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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凌源地处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接壤的辽西山区，是

中原通往塞外的咽喉。早在54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创造了中

华民族古老的农业文化；同时也开发了原始的交通。从牛河梁红

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古道辙痕，到具有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从人们

自然踏出的羊肠小道，发展成现代化的干线公路，无不浸透着

凌源人民的辛勤汗水。然而，在这上下数千年、纵横百余里的

广阔大地上，交通运输事业的沧桑巨变却鲜为人知。为了填补这

一历史空白，在省、市交通部门史志编委会的直接指导下，凌

源县交通局组织专职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搜集大量资料，

从1986年6月至1988年末编纂了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

图并茂的《凌源交通志》。

交通运输事业是发展国民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的纽带，是

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

通领域的基础设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近代的内忧外患，

道路失修、桥梁圮毁，造成经济凋蔽、文化落后。解放后，在

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迅速

医治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创伤。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凌源的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除锦承、魏塔两条铁路外，到1985年末统计·

金县有国家干线公路两条，县级公路7条，乡级公路17条，总

里程为578．3公里，公路密度达17公里／百平方公里。构成了

布局合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凌

源境内完全是效率低下的畜力运输，直至1925年始有汽车从事

货运。截止1985年金县共有国营集体个体各种机动车1376辆，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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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量达700万吨左右。口七五"期间随著改革开放的进一

步深化，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交通体系。对振兴经济、

，发展商品生产，起到了先行作用。

《凌源交通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新观点、新方

法，新资料进行编写，融地域性、思想性、资料性于一书。这

部贯通古今的交通志，对我们全面了解凌源交通运输事业的发

展全貌，尤其是建国后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也

为{}4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本书的出版发

行，必将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
作用。’

’．； ·

刘爱民 199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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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凌源交通志》本着“详今略古刀的原则，从上古时

期开始记叙，下限到1985年。具体记事为保持其完整性，涉及

稍后几年。 ，

二、本志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以记事为宗旨，以资治为目的，寓褒贬于记叙之中，

既不文过饰非，亦不妄加评论。

三、本志书以公路交通专业为主要记叙对象l但为了使读

者对县内陆路交通有所了解，根据县志办公室的要求，编者对

县境所通过的铁路也做了简单记叙。

四、地域范围，按历史年代建制记叙。清代乾隆年间，凌

源称建昌县。因此，古，近代部分按当时辖境，包括今凌源、

建昌，喀左三县。
、

五、记年方法。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公元冠以朝代

记年，辛亥革命后，统一公元记年。但为了区别政权性质，后

面亦加民国记年。

六、古代典籍、文献关于地方交通的资料记载不多。为明

确史实，追本溯源，本志搜集了大量的考古成果，并加以印证，

以弥补史料之不足。

七、本志引文较多，编者对原文都一一进行查阅，尽量写

明出处。参考资料未注明出处又无从查找的，仅注书名或资科

来源．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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