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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右玉县人民政府县长姚焕斗

· 右玉县自古为我国北方要塞，是个历史悠久的古拔.就交通而

言，这里也有其悠久而光辉 的史绩 z 秦修驰道，直通塞夕r " 汉置雁

门，郡治所在;唐宋以来，军行马驰 ， 战火石在如亏，史书可见;元明

时代，传擞运粮，民族往来，更显其要。清之一统，右玉曾为朔平

府治，行旅之多，商贾之盛，为世所称句。且有作i 驾龙行，驻 lj~与过

位，皆书志中。这些都是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 为 了征服 自 然 ，

适应政治、经济的需要，在开拓和反展交通方面所取仔的辉注成

就。

到了只因年间 ， 随二豆-4: 豆 豆 12 4与 友底 ，斗斗: 如支， 无包纹 的开 迟 .

右 玉渐渐失去了 塞 内外交通要 ZZ 的北仨 ， 兰为 4fJ 供二三 。 但去 ， 右

玉人民并没有为此而气馁， 为 此瓦先\丧 ，而是号:不屈 不挠的气板 ，

顽强奋发的精神 ， 生活在这旦。 抗 日 战 寺 和解放战争中 ， 右玉人 i ' ~ 

以交通不便变为战斗之便 ， 在广阔的止区说击战中， 打击了敌人 均

疯狂气焰 ， 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生 æ JJi利 。

新中 国建立以后，右玉人 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为 7 发 /民 iL

区生j二气改变交通落后的闭塞状态 ， 以主人翁的兰- 态 ， 无私奉献的

胸有 ， 克服了种种困难， 整修 了 半- 条运 JJit oE 十年来， 右三人 民边

修路，边改造， 这三;二 护 ， 从而使道路畅通，桥涵永击 。现在， 山 和

线纵贯南北 ， 大清线 才是穿 东 W i 头乡公路交错纵拔， 连 乡， 过村。 从

而结束了这里"行路如同土天难"的历史 ， 为山 区 的经济发展创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了条件，也为交通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随着道路的畅通，经济胁繁荣，右玉的交通运输工具也随着时

代的推移，在日益增长和改变着。现在，延续使用几千年的牛拉

"旱板车"已不存在，.就是建犀初期右-25赞为"羌道-的交通工其"胶

轮车"也在逐渐被历史所淘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看玉的孔车数量增长很快， 1 '9 8 8 年的汽车拥有量为 509

梢，是六1千年代末的 50. 9 倍;七千年代末的 5. 2 倍。与此同

时，还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汽车运输公司、车队以及汽车

维修企业 。 汽车运输事业的发展，为发展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

活、巩固国防以反促迸与外地经济、 、 文化的联系，起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近几年来. ， 党 中共领导同志对加快公路交通 的发展， 作了许

多 重要指示 。 如何贯彻落实党 中央指示精神 ， )J.我县公路交通的实

际，按照建设快、 质量咛、 效益高的要求，加快公路交通现代化的

步伐，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已成为全县人民的历史使命， 也

是党和人民寄 于从事交通建设工作的干部、职工的殷切希望。

盛世侈志，志以资治.为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策

励将来，右玉县交通局组织力量，收集资料，核对数字，征询意

见，并邀请对编志比较熟悉的同志，整理资料，编撰成志.

《右玉县交通志万 ，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遵循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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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右王的交通状况。所以， 我们认为这是

一件大好事 ， 它将向人们提供可 以借鉴的历义经验 ， 使全县人 民了

解右玉交通运输事业的历史进程，从而促使我们把亨通运输事业重

视起来 ， 办停吏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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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右圭县交通志》的编按，既是上级的指示，也是我县交通系

统所有同志的多年凤愿。为宁究成这一工作，我们交通局曾三次组

织力量，抽调人员安排揍写。 ' 19 8 1 年，我局判;王明志曾写出

斗·些有关赘料;但未能蝙章论节，特以成书。去年，我们又专内邀

请有编志经验的李散彦同志为主编，经过一年多的搜集、整理、 4赛

笃，方使《右玉县交通志》得以和广大读者见亩。

《右玉县交通志》约计十多万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我县'古

代、近代、现代的交通运输状况，同时还通过图表对比，反映了我

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与变化，为编写县志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在《老主县交通志》的编写过程中，交通部门的广夫同志都做

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霍鹏魁、陈彦文等老同志，不钗亲自参加衬

论，而且积极提供资料:还有那王、郝振中、牛建山、主有儒、时

孝勤、马飞等同志，也主动提供资料，帮助搜集，才使本书得以迅

速完成.为此:我代表交通局向对编志给予夫为支持的桐志们致以

亲切的感谢1

《右玉县交通志》虽已完成，但由于我们以前，对着关资料保存

不全，致使许多地方残缺不全，不能尽如人意.因此，希望广犬读

者批评指正，提供删改资料，以便再版更正。

右玉县交通局局长 杨万林

、、



凡 ‘ 例.

一、《右玉县交通志》以详今略古、记载有据、事实无虚为准

则，力求具有系统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二、本志编写方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竖写，分幸有

节.同时，分古代(清代以前)、近代(清末至新中国建立前)、

现代(新中国建立后)三个时间界限，进行分段记述.

三、本志记述断限:上限以其发生年代为准，下限一律至一九

八八年。

四、本志所记人、事，均以记述为主，不加评论.对于人物称

谓，一概直书其名。

五、本志表中所列项目，均经核实;凡不实处，表中以白格空

出.，.贝备补正。

六、本志所记传说、轶闻，均用简单记述之法，部分亦有传闻

不广，鲜为人知者-

e 七、本志附录之古文， 皆已校点;正文记述以句话体例撰写.

八、本志人物传记，只记已逝名人，在世者均不作传.

九、碑文缺字以0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脱述

右玉县位于山西省的西北边。据清代所撰之《朔平府志》记

载"县境东至云阳堡六十里交左云界南至鹿角湾铺九十里交平

鲁县界，西至云石堡五十里交平鲁县界，北至杀虎口二十里交口外

界，广一百一十里，轮一百卡里。 "儿经疆域变化之后，~在县

的北和西北以长城为界与内蒙 古自治 区 的凉城县、 和林格尔县毗

连，西南与平鲁县相邻，南与山阴县接壤，东与左云县相接。地理

座标介于东径 1 1 2 0 0 6 '3 3 "-,- 1 1 2 0 3 8 ' 3 5 " 

北纬 39
0

41'18"一-40 ， 0 17 '54 / 之间， 南 北长

6 7. 7 公旦，东西宽 4 5. 飞 公里， 总土地面积为 1 9 6 4 平方

公里 。

右玉属黄土丘陵缓坡风沙 区。 境内，四·用环山，主要有东团

山、马头山、卧羊山、牛心山、大南 山、 碑堪 山、 泪 儿山、 鹰 王山

等; 帚. 高 峰江家 山， 海拔 1 9 6 9. :5 米。 中 都是黄 土丘陵沟主:及

丘陵缓坡区 ， 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全县 ， 沿河有狭长的平川北 J串 ，

形成梁家油 坊、威远、 右王三个小盆地， 整个杜形向高北低 ， 平均

海拔 1 400 米， 最低处杀虎 口 栅子外 ， 海拔 1 2 30 米 。

右玉地处塞北边隆， 境 内山丘林立，道路崎岖，既无铁路，又

无航道，因而交通十分不便，人称"偏价 山 区 小县" 。

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右玉曾是南北往来的通 L 大道 。

既是民族战争的出兵要路，又是经济贸易的必经之地。据有关资料

记载 :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砍林坝、 技奴 ， 而 :置云中



( 今 内蒙托克托一带 )、 雁门 ( 右玉城关 )、 代郡 ( 今河北蔚县一

带 ) 0 << 史记 · 赵世家 》 中 记述"北地方从， 代道大通" 。 秦

时 ， 秦始 皇第六次出巡， 视察了北边六郡 ， 包括雁 门 、 代郡。 两年

以后 ， 始皇死于第七次 出巡 途中。 次子胡亥 ， 为 争夺皇位 ， 与赵

高、 李斯合谋，拉着始皇 的 尸体， 从沙丘 平台出发， 经太原、雁

门、 九原郡而返咸 阳。汉 时，高祖刘邦北征匈奴 ， 入雁门郡适逢寒

流，士卒 冻掉手指者十之二 、 三 。 在两汉 时期 ， 雁门郡 〔 今右玉城

关为郡治)已是南北往来 的重要通道。 其时 ， 从西安或洛阳 出 发 ，

经过太原北土， 过勾注怪 ， 抵阴馆城 ; 再经马 邑 ， 穿越武州 塞 ( 今

左云 ) ， 过 中 i凌 ( 今右 玉县威远古城) ，善无(今右玉城 ) ， 盛乐

( 今内袁和林洛尔 ) ， 直达龙庭 (今呼和浩特一带 ) 。这条北方犬

路， 先是历义上看名的"通运 中路"。汉元帝时，后宫待 ;召 王昭君

奉命出主扣亲 ， 就是从此路直达匈奴境 内。 ;又 武帝时 ， 蔡文姬归 汉

途中 ， 曾饱尝 了 雁门 古道的 尘 土云 月， 故 r!0 吟成胡 怜; 十八 拍。

在古代 ， 右玉不仅是中原通往西北边驼的重要通道 ， 而且是 当

时民族礼争 的重要战场和厅兵要峰。据考证， 历 史上发生在这旦 的

战争和出兵北汪不下数千次。据《 史记 · 李将军列传》记载 "后

汉以马 邑 jj成诱单 于 ， 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挽骑将军试属护 军

将军。 是时单于觉之，去 j 汉军 皆元功。 其后四岁， 广 以 卫尉为将

军， 出 jíl在 门击匈奴。"唐时 ， 回绝军入寇云朔 ， 唐振武节 度使 刘河

奋力抗击。 与专 二年，刘浮出云如I ( 大 同 ) ， 走马邑 ， 以奇兵突击之

势 ， 闯入敌军营垒，给予惨重杀伤。 乌介特勒率众仓惶 出 逃 ， 至杀

虎 口一带被刘污 、 石雄固 牙 ， 降其众数 万， fk获 六量辍重武器。 明

时沾沾 二十六年 ， 午在斗旦头领 俺答 曾 大举南 下 ， 经杀虎 口 而入， 包

围 右 玉城 ， 历时六个 月， 你未攻破。这是明代有名 i句"右 玉城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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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刀 。清时，康熙二十五年，曾有噶尔丹之乱。康熙皇帝曾亲统大

等F 出杀虎口，登天山，过瀚海，直达昭莫多地区，重创敌军。

上述记载，对于右玉古代之战略交通可略见一斑。此外，在

《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z 右玉"孤恙西北，向来寇骑突犯，辄当

其冲。 n 杀虎口"堡逼近寇巢，兔毛河直通塞外， . )!1原平衍，便于

长驱，往往由此入犯."在《绥远城防志》的注释中，对杀虎口亦

有记述((杀虎口:地名。在凉城县东南右玉县西北，亦称‘百

口' 。 古名 6 参 合口!。 乱峰重迭，峡路险恶，国古倚为要塞。

明朝嘉靖年间 在长城附近筑杀虎堡，就涧整以启门户， 遂为蒙汉

出入之孔道 ， 陕 、 晋 、 绥等省商货流通，亦多以此为才交道，输入皮

毛称 ‘ 西 口 货，. 甚著名。 n

在历史上，右玉不仅是行兵要路，而且也是北蕃朝贡 ， 南北 经

济往来的重要通道。 据《朔平府志》记载 ((朔平 当边塞之冲，北

蕃朝贡取道于此者居多。" 在呼和浩特长期保存的"俺答汗贡马表

图卷n 中，有"荷蒙大明 隆庆仁圣皇帝封匡王位，准臣每年春 月，

率各子侄孙另部落进贡一次，该马五百匹·河套臣兄吉囊子孙进贡

一次 ， 该马二百匹。 容令夷众，于各镇随便互市 。 "这里所说之"互

市n ，当时有贡市、马市、民市、月市、小市等几种形式。 文中所谈

"各镇P\ 是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六镇。到万

历八年，沿长城一线设市场多处，其中 较大者就有杀虎口 。这一事

实，在《卢象升疏牍》中就可找到证明((谨照杀虎口马市，虽在

云镇，而京边马匹，自当通融市买，以求拉伐之需……近日传府山

西、 葫辽、山海、通昌等处，无不委官赴买，差使鳞集辐揍。" 通

过这些记载，当时南北贸易之繁荣 ， 足可思而见之。 到了清代雍正

三年，右玉设朔平府，为附郭首县，其经济贸易之繁荣，处于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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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朔平府志》在序言中记述{(长执内外， 蒙古诸蕃，部落

数百，种分四十九旗，臣其酋长，而抚某民人，其通贡往来，必道

于边关。而杀 虎口万直北之要冲也， 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

五原，自 古称为险塞。"其 时 ， 商旅云集， 行人不断 ， 南北贸易均'

由此口经过。故清代杀虎口的关税收入有 " 目进斗金斗银"之说。

在民间，经右玉而直达归绥，万至远行外蒙古乌兰巴托经商的 ，

也是大有人在。其中，在内蒙颇具盛名的 "大盛魁"就是山西太

谷人和右玉杀虎口人联合经营 的。他们最初以杀虎 口为基地 ， 向西

北推销内地产品 。 后来，才以归绥为中心，成为旅蒙的山西商人。

当时，外出经商多以驼运为主，因而右玉驼运队甚多。特别是右玉

回 民 中，多数以此为业。除此而外，蒙族人民到五台 山 朝佛，都是经

此而来，过此而归。

从古代到清末，右玉一直是南北民族往来 ， 经济贸易 的交通

要冲，枢纽地带 ， 为民族团结 、 民族互助 、 民族融洽起过巨大的推

动作用 。 同时 ， 也在古代交通史上留 下了非哗的一页。

1 9 05 年至 192 2 年京 包铁路分段修通以后，这条曾 经沟

通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 ， 从此失去 了 他的价值和地位，随着商旅减

少，行人渐稀，右玉遂成交通不便的偏僻之乡 。民 国中叶， 民国政

府曾拟修筑 u朔右公路"以改变其落后状况。据《中 国实业志》

记载 ， 朔右公路为广保北横干线的支线，共长 26 0 华里 。 但这一

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也未见实现。 因而这一 时期内 ， 右玉通往外地

的交通线路，只有马车道、人行道。 北上、可出杀虎口，经闻之色

变的"石匣沟"而抵凉城、归绥;南下，可出云阳堡，过左云，登

高越岭 ， 而至云 岗 、大同 。

1 937 年日军侵 占右玉后， 鉴于侵略、掠夺和镇压中国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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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活动的需要，曾在曾子坊、上堡、离家堡、杀虎口、云石、·威

远、破虎堡等处设立关卡，时称"卡子"。并且还以右玉械、左云

拔为中心，分别向各处关卡修筑了简易公路，有些地段还铺以砂

石。从而，勉强开通了可行汽车的公路，其总长度约为 123 公

里。

日本投降以后，这些简易公路因年久失修，路面狭窄(只有 4

米左右) ，失去了它的原有价值，实际变成了牛车路、马车路。

只有通往左云、呼市的简易公路，在解放战争牛，曾有军用车辆勉

强行走，其余均无汽车通过。其时，境内大车路基本囚逅/\达，纵横

交错，沟通了县内大部分城镇和农村的交通。在对外交通方面，有

远行归绥、大同的胶轮车，常年往来其间。其余铁木轮车，大都在

县境内行走，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据统计，当时的铁木轮车、牛

车、胶轮车约为 530 多辆。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注重交通道路的修建。据现存档案资

料记载. 1 9 5 0 年至 1 95 1 年，主要以临时'修补为 主 1 952 

年开妙修建了由杀虎口到山阴墩祥五沟，右玉拔牙!1 左 云 ， 梁家油

坊到陆家堡的车路，全长 260 公里， 其中还修建小型木桥 1 0 

座，大桥 l 座( 1 952 年右玉县委总结报告 )0 1954 年，首

先在右玉城南建筑 1 5 一-4 m的木桥一座，整修了右玉一一大同 的

公路。 1 955 年，右玉一一大同正式通车，由雁北运输公司承担

了往来的客运任务。 .其时，道路不平，行路艰难，每天只有一辆客

车过往。以后，逐年架桥、修路，修通 了 右玉一一左云"/在 玉一一

平鲁，右玉一一山 阳，右玉一一和林 、 呼市 的主 要干线公路。 Ej 目

前为 止 ，全县境内共有干线公路 1 1 B . 4 ? 公里 ， 其 牛 括: 路 i fj 

公旦;县乡公路 130. 368 公旦， 其 中 养护线路 8 1 公 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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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路上，建筑干线桥梁 2 3 座/8 9 7. 8 .6 米，县乡桥梁

1 6 座/ 66 2. 8 5 米 。

1 96 1 年 以前，右玉县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就是胶轮车。据统

计，当时全县有坟轮车 8 5 辆，铁木轮大车 98 0 辆。 从 196 1 

年开始，县交 通局才 备.有汽车 4 辆， 到 1 9 6 9 年增加为 1 0 辆 ;

而胶轮车则 增加为 6 8 8 辆 ， 铁木轮犬车减为 2 4 1 辆。现在 ， 全

县共有各种汽车 509 辆，其护: 夫 ;二 车 2 1 辆 ( 专 业运输公司

1 2 捕，国 宣单位 1 祠，私人 8 辆 )、大货车 3 9 4 :情 ( 专业运输

公司 6 3 辆，国言:是体单位 203 辆，私人 123 辆) ， 小车 8 6 

辆 ( 队 人 3% 卜特神车 8 辆 3 同 时，还有各种拖拉 ïj;íL 909 辆 ，

胶轮马车 2 之 5 涡。

本县 的讥功车辆，担负了全县大部分客货运输任务。 1 9 69 

年， 全县 共完成员'运量 O. 7 7 9 4 万吨， 货运用转量ι) . 7f ;~ .:.:， 万

吨公里 o 1 9 8 8 年 ， 全县共完成苟运量 7 3. 4 1 万吨， 货物周

转量为 4 2，2. 6 .7 6 万吨公旦 ， 两者相比 ， 货运量 增长 了 9 3 

倍 ， 只 出周转量增长 了 } 才 倍 。 1 977 年 ，全县 F 运量为 6 .80

万人， 客运周转量为 1 63. 2 6 万人公里。 1 9 8 8 年， 客运

量守 1 0 3 . 4 8 万人， 客运周将量为 346 3.57 万人公里。

两者相比 ， 主; 运量增长 了 1 4 . 2 倍 ; 客运周转量增长 了 20. 2 

倍 J j现在， 全县十六 个 乡 镇，已有十五个乡 镇草 了 客车， 能够通行

车辆斗 ，叶' 丘，己达 3 之 1 个 p 占全县村庄总数的 87 . 9 0/0 。 交 通

方 (更 . 己达到 前 所未 有 的景况。 据统计， 目 前 交 通日流量达到

1 :2 0 0 主次。

itL昔交 :是运输事业的4远发展，备利J 与之相适应 的部门 ， 也应

运而生 J 祥放初期，县里只有交通科，设干部 2 人代管工作 p 以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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