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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李道辅

十年笔耕，一朝成书。北京公路志丛书的出版，是北京公

路建设历程中～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值得从事北京公路建设、设

计、科研、养护和管理的同志们高兴的事情。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世界有名的文化城市，从秦

修驰道始，北京就有道路建设的记载。其后，驿站道路不断发

展，至辽、金以来，北京成为五朝古都，官马大道通往全国各

地。厉代帝王为通达政令，运输粮饷，对道路建设甚为重视，各

种史书都设专章以记述。然尚无一部专门记载北京历代道路建

设的专业志书。本丛书按照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原则，集历

代北京道路建设的主要史实于一册。为关心和研究北京公路建

设历史的人士提供阅读之便。此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

心，公路建设就更为重要。1949年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公

里公路，就像苦难的中国大地一样，疮痍满目，几乎没有一条

完好通畅的道路。公路职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艰苦奋斗，恢

复交通，保证了首都人民的生活物资供应和南下大军解放全中

国，以后公路建设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下，公路建设的数量和质量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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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飞跃。如果以同等区戈9相比，1958年公路里程为1328公

里，至1990年为9647．71公里，增加了6．26倍；高级、次高

级路面1961年144公里，1990年5057公里，增加了34倍。桥

梁全部永久化；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管理法规日臻完善。四十

余年，为公路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我们建设中的宝贵财富。

今加以编纂，避免资料流失。此其二。

本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记述。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记述，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上限追溯事业之发端，下

限断至1990年12月31日。按照公路事业的性质横分门类，再

按时序纵述史实，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资料的记述之中。为各

方人士了解研究北京公路建设的历史提供基础资料，为各级领

导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此其三。

中国古代道路的建设，凝结着无数劳动人民的才智和血汗。

如朝宗桥“c”字形防浪堤；琉璃河桥联结桥石的“银锭扣”；

《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的

卢沟桥，都反映古代桥梁建筑技艺之高超。唐代大诗人李白在

《蜀道难》中有这样诗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

钩连”。诗人借用一个神话传说，说明古栈道的修通，蕴含着许

多悲壮的故事。司马迁在亲自视察了秦北方直道之后，对这项

巨大工程耗费的人力财力，愤慨指出，“蒙恬之罪宜诛”。可见

我们的祖先，为了古代道路的修建，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在

日本侵华期间，更有无数劳动人民被迫修建“警备路”、“封锁

沟”，惨死于敌人的刺刀和棍棒之下。延庆岔道有一个白骨累累

的“万人坑”，就是敌人罪行的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公路建设职工成为国家主人，

以极大热情，在国家人力财力都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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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起恢复旧路，建设新路，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同志任劳

任怨，奋斗终生；有的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的在施工

中不幸牺牲。本丛书的出版，对死者是个安慰，对生者是个策

励，也为人民群众和青年提供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的基础教材。此其四。
、

本丛书共十一册，一百多万字。是在交通部和市交通局领

导的关怀下完成的，得到有关史志部门的帮助和指导。早在
1 982年交通部组织编写公路史开始，原市公路管理处就抽调专

人参加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1987年公路管理处成立史志办公

室。各县、区也在1982年后相继成立史志编写小组或办公室，

编写整理了大量资料。房山、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县、

区先后出版了公路史。这些工作都为本丛书的编写创造了条件。

1991年北京市组织地方志编写工作，我们在完成地方志的公路

交通志的有关章节编写后，以专业志的形式编写了这套丛书。许

多编写人员为收集资料跑图书馆、档案馆，一连数月，收集数

十万字的宝贵资料，有的同志为核对史实，踏勘了许多路线和

桥梁，订正了许多错误资料。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积劳成疾而去

世。特别是业务部门和许多热心公路事业的各界人士，为本书

的编写作出很大贡献。因此，本丛书的出版，是公路战线全体

职工、科技人员、离退休老同志和各界热心人士共同劳动的成

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此其五。

为了研究北京公路建设历史的总体面貌和便于了解某一地

域公路建设历史的详细情况，本丛书设总卷和按区域划分的分

卷。总卷以记述主要干线公路历史和全市性的公路建设的举措

为主，分卷则较详细地记述该区域内的公路建设的历史。虽各

有侧重，但不可避免其中多有重复之处。由于编写人员水平不

一，汇集资料详略有异，故疏漏谬误在所难免，尚希读者赐教。

但编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重视史实的基础上，文风尚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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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朴实、力戒浮词、套话，仍不失为一部反映北京公路建设

历史的可读的资料著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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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丛书是二部综合古今的公路专业志书，以“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为原则，着重记述现代公路发展的史实。上限

据实上溯，下限断于1990年12月31日，个别事项记载可涉及

至1991年。

二、本丛书记述的地域，无论古今均以1990年北京行政区

域为准，在记述中也交代了当时的归属。

三、本丛书设总卷和分卷。总卷以国家干线公路、市级干

线公路和全市性的重大事项为主，分卷以各县(区)区域内的

公路和事项为主，各有侧重并独立成书。

四、本丛书各卷按公路业务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分章、节、

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

五、本丛书各卷以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纂。

图表及黑白照片插入有关章节，彩照置于各卷之首。

六、历史纪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写朝代年号，再在其后括

以换算的公元纪年。公元前的只书“前××年”。1949年lo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记公元纪年。

(二)不用交代不清的时间概念，如“最近”、“不久以前”、

“后来”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不写为“建国前

(后)”，应写作“新中国成立前(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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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记事：

(一)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二)古代一般记年不记月，一年之中每事自为起迄。

(三)在一定时间(年、月、日)内有几件事平行发展，彼

此无交叉或交叉不多者，则按一事一记原则，分别记述，自为

起迄。第一事记时(年、月)，其后则记“是年”、“是月”。

(四)各历史朝代的地名均书当时名称，并括注今名。

(til)度、量均按当时历史习惯名称及书写方式，并括注换

算成现今的数字和单位。表示近代、现代道路桥梁等的度、量，

均采用公制，用汉语表示，如公里、米、厘米等。

(六)桥梁设计荷载标准简写为“汽一××，挂一×××或

拖一×××”。记载路线地段使用地名，如用公路里程表示，写

为“桩号××+×××——××+×××”。

(七)公路工程专用术语，应用规范术语，不用俗称。但书

中出现较多者可用简称，如“多蜡沥青表面处治”，可称“渣油

表处”等。
‘

八、机构名称在各卷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以后使

用的简称。如北京市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公路处)。

九、路线名称按交通部和北京市的命名，不自立名目。标

题及各卷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并括注以后使用的简称。如国

家干线公路(以下简称国道)，京沈(阳)公路北京段不称京密

公路。但在记述中用当时习惯称谓。

十、本丛书各卷注释均采用章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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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京市地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东经115。20’至117。32 7，

北纬39。23’至40。057。东南局部地区与天津市毗连，其余边界均

与河北省接壤。全市面积16808平方公里，其中远郊县、区

15437．9平方公里。古人以“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

南俯中原”说明北京地理位置的重要。

北京地区西、北、东三面环山，东南为北京小平原。山区

约占三分之二，平原占三分之一。西部山地从南口的关沟到拒

马河一带，为太行山余脉，统称西山。北部山地属燕山山脉，统

称军都山。这两条山脉在南口附近交会，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

的半圆形大山弯——北京湾。它所环抱的平原即北京小平原，与

华北大平原相连接。

北京道路交通历史悠久，可以远溯到公元前1045年，帝尧

之后封于蓟，召公贞封于燕，北京成为方国之都开始。从19世

纪70年代发掘的琉璃河商周遗址的文物——单辕双厢车、单辕

四厢车，可以证明当时已有能够行车的车马大道。秦修驰道于

天下，实行车同轨，是对道路交通的重大改革。全国九条驰道

中就有两条通过北京。咸阳至碣石的驰道经广阳郡(今北京、房

山i通县)，碣石至九原的驰道经渔阳郡(今平谷、密云、怀柔、

昌平、延庆)。“驰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驰走车马之处，

故日驰道也”①。“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

椎”②。可见其规模之宏大，修建之坚固。汉以后，历代沿袭扩

展，或建驿站，或称贡道，或设站赤，或名御道。到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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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辐射全国的五条官马大道。即通往华北的西南干路；通

往辽沈的东北干路；通往承德的北干路；通往内蒙古的西北干

路和通往天津的京津干路。许多铺司、关隘道路与其相互连通，

形成道路网络。由此可见北京古代道路发展的完整体系。

北京古代道路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原因。

首先，北京是跨越“北门锁钥”的必由之路。北部山区层

峦叠蟑，成为中原与塞外交通的天然屏障。古人沿太行山东麓

北行，过永定河进入北京小平原后，只有西北居庸关，东北古

北口两条道路可通塞外，北京就成为中原与塞外的交通枢纽。

其次，水路交通的制约，促使陆路交通的发展。“贡赋之入，

非漕不可”，可见古代交通对漕运之重视。但北京古代除洵、洳、

白河等少数河道可通航外，隋修运河，北达蓟城。但因水源不

足，漕运不畅。其后历代虽多次凿渠引水，亦时断时续。金开

金口河引永定河水解决漕运，因水流湍急，泥沙淤塞而失败。始

建卢沟桥以加强陆运，至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郭守敬修

通惠河后，漕运始达大都城。由于水路交通的局限，成为北京

道路交通发展的另一因素。

第三，道路建设必须与北方重镇五朝古都的政治地位相适

应。北京自成为燕蓟方国之都起，就是北方重镇，历代帝王都

把幽、燕地区的稳定，视为其政权强大的象征。故极重视北京

道路的建设。秦始皇、汉武帝巡碣石和匈奴，契丹朝觐中原，北

京即成为必由之路。至辽、金、元、明、清以来，北京地位就

更为重要，官马大道通往全国各地。元至顺三年(1332年)正

月曾发布命令“罢诸建设工程，惟城郭河渠、桥(梁)道

(路)仓库勿禁。③”可见当时对道桥建设之重视。明永乐年间，

在国子监学习的全国各地及朝鲜、暹罗、安南的学生有一万多

人。每三年一次会试，也有成千上万学子云集北京，可见当时

北京交通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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