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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一．．

盛世修志，历代皆然。解放后40多年来钟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r化，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修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以记录

这一巨变的历程，是时代的需要，这一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这

一代人的肩上。1980年我们成立了《钟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

开始了县志的编纂工作。其后编委数次变动，然修志之热情不减j 1986

年10月根据工作的需要，又调整了编纂委员会，增加修志人员，动员组

．织各部门收集资料，编写部门专志。1988年12月再一次调整充实编纂

委员会，并确定编纂班子。历经五年的艰辛努力，于1991年完成县志初

稿。经区、地及各县方志专家学者和编委会审议，几经修改润色，充实提

，高，钟山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新编《钟山县志》终于问世了。

钟山历史悠久，自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民国

．5年(1916年)钟山建县后，虽然两次修志，但·仅有民国22年编修的《钟

山县志》付印成书。旧县志未能全面系统地记载钟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等事业的全貌，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新编《钟山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为准绳，全面地系统地记载了钟山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特别是详细地记述了解放38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

放的成就，也如实地记述了失误，充分地反映了钟山的县情，是一部集

‘科学性、时代性和资料性于一体的地方文献，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钟山县志》的出版发行，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我们相信，新县志

必将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在振兴钟山的宏

大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我们很高兴地向全县人民推荐这本书，并希望

大家认真地阅读它、研究它，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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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

值此新县志即将出版发行之际，谨草数言，聊以代序，以表祝贺。

方 皓

廖春林。

一九九二年三月

．(方 皓原任中共钟山县委书记、现任中共梧州地委副书记、行署

专员，廖春林原任钟山县县长、现任中共岑溪县委书记) 。．



序3

f 一，

县志乃一县之百科全书，它可以“存史力、“资治刀、“裨教化力。古人

云：“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力编修地方志为历代经邦治世者所重视t：’县志

全面地记载一县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有着十分丰富的史实资

料，对于领导者来说，是重要的辅治之书。我到钟山任职，对钟山县情不

甚了解，盼望有一部志书，以便尽快地了解和熟悉县情，明利弊、知优

劣，扬长避短，为建设钟山的宏图伟业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甚幸到任

之时，《钟山县志》已经完稿，县志办的同志及时给我送来一套志稿。通．

览细读之后，得益匪浅，有成竹在胸之感。 ．7

新县志以真实之笔墨，勾勒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英勇．

奋斗，推翻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天地宏伟大业的概貌，以确凿的史

实，教育人们懂得“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志中记载的大量史料，既服务于当今，又

惠及于后代。它所提供的山川地貌、物产资源、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

大量资料，可为拟订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事业

的规划提供地情、史情，有利于探求规律、兴利除弊，因地制宜，发扬地

方优势，以实现钟山的迅速腾飞。 j

新县志还是难得的乡土教材，它不但详细地记述了文物古迹、风光

胜地，还记载了现代革命史上许多革命先烈、志士仁人为新中国的建立

英勇斗争、浩气长存的光辉业绩，以及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范人

物。这些史料可以增强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观念，陶冶人们的乡

思乡情，激发人们建设家乡、美化家乡的雄心伟志。 ，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编纂而成的《钟山县

志》，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和谐统一，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地







、 概述1

述

钟山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地处东经110。58’～111。31’、北纬24。177～24。467之间，东临贺

县，南靠昭平，西与平乐、恭城接壤，北与富川及湖南江华县交界。总面积1861．77平方公

里。1987年，总人口387092人。其中汉族336125人、占总人口的86．83％，瑶族30478人、

占7．87％I壮族20314人、占5．25％，其他民族175人、占o．05％。人口密度每平方公

里208人。一． ·． ：．·
．一

·

’

‘一，．。 ，

县境处在南岭(五岭)山脉中段，萌渚岭与都庞岭两大山脉之西南。四周土山高峻连亘，

中间地势由北向东南及西南倾斜，形成丘陵石山和盆地相间地貌。主要河流富江由富川流入

经县城折向东南下贺县汇入l临江，发源于西北部大桶山的思勤江与南部西流的珊瑚河在清塘

乡桔芬汇合流下昭平汇入桂江，下通梧州，上航桂林。“323”号国道线横贯东西，县城东经

八步至梧州209公里，匿经阳朔至桂林178公里；距自治区首府南宁525公里。县内公路四

通八达。。 j’ 、 一
，

一

t

钟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日照1628．8小时，年均气温19．6℃，极端最高气温

38．8℃，极端最低气温一3．7℃；年平均降水量1530．1毫米，年最大降水量2371．4毫米，

最小降水量1091．2毫米，无霜期322天。丰富的光热、充沛的雨量和温和的气候，为发展

农业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J

钟山历史悠久，自新石器后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设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

富川县，治设钟山。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钟山设镇。民国5年(1916年)，成立钟山

县。1952年，钟山与富川合并为富钟县。1961年7月复分为钟山、富川两县，．属梧州地区i

境内山川毓秀，风光旖旎。有状元峰、碧云岩，水碧岩、荷塘山色、石龙古石桥、大田

和莲花古戏台等许多迷人的风光和名胜古迹。古往今来，不少名人墨客为其赋诗吟诵。全长

4000多米的水碧岩，洞内宽阔，流水潺潺，曲径通幽，钟乳石千姿百态，许多游人流连忘返，

被香港、澳门等15家报社记者旅游团誉为。天下第一洞”．开放几年来每年接待中外游客达

4万多人次。 ·．．

。一。一 。 ：t

钟山人民刚强果敢，富于革命斗争精神。为反抗封建暴政的压迫和剥削，钟山各族人民

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续不断。1925年冬，中共党员廖祥勋从上海回到家乡玉坡，以办

。平民夜校一为名，向农民群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道理。此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陆续深

入矿区和农村开展秘密革命活动。1933年，革命青年张赞周在廖祥勋的指导下，发动和组织

了农民群众开展状告土豪劣绅陈静波的斗争，．并取得了处决陈静波的公开斗争的胜利。1935

年10月，中共党员陈学仁在英家建立了钟山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英家支部。抗日战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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