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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刘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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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泽民潘兆英黄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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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刚 曾志开廖武仕

李生民许荣辉黄小乐季显庭罗盛日 玉少泳

李文才陆辉滕毅李建忠韦定仍农毅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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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王正福郑周成

成员：李生明 黄小乐罗盛日 农友盛 朱华陆辉

李文才李云峰农毅锋 郑斌

第七届(2004．2～)

主任：黄建宁

副主任：杨文德农建华黄必先熊艳英陆辉

成员：张义佳罗耀敏颜正纯苏正昌李光琳梁素云

王前郑斌卢德权何定升秦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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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前线

彭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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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斌

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以到职先后排序)

(1981．5～1 982．9)

(1985．12～1986．1)

(1999．5～2003．11)

(2006．4～ )

(1986．1 O～199 O．9)

(1988．10～2006．1 0)

(1999．4～2003．11)

(1981．5～1991．12)

(1981．5～1 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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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8～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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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3．4～2003．1 0)

(2000．5～ )

黄哲克(1982．1 O～1984．9)

陆辉(199 0．1 0～1 994．3)

卢德权(2003．12～2006．3)

郑斌(1999．4～20 03．1 O)

韦秀林(198 3．5～1984．10)

杨荣杰(1981．5～1 982．2)

陶小凤(1985．5～1986．6)

陆念初(1986．7～1987．6)

蒙志明(1989．11～1993．9)

李文武(1992．9～996．9)

何定升(1999．7～ )

秦应海(2 003．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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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验收单位和人员

初审单位及人员
中共西林县委员会 西林县人民政府

组长：杨文德(中共西林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组长：农建华(中共西林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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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崇礼广西通志馆助理巡视员

刘健金广西通志馆市县志研究室主任

廖盛春广西通志馆市县志研究室副主任

梁燕鸣广西通志馆市县志研究室

赵敏广西通志馆市县志研究室

韦韩韫广西通志馆市县志研究室

研究员

副编审

副编审

副编审

编辑

编辑

助理编辑



序 言

娓娓驮娘江，从亘古的高原流出，汇入大江、大海⋯⋯
西林民间传说中，驮娘江有一个优美动听的故事。相传古时

候，今滇黔桂边界一带积水成涝，老百姓多灾多难。圣仙布洛驮的

小女儿名驮姑，聪明、勤快、善良。为拯救老百姓于苦难之中，她

手提着一把纺线机，飘飘下凡，来到民间，走村串户，访贫问苦，

带领老百姓把洪水引退。还教会老百姓耕田种地、纺纱织布、唱歌

演戏。后来，驮姑走过的路变成了一条排泄水涝的江水。老百姓感

激驮姑的造福之恩，把她称为驮娘，把驮娘开辟的河流称为驮娘

江。

西林，处于驮娘江的源头。驮娘江孕育了西林这片美丽、富饶

的土地，哺育了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民族。驮娘江滔滔不止，

把她的涓涓细流融入右江、珠江，浇灌着祖国南疆广袤的土地。

驮娘江史称文象水和渌驮河，流域范围为古句町国属地。很早

以前，句町人民就在此生息繁衍，开发这片宝地，创造边地社会文

明史。1969年和1 972年，在西林县普驮屯先后发现了两座汉代古

墓葬，出土鎏金铜棺和铜鼓、铜马等一批珍贵文物，揭示了古句町

社会的辉煌历史和文化，曾轰动了国内外。在近代史上，1 856年

发生的“西林教案”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西林人民站在

反帝反封的前列。清末，西林岑氏“一门三总督’’，为抵抗外来侵

略、保卫祖国边疆作出了贡献。

真幸运，历史的机遇，在新世纪之始，我们来到西林县任职，

有机会向西林各族人民学习。驮娘造福人民的传说，给我们得到深

深的启迪。面对西林曾经拥有的辉煌的历史，我们有责任将之发

扬，面对西林人民目前还处于较贫困落后的现状，我们有责任将之

改变。为使西林人民尽快步入小康社会、创建和谐环境，西林县第



九届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总结了历届领导班子取得的成就和经

验，同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制定了发展西林、振兴

西林的新举措，在抓好“农业稳县"的基础上，着重在交通、能

源、文化等方面抓几个大的项目建设：为改善西林落后的交通状

况，投资修建县城驮娘江大桥和二级油路；为实施“工业立县”，

充分利用县内水力资源，引进广州东送公司9．2 8亿元，建设驮娘

江流域梯级电站；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投资兴建一个历史与民

族文化融为一体的人民公园。这几项标志性工程的建设，将使西林

的面貌得到了较大的改观。

西林的辉煌历史，是西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为使西林人民

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载入史册，20世纪80年代

初，县委、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成立了西林县志编

纂委员会，投入人力财力，组织开展编修新地方志工作。至今，历

经20多年编纂的新编《西林县志》将要出版发行了，这是西林人

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西林各族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此项

文化大工程建设告竣之际，我们代表西林县四家领导班子，向广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百色市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各位领导、专家以及

县内全体修志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

全县的各级领导、广大干部、职工、师生和各族群众，认真阅读新

编《西林县志》，进一步了解县情乡情，以志为鉴，为西林的改革

开放、发展稳定作贡献!

县委书记容传文

县 长黄建宁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改

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存真求实的修志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西

林县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风土民情。

二、本志由述、记、志、传、录、表、图等体裁组成，按社会分工、科

学分类及地方特点，横排门类，各篇、章、节之间力求平衡和格式化。

三、本志贯通古今，上限时间尽量往前追溯，下限至公元2000年，照

片和部分文字内容延至2005年：

四、本志记述方法，除引文外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字统一用国家规定

的简化汉字。清朝及清以前采用各朝代年号，用汉字括号注公元纪年；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括号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

年。书中的解放前、解放后时间界限，以1950年3月15日(西林县人民政

府成立)为准。对行政区划地名、机构名称、政治军事术语等，为保持历史

原貌，使用当时称谓，必要时加以注释。注释有间注和脚注，文中注释多用

间注，表格注释多用脚注。

五、本志使用的各种计量单位，解放前沿用旧制，解放后用国家法定的

计量单位。各种数据资料，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欠缺的，用专业

部门的数字作补充。志中所涉及的商品价格、产值数字，除注明处外，其余

均指当年现行价格。

六、本志常用的各种简称，在同一章节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

简称。如“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等。人名一律不加尊称，必要时

加注释。

七、本志中关于文艺作品入选范围，除入选一些发表刊物档次较高的作

品外，对部分在县内宣传面较广、较有影响的作品，也适当收录。

八、本志的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者以本籍为主，兼

收在县内有影响的客籍人。同时，对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重大战役

(战斗)人员和西林籍在外工作副处(团)级以上干部及获得高级职称的科

技人员，也给予列表入志。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地方志书、家谱、碑刻、调

查采访材料等，经考证鉴定后载入，入志资料除引文外，一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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