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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长江航运简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简明的 ＼

文字．翔实的史料，记述远古至1990年的长江航运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借以总 ＼

结历史经验教训，讴歌光辉业绩，探索发展规律．为长江航运的发展提供历史借
＼

鉴．为长江航运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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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水系广大航运职工热切盼望的《长江航运简史》(以下简称《简

史》，现在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部反映7000年来长江航运事业发生、

发展过程的通俗史书。《简史》以已经出版的《长江航运史》为蓝本，取其

精华，经过编者再创作的艰苦编写后，成为一部简约概括、深入浅出、通

俗易读的好书。

《简史》以长江航运广大职工为主要读者对象，内容精当充实，古今

贯通，要事不漏，重点突出，体例规范，脉络清晰，分期断限合理，语言浅

显流畅。这本书既适合长江航运各级管理干部了解和借鉴长江航运历

史经验的需要，又能满足身处水运生产第一线的广大职工渴望系统地

学习长江航运历史知识的要求。尤其对航运界的领导干部而言，《简

史》可使他们用较少的时间就能通读全书，全面地了解历史上长江航运

事业的兴衰演变过程，为其领导决策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因

此，《简史》的问世，必将受到长江航运广大干部、职工的欢迎。

《简史》的出版，是当前长江航运界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可喜成果，

是一部对长江广大水运职工进行“三热爱”教育的难得教材。当前，长江

水系航运的广大干部、职工已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九五”奋斗目标和

2010年长江航运的远景宏伟蓝图而拼搏。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

重要时刻，《简史》将会在对广大职工进行热爱祖国、热爱长江航运、热

爱本职工作教育中起到积极作用。运用《简史》开展有针对性的、有说服

力的“三热爱”教育，必将激起长江航运广大干部、职工的爱国敬业的巨

大热情。

《简史》作为对长江航运职工进行长江航运历史知识的大普及，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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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运史》

序 言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世界第三长河，干流全长6300公里，流经

青、藏、滇、川、湘、鄂、赣、皖、苏及上海等省、市、自治区。它的两岸还有

3600余条大小支流和众多的湖泊，网络了半个中国的广阔腹地。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使长江自古以来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流域内自然资源丰富，工农业物产众多，是我国

经济最发达的富饶地带之一。长江古有“天堑”之称，历来为国家治乱之

所系。历史上各王朝与政治势力，合则经长江而统一，分则恃长江以割

据，因此，它素为兵家所必争，是水陆征战的用武之地。长江的乳汁还哺

育出了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吴越文化，它们是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航运起源很早，在新石器时期，它已给予我们祖先以舟楫之

利。约在7000年前，先民们便驾着独木舟开始了原始航行的行程。时

光与江水同逝，长江航运渐渐兴起和繁盛，它对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形

成、发展，贡献恢宏，功不可量。

我国有总长42万多公里的5万余条大小河流，是世界上水资源丰

富和发展内河水运最早的国家之一。而长江在我国，无论是水体流量、

自然气候，还是流域内的社会经济条件，都极适于发展水运事业。所以

横贯中华大地，畅达大江南北的长江航运，能以其航道的畅通，港埠的

密布以及舟船的辐辏，自古以来承担着大量的物资与旅客运输，在我国

内河水运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兴邦历史，无不与其所依托的河流及

水运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的长江航运，是中华民族昌盛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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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条件。它促成了神州各地炎黄子孙的文化互通、民族融合与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保卫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特

别是在新中国缔建等重大历史活动中，均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长江

航运自古就担负起了推动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和中外经济、文化与

科学技术交流的历史重任。它在自己数千年发展进程中创造、积累的内

河航运的丰富经验，诸如船队运输、引水领航、港口建设、航道整治、运

河开凿、船闸修建和航务法规的制订等，不仅为国内其他水系所仿效，

有的甚至为国外的内河航运所借鉴。

长江航运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多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更替。其运

输手段、经营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从而在它经历的古代、近代和现代各

历史时期中，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三个发展阶段。

古代长江航运，自新石器时代至鸦片战争前夕，经历了萌发、兴起、

全盛和持续发展的过程。其间虽然社会制度变革缓慢，生产力水平低

下，但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也曾有过发达的盛世，使长江航运在一定社

会历史条件下．以自身的规律日渐发展。自独木舟问世后，经历漫长的

时间，到商代才出现了木板船。东汉时期，木帆船便广泛航行于大江之

中。又如原始的航渡状态约经过了几千年之久，较大规模的航运才在流

域兴起，自此发展到全盛。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各诸侯国大规模地进行

争夺疆土的舟战，从而使军事性航运在流域占有突出地位。当局部统一

完成以后，楚国的鄂君启以数百艘舟船经营贩运，标志着当时商业性航

运已具有一定规模。秦汉以后，由于统一的封建国家施行实物赋税制

度，决定了各王朝必须大造舟船以运输数量巨大的贡赋物资。至唐宋

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北方，江南成了国家的财赋之源。

唐征天下赋税，江南竟占90％。于是长江与运河成了各王朝的生命之

线，官办航运占据了主导地位，跃入了兴旺繁荣的时期。至宋代，仅漕粮

一项的年运量，最高时就达800万石。唐时，扬州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

江海港口与内外贸易中心之一。其他港埠也都有“商舟辐辏”、“舸舰迷

津”之盛。民营航运业应时而兴，号称天下最繁华的扬(州)益(成都)二

州，常有“商贩千艘”往来其问。“万斛之舟”已是官民的常用运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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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流衍”的粮、盐、茶、丝，显示了货物运输的盛景。至明清时期，随着社

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长江官办航运逐渐衰退，民营航业却因此而繁兴，

并日益取代官航，在流域中承担起了大量的棉布、丝绸、粮食、食盐、茶

叶及瓷器等货物的运输。古代长江航运由为方国的军事服务到为各王

朝的经济服务，再继而为自发的商品经济服务的演变规律，决定了它在

明清时期发生缓慢的质变。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

国航运势力逐渐侵入长江。从此，长江航运进入了既蒙受屈辱，又充满

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近代长江航运正是在各种政治矛盾交织、诸种经

济势力竞争、军事活动频繁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的。被扭曲了的社

会形态，把此时期的长江航运塑造成了一个多元的复杂形象。随着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长江干支流中竞有10多个港口任外国舰船随意

出入。轮、木船舶争运流域之货，华商、洋行共航长江一水。一时间多家

的外国航运企业挤入长江逐利，我国航运企业也受激励而竞起。先有招

商局的开办，继有众多民族资本航运企业的新兴和发展。民生公司则是

这一时期民族航运企业中的佼佼者。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外轮船航运业

的船舶总吨位为29．5万吨，其中外轮以47％的吨位揽运了62．4％的

货物，可见其喧宾夺主之势。抗战的胜利为民族航业的发展带来了良

机，但不久因国民党政府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又使其陷入了生产停滞、

营业不振的困境。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国资产阶级的贪婪，中

国航运界的幼弱以及无政府状态的盲目竞争，决定了近代长江航务、航

政建设的落后。总之，在这109年的历史中，长江航运可谓繁茂杂芜纷

呈、利弊得失两兼。其时，既丧失了航权，又冲破了封闭；既蒙受了外国

资本的剥削，又加快了封建经济的解体；一方面是旧式木船倍受摧残，

另一方面又是新式的船舶投入航运；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学到了一

些近代科学技术；既深蒙耻辱与苦难，又带来了机遇和希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长江航运获得了新

生。此后，长江航运所走过的历程，虽跨度较短，但发展迅速，业绩宏伟，

在长江航运史上是最为辉煌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江航运

·5·



◆赫。广大航运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

造船等诸要素配套发展的社会主义

到1985年底，水系中通航里程总计

达7万多公里；运输船舶保有量为77081艘，628．2万载重吨，43．8万

载客位；货运总量为26762万吨，客运量为21133万人次；大小港口计

1398座，这是新中国长江航运事业兴旺发达的主要标志。川江航道的

全面整治j全线航标灯的电气化、船舶的标准化、顶推运输法的推广、集

装箱的采用、港口机械化作业程度的不断提高、通信导航手段的改进以

及大批水运专业人才从长江水运院校走上工作岗位，反映了今天长江

航运已开始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建国以来，长江航运曾多次参与了重大军事行动中的物资运输，承

担了重点城市急需物资的供给，并在沿岸钢铁、化工、能源工业和铁路

建设、农业生产等各项物资运输中为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发挥

了先行官的作用。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今天长江正敞开胸怀迎

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轮。长江航运企业的船舶也跨海越洋，远航亚太地

区及非洲各地，迈出了开拓者的步伐。

历史的经验表明，充分利用长江这条运输大动脉，大力发挥长江水

运优势，是繁荣流域经济乃至实现全国四个现代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

战略措施。水系中每年所创造的工农业总产值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是一

个十分富饶的经济带。长江水系有占全国70％的内河通航里程，到

1985年底，其货运量占全国内河货运总量的78％，货运周转量占

89％，从宏观战略上显示了它在我国经济振兴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

用。无论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考察，还是根据国民经济布

局和建立综合运输体系考虑，都必须十分重视和积极开发长江航运。新

中国长江航运的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经验不足．前进中经历过

曲折，探索中也有过失误。但只要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

线，把准航向，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好治理整顿，进_步深化改革，长江航运必将

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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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史，是我国的一个良好传统。1982年，长江航运管理局遵照

交通部和中国航海学会的指示，组建了长江航运史编写委员会。后来委

员会受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轮船总公司和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的委托，

组织领导了《长江航运史》和长江航道、港口、船厂、航政及轮船运输史

书的编写工作。现在，《长江航运史》(古代部分)、《长江航运史》(近代部

分)、《长江航运史》(现代部分)分别经各位主编和编写人员的艰苦秉

笔，陆续和读者见面。完成这样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是值得庆幸的。它

也给长江航运历史增添了光彩的一页。这部三卷集的大型历史著作，占

有翔实的史料，为今后发展长江航运，加快长江水运事业的现代化建

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曾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更替，每

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

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

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因此，观今必须鉴古。要使

长江航运事业获得更大的新的发展，就要善于从前人的活动中寻取能

改变现实条件的经验。过去的长江航运，是历史上无数劳动群众从事过

的水上运输生产实践，是众多敢于在大江弄潮先驱者们的开拓史。古代

的船工，近代的海员，今天当家作主的广大水运职工世代相继，在数千

年披荆斩棘、开发长江、发展航运的过程中，建立了千秋功业。他们留下

的可资师承的经验，可以启迪思维，开扩视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

所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就是在于今人总是站在前人

的肩上继续前进的。

我国古今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一般通史和各类专业史领域中

的撰著，浩若烟海，然而研究长江航运历史的专门著作却未曾面世。今

天呈现于读者面前的《长江航运史》古代、近代、现代三卷巨著，作为专

门研究数千年来长江航运事业发生、发展规律的经济技术史，可谓是在

这方面初步涉足、填补空白的拓荒之作。它对于历史上长江航运与流域

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长江航运事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矛盾斗争，对航运界人们同自然的较量，对航蘑业内部诸要素之间如
‘

否 小



何协调发展及对长江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等问题，都作了探索性的论述。

因无前鉴，难为尽善。同时，它作为一项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亦不

失为对水系广大航运职工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长江、热爱航运

事业教育的好教材。书中所述的历史上为开发长江航运而尽智献力、艰

苦奋斗，甚至为之献身的有功者的感人事例，元疑会激励我们为更快地

建设现代化的长江航运事业而搏击奋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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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江航运简史》(以下称《简史》)是根据长江航务管理局主要领导

同志的提议，作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长江航运的历史教材

而编写的。在这之前，我们曾组织编写了一部《长江航运史》，是一部具

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但由于篇幅太长，印数有限，对于长江航运广

大职工来说，既不可能做到广泛阅读，也不可能通读全书。而编写一本

《简史》，增加印数，扩大阅读范围，可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起到历史

教材的作用。

编写《简史》，既不是在原书基础上摘编，也不是离开原著另外编

写，而是以原著为基础，根据史书编写的六条标准，进行浓缩、提炼、升

华，力求做到：在内容上，充分反映长江航运历史从古到今发生、发展、

变化、盛衰的过程和全貌；在语言文字表述上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可

读、可信、可教，有一定的吸引力。《简史》涉及的范围，以长江航运干线

为主，同时也适当增加了水系支流航运的部分内容。《筒史》全文编入了

《长江航运史》的序言和古、今、现代三个部分的结束语。

《简史》的断限，上限起自远古，下限断至1990年，分古代、近代、现

代三部分。即从远古至鸦片战争前为古代，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为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0年为现代。全书共分11

章，约37．5万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古代二章约8万字，近代三章

约9万字，现代六章约18．5万字，其他约2万字。

建国以来，由于长航党政班子变动较多，人员调动比较频繁，党政

副职以上人员不能一一列入，在正文中只列入长航局一级党政正职人

员，党政副职以上人员名单以时间为序列在《简史》正文后面。

为了编好《简史》，成立了《简史》编写组，马志义任主编；陈建国、张

后铨、许可、罗传栋任副主编，并分别担任《简史》的编写工作。

·9·



在《简史》编写过程中，得到长航局和中长集团总公司主要领导和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长航局局长林云卿、中长集团总公司总裁李宗

琦、党委书记蔡 驱，在编写和出版经费上给予了很大支持；有关领导

和部门提供了部分重要资料。长航局前任局长唐国英、现任党委书记张

永泰为本书作序，原交通部副部长陶 琦为本书题写了书名；钟幼鹏、

闵学须同志参与“七五”期长江航运史实的审定工作，并提出了宝贵意

见。中长集团顾问、原长轮总总经理顾永怀、党委办公室主任高 峰、宣

传部长刘 锋、长航局党委宣传部部长陈忠福、党委办公室主任向世

荣、副主任张臣斌为《简史》的编写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简史》的编写始于1994年9月，完稿于1996年3月，历时一年

半。由于时间仓卒，编者水平有限，编写中的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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