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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 蔫
’． 》

鲞

一、中国水运史丛书包括以下若干门类的史书s |
1．综合性史书：包括《中国海港史》、《中国内河航运史》、《畸；国 霉

运河史》等部。 ．

，

． 差
2．内河航运史：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内河航运史和《长江航’ 霉

运史》。
。

’

：：曩
3．各海港史：包括沿海各主要港口的史书。

‘

?
4．专题性史书：包括《郑和下西洋》、《招商局史》、《民生公司 {

史》等．。 -

‘

i

二、水运史的断限，统一按：鸦片战争(1840年)之前为古代 j

史，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为近代 ；

史，建国以后为现代史。 。

三、这套丛书属专业史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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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般史学工作者，具有中等 j

文化程度的商业航海、水上运输、军事航海、渔业航海、海洋考察的 。．

!

广大从业人员，也可供对祖国航海有兴趣的青年阅读。 带 ；

四、这套丛书，原则上由人民交通出版杜公开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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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渔业． ●

部水产局、国家海洋局及中国航海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参 {

加本-V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上述单位所属的生产、科研、教学以及 ；

各省(市、自治区)内河运输部门等单位的人员。还有国内若干大专
’1

l

院校、历史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丛书的撰写、评审212作。 i

因此，本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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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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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屹立于世，已经有五千年的
+

历史。中国的水运史，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文

明史的形成和发展，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q 。 。7}

· 中国发展水运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大陆海岸线长一万八千

多公里，河流五万多条，总长四十二万多公里，有大小湖泊九百多

个。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兼有大陆和海洋特征的广袤

的国土上，利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展水运。 ，

’

中国水运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在天然

河流上广泛使用独木舟和排筏。在浙江省河姆渡出土的木桨，证明

在距今七千多年前，我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已使用桨推进航海工具

出海渔猎。春秋战国时期，水上运输已十分频繁。到了汉代，我国

已有坚固的船舶，并已使用风帆和平衡舵，凭借季节风，远航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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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发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重大影

响。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是我国当时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繁盛的见

证。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组建了二百多艘海船，两万多入的庞大

船队，历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使

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走上鼎盛时期。 ，一

我国港口的发展，在历史上有过光辉的篇章，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燕国东部渤海沿岸即出现碣石港，以后发展为今天的秦皇岛

港。汉代的广州港以及徐闻合浦港，已与国外有频繁的海上通商活

．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是宋代四大海港。元代曾来我

国游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称：泉州港“为世界

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唯一的最大港。”长江沿岸的扬州港，兼有。

一，，，磷一_o：瓣；日。番口，喷m

m炉驾。



海、河港口的性质，唐朝已是相当发达的国际贸易港了，当时大食、

波斯的航商侨居者有数千人之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

扬州。”可见当时的扬州是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之地。

我国内河航运的发展，与我国文明史更有着密切的联系。黄

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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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丰富，有

灌溉和舟楫之利，历来是我国繁荣富庶之地。我国运河建设的光辉

历史，是举世公认的。南北大运河，最早起于春秋末期吴国开挖邗

沟，以后经过隋、元两朝大规模的扩建和连接，最后形成一条纵贯

南北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大运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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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比的。 ·

。近代中国水运史，是一部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的历

史，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沿海海关和港口完

全受外国人所控制，内河航行权丧失殆尽。中国海上和内河的广大

水域，竟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天下j中国水运事业，在压迫下求生存，

在反抗中求发展。1873年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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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成立了若干海上和内河航运公司，

他们在近代水运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总的看来，水

运事业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水运技术有所进步，但步履蹒跚。近

代水运事业，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之一的海员，他们是推动

近代水运事业发展的动力，他们的反抗斗争，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

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

建国以后的现代水运史，是最辉煌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伟大祖国已恢复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

步，各项事业的兴旺，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水运事业，取得了过

去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伟大成就。远洋运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现在已建设成了一支包括具有各种船型的远洋船队。沿海和内河

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港口和专业化的深水泊位，以及与港、航

相配套的各种设施：集疏运系统、修造船工业、航务工程、通信导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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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船舶检验、救助打捞、航域环境保护等，还建设了具有相当规模

和水平的水运科研设计机构、水运院校和出版部门，初步形成了一

个比较完整的水运体系，并正以比较高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

，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一部经历盛衰起伏的历史。它是随着社会

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经济因素的消长而消长的，归根结

底，是受着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和制约的。纵观中国水运史，虽然经

过许多曲折，走过不少弯路，但成就始终是主流。对历史上的成败

得失，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透过反复的历史现

象，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鉴古知今，

． 古为今用。 ，

一，
．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几千年的水运史，

是众多的先驱者和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创造的历史。从古代到

中世纪，众多的航海者，远涉海洋，历尽艰辛，航行在中国沿海以及

通向亚非的航线上，为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隋朝开运河，参加运河施工的民工上百万人，死者不计其数，运河

的建成，是无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名垂青

史的航海家、水运事业的建设者。如秦代的史禄，三国时的卫温，晋

代的壬漕、孙恩，唐代的刘晏、李处人，元代的郭守敬、朱清、张揎，

明代的郑和、郑成功，清代的靳辅、徐寿，民国时的卢作孚等。建国

以后，为水运事业献身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更不胜枚举。前人艰苦

创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崇敬，值得我们学习。

几千年的水运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对历史上先

驱者的活动，对祖先留下来的光辉业绩，深入进行研究和发掘，大

、力加以宣传，使人民知之愈深，对伟大祖国就会爱之愈切。我国从

古至今的水运发展史上，有许多工程上的奇迹，运输上的伟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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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将几千年

水运史的光辉业绩放到世界范围内，就可以从相互比较中认识其

价值，从而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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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几千年的水运史，分门别类，编纂成书，陆续出版，主要目的
j

在于系统地总结过去的历史，从中汲取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

的可贵教益，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伟大业绩。 ．，． 、，

、这套丛书，包括各海港史、各省航运史，长江航运史，运河史，

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等。．在丛书的编写工作中，我们将遵循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的观点，坚持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在史料的收集、

整理和考订的基础上，写出一套科学信史。但几千年的进程中，史 。

料浩如烟海，其收集整理，一定会出现某些遗漏；历史上的某些疑

；难问题，一时也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需请读者批评指正，也

有待专家们继续研究探索。《中国水运史丛书》的出版，不是水运史

研究工作的终结，而应是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的开始。我们希望，这

套丛书今后将不断修订和再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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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总结过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

为了开创新的历史。当前，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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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百倍地努力，

写出中国水运史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

oVIo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 ．．

一人民交通出版社

，，i，i，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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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是我国近代设立最早、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航运企‘。

业，它在旧中国走过了77年的坎坷历程。 一

。

‘

招商局的创办，开中国民族航业之先河，它一举打破外国航业

对中国江海航运的垄断，使中国航业的面貌为之一变。飘扬着双鱼
‘

龙旗(后为红底圆月旗)的中国商轮，第一次活跃在中国最大的内

河长江与近海，出现在东亚、南亚，招商局的远洋轮船，横渡太平

洋、大西洋，远航美英等国。’中国的航运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招商局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批航海章程、条例、箴规，造就了中

国近代第一批航海专门人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船舶保险公司。招

商局始终在民族航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_ ’

。

招商局将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许多经济领域，当一批中国近

代企业相继创办时，招商局进行了数额不等的投资。这批企业包括

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

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

国近代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招商局还

把经济触角伸进其他领域，招商局与之保持投资关系或其他特殊

经济关系的部门计有：对外贸易、内河航运、造船工业、关栈管理、

船舶打捞、石油运输、电报通讯、机器制造、畜牧耕植、白银开采、铁

路、油料加工、塑料加工乃至教育、出版、报纸等在中国近代经济史

‘上写下了令人嘱目的一页。’ ．。

为了建立一套与轮运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招商局曾作过．

不懈的努力，近代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实业家、经济理论家曾在
。

招商局主持局务或参与活动，他们运筹帷幄，对招商局进行过若干

次整顿、整理、改革，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收效甚微或连遭挫

折。招商局经营管理的一些经验与教训，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之
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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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始终在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迂回发展。它是洋务派

创办的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辛亥革命后曾一度改为商办，后又被

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招商局的性质虽然在商办时期发生过一定

程度的变化，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招商局是一家具有较典型的封

建买办特征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招商局领导集团曾频繁更迭，并

曾先后采用过官商合办、商办、官督商办、商办隶部、商办、国营及，

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管理体制，但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官僚资产 ·

阶级手中。招商局内外各种矛盾和纠葛一包括招商局与外国航
业之间、官督与商办之间、不同官僚集团之间、招商局与民营航业

之间、海员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盘根错节。

海员工人与资产阶级特别是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曾多次激化乃

至采取过公开对抗的形式。中外矛盾、官商矛盾则始终在招商局诸

种矛盾中居支配地位。招商局一方面受到外商的排挤与官方的侵

蚀，另一方面又利用官方权力并与外商相互勾串来压制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航运业的兴起。招商局身上打上了较深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烙印。它长期受到外国A侵者的欺凌，在帝国主义发动的

侵华战争中屡遭浩动，损失惨重，又长期受到封建政权的束缚，直

至变成国民党政府推行内战政策的工具。招商局一部分主持者仰

息官府，依仗洋员，经营管理腐败，贪污舞弊成风，严重阻碍了企业

自身的发展。 ’。

饱经沧桑的招商局的历史，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工交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本书是编写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的初步尝试，力求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招商局创办70余年的客观史实

为依据，全面地、系统地阐述招商局的发展过程，真实地揭示招商
。

局的历史全貌。、· ，r
．

“

在中国航海学会彭德清理事长、贺崇睡副理事长的关怀下，

1983年11月成立了招商局史编写委员会(由王大勇、朱士秀、黄

振亚等同志组成)及编写班子，后因客观情耀的变化，中国航海史
II



研究会将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委托长江航运史编写委员会组织编

写。航海史研究会原第一副主任王大勇同志生前十分关心本书的

编写工作，他主持召开了招商局史三次编写工作会议，并亲自审阅

了本书篇目及编写大纲，香港招商局有关领导同志，特别是袁庚、

江波、周吉、朱士秀、梁宪等同志也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帮助。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吸收了海峡两岸学者的研究成果，特

别是得到尹进、彭雨新、卢其昌、代鲁、王规凯等同志的热情指导，

美籍华人王德耀先生在海外为本书收集了部分珍贵资料，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海运局、上海图书馆、大连

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社

会科学院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重庆档案馆等单位及长江航务管理

局与长江轮船总公司所属档案部门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长江航

运史编辑室各编写组，特别是韦云珊江天凤、韩洪奎、徐家卿及摄

影师苏贻明等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办公室有

关同志也为编写本书做了不少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

和读者批评指正。 ．．

编 者

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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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商局成立Iji『沙船运输漓粮。

辫罐
≯一垂莹蛩

音A

李鸿章在招商局开局的第．天(1873年元月17H)发布的命令

参移强象
，嚣莲、苯蔓崔薯譬两

}’霹恁“，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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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招商局购并旗昌轮船公司产业．图为当时的旗昌洋行

1905年招商局购进的“江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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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招商局购进的“江华”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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