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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古代部分

(远古——1840年)

第一章 秦皇岛市及其沿海港湾概述⋯⋯⋯⋯⋯⋯：二：：⋯⋯o⋯l

第一节地理位置与沿海港湾的自然形成⋯⋯⋯··：⋯⋯⋯⋯1
一地理位置及海、陆交通地位⋯⋯⋯⋯⋯⋯⋯⋯⋯⋯⋯⋯⋯⋯⋯⋯l

=沿海地质、地貌概势⋯⋯⋯⋯⋯⋯⋯⋯．⋯⋯⋯⋯⋯⋯⋯⋯⋯⋯⋯4

三全新世沿海原始港湾的形成⋯⋯⋯⋯⋯⋯⋯⋯⋯⋯⋯⋯⋯⋯⋯10

四沿海近源河流的分布⋯⋯⋯⋯⋯⋯⋯⋯⋯⋯⋯⋯⋯⋯⋯⋯⋯⋯16

第二节原始社会秦皇岛沿海地带的人类早期活动⋯⋯．．一⋯18
，一旧石器时代秦皇岛沿海地带人类活动的遗迹⋯⋯：．．⋯⋯⋯蔓⋯·18

=新石器时代秦皇岛沿海地带人类活动更加广泛⋯一⋯一“一事一19
， 三龙山文化对秦皇岛沿海地带的影响⋯⋯⋯⋯⋯：⋯．，．⋯⋯⋯⋯．．2l

第三节秦皇岛自然港湾的形成及其特点⋯⋯⋯吖··铲⋯w··24

第二章先秦时期秦皇岛沿海早期航海活动及碣石海港．⋯m⋯27

第一节商周时代古孤竹国沿海早期航海活动⋯⋯⋯⋯·矗⋯27

一孤竹沿海地区水陆交通的发展及早期海上活动一’⋯⋯⋯⋯⋯⋯·27

。 二西周时期水上交通发展对孤竹沿海的影响，-r·o o“．⋯⋯-^⋯一y29

第二节春秋战国时代燕国通海门户——碣石海港·‘⋯⋯⋯30
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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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碣石与碣石海碴⋯⋯⋯⋯⋯⋯⋯⋯⋯⋯⋯⋯⋯⋯⋯⋯⋯⋯⋯一33

三燕闯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碣石海港岁∈起⋯⋯一⋯⋯⋯⋯⋯⋯⋯⋯36

第三章秦汉至宋元时期碣石地域的港口发展⋯⋯⋯⋯⋯⋯⋯40

第一节秦汉时期偈石地域与碣石海港的发展⋯⋯⋯⋯⋯⋯41
一 柰始皇东巡郡县活动对碣石海港发展的促进作用⋯⋯～?⋯⋯⋯41

二汉代临渝碣石海港的发展⋯⋯⋯⋯⋯⋯⋯⋯⋯⋯⋯⋯⋯⋯⋯⋯45

三魏武帝营操f“征乌丸及对碣石海港的利用⋯⋯⋯⋯⋯⋯⋯⋯⋯50

，第二节东晋十六国时期碣石海港的重大发展⋯⋯+⋯⋯⋯⋯53

一后赵海上军事运输⋯⋯⋯⋯⋯⋯⋯⋯⋯⋯⋯⋯⋯⋯⋯⋯⋯⋯⋯53

二北燕的海上交通与碣石海上移民迁徙活动⋯⋯⋯⋯⋯⋯⋯⋯⋯57

第三节 隋唐时期碣石海港在军事运输上的重要作用⋯⋯⋯59

一隋炀帝大举用兵高丽，沿海港口军运繁忙⋯⋯⋯⋯⋯⋯⋯⋯⋯⋯59

二唐代在秦皇岛沿海地带的海运事业⋯⋯⋯⋯⋯⋯⋯⋯⋯⋯⋯⋯62

第四节宋元时期秦皇岛沿海港口的衰落与复苏⋯⋯⋯⋯⋯69

一乎滦地区成为辽土后沿海港口肖条⋯⋯⋯⋯⋯⋯⋯⋯⋯⋯⋯⋯69

=金灭辽后南北海上交通中断⋯⋯⋯⋯⋯⋯⋯⋯⋯⋯⋯⋯⋯⋯⋯71

三元代海运兴起后豢皇岛沿海港口开始复苏⋯⋯⋯⋯⋯⋯⋯⋯⋯72

第四章 明清时期山海关码头庄港兴起及秦皇岛港湾开

发利用⋯⋯⋯⋯⋯⋯⋯⋯⋯⋯⋯⋯⋯⋯⋯⋯⋯⋯⋯⋯80

第一节 明初码头庄港兴起及秦皇岛沿海港口复兴⋯⋯⋯⋯80

一秦皇岛沿海港LJ的复必⋯⋯⋯⋯⋯⋯⋯⋯⋯⋯⋯⋯⋯⋯⋯⋯⋯8l

=山海设卫建关后军事地位的加强⋯⋯⋯⋯⋯⋯⋯⋯⋯⋯⋯⋯⋯83

兰徐达开设山海关码头庄港⋯⋯_⋯⋯⋯⋯⋯⋯⋯⋯⋯⋯⋯⋯⋯88

第二节明代末期秦皇岛沿海港口繁荣发展及海运厅

的设立⋯⋯⋯⋯⋯⋯⋯⋯⋯⋯⋯⋯⋯⋯⋯⋯⋯⋯⋯9I

一重兵据守LJl海关对码头庄港恢复发展的促进⋯⋯⋯⋯⋯⋯⋯⋯92

。互沿海主要港口及码头庄港的疏浚促进海运兴旺⋯⋯⋯⋯⋯·¨··94

兰增设海运管理机构⋯⋯⋯⋯⋯⋯一⋯⋯⋯⋯⋯⋯⋯⋯⋯⋯Ⅵ⋯96

四沿海港口海运航线的开辟?⋯⋯⋯⋯⋯⋯⋯⋯⋯⋯⋯⋯⋯⋯·-100

第三节清代沿海港口商业运输的发展⋯⋯⋯⋯“⋯⋯⋯103
一清初禁海对沿海港口发展的影响⋯．．．⋯⋯⋯⋯⋯⋯⋯⋯⋯。·103

=沿海港口转向商业运输⋯⋯⋯⋯⋯⋯⋯⋯⋯⋯⋯⋯⋯⋯⋯⋯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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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十九世纪末清朝政府开辟秦皇岛通商口岸、．～．，

，(1sa0 1900年)⋯一⋯⋯⋯⋯⋯⋯⋯⋯⋯⋯j?_⋯·120，．

第一节鸦片战争后秦皇岛的港湾形势⋯⋯⋯⋯⋯⋯⋯⋯121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对秦皇岛港湾形势的影响．．⋯⋯⋯m⋯⋯⋯·12l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港湾形势恶化。⋯⋯·“二⋯⋯⋯⋯⋯⋯⋯⋯··123

三鸦片战争时期的港口贸易⋯⋯⋯⋯⋯⋯⋯⋯⋯⋯⋯⋯⋯⋯“·125

第二节。秦皇岛港湾腹地近代工业的兴起⋯⋯⋯⋯⋯⋯⋯127

一唐山开平煤矿的兴办⋯⋯⋯⋯⋯⋯⋯⋯⋯⋯⋯⋯⋯⋯⋯⋯⋯128

二港湾腹地资源与矿业⋯⋯⋯⋯⋯⋯⋯⋯⋯⋯⋯⋯⋯⋯⋯⋯⋯130。

三唐榆铁路的修筑⋯⋯⋯⋯⋯⋯⋯⋯⋯⋯．-⋯⋯⋯⋯⋯⋯⋯⋯·13]

第三节清朝政府决定开辟秦皇岛港⋯⋯⋯⋯⋯⋯⋯⋯o 134

一清朝政府筹议开港缘由⋯⋯⋯⋯⋯⋯⋯⋯⋯⋯⋯⋯⋯⋯⋯⋯134

二港址勘察初选及轮船靠泊试航成功⋯⋯⋯⋯⋯⋯⋯⋯⋯⋯⋯137

三码头最后勘定及工程方案⋯⋯⋯⋯⋯一：⋯⋯⋯⋯一⋯一：⋯⋯139

四 自开通商口岸的宣布与备案⋯⋯⋯⋯⋯⋯⋯⋯⋯⋯⋯⋯⋯⋯141．

笫四节开平矿务局与秦皇岛港隶属关系及中国政府2

．j 维护通商地界主权斗争⋯⋯⋯⋯．．．⋯⋯⋯⋯⋯⋯14：4

，一开乎矿务局垫款购买土地取得代理秦皇岛地亩权益⋯⋯⋯⋯145，

二中国政府维护港口通商地界主权的斗争⋯⋯⋯⋯⋯⋯⋯⋯⋯。14：6

三开乎矿务局张翼与秦皇岛地亩问题⋯⋯⋯⋯⋯⋯⋯⋯⋯⋯⋯147
。

第五节秦皇岛港开埠后的初期发展⋯⋯··：_⋯⋯⋯⋯⋯150
‘

一防波堤码头初期工程⋯一⋯⋯_⋯⋯⋯⋯⋯⋯⋯⋯⋯⋯”j⋯150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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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初期管理机构的设置⋯⋯⋯⋯⋯⋯⋯⋯⋯⋯．．：⋯⋯⋯⋯153

三初开口岸时期港口资产价值及航运收入⋯⋯⋯⋯⋯一⋯；⋯⋯155

：第六章庚子至辛亥年问英国骗占秦皇岛港
’

(1901--1912年)⋯⋯⋯⋯⋯⋯⋯““⋯⋯⋯⋯“⋯⋯162

第一节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及对秦皇岛港的控制⋯⋯⋯163

一帝国主义势力渗入港口及义和团的反帝斗争⋯⋯⋯⋯⋯⋯⋯163

=帝国主义列强在秦皇岛沿海港湾地区的争夺⋯⋯⋯⋯⋯⋯⋯169

三秦皇岛港随着开平矿务局的4出卖”开始沦入英国手中⋯⋯⋯174

第二节收回开平煤矿和港口主权的斗争失败，英国

加紧控制港口和开滦⋯⋯⋯⋯⋯⋯⋯⋯⋯⋯⋯⋯18l

一。龙旗事件’⋯⋯⋯⋯⋯⋯⋯⋯⋯⋯⋯⋯⋯⋯⋯⋯⋯⋯⋯⋯⋯181

二袁世凯参奏张翼的活动⋯⋯⋯⋯⋯⋯⋯⋯⋯⋯⋯⋯⋯⋯⋯··182

三张翼赴英控告墨林及“胜诉。背后荚人导演的丑剧⋯⋯⋯⋯⋯184

四成立q匕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以图。收开”⋯⋯⋯⋯⋯⋯⋯⋯185

五开滦联合后英国继续控制秦皇岛港⋯⋯⋯⋯⋯⋯⋯⋯⋯⋯⋯189

第七章清末至民国初期英国扩建港口及其早年经营⋯⋯⋯】93

第一节港口建设初具规模⋯⋯⋯⋯⋯⋯⋯⋯⋯⋯⋯⋯⋯193

一历年码头工程发展概况⋯⋯⋯⋯⋯⋯⋯⋯⋯⋯⋯⋯⋯⋯⋯“193

二港口靠泊能力及航道水深⋯⋯⋯⋯⋯⋯⋯⋯⋯⋯⋯⋯。⋯⋯·198

三第三栈桥码头设计方案的提出和未能实现的原因⋯⋯⋯⋯⋯201

四港内库场与铁路建设⋯⋯⋯⋯⋯⋯⋯⋯⋯⋯⋯⋯⋯⋯⋯⋯⋯203。

五港口其它设施的配备⋯·e r．b 0⋯⋯⋯⋯⋯⋯⋯⋯⋯⋯⋯⋯⋯一207

六港口发展促进市区韵形成⋯⋯⋯⋯⋯⋯⋯⋯⋯⋯⋯⋯⋯⋯⋯2n

第二节 经营南非瑶契约华工。及对港口发展的刺激作

用⋯⋯⋯⋯⋯⋯⋯⋯⋯⋯⋯⋯⋯⋯⋯⋯··⋯⋯⋯·214

一“契约华工。输出背景⋯⋯⋯⋯⋯⋯⋯⋯⋯⋯⋯⋯⋯⋯⋯⋯⋯214

二输出华工的概况⋯⋯⋯⋯⋯⋯⋯⋯⋯⋯⋯⋯⋯⋯⋯⋯⋯⋯⋯217

三经营南非华工对秦皇岛口岸的影响．．⋯⋯⋯⋯⋯⋯⋯⋯⋯⋯·220

第八章开滦矿务总局成立后的港口生产及罢工浪潮

(1912--1925年)⋯⋯⋯_⋯⋯⋯⋯⋯⋯⋯⋯⋯⋯⋯．'223

第一节港口装卸运输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一一．．一⋯⋯⋯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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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运史》丛书

．总 ‘序．，心 ，丁’

。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屹立于世，已经有五千年的

，历史。中国的水运史，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文

明史的形成和发展，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中国发展水运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大陆海岸线长一万八千

多公里，河流五万多条。总长四十二万多公里，有大小湖泊九百多

／卜，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兼有大陆和海洋特征的广袤

的国土上，利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展水运。

中国水运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在天然

河流上广泛使用独木舟和排筏。在浙江省河姆渡出土的木桨，证明

在距今七千多年前，我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已使用桨推进航海工具

出海渔猎。春秋战国时期，水上运输已十分频繁。到了汉代，我国已

有坚固的船舶，并已使用风帆和平衡舵，凭借季节风，远航到日本、

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宋代已将指南针用予航海，这是我国古

代航海技术上一项重大发明，一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重大影

响。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是我国当时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繁盛的见

证。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组建了二百多艘海船，两万多人的庞大

船队，历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使

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走上鼎盛时期。? 。

’

一o：，
。

．； 我国港口的发展，在历史上有过光辉的篇章，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燕国东部渤海沿岸即出现碣石港，以后发展为今天的秦皇岛

港。汉代的广州港以及徐闻合浦港，已与国外有频繁的海上通商活

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是宋代四大海港。元代曾来我。

。周游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称：泉州港“为世界／一
i 。j一。j?“。·j丁



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唯一的最大港。”长}￡沿岸的扬州港，兼有

海、河港口的性质，唐朝已是相当发达的国际贸易港了，当时大食、

t波斯的航商侨居者有数千人之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

扬州。”可见当时的扬州是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之地。

我国内河航运的发展，与我国文观史更有着密切的联系。黄

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蓝，古时很多王朝建都于黄河之滨，其重

要因素之一，疑由于可以利用黄河水运。长江水系，水资源丰富，有

灌溉和舟楫之利，历来是我国繁荣富庶之地。我国运河建设的光辉

历史，是举世公认的。南北大运河，最早起于春秋末期吴国开挖邗

沟，以后经过隋、元两朝大规模的扩建和连接，最后形成一条纵贯

南：{匕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大运河。这条运河无论从工程规模和

建筑水平上看，在世界古代水运工程史上都是罕与伦比的。

近代中国水运史，是一部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的历

史。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沿海海关和港口完

全受外国人所控制，内河航行权丧失殆尽。中国海上和内河的广大

水域，竟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天下!中国水运事业，在压迫下求生存，

在反抗中求发展。1873年1月，成立了轮船招商局。民族资本主义的

轮船业也随之逐渐兴起，先后成立了若干海上和内河航运公司，他

们在近代水运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总的看来，水运

事业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水运技术有所进步，但步履蹒跚。近代

水运事业，孕育了中同最早的产业工人之一的海员，他们是推动近

代水运事业发展的动力，他们的反抗斗争，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

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

建国以后的现代水运史，是最辉煌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伟大祖国已恢复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

．步，各项事业的兴旺，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水运事业，取得了过

去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伟大成就。远洋运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现在已建设成了一支包括具有各种船型的远洋船队。沿海和内河

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港口和专业化的深水泊位，以及与港、航

相配套的各种设施：集疏运系统、修造船工业、航务工程，通信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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