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古代交通的概况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陆疆广大、河湖众多、海域辽阔的国家，有着发展水

陆交通的优越条件。几千年来，生活和繁衍在这块神州大地上的勤劳勇敢的中华

民族，在同自然作斗争、同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人作斗争的过程中，不仅写下了

陆路交通的悠久历史，而且开创了水路交通的光辉历程，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

勤劳动谱写出世界古代交通史上最壮丽的篇章。这里我们先从各个朝代交通的状

况和各种交通方式的变迁两个角度和侧面，对我国古代交通史的概貌作一简要介

绍。 

  

1  各个朝代的交通 

  

我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候，我们的祖先从古猿进化而来，学会了

制造工具，随后就在狩猎谋生活动中，开始了有目的地进行运输和信息传递的活

动。最原始的运输方式是手提、头顶、肩挑、背扛；最原始的信息传递方式是呼

叫、打手势。那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了分工，开始了

产品交换，产生了局部范围内的小量运输。后来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产

生了货币，商品交换量迅速增加，运输的范围和数量也相应地不断扩大和增加。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运送旅客和货物的运输业和专门传递信

息的邮电业。 

当交通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行业之后，古代运输业、邮电业的内容和方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在人类历史

的长河中，运输业从古代的人力拖拽到今天的航空运输，邮电业从古代的烽火报

警到今天的卫星通信，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具体来说我国古代交通事业的

发展过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末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交通初具规模。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商朝，我国古代交

通已有所发展。根据甲骨文、金文、出土实物及古籍记载，商朝不仅有了“车马”、

“步辇”和“舟船”等交通工具，而且开始建立“驲［rì日］传”制度，进行有

组织的通信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又修筑了许多通行战车的道路。

中原各国陆路交通纵横交错，还沿途设立了“驲置”，即驿站。水路交通不仅利

用长江、淮河和黄河等天然河道，而且相继开凿了胥河、邗［hán 寒］沟、菏水

和鸿沟等人工运河。 



秦汉时期，水陆交通形成全国网络。全国性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代。秦始

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的法令，把过去杂乱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联

结，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车辆可以畅行各地。同时又设置驿道，颁布有关邮驿

的法令，建立起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邮传系统。汉朝开辟了经西域通往西

方的道路“丝绸之路”。汉朝在秦朝原有道路的基础上，继续扩建延伸发展了以

京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秦汉时期水运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秦朝

挖掘的灵渠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汉朝则开辟了沟通世界两大帝国—

—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线。 

隋唐时期，我国水陆交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隋朝时完成了贯穿南北

的大运河工程，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唐朝时海上

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开辟了新的海上航线，加强了东西方的交流和联系。唐朝京

都长安发展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和中心，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唐朝

在各水陆要道上，广设馆驿，每 30 里一驿，构成了以京都长安为中心、遍布于

全国的驿路系统。条条大路通向长安。 

宋元时期，古代交通进入鼎盛时期。宋朝将指南针应用到海船上，使航海技

术大大提高。宋朝已把帆船作为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从广州、泉州等地出航东

南亚、印度洋以至波斯湾。元朝沿海航运事业最发达。元朝除继续开挖运河，使

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外，又开辟了以海运为主的漕运路线，从海上最多时年运粮

达 360 万石。元朝的幅员之大，盛于前代；驿路分布之广，也为前代所不及。在

全国水陆通道上，遍设站赤（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通向全

国及至境外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 

明清时期，我国古代交通日趋衰落。明代造船业的规模最大，出现了造船高

峰。这一时期在交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从公元 1405

年到 1433 年先后七次渡洋远航，把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推向了顶峰。但是好景不

长，不久以后明清两朝相继实行了海禁，航海事业从此就一蹶不振了。1840 年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侵入，近代交通工具火车、轮船和汽车相继兴起，

铁路、航线和公路不断开辟，遂使我国以帆船为主要工具的古代水上运输业，以

畜力车、人力车为主要工具的古代陆路运输业和以邮驿为主要方式的古代邮政通

信业，日趋衰落并逐步废弃。 

2  交通方式的变化 

  

第一，舟、车、路的出现。远古人类从事狩猎、采集活动，以及频繁的迁徙

活动，都是凭借人的体力。古代人们大都是沿河而居的。随着火和石斧的应用，

适应捕鱼和渡河的需要，便创造出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独木舟。有了独木舟，

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从此可以跨越水域，开拓新的天地，促进生产进一步发

展。人类早期在运输方面的另一件大事是懂得驯养牛、马、骆驼和大象等动物，

并用它们代替人力运送货物，还供人骑乘。商周时期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已有

表示车的象形字，说明车早已出现，并反映出当时的车已有辕和可供乘坐的车厢，



人们已掌握了“驾马服牛”的技术。车出现后，为了加快运送速度和提高负荷量，

便有了修筑道路的要求。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争夺中原霸权，纷纷修筑

能够通行战车的道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大修驰道，“车同轨”，兴路政，

使车辆直达全国各地。汉朝时期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方的“丝绸

之路”。 

第二，造船和航运的兴起。我国在商朝就能制造木船，在周朝，黄河、长江

和珠江领域已有较大规模的内河船。人类在利用天然的内河、湖、海航运的同时，

很早就懂得挖掘人工运河，接通天然河道，扩大航运范围。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

开凿了胥河、邗沟和其他一些运河。秦朝的人工运河灵渠在我国和世界航运史上

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都是很科学的。汉代已有了比较完整

的水军体制，发展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船舰。汉代楼船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造

船技术初步成熟的标志。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

应用上。我国古代的造船和航运，长期在世界上保持着领先地位。 

第三，机动运输工具的传入。18 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产业革

命。从 19 世纪初开始，蒸汽机相继应用于船舶和在铁路运行的车辆上，于是机

动船和机车问世了。从此，开辟了近代运输的新纪元。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把铁路等新型运输方式作为侵略工具传入了中国。19 世纪 30 年代，中

国的海上运输中出现了由英国制造的蒸汽机船。1872 年，李鸿章筹办招商局，

中国才自置蒸汽机船，且开始航行于海上和内河航线。中国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

人 1876 年修筑的淞沪铁路。1881 年中国修建了唐胥铁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筹

办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是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主持设计和施工，并于 1909 年建

成通车的京张铁路。在中国，汽车初见于上海，是在 1902 年从国外运进的。汽

车运输要求修筑路面坚硬的公路。中国的公路始于 1908 年修筑的广西省龙州到

那堪之间的公路，但没能全线通车。航空运输出现比较晚。著名飞行家冯如 1909

年制成了我国的第一架飞机。20 年代初，北京和天津之间，开始了正式载运旅

客的航空运输。 

第四，邮政、电信的诞生和发展。人类社会很早就出现了传递信息的活动。

古代邮驿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在古代，主要利用人力或畜力传输政令或

军令。直到 1896 年，我国才正式建立起近代邮政。中国的电信业，也是帝国主

义控制和掠夺的目标之一。1871 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私自在我国沿海铺设海

底电缆，并在上海租界设立电报局，开办电报业务。电话在 1881 年首先出现于

上海英租界，属英商瑞记洋行经营，显然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的。在帝

国主义在华经营电信业的同时，我国也在清朝末年开始自办起电报、电话和无线

电通信业务。 

以上对我国古代交通史的概况从两个角度和侧面进行了简略的交叉分析。先

总述，后分述。在初步了解古代交通历史线索的基础上，我们将把古代交通方式

和工具划分成九个专题，在后面逐一加以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