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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行，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大余

县交通志》记载了大余交通事业的变迁史实，达对于了解和探讨历史

上大余交通建设，进一步发展交通事业，促进大余经济建设都是有益

的。
、

大余历史悠久，地势险要，交通便利，囱公元前212牟泰始皇开

辟累师通往岭南的大庾岭路称“通南越道”至今有两千余年。历史上

作为我国南北交通的“舟车所会"水陆交通枢纽的大余，畲有“横浦

有关，大庾有岭，道通交广，此为襟喉"， “商贾如云，货物如雨，

万足践履，冬无寒土”之称。但是，到了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政府

腐败，道路失修，交通日趋萎缩。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一

领导下，交通运输事业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全县18个乡镇全部通了

客班车，90％的村通汽车，基本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这些均

为交通战线的同志奋发图强，勇于进取，努力奋斗的结果。

对大余交通事业光辉灿烂的过去和繁荣昌盛的今天，都应该客观

地载入史册，使后人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故《大余县交通志》的

问世，是大余县交通系统的一件大事，是同志们解放思想，敢于探索



的辛勤结晶。在编纂过程中，从事编辑的同志不辞劳累，采访征集了

大量资料，几经寒暑，认奠编纂出第一部大余交通志，为发展交通运

输事业，提供了宝贵资料，我相信必将对于我县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

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庆贺之际，谨以此为序。

王会唐

一九入九年六月



大余昙交通志 凡 例

屈

．一，《大余县交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纂，记

事根据大余的实际情况，上起不限，下诡截至1985年，个别事项为保

持事物的完整性延至1986午。

二、本志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其结构采用章，节、日编排。

三．．本志称建国前、后的记述，均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称解放前、后，指1949年8月16日解放大余时为界分

栽、冶o ．

四，大余县原名大庾县，1957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大余

县，本志概称大余县。只在引用原历史文献时，’仍用大庾县名称。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来体相结合进行编写。

六、本志“引文，，洼有旧《大庾县志》者，均系民国七年版

(1984年重版本)。其它引文一般不注明出处，可参见《大余县交通

志·资料汇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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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

大余县地处江西省西南边缘，大庾岭北麓，章江上游，位于北纬

，25。15 7至25。377，东径l 14。07至I I l。447之间，西北邻崇义县，东北

界南康县，东南连信丰县，西南与广东省南雄县，仁化县接壤。东西

长75公里，南北宽18．3公里，全县土地面积1368平方公里，地势

西高东低，除中部和东部沿章江两岸有局部平原外，大部分地区为大，

庾岭主支脉所蟠结，是个以丘陵低山为主的县份。一般海拔在300至

800米之间。最高点内良天华山，海拔1383．6米；最低点新城安坑口，

海拔124米。山地占总面积22．76％，丘陵占58．86％，平原及岗地占

18．38％。l984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22953 1人。1 985年辖一个区，十

四个乡，四个镇。

“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大庾岭路囱泰开辟为京

师成阳通{圭岭南地区的主要道路，是泰汉以来用兵南海所经之地。唐

时中外贸易发展，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南北交通取道大庾岭路更形频

繁兴旺。唐开元四年(716)，左拾遗内供俸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

路，将原有旧道开凿成“坦坦而方五轨"的车马大道，为大庾岭路揭

开了新的一页p至此“南北之官轺，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皆

取道于斯”。鸦片战争后，因五口通商，长江流域的货物通过大庾岭

路进出减少。尤其到了近代，随着交通工具的进化，及至民国22年

’(1 933)，大余开辟了公路以后，岭路日趋冷落。在大庾解放前十余。

年间，仅有四条公路，总长才6 l公里，路面保养差，桥涵多系土木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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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且损坏严重，雨季经常出现路塌桥断，交通受阻。

新中国成立后，公路建设发展加快。1 95 1年修建了黄龙至漂塘，

1955年修建大余至崇义(县内1 l公里加220米)，1958年建新城至杨

， 眉寺(县内24公里加350米)，l 960牟建池江至信丰(县内12公里加

500米)，1965年建总窿口至烂泥迳，1970年延伸与葛地至洪水寨公

路相接，1970年建小梅关至内良等干线公路，促进专用公路及乡村公

路的发展。现在全县有公路1 04条，其中国道l条，省道1条，县道

3条，乡公路l o条，专用公路32条，乡村公路57条，通车里程584公

里，为建国前的九倍。县内现在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42．5公里，每万
’

人口有公路25公里。公路质量逐步提高，l 956年国家对南(昌)小(梅

关)线县内路段全面进行了整修，沿线路面加宽，桥涵改造为永久化，

。 1979年该线油渣路面铺设完工。现在全县公路桥涵已基本实现豕久

性，公路建设正向着宽路基、大吨位、高速度发展。

大余交通运输，由屑挑、驴驮、人力车推、畜力车拉到现代以机

动车辆为主的运输，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历程。1933年随着县内

公路的开发，广东商办“健行公司"、“利通公司"、“南通公司”

相继在县内开展汽车运输业务。l 942年因抗日时局发展，中央资源委

员会钨业管理处由南昌迁入大余。该处有汽车五十余辆组成汽车队，
。

主要承担赣南钨砂及矿山物资运输任务。是年，广东商办车行撤走，

赣县车务段经营大余车站，以客运为主。因当时客票昂贵，而县内仅

在新城设有一个招呼站，乘客只能买到南康、赣州二种价格的客票，

卸大余乘车至新城需购至南康车票，因此，县内人们来往多为徒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汽车运输发展迅速。1954年开始，赣南汽车运

输总站先后在县内西华山．、新城、池江、青龙设立车站，改善了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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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货运输条件。1 961年，县交通局筹集货车三辆，载重9吨，客车l

辆，载客20座，成立大余县汽车队，为县内客货运输提供方便。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全县机动车运

输发展更快。1985年度全县(不合赣州汽运公司大余车站车辆)有

车单位93个，城乡个体运输59p，有各种载货汽车372辆，载重量1553

吨，大中型客车23辆，载客815座，是年完成货运量302200吨，货物

周转量26624800吨公里；年客运量I 1万人次，旅客周转量4030万人公

里。另外还有中型拖拉机124辆，手扶拖拉机1．76辆，小四轮44辆，三

轮载货摩托车12辆，每年为城乡运载了大量物资，使多年来运量大于

运力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现在，全县18个乡、镇已全部通行客运班

车。 ．

大余通航河流，囱县城至赣州，章江可通航lo至20吨位帆船，县

城以上及童江支流浮江河、内良河、沙村河可通排筏，章江是赣江主

要支流之一，在历史上闻名于世的大庾岭路与童江水运确有重要的联

结。《江西省情汇编·赣江水运》载“溯赣江章江南行至大余沿陆路越

过横浦关，沿浈水入北江卸可南下番禺(广东)，达条水陆相联的交通

线以水路为主，经济方便，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秦以后的各个朝代都

以此为通往广东的主要交通线"。宋淳化六年(990)’‘‘广盐入赣"

每年从广东调入的数千万斤盐由大余水路转运内地。元，明、清时从

海外赞口的珠宝香料及内地商人贩运的丝织品、瓷器主要沿达条路线

转运。鸦片醵争后因五口通商，长江流域货物通过大余转运大为减

少，水运逐渐衰落。民国初，县内大规模开采钨矿，矿产品及材料大

部由章江运入输出，大余县城船运繁忙“日进出帆船五十艘"。抗日

战争胜利后，因矿山砂石大量流入河中，河道逐年淤塞，船运逐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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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建国后，由于公路交通发展，加之I 958年lo月南康县修建童惠渠

拦河坝，大余至赣州船运中断。

大余县城以上章江上游威产竹木、土纸、香菇等土特产品，竹木

囱古采甩扎排流运至大余、赣州等地供应市场。土纸、香菇等土特产

品则用竹筏装运至大余县城，然后由县城装运盐、糖、布匹及日用百

货进山区以供农村农民之需。I969年lo月，因油罗口水库拦河坝施

工，排、筏运输从而中断。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加快了全县交通工业前进的步伐。I 962年

大余县农机厂开始经营汽车及其它机动车辆修理业务，1976年3月1

日成立大余县汽车大修厂(1983年元月1日与大余县汽车队合拜)。

为车辆维修提供了方便。另外驻县四矿汽车队，均有车辆大修能力。

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来，大余交通事业发展迅速，成就喜人，忆

古观今，展望未来，前程无量。大余交通战线的广大职工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为振兴大余交通事业作出新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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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

庾岭)置横浦关。

泰始皇三十五年(前2 12)

“通南越道”。．‘

汉高帝元年(前206)冬

．秦统一南方各族后，于塞上(今大

开辟中原通往岭南新道，岭路称

秦亡，楚汉相争，赵佗据南越国‘(今

广东、广西、越南一带)称王，据横浦关囱守，通南越道中断。

汉高祖十一年(前1 96) 陆贾出使南越，招抚赵佗，佗受封为

南越王，通南越道复通。 ’．
．

汉高后元年(前187) 刘邦死，吕雉执政，禁将中原铁器等物

资运销南越，赵饨绝汉自立为“南越武王”通南越道再次中断。

’汉文帝元年(前17 9)秋 又派陆贾出使南越，安抚赵佗，通南

越道遂又恢复。

汉元鼎五年(前l 12)秋 南越相吕嘉叛汉，杀死汉使，通南送

道遂又关闭。
7

．’

’

汉元鼎五年至六年(前I 12至I I I)r 汉武帝刘彻派主爵都尉杨

仆为楼船将军率军“出豫章，下横浦"对吕嘉进行征讨。平叛后，南

越又为汉统一，乡手留裨将庾胜于塞岭(今大庾岭)北麓筑城戍守，称

庾将军城。
‘

隋开皇十年(590) 番禺王仲宣割据岭南；在庾岭设立九栅屯

兵大庾岭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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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德四年(62 1) 以李靖为上桂国，安抚岭南，兵度大庾

岭。

唐开元四年(7 16) 为适应对外贸易日釜发展的需要，内供奉

张九龄奉诏凿辟大庾岭驿道。从此，南来北往官车、商贾、货物以及

海外贡使，多经此道。

宋淳化元年(990) 因盐运输量增大，为确保岭南经赣州而达

汴京通道的畅通，在大余设置南安军，辖大余、南康、上犹三县。

宋咸平五年(1002) 宋莫宗音准凌策奏议，凡广东向朝廷所

献贡物，皆“陆运至南安，泛舟而北"转运费用大省。

宋嘉秸八年(1063) 南安知军蔡挺在大庾岭路隘口筑关，名

目“梅关"。此关之设除军事防御之用外，且为课征商貌之卡及“以

分江广之界"。同时与其兄广东转运使蔡抗协议以砖石分砌岭南北

路，拜夹道植松，便利行旅。

宋熙宁年间(1068至1077) 周辅天措置江西盐法言： “汀州

． 运路险远，淮盐至者不能多，请罢淮盐，通搬广盐一千万斤于江西虔

州南安军"o

宋建中靖国元年(1 10 1)苏轼从岭南贬所北归，路过大庾岭

路时写了《过大庾岭》、《赠岭上红梅》、《登谯楼》等诗篇。后人摘

《登谯楼》中“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镌于谯楼厅桂。

宋淳熙九年(1 182) 南安知军管锐对岭路道树加种红梅o．

宋成淳四年(1268) 南安知军赵孟遣为大庾岭驿馆书“梅花

国"匿。大余遂有梅国之称。

祥兴二年、至元十六年(1279) 文天祥于去冬广东兵败被

俘，被元兵由广东押送北上大都(今北京)，五月四日出梅岭，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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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从南安取水路沿章水下，文决心以死报国，愤书《至南安军》二

首。、 ：

‘

●
●

． 元延秸三年(13 19) 大水，水由西门入，东门出，县城破为

二。从此，章水改道穿城而过'『为连接县城，建浮桥一座，名平政7

桥。
‘’ 、

．。

+、

’

l·

至正二十二年(1362) 南安军总管张元祚率民夫用石砌墩，

用木架梁，重建平政桥(后改称横浦桥、中山桥)。

’砚汞乐四年(1406)4月’ 诏外国使节入朝，占城、莫腊爪

哇、三佛齐、罗满剌加、苏门答腊等国使节经岭路于南安乘舟北

明汞乐八年(14 10)‘ 解缙贬谪广西，路过大庾岭时，畲留心一：

观察岭路南北水陆交通情况。遇赦返京畲上疏磁请凿赣江南北运河。"

但未果o ‘．

。‘明成化年间(约1465) 大余县城东有石壁(’又名赤壁)长八

十余丈，此段河道滩高流急，逆水而上，舟行困难，知县文志贵督率

民工开凿纤道。

明成化十四；年(1478) 南安知府张弼，重修横浦桥。鉴于以
。

往“随修随毁"的教训，逡在河中立五墩，全以巨石砌实，用生铁嵌

定，四周缝隙，灌以石灰胶。同时在桥面两侧建店亭三十间租予商

贾，收其租税为每年维修桥之资金。此举沿用历时四百余年。 ．

明成化十四年(1478)十二月三日 南安知府张弼与南雄知府7

江璞在南雄中站签订江广两省货物中途驳运协议，以解决南雄与大 ，

余两县货运人员长期存在的纠纷。后张弼撰《梅岭路均利记》一文记

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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