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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中国水运史丛书包括以下若干门类的史书:

1.综合性史书:包括《中国海港史 》、《中国内河航运史》、《中国

运河史》等。

2. 内河航运史: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内河航运史》和《长江

航运史》。

3. 各海港史:包括沿海各主要港口的史书。

4. 专题性史书:包括《郑和下西洋》、《招商局史》、《民生公司

史》等。

二、水运史的断限，统一按:鸦片战争 0840 年)之前为古代

史，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949 年 10 月 1 日)为近代

史，建国以后为现代史。

三、这套丛书属专业史性质，是学术性著作，不是科普读物。读

者对象主要是水运史专业研究工作者、一般史学工作者、具有中等

文化程度的水运部门广大从业人员，也可供对祖国水运有兴趣的

青年阅读。

四、这套丛书，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公开出版，统一采用大 32 开

印制。

五、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交通部及中国航海学会等单位

领导的大力支持。参加本丛书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交通部所属的生

产、科研、教学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海河运输部门等单位的人员 。

还有国内若干大专院校、历史研究单位的不少专家、学者，参加了

本丛书的撰写、评审工作 。 因此，这套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中国水运虫丛书

总序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屹立于世，已经有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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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万多

公里，河流 5 万多条，总长 42 万多公里，有大小湖泊 900 多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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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在浙江省河姆渡出土的木桨，证明

在距今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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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运输己十分频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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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已将指南针用于航海，这是我国

古代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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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多艘海船，两万多人的庞大

船队，历访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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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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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石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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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游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称:泉州港"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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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唯一的最大港"。长江沿岸的扬州港，兼有

海i可港口的性质，唐朝已是相当发达的国际贸易港了 。当时大食 、

波斯的航商侨居者有数干人之众。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

扬州、|飞可见当时的扬州是经济繁荣、人文芸萃之地。

我国内河航运的发展，与我国文明史更有着密切的联系 。 黄

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古时很多王朝建都于黄河之滨，其重

要因素之一，是由于可以利用黄河水运 。长江水系，水资源丰富 ，有

灌溉和舟梧之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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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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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长达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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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与伦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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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沿海海关和海口完

全受外国人所控制，内河航行权丧失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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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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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祖国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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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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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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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运河施工的民工上百万人，死者不计其数，运河

的边成，是无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 。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名垂青

世的航海家、水运事业的建设者，如秦代的史碌，三国时的 J1. jJ晶，晋

代的王设、孙恩，唐代的刘晏、李处人，元代的郭守敬、朱清、张道 ，

l明代的郑和、郑成功，清代的靳辅、徐寿，民国时的卢作孚等 。 建国

以后，为水i莓'其业献身并做出杰出 贡献的，更不胜枚举。 前人艰苦

创业的精神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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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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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加H以宣传，使人 t民已知知l 之愈深，;1..

占至今的水运发展史上，有许多工程上的奇迹，运输上的伟业，水

战上的壮誉，这些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其突山的地位 。 周恩来总理

曾经说过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 自信心的惊泉 。"将几千

年水运史的光辉业绩放到世界范围内.就可以从相](比较中认识

其价值，从而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去!惑。

把几 F年的水jË 史 ，分门别类 ，编篡成抖，陆续出版，主要 u 的



在于系统地总结过去的历史.从中吸取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

的可贵教益，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伟大业绩。

这套丛书，包括各海港史、各省航运史、长江航运史、运河史、

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等。在丛书的编写工作中，我们将遵循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的观点，坚持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在史料的收集、

整理和考订的基础上，写出」套科学信史。但几千年的进程中，史

料浩如烟海，其收集整理，一定会出现某些遗漏;历史上的某些疑

难问题，一时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需请读者批评指正，也

有待专家们继续研究探索。中国水运史丛书的出版，不是水运史研

究工作的终结，而应是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的开始。我们希望，这套

丛书今后将不断修订和再版，使之一代一代传下去，永受真益 。

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总结过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

为了开创新的历史。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水运事业的现代化建设。

我们应该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引出规律性的认识，将革命热情

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水运事业的振兴而百倍地努力，

写出中国水运史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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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泉州港，又称"剌桐港"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

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它在宋元时期曾成为"世界最大港

口之一"以"东方第 -大港"闻名于1址。

《泉州古港史 》是中国水运史丛书之一，是在交通部和中国航

海史研究会直接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福

建省地方交通史志编篡委员会和《泉州港史》编审委员会的具体指

导和帮助 。

本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上溯至远古时期，下迄鸦片战争前

夕，采用编年体例撰写。它以港口形成和发展，、对外交通贸易、科学

文化交流、港口管理、腹地经济为主要内容，并涉及泉州港的自然

地理条件、港城建设、华侨出国、历代对海港所制定的政策以及军

事活动等，探索了泉州古港兴衰演变的规律，反映了泉州古港与世

界各国友好交往的海外交通史实。

为写成一部全面、深刻的泉州古港史书，我们广泛收集整理.!二

百万字资料，多方求教，数易其桶，撰成此书 。 在此过程中，得到北

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中 rL大

学图书馆、泉州文史馆、福建省图书馆、泉州市罔书馆、泉州海外交

通史博物馆、泉州市方在;办，惠安、晋江、南安、永春等县(市)图 "" 15

馆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 特别是得到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的热悄

指导和帮助，李玉昆、陈鹏鹏两位专家分别对本书第二 、 三章(原

有句)进行了精心修改，审核史料，调整修改了节 f-J，达到条理清楚、

文笔流畅，并增添了部分有关考古发掘的宝贵资料和图片，弥补文

献记载之不足 。庄为矶教授、黄天柱副研究员对本书提出许多学术

性、指导性的修改意 见.以及吴清平为本书收集 '悟理大量的资料 。



泉州港务管理局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本书编写工作，从人力、物力、

财力上提供各种优越条件，多次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审稿，排忧解

难，使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借本书出版之机，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由于我们阅读历史文献有限，才正在学浅，写作水平不高，定有

谬误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t午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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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运史丛书

乐叫 4在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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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边去践性



内容提要

泉州是中国著名古港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它的

古代历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谜。

本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集各种研究成果为一炉，全面系统地

展示了泉州古港兴衰演变的过程，客观地评述了泉州古港的优劣，

可为今天泉州港的新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也可作为爱乡爱

士的爱国主义教材使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