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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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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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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谚镑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桂林旅游业的

历史和现状，突出反映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桂林旅游业的发展变

化。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桂林市旅游业的各个方面，包括旅游资源、景区景

点、旅游者、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交通、旅游线路、旅游商品、康乐设施、旅

游宣传、教育、科研、管理、收入等内容。其中旅游资源、景区景点等内容包

括了桂林市所辖各县的情况。

三、本志根据旅游业的情况和特点横排门类，纵写始末，结构形式分章、

节、目、子目，共16章，65节。各章先作概述，然后分节介绍。资料来源于档

案史料、政府文件及《桂林市志》、《桂林旅游大典》等正式出版物。

四、本志所记述的“景区景点”均指已对游人开放的景区景点，尚未开发

的、有待开放的景区景点作为旅游资源介绍。

五、本志贯串古今，详今明古。记事时间，上溯至事物之发端，下限至

1997年12月。部分内容延伸至1998年9月。

六、纪年方法，清代以前在皇帝年号之后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的年份

前加“前”字；民国时期在民国年号之后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后用公元纪年。志中述说的“解放前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市政府”均指桂林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均指广西壮族自治区。

七、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一般述而不论，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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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桂林市市长 李金早

桂林是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

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开发和建设，桂林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进一

步加快桂林旅游业的发展，1998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我市

主导产业的战略构想。1999年在全区旅游工作会议上，自治区党委、政府作

出了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广西旅游先进省区的战略决策。李鹏同

志为桂林题写了“桂林，国际旅游明珠”的题词。李瑞环同志1998年11月考

察桂林时深刻地指出，桂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是世界著名风景名胜城

市，是中国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把桂林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良、基础设施

完善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名城，是桂林人民义不容辞的职责o 1998年，经国务

院批准，桂林地、市合并，这为桂林旅游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桂林旅

游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市旅游局

主持编纂的《桂林旅游志》经过有关人员多年的辛勤劳作，现在终于出版发

行了，这是桂林旅游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它对

桂林旅游业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时

期，编纂具有时代特征的地方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也是地方经

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o《桂林旅游

志》从各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桂林旅游发展及其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尤

其记述了19r73年桂林对外开放以来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展示

了历代桂林人为桂林旅游发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成为国内外关心、支持桂

林旅游发展的领导和朋友们了解桂林、认识桂林的又一重要“窗口”o它的

出版发行，不仅为政府部门的施政提供依据，而且对宣传桂林、搞好“两个文

明”建设以及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市情教育，都具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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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作用，是一部有存史、资政和教育作用的志书。

桂林旅游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研究工作者的辛勤

耕耘，也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和努力工作。我们真诚地希望《桂林旅游

志》出版发行能使广大市民进一步认知桂林旅游以及桂林的资源优势，进而

激发全市人民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决心和信心，掀起“爱我桂林，建我桂林，美

我桂林”新热潮。在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桂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

各族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求实创新，不断总结桂林旅游

发展的经验，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搞好旅游环境的管理和整治工

作，狠抓旅游质量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把桂林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

际旅游名城而努力奋斗。

一九九九年九月



前 言

桂林市副市长 康天保

部门志是记载某一部门从历史到现状的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它全面

反映某一部门的情况，为地方施政提供依据，具有资政的作用；它是广大干

部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乡土教材，具有教育的作用；它也是研究各门学

科的资料来源，具有存史的作用；因此，编纂志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桂林旅游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

级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桂林旅游各

方面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现有星级宾馆27家；有国际旅行社18家，国内

旅行社62家；有旅游涉外专用车700多辆，漓江游船170余艘。基本形成了

年接待100万入境旅游者、1000万国内旅游者的综合接待能力o 19r73年对

外开放以来，桂林至今共累计接待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旅游者近

700万人次；有30多个国家的80多位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游览过桂林。

桂林，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初具现代化水准，且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国际旅游名

城。客观、真实地记述桂林旅游的发展史，让人们全面了解桂林旅游的发展

概况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使所有关心桂林经济社会

发展的海内外朋友通过认知桂林旅游业的发展史来了解桂林两个文明建设

的巨大成果，进而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越性，是我们旅游工作者义不

容辞的责任。

正是据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市旅游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志

办、市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199r7年底，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旅

游工作者着手编写《桂林旅游志》(部门志)，经数易其稿，反复编审，历时两

年终于如期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该书分16章65节，共41万字，内容涉

及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线路、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管理、旅游科研、

宣传与教育等各个方面；该书所记史实，均经仔细查证核实，去伪存真，较全

◇谤务铂^妒tpA搬嗾。◇◇袋◇◇九嚣◇套岛鬯◇彩旁象麓一^妒^／护_≮¨屯◇象囊协^妒峻n^∽^_套◇众巍麓一凡p^甜^即龟客套珐嚼张戴粥参，罗批如》^批以驴也势^v^扩幺◇套◇晚^”以桫^机☆以妒鼻妒，砑凡M◇◇旁纨◇囊毫屯鼢辩缎徽佘，融幺谯◇◇◇如参岛^≯A～◇》》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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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客观地反映了桂林旅游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是一本让世人认识、了解和

评价桂林旅游的“工具书”，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我深信，

《桂林旅游志》的出版发行，对提高桂林旅游知名度，扩大桂林旅游影响力，

推动桂林旅游更快更好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旅游业是个正处于发展中的朝阳产业。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作出的把旅游业建设成为广西支柱产业的战略决策，为桂林旅游业的跨世

纪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勤劳而热情好客的桂林476万各族人

民，热情欢迎海内外各界人士和朋友前来观光、旅游，广泛开展经济贸易和

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让桂林这颗“国际旅游明珠”在世纪之交焕

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一九九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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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国际旅游明珠，她拥有甲天下的山水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被誉

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19r79年1月国务院确定桂林为风景游览城市，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桂林为历史文化名城；在1985年《中国旅游报》组织
全国风景名胜评选中，桂林山水仅次于长城，名列第二位；在1992年“中国

旅游胜地四十佳”评选活动中，漓江风景区仅次于长江三峡风景区亦名列第

二位；1998年4月，桂林——阳朔被自治区交通厅授予“文明航线”称号；同
年，桂林漓江被中央文明办公室、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十佳文明风

景旅游区示范点。

桂林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自然资源绚丽多姿，人文资源灿烂多彩。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赋予桂林优美的自然风光，山峰秀丽俊美，江水清澈碧

透，湖塘星罗棋布，溶洞形态奇异。百里漓江，奇峰夹岸，碧水潆洄，青山浮

水，风光秀丽，犹如一幅百里画卷。芦笛岩、七星岩曲邃玲珑、幻若仙境，堪

称“洞穴瑰宝”。独秀峰、伏波山、叠彩山、象鼻山平地兀立、俏然耸翠、惟妙

惟肖。这些景点、景区早已闻名遐迩，而冠岩“水府洞天”、尧山“群峰伏波”、

漓江泛光夜景等大批新景点、新景观更以其新奇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游客。

桂林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3万年前，桂林已有人类活动。从公元前

111年设始安县起，桂林长时期为县、郡、州、府治所；宋代以后，为广西政治、

军事、文化中心；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全国著名的抗战文化城。从汉代至近

代，在这里都留下了灿烂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现今保存下来并经各级人民

政府公布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148处，摩崖石刻2000多件，山水文记近

200万字，山水神话传说数百则，吟咏赞美桂林山水的诗近5000首。这些文

化遗产与自然景观相协调，二者交互辉映，浑然一体，蔚为壮观，让人“看山

如观画，游山如读史”。

桂林游览景区的开发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在宋景平

二年(424)，南朝时期诗人颜延之在任始安郡(今桂林)太守时就对独秀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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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拓。唐朝时期，南溪山、隐山、叠彩山等景区得到开发建设。宋代，开辟

了虞山至隐山、西山的水上的游览线，发掘岩洞30余处。明清时期，兴建了

王城、靖江王陵墓及雁山公园。抗日战争时期，风景区遭受不同程度的破

坏。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市政府加强对风景区的修缮、重建和开发

工作，开发了靖江王陵庄简王墓、西山公园；扩建了七星公园、芦笛岩、独秀

峰和阳朔大榕树等风景区(点)；修复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云峰寺、桂

海碑林等一大批人文旅游景点。至199r7年，桂林市区已有旅游风景区(点)

200多处，开放公园10个。在开发建设游览区的同时，桂林开辟了市内一日

游，漓江风光一日游等常规旅游线路以及洞穴探险、漓江漂流、度假旅游、民

俗风情一日游等多种专项旅游和线路。此外，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与其他

城市景点组合的线路和出境游线路，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网络化的旅游线

路。

桂林的风景区虽然在各个朝代都不断扩大，但游览观光在古代尚未形

成独立行业。直到民国37年(1948)中国旅行社桂林支社成立，专业化的旅

游服务才逐步形成。解放后，50。70年代初，桂林主要是接待国家公费邀请

的各国外交人员、专家和留学生，属外事接待型。19r73年5月，桂林旅游正

式对外开放。但当时全市仅有榕湖饭店1家涉外饭店，大小旅游客车不足

10辆，漓江游览仅有木船3艘，旅游从业人员不足200人。1978年，国家改

革开放的方针为旅游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桂林旅游业得到迅速发展。从

80年代开始，桂林先后建成了甲山饭店、丹桂大酒店等一批旅游涉外饭店，

全市旅游接待设施大为改观。至1997年底，全市拥有星级饭店27家，其中

五星级2家，四星级2家，三星级12家，二星级10家，一星级1家；拥有国内

旅游团队定点饭店58家；旅行社72家，其中国际旅行社16家，国内旅行社

56家；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几十个语种语言和方言导游员

近2000人。旅游从业人员达6万多人，具有了较强的综合接待能力。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桂林旅游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逐步扩展。从本地的

土特产品、风味食品和手工艺品发展到医药保健、饮食、日用品。至1997

年，桂林直接或间接生产旅游商品的企业达300余家，约占全市企业总数的

25．5％。为方便旅游者购物，1968年榕湖饭店专为入境旅游者设置小卖部，

随后各涉外饭店均设置购物商场，1987年开始，市旅游局对社会旅游购物商

店实行定点管理，至1997年，旅游定点的购物场所达50多家(不包含旅游饭

店中商场及社会大型商场)，旅游商品收入在桂林旅游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

升。

解放前，桂林市的康乐设施数量少、规模小、设施简陋，仅有简易的舞



概述 ·3·

厅、球场、会馆等，且主要面向上流社会。解放后，政府相继兴建了群众性体

育、文化场馆。从80年代起，桂林开始引入现代化的康乐设施，市内涉外宾

馆设有豪华歌舞厅和健身设施，另外还开辟设施优良、具有地方特色的涉外

娱乐场所，全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康乐设施系统。

为了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桂林有关部门不断加强旅游宣传的力度，利用

图书、报刊、声像和电脑等工具，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桂林。从1992年起举

办每年一度的桂林山水旅游节。此外，还采取了形式多样的促销办法，如参

加国际旅游交易会、博览会以及请进有实力、信誉好的旅游商、官方人士以

及新闻媒体记者到桂林参观考察，进行宣传报道。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旅游教育、科研的发展。从1983年桂林第一职

业中学招收旅游服务专业学生以来，至1997年，桂林旅游教育已形成了业

余培训、中专、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结构的教育体系。旅游科研也非常

活跃，出版了各种旅游专著、刊物，进行了多种旅游科研项目研究和学术活

动。到1997年，先后有40多项科研成果分获自治区、市级奖励。不少研究

成果被有关部门采纳运用，获得良好效果。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加速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业、邮电业的发

展，改善了城市环境o 80年代以前，桂林市内主干道狭窄，交通拥挤，飞机场

系军民合用，航班严重不足，铁路客运没有始发站，漓江航道运力不足。80

年代后，旅游业的发展加快了道路、水运、铁路、民航的建设步伐。市内道路

先后完成了桂(林)阳(朔)公路、中山中路、东西环路、两江机场路等十几条

干道、公路建设，拓宽和改建了市内的3座立交桥，修建了3座跨漓江大桥，

新建了火车站地下商场。此外，桂(林)柳(州)高速公路也已建成通车。民

航方面先是改建了奇峰镇飞机场，1996年10月建成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到

199r7年，桂林已有39条航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等30多个国内大中城

市，往返各地固定航班57个，开通了桂林一福冈的国际航线以及桂林一澳
门一台北的航线，机场年客运量可达1000万人次。铁路方面先是重建了桂
林火车站，199r7年，桂林站发经的往返列车达15对，可直达北京、上海、广

州、西安等20多个国内大中城市，年客运量达194万人次。另外，桂林火车

始发站正在紧张建设之中。漓江航运方面，70年代末，全市只有3艘客运木

船，到80年代中期，涉外游船就增加到118艘，至199r7年，又增至170多艘，

共1．4万多个客位，其中豪华型75艘，17439个客位，年客运量119万人次。

邮电业方面，80年代初，桂林还没有普及电话，直到1988年才开通国际长途

电话业务。到199r7年，桂林市安装了17万门程控电话，开通了桂林至日本、

美国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658个市县的国际国内长途电话。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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