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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交通志丛书

总 序

交通历来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湖北五千余年文明史中

的每一进程，无不凝聚着先民开拓交通的聪明才智，无不从一个侧

面体现着她的这种地位和作用。 ，

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江汉平原的氏族部落就开始有了交

通。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激沮漳水为泽，南通长江，北循杨水达汉

江。尔后逐步开拓形成以郢为中心的车马大道，通连四方诸候国。

到隋唐时期，连接江陵、襄阳、江夏的三角形骨架驿道干线通州连

郡。加上同长江、汉江相连的千余河湖组成的漕运网，对促进南方

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清末民初，省内兴起轮船和汽车运输

业，不仅引起湖北交通质的飞跃，而且也促进了境内经济的发展。

抗战期间民众齐心修筑的巴柯人行道，曾为保障湖北战时交通，夺

取抗战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

然而，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制度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制

度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湖北交通虽有所进步，但步履蹒跚，交通

事业虽有所发展，但曲折艰难。到1949年，湖北航道码头仍然多处

于原始状态，公路虽曾修建过6000余公里，但大多是标准极低的

土路．桥梁多系木桥或临时便桥，且因长期失养失修和屡遭战争破

坏，全省解放时能通行汽车的公路不足1000公里。全省地方交通
‘

仅有轮驳船34艘，1246吨位，营运汽车除私营商车约700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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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仍主要依赖木帆船和人畜力车等原始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北工农业

生产迅速增长，交通事业也相应得以较快地发展。一些群山壁立、

陋桥断浦的偏僻地区，建起了条条盘山公路，架起了座座永久性桥

梁。昔日西风瘦马、孤帆萧索的古道野山，成了车如流水、轮笛千里

的运输干线。至1989年，全省已有公路47335公里，通航里程

8952公里(含境内长江通航里程1053公里)。与1949年比，地方

航业轮驳船吨位增长593倍，营运汽车数量增长17倍，客货周转

量分别增长1140和120倍。公路养护、航道整治、桥渡建设、交通

工业等方面都有较迅速的发展。全省已逐步建成以武汉、襄樊、宜

昌大三角经济区为中心，以76条干线公路和长江、汉江为主干的

水路运输网。

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境内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不

少长期封闭的贫困山区，修通公路后加速了同外界的交住，走上了

致富之路。无数乡镇企业凭借交通之便，扩大物资交流，得以蓬勃

发展。

今天，交通事业在促进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文化交

流、巩固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渴望了

解湖北交通，为建设湖北交通作奉献的人也越来越多。为此，我们

依靠全省交通职工，组织省公路局、运管局、航务局和各地市州交

通局，共同编撰出版湖北省交通志丛书。旨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通过翔

实的资料，合理的编排．全面客观地记述湖北公路、公路运输、水路

运输和各地市州交通局的历史和现状。向热心于研究湖北交通的

各界朋友提供比较系统的历史资料，给致力于湖北交通改革和建

设的仁人志士提供可资借鉴的科学依据，以促进交通的发展，使其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湖北几千年交通史，是众多先驱和劳动人

民造就的。我们这套丛书，力求如实记录湖北人民筚路蓝缕、披荆

斩棘开拓交通的光辉业绩，以弘扬先辈美德。希望全省交通战线职

工都学习、了解和研究湖北交通的历史，从中寻求发展湖北交通的

客观规律，吸取爱国主义的可贵教益，激发热爱湖北交通、建设湖

北交通的志趣情怀，为振兴湖北交通事业而百倍努力工作，谱写出

更加灿烂的湖北交通新篇章。

湖北省交通厅史志编审委员会



凡 例

一、湖北省交通志丛书属地方交通专业志，按行政区划记述本

系统交通设施、运输生产、行业管理、科技教育、交通工业诸方面的

历史和现状。由湖北省交通厅统一部署，各有关单位编纂。

二、丛书包括《湖北省公路志》、《湖北省公路运输志》、《湖北省

水路运输志》和省内各地市州(林区)交通志，共19本。其中，后者

书名为《××地区(市、州)交通志》。各志均署湖北省交通厅史志编

审委员会的总序。

三、丛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四、丛书断限原则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9年，根据实际

情况，可以上下浮动。

五、丛书体裁主要采用记、志、传，并以图、表相佐。

记：采取编年与记事本末相结合的顺时记事方法，纵述本行业

大事、要事。

志：采用记事本末体，记述某项事业的沿革与本末。

传：传记体，除随文以事系人外，对交通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影

响较大、材料较丰富的过世人物采用此体专列篇章记述。

六、志书结合本行业、本地方的特点，采取分类系事、事以类

丛、横排纵述、纵横结合的方法设置，不强求统一。

七、志书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按省交通厅编审委员会统一规

定的行文规则编写。

八、鉴于有些地市州行政区划时有变化，某些行业管理职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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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动，为避免取材重复和叙述雷同，丛书一律按1989年末的行

政区划、管理职能为主体记述。某些事件不追述不足以说清主体沿

革的，或不记述不足以概括主体全貌的，则采取详主略次的方法概

略记述。

九、丛书资料来源以政府文档为主，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

的资料为准，也采用经过稽考核实的史籍、报章、口碑等资料。

湖北省交通厅史志编审委员会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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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行

章

之

成

修

造、管理、人物事绩、大事记、附录”10部分组成，随文配以图、表，

引征文献随文注明出处。计量单位沿用旧制，不作换算，如“公里”

不换成“千米”，马力不换算“千瓦”等。

5、人物入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反映历史人物在水

运业方面所作出的业绩，包括本籍人在外地及外籍人在本地与水

运有关的重要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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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水运志》

序一

湖北地处华中腹地，位于长江流域的中部，人类文化历史悠

久，水运事业源远流长。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在湖北境内，“江汉纳千河”的水系网

络，构成了优越的水运条件，我们的祖先早在石器时期就开发了舟

楫水运，五千多年前的炎黄时代，先民们“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

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纾，可见水运业与人类社会的文明

进程息息相关。商周时代，江汉地区水运业迸一步发展，一些诸候

国都成为繁荣的水运活动中心，如楚都、随都、巴都、州都、邓都等

等，尤其楚国郢都，便是一座著名的“水城”，港与城密切结合，相得

益彰，楚国大规模的水运船队能航行长江中下游广阔水域。秦汉之

后，木帆船运输业蓬勃发展，明代达到了木帆船建造的最高水平，

大型航海帆船随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古代的湖北航运在中华民

族的水运史上谱写了极其辉煌的一页。近代的湖北航运，在遭受帝

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奋力崛起，从传统的木帆船运输步入轮船

运输时代。新中国的湖北航运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社会的条件下，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迈向现代化水平的新阶

段。无论是港口航道建设，还是船舶性能、客货运输的发展，以及水

运科学技术、行业管理的进步，都取得了过去任何时期无可比拟的

巨大成就。《湖北水运志》的编纂，无疑将湖北航运光辉的历史，前

人的事绩，今天的伟业载入典册。 ．

盛世修志，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系统地编纂交通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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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专志，在历史上尚无先例。因此我们今天编史修志，既是一项

继承前人的事业，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志书的功能在于“存史、

资治、教化"，不了解我们行业的过去必然蒙昧于历史，各项方针政

策的制订就失去科学依据。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更需要我

们回溯过去，尤其要借鉴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

败的教训。所以志书的编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决

策者来说是必须的，同时对于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敬业精神教育也

是十分必要的。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叫湖北水运志》的编写，必将
对于我们水运事业的不断前进与发展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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