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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唐代诗人李白的千古绝唱，

展示了宜昌“出三峡之奇观，览平川之开阔”的“JiI鄂咽喉”、

“西南门户”的自然地理环境。宜昌上接巴蜀，下引剂襄，南邻

湘桂，北达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和鄂西南物资集散中心。

但是，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制度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

度对生产力的束缚，加之地势险峻，江河凶险，自古交通闭塞。

近代航运兴起后，长江航运权被帝国主义列强及买办势力所控

制，加上战乱频频，灾荒连年，造成航道淤塞，港口萧条。直到

宜昌解放初期，唯一通往外地的汉宜公路支离破碎，时通时阻。

几千年来的交通运输只能凭借简陋的舟楫和人畜力车等原始工具

来完成。交通运输的落后，制约了宜昌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宜昌交通

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连接东西的黄金水道长江和贯通南

北的焦柳铁路交汇于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为进一

步改善川江航道创造了条件；连接城乡的干支公路四通八达；民

用航空迅速发展；交通设施日趋完备；管理体制日臻完善；初步

形成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新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丰

富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宜昌交通将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发挥更大的“先行

官”作用。

1995年，我调到宜昌市交通委员会工作，时值<宜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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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志》再度起步编纂。从80年代初以来，原宜昌地区交通局、

原宜昌市交通局和地市合并后的宜昌市交通局各届领导十分重视

交通志史编纂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各县(市)都先后

出版或编印了交通专志，地区水运志和地区公路史亦陆续出版。

为了力求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宜昌地区交通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的全貌，并反映其发展的规律，市交委十分重视此项工作，下

决心完成省交通厅布置的《宜昌地区交通志》的编纂任务。

以志为鉴，自古皆然。本志记述了起自1840年(部分史料

追述春秋战国时代以前)，截至1992年3月宜昌地市合并前1．50

余年的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展示宜昌地区人民世世代代为发

展交通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展示建国以来宜昌地区交通战线广大

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锐意改革的光辉业绩。负责本志编纂

的全体工作人员，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以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为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广征博采，循序渐

进，刻苦钻研，勇于探索，经历近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

这部内容较为丰富、体例较为完备、资料较为翔实的志书，是可

喜可贺的。这不仅为我们了解宜昌交通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翔实

的资料，而且为总结建国以来，宜昌交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交通事业发

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借鉴，为领导者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这

些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志书中所记载的，无论是建国前为宜昌交

通艰难行进奋斗过的志士仁人，还是建国后为宜昌交通事业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创业者，其生动事迹都

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本志由于记事年代跨度之长，包罗内容之广，为历代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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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专志所未见，更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散失、损毁颇

多，各门类的记述难免有缺漏，尚有待于今后之修正。在此成书

之际。我谨向为《宜昌地区交通志>的编纂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同

志们表示谢忱。向热心支持和指导本志编纂的有关部门、单位和

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宜昌地区交通志>出版，正值宜昌现代交通迈向新世纪之

际，我们谨以这本书奉献给为宜昌交通谱写壮丽篇章的交通战线

广大干部和职工，奉献给为支持、关注宜昌交通事业发展的广大

读者。

宜昌市交通委员会主任 力《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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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历来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湖北五千余年

文明史中的每一进程，无不凝聚着先民开拓交通的聪明

才智，无不反映出交通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

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江汉平原的氏族部落就开

始了交通。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激沮漳水为泽，南通长

江，北循杨水达汉江。尔后逐步开拓形成以郢为中心的

车马大道，通达四方诸侯国。到隋唐时期，连接江陵、

襄阳、江夏的三角形骨架驿道干线通州连郡，加上同长

江、汉江相连的千余条河湖组成的漕运网，对促进南方

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清末民初，省内兴起轮船和

汽车运输业，不仅引起湖北交通质的飞跃，而且也促进

了境内经济的发展。抗战期间民众齐心修筑的巴柯人行

道，曾为保障湖北战时交通，夺取抗战胜利起了很大的

作用。

然而，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制度和近代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制度对社会力的束缚，湖北交通虽有所进步，

但步履蹒跚，交通事业虽有所发展，但曲折艰难。到、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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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湖北航运码头仍然多数处于原始状态。公路虽

曾修建过六千余公里，但大多数是标准极低的土路，桥

梁多是木桥或临时便桥，且因长期失修和屡遭战争破

坏，全省解放时能通行汽车的公路不足一千公里。全省

地方交通仅有轮驳船34艘、1246吨位，营运汽车除私

营商车约七百辆外公营汽车仅57辆。运输仍然依赖木帆

船和人畜力车等原始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湖北工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交通事业也相应得以较快地

发展。一些群山壁立、陋桥断浦的偏僻地区，建了条条

盘山公路，架起座座永久性桥梁。昔日西风瘦马、孤帆

萧索的古道野水，成了车如流水、轮笛千里的运输干

线。至1989年，全省已有公路47335公里，通航里程

8952公里(含境内长江通航里程1053公里)o同1949年

比，地方航业轮驳船吨位增长593倍，营运汽车数量增

长17倍，客货周转量分别增长1140和120倍。公路养

护、航道整治、桥渡建设、交通工业等方面都有迅速的

发展。全省已逐步形成以武汉、襄樊、宜昌大三角经济

区为中心，以76条干线公路和长江、汉江为主干的水陆

运输网o

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境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建设。不少长期封闭的贫困山区，修通公路后加速了

同外界的交往，走上致富之路。无数乡镇企业凭借交通

之便，扩大物资交流，得以蓬勃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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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交通事业在促进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增进文化交流、巩固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越来越

被人们所认识，渴望了解湖北交通，为建设湖北交通作

奉献的人也越来越多。为此，我们依靠全省交通职工，

组织省公路局、运管局、航务局和各地市州交通局，共

同编纂出版湖北交通志丛书。旨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通过翔实的资料，合理的编排，全面客观地记述

湖北公路、水路运输和各地市州交通的历史和现状。向

热心于研究湖北交通的各界朋友提供比较系统的历史资

料，以促进交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服务。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湖北几千年交通史，是众

多先驱和劳动人民所造就的。我们这套丛书，力求如实

记录湖北人民筚露篮缕、披荆斩棘开拓交通的光辉业

绩，以弘扬先辈美德。希望全省交通战线职工都学习、

了解和研究湖北交通的历史，从中寻求发展湖北交通的

客观规律，吸取爱国主义的可贵教益，激发热爱湖北交

通、建设湖北交通的志趣情怀，为振兴湖北交通事业而

百倍努力工作，谱写出更加灿烂的湖北交通新篇章。

湖北省交通厅史志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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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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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昌地区交通志》属地方交通专业志。本志按宜昌地

区行政区划记述本系统交通设施、运输生产、行业管理、科技教

育、交通工业等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是

的原则。

三、本志上限断于1840年，下迄1992年3月。少数事项根

据具体情况上溯和下延。

四、本志主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志首加《概

述》。

五、本志采用分类系事，事以类从，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

方法设置篇目。按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

六、为顾及事物的属性及事物发展的脉络，涉及到本地区的

铁路、航空、管道等运输方式，本志在《概述》、《大事记>中作

简要记述，不另设篇章。

七、1987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宜都县，设立枝城

市。1998年12月复名为宜都市。为顾及地名的统一及便于阅读，

本志仍采用“宜都市”称谓。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行文规则编写。

九、历史纪年：以时为序，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加注朝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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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1949年10

月1日为界)。

十、各历史朝代不同的度量沿用旧称，必要时在括号内加

注，近、现代度量均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制定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

+一、本志资料以政府文档、史籍为主，主要参考资料辑于

附录。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资料为准，也参照地方交通部

门、长航宜昌港务局、枝城港务局等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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