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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千年古道，万载江河，曾迎来送往难以胜数的物山人海。

江陵是古楚都郢和历代郡府所在地，它地处江湖之会，连接南北大地。古老的驿道，纵

横交错的水运网络，使江陵交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富于传奇色彩。遗憾的是，历代地方志都

没有完整的交通史料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前进和发展。八二年《江陵县交通志》编辑

组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省交通厅，荆州地区交通局等业务主管部

门的直接指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在三年里，足迹遍布县内外。经过认真搜

集、整理，严肃考证、核实，三易其稿，终于将江陵古今地方交通概况，尤其是建国以来，全

县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展交通，建设交通的历史，比较准确、如实地凝聚在咫尺之

中，使人一览而知近百年来江陵交通发展的历程。

《江陵县交通志》图文并茂，事表相属，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是交

通的行业专志。“以志为鉴”，它不仅为研究我县地方交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交通建设提供

了历史的借鉴，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

在编纂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加之缺乏经验，虽三易其稿，仍感不尽如意，

其中难免有遗漏，差错和讹误之处，敬望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参阅者批评、教正，我们

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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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根据资料情况尽可能追溯，下限1984年。本详今略古原则，记事重点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二、古往今来，县境区域屡有变动，本志取事以现域为主。凡已划出区域之史实，一般

略取广舍，简扼记述。

三、本书系行业专志，主要记述本县境内水、陆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与现状。资料来源

以文献、档案为主，兼采口碑。

四、根据本县交通实际和水胜于陆的历史特点，全书记述水运部分篇幅较大、并版列于

前。

五、本志正文共分八篇、二十章、五十七节，采用横排竖写、时经事纬，分类述事的形

式。随文图、表相属，并配以必要的照片和附录。

六、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衔称，一般沿用当时习惯称谓。

七、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习惯用法记述，书写中文，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新中

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八、水陆运距，1949年建国前均以华里计程。1949年后，改按公制计程。地面高程以吴

淞口为基点。

九、凡正文不便安排，而又系可存史料，记于杂记之内。

十、本志属撰著体，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明引均在文中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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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陵县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南，跨长江中游荆江两岸。地处东径

11 l。54 7—1 1 2。44 7、北纬29。54
7

3 0。39 7之间。东与监利、潜江接

壤，南与公安、石首为邻，西与松滋、枝江交界，北与荆f-I、当阳相

连，沙市市嵌在县境中部。县治荆州镇东距省会武汉市公路里i程22 5

公里、水程480．56里。

县境东西相距1 8至57公里，南北斜距85．5公里。总面积为2，47 5．95

平方公里。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为荆山

余脉、岗岭起伏，属丘陵地带，占全县总面积1 5％，地面高程大部分

在5 0米以上，八岭山主峰换帽冢高程1 03．28米，为全县最高点。中部

和东南部属四湖平原湖区，高程28到37米之间，最低的白露湖高程仅

2 5．70米。江南平原湖区高程36至42米。平原湖区占金县总面积8 5％。

19 84年，县辖荆州、郝穴、岑河、弥市四个镇，十二个区，计六

十二个乡(镇)。还有省、地管辖的六个农(畜)场和县棉花原种

场，总入口为八十六万七千二百零二人。

江陵是全国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悠久，水陆交通方

便，素称七省通衢。楚国故都纪南城在县城北五公里处。早在楚庄王

称霸中原时，江陵境内行驶马拉双轮战车的大道即已发达。秦为驰

道于天下，江陵境内的驰道南通湖南，北接成阳。秦汉至清末的两千

多年间，江陵境内的驿道一直是邮递军情、接送官员、转运库帑、粮

饷和运输货物的陆上通道，官民并用。民国一十三年(公元1 92 4年)



建国道襄沙公路经县境，嗣后又修筑了一些通往岑河、、r角等集镇的

土公路，但都断头缺尾，且有路无车，几经毁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陆上交通公路才得到迅速发展。

江陵襟江带湖，水上交通在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流经县境的

河流有长江及其支流虎渡河、沮漳河。荆州城为楚国船官地。内河名

内荆河，可通汉水达武汉。西晋杜预守江陵时，又起杨水，开运河，

成为南北漕运的重要航道。加之境内河湖纵横交错，形成发展航运的

优越条件。民国时期虽已开始修建公路，但陆运仍不如水运发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陵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

四个阶段：

1950一1952年，开展民主改革，组织互助合作。这一时期，斗

争水霸和封建把头，实行船支定港籍、定航线，成立水运、搬运合作

社、(站)，组织起来，恢复交通运输生产。在郝穴设水运管理机构

一港务委员会，省汽车运输局在江陵设立长途汽车临时停靠站，荆

州木帆船运输公司在郝穴与弥市设立运输分站，车船营运工作逐步走

上正轨。

1953—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江陵交通事业进入

蓬勃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新建公路245．5公里，建成了汉(口)一

沙(市)、沙(市)一澧(县)两条公路干线及各类桥梁101座、总

长8 02．3米。自备车辆的单位78个，有民用汽车362辆，轮胎式拖拉机

77台，共l，500余吨位。开辟了荆(州)沙(市)公共汽车和县内城

乡短途客运班车线。内河航运因根治四湖水系，航线改变，通航里程

相应减少，但木帆船运输却达鼎盛时期；机动船舶同时诞生，本县客



轮投入营运。

1966—1975年，江i陵的交通事业仍在动乱中前进。在这一阶段

中，续建公路3 00余公里，重点进行汉(口)一沙(市)路改建，

新建汉(阳)一鱼(泉口)公路，同时建成沙(市)一洪(湖)、

秦(市)一黄(山头)两条干线公路，改善全县路况，并逐步实现

干线以及太(湖)李(埠)、爱(民路)御(路口)、西(门)秘

(师桥)、东(门)新(河口)、江(陵)资(市)等支线公路黑色

化，桥梁永久化。拥有勘测、设计和施工高、中级公路，大、中型桥

梁的技术力量。公路汽车运输开始形成为一支主要的运输力量。港

口、码头装卸及船舶航运能力经过技术改造，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

县汽车修配厂的诞生、郝穴水运社附属修船厂的建立，保证了机动车

辆和木帆船舶的维修、保养。

19 76—19 84年，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陵交通事业，欣欣向荣地向前持续发展。截止

1 984年底，全县有主要港口3处、码头1 7个；渡口38处；通航里程

447公里(其中常年通航172．5公里)；机动船舶7 4艘、4，6 1 o马力(其中

客轮1艘、12 o马力、1 9 8座，渡船9艘、12 4马力、418座)；驳船86

艘、7，39 2吨位；木帆船32支、8 1吨位。公路总里程647．86公里(其中

列养数629．44公里，晴雨通车路面495．53公里)；永久性桥梁81座、

2，632．1米(其中大型桥梁3座、898米)。民用汽车2，1 52辆(其中大

型客车244辆、大型货车1，23 0辆)。以荆州镇为中心，客运每天开行

25条线路，发车99个班次，全县23个区、镇、农场全部通客车。

1984年，交通专业运输单位完成总客运量334．44万人次，客运周



转量9，905．8万人公里；总货运量85．85万吨，货运周转量1 0，01 4．37

万吨公里；装卸量1 55．9 1万吨；总收入1，1 08。3 6万元。客、货运输

与收入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一九八四年完成客、货运量、周转量、装卸量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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