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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_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毛泽

东同志早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就倡议编修地方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盛世修志，不

负昌时。编修《忻城县志》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忻城县位于广西中部，有其与众不同的历史特点。自建县至今，在136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先后改流立土，又改土归流，土官统治长达近500年。是所有土司中改流最晚的县份。由于种种

历史原因，忻城没有一部体例完备、内容齐全的县志。历代忻城人民十分勤劳勇敢。他们所创造

的历史和业绩，应当载入史册。在这25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爆发过震惊明王朝的八寨农民

起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二团和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立

下的丰功伟绩，更是可歌可泣。
4

“。·

解放后，全县各族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工农商并驾齐驱，教科文卫乘势以扇形展开，城镇阑阅依蓝图而拔起，交通邮电等行业之

勃兴，令人鼓舞，藏富于民，万象维新，百姓欢颜。成就之大，固有成功之经验，亦有失误之教训，

县志中都实事求是地作了记载。是一部地方的“百科全书”和。信史”。既可启发我们认识忻城的

过去，又为创造忻城美好的未来制定必胜措施提供借鉴，很值得一读，从中得到启示，只有了解

历史，才有把握着眼未来．通过阅读县志，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办好我们当前的各项事业。

新编的《忻城县志》，指导思想和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各行各业均呵适用，溯

古及今，述经陈纬，寓良莠于志书之中，是一部全面反映县情的资料性著作。 。，

编修县志，记载历史，旨在权衡利弊，弘扬优良传统，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史料依据。同时

作为资政之金鉴，教育之教材，存史之专著，编修《忻城县志》，是一项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

今天能问世，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全赖前任县党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战略眼

光。是他们恪奉政策，恰应民意，挤出财力，组织人力，开展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修志诸君

不负重托，砺事业必成之决心，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深入收集资料，又经过精心编纂，终于聚沙

成塔，织碎锦而成彩衣。工作之艰辛不言而喻。这部《忻城县志》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又是全县

人民的精神财富。希望全体干部和有识之士，认真阅读，从中吸取教益，激起热爱桑梓之情，为

改变忻城的贫穷面貌贡献力量。

中共忻城县委书记罗黎明
： 1994年8月8日



2序二

序 二

唐置芝州治忻城县迄今1360多年间，以县志这一独特体裁，著述忻城地域内过去与现在的

自然和社会，此为正式出版的第一部。
。

一

。‘

’

清乾隆九年成书的《莫氏宗谱》，被其主修者称作。县之志”。九年后编纂的《庆远府志》

关于忻城的记载，却以该家谱为蓝本，甚至照录原文，诸如疆域、山川、村落、史情专记以及艺文

等。就其保存历史资料而言，《莫氏宗谱》确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视。家之乘”为。县之

志”则是失之偏颇的，因为县志的体例则顾及县情的方方面面，家谱是无法具备的。，，

’‘20世纪30年代，忻城县政府组织编纂了一部《忻城县志》稿，所憾佚于动荡时局，此后的

50年代末，另一部凝聚着编者心血的《忻城县志》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简修而就，烙下了那个

年代的印迹。由于该部县志缺乏科学完备的体例，其所载内容与“存真求实”的要求相去较远，

因而未能达到致用效果。 ．’
，．

解放后，忻城县人民在县党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励精图治数十年，各行各业日新月异，

已呈现出社会安定，经济勃兴，文化进步，体育卫生等全面发展的欣欣向荣景象。尽管此间有过

坎坷，某些方面固然相对落后，但毕竟今非昔比，这些都是需要客观、全面反映的。尤其是借助

于地方志这一传统的文化形式，追溯忻城的过去，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使一县之志发挥“资

治、教化、存史”的功用，无疑为倡修新志者的愿望。自1982年12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暨办公

室起，县人民政府即组织人力进行收集资料，并布置各部门编写部门志，为县志提供资料。1993

年9月本人到任之时，新修《忻城县志》正处在总纂阶段。时隔一年之后．．志稿纂毕并经柳州地

区行政公署地方志办公室和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终得付梓，遂了Jc斤_城人民一桩

夙愿。‘
‘

．

这部150万余字的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较好地运用新观点、新体例、新资料，如

实地记载了忻城县的历史和现状，充分反映了县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它既是“一方之百科

全书”，又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系统调查研究的可喜成果，无疑地会给本县今后的施政

决策，振兴各项事业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为此，殷切希望各界有识之士，认真地读一读，

从中了解县情，获取教益，以利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忻城的两个文明建设出谋献力。

值此新县志出版之际，谨向县党委、县人民政府原任领导同志深表敬意，是他们极力倡导，

进行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为39万忻城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同时对默默无闻、辛

勤编修志稿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是他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征博采，为资政者提

供了宝贵的县情资料，并谨向在县志编写、出版过程中，给予指导与提供资料的所有同志和单
位，深表谢忱!

忻城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家坤

199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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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

、．

f_

．’’ 一、本志编修的原则为。贯串古今”．记载时间上自唐朝贞观初(627～636年)置忻城县写

起，下限至1990年为止。大事记和个别内容下限适当延伸，着重记述县境解放后的情况，努力突

’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
‘．

． ．’ ．，

二、本志设专志29篇，篇前置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篇后置附录，编后记、各篇设章、节，

目共四个层次。全志共120章、424节．t 、’； ． ，、． ，·．t1．I，。’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

纪事本末体；各专志采取横排纵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方法。一 ．．；
一

四、大事记主要记载县建置沿革、区划变化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方

面的重大成就和事件。 ’．
．

五、《人物篇》按照。生不立传、本籍为主。的原则，选历史上对县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入志，

人物传略排列以卒年为序。
。 _

，六、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名、政权和职官称谓以及货币单位，除加以注明外，均按当时的

称谓使用。计量单位，解放前的按历史习惯使用，解放后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使用。。．。： ’，
，，．， ．，

七、志书使用。解放前(后)”一词，是指1949年11月27日县境解放前(后)。．： ； ； 。．

，八、本志所用资料数据，大部分来自县内部门志，经统计部门审核，同时采录自县内外各档

案馆、图书馆及有关部门的资料，经鉴别审核后使用。除确有必要者外，均不注明出处。 。

九、志书中使用的简化汉字，以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 ，‘ +，
． 。．

·

．．

十、志书中数字的写法，按照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1986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出版刊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一7 ’+

一．t ：

十一、本志行文，以《广西地方志编修工作行文规定》为规范。
‘

_，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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