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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百年沧桑书千秋伟业

——《武汉铁路分局志》序

彳丁
经过分局修志人员及各方面多年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武汉铁路分局志》

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武汉铁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也是分局两个文明

建设结出的一项丰硕成果。

这部书是从1983年开始收集资料，1990年以后逐步展开编纂的，前后历经

14个春秋寒暑。上限从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修建大冶铁路始，下限

到1990年国家“七五"计划结束止。记述武汉铁路近百年的发展历史。1991年

至1995年的基本情况，也在附录之中进行简单介绍。真可谓是志武汉铁路百年

沧桑发展历程，书万千员工艰苦创业战斗风采。

编史修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

远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它有资治、明鉴、存史、教育等重要功能，可以产生久

远的社会效益。通过系统总结历史，全面积累资料，为现实生活服务；通过认真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明辨是非得失，探索铁路运输生产的客观规律；通过

了解历史，认识国情、路情，为制定改革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通过记

录历史，宣传铁路，展示企业形象，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第三代中央领导人，无不重视修志工作。早在

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倡议编修地方志。是年，国务院即成立地方志工作指导小

组。1959年周恩来总理曾作过具体指示：“对新旧方志，都要把它收集起来’’，“要

系统、完整地方志中的经济、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十周年时，全国掀起一个修志高潮。“文化大革命竹时期，这一工作中断

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修志工

作又出现一个蓬蓬勃勃的新局面。近几年，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多次就地方

志工作做过重要讲话和指示。铁道部和铁路局领导，也就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重要

指示。

中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进入一个



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空前繁荣发展的大好历史时期；也正是这一“盛世’’的

来临，才为分局志的编纂吹来春风，带来机遇，创造出有利条件。从1983年起，

分局即成立分局志编纂委员会和分局志办公室，开始着手编修《武汉铁路分局

志》。这在武汉铁路近百年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第一次。由于它涉及的时间长、范

围广、事物杂、人物多，所以说是一项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14年来，

分局志编纂委员会和分局历届领导，对《武汉铁路分局志》一书的编纂、修改进

度十分关注，给予入力、物力、财力的充分保障，并对历任修志人员表示了极大

的关心和爱护。分局机关各部门和基层各单位，也对修志工作给予了有力支持和

很好配合。历届编纂人员靠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敬业奉献精神，克

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艰苦细致的劳动；书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渗透着

编纂者的心血和汗水。先后有18位同志参加编写，有近200人参与资料收集。成

书以后宇数达153．8万，照片282幅；而收集资料的文字总数达4000余万，收集

的各类图片有近3000幅。古人说“众手成志"，这一道理在分局志的编纂过程中

得到充分印证。现在，分局志终于成书，大家的努力结出硕果，可以告慰革命先

辈，告慰广大干部职工，告慰子孙后代了，实在是功德无量，可喜可贺!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武汉铁路分局志》，其思想观点正确，基本事实客观，

体例编排合理，语言文字朴实。它不仅记述先辈艰苦创业的风雨历程，也展现奋

战在运输生产一线的干部职工的战斗风采，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精神

财富。它在忠实、客观地记录武汉铁路近百年沧桑发展历史的同时，亦展示出武

汉铁路分局的整体实力、奋斗精神和良好企业形象。因而，我们说它是分局的“官

书"，是企业的“名片"；要了解武汉铁路，要了解武汉铁路分局，就要读《武汉

铁路分局志》。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在全国第二届地方志工作会议和湖北省第四届地方志工作会

议上，各级领导都强调，第一届修志工作结束，就是第二届修志工作的开始。目

前，我们国家的修志事业正方兴未艾。分局第一届修志工作已经画上一个完满的

句号，但第二届修志工作才刚刚起步；第一部志书虽然出版了，但还要出版第二

部、第三部。所以，分局志办公室下一步的工作任务还很繁重。由于年代久远，资

料浩繁，时间紧迫，人手较少，所以这部志书中肯定存在有不足之处。希望方方

面面的专家、领导和同志们及时给予批评和指正，以便在第二届修志工作中加以

订正和提高。总之，编史修志是分局的一项长期工作，殷切期望有关人员在今后

的工作中能够取得更为突出的成绩，摘取更为丰硕的成果。

1 998年1月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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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邓

和历史

唯物主义为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按照中国地方志工作指导

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铁道部、郑州铁路局、湖北

省、武汉市有关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规定要求，结合分局实际情

况进行编写。

二、上限从1 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修建大冶铁路起，

下限至1 990年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结束止，记述武汉铁路近百年的

发展历史。按照内容需要，在个别篇章中适当进行限外追溯和展

望。为便于下一届续志工作，199 1年至1 995年的基本情况，在附录

之中进行简单介绍。

三、采用记事本末体，按事物的性质横排门类，按事物发展的

先后顺序竖写历史。详近略远，服务当代，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武汉铁路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篇、章、节三级结构，述、记、志、图、表、照、传、略、录等多

种体裁形式，以志为主。不包括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在内，共设27

篇、1 1 3章、3 9 9节。章节之下需要设目时，用黑体字加以区别。

四、严格执行国家新闻出版署和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有关规

定，使用规范汉字和语言；在不影响语义的前提下，尽量使用阿拉

伯数字；使用公元纪年，确需标明的旧年号，放在公元年份后的括

号内(附录除外)；除少量引用和特殊需要的内容外，一律采用法

定计量单位，并用汉字表述。

五、书中《人物》篇遵循“生不立传，但可入志’’原则，按人

物性质设立章和节，按传、略、录、表等四种体裁进行记述。一些

在武汉铁路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在其

它篇章中进行记述。



六、由于近百年来武汉铁路管理机构和管辖范围多次发生变化，

所以书中既顾及历史的连续性，又不过多地作超限记述。1 963年4月

成立武汉铁路分局以前，以记述汉口、武昌铁路分局(办事处、运

输分局)的情况为主；末设分局时，以记述武汉铁路局所辖武汉地

区铁路情况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情况，以记述京(平)

汉、粤汉铁路管理局等所辖武汉地区铁路情况为主。为方便记述，

组建武汉铁路分局前后．分别以“武汉铁路”和“分局”称谓。

七、记述事物需用简称或代称的，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注明。

如“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用

新中国代称)"。

八、线路、车站和基层单位记述顺序，以分局机关所在地武昌为

基准，先武汉铁路枢纽内，后武汉铁路枢纽外；先干线、后支线；先

上行，后下行；东南西北、由近及远。正文之内，未单独成段的一般

不排序。 《人物》篇中，立传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序；写略人物，烈士

按牺牲先后排序，功臣、劳模按授予时间排序，其他按姓氏笔画排

序；录、表人物排序不分先后。

九、本书资料来源于有关档案、书籍和机关各部门、基层各单位

提供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所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为准。

十、由于武汉铁路经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已有近百年发展历史，资料丢失、散佚严重，加

之编纂时间紧迫，人手有限，所以书中难免出现差错和遗漏，存在不

足之处。敬请各界人士不吝指教，多提宝贵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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