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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对现代人来说并不陌生，我们身边的地铁、汽车、公交
车、自行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是一些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但
是，在这些交通工具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
进行交通运输的呢？ 自行车是谁发明的？ 汽车最早就是四个轮
子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酝酿着这本《交通百科》。

交通是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人类
的最远古时期，双脚行走是当时交通中最基本的、也是唯一的
手段，肩挑手提、拖抬扛背是当时基本的运输方式。这种纯粹人
力的交通时代一直持续到车马的出现。 最早的车，大概出现于
5500年前，是由生活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发明
的。我国历代皇帝乘坐的车辇、欧洲贵族的马车，虽然漂亮而奢
华，但进入 19世纪后，汽车、火车制造技术的日益完善及其在
交通运输中的普及， 终于使曾经辉煌一时的马车逐渐黯淡下
去。 人类从此揭开了现代化“动力交通时代”的序幕。 飞机的发
明与应用，使人类摆脱了水陆交通的局限。 实现了遨游天空的
梦想。21世纪飞机的发展，主要在于电子控制技术的普及、紧急
情况的自动化处理及地面指挥、导航技术等方面的突破。 至于
航天飞机、太空飞船等新的交通形式，无疑是未来发展的必然
趋向。

我们编排的这本《交通百科》共分为交通工具、交通运输和
交通管理三章，从慢悠悠的牛车到现代化的汽车，从简单的独
木舟到豪华游轮， 从无动力的滑翔机到探索宇宙的航天飞机。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无所不及。 同时还介绍了从古
到今的交通设施，现代化的交通管理系统。本书力求语言简洁，
内容丰富，再加上精美图片的映衬，使读者有着更直观的感受。
衷心希望本书对读者有所帮助的同时, 能大大提高其文化底
蕴，当然，也恳请读者对于书中不足之处批评指正,以期不断加
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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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是现代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它的特性
决定了居民出行距离、可达性和方便程度，通过对居民出行活动的影
响，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形态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周围的交通工具越来
越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陆地上的汽车，海洋
里的轮船，天空中的飞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火箭和宇宙
飞船的发明，使人类探索另一个星球的理想成为了现实。 也许不远的
将来，我们可以到太空中去旅行观光，我们的孩子可以到另一个星球
去观察学习。

在这里我们将交通工具分为陆上交通工具、水上交通工具、轨道
交通工具、空中飞行器和宇宙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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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主要是车。 在车出现以前，原始人利用
滚柱脱离了大件物品双手搬运的劳作，是车最早的雏形。《左传·定

公元年》中写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这是中国关于车的最
早记载，直到现在，聪明的人们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型多功能车种，已经
越来越为人们的交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独辀车
先秦时期， 车分为立乘与坐乘两种类

型， 立乘车与坐乘车的最大区别在车舆形
制不同。 立乘车车舆浅小，呈横长方形，置
于车轴之上，四周围以栏杆，后留缺口而无
车门，上不封顶，只立车盖。 坐乘车的车舆
宽广，呈纵长方形。 独 车在经历了始创、
完善、极盛几个发展阶段之后，在秦、西汉
初期便逐渐衰落下来，随着双辕车的崛起，
终于为岁月所湮灭。 独 车属于我国商朝
时期的车，车的实物，在河南安阳殷墟先后
发现了十八辆。从这十八辆车可以看出，商
代的车子都是独 （车辕，车前驾牲口的横
木）， 的后端压在车厢下的车轴上， 尾
稍露在车厢后， 前出车厢部分逐渐向上扬
起（商初上翘平缓，以后弧度渐大）。车厢平
面为长方形， 面积较小， 一般为 0.8×1.3
米，通常可立乘二或三人，车厢后面留有缺
口或开门，以便于乘者上下。 衡（车辕头上
套牲口的横木）多为长一米左右的直木棒，
衡的两侧各缚一人字形轭（驾车时套在牲

商朝时期的车

商朝车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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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脖子的曲木），用以架马。 轮的辐条多为
18根。 商代的车大多为两马驾辕，至商末
周初始见四马驾车。 商代造车技术已相当
成熟， 基本上具备了汉以前独 车结构的
大致轮廓。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独 车虽
然多有改进和发展，但从总体结构上讲，还
没有突破商代独 车的形制。

周朝的车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从形制上看，

与商车基本相同，在结构上有所改进，如直
辕变曲轨，直衡改曲衡，辐数增多，舆（车
厢）上安装车盖。在车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
备，增加了许多商车上所没有的零部件，如
铜銮（铃）等。为求坚固，在许多关键部位都
采用了铜构件，如变木辖为铜辖，轭上包铜
饰，并有一套用铜、铅、金、银、骨、贝和兽皮
条等材料制成的饰件和鞴具（鞍辔的统
称），制作精美，名目繁多。周车驾车的马也
由商车的二匹增加到三匹、 四匹、 甚至六
匹。 车驾二马的叫“骈”；驾三马的称“骖”；
驾四马的名“驷”，其中驾辕的二马叫服马，
两旁拉车的马叫骖马；驾六马为“六 ”。周
车以驾四马为常。在周代，马车不仅是王公
显贵出行游猎时代步和炫耀身份的工具，
还是战争中主要的“攻守之具”。 拥有战车

数量的多寡，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
志，当时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之
说。 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赢得战争，各国
都把先进技术运用到制造战车上， 于是各
类战车应运而生。

双辕车
西汉武帝以前， 独 车尚与双辕车并

存， 及至西汉中晚期， 双辕车开始逐渐普
及，东汉以后便基本上取代了独 车。双辕
车的结构，除辕变为两根外，其它各部位与
独 车基本相同。 汉代的双辕马车因乘坐
者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 细分若干种类，

周朝时期的战车战国时期的战车

东汉晚期的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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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斧车、轺车、施 车、轩车、 车、辎车、
车、栈车等。如斧车，也称轻车，是一种仪仗
车，因舆中间竖立一柄大钺斧而得名。县令
以上的官吏，出行时都乘坐斧车，用以壮威
仪、明身份。 轺车，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
车。 施 车，一种由轺车发展来的马车，所
谓“施 ”，即在车舆两侧加置长条形板状
物，板的上沿向外翻折，用以遮挡车轮卷起
的尘泥。施 车是中、高级官吏出行时乘坐
的轻快主车。为体现等级差别，当时规定俸
禄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 可以将左边车
涂成红色； 俸禄二千石的官吏允许左右
两 都涂成红色。 轩车，是供三公（西汉的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的太尉、司徒、
司空）和列侯乘坐的轻便马车，车舆两侧用
漆或加皮饰的席子作为障蔽。 车，一种
带帷幔的篷车，多为妇女乘坐。 双辕单马，
方形车舆，四面施以帷幔，车盖硕大，且四
边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顶。 车门改在前面，
舆内仅容一人， 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轼板上
驾驶。 车在汉代是极为舒适而又装饰华
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栈车既
载人又拉货，为民间运货载人之车，这种车
为当时地主、商人大量使用。

牛车
牛车自古就有，因牛能负重但速度慢，

所以牛车多用以载物。其车厢宽大，又称大
车、方厢车。牛车最初是商贾们用来载货贩
运的运输车，在崇尚马车、以马车明尊卑的
时代，乘牛车被视为是件“卑贱”的事。汉以
后，人们坐车不求快速，但求安稳，直辕的
优点渐渐显出，直辕车也开始盛行，而曲辕
车渐被淘汰。 到南北朝时期， 牛车日益风
行。 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要“驾
牛十二”。 可见北朝使用牛车之盛，比两晋

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统治者乘坐的高等
牛车主要有“通 牛车”和“偏 牛车”两
种，其中又以前者地位最高。“偏 ”，即牛
车的帷幔只遮住车的前半部。 这两种车在
帷幔底下还有车棚，棚一般有檐，早期的檐
浅，至唐代，棚檐已变得很深，称为“长檐
车”。通 牛车双辕双轮，车厢形似太师椅，
有卷席篷顶， 其上覆盖一张大帷幔。 至宋
代，通 牛车的长方形车厢上立棚，呈封闭
状。 车门设在后边，垂遮帷帘。 棚前和两侧
开有棂格窗。 棚顶呈拱形，前后出长檐。 棚

东汉壁画中的白盖轺车东汉壁画中的白盖轺车

18世纪的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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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独轮车的妇女

独轮车

顶四角各立一柱，四柱上支撑一项大帷幔。
帷幔绣以梅花图案，四周边垂缀丝穗，极为
华丽。御车人扶辕步行，主人则坐卧于高大
严密的车棚内，逍遥自在。偏 牛车的形制
也是双直辕驾一牛，棚顶前施一帷幔，遮住
车的前半部。除这两种高等牛车外，还有一
种立棚但不施 的牛车。这类牛车属于“油
幢车”之类，为一般官吏或地主所乘坐。 民
间所用的牛车，多是无棚的“柴车”。

独轮车
在西汉末东汉初，独轮车出现。独轮车

俗称“手推车”，是一种轻便的运物、载人工
具，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几乎与毛驴起同样
的作用。独轮车，车轮为木制，有大有小。小
者车盘平；大者高于车盘，将车盘分成左右

两边，可载物，也可坐人，但两边须保持平
衡。 在两车把之间，挂“车绊”，驾车时搭在
肩上，两手持把，以助其力，独轮车一般为
一人往前推， 但也有大型的独轮车用以载
物，前后各有双把，前拉后推。 中国的独轮
车，除由人推畜拉之外，更有在车架上，安
装风帆以利用风力推车前进的发明。 这种
车称为“加帆车”，大约创制于 5世纪。在狭
窄的路上运行， 独轮车的运输量比人力负
荷、畜力驮载大过数倍。这种车可以在乡村
田野间劳作， 又方便在崎岖小路和山峦丘
陵中行走。

指南车
指南车，据传西周时就已发明，但最早

的确切记载在三国时期。 指南车是用一辆
双轮独辕车组成，由马来拉动。车箱内采用
一种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车箱外壳上层，
置有一个木刻的仙人， 无论车朝哪个方向
转弯，它的伸臂都指向南方。指南车制造的
时候主要是采用差动齿轮的机械原理。 车
里面装有９个大小不同的齿轮，当两个
齿轮拼合在一起时，一个齿轮向右转，隔

壁一个便相反地向左转，利
用这个道理，可以使指南车
上木人的那只手指向南方，
当车轮向东转时，有的齿轮

汉代独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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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转，使手仍保持向南，所以不管车轮怎
么转，手指可以永远指向南方。其构造大体
是：车中水平地安装着一个大平轮（有 48
个齿），其中心竖一长轴，上面立着一个木
雕仙人。车轮直径 6尺，两轮间的距离也是
6尺。 两个车轮内侧各装有一个小齿轮（有
24个齿）。它们能随着车轮一起转动。在大
平轮和小齿轮之间的空隙上方各悬着一个
小平轮（有 12齿），悬挂小平轮的绳子的另
一端系在车辕的后端。

记里鼓车
记里鼓车即自动车。 记里鼓车的基本

原理和指南车相同， 也是利用齿轮机的差
动关系。记里鼓车发明于西汉初年，外形为
一辆车子，车上设两个木人及一鼓一钟，木
人一个司击鼓，一个司敲钟。车上装有一组
减速齿轮，与轮轴相连。 车行一里时，控制
击鼓木人的中平轮正好转动一周， 木人便
击鼓一次；车行 10里时，控制敲钟木人的
上平轮正好转动一周，木人便敲钟一次。坐
在车上的人只要聆听这钟鼓声， 就可以知
道已行了多少路程。 这种机械装置的科学
原理与现代汽车上的里程表基本相同。

轿子
旧时轿又称“肩舆”、“平肩舆”。最早的

肩舆像一个车箱， 缚上两根长竿， 上面坐
人，放在肩上抬行，为一种代步工具。 后来
出现了以手抬高与腰齐的腰舆， 以攀挽竿
负行的攀舆和半抬半拉的挽舆等。轿子，在
种类上，有官轿、民轿、喜轿、魂轿等不同；
在使用上，有走平道与山路的区别；在用材
上，有木、竹、藤等之分；在方式上，有人抬
的和牲口抬的，有骆驼驮的“驼轿”，元代皇
帝还坐过“象轿”。“骡驮轿”，是“骡抬轿”的

指南车

记里鼓车

东汉轩车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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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贵族妇女乘坐的轿子

谐音，是清末民初流行过的交通工具。 轿子
是用两匹骡子前后抬着。 轿杆固定在骡背
鞍子上。 轿夫跟着边走边吆喝。 轿内坐人，
大轿可坐 3～4人。 轿外夏包苇席或蒙纱，
冬季则是棉围子。 骡驮轿多用于山区或乡
间崎岖小路。

辂车
辂车是中国皇帝出行时乘坐的豪华

车，分大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
周代形成定制，后代形制上有一些变化，一
直延用到明清。 辂车在殷周时期称大辂，此
时的辂车属单辕双轮，中间的车厢称舆，呈
左右长方形。 洪武初，定大辂车一乘，高一
丈三尺九寸五分，阔八尺五分。 辂上平盘前
后，车棂并雁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其下辕
二条，皆朱红漆，各长二丈二尺九寸五分，
用镀金铜龙头、龙尾、龙鳞叶片装钉，前施
红油，搭攀皮一条。 平盘下方，厢四面朱红
漆，匡各十二隔，内饰绿地描金，绘兽六，即
麟、狮、犀、象、马、鹿；禽六，即鸾、凤、孔雀、
朱雀、雉、鹤。 盘左右下有护泥板，车轮二，
贯轴一，每轮辐十八条，辋全是朱红漆，抹
金铜在叶片装钉。 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
柱长五尺八寸四分，槛座高九寸五分，皆朱
红漆，前二柱戗金，柱首宝相花，中云龙文，
下龟文。锦门高五尺一寸九分，阔二尺四寸
九分，左右门各阔二尺二寸五分。 前面和左
右各有朱红漆 扇二，后是朱红漆屏风，上
雕沉香色描金云龙五。 亭内设朱红漆匡软
座，上施花毯、锦褥等。 朱红漆坐椅一把，靠
背雕沉香色描金云龙。 亭外用青绮缘边朱
红帘十一扇。 辂顶并圆盘三尺一分，顶带仰
覆莲座高一尺二寸九分，以青饰辂盖。 亭内
周围贴金， 斗拱承朱红漆匡宝盖， 斗以八
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 屋顶四角垂青绮

骑大象的印度王公

清朝官员乘坐的八抬大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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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带四条，各绣五彩云升龙三。 辂亭前有左
右转角栏杆二扇， 后面有一字带左右转角
栏杆一扇，前后栏杆共十二柱，各柱首雕木
贴金蹲龙。 明清时的大辂车比上古时代要
宏丽精美许多倍。 帝王所乘坐的车， 如玉
辂，以玉装饰，金辂以金饰而得名，还有象
辂、革辂、木辂等各有特色，称为“天子五
辂”，十分豪华，需要 28人来抬。

骡拉“轿车”
明清时的车多用一或二骡挽行， 统称

“骡车”。 为区别乘人的车与载物的车，又有
大、小之分。 乘人的车为小车，因其有棚子、
围子，形如轿子，习惯上又称为“轿车”。 轿
车都是木制的，普通百姓坐的车用柳木、榆

木、槐木、桦木等普通木料制作，皇室和贵
族坐的则用楠木、紫檀、花梨等上好木料做
成。 车成型后，再髹以油漆，一般是栗壳色、
黑色，好木料用本色油漆，谓之“清油车”。
载物的骡车叫大车或“敞车”，其车厢上不
立棚， 无车围和其它装饰。 明代将前用驴
拉、后以人推的独轮车叫“双缱独轮车”。 这
种车，上用拱形席作顶，用来载运客货。 辛
亥革命之后， 随着人力车和汽车在中国的
出现，轿车数量日渐减少。 以畜力挽车运货
的车叫大车，明清时，以骡驾为主，其后又
有马驾、驴驾。 大车的使用时间最长，与它
同期兴起的许多交通运输工具都已随着历
史的发展，先后被淘汰。

黄包车
黄包车是一种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

工具，黄包车前身叫“东洋车”，又称人力
车，约 1870年创制。同治十二年（1873年），
法国人米拉看到黄包车便利， 便从日本购
进，并向法租界公董局呈报一份计划，要求
“在两租界设立手拉小车客运服务机构”，
并申请十年专利经营。 后经法租界公董局
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协商， 同意由两局发放
人力车执照，并批准路程价格。 次年 1月，
黄包车从日本输入上海。 因从日本输入，故
当时沪人又称之为东洋车。 黄包车以其适
应性强，雇用方便，车资低廉而久盛不衰。
旧上海的黄包车绝大部分是车行出租给车
夫的，肮脏破旧者居多；也有有产者私人配
置，雇佣车夫拉的，俗称“包车”；还有一种
车夫自购的车，多为半新旧的车，车身油漆
一新，可包月，亦可临时雇坐。 凡在租界上
通行的黄包车须向工部局捐照会。 抗战前
夕， 黄包车已达 1000多辆。 至 20世纪 40
年代后期逐渐被淘汰。

石雕中古罗马的马车

黄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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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自行车是由人力脚踏驱动的、 至少有

两个车轮的陆地交通车辆，俗称自由车、脚
踏车或单车。 1791年的一个雨天，法国人
西夫拉克在街头漫步时被经过的四轮马车
溅了一身泥， 他突发奇想： 四轮马车这么
宽，应当把马车顺着切掉一半，四个车轮变
成前后两个车轮。 于是，第一架代步的“木
马轮”小车诞生了。1886年英国的机械工程
师斯塔利，从机械学、运动学的角度设计出
了自行车样式，装上前叉和车闸，前后轮大
小同，以保持平衡，并用钢管制成了菱形车
架，还使用了橡胶车轮。 斯塔利所设计的自
行车车型与今天自行车的样子已经基本一
致了。 1888年，爱尔兰的兽医邓洛普，从医
治牛胃气膨胀中得到启示， 将自行车
轮胎改为充气轮胎， 已于今天的自行
车相差无几。 自行车无噪音、无污染、
重量轻、结构简单、造价低廉、使用和
维修方便， 既能作为代步和运载货物
的工具，又能用于体育锻炼，因而为人
们所广泛使用。自行车的品种繁多，可
以按不同的方法分类， 如按用途可分
为载重车、普通车、轻便车，运动车和
竞赛车等；按使用对象可分为男车、女
车和童车；按车轮直径大小可分为 28
英寸车、27英寸车、26英寸车等；按车
架等主体部件的用材可分为碳钢车、
合金钢车、铝合金车等；按车架的结构
可分为杆叠车、可拆卸车和整体车等；
此外还有双人串列、健身、杂技等特种
自行车。

摩托车
摩托车是由汽油内燃机驱动、靠

手把操纵前轮转向的一种两轮车或

三轮车。 摩托车轻便灵活，行驶迅速，可用
于执行巡逻、 通信和客货运输等任务，同
时也是体育运动器械。摩托车从诞生到现
在已经有 100多年的历史。1876年德国人
奥托发明了汽油机，为摩托车的发展提供
了动力源。戴姆勒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1885 年他把经过改进的汽油机装在两轮
车上， 便制成了世界上第一辆用汽油机驱
动的摩托车，取名为“单轨道号”，时速为 12
千米每小时。 第二年，轮德卜拉得和乌甫苗
拉又研制出了功率为 1.84 千瓦的直列双
缸、水冷、四冲程汽油机并把它装在摩托车
上，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种成批生产的摩托
车。 摩托车按用途分为公路用摩托车、越野
摩托车和竞赛用摩托车、 家庭用摩托车、运
输用摩托车、公务用摩托车。

19世纪租界里的自行洋车

号召加入自行车俱乐部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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