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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攫要

本书是《甘肃公路交通史忘》丛~之一，比较系统=全雨地研究了张掖地区古代道路

交通积近、现代公路交通约发展历史，阙述了道路交通特别是公路交通在发展地区经济、

文化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全书溶地方性、科学位毛专业性、趣味性为-体，史料翔实，

内容丰富，可供本地区、全省以及全国有关省、窍治区广大公路交通从业人员和史学工作

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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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甘肃地处祖国中，心、西北蔑地，道路交通的发展有

着悠久丽光辉的历史。据我国古籍记载，伏毒草生于成纪

而东展于中原，黄帝出于寿丘而问道于蛙锅，瓶颈西至

流沙，尧鼓三茵于三危，大高导祠于积石?这些传说生

动地说明，远古时期的甘肃就与中原有密切的交通来

往。周秦时期，不窟西奔，公芳:东返，穆王西裤，西戎

东迂，及至秦始皇帝，开驰道、修长城、亲巡珑西，甘

肃交通大开，与中原连成一卉。西汉之时，张毒击便，
因都开设，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丝绸之路得以场通，中

西经济文化交流得到长足发展。此后历经隋唐盛世至

于宋元萌清，甘肃驿道交通四通八达，成为大西北交通

必经之道F 隋炀西征于河西，玄芙取经于天堂，文成和

亲于西藏，马可东行于中原，皆取道甘肃。及至晚清，

左公整道植树，驿运昌盛。甘肃道路交通己成为沟通中

国与外国，联结中原与边疆的枢纽z 成为发展国内经

济、挺进各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大动脉。

民国妇期，国家规划交通，均以兰井i为中心，经线

纬线，遍及全国，虽未实现，但对甘肃公路交通的发展，

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30 年代，国人倡导，开发大西

北，性以工代赈"，苔修西安至兰州公路，并于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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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通车，沟通了陕甘两省及甘肃通往内地之现代交

通。 1937 年抗战军兴，西北公路运输顿为国内运输之主

线，国际运擒之重衡。是时，政府对西北公路运输的建

设和发展较为重视，兰州已成为西北的运输枢纽。西

兰、甘新公路已成为西北运输要道，华双公路又是连接

西北和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西南地区的主要通道。挨

后，甘)11 、兰宁、甘青及河西三支线公路等相继惨筑，汽

车数量也迅速增加。公路运输在发震甘肃经济、支援抗

战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抗战胜利后，公路运输

的重点，随着政治、经济的东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甘

肃公路交通发展变慢，汽车运输车辆有所减少。到 1949

年解放时，甘肃共修建公路 34 条，计长 5161.1 公里，

在册汽车 1866 辆。由于大多数公路系原大车道局部改

善雨成，标准太低，如之长期失修失养和战争的破坏，

路况极差，可以勉强通车的只有 19 条， ìt 3279.8 公
里。汽车因全系进口，车型杂，加上配件、汽油奇缺，保

修能力不是，管理不善等原因，能正常运行的寥寥无

凡。广大的农材、山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交通

十分不便。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对公路交通

建设和发展都十分重视。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安排一

定的投资，贯彻民工建勤、民办公助的方针，多次动员

群众掀起筑路和大办运输的离潮。在优先修建和改造

提高干线公路的同时，依靠地方，依靠群众，大修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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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帮助厂矿企业修建专用公路。贯彻全民大5年运输

的方针，交通部门和各行各业办运输并举，发展公路运

输，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经过元十年不断的

艰苦努力，到 1985 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32870

公里，为新中国建立初期遥车里程的 10 倍，公路上缺

桥少远的情况已得到彻底的改变，挤涵基本实现永久

化，高级、次高级路面三达到 9160-公里，占逼车里程

的 27.85%。干线公路可通全国各地，以兰州为起点，

向东可通过西兰、宜兰公路通往八百里秦JII和中原、华

北及长江中下游;向东北可通过兰包公路达到宁夏平

原和内蒙古牧区以至京津地区;向南可通过甘川、兰

郎公路达四JJI盆地和云贵高原:向西南可通过甘青、

红当公路达青藏高原;向西北可循古丝路两行穿越河

西走廊的甘新公路，进入新疆腹地。在全省 1519 个乡

中，已有 1511 个通了汽车， 1090 个通了班车。许多偏

僻闭塞的山区，如今"高路入云端"不少漏流阻隔的

江河，己"天窒变通途"，初步建成了以兰州为中心，

干支相连，城乡相通，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到 1985 年，全省民用汽车已达到 65951 辆，为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 35 倍多。全省已建成一个多层次、多

渠道、多成份的公路运输体系。各地、县均没有国营运

输公司或汽车队，各大厂矿企业都有一定的运输力量，

还有个体运输户汽车 5000 多辆，以补国营运输之不

足。另外，乡镇农村还有 10 多万辆大小拖拉机参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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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季节性的运输。大多数车辆得到更薪，技术状况基

本良好，保锋网点遍布全省，运力基本上可以适渲各方

面的需要，客运车辆猛增，且正朝着舒适性方向发展。

自 1949 年至 1985 年的 36 年中，甘肃的公路交通

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

验，在规娃、组织、管理等方雷时有失误，致使公路交

通事业在前进中经历了一些曲折。特别是在公路的质

量标准和运输的管理、布局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公

路交通仍然是我省国员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总结

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撞，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

政策和捂施。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这些政策和措施，结

合甘肃公路交通的实际，努力工作，把公路交通事业办

得更好。

为了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摸索规律，策励未来，

由省交通厅和各地、州、甫组织 100 多人的史志编撰队

伍，搜集 13000 多万字的史料，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为指导，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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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吉详今的原则，共同编撰出版

一套《苦肃公路交通史志》丛书，以供从事公路交通事

业的职工参考、借鉴。这套丛书己陆续出版，献给读者，

请同志们大力支持，并提供宝贵的意见。

甘肃省交通史志年鉴编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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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摸地区公路交通史》在交通运输部口的大力支持下，经

过编写人员 6 年的最辛努力，现已正式出股发行与广大读者晃百

了。

这部史书比较系统、全 E地研究和!哥述了我区古代道路交通

和运、现代公路交通的发展历史。它的出援和发苟，是我亘公路

交通系统和史学界、科技界的一件大事，是撞得庆贺的。它对张

接地区工业、在生、交通运辑和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 p 都是大

有祷益的。

张摸地区位于河西走感中部，东过武威逼兰划，西经理袅达

新疆，南经扇都口越祁连山到青海，北越戈壁到包头，是处在东

西南北十字路口上的交通枢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p 我们的袒

先就生息、繁前在这块土地上p 不仅创造了光辉地烂的历史文化，

而旦开拓支展了道路交通。不论是汉、唐时期东西通裔的丝绸之

路，元、明、清时代繁仕的驿站大道，还是近代修建的甘新公路、

张青公路，都是从这里通过的。道路交通的发展，为开发河西和

发展、繁荣张撞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o

张接古时属雍州，历史悠久p 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历史

上战争频繁，造成了多次民族的大迁捷。这虽然为道路交通的开

拓杂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但给各族人武带来了灾难和国苦。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盟成立后，人民安居乐业，公路支遥同其他事业

一样y 获得了新生，走上了为国民经济建设报务的正确轨道。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I喧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全区

;王品经济蓬勃发摸，促进了公路交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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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路职工和全区人民的共国努力，截至 1985 年底，全区有干线

公路 18 条，全长 836.9 公里;有县乡公路 68 条，全长 1311.9 公

里，实现了县县有油路，乡乡遥公路。公路运输出现了货辑其流、

人便于行的崭新局茧，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提供了可靠前

保障。

为了图顾既往，策黠未来，上肆先人，下是后代，地区公路

交通史编写人员以求实探索、开挥官t 新的精神，产行千里路，翻万

卷书"，从浩如姐海的历史书籍、文献挡案中搜集整理，精心铸造

了大量珍贵资料，经过去程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终于完成了

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张摸地区公路交通史》一书的编写任务e

可以相信，这部溶地方性、科学性、专业娃、飞趣味性为一体的交

通史书，必将起到"资治、捍史、教化"的作期 c

周明辉

1990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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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摸地E公路交通史》经编写组诸南志勤奋笔耕数年后，

终于杀青付印。这是张接交通事生和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特

向参与这项工作的所有同志表示敬意和祝贺。

甘肃人经常说"金张攘，银武威"。这句俗语实际是对整个

河西走爵的称赞，当然也是对张接地区的称赞。这种称赞是反跌

了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的。

河西走廊在中臣的历史发展中有过重要的地位和作痛。尤其

从交逢的角度来看，它对海逼中原与西部边疆、中国与否方诸吕

-之 i耳的交往是替梁，对加强汉族与西北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

系和团结是纽带，对乳固西部边疆、加强国防建设是基地。 i可否

对甘肃的历史来说，那就更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甘肃的门户、

稳仓和畜牧地，是甘肃政治、文化的中心，就连甘贵的省名，也

是由甘判〈分1 j台今张接县境内。甘判设于西魏，以甘名刻，到无

朝，设廿州路p 甘1+1始成为地名)和肃判〈州治今酒枭县境内。

肃判设于睛朝，以肃名州，元朝设肃分|路，肃1+1始成为地名)这

两个河西地名组合市成的。今天，时代和条件虽然与古代都有根

本性的变化，但河西在甘肃挂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突

出的，它是甘肃的枝、棉基地，是甘肃，也是我雷生产稀有金属

的基地，是甘肃的锅铁工韭基地， ..是甘肃人引以吉豪的我国最罕

的就天基地，是甘肃最具吸引为的嚣际文化族潜胜地，是联结我

国半壁河白的陇海、兰新大动踪的咽喉要道，并即将成为联结第

二亚欧大陆桥国际大动殊的唱喉要道。河西走廊以其重要的地理

:位置、丰富的物产资摞和天然孔道的作用，在甘肃乃至中国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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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有重要的一璋之地。

在长达 1000 公里的河西走蔚上，从交通的意度看， ~去接是十

字路口，是南通青藏、北连蒙古高厚的最主要的交通要道。正自

为如此，隋炀帝曾命襄矩在张被主持丝路贸易。路帝还亲至张接

会克西域"二十七国"吕王、使亘。可见，张握在丝路极盛时黯

的睛、唐，是坷西地区的中心，是河西的首埠。著名的意大利族

行家马可·摸罗，于 13 世纪随其父、茬由欧洲进入中豆，由新疆

来到甘肃后，在张接富居达一年之久，然后由张接北上进入蒙古。

这些历史记载都显示了张掖在河西交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窍。本

书的作者们对张掖在河西交通中的上述作题和地位，作了概括 ïfii

全茧的介绍和勾击，为我们了解张接古代交通提供了系统西完整

的知识。

这部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侣，为了探讨张掖古

代道路交通的路线，还曾组织人力，对许多灌没了的古道路进行了

实地考察，搞清了许多只靠书本新无法搞清的问题，提供了许多没

有文字记载的情革，这种治学态度也是擅得提f昌和称道的。

总之，在古代甘肃的交通发展中，张攘的作用和地位都是十

分重要的。对关也甘肃公路交通发展的人来说，能看到反映张掖

地在公路交通发展的专著，无疑是一件大事和快事。我希望这部

书前世后，能对我们认识张撞，甚至认识整个河西地区交通事生

的兴衰、变化起到作用，对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与地区经济、文

化事韭发展的关系，弯更具体、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促使和

提醒人1fl 给予公路交造事业以更多的注意和关心，推动我省交通

事业更快、更大的发展。

杨建新

1990 年 10 月

<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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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撞地草公路交通史》是根据交通部中 E公路交通史编审

委员会的部署，在甘肃省公路交通史志年鉴编写委员会领导下，

由张接地区有政公署交通处负责，张捷地区公路交通史志编写委

员会组织编写的，是《甘肃公路交通史志》丛书之一。

1984 年 3 月，张摸地在公路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成立，下设

办公室，由行署交通处、张接汽车运输公司 J 张被公路总段、张

接交通监理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自当年 3 月开始搜集资料起，

到 1986 年底，先后从有关文书档案、书籍中，查找蘸摆了大量茄

史资耗，抄录整理了约 600 万字的资料。与此同时，又渭查走访

了长期在张掖公路交通部门工作过的"老交通气并实地考察了全

亘公路交通现状、交通路线和古近代道路交通遗迹c 在此基础上，

从 1987 年元月至 10 月进仔资料的考证研究及史书体载体偶和篇

巨的制定工作。经过分精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劳选汇总，

接史书第目编寨了约 114 万字的《资料汇编))，经全省公路交遥史

志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从 1988 年 6 月开始撰写史稿， 1989 年 10

月缓成韧穗，经审核修琢，于 1990 年 5 窍完成《张接地E公路交

通史》送审稿。 1990 年 7 月初召开审稿会议，省交通厅和各地运

以及有关高等提校的专家、学者和长期从事公路交通建设的老同

志等 70 余人，对史穰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觅。经再次停改，现正

式定稿。

《张接地区公路交通史》分"中华人民共和蜀成立前张接地

茧的道路交通"、"中华人民共和医成立后张捷地区的公路事业"

和"中华人民共和 E成立后张撞地Z的公路运赣韭" 3 篇，共 12



2 张掖地区公路交通史

章 75 节 i 书后由于有附录。本书采期"以时为经、~:，(事为纬、篇章

分期、节目分类"的编年章节体辅以纪事本末体编写高成。

全书的史料，也张中式、杨鸿昌、靡万有、单穆志、王志福、

刘高年、杨霞等搜集整理，由张中式、杨鸿昌、张思孟、杨霞完

成《资料汇编》。送审稿和最后的审定穗，自董永和、杨鸿昌、钱

卫东、张思孟分工孰笔，关维寿校核，董永和最后统稽。

本书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全区公路交通系统的大

力支持。甘肃省历史文献部、兰;州大学历史系、《西北史地》编辑

部、西安公路学院、宁夏和青海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张接师莲专

科学校以及理来、武威、张掖三地区交逼史编委会、 E书馆、档

.案馆，张被报社，张掖地区各县的交通局、县志办、档案培，都

给予了热情帮助。特荆是在史稿的审改过程、中，省内一些专家、
学者和交通战线的老司志、工程拉术人员，如陈琦、伊菌清、杨

建新、常一等，或从学术上给予指导p 或提供资料，或匡正史实，

使本书受益不少。在史穰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封德华、朱长患，

张娥玲、李树德、于晶美的大力棒助，在此一并表示该挚的谢钝!

《张摸地区公路交通史》的编写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写

人员历史知识和专业知识有鼓，疏漏和地误之处在所难免，思请

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斧正。

张疆地运行政公暑交通处

1990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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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d 锣自

一 《张捷地区公路交通史》上眼为公无前 21 世纪，下眼为

1985 年底 η 为了叙述公路交通的全过程，部分由容有上湖和下廷

的情元。

二 全书采用篇、章、节、目的编写形式，共分 3 篇 12 章 75

节 149 目，书后附有一个精录。

三 jt务技术术语、名词，均以交通部旗发的公路运输、公

路工程、桥梁工程、公路养护、财务会计等制度和统计指标的规

定为准，未规定的从习惯称谓。

西 所使用的数字和计量单位，均以公路交通系统和省、地

统计部门的数字和称谓为准。

五 书中的币制面额，均以 1955 年币制改革后的菌额为准，

1955 年以前的币制匾额未新算的加注释。

六 书中记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汽车和民间运输业所完成的

运量、周转量，均指由交通部门已组织的运输工具所完成的部分。

准。

七 书中所有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人 注释采用集中章后征 ~I 和页下注释的方式。

九 书中记述张摸地运行政区划，均以 1985 年底行政区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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