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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序 I

总 序

马克思、恩格斯在t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无

可辩驳的史实表明：。‘人类之历史，蟹终是不得不和产

业史与交通史关联着而被研究、被整理。一交通与人类社

会的变革，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外国

如此，中国同样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一时期的交通

史或某一地域的交通志，必定是那一时期或那一地域社
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表征。 ．

我国交通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先民们出于基本

实践活动的需要，便开始了。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

蹈桡，山行即桥一，“行涂(途)以搪，行险以撮，行沙以

轨一。及至周秦，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运河、筑

驰道、置邮传等交通建设工程缘起，舟车等运输工具跟着

改进，文化交流和商品货币关系因之活跃。所以孔子说：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一；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

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一交通与生产活

动、商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

秦王朝建立后，便形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衡同器"的

格局而与封建帝制一统相适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在断续的战争中，民族的融合

中，疆域与资源的开发中，四境贸易的交往中，交通事业

代有兴废，总的趋势是发展的、进步的。这种发展、进步

是在历史前进规律约束下和社会条件制约下呈现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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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是非因果的关联，认识并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科

学地正确地解决社会实践任务。“以史为鉴’’，并不只是单

纯地“照镜子’’。

湖南各地、市交通局的领导和有关同志，通过多年的

努力，·编纂成功分辖区的交通志，并决定分册出版，组成

丛书。以期全方位、广角度、多层次的反映出湖南交通发

展的历史进程，使今人和后继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有继承、有扬弃、有开创、有发展，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值兹丛书分册付印之际，谨序以

志。

陆德品
’

1991年3月1日



序 V

序

株洲是湖南第一个通火车、最早通轮船、较早通汽车

的地区，株洲市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与铁路、公路、水

路运输的相互交会和相辅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株洲

人的共识，也是历史的真实。
‘

研究株洲市交通历史与现状，找出株洲交通事业发

展与株洲全社会发展的关系和规律，编纂出一部完整的、

系统的《株洲市交通志》，再借助志书“资治、存史、教

化’’的三大功能，使得现在和未来从事交通工作的人们，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株洲地处湘东，临革命摇篮井岗山北麓，境内五县

(市)全属革命老区。辖境1．1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京广、浙赣、湘黔三条铁路大动脉交汇，有国道320、106

及三南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络相连，有以湘江为主干，渌

水、攸水、沭水为支流的黄金水道纵横流贯，形成特有的

交通优势，并以江南重要交通枢纽而著称。株洲的先辈们

注重交通事业的发展，而交通的发展又带来株洲经济的

繁荣和社会的进步。翻开交通史册，人们可了然：什么时

候株洲交通一发展，什么时候株洲经济就腾飞。
’

‘从事《株洲交通志》编纂工作的同志，绝大部分年逾

花甲，他们在交通战线上工作了几十个春秋，在离退休之

年，凭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诚之心，广泛地调查，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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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行统计制度规定的计算单位换算。各种技术专用名称均从惯

例。

十一、本志涉及的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和官职等称谓，律用

历史通称。对人物不作传记，人从事出。

十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按1986年重新发表的《汉字简

化总表》使用简化字。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所编《常用标点

符号用法简表》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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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 造 1

概 述

株溯市除市4区(东、南、北、郊)外．辖醴陵‘．攸县、茶

陵、鄙县、株洲县5县(市)．其地域自湘东边陲的罗霄山脉中段，

北向湘中延展至湘江下游．其境东邻江西萍乡、莲花、永新、宁

岗、井岗山及遂川，西连湘潭、衡东，安仁，北依长沙、浏阳，南

接资兴、桂东，面积11280平方公里．北部株洲、醴陵，攸县属

丘陵地带，自古交通方便，东南部茶陵、酃县属山区，水陆交通

发展较迟．
‘

株洲古代交通，水路凭借自然优势，以湘江为主干，有洙水、

渌水两大支流贯通全境舟楫称便。湘江由南至北纵贯株溯县及市

区、洙水及其支流攸水、高陇河、沔水等，沟通攸县、茶陵及鄙

县，三县竹木排筏及农副产品输出全依赖水运。渌水及其支流澄

潭江、铁水，贯通醴陵全境，北连浏阳，东通江西萍乡，南接攸

县，在铁路未通前，是萍乡煤外运以及醴陵瓷器、农副产品输出

的主动脉。陆路自秦开湘赣驿道，经历代经营，治乱更迭，兴废

相间，历经沧桑，至清乾隆年间形成以湘赣驿道为主干，各县以

县治为中心，向四周幅射的县大道连接乡道，并辅之桥渡，形成

纵横交错的网络。至清光绪年间，全境通航河道约600公里，沿

河集镇码头共100座，有桥924座，设渡227处。古代运输方式，

水路木帆船顺风扬帆，凭借风力，而逆风逆水和竹木排筏，则全

靠人力撑篙、摇橹、拉纤。湘江木帆船，小则15"--20吨，大的达

]20吨一艘。洙水、渌水小船每只1--'2吨，大船有20吨一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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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江桥。并命机务段长毕金铭将12台机车连挂，准备劫往台湾，

司机王天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连夜拆除机车钩销和制动杆保护

了人民财产。1949年8月株洲解放时，境内交通满目疮痍，残破

不堪。粤汉、浙赣、湘黔三大干线，修建时就标准偏低，路基不

牢，道床铺设单薄，经战争破坏后，更是伤痕累累．，枕木失效，钢

轨带伤，比比皆是。为适应解放大西南所急需，“先求其通，后求

其全”，突击抢修，勉强维持通车。时株洲车站仅4股道，站房150

平方米，候车室能容旅客100人；醴陵、攸县、．茶陵的公路，通

车里程共只221公里；城市搬运、水上运输仍沿袭肩挑背负、拉

纤摇橹的古老运输方式，且业务萧条，人员锐减。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

下，株洲的交通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民交通人民办，

交通事业为人民”是其最大的时代特色。50年代初，集中全力医

治战争创伤，对铁路干线大力加固路基，消除隐患，更换失效枕

木和带伤钢轨，确保安全畅通。1953年修建了株易公路，解决了

与省会长沙和湘潭的通道。对搬运、民船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

封建把持制度，为发展水陆运输事业扫清道路。醴、攸、茶、酃

4县公路，陆续修复，省公路运输局(湘运)所属醴、攸、茶汽车

站，迅速恢复长途客货运输。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株洲凭其优越的交通条件，经国家

选定为工业建设基地，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如331厂、田心机车

厂、株洲发电厂、洗煤厂、硬质合金厂、株洲冶炼厂、化工厂、车

辆厂、玻璃厂、桥梁厂等，相继开工建没，并陆续建成投产。其

时，中共株洲市委提出“以工业建没为中心”，号召各行各业支援

工业建设。交通先行，任务甚为艰巨。1954年春，铁道部提出株

洲枢纽工程总体设计方案，主体工程开工前，先将株洲车站改造

，毛■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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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急需，主体工程于1958年6月正式动工，至1973年7月，一

个具有到达、编组、出发3个车场，64．5股道，单向纵列式三级

三场编组站建成投产，缓解了株洲运力不足的矛盾，成为全国重

要的路网性编组站，为疏通京广、浙赣、湘黔三大干线和华东、华

南、西南和北到武汉四向车流起着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京广、浙

赣、湘黔三大干线经过更新改造，通车能力大为提高。京广复线

于1970年底通车至衡阳，醴浏、醴茶两条支线也相继建成通车。

}各厂矿企业在建厂，均修筑了铁路专用线，形成纵横交错的市区

铁路网。公路方面，自1958年起进入大发展时期。至60年代中

’期，株洲至醴陵、浏阳、渌口和酃县至江西宁冈等干线相继建成

通车，境内危桥已全部改造成永久性桥梁。70年代后，在铺设黑

色路面、提高线路质量的同时，又相继沟通与四邻各县通道，形

成以2条国道、7条省道为骨干，连接55条市、县道和纵横交织

的乡道，构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通车里程达3249公里，实现社

(乡)社通汽车的夙愿。水路自5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有计划的

分期开发整治，至70年代末，湘江通航能力由过去枯水期15"--20

吨木帆船需提驳过滩，到上至衡阳可通100吨级，下可通500吨

级轮驳船。渌水实现了梯级渠化，由过去仅通3,---5吨小船到可通

50吨级轮驳船。洙水、攸水通航条件，均有很大改善，攸水一度

实现蓄水通航。此一时期港口条件相应改善，株洲港前后耗资400

余万元开辟了永利、铜塘湾和白石港港区，建设各类码头20座，

泊位能力由100吨提高至200吨，年吞吐能力由50年代末的30

万吨提高至200余万吨，成为湖南8大港口之一。航空事业与长

沙机场毗连，亦堪称便。至此，株洲的交通事业，形成以铁路为

主干，公路为网路，水运为辅助，并且又各自成网相互连接相互

补充的全方位交通大网络的新格局。 ·

在加强基础建设同时，运输工具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发展和

提高。铁路机车，车辆，由国家统筹安排，60年代后，逐步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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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型向国产化、大功率方向发展。地方交通事业，坚持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精神，逐步由古老方式向机械化方向发展。至7Q年代中

期，汽车取代了人、畜力车运输，水上实现了轮船拖带化，港口

装卸实现了机械化，千百年来饱受肩挑背负，拉纤摇橹之苦的时

代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路政、航政、运政、港政、

安全等行政管理体制得到相应的加强，各级交通行政机构不断完

善，形成市、县和主要乡镇三级管理体系。

五

进入80年代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坚持改

革开放，国势日昌，为交通事业进一步向高科技、高层次方向发

展创造了条件。京广、浙赣普遍换装60公斤／米重型钢轨和钢筋

混凝土轨枕，机车实现高功率内燃机化，牵引定数提高至3500吨，

行车允许速度高达100公里／d,时。设计新颖、装饰典雅、设备齐

全、具有现代化风貌雄伟壮观的株洲车站，屹立在市区中心。现

代化电脑、电气、微机处理、红外线、无线传真等先进技术，在

铁路通讯、信号、行车指挥、线路养护、车辆跟踪检测等各个领

域得到广泛运用，生产效率和安全系数均有大幅度提高。湖南全

省仅有的3个特等站，株洲占有2个，株洲北站还成为全国第一

个实现中等现代化的编组站。至1990年境内铁路总长达812．3公

里，为1949年的6倍，日开行旅客列车74对，货物列车】56对，

分别为1952年的8．2和6．5倍，全年完成客运总量1146万人次，

货运总量1454万吨，分别为1952年的14．6和38．6倍。株洲北

站日均办理货车13086辆，比1980年提高52％，是建站初期的

5．3倍，最高达14693辆，每昼夜24小时接发列车392列，平均

每3．6分钟有一列列车到发，编解效率跃居全国同类型编组站首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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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促使公路运输机制发生深刻变化，出现全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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