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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战瞰嬲鹦Jl【 内河航运乌瞰

侯 德 础

抗战伊始夕战局迅速西逼。随首闼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和沿海厂矿络好内迁,四丿丨丨成为国

统区之玟治经济丑心。j变一新形势令本来就欠发达沟丿)l省 交通更加捉襟见肘。正足氵,1此为契

机,四丿l丨 的内河航运业临危商重,在民族抗战中一皮兴盛并发挥了臣大作用。本练拟对此试

作探究9宙在为四丿扌I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的研讨,提供若干可资倍鉴的历史参考。

(一 )

苗先必须指出,囝 民党政府对田川内河航运的开发是缺乏预见性的,是迫于战争才仓促

为之的。在 1θ 38年 以前召开的国民党历次全会和中委会议上,竞无一条关于发展川省和西南

地区水运事业的决议,围 民党政府也未就此办过任何实事。抗浅之初,当局对战时交通是专

注于维持战区及国际线路的铁路与公路,考虑驯江海可能被救封锁,它对发展水运的态度是

相当消极的。例如为哲时阻止敌舰深入长江,仅在江阴、马当二处白行凿沉堵塞航道的船舰

就达姓o艘,私 ,0θ 6Ⅲ屯。○苴别国府西迁面临逅渝困难之际,它才认识到西离的交通闼塞比预

料;均 更严芷。邸使号称
“
民族复兴基j也

”
的四川,迄抗战爆发仍无

一
条铁路营足。1935——

1937年 闷,虽在蒋介石促令下先后筑戚了丿丨I黔、川陕、川鄂、川湘等省际公路和若干省内支

线,但路况一般较差。急需之汽车、油料和零配件因系舶来,曲于敌寇封锁国际通路,竞至

奇缺。数鲎不多的公私汽车:有的也只觥改烧酒精和木炭,运力向然有眼。正足j主 扌害况和

战时运输的急需迫使当局拙开发丿ll省 水运提上其议事 日程。

从客观上看,四川也确有发展航业的较好基础。首要条袢是省境内通航河流牡i黄 ,航道

绵长,交织戚一个分布比较合理,贯通省内重要城镇的水运网络,发展航运有若 ;t芝的自然环

境。至于执 f戈 iσ夕本省重要河逋递航概况,或可曲30年代中期的一项统计见之。(表在下页 )

曲表可知'抗战前洒丿;I内 河通航已有一定规模,狃通航里程与水逍长度仍有相当差F巨。

究其原故,除了军阀捌据混战造成社会经济凋敞对本省航业的制约外,省 i江河曲折渝怎 ,

礁滩连霪也是关键困素。鉴于疏浚航遒毕竞比修筑铁路和公路投资省,见效快,而且水运还

具有运量大、贼本低竿优点,所以发展四川内河运蝓的潸力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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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四川月报 》五卷五期,193逛年5月 ,原里程单位系华里。并参 阅: 《四川丨水陆交通概

况》,载 《四川经济月刊》一卷四期;《 四川水上交通》,载 《四川经济季刊》一卷二期; 《四川省经 济

地理 》,四川科技出版社19g5年 9月 版; 《四川省地图集》,四川省测绘局1981年版。

其次,四川航业历史悠久,也有相 当的物质基础。据西方著作估算'本世纪初叶全川有

帆船 3万余只。O以每只平均10吨 计,总吨位当约30万吨。随着近代轮船业的兴起和发展 ,

木船业在20年 代中后已严重萎缩 ,不但船数锐减 9尚存者也 日渐退入水浅滩多的 河 道 及 支

流。然而,木船业萧条的时间并不太久,数量可观的舵工、桡手、纤夫依然存在,虽有人已

改行谋生,但他们仍熟识水情船活,一旦需要,重操旧业还是很便当的。这就为战时重振四

川的木船运输业保留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川江轮船航行始于1898年英国商人立德驾利川号 自宜昌试航重庆成功。其后列强的兵舰

商轮开始深入四川。19o7年,重庆出现了官商合办的川江轮船公司,此为川江民营航业之嚆

矢。曲此至1921年
`川省华商轮船公司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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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625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进入20年 代,英商太古、怡和,美商捷江, 日商 日清等外轮公司也大举扩张在川江的势

力。象 日清汽船就有1,500吨级的云阳丸、宜阳丸、长阳丸及500吨 级的涪陵丸航于宜昌重庆

间,另有 700吨之德阳丸行驶渝泸 (州 )航线。外轮凭借吨位大、资本雄厚和种种特权,逐
渐挤垮了一个个华商轮船公司,把持了川江航业。然而,卢作孚1926年创办的民生公司却异

军突起,以一条行驶渝合 (川 )线的70吨 民生轮起家,经惨淡经营,至 1931年底已先后兼并

了 8个华轮公司,还陆续并入了本省军阀的若干军轮,1932年 已有轮船19艘, 7,oo0余 吨,

职ェ千佘人。在与外轮的竞争中,该公司挟地利人和之便,193硅 年买下意商光华轮和一艘太

古沉船,翌年趁捷江公司倒闭,又购船 5艘。这样,1935年在航行于川江的sO艘 中 外 轮 船

中,民生公司已占38艘。其航线不但有省内之渝合、渝涪、渝碚、渝叙、渝嘉等线,还有延

至长江中下游的渝宜、渝申、宜申等线,是年客运已达碰0.8万人,货运 6万盹左右。到抗战

前夕,民生轮只又增至姓6艘,总计18,ooo多吨。C不但使外轮压迫下的川省民营航业得以维

持,而且也延展了本省通航里程9增加了轮船的数量及吨位。这就为战时国民党政府借重四

川水运来弥补后方运输之不足,准备了比较现成的条件。

(二 )

1938年 3月 30日 ,国 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 《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案 》中提 出:

“
应就原有水道加以改善,并多辟内河航线,使之与铁路互相联络。并推广水陆联运,以便

商民,而利运输。对于造船事业,亦应设法奖励,俾运输工具得充分之供给。
”

1939年 1岿

29日 ,国 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 《对于财政经济交通报告之决谀案 》中,又进一步强调: “
水

道运输需费较廉,西南各省水道,多可利用,亦应积极疏导,多各船只,为有组织之管理,

以卟公路铁路运输之不足
”
。①这才大致确定了发展后方水运的方针。即:开发航业以弥补

战时公路铁路运输之不足为目标,主要措施是: (1)以疏浚原有水道和多辟航线来改善 航

道,增加航程; (2)以奖励修造船舶来增添运输能力; (3)以加强组织管理和推广水陆联

运来提高水运效率。

下面便对这些措置的实施情形作扼要述评。

在航道方面,困 民党当局于抗战前期组织了对川境长江、嘉陵江、岷江、涪江、黔江、



綦江、大渡河、青衤t汪等河流的∴规模勤猁。据19们午白i纨计9包 i舌西南各省江河奋内,总
计查勘里程1氵 9G61舍且,阀量】0,"7公里。③此外,丿 }丨 省右干河段还先后进 行 了 绞 滩、疏

浚、打滩、Jf尼i宀i道
、兴修船间竿航道工程。

绞滩ェ程是为配合武汉、宜昌撒退雨革先在宜渝航技展开的,该江段包罗长汪三蚨,著
名的险滩多达“多处,船只过滩既难又险。为使武汉、宜昌方百圬内迁物资能颃 利 船 运 入

川,交通部于19"年 10月 训令汲口航政局设立绞滩管理委员会,举力、机械绞濉站,当时在三

蛱重点濉技虾谈置半机械化绞滩站 7处。翌年川汪已建站18处 ,嘉跤江也有⒛处。到19狃 年

底,仅邝i江绞渖站印坩至38处。施绞能力最大者达压,⑾ o吨。截止1942年 C月 底,共绞1,789艘

轮船和本将133,730只过滩。0太大方便了船舶行驶。

整治航道以19-1年前后为高潮,至抗战胜利前仍在边行,施工范围包i壬 金沙江、涪江、

嘉陵江、沱汪、盐井河、綦江、丿丨I江叙渝段等。以涪汪千n嘉陵江航逋工程为例,前者于19姓 0

年【1月 开工,历时两载,将三台境 I勺 柳林濉夷平,使上行船只所耗入力较前节省 2/3,兼 可

灌溉该县北坝10佘万亩土地。后者曲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主持,1942年底设嘉陵江工程处,负

贲进行修垤工,浚航逍夕炸礁石,筑纤逍,安航标等综合施工,至 19狃年 3月 告竣。总计渝

合段筑诳'浚沫、炸滩各 5处,使枯水期航逍水深增至 1.3米 ,航稽拓宽丬20-30米 ;合川

南充段琉渡⒛处,炸礁 6处,修纤道 7处,使水深增至 1米 ,航槽宽1o-1辽 米;南充至昭化

段,浚治39处 ,炸礁 3处,修纤道1o处 ,致水深达 o.8*,航稽10-14米 ;昭化至广元段 ,

琉浚 7处 ,炸礁、修纤逍各 1处 ,使水深增至 0。 G米 ,这样,载茧10吨的木船枯水扛亦可直

达广元。为遘-步沟通川陕水路,19狃 年10月 又兴工挂治嘉陵江上游广元至白水镇 1θ 8公里

江段。再虫Ⅱ为便于战时盐运,还在盐井河白流井牛角沱丬邓井关的73公里河段上进行了蹦浚

与逐级修筑船汛氵J工程,伎盐船可苴八沱江转赶各圯,坩加运置 7官 ,运 费减少了一半。○

显然,这些工程对改啻航道,增加l更航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

经河道演冶与积极试航,川省内河航线得以延长。1039年 民生公司将嘉 l芟 江轮船航线曲

含川上拓 ”8公里而达南充以上。此外,重 庆至白沙,合川至泸县,泸县至江安、富J顷,合
江至赤水,以及渝市附近各条客货短航9也在战时先后开辟。 19娃 0午 6月 宜昌失守,民生公

司和招商局印紧急开辟了重庆等埠至紧邻宜昌之三斗坪的航线,维持了川 鄂 运 输。同年 硅

月,丿氵I演两省代表和经济、交通二部属员还驾船迸行了金沙江上游查勘试航,白 宜宾安抵云

南巧家,航程 550公里。其后,随着金沙汪打滩施工的进展91941年 12月 民生公司氏生轮成

功地完成了宜宾至屏山 105公里的试航,后叉展拓航线至屏山县属蛮夷司地界。位得∷摁的

还有新辟的新渝线水逍,系 以新都为起点,腰毗河入沱江,再至泸县 ^、长江而抵重庆,总长

816公 里'是当时川西谷粮东调的主要航道。据统计'抗战中四川内河航线为木船通航碴,500

余公里,轮船通航 1,7硅 0余公里。3此与30年 代中期通航里程棺业,木船培加 了 1,姓 20余 公

里,轮船航程扣除宜昌失守后川江航线埔短部分仍坩加 265公里。由此观之,抗战时期四川

内河航道总里程有所堆加应是事实。

在舳舶方雨,当时沟现状是各受战争摧残Π订元气大伤。1936年 ,全囤百吨以上的注册轮

船有5妮 走Ι9汀 G9sH盹 。迕同百吨 r.1下 的uJ册小辁,产 l,"5定t,"39仟帅江。0冉 七七丨变

至
"η

年
"月

武汉失守”i∶;些肝只大多数Ⅰ不丹毁干氵扌l火 ,tt丹 被苡劫拧9或 枝征白沉田.娈航

迫。象战诂1桔熙}总吨位达87'0CO吨的招商局,叩被炸沉、劫 l守

"肚
,扌上河、江矽l、 马 i:i艹

88



地自沉14艘,合计损失5姓 ,oo0佘 吨。民生公司也在淞沪损失驳船姓只,1、 135吨 ,还 先后 被
敌机炸沉轮船 1厶艘,共 11,255吨。C武汉撤退前夕,经时任交通都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
作孚力争,国 民党军事当局才撒销了在武汉下游国家镇再度凿船塞江的计划,从而使招商局
和三北、大达、华中、大通等公司的残存轮只得以向上游撤退。当时由汉口撤至宜昌的轮船
共2o8艘 ,再由宜人川者150艘。嗣后宜昌失陷,滞宜轮只多亦退入’甘l江。加上民 生 等公 司

原有船只,川 江轮船的数量和盹位都有较大增加。据重庆轮船同业公会】Q们年9月 披 露:宜
昌失守后,川 江轮船已增至3o0多 艘,约 11o,000吨。o忸是9内撤轮船并非都宜 于 丿ll江 航

运。如招商局入川轮船大小18艘 ,23,000佘 吨,其中江安、江顺、江华、汪新、江建、江汉

等 6大江轮就占了总吨位的90%以 上,这些三、四平吨的大船当时除汛期是难以在川江营运

的。扣除这类长期停泊的轮只,川 境既有轮船无论数量还是吨位仍然不敷后方运输之需。有

鉴于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主要以两种办法来扩充大后方的船运能力。

一是以低息贷款扶助航业界修造、购买轮船和船用物资。以在川江航运中举足轻重雨获

款较多的民生公司为例,1θ 41年至194S年 9月 ,有购料贷款硅00万元;19狃 年至1945年,有造

船贷款递00万元;其闽1942年至19狃年,还有打捞贷款 1,θ 00万元。此外,该公司还先后向交

通银行贷1,000万元,向 中信局借500万元,向 中央锟行贷5.1亿元。贷款利息为2分瑾厘到3分

8厘,较市面上大 1分的利率为低。19钔年7月 ,国 民党政府还核准民生公司募公司偾700万

元,并于19狃— 19狃年间补助其兵差费1.67亿元。凭借这些资金,民生公司在战时赶造了一

批浅水蒸汽机轮船,并收购、改造了若干流亡川境无力经营的民营轮船,单是收买长江下游

的小火轮及拖驳即有100余只,还 由交通部拨款建造钢骨木壳船】。余艘,使其拥有的轮 船 迅

速增至116艘,36,00o多 吨。广州、武汉沦陷前夕,该公司还以贷心的巨额外汇,由 香 港 紧

急购运了硅,000余吨柴油,数百吨润滑油和2,ooo余 Ⅱ屯船用五金材料及机器设各回川,对维持

战时航运作用甚大。⑦除民生公司外,国营招商局等单位也获得了大量扶持贷款。象嘉陵江

运输处19瑾2年就由政府投资制造煤汽船18艘 ,行驶于渝南 (充 )段,并另造大型煤汽船 1艘

投入渝涪航线。Θ当然,囤 民党政府向轮船业输财的本意,除亟欲维持战时运输外,便是要

对民营航业进行控制和奋并,以造成官僚资本对后方水运业的垄断。但是,它投入的巨额资

金,对抗战时期四川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在客观上还是有所助益的。

二是组织力量设计改良本船的图纸,以设厂制造,贷款给船户依图建造,或 由公私机关

自造等方式大量增造木船。交通部为发展川省水运,1939年 春令汉口航政局贷款监造改良木

船,先后完成 5压 0艘。 1θ 41年 初:又特设川江造船处,辖丿|l北、川东等造船厂,连同交通部

所属其他船厂,仅 19狃年内即造出木船1,988艘 。另外1939-19返 1年间,由政府贷款建 造 的

本船亦有567艘。而粮食部储运局、军政部军粮总局、经济部燃料管理处、财政部盐 务 总局

及天府、三才生煤矿等公私单位,也都白造并拥有大量的木船。象嘉陵江运输 处 19连 2年 即

新造15— 20吨 木船60艘。到抗战胜利前,粮食部储运局自办与货让的木船多达 19160艘 。至

于抗战时期川省木船之总数,19压 3年主管机关粗略估算为压万余艘。⊙19刎年10月 7口 ,交通

界公布四川主要的江河木船数字为:长江上游 (重庆以上 )3冫 n压艘,总吨位61,∞ 5吨 ;长江

下游 (重庆以下 )2,167艘 951,58G吨 ;嘉陵江1,铷 o艘 ,21,⒃ 0Ⅱ屯;渠江2,1O硼雯,21,㈨ 0m拉 ,

涪江2,158艘 ,我 9588吨 ;沱江2,幻 o艘 ,10,铷⑾屯;岷江GOO艘 ,8夕 500盹 ;永宁河 2犭 9艘
,

2,205吨 ;綦江⊥
'285艘 ,17,405u也 ;御林河261艘 912,″ 】吨;L.江 6o2艘少9,⑷ O吨。以上



合计,拥有彳i船共16,5?G艘 ,共2s7,152吨 。Ⅱj这 表明四川的本船业在经历丁20年 代 的 产茧

萧条后夕至抗战出玩丁一个复苏繁檠的时朔,其总吨位已达同期轮船吨重的一惜多。困此 ,

战时重振州省木珏运输硪绩斐然。这戚绩也包含着全川㈨万以上蛳船工、纤夫的艰辛,他们

胼手烁足,风餐露宿'跋涉漂泊于急漉险滩。正是他们为维持战时运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t航运甘理方￠;、 当耐i交遇行跛机关、指挥设计机构和业务祝构三个方面括手囚丿l∶ 水

运。虫务机札i主要有Ⅱ设汉口抟交遮部长江区航政局、渝市丿iI江航务管理处,以及战时新设

油长江航盥联台办事处、嘉陵江运输处等。此外,1θ送0年 9、 10月 间柜继成立的交通部 驿 运

总管理处和四川骅适眢理处,速 都执掌舟运业务。在其上发号施令灯'行玫JL关先后有交通

邯、军委会屠方勤务部、军委会运鞲统制局和军委会战时运输局。j旨 挥设计机构娴有行跛院

水陆运输联合委员全、军委舍运瑜司令都、军委会军事运输总监部、军委会运输会议和交通

都水晴联运委员会苷苷。出于杜1构臃肿9隶属紊乱,变异频繁,难兔导致攻出多门,互相掣

肘,决策多变,效革低下,加上各级官吏的营私舞弊,总的说来国民党政府的航业甘理相当

槭粽。

当烙,其时水汜饣扭谐.还 有值得首肯之处。象19妇午嘉陵江运输处完成了沿江通讯设各

的装置,每隔W公里即可用⒈tL话联络,并在广元、南充、重庆三段分设无线电台,锭航运在i

调度指挥上确有改善。C推 广水漪联运也是当时加强管理,提高运效的戚功之举。宜昌失守

盾,为维持支甫军运及活朕后方经济,当局着力开辟了沟通西南、西北的丿;丨 湘、川陕水陆联

运绒。丿li湘 绒是对鸟江、西水进行勘测浚治后开辟的,线分两途:一是由重庆经涪陵至龚濉

蹋船运,龚滩至龙涿属驮运,龙潭经沅陵团湖离常德再用船运;二是由重庆经沽陵至彭水用

船运,彭水经西咽至龙潭或沅陵用川湘公跨车运,龙潭或沅陵至常德用船运。这 条 联 迂 线

总长 900多公里,是沟通川泗及西南各省的亘娈交通线。丿Ii陕 线自重庆沿嘉陵江经合川、商

兖、阆中、昭化雨抵广元用船运,广元至宝鸡一段或利用Ⅱ陕公踣车运,或再由广元水运置

m平关孓l∶ 转陆运。本船亦可从广元、昭化问沿白龙江上溯,直达甘肃碧口。r条联辽线珞的

升通,可镔丿:;境 “`∶ 凝食、兵员和军需品源源北调,也方便丁苏联援华扔资和映四的褊花、玉

门的石油内运八丿:∶ 。1o姒午 6月 ,国 民党政府将分掌两线的川湘联运处和嘉陵江遢输处加以

含并,蛆设丁隶于文通部的丿;|湘丿;l陕 水陆联运管理处,对两线实行统筹筲理,居两线中轴地

位昀四丿氵!河话业9其效用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三 )

i芷里再画目奋文开辂时提出的问题,考察四茄l内 河航运在抗 日战争屮的至大作用。限于

蕊汛夕只锦扦要遮及。然要者当不外乎内迁、军运与战时后方运擒。
^∶

谓内迁,艹指抗战军兴后,由 于国民党实行
“
以空阔换时问

”
沟浪极战略及其军从的

不浙溃效,致华揽、华东大片回土迅遮沦丧而发生的政府机构、难民,以及上海与长江屮下

游五耍厂矿j滔 太江丬i过 :1”川午地的人推t逻 大迁徙。

上污失守后, ∷军追逼时J京冫回民党政府1O37年⒒月20口 主布迁都芏实。田府主席林森

⋯彳1‘ 在足川Ⅱ

"已
儿 j∶1Πl肘 7Ⅰ扌t1'∵ 26日 抵浦F。 攻府文

JΓf.i军、主讠i△∶必强艾也△眦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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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于B9"0f溃◇lP川 iu,"民 党j岁 府△1式在渝办公◇必:!l∶ 冤1"t|iJ d门 扌氵:t失 守户擗卩11∶

汉的国民光屮央,目府军车委员会,行政睨名课会9以乃人批沦馅区难 R、 学△,也 I乞 后乘

船入川。这些

^、

川者凰表见统计确数,亻】1器民扌公司所办 《新世界 》半月刊记载, 白抗戚墀

发戤1938年 7月 的一年中,仅该公司承运的公务人员、难民、学拄和饬兵就达16万禽人,,其 畔l

抵渝者姒万多

^、

。i岜还不钒折公司差船承运入数。就内迓

^虽
的成分来看,公务

^、

员约占营G

万入浒⒃哟器r8万氽

^.;难
民难童约占刂呖即″,"o人;学生约 J圬 5始约8,⑾ G^、 。C诺奴上

公司斐册、英樾轮船公司和临时征狎加

^.抢

运行列的数 11千 冲拊本扔,那 么曲丿苷:江船运入蜀

的各类

^.员

,至少应是上述统计的数倍或更多。

再如武汉撤退前后,堆滞宜昌亟待抢运的军豳器材在11万盹以上,政府 财 飧 达 6万 余

吨,泊料约 1万余吨9加上考干工矿设各,内迁学校的仪器、图→∶氵积民众行李,各种奶资多

选⒛多万吨。其中包括我国军工、动力、机械、化工、轻纺设各之柑华,元论损毁或资玟 ,

卦将对抗战事圭造成惨重后果。面对 日军的进攻与轰炸,当局以民刂i轮只为主力9并紧急征

集本船1,⒛ 0多艘,在宜昌与丿l丨 境间展开了突击抢迈。为提离运效9芏i时睁丁对待运物资区另东

轻芟绶钅I,实行军、公急用物资优先启运和首先分段输送物资至丿;:境 安全地带再徐阁转运之

外,遥扌J枯木停航季节按轮船的吃水与马力创行了宜昌至庇河,庙河王万 J头,万县互芏庆的
“
三技航行

”,并实现了川江夜兢。在口以继夜的艰难抢运中,民 生公司市10多艘轮壮被扌忭

沉炸伤,有 1Cθ多名职ェ殉国,60多 入伤残。然而自武汉告急迄1θ四年戚,仅陡生公鄙 和 捃

商局抢遇的军工器材和公私物资就达40余万吨。同期木船承运亦不下】0多万吨。这丹屮华水

运史上规琪空前的战时大撤退。晏阳初曾誉之为
“
屮囝的敦刻尔克

”,声伍J孚则称: 
“
我们

比敦刻尔享
要艰苦得多。

”
⑧

川省水道叉是维系战时军运畅通的大运脉。自19叩年9月 起夕请缨t汀 ¤曲东路出丿;;的 丿l}

军都趴,基本上都是曲川江轮船向前线输送的。其中包拼期湖册羔改编疵·弘笫 23奂 因 军,辖
21、 ⒛两军'井 5个 师,2个独立旅,于 19叩 年0至⒒月先后曲清、万船返宜昆和汉 口;工 缵

绪所属笫⒛集团军,辖狃、岬两军,共硅个师,】 9"年 5月 曲渝、万、云蹈搭船置武汉下游兰

溪;从 1θ

"年
6月 中旬起,王陵基劲F属笫

"集
团军,辖 72、 78军 '共哇师又一个补充团,也 由万县

船运沙市和岳阳地区。1θ

"年
9月 P由丿Il省 主席卸任的Ι缵绪,叉将省属倮安囝队线为姓个步茄

师,经重庆船运巴东,归 入笫⒛集团军序列。这革,在 19硅 0年 以前,由水路迪省的丿jl军就有

3个集困军,6个军,共 17个师、2个蔟和1个补充团。⊙另据挹负主要真塞任务的民生公 司

统计,仅
"38年

该公司曲渝载运 i圯川的部即选3O9,1姓 4人,运出弹械4p钔 c盹。而由宜昌运入

蓝庆的部队及饬真亦△10,708人 。④

大赭壮丁弟I军糈也经川省江河源源不断输往战区。仵为全囝最大窍l真员、粮 秣 供 结 挂

地,四川在八年抗战 r和 实征妆丁2,578,810入 ,加上西康实征的30,C38人 及革校、特种 都 晚

在j;丨 征招的10万佘入,总数已近 sO0万人。③这些壮丁有相当数量足曲各师甘区经水路向宜

宾、泸州、渝、万等地集中,再轮迈前方补充都队的。即憷按汪保守的估计,这
"0万

入至·

少右一半是靠水逼集中柑输送的。照此网川河运业已扭负丁全团实征壮 丁 Ⅲ,050,″ 1人 坨

1/10左右的运蝓任务。至于军粮的补给,四丿;丨 19妞年度征实后经J∶ I江运纶鄂省笫6战区的

军粮为粗米】o0丌市石,合稻谷200万 市石弱9 占当年全省田赋怔实获谷1,"2万市石 洵 1/7

强。Ⅱ羯这一比例对八午中四川辨钭的8,000万市石Ll上的谷物进行匡算'那 么其中工少有



1,100多 l讠丁石粮食走曲川江船运支前的。揩再考虑护l军枝出川尚朽川湘、川陕水陆联 运 线等

途径和粮秣出J刂 前还有相当数量须经省内各江河转运、集中等因素9则 网川内河航运对前方

粮秣的保障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后方运输方面,举凡工ⅡL建设所需之煤、铁、水泥、竹木及其他原燃材料,民生急用

之粮、棉、食盐、燃料、 日用晶和文化用品,以及出口换汇的猪鬃、桐油、生丝 等 农 副 产

品,无不依赖水运输送。在缺少铁路和公路运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水运的依重甚至影晌

到战时川省工业的布局。内迁入川的
:250余

家民营厂矿,即大都麇集在以重 庆 为 中心 的 长

江、嘉陵江沿岸。这一基本格局也体现于19娴年四丿丨【初步形成的 4个工业区域,即重庆区,

有各类工厂429家 ;丿丨丨申区,有厂187家 ;丿丨丨东区,有厂38家 ;广元区,有厂 7家。显然,当

时绝大多数工厂都是依傍长洱、嘉陵江、沱江、岷江及其支流布点的。抗战年代,川西、川

南的粮谷,资、内的食糖、酒精,自 贡和五通桥的盐产,嘉陵江、岷江沿岸各矿的煤炭,以

及重庆、成都、宜宾、乐山、遂宁、广元等地的纺织物、纸张和其他工业品,都有极大部分

是靠船舶运蝓交流的。据不完全统计,仅 19鲳年由木船运抵重庆的大米就有30万盹,还有15

万盹盐芹R7o0万 吨煤。没有水运的巨大支持,可 以说元论渝市还是全川,都 是 难 以维 持 战

时生产和入民生活的。再如1039年 5月 .日 机滥炸重庆9该市为将稠密的人口紧急向合、泸、

宜宾、商充等地疏散,集中船、车,数 日内即疏散市民约2.5万入,嗣后免费乘船离开 者 尚

不在内。C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时搭坐船舶在省境内往来的旅客亦为数可观。

总之,四丿【l内 河航运无论在囤民党统治机构和工矿、物资、人员的内迁方面,还是在运

兵运粮支援前线和维持后方交通,服务于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正是

有了这一保障,才使得目民党的抗战体制不至亍在战局危殆之际和艰难岁月中发生紊乱乃至

于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丿 |】 省内河航线确实堪称坚持抗战的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但是,曲 于国民党当局对四川航业基本上持暂时利用,加 紧控制和将来吞并的态度,它

投入的力量和资金毕竞有限,然而对航运的统制和使用却竭尽最大限度。这种对船只的超负

荷逾龄使用及战时物料奇缺导致的修造船舶的困难,终使这条
“
生命线

”
处于千疮百孔,勉

强维持的困难境地。当时丿l丨 江轮船 f大多数都足很老旧的,而且又是木壳
”

。由于 船 少 客

多, 
“
往往乘客竟超过规定数目一倍以上

”
。在战时物价飞涨雨船费却被严格统 制 的 情 况

下,各轮船公司
“
年年亏蚀,违修赶和更换船壳的能力都没有

”
。破旧超载的轮船在礁滩连

比的江河中航行,失吉之事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从 19娴年春到19姓 5年秋,仅 民生公司

就先后有民望、民用、民惠、民政、民淳、民康等轮只困触礁、遇 i讠 t、 超载和机 械 放 障 沉

没,死者凡500-600人 。再如招商局利济轮,19娴年5月 13日 在云阳小龙角触礁沉 没,淹 死

80余人;庆磁公司渝磁线班轮,19硅 3年 8月 25m在磁器口误触趸船木桩下沉,溺死失踪 者 多

达 100余入。除船难外,各航线的附属设施豆Ⅱ趸船、跳板因年久失修,也时有惨祸发生,如

1943年 10月 18日 ,重庆储海线渡轮刚曲海棠溪驶抵储奇门,本跳板因朽坏突然中断,致乘客

50余人坠江,溺毙10多 名妇孺。 t∴

对于在困境中挣扎的民营轮船,官僚资本则趁火打劫。象拥有福源、福同两轮的聚福洋

行,本系华商产业,因长期托庇于法人挂法国旗,便在1941年岁末前后营运最不景气时被国民

党航政当局停止结关并禁航。而当其投靠徐堪等人,依附官僚资本,收购法股改组为强华公

司后,则又被官方作为排斥打击民生公司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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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木船业在 战时虽仃相 当发展 ,位:;囚 面临公 私机关和企业船只的竞争,各码头地方关

卡的苛索,兵差公运价格的不敷 成本和失事船只运费货品的退赔 ,一般私营木船却 日感难 以

维持。许多 民船载货下行后,因川江湍急上行困难和空载回程得 自理费用,船主售船者也不

在少数,这又造成了民营木船的减少。木船业受官方统制政策的打击更大。象綦 江 ~L运 输

煤、焦的船户,一直受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所属綦江水运管理处的严厉统制,规定每公运 3次

给官营钢厂 ,始准商运 1次下重庆。而公 运每吨只给价 180元,就与县府限价每吨450元也相

差甚 巨。 当地许多船户都 因亏损过甚 而宣告破产。 G这些事实表明,国 民党政府为官僚 资本

服务的政策,恰恰又摧残了它一度致力发展的川省航业。

抗 战胜利后,随着 国民党政府、人员和迁川ェ厂,以及大批船舶 出川 东下,四川的内河

航运 在回光返照的短暂繁荣之后,便因货源、运 力锐减和国内战争的爆发冫重新趋于萎缩和

萧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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