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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交通’’一词始见于《易经·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
7

也，‘‘上下交而易其同也’’0《桃花园记》有?阡陌交通，鸡．

I 犬桕闻?。近代，交通就是人和物的转运输送，语言文字、

符号图像的传递播送，它含交通、邮电两方面。虽黔阳县交

}+’ 通部门较全，交通，邮政也曾有过合并，但《黔阳县交通

!， 志》主要记述黔阳县的公路?铁路，航道等方面建设以及交。
一 通运输和管理。 。

‘‘

。． ． 。，

·

‘

．黔阳县处湖南省西部、沅水上中游，水陆交通称使。县
： ．．7内陡路虽四周关溢雄伟，道路四通八达。民国始有公路，建，

， 国后，’公路更日趋发展，国、省：县、乡公路交织成网，枝柳铁

路从县而过，道路交通仲向四方。水路有清，渠，沉、汽四r

}， 水交汇于此。溪河津梁飞渡，以托口、黔城、安江为中心，
}”

， 航运繁忙，帆樯林立，机船如梭，远航长江各埠，交通事业、

‘-派欣欣向荣。因此，认真总结黔阳交通事业的历史经验和
。

：7。。，。，成就，取其精华，不仅对当前交通建设有所借鉴，而对研究

’ 。 怀化地区黔阳交通史也有所裨益。 ．，

”
·，

√ 。编修地方县志，虽有悠久的历史，但从古至今，本县还
； 没有一部有关交通事业的专门志书。新编交通部门志是个新

l 。』 、的创举，是时代发展编写新志需要的必然产物，为真实记述交 ，

’一i 通事业发展史实，本局根据黔阳县志编纂办公室部署和省，地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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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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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主管部门的指示，手1982年9月组成《黔阳县公路史》

编写组，仅完成部分公路资料收集整理。1985年4月17日，为

加速《黔阳县交通志》编纂工作，重新组织编纂领导小组，

并经组织所属企业编写公司发展史提供资料，填报历年基本，

情况调查表，查阅档案，走访老码头工人、路工、船工、船

民，汽运职工等知情人士，在广征博采，四处查访，参阅档

案与交通史料的基础上，于1985年12月动笔编写，历时一 ，

年，完成《黔阳县交通志》编纂初稿，‘后经局和各基层企业

及县志编纂办公室审阅，于1987年元月第二次修改志稿，

1987年7月至1988年3月，经黔阳县志编纂办公室及地交通

局审改定稿付印，历三年，黔阳县百余年交通专业志二咎终于阀

世。志书修成是党的领导，群众支持，同行赞助，众手成志

的成果。 ，

编写本志，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恕为指导，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四项基本原则为 ，

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统一。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交通事业所用的目的。在编写巾

本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回首历史的编纂原

则。在体例上，采取横排竖写，按交通门类，分篇、章、节。。

目。志书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记述1874年至1985年黔阳 ．-

古今交通的兴衰起伏，详记建国后交通事业的巨大变化，以

表彰先贤的功德，歌颂今朝的伟业，使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以励后入。 ．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省，地、县档案馆、省图书馆、交通

局、公路局，汽车运输局，港务局、民运处、地交通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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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县公路、航运，汽运等企业的领导及群众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特别是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对本志书非常关心，精

心指导，认真审稿，使志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一并表示诚

挚的感谢。 ．。。

。·
．‘

编写《黔阳县交通志》是一项新的{；壬务，但因历史资料

不全，加上编写水平有限，编纂中难免遗漏和欠准确，谬误在

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以利完善。 。．， ．

黔阳县交通志编写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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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一 例

々

‘

，

。

。～、

’

一，《黔阳县交通志》是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

行编纂，记述黔阳县交通事业发展历史的一部地方专业志。

二、本志记述原则上限清同治十三年，下限至1985年。

三、体例。以时为经：．专业为纬，纵不断线、横不缺
。

项。按交通门类分编、章、节，目标题，横排门类，纵向记 ．

述，统合古今。节以下，按一，(一)、1(1)排列。全志

共八篇32章117节。前言、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航道、

道路交通，，航运，拌运装卸：道路运输、社会运输及津渡， ．

交通安全。附录未立章节。附录图、像，’编纂组人员及审定
7～

单位。： ，

．

．r
， ，

’

’j

四，本志文法用语体文，取志i记、图表，录等综合体

裁，通过资料陈叙，文字为主，辅以图表，力求朴实简洁，j 。

图文并茂，反映历史本貌。 ，

‘

。

·

，

五，称谓。清代称清，中华民国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园成立前后，称“建国前秒、“建国后’’。， ， 。

‘
。

六、纪年。以公元纪年；凡历史纪年均按当时年号，在．

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 一-．

，7

7．

七、图表分别附于各章节之中，不统一编号。
。

，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旧志版黔阳县志，县档案馆，

省、地交通主管部门及本系统航运、搬运，汽运单位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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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阳县交通志编纂领导小组
+．暨编-纂人员j名单k

编纂领导小组．组长田丰秋周圣卓

i
， 副组长杨海龙‘ 一r．u

．’．

‘

成员周作鳌黄继舜哭金富 ，

， ’

■ ‘ ■

编纂办公室主任杨海龙 一

，．

· ．÷≥ ．

主． 编杨海龙一
‘

．一

，

。

资料，’采访，杨海龙周圣卓黄继舜吴金富

郭殿字李蜂王述邦。赵春省 ．

： 王锦华 呙京程刘德性，方整德，
、

．

照片摄影罗长陆 ： 。
’ ●

绘 图杨首计 ，．

一_，，

_

；．z 校 对杨海龙郭殿宇 ．

，

‘志稿审定黔阳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主任：易金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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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阳县地处湖南省西部云峰山区’．沅水干流上游，位于

，t。东径109。32’至109。31’。北纬26。59’至27。29’。全县直线东1、
‘

西离距长102公里，南北宽55公里，地理面积217554平方 一

． ．
公里。全县划分24个公社、．3个镇、310个大队，1985年有19

。．个乡、4 7个镇，314个村，1985年底总人口88775户，386779

人。其中农业人口330085人，城镇人口56694人。。‘|一⋯，

黔阳县地域t东界溆浦，洞12,西邻贵州天柱；北接
’

怀化、芷江，南连绥宁、洪江、会同。历史上；‘黔阳属黔中

一郡，楚有镡成名，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车覃成县●．．‘

’东晋为舞阳，南朝梁改置龙标，唐史为“龙标，，，宋熙宁置
‘

十 ’黔江，元丰五年改置黔阳，至此，历朝依袭旧名，置县黔城’．

， 镇。建国后，县名依旧，然县城东迁安江镇，至今巴逾2198 。’

‘· 年。1954年至1975年，黔附专署党政机构曾设置于此，安江．
’

成为交通运输的中枢。“：。”。√、，：一， 。，j ．+．；。i

黔阳县交通素有东西南北之便，水路有沅水千流，清浆

^’沅巫及溪流依次交汇于本县，从西向东折北婉蜒于城乡间，t

．’ 经茅渡乡出县。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楚将庄豪，“诉
。 沅水出且兰伐夜郎2，．当时即有鲜舸航行子沅水及溪流4 j一

元时推行，站赤嚣、通往滇黔的水陆驿传已改经五溪地域，水

，7路自镇远到岳州25个水驿中，：县境有4个，滇黔往返者多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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