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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鲁 士
月IJ 。昌。

重庆内河航运历史悠久。早在二万多年前市境长江流域已有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迹．

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河流两岸阶地上有较多的人口聚集．先民们依山傍水以渔

猎兼营农耕生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l已有廪君乘土船独浮之说，佐证巴族时也有陶

船。巴人船棺证明，巴国时独木舟早已出现。《史记·张仪说楚王>记述巴国和蜀国已有舫舟，

一舫可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行，一日行三百余里。木帆船运输从巴国至近代，直到现代

的70年代，延续时间相当久远．

轮船从近代开始，于1898年“利川”轮试航重庆成功，到1908年中国人自己的川江轮船公

司成立，至民国初年国轮兴起，而外轮也不断入侵。1927年中国著名的航运事业先驱卢作孚创

办了民生公司，在困难中崛起，联合川江国轮，战胜了外轮侵略，为航运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这一历史时期，重庆的轮船业兴衰起伏波动不定。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下，挣扎

喘息。至1950年12月统计，重庆有轮船公司31家，轮船158艘，8万余吨运力．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内河航运业的垄断统治，对生产资料私

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

主体和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为航运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河航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在“有河大家走，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精神指引下，推动了重庆的航运业迅

速发展。1985年底，全市专业航运企业共有38家，加上厂矿、企业自备船及乡镇船舶，共有机

动船649艘，45 053客座，32．29万马力，驳船2 248艘，55．9万吨#机帆船16艘，324吨，460

马力；木帆船1 173艘，11 434吨。四川省重庆轮船公司从长江进入近海国际海运。重庆的航运

业从此由内河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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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因水兴，水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重庆市当长江、嘉陵江两江之汇，长江上控宜宾、泸州、合

江f左有嘉陵江，涪江、渠江、御临河、琼江，右有塘河、綦江、笋溪河等支流，还有众多的小河、溪

流、湖泊，而成为百川交汇之处，形成了从古至今终年畅通的运输线。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自然、

经济等条件较好，从巴国以来，在重庆人民前赴后继的努力下，使重庆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上游

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对外贸易港口．

江河促进了市的经济发展，现重庆市已成为冶金、机械、化工、纺织、食品五大行业为主体，

门类比较齐全，有较强物质技术和配套能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在全国工业38个行业中，重庆

有33个行业。因工业用水和交通之需，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江河之滨。

重庆沿江旅游胜地众多，巴渝12景中与江河直接相关的有：字水宵灯(重庆夜景，有万家

灯火)、龙门洁月、黄桷晚渡、统景探幽、双流合壁(朝天门)、凌虚飞渡(嘉陵索道)、独钓中原(钓

鱼城)、云霄泉峡(温塘峡口)八景。其他四景也在江河之畔。

重庆的内河航运史是重庆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重庆文明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

巨大的作用。几千年的内河航运史，是一部历经盛衰起伏的历史，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

化而变化，随着经济因素的消长而消长。然而史书对航运的情况记述不多，近世虽有档案报章

可循，但零星分散，难窥全貌，至今尚无市的航运专著。本志编纂问世，旨在广征博采，以辩证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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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重庆内河航运的起源、兴衰及其发／袅规律。愿本书成为重庆
航运工作的小百科全书，为四化建设服务，达到承先启后，继往开菜，“存史、资治、教育”的目
的。

在这里，特向支持我们工作的各兄弟单位，各区县交通局、直属单位和参加编纂本志的所

有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并献给交通部门广大职工及历史、地理、经济学界的专家、同仁匡正．

2

胡振业
一九九二年五月



编辑说 明

一、重庆依水建城，地处西南要冲、四川东南，面积23 114平方公里，人口1 492万人，是一

座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城市．公元前12世纪，重庆就是巴国的首邑f1392年明玉珍反元起义

在此建都，国号大夏I抗日战争时期，又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故历来有“三都”之称．嘉陵江北来，

长江东去，得舟辑之利，百物聚散，商贾云集，与国内外交往频繁．

二、重庆河流众多，水源充沛，四季不冻，对航运的发展有得天独厚之优势．以长江为主通

道所汇集的全市大小河流105条，3 784．3公里，其中通航5l条，1 887．3公里，组成全市相联

的天然水运网。沟通重庆9个区12个县和552个乡镇，水运四通八达．

三、航运是第四物资生产部门，是五种运输业的主要部分．造船、筑港、航道建设筝工程的

发展，应该在我市的史志书中有所反映，它既服务于现在，又在未来某个时候起作用．《重庆内

河航运志>旨在为重庆水上运输服务，为重庆内外贸易繁荣兴旺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本

志书除前言外，分概述、航道、港口，木船、轮船、航运管理、水运工业和杂记7编。各编结构采用

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均以事命题。

四、几年来，各地收集的资料十分浩繁，编辑们到过南京档案馆、四川档案馆、重庆档案馆、

重庆博物馆、重庆图书馆及市属各区、县档案馆、图书馆，抄录前志和资料。相互考核及采用的

书籍资料有：‘四川省内河航运史>、《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史：}、‘长江上游航道史>、‘重庆港史

料)、‘四川省重庆轮船公司史料'、‘民生公司史料’、‘重庆市轮渡公司史料>，重庆市北罐等9

个区交通志(稿)、重庆市合川县等12个县交通志(稿)、涪陵地区航运公司史料，以及童思正

‘古代的巴蜀)、燕庄和‘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自寿彝《中国交通史>、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张天佑I：中国港口：l、彭伯通《重庆题咏录'、

周勇和刘景修‘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兰勇<四川各代交通路线史：}，还有各种解放前后的

刊物<中国航业>、‘四J11月报>、‘四川经济月刊：}、<重庆国民公报)、‘嘉陵江报>、‘重庆工商史

料'、．：古城重庆>、《长江航业之今昔>、．：川江航业史观>、‘扬子江宜渝段航运：}、槎星周刊‘川江

各轮小史’、‘建国后川江航运发展)、<川江航运概况’、‘川江轮运简况>、“长江轮船一览表”等．

五、‘重庆内河航运志’的编辑工作受到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关怀支持，在此向给我们提

供史料的单位和个人及参加本志编辑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辑水平和历史知识有限，本书难免有错误和失漏之处，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一九九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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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变发展⋯⋯⋯⋯⋯⋯⋯⋯⋯⋯⋯⋯⋯⋯⋯⋯⋯⋯⋯⋯⋯⋯⋯⋯⋯⋯⋯⋯71"-'72

三港口现状⋯⋯⋯⋯“⋯⋯⋯⋯⋯⋯⋯⋯⋯⋯⋯⋯⋯⋯⋯⋯⋯⋯⋯⋯⋯⋯⋯·72～89

第三章嘉陵江8个港⋯⋯⋯⋯⋯⋯⋯⋯⋯⋯⋯⋯⋯⋯⋯⋯⋯⋯⋯⋯⋯⋯⋯⋯⋯⋯90"--103

第一节大石港⋯⋯⋯⋯⋯⋯⋯⋯⋯⋯⋯⋯⋯⋯⋯⋯⋯⋯⋯⋯⋯⋯⋯⋯⋯⋯⋯⋯90,--,90

第二节水土港⋯⋯⋯⋯⋯⋯⋯⋯⋯⋯⋯⋯·o o·o ooo⋯⋯⋯⋯⋯⋯⋯⋯⋯⋯⋯⋯⋯90,-．-91

第三节北碚港⋯⋯⋯⋯⋯⋯⋯⋯⋯⋯⋯⋯⋯⋯⋯⋯⋯⋯⋯⋯⋯⋯⋯⋯⋯⋯⋯⋯91-'--92

一地理概况⋯⋯⋯⋯⋯⋯⋯⋯⋯⋯⋯⋯⋯⋯⋯⋯⋯⋯⋯⋯⋯⋯⋯⋯⋯⋯⋯⋯91---91

二演变发展⋯⋯⋯⋯⋯⋯⋯⋯⋯⋯⋯⋯⋯⋯⋯⋯⋯⋯⋯⋯⋯⋯⋯⋯⋯⋯⋯⋯91-'-,92

三港口现状⋯⋯⋯⋯⋯⋯⋯⋯⋯⋯⋯⋯⋯⋯⋯⋯⋯⋯⋯⋯⋯⋯⋯⋯⋯⋯⋯一92,-,-92

第四节草街港⋯⋯⋯⋯⋯⋯⋯⋯⋯⋯⋯⋯⋯⋯⋯⋯⋯⋯⋯⋯⋯⋯⋯⋯⋯⋯⋯⋯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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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盐井港

合川港

⋯⋯⋯⋯⋯．．．⋯⋯⋯．．．⋯⋯⋯⋯⋯⋯⋯⋯●⋯⋯⋯⋯⋯⋯●●⋯⋯⋯

⋯．．．川⋯⋯●●●⋯⋯．．．Ⅲ●⋯●●．．．⋯⋯⋯川川●⋯⋯⋯⋯⋯⋯⋯⋯⋯●●

地理概况⋯⋯⋯⋯⋯⋯⋯⋯⋯⋯⋯⋯⋯⋯⋯⋯⋯⋯⋯⋯⋯⋯⋯⋯⋯⋯⋯⋯

演变发展⋯⋯⋯⋯⋯⋯⋯⋯⋯⋯⋯⋯⋯⋯⋯⋯⋯⋯⋯⋯⋯⋯⋯⋯⋯“一⋯·

港口现状⋯⋯⋯⋯⋯⋯⋯⋯⋯⋯⋯⋯⋯⋯⋯⋯⋯⋯⋯⋯⋯⋯⋯⋯⋯⋯⋯⋯

93～93

93～95

93-',．-94

94,'--,95

95～95

云门港⋯⋯⋯⋯⋯⋯⋯⋯⋯⋯⋯⋯⋯⋯⋯⋯⋯⋯⋯⋯⋯⋯⋯⋯⋯⋯⋯⋯95,-．．-95

泥溪港⋯⋯⋯⋯⋯⋯⋯⋯⋯⋯⋯⋯⋯⋯⋯⋯⋯⋯⋯⋯⋯⋯⋯⋯⋯⋯⋯⋯95,--,103

第四章其它江河8个港⋯⋯⋯⋯⋯⋯⋯⋯⋯⋯⋯⋯⋯⋯⋯⋯⋯⋯⋯⋯⋯⋯⋯⋯104-'--114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三编

第一章

第一节

四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綦江港⋯⋯⋯⋯⋯⋯⋯⋯⋯⋯⋯⋯⋯⋯⋯⋯⋯．．⋯⋯⋯⋯⋯⋯⋯⋯⋯·

三江港⋯⋯⋯⋯⋯⋯⋯⋯⋯⋯⋯⋯⋯⋯⋯⋯⋯⋯⋯⋯⋯⋯⋯⋯⋯⋯⋯

赶水港⋯⋯⋯⋯⋯·⋯⋯⋯⋯⋯⋯⋯⋯⋯⋯⋯⋯⋯⋯⋯⋯⋯⋯⋯⋯⋯”

安居港⋯⋯⋯⋯⋯⋯⋯⋯⋯⋯⋯⋯⋯⋯⋯⋯⋯⋯⋯⋯⋯⋯⋯⋯⋯⋯⋯

潼南港⋯⋯⋯⋯⋯⋯⋯⋯⋯⋯⋯⋯⋯⋯⋯⋯⋯⋯⋯⋯⋯⋯⋯⋯⋯⋯⋯

小沔港⋯⋯⋯⋯⋯·⋯”：⋯⋯⋯⋯⋯⋯⋯⋯⋯⋯⋯⋯⋯⋯·⋯⋯⋯⋯⋯·

虎峰港⋯⋯⋯⋯⋯⋯⋯⋯⋯⋯⋯⋯⋯⋯⋯⋯⋯⋯⋯⋯⋯⋯⋯⋯⋯⋯⋯

狮子滩港⋯⋯⋯⋯⋯⋯⋯⋯⋯⋯⋯⋯⋯⋯⋯⋯⋯⋯⋯⋯⋯⋯⋯⋯⋯⋯

木船⋯⋯⋯⋯⋯⋯⋯·⋯⋯⋯⋯⋯⋯·⋯⋯⋯⋯⋯⋯⋯⋯⋯⋯⋯⋯⋯⋯⋯·

水驿与木船帮会⋯⋯⋯⋯⋯⋯⋯⋯⋯⋯⋯⋯⋯⋯⋯⋯⋯⋯⋯⋯⋯⋯⋯⋯

1U4～104

104"--105

105～105

105-'--106

106～106

106"--,107

107"--107

107～114

115～196

115～120

才(驿⋯⋯⋯⋯⋯⋯⋯⋯⋯··⋯⋯⋯⋯⋯⋯⋯⋯⋯⋯⋯⋯·⋯⋯⋯⋯⋯⋯115"-．,117

汉代水驿

元代水驿

明代水驿

清代水驿

115"-"115

115～116

116～116

116"--"117

木船帮会⋯⋯⋯⋯⋯⋯⋯⋯·⋯⋯⋯⋯⋯··⋯⋯⋯⋯⋯⋯”⋯⋯⋯⋯⋯·117"-'120

长航船帮

短航船帮

区县船帮

117～118

118～119

119～119

各种陋规⋯⋯⋯⋯⋯⋯⋯⋯⋯⋯⋯⋯⋯⋯⋯⋯⋯⋯⋯⋯⋯⋯⋯⋯⋯⋯119-'--,120

航业公会与航运工会⋯⋯⋯⋯⋯⋯⋯⋯⋯⋯⋯⋯⋯⋯⋯⋯⋯⋯⋯⋯⋯⋯121""126

重庆航业公会木船分会⋯⋯⋯⋯⋯⋯⋯⋯⋯⋯⋯⋯⋯⋯⋯⋯⋯⋯⋯⋯121～122

川江民船公会、船员工会联合会⋯⋯⋯⋯⋯⋯⋯⋯⋯⋯⋯⋯⋯⋯一⋯⋯122""123

重庆市驳船商业同业公会与船员工会联合会⋯⋯⋯⋯⋯⋯⋯⋯⋯⋯⋯124"---124

解放后工会、船协⋯⋯⋯⋯⋯⋯⋯⋯⋯⋯⋯⋯⋯⋯⋯⋯⋯⋯⋯⋯⋯⋯⋯124"--126

长航木船工会⋯⋯⋯⋯⋯⋯一⋯⋯⋯⋯⋯⋯⋯⋯⋯⋯⋯⋯⋯⋯⋯⋯⋯⋯124"-'124

短航木船工会⋯⋯⋯⋯⋯⋯⋯⋯⋯⋯⋯⋯⋯⋯⋯⋯⋯⋯⋯⋯⋯⋯⋯⋯⋯125"．-126

船民协会⋯⋯⋯⋯⋯⋯⋯⋯⋯⋯⋯⋯⋯⋯⋯⋯⋯⋯⋯⋯⋯⋯⋯⋯⋯⋯⋯126"-'126

解放后运力组织⋯⋯⋯⋯⋯⋯⋯⋯⋯⋯⋯⋯⋯⋯⋯⋯⋯⋯⋯⋯⋯⋯⋯⋯127---,131

长航私营组织⋯⋯⋯⋯⋯⋯⋯⋯⋯⋯⋯⋯⋯⋯⋯⋯⋯⋯⋯⋯⋯⋯⋯⋯127"-127

联营社⋯⋯⋯⋯⋯⋯⋯⋯⋯⋯⋯⋯⋯⋯⋯⋯⋯⋯⋯⋯⋯⋯⋯⋯⋯⋯⋯⋯12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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