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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以来河西驿站交通网络的历史沿革及其微观史学意义

李叶凡

英国利兹大学 历史学院，英国利兹，LS3 1LD；

摘要：驿站交通网络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体系之一，其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古代交通体制的发展变化。汉唐以

来驿站交通网络的历史沿革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

展的历史状况。随着历史的发展，驿站交通网络也在不断完善，对于促进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汉代以来驿站交通网络的历史发展沿革为主题，分别探究全国驿站交通网络的设立与分布、

河西地区驿站交通网络的形成、分布及其微观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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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以来的驿站交通网络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

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设立邮传制度以来，邮驿逐渐发

展成为国家交通运输的重要手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驿站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从最初的少数邮驿到遍布全国

的庞大网络，为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随着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驿站

交通网络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各地驿站交通网络的

分布和特点也各不相同。全国范围内的驿站交通网络主

要以京师（北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形成了京杭、

京广、京福等重要的驿道。河西地区的驿站交通网络则

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沿途设置了一系列驿站。

1 汉唐全国驿站交通网络的设立与分布

中国古代交通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清代末

年多个重要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标志性

成就。在原始社会，交通工具以独木舟和简易车辆为主，

多用于短距离的往来。随着生产力和阶级分化的提高，

交通需求增加，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夏商周时期，农业、

商业和科技的发展为交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以诸侯国国都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并开凿了人工运河如邗沟、鸿沟等，促进了水上交通的

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筑驰道，连通了全国的主

要交通干道，并开辟了通往岭南地区的水陆交通线。汉

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魏晋时期，交通工具逐渐多样化，包括马

车、牛车等，但整体上交通设施和制度尚未完善。隋唐

时期是中国传统交通网络的成熟期。国内交通路线四通

八达，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陆上交通线形成了稠密的

交通网络。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极大地促进了南北地域的

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交通工具方面，车辆形制增多，

船舶制造技术也有了突破，车船的发明是古代机械动力

的尝试。唐代的邮驿制度更加成熟，政府对行船、走车

马等都有严格规定。宋元明清时期，交通网络继续发展、

完善。宋代出现了更为复杂的交通工具，如肩舆等。元

代开通了京杭大运河，进一步促进了南北交通的繁荣。

明清时期，陆路和水路交通进一步发展，桥梁建设也取

得了显著成就。明清时期的交通制度更加细化，对行船、

走车马等都有严格规定。中国古代交通的发展趋势从原

始社会的简单交通工具到魏晋时期的多样化，再到隋唐

时期的成熟，至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汉代是中国古代驿站交通网络发展的关键时期。公

元前138 年，汉武帝正式设立了“乘传官”（即驿传官），

专门负责驿站的建设与维护。此后，汉代驿站交通网络

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一套完善的驿站交通体系，并覆盖

全国。全国范围的驿站交通网络在汉唐时期渐趋成熟完

善。

汉代驿站主要设立在交通要道上，如河北、山西、

陕西等地。其中，京师（今北京）和陕西是重要的交通

枢纽，驿站数量也最多。汉代各驿站设有驿舍、马厩、

驿车等设施，以方便传递驿卒与物品。汉代以来，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驿站交通网络

得以逐步完善和扩大。在汉代，由于贵族间争夺地盘以

及边疆的巩固，统一的驿站交通网络逐渐形成。汉武帝

时期，京师有常备车马三万匹，有中央驿站达五百余处，

全国有大小驿站五千余处。在驿站交通的规划中，汉武

帝实行“千里送驿”制度，即每隔一百里就设有一个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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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以保证驿站间的距离不会过大，以便更好地保障驿

站之间的联通。汉朝对驿站的管理非常严格，在驿站设

立的位置、设施的规格、驿卒的数量、换马的时间、车

辆的质量、行驶的速度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以确

保驿站的运行和交通的畅通。

到了唐代，驿站交通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

善。唐太宗时期，全国设有驿站近三千处，驿卒三万人，

常备马匹数达到了数十万匹。随着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

和发展，交通网络更加繁忙起来。“天下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的俗语，也意味着无论何种行业，只要刻

苦耐劳，都可以出人头地。唐朝时期，驿站成为政府通

讯的重要场所，也是商旅行走的必经之路，极大地促进

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融合。

总体来说，全国范围内驿站交通网络的设立和分布

历经汉代和唐代两个主要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步

成熟和完善。这种驿站交通网络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驿站的设立不

但促进了交通网络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也

推动了全国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2 河西地区驿站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分布

汉代以来，驿站交通网络在全国逐步形成并迅速发

展。河西地区作为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枢纽，在全国

驿站网络的分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河西走廊是

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

往来的主要通道。因而，河西地区驿站交通网络的形成

与发展具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现实意义。

在河西走廊南部，汉代设有悬泉、乃罕、狄道等驿

站。唐代，西域都护府设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地区，河西

地区的驿站数量也随之增多。宋代，西夏在甘肃、宁夏

地区大力发展驿站交通，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域的驿站网

络。河西走廊地区驿站交通网络的形成主要以这三个朝

代最为典型，其他朝代基本在此基础上进行运作与维护。

本部分将以河西地区为例，探讨汉代以来驿站交通网络

的形成及其分布。

2.1 河西走廊驿站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汉唐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人们对于交通

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历代政府不断完

善和发展驿站交通网络，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和

发展。河西走廊地区也逐渐成为西域和中原之间的重要

通道之一。

在河西地区，驿站交通网络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西域

的开发和贸易活动。作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河西地区

需要建立起便捷的交通系统，以确保商贸物品的快速流

通和安全抵达。同时，作为连接中原和西域的必经之地，

河西地区也需要驿站交通网络来保证政治和军事讯息

的联络和传递。为了保障交通运输的畅通，汉代政府开

始在河西地区修建驿道并设立驿站，逐渐形成了河西走

廊地区驿站交通网络。

汉代河西走廊地区被划分为四郡，即武威郡、张掖

郡、酒泉郡和敦煌郡。为了加强这些地区与中原之间的

联系，汉武帝时期，在河西四郡修建、完善驿道，并在

驿道沿线设置驿站。驿站是提供马匹和住宿等服务的重

要场所，也是驿道上的重要标志，方便旅客在路途中换

马休息。汉代后期，由于西域地区的战乱和动荡，汉朝

开始大量修建长城，并设置了一系列的军屯和边防驿站。

这些驿站不仅保障了军队的行动，也为商旅提供了保障。

驿道和驿站在唐代进一步发展壮大。唐朝时期，河西走

廊地区驿站数量激增，同时驿道也逐渐向西域地区延伸。

驿道和驿站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地区的贸

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为河西走廊地区的繁荣、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河西走廊驿站交通网络的分布

汉代以来，河西走廊地区逐渐形成了广泛的驿站交

通网络。驿站的设立和分布主要受到地理、政治、军事

和经济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从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地区

的驿站布局主要分为南北两条主要通道。南线的驿站主

要沿着河西走廊南缘的古丝绸之路分布，由于这一路线

在商业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驿站的数量较多，且较为

密集。南线驿站主要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

北线的驿站主要沿河西走廊北缘的玉门关-阳关线分布，

因为这条线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特殊性，所以驿站数

量较少，相互之间距离较远。北线主要的驿站包括张掖、

瓜州、酒泉、雁门等地。此外，在河西走廊地区的驿站

分布中，还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在临近沙漠

地区的驿站，驿站数量较少，而且驿站之间距离较远，

因为这里的水源和粮食供应比较匮乏。在临近绿洲地区

的驿站，因为水源和粮食比较丰富，驿站数量较多，相

互之间距离较近。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河西地区的驿站交通网络

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上。其中，

悬泉置、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是驿站的主要设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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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驿站的建立，使得河西地区的交通更加便捷和快速。

驿站的设立，使得民众和官吏能够更加迅速地进行行程

和物资的传递，也为政治和军事的传递提供了重要的保

障。此外，河西地区的驿站交通网络还涵盖了一些重要

的驿道和商道，如丝绸之路、玉门关道、葫芦河道等。

这些驿道和商道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中原和

西域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和场所。

总的来说，河西走廊地区的驿站交通网络是在政治、

军事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

驿站的分布规律主要受到南北两条主要通道、自然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驿站为古代的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西走廊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3 驿站交通体系及其微观史学意义

驿站交通体系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交通组织形式

之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微观史学注重个体、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细节的历史演

进，强调从微观视角出发去探究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

现实意义。

驿站交通体系和微观史学关系密切。一方面，驿站

交通体系的建立和运作离不开个体的参与和对历史事

件的细节描述。从微观史学的角度描述个体经历和历史

事件，可展现出驿站交通体系的现状和运行细节，进而

深入研究其历史发展和影响。例如，对于某个驿站的运

营情况，可以通过驿丞（驿站的管理者）的日记、账本

等细节资料来了解，这些细节资料反映了驿站交通体系

的运营、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微

观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为研究驿站交通体系提供新

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加深

入地了解个体参与驿站交通体系的历史经历和社会生

活细节，反过来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驿站交通体系在

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例如，通过对驿站中的旅客、

驿卒（驿站的服务人员）等个体的经历和描述进行分析，

可以了解到驿站交通体系在促进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

旅游文化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驿站交通体系

和微观史学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促进，为研

究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方法。

在微观史学的研究中，驿站交通体系可以作为一个

有机的研究对象，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交通运输系统，

更是一个包含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

复杂体系。因此，研究驿站交通体系可以从微观的角度

探讨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人们的生

活状态等。同时，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应用于驿

站交通体系的研究中，例如通过对一些驿站工作人员的

日常记录和生活材料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

社会生活和驿站运营的细节，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当时社

会的方方面面。此外，对驿站运营中所涉及到的人员、

物资、财政等方面进行的微观分析，也可以提供有关当

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对于了解历史

的演变过程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微观史学提供了一种深入了解驿站交通体系的方

法和途径，同时驿站交通体系也为微观史学研究提供了

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和案例。两者相互作用，为我们更

好地理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如

在古城墙的研究中，微观史学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研

究者可以通过对城墙上不同部位的损坏程度、修缮方式、

建造时间等进行观察和分析，推断出城墙建造时期的历

史背景、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文化的特点等。此外，

通过对城墙上的石刻、壁画、雕塑等艺术品进行研究，

也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文化氛围和人们的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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