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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凡 啊耷

凡 例

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壮族瑶族志》(简称《连山壮族

瑶族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为指导，遵循四项基本

原则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精神，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记述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世居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简称建国后)的41年的变迁情况。上限自资料可溯时起，下

限至1990年，大事记下延至2001年6月底。

二、连山始置县于南朝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几易

县名．从广德到广泽、连山、程山、连山。1962年9月26日成

立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志书中统一称为连山。

三、壮族、瑶族，历史上曾写作“猹族、猛族”等侮辱少

数民族的称谓，志书中不再沿用，统一写作壮族、瑶族。壮

族，即原僮族，1965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改作壮族。

四、本志记事沿用历史原来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年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采取语体文，数字用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七个单位1987年2月1日联合发出的《试行规定》。，

六、本志历史资料主要来自本县历代县志和省、市、县档

案馆有关存档资料。大量资料来自口碑资料和建国后整理出版

的书报刊，除对其中一些明显不准确的资料作必要订正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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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山壮族瑶族志◆

般从原作内容整理记述。

七、由于历史上文献资料散失严重，许多史料只能述其概

要，略其末节。

八、连山壮族瑶族，遍布全县，要全面记述一个民族整体

的社会经济及发展，特别是建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

医疗、保健等的变化有一定的难度，难于表述其整体发展的量

化数据，有些采用全县的数据，有些只能使用壮族、瑶族相对

聚居的乡镇为代表或运用某一聚居点的典型事例，故难免有以

偏概全现象，需在此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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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参 序 专

、 序(一)

适逢迎来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编辑出

《连山壮族瑶族志>一书，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

对我县壮族、瑶族的历史进行总结、升华；二是以史为鉴，促进

县“两个文明”建设。

连山这一方热土，壮瑶汉各族人民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丰

而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连山这一美丽的地方，孕育着满目

人的景色，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

2000年8月，由于工作需要，我来到了全国唯一一个以壮

瑶族两个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县——连山壮族瑶族自

县。虽然时间不长，但这两个少数民族给我的印象却是美好而深

刻的。过去，我只从书报刊上接触过有关少数民族方面的知识，是

那样的肤浅；现在，我有幸与壮族瑶族同胞朝夕相处，与壮族瑶族

的干部合作共事，是那样的真挚与默契。于是，对这两个少数民族

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有了更多的了解。从县的志书里知道，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的瑶族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粗犷生产

水平以及过着“三年一小迁，·五年一大迁”的迁徙生活；壮族过着

“七月无米过十四，十一月无米过冬至”的苦难日子。是中国共产

党使他们获得了翻身解放，实现了民族平等。1962年9月26日，

成立了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党和国家民

族政策的光辉进一步照耀了壮乡瑶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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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连山壮族瑶族志参

，改革开放的春风更为这1265平方公里的土地带来了勃勃生

。全县各项事业取得了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无法比拟的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连山矗勺繁荣与发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族瑶族的幸福生活。 ．

毋庸讳言，历史上留下来的长期落后状态不是短期内可以一

子改变过来的，客观环境也给连山县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困

。但是，困境不是绝境，办法总比困难多。当前壮、瑶、汉各族人

在县委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富民壮财这个中心，搞好公路交通

以县城为主的市政两项建设。抓好生姜、以沙田柚为主的水果

瘦肉型猪场三个农业龙头企业，做好山、水、田、游四篇文章，解

好国有工业企业、税费、机构、殡改和计划生育工作五件难事。

的思路决定新的出路。只要我们结合连山的实际，团结奋进，就

定能把连山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

牢记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

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道理，搞好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共同

荣进步。

《连山壮族瑶族志》记述了连山两个世居的少数民族的自然、

会的历史和现状，是壮族瑶族两个兄弟民族在连山大地上携手

进的真实记录。希望全县干部、．群众能从这本志书中多一点了

历史，以史为鉴，牢记昨天，珍惜和把握今天，开拓和创造明天，

设民主、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新连山，以更辉煌的业绩向自治

成立40周年献礼!

是为序。

(中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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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序， 争

连山，山青水秀，历史悠久，战国、秦汉时期是南越人——苍

梧人的故地，现为壮族、瑶族人民聚居的地方。

壮族、瑶族人民是勤劳的人民，很能吃苦耐劳，用自己的双手

征服大自然，开垦山地水田，勤耕苦作，栽树种粮，创造物质财富，

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壮族、瑶族人民是聪明的人民，用自己的智慧改造山JiI，不断

学习，总结经验，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树立了别具一格的民族

风尚，为中华民族增添了一朵奇葩。’
’

。

壮族、瑶族人民是诚实的人民，为人处世坦诚相待，对社会人

间奉献真诚，实事求是的思想本质世代不变，博得了世人的信赖

和赞赏。
’

壮族、瑶族人民是勇敢的人民，为求生存活路，不怕任何艰难

险阻，在真理面前理直气壮，英勇无畏，善于与各族人民联合起

来，对历代反动统治者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不屈不挠的斗

争。 、

壮族、瑶族人民是善良的人民，长期与各族人民患难与共、友

好相处。在生产劳动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困难的岁月里．互

相关心，同舟共济；在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救死扶伤；在社会生

活中，乐于做好事、办实事。

建国前，由于历代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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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连山壮族瑶族志◇

族、瑶族人民受尽歧视欺凌，长期过着奔波劳碌、饥寒交迫的生

话。建国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壮族、瑶族人民真正当家作

主人。连山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进步。目前

全县各族人民，正发奋图强，朝着小康的目标迈进。

为了使人们正确认识连山壮族、瑶族的历史和现状，深入进

行民族史观、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和爱祖国、爱家乡的传统教育。自

治县政府决定编纂出版《连山壮族瑶族志》，经过编著者几年的努

力，这本志书终于成书出版了。相信壮族、瑶族人民有了自己的专

志，都会感到自豪和欣慰。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对编著者

的努力奉献表示真诚的谢意。

《连山壮族瑶族志》的编写，通过广征博采。以丰富翔实的资

料，通俗易懂的语言，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连山壮族、瑶族的来

源历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发展变化的状况。全书贯串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实记

载了壮族、瑶族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团结奋斗的

精神业绩，又突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壮族、瑶族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事业的不朽功勋。广大读者阅读了这本志书。定然会受到

鼓舞，得到激励。我殷切希望连山的各族干部、群众能学习前辈开

拓进取、团结奋斗的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建设繁荣昌盛、

富裕文明的新连山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渌船诵
(中共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书记、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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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壮族瑶族志》的编纂出版，是我县壮族、瑶族人民政治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我作为瑶族的一员，能看到记述自己民

族的传世之作，内心更感欣慰，并表示衷心的祝贺。

瑶族，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但长期以来，瑶族人

民过着。三年一小迁，五年一大迁”的漂泊不定的游耕生活，每到

一处，租种山地，以刀耕火种经营林木兼种杂粮，日食三餐以玉

米、蕃薯、芋头、木薯等杂粮为主，居住是以茅草盖顶、木条为墙的

草棚。瑶族民间流传的“乌鸦无树桩，瑶人无村庄，杂粮当饭吃，住

在大山岗”，歌谣正是当时瑶族人民生活的写照。同时，瑶族人民

也与读书识字无缘，靠老一辈口头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可谓“老

人不讲古，后生毋识谱。”建国以后，瑶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一样，政

治上获得了平等，分得了土地、山林，成为瑶山的主人。在党和国

家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几十年来，瑶山的山山水水和瑶家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瑶族人民已由游耕转为定居。经营林业

以科学方法，推广速生丰产林，实行林粮间种，漫山遍岭林木郁郁

葱葱，生活日渐走向富裕，吃的是大米饭，住的是红砖瓦房，部分

瑶家还盖起了钢筋水泥楼。自行车、摩托车、缝纫机、电视机、音

响、洗衣机相继进入瑶家，有的还购置了手扶拖拉机、大卡车进行

营运生产。瑶族还有了自己的小学、中学，在学校里，瑶族的新一

代学习文化、学习科学，不但培养出不少的小学、中学毕业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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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串概述串

概 述

连山置县于南朝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始称广德，隋开

皇十年(公元590年)改广泽县，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因避太

子杨广名讳改称连山县。南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因移县

治程山脚下一度改称程山县，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县治

复迁钟山脚下古县坪，又复改连山县，此后，作为县名一直沿用下

来。公元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连山县城永

和，20日，连山县人民政府成立。1962年9月26日，正式成立连

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连山地处广东省清远市西北部，在粤、湘、桂三省(区)交界

处。东邻连南瑶族自治县，西毗广西贺县，南接怀集县，北连湖南

江华瑶族自治县。地理座标为东经111055’至112016’。北纬24010’

至24052’之间。总面积1265平方公里。1990年人口普查全县总人

口100315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9人，有汉、壮、瑶、苗、满、蒙

古、侗、土家、回、京、黎等11个民族，其中壮族42841人。占总人

口的42．71％，瑶族8566人，占总人口的8．54％，是广东省的壮

族主要聚居区。全县辖吉田、永和、太保、福堂、小三江5个镇，禾

洞、大富、上草、三水、永丰、加田、上帅7个乡和大旭山林场、禾洞

农林场，国营广东省连山林场也在县境内。自治县人民政府驻吉

田镇。

县境内群山起伏，山谷台地纵横交错，山地约占十分之九，水
·1·



串连山壮族瑶族意移

域和耕地约占十分之一，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边远地区。地

质岩性主要是花岗岩，地带性土壤大部分是红壤和黄壤，土层深

厚、植被良好。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型，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昼夜

温差大，源流在境内集雨面积较大的八条山地河流。河道弯曲，河

床落差大。全县的水力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野生动物资源、

药用植物资源都较丰富。

在连山现有的11个民族中，壮、瑶、汉族是当地世居民族，

苗、满、侗、回、京、黎、蒙古、土家等族是外地调来干部或建国后婚

嫁迁入的少数民族。壮族主要聚居于县境南部的永丰、福堂、小三

江、加田、上帅等地，其他各乡镇也有一些壮族散居或小集居。瑶

族主要聚居在县境西部的三水乡及小三江、太保、上草的一些村

庄。

连山的壮族自称“布壮”，他称“客讲壮”，意为“讲壮话的

人”。据旧县志和族谱记载，现居连山壮族多在元末明初，由广西

桂北山区分支，以“流徙”和“兵屯”的形式先后来到宜善九村落籍

定居，一般有五六百年的历史。聚居南部的壮族使用壮语，属汉藏

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壮语的一种土语，尚保留传统习俗和文化

特征。散居北部的壮族，由于环境变迁和姻缘关系而发生互化，主

要讲粤语方言连山土语，还有共同心理素质和较强的民族自尊

心。壮族绝大多数居住在峒面，长期从事农林业生产，以耕田种稻

为主。明、清封建王朝曾否认壮族的客观存在，声称“今无壮类

矣”。建国后，1952年春，中央民族调查团来到连山重新识别确认

了连山的壮族，连山壮族人民纷纷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份。现在

居住在连山境内的壮族，大部分是来自广西壮人的后裔；有部分

是外地汉族到连山定居与壮族通婚后互化而成的；还有一部分是

按更改民族成份的政策由汉族更改为壮族的。

原属连山的八排瑶族，于民国15年(1926年)已划归“连阳化

瑶局”统辖。现居住在连山的瑶族主要是过山瑶。自称“勉”，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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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避移

。人”的意思．他称“瑶勉”，即“瑶人”的意思。三水地区的过山瑶使

用瑶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至今仍保留瑶家的传统习

俗及文化服饰等明显特点。他们主要来自湖南江华县、广西贺县

等地，多是逃难、逃荒陆续移居来的，较早迁入的已有200多年的

历史，世代居住山上，以耕山营林为生。县内有部分瑶族是在建国

后按党的民族政策识别确认或由汉族更改为瑶族的，多数与壮、

汉族杂居。主要从事农业。1974年7月19日，原属连南香坪公社

所管的新寨生产队9户瑶胞55人，划归大旭山厂场管辖，其习俗

与连南排瑶相同。

连山的壮、瑶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

汉文。建国后，国家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连山曾派10

名学员到广西壮文学校学习，在连山尚未推广应用。，
’

连山壮乡瑶寨，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在这优美环境成长起来

的壮、瑶族人民，养成了诚实、直爽、勇敢、刚强的性格和文明礼

貌、热情好客、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美德。他们长期以来密切交

往，世代和睦相处，在生产活动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吸取

经验。在反抗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中，共同联合，

“互为犄角”，团结奋斗，因而被统治者诬称为“山瑶野壮”，视为

“心腹之患”、。化外之民”。

连山地处南粤边陲，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旧县志载：

“按连山为岭南边徼地，屏蔽湘桂，控驭壮瑶，固百粤之要害地”。

在连山的边境，东建鹿鸣关，西设鹰扬关，北立白石关，这三关构

成了固守南越的军事屏障。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连山壮、瑶

聚居地区的控制，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曾在壮区腹地

(今永丰乡)设宜善巡检司，又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

升连山县为绥瑶直隶厅。封建统治阶级对这里的壮族、瑶族人民

长期采用镇压与绥抚相结合的政策，调兵遣将到连山地区进行会

剿镇压，兵灾战祸连续不断，加上抓兵拉夫、苛捐杂税、重租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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