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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古代道路志》是一部记述今宝鸡市境内古

代道路发展变迁的专著。

宝鸡古称陈仓，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山环水绕，

生产条件优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_。这里

又地处我国东西交通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

而，早在周、秦时期，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

需要，就在这里开辟了多条交通道路，西通陇西，南

逾秦岭，东连丰镐、成阳。汉唐时期，亦十分重视这

里的道路交通，除多次整修旧道外，还另开新道，以

适应需要。及至宋、元、明、清各代，也从未放松对

宝鸡境内交通道路的维护和兴建。因而，宝鸡的每条

古道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路线也比较稳定。尽管朝代更

迭，但宝鸡的交通枢纽地位却并未减弱。

交通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社会进步的重

要标志。研究宝鸡古代道路交通的发展变化，编史修

志，存史资治，是继往开来的事业。因此，宝鸡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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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公路交通史志办公室的编写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

神，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搜集资料，并精心研究筛

选，同心挤力完成了《宝鸡古代道路志》的编撰工

作，为研究宝鸡古代道路交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对今日塞鸡经济的腾飞，实现公路

交通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还可供专家学者和

热爱交通事业的志士仁人研究参考。 ．

《宝鸡古代道路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陕西省交

通史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和宝鸡市志编写办公室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主编王开同志，呕心沥血，殚

精竭虑，深入实地考证查对，做到了“补史之缺，参

史之误，详史之略，叙史之无刀。，提高了志书的质

量，并使此书能很快与广大读者见面。

由于人力、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再加上经验不

足，虽经几次修改，错讹在所难免，敬请各级领导、

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使该书日臻完

善．

柏万文

1987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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