 )
,

字焕襄
,

号芷湾
,

广东嘉

应州 (令梅 州市 ) 人
。

37 岁乡试 中式
,

嘉 庆四 年

( 1 7 9 9 )始成进士
,

历充翰林院编修
,

四川
、

贵州二省

乡试正考官
,

云南曲靖府
、

广南府
、

永昌府 知府
,

湖

北督粮道
。

任内颇具政绩
。

道光六年卒
。

平生以才

思敏捷
,

文采风流
,

工诗擅书而名重一时
,

有诗集
《红杏山房诗钞》传于世

.

又精于制联
,

其妙联佳对
,

脍灸人口
,

令人叫绝
。

今录二则与读者共娱
。

遭虾戏
,

虎落平阳被犬欺
. ”

塾师听罢
,

脱 口夸好
,

继

而细思
.

始知反遭奚落
,

乃悻然赶走宋湘了事
。

嘉庆四年宋湘中进士
,

然仕途不意
.

旋丁忧回

粤
。

嘉应十年 ( 1 8 0 5) 跌岭重入京都
,

途经粤赣交界

处一茶亭小憩
,

眼见往来旅客行色匆匆
,

触景生情
,

在壁间题一长联云
:

“

今 日之东
,

明 日之西
,

青山叠叠
,

绿水悠悠
,

走

不尽楚峡秦关
,

填不满心潭欲壑
,

力兮项羽
,

智兮曹

宋湘少时 曾卖毛笔于

邑
.

某 日
,

至一私塾
,

见童生

考卷迁腐不堪
,

信手改之
,

塾

师怒而斥之后
,

问知此
“

逞才
竖子

”
乃名宋湘

,

意欲讽之
,

以傲其后
,

乃出一联道
: “

有

佳
二
:

村
一

落
一

则
-

拱拼 ::::: 拼井
二

龙
二

科平
:

牡操
,

乌江赤壁空烦恼
,

忙甚么 ?

班请君静坐片时
,

把寸心想后思

::::: :

前
,

得安闲处且安闲
.

莫放春
::::: ::: 秋佳 日过

。

扮: 这条路来
,

那条路云
,

风

州 ::::: ::::: ::: 尘扰扰
,

绎站迢迢
,

带不去白

水也湘
,

无水也相
,

除去湘边水
,

加雨变成霜 ,各人

自扫门前雪
,

莫管他人瓦上 霜
. ”

宋湘一听
,

知其所

讥
,

沉思间
,

翔见一帖
,

上有唐人李商隐
“

君间归期

未有期… … ”

名句
,

遂触发屡感
,

即对之曰
: “
有月也

期
,

无月也其
,

除去期边月
,

加欠变成欺 .龙游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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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黄金
,

留不住朱颜皓齿
,

富若石崇
,

贵若杨素
,

绿

珠红拂终成梦
,

恨怎的? 劝汝解下几文
,

沽一壶猜三

度四
,

遇畅饮时须畅饮
,

最难风雨故人来
. ”

世人谓之绝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