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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与—上一
月IJ 吾

莆田县第一都《莆田县交通志》，在中共莆田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悉心指导

下，在县交通局领导和编写人员共同努力下，经过。十月怀

胎”，终于一朝问世。这是莆田县交通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莆田地处福建沿海中部。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天成，

地灵人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称。莆田人民在创造

光辉灿烂业绩的同时，以筚路蓝缕的精神开发交通事业，建立

了丰功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发展经济，巩固国

防，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倚重交通建设，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临海筑堤，公办民助，民工建勤，初步实现水陆交通网络

化．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商品经

济迅猛发展，群策群力办交通的形势方兴未艾，莆田的交通事

业建设正迈向鼎盛时期．

<莆田县交通志》记述了莆田县交通发展的历史，纵横上

下逾千年，反映了本县交通建设全貌，既记载了莆田县交通事

业的伟绩，又宏扬了莆田人民战天斗地的团结、奉献、求实、创

新的精神，是后人借鉴历史．激励人们承前启后再创伟业的乡

土教材。

《莆田县交通志》在编写过程中，资料收集力求翔实，体例

按照志书的要求，纲目力求简明扼要，叙述力求言简意赅，有

一定的可读性．它是莆田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囿于首次组织编写这部庞大的文字系统工程，资料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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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时间紧迫，以及编写人员水平有限

谒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期再版哆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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鬈莆田县交通志》的编写成功，是莆田交通史上，也是莆田

方志史上的一件喜事。

全书分为概述、大事记和陆路、陆路运输、海港、河港、水

路运输、交通工业、交通管理、人物传、附录等9章24节，共

28万字，并附有图、表、录．以文字记述为主，以图表录为辅，

纲目设计基本符合志书体例要求。其中陆路中的路桥，陆运中

的机动车运输，水路中的港口，水运中的海运、内河运输，交通

管理中的运价管理等是重点篇章，从中可以了解莆田县交通

事业兴废盛衰的历史变化．其断限，上自事物发端始，下至

1990年底止。 ，

人类生活离不开交通，交通事业的发展，从行的角度看，

标志着人类文明生活的提高与进步。莆田县交通史．是莆田人

民发展史的一部分。从步行，肩挑、车载、马驮、船运的人畜力

运输，到汽船、汽车等的机械动力运输；从石板桥、木板桥到钢

筋水泥桥，从渡口、简陋小港，到“全国少有，世界不多”的秀屿

港及现代化港口，不断发展。《莆田县交通志》较全面记述了莆

田县交通发展的历史，但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有待后人评说补

正．序以留念。

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黄金松
。

199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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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记述

莆田县交通运输的历史和现状．本志共分9章．以文字为主，

以图表录为辅。 。

二、本志编写原则，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要略次．时间

断限，上自事物发端始，下至1990年底止。着重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以第三人称编写，各个时期的政权机构、官职、党

派、地名、人名等都以当时名称为准，使用古地名，括注今地

名。如名称过长，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第二次出现时用简称。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3年10月确定的莆田县

辖区为准，但考虑到城厢、涵江两区从莆田县划出不久，本志

也一并给予记述，在必要地方加注说明。

五、本志纪年，辛亥革命以前按各朝帝王年号，后加注公

元纪年l民国时按民国纪年，亦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为了简化行文，公元纪年不冠“公元”两

字；公历月份以阿拉伯字母表示，农历月份以汉字表示。

文中所称“解放”系指1949年8月21日莆田县解放；。新

中国成立”系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六、本志的政治、技术、行业术语，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或加注说明，后用简称。

七、本志货币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注当

、b



时货币名称；中华人民共：阳国成立以后为人民政府发行的人

民币。

八、本志主要取材于挡窠资料、旧地方志及所属各单位的 i

年报等，也吸收今人研究成果和外地交通部门的资料。资料来

源，除在正文中说明外，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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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莆田县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木兰溪的下游。东北界福

清、北接永泰、西连仙游，东南临台湾海峡。莆田西北山峦

重叠，丘陵起伏．其间河谷纵横交错I中部是莆田南北洋平

原，有木兰溪、延寿溪、蔌芦溪贯穿其中，河网稠密，东部

海岸线长220公里，屈曲回环，构成醴泉、莆禧、平海三个

半岛．海域广阔，有兴化、平海、湄洲三大海湾。罗列南日、

湄洲等120多个岛屿，湾内有秀屿、三江口、涵江等港口。其

中秀屿港水深港阔，不冻不淤，避风条件好，是全国少有的

天然良港．

莆田县现辖21个乡镇．有8个居委会．486个村民委员

会．全县土地面积1985．25平方公里．总人口150．18万人

(1990年)。境内属亚热带气候，堪称鱼米之乡，也是福建省

著名的侨乡．

莆田县早称“蒲田”，见于《陈书》及《南史》。陈光大

二年(568年)第一次置莆田县，不久废．隋开皇九年(589

年)第二次置莆田县，不久废。唐武德五年(622年)第三次

置莆田县。唐圣历二年(699年)划出莆田县境西半部置清源

县(后改名仙游县)。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又划出莆田

县境西北部置兴化县。元皇庆二年(1313年)，兴化县治由仙

游游洋迁至湘溪(今新县镇)。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裁撤

兴化县，版土分归莆、仙两县。

莆田县宋太平兴国五年隶兴化军，八年(983年)兴化军

治由游洋迁来莆田，元隶兴化路．明清两代隶兴化府。中华．

1丫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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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隶晋江专区，1970年隶莆田地区，1983

年11月隶射田市。1984年6月划出城厢镇和城郊乡成立城

厢区I划出涵江镇和涵江乡成立涵江区，均隶莆田市。

莆田县交通运输的特点与它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

系．具有海、陆、河三者兼备的优势。在1949年以前的一千

多年时间里，其基本特点是水路运输优于陆路。新中国成立

后，由于陆路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水路交通运输逐渐逊于

陆路交通运输。

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已在这块大地上践踏出原始的道路。

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因中州人避地闽隅，莆田人口增长

迅速，交通联系得到逐步改善。但唐代以前，兴化平原尚属

海潮出没区，沿海道路只能是沿山麓行走。唐代中期，莆田

人民在围海造田、改造山河的同时，也整修和改善了水陆交

通设施，开辟了自闽北至福州经莆田抵漳州直达广南(今广

东省)的驿道，设立了福建最早的驿馆之一待宾馆(今江口

镇内)。宋代又盛干兴建石桥，改变了过去依山作势，遇水绕

道行走的状况。自此上承州省、下接泉、漳的福兴泉驿道可

以经魏塘、涵江、佘埔，历江口矫北上I可经过濑溪桥，入

仙游县境南下。原来交通闭塞的山区，由于宋、元时期分别

在游洋和湘溪设置兴化县，道路交通也得到开辟。古代道路

历经元、明、清三代的不断改造、扩充和延伸，县际道路、乡

村大路已是纵横交织。

莆田县公路始兴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经过曲折的修

建过程。民国七年一十四年(1918—1925年)问曾设立机构，

勘定路线，筹款兴工，但因战事等原因而中途停办。民国十

二年至十四年(1923--1925年)建筑的笏石至前沁5公里路

段。是莆田最早的公路。闽粤干路莆田段于民国十六年(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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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开建，十八年(1929年)基本完成．民国时期，莆

田县在平原、沿海共兴建公路7条，总长度115公里，均是

零星片段、多不衔接的盲断路。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

年)因为战事，公路奉令被破坏。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

立时，只有福厦线(今国道福昆线)的公路勉强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公路交通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50年

代，各级政府首先大抓旧公路的修复改造，·恢复福厦干线及

重点新建沿海战备公路，巩固、保卫了海防和支援了经济建

设。1957—1959年“大跃进”期间．为了开发山区，又有广

大群众对修路的强烈愿望和极高积极性，大修社队公路，两

年内共修建简易公路182公里．是1957年的2倍。1959年对

已修建的乡社公路进行改造，提高公路标准。1966—1976年

莆田县排除。文化大革命”(下简称。文革”)的干扰，继续

改造原公路，续建新公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生产、生活的发展与提高，都对

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莆田县交通部门致力于路政管理和养

护工作的改革，注重提高公路等级，铺设柏油路面，扩宽路

基，改弯取直，清除路障，使公路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1990年全县有公路总里程683．3公里，其中二级公路

55．85公里．三级公路14．40公里，四级公路329．16公里I

高级路面48．56公里，次高级路面94．4l公里，中级路面

265．82公里。 。

桥梁的建造始于唐代，盛于宋代，且已达到相当高的技

术水平．宋代建有以石梁桥居多的各种矫梁60座。元代至清

代新建桥梁78座，并重修改造旧桥梁．一些大型桥梁如江口

桥、濑溪矫、熙宁桥、宁海桥，均处在江海汇合之处，地形

复杂，工程艰巨，充分体现了莆田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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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和伟大力量。民国期间，随着公路的兴起．出现了利用

桥加灌钢筋混凝土桥面的公路桥梁。抗日战争爆发后，公

桥梁除阔口桥幸免外，其余尽被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

路桥梁均为单车道、木板桥面。70年代以后，陆续改建为

久式石拱桥、双车道。乡村桥梁也不断改变面貌，石拱结

得到广泛应用，遍地开花。1988年建成的濑溪大桥为装配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T型梁结构，具有设计合理、造型轻盈

观、线条流畅等特点。1990年全县有大小桥梁800多座，

中永久式公路桥梁达200座，总长度4330．40米。

莆田县的陆上运输，自古代至近代，由于交通闭塞，

产力低下．一直停留在徒步、肩挑、乘舆、畜驮的原始落

状态。民国初年机动车的引进。使交通运输发生了较深刻

变化。民国十四年(1925年)莆田出现第一辆汽车，接着

营汽车公司次第出现．县内开办有民(商)营汽车运输公司 ^

7家，其中福兴泉汽车货运公司是福建省最大的一家汽车货

运公司，但受到官僚资本的打击排挤，前途维艰。至抗日战

争期间，因公路全遭破坏，公司倒闭．部分私人汽车驶运闽

北内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商民们积极筹资建路，恢复运输，

但国内经济濒临全线崩溃，汽车运输很不景气，至1949年县

内汽车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初期，县内汽车运输得到迅速恢复，但除省

运输公司独家营运外，地方仍以民间运输工具为主，形成了

一个机动车和人畜力混合运输的局面。从1958年至1970年

发展起的工矿、企事业单位的自备车队，基本是自货自运。
_

1978年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机动车辆迅速增长，

国营、集体、个体车辆纷纷参加社会运输．使陆路运输形成

一个多层次，多成份、互相补充、并存竞争的局面。公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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