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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在当代编修新方志，更是一项对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它不仅可以为各级领导

决策提供信息和依据，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乡土教材，还可以为科学研究和文

艺创作积累和提供资料。<田东县志>的出版，确实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

好事，可喜可贺!
‘ 田东县历史悠久，距今60～70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由于

这里地处桂西中部，右江横贯其中，河谷一带地势平坦，自古以来就是川、滇、黔

地区通往中原的咽喉要地，也是中国通往越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而且资源

丰富。为兵家必争之地。宋、元以后，这里是桂西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田东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界斗，与社会丑恶现象斗，既创造

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

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指挥下，

田东县各族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参加了收缴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武装的战斗，拉开了

百色起义的序幕，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当年的右江苏维埃政府就

设在今田东县城平马镇。红七军奉令北上，田东的英雄儿女，有的跟随红七军北上，

有的留下来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直到全国解放。解放以后，田东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田东县各族人民在县党委的领导下，解放

思想，真抓实干，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田东县更是万象更新。政治稳定，经济建设生机勃勃，人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提高。所有这一切，不论是人民的光辉业绩或是从政者的经验

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都值得翔实记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田东县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部真正的志书刊刻问世。光绪元年(1875年)田州改土归流设

置恩隆县之前。虽曾编修过<田州志>，但已散佚。恩隆县成立后，虽曾编写过一部

极其简单的县志草稿，未能刊刻出版。撤销恩隆县，成立田东县以后，也曾两次组，

织编修县志。终因经费紧缺等原因而不能出版问世。

我们主政田东期间，深感要搞好工作，必须对本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县情不清，既把握不好现实，

更谈不上预见未来，开拓未来。遂把修志工作列入党委和政府的议中日程，按编制

给县志办公室配备编写人员。并聘请退休教师苏寿彭担任副主编，在经费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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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满足县志办的业务需要。1987年以后，为了加强对县志工作的领导，县四家

领导班子分工，由县政府调研员廖学明(原人大常委主任)专抓此项工作。以后，

又聘请退休干部、原百色地区方志办负责人卢君福担任顾问，加强业务指导。经过

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在翻阅了数千卷(册)档案图书，收集了数百万字资料

的基础上，写成了百余万字的志稿，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现在《田东县志》，

在区通志馆、地区方志办的直接指导下，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

力支持下，终于出版问世了。据有关专家评论，这部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

字流畅，较好地反映了田东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较好的志书。在

这里，我们仅向直接或间接参与、支持《田东县志》编纂工作的领导、专家、工作

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新编地方志，目的是要发挥它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我们希望在田东

工作、劳动、学习、生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干部、师生、各界

人士以及所有关心田东的同志和朋友，珍重这一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丰硕成果，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岗位上，认真地学习、宣传、运用《田东县志>这部县情的载

体和科学的资料书，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共同为振兴田东，振兴中华作出更多的贡

献 ，

杨业兴 黄冠平 黄晓东 黄定嵩

1993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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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国上下掀起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潮。继续贯彻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各族人民齐

心协力，奋发进取，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以高昂的姿态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田东县志>'出版了。这对田东各族人民继往开来，建设社

会主义的新田东，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值得庆贺。 ， 一

以史为鉴是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志士仁人的共同经验；加

强调查研究，掌握地情，是我党历来强调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收集信息，迅速

而准确地作出决策，则是当代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参与者驾驭局势，出奇制胜的必

要手段。县志作为介绍一县县情的百科全书，全面地记述一县自然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以及风土人情等演变的历史和现状，毫无疑问，它将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

可靠的依据，还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对

子孙后代进行思想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田东有特别悠久的历史，有光荣的

革命传统，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田东县志)都作了翔实的记述。它不失为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的社会主义

新方志，我们恳切希望各界人士，特别是各级领导。充分重视和认真运用这一工程

浩繁、成就颇著的科研成果，让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

“资治、教化、存史”的应有作用。 ．

我国素有编修地方志书的优良传统。田州改土归流之前曾经编修过的三部志书

均已散佚。民国时期编修的<恩隆县志>、(田东县志>，因财政拮据未能正式出版。

这次<田东县志>作为本行政区域统合古今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正式出版，

是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的体现，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整个编纂工作，自

1981年起，着手收集资料，1988年起全面展开纂写工作，至1995年秋基本定稿。

有203个单位近300余人，为县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县志办全体同志十余年如一

日。沤心沥血，默默耕耘，数易其稿，为县志的编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志书在编

纂过程中，始终得到历届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还得到自治区通志馆、百色地区

方志指导小组以及县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我们对付出辛勤劳动的县

志编纂人员、对所有关心、支持、指导过<田东县志>的编纂、出版的同志。表示

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

文 明 罗凤鸣

1996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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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田东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一系

列重要文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行政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杂录组成。专志按篇、章、节排列。全书设

26篇1lO章358节，共150多万字。
’

三、本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下限至1988年，部分内容适当向后

延伸。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今田东县辖境为限。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概述，综

述县情，总摄全书，夹叙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简述建县

以后之大事要事；各专志，一般采用横排纵述方法，力求反映事物的完整性并适当

照顾它与有关事物的相互联系。各篇及重要的章设小概述，概括一事一物之全貌。

问或有适当之议论。篇、章、节以事物性质编排，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

六、<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

为主，亦收入个别阻碍历史发展的人物；以本籍为主，．亦收入少数长期活动在田东

并有较大影响之客籍人士。对烈士或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未立传者，编入<英名

录)或(人物表>。 ，

七、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室)、图书馆(室)的档案和藏书、报

刊；本县旧志、家谱以及有关部门和当事人提供的回忆录、资料等，经考证鉴别后

载入。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八、本志所用的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数字，统计部门没有，或经核对统计

部门数字确有失误的，采用其它来源可靠之数据。解放后历年的工农业产值，均按

1980年不变价计算货币，1950年至1955年上半年使用的人民币，已按1955年下半

年后使用的人民币计算；其余除注明者外，均为当时通用货币。

九、纪年、计量、行文等，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关

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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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东县志 I

概 述

田东县位于桂西中部，总面积2816平方公里，约占全广西总面积的1．2％。其中耕地占

8．74％；林地占27．8％，牧地占8．15％，荒地占42．15％，水面占0．7；6％，其他用地占12．4％。

全县设11个乡，．2个镇。1988年末，：有68772户，365374人，人均占有耕地1亩左右。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与广西平均水平大体持平。
’ ’

县境地形的基本特点是：周高中低，、状若盆地，地域广阔，平原狭小，岩溶广布，溪流众

多。右江河谷平原土地肥沃，交通较为方便，居民素质较高，工农业生产及商品经济较为发达；

南北土山地区，地域辽阔，发展林业、牧业k潜力较大；岩溶地区水源缺乏，土地稀少，生产条

件较为恶劣。许多居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

县内气候属南亚热带气候区，气温较高，热量丰富，长夏无冬，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

同季，河流汛期长，全县人均拥有水资源5029立方米，略低于广西人均水平，比全国人均水平

高出约l倍，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发展水稻、甘蔗、香蕉、芒果等作物极为有利，是广西

有名的粮食基地和热带水果基地。但季风变率大，气候多变，雨量不均，干旱、低温、暴雨、冰

雹等灾害性天气较为频繁，特别是春旱频率达85％，秋旱频率达59．3％，对农业的稳产、高产

威f|办颇大。 一

： 一
由于气候、地形、成土母质和人为耕作的影响，田东县形成了多种多佯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

壤，为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土壤中有机质及磷、钾含量普遍偏低，三级以上的优质

地只占9．41％，大部分五级以下的劣质地使农业的发展受到较大的限制。

县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已探明的矿种有褐煤、石油、铝土、膨润土、锑、金、锰、重

晶石、辉绿岩、大理石、钛铁、磷矿等。其中，长江以南11个省区中目前已初步建成年产原油

数量最高、被誉为我国南方石油勘探、开发的一颗明珠的百色油田，其主要组成部分就在田东县

境内。褐煤储量也比较丰富，区属企业右江矿务局和田东火电厂就建立在境内。膨润土是近年来

广西新发现的矿种，田东是该矿种分布的3个县份之一。辉绿岩地质储量大，质地坚硬细腻，光

洁度好，很有开采价值。其他如锑、金、锰等矿，也有开采价值。这对于发展煤炭、石油、化

工、建材等工业极为有利。但某些矿种分布零散，不利于集约经营。

田东的能源资源也很丰富，除褐煤、石油以外，由于溪流众多，且有跌差大的特点，可开发

的水能资源非常可观。且日照时间长，利用太阳能的潜力也很大。

在历史上，由于地形、气候的复杂多样，造成田东植被种类繁多的特点，而由于复杂多样的

地形，温暖的气候，繁茂的植物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料，野生动物资源也比较丰富。比较

著名的野生植物资源有橇木、茶木、桦木等树种，木棉花、黑木耳、竹笋等林副产品以及砂仁、

两面针、千斤拔、苏木等中草药材。野生动物资源主要有蛤蚧、穿山甲、果子狸、猸、野猫、黄

鼠狼、蛇类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不仅为对外贸易提供土特产品，而且为维护生态平衡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但近年来，由于乱砍滥伐，乱采滥捕，某些野生动植物元气大伤，甚至濒于灭绝。

田东历史悠久，在旧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其年代距今约六七十万年。这里地处桂西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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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右江横贯其中，交通较为便利，素为战略要地。北宋年间曾在这里设置横山寨，统辖桂西各

州县军事行政，并在这里设置买马市和盐仓，使这里成为当时桂西各州县的经济、政治中心，也

是和当时的大理、南诏等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市场。元代设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代州治虽然

西迁，但这里仍然是中央政权和土司政权驻兵用兵的重要场所。清光绪元年(1875年)。田州改

土归流，设置恩隆县，添设恩隆营以重军事，这里又成为桂西的重镇之一。民国初期，恩隆是新

旧佳系反复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新桂系统一广西以后，特别着意经营田东这块地盘，曾在田东

建立了金融、财政、粮食等省属机构。

田东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有“邕州溪洞之民，无不习战，弓弩

枪牌，用之颇精”的记载(当时这里的田州、婪风州均属邕州右江道)。明代林富<广西通志>

称赞田州：“角弓、雕翎、箭弩、嵌银刀以上货器，视他州郡所制独精”。田东各族人民创作的民

间文艺，特别是独特的嘹歌，至今仍为海内外人士所叹服!

尽管田东在天时、地利等方面具有许多优势。但是，由于这里是土司统治时间较长的地区。

在经济上。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度，严重地压抑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广大群众受到封

建中央政权和土司的双重压迫，而且封建王朝与土司之间的矛盾，土司与土司之间的矛盾，土司

家族内部的矛盾，劳苦大众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战争连绵不

断，“土民流离转徙，日不聊生”；在文化上，由于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本地土司亦

为了巩固家族的统治地位，推行愚民政策，剥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使这里文化教育

的发展特别缓慢。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迫使这里的人民奋起抗争。元、明两代。在这里

发生过多起壮瑶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清代。这里的许多劳苦大众。参加了反清的会党起

义，还配合太平天国的石镇吉部，参加攻打百色的战斗，给封建统治者予沉重的打击。1926年，

中共党员余少杰到恩隆、思林、奉议一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开展工农

运动。这里成为广西率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的少数先进地区之一。右江地区第一个

党小组和第一个党支部都建立在这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里的革命群众并

没有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他们赶走国民党的“清乡宣传队”、举行“二都暴动”(即仑圩

暴动)。继续打击土豪劣绅。1929年冬，邓斌(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等在恩隆发动武装暴

动．消灭了广西第三警备大队驻恩隆的一个营，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是起义的策源地。当年

12月1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平马正式诞生，这里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党、政指挥中心。红

七军北上以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仍然坚持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田东县多

次遭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轰炸，先后有数百人被炸伤、炸死，县城几为废墟。但田东人民并不屈

服。他们有的奔赴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有的捐款、献粮，支援抗日前线。在解放

战争时期。田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南北山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

的多次“围剿”，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基层政权，1949年12月5日终于迎来了全县的

解放。
．

解放后，田东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

个艰苦卓绝而又曲折的过程。

解放初期。田东人民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百孔干

疮的烂摊子：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和连年的水、旱、虫灾，使工农业生产

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政治上，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十分猖

厥，他们到处烧杀掳掠，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田东人民很快

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取得了剿匪反霸的伟大胜利。随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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