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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序　言

“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脍炙人口的千古诗句，用来形

容江南，也是恰如其分的。

江南，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江南，是一个魅力无限

的地方。

南宁历史悠久，邕江逶迤东西，江南区横贯其中，是邕

江流域跨度最长、历史文化遗存最多的城区，可谓得南宁之

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说南宁是邕州大地的母亲，那么江南区则是依偎在

母亲怀抱中的宝贝儿女。如果说邕江是贯穿南宁千年古城的

珍珠项链，那么江南区则是珍珠项链中流光溢彩的五色串

珠。

南宁是千年古邑、南疆重镇、岭南商埠，江南区得邕水

之气，领城邑之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江南区的先民

“依水而居，凭水而兴”，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江南历史文

化”。江南区的历史文化涵盖了贝丘文化、农耕文化、稻作

文化、江河文化、商贸文化、圩市文化、碑刻文化、疍家文

化、城邑文化、美食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

江南区人文历史，底蕴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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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有历代南宁的治所亭子。南宁有句闻名的俗话：

“先有亭子，后有南宁。”足见亭子在南宁的历史地位和作

用。东晋大兴元年 （３１８年），在邕江南岸设晋兴郡，此为

南宁建制之始。此后，亭子作为历代治所，成为南宁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战略地位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亭子，还是南宁码头和渡口最多的地方。因此，历朝历代的

文人墨客、儒将猛士、行商坐贾多在此停驻或云游。他们游

历江南，或吟诗作赋，或戍兵驻守，或商旅辐辏，以不同方

式书写赞美江南的华章。

江南，有古代左江四大商埠之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扬美古镇。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到此一游，给这座千年古

镇增添了几许古韵和亮色。他在 《徐霞客游记》中，有 “自

南宁来，过右江，入左江，岸山始露石，至扬美，石始奇，

余谓阳朔山峭濒江无此岸之石”，写尽了扬美的秀美景色。

扬美，三水合一，千回百转，是离邕江源头最近的地方，

“扬美八景”远近闻名，“扬美三宝”风味独特，“悠游扬美”

已成为南宁著名的旅游胜地。

江南，有中国内河三江并流第一村———宋村。左江、右

江、邕江在这里汇合，成就了宋村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这里，有三江坡汉城遗址，古代这里曾是繁富之地。宋

村三江口，有 “合江八景”，山水相依，景色宜人。明朝永

历皇帝朱由榔，修永历嫡母陵 （永历皇帝朱由榔父亲朱常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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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王氏的陵园），作为安葬南明末帝母后的兴陵，无疑是

南明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宋村还有著名的三江口码头，南

来北往，舟楫之利。合江镇镇江楼，一望无际，扼守要津。

徐霞客曾赞叹道：“盖江流之曲，南至扬美，北至宋村，为

两大转云。”明代户部尚书黄福，从京都赴安南任职，途经

宋村三江口码头，并在此上岸，前往安南，留下了传世日

记。这里还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国时期的古代民居建筑。

江南，成就了历代名人。仅在明代，就有大旅行家徐霞

客游历南宁，船泊亭子渡；户部尚书黄福，从京都赴安南任

职，途经宋村三江口；亭子籍名人明朝帝师萧云举，兴建青

山龙象塔、邕江河畔弘仁寺，造福桑梓。时至当代，更有开

国将领莫文骅将军戎马生涯，主政南宁，有口皆碑。著名作

家陆地，在麻子畲体验生活，在亭子白沙潜心写作，创作

《美丽的南方》，终成壮族里程碑式巨著。

江南区还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邕州古八景中，江南

区就有 “象岭烟岚”、 “弘仁晚钟”、 “邕江春泛”、 “花洲月

夜”四景，数量为南宁市城区之首。江南区还有邕江流域贝

丘史前文化遗址， “海上丝绸之路”通向 “水上丝绸之路”

的邕州盐道重要节点和枢纽亭子圩渡码头，明代著名的军事

驿站亭子烟墩岭烽火台。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充分体现了

江南区在南宁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彰显了江南区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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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建设美丽江南，通过建设美丽江南为

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贡献，这一过程中，历史文化始终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载体。《南宁市江南区历史文化丛书》的出版发

行，旨在通过丰富翔实的文史资料、形象生动的语言文字、

图文并茂的表现手法，呈现江南区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鲜

为人知的江南记忆、绚丽多姿的文化遗产，再现江南区发展

的历史轨迹。我们热切希望通过出版发行这套丛书，使大家

既能真切地体会江南区历史文化的悠久和厚重，又能强烈地

感受江南区的发展和进步，从而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和热爱这

片热土的人们共同为建设更加繁荣昌盛、富裕文明、和谐进

步的美丽江南而努力奋斗！

《南宁市江南区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２０１５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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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扬美　绽放左江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这是一座千年古镇，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在这里交集，

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

这是一方旅游胜地，水光山色与亭台楼阁在这里展示，

诉说着久远的江畔乡村情思。

这就是在广西素有 “北有阳朔，南有扬美”之说的扬美

古镇。

扬美古镇门楼

扬美古镇始建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是百里邕江上的

秀美乡村、南宁乡风民俗的历史读本。

扬美古镇位于南宁市西部、三江口 （右江、左江、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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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交汇的上游，陆路距南宁市中心约３０千米。

从南宁分别有陆路、水路、铁路到达扬美，其中公路两

条，一条是自南宁市区从沙井上南扶二级路，过江西镇、智

信村到达扬美；另一条是往西乡塘方向经五里亭，沿大学路、

石埠、老口渡，通过摆渡，经江西镇智信村到达扬美。水路

是从南宁市区乘船溯江而上，经三江口拐至左江，再溯流而

上即达扬美。南昆铁路穿过扬美，在古镇的西边设有火车站。

扬美风光秀丽，古镇八景，美不胜收。坡岭俊秀、江水

清幽、古树参天、青砖石墙、坡顶瓦房、木门石阶是古镇最

显著的特色。

古镇古宅，积淀深厚。老街老巷，纵横交错。扬美有古

街８条、古码头９个，现存明、清、民国的古建筑２６０座，其

中明代建筑１座，清代和民国建筑２５９座，是南宁市保存最为

完整、具有较高历史价值、为数不多的村落之一。一批古建

筑默默地在向游人昭示着往日的繁华。庙宇、楼阁、古商埠

码头、烽火台遗址，无不寄托着古镇民众心中的美好愿景。

古镇人杰地灵，崇文重教，涌现了一大批举人、贡生、

禀生以及梁烈亚等文人和革命义士。尊师重教、孝老爱亲是

古镇的优良传统，中华传统美德在此得以继承和发扬。

古镇码头林立，钱粮大渡，水路畅通，自建村至民国年

间都是繁华的商埠。据史料记载，在扬美，右江船只往西可

通达百色，转贵州、云南，进入泰国、缅甸；往南可上溯左

江，通达龙州，出水口，至越南、老挝；往东顺邕江直下梧

州，达广东出香港；往北通漓江，经灵渠入湘江，与长江水

系相连。在明、清时期成了我国大西南联系东南亚的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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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美临江街牌坊

纽，成为广西内陆联

系祖国四面八方的货

物集散地。

古镇 圩 市 商 埠，

繁盛丰饶，美食闻名

遐 迩。豆 豉、梅 菜、

沙糕为 “扬美三宝”，

享有盛誉。酸菜、莲

藕、香蕉、黄皮果等

传统果蔬亦颇有地方

特色。

古镇 民 风 民 俗，

自然淳朴。农历正月

至十二月，均有丰富

多彩的节庆文娱活动。

古文化展示、唱春牛、师公戏、升花、古乐、粤剧、抢花

炮、伐龙船、龙舟上水节、做 “香包”、七巧节、明清婚礼

展示等传统民族节日和习俗表演节目，使游人乐而忘返。

古镇碑刻文化源远流长，古碑有２０多方，多镌刻于明、

清时期，其中 《扬美街通乡士庶设立禁约永远碑记》和 《街

巷众议禁约碑》等较为有名。历代文人墨客和现代各方人士

无不以饱蘸深情的笔触赞誉它、讴歌它。

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在 《徐霞客游

记》中云：“自南宁来，过右江口，岸上始露石，至扬美江，

石始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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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８日，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谢建伟在 《人民

日报》的第２版 《美丽中国·寻找最美乡村》专栏撰文 《广

西南宁：扬美村头百年香》。

……

千年的风云在眼前飘过，改革的豪情在胸中激荡。扬美

古镇自１９９９年对外开放以来，每年接待中外游客均在２０万

人次以上，旅游综合收入每年超过３０００万元。扬美经过多

年的保护开发，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先后获得多项

荣誉：２００６年获中国农业示范村称号、２０１０年被列为第一

批自治区１２个历史文化名村之一、２０１１年入选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２０１２年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中山大学的国家级科研成果证实：广西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发祥地和始发地之一，贯穿八桂东西的西江古道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广西也是西江古道与丝绸之路茶马古

道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起源于广西的圭街商埠，是中华民

族商业文化的源头之一。

南宁市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扬美古镇， “正音

前汉叶，奇货左江通”，自先秦至明代，已发展成为茶马古

道支线及左江、右江、邕江的商品集散中心、第一码头，成

为西南地区与沿海港口联系、海上丝绸之路———西江古道和

陆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扬美古镇的多个客货运输古码头、古房屋建筑风貌、八

条圭街式古街道保存较完整，选址和格局保持着中华五千年

商业文化传统特色，细腻、实用的建筑风貌和优秀建筑艺

术，活态地传承了岭南圭街阛阓商业文化遗产，是包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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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博大精深的百越岭南商业文化、建筑技艺和民族风情的

真实载体。

在扬美古镇，大量粤、鲁、闽、桂东南及云、贵、巴蜀

的商人东往西来经商交流，带来了各地盛产的陶瓷、茶叶、

缫丝等所需的外来货物。通过邕江、西江等水路，联通了南

宁与我国西南、粤、港、澳及东南亚、沿太平洋各地区的文

化、商品交流。

扬美古镇，是西江古道上 “活态的清明上河图”，是中

华民族圭街商业文化的活化石，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

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扬美扬美名，扬美美名扬。扬美古镇正以她秀美之花，

在左江之畔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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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镇　历史悠久

扬美的行政管辖历经邕宁县，南宁市郊区、永新区、西

乡塘区、江南区的变迁。１９２２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扬美

一直为南宁市的直属镇，１９５２年至今，扬美属行政村建制，

习惯用 “扬美古镇”称谓。

扬美古镇历史悠久，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的

《广西圩镇手册》记载：“扬美，三日一圩，属江西乡，在南

宁市区西２６公里，人口４１００人，操粤语，建圩已有７００

年，农贸有禽畜、蛋品、菠萝、香蕉、甘蔗，赶圩约５０００

人。交通靠左江水路。”

《南宁市郊区志》记载：

明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年），宣化县在郊区设下东乡 （三

塘）、上南乡 （江西）、北乡 （安吉、心圩）、西乡 （那龙、

金陵、坛洛、扬美）。

清朝期间，宣化县在郊区设六厢九图、三十二乡图，扬

美属西乡三图 （在左江、右江、邕江汇合处宋村一带）。清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邕宁县在郊区设东门、亭子、心圩、

石步 （埠）、坛洛、扬美６个乡。

民国期间，１９１２年扬美所属宣化县并入南宁府。１９１４～

１９３８年，扬美属邕宁县坛洛区。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４日，邕宁县府驻地南宁

城解放，实行县、市分治。

１９５２年，扬美村改为扬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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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后，扬美镇改为扬美高级 （合作）社。

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期间，在原扬美高级 （合作）社的

基础上成立扬美人民公社。

１９５９年，扬美先后属南宁市郊区群英人民公社 （江

西）、西明区老口 （原群英）人民公社。

１９６０年７月，扬美复归邕宁县管辖。

１９６２年，改为扬美大队。

１９８２年８月，扬美及其所在的江西镇划归南宁市郊区管辖。

１９８４年，扬美属南宁市郊区江西乡管辖。

１９８６年，扬美大队改称为扬美村公所。

１９９５年，成立扬美村民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５日，扬美属永新区管辖。

２００５年起，扬美属江南区管辖。

扬美村土地总面积６．６平方千米，有耕地面积３５１公

顷，其中水田１６７公顷，旱地１８４公顷。扬美村现辖９个生

产小组，俗称 “八街一坡”，即古镇的振兴街、共和街、临

江街、解放街 （又称金马街）、永安街、和平街、中山街、

新民街和左江对岸的平凤坡。

扬美古镇得天时、地利、人和，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

然环境。

镇域地貌属低丘河曲类型。左江在此迂回曲折，形似半

岛。镇域范围内地势起伏和缓，镇区周围分布着相对海拔为

１０～２０米的低矮土丘。与古镇隔江相望的壶天岛形如口袋，

为凸岸，地势向北倾斜，延伸入江。镇域沿江喀斯特地貌发

育完全，多奇石怪岩。扬美村左江上游有烟墩岭、勤香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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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六岭和牛行岭，下游有檑稔岭、檑连岭、杀狗岭、檑唛岭

和长腰岭。

左江为郁江 （南宁市区至邕宁区河段为邕江）的主要支

流，发源于越南高平地区，流经龙州、崇左经扬美至江西镇

同江村宋村坡三江口，与右江汇合注入邕江。

左江扬美段江面宽１５０～２００米，水质较清。７～８月为

汛期，平均水位约６３．３６米 （１９８２～１９９３年），最高洪水位

８０．６７米，最低水位６１．２米，常年洪水位７４米。（以上数据

参考邕江水文资料）

左江沿江美景

扬美地处南宁市以西，属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地

区，年平均气温约２１．６℃，１月平均最低气温９．３℃，７月

平均最高气温３３℃，夏季炎热，冬季温凉。

扬美村内的滩底溪位于鲤鱼岭滩底码头的下方，整个扬

美村的水均流入此溪，通左江，长１０００多米。蚂蝗冲位于

扬美村与智信村交界处，通左江，长２０００多米。饭盘冲位

于中山街，通左江，长１０００多米。

扬美村有５５６０人 （２０１２年底统计），家庭１３１０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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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多为汉族，约占总人口的９５％，其余为壮族。

扬美符合古镇古村具备的基本条件。从宋代开始兴建，

因面临左江具有便利的水运条件而逐渐发展商品贸易活动，

到明清时期达到繁荣，后因左江水运的衰落使得商贸活动不

断萎缩，经历了一个起源、发展、兴盛、衰落的漫长历史过

程。扬美村民根据依山傍水的自然地理条件建造了许多古

宅、古碑、古祠、古庙、古闸门、古码头等建筑，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地理空间。至今保存的众多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

传承着丰富的民俗传统文化。

扬美古建筑群

扬美古镇所在的邕州地区，是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势力与

安南 （今越南）、大理等地方势力的接壤地带，军事地位十分

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更由于扬美古镇是深入南宁周边壮

族人聚居区的腹地，南向可钳制整个左江地区乃至安南，向

西可牵制右江河谷地区，是中原王朝外据安南、大理，内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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