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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市排水生态系统的近代转型
———以民国西安下水道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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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下水道排水系统作为城市生态空间的一部分，是城市公共空间在地下 的 延 伸，具 有 自 然 和 人 文 双 重 生

态空间意义。民国中后期，近代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的修建，引发了城市生态环境的转变。本文通过对民国西安下水

道排水系统建设与发展的分析，力求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与下水道相关的人文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因这种变化而产生

的城市近代转型，从而实现探讨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与城市社会生态之间关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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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义的城市生态学角度来言，城市是一个

融人、景、物于一体，生产和生活相辅相成的新

陈代谢体，是在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增加

了 社 会 和 经 济 两 个 子 系 统 构 成 的 复 合 生 态 系

统①。因此，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研究要以自然生

态系统为基础，同时要综合考虑具有生物和社会

双重属性人的因素。下水道作为近现代城市排水

系统的主体，是城市生态系统中重要一环。于城

市自然生态系统而言，下水道作为雨水、污水等

流通管道，关乎道路等基础设施养护及城市水文

景观；于城市人文生态系统而言，下水道在公共

卫生及市民生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直接影响着

市民生活的质量。从平面上看，下水道构成了城

市排水的地下空间骨架；若从纵切面观察，市民

居所、商铺厂家、路面路基、土地生物等各种自

然和人 文 环 境 因 子，通 过 人 对 水 的 排 泄 这 一 行

为，在此空间中产生交集，呈现出独特的生态关

系。因此，下水道作为公共排水空间，是城市公

共空间在地下的延伸，具有自然和人文双重生态

空间意义。
西安作为 “十三朝古都”和当代 “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新起点与桥头堡，其 “都城时代”与

“后都城时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一直是学术界

关注的重点。作为一个典型的内陆城市，民国时

期城市的建设对西安城市近代化转型的推动已逐

渐为学界所认识②，然而，当前学界对于这一时

期西安下水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态系统的

构建上，即下水道的建设过程③，其在人文生态

空间上的意义，却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事

实上，民国西安的下水道排水系统，既是作为城

市生态 环 境 的 侵 入 者，取 代 了 原 有 城 市 排 水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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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同时又构成了城市生态空间的一部分，迫使

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适应新式排

水系统所构建的生态环境。本文通过对民国西安

下水道排水系统的分析，力图展现在西安近现代

排水系统的出现与发展过程中，与下水道排水系

统相关的人文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

中所表现的近代西安城市的转型，进而实现探讨

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与城市社会生态之间关系的

目的。

一　新型排水设施———下水道的引入

民国前期的西安排水设施，尚未从封建时代

蜕变出来。作为一座内陆城市，当时西安的排水

生态形式以池坑、洼地为特色，数量众多的公私

涝池遍布市内。无论是自然降水，还是居民生活

废水，都经过各类池、坑的收集下渗，实现排水

的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西安池坑体系可视

为放大了的城市渗井群①。
然而，这些数量众多的池坑、洼地所构成的

排水系统与现代意义上的下水道排水生态系统有

质的差异。一方面西安城区池坑、洼地依地形各

处高低不一自然而成；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城市

建设，需要大量用土垒砌或压制土坯，出于基建

等人为因素而形成的城区坑洼地数量众多，且多

在居 民 区 边 缘、城 区 偏 僻 地 带②。更 为 重 要 的

是，这些平时干涸无水，在雨涝时才发挥积蓄排

泄雨水功能的坑洼地，只是封建小生产经济条件

下城市缓解雨涝问题的特殊产物。至于更多的市

民家庭，大 都 于 庭 院 中 设 置 渗 井 用 以 排 泄 污

水③。因此，民国前期西安城区的排水设施并未

形成有机联系的排水系统，各类公私排水池坑、
洼地与市民日常生活关系不大，不具备近现代城

市排水系统的性质和功能。

１９３４年８月，为 统 筹 办 理 陪 都 西 京 的 市 政

建设，西京筹备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全国经济

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三家单位合组成立了西京市政

建设委 员 会 （以 下 简 称 西 建 会）④，近 代 西 安 大

规模市政建设自此开始。“市政之建设以整理道

路为起端，道路之保养则以下水道最居首要”⑤，
基于此种认识，西建会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们带着

他们掌握的城市建设的经验、技术及理念，以西

安城区水准测量为开始，逐渐建立起近代西安城

市排水系统生态环境的物质层面。作为城市道路

养护的基础性工程，一个配备有出水口、下水道

管道、大小窨井及井盖、过街横沟的近代化城市

排水系统逐渐取代了池坑、洼地，出现在西安市

民的生活中。
西建会成立后至１９４９年西安 解 放 前 夕 城 区

下水道的修筑情况，在西安市档案馆所藏民国档

案中有着详细的记载。根据笔者从 《西安市政府

秘书处档案》（全宗号０１－１）、《西安市政府建

设科档案》（全宗号０１－１１）、《西京市政建设委

员会档案》（全宗号０３）、《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

工程处档案》（全宗号０４）、《西安市政工程处档

案》（全宗号０５）等卷宗中所搜集到的有关民国

西安下水道建设的１５０余卷档案的分析，这一时

期西安下水 道 的 建 设 可 分 为 三 个 阶 段：１９３５年

的筹备，完成了城区水准地势的测绘、规划设计

下水 道 方 案 等；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上 半 年 的 兴 建，
基本建设起民国西安下水道排水干沟体系；抗战

爆发后至１９４９年解放前夕的养护，包括 对 下 水

道淤塞的疏浚、塌陷的修复、大小窨井盖的增补

改换等。
比之近代上海城市下水道排水系统是开埠后

长期积累逐渐发展的结果⑥，民国西安下水道建

设具有明显的建设时间集中的特点。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上半年，是西建会对西安城区下水道排水系统建

设的主要时期，民国西安下水道物质环境的主体

就完成于这一时间段。而抗战爆发后至西安解放

前夕，城区下水道虽有小规模的增筑，但其主要

工作还 是 对 已 有 下 水 道 物 质 环 境 的 养 护。在

１９３６年，西建 会 建 成 各 口 径 下 水 道６６条 约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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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①，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完成莲寿坊、夏家什字等

１２条下水 道６７９１米②。抗 战 爆 发 后，囿 于 经 济

困难和日军空袭对于市政建设的影响，西安下水

道建设举步维艰，自抗战开始至１９４６年 西 安 下

水道新筑里程仅约６公里③。虽然在抗战结束之

后，１９４５年９月 时 任 西 安 市 长 陆 翰 芹 在 市 临 时

参议会上 提 出 重 新 建 设 西 安 市 下 水 道 工 程 的 提

案④，然而内战爆发后，作为胡宗南重点进攻延

安革命根据地大本营的西安，随着国民党陕北战

局的溃败，其下水道重建计划也就流于空谈，成

绩寥寥。因此，经过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上 半 年 西 建

会对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的大规模兴建，加之抗

战期间的历 次 增 筑，１９４６年 前 后 西 安 建 成 了 一

个拥有尚德路、南四府街、玉祥门、北门四大排

水口，涵盖全市约１００条道路，设有４５５个大窨

井及１１６３个小窨井，全长约３９公里的新式下水

道排水系统⑤，如图１所示。

图１　民国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示意图

说明：１．根据１９３３年 西 安 城 区 地 图 改 绘，史 念 海

主编： 《西 安 历 史 地 图 集》， （西 安）西 安 地 图 出 版 社，

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４－１３７页。２．资料来源 《本 市 下 水 道 系

统表暨工作报表》（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７日），西安市档案馆：

《西安市政府建 设 科 档 案》，档 号：０１－１１－３４２－４，第

３０－３５页。３．关 于 四 关 城 下 水 道 修 筑 情 况，因 西 关 大

街连接飞机场，北关大 街 连 接 北 关 油 库，两 处 关 城 大 街

战略位置重要因此修筑 了 下 水 道，而 南 关 城 与 东 关 城 排

水主要依靠传统渗井、池、坑等。

西安新型排水设施———下水道的出现，与陪

都西京城市建设的新发展密切相关。自１９３４年

至１９４０年底，西建会完成了约长４２公里、面积

约３３万平 方 米 碎 石 马 路 路 面⑥，提 高 了 西 安 城

市路面的硬化率，但同时也增加了地表径流，加

剧了城 市 的 内 涝⑦。而 随 着 城 市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各类 涝 池、坑 洼 地 对 城 市 肌 理 平 整 性 的 损

害，阻碍了城市的开发⑧；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

市民社会公德意识的欠缺，随意向涝池、坑洼地

倾倒垃圾与便溺，使得传统排水设施已然成为藏

污纳垢、滋生病菌之地，严重影响市容和公共卫

生⑨。故而对于各类公私涝池，西建会决定 “于

蓄水问 题 无 碍 时，即 行 用 车 运 土 填 补”瑏瑠，仅 在

城市边缘地区及郊区留有部分公私涝池以便建筑

临时水沟，作为泄水的救急之用瑏瑡。因此，伴随

着城市发展而来的城市路面硬化及传统排水设施

对城市开发的阻碍，才是导致整个城市排水系统

生态环境发生重大转型的直接原因。
总的来说，伴随着西安城区下水道的建成使

用，以池坑、洼地为代表的传统排水设施在城市

生态空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情况下，一

种新型城市排水的生态环境产生了，由此开始改

变了西安旧有排水的社会生态状况，导致了与此

相关的城市人文生态环境层面中新的城市行为的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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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型城市排水系统管理制度的建立

随着近代 城 市 生 态 环 境 中 的 物 质 层 面 的 建

立，体制层 面 如 何 与 之 相 配 套 的 问 题 也 就 产 生

了，即该如何维护与管理西建会所筑西安城区新

型下水 道 排 水 系 统。实 际 上，自 下 水 道 修 建 伊

始，西建会就围绕下水道的修建与维护制定了一

系列相关的制度措施。
首先，建立下水道修建的职能部门，制定城

区下水道工程的施工规程。传统时代，城市设施

建设基本上采用大工程由官府组织兴建，小工程

则由地方官吏或绅士捐资兴办①，而民国西安下

水道的修建工程则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运作，承包

制成为修筑下水道的主要组织方式。为适应新式

下水道工程建设的需要，西建会于１９３５年 初 成

立专门从事城市水准地势测量的测量队，以求为

科 学 规 划 与 修 建 下 水 道 工 程 提 供 准 确 的 依 据②。
在城市水准测量完竣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西建会

成立了以刘祝君为主任工程司的下水道工务所，
专职负责全市下水道的计划与兴修事宜③。为保

证下水道工程质量，西建会下水道工务所制定了

关于承包商工程施工的说明书，对各处下水道施

工中的工程进行程序、土工挖掘的方法及深度、
工料的选择、管道的安装、砖工的拘缝、完工后

路面的平 整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详 细 的 规 定④。同 时，
对包商承建的下水道设置保固期，保固期内如果

包商所承修的下水道出现坍塌及其他损坏情况，
一概由包商承担修复费用⑤。因此，作为西安城

区下水道工程事务城市人文生态环境层面的主管

机构，西建会下水道工务所因之而生，其所制定

的下水道修建计划、工程施工及养护规程，又进

一步推动了下水道物质层面的发展。
其次，为保证下水道正常使用，市政当局成

立相关职能部门，专司下水道养护工作。１９３５－
１９４９十 数 年 间，虽 然 西 安 市 政 机 构 几 经 变 迁，
但专职负责城区下水道养护任务的职能部门一直

存在，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３９年２月 之 西 建 会

下水道工务所、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９４１年 底 之 西 京

市政建设委 员 会 工 程 处 沟 工 队、１９４２年１月－
１９４４年９月西安市政处工务 局、１９４４年９月－
１９４９年５月之西安市政府建设科工程队⑥等。其

养护工作的内容大体有疏浚淤塞、修复坍塌、加

修窨井井盖等。一般而言，下水道的疏浚淤塞是

各时期养护部门的主要工作，市内各处下水道一

旦产生淤塞问题，在收到请求疏浚的呈文之后，
即派工前往。如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５日西安市政府收

到陕西省会警察局电请疏浚南院门及大保吉巷等

处淤塞下水 道 的 呈 文，２月１９日 即 交 由 建 设 科

工程队前往上述地点施工，并于３月５日完成相

应的疏 浚 工 作⑦，其 疏 浚 淤 塞 工 作 大 体 如 此 开

展。至于下水道坍塌的修复工作，则视工程量及

花费的大小而决定，工程量大及在预算范围之内

者则招商修复，工程量小或超出预算过巨者则自

行招工修复⑧。窨井井盖的维护也是下水道养护

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一般而言西安城区下水道

窨井各质地井盖的制造工作交由承包商完成，下

水道养护部门负责井盖的安装及保护工作。
再次，制定管理章程，实现下水道管理的制

度化转变。在对下水道的养护过程中，西安市政

管理部门经历了由行政命令到行政法规的转变。
下水道建成后，淤塞是影响下水道功能发挥的主

要因素，而下水道的淤塞又和各沿街商户任意倾

倒秽水及 垃 圾 不 无 影 响。因 此，１９３５年８月 西

安市政工程处、陕西省会公安局联合颁发布告，
严禁不法商户向下水道内倾倒秽水、垃圾，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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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警发现或被告发，即行扭局严惩①。此后西建

会又多次函请陕西省会警察局令饬所属各分局，
严禁马路两旁商铺及住户将家内及门前人行道上

泥土扫向街中，避免阻塞下水道②。这些行政命

令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缓下水道的淤塞，但它

们只是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规定，且缺乏相应的

奖惩和权责划分，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下水道

的养护。因此，经过十余年下水道养护 的 实 践，

１９４７年３月 间，西 安 市 政 府 拟 定 了 下 水 道 养 护

暂行办法呈奉陕西省政府核定，并于同年１２月

在西安市参议会上通过了修正后的 《西安市下水

道养护办法》，正式施行。作为西安下水道养护

的正式行政法规，该办法共计有十五条内容，包

含养护单位及个人权责的划分与奖惩、养护的内

容及时间、各种禁止事项、下水道损毁及井盖遗

失的惩罚、罚金的分配与使用等③。 《西 安 市 下

水道养护办法》的通过实施，变行政命令为行政

法规，突出权责划分与奖惩、明确养护内容及办

法，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是下水道管理上的一大

进步。
总之，随着下水道这一城市生态环境中物质

实体的修建，人文层面的制度建设也应运而生。
可以说新型下水道排水系统的产生，催生了近代

化的市政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而近代化的市政

管理体 制 也 进 一 步 推 动 了 城 市 的 近 代 转 型。因

此，新的城市生态环境的建立过程，必然是物质

环境与人文环境协同推进的结果。

三　下水道与新型城市排水行为的形成

下水道作为近代化物质文明的产物，自在西

安修筑伊始，便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生

态空间：市民及城市排水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下 水 道 管 理 制 度 带 来 了 新 的 规 范 和 准

则。这些迫使着西安居民的排水习惯及观念做出

转变，以适应全新的城市生态环境。
下水道修筑之前，囿于民国前期西安落后的

社会经济状况，普通市民生活与商铺用水较少，
其于庭院中所设置渗井基本能够满足排水需要，
一般商铺用水较多也可将废水排入城内各公私涝

池。随着下水道在西安的修筑以及传统坑池、洼

地的大量填平，一般市民往往为私利而忘公义，
将生活污 水 甚 至 垃 圾 便 溺 通 过 窨 井 倒 入 下 水 道

中④。这往往 会 产 生 两 个 问 题：一 是 污 水 冲 刷，

窨井盖四周石子松动，从而导致井盖外露受损；
一是垃圾便溺等阻塞下水道水流的正常流通，并

危害公共卫生。如前文所述，对于此类市民私自

向下水道排泄污水秽物的行为，下水道养护管理

部门是明令禁止的，然而由于人力有限，根本无

法杜绝市民此类行为。
既然不能 杜 绝 市 民 私 自 排 泄 污 水 秽 物 的 行

为，与其任由私自排泄损害下水道，倒不如制定

相关管理办法，将市民接通下水道排泄污水纳入

市政管理的范畴内。到１９４０年 前 后，普 通 商 民

接通下水道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为了防止过量的

排水损害下水道管道，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工程

处先后制定 了 《本 市 阴 沟 受 益 费 收 纳 办 法》及

《市民接用阴沟取 缔 办 法》等，通 过 向 接 通 下 水

道的商民收纳一定的使用费以限制接用下水道商

民的数量，并严格规范商民用于接通公共下水道

之管道的规格及施工流程⑤。西建会工程处所制

定的这两部规范市民接用下水道的管理办法，其

核心内容在于严禁民间私自向下水道排泄，并规

定只可向下水道排泄洗涤用水及雨水。这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了普通市民对于使用下水道排水功能

的诉求，同时又对排泄物加以具体限制，有利于

下水道的养护工作。可以说以西建会工程处为代

表的下水道管理部门的这一举措，使普通市民和

下水道养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双赢，同时也使

得新型城市排水行为得以形成。
新型城市排水行为的形成，对于西安城市而

言即是以下水道为主体的直通城壕的开放式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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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取代了明清以来以城内池坑下渗为主的封

闭系统①；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则是接通公共下水

道排水，取代了传统家庭渗井的下渗。也就是说

传统城市排水行为是城市内部的自然下渗，新型

城市排水行为则是近代物质文明主导下的疏导外

流，对于西安这一单体城市而言，两者是截然不

同的城市水文环境。在市民新型排水行为的形成

过程中，需 水 量 大 的 澡 堂、洗 衣 局、饭 馆、旅

馆、戏院等商户成为了先导，它们率先向西建会

工程处提出书面申请，在西建会工程处实地查勘

符合接通下水道要求后，便自备工料修筑完工，
一俟西建会工程处验收通过，即行使用②。

民国后期随着西安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下

水道在城市排水中的作用越来越为普通市民所知

晓。对于一般市民而言，他们已经从最初下水道

排水系统的被动接受者与利益无关者，转变为城

市下水道建 设 的 吁 请 人 和 主 动 建 设 者。如１９４５
年８月间，崇信路及尚俭路两路市民公推代表向

西安市政府呈请修筑下水道，在多次呈请无果的

情况下，愿意自备工料和发动居民自行修筑下水

道，只求政府派人前去督导即可③。面对日渐增

多的市民自备工料修筑下水道的请求，西安市政

府于１９４６年４月间制定 《西安市民请求修筑道

路及下水道暂行办法》，就市民请求自筑下水道

的流程、规格、工料、建设、监工及验收等事宜

予以具体规定④。
总的来说，民国西安下水道排水系统建成使

用的过程，也是新型城市排水行为逐渐形成的过

程。在这一新型城市生态环境的建构过程中，普

通市民不甘游离于新式排水系统之外。因此，市

民利用下水道的新型排水行为也经历了由非法到

合法，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而西安市

政管理当局对于市民排水行为的态度的转变，也

通过行政法规予以确认和规范，进一步实现了城

市生态环境人文层面的近代转型。

四　余　论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随着下水道排水系统的

建设与发展，近代西安市民的城市文明行为、规

则意识、市民意识都在逐步形成。作为城市生态

系统的两个方面，物质层面的下水道建设与人文

层面的制度建设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以下水道

为主体的西安城市排水生态系统的近代转型。然

而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人群法制意识淡薄、谋私

利而忘 公 义，也 严 重 制 约 了 下 水 道 排 水 系 统 的

发展。
窨井盖作为衔接地上与地下水流通 的 枢 纽，

在整个下水道排水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井盖丢失，“不惟易塞淤泥，对于夜间行人最易

发生危 险，而 与 市 容 观 瞻 亦 属 不 雅”⑤。民 国 西

安下水 道 排 水 管 道 建 成 之 初，市 内 各 大 小 窨 井

盖，均装置铁盖，同时系以铁链，然而 “西安事

变”爆发后，西安市内秩序一时失常，“贼人乘

机偷窃，转售牟利”，大窨井盖因为太重不易销

赃，因而小窨井盖成为丢失的重灾区，数月间竟

至３００余个。被窃井盖皆被贼人利用重 物 击 碎，
以废铁 价 格 贱 卖，而 其 所 获 收 益 却 远 低 于 造

价⑥。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井盖被盗问题，西建

会一方面 对 各 街 原 有 及 增 补 井 盖 系 以 铁 链 并 加

锁，同时制定治标与治本两项办法，即：治标办

法为函 请 省 会 警 察 局 通 饬 各 分 局 岗 警，严 加 防

范；其治本办法为禁止本市各翻沙铁铺收买此项

铁盖，使窃贼无处销赃⑦。这些严打举措虽然收

到了一定的成效，“除较为偏僻巷道，仍略有被

盗情事 外，较 前 进 步 甚 多”⑧，但 一 俟 市 政 及 警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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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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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３８１、０４－４８６等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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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档案馆：《西 安 市 政 府 建 设 科 档 案》，档 号：０１－
１１－８１，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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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６日），西安市档案馆：《西安市政工程处档案》，档

号：０５－５９９，第４页。
《西建会送陕西省会警察局公函》（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１

日），西安市档案 馆： 《西 京 市 政 建 设 委 员 会 档 案》，档

号：０３－３１４，第８－９页。
《西建会送省会警察局防止本市窨井盖被窃办法公

函》（１９３７年５月８日），西安市档案馆：《西 京 市 政 建

设委员会档案》，档号：０３－３１４，第８４页。
《下水道工务所送陕西省会 警 察 局 函 文》（１９３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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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当局监管有所松动，偷盗窨井盖的现象便又死

灰复燃了。
抗战爆发后，虽然西安市政当局一再严查窨

井盖被 窃，然 而 偷 盗 现 象 却 屡 禁 不 止。１９４０年

底，西安市内各街大小窨井铁盖遗失甚巨，而当

局此时已经无力继续添置窨井铁盖了，为节省费

用，只得由 包 商 义 新 诚 木 作 铺 承 做 窨 井 大 木 盖

５０个、小 木 盖５８０个，以 补 全 各 遗 失 窨 井 铁

盖①。以木盖代替铁盖，这是西安下水道排水系

统发展的退步，却也是当局内外交困下的无奈之

举。然而木盖毕竟是权宜之计，用不多久不是被

水浸泡腐朽，便是为行车所压坏，难以持久。抗

战结束后，西安市政府为补全各缺失窨井井盖，
同时为避免铁盖被盗，决定添置钢筋水泥大窨井

盖１００块，坩 土 烧 小 窨 井 盖１２００块②。其 中 钢

筋水泥大井盖系由市政府自行制作，坩土小井盖

交由铜川炉山陶瓷工厂烧制③。钢筋水泥与坩土

窨井盖的装置不得不说是民国西安市政府在推进

以下水道为代表的城市近代化转型而做出的艰辛

努力。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现城市的近代

转型，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建设，更重要的是人

文层面尤其是普通民众思想的近代转型。在对以

下水道为中心排水系统建设的城市人文生态考察

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生态环境伴随着下水道

排水系统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西安

市民的文明习惯、公共意识和规则意识在不同人

群中不同程度地形成着，以适应新的物质环境。
这种近代市民习惯和意识的形成，既是客观物质

世界强行改造的结果，也是政府法令制度的规范

与驱使。当然政府法令制度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影

响着市民近代思想意识与行为习惯的转型，毕竟

人性弱点下的普通市民对于私利的谋取远大于对

于公义的维护。
总之，以下水道排水系统近代转型为代表的

西安城市生态转型，体现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

力。这种影响力不仅来自政府的规划设计、新生

事物的出现与发展，更是来自于市民行为与思想

在同市政管理机关利益博弈中而产生的变化与适

应，同时也是城市近代转型的真实写照。

① 《西建会工程处呈订做窨井木盖文书》（１９４０年１１
月２６日），西安市档案馆：《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档案》，

档号：０３－６４２，第７页。

② 《西安市政府招商制作大小窨 井 盖 通 告》（１９４７年

２月２６日），西安市档案馆：《西安市政府建设科档案》，

档号：０１－１１－３３９，第６７页。

③ 《铜川炉 山 陶 瓷 工 厂 呈 文》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１日），

西安市档案馆：《西 安 市 政 府 建 设 科 档 案》，档 号：０１－

１１－３３９，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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