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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道路史的研究存在详今略古之憾，应予弥补。
盖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如果不能奠定上古时期的坚实基础，再多讨论都不免缺少立足点，且难以集中讨
论主题，提炼研究方法，更无法对古今之变作出精确的判断与解释。

　　“周道”的学术价值就在于此。
身为中国道路史上第一个成熟的官道系统，“周道”不只是西周史的重要环节，更可作为探讨中国道
路史的基地。
然而，研究史上相关成果却十分零散。
诚然，直接记载“周道”的史料很少，但若有视野上的创新，“周道”有非常高的研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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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晋豪，1982年生，祖籍山西省汾阳县，台湾台南市人。
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曾于2008年赴北京清华大学访学。
现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培育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周史，尤着重政治地理、交通地理与金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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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统一性的瓦解　　旅行自由的获得，加之马车退居幕后，为道路开启了多元的发展空间。
这种发展表现在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的道路扩张。
然而，地表上的道路是以何种原则组织起来，则是另一个问题。
在一统的局面下，“周道”表现出以首都为核心、向四方封国延伸的空间布局，以及车同轨的局面。
随着王朝分裂，国际道路的空间结构也由以王都为中心分化为列强并立的多元核心。
史念海总结战国时期的道路，是以各国的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的衰弱，
雒邑已逐渐失去“天下之中”的地位。
称雄的诸侯各有相当广大的土宇，因而各自的都城也都可以自成交通的中心，向外辐射道路⋯⋯这种
情形在春秋后期就已经约略存在，到了这一时期就更为明显。
①当天下一分为七，秦都咸阳，韩国的平阳、新郑，魏都大梁，赵都邯郸，齐都临淄，楚国的郢以及
燕都蓟城分别成为区域性的道路中心，②西周时期辐辏于二都的双核心结构遂为多元核心取代。
　　此外，关塞由开关变为闭关，国与国的疆界日趋分明，空间移动受到国界约束，形成相对独立的
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
战国时代，文字、语言、度量衡以及物质文化等均走向区域化，轨距亦然。
　　轨距是运输相容性（compatibility）的指标，故前章以轨距作为探讨王朝上层社会统一性的依据。
随着列国分裂，战国时代各地的轨距也就走向差异化。
　　然而，轨距的意义也有所转变。
西周时代，车轨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事务的沟通性指标。
当时，乘车权局限于贵族，马车的使用又受体制操控，轨距自然容易控制。
随着战国时代社会的移动阶层扩大，加以旅行的私人化为交通带来多元目的，轨距的意义也就有更多
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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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作者将“周道”界定为西周王朝的官道，综合有关古籍及出土材料，提出8条“周道”的地
理位置和走向，考证细密、设想合理，并进一步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形势以及技术、文化等层面，
对“周道”的形成原因、兴衰过程等问题作出推断。
本书立论新颖，富于原创见解，因此值得向读者推荐。
　　——李学勤　　　　本书从周初东进武装殖民的过程，重现“周道”的发展轨迹；从马车之传入
与运用，诠释“周道”作为交通工具革命之后的产物；又对周代封建体制的阶级限制与社会的静态本
质加以说明，让“周道”成为一种“受到限制”的道路。
以道路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在历史学界尚未多见，本书另辟新局，独创一格，可为中国古代之道路史
研究添一新页。
　　——王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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