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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浦县志

序

荔浦，有秀丽的河山，肥沃的土地，温暖的气候，丰富的资源。荔浦人民勤

劳、朴实，有反压迫、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有革新进取的开拓精神。自古以来，

荔浦人民辛勤地劳动，为建设家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战乱频仍，明

代以前的县内史料荡然无存，建设情况无从查考。仅存的三部旧志也因编修时间

相隔过长，缺漏甚多，又由于重人文、轻经济，不能反映本县的历史全貌。每当

翻阅，深为叹惜!

我于1 984年主持荔浦县政府工作，适逢上级指示新编县志。这是一项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工程。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在各乡(镇)、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及上级有关部门的热情指导下，全体编辑人

员广搜博采，春秋六易，终于大功告成。通阅之后，深感编者艰辛，成书不易，

谨向为《荔浦县志》倾注心血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部新编县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

事求是地记载了荔浦县的历史，反映了荔浦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兴衰起

伏；以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件认真分

析，摒弃旧志中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还其本来面目；以朴实的语言，记述了历

史人物和革命烈士的高尚品质，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

材。

自解放以来，荔浦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就是辉煌的，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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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浦县自明万历十二年开始有县志，为吕文峰编纂，至清康熙四十八年及民

国3年，许之豫、顾英明曾先后续修。三部县志，都给荔浦县留下了珍贵的史

料。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荔浦县经济、文化的建设，更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当此盛世，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纂一部新的县

志，如实记述荔浦县社会及经济建设的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达到存史、资

政、教育的目的，实为社会主义建设之所需。因此，于1 9 8 5年2月成立荔浦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开展编志工作。1 98 6年6月，全县各乡、镇、

各部门开始编纂乡镇志及部门志，参加撰写人员共1 1 O人，至1 98 9年3月，先

后编纂部门志59部1 6 2．8 5万字，乡镇志1 1部7 9万字。在此基础上，1 98 9年

6月成立县志编辑室，设主编1人，副主编1人，编辑1 3人，8月，各编辑到

位，正式编纂县志。

新编的《荔浦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及

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县境的历史及现状。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横排门类，纵

述历史。全志设2 2编，9 7章、3 5 3节。在全体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i于1 9 90

年9月2 2日完成初稿，计8 2万余言。

为了提高志书质量，县委、县政府于1 9 91年元月1 6日至2 1日，邀请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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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通志馆、桂林行署方志指导办公室、桂林军分区及桂林地区各县志办公室的专

家、学者共47人莅县，对初稿进行评审。蒙与会同仁对初稿悉心指导，提出修改

意见500多条。编辑室充分研究各方面意见之后，在县志编目中增加计划统计1

编，全书调整为23编93章366节，684目，并将下限从1 988年延至1 9 90

年。经过两年的修改、补充，然后总纂，至1 9 9 3年始告功成，全志计1 60万

士
甘。

本次编志，自1 98 6年6月至1 9 93年3月，历时6年零9个月，为编纂作

贡献者先后1 30余人，其工程之浩瀚，参与人员之众多，耗时之长久，为历次修

志所仅有。编辑们在编纂中不计得失，不避艰辛，精益求精的精神尤为可贵。值

志稿即将付梓之际，仅向为县志编纂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及为县志编纂提供宝贵

意见的专家、学者致敬、致谢!

此次新编县志，距《顾志》已75年，其间战乱频繁，资料缺失甚多，因而给

编志造成一定的困难，又限于编纂水平，错漏在所难免，敬希各界人士不吝赐

正。

县长洪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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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荔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东连平乐

县，西接鹿寨县，南与蒙山、金秀，昭平三县交

界，北与永福、阳朔毗邻。地势自西向东倾斜，周

高中低。县西北接驾桥岭山脉，东南连大瑶山山

脉，峻岭绵亘，郁郁葱葱。自南至北各小平原中，

石山棋布，冈峦翠叠，全县面积1758．62平方公

里，山地约占62．5％，小平原及坡地，水面约占

37．5％．

荔浦河自西向东蜿蜒入漓，贯穿荔浦全境，在

境内长达94．7公里，其支流马岭、蒲芦等河，呈扇

状分布全县，灌溉水田226600亩。

全县的土壤适种性广，加之地处北回归线北

侧，年平均气温19．6℃，年降雨量平均1424．4毫

米，年均日照时数1472．4小时，年无霜期平均为

316天，这种光、热，雨较充足的中亚热带湿润气

候，使境内年可三熟。农产品以米为大宗，特产夏

橙于水果淡季独具风采，槟榔芋以其独特的香、昧

闻名遐迩。

县境矿产有铜、铅，锌、锰、铁，银、煤，重

晶石，大理石等十余种，其中以锰及重晶石藏量较

大，可供开采。由于中、小河流密布，落差大，水

能资源较为丰富，其理论蕴藏量为94827千瓦，可

开发量为53270千瓦，已开发装机容量为10062千

瓦，故水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广阔的前景。

1990年，全县有汉，壮，瑶等15个民族，总

人口356556人，其中，汉族占85．28％，瑶族占

5．76％，壮族占8．90％，其余各民族占0．06％．

自旧石器时代的“荔浦人”开始，人类就在这片

土地上劳动、创造、繁衍，生息。西汉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始置县，名荔浦，属苍梧郡。三国

时入吴，属始安郡，甘露元年于县境分置平乐，永

丰、建陵三县。隋开皇十年分置隋化县。唐武德四

年分置崇仁县。宋以后，与修仁：立山二县时有分

合，但荔浦县名历代未变。

、置县之后，因中原人民不断南移，荔浦遂成为

壮、瑶、汉等民族杂居的地方。明代外来人口激

增，明王朝加紧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及对土地的掠

夺，引起壮、瑶人民的强烈反抗，自洪武三十一年

周文昌率众起义以后，县境连续爆发了廖均用、韦

公海等二十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城

池、杀官吏，反夺田地。明代统治者屡次派大军镇

压、屠杀，但壮，瑶人民仍前赴后继，起义此起彼

伏，与明王朝相始终。清咸丰四年(1854年)，阶

级矛盾再次激化，荔浦爆发了张高友领导的农民起

义，与大成国李文茂等反清力量相呼应，势力遍及

平乐、桂林、浔州三府。斗争持续8年，成为咸丰

年间广西反清力量的中坚。

1944年1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荔浦，全县人

民奋起自卫，笔村、上苏、两江，小成村，茶香等

地人民，以土枪，土炮与拥有优势武器的敌人浴血

苦战，悲壮激烈，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犀的高尚

气节。

县境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均以农为业。然而，由

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掠夺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农业

的发展极其缓慢。明朝276年中，荔浦境内掠夺与

反掠夺的战争此起彼伏，致使田、里荒圮。永乐九

年(1411年)，县内18里只存5里，居民鲜少，田

地榛芜，只得到柳州、庆远等地招募壮民至荔浦耕

种。以后战争不息，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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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存永苏、通津2里及坊郭半里。万历元年(1573

年)郭应聘大肆杀戮壮、瑶人民之后，将掠夺的田

亩全部拨给土司屯兵耕种。明代二百多年中，县内

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之后，境内安定，人

民得到喘息的机会。由于清政府在康熙、乾隆时期

采取奖励垦荒、兴建水利、减免税赋等休养生息的

政策，县内农业逐渐得到发展。康熙四十八年，县

境已有蚂蝗、大陂、马头、石鉴、甘棠等引水坝及

上车、下车、黄郎、沙垌多处竹筒水车提水灌田。

乾隆三十九年之后，又修筑官坝、金雷坝等水利工

程，水田面积逐渐增加。明嘉靖十年(1531年)

时，县内田、地、塘总共45703．7亩，至清嘉庆初

年，已有田46637．5亩。明嘉靖元年，县内仅有居

民300户，4429人，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已

有人口93472人。因社会稳定及生产条件的改善，

乾隆年间，荔浦已有余粮运销广东。嘉庆初年，县

内常平仓存谷12500石，社仓存谷3500石，另备接

济广东谷3500石。

由于农业的发展，商业也相应繁荣。乾隆年

间，自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到荔浦经商、

谋生者激增，并先后在县城建立会馆。粤，赣、闽

省人主营商业，湘省人则以纺织、打铁，木工、建

筑为生，成为县境手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乾隆元

年(1736年)在县城西建立盐埠码头，粤商将荔浦

的米、麻、桐油等大宗农副产品水运梧州，将盐及

日用杂货运销荔浦。商业渠道的畅通，也引进了先

进的农业及手工业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县内经济的

繁荣，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元、明两朝，因战乱

频仍，县内尤进士，明代276年间，仅有举人15

人，贡生71人。清康熙四十七年始建荔川书院，培

育人才，从康熙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七年的166年

间，先后考中进士5人，通榜进士1人，占清代县

内进士数的85％；有举人25人，占清代县内举人

数的70％；另外，还有武进士1人，武举人21

人，这段时期，是明、清两朝巾荔浦县经济、文化

繁荣的鼎盛时期。

县境农业的发展，与商业及交通的关系甚为密

切。民国16年、17年，桂荔、柳鹰公路相继建成

之后，荔浦成为公路交通的枢纽，水陆两便。县城

遂成为县内各地及邻县农副产品的主要集散地。至

民国22年，全县共有商店282家，经销各类物资。

入境以棉纱、煤油、食盐、布匹、日用杂货为主；

出境以大米、麻、桐油、茶油为大宗。当年，出境

商品总值为59．3万银元，入境商品总值为1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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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出境货值为入境货值的3．6倍。商业的繁荣

再次刺激县境的农业生产，自民国23年至38年，

境内先后兴建合江，蒲芦2处永久性水坝及各类小

型拦河坝108处，增制竹筒水车至380架以扩大水

稻种植面积。至民国38年，水田面积增至27．9万

亩，水利灌溉面积占31％。早，晚稻种植面积共

427326亩，总产稻谷1033820市担，平均亩产244

市斤。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县城共有商店512家，分别经营杂货、药材、布

匹、水面经纪、书籍，旅店等行业。以纺织、木

作、铁器为主的手工业也相应增加，县城共有纺织

295家，木作25家，铁器15家，皮革5家，车缝

26家。全县共有工商户2844户。社会车辆有汽车

45辆，经营商运或客运。有运输帆船32艘，航运

总量110吨。全县有初中l所，简易师范l所，小

学287所。中等学校学生总数为700人，小学生总

数12066人，每万人口中，有在校的中等学校学生

45．75人，有在校的小学生788．6人。所有这些，较

之晚清至民国15年，无疑足有较大的进步。但是，

由于旧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文化、科技的落后，农

产品产量的增加仅依仗扩大耕地面积，手工业则因

受洋货的冲击而濒临破产，经济的发展是缓慢的。

解放后，荔浦县的农业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成绩是显著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9年至1957年，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政府重视农业的发展，大力

扶持农业生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52年粮食总

产量5739．9l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9．95％。1957

年粮食总产6106．3万公斤，比1952年增长

6．38％。这段时间年递增1．25％。

1958年至1961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县

内出现瞎指挥、浮夸、高征购、反瞒产等一系列严

重失误，使人民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农业生产受

到挫折。1962年粮食总产下降到5631．78万公斤，

平均每年递减1．6％。这段时期，商业也因农副产

品的减少而造成商品短缺，加之封闭圩市，造成贸

易萧条，国营商业贸易额急剧下降。

1962年以后，由于贯彻中共中央制订的《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致力于农业技术的改

革，水稻产量在1963年推广矮杆品种后逐年提高，

1965年粮食总产达7168．7万公斤，比1957年增长

17．4％。

1981年，县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农业牛产责

任制以后，农业生产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1年

至1983年，粮食连年丰收。1982年，粮食总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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