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0096l IL．—J



序

历史在发展，人民在前进。昌平人民，勤劳勇敢，热爱乡一I：，建设家乡。然而，柱

那土司统治的漫长岁月里，却印染着各族劳动人K的斑斑血泪．记载着阶级苦，民族

恨。民罔时期，地主富农鱼肉人民，土匪横行霸道，烧杀掳掠，官僚拉丁拉犬，苛捐杂

税，使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

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lk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吕平公社

m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乡村。

昌平自有区(乡)建制以来，迄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除了《同正县志》有点滴

记载外，从未编写过系统的乡土资料．当前，全嘲各地正在掀起编写地方志的热潮．

一九八一年底，公社党委、管委会，根据县政府的指示，组成编写《昌平志》领导小

组，指定一名副书记专抓，负责领导编忐]￡作。

昌平公社地处丘陵山区，它与全国各地一样，在历史艮河中经历岁月的沧桑，历史

的演变，充满着苦难与欢乐．觉醒与斗争。本志编写，竭力从历史沿革、自然地理、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尚以及其他方面，反映古往今来的重大事件。力求共性从

略。个性从详．着力予本社的特点，期能体现乡土气息。对桑梓过去略知一二。在

编写过程中，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尊重史实，秉笔直书，

使本志成为一本真实可靠的百科全书，以作历史借鉴。教育人民、启迪后代，热爱祖

闼、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

本志按内容，共分为八篇三十章一盯零八节。其中《概述篇》二章七节；《自然

篇》三章十五节；《政治篇》六章二十九节；《经济篇》九章二十一节；《文化篇》五章

十七节；《人物篇》一章七节：《社会篇》二章十节；《附录篇》二章二节，全书约

三。1．八万字。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翻阅大量的档案资料外，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召开胯

淡会，汇集各方面的材料。同时又得到县、社机关、群众团体、学校教师、农村大，小

队干部、人民群众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给本志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县i盘编写办公

寮对编写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对此，一一表示衷心感谢。

¨1 j：编忐人-!缺乏编修新志的专|、j知识，政治殚论、’；作水、卜棉薄，jjfl}i㈠案皤丰}

{：全，错漏难免，饥帮读暂批评指难．

《昌平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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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篇



第一章建置沿革

昌平地区的历代隶属，据旧志记载：禹贡属荆州地域。夏商周因之，列为南蛮地．’

秦初属百粤管辖，为陆梁蛮地。后秦属象郡，属南越。汉属交州郁林郡，前为乌蛮峒

地，后为骆驼岭峒。三国因之。晋及宋齐梁陈，属晋兴郡地。隋属玉林郡地。唐开置罗

阳羁糜县，属左江道太平府管辖．宋正式开设罗阳土县，属左江道万古寨领地。元属太

平路。明复属左江遭太平府领地。清属太平思顺道太平府·民国属广西省邕宁公暑管

辖。民国十七年罗阳土县归并同正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仍属同正县管辖。一九五一

年冬至今归并扶绥县管辖。

第一节 清以前建置

明代以前，昌平地区建置无考。

清代罗阳土县下设都图团建置。昌平划为罗阳县第七、八民团局(具体设置无考)．

今木民村(原名陇民村)，明初属武黎县华阳峒，明隆庆六年(1572)后属新宁洲

人和团。清属新宁洲如禾一图，民国属扶南县长和乡。一九五三年划入昌平．

今新湾村，明属新宁洲长安团，清属新宁洲如禾一图，民国属扶南县艮和乡，

一一九五三年划入昌平。

今岜皮村，明清均属新宁洲安全团管。民国属扶南县全安乡，一九六‘：年划入昌

平。

第二节 民国时期建置

民国初期昌平地区建置，仍袭用清末建制。 、

‘

民国十七年(’】928)罗阳土县归并同正县后，全县划分九个行政区。昌平地区分别

划入第六、七、八区。

第六区管辖十三村：那啼、那益、那劳、陇藏、岜锡、关金、长乐、白鹤、永安、

岜钟、枯攀、更燕、佐偎。

第七区管辖二十村：陇问、Ⅱq溅、陇锦、曼毕，陇值、陇茗，三贵，红简、石人

(叫农)、岜楠、陇仰，陇邓、更懒、·潭旧(陇梗)，岜炭，顿篓，陇桑，陇扶、渠

逻·陇宦。 。

一

．第八区管辖十一村一圩：双甲、小同、岑淋、伏良、岜帽，内自沙、外自沙、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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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愣丰，陇午(潭升)、潭产、昌平圩。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昌平改为第七乡，下设十二个村一百一十九甲，沿至民国末

年．附表如下：

第三节解放后建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同正县人民政府派员接收旧昌平乡公所。一九五0年三

月，，实行撤乡并区，昌平隶属第二区管辖。下设下余、联豪、平白、石丽、五和、柳



青、三和、伏良、美翠、赛仁、内白、四和、独秀、北哨、东哨、西南哨、六成、淋

和、渠多等十九个行政村。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扶南、绥渌、同正三县合并为扶绥县，昌平划为第八|区。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把上述十九个行政村改设为北哨、东哨，西南哨、联t豪、下

余，六成、淋和、伏良、平白、四和、赛仁，柳青、石两、独秀，：渠多等十五个小乡。
区公所由罗阳迁至昌平。

一九五三年，独秀乡划归崇左县管辖。

。 一九五七年，撤区并太乡，第八区分为昌平、．石丽，罗阳i个大乡。

一九班八年下半年，中东和昌平合并成立五星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扶绥、崇左

两县合并为左江县。同年五月，左江县改名为崇左县，五星人民公社撤销，分别成立中

东、昌平两个人民公社。原赛仁乡的陇问村、石丽乡的陇宦村、罗阳大乡划出归中东公

社管辖。昌平公社下辖木民、昌平、四和、八联(下余)、联豪、石丽、赛仁等七个大

队。

一九六二年，‘扶缓、崇左复分嘲个县．昌平仍隶属于扶绥县管辖，划为昌平区，下

辖术民、昌平、八联(下余)、联豪、四和、石丽、赛仁等七个小公社。同年，岜皮村

由龙头区划入昌平区，陇问村从中东区划入昌平区，原赛仁大队的陇桑村划出归崇左县

驮芦区管辖．
一九六五年，石丽小公社由于规模过大，分为石丽、中华两个小公社，其余不变。

一九六八年，昌平区改为昌平人民公社，下设的小公社改为大队。昌平公社下辖八

个大队。

一九八0年，昌平大队分为昌平、平白两个大队，昌平公社下辖九个大队。

△昌平大队

第四节 所属，大队简介

大队部设于昌平圩，是公社所在地，距县城九公里。东面与龙头公社旧庄大队接

壤，南面与平白大队相邻，西面与四和大队岑淋村交界，东北面与八联大队毗连．管辖

伏良、．岜皮两个自然村，十六个生产队，面积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三百二十五人．

扶绥至中东、南宁的公路穿越昌平圩旁。 4．

解放前，东面有一片四千余亩的荒地，是土匪出没行劫的地方。一九五七年国营金

光农场在此设昌平分场，开恳耕种。一九五九年新安水库渠道灌至昌平大队伏良村耕作

区．一九六五年，建成新湾电灌站，昌平大队直接受益．一九七九年建成岜皮那底水和

渡漕。水利设施的增加，使昌平大队农田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九百多亩扩大到一千三百

亩．改变了历来干旱的局面。粮食亩产由原来韵一百多斤增至二百七十一斤．一九八一

年，全年粮食总产一O九万斤．岜皮村历来有种瓜莱的传统，是昌平坷蔬菜供应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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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

△平白大队 ，

一九八O年四月从昌平大队分出新成立的大队，现管辖有平白、内白、新湾三个自

然村，十九个生产队，面积约九平方公里。有壮、汉两族人民聚居，人口二：F七百二：十八

人，其中壮族二千人，汉族七百二十八人．

平白大队有地下水源流经，每年雨季，地面有泉水冒出，鱼随泉水而来，水产丰

富。大队内建有新湾电灌站(县办)，一九七八年又增建内白二级站．，水利条件较好，

土地肥沃，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一百四十一万斤．
‘

△木民大队

地处左江西岸，位于公社西南七公里，东与扶南公社长沙大队隔江相望，南靠扶南

公社下垌村，西与石丽大队陇邓村接壤，北邻平白大队，是壮族聚居的地方。人口三千二

百三十四人，其中壮族兰千二百二十九人，汉族五人。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管辖木

民大、小两个自然村，全大队分十八个生产队。

村前有个大池塘，原是一个水潭，有暗沟通至左江，后因暗沟被塞，四面山水无去

路，储水成塘，淹没四邻田地，面积约两千余亩。过去年产鲜鱼数万斤。耕地大多分布

在深山远陇，往返耕种不便，管理不周，兼遭野兽侵食，粮食亩产不高，每年收获不足

食用。解放后，五十年代仍靠吃国家统销粮．一九六八年挖了排洪道、排干圹水，成为稻

l玎。架设新湾电灌站木民渠道渡槽，灌溉几千亩，粮食连年丰收，从此，由统销队变为

余粮队。一九八一年总产一百七十二万斤，群众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七十年代，国家拨款五万元给木民大队架接两津电网，解决照明、抽水，建自来

水塔，改变群众饮水历来不卫生的旧习惯，减少了疾病的流行。现在设立完小校一间，

附设初中班，还有代销店，付食品加工坊，农机站，医疗窒等。

△八联大队

原名“下余”大队，一九六二年改为八联大队．大队部设在关全村西北边。顾名思

义，八联大队由永安(旧村)、白鸽(新村)、陇壮、岜锡、岜钟、双甲、长乐、关全

八个自然村的二十四个生产队组成。该大队位于公社东北部，南连昌平大队，东邻联

豪大队，北隔瓮江(．罗阳河)与中东公社三哺、东哨两个大队相望，西靠四和大队。全

大队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照，东西长十二公里，南北宽八公里，人口二千八百零三人，

其中汉族二千零三十六人，壮族七百六十七人。

瓮江流经八联全境。1解放前，人们沿江两岸戽水插田，粮食产量低．解放后，六十

年代修筑新安水库，灌溉了部分农{丑。七十1年代，又先后在瓮江河上建起长乐、陇壮水轮

泵，岜锡、关全建成了电灌站，基本改变了干旱状况，生产条件有了好转，单糙田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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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糙田．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二百零一力．斤，平均每人产粮t：日一t‘九JL
地广荒坡多，一九六八年开始植树造林。一九七五年， 国营金光农场在八联设立

双甲分场垦植，荒岭变绿洲。目前，大队杰设有完小校一问，村小八-间．。’还有医疗

室，农机站、林业站二

△四和大Ⅸ ．

“四和”之称原是民国时期由岜细、，恒丰、陇午，潭产四村合称，意即四村团结和

睦，故得其名。一九五=年，土地改革后，将原三和村的岑淋、小同两村并入。管辖十

六个队。面积约二十六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三百三十五人，其中汉族一蹲六十一人，全

部聚居小同村，壮族三千一百七十人，傈傈族四人，聚居在其余的五个自然村。

解放前，水利条件差，主要种植早季作物，播插一些“望天田”，粮食产量极低：有

名的陇午村十年九涝，耕作区下面虽有地下泉水，但未能利用，每到夏季，泉水冒出，一

片汪汪白水，长达十里，淹没了山弄畲地，农作物泡汤。到了冬季，千涸无水。一九五九

年，始有新安水库灌溉，望天田变成了双糙田．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一九八一年，总产

量二百一十六万斤。 、

1四和大队荒岭地多，宜于植树造林．五十年代开始植造，六十年代大量造林，七十

年代开始伐林．一九八一年，全大队有林面积达七百八十亩，果林三十一亩，曾树为县

植树造林先进单位。 ，

粮林两兴，各行备业也相应得以发展．大队设有完小校一间，村小校六间，还有农

机站，+林业站，医疗室。一九八。年全大队用上了西津电，设立了露天影剧场，群众文

化生活得到了改善．
。

△中华大队

一九六五年从石丽大队分出，辖中华，叫仝、陇茗、陇锦、红简、诬偎岁i个自然

村，十个生产队，是壮族聚居的地方，人口一千八自‘四十六人。设有完小校一间，村小校

六间，还有农机站、林业站、卫生室、代销店。面积二二十二‘．平方公里，东西相隔十公里．

新安水库灌溉渠道流经佐偎柄，徘分耕地改为双糙田．其余各树耕种面秘均是畲地。

土地肥沃，宜种早地作物。近年r．由于改进了耕作技术，粮食亩产逐年递增，一九八一

年，粮食总产达八十力，l。。
‘

·’

‘． ．

解放前韵中华大队，人少地多，荒山不少，土匪常在此地出没彳、r劫。解放后大搞植

树造林，当年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绿色的果园林区。现有果’树三十亩，植林四百三十四

亩，是我县植树造林的先进单位。
’

大队内地下水源丰富，溶口多，每到夏季，山中四处冒水．中华柯西硅I：i有常年流出

的恒中泉水，除了供人畜饮水外，还可引灌孝寸前几十亩水田。陇茗丰寸前有口大泉，．常年

不千，可供人畜饮水。佐偎利利用地下水筑坝发电，灌溉农田．一九八。年，陇锦村用

上了西津电。中华大队位于我社北部，距昌平十m：公里。西靠赛仁大队陇fuj村，北面与中

5



东公社上余大队陇篓村相锵，冻南面与四和大队相连。

△石丽大双

位于我社西部，东南面与四和大队接壤，西部与渠黎公社渠多时、崇左县陇桑村，I

赛仁大队交界，北连中华大队，面积约二十八平方公里，辖陇仰、陇邓、曼毕、岜楠、

屯楼五个自然村，十四个生产队，人口二千八百九十九人．

石丽大队处在石山林立、树木丛生地带。f日r社会常遭匪患沦劫，社会不宁。陇邓村

赶街趁圩要跨更过坳，爬山涉水。t耕作条件也比较差，。三日呒雨地冒烟，下雨半日遍地
淹，土地贫脊，生活贫困．建国后，人民政府给予大办扶持，逐渐改变落后面貌．

一九七三年建成恒小电灌站后，不但解决了人：畜饮。水的困难，还可灌溉部分田地。

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一百零六万斤，平均每人产粮三百六十七斤。群众物质文化生活

逐步改善。

仝宙仁大队 ．

位于公社西部，地处边远山区，山峦重叠，树林密茂，“I珍药材种类繁多。解放

前，野兽出没，糟踏作物，伤害人畜．‘土匪常隐于山中，打村幼舍，掠夺民财。赛仁大

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赛仁小河由此源出，人们垒石筑坝，引水灌田，每年可插上一

糙水稻。

大队距公社所在地十九公里，西南面与崇左县陇桑。更懒、吞涝、更羊四村交

界，北部与中东公社陇空村接壤，东邻石丽大队。辖陇扶、岜炭、坛农(三贵)、潭

旧、陇值、陇问六个自然村，十个生产队。面积约三十平方公哩，是全社面积最大的犬

队．人口二千二百零四人，其中壮族二千二百零二人，苗族二人。由于人少地多，习惯

子广种薄收。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一百一十八万斤，平均每人产粮五百三十九斤，出

现了户产万斤粮。

仝联豪大队 _

位于公社东部，距离昌平九公里，-北邻金光农场林油分场，东连龙头公社肖汉村，

西南面隔瓮江与八联大队相望，面积十平方公里．辖那豪、那益、·那啼三个自然村，

十二个生产队·人口一千五百五十二人，是壮家聚居的地方。

土司统治时期，联豪人民历代是罗阳土官的。轿夫”，官家婚姻丧葬，一切杂役全

由那豪派夫．民国时期，连年兵燹匪患，_民不聊生。解放后，一九六四年，建立了那里电

灌站，那啼二级电灌站，插上了双糙田，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

，一百一十八万斤．

一九直六年，县在大队南面建立皮肤病防治站．一九珏八年，设立完小校一间，村

小校一闾．近年来大队设有医疗室，农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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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圩 场

昌平地处山区，过去乡村交通不便，又无重镇关口，虽设有圩场，但无商家，又无

工业厂场，过往客商甚少。清以前集市萧条，民国时期有所起色，但尚处落后状态．解

放后，社会安宁，交通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圩市逐渐形成，农贸市场日益活跃。

据传，在清康熙年间(1 662一l 722)开设伏良圩，不久停办，接设垌圩，成圩时间

也不长，后废。清末民初，另开设江那圩，集圩至丁丑年(1 937年)，那年九、十月暴

雨成灾，左江河洪水上涨，一片汪洋，江那圩场地处低洼全淹，屋塌而废圩。上列三圩

地，乃今昌平圩场东南面数里。

民国二十六年(1 937年)八月，，由乡公所主办，成立“筹建昌平圩委员会”，募捐办

圩。是年，附近村屯的一些富户，先后竟相前来兴建店铺。 “筹建会”从建铺者摊派，

按间计算，每间出砖一千块或款，用作建圩亭。历时两年多，圩亭和店铺落成，从此

立街成圩，取名为昌平圩。

“昌平”一词之来源，是以地貌取义。此地东南平坦，长阔数里，西北面群山环

抱，雄伟壮观，故名“昌-、{：}二”。 “吕”则意指繁荣昌盛， “平”者盛世太平，国泰民

安，这是当时取名的函意。‘

昌平圩场建成后，按照惯例，三日为集，时值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外侵内乱，兵

燹匪患，导致圩场萧条。圩日赶集人数不多，一般三、五百，多者六、七百。虽有店

铺，但空有其名，经商者极少，仅有一家小规模的油榨场，一家小酿酒房和儿间日杂食

品店，本地座商甚少，其余靠外地的行商小贩，经营一些百什货。

解放后，昌平圩日渐兴盛。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圩期上市的花生(果仁)达三

五万斤，豆类也在一、二万斤左右，谷米也有几十担，农付产品，蔬幕瓜果，小商摊

贩，山货土特产，满圩皆是。自一九五四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取消粮油自由市场后，以至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圩期改变不定，甚至限制赶圩。．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

后，特别三中全会以来，恢复集市贸易，昌平圩场得到复苏，圩日盛况不减当年。

昂平圩场经过多年来整治扩建，面貌改观。现在，圩场上设置有百货、日杂、食

品、饮食、农付产品收购、生产资料等商店门市部，粮所、邮电、税所、银行、信用社

等单位早已相应设立，，街头还设有露天影剧场，社办中学及公社机关设在市场四周，过

去不毛之地，一转成为全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附记： ．J

．．．

保堂圩：原址在今石丽大队，建于民国二十七、八年间。建圩意在方便西部乡村群

众，因交通不便，无客商前往，无竞争力，只立圩成街数期，后废。

愣丰圩：又名石碑圩．建坷和废圩时间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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