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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日

《什邡县交通局志》记述了什邡县交通运输部门的历史和现状，为本部门的“资治黟。

将是我县交通运输事业未来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局志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县交

通·l输部门的成就和先进业绩，亦是宣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培养和教育新的一

代，继承和发扬光荣的历史传统真实生动的教材。同时，通过局志的编写，利于总结经验，

鉴古明今，尤利于培养干部专业化、知识化。另外，本志亦将为新修“什邡县志"，广泛地

汇集基础资料。

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整理和研究党史、国史和世界史。省委予一九八一年专门

发了70 H^文件，反复强调史志工作的意义价值，⋯⋯必须采取措施抢救交通史。地，县党委

和政府也木n继指示编写部门志。为此子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什邡县交通局成立了局志编辑

委员会，主编由局长杨作良、工程师陈长江担任。交管站站长刘健为顾问。李德全、吴和成

执笔。

编写局志是一项全新而严肃的：亡作。本编委会在地交局史志编写领导小组和什邡县志编

辑委员会的领导关怀下，在交运系统各部门、各基层单位的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工的配合支

持下，以及其他单位的人力协助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全面而系统地总结

本部门历史和现状的正反经验。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虚报浮夸，坚持真理，忠于史

实，秉笔直书，力求把局志写成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密切结合的统一体。从一九八二年

二月四f=j编辑人员正式汇聚，于五』j初编纂出局志初稿。经地交局史忐组、县志办、交通局

领导专门组织有关人次详细审核、讨论，提出意见之后，编委会即进行第二稿编写。七月底

第二稿复出后，又经有关人员审核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编辑人员再次外出采收资料，并紧

接着编写第三稿，直至八月二十日完成。经局领导审阅之后，并呈送给县志办验收后定的

稿。由于我们文化、理论、政策水平均低，业务知识不高，因而撰写中错误缺点在所难免，

望各方指教并盼后来修志者增补充实。

四川省什邡县交通局志编委会

一九Jk--年八月二十一日



凡 例

本志共二篇，除卷首，正文有十7‘章，有的章分节，有的章未分节，卷末有后记。全志

内容除力求反映1911年至1981年什邡县交通运输全貌而外，重点突出了公路、桥梁，运输工

具和运输生产方面的情况。为便利读者查阅，特对本志作如下说明。

一，本志一般篇目的上限，原则上定在公元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有的篇章根据具体情

况有上下浮动。下限一般定在一九八一年。

二，本志体裁以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为框架，根据史料分别撰用。

三、全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标点符号按照《新华字典》附载为准。

四，凡引文皆注明出处，且忠实原文，不予删舍。

五，对各时期政权，按一般习惯称呼，未加政治性的定语。

六、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用习惯用法，并在括弧中注明公元。

七、地名书写一般根据行文的需要而定，在记述历史沿革中虽用的古地名，但均在括弧

中注明今地名(以《什邡县地名录》为准)。
’

八，对记事中涉及在世人，皆直书其名，未加虚衔和褒贬之词。

九、本志所有照片，图片，表格皆随文附入，以便参阅。

十、第一篇第五章水运，正文中主要是解放前的内容。但解放以后的内容极其少，为便

子叙述，故用竖写手法，予以介绍。

第二篇，主要是解放以后我县的道路、桥梁情况，基本上用的横写手法，但在矗广木公

路"和桥梁专述中，因列有解放以前的材料，以作前后对照，故这两章采用竖写手法。对几

座较有代表性的桥梁作了专门介绍，其余桥涵皆收入一览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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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志记载我县交通事业的起源、变迁和发展壮大，以其发展变化的史实，印证与社会发

展的紧密关系。

什邡县位于Jll西平原北部边缘，北以九顶山，狮子山与茂汶羌族自治县为界，东隔石亭

江与绵竹县相望，南与广汉县接壤；西与彭县毗连。地理座标东径103。45，一1040167与北
纬31。007—310377之间。县境狭长(南北长，东西窄)。面积863．77平方公里。分山区，
坝区，丘陵和河滩地。山丘面积约占57．5％。全县共辖1个区，1个区级镇，2个社级镇，

19个公社，253个大队，1753个生产队。一九七九年底有人口37．1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

56．7r％。其中农业人口32．3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71．8％。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

424入(其中山区106人，坝区780人)。主要为汉族，另有少量回族。县人民政府驻地方亭

镇，位于成都东北63公里处，地理座标东径104。107，北纬3l。077，海拔521米。古老的什邡

县已具二千余年历史，是“天府之国”的一部份，山青水秀，人杰物丰。境内河渠纵横，水

网密布。山里有长河，平水河、头道金河、二道金河，汇聚为石亭江水奔腾流出(即古之

雒水)，从县东约二十里经广汉汇入赵镇沱江。坝内有大寨渠，红岩支渠，人民渠，鸭子河

以及小石河，还有许多大小河沟，支斗龙渠，纵横交错，灌溉肥田沃土，因此，桥梁涵洞也非

常多。昔有著名的仙缘桥，三圣桥与铁索桥，而现在的马井大桥、隐丰大桥和红东大桥更是

口长虹卧波"。陆路交通有广木铁路和“广木公路”贯穿南北，把矿山和平原勾通。全县农

村公路网享有盛名，与公路绿化一样成绩显著驰誉全川。公路运输首先试制成功柴油机动三

轮车，实现短途运输机械化位居省内第一。

但是，解放前，在漫长的封建和半建封社会里，自然经济在各个时期之不断发展，促使

人民出钱出力筑路修桥，维持十分艰难之交通，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坝区无论路，桥皆破

烂简陋，晴通雨阻’在山乡更是小径狭路，曲窄崎岖，交通运输工具也极其原始落后，搬运

装卸劳动强度大，运效低，收入微薄，工人营生艰难，生活困苦。

饵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日新月异

的飞跃发展，我县交通运输事业，历经三十余年发展变化，尤其是胜利实现了县委、县政府

制定的“农村公路建设十年规划”，取得了巨大成绩，旧貌新颜，气象万千：当年的烂泥巴

小路变成宽阔乎坦、绿树成荫的黑色路面，昔日行旅裹脚，望河兴叹的古渡口，建成永久坚

固的新型桥梁。慢悠悠的牛马车运输队，经过向柴三轮过渡，实现短途运输机械化，进而发

展成为汽车运输。过去用肩膀拉车的工人放下绊绳当上了驾驶员，坐进了驾驶室。公共汽车

穿流不息，昼夜奔驰接送四方旅客。汽车，大拖拉机可以通到各个社队。交运事业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精神愈加焕发，气势愈加豪迈，步子迈得愈大了，全系统上下齐心，干

群一致，决心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四化"作出更大贡献，夺取更大胜利。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除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英明伟大之外，是同县局领导，

干部，技术人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是密切相连，也是与各级基层干部，工人、民工

共同奋斗，共同努力所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十年内乱"的干扰，应该说远不止于这些成

就，值此昌明盛世，特一一纂之为志。同时，值此机会，特向建国三十二年来在我县交通运

输事业中作出努力、并献出宝贵生命的干部、工人，民工致以沉痛哀悼，并表示深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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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交通行政管理机构简述

第一节民国以前

考先秦至清末历代之县级政府，皆无专司交通运输的机构。县级官员，不过执掌政令、

粮马征税、户籍巡捕等职事。有的朝代县内没有“工房"，4i过管理河道水利，城镇建设

而已。至于负责道路、桥梁的建设，尚无历史考据。而县内道路、桥梁事实上都是民众募捐

集资拓建的。

第二节 民国时期

清末民初，县政府曾设“劝业道，管理实业(包括路、桥建设)。民国八年(1919年)

成立“实业所"，4月1日发出第一号公函称：四川省长官公署委任命令第134号载。各县地

方应设实业所，整理各行实业，任命吕培基为什邡县实业所所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

改为“实业局”。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一路三混成旅长王赞绪委任严永吉为局长。民

国20年，由该军军长田颂尧任命柳季良为局长。民国29年实行新县制，局改科，道路桥梁由

建设科管理。第一任科长赵传弟(1941年一1946年)，第二任科长李君实(1947—1949
年)。有主办科员一人，计量员一人，记事一人。

第二章什邡的古道

第一节古道的形成

古道，是古人传车驿马通行而开辟的交通大道，又称鸟道、孔道、官道。在秦，f巴、蜀

前，什邡县属古代蜀地范围。古蜀，在蜀王杜宇时代，约于春秋战围中期(公元前600年左

右)，其活动疆域甚为广大。据《华阳国志势所载，称蜀望帝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

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廓，江、潜，绵、洛水为池泽，以汶山为

畜牧，南中为圃苑”，而交通也十分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 “巴、蜀南御滇

姜，焚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当时

古蜀开辟的对外交通大道有(以成都为中心)：北有褒斜道，西有炙关道，西北有梁雍鸟

道，西南有南夷道。此外还有许多与上述几条大道相连接的交通支线。从古蜀开通褒斜道

起，至公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修建公路时止，约有三千余年的历程，四JII省包括什邡

县在内的省内外陆地运输，全靠古道来维持交通。但是，以上这些道路，在当时很不完备，



也不稳定。还经过历代多次拓展整修，才成为今人所见的古道形象。迄今(公元1981年)。

什邡县的主要干支古道，均为民国末期和解放以来先后修筑的公路所代替。

第二节古道干线一一褒斜道

褒斜道，创自古蜀。是古蜀通往中原的重要对外交通大道，也是古蜀北疆地域来往予成

都的通道。早在公元前J 100 2,F，古蜀参加武王伐纣，以及七百多年后(公元316fF)，秦派

兵灭蜀时，都是通过这条古道的，被民国16年(公元1927年)修建的川陕公路所代替。原褒

斜路自成都起，经三河场至新都县，再经唐家寺至雒县(今广汉)，再经高骈铺至什邡县，

再经洛水(永兴)渡石亭江至绵竹(今德阳黄许镇)经绵阳直至陕西省汉中盆地。此路经过

我县境长24公里。

第三节古道支线

古道支线把古道干线与重要城镇衔接起来。什邡县通过两条主要古道支线与许多重要城

镇相连。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广汉郡于乘乡(今赵镇东)。时辖什邡、广汉、新

都三县。

一、什邡一新都，从什邡起，经马脚井、义和场、蒙阳场、三邑场、军屯场至新都
县，共65里。即今的什邡一马井，新都一军屯，义和场一蒙阳、蒙阳一军屯四条公
路的前身。相传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刘备沿褒斜遭至绵竹，到什邡后就走的这

条支线经什邡的马脚井，彭县的义和、蒙阳、三邑、军屯、新都直抵成都。民间传说刘备经

过什邡县城西门外五里一渠，遗失金带，急求不可得，里人见金带化龙乘流而去，故此渠上

之桥名日“金带桥’’。民国初年，什马路是一条泥巴路仅一至二米宽，能通鸡公车。抗战时

期，为运输军粮，曾对此路整修，国民党马井乡政府奉县府训令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三日

成立筑路委员会，按田亩摊派款项，调民工进行维修，能通板车，不通汽车。解放后逐年修

缮，一九五八年修成简易公路，一九七四年彻底改建，一九七六年铺成黑色路面，一九八二

年经温江地区交通局批准马井至蒙阳为县道。现在绿树成荫，道路平坦、车水马龙，为县道

中之主要干线。

=、什邡湔底一文镇
自什邡湔底起越太子城至文镇(今汶川县境)公元前310年，秦武王设湔底道于今什邡

县湔底场。这条公路就是当时汶山地区与湔底道间政务往来的通道。即今的什邡两路口至湔

底公路的前身。

第四节其它古道

一、什汉道

仟邡至广汉的交通孔道，是古褒斜道之一段。什邡经龙桥，高骈，到广汉城关。民国十

八年《重修什邡县志》载，什汉路荆棘横生，行旅裹脚，皆视为畏途。清时设高骈铺、龙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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