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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副主任

委员

黎智

谢培栋

李昌禄

胡国璋

杜远威

胡开国

江汉仁

简永福

吴学明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李岩

陈华芳

罗友松

魏华强

蒋大慈

周长城

程玉保

袁家新

陈元林

王炳炎

周世贵

萧昌慧

黄和平

刘亚文

雷新铭

牛太臣

赵零

李云飞

王远昌

李宪生

陆天虹

柯亨昭

欧阳植梁

涂勇田永福

萧国金陈梦浓

赵玉珠徐进

朱文尧李皓

高顺龄

冯天瑜

张克孝

贾震涛

王保畲

李成文

顾瑶池

郑自来

1980年成立武汉通志编纂委员会(1981年改称武汉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以来，曾任副主任的还有：王健彭沈元王千弓

李少云郭治澄余金堂任德亮颜庆夫樊民；曾任委员

的还有：王道泉石于石绍昌 冯传武 吕 梁朱士嘉

向顺立华煜卿刘克勤刘建国许礼钧孙文英孙宗汾

杨士毅杨世羚李子仪李文水李权时李刚李雨松

李育矩李星李清斋吴正东吴仲炎吴益光余杰

余显振邹亚农张志善张斧张孝清张孟林张凯

罗军周克士宗玉林胡春芳赵开祥姚光均姜希贤

贺觉非夏康裕贾正群徐子洲徐龙徐淑贞黄仁才

黄必胜唐适字龚啸岚崔执中崔光荣彭义智粟庆安

鲁启汉曾卓曾桂生谢国治雷有启 樊绩安潘经澄

潘新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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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志>总纂黎智

本卷责任副总纂张凯

本卷专职副总纂向顺立

<武汉市志》编辑部

本卷编审人员壬汗吾徐良咏魏良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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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编纂人员名录

<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丁永珍

’

主任委员涂勇，

副主任委员彭善玲

委 员邵力平刘锡汉吴顺义张生炎毛志焕

张明天邹刚向自善傅益宏曾谨

， 江成才徐玉树周智余 ‘

总纂小组

组 长徐玉树 ／

副组长袁昌武何光庆
‘

成 员洪世昌蒋志庚郑少斌李樵周菊生

肖敬长周蔚琪朱家玉樊洪题马长荣

段棣华汪建中梁维礼陈昌祥陈建忠

1985—1996年，曾任主任委员的有丁永珍，曾任副主任委员的

有张凯、涂勇、戴裕贵、李长海、黄其泽，曾任委员的有徐炳文、荣作

垣、陈由、覃真贵、李昌龄、田德贤、李华嵩、阎华、段大新、余宪刚、

侯治文、张旌、黄英堂、崔济澎、阮惠恩。

<水运港口>编纂委员会
’

主任委员荣作垣(兼主编)

副主任委员刘双桃(兼副主编) 白路生(兼副主编)

顾 问廉世英



委 员

主 笔

副主笔

编写人员

资料员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编

副主编

主 笔

编写人员

徐成钢梁述海宋模贤蒋永沸郑少斌

马根生刘以训陈继坚陈小蓉赵相国

颜泽华安新吾傅礼明朱宏森朱伦纪

李克鹏邬绶文赵正齐

郑少斌

李樵

龚福庆郁焕武汪鹤年

王庆南

<水上运输>编纂委员会
贺理富

徐炳文

宗良欧

周文正

徐炳文

周蔚琪

朱家玉

牛先保

刘蔚蓉

崔济澎

周秀东

沈光汉

秦凤祥

俞仁杰

冯厚顺

徐林娣

林鸿春

汪自铸唐昭兴喻汉林张纲

资料人员叶方惠 、、

1986～1991年曾任副主任的有袁才志，曾任委员的有朱礼亭、

周雷、张启明、饶民伟、刘方胜、朱明升、周庆书、滕淑华、周蔚琪，曾

任顾问的有许庆仪、葛景洲，资料人员有张纲。

<铁路运输>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邵力平

副主任委员武汛黄有福王继伟魏书泽

办公室主任田新法



1987。1990年曾任主任委员的有宋国强，曾任副主任委员p

有周复兴、田德贤、李国唐、黄有福、栾继武，曾任委员的有王作宪、

刘承立、李伦成、余华臣、沈韵南、邵力平、胡平定、胡是炎、钟金保、

夏扬荣、徐勉泉、程百琼(女)、雒崇伟；任审定稿人的有周复兴，任

主编的有李国庆，任副主编的有雒崇伟、夏扬荣，任主笔的有李浩，

任副主笔的有马长荣，任编辑的有张福昌、李新发、袁成坤、李冬梅

(女)、陈重嗣。 一

1990—1995年任办公室主任的有樊洪题，任副主任的有马长

荣o -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主 编

副主编

主 笔

资料编写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主 编

副主编

主 笔

<公路运输>编纂委员会
戴裕贵

罗新友

孙松林

曾谨

戴裕贵

彭善玲

何光庆

杨昌泽

苏涛陈明望涂勇徐和甫

江成才刘顺卿陈国安

汪建中(特约)

侯淋枫吕运平

<地方运输>编纂委员会
戴裕贵

罗新友

孙松林

曾谨

戴裕贵

彭善玲

何光庆

苏涛陈明望涂勇徐和甫

江成才刘顺卿陈国安

周智余

汪建中(特约)



资料整理夏康幼侯淋枫吕运平。

校 ： 对．沈典芳耿建玲陈建忠 ，

1981—1985年曾任主任委员的有赵零，曾任委员的有陈由，曾

任办公室主任的有徐和甫。 a

J● ，t

<航空运输>编纂委员会
主 编李华嵩

顾 问赵忠义‘ ，

办公室主任熊泽金

主 笔段棣华洪世昌(特约)

曾任主任委员的有吴顺义，曾任主笔的有周达。

<邮政>编纂委员会
主 任史培德

副主任熊起蔚卢秀峨张志勋 ．

成 员赵振中刘应轩周菊生

顾 问毛旭东梁绍栋唐达德李晴舫

主 编毛志焕

副主编周菊生

主 笔萧敬长

羽主笔徐立文

编纂人员罗家银陈卫民

工作人员吴振芬 ．一-

曾任主任的有苏剑，曾任副主任的有史培德、卢秀峨，曾任成

员的有徐柏增、刘远炎、苗锡华。

主 任阮惠恩

<电信>编纂委员会



副主任张明天郑晓慧覃真贵

委 员周家炼杜厚健朱致祥俞振权张永文

谢先明高法凡秦云陈昌篪梁荫萍

黄湘生王克强李厚庆吕永前万幸

郑昭华王红云李世杰黄政洲姚行川

办公室主任梁荫萍
‘

主 编陈昌簏

副主编沈光荣 ．

编 辑朱克清邓兴国陈莉

1986。1995年曾任主编的有覃真贵。曾任副主任的有曾祥明，

曾任主笔的有蒋志庚，曾任编辑的有陈昌祥、罗理樽、冯世昌、桂余

琴、陈德强，工作人员有朱冰玉、钟圣贤。



<武汉市志>总序。

<武汉市志)的编纂工作始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的1980年。它的编纂出版是为了适应认识市情，探索社会主义建

设的规律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这是一项基础

性的地方科学文献的编纂工作。武汉市作为中国中部的一座中心

城市，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占

有一定的地位。武汉市的市情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是国情的组成部

分。编纂出版一部市志不仅是为了继承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

统，更重要的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武汉在解放前分设为汉口特别市、武昌省会市和汉阳县，历代

的建制也不同，从未编纂过一部统一的城市志，这就增加了工作的

难度。本志记述内容起自1840年，截至1985年，力求全面、系统、

完整地记述整个城市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全貌，并反映其

发展的规律。但由于时问跨度之长，包罗内容之广，为历代修志所

未见，更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散失损毁又多，各门类的记述都

难免有缺漏，尚有待于今后之补充。

本志的编纂，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一，使之成为一部科学的地方文献。但由于编纂者学识水平的限

制和经验的不足，在指导思想、编纂体例、资料撰著等方面，仍会有

诸多缺陷，这是需要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指正的。

本书是一部完整的城市志，力求科学地反映本城市在近现代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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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的整体面貌。为了便于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应用，

按专志分卷出版。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体例、统一规范的制约

下，各卷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便于体现各专业的科学性。

本志的鳊纂出版工作，在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自始至终

坚持群策群力的方针。武汉地区各系统、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

社会团体，不问隶属关系如何，都参加了编纂工作。在搜集资料阶

段有2 000余人参加，在编写阶段有400余人参加，在总纂阶段有

200余人参加。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档案、

图书、文史部门和大专院校等通力合作，提供方便。<武汉市志>是

集体努力的科学成果，我们特向每一位为编纂出版本志付出了劳

动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黎智

1989年3月20日



凡．例

‘

一、<武汉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历史唯物主叉与辩证唯物主义，全面地、系统地记述武汉地区近现

代历史与现状，是地方性、资料性的科学文献。

二、本志上限定为1840年，下限定为1985年，对于需要溯源

的史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市属县另修县志)，首卷设市辖

县概况。记述中涉及各县的，注明含县。

四、本志根据现行社会分工，结合科学分类原则划分门类。全

志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设计、统一体例、统一规范的原则下，设

签个分卷。全志既是统一的整体，各分卷又吴有相对独立性。内

容记述力求反映各门类阀的联系、影响和制约关系，允许各分卷作

适当和必要的交叉记述。 。．

五、本志体例采用志、记、图、表、传，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为条目体。各分卷一般设篇、类目、条目，以条目为记

述的基本单元。

七、本志在有关部类中设概述，概括全貌；设综述，反映各行

(事)业的综合内容；分述以记述行(事)业为主，兼及典型实体。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各地及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旧志、政府

公报、文件，以及调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鉴于

历史原因，有的资料无法搜集、考核而难免缺漏时，则保持本来面

貌，以待续修时补正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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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

涉及

国成

栽岳

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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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编写说明

一、<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是按照市志总体设计的要求编写

的一部专志，旨在反映近代以来武汉交通邮电事业发展变化的基

本面貌。

二、本志按照水运港I：I、水上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航空

运输、地方运输、邮政、电信等大的行业部门谋篇布局，立目上采取

分类与分期相结合的原则。

三、本志中的统计数字一般采用武汉市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有

时也采用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

]



I．武汉客运港码头

2武汉港汉阳港埠公司码头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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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申线上的国产大型

客轮

4．“扬子江”号旅游船

5拖运大件货物的船队

6，巡逻中的武汉港航监

督艇

。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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