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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
无可辩驳的史实表明：“‘人类之历史’始终是不得不和

产业史与交通史关联着而被研究、被整理。一交通与人类
社会的变革、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

外国如此，中国同样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一时期
的交通史或某一地域的交通志，必定是那一时期或那一

地域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表征。
’

，

’，

。

． 我国交通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先民们出于基

本实践活动的需要，便开始了搿陆行载车，水行载舟，
泥行蹈桡，山行即桥一，“行涂(途)以楣，．行险以撮，
行沙以轨”。及至周秦，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
运河、筑驰道、置邮传等交通建设工程缘起，舟车等运
输工具跟着改进，‘文化交流和商品货币关系因之活跃。
所以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一；司马迁说：。农
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一交
通与生产活动。商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的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在秦王朝建立后，便形成了。书同文，车同
轨，衡同器”的格局而与封建帝制一统相适应。二千多
年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在断续的战争
中，民族的融合中，疆域与资源的开发中，四境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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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通事业代有兴废，总的趋势是发展的、进步
这种发展、‘进步是在历史前进规律约束下和社会条

约下呈现缓慢、曲折的演变。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导下，交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向同步，共荣共进，．
40年的艰苦努力，才根本改变交通落后的局面，奠
通现代化的基础，出现伟大的转折。

湖南是个内陆省，北有重湖之险，南有五岭之障，

山脉与雪峰山脉呈弧形复背斜峙于西，幕阜山、九
，武功山、万洋山等呈断裂延伸带亘于东，古为
苗之国”。j：本为荆榛狂莽之地，’鲜与外通。自宗周
，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向南拓展开发，由+

及湘，水陆交通遂与中原相连。春秋战国时期，：楚

战争手段吞并了许多小国，并“开濮”(百濮)：。“平
百越)，使楚国的疆域“南卷沅、湘，北绕颍、t泗j,L

巴蜀。，‘东裹郯j淮：，其所灭麋，罗t-郧、巴、申，

贰、轸、庸等国的遗民，。或全部或大部或部分地迁
湖南四水流域进行开发，道路交通随着民族的融合

化的融合而发展，j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渐次兴起，

沙为中心的南楚经济区因之形成。；秦始皇统一六国

以五十万人攻略岭南的百越，：、主要取道湖南，通过·：

道、开灵渠，历肘八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

；“湘桂走廊”和“湘粤水道”由此开通，对后世的

交易和海外贸易产生深远影响。自汉及清，+在各代
鼎革”与治乱中‘湖南交通时菥誓铁蹄腾驿路之

·一 二 、 ：·?～ _．+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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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铃足计邮亭之日，迅疾无前，不掩晷刻”，“湘州大
编，，乘用鼓浪，波似箭，催呜橹，转输半天下”；时而
“道路荆棘，伏莽四兴”，“湖湘之上几无片帆”。兴衰起

伏，曲折发展，既反射着不同王朝政治、经济的折光，
也显示出老大封建社会滞重艰难的步履。。 ，

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湖南近代交通萌发，运输方
式开始质的嬗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自然经济的解

体，民族危机加重，阶级矛．盾深化，湖南的近代交通封
建性与殖民地性兼有，落后性与进步性并存，其发展道
路十分坎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南交通才开始时

代的新篇章。1949～1989年的40年中，经过恢复、“跃

进”、调整、整顿、改革，以两代人的汗水，取得了前所
的辉煌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初步建成了
衔接、干支直达、城乡相通，辐射全国的水陆空立
通网络，形成一个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主体、四

湖为通道、“空中桥梁”为外联、地下管道为内输的

体系，适应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与
的昌盛。

’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过去的已经凝结成历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建设社会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尚须几代人的努力．．由于现

历史的继续，也是历史的发展与否定，未来是现实

续，也是现实的发展与否定，过去——现在——未
一个前后连贯的人的实践过程，今天的现实既包含
史的“基因”，也孕育着未来的芽蘖，所以人们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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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足现实来考察历史，预测未来，史志因此便成为经
世致用的传世之作，它的资治功能主要就在于它自身的
科学性与实践性，使人们能通过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
盛衰兴替的史实，是非因果的关联，认识并把握事物的
客观规律，科学地正确地解决社会实践任务。“以史为
鉴一，并不只是单纯地“照镜子一。 ‘

．

：．

湖南各地、市交通局的领导和有关同志，通过多年

的努力，编纂成功分辖区的交通志，并决定分册出版，
组成丛书。．以期全方位、广角度、多层次的反映出湖南

交通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令人和后继者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有继承、有扬弃、有开
创、有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值兹丛书分册付印
之际，谨序以志。 ．’

二

’

、陆德品
199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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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动脉，是联结农、工、商的

纽带，是传播思想，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社会的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 一 ，一
～

娄底地区，处湖南的“心脏’’地带，辖二县三市，
是钢铁、煤炭和锑，钨等矿产品的重要产地，享有：‘‘湖

南鲁尔工业区"，“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交通事业对

全境以至省内外都举足轻重。 ，， ，

古近代，境内交通闭塞，大宗物资的运输全赖水道；’

资水自南向北流贯，涟水自西向东宣泄，构成“丁"字·

形的水道格局，虽得天独厚，然滩多水险，船民船工常

年累月撑篙背纤，转输劳苦，非同一般。1928-年，潭宝
公路始贯穿双峰县境，通车10年，因抗战而毁；1938年，

湘黔铁路始及娄底，亦因抗战，旋修旋毁；上下两千多

年间，陆路交通始终处于肩挑背负状态，挽输艰因，甚

伤民力。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的交通事业步入蓬勃

发展的新阶段。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交通战线的广大职工，兴筑铁路．公路．

治理水道，革新、改造运输工具，建设站、场、港、厂，

开放运输市场，面向社会，服务人民，进行了创造性的
劳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今湘黔铁路已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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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境；国道、省道、县乡道与厂矿专用公路组成了城乡

相通的公路网，公路通车里程为1949年的50倍；水运虽 ．

因航道变迁萎缩，然新辟库区航道已无滩险碍航之虞。’

40多年的发展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起步时的艰难，建

设中的干扰，管理上的失调，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改革

中的某些困扰，都给我们以启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立体交通，尚须我们作不懈的努力。”一：
’’’。‘

志以纪实。盛世修志，自古已然。娄底地区交通志，‘

事属首创，本求真唯实、详今略古的原则，取精示弘，

刮垢磨光，系统地记述辖区交通事业变迁发展的史实，i

对于探索全境交通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导未来的实践，’

谱写将来交通事业的新篇，无疑大有裨益。值兹此志付： ．

梓出版之际，1谨序为贺。
‘’ ◆一! ‘‘”～+

· 一
。

-。

? -一 李海江
_一r⋯

。·· 。．J 、， ；，

’ _ ’-’

一九九三年十月
，

．
，

， +．o ’j j．÷
．： ·

．．t

V一‘

“：⋯．，r为，，t j．
，，

，一 j：’： v-·一
”

一

一
，

～，

，： 。，；
， ．：，^‘‘‘。， ．，’ 、 ： ：’： ，j一二 。

．‘ ‘。’ ：，■：’：。+。一二：‘，‘。：．、、∥≯：
t

‘|

“
一

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凡例7

凡 例

一，本志为记述娄底地区交通事业变迁发展的专业志，本实

事求是．求真存实、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历史性，区域性，专

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按各种运输方式设章，按每种运输方式的实体设节

与目，按历史发展顺序竖写，以求取精示弘，系统反映全境交通

事业发展的因果关系及其规律性。1

三，本志以今建置辖域为限，包括娄底、冷水江、涟源、双

峰，新化5县市，由于古今辖置多变，必要时述其本末。

四，本志上限浮动，各种运输方式以始发为上限；下限定于

1989年，个别具体事项延伸到1993年。

五，本志有记、述，志．表、录、图，照7体，互为应证。·

六，本志资料源于史、志，传，报刊，档案等文献和有关当

事人的回忆与口碑，引文皆有所本，不另注。

七，本志表列数据，部分取自统计部门核实的统一数据，部

分为调查整理。

八，本志所记历史朝代，律用通称，并括注公元纪年；1949

年起，统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所记古，近、现代货币价格，均本时价。

十，本志所用技术经济名词、术语及路。桥，涵等级的划分，

一本交通技术规范和国家与省的明文颁定，不另作释。

十一，本志因事系人，人从事出，直书其名，无褒贬称谓；

必要时于名前书其职或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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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地区位于湘中腹地。1977年，从邵阳地区析出涟源，双

峰、新化，邵东、新邵5县种冷水江市，成立涟源地区；1982年，

邵东i新邵2县重划归邵阳，翌年改为娄底地区。1989年，全区

面积8067平方公里，人口366．3万。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拥有全

国第一的锑矿，全省第一的煤炭、白云石．石灰石，大理石，占

全省第二位的有石墨、第三位的有石膏和黄金矿。涟源、冷水江，新

化、双峰4县市，列入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内。地区列为全省

能源，原材料开发区，誉为“有色金属之乡”：“湖南的鲁尔”。

明清时期，境内交通有水路和陆路，货物运输几乎全赖水路，

陆路是驿道和行人道，主要供商旅来往邮传公文，‘军书，除少数

官绅骑马．坐轿外，一般民众均步行。主要大道有10条，计700

余公里，分别通往长沙．湘潭、衡阳．宝庆(今邵阳)，隆回、溆

浦，安化、益阳．湘乡等地。 ，．，．，，

．，民国时期，湘潭至宝庆汽车路开通，过境里程50余公里；湘

黔铁路通车至蓝田，开始现代化交通运输，后因抗击且军入侵，

奉令拆除铁路钢轨、枕木，炸毁桥梁，挖毁铁路和公路路基，物

资运输仍依赖水路。。抗战期间，长沙，武汉等地机关，学校，商

人纷纷迁往境内的蓝田、。杨家滩、桥头河，新化城关镇等地，水

上运输一度繁忙，常年通行航道达557公里。抗战胜利后，资水

运煤毛板船流放武汉，每年达数百艘，涟水的“倒划子”船常年

通行到桥头河、杨家滩、蓝田、永丰等地。至1949年，境内修通

公路3条共96．9公里。但只通不畅，运输量不大，是年全区货运

量lO．9万吨，公路只占32．1％，‘周转量则只占0．8 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的交通朝着铁路和公路两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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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方式发展，水路运输自60年代后，逐渐衰退。

1950～1962年，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期和L五”“二五”两个

国民经济计划期，政府对水上运输业，装卸搬运业实行社会主义

改造，走集体化道路，从组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发展到运输人

民公社。在国家运输计划指导下，开始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调配

运力j统一运价的“三统”管理。机船开始航行，湘黔铁路通车

至金竹山，娄邵铁路进行修建。这个时期，新修公路835公里，1铁

路185公里。i大都是通过群众运动修建起来的，强调先通后畅，标

准低、质量差，公路多数是等外级公路，铁路病害多，较长时间

处于试运行状态。在整个货物运输量中，水路运输仍占主导地位，

旅客运输则公路处于绝对佾努。
t 一 ．

。、
，

一19630 1980年，1水运企业不景气，’资水柘溪大坝修建，截断

资水航道，新镟冷水江两航运公司6000多吨位船舶出的出不去，
进的进不来；涟水，侧水·．湄水等航道上，节节拦河筑坝。双峰

航运公司与涟源运输公司的船舶无路可走，由12662吨位船减少

到4466吨位。。且常年在外港参运，不能回本港。这个时期，2全区

船舶由25993吨位减少到12969吨位，职工减少2800多人，企业处境

困难，80％以上船冉白““超期服秽。因资金缺乏，无力进行更新改造，
有时连维修材料电无法买回，简单再生产难维持，企业濒I临倒闭：

。与此同时，t铁路与公路蓬勃发展，铁路通车里程已达到297

公里，、湘黔、：娄邵两铁路运输在境内起骨干作用，。20多条厂矿

铁路专用线相继建成投产，．30多个客货运输车站分布全区各县

市，全区大中型企业多数有专线铁路直达。“要想富先修路”的

思想深入人心，新修公路3351公里，双峰、涟源，娄底．冷水

江4县市先后实现社社通公路(新化县于1981年实现)。运输市

场管理上，仍实行k三统”，需要运输物资的单位，’须事前申报运

输计划，由交通主管部门根据计划，平衡运力，调拔车。船。客

运方面，由公路延伸，班车从县市通到区社。全区四通八达的运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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