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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湖北公路史丛书》是由湖北省公路管理局统一短织现北

省各地、 I宫、州公路部门编撰并公开出藏的地方公路专业史丛书。

二、本丛书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按照详

今团在古、注重借苍的原魁编写。

三、木丛书之 4期口公路史》断躁，土迄新石器时代，下限

1994 年。

四、本丛书主要记述湖北省公路事业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历

史进程，并力求揭示其客观规律.由于公路的发展与古代道路有

不可分割的承继关系，故本丛书中有一定的篇幅论述古代道路的

发展及演变。

豆、木丛书体载以编年体为主，记事采用纪事本未休，并辅

以图、表、照诸体。

六、丛书中出现各历史捞段的地名砖，采用地名后括注今地

名的方法表示。古地名的位置雄J;.{确定时，标明大致方位。今地

名一般以各地最新出蜒的地名志为准.

七、年代的表示方法及数字的使用均棋中华人民共和到民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7 个单住 1987 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题法的试行规定 E 为准。

八、除，必要对使用古繁体字外，本丛书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务院 1966 年公布的《挺字简化方案》中的篱化字。

九、丛书中使用专业术语，古代的保留习惯称谓，民国时期

和中华人民共和各j 时期以规莲中使用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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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是人类文明的挥志之一。

有了人，才有路，随着人类由蒙昧逐步走向文明，大大小小

的路便在人的脚下不断延伸，舒陌相通%纵横相交，它的发展，又

作用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挺进了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和文明程度

的提高。

弗i门道路交通的发展前史悠久。主人地理位置上讲，势l门北上

宪洛，离下潇湘，东望武昌，茵通巳蜀，素有"荆楚门户"之称，

是长江琉域较早开发的地罩之一，距今 5500 年前，我们的祖先就

在这块土地上开自辞壤，繁街生息，村落之间的自然道路有了原

始的雏形。此后，传说中的黄帝为扩疆南下，贯通了弗j门境内的

离北道路，春秩时期，秦楚、大道又得剖开辟，秦代在挣j门修建验

道 z 唐朝开始，历朝均在葬i门设置驿站 z 本世纪 20 年代湖北第一

条公路一一襄〈樊〉抄〈市〉汽车路贯穿荆门，这些都为荆门道

路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荆

门的道路交通事业有了飞跃发展，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公路

建设，全市人民积极支持公路建设，公路建设者们发扬珉苦创业

精棒，餐风饮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使通街大道联接城乡，实

现了乡乡晴雨通车、村村公路梧连。与此同时，还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对 207 国道和荆潜公路进行了改造，使之指继

向高等级公路发展。如今，全市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以 207 国

道和荆潜公路为骨干的公路交通网络，它与铁路、航空、内河等

交遥影式组合成优势互补的立体化交通体系，有力地促进了肃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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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外开旗和城乡交流，为熟i门的腾飞撞上了理蟹的翅膀。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公路建设显得更为重要、更

捆迫切。就在我市公路建设即将步入一个薪发展阶段的时摸. (弗i

门公路史辈出版向世了，这部著作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哇物主

义的认识论为指导，以吏实为依据，全面客现地记述了荆门公路

事业的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吏过程，对公路交通在社会发展中

的地位租作用，作了较为公正的评述，对公路交通发展的特点秘

规律，进行了具有一定广度租深度的探讨.该书持诠公允、史料

翔实、文笔流畅、国文并茂，是研究荆门地方交通演变的重要历

史文献，也模补了弗1H1地方专业史的一项空白。同时，它还可为

ffiI门交通事业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秸经验。

学的三毛
1996 1仁 6 )J 

〈本序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人大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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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是人类赖以生息繁街的大动脉，是人类物展文化与

精神文化交流发展的载体，是中国这个地广人多国家得以实现长

期统一的重要纽带。他的发生与发展轨迹，也正是与中国社会发

展进步的趋势同步.理此，道路交通史的研究，无疑是历史与现

实研究的重大谍题。他的研究意义与成果，也不仅仅局限于道路

交通本身。

荆门市地处江汉平原北酶，以其地理形胜之优势，从史前时

代就已形成为北接南阳盆地，西联巳蜀，东邻茹枣走廊，南通萍i

宜之局面。这种原始道路交通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迂医曲折的

历吏进程中，虽然是缓慢，但又不断发展与逐渐趋于完善。只有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公路交通的发展才得到盾的飞跃。商改革开

放所带来的春风，黯予了这个飞跃的新的活力。这个全过程，就

是人类争取生存、发展中所~J造的丰功伟绩。

《弗j门公路史E 编写组的同志，在充分占有文献、挡案及田野

考古资料基础上，运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指导，用朴实而又史

论结合，论从吏出的手笔，给我们描绘出了荆门市公路交通发展

的历史轨迹。特别是在中国发展转型时期韵公路交通超越前代的

突飞猛进发展，更以重笔晕染，令人拆耀。对于历史问题，由于

运用唯物辩证的分析，从而避免了简单化的毛病。

鉴往以察来，这是中国修史的优良传统。作为编写短的终极

目酶，当然不止是为修史而穆史。他的出版，除了可资历史传统

教育之用外，近将系统的提供于百年来的经验与教词，以和l探索

巍律，激励将来。编写组的前志在付出艰辛的劳动后，这部《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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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公路史》即将杀青付梓，我们深信这部具有一定学术价量的史

书，将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必将得到他本该享有的重视与肯定.

牙、 fE
1996 年 6 月

〈本序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武夜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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