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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的 话

编撰《环江史志》这个内部资料，目的在于依靠广大群

众干部、各级组织和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特别是史实的经历

者、当事人、知情者、见证人的共同关心，对我县文史、县

，志资料的征集、研究、核实、整理工作的大力支持，为史志

的编篡、修订、出版提供资料，’并互相探讨，共同把关，以

确保史料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因此，欢迎大家对每一辑中的

每一篇资料的内容和形式提出有根据的、合情合理的、具体

实际的、认真负责的质疑、辩驳、辨析和考证的意见，务求

把每一个历史事实的时间、地点、人物、演变过程和前因后

，果，尽可’能弄得清楚、准确。至于历史人物的诗文，由于年

代久远，易手传抄，错漏难免，因而更需认真订正。总之，本

刊是个征集与核实相结合的内部资料选辑，它将不定期地把

已征集到的史志资料分集刊印公之于众，请大家核实、补

充，以求在征集资料的基础上考究、订正，在考究、订正的过

程中补充征集，使之日臻完善。对于编辑工作中可能出现的

，疏漏和失误，我们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愿与广大读者共同

努力，把史志资料的征集、整理，编辑工作搞好，为“两个

文明"建设服务I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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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江县建置沿革考略
韦大新

环江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属河池地区管辖。东

邻融水、罗城，南接宜山，西南连河池，西隔打狗河与南丹

相望；北与贵州省的荔波、从江两县毗连。

本县于解放初由思恩、宜北两县合并而成，县治在思恩

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三百三十四公里。县境地跨东径107。

。51 7"-"108 0437，北纬24。447"--'25。337之间。总面积4553．49平

方公里。据一九八四年统计，总户数为52574户，总人日为

291330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4．3人。县内居住着壮、毛

南、汉、苗、瑶、布衣、仫佬、水、侗、仡佬、回、满、蒙

古、朝鲜、彝等十五个民族。①

环江，远在唐虞夏商之际，属蛮荆之方，春秋时期属百

越地，秦时属黔中郡地，汉时宜北为群；l可郡无敛县地。汉、

三国、晋、南北朝时，恩恩属“蛮’’地。②唐时属环州、

抚水州地域。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派李宏节开

拓生蛮置环州，下辖思恩、正平、福零等县，俱在广西境

内⋯⋯，曾以环国为名。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整平

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环州，属岭南道邕州都督府

辖。下辖思恩、正平、福零、龙源I饶勉、武石、歌良、都

蒙八个县，范围包括今贵州省荔波县地域。州治在环江洲。

③因环江从城北、城西、城南环绕南流而得名。抚水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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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道黔州都护府，下辖抚水、古劳、多蓬、京水四县。抚

水州即羁縻抚水州，是唐代析环州东北地区设置，管辖上、

中、下三里，五洞、六洞、驯驻一带。宋真宗天禧元年(10

17年)改羁縻抚水州为羁縻安化硝。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废环州、镇宁州，并所辖属

隶入恩恩县，④是为总恩县升辖并制原名县之始。县洽

设在带溪寨(今洛阳镇的合作八圩)，管辖普义、镇宁、带

溪三寨，省礼丹县入属。宋朝南渡后，并辖安化、河池，宋

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将带溪寨改为溪州，大观四年

(11to年)复废。

元代思州军民安抚司辖德胜寨、茆慈团(即今毛南)、

安化、上中下里、中古州、上里坪⋯⋯等。又元播州军民安抚

司辖平地、平奠、平伐、归仁、安化、恩云洞、北遐洞、茅

难、白崖⋯⋯。⑤据考，安化、上中下里、中古州均属

今明伦、东兴、龙岩地区。平地、平莫即今驯乐康宁以北盼

贵州佳荣辖属。北遐洞郎巴霞山一带(今洛阳镇属合作村地

区)；茅难即今毛南山区。元代废宋之羁縻安化州，为恩恩

县，明代因之。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元年(1297年)中书

省臣言：“南丹朋安抚司及庆远路相去为近，所隶户少，请

省之"。遂立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领县五：宜

山、忻城、天河、思恩、河池。⑥思恩县元时曾属溪洞

军民安抚司管辖。明代安化隶属思恩县。明成祖永乐末年

(1423--1424年间)，将县治迁清潭村。明宣宗宣德三年

(1428年)十一月，转迁县治予白山寨。明宪宗成化八年

(1472年)，再迁县洽予欧家山。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

年)，河池县升为河池州，统思恩、荔波等县。⑦明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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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思恩县仍属河池州，隶庆远府，

全县分为四乡。东都亮乡、南金城乡、西镇宁乡、北。思恩．

乡，县治在环江溯。清代沿用鹳代正德年间建置。光绪三十

一年(1905年)，县令谭邺华奏请将思恩东北地区的永安、

中i}Il及五十二洞、上里、中里、下里、驯驻等地设安亿厅，

以宜山德胜理苗同知移至五十=洞，改为抚民理苗同知。接

贵州八万瑶山界。中洲小河自古硝流入厅东北，中有沙i}fl，

四面水流，分上中下三里，悉为茁居。民国元年(1912年)

将安化厅改为安化县，属柳江道。民国二年改为宜北县，直

至解放初期。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四月九日将原河池县

之木论里(因属飞地，有阻治理)，改属恩恩县。(8)解放：

初(1953年夏)将愚恩县之长摊村曳fj归河池县。

关于荔波县，踞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割出

思恩县辖区北部地域分设荔波县：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

年)改属南丹州，至明宪宗十一年(1475年)属庆远府，清

世宗十一年(1733年)，荔波县改属贵州都匀府。从此，荔～

波县一直隶属贵州。

民国时，思恩、宜北分治。抗日战争期间，思恩县辖环i

江、西南、文化、人和、天时、大安、长治、洛阳、传溪、．

水源、虎龙，温平、上南、中南、下南、由动、万安、下干、

社村等十九个乡。县治在思恩街，亦印古环朔州治及明，’清。

恩恩县治所在地。宜北县辖城厢、中和、道安、到驻、崇兴，

治安六个乡。县治在明伦街。至解放前，宜北县乡置不变，

愚恩县乡置有所变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将十九个乡

并为环江、寨谷、大安、洛阳、水源、温平、上南、中南，

下南、jIl山、万于、社村等十二个乡。思恩，宜北两县均隶：

＆



偏广西第二(柳州)区行政督察专署管辖。

解放初，思恩县人民政府在宜北设立行政办事处。一九

五一年四月，恢复宜北县。同年八月，思恩、宜北两县合并

为环江县，县治设在思恩街。环江县先后隶属宜山、柳州专

区，一九六四年河池地区成立，归河池地区管辖。环江县行

政区划，在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辖思恩、上朝二镇，

城管、水源、洛阳、大安、川山、下南、明伦、东兴、驯乐、

龙岩十个公社。一九八四年撤公社设镇划乡辖思恩、洛阳、

上朝三镇，水源、大才、大安、长美、川山、下南、上南、

明伦、东兴、龙岩、驯乐、木论十二个乡。镇乡下属一百哩

十个行政村，四百六十八个自然屯。

注：

①《环江县t934年人口统计表》

②谢启昆《广西通志·郡县沿革表》

③《旧詹书·地理四》、《通典》卷184。

④《宋史》第2243页

⑤《元史》第1546、1550页

⑥《元史·地理六》

⑦《明史》

⑧民国＼＼／／"广西通鉴》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内部用图

环江县地图
1：6∞000

贵 州

市

b蒜《
么。铽

、一≮∥弓



卢焘先生遗像



先严寿慈府君行述

先严讳焘，字寿慈，广西省宜北县人。先世耕读裙承，．

代有隐德。先壬父泰留公，服膺道义，热心公益，乡党称为

长者。先严天资英特，髫龄就傅，研治经史，颖悟异侪辈，

逊清光绪戊戌府试，名列第一。壬寅重九，先王父弃养。先

严先以大姑丈郭醴轩协戎之丧，驰往庆远，为之料理。甫竣

事而大姑母自经以殉，又复为之营葬，故于十一月十六let始
得家书，即连夜返宜奔丧，哀动路人。服阗后，追于家计，

乃弃举子业两橐笔予桂林新左营及庆远济字营诸戎幕，历掌

书启，兼理收支，均为上级所器重。时清政府不纲，国事凌

夷，革命思潮，渐及两粤，爱国忧时之士，翕然景从。先严

盱衡时局，念非革命，无以救国，遂与济字营同志张君铁城

深相结纳，密谋策应。始则在怀远创设半日算术科，在罗城

开办竞化学堂及随营学堂，继则在柳州开设樟脑公司及富贵

1箍客栈，用以鼓吹主义，吸收同志。戊申，以密运枪械事

泄，几遭逮捕，幸邑令素重张君，纵之远遁沈阳。

先严原名启熹，字亮畴，至是始易今名。辗转闲关，几

经艰险，历南宁、龙州入越南，逃亡至昆明，宣统已酉入云

南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庚戌入陆军讲武堂步兵特别班，辛

亥八月毕业。重阳日云南反正，以排长职率队攻军械局。民

元壬子，奉檄援黔，唐都督萱壤开府贵阳，委先严充大队长

及铜松支队长。继又入役Jll滇，甲寅经刘护军使如周电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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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充东路巡防第一营管带及贵州新编陆军第一匝团附，翌

年兼该团第三营营长。适王君伯群归自京津，以稔知袁世凯

有帝制自为之意，届时滇黔当串大义以举义师，自非积极{lIl

练干部，不足以备非常之选，’育子刘使，咨模范营之成立，

委先严兼任营长。已而果有护国之役，先严奉委第一团团

长，进兵湘西，攻克麻期。囊氏旋殂≯黎元洪继任犬总统，

简任先严为贵州陆军第二旅旅长。七年戊午护法军兴，先严

改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出湘西驻辰州；被推为湘黔联军总

指挥，与北伐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相拒子桃源。先严乃

以“剿匪保商安境息民"八字相约，冯亦深表同情。相处

三年，地方安堵，商民相庆，一时同称名将，有陆抗羊祜之

誉。九年庚申奉调赴渝，值黔军总司令王君电轮赴沪养疴，

先严被推代其职务。未几返旆黔中，’刘督去职，旋被推为黔

军总司令。辛酉经孙非常大总统特任为贵州陆军总司令

兼贵州省长，晋衔陆军上将，实授中将。当是时林俊廷据桂

为粤军所驱逐，率三万饥军取道独山来归挥下，先严自维身

虽桂籍，，服务皆在黔中，刺客军之拥戴，雨贻害于邻省，丈

夫不为也，因谢绝而使之去。壬戊袁君鼎卿组织定黔军来

黔，先严深恐兄弟闻墙，民生涂炭，当与和平谈判，让出政

权，匕鬯无惊，闺阎安谧。时则滇军范石生、，杨希闵、蒋光

亮、杨如轩、杨池生等五旅方由滇退驻黔西盘江一带，皆百

战之卒，夙称精锐，派杨君复光来洽，愿为前锋驱袁。

先严慨然日； “杀人争城，徒苦吾民，吾不忍为也，今

，政府整军粤矫，方将威弧北指，扫荡中原；诸君有志，曷若

联辔赴粤，以戮力于国家事业乎?"词严义正，范杨钦服，

～致推戴，愿隶指挥。 先严遂予交代清楚后，率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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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会合桂军何中权，’魁玉啦?二刘秉极等组成滇桂联军”．堆

先严任总司令。迨闲关抵粤，而局势太变，曾山赴沪，一陈炯

嘿己赴广州。先严乃嘱诸军权僖枝栖，-已赠搭轮趣沪，旋以

赵督恒惕之约，税驾长沙，更以洛阳吴巡姆使佩孚、南苑冯

巡阅使玉祥迭电相邀，北游燕豫。癸亥，．南蒙于粤。夏四月

奉孙大元帅聘为大本营高级顾问，旋又改聘高级参谋。以接

家书知先王母在筑抱病，不敢应命。随星夜赴沪，正拟溯

江旋黔，适接刘督如周电，惊悉先王母已弃养，一恸几不欲生，

即匍匐就道，返筑治丧。以择地需时，爰权厝灵柩于北f-J夕l,普

照寺后福德隆张府所置园地内，以俟妥觅佳城，诹吉就葬。

时黔中为滇军驻守已将两载，而黔军在渝扩充实力，声势方

盛，于是有出师五路复黔之议。 先严方守制，浸闻其事，

深惧彼此兵戎相见，糜烂地方。时浙督卢永祥与松沪护军使

何丰林有江浙联军之举，南方政府方谋有以策应，先严乃说

于唐督办夔赓日： “黔军久客蜀中，环境艰苦，不忘桑梓，

势所必然，蓄意进兵，其锋方锐，兵法所谓兵哀者胜，此殆

似之。且君昆仲先后建节于黔，固已无异桐乡，宜留去思，

以传千古，今如周旋鞭弭，势必荼毒生灵，揆诸仁人君子之

心，何忍出此!为君借箸以筹，亟宜率师北伐，声援卢何，

则事功震予海内，大名垂于汗青，以此易彼，得失显然，唯

君图之l”唐君筹维再四，深韪斯言。先严乃兼程赴渝，言

于袁督办鼎卿，但使黔军退出，黔政收回，何必志在报复，

演至于兵连祸结，蹂躏坷乡。袁君感于诚意，欣然采纳。遂

以定议十二月二十九Ft滇军撤退，黔军彭总司令仲文入贵

阳。说者谓先严力任斡旋F，消弭兵氛，有足多者。乙丑春

贵蝌省政务委员会成立，报先严为委员长，坚辞不就。会

7



桂中军事方般， 先严眷念桑梓，医应粤桂甄省当辅之请，

率黔军两旅援桂。。师次独山，露桂事已解决，。即通电解职。

鉴于黔号山国，交通不便。举凡风气之闭塞，文化之落

后，以及一切建设之奠由推动，其主因实由于此。自非修

建公路，不足以资改进，因赴南宁与桂省当局洽商，拟联合

修筑黔桂公路，久之未获就绪。丙寅周督办继斌兼领疆圻，

远瞩高瞻，首从事于开辟公路，知先严曾有意于此，深喜所

见相同，请为襄助。先严因子丁卵春赴粤采购汽车及有关材。

料，并劝促桂方积极修建南丹河池一带公路，以与黔境衔。

接，轮蹄鞅掌，孜孜不懈。厨君特为b地予贵阳西郊，迁

先王母之柩安葬于此。邦人感予先严孝思之筝，相与撰著

鸿文，刻石砌墓，并题名目慈母园，以资表彰焉。 先严素

有志定业，历年公私冗迫，未遑顾及，此幸得赋闲居，深冀

小试，稍偿夙愿。因思造林一端，收效虽缓，功用实宏。癸。

酉在粤，乃与林耿凡、杨景星诸君集资合组同德林场于宜山

之洛西乡，为十年树木之计。丙子夏宁桂失和，广西成立抗．。

171救国军， 先严方在桂被推为贵问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独

念外侮日亟，国难方殷，正宜举国团结，同心协力，共支危

局，不当尚有意气之争，授倭以隙，故师出南丹，即通电提

倡议和。九月和议成，先严即遣散部队，解职返黔，经黔桂

两省政府聘为顾问。戊寅春赴柳州于东古陵辟德寿林场，犹．

畴昔树木宜山之意也。于时倭焰鸥张，江淮鼎沸，当偕慰劳团

同赴前方正阳关、田家庵、信阳、合肥、徐州等处慰劳抗日

部队，风尘'fb'fl,，未敢告劳。己卯冬敌视轰炸筑垣，金井街一

住宅悉毁，爰迁居于北郊之小宅，吉小筑数椽，杂植花树，

藉作疏散之所，兼为搜裘之谋，取昔人又得浮生半日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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