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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古代道路交通也

有其悠久而光辉的史绩。秦修驰道，汉通西域，史垂千载:

隋代赵州桥，金代芦沟桥，知名海外 z 唐宋以来，择运站、

所遍及全匾，运输工具不断更新，行族商贾之繁盛，世所

称颂。这是我匮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为了缸跟自然和适

应政治、经济的需要，在开拓和发展道路交通方面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对我国古代她烂文化和物庚文晓作出了重

要贡献。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我国几千年古老的驿道运输发展为通行汽车的公路

交通，则是清末民初从国外输入汽车以后才开始的，至今

还不满百年的历史。

中华民国时期的公路交通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经济反映的一个侧臣。在中华民国的 38 年期间，为适

应当时的需要，公路交通有了一定发展，对促进物资交流

和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公路建设、养护

和运输管理等方面，还初步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但因连

年战争，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生产不振、汽车和油料几乎

全从雷外进口，致使公路交通的发震受到很大限棋，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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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总里程最多仅为 13 万公里。到 1949 年，因战争破坏

和失修失养，能通车的还不到 8 万公里，而且标准珉，路

况差，分布又极不平衡，多数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广

大内地和边疆省份的公路为数不多，汽车也很少，全国大

部分地区还要眩靠人力和畜力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农

业生产迅速发展，特别是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和

石油工业，使公路交通事业得以较快地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许多偏僻闭塞的山区，如今已"高路入云端'气不少

急流阻隔的江河，现己"天堂变通途飞到 1990 年，全国公

路通车里程达至U 102. 8 万公里，比 1949 年增长了 12 倍。

以首都北京为中心，连接全国各省会、工矿基地、主要港

口以及县乡和边防哨所，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经基本形

成。公路的技术等级和通行能力较前大有提高。高级和次

高级路面从解放前的 300 公里发展到现在的近 26 万公

里。以洗(阳)大(连〉线为代表的 500 多公里高速公路的

建成，标志着我国的公路交通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过去没有公路交通的西藏地区，现已初步建成以拉

萨为中，心，与邻省及友好邻邦相连接的公路网络，{吏内地

与西藏地区的物资交流以及外贸物资运输得以畅通。

1949 年以前，在长江和黄河上，除兰州有一座由外商承建

的黄河钢架桥外，没有一库中罔人自己修建的公路桥，车

辆竹人靠湾船维持专逗。现在，己有几十座大型公路桥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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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在长江和黄河之上，其中有些桥的设计理论、结构形式

和施工工艺，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全国汽车数量增长很

快， 1990 年的民用汽车保有量己达 550 多万辆，比 1949

年增长 100 倍;公路运输的客、货运量逐年大幅度增长，

大件运输和集装箱运输在近凡年发展也很迅速。与此同

时，还建立了具有梧当规模和水平的汽车维修工业，安全

设施等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公路交通，在发展城乡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租文化发展等方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自 1949 年至 1990 年的 41 年中，我国公路交通敢得

了巨大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是，曾有过垣暂

的失误，自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方面来，党中央总结了

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和措施，要求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着党中央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

行开放政策的实施，高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公路

交通不相适应的矛盾愈益突击。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公

路交通也更加重视和关心。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精

神，从我国公路交通的实际出发，加快公路交通现代生的

步伐，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成为从事公路交

通事业的各级领导和全体同志的历史使命，也是党和人

民寄予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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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惨史，史以资治。为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规

律，策励将来，由交通部和各省(市〉自治区交通厅(局〉组

织力量，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遵需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

今的原则，共同编撰出版一套《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希

望能给从事交通事业的同志们一些帮助，向他们提供可

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并使关心公路交通事业的同志们了

解我们事业的勇史进程，取得他们的支持，把我国的公路

交道事业办得更好。

支通部中国公路支通支编审委员会

1992 年 5 月 25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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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付梓;可世了，这是值得庆

幸的。这本史书是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的一个

组成部分，是按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的统

一部署，在云南省交通厅公路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领导

下，自运输史编写组与)f史志编委会办公室人员编撰，白

人民交通出版社出援的。其新限，上湖古代步释道，下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云南公路运输事业初创迄今已有 60 多年，但长期以

来肖无记载云南公路建设与运输事业的史籍，(<云南公路

史所时云南公路运输史》的相继出版，填补了云南省史学

领域自一个空白。这是前惹祖先，后启来者的开拓性事

业，是对为云南交适事业献出了辛劳，甚至奉献了生命的

先在者知的创业精神、梧牲精神的讴歌，是前人历史经验

的总结，是交通发展历史规律的探讨。

本书的编者多是长黯从事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老

交通"，及至晚年，壮心不己，为编史移志，奔走询访，埋头

伏案，默默奉献余热，精神实为可贵。本书从筹写到完稿，

历时 12 年，因易其稿，到出援时，特约审裔的老专家己年

逾八窍，而为软集整理资料耗费过心血的人畏中，有二住

事来竟而人井再 水书辜萎钵智雯的结晶.旱编修者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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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而得到的果实。

部编委等上级领导部门、厅及厅属各有关单位，省内

外友邻单位的领导、专家、历史知情人的关怀、指导和支

持，是本书得以编篡出援的重要保证条件。在此，我代表

云南省交通厅史志编委会谨致谢意。

编史 f要志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系统工程，是我国历史

悠久的优丧传统。当代的史志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 史志的成果是我 1fJ 深刻了解国

情、省靖乃至某种行业历史情况的窗口和门径。人们总结

古今史书志籍的社会功能，好结为"资治、教化、存史"六

个字，三小方面，这是旗为精辟的。

《云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以记述民 E 时期史事为主

要内容，上涉古代步释道运输。这不能说仅仅是"昨 5 天

气 i日亭台"历史功过，后人评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古近代的交通运输历史，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交通运

输工作的人们尤其不乏启迪意义。

云南古近代交通运输，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公路运

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抗战姓利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但是，民国时期云南公路运输，终于随着国民党

统治的覆灭雨衰退。

中华人民共和自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云

南公路运输得到了迅速走晨，取得了巨大成就《截止 1992

年珉，云南公路通车里程达 60054 公里，其中等级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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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7 公里〈二级议上公路 296 公里) ，分别为 1949 年底

实际通车呈程的 21. 7 告和 18. 7 倍。全省畏用汽车达

192269 辆，为 1949 年的 118 倍。行驶于云南境内的冒产

和留外进口汽车品种型号弃不新增方口。盟有、集体、个体

的运输业都在迅速发展。公路客、货运输量占全省社会客

货总运量的 85% 以上，公路运输成为我省省内运输的主

要方式。一个多种所有制、多层次、多渠道、覆盖全省的公

路运输坷，为云南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并将越来越有效地

起到积极前促进作层。当代的云南公路交通运输事业，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窍，正以雄健的步武向现代化迈进，

她期待着我幻史志工作者们写出更加光辉地烂的新篇

章 c

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
题传方

云南公路交通支志编委会主任委员

1993 年 11 月 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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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摄说明

一、《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部的统一领导下由各单位编撰的，由人民交通出援社

出版，公开发行。

二、这套丛书由全国公路交通史即《中国公路史》、

《中国公路运输史》和各省〈市〉、自治区公路交通史组成，

共约百余册。由于台湾省的史料尚未搜集，该省的公路交

通史暂缺。

三、这套丛书主要论述我 E 公路交通事业发生飞发展

和演变前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串于公路交通的发展与

古钱道路交通有其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故在丛

书中辟有一定的篇悟介绍古代道路交通。

臣、这套丛书的体裁以编年体为主，即以时为经，以

事为纬，篇章分期，节 E 分类。对于少数跨度太长商相应

的编年体时 ~R 难以包容的专题论述，单猿成章，歹才子编年

体之后。书末大多附有编年大事记。

五、《中国公路交通史》分公路和公路运输两大类编

写，各自成书并各涵第一册和第二册 p 各省〈市〉、自治区

公路交通史的成书带数不强求纯一.一费按公路布公路

运输两大类分开编费.冬以肯、遗传部分为第一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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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第二册 z 也可以商大部分合井，编成一、二商册 p 个

别地区的古代道路交通也可编写成单行本出版。

六、各册史书的第自结棉大体一致，但不尽相同，一

般有章、节、目或篇、章、节、昌等三四千档次。

七、史书中属于解释或说明性的注释采 j有 1年洼，当页

编码;属于征引性的标注采用通章统一编码，集中子章后

标注。

八、由于某些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地时有变化，

为避免取材重复和叙述雷同，在编撰地区性的公路交通

史时规定以现有前行政区划为准。为 7 使跨省路线互相

衔接，各省(市〉、自洁区在叙述本地 IR 公路路线时可介绍

到邻省的第一站(即送一程)。

九、本丛书除引文中必要时使用古繁体字外，均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66 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

的简化字 o

十、史书中所用科学技术术语，以有关单住审订的和

规范中使;有的为准，对于古代使层的一些专业术语，好保

留过去的习惯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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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3 月，云南省交通厅黯开始运织人员编写公路史。 8

月，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下林部编委〉部署各省

编史工作，要求公路与运输分开编写。遂自交通厅科技处与交通科

研所筹组云南公路运输史编写组。由原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刘伟分

管。至 1981 年 3 月，即开始运输史的编写工作。经过采访历史知

情人，到档案馆、理书馆及交通系统有关单位收集资料后，"采取了

边撰写，边复查资料，边打印校对，三项工作雨时交叉进有的办

法"至 1982 年 9 }寻 29 日，编写并打印出《民国时期云南公路运输

史草稿X以下篱称"草稿")含正文及大事记穰共约 16 万字。

题即援部编委、厅编委审查，送厅属各部n各单位及部分史学

专家缸求意见。前厅编史委会副主任委员黯厅长浦光宗，前副厅长

马逸飞、回畴，厅编委委员陈安润和继他之后主管过漠缰公路运输

的杨友梧等，对"草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后送人民交通出版社。社

方提出应补充古代部分、调整章节及其他修改意见。

1984 年起运输史编写组出挂靠交通科研所先后改为由厅机

关科技处、厅运输公司、厅办公室分管。编写人员频繁变动，其他编

写任务牵挂较多。"草稿押未修改送窜。 1987 年"草穰"作了一次修

改，其中拭目战争胜利后的史藕及大事记重新打印上报，并分发有

关部门在求意见。

1987 年末运输史组提议并报请厅垫子处批文确定编史办的

英恒蚊兼任《云离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主编，胡文义任副主编。1990

年初摆离开编史组后，副主编任务出曾宪杰承担，并聘季良为特约

审编。在部厅编委领导下 .-F 1991 年军 1992 年无后将《云南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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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史》第一册史福及大事记，作了两次惨改。补充了部分内容，订

王了一些错说，对前后矛盾处作了考证辨析.章节结梅作了较大调

整，语言表述上进行了加工。 1993 年初，将公路运输史稿开窍，报

部编委和人民交通出版社及厅编委会主任委员副厅长周传方审

阅。

是年 3 月，部编委主比复意见，认为 z

《云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近代部分〉送审稿，经编辑人员广

泛搜集资科，精心编撰，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云南省员国时期公

路运输的特点。该稿史料丰富，分期合理，编写罢!芋清楚，文字简

练，是一部比较好的史搞。，人民交通出极社肯定送审稿篇目设置合

辈。骨架清菇，史实准确，地方特色强，是部不可多得的地方公路运

输史福。

部编委和交通出版社均对史稿的进一步修改补充，提出了一

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1993 年 3 月至 8 月，({云南古代道路运输》的初稿编写完竣，

随即进行了锤改。

9 月 20 S 至 28 日，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米增福，责任编辑

张森专程赴昆，详细传达对云南公路运输史送审稿的修改意见 z 同

时，当面审查吉代道路运宇宙史稿，提出修改意见。

提据部编委和出版社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又对公路运输史送

审稿及古代道路运输史手写稿作了修改补充。最后，经人民交通出

极社终审出版。

本书编篡人员分工情况 z

"草稿"古代部分缺;~国元年到拭 B 战争时期 0912-1945

年〉及公路运输大事记，自郑乐英执笔 p抗 5 战争胜和j后到中华人

民共和雷成立前0945-1949 年) ，由胡文义执笔。代中青、张安作

了初审。 1987 年近代公路史稿仍由原执笔人分头负责修改，大事

记自胡文义掺改。

1991 年至 ]993 年送审搞J云南古代道路运辘》由黄恒蚊执

笔 f公路运输部分由季丧作修改 p黄恒蚊、曾宪杰除分别补写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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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时期在营汽车及监理等节目相对民国时期驿运作订正补充好，

又对全稿作了检审和修改。

为了解决历史材料上的可疑之点，补充可靠史料，曾就有关问

题走访或投书历史当事人。有的则当即西答，有的提供线索，难能

可贵的是浦光宗、李家修，就云南运输公司、"人企"运输公司写来

了书面材料 z监理部分的节、吕中引用了邹黯雏《云离公路交通监

理史》中的部分资料 F李温平、戴美政、邹文琼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照

片，另有三张照片转载于《抗战时期西甫的交通》→书 o

在云南公路运输史编写组先后担任组长的有代中青、肖文全、

郑乐英、张安、胡文义、曾宪杰。

先后参加收集、整理云南民国砖期运输史资料的有医豆盟、

医歪歪、杨兆林、张安、刘汝璧、苏敏、邵先屑、黄士理等。至 1师
年前后计收集档案、报刊文献资料 2000 万余字。出赵汉核、黄士

马是、胡文义等先后整理汇编，最后由胡文义负责完或《民国时期云

南公路运输史资料汇编X油印本〉共 3 婿，约 60 万字。后期惨改时

收集的资料未统计在内。

曾经先后在云南公路运输史编写组工作过的还有许渭龙、马

嵌端、黄飞燕、李宗余、曾麟书。

云南省交通厅第二届编史委会期间副厅长张世德曾鱼责分管

编史工作，张正忠同志兼编委办公室主任，黄f亘蚊同志兼盲目主任。

本书编写中得茹交通部《中堕公路交通史》缉委会、人民交通

出版社、相关省、市、自治区交遥运输部门、云南省与昆明市档案部

门、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市图书馆、云南省社科院、云南省地方志编

委办公室、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琵族学院等院校图书塘

和历史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省建辑错等单位、以及我厅和厅属

各单位的领导、职工、修志同仁的关心支持和热情帮黯，谨一并致

以谢意1

云南省支道厅公路交通史志编委会

199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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