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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峨，是镶嵌在桂西北红水河上游的一块翡翠。在这3192．47平方公里的境域‘．

里，有雄奇秀丽的山川、密如网状的河流、茂盛的森林和丰富的矿藏，勤劳、勇

敢的壮、汉、苗、瑶等各族人民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 、·

然而，“天峨县”这个名字只是到民国24年才出现在广西的政区图上。解放，

前，没有县志记录它的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人们对它的名字很生疏；但

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们却是客观存在的，7只是由于此地属各州郡之边陲，交通极

为闭塞，这块宝玉般的土地被当作“神秘的地域’’未能精雕细琢，2致使地不能尽

其利，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天峨人

民与全国各民族一道，经过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才赢得了翻身解放，进而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业绩。人

换精神地换貌，“天峨县"的名字终于以它应有的丰姿显现于中国和世界。特别是

伴随着国家对天峨红水河龙滩水力资源的勘查，迎来了国家、水电部领导及国内

外专家的莅临，美自、日本、西德、瑞士等国的专家纷至沓来。50年代，最早涉

足红水河的苏联专家考尔涅夫肯定龙滩的地质条件要比苏联古比雪夫水电站好l。

1984年5月，美国田纳西流域水电专家代表团团长费里漫考察龙滩时说：“你们的

河流显得更有力量”。又是由于天峨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安排天峨河山，开

发林业生产，引起党中央的关注，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

杰，视察了红水河畔的林业专业村。这里使我们想起唐人刘禹锡的名句：“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啊，地方不在大小，置县不在迟早，’只

要有勤劳智慧的人民和富足的宝藏，总要显“灵’’出“名”的。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天峨，1980

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响应国务院号召，继承中华民族修志的优良传统，把编纂

《天峨县志》当作两个文明建设的浩大工程来完成，历时12个春秋，终于竣工。这’

是天峨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天峨县志》作为天峨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和“信史"，既可启发我们认识

天峨的过去，又为创造天峨美好的未来制定必胜措施提供借鉴。同时，给天峨人，

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提供一份爱祖国、爱蠡乡的乡土教材。我们深信，《天峨县

志》的出版，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定会发生良好的作用。

． 在志书编纂工作过程中，得到广西通志馆、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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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广西区党校、广西写作协会、；帮池地基地方志指导，3、纽办玲室等各旁专
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县惠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呕心沥血，五易其稿，终
于成书。借此机会，谨向支持我们工作的各方专家、学者及县恣外各界人士致以

崇高的敬意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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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凡‘例

一、坚持以马列生义、毪泽东思想指导编纂工作，力图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分析、取

含县情资精。

二、解放后政治运动的编写不设专章，政治运动的记述以中共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荚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势准缎。
’

，”

：三、本志按篇章节目横摊纵述，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恚为主。+

四、时间断限根据事物发端先后，允许上限不齐，下限截至1988年，部份重大事件收录

至书祷发瓣蕊。
。

，

．五、本志中的“民国年阅”系指1912年至1949年；‰解放前”指1950年1月20日前；

‘“勰放后”指1950年l‘月20匿之后；民国以前的朝代年号纪年沿用汉字。并只在“大事记”

．申加括号甭阿拉信数字注明公元纪年，地名有演变，按原名记，加注今名。

六、人物入志原则：坚持生不立传，对确有重大影响和重大贡献的在世人物，则+“以事

系入”入志。
’}

．

，

●
’

』

七、大事记的体裁用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 一

八、溺级党委戏上级党委未认定的历史事件、组织名称不书0 ，

．九、本志资料备有卡和长篇，文肉一律不注出处，对数说不一翡资料可数说并存，霸法

考证的史料注“存疑’’。 ．

卡、稽文规范，按广疆艟族鸯渣蘧缝方卷缡纂委员会《关予薪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及补

究规定办理；数字使用，按豳家语委等七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办理，数

字一般为县统计局提供；统计局缺的，由有关单位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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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

天峨县，位于桂西北、．红水河上游，处于广西丘陵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整个地面图 ．．

’如同展翅飞入云贵高原的天鹅。．全境总面积达3192．47平方公里。境内群峰林立、沟壑纵横，

． 可谓“地无三里平”。·’一， _。．．

。．_ ‘．‘ ：·

。。奔腾咆哮的红水河自县西北入境，迂回腹地，．而后于东南向出境。县城六排位于它的峡
‘

谷出口处。距县城14公里的红水河龙滩，其水能居目前国家红水河梯级开发项目之首。红水

河在境内一、二级支流的水能蕴藏量(理论值)为8．9万千瓦。如今，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广

． 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贵州省四方正在联合筹建龙滩水电站。。因此，．天峨是南国水能资源一 ．

最丰富的县份。
‘

’． 县境气候属'年亚热带季风区，多年平均降雨量1370．6毫米、日照时数1281．9小时、气

温20℃、’无霜期347天。。适应多种林木和农作物生长。 ’j-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境繁衍生息。唐代始有建置，置羁縻峨州，后隶属多变。

民国24年以前，此境分属凌云、凤山、～南丹三县。民国24年，广西省政府划拨凌云县的罗

宜、城治、更新、凤山县的老鹏、南丹县的桥头、六排、甲板、牙林共8乡71村街正式成立

天峨县。1988年，全县管辖9乡2镇75个行政村，人口．13万多人，其中壮族占56．66％，汉

族占38．95％，。其他少数民族占4．39％。’、+， 。 j。

天峨人民有不畏强暴、不惧邪恶的精神，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有岜暮的韦国英：。林佑

的牙永平、巴更的黄万、黄六等在韦拨群的领导下，发动当地农民运动，继而建立共产党组

织和革命武装，跟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1930年10月，红军过境北

上，鼓舞了天峨人民的斗志，-1932年6月，中共右江特委批准在林佑屯建立中共黔桂边委会

员、黔桂边革命委员会，加强天峨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出现了同年9月岜暮地区+‘‘壮士血

染甘孟岭”的斗争场面。 ．
．1’

， ，·，．．

，： 1950年1月20日；。天峨县获得解放，人民从此翻身作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建设自己的家园，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88年统计，‘工农

‘业总产值为4212万元，是一1952年的10．。4倍，其中农业总产值3116万元，是1952年的7．11

倍。地方工业从解放前的几家打铁铺发展到具有农机修造、胶合板、水泥、软木制造：木材

加工、榨油、酿酒、印刷、电力等：35家国营、’集体企业。1988年的工业总产值1096万元，是

1952年的65．74倍。水陆交通，尤以公路交通发展最快，‘1988年底，全县已有公路433公里，

县内11个乡镇和·半以上的行政村通了公路；7与相邻的五个县连通汽车客贷运输；县城至地

． 区行署所在地金城江和自治区首府南宁连通了当日客运对流。这与解放前没有一寸公路的情 ．

、 况对比，。真是天壤之别!如今县城六排，可与全国各省(区)、市、县直拔电话；可以看到当

天的《广西日报》。．．，： -： j。
。‘．-，．．

．

全县有国土资源478．8万多亩，其中水田仅有5万多亩。山上植被丰富，解放前，被人’
‘

1．
●

一

-‘

●



．，们称作‘!多见木叶少见天”的地方。解放后，党和政府在领导天峨人民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

同时，注意加强自然林的保护和人工林的发展，1988年统计，全县森林履盖率仍有33．67％，

高于全国和全广西的平均水平。
、

林业的发展，带动了粮食生产和地方工业的发展，198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3439．54

万公斤，比1952年增长1：32倍。以林业为依托，：办起了木材公司、软木厂、胶合板厂、木

材加工厂、榨油厂、火柴厂、木衣夹厂等企业。仅1958年至1988年的31年间，通过县森林

工业站和木材公司转调给全国各地的木材就有60多万立方米，还有桐油、．软木砖和软木纸、

胶合板、折叠椅、木衣夹、‘香菇、木耳、罗汉果、山药材等产品远销国内外，特别是软木产

品曾销到非洲乌干达，．木衣夹畅销美国，连续．13年不衰。林业产值已从1952年的6．55万元

上升到1988年的850万元。它的增值部份带来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四。

由于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林业生产的发展，繁荣了城乡经济j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提高。1988

年，县财政收入达到1566万元，是1953年的3l倍；：商品零售总额达2893万元，是1952年
的85．59倍；国民收入4881万元，人均378元；农业人口人均有粮223．5公斤，人均收入289

元；一城乡储蓄余额‘1145万元，人均储蓄比1952年增长70多倍；．人均购买力为211．9元。但

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天峨县也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要不然，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

水平要比目前的状况好得多。一 ．

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使粮食与林争地激烈，撵山毁林要粮的情况严重，加上合作化的

步伐过快，产业结构和资源的保护、开发欠合理，山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老祖宗留下的林

木和新造的人工林被过量砍伐和火毁的情况严重，每年森林消耗量达25．万立方米j而增长量

只有18万立方米i年森林赤字达7万立方米：这些巨大的代价，启发着治县的人们产生了新

的认识。 ，‘’ 一’．’’
，、 。

．．’ ．’．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县委、’县人民政府接受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认

识到天峨的优势在山，山的优势在林，领导全县人民从县内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以林

为主，林、粮、牧、土特产全面发展”的方针，其中造林护林实行“国家、集体、个体一齐
上”的方针：在具体实施中，采取林粮间种、。退粮还林、提高科学种植水平、严禁烧山要粮

等措施；另外在城乡推行以煤、7油、‘电j 1气代柴j逐步堵住吞噬森林的虎口，使荒山绿化和

保护大见成效。从1984年到，1988年，全县造林年均进度8万亩；农业劳动力人均造2亩。1988

年，全县有国营林场：扶贫林场4个，经营面积50多万亩；‘有乡村集体林场54个，，经营面

积7．68万亩；有个体林场284个，经营面积15万多亩；加上各乡村的自然林，全县森林保

存面积达159万多亩，4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有森林13．1亩，天峨县仍以“绿色宝库”著称

于全国。’因而，1988年度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 ， ¨、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带来了全县文教科技和卫生事业的大发

展‘。民国25年，．在全县34000多人口中，受教育的人数仅占2．98％。民国36年至民国38年，

尽管天峨县政府喋喋不休地高唱‘‘复校，，·高调，’全县57，所小学恢复上课的不到20所，至此

时还没有一所初级中学。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把发展文教科技事业当作改变山区落后

面貌的根本措施来抓。：1988牟，：全县有普通中学g．所．(其中完中4所)、．小学76：所，还有党

校i’师范学校、’职业中学i，民族中学、农业机械学校各l所：t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率达84．1％，

在校中小学生’21000多人，比解放前增长t1．02倍，’：比解放初期增长8倍多。‘这年；。每万人中

+有专业科技人员150多人(其中自然科技人员30多人)，除在乡村普遍推广实用技术外，共

有专业科技成果18、项(其中自治区级、地区级各4项)。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比解放前有长

2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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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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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 。

．

天峨分县衙署由南岱移硅天峨街(今向阳)，清廷颁发乾字一二四二零粤钤记一颗。

道光六年(1826年)

县丞张运昭建县署在凌云县东北四百八十里的天峨街。

光绪元年(1875年) ．

。五月初五日(公历6月8日)，因乐业、罗甸发生6．5级地震，本邑纳州发生山崩，埋没

半个坝子，压死人。当地人称为“龙翻身”。
’

光绪；十四年(190簪年．) ，

农历九月十四日，布柳河发大水，淹没至平腊屯。

是年，红水河涨大水，在塘英的牛塘下面的石岩上有石灰字记“水泡到这里”。

是年。境内设巴更、新亭、‘板隆、天峨驿站，传递官府文书。

宣统三年(1911年) ．

‘

天峨分县改设弹压公署。

中华民国

民国4年(1915年)。

．凌云县知事派石子封到罗里(今全平)催粮，

年凌云县派温子能攻打罗里，全寨被烧光。

4

被农民用铁线穿鼻子游天峨街后处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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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9年(1920年) 一’ ，·：．， ．．，
。 7

t．

冉隆安以天峨团练李介三为内应，勾结土匪吴大(又名吴桂庭)、邓文打进天峨街，自封

大王。。 。 _．
、 ^_。7 t’：

，‘ ，．!． ，．

d “‘I 一
、。●

●

民国10年(1921年) ， ．． ，|

．

，一

百色行署刘华堂派团长龚寿仪智取冉大王，在吾隘(今属南丹)观音阁打牌时趁冉不备

用铜锤将冉击毙。。一．·’．．，。． ．． 。，-：一．
·一

一 ：
●’ 一 一● ‘ ， --‘，

‘- j，{， ，

·： ．’· ，。‘一

．．
：．

‘

，．· ．

·民国12年(1923年)．．．．：：一· ．-． ．．．。， ， ；。． ～．
春，东兰农民运动领导人牙苏民到都楼、‘公昌等地活动，，都楼韦国英受到革命运动的影

、响，于同年7月在岜暮地区发动28名青年组成农军。这是天峨县第·支农民革命武装。’并于

当月参加韦拔群的队伍攻打东兰县城。
”

9月25日，罗宜乡祥林村遭周十八、陈文光等匪抢劫烧杀，11姓102户426人只剩下2

姓27户100．人。 ，。．．， ，．， ．-． ， ．‘j ．．

．． ．
．●， ’．

’

． 。．
， ●， 。

‘

民国14年(1925年)

春，凤山县农民运动积极分子韦鼎年、韦东福到巴更地区发动进步青年黄万、黄六等开

展农民运动。 ．．，、
．，．、 ．．

’。。

‘．．’。
9月15目，韦国英赴东兰参加韦拔群举办的第一届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

． 、 ．， ．j
’

．’
．

．
．．．t

j
． 一

’

‘

●
·

’，民国15年(1926年)． 一 ⋯+·’_+

． 10月，黄万、黄六赴东兰县参加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习回来后，‘在巴更组建

农军(40多人)。

是年，天峨弹压官关旭日到任。
‘

‘

’：
，

民国16年(1927年) ．·

‘4’
’一

．4月，巴更农军发展到300多人：成立巴更农军大队，黄万任大队长，、黄六任参谋长。

‘9月10日，巴更农军60多人包围巴更大恶霸罗荣甫家，抓获罗荣甫及子罗孟益，均被处

死。 +’‘。

·’是年，改天峨弹压公署为凌云县北路民团总督队。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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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东兰农军二连连长陈恩深(后任红七军三纵队一营长)到岜暮、六排协助农民暴

动，处决了六排团总韦必山。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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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凌云县派黎锦堂出任北路总督，病死在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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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县废北路总督队j改设凌云第十四区团务分局，辖境仅有天峨一乡及新、那、赖三

亭(今更新、纳直、那里)。逻西、八亭、过马等地则拨归十三区团务分局管辖。??；一

12月23日，韦国英、李以仁等在桥头处决岜暮团总韦尔昌，，次日在巴槽田召开千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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