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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默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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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交通与人类社会的变革、．

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外匾如此卜中国

同样如此。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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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二一‘ {： ： 午·’
。 ：。 二+

， -。，．我国交通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先民们出于基本

实践活动的需要，便开始了．矗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

蹈桡，山行即桥"。．“行涂(途)以循，行险以撮，．行沙以
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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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和商品贷币关系因之活跃。所以孔子说：

乏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

。通，+而龟页、金钱、刀、’布之币兴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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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朝建立后；．缏形成了《书同文，军同轨，衡同器”的格局
而与封建帝制一统相适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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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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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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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领导下，交通建设与经．奇建设同向同步，共荣共进，经过
⋯

四十年的艰苦努力，才根本改变交通落后的局面，奠定交

一通现代化的基础。’出现伟蓉的转折二
’

。

t

j

’湖南是个内陆省，。北有童湖之险，南有五岭之障，武

陵山脉与雪峰山脉皇弧形复背斜峙于西；幕阜山．九岭山：

武功山‘万洋山等呈断裂延伸带亘于东；。古为“三苗之国开．
本为荆臻狂莽之地，。鲜与外通。，自宗周初期，÷楚先人●筚

路蓝终#以启山林骨；向南拓展开发：由荆而及湘，水陆交

通遂于中原相连。j春秋战国时期'_一楚国用战争手段吞并了

许多小国，并“开濮霄(百濮)、。平越骨(百越)，使楚国的

疆域罅南卷沅．湘．北绕颍0泅，西包巴蜀，东裹郏、’淮竹，

其所灭糜、7罗：‘郧，‘巴：·呻，许，贰、轸、庸等11国的遗民i，

‘或全部或支部或部分地迁徙干湖南四书流域进行开发，道

、路交通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融合而发展，农业，手工
。

业和商业渐旋兴起，以长陟为中·≮的南楚经济区因之形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以五十万人攻略岭南的百越卜主要取

： 道湖南，、通过筑驿道，：开灵渠，-历时八年完成中国历史上

V．的二次大移民i1湘桂走廊t和“湘粤水道开由此开通，对

．后世的南北交易和海外贸易产生深远影响。自汉厦清，在

，各代的脚鼎革·与治乱r中，、湖南交通时而、“铁蹄腾驿路之‘
烟。，。铃足计邮亭之日j'-迅疾无前，不掩晷刻开，_湘州大稿，

乘血鼓浪；：波似箭，j呜催樯，转输牛天下靠，时而，道路荆

棘，。‘伏莽四兴开，：簟湖湘之上凡无片．帆骨管*表起伏．曲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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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既反射着不同王朝政治，经济的折光，也显示出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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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质的嬗变，外国资本主史的侵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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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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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9-,-,1989的40年中，经过恢复、也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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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直述、

城乡相通、．辐射全国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形成一个以

铁路尚骨干、公路为主体，四水一湖为通道、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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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成古今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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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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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历史的发展与否定，未来是现实的继续，也

是现实的发展与否定，过去——现在——未末是一个前后

连贯的人的实践过程，今天的现实既包含着历史的“基因挣，

也孕育着未来的茅蘖，所以人们总是要立足现实来考察历

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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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毹通过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盛表兴替的史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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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斗，并不只是单纯地g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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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各地。．市交通局的领导和有关同志^’通过多年的

努力j编纂成功分辖区的交通志，：并决定分册出版，组成

丛书。一线期奎方位、庶角度、rr多．层次的反映出湖南交通发

展的历史进程h使令人和后继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叉现代化实践中，：有继承、。有扬弃，’有开创‘有发展#。。

取得新的更太的成就；。值兹丛书分册付印之际，谨序“

。：‘，毫．V。：。：j．+．．‘j：’

’j i—i．。一一j：j：。，“；

1，五陆德品?1：。
。 ， 年 月l辟．。．d1991 3

■



。 ?}

^ 』 一

·一序
～ ’

．，‘怀化地区交通志》据正史，，采叙述P言简意赅地记载 。．

了怀化地区交通发展史a『。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资料翔 ，，

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善，．。文采质朴。这对于了解和探讨

怀化地区交通开发与建设，进一步发展山区交通事业；，促·

进经济建设都是极其有益的。 。：、。jj：?i：一j 1，：j

怀化地处湖南西南边陲，湘黔丘陵腹地，北枕武陵山，

南抵五岭山，东倚雪峰山，西承云责高原，地势险要，战

略地位重要，交通便利，古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一之

称，皇五溪通衢’’之誉，是湘、黔、川，桂毗邻地区的物资

集散地，水陆交通之枢纽。但由于怀化处地偏僻，环境恶 ，

劣，新中国建立前，被历代官府视为穷乡僻壤，“南蛮之

地”，拓发不至，加上几百年的匪惠影响，交通闭塞，物资 一

运输奎靠肩挑背负，长期处于民不聊生的困境之中。新中

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奎区各族

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山区，根治贫穷，国民经

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交通运输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

湘黔，枝柳两大铁路干线在怀化市交会，纵横贯穿十一个

县市，公路四通八达，沅水畅通无阻。昔日的穷乡僻壤，

如今已发展成为经济初步繁荣，科学文化和交通比较发达

的开放开发经济试验区。《怀化地区交通志》是集思广益，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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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手成志的顾果d这部集区域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1

性于一书，并兵行业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专著，为子孙后代·

留下了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的宝贵历史遗产，是

蝙纂者们对怀化地区变通亨单的一大贡献。特赋诗赞之：

志书一卷留后人，裨益不亚古圣经。借鉴经典创新业，交

通发达百业兴。 二．

．7 ．～
。

．：_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h大干“四化’’，振兴中华，山区

岳崛起，怀化要腾飞，交通大发展的蛊世之年，《怀化交通
”

志)一书的出版，t_不仅有益于全区交通事业的发展，而且对

·‘全区工业廿邮电-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也
。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 、 。。

．。：⋯：：J
V- “审． 一j．

戴伦喜’一：

一九九一年三月
t～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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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怀化地区交通志》是．一部统合古今的经济专业

志，上起远古，下连1987年。具体事项记载止于1989年．

二：。本志记事d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目

亨而异地溯本求源骨的原则，如实反映怀化地区交通事业

的历史和现状。 ． ‘．

·

三、本志记述地域，以怀化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为主‘

即包括沅陵、辰溪、淑浦、新晃、芷江、麻阳、怀化，黔阳、

洪江、会同、靖州、通道等12个县市．

四、本志按交通门类横分竖写。横分门类以囊括史实，

纵向记述以统合古今，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时类并举。

奎志分编、章、节、日、子目5,1'-挡次唪

·五、本志分惠、述，记，侍、图、表，。录，以志为主，

图表插行于志书正文，并注明出赴。1 ，

六，本志以语体文记述。 ，

。

七、本志时间表述，一律书写具体时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章前，先书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再括注会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记公元纪年。 ，

八，古代地名律用原称，括注今名。

丸、古今职官和人名，均用时称，直书其名，必要时

在姓名前冠以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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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十，计量一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固法定计量单位。表

示近代、1现代道、桥、运输等，”均采用奢里、朱、厘米、·“

公斤，吨、吨奢里，人公里等，数字均用阿拉伯字。历史

．上的计量单位照录，并括注现夸的计量单位。。 ¨ ，

‘

十一，志书采用页柬注。凡引文和重要内容，数字r
·， +都注明出缝和资料来源。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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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mo竹·P⋯¨”(1)

概述⋯⋯⋯⋯．h．⋯⋯⋯⋯·’⋯⋯⋯⋯⋯⋯⋯⋯⋯⋯o⋯⋯卜《27)

．第一篇铁路⋯⋯⋯⋯⋯⋯⋯⋯⋯⋯⋯⋯⋯⋯⋯．．．⋯叫(31)

第一章铁路建设⋯⋯⋯⋯⋯·⋯⋯⋯⋯⋯⋯⋯⋯巾·t(34)
j 第—·节·路线⋯·⋯⋯⋯⋯⋯⋯⋯⋯⋯⋯⋯⋯⋯⋯?·‘(34)

，- 第二节 桥梁⋯⋯⋯⋯⋯⋯⋯⋯⋯⋯⋯⋯⋯⋯⋯nt(43)

、第三节，隧道⋯··”⋯⋯⋯⋯⋯⋯⋯⋯⋯⋯⋯”⋯⋯·(|45)

， 第四节怀化枢纽⋯⋯⋯⋯⋯⋯⋯⋯⋯⋯⋯¨⋯⋯(49)

第二章铁路运输⋯⋯⋯⋯·⋯⋯⋯⋯⋯·：⋯·小．．．⋯”(S1)

-’第一节 体制⋯⋯⋯⋯⋯⋯⋯⋯⋯⋯⋯⋯：⋯h⋯”(51)

． {第二节车站⋯⋯⋯⋯⋯⋯．．．⋯⋯·_小⋯⋯⋯·i，·：(58)

j，，第三节机车车辆⋯⋯⋯⋯⋯⋯⋯⋯⋯o．．．·．．⋯由”(63)
‘‘ t-第四节．客运⋯⋯⋯⋯⋯⋯⋯⋯⋯⋯⋯⋯”⋯·?·(67>

{-第五节货运+⋯⋯⋯⋯⋯⋯⋯⋯⋯⋯⋯⋯．．?“·”·。(7t)
第二篇公路⋯⋯⋯⋯⋯⋯⋯⋯⋯⋯⋯⋯·?^t．⋯“竹⋯⋯·(75)

第一章，驿道⋯⋯⋯⋯⋯⋯⋯⋯⋯⋯⋯⋯⋯⋯‰‘”(‘78)
，‘。(t第一节路线⋯⋯⋯⋯⋯⋯⋯·_!=．．⋯·n⋯一·t(79)

r 第二节 驿站⋯·-，⋯⋯⋯⋯⋯⋯⋯⋯⋯⋯⋯⋯··’(83)
、’第三节，古桥⋯⋯⋯⋯⋯⋯⋯⋯⋯⋯⋯⋯⋯⋯一(86)
．、。第四节津渡⋯～·一～⋯一⋯⋯⋯⋯⋯⋯⋯⋯”(88)
第二章．公路建设⋯⋯⋯⋯··⋯⋯⋯⋯⋯⋯⋯⋯．．(90)
．、第一节 路线⋯⋯⋯⋯⋯一⋯⋯⋯⋯⋯⋯⋯⋯⋯”(91>

。 t．第二节r桥梁··⋯·一一⋯⋯⋯⋯⋯⋯⋯⋯0⋯⋯；，’．(108>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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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涵洞”····”···⋯·“⋯·⋯⋯⋯⋯⋯⋯⋯⋯⋯(1i8) ，

第四节 隧道⋯⋯⋯⋯⋯⋯⋯⋯⋯⋯⋯⋯⋯⋯⋯⋯(119)

，， 第五节 渡口⋯···⋯：⋯⋯⋯⋯·}·，⋯⋯⋯⋯⋯··”·⋯(1ZO)一j

一第六节 泣费征收·矗⋯⋯⋯⋯⋯⋯⋯⋯⋯⋯⋯⋯⋯(130)

第七节 养护⋯⋯⋯⋯⋯：⋯⋯⋯⋯⋯·j⋯⋯⋯⋯⋯(133)

’第八节‘公路缘化⋯⋯⋯⋯⋯⋯⋯⋯⋯⋯⋯⋯．．．⋯(137)

1：第九节．机构⋯⋯⋯⋯⋯⋯⋯⋯⋯⋯⋯⋯⋯⋯⋯⋯(137)。

．第三章公路运输⋯⋯⋯⋯⋯⋯⋯⋯⋯⋯⋯．．．⋯：⋯”<144)。，

o第一节。体制⋯⋯⋯⋯⋯⋯⋯⋯⋯⋯-·：⋯··：它?⋯⋯。(144)

。 i第二节·丰站t⋯⋯⋯．‘．⋯”一⋯⋯⋯⋯⋯二⋯⋯⋯⋯(148)
‘第三节 车队⋯⋯⋯⋯⋯⋯⋯⋯⋯⋯⋯⋯⋯⋯⋯⋯·(160)

、。第四节·善运⋯⋯⋯⋯⋯⋯⋯⋯o⋯⋯⋯⋯⋯⋯”(i65)
·

‘L第五节．货运一⋯⋯⋯⋯⋯⋯⋯⋯·⋯⋯⋯⋯⋯一一(174)。

、第四章装卸搬运⋯li6·im⋯⋯⋯⋯⋯⋯．．．⋯⋯和⋯⋯。(181)

． ：j第一节体制⋯⋯⋯⋯⋯⋯·．．．⋯⋯⋯⋯⋯⋯⋯⋯⋯(182)

．．’t第二节t城镇一(港口)装卸搬运⋯⋯⋯⋯”⋯⋯⋯·(184)

．，‘：第三节铁路装卸-⋯⋯⋯⋯⋯⋯⋯⋯⋯⋯⋯一⋯⋯(t86)：

J．第三篇．水路⋯⋯⋯⋯⋯⋯⋯⋯-j⋯·一!⋯⋯·-：⋯⋯·一(193)
’‘一第一章r航道⋯⋯·一一⋯·一⋯⋯·⋯⋯⋯“⋯⋯j：⋯⋯r(i94)

t‘+第一节r通航河流⋯⋯⋯⋯⋯⋯⋯⋯⋯⋯⋯i⋯⋯．．．(194)．=

+‘：。第二节一航道整治⋯⋯⋯⋯⋯⋯⋯⋯⋯一⋯⋯一。(20喜)
f·，第三节-航道设施一～⋯⋯～⋯⋯⋯⋯一⋯一⋯(217) “

， 一，第四节 机构⋯⋯⋯⋯⋯⋯—?⋯⋯“⋯⋯⋯(220)
’第=章水路运输⋯⋯一⋯一⋯⋯⋯⋯⋯⋯⋯．．．(222)·．，、第一节t沿革⋯⋯⋯?⋯⋯·⋯⋯⋯⋯-，·，·⋯-”‘(2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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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第二节·港口。⋯⋯—叶一⋯⋯⋯·一⋯⋯⋯⋯⋯⋯‘(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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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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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盎业⋯⋯⋯⋯⋯⋯⋯⋯⋯⋯⋯⋯⋯⋯·(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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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机械修制．．．⋯．．，⋯⋯⋯⋯⋯⋯-．．．·4 4-U·?一．(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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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科技⋯⋯⋯⋯⋯⋯⋯⋯⋯．，-⋯”—⋯⋯·”一．【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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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料技成果⋯⋯⋯⋯⋯⋯⋯⋯⋯⋯⋯⋯⋯⋯(277)

第三节 交通量调圭⋯⋯⋯⋯⋯⋯⋯⋯⋯⋯⋯⋯⋯(280)

‘第六麓交通蕾理⋯⋯⋯⋯⋯⋯⋯⋯⋯⋯⋯⋯⋯o⋯⋯(281)
。

第一章行政管理机构一⋯⋯⋯⋯⋯⋯⋯⋯⋯⋯⋯⋯(z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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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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