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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今盅世，更为编修专

业史志刨遣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编修《馆陶县交通志》，旨在鉴古知今，启迪后人，从交通

这个侧面使人们了解馆陶历史，认识馆陶现状。展望馆陶未来，

激发全县20万-A．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办好交通，发展经济，

振兴馆陶。为此，馆陶县交通局编史领导小组于1985年9月继

《馆陶县陆路交通史》出版之后，即转入了本书的编修工作，使

之成为新编《馆陶县志》的有机组成部分。 ÷

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编写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艰

辛的劳动，运用唯物史现，广集博采，求师访贤，以实事求是的

态度，精心筛选资料，秉笔直书，科学地运用志书体裁。以朴实

的语言．流畅的文字，直观的图表，真实地记录下了馆陶县交通

发展的历史和今天。 ．，
。

全书共分8篇25章，包括了本县各个历史时期公路，铁路，

水运三种运输方式的发展轨迹。它的编修成书。对于总结前人经’

验教训，资治存史，推动交通运输现代化，促进馆陶经济腾飞，

．必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平爱川

1988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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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

人民生活的必需。古今中外，凡能流通有无，调剂余缺，配合供

求、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文化日趋昌盛，人民生活日趋富足

的，莫不有赖于交通事业的发展。

馆陶是冀南名镇，历史上曾为州．郡，县治。县内平原旷野，

卫河纵贯，向有舟楫车骑之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内交通

事业发展迅速，运输门类较为齐全：两条国家级干线公路在县城．

纵横交汇， “七一”大桥是扼晋冀鲁豫四省的通冲咽喉，县，乡

公路成网，通达四方；漳卫南运河纵贯全境，逾千年来舟樯林

立，漕运繁忙；地方铁路方兴未艾：整个交通事业一派欣欣随

荣．馆陶人民勤劳智慧，朴实淳厚，既是馆陶历史的创造者，又

是馆陶交通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查《馆陶县志》创修于明万历四年(公元1 576年)，后于清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光绪十

九年(公元1893年)，中华民国25年(1936年)，进行了四次续‘

修，计著录古，近志五种，洋洋达数十卷。然，其中记载交通方

面的史料，却是凤毛麟角。因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协

主义的观点，纂修出一部资料准确、内容丰富。体例完善的交通

志书，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

产，增加一份。缅怀既往，策励将来”．。上慰先人，下启后代”

的乡土教材，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志书致力于体现交通行业特点和馆陶地方特色．它的编纂‘



成书，是全县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和编修人员辛勤劳动的成

果。这部志书，如能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馆陶尽一

点力量，我们将会感到欣慰。

编 者

l 9 8 8年5』J



例

一．断限：《馆陶县交通志》是一部统合古今的专业经济志

书．上限追溯至远古，下限为1985年。

二．篇目：本志书按交通门类横分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

2合，时类并举，分篇．章，节、目．子目五个档次编排。横分门

类以囊括史实，纵向记述以统合古今．

三．体裁：本志书分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

纂．书前置《概述》，书后置《附录>与《后记》．照片集中放

在志书正文之前，图表穿插于志书正文之中．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帝号或民国纪

年，括号内换算公元纪年．，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只记公元纪年． 、

五．纪事：<大事年表》中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

写法。古地名在各历史朝代地名之后括注今名．人名均用全称，

如有职称者，则冠在姓名之前。‘

六、度量：各历史朝代用不同的度量，并在括号内换算成现

今的度量．表示近代、现代道，桥．运输等度量，均按照国家语

富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处理。引用原历史文献条文，仍用原文献度量名

称及数字． ，

七、字体：本志书一律采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

方案'中的简化字。

八，注释：本志书中的注释采用脚注法，当页编码．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 ，



馆陶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地处东经ll 5‘037至11 5。287，北纬

36‘277至36。477。西邻广平。曲周和丘县，南连大名县，北接临

西县，东隔漳卫南运河与山东省临清．冠县相望。县境东南至西

北方向狭长达40公里，东西宽约13公里，面积为448．5平方公里，

辖有17个乡．4个镇。251个自然村，人口23．8万，以汉族居民

为主，还有少数回，满等族居民．县人民政府驻南馆陶，距省会

石家庄市1 80公里，距邯郸行署驻地邯郸市75公里。

馆陶县古属冀州．椐《元和郡县志>载：馆陶县。本春秋时+

晋地冠氏邑，陶邱在县西北七里(在中马固村东南处)。，<尔

雅》日：。再成陶邱，赵时(前475年)置馆于其侧，因为县

名。，历史上曾为州．郡．县治．

馆陶县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形狭长，

地面平坦，最高海拔43米，最低海拔36米．土质多为沙土，粘

土，西与北部稍有沙碱。本县属大陆海洋综合性气候，四季分

明，温差较大．春季千旱多风少雨，夏秋两季雨量集中，冬季干

旱少雪，年平均气温13℃，年日照2805d、时，无霜期205天，年

均降雨量532毫米。本县向来以产小麦，玉米，谷子．棉花，花

生等为主，并有苹果，枣．梨．桃，杏等时令鲜果；工业基础薄

弱，仅有造纸，酿酒，，印刷，服装．机械修造、水泥制品，副食

品加工等门类，1985年工业总产值为8824万元。

馆陶县的交通地理位置重要，处在北京至大名．邯郸至馆阿

两条国道的交汇点，境内公路成网，漳卫河纵贯，水陆交通方

便，广平至馆陶地方铁路直达县城，构成了以国家公路为骨架，

地方公路为网络，公路，铁路，水运三种运输方式协漏发展的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一，’l通晋冀鲁豫四省的客货运输枢纽。

馆陶县的交通运输历史悠久。早在距今约前6000年至5000年

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足迹所至之

处，开通了部落之间的人行小路。随着先民们役使牛马参加运输

及-日中见市”的出现，原始人行小路又向着驮运路发展。约

4000年前传说中的夏王朝时车的出现，又使驮运路向定向型的车

行路发展。约前13世纪商代武丁时，已有驿传设施，车行路又向

着定向．定形型前进了一步。春秋时期(前T70年一前476年)，

五霸之一的晋国在今山东省冠县东古城置冠氏邑，始为今馆陶地

区的攻治、文化及交通的中心。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

家分晋”，赵于前475年在陶丘侧立一馆，这既是馆陶地名的来

历，又证实馆陶确处于赵通齐鲁的主要交通孔道上，且有了方便

驿运妁重要设施。前221年，秦统一全国，次年春秦始皇下令修

筑驰道，馆陶时属邯郸郡，已有大名行经馆陶．南宫，河闯的主

要交通线。馆陶置县于公元2年前，．正式成为今馆陶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两汉时期，曾先后有文帝封其

女、景帝封其妹．光武帝封其女为馆陶公主，赐钱千万以馆陶地为

公主食邑，足见馆陶政治、经济和交通一时的兴盛。公元204年，

曹操兼并群雄，统一北方，建都于邺(今临漳县西南)，。成为交

通的中枢， 。邺有七途”，邺城经馆陶东北行至清河国治所甘陵

(今临清东)等地的道路，便为其中之一．公元608年，隋开京杭

大运河，纵贯馆陶全境，更带动了沿河两岸陆路交通的开发。唐

朝海内一统，中外交通兴旺发达，时有长安东出潼关过虢州(今

灵宝县)经洛阳．怀州(今沁阳县)沿运河过魏州(今大名东

北)、馆陶．贝州(今清河县)至渔阳(今北京市)的全国性干

道通过县境。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对宋战争圣宗亲征，先后在

唐兴．遂城，祁州．沼州获胜，直逼澶渊(今濮阳)，。途经馆陶，

2



在今北陶镇东南五里筑新城，至今遗址尚存，证实了馆陶县时在

军事交通之要冲．辽代，全国推行邮驿制度，在南馆陶设站，使

今北京至大名的国道公路始见端倪．公元I 399年7月起，历时三

、年之久的“燕王(朱棣)扫北”．使馆陶县民物凋丧．道路荒

芜。经于永乐二年(1404年)大量的移民迁入，加之后来明移帮

北京对卫河屡加整治，才使馆陶县人口渐增，经济复苏，水陆交

通日见通畅。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重视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工商业活跃，交通运输日趋发达，时有北京至大名．

馆陶至长治两条全国性的干道通过馆陶县，．而县内又有馆陶(指

北馆陶，下同)至临清，馆陶至东昌(今聊城市)．馆陶至尖

琛镇．馆陶至邱城．馆陶至西河寨，馆陶至冠县，馆陶至张沙共．

． 8条州县大道，总长149公里。但均是行走车马的土路，晴通雨

阻，时通时阻。 ．

馆陶县的近代交通兴起较晚，但发展较快。有起有落。民鼠

9年(1920年)，由华洋义赈会(由美国基督教会，官府．地方

士绅三方组成)出资以工代赈，在前清车马大道的基础上，修筑

了恩县至南馆陶，聊城至南馆陶汽车路，为馆陶县创修公路之

始。至民国24年(1935年)，馆陶县初步建成了以县城和南馆陶

镇为中心的公路交通体系，总长达185公里，民国26年(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馆陶县沦陷区的公路运输，由原服务于实业发

达，文明进步而转变为侵略战争服务。八年抗战期间，本县公路-

里修建——破坏——停滞一一饲退趋势，至民国34年(t945年>

7月馆陶县解放后，公路交通才进入了恢复阶段。，人民解放战争

时期(1946—1949)，北平至大名．济南至邯郸、馆陶至威县
等干线公路经多次修整，路况显著改观，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大军

南下，促进了后方生产。 ．．

’

馆陶县的现代交通发展迅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攻

通人和，百废待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各种运输量日益增
’

3



加，迫切需要公路尽快通车。但限于条件，对公路建设不可能投

资太多。在。先求其通，后求其好”以及“民工建勤，就地取

材。，“充分利用原有道路，重点解决薄弱环节。的方针指引

下，馆陶县的交通运输业虽有发展，但仍不适应需要，不少道路

桥涵失修失养，交通不便的情况实为普遍。为贯彻l 955年I 2月全

国地方交通会议关于。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贯彻‘又多、又

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重点修建和改善公路干线，大量

整修县．乡道路，在七年的时间内建成全国道路网”的精神，县

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11月制定了{：关于交通运输工作全面规赳

(草案)>，提出了用七年时间(1 956"-I 962)建成道路网，实

现县有县道，乡有乡道，社有社道，均能通行汽车，总里程为

3954．75公里，每百平方公里的道路密度为399．9公里。I 956年，

全县共功用民工建勤工日16．7万个，完成土方70．4万立方米，修

建简易公路，大车道720公里。仅南馆陶区九个农业社，在6月份

就动员了6890名男女劳力投入乡村大道的修建，确实侵该区在很

短的对间内，达到了四通八达．但由于当时农业合作化要求过

两，。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限于当时交通工具，特别是机动

车极少，一举修建如此众多的道路，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有些交

通量很少的道路，1957年春即由农业社自行平掉还耕。1958年全

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

专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成灾，遵照中央制定的

“依靠地方，依靠群众，普及为主”的。全党全民大办交通”的方

针，馆陶县又一次采用一哄而上的作法，掀起了。修路热”，不

但普遍地使联村道路公路化，连。丰产。方田中的生产路也开宽

到6米以上。很多公路没有桥涵设旌，通车能力很差，有的连一

次车都未跑过就长期失修失养。60年代初期，馆陶县连年遭受自

然灾害，人民生活和各项建设事业遇到严重困难。随着国民经济

的，调整，巩固，充实、提商”方针的贯彻，．才使1956年制定的

4



超越客观条件的交通建设。宏伟规划”得到逐步纠正．自1965年

’起，、馆陶县的公路建设走上了以。先重点，后一般，有路必通，’

通贝4必养．桥涵配套”为标志的稳步发展轨道，使一个以县城为

中心，以干线公路为骨架，以社队路为网络的道路交通网基本形

成．．截止1985年，全县共有公路28条，其中国道2条、县道l

条．城镇街道9条，国道，县道辐射的社道16条，通车总里程为

199．5公里。近二十年来，公路质量变化显著．自I 968年以后，县

内的北京至大名．邯郸至馆陶、馆陶至魏僧寨3条干线公路和9

条城镇街道，全部改建成沥青路面，晴雨通车里程达61．5公里．

如今，公路建设正朝着宽路基．大吨位，高质量、高速度的方向

发展． 、

桥梁是连接道路的纽带，也是保持道路畅通的重要设施。自

古以来，开发陆路交通，无不重视桥梁的修建。据《馆陶县志

(民国24年本)》记载；民国24年(193 5年)，馆陶境内尚存有

古桥6座，多为石拱桥．其中位于北馆陶南仃外的观音堂石桥、

～位于北馆陶西南30公里的杨家石桥．离杨家石桥2．5公里的王儿

庄桥建于何年何月均已失考．而位于北馆陶西南22．5公里的王家

石桥，系明嘉靖年问王举重修；位于北留庄村南的广济桥，系咀

崇祯八年(1635年)建造；位于北馆陶西门外的永济桥，系清乾

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爱新觉罗普尔泰创建．由于战争破坏，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述古桥无一存留．民国前期，馆

陶县共建有桥涵7座，其中有湖北督军兼民政长，两湖巡阅使王

占元(I 861年2月一l 934年9月)于民国4年(I 91 5年)捐款莅

其家乡建造的南馆陶浮桥：一民国20年(1931年)Io月至23年(19

34年)5月民间建造的张官寨?汪堤，孙寨，毛寨、马头计4座

青砖涵洞；民国24年(1935年)由县长王华安督修的北馆陶卫滨

浮桥．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在北馆陶建造能通行汽车的

木桥一座，于1945年投降前夕炸毁，l 946年春县人民政府由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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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迁入北馆陶时进行修复。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公路总局予l 949

年2月6日动员船户，自献义工，冒雪抢修，昼夜不停，仅用七

天时间建成了载重l 2吨以上的南馆陶浮桥；同年7月，又在原址

改建成木排柱墩的“贝雷”式钢梁桥，为大军南下，解放全国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公路建设

中，非常重视桥梁建设，自l 958年至1985年，在县内先后修建公

赂桥梁34座(含已划归山东管辖的。七一’大桥和灯塔桥)，总

长I 933．44米，其中永久性桥梁26座长1789．64米，半永久性桥梁

8座长143．8米；修建涵洞l 32道，均为永久性管涵或盖板涵，公

路桥涵的修建，为沟通全县公路交通，便利车辆行人往来，发展

城乡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馆陶县的陆路运输，随着道路的开拓与发展不断改进提高。

由过去的背扛肩挑，车载马驮，发展刭今天的汽车运输，经过了

几千年的漫长历程。民国9年(1 920年)南馆陶基督教堂有汽车一

辆，为现代交通工具在馆陶出现之始．同年开辟的第一条汽车路

一一德县至南馆陶，使馆陶境内开始有了长途汽车客货运输。民
国14年(1 925年)民营聊馆汽车公司创办营业，民国19年(1930年>

官商合营的山东省东临区汽车路局在馆陶设站。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县内拥有的各种机动车辆逐年增多，．人力．畜力车营运

渐被取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大

政方针指引下，馆陶县出现了国家，集体．个体运输一起上的新

局面，社会运输车辆猛增．至1985年，全县已拥有各种营运车辆

708辆，其中载货汽车197辆，载客汽车5l辆，其它机动车辆460

辆，年货运量17+．46万吨，客运量16．84万人次。 ，

， 随着机动车辆不断增加，县内交通工业也发展起来。1982

年县农机修造厂办起了第一个附属汽车修理厂。至1985年，汽车

修理厂家增到两个，年大中修汽车能力达200辆以上，另有机动

车维修摊点24处，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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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的窄轨铁路营运始于1974年7月，而客运业务则于

1979年春节临时开办．馆陶至广平段长37公里，为邯郸至常马庄

地方铁路运输干线的一条支线，是馆陶县交通运输网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它不但为西煤东运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也减轻了国遭

公路交通量日见增大的压力．到1985年底合计货运量为1 2．5万吨。

，馆陶县水路运输历史悠久。始于曹魏，历经隋。唐，宋．元．

明．清，民国诸代，漕运连续千余年兴盛不衰。进入20世纪50年

代中期，卫河运输依然兴旺。但自1957年开始，大搞水利建设，

河流上游建库蓄水，致使水源枯竭，．航运萎缩。70年代后，卫河

时有断流，水运遂告停顿。．
‘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交通管理机构和经营觇掏相应建立，

各项规章制度日趋健全。主管部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经营部：

门扬长避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断提焉。按照“全面规划，

加强养护，积极改善，重点发展，科学管理，保障畅通。的方

针，坚持干支线兼顾，修养并重，普及与提高报结合的原则，筑
路、养路队伍逐年扩大，列养里程逐步增多，筑路．养路技能不

断提高，公路使用寿命延长，好路率上升，1984年9月建成了河

北全省第一个文明路县，1985年全县列养公路好路率，在邯郸地

区同行业继续名列前茅．坚持“应征不漏，应免不征”的原则，

养路费年年超收，为公路的修建和养护提供了资金．坚持改革、

开放，搞活的方针，运输市场出现了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相互

竞争，优质服务的新局面．坚持法制宣传为主、预防措施为主，

交通监理机关自I 972年设立以来，监督和管理手段日趋完善，监

理业务逐步向系统化科学化迈进，交通秩序正在明显好转，为安

全运输创造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年来，馆陶县交通事业发展迅

速，成就空前，经验丰富，但也曾受到。左”的影响，经历了艰

难曲折的道路，有不少失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馆陶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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