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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县位予祖国南疆，是壮族聚居的地方。从唐代设置土州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

的历史。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里，把这块土地开发成富饶美丽的祖国边疆，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伟大业绩。 ，

编纂地方志，是我目的优良传统。大新修恚，始于清代。从康熙三十四年到中华民国期

间，原养幂Ⅱ、雷平、万承三县(士州)曾先后编撰过‘养利州志>，t养和三年'、‘雷平县志'、‘万

承县志'四部志书。现在，我们处在伟大的时代，叠盛世修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也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1979年12月，我们成立‘大新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

体负责组织县志的编修工作。经过七年多艰苦努力，十改篇目，五易其稿，终于编成了这部

‘大新县志’。 ，‘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的要

求，力争达到较好的质量。县志如实地记载了大新县的历史和现状，充分地反映了大新县的

县情。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活动，是大新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成

果，是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智慧的结晶，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大新县志>问世的时候，我们希望全县干部群众，重视它，珍惜它，研究它，从中熟悉

县情，寻找规律，获取教益。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创造更加美好的

明天1． ． ，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南宁地区地方

志指导小组的多方指导和帮助}得到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教授题写书名，得到区内

外许多单位、院校和兄弟县《市)的帮助；得到革命老前辈，老同志提供珍贵史料和亲切指教，

得到全县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我们谨代表大新县委、县人民

政府和全县各族人民，对为编纂‘大新县志'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l

县委书记．陈受刚

县长 农宗才

， 1987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

=，本志按编，章，节、目排列，志首设‘概述’和‘大事记’，志后设‘附录’，志中配有照片

和图表，全志分地理、经济、攻治、文化、社会，人物，杂记7编60章、168节，共65万字。

， 三，时间断限，上限从唐代置羁縻州时(618年)起，下限到1985年底止．按照略古详

今原则，内容重点放在当代，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简体字。内文引用、转载的资料，尽量注明出处。凡需注解的一

律采用脚注。 ．
，

，

。

五、民国及其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沿用汉字，如。清光绪七年-、‘民国十八年·，所记

数字，一般用汉字，后面加括号用阿拉伯字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目成立后．公元纪 ，

年和数字均用阿拉伯字。书中村屯名有演变，按原名记载，必要的加注今地名，如·物华(今

桃城)glP。 r 、

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均按一般习惯称呼，如·土司，，_县政府，，·县人民政府，

等，不另加攻治性定语。对人物直书姓名，在姓名前后不加虚衔或褒贬之词。

七，本志中的盔新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_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指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四化一是指四个现代化，·文革，是指文化大革命，·红

卫兵，、鼻四人帮静等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都加以注晚。 ，。‘

-．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謦的原则，对于应记载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分别7，

记入有关编章或列表简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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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唐； 朝‘一

(公元618—907年)
t，．，

。，+ |，，：’

设万承(万形)，波州，思诚等羁縻州，隶属桂州都督府，

设养利，西原等羁縻州，隶属邕州都督府。k 。一：∥
¨～

●‘

∥五代．十国，．

’(公元907—960年)
．． 、

十 j’，·。 ≈
．．

、

．

j}晋袭唐朝设养利，万承(万形)、思诚，波州等羁縻州，西原州改为罗和嗣·
々，

‘‘：．⋯。，．．‘ 、

：

， ∥，、o，宋。，朝．一r， ，．“一．’，不-别．一‘
?

～’

。， (公元960—1279年)4．

景裙二年(1035)交趾甲峒及琼州，门州等蛮兵入侵邕州思陵(属宁明)，西平州(今雷平

境)等地，劫掠人马，焚烧房屋，后皇帝下令抗击，擒捉其首领治罪。

皇祜四年(1052)壮族首领侬智高发兵反宋，曾进驻恩诚州地．

皇裙五年，设养利土州，第一任土官赵日泰。：一 ，r．·。

“

同年，设太平土州．第一任土官李茂。
‘

同年，设恩城(思诚)土州，第一任土官赵仁寿．

同年，设下雷土州，第一任土官许天全。

同年，设全茗土州，第—任土官许天庆。

同年，设茗盈土州，第—任土官李铁钉。1。

同年，设置安平土州． 一

⋯：．。 ，一

同年，设置万承土州，第一任土官许朝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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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壅堑墨重：塞蔓望

光绪二十七年。兰点会在下雷活动。首领张四和许铨宝号召每达一百人的屯就进行拜 台．‘‘： j、j‘’ij

；、j、¨1t，“；。：’i7#*～．∥囊，’；jr，，，’j：t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三点会黄宝学、黄有材、赵生等人率众包围攻打安平土州，后因土
官李德普诈降．派胡石忠等人与黄宝学讲情，李混入三点会．次年李德普带清兵打败三点

会，黄有材退守恩城。

同年，黄有材，江金生等人到全茗发动趟黧鹾纠姒瓤萋；。!

霸薹霉霆蓁逝甭。留杰，霎掣氨慧燮驯豫掣。 ：。．

-秀蓠。雾然番缝雾雾剜冀疆錾垂基野雾冀～翼；蠢攀照夔一鳖鐾滢塑鍪鹱型i!：=妻；冀裂型

基犁刘羹；萋岔薹私弛薹囊翳；裂鬟鐾q一蠢可；蕉蓉雕引；

萋至；鄹飘罂；荔前雾；剐哥州；盘崤爿滔璎懑蠢罐苹蠡邑薹曼嘉；耋耄薹出虱划裂雾墓

蠢望

可发展畜牧业生产，有年产上百万斤桂圆肉

’的龙眼林，有稀世活宝全自叶猴(白猿)、白猴以及蛤蚧、穿山甲和各种药材等动植物资源，有

．名胜古迹德天瀑布，边防炮台、桃城南楼等。大新县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县内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物质基础。她是伟大祖国南疆一块美丽可爱的地方。7一㈡E尹，；：’≯-，j。≯：。f、一。：：

。 大新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45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大新是土司统

治时间较长、制度比较完整的地区。在黑暗的旧中国，特别是长期的土司统治年他经济落
．后，民生艰辛．加上灾害频繁，盗匪丛生，饿殍遍地。大新县成为广西的穷乡僻壤之—，人民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j ·

，
’

．’

大新人民勤劳勇敢，富于革命斗争精神。北宋农民起义首领侬智高曾在此安营扎寨，组织

群众反抗宋皇朝斗争l清道光年间，安平土州那岸树梁胜日组织农民占领州署，一度把士官

赶走，养利土州叠天地会骨首领苏亚僧，组织万名农民在教礼堂声讨、清算团总，没收其家财分

．给农民；继而盘三点会簟兴起，反清斗争此伏彼起，连续不断，给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19S0筝
春，邓斌(邓小平)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的第一纵队来到雷乎县活动。他们宣传红军：

政策，打击土豪劣绅，围抄李瑁土司府，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公审处决罪大恶极的安平

土官李德普，深刻地教育了群众。同时，组织成立农会，农民赤卫军，播下了革命火种。在抗

日战争中， 大新人民广泛地开展了抗El救亡活动。在解放战争期间，大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游击活动，组织几十个农会，成立数十支武工队，同时进行统战

工作，瓦解 乡村政权．争取进步人士，狠狠打击敌人，先后进行二十多次大小战役，取得了围

攻逐助山、 八万桥之战，龙啼伏击战等一个个胜利，成为左江地区的主要游击区之’．有
1力地配合了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2月24日解放大新全境，写下了光辉灿烂

的历史篇章

����x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