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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记述了丝绸之路交通的形成、开拓、变化、发展的

历史全过程，并分阶段、分f-j别类地记述了丝绸之路的走向、桥

梁、渡口、关隘设置以及组成驿道和驿站的管理模式和机构，同

时还记述了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历代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史况和

经丝绸之路进行的政治、军事活动。为结合时代进步，本书还介

绍了现代亚欧大陆桥的交通观念及其促进沿途各国(包括我国西

北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概况。

编著人员通过本书反映出交通和贸易、经济、宗教、文化、军

事、政治诸多方面的互动和互促作用，以及各历史阶段交通和经

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为广大读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

面来了解影响社会各历史阶段形成、演绎和变化的速度，提供了

丰富的参考资料；对交通行业的领导、管理人员以及研究交通、探

索历史规律的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和借鉴，启迪思考分析，

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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