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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城 

漓江流域地处亚热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湘桂走廊南端，气候温和湿润，年

平均降雨量 1395.1～2006.4 毫米，年平均气温 16.5℃～20.5℃，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整

个流域以漓江为轴线，呈南北向狭长带状分布，流域包括桂林市城区和资源、兴安、灵川、

临桂、阳朔、平乐六县。 

漓江流域拥有丰富的自然山水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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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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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桂林至阳朔 86千米的漓江风光，还有“深潭、险滩、

流泉、飞瀑”的佳景，集中了桂林山水的精华，令人有“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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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漓江流域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根据宝积岩洞穴遗址的发现，美丽富饶的桂林岩溶洞穴

平原，早在距今 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远古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人类

生活的文化遗址。9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桂林甑皮岩原始人以母系氏族公社的方式生活在

这里，留下了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设始安县治，

桂林建城已有 2114 年。以甑皮岩史前文化遗址、秦代灵渠、明代靖江王府及王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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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漓江流域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主要景点 200 多处，其中国家 AAAA 级和 AAA 级旅游景

区（点）各 7处。有以自然风光为主的漓江风光、芦笛岩、资江、五排河和花坪、猫儿山两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休闲娱乐为主的乐满地休闲世界、愚自乐园，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

阳朔西街、“两江四湖”等著名旅游景点景区。旅游业已发展成为桂林的主导产业。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以来，有 40多个国家的 80多位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访问游览过桂林漓江。漓江

流域还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自然资源，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漓江流域孕育了独特绝世而又秀甲天下的自然景观——桂林山水，以及具有两千年悠久

历史、绚丽多姿、灿烂辉煌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市。改革开放以来，桂林市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2002 年国内生产总值 358 亿元，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355 元，折合 890

美元。近年来，桂林旅游业着重进行景区景点建设、体制改革和市场秩序整治，随着“两江

四湖”环城水系工程、“厕所革命”等 49个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旅游和环保重点建设项目的

竣工，形成了以市区旅游为中心、辐射各县的桂林旅游新网络。2002 年，全市接待旅游者接

近 1100 万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近 100 万人次。近年桂林市先后荣获“全国园林绿化先

进城市”、“全国卫生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化模范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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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先进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等称号。 

因此，客观、真实地记述漓江流域的发展史，让人们全面了解桂林的发展情况，尤其是

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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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漓江流域的发展史来了解桂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果，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我们着手组织编写了《桂林漓江志》。该书分 12篇

58 章共 140 多万字，以浩大的篇幅记述漓江流域内地质地貌、山川河流、自然资源、风景名

胜、文物古迹、社会经济、环境保护、旅游交通、著名人物、诗文题咏、传说故事、奇闻轶

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编写时，力求去伪存真，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漓江流域发展的历史及

其现状，展示历代桂林人为桂林的发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桂林漓江志》的出版，将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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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为政

府部门的施政提供依据，对宣传桂林，搞好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和深入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市情教育，对提高桂林旅游名城的知名度，推动桂林旅游更快更好地

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于资料和水平有限，错漏在所难免，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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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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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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记述漓江流域的历史与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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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桂林漓江流域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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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志记事范围为漓江流域，包括市区、兴安县、灵川县、资源县、临桂县、阳朔县、

平乐县。 

五、本志记事原则为详今明古。在全面、系统记述漓江流域资源和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的

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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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所用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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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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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地名相异者在

古地名之后括注今地名。 

十、书中人物图片，按到桂林的时间先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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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一） 

漓江流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湘桂走廊南端，南岭山地西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45＇～111°02＇，北纬 24°16＇～26°21＇之间，涵盖区域包括桂林市城区、资源县、

兴安县、灵川县、临桂县、阳朔县、平乐县，流域总面积 12680 平方千米。整个漓江流域以

漓江为轴线，呈南北向狭长带状分布，属于桂林市行政区划管辖范围。漓江流域东面与恭城

县、灌阳县接壤，北面与全州县、新宁县、城步县交界，西面与龙胜县、永福县相连，南面

与荔浦县、昭平县、钟山县相接。漓江流域邻近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是进

入大西南的交通要冲。 

漓江流域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为 16.5℃～20.0℃，热量丰富，

历年太阳辐射总量平均为 89.45～105.72 千卡每平方厘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为

1367.5～1932.9 毫米，光照较为充足，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雨热基本同季，气候条件十分优

越。 

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证实，距今约3万年前，流域内已有先民居住。经过历史变迁，人口

随着发展，到2002年，漓江流域总人口有2757873人，人口密度为217人/平方千米。居民分属

于汉、壮、瑶、苗、回、侗等少数民族。汉族有2457454人，占总人口的89.11%；壮族有123850

人，占总人口的4.49%；瑶族有116346人，占总人口的4.22%；苗族33659人，占总人口的1.22%；

回族有 17018 人，占总人口的 0.62%；侗族 4058 人，占总人口的 0.15%；其他少数民族

5488 人，占总人口的 0.20%。 

（二） 

漓江流域孕育的独特绝世而又秀甲天下的自然景观——桂林山水，以及具有 2114 年悠

远历史、绚丽多姿、灿烂辉煌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市，从而成为广西乃至中国以及世界

著名的自然、人文旅游胜地，享誉中外。1979 年 1月，国家领导人指出桂林市为社会主义风

景游览城市；1982 年 2月，国务院公布桂林市为全国首批 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85 年

10 月，国务院把桂林市的城市性质确定为中国重点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 

桂林作为政区地名，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所置的桂林郡，其辖境约相

当于今广西都阳山、大明山以东，九万大山、越城岭以南地区及广东肇庆市至茂名市一带，

郡治在今贵港市和桂平市交界处。《旧唐书·地理志》云：“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

为桂林郡也。”这里所说的“桂”是指肉桂，因肉桂成林，故称桂林。南朝以前所设置的桂林

郡或县，都不是今天的桂林。今之桂林，秦时属桂林郡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

武帝在此置始安县，“始安”是今天桂林最早的政区称谓。从唐代中叶以后，已有许多名人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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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把古之始安城、临桂县城、静江府城称之为桂林。以桂林作为今之桂林的政区名，始于

明洪武五年（1372 年），当时改静江路为桂林府。民国 29年（1940 年）析桂林县设市，仍以

桂林为名并沿用至今。 

资源县位于桂林市北部，县城距桂林 107 千米。行政区域总面积 1961 平方千米，总人

口 16.43 万人。资源县秦时为长沙郡零陵县地，汉至南北朝为零陵洮阳县地，唐属永州湘源

县地，五代晋为全州清湘县地，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为广西桂林府全州辖地，清

代为全州所属之西延分州，民国 24 年（1935 年）改西延区及兴安县之五排区为资源县，始

建县制，因地处资江之源而得名。1952 年废县，分别为全州和兴安管辖，1954 年恢复县制，

属桂林专区（桂林地区）。1998 年 11 月 8日起属桂林市管辖。 

兴安县位于桂林市北部，县城南距桂林 63千米，行政区域总面积 2348 平方千米，人口

37.17 万。春秋战国时期，今兴安县境属楚国的疆土，秦属零陵县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今县境属始安县地，隶属零陵郡。唐武德四年（621 年），分划始安县地，今县境设

置临源县，隶属桂州。大历三年（768 年），改县名为全义。后晋开运三年（946 年），于县境

设溥州，并把县名改称德昌，隶属溥州。宋乾德初废除溥州，恢复全义县名，隶属静江府。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取“兴旺安定”之意，把县名改称兴安县。元、明、清、民国直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都称兴安县。元属静江路，明、清时期属桂林府。民国时先后为

漓江道、桂林道、广西省政府、桂林民团区、桂林行政监督区、桂林行政督察区、第八行政

区所属，解放后属桂林专区，1970 年后属桂林地区。1998 年 11 月 8月起属桂林市。 

灵川县位于桂林市北面，与市区相毗邻，县城距桂林市约15千米。行政区域总面积2257.9

平方千米，总人口 34.31 万人。灵川县建置之前，古属百越之地。战国属楚，秦为桂林郡地，

汉属零陵郡始安县，唐初属桂州始安县地。唐龙朔二年（662 年），析始安置灵川县，属桂州

总管。五代十国先属楚，后归南汉，宋属广南西路静江府。元隶广西行中书省静江路。明属

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桂林府。清属广西行省桂林府。民国时，灵川先后为漓江道、桂林道、桂

林行政督察委员会、桂林民团区、桂林行政区、第一行政督察区、第八行政区所属。1949 年

11 月 22 日，灵川解放，属广西省桂林专区。1954 年 6月，灵川县与临桂县合并为一县，称

临桂县，仍属桂林专区。1958 年 3月，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专区。1961 年 6月，复设灵

川县。1965 年 10 月，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专区。1971 年 10 月，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地

区。1998 年 11 月，桂林地市合并，属桂林市。 

临桂县始建于汉代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位于桂林市西面，县城为桂林西城工业

开发区，距市区 6千米。行政区域总面积 2202 平方千米，总人口 43万人。临桂县秦代属桂

林郡地。西汉元鼎六年置始安县。三国吴甘露元年（265 年），分零陵郡南部置始安郡，始安

县为其辖地。唐至德二年（507 年），因“附郭桂州”，将始安县改名临桂县，为得名之始，

五代至清，临桂县名未变。民国元年（1912 年），临桂县撤销，直属桂林府。民国 2年（1913），

撤府复县，更名桂林县。民国 29年（1940 年）1月，从桂林县划出城区及近郊设桂林市，县

复名临桂县。1949 年 11 月 22 日，县境解放，隶属桂林专区。1954 年 6月，撤销灵川县，其

行政区域并入临桂县。1961 年 6月，临桂、灵川分治。1983 年 10 月，县从桂林地区划归桂

林市管辖至今。  

阳朔县始建于隋开皇十年（590 年），位于桂林市区南面，距桂林市 65 千米。行政区域

总面积 1428 平方千米，人口 30万。阳朔县秦为桂林郡地，汉属零陵郡始安县，三国吴甘露

元年（265 年）在今阳朔县地置熙平、尚安二县，属荆州始安郡，为建县之始。晋武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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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安县并入熙平县。隋开皇十年（590 年），改名阳朔县，后一直沿用。唐至五代，阳朔县属

桂州辖。宋代桂州改为静江府，阳朔县属静江府。元代静江府改为静江路，阳朔属静江路。

明代静江路改为桂林府，阳朔县属桂林府。清袭明制。1981 年 7月经国务院批准，隶属桂林

市。 

平乐县位于桂林市南部，距桂林市 117 千米。行政区域面积 1919.34 平方千米，总人口

42.12 万人。平乐县在 1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秦属桂林郡地，

汉属苍梧郡富川、荔浦二县地，三国吴甘露元年（265 年）始建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

乐州，贞观八年（634 年）改为昭州，元大德五年（1301 年）升为平乐府，平乐县均属之。

明、清沿袭前制。民国时，平乐先后为漓江道、桂林道、平乐民团区、平乐行政监督区、行

政督察区属。解放初，平乐属平乐行政专员公署（驻八步），1951 年 8 月，平乐专员公署从

八步迁至平乐，平乐县治迁往二塘镇。1958 年 7月，平乐专区撤销，平乐县划归桂林专区管

辖，县治从二塘迁回平乐镇。1998 年 11 月，原桂林地、市合并，平乐为桂林市辖县。 

（三） 

漓江流域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按照《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中的旅游资源分类

系统进行分类，漓江流域具有地文景观类、水域风光类、生物景观类、古迹及建筑类、消闲

求知类、购物类等全部 6大类，67 个基本类型，占全部 74个基本类型中的 90.5%。漓江风景

名胜区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青狮潭、八角寨—资江为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资源八角寨、

桂林龙泉公园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花坪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猫儿山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桂林桃花江、灵川青狮潭为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兴安灵渠、靖江王府和王陵、李宗仁官邸

和故居、八路军办事处旧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51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主

要景观资源有气势超群、形肖神似的岩溶峰林景观，绚丽多姿、鬼斧神工的丹霞地貌景观，

清澈妩媚、千姿百态的水体景观，丰富多样、品种繁多的动植物资源，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的历史文化古迹，多姿多彩、古朴浓郁的民俗民情。 

旅游资源特点突出、品味高，科学和美学价值大。桂林山水是世界上发育最完美、最典

型的亚热带岩溶地貌。桂林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发

达，文物数量多，内容多样，许多文物反映了古代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具有浓厚的

地方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修建于秦代的兴安灵渠，工程浩大，设计科学，结构精巧，是中

国最古老、最典型的陡闸式水利工程。漓江流域森林覆盖率高，森林生态环境好，保存有大

片完好的原始森林；有许多珍奇稀有的植物，其中有国家一类保护植物桫椤、望天树和被称

为活化石的珍稀树种——银杉。资源县北部具有丹霞地貌的各种类型，且发育良好、量大、

面广、品位高，是国内同类风景区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丹霞地貌景观。桂林市还有世界

奇观“华南第一峰”——猫儿山、兴坪莲花岩的 108 朵状如浮水莲花的岩溶景观等。 

旅游资源分布广、规模大，开发潜力丰厚。作为漓江流域旅游资源主体的石灰岩岩溶地

貌区域，北起兴安，南迄阳朔，东临海洋山，西至架桥岭，总面积 7420 平方米，占桂林市总

面积的 27%，大小景点星罗棋布；漓江岩谷地带南北长 120 多千米，东西宽 20 ～60 千米，

构成绵延百里的“桂林山水”景观；资源八角寨森林公园的丹霞地貌，面积约 150 平方千米；

资江漂流河段长达 22.5 千米，构成了“天然山水画廊”；旅游资源还与人文景观紧密融合，

在山水的环抱里，历史上留下了摩崖石刻 2000 余件，山水诗词近 5000 首，文字近 200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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