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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漳州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自唐代建州以来，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其间拓

道疏河，水陆驿运皆兴。闽粤古道，史垂千载。宋朝虎渡桥、明代月港，名闻中外。

民国初期，漳州就修建福建省第一条铁路和首批公路，并有商营汽车运输业和轮

船业。但因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漳州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极其缓

慢。1949年9月，公路通车里程仅215．5公里，不少航道淤积，港口设备十分简陋。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勤劳智慧的漳州人

民，致力发展交通事业，为漳州的交通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公路、铁路运输四通八达。。324”。319”两条国道贯穿境内南北，与浙、

赣、粤3省相通。县、乡都修建公路，全市乡乡通客班车，98．5％的村庄通公路。

1990年，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5344．92公里，机动车总数58217辆，各种营运机动

船舶392艘，1406客位，28636吨位。漳州市区南、北环城公路和国道324线漳分段5

大改造工程竣工交付使用后，将进一步提高漳州的通行能力。鹰厦铁路纵贯漳州

3县1区，在辖区内设15个车站，可直达上海、南京、合肥、福州等地。1990年全市完

成货物运输量2514万吨，旅客运输量2437万人次。铁路货物发送量127．22万吨，

发送旅客65．42万人次。

海运事业迅速发展。漳州现有东山、石码、下寨、宫口、旧镇、海t16个外运港

点，并先后建起51座码头和8．24万平方米的专用库场。东山港2个5000吨泊位码

头和1个3000吨泊位石油专用码头已投入使用，口岸联检机构齐备。漳州已开辟

直通港澳、新加坡、菲律宾的海外航线，拥有一支30艘货轮的外运船队，年货运量

达120万吨。

航空事业方兴未艾。漳州机场位于北郊，距市区10公里，可起降中型飞机。不

久将开辟漳州一福州一南京和漳州一济南一北京航线。漳州市区距厦门国际机场56

公里，市区设有民航售票处。

目前漳州的交通条件还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交通运输仍是漳州

经济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多方筹集

资金，增加投入，统筹规划，统一安排，综合治理；也需要交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共同努力，付出艰辛的劳动。



盛世修志，旨在。存史、资治、教化”。为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规律，以求

承前启后，漳州市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在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会和漳州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完成了《漳州市交通志》的编撰任务。在编撰过程

中，编委会领导和编写组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略古详今的原则，

广泛调查、搜集材料，然后认真核实、整理，实事求是地记述漳州交通事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我们希望，《漳州市交通志》的编撰、出版，能够给发展漳州交通事

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也给关心漳州的各界人士提供了解漳州交通史迹的丰富翔

实的资料。

改革开放，形势喜人。我们相信，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共十四

大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全市交通战线职工的共同奋斗，漳州市的交通运输事业一

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真正实现货物畅通、行旅方便的美好愿望。

让我们群策群力，共同谱写漳州交通运输发展的新篇章!

高南胜

1992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书记述漳州市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上溯时间不限，下限至1989年，

个别事项视需要记述至1990年。

二、本书记述的地域以漳州市现辖区为准，即龙海、漳浦、云霄、东山、诏安、

平和、南靖、华安、长泰9县和芗城区。对于历史上曾隶属于漳州的县，如明代的龙

岩、漳平、宁洋3县则不在内。

三、本书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图表随文。“大事

记”以编年体记述，志则“横排门类”。纵写古今”，按。详今略古”原则，重

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漳州市交通事业发展状况。

四、历史纪年清代及以前按各朝年号用汉字纪年，中华民国用阿拉伯数字

纪年，在括弧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皆用公元纪年；文中所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新中国建立”。建国”，系指1949年10月1日；

“解放”，系指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

五、地名称谓凡地名、物名、人名、单位皆用全称。对于历史上的地名与今名

有异者，在括弧内加注今名。

六、人物据志书惯例，生不立传，入传传主皆为已故的对漳州交通事业有重

大贡献与影响者。对健在者的功绩，按“以事系人”的原则在有关章节中予以记

录。

七、本书系编著体，主要取材于档案资料、旧地方志和各县、区新编的交通

志，包括各交通部门所提供资料。对资料来源，除在正文中说明外，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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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漳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位于北纬23。347～25。127，东经116。547--118。127，面

积12607平方公里，一年四季常青，气候温和，物产丰富。

漳州市靠山面海，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低山丘陵多于平原，山地丘

陵与山间盆地相间分布，河流支分，水量丰富，海岸线长达680公里，逶迤曲折，多

优良港湾。

漳州北连泉州，西南与广东省相邻，西北和龙岩市接壤，东临台湾海峡，连接

厦门，和金门隔海相望，与台湾仅一水之隔。全市辖龙海、漳浦、云霄、东山、诏安、

平和、南靖、华安、长泰9县和芗城区。它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闽南厦、漳、泉

对外开放区的重要一翼，九龙江下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

漳州交通四通八达，公路、铁路、水运相连的运输网络基本形成。市区芗城是

闽粤两省公路干线的枢纽，。324”。319”两条国道贯穿南北，与浙、赣、粤3省

相通。全市各县、各乡都修建公路。1989年，全市公路共有945条，总长5246．51公
里，比1949年增长24．35倍，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41．61公里，居全国首位。鹰

厦铁路横跨本市3县1区，在境内长143公里，设15个站点，1990年货物发送量达

127．22万吨，发送旅客65．42万人次。内河航运以九龙江为主，1989年河流通航里

程为292．5公里(最多的1937年为465公里)。本市5个县临海，有良好的自然港

湾。已经开放的有东山、下寨、旧镇、石码、海门和宫H6个港口。轮船向北可航行

至福州、宁波、上海、南京、青岛、大连；向南可到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海口和香

港、澳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漳州港口建设步伐加快，海运日兴，先后开辟菲

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航线。漳州距厦门国际机场仅56公里，空运事业为开

放和对外贸易提供方便条件。

漳州远古交通十分闭塞。内陆通往各地的交通都是羊肠小道，岭高径陡。商

旅往来，货物运输，全靠步行和肩挑，人际交往，货物流通，迁延时日，十分不便，
故有。蜀道难，闽道更难”之慨叹。

秦汉时期用兵南越和闽越，漳州成了闽、赣、粤间的交通要冲。江西、湖南的

一些货物，也经由这里出海。唐代开辟古代驿道，人们置屯建堡，。披荆斩棘，拓

道千里”。唐宋以后，闽粤和汀洲古道，已是我国东南沿海和沟通内陆的重要驿

道干线。明清时期，漳州增设县邑，集镇、圩市激增，修建许多大路和乡道。及至清

末，以漳州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主要大道已有7条，还有通往沿海各港口以及内

地各城镇、乡村的分支乡道，初步形成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但是，漳州古代的驿道

尚未向车马大道发展。直至本世纪40年代，宁洋、漳平至龙溪交通仍用崎岖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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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民国8年(1919年)，漳州兴建第一条公路(漳州一石码)。随后，公路以市区

为中心沿四方古路拓建延伸。到民国26年(1937年)，境内有公路31条795公里

(通车的仅570公里)。抗日战孚时期，公路破坏，桥梁炸毁。战后，公路草率修

复，勉强通车。1949年底，全市通车的公路仅215．5公里。
漳州古代桥梁类型很多，有蹬步桥、独木桥、木梁桥、石梁桥、石拱桥等等，都’

是人行桥。石梁桥始见于唐，宋代大有发展。漳州古代桥梁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

风格，而且建桥数量之多、设计工艺之精、建筑规模之大，都闻名于世。南宋建筑

的江东大桥(古称虎渡桥)，我国古代f·大名桥之一，其石梁长23．7米，宽厚各

1．7米，重约200吨，堪称世界之最。它的建成，充分表现古代漳州人民的高度智慧

和伟大力量。因此，世有“闽南古桥，虎渡第一”和“闽中桥梁甲天下”的说法。

至清代，漳州古桥共有236座。

境内陆路运输，长期处于徒步、肩挑、乘舆、畜驮的落后状态。民国8年(1919

年)，漳州开始有汽车运输业。民国26年，汽车运输业由商营始兴公司1家4辆汽

车发展到16家157辆，兴盛一时。抗日战孚期间，汽车运输企业相继倒闭。战后出

现复苏，但商营汽车公司仅有6家，客货汽车72辆。
内河航运曾是境内交通的主要手段，九龙江及鹿溪、漳江、东溪和四都河历

来运输繁忙，明清至民国时期盛极一时。但是，水运长期依靠人力和风力，有些河

段，还须拉绎。清末民初，华侨和航商投资于内河轮船业者逐渐增加。民国时期，

九龙江内河机动轮船运输颇为盛行，一度出现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1949年4～

9月，国民政府刘汝明部溃逃时将汽船洗劫一空，内河和沿海水运一派凄凉。

明代中后期(1436--1621年)，古代海运进入全盛时期。漳州月港，曾是福

建四大古港之一。它从一个民间自由贸易港口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外贸中心。

从兴起到繁荣昌盛近200年，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47

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菲律宾)为中转，与欧美各国相贸

易，在我国航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部队在沿海攻战频

繁，清朝政府下令强迫。迁界”，实行海禁，封锁郑军，海运中断日久。道光二十

二年(1842年)厦门辟为通商口岸之后，领海利权外溢，海上运输皆为英、美、日

垄断，漳州海运业遭受严重排斥。民国时期，无力兴建、扩建港口。抗日期间，为防
日军侵入，陆上掘路，海上堵港，港口、航道屡遭破坏，海运再次中断。战后恢复甚

微。

清光绪末年(1905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福建省第一条铁路一漳厦铁

路建成。它全长仅28．17公里，西起江东桥，东至嵩屿。宣统三年(1911年)5月正

式营业，新兴数年。但是它前不过海，后不过江，行车缓慢，上下不便，加上经营管

理不善，终于民国19年(1930年)停业毁废。

漳州的车辆修造业，始于民国初年。1921年，仅漳浮汽车始兴公司设一修车
厂。到1949年，全市计有私营汽车公司修理厂(场)5家，技术工人112人。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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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10家私人汽车店，从业人员35人。那时，生产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下，只能
干些修修补补的杂活。

漳州船舶修造业源远流长。早在东汉初年，南越王赵建德曾在境内绥安越王

潭(今漳浦绥安溪)伐木造船。大船载重3000石(汉时1石为120市斤)。宋代，漳
州是本省四大造船基地之一。漳产海船被宋朝廷征为“纲船”，年征120艘。明代

造船技艺有长足进步。那时所造泛海大船。大者广约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
者广二丈，长七八丈”。清政府厉行“迁界”海禁，海运日衰，造船业随之萧条。

迨至民国时期，仍然萎靡不振。1949年，漳州城区仅有民间造船作坊13家，而且规

模小，资金短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致力交通建设，漳州市的交通运输事业

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漳州的交通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

期。

公路建设和陆路运输迅速发展。全市9县1区的107个乡镇和1682个行政村，

现已乡乡通汽车，96％的村通公路，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已初具规模。历来交

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如今。公路入云端”。公路技术等级和通过能力比建国

初有很大提高。建国以后，国产汽车和摩托车等各种机动车逐年增多。1978年改
革开放以来，公路运输业兴旺发达。据国道漳分线调查，车辆日流量达6000～

7560辆次。1989年，全市各类机动车辆57586辆。1989年，全市陆路运输完成货物

运输量2056．59万吨，货运周转量72506．68万吨公里：完成旅客运输量1447．74万
人次，客运周转量66673．27万人公里。陆路运输货运量占水陆运输总货运量的
93．59％，旅客运输量占水陆旅客运输总量的97．27％。

旧有公路桥梁得到恢复改造。1972年，全市公路桥实现永久化。1989年有公

路桥835座，共长28016．94延米，为1949年的66倍。许多大型桥梁，设计理论、结构
形式和施工工艺都是比较先进的。1972年5月建成的华安金山大桥，主桥单孔跨

径99米，是目前全省跨径最大的石拱桥。1989年10月动工兴建的漳州西溪大桥，

长608．66米，宽15米，是全省第一次采用多点顶推法施工的大型预应力连续箱梁
(在全国属第二次)。它标志漳州桥梁建设技术已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50年代，九龙江及其他内河水运相当繁荣。专业运输民船多达3000余艘，
1950年完成货运量42．28万吨，1957年增至75．43万吨，1965年又增至87．09万吨。
1982年，境内运输船舶基本实现机械化。农副业船也有很大发展，1950年全市有

2077艘，到1989年发展到11040艘。

1972年以后，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海上交通逐步恢复。1980年开辟

漳州至香港、澳门直达外运航线。1982年先后开辟东山至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国航线。1985年，开辟漳州(下寨)至香港定期货运班轮。1989年，全市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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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海上运输企业，拥有轮驳船172艘，21026吨位；海上运输完成货运量119．91

万吨。目前，漳州已和国内#1"30多个港口通航。

1956年，纵贯本省的鹰厦铁路通车，它通过漳州所辖华安、长泰、龙海3县和

芗城区。1958年，漳州南坑和郭坑铁路支线建成。从此，漳州和全国的铁路网联结

起来。

1952年10月，国营福建省运输公司在漳州建立汽车修理厂，以后相继建立漳

州市汽车大修理厂、龙溪养路机械修配厂和各县汽车修配厂，逐步形成汽车大中

修、车辆检验、配件制造和养路机械修配等车辆修造体系。1979年开放运输市场，

乡镇民间车辆修造业迅速发展。1989年，全市车辆修造企业有682家，从业人员
3454人。其中一类企业6个、二类企业65个、三类企业107个、四类企业504个。从业

人员中技术工人达2321人。

漳州造船业在人民政府扶持下得到较快发展。1964年试制钢丝网水泥船成

功，现在已能建造百吨以上水泥质轮驳船。1979年以后，民间造船业蓬勃发展。

1989年，造船企业(修造厂)有4家，职212500多人。乡镇、民间船舶修造厂(场)

达32家，从业人员350多人。造船种类有木质船、水泥船，大小达30多个品种。

40年来，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建立、健全以市、县交通局为主体，水陆
交通企事业单位。成龙配套”的交通管理体系。它们在加强交通建设和运输管
理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显著成绩。

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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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 路

． 第一节 古 道

一、驿道

秦汉时期，闽粤陆路交通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由延平(今南平)南下，经

今沙县、永安、大田、安溪、华安抵漳州，称西北路：一是由东冶(今福州)南下，

经今莆田、泉州、同安、长泰抵漳州，称北路。两路在漳州交汇南下，经今漳浦、云

霄、诏安人南粤，即漳州南路。唐初陈元光沿袭秦汉以来的交通布局，以郡治为中

心向四方拓展延伸，于四境设置。行台”：一在游仙乡松洲堡(今浦南)，上游

直至苦草镇(今龙岩)；一在安仁乡南诏堡(今诏安)，下游直至潮之揭阳县：一

在长乐里佛昙桥，直抵沙澳里太姆山而止(今龙海港尾一带)：一在新安里芦溪

堡，上游直抵太平镇(今龙岩永定)。道路通达，北抵泉建，南逾潮广，西至虔抚，

东至海岛。以漳州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初具雏形。

唐宋以来，道路交通建设得到很大发展。各驿道原有的泥土路面皆砌石蹬路

面，还修建大批石梁桥。

明代中后期，漳州是福建沿海的主要商港和对外贸易港市，为闽南一大都

会。境内南靖、漳平、宁洋、平和、诏安、海澄等县的圩市集镇崛起，先后修建许多

大路、乡道和桥梁渡口。及至清代，境内道路交通已遍及各县市镇和乡村圩集，组

成庞大的道路交通网，道路布局基本稳定。

至清末，以漳州城区为中心的丰要道路如下：

㈠西北路一揭鸿塞一i道
清乾隆《漳州府忠》载：。揭鸿岭(汉称葵岗岭，今为金沙岭)，去城西北

40里。汉唐时，西北向长安故道，由安溪、大田以行”。该古道沿途皆崇山峻岭，人

烟稀少，为中原地区通达漳州的捷径，是汉唐时期漳州朝京孔道。唐宋以后，虽非

官方驿道，亦属经行要道。古道在漳州境内180多里。路线走向：出北城门，旱路经

乌石(今石亭乡)，逾揭鸿岭(岭下今为吉洋)，至华安汰内，路沿北溪上溯，至

新圩岭兜，历龙头岭(今华封岭)，抵华封(今华安县城关)，再由华封越骡仔
岭向安溪、大田北行，经沙村(今沙县)，抵延平(今南平)与秦汉人闽大路衔

接。

唐初，传有刘氏三兄弟，率众疏通华封溪抵漳平、龙岩、宁洋(今双洋)水

路，西北路古道改为水陆兼程，路线走向是：由北城门出，旱路30里至浦南(唐谓

松洲堡，置“行台”)，雇船上水，60里抵华封岭脚登岸，历华封岭40里至华葑营

(历朝置军营屯守)，登舟沿华葑溪上溯，60里至大杞，又30里至罗溪口，又30里

至茶盐湖，又20里至十里湖，又30里至宁洋，上岸过山，15里至马上岭，又20里至

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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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桥，又20里至林田驿，又20里至梓口，又40里至永安。再雇船顺沙溪，经今沙县，

达今南平往北而行。

该路线水陆兼程，虽多次转接，但较旱路方便。故为历朝军事经济路线，唐学

士韩俚由沙县抵龙溪时，曾作诗。水自潺谖日自斜，尽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

如寒食，不见炊烟只见花”。元末，有一蔡氏因揭鸿塞岭路高峻，于西山腰辟一新

道，俗呼新岭，路通安溪、龙岩，今山脊石砌古道犹存。

㈢北路——长泰大路
唐宋漳郡朝京晋省要道。道路走向：出东城门，路经古塘、坂头堡、崎岭至鳌

浦渡(旧称云英渡)，越北溪，在郭坑渡头(蓬洲渡)起岸，沿龙津溪上溯，经半

岭亭(五里亭)，抵长泰县城，再由长泰溪园往东，顺朝京路，历朝天岭，抵同安

深青驿(今灌口)，北上经泉州、莆田达福州，而后沿福州官路进京。

南宋，柳营江虎渡建桥，辟江东大路，漳郡朝京晋省改由江东大路通行。长泰

大路已非要道，朝京驿废。

㈢东路一江东大路(福州官路)
明初建都南京，以南京为中心通达漳州的驿道称。福建漳州路”。明永乐十

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经南京、杭州入福建抵漳州的驿道称“福建路”。清
代称。福州官路”。

江东大路辟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砌石磴路面，宽2～3米。绍熙

元年(1190年)，江东虎渡架设浮桥，漳州朝京晋省改由江东大路通行，称驿道。

道路走向：出东城门，往东经赤岭(今龙海步文)、鹤鸣、马歧，出万松关(云洞

岩后，今关犹存)，抵江东驿，经石井、官桥、龙江至同安深青驿，长80里，接泉州
大路，北上福州。此为闽粤两省交通纽带。

㈣南路——漳潮大路(闽粤古道)
漳州至潮州揭阳是秦汉古道，唐为驿道，是闽粤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

路线。

道路走向：出南城门南下，经檬林、木棉、历九龙岭，至甘棠驿，经三古、长林
(今长桥)、饭盘、罗山，至漳浦驿，越盘陀岭，经火田至云霄驿，经径心、大陂，至

南诏驿(诏安)，然后出分水关，总长290里，抵粤东潮州，经惠州达广州(宋称

循州)。

唐宋古道云霄驿至诏安分水关走向是：由云霄经大陂、长田、岭头、坷湖至分
水关。元至正年问(1314--1368年)，副总管陈君用屯田诏境，驿道改由半沙、九

上落窟至南诏驿。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修建九龙岭山路，砌石磴10多

里，建亭岭上，以憩行者。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云诏交界的余甘岭山路，改
由山腰通行，仕民称便。

㈤西路一漳汀大路
漳汀大路是漳州经龙岩、汀州，出隘岭入江西虔(州)抚(州)的闽赣交通



孔道，辟于唐，宋置驿亭，称。平南驿道”。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龙岩改为
直隶州后，境内道路走向：由西城门出，经茶埔、天宝月岭，历峰松岭，抵龙平(今

龙山)、和溪，越夫人马岭(龙岩林田岭)，抵龙岩州(唐苦草镇)，路长240里。
唐、北宋旧道走向：由北城门沿西北路，经乌石，至揭鸿岭，再经月岭、峰松岭，至

龙平。元末，改由揭鸿岭西山腰通行。唐光启元年(885年)，寿州王绪、王审

知兄弟率农民军由赣南入闽，即由此路入漳泉，而据福州。宋末景炎二年(1227
年)，文天祥率勤王之师，也沿该路入漳，而后抵粤东。元代汀漳一带抗元义军，

沿此线攻州陷邑。元至正八年(1348年)，元政府在汀漳二州置元帅府。民国21
年(1932年)4月，毛泽东率工农红军东征，曾沿此路入漳。

㈥西南路——平和大路
．平和路是漳州连结平和、南靖山区和闽赣粤3省边区的交通线，虽非。官马

大路”，也系经行要道。沿路山深林密，陵谷险峻，昔为少数民族。闽畲”居住

地。唐初始。剪除荆棘，开山取道”，。拓地千里，渐成村落”。后置。行台”于

芦溪堡。宋元以来，汉畲山民为反抗历朝封建统治暴政，多据险连营结寨以抗衡。

元至治年间(1321年)，置南胜县于九围矾山，辟为府至县要道。明正德十四年
(1519年)，置平和县治于九峰，沿途置铺塘。清为闽粤交通要道。

道路走向：出西城门，经茶铺、天宝，至南靖县城(今靖城镇)，过西溪靖城

渡，经关峰(文峰)、洪濑、旧县、丰埔(枫埔)、霞寨、崎岭，抵平和县城(今九

峰)，长165里。由霞寨黄庄分路，抵芦溪，入闽西永定。

由九峰县城往北，经坪蛔抵芦溪，长80里，又50里入永定，经上杭，抵汀州。

由九峰往西有二路：一路出九峰西门，经水井塘至赤石岩30里，与广东大埔

县交界，路通大埔、梅州；一路往西20里抵柏松关，与广东饶平交界，路通饶平、潮
州。

㈦东南路——镇海路
漳州东南滨海地域，古为。蛮獠”聚居地。城东南60里有镇海太姆山，相传

六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为太姥夫人开疆拓土遗址。据宋<漳州图
经>太姥山记云：。闽中未有生人时，夫人拓土而居，因以山名”。汉元鼎五年

(公元前112年)，汉破番禹(今广州)，南越王赵建德与相吕嘉乘夜从水路逃
至南太武山，筑石垣屯守，巅有石城称。建德城”。唐初，龙海港尾、镇海一带划

为沙澳里，辟为海防要道，置。行台”于佛昙桥。宋于镇海置巡检司。镇海为海船
商艘聚泊地，是海防重镇。明初筑卫城屯戍。戍卫范围，北起中左所(厦门)，南

至南澳，系境内海上商贸要道。明隆庆元年(1567年)，于月港置海澄县后，辟为
东南沿海大路。

道路走向：出南城门，沿西溪南岸经莲浦(今锦浦)、西陵(水头)、祖山

(今龙海县石码镇)，至海澄月溪铺，往东经龙湾、官楼，抵连江盐场，直至镇海
(鸿江铺)，长11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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