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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龙岩地区历史悠久，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已有闽越人居

住，但因地处山区，全境丛山环抱，溪谷纵横，交通极为闭塞．

自西晋太康3年(公元282年)建新罗县以后，随县、州、府政

区的扩大和普及，交通才逐渐得到发展。但是陆路傍山涉水，崎

岖多险；水路航道逶迤，滩礁密布。境内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因交通不便，长期难以开发，所以闽西被认为是贫穷落后的山

区．然而汀江航运，却是古代、近代全区所倚的交通线，特别在

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时期，汀江更是苏区对外的主要交通

线，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船民与运输工人进行了艰苦

的斗争。由于全区人民长期坚持革命斗争，闽西成为红旗不倒的

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命名为全国著名

的革命老区之一。’

公路建设始于20年代，公路运输则起于30年代。但其时国

民党当局草率修筑的军事公路，质量低劣，抗战期间又部分自动

破坏，加上水毁失修，至建国前夕，仅剩几段尚可勉强通车的公

路。公路运输多属商营，历受内战和抗战的征车，经营一蹶不

振，至建国初，公私汽车只剩陈旧不堪的十余辆。建国后，国家

重视发展交通，通过38年来的努力，全区所有乡镇都通公路；

铁路从无到有，公路、铁路运输迅猛发展，交通运输负起国家经

济建设的“先行官”任务。但是，昔日兴旺发达的内河航运，从

60年代起，却因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加上各地在兴修水

利、水电中，拦河筑坝，多处航道受阻，导致航运衰退。陆路运



输中，还有近26％的高山地带村落未通公路；加上航空事业尚

未具备条件，这些仍是本区当前交通工作的薄弱环节，有待于全

区人民继续努力。

《闽西交通志》，是综合记载本区自公元前110年西汉武帝刘

彻开辟闽西通路起，至1987年近2100年交通事业发展的专志，

是历代志书所未系统整理的地方交通专业志。它遵循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规律，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详今略古，存真求

实地记述本区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重点记述建国以来

本区交通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存在问题。尽管搜集的史料

未尽完善，但对从事交通工作者，以及后人探讨交通，尚可提供

借鉴，这对本区的交通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闽西交通志》，从1982年冬起搜集资料，1987年起进行试

写，经7年余、六易志稿，现正式出版，这是闽西交通建设的一

件大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在这里谨向

省、地方志委的支持，向关心《交通志》的各界和为《交通志》

辛勤工作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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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详今略古，存

真求实，全面、系统地记载龙岩地区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书史料上溯至公元前1 10年西汉武帝为讨伐东越王

而开辟闽西交通线时起，下限截至1987年；个别记事则延伸至

完稿时止．

三、本志书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

。概述”提挈全书；“大事记”则以编年体为主，个别事项并记其本

末；其余章、节则横排门类，纵记其事；主要图表随附有关章、

节中，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以“参考资料”附列于篇末。

四、本志书按。线路”、。运输”、“管理”三大项，把全区的陆，

水．空交通分项归纳记叙，为体现和突出闽西苏维埃时期的交

通，另设专章记叙。全书分四“章”和“附录”、“参考资料”六个部

分，合计27节、36目，另有附表15个，共约20万字。

。五、本志书所记叙的范围，以现地区所辖的龙岩、永定，上

杭、武平、长汀、连城、漳平等一市六县为限。历史上曾隶属闽

西，而现在已划兄弟地区的各县，则不在记叙范围内。

六、本志书为体现闽西苏区的地方特色，定名为《闽西交通

志》；同时为缩简文字记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缩

i 一∥



为。建国前(后)”，。龙岩地区”缩为。本区”或。全区”．

七、本志书史料来源：《汀州府志》，《龙岩州志》、《漳州府

志》和本区各县旧《县志》、《文史资料》，土地革命时期的《岩

声报》；以及龙岩地区档案馆、统计局、农机局、交通局，龙岩

市图书馆、全区交通系统各单位的专业史、统计资料；还有信访

和访问知情的交通界人士、老职工的回忆和口碑资料；进行互

对，并与历史背景考证后，弃粗取精，综合整理。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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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龙岩地区位于福建省西部，通称“闽西5，是闽粤赣三省边陲

的交通枢纽。地区西和西南分别与江西省赣州地区和广东省梅州

市交界，地区北与本省三明市、东和东南分别与泉州市、漳州市

相邻。地区所在地龙岩市至省会福州的公路长470公里、铁路长

480公里；至厦门经济特区的公路长212公里、铁路长244公

里；经漳州至广东省汕头、深圳经济特区的公路长分别为363公

里和761公里。

龙岩地区土地面积1．9l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2．6％、

水域占10．1％、耕地占7．3％，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境

内山脉连绵，地势高峻，戴云山脉的博平岭和武夷山脉的南麓纵

贯东、西境，玳瑁山系则盘陀于中部，峰峦迭布，溪谷纵横。旧

时陆路依山傍水、道路崎岖，有“依山多崩、旁溪多缺，乌道蚕

丛、几不容趾”之喻；水路有汀江和九龙江(北溪)水系的70％

河道可通船，但航道逶迤、潍礁交错，水流湍急、航路险阻，非

有技艺高超的船工，不敢轻易出航，故有“纸船铁艄公”之称。所

以境内虽有煤、铁，石灰石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竹、木、烤

烟等大宗的农林产品，却因交通闭塞，未能予以开发。

闽西历史悠久，早在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就建新罗

县(詹改为长汀县)。汀州建制始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

同时再建新罗县于苦草镇，后新罗县改称龙岩县，唐大历十二年

(777年)划属漳州，从此闽西政区由汀、漳两郡和后来的龙岩

州所分治。由于历代政区的连续变动，促进了闽西与邻近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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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发展。民国时期废府、州制，改设长汀和龙岩两个行政区，

民国36年(1947年)合并于龙岩的第七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

共和国(以下简称“建国”)成立后，改称龙岩地区，至1987年

底辖龙岩市和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漳平6个县。人

口共245．93万人。

追溯闽西古代交通，主要藉历代的军事行动、政区扩大和人

民为了生存和发展而逐渐开拓：早在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刘彻征讨东越王余善时，开辟了中原至闽西最早的

军事交通线；西晋建新罗县起，官方道路开始发展；唐初随政区

的普及，着重改善驿道、健全驿站；明、清以来，更发展了民间

道路。但当时的交通，除官绅乘舆骑马外，民间则徒步肩挑。

水路的九龙江(北溪)水系，开拓于唐初，为原龙岩州各县

的交通航道。汀江水系初拓于南宋，明代将回龙险滩炸开后，全

线贯通，成为原汀州府各县的主要航道；从此船只往来日增，极

盛时有。上河三千，下河八百”之说。20世纪30年代，中华苏维

埃(以下简称。中央苏区”)政府以汀江为主要的交通线，拥有大

小木船4700余艘；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围困中，

船民与码头工人组织运输队，开展反“封锁”斗争，起了重要作

用。建国后由于各地兴修水利，纷纷拦河筑坝，加上森林遭乱砍

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河床淤浅，水位下降，以致多处航道受

阻，航运逐年衰退，逐步被兴起的公路、铁路运输所代替。截至 ·

1987年，全区各类船只，仅剩907艘(其中专业船5艘)。

公路建设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由岩、汀两地军阀出于地

方割据和剥削人民的需要，分别修建约90公里的草创公路；30

年代初，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剿共”，赶筑并接通由闽南经闽西

至赣南、粤东和闽北长约500公里的军事公路；抗日战争初期再

筑了几条支线，前后共筑干支线公路1l条长726公里，质量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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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劣。抗战中期，为了防范日本侵略军入侵，国民党当局竟下

令破坏部分公路；抗战胜利后，交通重心转移沿海地区，闽西公

路从此失修失养；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撤退时又蓄意加以破

坏，至1949年9月，全区仅存可以勉强通车的公路5小段长

177公里。建国初，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先抢修主要干线，继由

公路修建部门进行有计划的恢复、整修旧线，增建新线，1957

年全区通车公路长达775公里，超过了民国时期的筑路总长，基

本形成了区内的公路交通网络．闽西人民体会到改变山区贫穷落

后面貌的关键在于发展交通，所以从1958年至1960年发动全民

筑路，但由于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犯了“高指

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的错误，盲目筑路2346公里，其

中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勉强通车．然而尽管这样，却为此后地方公

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60年冬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方针，公路建养工作又稳步发展，1965年通车公路长达

1896公里，可是，次年全国性开展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使公

路修建机构陷于瘫痪，筑路计划不能实施，道路失养，路况下

降。直至1973年机构稳定后，公路建养工作才得以恢复和发

展，至1976年，全区公路累计增至3136公里．中国共产党(以

下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路建设事业开创了新的局

面，全区人民切身体会到：。要致富、先修路”，筑路热情很高，

乡村和厂矿公路迅速延伸，国家又逐年拨出专款扶持革命老区和

贫困地区筑路架桥，原有公路更向标准化提高，截至1987年，

全区共有公路5807．23公里(其中省公路局审定列册3853．45公

里，未审定列册的乡村和厂矿等外公路1953．78公里)，公路的

密度每百平方公里平均30．47公里，公路总长比民国时期增长7

倍，比建国前夕仅存的增长31．8倍；公路桥梁899座，

21793．27米(其中永久性884座，21635．47米，占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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