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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马克思、恩格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无可辩驳

的史实表明·“人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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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交通与人类社会的变革、发展紧密相

关。过去如此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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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我国交通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先民们出于基本实践活

动的需要，便开始了翻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撬，山行即

桥抄，4“行涂(途)以楣，行险以撮，行沙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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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靠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劳，司马

迁说s“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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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同器力的

格局面与封建帝制一统相适应。三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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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四境贸易的交往中，交通事业代有兴废，总的趋势是发展

的，进步的。这种发展．．进步是在历史前进规律约束下和社会条

件制约下呈现缓慢，曲折的演变。‘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交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向同步，共荣共进，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努

力，才根本改变交通落后的局面，奠定交通现代化的基础。出现

伟大的转折。
‘

‘’

．一湖南是个内陆省，北有重潮之险，南有五岭之障，武陵山脉



2= 总 序

与雪峰山脉呈弧形复背斜峙于西，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

洋山等呈断裂延伸带直予东，古为“三苗之国”，本为荆榛狂葬

之地，鲜与外通。自宗周初期，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向南拓展开发，由荆面及湘，水陆交通遂于中原相连。春秋、战国

时期，楚国用战争手段吞并了许多小国，并“开濮修(百濮)、

搿平越船(百越)，使楚国的疆域“南卷沅、湘，北绕颍，泗，

西包巴蜀，东裹郯，淮，刀其所灭麋、罗、郧、巴、申、许、贰、

轸、庸等11国的遗民，或全部或大部或部分地迁徙于湖南四水流

域进行开发，道路交遥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融合而发展，农

业、手工业秘商业浙次兴起，以长沙为中心妁南楚经济区因之夥

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五寸万人攻略岭南的百越，主要取道

湖南，通过筑驿道，开灵渠，．历时八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

移民l “湘桂走廓”裙“湘粤水道厅出此开通，对后然的南北交

易和海外贸易产生深远影响。自汉及清，在各代的崩鼎革"与治

乱中，湖南交通时而“铁蹄腾驿路之烟，铃足计邮亭之日，迅疾

无前，不掩晷剡弦尹“湘州大牖，乘风鼓浪，波似箭，鸥催橹，

转输半天1：伊I时而搿道路荆棘，伏莽四兴’’，“湖湘之上几无

片帆’’夸兴衰起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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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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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0年中，经过恢复．

“跃进秒、调整、整顿、改革，以两代入的汗水，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辉煌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初步建成了水陆衔接，

干支直达、城乡相通、辐射全国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形成一

个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主体、四水一潮为通道、簟空中桥梁诊

为外联、地下管道为内输的运输体系，适应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

碰秘社会的繁荣与文i匕的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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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刀。过去的已经凝结成历史，现

在我们面临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交

通运输网，尚须几代人的努力。由于现实是历史的继续，也是历

史的发展与否定，未来是现实的继续，也是现实的发展与否定，过

去——现在——未来是一个前后连贯的人的实践过程，今天的现

实既包含着历史的崩基因彦，也孕育着未来的芽蘖，所以人们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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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以史为鉴"，并不只是单纯地描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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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地反映出湖南交通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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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德品

199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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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常德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交通志书——常德地区交

通志，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纂人

员的辛勤劳动，现付梓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l我在常

德地区交通系统工作22个春秋，对常德交通怀有深厚的感情，所

以感到由衷地高兴，愿畅叙浅见，与世人共勉。． 。

常德历史悠久，地位居要，历史上是京城通往黔、滇与两广

的重要通道。遗憾鲍是，竟没有一部专门记述常德地区交通的志

书。 ，
·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漫长的旧中国，常德人民与反动势力顽

强斗争，同自然灾害奋力拼搏，但仍处于肩挑背负，拉纤摇橹的

落后状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常德交通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人民团结奋

斗，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建设家园，重整乾坤，几经曲折，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人

民励精图治，改革创新，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自守，单一经营的

局面，常德交通充满勃勃生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

设，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自古盛世修志。在改革，开放、求实、创新的今天，政通人

和，百业俱兴。常德地区交通局顺乎民意，决心编纂常德地区交

通志，将常德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推动交通发展的伟大业

绩，载入史册，激励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去奋斗、去创

造l

四个寒暑，精耕细作。常德地区交通志以记述过去，有益当

代，惠及后世而奉献给人民。这对交通系统广大职工和其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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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常德交通的过去，无疑是会有帮助的。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只有深入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规戈!l未来。研究过去，对资治

现在，憧憬未来，是大有裨益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纾。衷心感谢全体编纂人员废寝忘食、案牍劳形，提要钩玄

所作出的努力，也衷心感谢省、地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及同

仁，对常德地区交通志的编写、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然而，这本志书是在一无基础，二无经验的情况下完成的。

势必在内容，体例、文字等方面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在此，敬请

各方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历史在发展，常德在前进。愿人们以此书为借鉴，扬长避

短，在进一步振兴常德交通的进程中，创造更大的业绩，作出更

大的贡献。 。

管 烽

199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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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常德地区交通志》是一部经济专业志书。记载常德地
区交通的历史和现状。

二，记事一般上限于1840年，下限为1987年。为反映事物发

展的全貌，有的篇章作了必要的上溯与下延。

三，根据交通特点，按运输方式横分竖写。遵照“时经事

纬"的原则，分篇、章，节，目，子目等档次编排。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用各朝代年号或民国纪

年，并在括号内标出换算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本志正文简称建国前，后。本志关于二十世纪××年代的记

述，搿二十世纪黟一概从略，只记年代。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计量单位，货币单位，均不作

换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计量单位，货币单位均按国务院
有关规定书写。

六，本志书为撰著体，一般不注明资料出处，特殊情况，作
文末注。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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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地区位于湘西北，濒临洞庭湖。1987年辖桃源，慈利，

石门，澧县，临澧，常德、安乡、汉寿县和津市，常德市8县2

市，面积2．19万平方公里，人日609．26万。’ 7。+
、

常德素以搿湘西门户’’著称。古代交通东穷吴越，西极黔

滇，·南通粤桂，北达鄂陕。清末出现轮船，民国始有汽车。鹋船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常德在短短30多年里，!’不仅水路、

道路交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而且还开创了民航、铁路，，管道相

结合的综合运输网络。常德现已成为湖南省五种运输方式齐全的

地区。一 ．‘'‘一o：‘?+ 。?‘1，‘-‘’：j ，‘ i|_．，。

r。一常德境内河湖密布，港汉纵横，沅水，澧水横贯全境，汇入

洞庭，水运历史悠久。春秋时期，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

年)，楚国人乘帆船由枝江，’江陵一带越长江，进入洞庭湖西部

的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楚平王五年(公元前524年)，楚国

在沅水之滨的桃源县茅草街附近，、：修筑楚王城(又名采菱城)，t

并以此为基地，．溯沅水丽上；向湘西乃至黔、滇扩展。嘎、清至民

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商人利用沅：澧水运之便，

纷纷来常德经商。黔、滇，川，鄂及湘西北的大量竹木、药材、

桐油，毛皮等土特产品及常德的粮，棉，油，鱼等农副产品，均

经沅水、澧水运至常德市，津市转口。常、津两市逐渐成为湘西

北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据清嘉庆《常德府志》与清同治Ⅸ直隶

澧州志》记载，常德水域是“大躺小艇聚城旁，上．溯黔阳下武
昌’’。津市港区搿舳舻蚁集，商贾云臻，．连阁千重，炊烟万

户?o．常、津两港已成为沟遥湘-川、黔、滇，鄂水上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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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枢纽。

常德水运虽条件便利，历史悠久，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水运工具仍陈旧落后，装卸全靠肩挑背负，港口处于自然状

态。建国后，常德水路交通发展迅速。水运工具日益更新，港口

建设突飞猛进，运输航线不断延长，航行区域日趋扩展。1987

年，常德拥有各类船舶万余艘，水路运输内联省内各港，外通长江

水系各日岸及沿海地区。全区年吞吐量千吨以上的港日有148个，

拥有300吨级的码头泊位11个，完成货运量494．1万吨，货运周转

量1205·16．9万吨公里，完成客运量142．8万人，客运周转量

7096．4X人公里。港口装卸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吞吐能力显

著提高。然而，建国30多年来，由于围湖造田，筑坝蓄水，拦鱼

设障，加之上游森林植被破坏，航道自然淤塞日趋严重，通航里

程逐渐减少。到1987年，常德地区仅有通航里程2036．26公里，

比1950年减少33．62％。照此下去，常德水运优势必将削弱。

常德道路交通历史也源远流长。1980年与1981年，在临澧县

九垦茶场附近的楚墓群中挖掘出随葬车2辆，其车轮距在1．6—

2米之间，轴长3米。庙此可见当时常德道路规模已与中原无

异。隋．．。唐时期，全国驿遭网络逐渐形成，常德成为京都(今西

安)通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交通要冲。元，明、清建都北

京后，京城通广东、广西的驿路改经信阳、武昌、长沙等地，但

通云南，贵州驿遭仍经常德。民国时期，常德道路交通进一步发

展。1928年7月，常(德)桃(源)公路竣工通车，常德始有第

一条公路。抗战前，公路通车里程为158公里。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为阻遏日本侵略军，废路为田I僻放战争时期，国民党

溃军企图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炸桥毁路。这两次“交通破

坏战"，致使常德公路交通元气大伤，处于瘫痪状况。建国前夕，
常德地区仅有4条公路，通车里程317公里，且路面失修，损毁

严重，晴通雨阻，车辆难以正常行驶。建国后，经过50年代、

60年代、70年代三次修路高潮及80年代的改造、加宽，常德公路

旧貌换新颜。以前偏孵闭塞的山乡，今日“高路入云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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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流阻遭的江河，现已“天堑变通途’’。1987年，常德地区公路

通车里程达6272．8公里，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28．64公里。国遒

319线横贯东西，207线纵穿南北，经过境内5县l市，8条省遭’

四周幅射，形成纵横通达的格局，连接着境内8县2市，县乡公

路交织成网，连通全地区295个乡、镇。基本上实现了县县有油

路，乡乡通客车，一个布局合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经形成。

公路建设正向宽路面，大吨位、高速度的方向发展。但是，公路

建设还存在着经费不够，路面不好、绿化里程短等问题。特另Ij是

1975年以来，乱砍滥伐公路行遭树之风愈演愈烈。从1975年至

1987年的13年中，常德境内的公路行遭树(不包括县遭、乡道、

专用公路)被盗伐34万多株，平均每年2．6万多株。此风不

刹，公路绿化只能是望路兴叹。 ’

桥梁是连接公路的纽带。1951年，常德地区只有公路桥梁

115座(其中永久性桥梁仅3座)，总长1783．56米，而且破烂简

陋。经J160年代的危桥改造及70年代后开始注重永久性桥梁的修

建，常德公路桥梁无论是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桥型上，使

用期限上都有了巨大的变化。1959年建成通车的石门黄虎港大

桥，其跨径之大，桥台之高，为当时全国石拱桥之最’1986年建

成通车的常德沅水大桥，是当时国内最大跨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

梁桥。1987年，常德地区有公路桥梁911座，总长2．678万米，分

别比1951年增长7．9倍与15倍。 t， ．

在公路发展的同时，常德的公路运输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主

要反映在运输工具的改进和增加，客货运量的增多，运输队伍的

壮大，运输幅射面的扩展上。1949年，常德地区只有破旧汽车12

辆。建国后，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共办交通的局面，汽车数量

剧增。1987年，常德地区拥有各类汽车14198辆，完成客运量

5892．7万人，客运周转量205813．7万人公里，货运量1643．8万

吨，货运周转量83797．8万吨公里，客，货运量分别比1950年增

l亡1933．9倍和783．2倍。建国前，常德公路运输队伍弱小，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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