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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同安县交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

现状，这将给人们，特别是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 ，．同安交通局长黄文舁同志兴奋地前来请我为这部《同安交通

．志》写序言，我欣然答应了。这大概就是一位古哲人所说的：鼍乡情

是与人有生俱来的一种特殊感情的缘故”吧。同安人民是勤劳勇敢

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从

旧社会改变为新社会，人民英勇搏斗的事迹历历在目。 ．

盛世修志，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为指导，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力求使资料性、

逻辑性、思想性和科学性得以紧密结合，这就是我们编写史志所刻
。

意追求的目标。 ，。

·、’

。 同安面海环山，舟车辐辏。海上、内陆交通，自古名闻遐迩，境

内古道纵横，并设有大轮驿，宋时建，名大同驿f津澳渡口，星罗棋

布。同安地处闽南泉、漳二府接壤之咽喉，地势险要；又扼台湾海峡
、

，之要冲，附近洋面历来为官兵、商贾、倭寇、海盗、夷敌出没活动场

所；同安既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辈出之乡。 t

同安物产丰富，商贸繁荣，从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而常遭战

乱，主要是抗倭和缉盗，因而促进了交通及交通工具的发展，特别
． 是制造海船技术的提高，如昔日的同安梭船，自清乾隆末年开始，

福建水师即选定为缉盗战船的主船型，仅道光二年至五年，泉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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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就建造了48艘同安梭船。此外还为奉天金门营、天津水师绿营

建造过同安梭船，可见当时同安梭船已是国内名优战船。无论是宋

元时期泉州刺桐港的兴盛(并跃居成世界最大的商贸港口)，或是

刺桐港衰落后，于明代漳州月港的崛起，以及清代被迫五口通商后

厦门港的兴起，而地处闽南三角中心的同安，始终都是保持着最优

良的海陆交通态势。古代、近代同安均以海上交通为主，但后由于

辖区划分的变化，1912年随着厦门独辟设市和1914年金门县的

析出，同安则主要仅为陆上交通，海上只剩近海小船与临县短途运

输。
。

同安现代的陆上交通，因时因地出现过几种不同的特殊运输

形式。1922年一1949年，虽靠热心侨胞的投资修路，引入现代公路

建造技术，但这很有限。日本入侵后公路又遭到破坏。地处丘陵地

带高低起伏的砂土公路，与乡村小路之间出现过扁担运输的群众

性热潮。+先是挑盐，后来运米，全家老少出门，村村蜂涌而起，昼夜

抢运。又一次运输高潮是骡子运输队，家家养骡或马，村村成队。40

年代兴起，50年代达到高潮的载重自行车运输，载人载货，技艺高

超，穿运乡间羊肠小道，可抵达家门，且载重量大，体积高宽，甚至

易破损的陶缸瓷器，也照样运载，上坡从后推顶，下坡直溜疾转，见

之令人咋舌，可谓同安一绝。

同安地处祖国东南沿海，面积仅1078平方公里，但由于它特

有的绾泉漳而扼榕穗，抚金厦而接澎台的优越地理条件，自古以来

就是商贾贸易之地，舟车辐辏之区。自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建县

以来，尽管经历了整整1060个春秋，但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

长期的封建政权统治下，兵匪横行，民不聊生。同安犹如踽踽而行

的年迈老者，步履蹒跚，进展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0年代虽常处于战备状态，但同安

的交通还是进入了全面整治、有计划地逐步发展的阶段。交通运输

方式进行了变革，除同厦、同泉、同漳干线公路外，并村村通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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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扶拖拉机进进出出，沟通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贯通县境的国

道福厦干线与国内联成运输网络，车流昼夜不息，这使同安发展起

来了。特别是自厦门辟为经济特区后，作为厦门市唯一辖县的同安

才一反往昔龙钟老态，青春焕发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的

涌动之中。同安的经济起飞了I以空前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起来。

陆上，村村通公路；水上，扩建刘五店小海港，建成500吨级泊位二

个；扩建5000吨级泊位深水码头工程，也正在紧张地做前期准备

工作。并且还有40多个较小的码头。目前通过县境的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和把同厦公路改为一级公路的工程也即将展开。

．这部《同安交通志》编写得很好。首先突出了当代的陆上交通，

次及海上航运，并兼及铁路、机场，主次分明。既纵经横纬，全面铺

叙，又详略有别地突出了今日同安处于闽南金三角中心交通枢纽

的重要地位。且文辞简炼，文风朴实，文笔流畅，寓科学性、资料性、

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尤可喜者，这虽。是我县第一部交通志书，但

体例完备，编排得当，颇有参考价值。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盖“史志所以资治

也”。深愿此书之出版，对人们，对海内外来同安的客商，在熟知同

‘安交通和发展同安经济建设——尤其是对海峡两岸直接三通，厦、

金两门对开方面，都能有所裨益。

同安的经济腾飞，无疑将更加速同安交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抚今追昔，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奋勇前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曲社

会主义而作出奉献。
．

． 衷心祝愿同安交通当好同安经济发展的先行官l

衷心祝愿同安经济在向安交通这位先行官的辅佐与促进下，

腆腾孙⋯誓⋯蠢彭德靖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铆彳叛 ’商
， 7飞

一九九三年五月 ，



序 二

公元前6000年，当人类懂得用骆驼商队来进行长途跋涉的时

候，它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8英里14000多年之后，在古代双轮马

拉战车发明出来时，人类将交通速度提高到最大的每小时20英

里。这些在今天看起来如此缓慢的速度，却在历史上运行了近万年

的漫长旅程，尽管邮递马车、瀚海风帆等等内陆海上的交通工具被

相继创造出来，但人类还是难以一下子超越过这个速度极限。直至

公元1880年，在先进的蒸汽火车奔驰了半个世纪之后，人类才创

造了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记录。然而，当历史跨入20世纪的轨

道后，这世界就犹如翻天覆地变了大样。1938年人们驾驭飞机航

行，其速度就突破了每小时400英里，60年代火箭冲上云天，速度

即刻接近了每小时4000英里，而一转眼功夫，待到今天人们知道

乘坐着宇宙飞船环绕地球邀游的时候，人类创造的速度业已超过

了每小时18000英里。车轮滚滚，风帆破浪，银鹰飞船风驰电掣，这

20世纪的交通技术，正以突飞猛进的态势震荡着全球的各个角

落，让人惊叹不已，乃至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A·托夫勒在《未来

的冲击》(FUTURE SHOCK)一书中，将交通事业的发展看作是

现代技术飞跃的最重要表征。
‘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的故乡交通领域的工作者，抱着正确客

观地反映同安交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意愿，编撰出版了这样一

部《同安交通志》，洋洋大观，史志千秋，这不仅体现了故乡人民认

真总结历史的科学精神，而且显示了故乡人民继往开来，敢于站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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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趋势的地平线上，去迎接新形势挑战的气魄和胆识。

同安背山襟海，近抚金、厦，绾结漳、泉，远控澎、台，阻扼榕、

穗，1000多平方公里的膏腴沃壤，自古舟车辐辏，路桥纵横四达，

是八闽大地的一处交通要冲。这些年，伴随着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

步伐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日渐密切，交通担负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

流的先行官使命，发展更是迅猛异常。国道、省道、一级公路在扩建

翻修中焕然一新，现代化装卸码头在刘五店屹然崛起，城乡街衢互

通，岛屿亦水陆并济，“长安”、“长发”乘风破浪直发港澳，5000吨

级深水码头和高速公路也进入了议事日程。这部《同安交通志》便

是立足于我们今天事业的发展，以今为主，突出梳理记载了同安县

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水陆交通建设，并上溯汉唐古道

老港，下叙今日陆海空蓬勃事业，横及运输工具变更、交通管理、教

育和交通工业状况，旁涉同安交通史上的机构沿革和仁入志士的

业绩，通合古今、纵横有致地展示了同安1000多年来的交通大业，

既全面系统而又避平铺直叙。无论是作为同安的第一部交通志，还

是作为同安县乃至全省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都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述。

治史写志，一是要持重通观，虽也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却最

忌想象连翩而要确凿真实；二是要钩沉抉隐索幽发微，不怕支离于

前人而有所发现。作为同安的第一部交通志，这部书已注意到这两

个方面。编撰者不辞劳苦，荟萃了浩繁的资料，不仅注意到了志书

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地方性的和谐统一，以方志笔致实录了i000

多年来同安所发生的交通大事，用客观的态度叙述了富有同安风

情的交通建设和运输变更，并列举．大量的具体数字，配以图表相

片，显示了事实的确凿可靠。而且稽考攫微，在繁复的资料和山隅

海角的考察中，搜寻探觅，录取了象古道十八弯，李、高双桅出洋，

同安梭船等等交通史迹。这无疑充实了这部地方交通志的份量，丰

富了志书的内容和严谨了志书的结构，使得这部书有了变平列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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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今巨细交错的特色。
‘ 。

7

编撰地方志，需要的是朴实的气质和客观的情怀，事实要准确

无误，叙述则要求通俗易懂。这部交通志语言平白质朴，毫无诘屈

晦涩之感。编撰者取的是消极修辞手段，弃尽主观情绪，叙路衢河

道，东西南北经纬清晰，记运输工具变革，丝丝缕缕精确；各章按时

序排列，各部类界限划分清楚，繁简得当，主次分明，读来明白晓

畅。为了加强志书的地方性，叙述中还融入可资稽考的诗词遗迹、

、地方掌故和相关的传闻民谚，辅助说明史实，既活跃了志书的叙

述，又增强了志书的知识性和可读性，使得整部交通志的实录笔

致，于朴实中而有变化，平白中而带情致。

古人说“版筑劳人功”，而撰写“版筑”之志，又何谓不“劳人

功”。记录那马足车辙，写下那长帆短舟的历史，看似“小房间”的作

业，实是。大工程”的劳动，是需要“硬功夫"、“热心肠”，付出心血和

汗水的。这样一部交通志的编撰出版，无疑是同安交通史上的一件

大事，其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补史之阙，让后人有所记忆，而更重要

的是以志为鉴，使千秋万代能在这历史的轨道上，承上启下，继往
。 开来，以实际的业绩，续写更新更美的交通“春秋”。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相信在这部交通志出版之后，故乡同安

的交通事业，定会有更辉煌的进展。

厦门大学副教授朱水涌

一九九三年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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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阅完《同安交通志》稿，心潮逐浪，不能自已，一部用简洁、准确

的语言勾勒同安交通发展的全貌、探索其发展轨迹、将千百年来同

安人民修桥铺路的光辉业绩加以展示的《同安交通志》终于编撰完

成。在即将付梓之际，我满怀喜悦地期望这本志书能给我们和子孙

后代留下先人创业的艰辛，从而激起今人和后人再接再厉建设同

安交通的热情。

同安，地处闽南金三角的中枢，国道324线贯穿县境与省道

205线在同安交汇，使同安成为厦漳泉重要的交通枢纽。特殊的地

理位置，推动了同安交通的发展：公路四通A-达，形成网络；各种车

辆，川流不息；水路运输兴旺发达，定期货轮直航港、澳；交通基础

设施硕果累累，交通业余学校、交通宾馆大楼和机动车检测站在县

城周边要；中处鼎足而立，遥相呼应；交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稳步前进，国有、集体、个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形成了繁荣、有序

的运输市场。发达的交通，有力地促进了同安县经济的腾飞。

改革开放，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盛世修志”，成为共识。同安

县交通局历任领导对编纂《同安交通志》极为重视，成立修志机构，

动员各方力量，并礼聘中学高级教师投入这一重要的文字工程。编

写人员呕心沥血，不仅在浩瀚的史料中爬罗剔抉、阐幽发微、补阙

正误，而且跋高山、涉溪涧、历海隅、广采博问，使资料丰富翔实。在

此基础上，订立纲目、划分章节，并在斗室里辛勤编撰。几载寒署，

终于使《同安交通志》得以面世。志书初稿写成后，得到了原交通部
。

】



长彭德清，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水涌，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

南，福建省交通厅厅长申学光，厦门市委常委、同安县委书记陈昆

源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为《同安交通志》或作序，或题写书名，或题

词，Ak而也表达了他们对同安交通事业所寄予的厚望。

谨借《同安交通志》出版的机会，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同

安交通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贤达和仁人志士。

。 我不工于文，勉力写了上面这些文字，姑为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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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和地方性的和谐统一。

二、贯彻以今为主、通合古今的原则，全面记叙县境内交通的

历史与现状。 ，

三、时间上限力求追溯，下限截止1992年底。

四、地域范围以1992年同安县行政区划为准。对历史上曾属

同安县管辖的厦门、金门、集美、灌口，若非必要，不再记叙。

．五、以事分类，横排竖写，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纵横结合，

通合成书。
’7

·．，

‘

，

六、对政府、官职、历史纪年、地理名称等，均沿用当时称谓。

七、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照片为表述形式，而以志为主。

八、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

两者均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用

公元纪年。 ，

⋯

’

、
’

， 九、数字书写，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7个单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写。 一’

十、计量单位：长度、面积(亩除外)、体积、重量等，均以1987

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历史上使用的

计量单位则照实记载。 ，

‘
‘

十一i引用的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缺项的，
、

～

． ●

1 ‘

●
●



。但凡在1992年底以前在交通战线上

(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CZ

记叙，并加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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