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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

水陆交通便捷的岳阳，人文地理开发较早，交通运输

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岳阳就已形成了以

水路运输为主的交通格局。水运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

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但由于受封建社会制度和生产力

水平的限制，交通运输方式演进迟缓。到了近代，帝国主

义经济势力侵入长江和湖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

灾难，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交通工具，交通运

输形成畸形发展的局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事

业，交通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不断发展，奠定了现代化交

通运输业的基础。

首次编纂的《岳阳市交通志》，是交通运输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果。它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交通事业披荆斩棘奋

斗历史的缩影，填补了岳阳交通史志空白。在《岳阳市交

通志》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反映了

岳阳交通历史的进程，为岳阳人民做一件鉴古而知今的

好事。

时序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古城岳阳旧貌换新颜。

它不仅以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名城和洞庭湖风光，吸引大



岳阳市交通志

批中外游客前来游览观光，而且还以新兴的石油化工、轻

纺和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优势，赢来大批港、澳、台和海

外侨胞及外商投资兴办企业。交通运输对现代化的经济

建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展望过去，放眼未来。我们相信，《岳阳市交通志》的

问世必将引起各界人士对岳阳交通的关注，其存史、资

治、教化的功能亦会愈益显现。

谭祖裕

一九九。年十月



凡 例

一、《岳阳市交通志》是一部区域性专业志书，上限溯

t1事物发端，下限至1989年。

二、本志遵循志书编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横分门

类，竖记史实，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设篇、章、

节、目等层次，展示内容及其内在联系。

三、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以各朝代年号纪年，括注

公元纪年，如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清高宗

乾隆十年(1745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

年，如民国25年(193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

用公元纪年。

四、专业技术术语，参照有关交通技术名称。

五、本志不立传，只因事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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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岳阳，古称“巴丘”、“岳州”和“巴陵”，地处长江中游南部的洞

庭湖平原，位于湖南省的东北部，东邻江西修水、湖北通城，南接长

沙、望城、浏阳，西界南县、沅江，北与湖北蒲圻、石首毗邻并与洪

湖、监利隔江相望。居于东经112。18’31”～114州9 6”，北纬28。25’33”

"-'29。51’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兼有山地、丘陵、岗地和平

原地形，大致呈东西阶梯排列，南北延伸，并以丘陵和平原地形为

主，东北部一带主要有幕阜、连云两大山脉，主峰高达海拔1600多

米，属山丘地形，西南部是坦荡连片、一望无际的洞庭湖平原，河港

交错，阡陌纵横。境内河网众多，水系发达，湘、资、沅、澧四水与洞

庭湖连为一体，泪罗江、新墙河、藕池河、华容河等河流汇入洞庭

湖，从城陵矶注入长江。复杂的山丘地形和江河湖泊分布，给东西

部交通带来较大的自然差异，东部山峦起伏，道路蜿蜒f西部一马

平川，水道密布。
‘

岳阳历史悠久，历为府州、郡治所。现行的岳阳市行政区划辖

岳阳、平江、临湘、华容、湘阴、汨罗六县(市)和南、北、郊三区及君

山、钱粮湖、屈原、建新、黄盖胡五个国营农场，总面积15019平方

公里，其中市区面积824平方公里。人口462．5万人，市区人口42

万人。境内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盛誉，是全国商品粮、棉、

鱼、茶、油生产基地，系金、铝、锌、美蓉石、矾土等矿产资源产地之

一．岳阳又系历史古城，拥有名山、胜水、古楼等tl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旅游资源丰富。1979年被列为全国旅游开放城市之后，每年有

150余万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



2 岳阳市交通志

岳阳历为湖湘交通要冲，素有“湘北门户”之称，交通运输的历

史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以来，洞庭湖区域的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人类的活动已逐渐拓展于江河、湖泊之上。三苗人在创立自己的文

明过程中，促进了区域经济萌芽的发展，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

址即为佐证。轩辕氏黄帝与舜和大禹在湖湘的传说，从侧面反映出

远古时期境内人类活动日趋频繁的情况。殷商时期，处于江湖之交

的城陵矶即已出现“彭城”。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在融

合过程中，先进交通工具的产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进步发展，楚

之附庸罗人、麋人远涉重湖，先后活动予泪罗江和新墙河流域，构

筑罗子国城和麇子国城。楚怀王时，鄂君启的商船多达150只，来

往于湖湘及江汉各地，长途商贸活动往来频繁。秦汉时期，境内已

是中央王朝对岭南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通道。湘、桂二江的沟通，

对后世的南北交易和海外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后，

岳阳已成为南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媒介地之一。唐宋时期，

岳州商路方兴未艾，水路漕运盛极空前，历经元、明、清各代整治，

得以发展，驿道干支网络体系日趋完备，以适应封建社会自然经济

发展的要求，并为近代、现代交通铺垫了基石。

古代交通曾对境内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晚清时期在向近现代交通演进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社会政治、

经济和科学技术条件的制约，长期处于闭塞、落后状态。19世纪中

叶，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岳阳水域开始出

现有动力装置的先进交通工具。1899年，岳州辟为商埠，外轮随意

游弋、进出湖湘；粤汉铁路兴办，英、法、美、德四国银行财团强行介

入；水陆交通遭到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中华民国成立后，交通

事业仍然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民族轮船业只能在各帝国主义航业

的缝隙问艰难行进。公路与航空运输的兴起，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

要。日军侵入湖湘后，交通事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抗日战争胜利

后，遗留下来的是交通阻塞的落后状况。



概 述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岳阳的交通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各级

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建设，为彻底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

留下来的交通落后状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闯出了一条交通建

设的新路子。交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相互发展。

50年代中期开始兴办的工业企业，加快了交通建设的步伐。进行

了一系列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山辟路，遇水架桥，先后完成

干支公路和京广铁路复线的修筑。通过筑港治河，港口码头面貌焕

然一新，路、港、站的通过能力和运输实力得到迅速提高。位于长江

与京广铁路交叉处的岳阳，“铁路主动脉，陆路主骨架，水路主通

道，港站主枢扭”的作用更加突出。交通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区

域经济活跃，并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石油化工和轻工纺织企业

相继建成投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给交

通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交通运输业为活

跃城乡经济，沟通商品流通渠道，繁荣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

岳阳发展成为现代石油化工、轻工纺织、旅游和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是岳阳交通飞速发展

的40年，交通建设、交通运输、交通工业、交通规划等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水运历来是岳阳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1_989年，境内常年通

航航道5条、444公里，季节性航道6条、548公里，并拥有水库、湖

汊和渠道等通航水道。27处大小港口的113座码头和169个泊

位，遍布于境内的江湖之间，年货物吞吐量共达850．5万吨，其中

吞吐量在100万吨以上的有陆城、城陵矶和岳阳港。城陵矶是湖南

省唯一对外贸易所在地，发展前景广阔。全市共有2055艘船舶，计

77452吨、14284个客座。航线由湖港内河延伸至长江干支河流，专

业水运企业完成客运量121．75万人次、旅客周转量4488万人公

里，货运量264．89万吨、货物周转量73393．50万吨公里。

在50年代制定的“民工建勤，民办公助”方针指导下，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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