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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4 陆路交通志·道路桥梁

第一章道路桥梁

西晋时，柳州开辟了通往群舸(今贵州及桂西部分地区)的驿道。至隋代，又开辟了通

交趾(今越南)的大路。唐代，桂州(今桂林)经柳州至邕州(今南宁)的驿道已成为贯通广

西南北的重要交通干线。宋代，柳州至夔州的驿道为西南诸蕃的主要贡路和销售马匹的

通道，被称为“买马路”。后来，历经元、明、清等朝代的修拓，道路通过能力逐步提高，使柳

州成为广西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驿道辐射的道路沟通各府治所，直至各州、县及邻省。

柳州最早修建的公路是柳(州)石(龙)路，于民国14年(1925年)11月动工修筑。此后

陆续修建了柳(州)南(宁)路、柳(州)桂(林)路、柳(州)六(寨)路、柳(州)长(安)路等。解放

后，大力进行国道、省道及县、乡道路的新修及维护，连接市内外的公路运输网逐步形成。

第一节驿 道

潭中县到群舸郡大路为西晋所辟，自潭中县经1日县(今柳城境)、宜州往西与群舸郡驿

道相接。

隋代，马平县经宣化县通交趾郡大路已经开通。

唐代柳州驿道桂州(今桂林)经柳州至邕州(今南宁)路线，由桂州经永福、柳州、严州

(今来宾)至邕州，与安南(今越南)驿道相接，成为贯通今广西南北的重要驿道干线。柳州

经宜州至黔中道(今贵州)大路，经唐代修缮，通过能力有所提高。

北宋时期柳州经宜州至夔州(今四川奉节)路，经唐、宋两代修拓，逐渐成为西南诸蕃

遣使朝贡的路线之一。至南宋，柳州至夔州的路线已成为西南诸蕃的主要贡路，当时群

舸、自杞等地的马匹亦销售宜州，故又称此路为“买马路”。

据《元湖广行省站道图》载，元代马平县(今柳州)境内驿道往北，由马平一东泉一雒容

(今鹿寨县中渡)一横塘一大石一三里一尧江一桂林；往南由马平—平兴一迎恩一来宾，

至来宾往东通郁林(今玉林)，往南通宾州、南宁。

明代、清代柳州府(马平县)主要驿道，往西由马平一柳城(旧县)一庆远(宜山)一德

胜；往北由马平一雒容一横塘一永福一桂林；往南由马平一穿山一来宾一迁江一宾州；清

代另有到浔州(今桂平)大路，自马平的穿山，经石龙、黄茆、二塘、武宣、三里、东乡、花雷至

桂平，与藤县经南宁至上林县大道相接。清代旧志记载驿道(陆路)状况：东去大路，由东

门外五里至窑埠塘，十五里至独静塘，十里至三门江塘过渡，与雒容县交界。西去大路，由

城西四十八里至古零塘，二十里至牛皮塘，九十里至大糟村汛，与庆远府宜山县交界。南

去大路，由大南门过河五里至振柳营，十五里至三江塘，十里至白面塘，十里至官道堡，十

里至四方塘，十五里至马鹿塘，十里至竹山塘，十五里至穿山汛(有穿山司巡检)，二十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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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河北站设在弯塘路(今柳州地区交通局驻地)。1956年，在文笔路3号兴建柳州汽车

客运站，建筑面积800平方米。

1950年以来，柳州汽车总站在柳州地区先后设立41个站，其中，客运站1个，县(市)

汽车站12个，业务站28个。

1986年，柳州市成立向全社会开放的河南客运服务中心、河北客运服务中心。

1992年，柳州市设立的汽车站有：柳州汽车客运站、汽车南站、汽车北站。货运站房

有汽车零担站。

柳州汽车客运站(交通大厦)位于立鱼峰西的文笔路3号，原站房1956年建，3层砖

木结构，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其中候车室80平方米。1986年在原址动工兴建新站房。

1989年7月建成。总投资943．9万元，为钢混框架结构15层综合性服务大楼，占地1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17480平方米，其中一楼候车大厅1350平方米，售票厅272平方米，有发

车位22个。三楼为酒楼，五至十二楼为旅客客房，十三楼为歌舞厅，后院为停车场。曾两

度被评为全国文明车站。

柳州汽车北站(通宝大厦) 位于北站路柳州市二运公司内，其前身为1988年2月成

立的河北客运服务中心。1989年lO月开工修建钢混结构新站房，1991年lO月建成并投

入使用，占地面积6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560平方米。楼高13层，有候车、停车、乘车、

售票、旅客住宿、消费、购物等设施，是集食、宿、行、乐于一体的客运车站。

柳州汽车零扭站位于潭中东路，占地43．2亩。1988年由柳州汽车总站投资修建的

货运站房，分2期施工，第一期工程于1991年竣工，总建筑面积3283平方米，其中仓库

1485平方米，修理车间185平方米。

柳州汽车南站(金鹅大厦)位于飞鹅路柳州市联运总公司内，其前身为1986年lo

月成立的河南客运服务中心。原站房由一问砖木结构平房改建。新客运站房为钢混结

构，于1990年动工兴建，分2期施工，1993年6月竣工，共耗资1000多万元，同年12月全

部投入使用。该站房高11层，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为汽车客运综合性服务大楼。

内设候车厅、售票厅、行李托运房、微机房、停车场、商店、客房、娱乐城、酒家等。距柳州火

车站约l公里。

车渡

三门江车渡位于柳州市东北6公里柳东乡境内。南岸紧靠三门江林场，北岸为鹿

寨县雒容乡。洪水期平均水面宽600米，深25米，流速2．63米每秒；枯水期水面宽400

米，流速0．89米每秒。

民国16年(1927年)建，17年通车，两岸引道各为200米，纵坡各10．5％；泥结碎石路

面，有双车渡船4艘，柴油艇2艘，渡工8人，日渡汽车5一lO辆。26_-27年，渡口改用汽

油艇拖渡，同时增添了渡口码头。34年，因日军破坏，渡口停渡。抗战胜利后，在原渡口

上游l公里处开辟临时便道和码头，恢复渡运。1972年，北岸岔河断桥修复，渡口迁回原

处使用。1992年，有渡工21人，临时工5人，6车渡船2艘，160．23千瓦钢质拖轮2艘，往

返渡运1次需15—20分钟，日平均渡车约500辆。1992年lO月静兰大桥通车后停止渡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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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淋村车渡位于郊区羊角山乡社湾村驻地东北2公里处，民国23年(1934年)建。

洪水期江面宽约600米，深lO米，流速2．19米每秒，流量5500立方米每秒；枯水期江面宽

约360米，深3．1米，流速0．82米每秒，流量170立方米每秒。日平均渡客334人次。

阳和车渡位于郊区羊角山乡阳和村驻地西北l公里(即柳州机械厂附近的鸡喇码

头处)。民国26年(1937年)建。洪水期江面宽约440米，深9．3米，流速2．19米每秒，流

量5560立方米每秒；枯水期江面宽390米，深2．18米，流速O．82米每秒，流量170立方米

每秒。有机动船l艘，载重47吨，日平均渡车约8辆。

柳江车渡位于柳州大桥上游400米、铁路大桥下游1000米处。南岸为飞鹅路，北

岸为小南路。洪水期平均水面宽425米，深30米，流速25米每秒；枯水期平均水面宽

310米，深21．5米，流速O．9米每秒。

民国28年(1939年)开辟码头，并搭架临时军用浮桥。29年，因浮桥被洪水冲走，改

用船渡运，每天渡汽车l卜30辆。柳江渡口是抗战期间柳长、柳石、柳邕等公路干线上的
重要车渡。解放前夕，有渡船2艘，柴油汽艇5艘，渡工200多人，日渡汽车约50辆，往返

1次需10一16分钟。遇洪水停渡。

解放初期，有渡工60人，平均日渡汽车250辆。1960年增添载车渡船2艘，69．83千

瓦汽油艇2艘。1968年增添6车渡船1艘，69．83千瓦铁壳汽油艇1艘，88．2千瓦柴油艇

l艘，平均日渡车450辆以上。1968年柳江公路大桥通车后，车渡改为一般装卸码头，不
再渡车。

露塘车渡位于沙塘乡西面9公里处，1966年建，为露塘糖厂专用。洪水期江面宽

435米，深17米，流速2．2米每秒，流量3200立方米每秒；枯水期江面宽390米，深5．7米，

流速O．85米每秒，流量867立方米每秒。有2艘载重48吨(4车位)双机组钢板机动船，

日均渡车约70辆，往返1次30分钟。

洛维车渡位于市洛维园艺场场部北0．5公里处，解放初始建，1976年扩建。洪水

期江面宽约4lo米，深17米，流速2．31米每秒，流量5620立方米每秒；枯水期江面宽275

米，深7米，流速1．03米每秒，流量189立方米每秒。有机动船2艘，日平均渡汽车约loo

辆。

第三节养护与征费

道路养护

民国14-17年(1925—1928年)，柳州公路养护采取官办民助的方法，养路费实行自

管、自收。官办的先后有柳庆公路局、柳庆石迁公路管理局、柳江区公路管理局、桂柳公路

监察处、柳州工务段、柳州总段等。民办的有大东、长远、平和、利成等私营车运公司。这

～时期的道路养护，分为若干段和小段，派监工工兵主办管养，仅限于填路补桥，维持通

车。

民国19年(1930年)，桂柳公路监察处成立，负责桂柳、柳江两区公路养护。20年，组

织若干流动性质的工队制材、修补、清疏，以维持通车。23年，划分养路段，每个道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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