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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郝耀山

《张掖市交通志》的编纂工作，从1987年2月开始拟订篇目，征集资料，组织编写，

1992年4月完稿。经行家们的论证和评议，自上而下广泛征求意见，又经编辑人员的多次

修改，终于杀青，付印，这是我市交通运输业和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特向编辑人员表

示祝贺。

张掖又名甘州，是河西走廊的重镇之一。古代为南北交通“龙城古道”和东西交通“丝绸

大道”的交汇点，历史上张骞，班超通西域，霍去病开辟河西四郡，著名高僧法显、玄奘取

经于天竺，均途经张掖。隋炀帝西巡到张掖接受了27国国王、使臣的朝谒。古丝路上过往

的波斯、阿富汗、印度等国的商贾．僧侣、留学生等也是经张掖而到长安各地的。这些历史

记载充分显示了张掖在河西交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这部志书系统地记述了张掖古道的形成，驿道的开辟，丝绸之路的繁荣，管理机构的沿

革，现代公路的建设与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演变，公路设施的改善和交通运输业的历史与

现状；还记述了张掖的铁路建设与运输，航空事业的起始与变化，水路运输的试办等交通运

输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与取得的成就，对了解、认识张掖交通事业的兴衰变化与经济建设的关

系，对今后发展公路交通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编辑人员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书籍、文书档案、报纸杂志，口碑资料中，经过精心筛选，

考证鉴别，整理了1400余万字的珍贵资料，，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体例编纂了这部

《张掖市交通志》，共分19章，72节，约34万字。全志以文为主，以表，图和照片为辅，

图文并茂。本着“略古详今、突出重点”的原则，本志对古代部分作简要记述，对近代部分作

较详细的记载，对现代部分则作为重点内容详细叙述，具有很重要的存史价值。

编写《张掖市交通志》在于“上慰先人，下启后代”。让我们继承，发扬前人的成功经验，

勇于探索，开拓前进，为推动我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为建设新张掖努力奋斗!



前 言

《张掖市交通志》在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和市志编修委员会的指导下，自1987年2月

开始由市经济委员会组织编纂。编者广采博收资料，对摘录的文字和口碑资料，进行去伪存

真、筛选分类，整理装订了97卷资料汇编，约1400余万字，在此基础上，制定篇目，进行

编写。志中所列数据大部分来源于地、市档案局和地、市统计处(局)，其不完备处据交通企

业财务年报补足。全稿于1992年10月完成，共分19章，72节，约34万字。

本志的内容是全面记述张掖道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时间跨度上起先

秦，下迄1990年底。编写方法是“纵述历史，横排门类”，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综合叙述，

专题详述，有纵有横，纵横结合。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张掖地区交通处、张掖地区公

路交通史编写组，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和地区公路总段以及市属运输企业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与

协助。张掖地区档案局，市档案局，地、市统计处(局)，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和

可靠的数据。张掖市公路运输管理所、市乡公路管理站，为本书提供了良好的编写条件和环

境。曾在张掖公路交通部门工作多年的胡根铭，钱卫东、郝耀山、刘玉林、王学铭，周建

华、陈洪生、马成功、盛瑛、张文卿等同志，对本志的编写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市人

大副主任刘文浩，市志办主任马伯寿，公路总段工程师张中式、市志编辑部编辑徐万和等同

志，对本志篇目设计和有关章节的修改提出过宝贵意见。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人事教育部高

级讲师梁国仁同志对本书出版作过校正工作。所有这些，都是本志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

证。在此，谨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志的记述重点是现代。编者努力使本志能体现出时代特点，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志书，但限于编者的水平，尚多有不尽人意之处，敬请读者不

吝赐教，以便改进。

编 者

199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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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记述了自古至今张掖市交通业发展的历史情况。时间上起4000年以前，下迄

1990年底。部分内容有下延。 ．

二，本书采用志书体，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全书设19章72节，共34万字。

三、本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概述全貌，以志为主；图表相辅，附录

为补。

四、．本书编纂范围包括：在张掖市境内的公路、铁路、航空交通及运输企事业单位、交

通工具等。

五、本书记述古代交通情况，参考古代有关文献记载；记述近代，现代交通情况，参考

地方志、历史文书档案，图书报刊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有关资料。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

的数字为准，部分数据为单位上报数字。

六，本书所用专业技术术语，名词，均以有关专业的统一规定为准，无统一规定者从习

惯称谓。

七，书中计量单位，当代部分采用国际单位制，其它部分以历史习惯记述。所有数据均

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书中的人民币币值面额均以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面额为准；1955年以前的币值面

额未折算的，加注释说明。 ‘

九、书中注释采用页下注释的方式。

十，书中历代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和官职，均用当时的称谓。书中的古地名加注今名，

历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十一，本书记述的张掖市行政区划，以1990年底行政区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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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张掖南通青海，北接内蒙，扼河西交通之中枢，是历代政权在河西的军事，政治，经

济、交通重镇。它以丰富的农林水牧资源，繁荣的工商业，为交通、为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

物质基础。

早在四千多年前，随着人类的活动，这里出现了原始道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居于

河西走廊一带的西戎，月氏，乌孙等游牧部族频繁迁徙；秦汉之际，匈奴沿弱水(今黑河)南

下；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相继开通

了居延道，汉通西域道(即“丝绸之路”)，危乐得(汉县名，属张掖郡)遂成为河西交通重镇、

“丝路”咽喉。“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戥于塞下”。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

炀帝经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西巡至张掖，召见了西域廿七国国君，使臣，使张掖的交通

和贸易更趋繁荣。唐时，张掖境内各条驿路上每四、五十里即设有驿站一处，贸易运输甚为

繁忙，道路运输则以马、牛车，畜驮为主。唐末至西夏时，因战乱不已，丝路交通时通时

阻。元明清时期，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驿道网络已相对稳定，而“丝绸之路”渐废，当时以张

掖为起点的主要道路有甘新驿道、甘青驿道，甘州通包头道、甘漠驮道、纳怜站道等。清代

因新疆战事对甘新驿道进行了整修，并在张掖河(今黑河)创办航运，但不久即废。

民国初期，张掖县境内的交通路线仍以驿道，大车道、驮道为主，运输以畜力大车为

主。民国廿四年(1935年)，甘新驿道经过整修，改称“兰肃汽车路”，张掖始有过境的汽车

运输。民国廿六年(1937年)，张掖境内的干线驿道和大车道又有整修。民国廿七年(1938

年)，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在张掖设立汽车站，开办了汽车客货运输业务，但时运时停；后

又兴修了甘新，张青两条公路，因质量差、标准低，晴通雨阻，养护艰难。其时连年战争，

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生产不振，交通运输发展缓慢。至1949年，张掖县仅有畜力大车(主

要是牛车)4820辆，虽然还有过境汽车承担军需物资运送和旅客运输，可运量也很小，且不

时停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张掖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1955年，兰新铁路

通车至张掖；1956年，修建了张大公路和部分县乡公路，全县运输业由50年代初的几个小

合作社发展到5个运输队；接着还修建了大满机场和南滩军用机场。1959年，市境内计有

公路35条，长274公里，拥有汽车25辆，胶轮大车112辆，完成货运量60．2万吨，货运

周转量达1052．03万吨公里。1960年末至1961年，市内各运输企业为运送救灾粮做出了贡

献。1963年后，又开辟了数条农村客运线，使农村交通条件得以改善，并建成了一批桥梁，

涵洞及公路，公路运输量大增。1965年，县属汽车运输企业完成客运量14．2万人，货运量

14．3万吨。 、

“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期间，在改建和改善主要公路的同时，大力铺筑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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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提高了公路质量，并修建了张青、张肃等战备公路；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事业仍在曲折

中得到了发展。在大办“五小”工业的热潮中，运输业发展较快。至1976年，全县共有客货

运汽车212辆(其中张掖地区汽车运输公司172辆，县属交通运输企业26辆，工矿企事业单

位14辆)，柴油机动三轮车60辆，胶轮大车89辆；年完成客运量177．8万人，客运周转量

5870．7万人公里；货运量113．5万吨，货运周转量3843．4万吨公里。．

1976年至1979年，县乡公路发展尤快，共铺筑了10条计100公里次高级路面，使全

县实现了乡乡通油路，并建成了一批大中型永久性桥梁，运输企业更新了一些运输车辆，部

分厂矿单位先后成立了内部车队。198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张掖公路交通事业以

上等升级为目的，加速了干线公路的改善和改造，修建延伸了一批县乡公路，并注重提高公

路路况，改善养护，绿化工作，基本实现了路面黑色化，桥涵永久化，路树林荫化、养路机

械化、线路标准化。同时，对城市街道进行了整修、绿化，铺筑了高级次高级路面。交通运

输仍以公路为主，铁路承担大宗，长距离运输。公路运输业出现了国营、集体和个体一齐上

的新局面，拓展了跨省，跨地区的运输业务。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日趋完善，汽车修理业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1990年，市境内铁路通车里程56．3公里，完成客运量23万人，其中旅客

发送量10．8万人；货运量44万吨，其中货物发送量28．8万吨。共建有公路18条，计

390．7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312．5公里，建成了城、乡、村三级公路交通网。建有张

肃公路黑河大桥，312线黑河大桥等大中小型桥梁56座，计1407．4米。涵洞827道，计

8816米。实有城市道路44．1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34．5公里。全市拥有各类汽车

2771辆，其中交通运输企业拥有客货汽车289辆，个体373辆；还有各种类型的拖拉机

5866辆(台)。市境内有张掖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张掖市汽车运输公司、市第三汽车运输队，

市第四汽车运输队、市民间运输队等5个专业交通运输企业，年完成客运量303．4万人，客

运周转量24729．7万人公里；货运量86．2万吨，货运周转量4285万吨公里。其中，市属4

个交通运输企业完成客运量64．14万人，客运周转量3973．9万人公里。汽车修理行业有地

区汽车修理厂，市汽车修理厂、兰州小汽车修配厂张掖分厂等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企业办的修

理部13个，个体、联办修理部26个，从业人员达387人，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01万元。



张掖道路交通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史书记载：“唐虞夏后以来，昧谷，积石、猪野，河

滨均属雍地。成汤时期，羌氐来往，复沦夷狄”。 《甘肃通志》说：“三皇五帝”时代，河西

走廊就是黄帝，尧，禹等氏族部落首领涉足活动的地方。 《林屋秘书》载：“黄帝访广成，

初到北崆峒，不遇，乃西行，经徒雪山，过山丹，直至西崆峒，峰岭似鸡头，为今黑山，登

山见合黎弱水，实黄帝圣迹所经处”。 《庄子·天地篇》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昆仑之

丘”。《尚书·禹贡》记载：“导弱水(又名鲜卑水、羌谷水，即今黑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

流沙”。 《西陲记略》说：合黎起于山丹，止于镇夷(即天城)峡口，延长三百余里。石峡山

壁有斧凿痕迹，传为禹王开山留下的遗迹。 《史记·五帝本纪》载：陶唐时，舜受尧旨，“迁

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岑仲勉的《西北史地》载：距今约3000年前，西周王朝的第五代君王周穆王姬满，曾

乘坐8匹骏马牵引的车，由著名的驭手造父，离裔驾车，率六师之众西巡，“宿于昆仑之阿，

赤水之阳，观黄帝之宫”，还在西王母处作客，“觞于瑶池之上，乐而忘返”。

据《禹贡》，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月氏(r6u zhi)大约在公元前五、六百年时，沿

黄河两岸西迁，其中一支经河套地区迁到张掖，称为“禺知”或“月氏”，生活在“敦煌祁连

间”，强盛时占据整个河西走廊。战国末期，乌孙族在河西一带与月氏杂居。汉初，月氏强

大，击败乌孙。后来匈奴单于控制了乌孙，冒顿(m6 d6)时期，月氏又败于匈奴，大部分迁

至伊犁河流域。至此，河西一带由匈奴、乌孙占据。到公元前165年左右，鸟孙昆莫在匈奴

的支持下，举族两次袭击已迁住塞地的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南徙，乌孙占领塞地。汉武帝先

后两次令张骞出使西域，游说西域诸国孤立匈奴，同时多次组织抗击匈奴的战争，特别是西

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击败了占据武威的休屠王和张掖的浑邪王。公元前119

年，汉廷为“断匈奴右臂”，派张骞通乌孙，并将宗室女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与乌孙王昆

弥，以和亲的办法联合乌孙共击匈奴。公元前116年，匈奴受击后，通过居延地区，循额济

纳河流域的天然通道，过镇夷峡口，入据河西走廊。后来，匈奴冒顿单于灭东胡，击走居于

祁连山麓的月氏，建立了有“控弦之士30万”的奴隶主军事政权，经常骚扰侵略汉境。另一

部分由单子率领经漠北西迁安候河定居。

自远古至西汉，经过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的频繁迁徙，开拓了以张掖为中心的东西

南北通路。向东过山丹，经武威通往长安；向西过高台，经酒泉通往西域；向南过大斗拔谷

通往西宁；向北过镇夷峡，经居延通往漠北。所以，西汉时期张掖已成为主要的交通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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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5

丝绸之路，是由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开辟的。后来，西汉王朝为联合月氏、乌孙夹击匈

奴，保证东西交通的畅达，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

次令张骞率使团出使西域，张骞～行跋山涉水，历经千辛，受拘禁、劳役之苦，为开拓这条

道路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后来这条路线成为通往西域和中西亚国家的交通要道，史称“汉通

西域道”(见图1—1)。

东汉时期与西域以丝绸为主的商业贸易渐趋繁荣，丝绸成为这条大道上的主要运输物

资，因此后人称为“丝绸之路”。

这条交通大道以长安为起点，经榆中到炳灵寺过黄河，进入青海过养女山，土楼山(今

合称西宁北山)，到大斗拔谷通道，出扁都口经永固，东渡童子坝河到八卦营，再北上到山

丹，沿山丹河西进到祁家庄子，经大桥寨、东乐、西屯，从架子墩进入张掖市境，经东古

城、二十里堡、八里铺到长沙门进入城区，然后，从沿河墩过黑河，经西城驿到沙井出张

掖，到沙河驿北上，经黑泉，盐池、双井(今双丰)，到界牌墩进入酒泉，西行到敦煌向西出

玉门关。

隋唐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派吏部侍郎裴炬到张掖主

持隋王朝与西域各国的通商贸易，管理交通事宜。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隋炀帝根据

裴炬的奏章，率众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出陇西，由临津关渡黄河，进入青海沿羌中道出扁都

口，经永固，霍城，沿山丹河至张掖，会见了二十七国使臣，使隋与中西亚，．西域各国的经

济贸易更趋繁荣，史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唐代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丝绸之路开辟了新的路线，从长安起经甘肃的榆中到金城，

然后从金城关过黄河，经红城子、永登，翻越乌鞘岭，沿大靖峡到武威，经水磨关(今永昌

县水磨弯)、泽索谷(今绣花庙)，丰城堡，硖口驿、新河驿，到山丹与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

复线进入张掖城。到回鹘时期，丝绸之路从张掖北上12里过山丹河，经靖安到板桥过黑河，

至黑泉驿入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复线。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沿

丝绸之路经张掖西去天竺(印度)，历经艰辛，取经求法，驰名中外。到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年)，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丝路”沿途设置驿站，供行人商旅食宿，道路畅通无阻，而

且毫无劫掠之患(见图1—2)。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都城移置开封，到公元981年，宋通西域改从开封出发，向西

北经山西，陕西到乌审旗(今内蒙古境内)，过合罗川，马鬃山，进入哈密到高昌。

公元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全国，定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疆域辽阔， 《元史·地

理志》记载：“元有天下，藻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说明元

代水陆交通发达的盛况。元代新开辟以大都为起点，经纳怜(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玉门，

肃州等23站至甘州路。然后沿丝路东行到达长安。 ， ·‘

明清时期，丝绸之路所经州、县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改线，取直或延伸，其走向大都沿

古长城内侧形成。明代开通的路线有从青海起，经马蹄寺，南古，羊坊(今杨坊)，李寨，穿



6 古 道

唐朝时期丝绸之路张掖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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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石岗墩进入张掖县境，经新沟，马站(马掌)，从饮马桥进入张掖城。

第二节 居延古道易弓一1丁 店叉竖白遇

居延古道 7

居延古道起于甘州，止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这条古道早在商周时期已形

成，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从长安出发，过漳水，历华亭西北的钎山，经水正滹沱，

固原南部，至于张掖河(HP黑河)流域，居延附近。莫任南的《穆天子传》和希罗多的《从历

史看春秋时期的中国交通》中记载：“汉武帝开河西走廊，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之前，商旅难以直西而去，当抵至武威、张掖后，须先北上至居延，再折向西行”，阐述了

居延古道的开辟时间和大致走向。张掖历代通过这条古道，与内蒙古，青海进行物资交流和

开展贸易活动，对张掖的经济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甘漠大道

甘漠大道起于汉代，是河西通往内蒙古的一条古道。它从甘州北渡弱水(即黑河)西北

行，经高台，罗城，天城(镇夷峡)，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北行，曲屈千里有宁冠军，东北

至居延海，再向北行进入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据《新唐书》记载：唐武后垂拱二年(公元

686年)，刘敬同北讨铁勒，就是沿这条路线进军的。北宋王延德出使高昌也是循这条路线

前往的。元代在这条路线上设站赤，驻兵护路，内蒙古和河西地区经贸关系，大多通过这条

大道进行。特别是张掖的驼运商行通过这条路线开展商品和畜产品交易活动。

第四节漠北古道

漠北古道在战国时期以前已形成。这条古道是张掖古代的南北通衢，自张掖南出扁都

口，至唐蕃古道，直达西藏，自张掖向北直达北京，在古代是一条通往京都的捷径。这条路

线的具体走向是，从张掖向北，自天城出镇夷峡，顺弱水而下，过鼎新后，沿巴丹吉林沙漠

西缘到达额济纳旗，再折向东，沿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北缘到达八音毛道，是为漠北古

道。然后向北通往北京。早期活跃在漠北古道上的是匈奴人。汉代霍去病率领北路军进行第

二次河西战役，进入漠北后，便是沿着这条路线行军作战，胜利到达祁连山的。汉代在这条

路线筑城设障，驻兵守护。

元代在这条路线设立站赤分段管理，自甘州到亦集乃(今额济纳旗)为一段，设七站，连

接自大都(今北京)通往欧洲的古道，更加强了张掖南北交通的地位。清代称漠北大道为北大

路，是自康藏通往北京的要道。朝廷官员前往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进京朝见皇尚，走

的都是这条路。张掖城北的十里行官，便是接送南来北往嘉宾的地方。至今在巴丹吉林沙漠

西缘、弱水两岸，有烽燧遗址77处，城障遗址15处。在这些城障遗址里，发现大量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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