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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交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生而产

生，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它的每一历史时期都反映

了当时的生产方式，并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有着密切的联

AC. 
鸦片战争以后，世界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原有的小农经济遭

到破坏，商品经济得到目益发展。同时，随着社会运输业的 发

展，近代公路交通也在逐步兴起。唐山于 1920年将京榆古道改建

成公路，当 年 l O月有汽车营运于北京、通县、三河、王田、丰润之

间。JI...此，唐山有了第一条公路。到 1949宅底，唐山〈含秦皇岛

市>-仅有土路9.5 3，公里。永久和半永久性桥梁230 座， 全长4279

米。这些公路标准低，通过能力差，长期处于晴通雨阻、交通梗

塞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唐山的公路交通事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盛况空前。到 1985年，全市公路通车

里程巳达3443.7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达到 1851.38 公

里。永久性大中桥梁211座，全长20458.28米。全市每百平方公

里有公路26.2公里。实现了县县通油路，乡乡通汽车。全市5684

个村中有5678个通了汽车。一个北至燕山，南达渤海， 东西贯

通，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经形成。<<唐山公路史》的编辑出版，

既是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又是唐山交通事业兴旺发达的新标
击
队泣。

《唐山公路史》记录了 1912年至 198G年半个多世纪的公路发

展史，它汇集了唐山公路事业的珍贵资料，记述了各个历史阶段



的公地发展状况，反映了唐山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过程。全书共

分三篇八章，约计 18万字。另有图片，表格作辅助说明。它是公

路发展的记实，历史的见证，所以说《唐山公路史》的出版，是

公路部门的一件大事。

《唐山公路史》辑印成册，科学地说明 了唐山公路交通的发展

历史，将使我们在继承先人建设的成果基础上，认真回顾亲自走

过的道路，力求帮助本系统广大职工认识公路发展的客观规律，

认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充满信心地授入未

来的公路建设事业。尤其对年轻一代，是一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和爱国主义的教材。 同时为公路交通建设提供正 ，让 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 以便在今后工作中少走弯路，促进公路现代化建汉。

《唐山公路史》的编撰人员，对编集如此卷快浩繁的公路史，

无论从史学知识，撰写能力来说，都深感不足。但他们热爱本职

工作，勤奋好学，勇于开拓进取。在编写过程中， 以马 列 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

连锚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搜集到的资料，不管是数字还是情

况都经过详细分析，反复印证，力求作到一丝不苟。在实际工作

中，用"学而思"、 4μ气t飞，思而学 η 乖和1 "学中 用

不舍的精神，逐步学习和掌握编史工作的方法，终于完成了艰巨

的编写工作。

我们知道，这部公路史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特别是有的

史料粗扩有余，细腻不足， 漏误仍会 fft 多，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

出批评指正。

赵荣第

199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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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凡

二、《唐山公路史》是遵照河北~.支边斤的统一部署，由唐

山市支ii[局史志编慕委员会扭织编写，足《河北交通史志丛书》

之一。

二 <<唐山公路史》上 f民起距今约 4 万年，下迄 1985年，个

别章节涉及到 1986年。

三、撰写范国以 1 98运斗唐山市所辖区域为准，书中所用数字，

1976年以前按当时行政区域统计， 1976年后按现行行政区域统

计。

四、本书自近代公路起，分篇、幸、节三个档次，部分节下

说目、子目。 志未有 《附录立， 。

豆、书中所用地右，几古代、近代与今不同的均括注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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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唐山位于河北省东部，东隔谏河与秦皇岛市相望，西与天津

-市毗邻，南临渤海，北越长城与承德地区接壤。 1983年实行市节'

县的新体制后，辖路南、路北、开平、东矿、新区五个区，中

南、 /丰润、深县、深南、乐亭、迁安、迁西、遵化、 ι 玉田、 府海
十个县和芦台、汉沽两个农场。全市总面积为13472平方公里.总

人口 608万人。

唐山辖区地跨东径117031'~119019' ，北纬 38 0 55'''-''40 0 28'

之间，南北最长150公里，东西最宽130公里。地势北高前任，北

部多山，海拔在300"-"600米间，最高点为迁两县北部的八日峙，

海拔840米，中部为燕山山前平原，海拔在50米以下，地势一般平

坦，南部为滨海盐碱地和洼地草泊，海拔在 l.!)"-" 1 0米间。境内主

要河流有深河、陡河、还乡河、商运河等，最大河流深河经境内

长227.7公里，流域面积2059平方公里。

全境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

雨。年均气温11 0C，最冷月( 1 月)均温一 5.6"C，最热月( 7 

月)均温2S 0C。年平均降雨量600~700毫米，多集中七八月份。

无霜期180"-"190天。

全市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誉名京东"宝地"矿藏资源、品种

多，日前已发现47种，尤以煤、铁储量为最，还有金、铜、恬、

铭等金属矿和石灰石、耐火士等非金属矿。农业以小麦、玉米，

水稻为主，是河北省重要产粮区之一。潦县、深南、迁安等县是

驰，有的"东路花生"集中产区，产量陌全省第二。另外，京东板粟，

渤作j 叶虾等也闻名中外。目前唐山市已初步形成了以煤、钢、 It~



等重[业为主，轻工业、机械、化工、建材等工业为辅，协调配:

套的工业体系。成为华北的重工业城市之一。

J~f 1I 1 进路交通发展亦较早。远在新石器晚期，这里东1l~辽东

半岛 ， Y!-i达山东龙山一带就有路可通。在没长的历史长河巾，今

唐山 ~}i境先后地处燕、秦、汉、魏边障，辽、金íYJ暇，或元 "J院

里"明、清锻辅重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各朝代:11于政治、

军事的需要和经济的发展，均促进了道路的发展。战国时，燕都

前(今北京)是燕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河北北部最早

形成的道路枢纽。当时，贯穿唐山境内有两条燕都通往辽东的

主要道路，即"傍海道"和"卢龙道万。秦汉时纳入了全国驰道

网，是通往东北的重要交通线，也是东通朝鲜的主要道路。元、

明、 i肖建成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后，唐山道路的开肝、

养护、管四等部边-iJ;-加强。道路的发展促进了桥梁的发展，唐

山的古代桥梁已知最早的建于北魏，大多主l!于 I!)j、沾王 18J ，它为

当时过路的畅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山境内的古代道路，系中原

抵辽东、达塞外的要道。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及经贸交往11'1 ，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近代公路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国时期，汽车逐渐增多，随着政治、军事的需要不n经

济的发展，活代逝世f逐渐改造为适应汽车行驶的公路，从而:ilt入

了公路时代。民国 9 年 (1920年)京师~盛京"御道"整修通行

汽车后，今唐山境内出现了第一条公路。以后，公路逐渐兴起和

发展。到 1937年公路已有 9 条共长622公里。

"七·七"事变爆发后，唐山大部城镇沦于敌手，为了粉碎

日本侵略者反动统治，冀东抗日军民开展了公路破击战，给敌人

以沉重打击，使其公路时通时断。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解放战

争的胜利，使公路重新回到人民怀抱，冀东军民迅速掀起筑路高

潮，在支援前线，发展生产等方而均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fu建设，唐

山公路有计划地进行了建设。使公路不仅从数量上有了飞跃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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