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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

总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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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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卢沟桥，知名簿外，唐宋以来，驿运

站、所遍及全国，运输工具不断更新，行旅商贾之繁盛，

世所称颂。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为了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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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古代灿烂文化和物质文明作出了

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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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制度发展为通行汽车的公路交

通，贝lJ是在清末民初从国外引进汽车和筑路技术以后才开

始的，至今还不过几十年的历史．

中华民国时期的公路交通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

济反映的一个侧面。在民国的里十八年期闻，为适应当时

的需要，公路交通有所发展，对于开发边疆和支援抗日战

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公路建设、养护和运输管理等

方面，初步建立了规章制度。但因连年战争、政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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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凋敝、生产不振，汽车和油料几乎全从国外进口，致使

公路交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到1949年，全国公路仅有13

万多公里，又因失修失养和战争破坏，能通车的还不到8万r

公里，而且标准低，路况差，分布又不平衡，多数集中在

东北和沿海地区，广大内地和边疆省分的公路为数不多，

汽车也很少，全国大部分地区还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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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建立和发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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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入云端刀；不少急

流阻隔的江河，现已“天堑变通途’’。至1985年，全国公路

通车里程比1949年增长了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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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公路的技术等级和通过

能力较前大有提高，高级和次高级路面从300公里发展到18

万多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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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与西

藏地区的物资交流得以畅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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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桥外，还没有一

座自己修建的公路桥，车辆行人靠渡船维持交通。现在，

已建成几十座大型公路桥梁跨越长江和黄河，其中有些桥

的设计理论、结构型式、施工工艺和通行能力，都是比较

先进的。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全国汽车数量增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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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1985年的民用汽车保有量为320多万辆，比1949年接收

的5万多辆增长约60多倍；公路运输的客、货运量逐年大

幅度增长，大吨位运输和集装箱运输在近几年发展也很迅

速。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具有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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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

自1949年至1985年的三十六年中，我国公路交通虽然

取得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规

划、组织和管理等方面时有失误，致使公路交通事业在前

进中经历了一些曲折，发展速度不够快，特别是高标准公

路还修得很少，公路交通至今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

的一个薄弱环节。

1978年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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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中央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实施，商品生

产和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公路交通不相适应的矛盾愈益突

出。近几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对加快公路交通的发展，作

了许多重要指示。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从我国公

路交通的实际出发，按照建设快、质量好、效益高的要

求，加快公路交通现代化的步伐，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已成为我们从事公路交通事业的各级领导和全体

同志的历史使命，也是党和人民寄予我们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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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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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编撰出版一套《中国公路交通

史》丛书。希望能给从事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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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取得他们的支

持，把我国的公路交通事业办得更好。

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1986年11YJ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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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伏羲象形画卦，神农结绳记事，仓颉从而制作书

契。自此以后，我国有了文字记载。历史是事物发展过程

的记录。全面而系统地记录历史者，始于西汉武帝太史公

司马迁之史记》，其后所谓“正史”的纪传史书，历代撰

述不绝。公私史书种类繁多， 《四库全书》总分十五类。

卷帙浩如烟海，数量十分惊人。史书记载着中华民族所创

造的灿烂文化和先贤的丰功伟绩，使读者缅怀先烈的功

勋，感发兴起，团结进步，也是维系人心的纽带。生存在

祖国大地至少已有250万年之久的中华民族，今日仍巍然

屹立于世界，日臻文明昌盛，不能不归功于先民积累下来

的大量史书。历代盛世修史，实为中国的一种优良传统。

党中央对修史一向十分重视。早在1941年8月《关于调查

研究的决定》中就谈到关于收集资料的方法，1980年5
． 月，党中央发出第16号文件，要求各地编史修志，十一届

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号召我们“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

史和现代硼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

以为作好修史工作的准备。交通部体会中央意图，通知各

省、市、自治区编写交通史，以推动交通事业，很是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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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要。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地处古幽燕之地，是军事重

镇，辽金以来为王朝都会。辛亥革命以来的十六年中，也

是京师所在地。多年以来，北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

． 化上以至交通运输上，都居重要地位，1981年北京市交通

都门按照交通部指示由市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写交通史。

数年来，在上级直接关怀和交通部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具体指导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机关团体赞助下，编纂成

书。编委会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翻阅有关纪传史

籍、地理方志、文牍档案、历史文物、专业期刊等大量资

料，访问交通界老前辈，考查古迹形胜，因而写成这部体

例完善、内容丰富的《北京交通史》。这部书叙述了北京

地区1949年以前的交通历史，分为五章，首论北京交通的

三大特色；次述驿运与桥梁、渡口，又次述车舆驮骑，再

次述水运、运河，最后述近代铁路、公共交通、公路适

输、民用航空。井然有条，系统地阐述北京地区的自然地

理与交通的关系，并阐述交通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及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关系。总结

出这一地区已往的交通规划、交通经营作用及其利病得

失，可藉以考求交通发展的规律，而为建设现代化首都提

供了珍贵资料。这是一部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实用价

值的良史。对今天编写专业史也有可供参考之处。

本书既采用了广博的文字资料，还辅之以图表照片，

使观者得到深切印象，也节约了不少繁文。书中穿插以宋

代出使辽金文人的有关诗文，生动感人。书中既肯定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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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富国利民的作用，也揭露了不少封建社会、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弊窦和秕政。所述民国以来的交通不良

情况，更是动人心魄。如1913年袁世凯与中法实业银行签

订的《五厘金币借款合同》中，附有多条侵犯我国主权的

条款，其中之一是允许法国独家经营北京有轨电车，这事

曾引起市民群起反对，终获胜利，改由官商合办。又如京

东河道督办处及顺直水利委员会拨款250万元由美国工程

师设计施工的顺义“苏庄洋桥"，因偷工减料而使农民遭受

损失。民国初年汽车行业也是由外国开设公司，这些公司

推销外国汽车，垄断汽车修理事业。当时的汽车修理工

人，白俄人月薪二三百元，华工仅给二三十元。又如解放

前夕，北京公路少，技术标准低，质量差，且忽视养路。

日本投降后，公路忙于转运军事人员和物资，接收敌伪交

通器材，接收大员往往舞弊盗卖，更抽调车辆，从事内

战。又如自。九·一八刀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即指令“南满洲"

铁道株式会社在华北筹划华北汽车公司，为其侵略我国服

务。为了“以战养战”在北京拉夫筑路，并于京石路上置

据点，设岗楼，以巩固伪政权，甚至在京奉交通要冲的通

县白庙木桥上设卡勒索收税， “雁过拔毛”。又如，北京

市内有轨电车车辆老化，营业亏损，交通瘫痪，时时停

驶，甚至经营无方，管理不善，乘客破窗而入，或攀登车

外，当时有候车“望眼欲穿脖梗直，好似婴儿盼奶吃”之

谣，本书绘形绘声，真如“跃然纸上”。第五章论有轨电

车公司的情况，数语切中根本原因，说“在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下，北平有轨电车惨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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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临近北京解放时，由于公司连年亏损，全部资

产已向银行抵押一空，濒临破产，奄奄一息’’。有轨电车

如此，铁路、公共交通、公路运输、民用航空等等也是如

此。北京如此，全国也无不如此。诚然，若不打倒骑在人

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国民经济将永无复苏之望，人民也得

不到翻身。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

这一革命胜利真是来之不易!本书于此，一再致意。这也

是一部对人民具有深远教育意义的书。

我国前贤修史，约分三体。一为编年体，如左丘明

‘春秋左氏传》、司马光《资治通鉴》之类。编年纪事， “其

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惜粗举大纲，而简干叙事，皇

甫持正所谓“多阙载，多逸文’’。二为纪传体，如司马迁

‘史记’、班固《汉书》之类，综合本纪，表谱、书志、列传

为一史，记事详备而颇有重复。三为纪事本末体，如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之类，每事一编，详述始末，远因近

果，大都可见，章学诚谓其“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近人修史，多采用篇章节目之体，既可说是纪事本末之

体，也可说是仿自纪传体中书志之例，刘知几以为“首尾

具述，源流毕彰’’。北京交通史即取此法。我以为编写历

史，可以因事制宜，不拘一格，择适而从，不限旧规。只

要叙述详明，揭示其发展规律，能资当今建设的借鉴，可

以信今而传后，就达到了作史的要求。百家争鸣，正是昌

明学术繁荣科学研究的好办法。

1922年我来北京求学，除解放前十年之外都在北京工

作，北京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谊同桑梓，感情深浓，今



观此书编成倍觉欣幸，故遵嘱而序其编纂经过和个人观感

如此。

傅振伦

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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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历史悠久的古都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东

南距渤海150公里。全市共分十八个区县，面积16807．8

平方公里，人口987万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是

连绵不断的群山。西部山地，南起拒马河，北至南口附近

的关沟，总称西山，属太行山脉；北部山地，统称军都

山，属燕山山脉。一般海拔1000至1500米左右，与河北

省交界处之东灵山山峰高达2400米，为北京的最高峰。东

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山地约占全市总面

积的62％，平原约占38％。主要河流有永定河、潮白河、

拒马河和洵河等，均属海河水系。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最

大河流，在三家店以下进入平原，向东南流至天津入海

河，北京城区就建立在永定河冲积扇的背脊上，潮白河上

游是潮河与白河，汇合后经通县向东南流入海；北运河上

游叫温榆河，到通县以下称北运河，向东南流到天津入海

河；拒马河经房山县境流入河北省涿县；洵河自平谷县境流

入河北省境的蓟运河入海。地理坐标在东经115。207至

117。327，北纬39。237至40。057之间。气候属暖温带地带，

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为8--120C，绝

对最低温度--22。C，绝对最高气温为40。C以上，年平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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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为六百多毫米。 一

在这块壮丽富饶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北京，曾是古代

郡、州、府的治所和军事重镇，辽，金两朝静都城，元、

明、清三朝的首都，一度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也是我们伟

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北京历史悠久，文物丰富，建

筑宏伟，亭园秀丽，古迹遍布城区和郊外，山川湖泊、宫

殿楼阁、寺院，长城，举世闻名。古都北京交通运输历史

与北京建设发展的历史一样，具有辉煌的业绩，显示了我

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中国的军事重

镇与交通枢纽，五朝的古都与全国交通中心；棋盘街道通

城门，衔接干路达各地，是古都北京的交通特征。五条驿

道千路和许多支线相连接，变天堑为通途的中外闻名的卢

沟桥等石拱桥，以及沟通北京至杭州的大运河，构成北京地

区内外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古代各式各样的车舆驮骑

等交通运输工具的运用，以至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铁路、

公共交通、公路运输、民用航空等的相继创始和发展，都

表现了从事北京交通运输的劳动人民，在北京交通遂输史

上的光辉灿烂的业绩。

．‘ 我们编写这部《北京交通史》，就是要把劳动人民创

造的古都北京的交通运输史，以及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

义列强利用交通事业侵略我国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记录下

来，介绍给人民，以激发爱国热情。为振兴中华，全面

开创北京现代化交通运输事业，起到“古为今用抄的作

用，使北京交通运输早日跨进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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