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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志·交通志》于今面世。这部志书，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博采宏微，．求真存实，全面而忠

实地记载黔西北地方两千多年来交通史事的变迁，以略古详今的手

法，记述历代开发交通的事绩，呕歌解放以来交通建设的成就。全

一书文字流畅，脉络清晰，鲜明地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对了解

毕节地区交通建设，鉴古资今，承先启后，加快交通事业的发展，促

进社会的进步，都是极为有益的。 、。

历史上，黔西北地方曾有“于滇为咽喉，于蜀为门户”和“川

滇通衢”之称，也有．“龙场九驿”的业绩。以及清毕公路和川滇东

路赤杉段建设的成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厥后长期的岁月里，交

通事业竟而止步，日形衰落，以致沦为交通闭塞，跋步维艰的困局。

解放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交通，领导人民群众投入交

通建设，取得了“旧貌换新颜"的巨大变化。本志的编纂者，在这

’伟大变革的激励下，不辞辛劳，艰苦耕耘，在全区交通战线和地区

及省交通厅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支持指导下，用丰富而翔实的资料，撰

写成毕节地区第一部交通专业志，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好事，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且将启迪读者，加深了解毕节地区交通的发展

历程，增强谱写绚丽篇章的胆略与气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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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毕节地区，环境皆山，隆起于黔、川、滇三省接壤之间，西抵‘

云南，北界四川，东南紧邻遵义、安顺、’六盘水地市，位于黔省之．

。西北，’号称“乌蒙高原’’，面积26846平方公里，’辖毕节、大方、黔

西、金沙、织金、纳雍、威宁、赫章8县，有1 00个区(镇)、800．

。个乡(镇)。聚居着35个民族，590多万人口，少数民族占25％以

t上，境内峰峦绵延，沟壑四布，大小河流蜿蜒奔泻，河床深割，落．。’

差甚大，地形十分复杂。矿藏资源丰富，而以煤炭、锌、铅、硫磺、+f

、大理石为最；畜牧业具有一定优势；烤烟、漆器享有盛名；风光名

胜富丽多姿，其以高原“草海”、“百里杜鹃"林带名闻遐迩，“织金

洞"天工献美，堪称世之瑰宝。 。 、。

．

，上古时期，这块土地神奇迷离，建制隶属，众说纷纭，莫判是．

-非。及汉，分隶犍为、群舸郡。武帝(刘彻)初年，欲开南中，令

蜀开辟南中道，自焚道(今宜宾)经南广(今镇雄)连通平夷(今

毕节)：'元光五年(前130年)，又使唐蒙“发巴蜀卒治南夷道”，即

自今宜宾横贯毕节地区而达红水河畔。继而复开“西南夷道”，经今

，
， 黔西北，迄于云南曲靖。开辟了联络西南诸省乃至中原的通道，揭

开毕节地区古代交通的序幕。 i

、．’蜀汉建兴年间，诸葛丞相统军南征，，所属马忠部即取南夷道进

军群舸郡，交通能力已具规模。， ·

，，j

1唐时，’交通续有发展。纳州～毕节～乌撒(今威宁)道路贯通，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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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匹，交通运输称盛一时。
’

1．

清初驿政承袭明制，略无增损。康熙三年(1 664年)大定府成

立，相继统辖黔西、平远、威宁三州和毕节县、水城厅：随着“改

土归流"、“平叛"等军事行动，．自清镇经黔西、大定、毕节、威宁

而进入云南宣威的驿道(简称“清镇～宣威驿道")形成，大定府境

内沿途设37铺；并在黔西～遵义、大定～平远～普定～安顺及平远

～清镇等大道先后设置铺递。 j +一’

+； 康熙中期之后，实施驿政改革，裁驿站，设铺递j大定府驿站

概行裁撤，设置54铺，每铺配夫2名，蠲明代兵丁担负搬运劳役制，|．

设置塘汛，住军专任治安，护卫交通，完善驿政管理。驿运业繁荣，．

而以盐、铜、铅锌运输为大宗。自(叙)永、仁(怀厅)两岸输入!

的川盐，每年达45600余担(每担100市斤)，并转销于贵阳、安顺、

盘县等地：盐业生意兴隆，沿途瓢儿井、黔西、毕节等地，盐号相

望，市面繁荣。滇铜运输，自寻甸至威宁路段还使用牛车挽运，运

输方式起了重大变化。 ，： ．．? ：。

～光绪年间，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工矿业稍得更生，威宁北海

铅矿山修建了矿山驿道，制造牛车运输矿炭，发展生产，成为贵州

第一条矿山驿道和首先使用畜力车辆运输的先行。而民间运输行业

也渐渐兴起．，出现“驮行”、“运行”、“轿行”和传递书信等行当，以

至取代官办驿传。 4：，、 ’一． ‘

．+ 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苗不出境，汉不入

峒”的人为障碍得以逐渐消除，经济技术的交流也得以推进，大定

‘府从外地引进纺车织机和输入棉花，发展纺织操业者达数千人。
t。n 由于清王朝施行闭关锁国的国策，政治日趋腐败；列强侵略日

甚，国是日非，民生凋敝，处此情势之下，大定府境的交通依然是

残关处处，’古道漫漫，未改人背马驮，跋涉艰难的困局，不识世上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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