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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一1903 年

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7 月 22 日(六月七日) {申报》报道:广西巡抚来电，柳州府"饥民转徙流离，情殊可

悯，请速筹款汇解，以济燃眉"。

11 月 1 日(九月二十日) 在府前街(今立新路)设立柳州府邮政分局，为柳州邮政开

办之始。分局有职员 1 人、邮差 3 人、信差 1 人，办理一般信函、包裹业务。时有贵阳至梧

州邮差邮路途经柳州。

12 月 13 日(十一月初三日) 马平县知县丁桓光因"纵容索贿，擅放要犯"被革职。

本年 天津拳师石汉臣发配柳州，洪拳太祖门长拳、北拳开始在柳州流传。

A 两名自幼患病失明的盲人刘湘才、龙宏真向街坊邻里、绅商大户及慈善机关募捐

得白银 646.0992 两、砖瓦木料一批、地皮一块，由"杨昌隆"、"张万发"木铺义建，于次年春

在李子园旁建成 3 排 12 间可容三四十人居住的养济院 1 所。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

2 月 18 日(正月十一日) 清廷胡缓广西柳州等 7 府属光绪二十七年粮赋。

7 月 1萨-14 日(六月初六至十日) 柳江流域连降暴雨，洪水猛涨，史称"圭寅奇灾"。

柳州城淹没于洪水中，河水陡涨数丈，县城除北门城楼外，城垛尽淹没，房屋倒塌不计其

数，死于洪水之人亦元法统计。据记载洪水的碑记测量，水位为 91.47 米。洪峰流量达

3.5 万立方米/秒。西来寺洪水碑记记载六月初六日因柳江上流雨多，突然水涨，其势

汪洋无际。 初七日尤涨，第见汹涌洪涛，滔滔皆是。城厢内外一带房屋浸倒居多不计其

数，平地尽成泽国。初八日，水势连天，较前更大。"{清实录》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7月 31 日) :柳州府"被灾甚重，上下游各属，同遭水患。"八月十六日 (9 月 17 日) : "赈款

不敷，着户部迅速拨济。"十月初三日 (11 月 2 日) : "己谕令户部于广东应解京饷内，拨银

二万两，迅解该省，作为赈济之用。并准开办赈捐。"洪水后疫病流行， 1∞多人病死。

8 月 11 日(七月初八日) 以记名提督黄忠立为广西柳庆镇总兵宫。

本年柳州始通轮船。

A 因废科举，立学堂，广西科举考试已停办，柳州士子纷纷赴粤人学。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

l 月(十二月) 署柳州知府周继仁在武宣镇压民变，被起事者击毙。

3 月(二月) 因柳江上下河面不靖，官军无力保护商旅，柳州各商帮募勇 5∞名，组

成广胜军 l 营，专护货物上落柳州。次年陆亚发在柳兵变，部分广胜军随陆，余众被遣散。

7 月 31 日(六月初八日) 挂林至柳州电报架设完竣。设电报管理机构"柳州电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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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位于东门城楼) 。 两广电报总局委任曾于北洋天津电报学堂毕业的马其芬为官电子

局委员兼领班，共有职员 6 人。 8 月 2 日(六月初十日) ，柳州电报开通。

7 月中旬(闰五月下旬) 由广州运柳州的枪支数百、子弹十万在金鸡附近被截掠部

分。

9 月 5 日(七月十四日) 两广总督岑春煌由河坐轮船抵柳后，策划扑灭柳、庆会党，

并在军前将"剿匪不力"的统领赵焕湘正法，从湖北调鄂军 2C则名来柳。

9 月上旬(七月中旬) 岑春煌向福建借拨军械装 25 艘货船以汽轮拖运柳川、| 。

9 月 29 日(八月初九日) 柳州府至庆远府电报线路接通。 马其芬于立鱼峰刻石记

载光绪要卵仲夏之初，由省门造电线来柳，六月八日始克告成，而庆远一役旋于八月九

日大功告竣。心窃喜焉。 偶值渡江登临胜境，谨就此而勒石志之，以垂永远云。 "

10 月 25 日(九月十七日) 柳州府知府赵沫彦，以"舟、理防剿，诸多乖谬"被勒令退

休。
11 月 10 日(+月初四日) 右江道以"图谋不轨"罪捕杀就抚的会党游勇黄飞龙等百

余人。

本月 五都上里与忻城县交界的刘发洲、韦十一等招众进会。官兵围捕，刘等开炮拒

捕，退走山异 。

本年 柳州府设巡警署，马平县设巡警区，为柳州创建近代警政之始。 1906 年改巡

警署为柳州府警察局。

1904 年(光绪三十年)

l 月 23 日(十二月初七日) 署两广总督岑春煌奏自九月初八日以后 ，擒斩帮会分

子约千余名，并穷搜其首领罩老发于四十八异置诸法"。

3 月 7 日(正月二十一日) 统领王芝祥督部在穿LlJ南洒独村一带杀"贼"110 余名 。

3 月 10 日(正月二十四日) 清廷批准裁撤驻柳柳庆镇总兵，以驻左江百色之右江棋

总兵移驻柳州 。 镇标直辖中、左 、右 3 营，兼辖镇安(今德保县)协 5 营 。

4 月 27 日(三月十二日) 光绪皇帝电寄岑春煌督伤各军乘此军戚，将恩恩 、庆远 、

柳州各匪悉数珍除，毋留余孽。 "

本月 右江道王芝祥以"谋变"罪擒杀就抚之会党梁果周等 90 余人于道署内 。

6 月 24 日(五月+一日) 受抚会党游勇首领陆亚发率部千余人哗变，攻下县署、道

署，占据河北府城，25 日(十二 日) ，统领祖绳武撤离镇台衙门由东门过河至窑埠 自杀 。 26

日(十三 日) ，各处会党绿林入城与陆原辖部汇集，共达 5000 余人。 27 日(十四日)半夜 . 陆

率部由城西、北门撤离城区。

本月 鼠疫流行。

7 月 2 日(五月十九日) 以柳州府绍宇各营哗变统领祖绳武着即革职拿问， 岑春

煌严加议处，柯逢时交部议处 o 4 日(二十一 日) ，署柳州府知府陈雷潭，署马平县知县向

诠革职留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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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六月) 三都汛大发吁被流窜者 2∞余人烧劫，掠去妇女 IO 余人。 9 月(八月) , 

六都与象州接界的陈土升等聚结二三千人蔓延至来宾县境各处劫掠，里雍吁 IO 余村被

劫，掳去人口以百数计。 11 月(十月) ，六都黄老龙等率党千余人攻劫穿山吁雄良、竹根、

细田及合村一带，杀乡民数百。蓝家村受 4∞余持刀枪者攻劫。次年 l 月(十二月) ，乌石

堡、六郎塘、鱼窝寨均有"股匪"活动。

7 月 30 日(六月十八日) 岑春煌抵桂林，即调陆荣廷 5 个营，滇军龙济光 8 个营，广

东军王砌 8 个营，以及广西的黄忠立、宋尚杰、白玉书各军云集柳州、庆远一带围剿会党。

8 月 12 日(七月初二日) 皇帝电准岑春煌上奏:以道员王芝样节制柳庆主客各军及

州县清乡事宜，并委旗贤恒署柳州府。

9 月(八月) 马平县籍第一位留学生李春晖以云南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

IO 月(九月) 西门常平仓(今斜阳路北端)前的火药库发生爆炸，库房全毁，常平仓、

文庙倒塌，领药团丁及管理员全炸死。

秋 柳州人邓承绪(字子恢)在北门大街仓、沮二公祠内创办"龙城求是学会听讲者

常达 30 余人。

本年 "佳富"、"柳平"二商业轮船行驶柳、梧间。

A 巡抚柯逢时整顿水师，自庆远、柳州两府属河道上接贵州，下至1寻州府属武宣县

止，为右军汛地，统领 l 员，巡船 36 号，水勇 536 名。

A 县属里高土于罩火生聚众六七百人于里要村与官兵开火;朋田、都乐两村罩法唐等

聚众起事拒捕被杀;又有起事者五六百人于横山、瓦窑与营勇及三都司土博团兵战斗，被

杀数十名 。

A 岑春煌派员从广东解款 30 万至广西为军饷，其中 20 万解运柳州、| 。

A 柳州停征厘金，开征百货统税。

A 马平县开征山铺票捐(即赌捐) ，招商承包充饷 。 1912 年民国成立后，继续征收。

A 美国传教士在柳建培真女子小学，随后叉开办男校 l 所。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

2 月(正月) 清兵在六都基田、龙田等村击毙 IO 余名会党分子。 3 月(二月) ，会党罩

四坤、罩四球两股各千余在县境大扒与清湘军激战一昼13z:后撤离。清兵与团练 3∞于古

芒村搜山被组击，死伤 9 人。

5 月 16 日(四月十三日) 柳州|府通判贾春泽以"罔知廉耻，官场败类"革职。

6 月 13 日(五月十一日) 裁撤广西柳州转运局。

8 月(七月) 柳州等地商人罢市罢航，联名控告白马卡统税委员胡大庚贪污勒索，擅

订苛章。

本年 同盟会员张铁臣等在"榕树脚"(今中山中路柳江大桥头)以富贵(华熙)客钱掩

护，开展革命活动。

A 经售刻本线装书之民营书店经文堂、崇文阁于人字街(今中山西路东段)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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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方晋孚私人筹股 4(削元，借官款 7∞元(均为银元)领取垦照，在沙塘开办私营

西成股份有限公司，种植竹、松 、杉、油茶及经济作物。

A 右江道龙济光修环城女墙，重建窝铺数十间 。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

l 月 7 日(十二月十三日) 法国于去年广西战乱时以保护商民为名，驻兵柳州 。 现

因乱事己平，署两广总督岑春煌向法领事交涉立即撤退在柳州的驻兵。 法使至外务部称

先撤兵一半。

2 月 20 日(正月二十七日) 蝇缓马平等 15 州 、县兵民地方地丁、兵米 。

3 月 18 日(二月二十四日) 谕为广西柳、庆府属会党"变乱"之阵亡官兵于柳州建昭

忠祠。

5 月 II 日(四月十八日) 美国传教士入柳传耶稣教，先后买四码头榕树脚柯姓房屋

为宣道会之所，又买城内文武街屋地建造福音堂。 并请官府获准把黄村花婆庙附近地作

教徒坟场。

本年 设于天桥街(今柳州宾馆北面附近)的官立马平县两等小学堂开学。 学生 103

人 。

A 会党首领李德山联络穿山、石龙、罗城等地会党谋攻柳州城，清廷有所警觉，将李

拘禁数月 。

A 桂林调子艺人黄五率"过山班"来柳演出 。

A 马平县巡警区设警务长，兼管消防。

A 柳州邮政分局增设柳州经长安至梅寨(今属三江伺族自治县)的邮差邮路。

1907 年(光绪三+三年)

2 月 16 日(正月初四日) 法国兵轮"亚居士"由梧州驶至柳州 。

3 月 7 日(正月二十三日) 缓征马平等 24 厅、州、县受灾地方地丁 、兵米 。

4 月(三月) 官立柳州|府中学堂开学，学生 60 人， 1912 年后改称柳州中学校。 附设

柳州府师范传习所办 l 期，学生 l∞人。

春夏之交淫雨成灾。

6 月(五月) 奏准于桂、柳、邑 3 府各积谷 10 万担于官仓，以备荒歉。

7 月 5 日(五月二十五日) 同盟会员柯汉资等设在莲花桥(今柳州宾馆一带)"一乐

也"俱乐部据点被破坏，民军首领梁云甫被杀。

II 月(十月) 刘古香从香港辗转回柳，发展刘震寰、王冠三人同盟会，联络会党、绿

林、防军和文教界人士，从事反清活动。

冬 马平县改设劝学所，设总董 l 人，掌管县教育工作 。 辖境内分设学区七区。 城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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