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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运史丛书

总序

中国，作为一个持大的文明古嚣，庭主立于世，已经有五千年

的历史。中国的东运史，是中国文晓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苦中

自文明史的影成和发展，曾经产生过旦大的#用。

中国发展水运的自然条件，十分侥走盘。大陆海岸线长一万八

千多公里，河流五万多条，恙长四十二万多公里，有大小期?由九

百多个。我知的捏先在提早以前，就在这块兼有大陆和海洋特缸

的广袤的国土上，手苦用f龙在的自然条件发展水运9

中国水运发展的历史，摞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在天

熬捋蔬上广泛使用强本舟和捶绕。在窜江省窝蜂蜜也土的木桨，

证明在距今七千多年前，我自东南沿海的渔民已使后桨推进敲海

工具出海湾.藉。春秩战望时期，本主运输己十分颜繁。到了汉代，

我留已有坚嚣的船蝠，井已使扉风辑程麓，凭借季节鼠，运最到

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各罔。宋代已将指南针渭于航海，这

是我睦古代舷海技术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

着重大影响。泉#1出土的宋代海船，是我国当时与东离)董海上贸

易繁盛的见证。明拐郑和七次F西洋，组建了二百多艘海船，两

万多人的庞大量击队，历读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航海

史上的壮举，使我自古代麓海事业走上鼎盛碍期。

我理港口的发展，在历史上有过光辉的篇章。早在春秩截留

时期，燕国东部渤海沿岸即出现喝石潜，以后发展为今天的秦皇

岛港。汉代的广姆港以及徐阁合稽港，己与雷外有接繁的海上远

离活动。广州、亲捕、拉捕、萌州(今宁波〉是宋代西大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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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曾来我国薛店的摩洛哥族有家伊;卒，按理塔在提ß中毒草=袅

丹i港剧为在荠最大港之 v 实那可云堆一的最大港。"长江沿岸的

t毒蛇港，兼有梅、;可港口的姓，费.藉辍已是桔当发达的雨露资每

撞了，当时大食、波斯的殷商桥民费有数千人之余。‘￡天 F三分明

月夜，二分无赖在茹捕。"可m当时的扬声H是经济繁荣、人文套萃

之埠c

在擅自?可革运揭发展?与我国文境史更有着密切的联系。黄

霄，是中华民族文盐的摇篮，古时强多王辑建都于黄?弩之粟，其

重要菌素之一，是由于可以帮窍冀泻水运。长江水系，本费;犀丰

富，有灌援和舟揭之利，JJj来是我雷繁荣富班之地。我国运河建

设的光辉茄史，是举进公认自号。离北大运泻，最早起于春款末黯

吴国开挖骂街，主i层经过器、元商朝大规攘的扩建和连接每最后

彭成一条捺贯离~t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大运泻。这条运爵王诠

主人工程攘攘军在建幸运水平上，吾，在世界古代水运工程史上都是罕与

命比的。

近代中国水运史，是一部需略和反使路、压迫程反ffi远的历

史。鹊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沿海海关和摄2

完全受外愚人所控棋，内河航行权丧失措尽。中雷海上和内泻的

广大本撮，竟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天 F! 中国水运事业，在压迫于

求生存，在反抗中求发展。 1873 年 1 窍，璋立了轮船招商窍。 泛

接资本主义的轮船盘古涵之逐渐兴起，先焉成立了若干海上手在内

;可能运公司，也都在近代京运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对

黯总的看来，水运事业有萌发展，但发展援憬，本运技术有所进

步，但步肆蹒嚣。近代水运事盘，孕育了中留最早的产业工人之

一的海员，他们是挂功近代7l<.运事.!lk.发展的动力，他妇的反提斗

争，在中商员主主义革命史中占有突出的地娃。

建摆棋盘的理技水运史，是最辉建揭露章。在中吕共产党领

导下，伟大植罢己校望和勃发着青春的嚣力，社会的发展，历史

的进步，各项事盘的兴旺，都是前蔚禾有的。中国的水运事业，

取得了过去任何时期不可比损的伟大成就。远洋运辑从无至4杏，

2 



从小王11大，或在已建成了一支包括具有各种船蟹的一远洋器B人。沿

海和窝窝梧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港且和专盘化的深本油盐，以

及与菇、戴招配套的各替没施:集碟运系统、最远去去了\瓷、最务

工程、通告导航、黯黯检验、救助于7费、就壤环壤探护等，还建

设了具有相当镜摸和水平的水运科研设计就梅、水运院校和出版

部门，韧步草成了→个比较完整的水运体系，并正~比较高的逮

度向现代住远道。

九千年的水运史，是…音在经历盛衰起我的历史c 它是黯着桂

会政?去形势的变花商变佳，蹲着经济菌素的需长雨消长的，商接

结!荒，是受着社会生产力的撞动租摇约鹤。强现中嚣水运史，虽

然经过许多曲折，走过不少弯路，捏成就始费是主流。对历史上

的成败得矢，应该接黑历史壁挂告主义和辨证法的费点，透过反寰

的茄史费象，认识历史事物的本囊，从中革结正反湾方面的鼓验，

鉴古如今，吉为今题。

人员，只有人窍，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几千年的京运

史，是众多的先疆者和劳骂老λ民走过程苦奋斗制造的历史e 从古

代到中世坛，众多的航海者，远苦苦海洋，JJi尽灌辛，航行在中留

沿海自及通向蓝非的兢线上，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海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G 黯朝开运泻.参黯运湾施工的民工上百万人，死者不

计其数，运泻的建成，是无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品，历史上替自

混过许多名垂青史的最海家、水运事业的建设者。如秦代的史撮，

三理时的互温，晋代的王播、菁、嚣，唐钱的文u晏、李是人，元代

的郭守敬、朱清、张毒，晓代的郑和、骂成功，清代的勒辘、徐

窍，民嚣爵的卢作孚等。建国踪后，为水运事!I主献身并撤出杰出

贡献的，更不胜较举。插入理苦锚盘的精神，撞得我们崇敬，最

得我如学习。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进行爱因主义教育的好替科。对历史上

先藏者的摇动，文才祖先留下来的先辉业绩，深入选任研究租发穗，

大jJ部泣宣传，使人民知之愈深，对伟大祖国就会爱之盘切。我

嚣从古至今的水运发展史上，有许多工程上的奇迹，运输上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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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现在已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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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水泊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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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导航、船舶检验、救助打捞、航域环境保护等，还建

设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水运科研设计机构、水运院校和出版

部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水运体系，并正以比较高的速

度向现代化迈进。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一部经历盛衰起伏的历史。 它是随着社

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经济因素的消长而消长的，归根

结底，是受着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和制约的。 纵观中国水运史， 虽

然经过许多曲折，走过不少弯路，但成就始终是主流。 对历史上

的成败得失， 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观点，透过反复

的历史现象，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鉴古知今，古为今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几千年的水运

史，是众多的先驱者和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创造的历史。从古

代到中世纪，众多的航海者，远涉海洋，历尽艰辛， 航行在中国

沿海以及通向亚非的航线上，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隋朝开运河，参加运问施工的民工上百万人，死者不

计其数，运河的建成，是无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历史上曾出

现过许多名垂青史的航海家、水运事业的建设者。 如秦代的史禄，

三国时的卫温，晋代的王棒、孙恩，唐代的刘晏、李处人，元代

的郭守敬、朱清、张道，明代的郑和、郑成功，清代的勒辅、徐

寿，民国时的卢作孚等。 建国以后，为水运事业献身并做出杰出

贡献的，更不胜枚举。 前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崇敬，值

得我们学习。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 对历史上

先驱者的活动，对祖先留下来的光辉业绩，深入进行研究和发掘，

大力加以宣传，使人民知之愈深，对伟大祖国就会爱之愈切。 我

国从古至今的水运发展史上，有许多工程上的奇迹， 运输上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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