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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交通自古无志，今日所撰之志，贯古通今．上溯至古之龙

溪、海澄，下至龙海撤县改市之前一年．上至梁，下至今，悠悠一千

四百余年。1：龙海交通志》终于今日编辑成书，此志较全面记述龙海

古今交通事业发展状况，收集大量地方交通资料文献，服务于当今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世，这是件值得

庆贺的事。

龙海三面环山，东南部面临浩瀚的大海，西北多山，历史上交

通十分闭塞，古有“闽荒”之称。北溪柳营江两山夹峙，波涛汹涌，东

西阻隔。唐朝陈元光开发漳州后，交通才有明显改善。至宋明时期，

才有转折性进步．江东桥每条石梁重达200吨，至今仍被世界桥梁

专家称为“科学之谜”．明中叶繁盛近200年的月港，是当时我国东

南沿海交通贸易中心，每年进出月港的船舶达300多艘，航行于一

47个国家和地区，月港的史绩在福建海运交通史上谱写了辉煌的

篇章．
’

。

清末，境内建成的漳嵩铁路是福建省第一条铁路。民国8年修

建的漳浮公路是福建省第一条公路．轮船川行于九龙江下游各港

口、台、广汕及厦门港之间，所有这些为我市现代交通打开崭新的

局面． ．

新中国成立后，龙海人民以坚强毅力修建公路，建设鹰厦铁路

龙海段。这条铁路，横贯县境北部，在境内设有3个火车站，停靠直

达杭州、上海、南京、合肥、厦门，福州列车，是漳州及广东潮汕地区

货物中转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1979年实现乡道通汽车，村道通机耕车，全县各乡镇均通客班车，

96％的村庄通公路．1990年以来，集中力量改建乡道，提高路面等

级，通往十四个乡镇公路实现沥青(水泥)化．

主要公路干线与全省、全国公路网相连，各类汽车可达福州、



厦门、汕头、广州、深圳、上海并转至全国各地。

水上运输凭借九龙江西、北、南三溪和出海口的优势，直通厦

门、上海、大连、香港等地，现石码已建有400吨泊位的外运码头和

外运仓库、锦江道客运码头及普贤2个500吨级泊位的杂货码头，

龙海已建成一支拥有10多艘货轮，近2000吨运载能力的外运船

队，开辟直达香港、澳门及东南亚的航线。招商局中银漳州经济开

发区3．5万吨级综合性多用途码头动工兴建，龙海将成为福建省

对外开放的新型口岸城市。
。

交通运输是经济建设的基础，龙海的交通事业虽然取得了可

喜的成就，但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达到新的高度，需

要付出更艰辛的劳动。为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承前启后，为人们提

供科学、系统、准确的历史资料，《龙海交通志》编辑组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大量资料进行认

真的分析、研究、考证、核实之后编成此志，它将对龙海交通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谨此为序．

甘育纯

一九九四年二月



凡 例

一、《龙海交通志》是一部综合古今史料；记述龙海交通事业的

历史与现状的部门志。上溯木限，追求本源，下限至1992年12月。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力求准

确反映龙海交通事业的发展情况，使其成为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相统一，可供资治、教化、存史的文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力求体例完备，采用记、述、志、传、图、表等体裁，卷首

设概述。以志为主体，设篇、章、节和大事记，后设人物篇．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以历史上的龙溪县、海澄县所辖境域及

1960年后的龙海县所辖的境域为准。

五、历史纪年，封建时代按朝代帝号用汉字纪年，首次出现，在

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不加注。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指1949年9月19日，

9月20日、9月21日漳州、石码、海澄解放时间之前后．

六、本志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其人物传按生年先

后顺序排列．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凡历史纪年、

地名、官职等，均按当时的习惯称号． ．

八、本志资料主要取材于县档案馆、县志委资料室、交通局档

案室，以及铁路、公路、水运部门提供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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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龙海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北纬24度11分至24度36分，东

经117度29分至118度14分．县境西、北、南群山环抱，南北地势

较高，中间低缓，北部多低山，南部多丘陵，丘陵之间有小盆地和河

谷盆地，中部平原为漳州平原的一部分．海拔200米至800米．九

龙江西、北、南三溪在境内汇集，流经浮宫、海门过厦门港，注入台

湾海峡。境域东与厦门特区近邻，西与漳州芗城区及南靖、平和两

县接壤，南与漳浦县交界．北与长泰县相连．全境面积1238平方公

里． 、．

‘

龙海地处南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田山河海

俱备，蕴藏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素有“鱼米花果

之乡”的美誉．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1992年粮食总产37．2万吨，

被称为福建粮仓。经济作物以甘蔗、水果、黄麻、花生、茶叶为大宗，

尤以荔枝、龙眼、凤梨、柑桔、香蕉闻名于世，1992年水果全年总产

4．43万吨．县内有森林9．44万亩，森林蓄积量95万立方米．水域

辽阔，海岸线长103公里。1992年水产总产量6．3万吨．著名的土

特产有宜春水仙花、花卉盆景、竹笋j银耳、金定鸭j溪土乾红鲟、浯

屿鱿鱼、玳瑁茶叶畅销国内外． ，J

。 。。

：

龙海县由原龙溪县和海澄县于1960年合并而成的，龙溪县建

于梁大同六年(540年)，海澄县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唐

贞元二年(786年)．龙溪县城为漳州附廓，至1960年迁县城于石

码镇止．历史上龙溪县为闽西南交通中心．未建县前，龙溪县境水

陆交通十分闭塞。封建朝廷派遣军队只能驻扎在北溪的江东，。阻

江为界，插柳为营”．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请准建漳州后，进

一步开发经济，交通事业得到发展，修建了许多大路和乡道，有东、

西、南、北驿路，东、南两路为闽粤两省必经之道．
’

、’

宋明时期，龙溪县水陆交通进入新的阶段．建于绍熙年间

C钐



(1190——1194年)的柳营江连舟浮桥，嘉熙七年(1214年)改建木

面石墩桥，历经三百余年，屡毁屡修。至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冬

建成石梁桥，石梁重达200吨，在古代世界桥梁史上堪称奇迹，是

我国古代八大名桥之一，被《世界之最》书籍列为世界最大的石梁

桥。明隆庆元年海澄月港辟为。洋市蔓“准贩东西洋”，成为我国东南

沿海最大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每年进出月港的大海船达300余

艘，航行于47个国家和地区。明代中叶至清末月港经历二百年的

时间，在我国的海外交通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促进中外的

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月港的兴盛促进了水陆

交通的发展，龙溪、海澄两县形成以漳州、月港为中心幅射四方的

大道，集镇乡村道路四通八达。造船业也随之发展，能造扬帆巨舶．

九龙江北溪、西溪、南溪三条干流航线汇聚干月港，上游直达闽南、

闽西腹地，尤以北溪上流与闽江支流沙溪中游相近，联络方便，利

用沙溪通闽江上游三溪，使月港内河交通联结闽西、闺中、闺北及

广东、浙江等省转国内各地，从而形成“五方商贾云集”的繁荣景

象。明末清初，月港衰落，外海交通为厦门取代，内河交通为石码港

取代，延至清末，以石码为中心的内河航线仍长盛不衰，外海运输

可达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 ．．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由华侨和国

内有识之士创办铁路公司，在境内修建漳厦铁路。为全省第一条铁

路，虽然不久停办，但开创了福建现代交通的先声。

民国六年(1917年)漳、码、厦的华侨投资兴建始兴汽车有限

公司，修筑公路。民国8年3月至9年12月建成福建省第一条公

路——漳浮公路，并购置轮船，开展内河轮船业务。漳浮公路的建

成，使石码、浮宫作为漳厦水陆联运点交通大为方便。民国lo年境

内还建成漳程轻便车铁路，民国17年拆除，自民国8年至25年，

境内有1l条总长度189公里的公路先后建成通车．抗日战争爆发

后，国民政府消极阻止日军入侵。下令炸毁公路、桥梁，并沉石堵塞

九龙江航道。懈放战争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公路、桥梁不断遭

受破坏，直至解放前夕，大部分公路、桥梁及其它设施均被毁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至1992年，龙海交通事业经历了恢复

发展、停顿徘徊和迅速发展的历程。

县境解放之初，修复旧线，兴筑支前公路．尔后，建造新线，拓

宽城镇进出大道，增建专用公路和旅游公路，同时全县乡村普遍修、

造道路，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1992年全县共有公路116条，

总长694．37公里，其中过境国道2条49．14公里，过境省道2条，‘

总长94．68公里I县道14条，总长72．5l公里，乡道98条，总长

478．04公里，还有其它乡道40条．长183．7公里。公路主干线与

全省、全国公路网相接，各类客货车可达全省、全国各地。境内专养
．

乡道及公路共建造桥梁65座，总长3862．36米，其中有百米以上

的公路大桥6座，全部实现永久化．此外还有铁路桥梁3座，总长

676米。漳州、郭坑、浮富、江东等公路大桥及铁路桥的建成，标志

着我县的桥梁建设技术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鹰厦铁路于1956年7月建成通车，铁路横贯县境，其中龙海

境内段由长泰县西南境珠浦进入龙海县北部郭坑镇的洛滨、扶摇，

郭坑、汐浦、蓬莱，以及角美镇的西山、田边、角美，铁路线长

43．055公里，在境内设有郭坑、角美和西山3个火车站．鹰厦铁路

与全国铁路相连接，龙海与厦门、漳州、福州、杭州、南京、合肥，上

海都有直达客货列车．1992年全年货运量135．56万吨，其中到达

本县73．87万吨．发运各地61．69万吨l全年客运量44．28万人

次，其中到达本县26．34万人次，发运各地17．94万人次．

运输队伍由国营、集体单位扩展到全社会办运输企业．1949

年全年客运量11．59万人次。周转量241万人公里；货运量39．28

万吨，周转量392万吨公垦．1992年全年客运量574万人次，周转

量9338万人公里；货物运输量638万吨，周转量22793万吨公里，

分别比1949年增长49倍和15倍，货物装卸量60．6万吨，中转量

98709吨．

’1992年公路营运货物机动车辆5752辆，核定载重吨位7519

吨，其中汽车638辆，2968吨位；轮式拖拉机385辆，895吨位；手

扶拖拉机3237辆，1618吨位；农用车1442辆，1964吨位；三轮摩

哆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托车69辆，35吨位；其它机动车8辆39吨位。全年公路货物

量577万吨，周转量15082万吨公里，客运汽车144辆3088

位，全年客运量546．8万人次，周转量4070万人公里。

内河航运，龙海江河纵横，河海相通，在历史上内河航运

重要地位。建国后，西、北、南溪先后建造桥闸，加上河道淤积，

航线停航。西溪航线只达西溪桥之东的镇头宫自然驳岸，南溪航线

只到白水营。1985年后木帆船逐步改为机动船向沿海货运发展，

1987年木帆船全部实现机械化。1992年全县内河客轮13艘，1391

吨位，全年客运量27．2万人次，周转量5268万人公里。内河机动

货船63艘，2743吨位，年运量8万吨左右。私人机动客货船2590

艘，分布在各乡镇沿江的客运船只142艘。 ．

建国后，因台湾海峡封锁，沿海运输业务严重受阻．1950年沿

海航运木帆船73艘1057吨位，年货运量4万吨左右，仅通航厦

门、晋江、安海、汕头等航线．1972年中美建交后，台湾海峡局势逐

渐缓和。1979年福建省实行特殊政策。1980年12月。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批准台湾海峡自由通航，县内沿海航运可达上海、广州，并

先后在石码，浮宫建立外运点和进出口装卸点，对外贸易和海上运

输出现新局面．1981年5月开辟石码至香港、澳门直达航线。1984

年运行港澳航线货轮7艘806吨位．1985年后龙海县被批准为对

外开放县，海上运输货源扩展。1992年全县沿海营运货轮66艘

5699吨位，其中航行港澳线货轮10艘2215吨位．全年货运量5．

168万吨，周转量2276万吨公里．

龙海交通工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国营、集体和私营船舶、车

辆修造业逐步发展，推动了交通运输业发展。1992年全县有国营

造船厂l家，职工总数106人，固定资产27．81万元，净值5．94万

元，全年工业产值51万元，实现税利5．34万元．乡镇船舶修造厂

46家，其中集体创办26家，私营20家；大型造船厂11家．1992年

机动车辆修配厂店179家，其中机动车修配厂80家，摩托车修理

店37家，轮胎烧补店45家，蓄电池维修店17家；国营5家，集体

11家，私营163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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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43年来，随着龙海水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交通建设

和运输管理工作得到加强，并取得显著成绩。1992年全县交通系

统，有国营企业7家，集体所制企业14家，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
1590人．

龙海的交通运输正朝着服务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目标发展。

1992年招商局中银漳州经济开发区在港尾打石坑兴建深水码头，

打通九龙江南岸出海口，这必将促进我县交通运输事业的腾飞。当

前，龙海人民正奋发精神，为开拓现代化交通事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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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湾岭在龙溪二十四都，县城西北四十里。与天宝大山同为

西北屏障．古名葵冈岭，上有汉唐故道．为安溪、龙岩通道，远为朝

京孔道．唐将军陈元光征闺时，从江东沿北溪结筏而上，驻兵于此

岭．元时有蔡公者，改从山腰为路，称为蔡公岭．岭下有龙潭，昔有

日中之市，上下舟次鳞集，水路沿北溪上溯，可达宁洋，放棹南下，

即达石码、海澄．陆路可通天宝、南靖、长泰及郡城。

新岭在二十五都(今华安境)，天宝山之东南，石磴盘迥十余

里，路通安溪、龙岩、漳平三县．
‘

．天宝山在城西三十里。山岭周迥百余里．元陈友定入漳时

曾屯聚于此。1932年中央红军亦经此山路攻占漳州．

龙门岭在一二三都，又称五通岭．路通同安．峰顶有石高十

余丈．宋文天祥过此，在巨石上大书“龙门一二字．

华出岭高千余丈，叠磴凿石，以梯行人，其下为北溪之流，怪

石嵯峨如龙头，又名龙头岭．宋杨汝南有“江流如箭路如梯”诗句．

，马岐山在二十七都(今步文镇东部)．与鹤鸣山联峙的岐山，

延袤十里许，中为万松岭，旧名马岐，路通泉、福．
‘‘

朝天岭在二十九都，龙溪、长泰二县交界处．旧为通往省城

孔道，在福岐路开通前，亦为闺粤交通(自福州至广东揭阳)的一条

l≮一a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