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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国水运史丛书包捂以下若干门类的史书 z

:综合性史书，包括《中匮海港史》、《中国内河航运史》、

《中嚣运河史》等。

2. 内河麓运史，包捂各省、市、自治区的内河航运史和《长

汪就运史》。

3. 各海港史，包括沿海各主要港口史。

4. 专题性史书，包捂《郑和下西洋》、《捂斋局史》、《民

生公司史》等。

二、永运史约断珉，统一按鸦片战争(j_d40年)之曾为古代

史，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罢成立(1949年 10月 1 日〉为近代史，

建匡以后为现代史。

三、这套丛书属专立支书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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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和一般史学工作者，

也可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水运部门的广大从业人员以及对祖国

本运有兴起去~1青年阅读。

四、这套丛书统一采用大32开印制。

五、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交通部、海军司令部、发牧

造业部水产蜀、国家注洋局及中医吭海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

持。参加本丛书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上述单位新属的生产、科

研、教学以灵各省、市、自治区窍河运输部门等单位的人员。还

有盟内若干大专院校及历史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丛书

的撰写、评审工作。因此，本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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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嚣永运史A书

总序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屹立于世，已有5000年的

历史。中国的水运史，是中雷文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望

文明史的形成在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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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多

公里，河流5万多条，总长42万多公里，有大小湖治900多个。我

幻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兼有大陆和海洋特征的广袤的国

土上，利渭住良的自然条件发展本运。

中国水运发展的历史，摄远流长.旱在新石器时代，已在天

然离流上广泛使用油木舟和排在。在浙江省河姆在出土的本桨，

证明在距今7000多年苗，我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己使用桨推进航海

工具出海渔猎。春秩战国时期，本上运赣已十分频繁。黯了汉

代，我国已有坚嚣的船舶，并使用芦{脱手江平衡舵，凭借季节风，

远舷到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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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大发明，它对人类文弱的进步

有着重大影响。亲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是我国当时与东南亚海上

贸易繁盛的见证。明裙郑和七下西洋，组建了200多是去海船、 2万

多人的克大船队，历坊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古5宇航海史上

的壮举，使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走上鼎盛时期。

我嚣港口的发展在历史上有过光辉的篇章。早在春款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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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建国东部渤海沿革即出现揭右港，在i后发展为今天的秦皇岛

港。汉代的广到港t-t及徐离合需港，己与国外有接繁的海上通商

括动。广舟、宗炜、拉如i、明1!i<今宁搜〉是宋代四大海港。元代

普来我国普历áj摩洛哥放行家伊本·拔医塔在潜ì2 咛q在\:泉州港

"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唯一的&大港纱。长江沿岸的扬那

港，兼有海、河港口的性质，唐朝己是梧当发达的国际安易港

了，当时大食波斯的殷商侨居若有数千人之众。"天-F三分明月

夜，二分无顿在揭乡1'1 0 "可见当时的汤;'H是经济繁荣、人文苦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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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洒，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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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嚣丰

富，有灌援和舟挥之利，历来是我国繁荣富庶之地。我国运词建

设的光辉历史，是举世公认的。电257=运翌，丰更革圭春秋末费
主墨君主丑窍，以后经过隋、元两朝大规模的扩建有连接，最后

形襄气条款贯南北长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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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罕与俭比

的。

近代中嚣水运史，是一部侵略和反佳路、!芒迫和反压迫的历

史。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Il;(沿海海关和港口

完全受外国人厨控制，内海舷行权丧失黯尽。中国海上和内泻的

广大水域，竟成为帝自主义者的天下!中国水运事业，在压追下

求生存，在反抗中求发展。 1873年1月箩成立了轮船招商局。 民

族资本主义的轮船业也随之逐渐兴起，先后成立了若干自上和内

羽航运公司》也们在近代水运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
~、甲--

主罢!芭芭季来，本主事半有萌发景，但发展援惺F 本运技求在野草
步， 1亘步建蹒蹄。近代水运事业，孕育了中国最旱的产业工人之

一的海员，他们是挂动近代水运事业发展的动力，他1(1能反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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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建国旦雪白现些些盟主星盟主a 在?j雪去产棋?三
下，伟大祖蜀己'民复想费支着血青春的哥二力，社会的发展，应去费

远步;一各项事业的兴旺，都是前庆去右的。中国~的水运事业，取
得?过丢任裙带勇不可fE:拟的伟大成哉?运莲运输从无到在，达
d三到大，现在己建设成了一支包括具有各种船型的远洋船队。沿

海和内部相继建成了一提现代化的港口和专业化的深水油位，以

及与港、幸运相配套的各种设施s 集疏运系统、普造船工业、航务

工程、通信导航、船舶捡验、救勤打捞、辈革域环境保护等，还建

设了具有梧当规模和水平的水运科研设计挑构、水运提校和出题

;军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元整的本运体系，并正以比较离的速

度向现代住迈进.

)1_Í穿用枣主要，是二-事些冕盛裹起住的厦虫。它是槌着社
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经济因素的捎长而滔长的，归根

结底是雯'着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和制药的。纵观中国本运史，虽然

经过许多曲折，走过不少弯路， {旦成就始终是主流。对历史上的

成敢得失，应该按黑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观点，透过反复的

历史现象，认识历主事物的本贡，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鉴古如今，古为今用。

人民，只有人员，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J:年单本运

，丈美众多部先罪者和另费人民争过艰苦奋斗铠适的历票。从古代
骂中世纪，众多的航海者，远涉海洋，历~艰辛，航行在中国沿

海以及通窍亚非的航线上，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情朝开运河，参加运河路工的民工上百万人，死者不计

其聋，运河的建成，是无数劳动人员血汗的结晶。历史上曾出现

过许多名垂青史的就海家、水运事业的建设者。如秦代的史禄，

三国时的卫温，晋找的王睿、孙恩，唐代的~J晏、李赴人，元代

的郭守敬、朱洁、张玉室，明代的郑和、郑成功，清代的靳辖、

宝



较寿，民国时能卢作孚等。建国以后，为;1](运事业献身并敬出杰

出贡献的，更不胜枚举.前人艰苦创业的黯持久位得我1f]是敬p
值得我幻学习。.___

几千年能水运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对历史主先

驱者的活动，对祖先留下来的先辉业绩，深入进行研究和发握，

大力加以宣传z 人民知之愈深，对伟大桓望就会爱之愈切@我虽

从古至今的水运发展史上，有许多工程上的奇迹，运输上的于各

业，水战上的壮举，这些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其突出的地位。周

恩来总理曾经说过z 44我fn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摞

泉。"将凡千年水运史的光辉业绩放到1lt界?在自内，就可以从相

互比较中认识其合惶，从而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主主圭主豆豆11<运主a分用1委主?李辜!雪~L陆续出比主要
目前在于系统地总结过去前历史，从中、汲取JJj史睦物主义和爱国

主义的可黄教益，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伟大业绩。

这套丛书，包捂各海港史、各省航运史、长江舷运史、运商

史、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等。在丛书的编写工作中，我的将道

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现点，坚持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在史料

的收集、整理程考订的基础上，写出一套科学信史。1R几千年的

进程中，史料浩如娼海，其收集整理，一定会出现某望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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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批评萄正，也有待专家们继续研究探索。中菌水运史丛书的出

版，不是水运史研究工作的终结，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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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订和再服，使之一代一代

传下去，永受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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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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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 



ãf苦地努力，写击中匮水运史更翔先辉灿楚的新篇章.

中E航海支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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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安徽航运史》是交通部计划出版的中国水运史丛书中的一

卷。 1982年，去徽省交通斤摄据交道部和中国航海史研究会(82)

交科技宇154号《关于如强中国航海史编写工作的通知》精神，组

建必安徽省内河航运史蝙写委员会"，下设编写办公室承担具体

编写任务。

库tR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捂导，在航运客现历史为假

如，着重从经济技术领域系统罔述安徽航运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留明安徽航运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租作用，探索安徽航运发展的客现规律，以便进航运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为航运现代化建设康务。

本二苦包括草草、港口、船费版本运工业)、运输和航政等项内

容，采用编年章节体，篇章分藉，节目分类，以时间为经，以事

件为纬，夹叙夹议，系统载述安徽昌先秦至1988年各历史阶段的

航运发是状况。全书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篇组成，围文并茧，

恙 tt48.3万字、 70余幅图表。古代篇，但自重记述安徽先民利用天然

航道，开凿人工海渠，使水运为生产、生活、政治、豆经济、文化

和军事服务的漫长百艰苦的历程z 近代窜，部重记述帝国主义列

强侵占安徽航权，利用航运鼠狂棕夺安徽资掠，以及安徽民族资本

航运在列强兢运的倾轧下艰难起步、惨淡经营的过程s现代篇是全、

9 



书的重点部分，拥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社会主义航

运业的诞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在5短因T年中?去徽航运旦如步

形成了以运输为中心的运雏生产、港航建设、船舶修造、运政白

理和航政管理的戴运体系，并正以援民的注度、较高白质量商航
运现代化迈进。本书对各历史碍期航运发展的功过得失，力求作

出J民主E其分的评结，以增大支书的资撞强能。

本书从1983年起开始编写，至1991年付捧出版，历时)\载。

悠悠岁月，中南又被编写《安撒航运志》、《安徽省情》、《安

徽航运企业史语》等书占用了一些时闰，在此一并加以说萌.

黯徽省内河黠运是编写委员会

1991年10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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