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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约40万字。横排门类，纵叙沿革，‘条目编写，详今略古，

重在记叙。

从本志所记事件，纵观古今，可以看到水运在历代政治、经

济，军事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自古以来，历代当政

者无不充分利用天然河流，开凿人工运河，改进船舶结构，建造

相应的通航设施，方便交通，繁荣经济，以满足军事和生产的需

要。 。城为水兴，水为城用”，古近代的城镇，甚至国都大部份

都建设在通航的江河沿岸。建国以后，水工建设和沿水而建起的

各项事业的成就尤为显著。

本志译尽记载了安徽航运事业，‘曲折的发展道路，记载了安

徽航运事业的兴衰过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我读了这本航运志深深体会到。交通运输是图民经济的动

脉。航运既是交通结构的组成部分，又在水资源综合利用中占有

一定位置，错综交织，互为住用。我更体会到：要振兴航运，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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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立足于水资源综合利用之中，不能单打一地进行。水资源是大

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综合利用得好，才能为人类造福，否

则，就会危害人民·要综合利用好水资源，必须建立适合乎综合

利用水资源的权威的领导机构，以便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要有个发展蓝图，由政府领导，组织有关工业，农林，水

利，电力、航运，环保，旅游等部门的领导、技术人员，进行调

查研究，要运用统筹学的理论和系统工程原理作出长远发展规

划，分期实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立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修改。从而打破部门界限，消除以邻为壑，河道阻塞、闸坝

碍航、水源污染等弊端。以便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就航运内部而言，首先要明确航道是航运的基础，必须强化

专业机构，加强管理和维护，以及治理开发工作。以现有航道为

基础，不断改善，积极利用有利地形，开发新航道，为运输提供

良好的条件。

道、港，船，航，管是航运的内涵，也是构成航运能力的要

件。船、港、货则是航运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但要明确货是

中心，是航运的服务对象，必须对货源的流量、流向进行不断的

深入调查，开辟货源基地，建设货源变化的信息网I必须根据不

同货种，和航道条件，建造适航船舶，一个地区，一个公司要注

意大、中，小型船舶的配套，提倡国家，集体，个体专业交通和

非专业交通一起上，积极建设码头：泊位，加强装卸的组织管理，

提高装卸效率，必须开办多种形式的联合运输，以适应国民经济

各部门和物质生产各方面以及人民消费对水运交通的需要。

不论航道，港口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的建造，都必须充分作好

前期工作，搞好可行性研究，运用系统工程原理和统筹学理论精

心设计，精心施工，运用一切可用的先进工艺的技术，避免拖长

工期，返工浪费，甚至建成弃废，造成无效投资。

8



用各种方法，培训各类专业人才，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树立全一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发挥航运的量大，质好，价廉、

安全的优势，更好地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安徽航运志出版之际，谨以为序。 。

．

安徽省内河航运史编写委员会主任、总编辑 壬熙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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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篇目。本着存史，致用两大目标， 。事经时纬’的编纂一

原则，。势类述事。本志分章(大门类)，节(小门类)和条目三

层次。以类系事，横排纵写，重在记叙，一般不住议论。

。二，断限。本志属于专业志范畴，纪事力求全其始末。断限

时间，不作硬性规定。一个事件，起于何时，则自何时写起，止

予何时，则停笔于何时。统计数据，一般断至1985年，个别的止，

予1983年，有的止于1984年o ．

三、称谓：本志对在本省航运、航政等部门的称谓，按习惯筒称

为。。省航”、。地方航运”、。航道”、。某地航”、。航道段”，8某市航”，

芜湖长江轮船公司简称。长航。或。芜湖长输’，对原长航

所属单位，简称。长航某单位’I

原长江航运管理局所属单位，在体制改革后分设为若干机

构，本志对调整后的各单位仍简称为长航某单位，如长航安庆港

务局，长航船检局，等等。

四，时限。本篇所称。建国前。，。建国后”，即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1949年10月1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lo月1日后)I因各地解放时间不同，凡在首次使用解

放前后之称时，用括号注明本地解放时间。

五，纪年t本志一般使用公元纪年，阳历以阿拉伯数码标记。

必要时载以帝号记午的，使用阴历年、月，日，则以汉字数字标记。
{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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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需记载者，统纳入于

核实，暂作。存疑’

’的通例，本志仅载本

。省级以上部门授予的

＼

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

口碑。

。简记长航的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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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t为华东内陆腹地，长江，淮河略以平行之势横贯其境，．

天然地将全省划分为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三个区域。全省水竣

面积广阔，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有300多条，总

长度约15000多公里。江，湖、河、渠、库纵横交错，辗转通联，-

全省81％的市，县，能与9个省市相通，从长江顺流而下，出昊

淞口可以开展江海和远洋运输。居全国lO个优水省份的第7位。

长江，淮河是本省河流的骨干，长江安徽段的通航里程401

公里，区间流域面积6．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7．5％}

淮河安徽段的通航里程371公里，其中水深一米以上的330公里，

区闻流域面积6．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48．1％o此外，还

有缸4％的面积是新安江流域，新安江安徽段长度为150公里，通

航里程78公里，其中水深l米以上的37公里。

长江，淮河承受上游10多个省，市(区)约180万平方公里

的来水，过境水量充沛，长江干流常年流入本省的水量有9，100．

多亿立方米，淮河干流常年流入89亿多立方米。本省年平均降雨

量在750—l，600毫米之闻，径流量702亿立米，年径流系数正常值

为O．4380全省面积13．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1．4

％，降水量则占2．4％，径流量占2．5％，丰富的径流资源对发展

航运十分有利。但在地区的水量分布上，南方大予北方，平均每

平方公里径流量I长江流域为63．8万立方米，淮河流域仅为27．2

万立方米。因而，淮北平原水资源是求过于供，矛盾比较突出。，

争广l
【|



．本省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淮河以北河流，1年约有

1个月内结冰期，对航运有一定影响，淮河以南诸河常年不冻，

四季通航。

古代安徽既是由中原南下东南沿海各地的通途，又是由荆豫

一带内地东出扬徐滨海地带的走廊。历史上素以交通便利和水运

发达见称。据《禹贡》记载，徐州贡道。浮予淮泅，达予荷”，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河’。古代徐扬之域，即包括今本省的

大部分地区，这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安徽便与中原地区有着

．水路交通。
’

春秋时裳。楚国顺淮东下，沿淮南北和江淮之间大都份地方

成为他的。东国”。长淮上下，常有强大的舟师来往，沿淮的卅

来(今凤台城关)和钟离(今临淮关)，是重要的交通据点和战

略要地。从州来以南的肥口南下，越过江淮分水岭，沿施水(今

南肥河)进入巢湖，出湖口达子江上，这是当时一条主要的交通

干线。在这条干线上，除了肥施之间(约在今肥西县境将军蛉附

近)，有时要辅之以短程的陆行之外，都可通行舟楫。．楚国的舟

师上下于江淮，大都通过这一路线。春秋中期，江东的吴国和钱

塘江以南的越国相继兴起，他们都经过江淮与中原诸国相联系，

为此，吴楚两国首先在江淮一带展开争夺。吴从国都姑苏北上瘦

江的渡口，主要有两处。一为北出延陵(今常州)，朱方(今镇

江东南)，北渡邗城(今扬州东南)，接于邗沟，直接与中原诸

国交往，一为西溯溧水，越过今苏皖问一段低平的丘陵地带，出

丹阳诸湖，再顺水阳江西行，在今芜湖一带渡江，直接与江淮之

间的水运路线相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江。清光绪《高淳县

志》上记载；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吴国为了与楚国

争夺，在伍子胥主持下，开凿了从姑苏起到芜湖注入长江的一条

人工运河，名为。胥河(溪)。。这条人工运河从姑苏起过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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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经宜兴、高淳，穿石臼湖联接起来的水上通道。(逮条胥河

[溪】与。中江’走向极为相似，是一河两名?是记载有误?是

并存两河?尚待考证一一编者)。 ． 一

此时，中原通往江南地区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沿泗水

入淮河，复沿邗沟入长江，此为东道，二是沿颍水入淮河，复沿

肥，施水入长江，此为西道o ．

，战国时期；全国陆续出现许多人工运河，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鸿沟。鸿沟为魏人在公元前360年所凿，又称渠水，是数条人工

运河的总称，它起自河南荥阳，至梁(今开封)分为两支，一支

经安徽肖县、砀山至徐州附近入泗，由泗入淮。一支从梁折而南

流，经陈(今淮阳)再分为二，其一，经安徽毫县入涡水，至怀

远入淮，其二，经界首入颍水，至蔡(今凤台)入淮。鸿沟联

接黄，济、淮，泗、汝五大水系，构成了淮北平原的水运交通

网o
。’

楚国失去江汉平原之后，公元前278年，国都东迁到陈，前

．253年，又移迁于钷阳(太和县原墙)，．前241年，再迁于寿春

(今寿县)。这三个城邑，都在由鸿沟连接江淮的水运线上。

《史记，货殖列传》载有· 。郢之后L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楚国迁都寿春，虽然只有18年就为秦所统一，但寿春已成为当

时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并成为由中原通往东南各地的交通

枢纽·大约在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在肥，施二水水运通道的南

端，又有合肥兴起，东南各地的特产，皮革、鱼干，木材等，由

此北上进入施口之后，抵于合肥城下，然后视南北潮(指南面巢

湖，北面瓦埠湖)水情的涨落，辅之以适当的短程陆运，上合于

肥水的航运，集中到寿春，再转运中原I由中原南下的各类物

资，也以寿春为起点，同样，南经合肥，水运东南各地。寿春与

舍肥南北相辅，成为水运交通的物资集散地。

3



天柱山，然后自浔阳(黄梅与宿松之间)浮江，舶舻千里，江E

航运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此时，庐江郡(今庐江、枞阳，无为等县境)设楼船富，伐木

治船，贮在浔阳(今九江)o楼船也是战船的重要船型，大的有

三层，每一层都有专门名称t “楼上屋曰庐意，就象层舍，其上

重室日飞庐，又在其上日雀室，于中候望，若鸟雀之惊视”。

东汉末年，曹操建都许昌，曹丕迁都洛阳，当时南北交兵，

以合肥为必争之地，许昌滨颍水上游，下游在寿春之西直入淮

水，而颍水之西有汝水，东有洧水、槊水(下游皆入于颍)，是

一个水网地带，贾逵开贾候渠(今河南周家口以北)，曹丕开计

虏渠(在今河南郾城，西华之间)，司马懿用邓艾计，修广淮

阳，百尺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自此， “淮南、淮北皆相连

结⋯”j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达于江淮o。

隋唐及北宋时期。隋朝时期，全国经济中心转向南方(今

江．浙、皖东南一带)，统治者为了掠夺南方财富，在邗沟等旧

运河的基础上，修通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其中在安徽

境内的河段称作。汴河’，即。通济渠’o从此，汴河取代了鸿

沟的地位，成为南北交通干线。东南漕粮，大多通过汴河到达京

师。到了北宋时期，汴河漕运发展蓟顶峰。《宋史·河渠志·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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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载}。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西

段曾名为漕渠或洛水，东段曾名为汴水或汴渠)’； 。汴水横苴

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

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o
‘ ?·

。

一

唐代，除了漕运以外，商船运输也有很大发展，唐朝以

前，长江中大船载重量不超过八九千石，唐朝中期有粮航船，船

上驾驶数十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来往一次，获利很

多。凡是大船都为富商所有，他们以船为家，居拖楼下，奏乐歌

舞，使唤婢仆，生活安逸。宣歙地区也都利用水路通商。此时，：：

造船业随之兴起，在宣城增设造船基地，与汉时留下来的庐江造

船基地同造大型商船。 一

南宋以后厦元明清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漕运改道，

本省水上交通的分布发生很大变化。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

江北漕运一度中断，南北运河淤塞不通·元朝建都于大都(今北

。京)，漕运改以海运为主，后因海运风险浪大而重修南北运河，但

路线已有所改变，即自山东临清往东南方向，开挖惠通河，济州

河，至江苏境内接南运河，直至杭州，新的南北大运河不再绕遭

河南、安徽，使汴河地位一落千丈，安徽整个水运的发展开始走

向衰落。
’ ：

晚清及民国时期。 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发

展，安徽出现了以轮船运输为特征的近代化水上运输方式。

1858年--1860年，清政府签定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

《北京条约》，给外国人以长江航行权和内地传教权，安徽航运

遂开始落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当时，外轮虽未在安徽设置通商

日岸，但可经本省401公里江面溯江西上，也可在沿江各城镇上下

客货，通过当地民船经纪转口贸易。在这一时期，清政府洋务

派，官僚的官办企业也开始兴起，1852年--1865年问，曾国藩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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