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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武鸣是以壮族为主多民族聚居县，是生我育我的故土，也是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追

忆往昔岁月，尤其对与家乡父老结下的深厚情谊。倍感亲切!

武鸣人民勤劳勇敢，富于斗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

争，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坚持游击战争，团结战斗，．配合中国人民

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解放以后，清匪反霸，巩固了人民政

权。完成土地改革后，各族人民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

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全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工农业生产、财政收入、邮

电、交通运输、商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不断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我

期望，全县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高度的

热情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动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多年的实践感到，要搞好全县的工作，

除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之外，重要的一条是要认清县情，做到一切从实际情况出

发。而要认清县情，除实地考察外，县志是重要的资料来源。我曾数遍阅读民国4年编的

<武鸣县志>，了解全县一些自然环境及历史等方面的情况，于治县资政上受益匪浅。历史的

发展，武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民国4年之后，县志编纂长期空白。1958年，县里

曾试图组织编写新县志，未能实施。1979年又组织编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深为

遗憾。近年，重新组织力量开展新志书的编纂工作。1991年春，我应聘为县志编纂委员会

顾问，参加了对县志篇目编写原则的研究与讨论。县志的编纂者们根据讨论确定的原则，历

经三载，寒暑不问，写出评审稿，再精心加工，得以成书。他们的艰苦劳动精神，值得赞

扬。
‘

新编(武呜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

料、新体例，本着古为今用、详今明古、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系统

记述全县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记载了革命先烈和

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人物的光辉史迹及模范业绩．是一部资政辅治的科学资料书。志书的出

版，必将促进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值此新编<武鸣县志>即

将出版之际，谨草数言，以示祝贺。是为序。 ：

罗茂柑 1995年10月



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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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武鸣县志>编出来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值得高兴，

值得庆贺。 ．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我县志书截至民国4年。民国38年修成的县志初稿因无资金

未刊印，随着国民党当局溃逃，志稿荡然无存，其他档案亦受损失，因此民国年问资料十分

匮乏。1991年组织县志编纂委员会，进行县志编纂工作。县志办在职人员及聘任的15位离

退休干部外出搜集、采访，才使民国年间的资料较为完整；各部门组织人员，精心搜集整理

编写解放后的专业志；编纂人员经过辛勤耕耘，反复修改，部分篇章数易其稿，方得以成

书。<武鸣县志)的问世，灌注了众人的心血，凝聚着集体的智慧。

武鸣人民淳朴、聪明、勤劳、勇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先烈、人民群众、革命

前辈、贤人志士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解放以后，全县人民艰苦奋发，初步

莫定了较为坚实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建设蓬勃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大踏步前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更上了一层

楼。’

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们推上了县的领导岗位，重任在肩。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南巡重要谈

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中，如何对全县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科学的决策，无时不在脑

际萦绕。我们党历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查研究是科学治县的基本功，是熟悉县

情、掌握规律

����x



序 三

武鸣县解放后第一部县志出版，实为全县一大喜事。解放前最后一部县志出版至今。已

间隔80多年。其间沧海桑田．社会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一都志书把它完整地

记载下来。新编<武鸣县志>问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负起了历史的重托，值得庆贺!

新编县志，纵贯古今。横存百科。是认识武鸣的全书。新县志的出版，对于今人认识县

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对于为后人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借鉴，无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继新县志记载下限1990年之后，我县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又有可喜的进展。1991年，全县财政收入首达1．02亿

元，比上年增长16．7％，成为广西第三个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此后两年持续发展。1994

年是不平凡一年：在遇到大水灾的情况下，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仍达13．27亿元；县财政收入

达2．3亿元。在1991年的基础上翻了l番；原计划到20世纪末，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

年3．29亿元的基础上翻2番的目标，提前6年实现；其他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要搞好一个县的工作．不仅要认真研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

要深刻了解县情；不仅要认识现状，而且要弄清历史脉络；不仅要作出决策，而且要努力寻

觅符合县情实际的最佳方案。对于要搞好一个乡镇村、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亦离不

开这些基本的原则。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事如此，其他各项工作也如此。要。知己”．就要

深入调查研究，孜孜以求。要研究历史。要研究现状，还要研究未来，认识事物的发展规

律，我们的工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新县志为。知己知彼”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是一部内容浩瀚的。教科书”。志书总括了武鸣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武鸣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也记载了以往工作的胜利和曲折；利于大家了解武鸣，吸取经验，接受教育，乘

胜前进。
’

武鸣有优势，亦有不足。我们身在武鸣，一定要研究武鸣，认识武鸣。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建设武鸣，振兴武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新编<武鸣县志>的目的。全县各族人

民任重道远，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团结奋斗，推动各项工作再

上新台阶，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

竺窭篓 1；}97年春
黄家仁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实事求是地记述武鸣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注重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j

二、本志对民国及其以前的史实择要记述，以存历史全貌；对解放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则详加记载。力求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分别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

三、全志设28篇。分篇、章、节、目等层次；前置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后设附

录、续缉、编后记。叙事分别使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表述采

用语体文，力求通俗易懂。

四、本志记载的地域范围限于今县境的行政区域，历史上个别疆界变动，适当越界记

述；时间断限，一般上限清代．下限至1990年，个别事件适当上溯或下延。

五、志书提及解放后的货币一律折算为1955年以后流通的新版人民币；除注明者外，

金额、产值计算以1980年为不变价；计量单位按国家现行规定记述。涉及各个历史时间的

地名、政权、职官的称谓以及度量衡标准、货币单位、计算方法等，除注明外，均按当时的

称呼、标准、单位及计算方法。距离的计算系指水陆路的路程距离。’

六、人物传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选编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县籍已故人物。

籍贯有不同说法的人物，将有关资料一并列出，以资各界人士及后人考证。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的旧史志、报刊、专著、文件等藏籍和文

物、碑文、家谱、知情人的口碑资料以及各部门提供的专业性资料。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

统计数字为根据，参照部门提供的数字。所用资料和数据，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志书中“解放前”、“解放后”的时间词，系以1949年12月3日县城解放为界限；

。××年代”，属公元20世纪。 ：．

九、本志使用的简化汉字以1986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重新公布的为准，壮语地

名一律以规范汉字音译或意译记写；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于1986年

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本志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及有

关补充规定为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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