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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l

序

《昭平县志》出版了，．这是昭平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各项事业蒸蒸日

上，全国各地掀起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梧州地区各县先后

成立修志机构，调集人员，专业从事。中共昭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重

视修志，加强领导，识用专才，发动群众，广征博采，精编慎审，使

《昭平县志》成为我地区首部出版的志书。庶无负父老之期望，尤为

全地区修志工作起推动作用。这不仅是昭平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

果，也是梧州地区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修志重在资治。汉代历史学家班固日。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

(《汉书．食货志》)。民国方志学家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也提

及： “志以补郡国利病之书"。因此，前人都把修志当作“为政之所

先’’， “勤政之切要刀。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空前伟大的

事业，更要我们通察县情，既要认识现状，又要借鉴历史。新编《昭

平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昭平县的历史和

现状，如实地反映县情。为政者可从中分析事物兴衰，总结经验教

训，以能扬长避短，实行科学决策。《昭平县志》的出版发行，必然

在振兴昭平的事业中发挥其重要的资政功能。

昭平县是我的故乡，地处桂江中游，昔有“广右咽喉’’之称；境

内崇山峻岭，林海茫茫，故又有“桂东绿色明珠”之誉。山川壮丽，风景

旖旎，物产富饶，民风淳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飞跃发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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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面貌日新月异，世人为之瞩目。我籍隶昭平，崎切桑梓，自当为家

乡的巨大变化而欢欣，更为其能载入史册，扬之四海而自豪。为此，

1990年10月召开县志评稿会，我欣然受邀参加，畅抒己见。现就新县

志付梓版行之际，沾墨染纸，略抒祝忱之意。同时，寄语昭平人民、

旅居国内外的昭平籍人和所有关心热爱昭平的社会贤达，望一如既

往，积极为家乡的繁荣昌盛贡献聪明才智，使昭平早日雄立于全国群

县之林。

梧州地区行署专员 吴 翔

1 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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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县志是记载一县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书。昭平县从明

代至民国，曾5次编修县志。旧志受时代的局限，未能历史地、系统

地反映县情，且从民国15年最后一次编修，迄今已中断60余年。为

此，编修新县志是时代赋于我们的光荣使命。

1960年，中共昭平县委曾组织修志，但开笔仅月余便告停顿。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欣逢盛世，修志之议复兴。1981年7月，成立

修志机构，统筹编修事宜。嗣后，虽星移斗换，人事数迁，但修志工

作始终不辍。1987年秋，逐步转入县志各分志的编写。全体编纂人

员，历5年之功，殚精竭虑，博采精编，三易纲目，五改志稿，终于

编纂成解放后昭平县第一部新县志。这是全县人民的一大喜事，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

新编《昭平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较全面，系统地记载本

县历史的变化发展，使一县风物，录存其中，兴衰成败，展卷可得。

会给人们有益的启迪，为地方施政提供历史的借鉴。新县志成书问

世，必然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其意义和价值将随历史的发展为更多

的人所认识。

编纂县志是一项浩繁的工程，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修

新县志，是一项新工作，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只能在实践中学习，摸索

前进。多年来，修志人员刻苦钻研，反复探索，力求完善无误，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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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十万字长篇巨制，瑕疵终究难免。成书之后，有待读者匡正。

在新县志编纂过程中，得到广西通志馆和梧州地区方志办公室的

领导和行家的具体指导；县内各部门单位、各乡镇的通力合作；以及

有关专家、学者和全县人民的关心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科学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昭平前程似锦。愿全县人民同心同

德，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用勤劳的双手，谱写出更光辉灿烂的历史

新篇章。

中共昭平县委书记李丹林

昭平县人民政府县长李达球

l 992年5月



凡例 5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在资治、教化、存

史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以专志为主体，辅以表，图、照片。专

志遵从“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力原则，设18篇、87章，298节，节下设目，子目，顺序记述，力

求体现各门类之间的联系，形成有机整体。

三，本志沿事物始末记述，上限因资料占有情况而异，下限至1989年，取事略古详

今，重在当代，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四，记述用语体文和规范汉字，引用原文例外。

五，时间表述，清前用旧纪年，以中文为记，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文书写，并省去

“公元"和“年秒字，如同一章连续使用同一年号或顺接年号，一般只注开头一年，未括

注者以开头一年类推。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文为记，以1912年为元年类推，不再括注。解放

后均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文为记。书中出现的解放前后，以1949年12月17日昭平解放时

为界。具体月，日，阴历皆以中文为记，阳历以阿拉伯文书写。

六、机构，职官，行政区划均按当时称谓。地名均用现标准地名，需要用古地名、曾

用名时，注明今地名。常用组织机构和地名除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简称。

．七，度量衡制和计量单位，解放前按当时习惯记述，解放后均使用国际标准制。货币

以各个历史时期通用者记载1人民币除注明旧币者外，均为新币。

八、统计数字，原则上以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用主管部门统计数字。

九，生人不立传。本志立传人物为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者，以县籍为主，以卒年为

序。革命烈士表，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据。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以国家级机关授奖

者列表记入。

十，本志资料，取自旧县志、府志、省志和各类档案，图书、报刊、县内部门史志，

调查报告及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另编资料卡备查。



6 概述

概 述

(一)

昭平，古为百越地，秦隶桂林郡，汉属临贺县。南朝梁普通元年(520)设静州，为建

置之始。宋宣和六年(1124)定县名为昭平。1989年总人口337301人，有汉、壮，瑶等12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92．8％。

县境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跨桂江中游，素有“广右咽喉，，之称。地理座标为

北纬23。39 7至24。24 7，东经1lO034 7至111。19 7。东邻贺县，西接蒙山县，东南与苍梧县毗

连，西南与藤县交界，北与荔浦、平乐、钟山三县相依，东西最大横距72公里，南北最大

纵距82公里。全县总面积3273平方公里。境内群山起伏，河谷深切，平地狭小，山地占全县

总面积87．6％，可谓“九山半水半分田’’，素有“昭平不平’’之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西北部的仙殿顶，海拔1223．4米，嵯峨峻极，领群峰之冠；还有大脑山，石柱顶、藤宝山

等数十座海拔千米左右的山峰，列岫崔嵬，绵旦磅礴。桂江如青罗玉带，自北向南，贯穿

县境，在境内蜿蜒100公里。数百条河流，多属桂江水系，自偏北向偏南汇流，呈树枝网状

分布，遍及全县。

境内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9．8℃。七月份平均气

温27．9℃，极端气温最高39．4℃；一月平均气温9．9℃，极端气温最低一2．6℃，谚云。 “热

不过七，冷不过一"。年降雨量2032．6毫米，年雨日186天，为广西多雨、暴雨中心之一。

年日照百分率34％，年蒸发量1419．9毫米，全年无霜期平均为310天。不利气候主要是有寒

潮侵袭，夏多暴雨洪涝，秋少雨干旱且有寒露风入侵。

昭平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土层深厚，至1989年已开发耕地21．91万亩，其中水田18．11

万亩。一年四季，均可耕作。连片的山地，丘陵蕴藏着发展林业的巨大潜力。全县宜林山

地408．7万亩，森林植被繁茂，遍布松、杉、樟、檫、枫、油茶，八角、玉桂等林木资源，

为广西重点林业县之一。还有丰富的农副和林副土特产品，勤江茶油、桂花竹纸、黄姚豆豉

早就蜚声海外，松香、八角，茶叶，柚果亦远销港，澳及东南亚各国。全县有野生植物

1700多种，野生动物650多种，其中有稀有树种小叶红豆和被誉为“活化石"的珍稀动物鳄

蜥。中部的黄连林场有大量的野生动物，被列为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境内河多水急，水力

资源理论蕴藏量为38．5万千瓦，其中桂江达28万千瓦。矿藏有金，银、铁，锰、铅、锌、

大理石，重晶石等20多种，其中黄金的储量和开采，在自治区内占有重要地位。

境内山川壮丽，风景旖旎。桂江上接漓水，下汇西江，飘逸潇洒，奇秀天成，宋之

间，李商隐、邹浩，王夫之，赵翼等历代名人，都曾蹑访歇吟。名胜古迹颇多，为志马

援开江之功，马江因而得名，欲寻罗隐息影之处，罗令山有其遗踪。还有杨文广炮台，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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