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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南宁地区工

作委员会(原为南宁地区联络处)(桂西文史录〉编委会组织编写、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桂西文史录>.经过编寨人员的艰辛劳动，

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是一件好事。这是桂西地区政协文史资料

工作的又一成果，对于资政、存史具有重要作用，是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一部史料书籍。

桂西，地处祖国西南边障。桂西壮族自治区(后改称桂西壮族

自治州)直属县为今南宁地区的 12 个县(市)和岂宁、武鸣 、 上思、

都安、大化县等，面积 4696.8 平方公里，居住着 806 . 67 万以壮族

为主体的壮、汉、瑶、苗、位佬、毛难等各族人民，其中壮族人口近

600 万，占广西壮族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这片历史悠久而富有神

奇色彩的土地上，共同的地域和文化，使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各

族人民，在长期的搏击大自然、反抗民族压迫和反抗外来侵略的斗

争中，共同谱写了一首首壮丽诗篇，形成了一种为保卫边疆、建设

家园而团结奋进、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新中国成立

后，尤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开

创了光辉灿烂的伟大事业。

〈桂西文史录〉作为一面镜子，将向读者展示出桂西这片热土

所独具的魅力和风采。在这面镜子的多视角下，那些在这片土地

上留下的反抗压迫、剥削，反抗外来侵略的悲壮历史画面，那些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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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许许多多神奇而动人的故事，那些

美不胜收的南国风光和名胜古迹，以及作为我国与东南亚相连的

水陆通道上、边贸市场上那商贾云集、货流如水的繁荣景象……将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您的眼前。

〈桂西文史录〉选材的范围是桂西地区包括横县、宾阳、上林、

马山、隆安、扶绥、崇左、大新、天等、龙州、宁明、凭祥和南宁市的邑

宁、武鸣，防城港市的上思以及河池地区的大化、都安等 17 个县

(市)的各个时期的文史资料的精华部分。全书共分六卷:清代及

清代以前(含建置沿革)为第→卷. 1911一1937 年为第二卷，

1937-1949 年为第三卷. 1949-1978 年为第四卷， 1978-1994 年

为第五卷，文物古迹、民俗风情、资源恃产等编为第六卷，计划

1996 年全部出齐。

编辑出版〈桂西文史录)，是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的大潮，给

桂西边捶这片热土增添了无限的光影，散发着更加诱人的魅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 。 出版〈桂西文史

录〉的目的在于向读者提供更真实更丰富多彩的资料，让读者更多

地了解她的过去和现在，更好地建设她的未来。

本书在编寨过程中，得到了区内许多兄弟地(市)、县的帮助、

支持，得到革命老前辈、老同志和史学工作者的指导，并提供了珍

贵史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潘琦
1995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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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陆荣廷主政广西要略

陆荣延是近代广西"土人"在本省建立统治地位的第一人。

他是广西壮族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颇大的重要历史人物。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爆发推翻清王朝的新军起义。旋

即各省革命党人纷纷策动本省响应。桂抚沈秉望被迫接受广西革

命党人的要求，于 1911 年 11 月 7 日宣布广西独立。省咨议局遂

推举沈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延为副都督。 11 月 8

日，广西最高军事长官陆荣延经与同盟会代表谈判，表明赞成独

立意愿附和共和"。至此，广西在 15 省响应辛亥革命独立运

动中排列第九位。

清廷崩溃后，新的民主共和权力中心未能及时确立，各独立

省纷纷树起"省人治省"旗帜。广西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也呼吁

"佳人治桂"。作为外省人的沈秉望(湖南籍)、王芝祥(河北

籍).感到势单力薄，立足不稳。沈在就职演说中即表明广西

地方，乃广西人之土地，本应由广西人主持。现在组织伊始，必



欲鄙人权代主持"。随后，桂林巡防营哗变.沈逃匿 F藩不明 。

太平思顺道尹李开优、龙州新军标统陈炳馄即致电省议院，举陆

荣廷为都督。 1911 年 11 月 21 日，怯懦多病的沈秉望辞都督职，

11 月 23 日，广西省议院依法推举陆荣廷为都督。鉴于当时各独

立省"军事民政统属于都督陆荣廷得以拙愤广西军政大权。

省会迁南宁，奠定立足基础

陆荣廷未到佳林接任都督职之前，革命党人雷在汉、雷沛

鸿、谭昌就向陆提出将省会迁至南宁，以摆脱旧政治势力的乌拉

响 。 陆荣廷抵桂林就职后先改军政府为都督府，把军政统一起

来，置之都督的统一督理之下，然后通过议会达成把省会迁到南

宁的决议 。

桂林，自元末起一直是广西省会。其地理位世据湘佳两省之

要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桂林因地近荆楚中原而"得风气之

先故自宋、元起，逐渐成为广西封建政治、经济、军 'lÇ 、文

化重镇。但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桂南沿江以其相对优越的自

然条件和地近广东、商品经济渗入较快的特点 • j己真是粤商的西

迁，加速了桂南社会的进步.左右江流域农业经怖、商品经济大

有后来者居上之势。随着法国殖民主义势力扩张，占据越南，规

舰1真佳，特别是中法战争爆发后，广西提督衙门南移龙州，其后

龙州、南宁相继开埠jj商.全省政治、军 ' 1 ç 、 经济中心俱呈南移

态势 。 情光绪三卡 二年 (1906 年) .两广总督岑春憧会同佳抚林

绍年，曾奏请朝廷"迁省南宁因广西籍京官反对而不了了之

宣统元年 (1909 年).省咨议局在桂林成立，议员黄宏宪、蒙经

等人又将迁省南宁列入议案，再次遭到佳北保守势力抗拒而搁

浅。 1912 年 4 月，省议院改临时参议会.以议长卢愤翼为首.

龚政、雷殷、蒙民伟等一批桂南议员重提迁省议案，此番争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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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自热化，桂东北议员与桂西南议员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桂林

议会"和"南宁议会争吵了近半年。陆荣廷最后以"审察民

情向背，势不能不伺多数人民之请拟出"以南宁为行省，都

督居之，议院及锥叙、法制两局先行建设;桂(林)为旧地，六

司暂驻，以维市面，而安人心"的折衷办法，电请袁世凯政府核

批。 1912 年 10 月 17 日，省临时参议会在邑表决"迁省"案，

到会议员 83 人，赞成者 70 人，获多数通过，南宁遂成为广西省

会。 陆荣廷依靠革命党人和社会进步势力，采取平和步骤，在执

政之初顺利完成了一件政权中心转移、稳固统治基础的重大举

措。

恩威并重，整顿社会秩序

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起，广西会党农民起义波澜壮阔，影响

了黔、滇、湘、粤等省。 清王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残酷镇

压，甚至调集八省联军重兵围剿，但几起几落，屡剿不绝，官军

疲于奔命，朝廷谈"匪"色变。

陆荣廷上台时，正值中国新旧时代交替更迭的动荡时期，错

综复杂的政党纷争， . 刀光剑影的武人争雄，加速了民国初年政

治、军事无序化的恶性膨胀。 绿林首领出身的陆都督，固然懂得

枪杆子的重要性，也自然谙熟广西"匪"患"饥则蜂起，饱则远

扬散则为民，聚则为寇，形迹既无辨，党类几不胜穷"的活

动特性。 他一上台就以军政府名义向全省公布 〈应行照办者十四

条〉、〈应行禁止者六条)，取攻心为上、招抚为主、恩威并施之

治理政策，稳定地方治安秩序。 一方面，他采纳革命党人建议，

委派一批同盟会骨干为交通部课员，举反清义旗，收编了各地数

千名绿林武装;另一方面，他又时刻警惕各种反叛武装力量的活

动，稍有闹事苗头，便果断派兵击攒之。 他诚意邀请原三点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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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李立廷回悟，任省水师第二军统领，负责大河治安;这对瓦解

桂南会党绿林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柳、郁、冉、桂四江

来往船只，只要插上水师统领"李"字旗，河道即畅通无阻，无

强人敢劫货。与此同时，他也派龙觑光屯兵梧州，命巡防营统领

宋安枢、标统任福黎，截杀自粤返桂、意夺都督职位的王和顺

部，致使巫其样率领的民军惨遭覆没。陆荣廷血腥镇压了梧州地

区的会党、民军。不久，陆荣廷把他的势力推向全省，把全省

新、旧军队整编为两个师， 1 个棍成旅， 6 个巡防队，总兵力约

4 万人，从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1912 年间，陆荣廷几乎全力以赴，辗转穿梭于省内水陆通

通司自邑而桂、而悟，又自梧而笆、而边，巡行郡邑，周视

境内，不逞宁处，维持现状，恢复秩序，才力精神，巨细毕至

终于平定了令清王朝统治者头疼了几十年的"群匪如毛"的混乱

局面，使广西初步实现"商乐其业，民安其居，四境清平，在符

敛迹"的较为稳定的局面。

开明施政，拥兵自强

崛起于草莽，靠军功发达的陆荣廷上台之后，颇有自知之

明。他曾多次公开宣称自己乃"一介武夫，智虑短沌。他组织

的新政权班子也体现了"用人不拘资格，但取才略，绅民应一体

罗致"的开明态度和"匆争党派、勿争意见，融合一气，协力同

心，分担职任"的民主政治风气。他在赴桂林就都督职途中曾通

电申明新政权的用人准则独立以后，官民同是革命，不可谓

首创者为革命，响应者非革命也。果是热心爱国，护持同胞，即

使同盟在前，亦不可尚存党见，自隘范围。……廷意现今时势，

正收拾人心网罗人才之日，不论新旧，但肯来归，当即认为同

胞，一律欢迎 o 1912 年 2 月 8 日，他正式就职，采用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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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形式，与广西同盟会、立宪派等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组成

新政权。都督府设五司一处:任命同盟会代表严端为财政司长，

张仁普为司法处长;任命立宪派人士陈树勋为内务司长，唐钟元

为教育可长;共和党代表韦锦恩为实业司长，拜把兄弟陈炳馄为

军政司长。各府府长也以 3:3 比例分任之。任命同盟会代表刘古

香、雷在汉、邓鸿绪为柳州\镇安、龙州府长;陈炳炮、黄榜

标、谭浩明分任另外 3 个府府长。

这一时期，陆荣廷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表现为恭

谨拥护。为了响应辛亥革命，尊重民主共和，他如期颁行南京临

时政府一系列体现民主制度的改革法令，如焚毁刑具，停止刑

讯，禁止蓄辫、缠足、赌博和吸食鸦片，解放"查户"、"堕民"

等;制定颁布〈广西临时约法)，承认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

纲领，还通电发布了〈应行改革十条}，声言实行民主政治。

然而，孙中山退位，袁世凯擅权后，国家变乱迭生，各独立

省由于政局纷纭复杂、派系斗争骤起而对民国中央产生了巨大的

离心力和不信任感。多数省督的政治态度忽南忽北，或南北逢

迎;或四分五裂，互相争雄斗胜。

1913 年夏，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面对

南、北两大政治势力集团，陆荣廷不想得罪当时掌握全国大多数

省军政要害部门、拥有强大军事势力的袁世凯。加之西南滇督蔡

愣、黔督唐继尧拥袁反孙势力占据上风，袁的心腹龙济光占据梧

州，虎视桂军。这时陆荣廷变为"拥袁反孙"。尽管孙中山通过

潘乃德、岑春憧劝说陆反袁，陆仍以"维持广西治安，使广西假

以时日从事建设"为托词，抱定"只知有国，无内无外，唯乱是

仇"的态度，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其实，陆荣廷实际上已得到

了袁一大批饷械，被袁收买。他派兵镇压刘古香、刘震寰领导的

柳州反袁起义，杀害了刘古香等革命党人，捕杀了在广西活动的

农实达、李应元、李群等人，还在桂林杀害了从湖南逃到广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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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革命党人蒋翔武，并资济龙济光攻粤，趁势收回悟州，成了

镇压广西"二次革命"的袁世凯帮凶。由于陆荣廷对袁世凯竭力

效忠，袁世凯授予陆荣延耀武上将军。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撒换了许多省

督，更加肆无忌惮地搞个人独裁统治，废弃约法，解散国会，公

然卖国求荣，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上下爱国志士的愤怒声讨。

1915 年 11 月，云南酝酿反袁起义，黄兴、岑春值、梁启超等相

继函促陆荣延高张义旗反袁。国难当头，陆荣廷亦深知护国反袁

行动的份量，于是决定参加反袁护国战争。他暗地派人去澳答复

响应起义。但他的原则还是"欲得民国，必先保全广西确定

了既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又力保广西安稳的策略，不露声色地骗取

了老奸巨滑的袁世凯 100 万元军饷和 5000 支快枪，壮大和充实

自己，又能在云南护国军最艰难最危急的关头，破釜沉舟，大义

灭亲，设计迫使假桂攻凛的姻亲龙瓢光父子率部缴械;而后通电

发表讨袁撒文，大举分兵湘粤，参战护国，并自任两广护国军总

司令。桂军 3 个月占领湖南全境，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气绝身

亡。陆荣廷谦辞黎元洪赐湘督之任，迅速返桂下悟，驻肇庆，倾

力广东战事，很快把亲袁势力龙济光部逼上海南岛，实现7两广

联泊之大业，荣膺"再造共和"功臣之美营。陆荣廷的政治声望

也由此骤升，从一普通省督跃为中国政坛的重要角色，并被推举

为参议两院副总统的人选。

开财源办实业，振兴桂省经济

辛亥革命前，地处边疆、土地贫晴、经济落后、天灾战祸频

仍的广西一直是受"协饷"之省。清廷每年从湖北、湖南、广东

等省调拨"协饷" 38 万两以补广西财政亏缺。清王朝垮台，众

省纷纷独立.各自为政协饷"断绝，藩库空虚。桂抚沈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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