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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城

桂林交通，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春秋时期，楚共王“奄征南海”，修建楚越通道，开

始由全州进桂林，开创了桂林铺路架桥的历史。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统一岭南，“凿渠而

通粮道”，在湘漓分水岭上修筑了灵渠(湘桂运河)，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修建灵渠

的壮举，使桂林水路上通湖南洞庭湖，连接大运河，直达北京，下可达梧州至广州，中原与

岭南的交流又增加了一条水上运输动脉。唐代以来，经历代开辟和整修，贯通了桂林至武宣、

梧州、湖南、广东、京城、越南(古安南)等道路，驿道网络渐臻完善。驿道和水道连接，

构成一个完整的水陆交通枢纽，不仅满足了军事的需要，还促进了南北经济互补、文化交流

和民族融合，大大加快了桂林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桂林居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冲，水路与陆路交汇于此，枕山带江，地势险峻，便于

进退攻守，其作用得到了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地位日益重要。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元鼎六

年(公元前111年)设始安县(县治在今桂林市区)。“自孙吴以后，湖、广之间，事变或生，

未有不争始安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07卷)，桂林也就由一个小小城镇成为一个

区域的行政中心及“用兵遣将之枢机”，成为广西和桂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北宋至

道三年(997年)，把唐朝以来的岭南道析置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桂林作为广南西路治所，

设有“帅府”、“漕司”和“宪司”等地方一级的军政机构，显示了桂林在广西政治军事统治

中的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南明时期，桂林一度是永历政权的军事、政治中心，永历皇帝曾两

次驻跸桂林。民国十年(1921年)12月4日至11年4月8日，非常大总统孙中山驻节桂林，

设立总统行辕和北伐大本营。民国二十五年lO月至33年9月、34年9月至38年10月，桂

林是广西省会。民国二十七年11月至30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

桂林办事处，是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联结华东、华南及香港等地的重要枢纽，对于贯彻执

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交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桂林的经济建设。秦凿通灵渠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更广泛

地传入岭南，推动了桂林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唐宋时代，桂林的纺织、冶炼、酿

酒、竹木器制造等手工业已有相当规模，不少产品闻名全国。家庭纺织业非常普遍，“昼出耘

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生产的桂布、纶布、都落布全国驰名。“如流车马门前度，似

栉人家水上围。”明人包裕形象地描绘了那时代桂林的繁荣景象。唐至清代，桂林教育、文化

发达，科举活跃，先后出了5位状元，被称为状元之乡，孕育了以曹邺、曹唐：吕调阳、陈

宏谋、石涛、王鹏运、况周颐等著名诗人、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为代表的大批人才。

发展经济，必须发展交通。这是一代代桂林人的共识，也是桂林交通事业蓬勃发展的思

想基础。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更加重视发展交通，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出钱出力，修造一

座又一座桥梁，修筑一条又一条公路，铁路建设和航空运输快速发展，运输工具不断更新，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新观点、新方

法、新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桂林交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各项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专志为主体，突出桂林特点。志内按篇、章、节、目、子目、次子目的结构

层次排列。

三、本志记事时间，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2002年末。文内“解放前”、“解放后”

系指1949年11月22日桂林市解放之前、之后。文中所指“××年代”均为“20世纪××

年代”，如“60年代”为“20世纪60年代”。

四、本志记事范围为全市(包括各县区)。由于历史和统计的原因，部分事物、数字延

及辖县和限于城区。凡包含市区、辖县者书为“全市”。

五、本志记事原则为详今明古。在全面、系统记述桂林市交通系统资源和经济发展基本

情况的前提下，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桂林市交通系统干部职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突

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突出桂林特色、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

六、本志所记资料，主要源于历史档案和正式出版物等可靠史籍，以及经核实的口碑资

料，数据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资料，统计部门阙如者则选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除引文和

异说并存者加注外，概不注明资料出处。

七、本志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事之中。行文遵循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

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编写。

八、本志对民国以前(含民国)计量单位的记述，采用当时的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期则采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九、本志所记地名，均采用桂林市地名委员会审定颁布的标准地名，古今地名有异者在

古地名之后括注今地名。

十、本志所登载人物照片，按其到桂林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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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桂林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南岭山系的西南，境域南北长236千米，东西宽189

千米，北部及东北部与湖南省通道、城步、新宁、东安、永州、双牌、道县、江永8县交界，

东南部、南部与广西贺州市富川、钟山、昭平3县，梧州市蒙山县及来宾市金秀县、柳州市

鹿寨县2县毗邻，西部与广西柳州市三江、融安2县接壤；总面积2．7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565平方公里，人口65万人，有汉、壮、苗、瑶、侗、回、京、彝、

水、满等37个民族；辖秀峰、象山、七星、叠彩、雁山5城区和灵川、兴安、全州、临桂、

阳朔、平乐、荔浦、龙胜、永福、恭城、资源、灌阳12县。

桂林市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南宋时期，“桂林

山水甲天下”就已名扬海内外，“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唐韩愈诗)，以漓江风光和溶洞

为代表的山水景观有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四绝”之誉。市区“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

流”，独具景在城中、城在景中的山水城市魅力，陈毅元帅曾诗赞“愿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

桂林历史悠久，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始安县治，建城已有2114年，以甑皮岩

史前文化遗址、秦代灵渠、明代靖江王府和王陵、桂海碑林历代摩崖石刻、八路军桂林办事

处、李宗仁故居和官邸为代表的文物古迹，构成了“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的文化胜境。

桂林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16．5℃～20．5℃，年平均降雨量1395．1～

2006．4毫米。桂林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有漓江、湘江、洛清江、浔江、资江等主要河流，

分属珠江和长江水系，水资源总量120亿立方米，水能可开发总量107万千瓦。全市森林覆

盖率66．5％，林木蓄积量约3800万立方米，主产杉木、毛竹等；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

二级保护动物4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8种，二级保护植物25种；有花坪、猫儿山两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滑石等17种矿藏储量位于全国前列。

交通基础设施已形成了以两江国际机场、南北火车客运站、桂海高速公路为主干的便捷

交通运输网络。桂林两江国际机场设计年飞行量4．2万架次，高峰期每小时17架次，设计年

旅客吞吐量500万人次，高峰期每小时2500人次，目前拥有国内航线68条、国际航线4条，

可直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香港、澳门、日本福冈、韩国汉城、泰国曼谷等30多个境

内外城市，并将开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直航线。全市公路通车里程5989公里，国道321、

322、323线穿境而过，拥有桂海高速公路(至北海)、桂黄一级公路(至湖南)、桂林至阳朔

二级公路等一批公路网络，正在建设的有桂梧高速公路(至梧州)等，直达货运公路运输24

小时内可抵达香港任何指定地点。湘桂铁路贯通南北，连接京广、黔桂、枝柳线。水路有湘

江和漓江航道，沿漓江经梧州与珠江相联，可直达广州、香港和澳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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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春秋时期，楚共王“奄征南海”，开始修筑楚越通道，经今全州入桂林。公元前387年，

楚悼王任吴起为相，变法图强，挥师“南平百越”，古代桂林纳入楚国版图。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次年起利用原有古道修筑驿道，自全州经兴

安至桂林，再由桂林经阳朔至平乐接钟山。自唐代以来，桂林古道累有修建，修通了桂林经

灵川、兴安、全州、黄沙河到至湘界通京师的官路，桂林通安南、广东的大路，以及平乐至

梧州、大溶江至随滩、桂林至庆远、桂林至武宣等大路。经过历代开辟和整修，桂林的驿道

网络已渐臻完善，主要驿道与水道连接，使桂林成为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
’

桂林的公路建设，始于民国十年(1921年)12月4日，孙中山先生筹建桂林至全州公

路，至民国二十八年，先后建成了桂林至黄沙河、桂林至荔浦、柳州至贺县及桂林至青龙界

公路。这些公路一般路窄、弯急、坡陡、桥梁残缺、泥土路面，难以维持正常通车。抗日战

争期间，这些公路多处路段受到破坏，战后只是临时修复，零星扩建。桂林解放前夕，公路

再遭国民党军队破坏，公路交通基本瘫痪。解放后，桂林市的公路得到了迅速的修复和改建、

扩建、新建。经过五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成了广西第—条高速公路—准

(林)柳(州)高速公路，广西第一条一级公路一桂(林)灵(川)公路，广西第一条二
级公路一桂(林)阳(朔)公路，通往越城岭之巅、华南第一峰——猫儿山的登山公路，
干线公路和县乡公路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2年，全市拥有公路里程7285．393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117．45公里，一级公路128．47公里，二级公路713．786公里，三级公路440．11

公里，四级公路4204．851公里，专用公路136．19公里，等外公路1680．88公里。

(三)

为联结江河溪流两岸道路，桂林历代各族人民致力于修造桥梁，建成了不少坚实牢固且

造型美观的各式桥梁。唐宋以后，随着农业日趋繁盛，手工业逐渐兴起，道路日益增多，桂

林桥梁建筑也随之发展。明代建桥技术有较大发展，建于明永乐十年(1412年)的阳朔遇龙

桥，单孔跨径达到20．6米。清时石拱桥已相当普遍，木梁悬臂桥最大跨径超过20米。由于

桂林多雨，有不少木桥上都盖有桥屋。既可防腐，又可供人歇憩。经统计，至清末，境内较

重要的80座古代桥梁中，石桥65座，木桥15座。

桂林公路桥梁建设始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桂(林)荔(浦)公路修建。全路

段共建石拱桥和石墩、石台木面桥34座。但因质量较差，不久即崩坏。民国十七年7月建成

通车的桂(林)全(州)公路，共建桥梁66座，其中最大的是全州境内的飞鸾桥，全长约

140米，为石墩木面桥。民国三十年8月，在市区原桂东浮桥处(今解放桥址)，建成的漓江

上第一座石墩钢木桁架上承式简支桥，即中正桥，全长约240米。20世纪50年代末，建成l

孔净跨24米的平乐县车田石拱桥和两孔单跨52米的恭城县茶江石拱桥，创造了当时全国石

拱桥单孔跨径第二的记录(第一为湖南省黄虎港石拱桥，单孔跨径60米)。1959年至1967

年间，龙胜县的龙胜大桥、灌阳县的文市大桥和全州县全州桥跻身当时广西lO座著名大、中

型圬工拱桥。60年代后期起，建成了马岭小桥、龙胜勒黄桥、大溪河桥等双曲拱桥和灵川甘

棠渡、荔浦马岭等梁式钢筋混凝土板桥，对桂林木桥、危桥改造做出了贡献。80年代起，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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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区漓江上的虞山大桥、漓江大桥、净瓶山大桥和宁远河上的雉山桥的建成，标志着公路

桥梁建设向材料高强化、造型轻型化，设计优化、自动化，施工装配化、机械化方向发展。

1998年，桂林市区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市辖县进行声势浩大的“村村通公路”建设和干

线公路上等级改建，城市桥梁和辖县公路桥梁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仅2000年，

全市就新建公路桥梁113座，总长2548米。仅市区内的“两江四湖工程”，就新建或改建了

19座风格各异，造型精美的桥梁。

(四)

肩挑、背驮是桂林最古老的运输方式，后陆运工具逐渐出现轿子、畜力车、人力车等。

民国十六年10月，桂(林)平(乐)公路建成，桂林总站兼桂林南站开行桂林至荔浦、平乐客货

混合定期班车，揭开桂林公路客货运输篇章。民国十七年(1927年)，桂林区公路管理局成

立，有汽车15辆。同年7月，桂(林)全(州)公路通车，桂林总站兼桂林北站经营桂林经

全州至黄沙河客货混合班线，桂林南北交通贯通，成为广西通往湖南的交通要道。民国二十

年起，先后开行桂林至柳州、八步、南宁、漾江等客货混合班线。这时期是桂林公路运输初

始阶段，汽车数量少，客货运量少，运价高，农村产品难以托运，大宗货物运输难以形成。

民国二十五年10月，市区公共汽车首次开行。民国三十三年，市区有人力黄包车1800辆，

货运板车2460辆。抗战胜利后，公路货运业务较忙，把布匹、煤油、百货等货物运往各县、

乡，带回各种农副土特产。1949年桂林解放前，客运班线停运，货运衰落，公路货运量仅为

0．67万吨，货运周转量33．16万吨公里。

解放后，桂林市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1950年，桂林市区共有雪佛兰、道奇、奇姆西、

万国等牌号民用汽车209辆。1956年9月1日起，桂林市区正式开通国营公共汽车。在计划

经济体制年代，公路运输实行“三统”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运价、统一票证)，桂林总站独

家经营旅客运输及大部分货物运输，只有一些企业自组车队运自存货物，市内短途运输一般

由桂林市汽车运输公司和桂林市第二运输公司及一些个体运输户承运。改革开放后，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搞活交通运输的规定提出“有路大家走车，有河大家行船”，使全市公路运输出

现欣欣向荣景象。1980年，全市完成客运量1012万人次，货运量234万吨；1990年全市客、

货运量分别为173 l万人次、625万吨。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发展和桂柳高速公路的建成，1997

年开始出现旅游汽车专业运输，同年5月1日开通了桂林至柳州第一条高速直达客运班线，

此后以高速公路为依托，开通了到全区各地的直达班车业务。2001年桂林市拥有民用汽车

42025辆，其中载客汽车23089辆，普通载货汽车18698辆，其他专用汽车238辆。

2002年，全市共有营运客车6593辆，96497客位；营运货车9193辆，24117吨位；旅

游客车1160辆，30531客位；出租小轿车2799辆，其中市区1916辆，各县共883辆。全市

客运班线471条，营运里程11．3万公里；其中，跨省班线135条，营运里程7．22万公里；自

治区内跨地(市)班线74条，营运里程1．75万公里；市内跨县班车262条，营运里程1．75

万公里；县内班线144条，营运里程O．57万公里。全市完成客运量3827万人次，货运量1148

万吨。全市共有汽车客运服务站18个，货运服站15个。桂林市区共有公交线路43条，其中

8条为免费公交线路，城区公交线路总长510．9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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