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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临桂县志》已经修成，即将发排付印，这是全县人民一件可喜可贺的大

事!

由于工作的关系，近几年来，我几乎每周都可以接触到一部或几部各类新编

志书面世的消息。每一条这种消息的传来，都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也无需讳

言，任何一条这类消息对我的触动，都远不如《临桂县志》修成对我的触动之深。读

者幸勿讥我的狭隘与偏私，实是无法摆脱的乡情使然，“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胡

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嘛!

常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同是一部书，以不同的感情去读，往往会产生不

同的感受，取得不同的效果，在这里我的体会尤深。新编《临桂县志》版面印刷虽然

只有一百四十万字，但我从中却可读出三百五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的内蕴来。例

如《旅游资源》节中的“嘣岩"一目，书中虽只介绍了它的位置、面积、形状、特点、价

值，我却在文字之外读出了它令人难忘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它曾经是乡人避难

之所，其中一个约3平方米的平台，曾是一家3口人的奢华居所。它左边一株石笋

就是天然的灯台，右边斜壁上的仙人履迹竟成了临时的碗橱。又如《民族》章的“民

族团结”一目，书中只从1951年写起，但我却读出了此前的悠悠岁月中，舅父及许

多邻人、乡友入山谋生，受到瑶民优待，以及佩带奇特的瑶家老伯，背扛背篓出山

卖药到舅父家作客、认老同的无数生动事例来。写下这些，我并非是在责备县志过

于简略。这里想表达的只是，一个长期旅居在外地的游子，其对故乡的无数忆恋，

是用多少文字都无法尽述的。 ．．

新县志的修成，离不开领导的支持及各方面的配合与帮助。但最不可没的功

劳应属于县志办公室，尤其是主编李荣典、副主编甘广秋及整个修志工作的主持

者刘寿孙诸公。本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5年，自那至今已有10个春秋。在这3600

多个日日夜夜，县志办的同志们经冬历暑，无论晨昏，在收集lOOO多万字资料的

基础上，精心编纂，数改篇目，三易其稿，方得成书。上千万字的收集纂辑，靠的都

是手工操作，一笔一划书攒而得，其艰巨繁难可以想知。这十年正是全国实行改革

开放的时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得许多部门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很大的

改善。而方志工作的性质和条件，却决定了县志办的同志们不得不依然在艰苦、清

苦、辛苦的条件下工作(据笔者所知，有时候整个办公室一年的经费只有1000

元)。，别人在业余时间做家务、看小说、看电视以及到娱乐场所消闲享受之时，正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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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办的同志们冷凳寒灯、苦读冥想之时。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冷清，无声地

耕耘，默默地奉献，终成此煌煌巨著，实在令人感佩至深。书及于此，想起了去年4

月，我参加新编《扬州市志》稿评议会时写的一首绝句，用来转送本县志办诸同仁

也是颇为合适的。诗日：

十年“三苦"远尘嚣，非是拧愚懒逐潮。

囊里羞涩无需愧，西湖缘瘦更妖娆。

I临桂自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始安县(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

临桂县)起，至今已有2100余年历史。自三国至清末的1600年间，本县一直是郡、

州、路、府治所在；元至民国间，广西省亦长期设治临桂，故有“桂郡首邑”之称，在

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都处在较为特殊的地位。文教方面尤为突出。自唐乾宁二

年(895年)赵观文廷试第一，为广西夺得第一个状元起，至清末的1000余年间，广

西共有9人中状元，其中5个是临桂人。宋代有36人进士及第。明、清两代，广西

中进士者达711人，临桂县竟占242人，高居各县之首。其中，陈宏谋的玄孙陈继

昌，从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813--一1820年)的8年间连中三元，成为清一代仅

有的两个三元及第者之一。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三元及第者也只有13人。从光

绪十五年至十八年(1889"-1892年)科举共开三科，本县有张建勋、刘福姚两人中

状元，其中壬辰(1892年)科，除了一名状元之外，还有7人同中进士。自那之后，在

北京的临桂会馆的大门上，便挂出了“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的楹联，一时成为

佳话广为流传。中国科举史上的这一奇迹，确实是临桂县，甚至整个广西都足以引

为骄傲的。这样的成绩，与中原地区的许多古县大县相比，不但毫无愧色，而且还

有过之。我曾向邻居、《清代的状元》一书作者宋元强教授讨教过，怎样解释临桂县

科举考试中显示出来的这种特殊现象，他以陈宏谋祖孙等重视教育为对。毫无疑

问，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否就是答案的全部呢?看来有待进一步探讨。

4与此相关，在临桂县的文化史上还有另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开始修志的时

间比许多较后置的县都要晚，修志的次数也少。有关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修成志

书的数量，各种方志史书说法颇不一致。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以及诸多其他原因的

影响，这并不足为怪。现姑采用其中一说以言之，由汉至唐的1100年问，全国修纂

的志书总数约近400种，有宋一代319年间，修成1016种。元代享国89年，修成志

书140余种。如果说从汉至元的1500年间，临桂这个古县只有过一部《临桂图经》

(已佚)，已使人感到很不相称的话，那么有明一代的276年间，也未修出一部志书

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了。明代共修成志书2892种。据《明史·地理志》载，终明之

世，为直隶者2，为布政使司13，府140，州193，县1138，羁縻府19，州47，共有县

级以上建置单位1550个。平均每个单位修成志书1．86种，除却少量的乡镇、卫所

等小志不计，仅以县级以上志书言之，平均亦不下1．8种。从《广西地方志提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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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得，广西现存的明代志书也还有10种之多。解放后已并入临桂县的义宁县，

是五代后晋时才设置的一个蕞尔小县。据今尚存世的谢云道光《义宁县志序》得

知，这个县在明成化、正德、嘉靖间也曾3次纂修县志。在这些数字对比面前，临桂

县居然还是空白，不但不见留下志书，也不见其曾修过县志的消息。这个历史之

谜，看来只好留待方志史家们去求解了。

据笔者目前闻见所及，临桂县修志日方于清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知县张

遴奉省宪修《广西通志》之檄，催取县志，无以为报，乃以本邑孝廉潘宏澍及其子毓

梧应修邑志事。宏澍父子任职之后，“遍购遗编，广搜残简，采见l司，参传讯，集成临

邑小志”，以报当事。次年省志告成之后，又将小志再为篆辑，“参以郡乘，缺者补

之，略者增之”。最后又由本县孝廉杨文芳核定义例、条目，厘定为10卷，才梓刻成

书。据说此书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有藏，但笔者无缘寓目，仅得见

张遴、潘宏澍序各一。此后嘉庆七年(1802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两次纂

修，志书均存。

民国时期，曾于本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两次纂修。可惜由于日寇入侵及时局

变迁，使这两次修志成果于大陆已无处觅其芳踪矣。本届修志以来，笔者僭黍顾问

之列，虽曾首倡编纂《临桂县乡友通讯录》，又曾以个人名义致书海内外诸乡贤，多

方访寻，冀有所获。奈依旧踪迹杳然，已无从知其尚存世否也。这无疑给本届修志

增添了难度，使本世纪前半期及其以前的资料多付缺如，留下历史的遗憾。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代代赓续。关于修志的意义与

作用，先贤们已经论述很多，且人言人殊。有人偏于它的教化功能，说是“史志之

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

贪者廉立’’(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有人看重它的存史作用，说志书记

载史实，传信于后，让后代得以稽考，可以纠史之缪，补史之缺。有人强调它的资治

功能，或者是为最高当政者皇帝，使其“衽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观；游幸≮时，倚

马而山川尽在’’(唐·元稹《进西北图经状》)。或者是为读书人和高级官员，使他们

足不出户便知悉地方，“不入提封而知其人民、城社、田租、土贡、风俗异同、户口多

寡之差"(元·杨维桢《至正昆山志序》)。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志书的资治功能，表现

在于“有益民生吏治”，主要是为治理一方的地方官员服务的。志书对于地方治理

者，犹如行暗室之火烛，济江河之舟楫一样重要。一志在手，“一览了然。准而行之，

可以为能吏，可以为廉吏，可以为日记不足、月记有余之循吏"(沈德潜《[乾隆]长

洲县志序》)。 ．，

方志的功能本来具有多面性，因此上述诸说都不无道理，且互不抵捂，但对于

一个地方来说，有益于“民生"与“吏治”，其关系更为密切。我们现在编修的是社会

主义新方志，它既有教育的作用，又有存史的功能，也有资治的义务。如果说我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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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编修的志书与历史上修的志书有什么不同的话，除了史观上的区别之外，重

要的恐怕就是比旧志更强调实用，更强调为地方的发展服务了。从十多年来已经

出版的千余种省、市、县三级的新志书来看，在这方面都已发挥较明显的作用，获

得不同程度的效益：或者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引起了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地方经济

的腾飞；或者开发了地方资源，发掘了传统产品和技艺，恢复了历史的特产；或者

沟通了与外界的联系，引来了外资，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或者以所提供的科学

地情，使领导者据之作出了科学的决策，迅速地改变了地方面貌。

新编《临桂县志》是否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它以客

观科学的态度，比较准确地记述了本县的地情，既反映了自身的特点，又展示了面

临的现实，尤其是多处运用对比的资料，显示出过去行进的步伐及今后发展的潜

力所在。临桂是个农业县，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县人通过努

力作出了贡献。至1990年，农业人口人均产粮、亩产都不仅高于全国，也高于广西

的平均水平，成为全国粮食生产、高产先进县，人均收入也在全国农业人口的平均

收入之上。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口巨增，劳力人均占有耕地逐年减少，森林覆盖

率及木材蓄积量下降，生态环境趋向不良，水利工程年老失修，农业内部产业结构

不尽合理，这些都影响了本县农业发展的步伐，使之低于广西的平均速度；工业生

产水平不高，基础较差，矿产资源相对贫乏，发展工业的难度较大。志书还如实地

记述了许多可以挖掘的潜力：有较多条件较好的宜农宜粮荒地、宜林荒山、宜于养

鱼的水面有待开发利用，有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土特产品，有为数可观的剩余劳

动力，又地处旅游名城桂林市近郊。凡此种种都是其他许多县份无法比拟的优势。

新县志以无数的事实、确切的数据，真真切切地告诉县人，我们的优长与劣短同

在，困难与机遇并存，关键就在于领头人的正确决策与决心了。这难道还不是最好

的资治之书吗?

旧时的州县长官称为知州、知县，就是知悉本州本县的意思，而志书则是他们

依赖的重要工具。今天，我们各级地方的领导们，任务就是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引

下，因地制宜地进行科学决策，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奔小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熟知地情也是首要的条件。如果他们都不但能经常读读本市、本县的志书，

也读一些与本地基础条件相仿而改革开放以来已迅速崛起的地方的志书，从对比

之中获得启示与借鉴，对于他们搞好工作又岂止是小补而已?

新编《临桂县志》，果能得到自今而后的领导者们的不时光顾，则又岂止是志

人之幸，举邑之人尤幸甚焉。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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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临桂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新编《临桂县志》终于付梓面世了。这是一部服务于

临桂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县情资料书。它的独特地位和作

用，是其它任何典籍所不能替代的。它的成书，对于我们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

未来，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国家撰史，地方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至解

放前夕的四百多年中，临桂、义宁县曾多次编修县志。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志书年

久毁损无存，有的志稿尚未刊印即散失于战乱，现仅存清道光元年(1821年)版《义

宁县志》一部，清嘉庆七年(1802年)版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版《临桂县志》两

部。这些志书尽管编修宗旨、记述观点都打着旧时代的烙印，入志内容也带有明显

的局限性，但它们毕竟为后人研究临桂历史留下了一批十分宝贵的资料。

临桂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县以来，在两千余年

的悠悠岁月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哺育了历代俊杰。解放以后，临桂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各行各业万马奔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临桂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桂林市西城工业

区、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桂柳一级公路等重点工程的兴建更给临桂的经济建设注

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可以预见，临桂的前景将会更加光明绚丽。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临桂十分需要一那

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体例编写而成的新县志。这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建

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县志编修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

馆、桂林市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诸葛计编审

的悉心点拨，市、县、乡(镇)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兄弟县同仁的热心帮

助。在此，我们谨向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全体修志人员，以及所有指导、帮助、关心过

《临桂县志》编纂和出版工作的各方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对于各级领导和各条战线的

建设者，《临桂县志》是一把启迪智慧的钥匙。人们通过它可以了解临桂方方面面

的历史和现状，把握县情特点和事物发展规律，吸取各种经验教训，做到胸有成

竹，将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临桂县志》则是一

剂营养丰富的精神滋补品。志中记述的临桂人民创造的文明历史，以及反对封建

剥削和压迫的光荣斗争传统，尤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可使

人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激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

会主义的情怀。对于客居全国各地的临桂籍人士。，以及临桂籍的港、澳、台同咆和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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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胞，《临桂县志》还是一座沟通信息，传递情谊的桥梁。乡友一册在手，可享

神游故土之乐，洞悉祖辈先人历尽艰辛创造的业绩，领略家乡的风土人情及旧貌

新颜，从而加深对故土的理解眷恋，引发以各种方式参与家乡建设的豪情。

新编《临桂县志》是一部致用之书，愿每一位临桂儿女，以及所有关心、热爱临

桂的人士都钟爱它，并以浓厚的兴趣研读它。宋代著名学者朱熹有一首很有名的

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切

有志于振兴临桂的人们，都可以从《临桂县志》中吸取丰富的“活水”，深入地了解

有关事物的历史和现状，发展规律和特点，将县情、乡镇情、行业情稔熟于心。在此

基础上，针对周围不断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从事各项实践活动，将临桂的事情办好。

临桂山川毓秀，人杰地灵，它既然有荣耀的过去，也必定会有光辉的未来。愿

临桂凭借全县各族人民和情系家乡的县籍人士的共同努力，乘着改革开放的雄

风，扬起远征之帆，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一6

中共临桂县委员会书记 阳春喜

临桂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启义

1995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

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客观地记述临桂县的地理、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人物等古今状况，力争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事载人，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按事物的科学分类为主、

社会分工为辅的原则，全志设专志32篇，突出临桂特色。专志内按章，节、目、子目的结构层次

排列。志首专列概述和大事记，志末缀以附录。全书约150万字。

三、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志所记人物，主要是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士、革命烈

士、抗日阵亡将士和重要军政人物、解放后受国家级表彰奖励的先进人物、高级科技人员。所载

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长期在临桂生活工作的非本籍人士。

四、坚持不越境而书的原则，所记地域范围主要为今之县境。民国29年(1940年)以前的

桂林，1954～1961年的灵川，属本县地域范围，其史实例当追叙，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
”

“

‘

五、本志记事时间，上限因资料占有状况而异，尽可能向前追溯；下限一般迄于1990年，部

分内容根据需要适当后延。记事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年方法，清代以前采用朝

代及皇帝年号纪年，另夹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一个段落文字中只在首次

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及1949年11月22 El临桂解放后的记述采用公元

纪年。清以前月、日为夏历，民国以后月、日为公历。

六、历代政府、职官、行政区划均按当时称谓著录。地名采用史事发生时的称谓，古今地名

有异者先书原名再夹注今名。今地名以临桂县地名委员会审定颁行的称谓为准。

七、计量单位及货币，民国以前按当时通用的著录。解放后除耕地面积仍保留“亩”外，其余

按法定计量单位著录。1950--一1953年2月使用的人民币，已按1953年3月1日后使用的新人

民币折算。

八、行文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使用规范的简化字。摘引的文言文均加以校点。数字除引文、

序词、惯用语、清以前历史纪年以及不具统计意义的一位数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解放后的

各种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内外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各种史籍文献以及有关业务部门和

知情人提供的材料，经核实后录用，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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