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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广西历史悠久。自从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长江与珠江水

系，平定岭南以来，广西北自桂林，南至合浦，就已经是伟大

祖国 “南连海域、北达中原”的对外交流和对外贸易前沿。从

此，广西就是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历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们

十分关注的地区之一。一句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个遥远

年代开始，广西的发展就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安危、中国社会的

繁荣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秦朝统一岭南后，设置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在岭南实

行了 “屯垦戍边” “筑道设关”等多项制度，给岭南带来中原

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为岭南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

重要条件。

汉武帝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及南亚等国的贸易往来，促进南

海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设置了合浦郡，并且大规模兴建合浦

港，把合浦港建成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联结海外的 “海

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

唐朝从高祖武德四年至僖宗光启四年 （６２１—８８８ 年）的

２６０多年间，对桂林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建设和拓展。广

西的政治、军事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经济、文化也得到进一

步发展。

朱元璋为了加强对西南边陲地区的统治和开发，把桂林划

为靖江王封地，设置藩王驻守，凸显了桂林在西南地区军事重

镇的地位和作用。

除上述最高统治者外，关注广西，并为广西做出过重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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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还有历代许多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科

学家等。他们利用在广西为官或者其他机会，竭诚为广西服

务。千百年来，他们那些美好的往事一直在广西流传着，他们

的风范也一直在影响着广西……

广西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我国自隋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年）实行开科取士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废除

科举制止约１　３００ 年间，连中 “三元”的状元只有１３ 人，而

广西就有２人。广西曾经涌现出大批具有崇高声望和深远影响

的知名人物：包拯崇敬的清官周渭、理学鼻祖周敦颐、叱咤风

云的 “明朝第一将军”袁崇焕、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连中
“三元”的冯京和陈继昌、著名思想家陈宏谋、画坛宗师石涛、

民族英雄刘永福、抗法名将冯子材、 “足使千古学人才人一起

俯首”的国学泰斗陈柱、著名教育家马君武、著名语言学大师

王力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广西孕育了一大批优秀儿女，

百色起义走出了李明瑞、韦拔群等大批英烈和韦国清、李天佑

等１０多位共和国将军，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事业立

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广西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是广

西的精英，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广西是一片革命热土———洪秀全在这里领导太平天国起

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这里筹备北伐，伟大领袖

毛泽东以及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留下

了光辉的足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在这里领导百

色起义……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永远激励着广西各族

人民！

本书共收入了秦汉以来至今与广西有着不解之缘的７０ 多

位我国历代伟人、名人和广西历代杰出代表人物。在编排上，

大体以年代先后为顺序，力图从一个侧面或者用一件史实去反

映与他们有关的历程，展现他们的业绩和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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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过去，就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我们想通过展

现这些著名人物与广西发展的渊源，帮助广大读者了解秦汉以

来广西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和发展，深刻认识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英贤俊杰为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和

广西的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２　２００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全球化迅猛
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繁荣富强。广西将以其沿海、沿江

和沿边的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优越条件，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发展未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将 《中国名人与广西》奉献给大家，相

信它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广西的过去和现在，有助

于我们增强信心，振奋精神，凝聚力量，鼓足干劲，加快步

伐，开拓前进，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由于我们的编写水平所限，本书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读者指正。

编著者

２０１３年４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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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修灵渠功盖千秋

秦始皇画像

“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

岭开……”“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

皇……”

这两句诗分别是著名文学家、

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著名历史学家、

社会活动家翦伯赞所作，我们从这

两句诗中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看待

事物，往往具有自己独特的眼光。

他们长于以极强的穿透力去洞察事

物特点和闪光点，揭示事物本质。对于怎样认识秦始皇开凿兴

安灵渠的作用和历史功绩，他们的评价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广西兴安县境内，距

桂林市区５７千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渠于公元前

２１４年建成通航，距今已有２　２００多年历史，是世界上第一条船

闸式人工航道运河，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它

与都江堰、郑国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至今依然发挥着灌

溉和通航等重要作用。

１９６３年，我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翦伯赞联袂来

到灵渠游览，面对２　２００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异口同声地对灵渠

以及秦始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郭沫若在这里留下了饱含赞颂

之情的一诗一词。其诗 《灵渠》有 “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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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岭开”之句。在词作 《满江红》的题记里写道： “一九六

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朗。往兴安观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史

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珠江、长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

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之世界奇观。”他第一次把

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与修建灵渠的历史功绩相提并论。翦伯赞

也颂道：“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皇。”可见，他们对秦始皇和

灵渠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统一六国，秦帝国版

图北至今日的长城，南至长江南岸，东至东海和黄海，西至巴

蜀。但是，秦王朝的北面还有强大的匈奴存在，而南面即今浙

江、福建、江西、广东和广西一带则是百越之地。为了使这个

王朝的江山永固，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决心进军岭南，一举将千

里之外的岭南各地纳入秦朝的版图。

秦始皇二十八年 （公元前２１９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

５０万大军兵分五路，从岭北五个方向进军岭南或驻守在关卡要

塞。其中第五路秦军一路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但是，当

他们深入广西地区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这里层峦叠嶂，

山路崎岖，导致运输困难，兵马、粮草难以补给，使得秦军

“三年不解甲弛驽”，进退维艰。为了解决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

问题，秦始皇运筹帷幄，命令监察御史禄领兵修筑灵渠。史禄

领到命令后，立即率领１０万秦军和工匠到达现在的广西兴安

县境内。此后，他们寒来暑往，风餐露宿，夜以继日，经过５

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２１４年）建成

了这一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运河———灵渠。

在灵渠通航解决了秦军的兵员和粮草补给问题后，秦始皇

立即重新命令大军攻打岭南。这一次，秦军所到之处，势如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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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在灵渠通航的当年，就统一了整个岭南地区。秦始皇统一

岭南后，随即推行郡县制，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

郡三郡，加上在福建建立的闽中郡，使秦朝郡级建制达到４０

个，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接

着，秦王朝又在岭南实行了 “屯垦戍边”“筑道设关”“谪戍移

民”和 “与越杂处”等多项制度，从中原迁徙大批民众来岭南

定居，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工农业生产技术，为岭南

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

灵渠在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加快祖国统一步伐，开

发岭南，促进岭南文明和经济、文化、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发

展，加强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管理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同时，它还为汉代以后合浦港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港，促进广西乃至岭南地区的对外交往与对外贸易奠定了

基础。

从其科学价值来看，灵渠是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人工航道

运河。因为渠道要穿行于丘陵地带，坡度大，水流急，行船困

难，所以灵渠的渠道修建工程非常艰巨复杂。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先人们将河道开凿得迂回曲折，以便

延伸流程，减缓流速，利于平稳行船，并可以减轻洪水对渠岸

的冲击。同时，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一个陡门 （又叫 “斗

门”），就是简单的船闸，可以启闭，以便分段拦蓄渠流，使水

位逐段抬升或降下。这样，船只就可以节节前进，顺利通航。

实际上，这就是现代的梯级船闸的设计方法。中华民族的先人

们用这个方法修建灵渠，比美国所修的巴拿马梯级运河早两千

多年。

现在，灵渠已列为广西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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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闻名的水利工程每年都吸引着万千游人。它在向世人展示着

中国古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和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精神的同时，更

展示着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和创造力。

灵渠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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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水利工程的杰出
组织者———史禄

灵渠这一伟大水利工程，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

来，把中原和岭南连接了起来，在水利建筑史上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华章！其历史之悠久，工程之浩大，设计之精巧，影响之

久远，无不令人赞叹。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两千多年前建成的伟大工程，缅怀

古人的业绩和领略奇异风光之时，不禁对雄才大略的秦始皇，

对这一工程的组织者———监建官史禄，以及中华民族勤劳智慧

的先辈们肃然起敬。

史禄画像

关于史禄的生平，司马迁在
《史记》中只间接地记载了 “监御

史，名禄”。监御史是官职名，他

的姓在史书也没有记载，更不知

道其是何地人，史志习惯称他为

史禄。但是，毫无疑问，史禄就

是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关键人物。

史禄监建的灵渠，是创造，是发

明，是中华民族一段无比自豪的

古老的文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

慧的结晶，史禄和他的同僚以及

众多无名的建设者功不可没。

公元前２１９年，史禄奉秦始皇之令，带领大批工匠、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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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工，劈山开路，修筑灵渠。由于有了秦王朝强大的国力支

持，史禄尽职尽责，殚精竭虑，加之工匠们的高超技艺、精确计

算，还有大批军民的共同努力，经过几年的艰苦修筑，秦始皇三

十三年 （公元前２１４年），灵渠终于大功告成。

从此，秦朝大军和大批粮草以及其他物资就可以经水路，

以当时最快的速度运抵岭南。这样，既有了大批兵员补充，又

有了充足的物资供应，秦军在岭南战场上势如破竹，所向披

靡。在灵渠建成通航的当年就胜利攻克岭南，将岭南正式纳入

秦王朝的版图。

灵渠全长３４千米，主要工程由铧嘴、大小天平和陡门等

组成。铧嘴是用巨石在湘江中叠成尖端如犁铧的石坝，使湘水

南北分流，叫 “湘漓分派”。北渠的水注入湘江，南渠注入漓

江，分派的流量是 “三分漓水七分湘”。大天平和小天平是两

道石堤，用以调节分派的流量。陡门就是水闸，南渠有３６道陡

门。船只一旦进入陡门，就将闸门关上，使水位升高，船只就

能一级一级地往上驶，由漓江进入湘江。由北往南，从湘江入

漓江。

古往今来，战功赫赫、青史留名的将军不胜枚举，但像史

禄这样以文官领军，在征战讨伐的同时，又能够成就一项造福

百姓、享誉后世的伟大工程的却不多见。他既不辱君命，也不

忘民瘼；不仅善用兵树武功，还兼以兴水利成伟业；不光严格

督察，按时完成任务，更尊重科学和知识，把这条转运军粮和

兵员的运河修建成为一座体现我国古代先进科学技术，集运

输、灌溉和防洪于一体的著名水利工程。

从秦代到清代，灵渠一直是岭南与中原水路交通的重要通

道。两千多年来，灵渠见证了中原甚至北方与岭南的交通历

史，其对于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促使当地经济

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清代人陈元龙在 《重修灵渠石堤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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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说：“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

贾货物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当年的灵渠，平均每天过往

的船只达四五十艘，中原乃至北方地区用金、银、铜等制作的

器皿及陶瓷、丝绸，都要经过这里进入岭南；岭南的珍珠、象

牙、犀角、玳瑁、翡翠、银铜等矿产以及土特产，也要通过这

里远销全国各地。至今，灵渠作为一条灌溉总渠，仍然滋润着

当地成千上万亩良田。

史禄之后，历代相继对灵渠进行过２４次修治。人们为了

纪念史禄和历代主持重修灵渠者的业绩，在灵渠旁建立了灵济

庙 （后改称四贤祠），奉祀其中功绩最大的史禄、马援、李渤

和鱼孟威。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来，很多国内、国际著名水利专家

在参观灵渠时无不为之惊叹。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世界大坝委员会

专家到灵渠考察，称赞 “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

门是世界船闸之父”。也有专家赞叹道：“就是现在用最先进的

设计理念在这里修建水利工程，也超不过灵渠的设计水平。”

远眺灵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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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开辟 “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刘彻画像

广西合浦，历史悠久。早在汉武

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１１１年）就设置

了合浦郡，距今已有２　１００多年历史。

当时它管辖广东开平、阳江、新兴、

茂名、湛江以及广西玉林、博白、陆

川、横县、北海、钦州、防城、灵山

等地，面积约１０万平方千米，其范

围大约为今天的环北部湾地区。而它

在汉代时期的发展与繁荣是与雄才大

略的汉武帝刘彻密切相关的。

汉武帝时代，政治稳定，国力强盛。汉武帝积极开疆拓

土，希冀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但当时北方有匈奴边患，

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侵扰，汉王朝需要寻求新的对外联络通

道。此后，随着合浦郡的设置，该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得到加

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极大地促进了当

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也使合浦和徐闻两个港口具备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若干条件。当地人民与东南亚民族

交往较早，关系密切。合浦郡地处海滨，有渔盐之利，这里的

先民熟习水性，善于驾驭舟船。在汉代以前，当地民众与东南

亚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短程的海上贸易活动。随着人

们不断积累经验，汉王朝进行大规模、远程的海上贸易条件也

逐渐成熟。于是，汉武帝适时开辟了一条以合浦、徐闻和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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