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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为安阳市地方专业志书，纵横古今，全面记述了安阳市从古至今的各种交通

方式的发展演变概况，尤其是近现代的公路、铁路、航运、航空、邮电等行业的现状．本

书资料翔实，综合性强，颇具研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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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交通志丛书》是《河南省地方志丛书》‘

。的一瓿分，‘由全省各地区、省辖市交通志编纂委员

会编就按省统·要求，公开或内部出版发行。《安阳，’
市交通志》编写内容有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

、．道、交通管理、属县交通等，是一部广义性的省辖

市交通志。 ．

”·

河南省交通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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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分别由安阳市、安阳县、汤阴县公路段管养。由于安阳地处豫

北咽喉，此路是安阳通行能力最好的公路之一。

二、省道 。

(一)安林路‘

安阳至林县公路，自安阳市文化宫十字路口起，途经水冶镇、

科泉、横水到达林县，全长52．67公里。其中：安阳市政工程处管

养7．13公里，安阳市公路段管养4．66公里，安阳县公路段管养

24．66公里，林县公路段管养16．22公里。全线共设有养护道班7

7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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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至水冶段 1956年进行了整修和改建，路基宽8．5米，铺

筑天然砂石料级配路面，宽5．5米，厚18～22厘米。1958年，因大

办钢铁，将路基扩宽到24米，路面扩宽到7米，碎砾石路面结构。

1964年根据河南省委对。过宽公路要还耕”的指示，将路基缩为

12米。1969年8月一12月，此路段改建为油路，长15．4公里，路

面宽8米，表处2～2．5厘米。投工32万个，决算投资39万元。由

于交通量的增加，1981年经省计委和省交通厅批准，将安阳至水

冶路段改为复线，即在老路南侧平行修建快车道。设计标准为平原

二级公路，全长14．03公里，路基宽12米，路面宽10．5米，厚31

厘米，面层为渣油贯入6厘米，2厘米表处封面。桥涵荷载标准为

汽一20，挂一100。大中桥净宽10．5米。该工程由安阳地区行署成
立修路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安阳地区公路管理总段负责技术

指导。安阳市、县成立修路指挥部，各自负责其境内工程，组织专业

队施工。 ．

为保证路线等级和线型顺直，全线拆除房屋2“5间，计3．3

万平方米，拆迁通讯线路3条，合计30公里，建路占地612．37





鼻

马之间的漫长商路，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形成，成为一条东西之间

商品和文化交流的十分繁荣的交通要道。直到唐天宝士年(751

年)大食与唐的怛逻斯(故址在今苏联哈萨克东南江布尔城)之战

以后，才由于旅途受阻而冷落。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繁荣，为我国西 ．

北疆域的扩展和巩固，国内民族的融合，国际声誉芝墓露嚣雾麓胬

罐；场霎嘉鲤削器匿霪；霉茹鬟裂些鼋筌凰；哑一嘿矮10米，路面宽5．5米，渣

油表处1．5厘米，是安阳市辖各县首次铺筑的第一条油路。1976

年一1977年，又将此段扩建为二级公路，路基宽15米，路面宽9

米，底层为20厘米石灰土补强，面层为2～2．5厘米渣油表处。

设计交通量每昼夜1000车次，投资253．8万元 。

1987年，安阳市郊3．5公里路基被扩宽到17． 5米，油路面

宽14米，缓解了安阳市东出口车辆经常堵塞状况。

楚旺至大清段市辖6．3公里，由内黄公路段管养。此路在楚

旺南门与安阳至濮阳公路丁字交叉，沿楚旺寨墙向东延伸至河北

省界。解放初期为土路面。1951年一1952年，曾发动群众民工建

勤进行整修，土路面宽8．5米，晴通雨阻。1958年又将路基加宽为
1 2～15米，铺了3．5米宽的泥结砖碴路面。因内黄境内路基过

低，雨季行车困难，1972年6月，改修为油路面，全长6．3公里，路

基宽8．5米，路面宽6米．1983年通过养护大修，改建为二级公
路，路基宽12米，路面宽9米，渣油表处2．5～3．0厘米。

扩建后的安大路，是安阳至濮阳的一条主要干线，也是沟通

晋 、豫、鲁三省的重要经济干道。

． (三)新范路

新乡至范县公路，起自新乡，经汲县南关、浚县王庄、滑县、道
口 城关、内黄中召、濮阳清河头、濮城、杨集至范县城。安阳市辖段，

从滑、浚交界里程碑55km+407起，至滑县石佛村止，全程35．5

公里．

建国前，新范路是济南到汲县公路的一部分．1949年平原省
成立后，在原大车道的基础上整修成简易公路，系土路，宽8．5～9

米，改称新禹(新乡至禹城)公路，途经汲县、滑县沙店、白道口、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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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因素。《吴越春秋》卷五记载了春秋越大夫范蠡对于立国建都

的卓越见解，他说：“今大王欲(案元徐天祜注：‘欲，字下当有‘立，

字)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

之业”。安阳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恰恰就是“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

地”，所以也成为我国最早的古都，绝非偶然。“据四达之地”，十分

确切地说明了交通在立国建都上的重要性，安阳在这个条件上得

天独厚，而历代以来，安阳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都和它的

交通运输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像安阳这样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

重要城市，汇集和整理它在历史上和当今有关交通运输的各种资

料，编纂一部《安阳市交通志》，将是安阳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砚在，《安阳市交通志》行将正式问世，我忝为此志顾问，审读

了此志全稿。深感此志资料丰富，内容完备，体例严谨，文字畅达，

而图文并茂，犹其余事。所以此志不仅是安阳古都几千年来交通发

展过程的完整总结，而且由于安阳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

等方面在河南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因此，此志的编纂，也将

有裨于河南全省以至全国。志书的编纂，原来具有存史、教化、资治

意义，《安阳j芦交通志》的编纂出版，必将促进安阳市、河南省乃至

全国交通建设，使我们祖国的交通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使我们祖

国的经济和文化获得高度的繁荣。 ．

4

l储碍
1990年9月于杭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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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欣逢盛世．安阳修志。安阳历史上第一部

交通专业志书《安阳市交通志*即将付梓，

这足安阳市文明建设中的又一硕果．是值得

庆贺的一件大筝。
我国史书文献浩如烟海，有关安阳的书

刊名目繁多。如《河南通志》、《彰德府志》、《安

阳县志》等足以彪炳千古。可惜的是，在这浩

瀚的书丛中，虽都涉及交通．而与安阳交通有

关的记载，却寥若晨星+异常缺乏，未有详细专书．使无数关心、热

爱安阳交通事业的仁人志士，常以不易遍览而尽睹为憾。

今安阳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首编《安阳市交通志》一书以飨读

者。实为不可多得的新著。本志书广征博引．较全面地、系统地记载

了安阳三千多年来交通事业的兴衰史实。它不仅揭示了要发展经

济，交通必须先行的深刻哲理．而且总结了安阳过去交通事业的历

史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为此，它对于研究安阳交通的历史，现状

以及预测未来，都颇有参考价值。

写历史书，非仅笔墨之事，不仅要占有相当的资料，还要善于

鉴别真伪是非．往往一字之差，意义为之左右。几年来．《安阳市交

通志》的编纂人员，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从事交通史志的研究与

撰述，所费心血．非比一般。为本志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

种勤奋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令人赞佩的。

安阳历史悠久。古代的交通也有其悠久而光辉的史绩，为社会

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远在旧石器时代．居住在安阳

小南海一带的原始人群，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开创了原始人行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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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至殷商时，以安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已通达四方。交通运输的

便利，为当时殷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但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致使道路交通发展缓、

慢。

民国16年(1927年)，安阳始有公路。但因连年战争，政治腐

败，到1949年，公路仅有154公里，且路况极差。道路运输主要依

靠人力和畜力运输。至于现代化桥梁以及各种预应力结构所用的

新兴材料，更是前所未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全市交通系统的干部、职工，肩负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积极探

索，努力工作，使安阳的交通事业得以较快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现在，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初步形成，公路的技术等级和通

行能力较前大有提高，高级次高级路面占有路面里程的76％。在

新建的百余座桥梁中，部分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土艺，都是比较先进

的。公路运输的客货运量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汽车维修工业发展

迅速，修理网点星罗棋布，遍及城乡。中央和地方铁路纵横境内，管

道运输交错成网，邮电通讯可通达全国及世界各地。安阳交通为发
展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对社会的繁荣昌盛起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

近代文明渊源于古代文明，社会才得以进步。安阳的交通事

业，古时曾一度领先于世，现《安阳市交通志》在追述其历史，探索

其规律，正是为策励将来，以促进安阳交通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

的振兴。我相信，在发展以综合运输体系为主轴的交通业的总方针’

指导下，安阳交通在发展中所取得的累累战果，将成为交通上的曲

曲凯歌。让我们继续谱写安阳交通运输发展的薪篇章，以更加豪迈

的气魄，去迎接安阳市交通事业绚丽的春天。

安阳市交通局长／锨
1990年10月









纺为主，门类齐全的新型中等工业城市．1987年，全市完成农业总

产值12．04亿元，工业总产值38．6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19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16．53亿元。有工业企业t000多

．．家，其中以本市企业为。龙头”开展联合外地企业有近百家，同国外

签订合同的有40多家，有学校4055所，科研机构67个，科技人员

49961人，卫生机构451个，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2889人，影剧院

和电影放映单位1371个。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交通便利的优越

，条件，吸引着许多中外游客前往观赏，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36处；：

安阳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赢得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赞誉，先后

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改革试点城市和甲级开放城市。

；安阳历史悠久，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既辉耀着古都安阳昔日的

．荣光，又记录着历史的沉浮与艰辛。早在2．5万年前的小南海原

始人洞穴遗址和6000年前的后岗遗址的发掘证明，我们的祖先就

繁衍生息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曾在此哺育过许多文治武功、

彪炳史册的名人贤士。传说4000年前的古帝王颛顼、帝喾二帝陵

位于今内黄境内；盘庚迁都于殷、商王武丁中兴、妇好将军挂帅、奴

隶傅说升相、文王拘而演《周易》已铭记史册；功绩显赫出将入相的

韩琦和。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被历代人民所敬仰。
：‘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历史上诸多政治集团的更迭，经济重心

的转移，安阳的名称、隶属也屡有变化。相传夏朝禹定九州，此地为

冀州之域。殷商时，先称“相”，后称“殷”。举世闻名的安阳“殷墟”，

是3000年前的殷商王都所在地，殷王朝曾在这里传八代十二王j

统治天下273年。现已发现的16万片甲骨卜辞，成为研究奴隶社

．会的珍贵资料。庄重雄伟的司母戊大鼎，是当今世界青铜器之冠。

浓缩了中国先哲智慧的《周易》，成为中国古代最精深的文化原典

和中国人特有的东方式智慧的渊薮。春秋战国时，安阳先后为卫、

晋、魏所属，称“邺一、。宁新中”。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
聱

秦军攻克“宁新中”，更名“安阳”，安阳之名从此见于史册。东汉建

’． 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为魏公据邺，_挟天子以令诸1髫，在邺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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