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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荆州地区跨江汉之际，资源丰富，为楚文化孕育之乡。原

始社会的先民在此渔猎，嗣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了

物资交换。在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物资流通过程中，生产性运输

和流通性运输便相应发生。

灿烂的荆楚文化源远流长，交通运输曾为其繁荣多所贡

献，迄今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蕴藏着许多珍贵的古代交通运

输史料。历代《荆州府志》虽作过搜罗钩沉，然而骨胳不全，丰

瞻未足。且近百余年，交通运输方式不断更替，倘欲探寻事业

的发展轨迹，察今鉴古，启迪未来，以就时代之需，则编写全面

反映近现代的《荆州地区交通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荆州地区交通志》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

观点，在新方志理论指导下的一次实践。编纂者根据“详今略。

古，详独略同，横排纵写，事以类从”的修志原则，抓住要素，对

荆州交通运输的历史、现状，既作了翔实的记述，又作了实质

性的探索，力求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读者可从志书中窥测旧

．社会运输的艰难历程，更能领略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巨大成就，

从中获得教益。

《荆州地区交通志》编纂之时，正是全国交通运输改革取

得初步成效之日。编纂者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以相当篇幅记述

了全区交通运输在经济改革中的成败得失，突出了时代特征

和行业特色，贮存了大量信息，为制定交通运输战略决策提供

。l



了科学依据，从而提高了志书的实用价值。

为求《荆州地区交通志》成为一部信史，编纂者以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对一处处史实，一个个数据，反复调查考证核

实．抚卷在手，深感成书匪易，治学维艰。

《荆州地区交通志》出版发行，对于在外地工作的荆州籍

人士及旅居海外的荆州籍侨胞，无疑也是佳音．一册在手，家

乡交通运输情况便可尽览。

编纂《荆州地区交通志》，同仁雄心早树，迨一九八八年十

月组建专班，焚膏继晷，历时一载有半，夙愿终偿。但志成书

就，挂漏难免，祈有识者教正．

伏案沉吟，感慨万千，恭书短笔，权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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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交通运输业同时具有社会基础结构、公益服务和物质生

产等多重属性。作为基础结构，它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支

撑力量；作为公益事业，它服务千家万户，联系显著；作为生产

部门，它不但是工、农业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而且

又在流通领域内继续完成社会生产过程。发达的交通运输可

以确保社会经济系统高效率运转，使人们工作和生产的节奏

趋于协调和谐。《荆州地区交通志》一书以其大量而丰富的史

实历述本地区交通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依存关系，反映上

述诸项属性的内在联系，脉络清晰，跃然纸上，可为智者明鉴。

一个地区的交通志理应突出区域特点与时代精神，本书

在这两方面也堪称上乘之作。

荆州地区跨越大江南北，灿烂的楚文化源出于此，山青水

秀，人杰地灵，资源丰富多采，人民朴实勤劳。可是近代史上大

部分时间，由于社会动荡，战火连绵，百业萎靡不振，交通运输

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自从人民获得政权以来，面目日益改

变，其间虽非平坦无阻，也不是万事如意，但交通与经济必须

比翼齐飞的道理已经深入人心。昔日荆州交通以水运为主，发

展至今天的五种现代化运输方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

道)齐全的格局实非易事。本书立足于荆州地区实际情况，秉

笔直书一百四十八载之经纬，略远详近，上下求索。往事不可

谏，来者犹可追，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现实与筹划未来均有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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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荆州地区交通志》是一本行业性志书。主要内容上断

自1840年，下限于1．488年，必要之处适当上溯下延。

二，本志书原则上以1988年荆州地区行政区划内的交通运输

行业情况为记述范围，对和邻近地市交叉难分的事件或人物，赤

作必要记载。(1)1949年前，以当时的荆州地域为限，(2)1950午

后则包容着部属，省属的驻荆企事业单位的交通运输内客，如江

汉油田、五三农场厦荆门，沙市析出荆州之前的有关情况等等，

(3)航空交通的飞行调度不受行政区域限制，故驻荆情况，亦作

特殊处理。

三，本志主要内容按运输方式分类立目，横排纵写，纵横结

合，其它内容则问或灵活处置。

四、本志有述，志、记、侍、图、表、照、录八种体裁，以

志为主。各体既有相对独立性，但又穿插配合，相辅相成，灵活

融通，服务于内容。 ．

五，本志的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用朝代年

号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换算为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则只标公元纪年，有时简称为建国后。

六、本志的地名处理：为尊重历史，记述1949年前的内客

时，标用当时地名，括号内加注今名，古地名现今难以确言其今

名者，则只标明方位。1949年后，以80年代初普查地名为准．有

关县市称谓，更名前用原称。

七、本志的度量单位使用l由于各历史时期所用度量单位不

同，为方便读者，故在括号里换算成当今通用的度量单位，且用



2 凡 例

汉字表示，其数码则用阿拉伯字表示。

八、本志内容主要取材于档案资料，历史文献，文物等．由

于篇幅限制，仅在书末择要说明资料来源，列举少量书目夹注。

对容易产生歧义的引文(或大意)有时略作文中注释。对事件，人

物有异说者，本志选用一说，另在括号里注明别论大意，表示尊

重史实，不敢自专，以利于后人发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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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荆州地区，现辖6县5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地处江汉平

原腹地。东连武汉市与孝感地区，隔江相望咸宁，西界宜昌之

地，西北毗邻荆门，南接湖南省，北交襄樊市。总面积29038平

方公里，总人口1044．76万人。 ，

境内地形大致为西北高、东南低，由山区、丘陵、岗地、平

原依次过渡，逐级倾斜。地面高程最高点为钟祥县客店乡斋公

岩，海拔105]米，最低点在洪湖市新滩乡沙套湖底，海拔18米．

平原江河成网，湖泊密布。由于地形上的差异，导致山区道路坡

陡弯多，丘陵桥梁涵洞如蚁，平原路基松软，渡口甚密。，

荆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对公路的修建及其常年养护十分

有利。由于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在渣油路面施工时，可充分发

挥“远红外化油沥青装置"等先进工艺的作用。境内平均气温为

15．9℃～16．6℃，港口一般无封冻史，仅汉水曾冰冻封航三次。

年降雨量由北向南递增，一般在958"-'1325毫米之间，小河水源丰

富，利于舟楫。年平均雾日在15--,-,30天，’一般持续4小时即散，

对车辆、船舶行驶时造成的视线障碍时间较短。

上古时代，境内草木繁盛，是人类依山而居，劳动、繁衍的

理想之地。先民在与大自然作斗争和求生存时，必然产生原始交

通线。他们将猎取、捕捞和采集的动、植物用肩扛或拖拽的方法

进行转运，使之形成原始运输方式。

夏禹治水， “决九川距四海，浚吠浍距川”， “得以平土而

居一。于是会合诸侯于涂山而受其朝贡。荆州地域入贡的方式和

道路是“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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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89年，楚王“始都郢黟(即江陵纪南城)，形成交通

枢纽。楚国在充分发挥长江、汉水等天然河流通航之时，并兴建

人工运河。河道穿城而过，设水门供舟楫出入。鄂君启持节贩

运，船队入汉水，北可转入唐白河，白河，再转棘水而至棘(芑)

阳，经长江南行湘、资，沅、澧诸水，江北的夏水，江南的油水，

更是商舟争流之道。

楚国的陆路以郢都为中心。“南襄隘道疗将楚与中原贯通，

迤西沿丹江河谷经丹浙与都，出少习而入秦境，由“随枣走廊’’

东行，再东北行，出三关进入豫南，过“义阳三关黟(冥呃、直

辕，大隧)下应山，安陆、云梦，抵江、汉之汇的今武汉地区J自

郢都历巢邑、下蔡、高丘而达方城。

楚国运输工具以舟、车为主。楚国的船形样式颇多。黪船

“体形轻巧，航速飞快胗，时为屈原所赞赏。两船相并的舫船，

用于渡口或长途运输。更有三舟连一体的大舸——胯，鄂君启曾

以此组织商业运输。楚国非军用车辆统称“安车"，载物之车，

牛马驾用，载重量一吨左右。爵者所乘为轩(曲耪藩车)，掠(一

种卧车)，民间则多用猎(车)、轺(车)、柴(车)。骝车是通讯邮传

工具，楚王也常作交通之车。

秦汉时期，荆州地域是南郡腹地。“秦楚大道彦穿境内，北

入豫地可抵甘，陕，南行湘境能达岭南。秦始皇不但从陆路过

境，并有两次巡行长江到南郡。三国时，曹操巧夺荆州，率众二，

三十万自襄阳南征，沿途千乘万骑，于江陵乘舟顺江而下，舳舻

相继数百里。“赤壁大战黟，曹操败退，自乌林归江陵，使“华

容道劳千古留名。 ，

晋朝杜预都督荆州诸军，曾在境内矗开阳口，起夏水，内泻长

江之险j外通零桂之槽黟，完成扬夏运河工程。唐代以长安为中

心，在通往四方的驿道上设置驿站，湖北地域有横渡长江的驿渡

三道，境内设有水陆驿·松滋渡。五代十国各据一方，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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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仍甚活跃。南汉，闽、楚诸国对中原政权的进贡与贸易，均

取道江陵。 ． ，．

北宋时，凭借扬夏运河的基础，又兴荆南漕河工程，使之

“能通二百斛载’’。当时，川、湘、鄂的漕粮，多取此道入汉水

北运。元代，开长江两岸郝穴、调弦诸口，荆湘地带水运多得其

利。自襄阳入荆州地域的驿道，沿袭宋代设“步：递，，、“马递’’，

鼻急递"三种铺。明承元制，清继明统。延及宣统年间，境内荆

州、安陆二府设驿站14个，递铺i42处．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帝国主

义的军舰于咸丰十年(1860年)驶入长江荆州段。光绪四年(1878

年)4月，官办招商局开辟汉宜航线，一举结束境内水上单一木帆

船运输历史。1921年，新堤人士集资购买汽车，以堤代路，载人

载货I三年后，襄沙公路通车，从此境内陆路交通引入新型运输

方式。1929年，江陵县人在属地三板桥建成飞机场，开境内航

空交通之先河。抗日战争时期，战争频繁，交通设施多遭毁坏．

抗战胜利后，境内交通稍有恢复。然因国民党挑起“内战"，运

输工具多征为军用。至1949年，荆州地域内河里民船航行甚微，

航空交通不复存在，公路可通车里程由231．26公里降至156．26公

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交通逐步复苏，至1957年，全

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357．2公里，新建和修复公路桥梁405座。

1958年，湖北民航开辟武汉——沙市航线，1959年在京山县飞播

马尾松树种，为境内专业航空的开端。1966,---,1968年，荆江中洲

子和上车湾两处人工裁湾，1972年六和垸自然裁湾后进行维护，

使长江的一段“九曲回肠’’成为真正的“黄金水道’’。在此期间，

松宜铁路建成，随后焦柳铁路竣工，江汉油田“大会战"，完成

地面设施——管道建设，境内始有铁路，管道两种现代化运输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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