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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瑾(1)

交通与人类社会的变革、发展紧密相关．中、外、吉、今亦如

此。交通志书，必定是某时期某一地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真

实、生动的表征。

撰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党中央号召全国各地抓紧时机编纂志书．以记录历史源流。《桂阳

交通志》的出版便是其一。 ．

， 桂阳地处湘南，位于骑田岭北麓，自古有“三湘屏藩，两广

管钥”之称．东晋建武元年(317)始置平阳县(今桂阳县)，就一

直为湘南重镇。自秦汉以来．筑大道，列亭传．置邮驿．陆运发

达，以人挑马驮为主}清代以后。舂陵水水运逐渐繁盛I民国时

期．、桂阳始修公路。由于历史的原因．遗留下来的古遭津梁残缺

不全．桂阳解放以后，百废待兴．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过四

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县内交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

今．省、县遭干支线公路纵横交错，乡、村公路密妇蛛网。四通八

达，郴加铁路连接东西，舂陵水横贯中心．以县城为轴心，向四

面八方辐射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业已基本形成。各种机动车辆

①作者系现任交通局长



序一

熙来攘往．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桂阳交

通志》从一九八七年组织班子．搜集资料。着手编纂，在省、地、

县有关部门的关怀指导下，编纂人员的辛勤笔耕，一九九。年定

初稿，这次出版时，全部史料顺延到一九九三年，采取广征博采，

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编纂方针，数易其稿，全书约十八万字，

将为桂阳留下一部珍贵的交通史志书，以期达到资治教化，激励

来者之目的。为我县交通运输事业再造辉煌发挥巨大的作用。

书成，聊书数语为序．并借此机会向为《挂阳交通志》的出

版而关心、指导、帮助过的有关单位、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参加

编纂的全体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由予诸多因素的

制约．本书疵漏在所难免．谨望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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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欧阳继义①

桂阳历史悠久，地位重要。交通事业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必

需。自古以来．桂阳人民兴建了许多水、陆交通设施。为政治、经

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因受历史条件限制。

肩挑背负、骡马驮运、人划舟帆、木制人力小车等运输状况较长

时期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交通事业迅猛发展，水上运

输·民国时期至1976年较为繁盛，但欧阳海大坝建成蓄水后随即

断航。现全县有公路1882．6公里，城镇乡村基本形成公路网络，

加之郴加铁路经桂阳段39．4公里竣工通车．使交通运输更为方

便。全县拥有各种机动车辆6421辆，运输量空前增长，历史证明

交通是富国裕民的“先行官辟．

盛世修志．代代相传．以供借鉴，因此，用新观点，新材料．

新方法编纂社会主义交通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组织人

员，筹集资金．花了三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加工整理，．本着“实

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完备的体例，翔实的资料．追

溯本地交通事业发展史．秉笔直书。，诸如公路、铁路、桥梁、渡

口、客货运输、机构管理，均作了详细的记载。这部新型地方交

通志书的问世，可喜可贸，它为今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起到借

鉴的作用。

①作者系原任交通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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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桂阳县交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史实为依据，实事

求是，按照《湖南省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进行编写。

二、记述范围．上限1840年，下限1993年。有些事物为反映

全貌，上溯其发端，下延至志书脱稿止。所记事物均坚持详今略

古的原则。

三、志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设篇

立目，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

四、全志记述用第三人称。规范的语体文(引文例外)和简

化字(古地名、人名、碑文例外)．地名用当时名称(古地名括注

今名)，机构名称和专用术语首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元，先书朝代年号再

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lo月1日以后概用公元纪年。 ．

六、计量单位名称及符号。新中国成立前仍其旧，新中国成

立后，用法定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旧人民币均换算为新人

民币。

七、主要数据以单位年统数据和县统计部门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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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桂阳位于湖南南部，骑田岭北麓。县城距京广铁路郴州市35

公里。东临郴县，庸接临武，西南接嘉禾、～西与新田毗连，北与祁

阳、常宁、耒阳、永兴交界。境内南北多山地，中部多岗丘。舂陵

水由西入境向东折北流，将全县切成西北，东南两大块。19913

年，全县总面积29"72．8平方公里，耕地58．92万亩，，总人口

70．30万人，辖10镇29乡，人口、地域均为郴州地区各县市之首。

桂阳历史悠久。东晋建武元年(317)始置平阳县。唐为桂阳

监。宋为桂阳军。元为桂阳路。明洪武九年(1376)废平阳县置桂

阳州。民国2年(1913)改为桂阳县，沿用至今．现隶属郴州

地区。

交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交往纽带，是国民经济的。先行”，

在人们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数千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历代勤劳、智慧的桂阳人民，依据本地实情，修筑古道、路

亭，桥梁，开辟航道，设立渡口，水陆运输较为发达。

汉代，桂阳郡太守卫飒凿山通道，列亭传、置邮驿，促使桂

阳民众修筑古道，设立津渡，．架设桥梁。水路有舂陵水水道传驿，

北出湘江通洞庭湖。而陆上有桂阳城至瓦窑圩古道，桂阳城至临

武镇南铺古道可南下广东连县星子埠乘船至广州。

唐代，官吏北出，军事往来，矿产品运出以走舂陵水水运

为主．

，宋、元、明、清时期，主要古道发展到12条，总长974公里：

南宋嘉定五年(17．13)仁义政明村邱登龙建成惠政桥。明万历十
1



概述

四年(1586)，永济桥(又名七拱桥)建成。清同治七年(1868)，

已是“桥以百计，名者三十有八”；光绪年间，又有大章桥、流渡

桥、翠仙桥、望仙桥、花桥等先后建成。渡口，舂陵水有：宋宁宗

时(1195)设的舍人渡及人货码头，明代增设柏家渡、斗下渡。清

代又增设龙家、孙家、何家、史家、上汾、乌市、瓦窑、缄栈等渡。

盛期，舂陵水日通过木帆船多达300余艘。斗下、上汾、何家、柏

家、史家成为货物码头。千年来桂阳长途运输以水运为主，短途

运输主要靠肩挑马驮。

民国时期，桂阳主要干、支路发展到27条，1528公里。并开

始修公路，还兴建了火田、成仙、双桥等大跨径的料石拱桥。

运输，以人挑马驮为主，依仗弯曲、狭窄古道运送生产、生

活物资及矿产品。民国9年(1920)省提案兴修衡阳经桂阳至临

武公路，但未动工。民国18年(1929)至民国27年(1938)，采

取以“赈”款招集灾民修筑桂阳至郴州、桂阳至舍人渡2条公路，

实际通车的只有桂阳至极乐28．4公里。民国31年(1942)11月

记载：桂阳年货运量：土靛5万担、食盐3万担、矿石2万担、麦

子2万担、菸草1万担。布匹、药材、南杂、百货、瓷器、苎麻、

红枣等都以人力畜力运输。水运，县沿河物资由舍人渡，乌市、

上汾、何家、柏家码头集散转运，最高年运量80余万担。民国37

年(1948)曾对舂陵水勘察，计划疏航，但因战争频繁，资金困

难，未能动工。舂陵水道滩险礁多，航速缓慢，航行危险，水运能

力不能充分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共桂阳县委和桂阳县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县内运输逐步向机械化、现代化发展。

一、1949,---1965年，县政府先后设立建设科、工业交通科、

交通办公堂及地属的县公路段、交通安全监理站、管理交通事

务。1950年，县政府发动群众修复桂阳至郴州公路。并成立船民

协会和搬运工会。1951年12月，桂阳至郴县鲁圹公路修建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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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54年，桂阳至新田公路竣工通车。1956年，交通科组织

人员对舂陵水主要险滩进行琉浚、炸礁，使枯水航深增加0．5米，

航宽增加5米，提高通航能力40％。1958年，县政府发动群众，

整修大道，修筑公路，改建桥梁，造木船、制人力车；同时成立县

运输人民公社。1959年，桂阳至嘉禾公路、岔路口至莲塘公路竣

工通车，并在七拱桥成立造船厂。1960年，同祥圩至观下水公路

通车。但由于当时资金、技术条件限制，致使部分公路弯多。坡

陡。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交通事业发展缓慢，1961年新修公路仅

2．95公里。1964----1965年，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全县交通建

设有了发展，这两年新建公路92．4公里。到1965年底，全县共

有公路510公里，桥梁250座(公路桥47座)，有人畜力车500

余部，汽车288辆，木帆船150余艘。年公路货运量36．5万吨，

客运量26．2万人次，水运量1．3万吨。为桂阳县交通运输发展奠

定了基础。 ‘

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修公路387公里，建油

路35．5公里，改造公路桥23座，汽车增加167辆，拖拉机增加

210台。初期公路虽有增加，但路况不好，通过能力低，致使

1966～1972年汽车客运量徘徊在25万人次。水上运输，因建欧

阳海大坝碍航，县航运公司运输业务减少，长途水运被中断。中

后期，县内沿河两岸大宗物资转向公路运输，加之，对公路进行

整修，客运量增加，年汽车货运量由1966年的45．2l万吨，逐步

上升到1976年的86．4万吨。

三、1977""1988年，交通机构日臻完善：县交通局、公路养

护段、车辆监理所相继恢复，湘运驻桂阳汽车管理站及省地属厂

矿车队、县专业车队先后组建。1978年，郴州至嘉禾铁路经桂阳

段开修。1979年，舂陵水中段特大双曲拱桥建成。1980～1984

年，全县对塘市至白水、浩塘至长隆、花园堡至银河等19条通乡

政府或经济区的重点公路进行改造，共计151公里，实现乡乡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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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全县境内4条省道，165公里，先后扩宽改造。新建公路向

山区纵深发展。并在改革中组织合作运输，保证历年烤烟煤、粮

食、化肥等重点物资80余万吨的运送，支援农业生产。全县交通

战线队伍不断扩大．1988年末，从事交通工作的达15000余人，

已有各类公路1743．4公里，地方铁路39．4公里，全长10米以上

的大道桥118座；公路桥111座，铁路大中桥5座，有渡口33

处，各种机动车4358辆。汽车客运量达216．7万人次，货运量

214．9万吨。各项交通规费征收逐年增加，1988年达467．4万元。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运输业除县属交通系统企业外，有郴州地区

汽车运输公司桂阳分公司，省、地属黄沙坪、宝山、冶锰、雷坪矿

等厂矿专业车队，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及各乡镇集体车

队、个体车从事运输，年运输营运收入达2400万元，从事机动车

辆修理业的鼠家、集体、个体厂家达150余家。

四、1989--·i993年，是桂阳县交通系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5年，各项交通事业蓬勃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年投资总

额1000多万元。新改建油路27．8公里，新修县级公路3．5公里，

抢修白水乡到杨柳乡水毁公路7公里，城镇改建水泥路4．8公

里，村级公路年均新修28公里。常年养护752．1公里，公路好路

率逐年上升，保障了晴雨畅通。到1993年底，从事交通事业的达

2万余人，公路总里程达1883．6公里。各种机动车辆增加到6200

多辆，客货运力满足了全县运量的需要。公路运输产值达3900万

元，年递增lO％。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望未来任重而道远。桂阳交通事业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发展。而今，有较先进的交通工具和运

输方式，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和城乡市场繁荣，支援工农业生产和

国家建设，促进桂阳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现有的情况看，

交通设施有待于充实，交通条件有待于改善，交通管理有待于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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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交通设施(一)

第一篇．交通设施(一)

第二章古
●

' l

据出土文物考证，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桂阳活动，

有人活动就有道路。东汉时期，桂阳郡太守卫飒开辟峤道<注①>

后，陆继向毗邻各州县修筑主要古道(官马道)，道路结构，平原

丘陵以石板为主，山区半山区多见于砂土或砾石路。清末时期，

桂阳已有主要古道12条(其中府级驿道1条，州县驿道3条)，

总长487公里。民国时期，在明、清古道基础上，路的走向及通

过地点有所变化，古道的条数、里程也有较大增加。

第一节县乡道

挂阳至关口 汉代有桂阳至瓦窑圩步道，瓦窑圩走水路出常

宁、末阳。宋代，舍人渡至关口步道开通，途经瓦窑圩、长江圩、

石坳背、和平圩、新铺岭、桥市、大富口，全长120公里，路面多

为石板铺成。民国21年(1932)，桂阳至舍人渡改修公路，为县

干路，舍人渡至桥市为支路

桂阳至永和途经官溪、正和达永和，境内长44公里，全为

石板铺成，路面宽3至6尺。以此出郴县南溪达临武正南铺，为

汉代南下驿道。民国时期为支路。

桂阳至香风铺宋、明、清时期为驿道，民国时期为主要于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