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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灌县交通志》的编写从一九八一年七月开飧到今年的一月送审，五年又半了．这中间，

几经周折，数易其稿，历尽艰辛。终于完成了现在这部七篇二十万字的巨著。这是我县有史

以来，全面、系统地记叙我县交通事业的发生、发展及其现状的第一部专业志。是地方交通

事业的一部百宝全书。是我县交通部i、1的领导和编写人员呕心沥血为我县两个文明的建设作

出的叉一量大贡献。 。、

这部志书，首先给人的启示是“求全”的精神，他们不但记叙本部门的建置、规章和业

务，而且凡属灌县地域的全部交通事业都加以综合记叙。这就体现了“方志为一方之全志”

的体例要求。不仅记叙了时限以内我县交通事业的全貌，而且贯通古今，追源索流，千方百

计地探讨道路，桥梁、交通工具等的发展过程。作到了史志绪合．志中有史。在时间上形成

完整的概念．

+其次是编写中的“求实”精神。他们所搜集的资料，不仅来源于旧志、典藉、档案、文

书和ILl碑；更为宝贵的是重视实地核对，实地踏勘和实物考察。他们走遍各乡镇以校正补遗，

三上娘子岭以探索古遭，两登七倒拐以体验艰辛．再度去阿坝以捎摄占溜筒桥镜头。为此而

披荆斩棘．翻山越岭，顶风冒险，忍饥受冰也l征所不辞。即使一字之差，一日之异都要搞个

水落石出．因此他们的每一素材都浸透了汗水和心血。好多资料是在行将绝迹的情况下抢救

出来的。在使用资料上，也坚持作到信而有征。对有争议而又一时得不出结论的，宁缺不用。

这种求实存真的精神贯穿了他们整个修志过程之中，实在难能可贵。

第三便是他们善始善终，精益求精的精神。一九八二年初，他们的《局志》就已完成送

审。但一经发现其局限性时，立即攻弦更张，重新编写反映一方之全的专业志。一九八四年．

下限为一九八一年的交婶全志又告筇成。他们又感到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交通事业的巨大变

化未能入志，就又主动延伸下限列一九八五年进行补写和改写。并以局的名义向下属机关和

有关单位发出征求意见的专文，，把这一任务纳入议事日程。由于修志持续时间长j换了三任

局长．但每一任都把修志工作向下一届作了交代。不仅未曾中断，并且历届都有所加强。对

审稿也极为重视。局领导既亲自过目，，亲自修改。更不止一次组织有关单位，邀集知情老职

工进行集体讨论与审批。这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体现了他们对党的事业，对子孙

后代的高度责任感．．是值得我县全体修志工作者效法的。

《灌县交通志》的完成，使县志丛书更加完善，县志的一卷本有所取材，对县志的大力

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灌县县志编委会

一丸八七年六月六日



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见编史修志之至关重蛋。

辛亥革命后，灌县交通事业发生了稂大的变化．昔日屈指可数的古驿道而今变成纵横交

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原有古式桥梁j丕步被钢筋混凝土和其他新型桥梁所代替；船、筏

水运改为散漂流送；骡马驮运和肩挑背负发展成规模庞大的机动运蝓。这个巨大的演变，既

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这就需要很好地作出历史的总绪，以供今后借鉴。
值此盛世，编写出版《灌县交通志》，历时八载有余，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各有关单位，

人士的支持下，编写组全体人员本着上对祖宗、下对子孙负责的精神，克服资料和经验不足

的困难，广征博采、反复核实、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终于使《灌县交通志》最后完成和读

者见面。由于时间仓惺、水平有限。肯定错误佳免，殷切希望各界同仁指正是幸。

●

’《灌县交通志》编辑领导小组

一-．．寸L八九年七其

。’ 编 志 说 明

一、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啜则，不唯上j不唯书：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

一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一九一一年，下限一九八五年。有些章节在记述历史时，追溯

至清、明以前，个别跨年度工程延至一九八六年。
。

‘’ 。

’- 三、本志凡属历史朝代称谓。一律沿用当时的通称，如明代．清代、民国等，括弧内注

明相应的公元年代。。
‘

‘
‘

四、本志中凡属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姓名，不加职务和褒贬之词。

五、本志资料来源，除翻阅、摘抄县档案馆资料及本局研存历史资料外，还收集省、她

交通部门有关资料以及采访口碑等共约兰千余绰。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核对翔实，去

伪存真，经三次修改整理编纂而书。
‘

六、本志编写方法、采取横诽竖写，以事为纬以时为经进行编写，但为表现史实均完整

性。对于某些重点道路、桥诞呀史，则采取以事记史的方法进行编写。

七、本志内容包括：序、编烹说q目、目录、溉述以及大事记二遭‘路’、渡口、桥梁、公略

养护、运输，机构沿革和杂记七篇。
’’

八、本志文字按国务院文字改革委畏会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字书写，标点符号按《新

锥字典》附录规定使踊。

九、本志为突出地方性和能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在史实记述上，不但表

现物的存在。更着重表现了人的活动。

十、本志遵循史志黄于真实均原则。对于相反的资料不以主观认定、任意取舍：对于至

今’_丕未核实的，坚持宁缺不书：对于一些有争议沟史实，不加结论以供考证。

十一、本志为充实内容，力求做副图、文、表并茂，全书附表九十一份，各种历史照片

二十四张。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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