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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二舌代遭路交通也褥其戆 一．

’

久而光辉的史绩。．泰修骢道，承通西缄，史垂手载i隋1|!己赵剜 ．，

轿；盒代芦沟桥·知名海绔，’唐宋。以来，·驿运站t所遍及套

国，运输垂兵不断更新，行旅商贾之繁盛，。世所称颂，这是裁 ’ 7一

嗣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为了征魇自然和适应政治、．‘经济的需’
’

．

要}在开拓发展道路交通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娥眉古代‘

。 轴烂文化和物质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一 ’，节‘‘：一‘氆“

辞●但悬嘏由予长期的封建帝1度束缚了社会生产力钧发展j我

胃几千年古老的驿运制度发展为通行汽辜的公路交通，月是雀

渍末民初从目终引进汽车和筑路技术以后才开始的；至今逛零
‘’

遗几十年的历史影，!‘” 。、．：?-：．。j‘膏．：．．：、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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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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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侧面。．在民国的38年期阊F，。为适应鲞时的需要'=：公路交 ．．

通有所发晨，赋予秀发边疆和支援巍巨战争，：发挥了上定曲律．

用。在公路建设、养护和运输管理等方面，初步建立了规章衬

度∥但因连年战争0驶治腐败菇‘民生凋敝0生产不撮，：汽车和一J．。’

油糙几乎全肚圜外避口，。’致使公路交通的发晨受蓟很大限制·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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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9年，金国公路仅有13万多公里，又因失修失养和战争破

坏，能通车的还不蓟8万公里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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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内地和边疆奢分的

公路为数不多，汽车也很少，金图大部分地区还要依靠人力和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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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迅速发 {

晨，特别是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汽车工业和苕油工业，使公謦 j
交通事业得以较快地发晨；取得了巨大成就。许多偏僻闭塞的

1

山区，如今搿高蓐入云端黟l不少急流阻隔的江河，现已4天‘

堑交通途移。至1985年，金圆公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增长了约12 ．

：

倍。，以首都北京为中心，连接金圈各省会、工矿基地?主要港 ．：

口^，以及要参和边防哨所；’四通八达的公路瞬巴经初步形成。

公路的技术等级和通过能力较前犬有提高，高级和次高级路

面从300公里发晨捌18万多公里。过去没有公路交通的西藏地 l
区，现已初步建成以拄萨为中心，与邻省及友好邻邦相连接的 i· I
公路{5l，使与西藏地区的物资交流得以畅通。1949年以前，在 ；
-E：,2T-和黄河上，除兰州有一座由外商承建的黄河钢架桥外，还 i

没有一座自己修建的公路桥，车辆行人靠渡船维持交通。瑰 墨
在"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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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型武，麓工工艺和通行能力，部是比较先进 ：

姆矗
’ -．

．， ’； ‘，：．·

。

、

，‘ }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运输需黏金国汽车数量增长很快，4
198$年的鼯用汽章保有量为强O多万辆，．．比1949年接收酶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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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中茸公路交通史》总序

：‘ ，．多辆增长约60多倍}公路运输的客，货运量逐年大幅度螬长≯

。． ，．大吨位运输和集装箱运输在近几年发展也很迅速4‘与此同时·
“

．‘。 还建成了共有相訾规模和水乎=的汽车维修工业，。安奎设施辱也 ’‘‘+

，。‘l 有了相应的发展。’公路交通，在发展城乡经济，’改善火假：生
’

。。 活，巩固国防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亿发晨辱方 ．+

∥ 面，起着趱来越犬的俸用。-： 一o·‘’ 廿二 ’

，’‘

i。 ． 自1949年至198軎年孑6绎中，·我国公路交通虽然取锝捩大的

i 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规划，组织和管理

： ．’ 等方面时有失误吃致俸公路交通事业在薜进中经历了一些曲 ；

毒．．．折≯发展速度L不够快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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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1979年党的卡一届三中金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卿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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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对内摘活．‘

： 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实施j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蓬勃发

? 晨，公路交通不相适应的矛盾愈益突出。近几年来，中央领导。、

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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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乏．
。

中央指示精神，从我国公路交通的实际出发，按照建设快，质
’’

“

0。． ‘量好、效益高的要求，加快公路交通现代化的步伐，以适应四

二， 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巳成为我们从事公路交通事业的各级领

，，

、 导和金体同志的历史使命，也是党和人民寄予我何的散切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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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策励将来，由交通部和各雀，市，自治区交通厅(局)’组
一 织力量，以鼍克展主义历史税为指导，遵循党的十一届互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奉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愿财；共

同缔撰出版'_套《枣冒公路交通吏》丛书．希望能给从事公珞

交运事业的同志们一些帮助一寅他们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
验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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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謇得他们的支持，’’把我国的公路交通事业办得更好t

’t‘，i F j’。． h．1 ． 一：‘；客 ’<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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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一，
： ，密字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爵大西，北睁东部，唐黄河上游的，河

’

一

：
⋯

套地区，与陕西，甘肃、内蒙古等省(区)为邻。面积6．6番万：牛t一+ 、

等 方公里，A拜《lo多万，其中回族组占三分之屯j因；有黄。坷灌
冬 溉之科，；物华天宝，．地灵人蠢妒。{13∞多每前霄有“塞癯扭南糟·

。

， 之美誉0选里农业发达，i盛产瘩稻f小麦、玉米‘毒大盛。麋寻
．．

：。 和瓜果i更有红、黄v蓝‘白．，黑曩亟宝寥《槐杞。j管革，费 一，

⋯、 兰石o．二毛皮、，诙菜)-驰名．中t夕br，。‘这里。矿产资源丰富，’石膏，

．o 煤的储量在全国各省《区)中位居前玳’。党的卡。屈三中全．套
。

t’ 后，t．金自治区匿汉人民掀．起了四_化建设的新高潮，。各奥经济建

； 。．，，设事业都在腾飞．在这种新形势下。，：人们都有一，争共阿感觉t’
’|

、

毛’ ．客逯运输咏落后，：’，成了。宁夏经济发展的削·约因索o。学7西辫甓 ．

’'

争．’ ‘，筑专二次全国代袭大会及时地提出：．-一当前应把交通泽题作为经．
‘

罗 j。济建设的战略重舭，。如何解决好这个旋略重点一促进匿个嘎：传． ：’‘

：一j 岱建设·；．，医是襄竹交通战线广大职工|责无旁贷雌务。囊，：． ，

： 。 ．!．：’衡们i中华民族n有古老的文化，．悠一久的．历史。哦们婚祖 ．．

；吣j直把解壤好蹙通问题放在璧妥地位，一为交通事业的进步’． ’

羔 和．繁荣俸出罩不可磨灭的贡献两千多年静，·宁受就已有聿马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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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但经过宁夏，而且沿用了两千余

．年。宁夏境内一段黄河，在1．530多年前就矛始了大规模水运，
‘'

‘． 瞥经一冬造船200艘，将引黄灌区的粮食外运。延至近代。由

于晓清，民国政府的腐败，加上地方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宁
’。

j 夏现代化交通方式发展速度延缓。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宁夏没有一条铁路，没有一艘轮船，民航才在试办乏

、。 中。仅有的1167公里公路，也都是土路面，只行驶着38辆民用汽
一

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落后的交通状况才有了较大

的改善。÷． ：， j、I： r‘j．，， ，． 二．-一 ：。‘‘

+历史在发展，人民要。前进。为丁总结交通发晨的进程，’探

索其中的固有规律，从中导求借鉴，’以指导社会生义新宁夏的

交通建谩，迫切需要缡写·部争夏地方交通史；1 1980年7月8

．日，中华人民共和目交通部央定，各省(区)都虚立冈l组织缡
‘

写和出版《公路交逯史》．两年唐，‘又下·达了水运史的编写任

务。一我们予1980年12月+开始组建编辑班予，并威立了编审委员

会．．予1982年底完成了征求意见稿o=此后四年多，又经不断充

实，修改，终于定稿。。由于宁夏面积小，j要叙述的惠容不多，’，‘

1949年靛灭无铁路，其余古代、、水运、公路交通部分难’以各自戚

册，故最后定书名为《宇夏交通觉》．上起先秦，下至民国，．

总揽水陆，古近．代交通为．一船，’计20余万言，：．坦 ·7． ．

中国史籍浩若烟海，但要查找有关譬夏交通的史料，恪似

大海捞针，殊非易事。更兼民国时期有关宁夏交通的档案资料

多数已毁，给史料搜集工作紫来了很多困难。但参加编写本睾

的同志克服重重障碍，遍查史书，档案，调查走访当事老魁，‘

，．●，t_●▲■●rt‘T●一1■j●■■■，，t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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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求教予专家学者，终于使《手夏交通史》付印出版。
’

。

．．二 趣．这部《宁夏交通史》，对于我们有批判地继承历史，借古

毒 。．。鉴今，．指导工作，议及对膏年进行历史知识，传统教育等辱， ．

”

·．‘ 气都将有裨益。值本书出版之际，特为之序。 』、-
’

1士：·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翻厅长安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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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性和科学性的统_；使之成为探索交遥发展规律，f．反映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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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 ：，∥ 二。全书由先秦写至民国·聚用编，：章i。#节结构。．上辅夯．．，‘=
二， 古代交遁弦．以若干朝代为·章I下编为民国时期交孤接絮夏
≥ 交通发展的历史进程分章I’因民阀运输贯穿予整令民县时期，

i -’ 水运及民航也须兼顾，故在下编亦各为一章．两编之外，附录大

．：‘ ： 事记及图，表若干。 i ，一二
t一

夸 ，

-． 三、数字的使用，除古代部分遵从史书惯例外，其余一律
‘

薯． 一．。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七单位制订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

之 ．． 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 ●、

·譬 · 四．古代计量单位变化很大，各不统一，折算起来十分复
。

f·‘ 一 杂，而且难免有误．因此，对古代的长度计量单位如里、丈、

：．

一

尺，一般不予折算公翩。古代出土文物及民国时期的计量单位

’，．， ：’ 瓤一律用国际单位制。 一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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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凡属在正交中已有叙述的，

注释．

均不作注释。大事记一律不作
i

六，关于称谓。历史朝代一律用通称，如“清黟、露中华

民国彦．各历史时期的政枚机构、J职官，均用当时的称呼，如

“中华民国交通部”，“宁夏省国民政府’’a『人物或直书其

．名，或冠以职务，如“马鸿逵"，“三边总制尚书王琼"。

七、插页中的交通线路图均为示意图，但制图时仍照比例

绘镧：j图中饱名，。凡有括号者为今名，无括号者为所处朝代

馨．图中所桥蝴省界∥，．、系指今宁夏回旃自治区界．’：’t j。：

八、编写本书的地域范围一律以宁夏回族自治区1986年盼

．疆再为准一属疆界内的，详写，疆鼻外的，’如系宁夏延伸出去-

的交遥线路，采取廖送一程，延至终点糟，的办法略写o!h r．．·

c．’九．}骷录中鹊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一·f州⋯’¨，一o‘。‘≥‘
，‘^‘：d， 扫。-11t k．^；．1：}， ‘7了．辩．“i¨÷“

If 。j? 。爷茜r cj

!fl；哆．}7’：!_：；{ff_‘≯ ∞‘fjk jf}t

。{、 ，h J‘ij

，．j li．跨：：‘t’，

芦一￡．了·‘：‘工：。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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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_囊通运输；是久{if】矗敬食住行瓤的一个方面。‘任何人，’其

； ． 婴起生存在地球之上，就离不歼交通’o可以这样说。有了入类： 一

．‘二 便有交通，交通史是和人类社会发展史并存的。。
、 一、 -

，

一。拳
“

中国是。个伟大的统一国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 ．

：，： ．民族。。这个统—倡家、：伟大民族盼形成，也与燮遥有十分重要 ·

。

’

的联系。斯大林曾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叫民族是人们在历史 ．

+’

上形成的。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乙共同经济生话以及有袭 ：’

，妒．．‘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伪共恂体。伊一这些特征 ．．

畛 ．只要缺少。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嚣囝中国的统j始予秦。

‘j。． 在矗车同轨，’‘书同文，行嗣矽‘这个统一措施中彳交通问题 4

：。5．． ．。t车同瓠’敬在首位j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茹-书的绪言 ’．

。‘，、 中说“‘车同轨’可以了(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 ．

．。
． ‘经济的联系’这个特征。”《孟子·公孙丑》列举五条王天 ．⋯

’^· 下之遭，其中招商，通商占了两条。在奴隶制社会，如果没有、·
一

、

‘

交通，人们“老死不相往来黟，自然无法形成民族，更不能形成 ．，

- ● ～ L -

。 ，， · ’一 ． J．，

7．
i· ’’

①《马襄思主t义和民族向焉》，《斯天栋全集》第盘誊·’”+ ．‘ 一

，

j
， ： ．

；．

‘

-．·
。‘．

+』。 。．r墨：一’，+0‘、 一一·一．，0’．
r ， · 、 ·

。 ■，●
： “ ■ ■ ，

．．
7．‘ ■、，

o．_’‘籼： ’．． ． ⋯ · ＼ ’，

。

t

．1 I

⋯
‘



国家。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需要扩大流通渠道，

如果交通不向前发展，其经济基础就要动摇，而封建社会的上

层建筑——中央集权统治也就难以维持。因此，交通既是一个民

族形成的必要条件(斯大林说的共同经济生活)，也是一个国

家的立国的必要条件(孟子说的王天下之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固有的客

观规律。交通史亦然。从原始社会氏族的游猎线路，到今天的

铁路、公路，水上与空中航线，，其闻必有内在规律。但是，这

种规德，至今还很少有人去总绕。尤其是宁夏的交通发展史，。

更是无人问津。毛淫东同志说。 “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舅"①

当前，宁夏四百多万回汉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朝着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也包

括交通运输现代化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舢已决

定把交通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来抓·、为了落实这

一决定，．也需要总结和承继交通史这一份珍贵遗产。 ．．鼋t

柙，，因此，总结和探索交通发展的规律，从中寻求借鉴，以指

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交通运输工作，。是编写本书的主要

宗旨争一j
r c·’·h．投、驴．．．t、I．、．·t rj：0不爵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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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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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袋中嗣共产竞在民族发争串的地位冷，．《毛泽东选集)》第r昌卷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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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史学家，总是把帝王将相作为历史舞台 ：。．

： ． 上的主人公。各种旧史书对交通问题的描写0、酃过分强调了杰

』二· 出人物以及帝王将相的作用，F大劳动人民连陪衬的地位郡占 ．．++

?‘ 不到。例如轮式车的发明者锋有的史书说是奚仲，t有的则说是1 ，．

i’ ． 轩辕皇帝。。事实上，这种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不可能由某_介’ 。

。。。人去完成，只能是许多人从口转蓬”受到启发，不断模仿妒不 j

’+

一J． 断改进，最后由奚仲或轩辕集中集体的智藏，制造出比较理想的
。

-． 木轮车来，面在奚仲(或轩辕)．之后的数千年1．这种改进工作
‘

．． 仍在继续进行申。从旧史书的记载看r对交通发展起决定作甩
‘

?～- 的，似乎都是帝王将相“如秦始皇筑驰道，．汉武帝通回中道，。
”

．一 张骞通西域⋯¨但是，在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真正起主导作
’

一 用的是两条。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弦社

．一． ．会的进步，使这些重大事件成为必然，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使

’：‘ 这些重太事件得以实现。。离开了这两象，帝王将根的任何决策
。

，

。^． 郡无法实现鼽因此，完成驰遭、回中道大业的，橇千千万万劳动

：!I·“．人民?部 ．舭，4：·一?，；¨一，h∥．，卢t’t_：≯·，lI’t一·一’
：。√。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既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 一

手i。． ^民群众的历史，面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伞观籼并不否 ．：

t定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脚．汉武蔼下令开回串遭，唐太寒的是。
。

= 州之行走康熙“亲征?噶尔丹到宁夏，冯玉祥部署国民军入甘
÷

： 修成宁夏第一条枣车路·‘：．⋯聱对宁夏交通事较本；影响·．他tP,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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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为，有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有时是代表了劳动人民

的意愿。例如冯玉祥命令都下在大车道的基础上整修成包头至

宁夏的汽车路，是因军队奉命进入甘肃，必须要修路。如果
‘

c没有这个因素，冯玉祥个人决不可能有此举。退一步说；如果

没有冯玉祥，也会有男一个人来做同样的事。因为第二条露汽 一·

车妒总是要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这是交通事业前进的必然：‘
-。从现象上看，一塑逆历史潮流而动酌人物；似乎也曾对交 ．

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如马鸿逵就曾井办宁夏汽车运输业，： 二

下令打通青铜峡傍山公路。马鸿逵主持的宁夏省国民政府，‘采

纳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建议；‘在公路一侧另辟畜方大车遭；箔理

了混合交通的弊病，‘使当时的宁夏公路路况，比邻省要好二

些。’对于类似的史实i应当给予客观评价：但要注意的是，不
’

能让现象掩盖了本质。马鸿逵及所主持的省政府注重交通，。目

的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如打通青铜峡公路，-个重要原

因就是为了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其动机是反动

的。当时的其他公路，也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凝筑而成，一但受

益的却是达官贵天。乘坐汽车的乘客中，很少有贫苦农民。这

是事情的一个侧面：‘我们还应当看到交通发展的全过程：。中国 、

古代的交通是发达的，如果不是晚清、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

宁。夏以至全中国的交通事业，。绝不会遥远落在世界列强之后，

绝不会形成宁夏“远介朔陲，交通梗阻”的局面。‘直到1949

年，宁夏的物资运输，绝大部分仍然沿用人背肩扛，牛车载畜

力驮的落后方式，公路只有1167公里，而且全部是土路面，民

用汽车仅有38辆，而军用车却多达320多辆I水运工具全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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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二、．一? ，后的木帆船、皮筏l。没有_，条铁路，民鄹航空也是时断时续
“

，’’ ：，，”所有这砦，’郡应归罪予腐朽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及其所 。．。．

一‘ 代表的反动统冶阶级．： 、．冷．船。，：j+’乞lj。之．?》，：0蜘 ，‘．，

：j。·· ．}i’?+j‘?：；-：’讨l++：l j．：．1，：：：：．t··岛r}·1j’，’、；：’t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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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0 i’“一：’．。’：、． -．，，1i—m． ．

‘·

。． 研究交通发展的历史，会发现这样两个主要规律t．、；“、 ．

～

．。f、．第一，生产力是交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科学拽本的进鸯 ·．

：，、 警。是引起交通变革的直接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 ‘．

：
j．、 ’生产方式从而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矗．而科学技术

．j 本身也是生产力舞可以直接作用于交通事业，使其飞速发展，。
’

．

： 甚至产生变革。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匈水平十分低下妒交通道
。‘

路属于原始自然型，即所谓“走的人多了，也使有了路黟。因
’

。

’

为当时还没有商品交换，也就无需载重多，运距长的交通工
’

。’教
具。．，进入奴隶制社会后，由于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产生了商

。． 品交换，原来人背肩扛的运输方式已不适应t需要有流通的渠 ．

～． 邋‘道路)及运载工具，～于是就出现了有轮子的车和与之相适

，， 应的道路。这是交通发展宴上的第一次大变革。进入封建社会
：

-誊
、 后r商品更加丰富。商品流通对道路、。运输工具的要求更高，． ．

．’

一 驰道，太车遭相继出现妒尤其是指南钟的发明；使航海技术实j

． 现了飞跃。资本主义涮度在西欧·些国家建立盛。生产力不断’ ．

．

⋯
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十八世纪蒸汽枫，内燃机相继问’ ．

． 世，并作为火车、轮船，汽车的动力，刺激了铁路，公路的夫 ．．

一

发展。这是交通史上的第；次大变革。。．，”．j．一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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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汽车、火车在欧关开始普及时√我们中国尚处于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使

中国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丁数千年0而处

于边远、贫困地区的宁夏；又比沿海和内地落后三四十年。
、

第二，交通的发展，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交通

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紧密的联系，或者相互促进，或

者相互制约。政治上的稳定，会带来经洗-’文化上韵繁荣。经

济，“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交通与之适应。秦汉时期，秦始

皇、汉武帝派兵击败匈奴，使宁夏地区获得了政治上的安定’

而。移民实边秒政策的推行i又发展了这里的畜牧业及农业生

产。这一时期的宁夏经济和交通道路同处于开拓之中。著名的

丝绸之路的走向基本固定下来，回中遭、‘‘鸡头道、灵州遭，也

相继辟通。南北朝时，‘北魏统治下的宁夏地区比较稳定。刁雍

到薄骨律镇任镇将，首先发展水利，修复艾山渠。两年之后，

粮食有了富余，接着一个冬天造船200艘，开辟了宁夏蓟内蒙

古中部的犬规模黄河水运i以便将粮食运出去q『盛唐经济分外

繁荣，灵娜兵食富足，人口巨增，特在朔方节度使之下；‘+专设

管理交通的机构——六城水陆转运使。唐束到五代十国时期，

中原内战不休，政治很不稳定，经济出现大倒退，而宁夏地区

的交通随之倒退。六盘山区的许多交通线路被废弃I丝绸之路

的传统线路一长安至凉朔北遭完全中断j新的中西交通线
L上灵州西域遭也是时断时通，一度发展到“商旅行必以兵∥

保护。
⋯ ·

‘’j p ·‘ --‘‘ ‘·1 1’·i

宁夏历来是古战场，交通对于军事的利害关系极大。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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