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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无可辩驳

的史实表明：“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不得不和产业史与交通史关联着

而被研究、被整理。一交通与人类社会的变革、发展紧密相关，过

去如此，现在亦复如此；外国如此，中国同样如此。从一定意义

上说，某一时期的交通史或某一地域的交通志，必定是那一时期

或那一地域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表征。 ．

我国交通的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先民们出于基本实践

活动的需要，便开始了“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桡，山行

即桥一，“行涂(途)以檐，行险以撮，行沙以轨静。及至周秦，随

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运河、筑驰道、．置邮传等交通建设

工程缘起，舟车等运输工具跟着改进，文化交流和商品货币关系

因之活跃。所以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一；司马迁说：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一交通与

生产活动、商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

秦王朝建立后，便形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衡同器一的格局，而

与封建帝制一统相适应．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社会里，在断续的战争中、民族的融合中、疆域与资源的开发中、
四境贸易的交往中，交通事业代有兴废，总的趋势是发展的、进

步的。这种发展、进步是在历史前进规律约束下和社会条件制约

下呈现缓慢、曲折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交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向同步，共荣共

进，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才根本改变交通落后的局面，奠定交

通现代化的基础，出现伟大的转折。

湖南是个内陆省，北有重湖之险，南有五岭之障，武陵山脉

与雪峰山脉呈弧形复背斜峙于西。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
洋山等呈断裂延伸带亘于东，古为“三苗之国’’，本为荆臻狂莽之

地，鲜与外通。自宗周初期，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向

南拓展开发，由荆而及湘，水陆交通遂予中原相连。春、秋战国

时期，楚国用战争手段吞并了许多小国，并。开濮"(百濮)、“平

越一(百越)，使楚国的疆域“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

蜀，东裹郯、淮一；其所灭麇、罗、郧、巴、申、许、贰、轸、庸

等11国的遗民，或全部或大部或部分地迁徙于湖南四水流域进行

开发，道路交通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融合而发展，农业、手

工业和商业渐次兴起，以长沙为中心的南楚经济区因之形成。秀
始皇统一六国后，以50万人攻略岭南的百越，主要取道湖南，通

过筑驿道、开灵渠，历时8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移民；·“湘

桂走廊一和“湘粤水道一由此开通，对后世的南北交易和海外贸

易产生深远影响。自汉及清，在各代的“鼎革一与治乱中，湖南

交通时而“铁蹄腾驿路之烟，铃足计邮亭之日，迅疾无前，不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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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晷刻一，誓湘州大腧，乘风鼓浪，波似箭，鸣催橹，转输半天下"；

时而。道路荆棘，伏莽四兴一，。湖湘之上几无片帆一。兴衰起伏，

曲折发展，既反射着不同王朝政治、经济的折光，也显示出老大

封建社会滞重艰难的步履。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湖南近代交通

萌发，运输方式开始质的嬗交；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自然经济

的解体，民族危机加重，阶级矛盾深化，湖南的近代交通封建性

与殖民地性兼有，落后性与进步性并存，其发展道路十分坎坷。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南交通才开始时代的新篇章．1949'-'1989

年的40年中，经过恢复、“跃进一、调整、整顿、改革，以两代人

的汗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初

步建成了水陆衔接、干支直达、城乡相通、辐射全国的水陆空立

体交通网络，形成一个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主体、四水一湖为

通道、“空中桥梁一为外联、地下管道为内输的运输体系，适应并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与文化的昌盛。

·。人事有代谢，往来威古今一．过去的已经凝结成历史，现在

我们面临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交通

运输网，尚须几代人的努力．由于现实是历史的继续，也是历，芝

的发展与否定，未来是现实的继续，也是现实的发展与否定，t

去——现在——未来是一个前后连贯的人的实践过程，今天的现
实既包含着历史的_基因一，也孕育着未来的芽蘖，所以人们总是

要立足现实来考察历史并预测未来，史志因此便成为经世致用的

传世之作，它的资治功能主要就在于它自身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使

人们能通过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盛衰兴替的史实，是非因果的



关联，认识并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正确地解决社会实践

任务。群以史为鉴狞，并不只是单纯的搿照镜子’’。

湖南各地，市交通局鲍领导孝有关同志，通过多年的努力，编
纂成功分辖区的交通志，并决定分册出版，组成丛书，以期全方

位、广角度、多基次地反映窭潮煮交通发展的舞史进程，使今天

和后继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有继承、有
扬弃、有牙剖、言发展，取簧薪砖更太鸶成就。值兹丛睾分麓嚣
印之际，谨序以志。

陆德品，

199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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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90年的41年中，长沙市交通运输战线广大职工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两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忆往昔峥嵘岁月

稠一。在为《长沙市交通志：}写这篇序的时候，抚今追昔，不禁浮

想联翩。

长沙是中国历史名城。

长沙是湖南省会，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

历史文献曾这样评介长沙的地理形势：“东控安成(泛指江西。

江西吉安、袁州地区为晋时的安成郡)，西通黔蜀，南连岭峤，北

界重湖，绾毂三湘，雄视四方静。史料还记载：。楚得长沙，以为

南服，故能雄长于江汉之间一。秦取长沙，以结黔中，致楚势削弱。

“汉立长沙国，镇以藩王，屏障中原，机塞南疆"。晋室多事，因

置湘州，以控压南服。元帝司马睿谓谯王丞日：。湘州据上流之势，

控三江之会，乃使丞镇焉一。南北朝时，萧铣先得长沙，遂能南尽

交趾；及唐师克铣兵，入长沙，交广诸州，争相受命．五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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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毁取潭簿，遂霸有溺东，兼收蛉表。’’宋平湖南，置纂潮硌予
长沙，委以腹心。“宝祜中，蒙古突犯鄂州o oe oe 6，迸破辰沅，遂围

潭期，幸秀震动。套宋元以后，历代皆以长涉冀三溜之要会，“指

顾伸宿，皆有可为。南出则连(州)韶之头背可拊，北迸则荆豫

之腹心可探，东出受|j章(漳硝)赣之肘腋可挟，西下刘州黔之咽
喉可塞。’’

朝代的兴衰交替，历史的因果关联，当然主要不在干地理因
素，堡在历代缝‘‘爨革’’治乱申，长沙这块土地上确譬发生过许

多可歌可泣的事件。

g楚塞三湘接，裁漉九派通静。长沙之崭荻裁为舞代郡、螯、赡、

路、府及省会的所在地，在于它是“水陆)十要之地’’，也就是说它

有着霉天独厚翡交通条俘。

“驿道四达，湘江流贯，浏(阳河)、靳(汪河)、涝(塘河)、
沩(永)蹲未交汇，舟楫至便捧，是古代长涉交通的特色，为一大

优势。

长沙地区交通的历史，可资考证的近三千年。在漫长的封建
社会里，长沙的水睦交通曾经煮过辉煌的残麓，楚舟节(1946年

9月长沙黄泥坑出土的“龙节疗)，秦驰道，汉轺车，唐大蹁，宋湘
题，明清溪代所建酶播孝斯设酶渡，或荛耋主文物新证，或荛文

献典籍所载，有的今尚存1日迹。但是，在封建制度的约束下，社

会生产力翡发展至隽艰难，永陆交通事曼代有兴废，基本上是鑫

然条件下的自在自发运输。

清季末期，长沙开埠后，境内渐次通行轮船、火车，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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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开始质的嬗变；民国初，境内始筑长(沙)(湘)潭公路(时称

“军路一)，为我国修建正规公路的嚆矢；本世纪30年代初，境内

航空事业发轫，至此，始粗具水陆空立体交通的雏形．但整个民

国时期，军阀混战，外患侵迫，兵祸连结，经济萧条时居多，境

内交通的总体水平低下。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

立起来了!长沙交通职工欢欣鼓舞，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

和全市人民一道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到经济建设之中。然而，建国

初期，长沙公路初通里程只252．43公里，皆为泥结碎石路面，大

部分晴通雨阻；登记的公私汽车仅400余辆，技术状况完好的仅

40余辆；水路运输仍PX-k老的木帆船为主体，公私轮船140余艘，

技术状况良好的仅20余艘；市内装卸搬运全赖人力板车和杠子、

筐子、钩子；设施陈旧的铁路不得不超负荷运行，省内最大的火

车站——长沙火车站只有5股道，候车室面积仅160平方米；民

航几乎从零起步．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我们的交通却要肩负着

支援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重任。广大交通职工没有辜

负长沙人民的重托，在完成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同时，艰苦奋斗，

胜利完成了各项运输任务，也奠定了交通自身继续发展的良好基

础。可是，。一五一计划实现以后，由于未能坚定不移地实行工作

重点的转移，致使交通发展缓慢。1966年开始的10年。文革一动

乱，交通的发展更是步履滞重艰难，直到19'／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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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交通也步入大建设、大发展、

大改革的新阶段。今天境内公路通车里程己达4558公里，一级汽

车专用公路5．01公里，二级公路174。75公里，占，息里程的3。

94％；高级、次高级路面共1114．88公里，占总里程曲24．46％。

市格匹县一郊和237个乡镇已通客班车，共有各类客货汽车3．3

万余辆。境内国家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18公里，另有地方铁路97

公里，专黑线32公里，冬罾家铁路联结成翻；杭车、逮讯并堂完

善；长沙火车站已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客运站，一次可供6000旅

客上车，雾平均客流量达5万余入次。航空事业与对俱进，黄花

机场已建设成为圈家一级机场，近40条航空线连接国内23个大

中城市，并有直达香港、温薅、油头、宁渡曲包棍，年度旅客发

送量已突破15万人次。港站搬运装卸作业已实现机械化。从总体

上看，今日的长沙交通，已形成水陆空互相衔接、协调发展、干

支柱联、城乡直达、结扮合理的阏络系统，步入现代化蜂行到。长

沙已成为湖南全方位交通枢纽，它辐射三湘四水，连接全国，正

阚步走盘整墨。在交通建设与运输生产发晨鸶过程孛，交通王曼、
交通科技都获得全面长足的进步，各方面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

在当今振兴中华，实现露化，汉起常巍友震速度建设长沙翡
盛世之年，交通这一基础产业必将出现更大规模发展局面，实现

交通运输的现代仡曲菩标已经为囊不远。 ．

回顾过去，灏可自豪；展望未来，任重道远。要将长沙建设

成全方位开放的现代亿交通枢纽，尚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兢

兢业业，扎扎实实，箨不懈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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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谓记也一，“志，犹知也一．盛世修志，不是Ⅳ托诸空

言一，而是为了经世致用。I：长沙市交通志)本求实唯真的原则，系

统地记述境内交通事业发展变革的轨迹和兴衰的因果关系，旨在

存史以资治，使后继者有所稽，有所鉴，识有指归，行有准则，昌

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I：长沙市交通志：}填补了长沙地方交

通志的空白，编写过程中，交通各部门多方面给予支持，众多同

志参加了这项工作。局志办的工作人员以高度历史责任感，几载

寒暑，几度春秋，辛勤耕耘，终于胜利成书出版，为长沙人民做
了一件大好事!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一现实是以

往的继续，未来是现实的继续，人类总是立足现实来审视历史并

瞻望未来。当人们的视角已转到21世纪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方

志就是一面很好的。镜一。值此专志出版之机，谨序为贺。

胡运恒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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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史志“乃经国之大业，不
耔之盛事静，是古人鹭定谤。《长涉市交通志≥在改革开放遗瑟瑟

期付梓出版，是盛世的盛事，是长沙交通战线精神文明建设和物

震文骥建设装一大成果。

《长沙市交通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可征可信的史实，

横列事暖，皱贯古今，叙沿革，记兴衰，究霹暴，祈成效，达道
义，彰法则，取精示弘，阐些发微，从中可以看出交通战线几代

入的奋斗经历和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历史链，是一个前后连贯的人的实

践过程。舞史经验鸶可贵，在予给人们提供继续黄连酶费力，给

入以研究、解决新问题的智慧。《长沙市交通志》反映了长沙市境

交逶事业发震砖纪律，人镯可以及中求得共谖取得诺鉴，秀今后

进一步振兴长沙交通，发挥省会城市的中心作用谱写新篇。
长沙西得天独厚翡鸯然地理条件，掰为湖南的政治、经济、交

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中霹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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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

不断提高，作为。瓶颈一和纽带的交通运输业的任务更为繁重。面

对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新形势，我们必须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借鉴历史经验，发挥长沙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热

心办交通的传统，在改善长沙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上狠下功夫，努

力开创交通工作的新局面，为长沙经济、文化的繁荣当好“先

行一． ．

I：长沙市交通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

和交通部门历届领导的关注与支持；编纂人员广征博采、辛勤笔

耕，倾注了心血，值此书出版、发行之际，谨申谢忱l是为序。

李振高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凡例

凡 例

一、零志系滋逮长沙地送交逶发嶷变迁的专韭志，力求历史

性、地域性、资料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统一。

篡、本志按各种运输方武的历史发展顺序和各专业分工的实

瑟设麓，横捧竖写，蒿下列掌，苇，器，金书计王§篇3s章133蒂。

黧、本志本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原则，上溯浮动，下限1990

年。

瓣、零志采惩记、述、疼、表、黎、錾、蘸7莽，互荛应证，

各现所长，尽可能避免图表与文字记述重复及备体内涵的雷同。

戴、本志资=jl萼源于史、传，旧志、档案，报刊等文献和有关

夭酶鬻杞录专鼙谭资耨，筑考证鉴然，取英所寰。数据改统计部

门数据为准。
。

六、本志历史朝代，缮用通称，以括号注明公元纪每，1949

年起瘸公元荛晕．

七、本志引文、技术疑济名词及术语，服从记述需要和依据

各专照技术规范，不另注释。

八、本志对舌、近、巍健币裁，缘奉时侩。

九、本志大事记以年、月、日先后为序，有年无月置当年后，

有月笼茸置当月后。
。

十、本志对人物骛壹书其名，无褒踅棼逶，必要藿|在第一次

出现时冠以职务名称．

十一、城事公共交通归篇城建，邮政电讯，另有专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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