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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浩浩邕江水、悠悠母亲河，川流不息的邕江孕育了南宁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千百年来，勤劳智慧

的南宁人民在邕江边世代生息，不仅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而且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桥，便是这

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桥，不仅仅是一座座堆砌起来的人工建筑，而且更是一段城市发展的历史、一代

人的记忆、一种精神和艺术的传承。这些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桥梁，构成了南宁城市建设和文明发展史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南宁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 2014 年底，南宁市城区已建成并移交南宁市市

政管理部门管理的跨邕江的大桥有 20 座，其他市政桥梁 72 座，道路立交桥 25 座，过街人行天桥 35 座。为传

承南宁城市发展的文明，记录城市建设的历程，歌颂建设者无私奉献、敢做善成的精神，赞美城市桥梁的雄奇壮

美，我们城建档案人决心编写一本较全面记录南宁市桥梁信息的画册，让市民了解城市桥梁的建造历史，领略桥

梁的风采，展示城市建设的辉煌成就。

《壮乡首府　魅力邕城——桥梁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收录了南宁市建成区内已建成的各类桥梁的图片及

简介。桥梁资料部分来源于我馆馆藏档案，同时我们还向南宁市规划、城市管理、园林、铁路、高速公路等部门征

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向南宁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征集到大量的图片。由于有些桥梁建设年代久远，建设时间跨度

大，资料分散于不同的部门，加上有的管理部门已撤并，资料收集十分困难，难免有考证不周、记载不详的情况。

同时，由于本画册篇幅有限，城市建成的桥梁数量众多，因此我们只能在画册中收录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重要

桥梁。加上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失宜之咎，本画册定有遗珠之憾，敬请广大读者鉴谅。

编者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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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古称“邕州”，以流经城市的邕江而得其名。《辞源》曰：“邕，指城郭四方有水，环抱而成池。” 由此可见南宁是一座亲水、与桥结缘

的城市。南宁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留下许多关于桥的记忆和故事，那些不同历史时期建成的桥，构成了南宁这座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

篇章。

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南宁府志》里的清代邕州古城图

南宁桥梁概述

1911 年以前，南宁有历史记载的桥梁有茅桥、沙江桥、东平桥、西平桥、北平桥、七星桥、大坑桥、瓦子桥、金牛桥、接龙桥、二坑桥、长桥、

蜡烛桥、圩桥、太平桥、大浪新桥、塘桥、大桥、云峰桥、低井桥、那万桥、成福桥、双石桥、仙人桥等。这些桥梁中，比较有名的有宋皇祐五年

（1053 年）修建的茅桥，明洪武年间始建的东平桥，清康熙五十年（1711 年）建成的大坑桥，清同治、光绪年间先后修建的西平桥、烂泥桥、

金牛桥等。这些古桥多以砖、石、木结构搭建在城中邕江小支流的河道上，遇上洪水时往往易被冲垮。斗转星移间，这些古桥或已改建，或彻

底消逝，徒留其名，任人追忆。

壮乡首府　魅力邕城 —— 桥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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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的南宁城区图

民国时期，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城区的邕江支流

上，陆续兴建起一批钢筋混凝土结构性的桥梁。其

间，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修建了心圩江桥和可

利 江 桥，民 国 二 十 一 年（1932 年）改 建 了 茅 桥，民

国二十三年（1934 年）修建了西关路铁桥。

20 世纪初，日本编辑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一书中
绘制的南宁略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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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关路铁桥（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拍摄）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平桥

西平桥：旧名龙溪桥，初始为石拱小桥，位于今人民路与新阳路

交会处。其修建时间已无从考证，但据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其《徐霞

客游记》里曾记载有他越过西平桥会友的章节，可见此桥起源至少

可追溯至明朝。该桥后遇洪水冲塌并重建，并易名“平西桥”。清光

绪年间，桥再次被冲塌，后由民众捐资重修，复名为“西平桥”。1961

年 5 月重建为片石桥台、钢筋混凝土梁板桥，可荷载汽车通行。如今，

该桥已改造成宽敞通畅的新桥，依旧为市民出行服务。

西关路铁桥：位于今南宁市西关路西段，是横跨朝阳溪的钢架三

拱人行拱桥，始建于 1934 年，由德国设计师设计，广东谦德公司承

建。桥长 36.58 米，高 6 米，是南宁市第一座铁桥，是 20 世纪 30 年

代具有城市代表性的建筑之一。该桥是当时民国政府为便利通往所

谓的特别区“特察里”而建设，对研究南宁民国时期的路桥及社会经

济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如今，该桥仍在使用，并定期进行维修加固。

2001 年，该桥列为南宁市文物保护单位。

20 世纪 30 年代的广西省政府合署办公厅中的曲桥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山公园湖的曲桥

壮乡首府　魅力邕城 —— 桥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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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中 国 成 立 前，由 于 生 产 力 和 造 桥 技 术 落 后，

南宁人民没有能力修建一座跨越邕江的大桥，人们

过江只能依靠舟楫摆渡，因此邕江两岸的码头成为

南 宁 水 陆 交 通 的 枢 纽。 历 史 上 南 宁 以 商 贸 发 达 著

称，“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描绘的正

是南宁水运繁盛的景象，而这些景象却衬托出陆地

交通的落后和桥梁基础设施的不足。

20 世纪 40 年代的邕江北岸景象 20 世纪 40 年代的南宁水闸口码头（位于今江北大道冬泳亭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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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江上曾经的浮桥 20 世纪 40 年代的南宁邕江汽车渡口

　　南宁曾因国防军事需要多次在邕江上架设浮桥，但由于浮桥都是临时搭建，不久就或遇洪水被冲垮，或被人为拆除。民国二十一年

（1932 年），为使通行邕钦铁路线的火车过江，在邕江上建造了车渡设施，这成为当时南宁人民跨越邕江的一种新方式。新中国成立后，百废

待兴，1957 年 7 月邕江铁路大桥建成通车，同一时期在市区内邕江各支流上新修和扩建了一批永久性桥梁。

1951 年修建的和平桥原貌

　　 朝 阳 桥：位 于 市 区 中 心

朝 阳 路 上，横 跨 朝 阳 溪，修 建

于 1951 年，原名和平桥。原

桥 长 35.2 米，宽 9 米，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南 宁 市 修 建 的

第 一 座 永 久 性 桥 梁。1979

年，由 于 片 石 护 坡 出 现 裂 缝，

两边桥台对移，成为危桥。后

来，南 宁 市 政 府 对 其 进 行 维

修 加 固，并 扩 桥 面 宽 至 29.5

米，使 朝 阳 桥 成 为 南 宁 市 内

交通的一条主要通道。

壮乡首府　魅力邕城 —— 桥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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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64 年邕江大桥的建成，南宁人才真正实现在邕江上“一桥飞渡”的夙愿。

1964 年邕江大桥建成通车 20 世纪 70 年代的邕江大桥

20 世纪 70 年代的邕江大桥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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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城市道路立交桥，建成了跨内河（湖）桥梁、人行过街天桥等类型的桥梁。2009 年 9 月，南宁大桥建成通车，极大地促进了五象新区

的发展，而五象新区的发展又带动和促进了良庆区及江南区的振兴。英华大桥、五象大桥等一批跨江大桥先后建成。白沙大道、五象

大 道 上，树 立 起 一 座 座 大 型 立 交 桥。 此 时，南 宁 城

市桥梁建设达到了史上最高峰！截至 2014 年底，

南 宁 市 共 建 成 并 移 交 市 政 部 门 管 理 的 跨 邕 江 公 路

桥 15 座、跨邕江铁路桥 5 座，其他各类桥梁数百座。

改革开放以后，南宁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中兴大

桥、白沙大桥等跨江大桥相继建成。1993 年，跨南

湖的南湖大桥建成通车。到 21 世纪后，南宁市桥梁

建 设 进 入“快 车 道”，相 继 建 成 了 永 和 大 桥、葫 芦 鼎

大桥等跨江大桥，建成了竹溪立交桥、友爱北立交桥

壮乡首府　魅力邕城 —— 桥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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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雄伟坚固的桥梁，成为串联沟通南宁市区以及

与 外 界 联 系 的 纽 带。 南 宁 市 也 从 一 个 南 疆 小 城 发 展 成 为

连 接 祖 国 大 西 南 的 出 海 大 通 道，成 为 服 务 华 南“珠 三 角”

经济圈的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成为面向东盟十国的区

域性国际大都市。

13

南宁桥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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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江主要桥梁

美丽的邕江奔流不息，穿南宁城区而过，将城区划成南、北两片，留下了曲折绵长的河岸

线。随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座座跨江大桥成为南宁市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凸显出

南宁市发展的活力与生机，见证着城市发展震撼人心的建设历程。

1964 年 7 月，邕江大桥建成，标志着南宁结束了没有跨越邕江公路大桥的历史。改革开

放后的 1988 年 8 月，第二座跨邕江大桥中兴大桥建成通车，标志着南宁从此进入高速发展的

历史阶段。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截至 2014 年底，南宁市已建成白沙大桥、葫芦鼎大桥、南宁

大桥等 20 座跨江大桥 , 还有几座跨江大桥正在开工建设，不久将建成通车。

这些跨江大桥以邕江为轴线，沟通南、北城区，方便群众出行，改变了南宁城市的格局，加

快了建设大南宁的进程，承载着南宁从边疆城市向区域性国际大都市转变的梦想与渴望。顺

畅通达的南宁，正一步步向着构建大西南商贸中心和区域性国际大都市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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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南宁市跨邕江桥梁（部分）分布示意图

跨江主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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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江大桥
邕江大桥是南宁市修建的首座跨邕江

公 路 大 桥，又 称“邕 江 一 桥”。 它 以 广 西 跨

大 江 河 公 路 大 桥 始 创 的 意 义 载 入 了 史 册，

同时以其桥址选定在毛泽东主席在南宁冬

泳邕江时下水处而成为一座具有历史纪念

意义的桥梁。

20 世纪 70 年代，市民在邕江大桥下举行纪念“毛主席冬泳邕江”活动邕江大桥北桥台旁的冬泳亭

1978 年的邕江大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