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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定西交通发展六十年》分大事纪略、古今概述、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养护与管理、公路运
输与管理、规费征收与管理、区县交通、交通科技、职工生活与文化等部分。
旨在记录历史，突出智慧，反映全貌，体现文明，弘扬主题，聚焦发展，促进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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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王政元年（前246年），秦赢政即位，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陇西经营不遗余力，道路进一步
拓展，首先将西方驰道由关中通向陇西。
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次年（前220年），就把第一次巡游的目的地放在了陇西、北地。
 　　秦始皇西巡陇西、北地有他的战略考虑：一是陇西、北地既是秦王朝的战略后方，又是秦王朝防
御匈奴的前沿，西巡既可示威匈奴，又可按察边疆，为他巡游天下解除后顾之忧。
二是陇西、北地经营近千年，巡游最为安全，带有预演和示威天下的意味。
三是先巡陇西，无疑是为了尊重先王故地，顺便寻根问祖。
 　　秦始皇西巡之事在《史记·秦本记》中记载十分简约，只有“二十七年（前220年），巡陇西、
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数语，行经路线模糊，也未做“通道”的记载，与他后来数次巡游通道的
记载相比过于简略。
事实上，这正是陇西、北地先于天下有了驰道的缘故。
此前，蒙恬的边防部队早已将驰道整修一遍，静候御驾通过。
巡幸路线是由汧（今陕西陇县）先出鸡头（今崆峒区崆峒山前峡）北上，过回中（今宁夏固原西），
巡视陇西边防，然后折回巡视北地防务，沿陇东驰道返回。
但后人总以为秦始皇肯定到了陇西郡和北地郡，把两个地理概念等同于两个地名。
如果是这样，他巡幸的路线是：由回中沿长城内侧大道经静宁、平襄、豲道、首阳达狄道；做短暂停
留，沿渭河驰道经豲道、冀县至西垂宫旧地（今礼县东），谒先王陵，祠西畴，东北经邦县，越陇山
沿陇东驰道巡视北地，返回咸阳。
 　　秦始皇西巡，促进了甘肃中部地区道路的发展，形成了连接长城、关中、北地的交通网。
道路宽度按史书记载：“道广五十步”，约今35米。
这种宽度在山脊、川区可以达到，但峡谷地区难以达到，最低标准应能通过御驾和仪仗，即不低于5
米。
驰道中央三丈而树（约今6米左右），称天子道。
道路边坡均用大石垒砌“厚筑其外”，并有稳定路基的“金锥”。
 　　驰道在今定西早已无迹可寻，但驰道经过的路线和大体走向却被后人遵循。
今渭源关山根下秦王寺，相传是秦始皇住宿之处，寺内有一深井名“秦王饮马井”，有一棵几人合抱
不拢的柳树，名日“拴马树”。
秦王寺建于北魏太安三年（457年），寺旁有长城烽燧遗迹。
由这里翻山经东峪沟可达临洮，是古代传统的驿道路线。
 　　汉初，汉王朝与民休养生息，和亲匈奴，经济恢复较快，陇西作为战马的来源地，备受国家重视
。
后元五年（前159年）春正月，汉文帝巡幸了陇西。
汉武帝即位后，决心抗击匈奴，彻底解除边患，打通西域商道。
建元三年（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
汉武帝根据张骞的建议，于元狩二年（前121年），两次派霍去病征讨河西匈奴，消除了秦长城以西至
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打通了汧陇道与河西道，其中汧陇道中线由平襄向西延伸，经今马营、安定、
勇士（今榆中）、金城（今西固）过黄河，再经令居（今永登）达武威。
汧陇道南线则由狄道过洮河，在炳灵寺过黄河，接河湟道，穿越羌地，在扁都口达张掖。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和西域各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和西域的商人贡使开
始不绝于途，中西商路正式贯通，这就是后世称誉的“丝绸之路”。
从此中原的丝织品、漆器、铜镜、钢铁冶炼技术传人西域，西域的葡萄、苜蓿、胡桃（核桃）、胡麻
、胡豆（蚕豆）、胡瓜（西瓜）、石榴等物产传人中国。
其中苜蓿、胡麻、胡豆至今仍是定西市的主要经济作物。
 　　随着汉王朝在河西列四郡、筑长城、移民实边，大量的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由内地运往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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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有匈奴骚扰，南有羌人阻隔的情况下，汉廷决定将汧陇道中线作为军运通道。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析陇西郡置天水郡，郡治平襄，辖县十六，确保了这条通道的畅通。
中西交通的畅达，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史记·货殖列传》说：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今陕西榆林）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便利的交通，发达的畜牧业与关中的农业相结合，构成了汉王朝强大的经济基础。
 　　邮传设施完善，沿途“五里一亭，十里一燧，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砦”。
文件传递由邮亭完成，官员过往、物资运输由驿置负责。
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经略西羌，置邮亭通于金城，驰传长安，仅需7日路程。
 　　西汉末年，王莽乱政，隗嚣起兵攻克平襄，杀新莽镇戎郡（天水郡改名）大尹，后割据镇戎，汧
陇道受阻。
但天水一带道路仍很畅通。
东汉建武六年（30年）四月，光武帝遣中郎将来翕，奉玺书至镇戎，劝隗嚣归汉，隗嚣狐疑不决，来
翕乘单车，出陇坂东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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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定西交通发展六十年》具有地方性、时代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客观真实地反映和记载了新中国
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定西市公路交通事业发生的历史巨变；热情讴歌了勤劳聪慧的定西人民
和交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为改变定西交通的落后面貌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
全书内容丰富，为全面了解定西交通发展史，提供了翔实可信的基础性资料：为提高公民素质，进行
爱家乡教育，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教材；为扩大对外宣传，服务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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