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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昌平县历史悠久，秦汉以来即为交通要)中。自汉置昌平县

与军都县并存，除五代一度改称燕平县外，至今未变。明清曾

升县为州，民国后改县。居庸关、龙虎台等险关要隘雄峙其北，

明代又是皇室陵寝所在，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有“密迩王

室，股肱重地”之称。

秦始皇巡北边，自碣石取道渔阳，上谷，通过关沟古道而

达九原。昌平道路历史可远溯秦汉以上。关沟古道亦成为蓟城

北联蒙古高原，南达华北平原的重要孔道。明建皇陵后，德胜

门至十三陵建成御道，并建成朝宗、安济等古桥，朝宗桥使用

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昌平公路部门科

技人员和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昌平道路有了极大的发展。古

人对居庸关道路的险阻，曾发出“安得筋骨化为山下土，填却

千山万山无险阻，尽使行人免愁苦”的慨叹和呼唤，现在已经

变为现实。至1990年昌平县境内平原与山区互相贯通，村村通

汽车、乡乡通油路，基本形成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共有各级公路1，100多公里，永久式桥梁107座。1996年京银

公路京昌段已建成高速公路，现正向八达岭延伸。

昌平是北京重要旅游区，既有闻名于世的八达岭长城、明

十三陵、银山塔群，又有新建成的航空博物馆等景点，都通了

公路。

昌平的公路绿化，已建成京银国道绿化带，其他有条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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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路线也都进行了绿化，多次受到北京市的表扬并授予荣誉

称号。古人描述昌平古道“沙飞屡却行人步”的景象已一去不

复返，“空思清樾柳千行”的美好愿望已经实现。昌平的条条道

路郁郁葱葱，绿树成林。昌平公路建设成效显著。

《昌平县公路史》是在昌平公路分局领导的重视下，经过编

史人员的辛勤劳动而完成的又一部史料丛书。全书分为上下两

篇，上篇记述古代和近代道路发展的历史，下篇则详述现代公

路建设的发展。这部书既具有志书资料翔实简练的优点，又具

有史书对事件的发展加以论述的特色。因此，更是关心和研究

昌平道路发展历史的同志又一部较好的资料书。在此谨向领导

和编写《昌平县公路史》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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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 一
，J 一

道路是人类生产劳动的产物，又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是

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昌平地区远古时期即有

先民居住，自古道路通达。然而在浩瀚的史海中却很难找到记

叙本县道路史的专著。

我们昌平公路分局为探索道路发展规律，鉴史观今，明志

未来，对编写《昌平县公路史》十分重视。从1982年组织编写

《公路交通史》起，便广寻“路史”资料。此后，经编写同志近

三年的辛勤耕耘，终成史稿付梓出书。

本书古今并蓄，略古详今，繁简适度。从远古“先民”为

生息、繁衍形成道路之源开始叙述，又沿历史各个时期简述道

路、桥梁的演进概貌。当代公路建设从工程起讫、路面等级。技

术标准到工艺措施的叙述较为详尽。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昌平遭路总体来说发展是

缓慢的。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县境简易公路均

系凹凸不平，晴通雨阻的士马路。建国后，在昌平县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我县公路建设蓬勃发展。1953年建成北京第一条沥

青公路——京陵公路。到1990年，京银国道、八达岭旅游公路、

南雁、昌赤、安四等公路纵穿南北，顺沙、怀昌等公路横贯东

西，公路交错成网，村村通汽车，乡乡通油路。本书着重对这

一演变过程客观如实地作了记述，资料翔实有据，文词简朴练

达，图文并存。为回顾既往，总结经验，策励未来提供了内涵

丰富，可资借鉴的宝贵史料，是公路建设者和有志于公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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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人志士的信史读物。

北京市公路局昌平分局局长 卢尔燕

1997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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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昌平县公路史》上限为公元前5000年，下限至1990

年底。

二、本书除序一、序二、前言、概述、后记外，分上下两

篇，上篇设三章，下篇设五章，分时期按章、节、目记述始末。

三、纪年，古代、近代年号沿用原朝代年号，括注公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用公历。

四、路域，本书以1990年底实辖县域为准。历史上非本域

所辖的，按现域记述，括注原隶属关系。

五、各历史时期的地名，均书当时名称并括注今名。

六、记事，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古

代一般记年不记月；在一定时间(年、月、日)内，则按一事

一记，分别记述，第一事记时(年、月)，其后则记“是年”、

“是月”。

七、注释，采用页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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