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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南宁市民族简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有利于

民族团结，有利于民族进步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南宁市各个

历史时期世居民族各方面的基本情况。

二、本志所述范围主要为南宁市区和郊区，有的章节辐射及

南宁市所辖的邕宁、武鸣两县。

三、全志按章、节、目排列，志首设概述，以下分设壮族、

汉族、回族、其他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等6章共33节。

四、记述时间，上限以各民族居邕的最早历史而定，下限截

至1990年。

五、文体以记述为主，力求只记事实，不作评议，寓观点于

材料之中I文中引用历史文献、地方掌故，重要史料以及古代政

区建置等。一律以引号引用原文，一般不注睨出处。

六、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均用旧纪年，在其年后

以括号夹注公元纪年，如东晋大兴元年(318年)、民国元年(1912

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的30、40或50年代，均指

20世纪。

七、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I地名，除必要时如记

述古代情况用历史地名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八、志中各项数据均用统计局或公开公布的数字。计量单位

一般使用现行计量单位。



九、本志对于各世居民族传统的文化习俗、社会风尚，宗教

信仰等力求存真求实地记述，对于一些陋俗只略述，而对那些不

利于民族团结与民族自尊的陋俗，则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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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南疆边陲重镇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已有

16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聚居南宁的各兄弟民族，为

开发稻建设南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刨造工各具特色的

文化习俗。为了如实反映南宁的发展变化以及各世厝民族的社会

历史文化面貌，由南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南宁市地方志办公室

组织编纂的鬈南宁市民族简志》，j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出版

了。这是解放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南宁民族志书。 c 、

。

南宁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勤劳而富有智慧。

但是在解放前，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产

力的发展受到阻碍，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城市狭小破

败，文化教育落后n解放后，南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经过40年的艰苦

奋斗，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开拓进取，使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一个昔日

贫穷落后的边陲小城，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工业比较发达，农

业全面发展，商业贸易繁荣，交通便利，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工

商业城市，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

的中心。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民族政

策，就不会有今El南宁的兴旺发达。

本简志的编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 “古今贯通"， “有利于民族团结

与进步"的原则，在深入调查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南宁



世居民族的来源、分布、语言、生产与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宗

教信仰等作了记述，同时对南宁的历史、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

以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等

都作了记述。因此，这是一本既有科学性、资料性、时代性和知

识性，又有地方民族特点的志书，是了解南宁及其各民族历史文

化风情的好读物。该书的出版，对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

会学、宗教学i、文化史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对教育、文化及宣传部门进行热爱家乡、热受祖国、热爱社

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翔实的乡土教材。

我衷心地祝愿南宁市各族入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用勤劳的双手

和聪明才智，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南

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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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甘祥梦(壮族)

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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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庠 一
，J—一

，自古以来，南宁一直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这里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人民勤劳勇敢。：但是，由于历代

封建统治阶级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束缚了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i造成南宁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

解放后，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废除了民族歧视政策，实现

了生产资料公有制f各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南宁的民族关系

进入了平等团结、互助协作、共同繁荣进步的新时代。40年来，

南宁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南宁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

化，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南宁的经济

文化建设有了更快的发展，城乡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

和发展。 ’．一、‘’

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南宁市经济文化的发

展还不平衡，特别是远郊_些壮族地区，经济和文化还蹈较落
后。因此，要实现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将是·项长期艰巨的

任务¨南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自从1985年成立以来，为宣传和贯

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教育和民族体育，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做好市委

和市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参谋，发挥民委的职能等方面，尽了

自己的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3



益。5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要切实做好民族工作，

不仅要熟悉掌握党的各项政策法规，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积

极维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同时

还要对南宁各民族的社会历史、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经济生活

形态、生产习俗生活习惯的发展情况以及各民族的心理素质和

民族关系等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h才能更扎实有效地做好民族

i作。但是，过去还没有出版_本全面记述南宁各世居民族专史

及传统文化的专著，使人们欲知无处索；难以了解其面貌。为了

弥补这一塑自，市民委会同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于1988年冬，开

始组织科旃人员开展对南宁世居民族的社会历史：传统文化及经

济生活形态进行调查和资料的收集工作，而后开始《南宁市民族

简志．》的编写。1990年冬写出初稿。．根据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和

有关专家评宵的意见，编者对书稿作了进。步充实和修改。经过

近3年的努力，我市第一部民族简志终于出版与读者见面了。该

志书的出版≯不仅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方便，．而且

也将为有关部门了解市情民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同时

也是人们了解南宁的今昔，认识南宁各民族的社会历史与传统文

化生活的好读物；‘ ．

由于南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率富纷

呈，且相互影响与融合，加上过去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做得不够，

资料较为零散缺乏，编者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但仍免不了存在

种种不足之处。但这毕竟是每项开拓性的工作，其价值和意义是

不富而喻的：愿该书的出版，有萌手增进人们对南宁的了解，激

发各族人民热爱南宁、建设南宁的热情，有助于推动南宁市的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

南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黄思建(壮族)

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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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南宁历史悠久，自东晋大兴元年(318年)建置以来，至今

已有16100多年。历代都是地方的郡、州j路，府、，道和县的治

所，南疆的重镇。1949年12月4日南宁解放，为广西省会。1958

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南宁市是自治区的首府，

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现在，南宁市是

我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之-。 -

全市总面积1 0029平方公里，其中市区70平方公里。现辖兴

宁、新城、永新、城北、江南五个城区，一个郊区和邕宁，，武鸣

两个县。1990年全市人口2608566入，其中市区入日105万入。

南宁座落在广西南部的南宁盆地中部，西江上游，属手亚热

带季风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良好，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空气湿润，四季常青，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如同一颗璀璨

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南疆大地。南宁各族入民在这里一代代生

息、繁衍。 ．

。

南宁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居住着壮、汉，回、瑶、蕾、侗、

满、蒙古、毛南，京、仫佬、彝、仡佬、傣、布依、黎、傈傈、

拉祜、俄罗斯、土、水、高山i土家，朝鲜、白、藏，纳：·西，

畲、锡伯、维吾尔、哈尼、景颇、普米、t鄂温克。珞巴等35个

民族。壮族是世代居住在本地的土著民族，汉族是秦汉以来陆续

迁入的}回族是元朝以后才迂来的，瑶族和苗族大多是清代以后

迁来的，其余的民族多是解放以后陆续从各地迁来的。据1990年

人口普查，壮族占全市总入1：1的63．58％，，汉族占35．6叻，淇‘它

民族占1．2％、。+所以，南宁是一个以壮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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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各族人民，自秦汉以来基本接受统一的中央政权的领

导，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在生产上，南宁壮族先民很早就会利用和开发当地的资源，掌

握了稻谷的栽培技术，不断发展水稻作物的生产和其它农作物的

种植。豢汉以后，中原汉族人民逐步迁居南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

技术，与当地壮族和睦相处，共同开拓售汪两岸的荒原沃土，辟

成万顷良田，修筑坝塘水库(如南湖、北湖和铜鼓陂水库)、水

渠(如龙门渠、永安渠)和lo多处陂塘，不断改善了引水灌溉设

施。居住在郊区的汉族在生产实践中掌握了水稻的栽培技术和各

种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并根据其近邻城厢的特点，V发挥本民族传

绕的生产技术专长，大力发展园圃业和各种经济作物韵种植，城

西北区的汉族更是以普遍种植甘蔗而称著，故有一“蔗园人”之

称，商品经济素来发达，，是城市居民副食品的主要供给者，居住

在城内的汉族多从事各种商贩的经营和手工业生产，影响和推动

了当地壮族生产的发展。壮汉人民共同创造和改进纺织技术，宋

朝的“觫予曩布(特高细支纱织成的麻布)_闻名遐迩，还有享誉

中原j咧为贡品的精美壮锦≯世称“南方之上服”。

“在文化和生活习俗上，壮族创造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石铲

文化、青铜文化和壮锦织绣工艺，发明了适宜于当地潮湿气候条

件下居住的，“干栏”房屋，创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间文

学和古壮字(旧称~土俗字或方块字)l，一曾流行过．‘‘剪发文身”、

喜嚼槟榔、食五色糯饭等习俗，1婚姻上流行过以歌代言、以歌

抒情、以歌择偶等习俗，宗教信仰上流行自然崇拜、祖先崇拜、

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巫教，民间还流行师公戏、舞春牛及丰富

多彩的传统节日活动。入居南宁的汉族一方面继续保持着本民族

传统的文化习俗’另一方面，由币汉族长期与当地壮族杂居，互

相通婚，共同生产，、故在生活及文化习俗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如过三月三节，粤语和平话吸收了_些壮语语音和词汇，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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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上的吃鱼生、五色糯饭等。壮族也吸收了汉族的传统文化习俗，

如一般会讲汉语，壮语中有许多借用汉语词汇来表达意思，并借

用汉字来创造了“古壮字”，居住由“于栏"逐步变成汉式的悬

山式的淝板土砖砌墙平房或二、’三层高的砖瓦房和水泥平顶房，

服饰和节日也受到汉族的影响。

南宁各族人民有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共同反抗外来侵

略、反抗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谱写了无数民族团

结战斗的历史篇章。唐代时，南宁壮汉人民支援了西原州壮族首

领黄乾耀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宋皇祷年间，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

反宋，得到南宁各族人民的支持，顺利攻克邕州，沉重打击了封

建王朝的地方势力。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越南李朝对我

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0万侵略军围攻南宁。南宁全城各族

人民支持知州苏缄“孤城抗贼"，奋力抵抗，虽然力竭城陷，城

内军民死伤殆尽，但也无一降者，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表现了崇

高的民族气节。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南宁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刘

永福的“黑旗军”，冯子材的“萃军"，在保卫边疆的斗争中驰

骋沙场，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同时，作为抗法战争的战

略后方，大量物资从这里运往前线，南宁人民为支援前方付出了

大量的财物和艰巨的劳动，对捍卫祖国的南疆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共产党人在南宁建立组织，开展工作。南宁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和

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工

会，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建立。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

反动派在南宁屠杀了雷沛涛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

织和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摧残。但党仍然继续派出人员到南宁恢

复组织和活动，至1929年夏，党中央派邓小平(邓斌)、张云逸

等来南宁，联合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后为共产党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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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红八军总指挥)等开展工农运动和士兵运动，并在南宁召开

省农民代表大会和中共广西代表大会，建立省农民协会和决定开

展土地革命，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红七、红八军和左、

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条件。后来红军虽然北上离桂；但南宁地

下党领导人民仍坚持革命斗争，与各族人民一道，配合人民军队，

兵不血刃，于1949年12月4日解放南宁。

社会主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

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南字各族人民更是亲密无间，团结友爱，

互助协作，艰苦创业，将昔日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建设成为一

个工业门类齐全，’农业全面发展，商业贸易繁荣，交通方便，科

技进步弘文化教育发达，文明富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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