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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奋黄河珠、华庆雄以及其他县委、县人大常委、县政府

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下，天峨第一部县志终于问世了。但

唯恐词不达意，甚为戚戚。

在编写县志的过程中，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天峨的过去

和现在，颇受教益。同时，得到了各方面同志的大力协助，

深致谢意。

编写县志，这是一件繁杂的工作。我们自知才能不胜，

尤其对政治、经济、历地诸学问所知甚浅，写出来的东西多

有缺陷，是势所必然的；唯书成仓卒，不无讹词，万望读者

匡而正之。

县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



序
黄河珠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天峨的第一部县志。在众多的兄弟县

中，天峨是一位年轻的小弟弟，今年才是四十五岁。也许因

他年轻，又生长在桂黔交界的偏僻山区，过去从未有人系统

地记载过他的历史。这部县志，既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又为

人们奉献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县志是地方志的一种。地方志产生于封建社会，是一种

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演变综合的特定体裁

的著作，广泛而详细地记载一个地区的建置、沿革、区域、

山川、关隘、津梁、古迹、寺观、物产，田赋、灾异，风

俗、官职、人物、艺文等自然和社会史料。它“朴史之缺，

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被称誉为“博物之书"

和“一方之全书，，。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为历代所瞩目。

东汉袁康、吴平编写的《越绝书》，已具地方志雏形。隋唐

通令全国修地方志。宋元地方志的编写趋予成熟，流传至今

的有三十多部。清代方志进入全盛时期，皇帝多次下令修辑

志书，各地成立了修志局。学者们还对修志的方法进行了概

括，创立了方志编学。民国年闻，出了不少驰名的方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窬十分重视地方志。周恩来同志

一九五九年询问地方志的编写情况，指示国家档案局；“对



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一但是，在十年浩劫

中，“焚书坑儒’’，毁灭文化，颠倒历史，把具有悠久历史

的地方志的编写扼杀了。

国有史，县有志。一都好的县志，能够帮助我们对全县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地制

宜地开展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国民党县府曾组织过一批人马

编写县志，但半路夭折，仅留下几页薄薄的砂纸。文大以

前，莸县也议过编县志的事，但是没有付诸实行。一九七五

年春天，我调来天峨工作后，提议过希望看到一部县志。一

九七七年，找人着手做了一些准备。可是，由于政治运动不

停，斗争接连不断，在政治风暴的冲击下，分不清历史￡许

多大是大非，不能实现预定的计划。

结束动乱的年代之后，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得到发扬，编写县志已是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在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中，县

委、县革委会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写好县志不仅有益子当

前的四化建设，也是造福子子孙万代的好事。如果我们不趁

有些历史的见证人还在世，赶紧把他们掌握的材料收集起

来，过若干年这些材料再也我不蓟了，就会造成无法弼补的

损失，我们就要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于是，下了决心，抽

调人才，成立了县志编辑小组。组长谢建回，副组长尹俊，

组员海虑太、陈学璞、陆德佑、黄志谋、韦干、莫文车于、孔

庆汉、罗明(后因业务关系，韦于、罗明二同志没有参加编

辑工作)，并由尹俊、海虑太、黄志谋、孔庆汉、莫文轩

专门从事写作工作，主笔海虑太。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

县志终于同大家见面了。我们要感谢编辑小组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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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感谢提供第一手材料的革命老人和当事人、知情人。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违背历史的逻辑而谎造的东西，必

然要被历史所淘汰，为人民所唾弃。我们编县志的原则是实

事求是，力求真实地公正地反映天峨的本来面貌，不带任何

政治偏见。内容包括地理沿革、社会风貌、经济文化、教卫

科技、历史灾异等等。由于时间伧促，缺乏经验，难免失于

粗糙，存在挂一漏万之处，但总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Ⅱ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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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 理纠一胂I ，翰 ，工

一、 位 置

天峨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红水河上游，东邻

南丹，西接乐业，南连东兰、凤山，北与贵州省罗甸县接

壤。东经1 0 7·1度，北纬2 5·0 1度。全县纵2 5 0

华里，横2 0 0华里。总面积3 1 9 2平方公里。周长

8 5 8·2 5华里。

二、 区划情况

全县有7个公社一个镇，7 5个大队，l 6 4 1个生产

队，2 1 0 6个自然屯。

六排镇辖塘英、六排2个大队4 3个生产队、3 8吟自

然屯和新民、兴宁、新建、民族、小河、老街等6条街道。

六排公社辖三脚、拉岩2个管理区和龙凤，仁顶，令

当、拉岩、玉里、龙坪、都隆、纳州、纳合、索法、云榜

l 1个大队，2 l 5吟生产队，2 9 4个自然屯。

板么公社辖龙安、龙塔2个管理区和板么、都楼、龙

安、板花、平石、公昂、大曹、龙塔、甲岩、雪洞等1 0

个大队，l 9 9个生产队，3 1 2个自然屯。

八腊公社辖那碍、老鹏2个管理区和八腊、龙俄、五

福、那碍、什里、老鹏、麻洞、甘洞、洞里9个大队，
3 0 8个生产队，4 4 8个自然屯。

l



更薪公社辖加重、那直2个管理区和更新、东瓦、安

亭、纳特、加里、新林、斌亭、上福、那里、上景、下景、

那直、当里l 3个大队，2 6 9个生产队；4 7 2个自然屯。

向阳公社辖海洲、燕来、平腊3个管理区和向阳、平

膳、龙鱼、当明、板龙、全平、岩里、海洲、牛场、燕来、

治安、林潭1 2个大队，2 6 5个生产队，3 1 8个自然i苞。

下老公社辖下老、罗宜、圭里、百靖、纳赖、豪明6个

大队，1 2 3个生产队，7 5个自然iE。

三堡公社辖坡结、河口2个管理区和三堡、拉马、塘

袍、顶茂、顶焕、尧山、坡结、鱼翁、龙茶、河口、甲板、

纳沙1 2个大队，2 1 9个生产队，1 4 9个自然屯。

1、行政区域图(见附图1)

2、地形图(见附图2)

3、交通图(见附图3)

4、林业分布图(见附图4)

三、 疆域沿革

l、县名由来

向阳街的西北面有山一座，高且大，传说古代一农夫开

荒种地时，忽见一对天鹅腾空而起，展翅高飞。故向阳叫

“天鹅矽，后人把“鹅’’改为“峨”，因得此名。 [注]

1 9 3 4年以前，天峨县分别属于凌云、凤山、南丹等

县管辖。当时向阳、下老、更新属凌云县的天峨乡。老鹏属

风山县的一个乡，名日老鹏乡。板么、三堡、六排属南丹县

的三个乡，名日桥头乡(板么)、甲板乡(三堡)、拉堡乡

(中堡、大水井、牙林和拉堡)。

天蛾县是1 9 3 4年成立的，正式行使权力是在1 93 5

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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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哎凤Llt县=皇》第2，页记抄，“民国=+i年⋯⋯将老鹏

乡划规天峨新县”。又《广西历代邵县沿孳简编<初稿>》

第1 5 9页云“民瑚二十三年(主9 3 4年)设置天峨县。’’

天峨县的成立原因有二：一是早在1 9 2 5年、l 92’6

年问，板么、更新等地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韦拔群同

志的领导下，掀起了农民革命运动，组织了人民：武装部队

一一中国工农红军岜暮(板么)特务营、巴更(更新)特务

营，建立了岜暮区苏维埃政权和巴更乡苏维埃政权。国民党

当局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决定设天峨县治；二是在

1 9 3 4年前，天峨各地处于土匪割据状态。当时独匪各霸

一方。冉龙安(又名冉大王)在老鹏、向阳一带占山为

王，拒不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周伯恒等匪部占据六排

一方，独行其政。谢连清匪部占据三堡、坡结一带。游匪吴

大(又名吴桂成)，率部四爽卜抢劫骚扰。当时国民党政府只

在更新通过团务李由春施政，为了加强这个地方的统治力

量，国民党政府决定增设天峨县。

2、县城变迁

开初，县府设在向阳，由于交通不便，1 9 5 3年报经

中央批准，县人民政府迁至红水河左岸小镇一一六排。

3、疆域变迁

天峨县成立之前，老鹏、麻洞、五福、甘洞、那碍、什

里、当里等处属于凤山县管辖。圭里、纳赖、下老、豪明、

罗宜、燕来、岩里、龙鱼、板龙、牛场、海洲、全平、向

阳(旧名四城府)、治安、洞里、八腊、当明、那么、匕

景、下景、安亭、更新(旧名巴更)、上福、斌亭、纳特、

新林．加里、那里等处属于凌云县管辖。三堡、中堡、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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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顶茂、顶焕、芽袜，拉马、塘袍、甲板、纳沙、龙茶、、

坡结、龙凤、仁顶、令当、拉岩、玉里，鱼翁、都隆、纳

州、纳合、六排、塘英、平石、板么(旧名桥头)、板花，

龙安。都楼、公昌、大曹、雪洞、甲岩龙塔等分属于南丹

县管辖。设天峨县后，上述各地即归天峨县管辖。

解放后，疆域又经过数次变迁。第一次是1 95 1年，把南

丹县的云榜、索法划归天峨县第三区(即六排区)管辖。第

二次是1 9 5 4年，把南丹县月里区的上稿、化良、纳塘、

月里、巴俄等五个小乡划归天峨县管辖，连同第四区(即甲

板区)的中堡、大水井、牙林等小乡。增设月里区(即第五

区)。第三次是1 9 5 5年，转把天峨县的中堡、大水井、

牙林、月里、上稿、化良、纳塘、巴俄等整个月里区各小乡

划归南丹县管辖。第四次是l 9 5 7年将天峨县第二区(即

更新区)那里乡的里立屯划归凌乐县上中乡管辖。

四、地势概况

1、地质情况

天峨县境内山峰并叠，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

拔4 7 0公尺，县城六排2 1 9公尺，最高海拔1 4 1 9公

尺，属于云贵高原的延伸部分。石灰岩分布面积很广，达8

9 6．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2 8％，石灰岩地带溶洞

多，水位低，每逢雨季，这些地区的人畜饮水十分困

难。在大石山区老鹏、麻洞一带，流传一首民谣： “难了

难，喝口清水到凤山(指干早季节要到凤山县境内挑水)，鸡

叫三遍挑桶走，日落西山到屋边”。这些地带的阴河多，地

下水源丰富，解放后已开发多处，困难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



右获岩地带男一个特点是多睫峭石壁，交道非岽困难。有些

羊肠小道，行人要用手攀爬才能通过，稍不小心，就有摔下

百丈深谷的危险。人们称这些羊肠小道为“天桥"、“狗爬

坡”、 “猫鼻梁”、 “滚牛坡夥。解放后随着交通事业的发

展，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2、山脉情况

天峨境内山脉属于凤凰山支系，十大著名高峰纵贯全

县。有高楼山、三匹虎、交麻岭、交连岭、那环坡、横里山、

野猪湾、林细L11、坡兰山、隆么山等。最高山峰高楼山高达

1 4 i 9公尺。最低的隆么山也高达1 o 1 6公尺。

3、河流

天峨县共有大小河流5 8条，河流面积1 2万亩。以红

水河为主，主要支流有布柳河、自龙河(又名曹渡河)、川

洞河。除红水河外，均不能通航。

红水河发源子云南省占宜县的益良山，从田林县境内流

经贵州的北盘江后，始称红水河，沿黔桂边区走向东南，横

贯全县，豌蜒于崇山峡谷之间，礁石林立，落差大，水急滩

多，是水上交通的肓肠地带。每年夏秋二季，水位上涨，险

滩出平湖，少数地段可通行机帆船，但不安全，不合予航行

规定，有待今后继续进行疏治。整个流域保水面积105830平

方公里，年流量l 5 8 0，年径流量4 9 9·1，年径流深

4 7 1·6。本县境内设有六排水文站。

布柳河发源于本自治治乐业县的龙柳，至天峨县境八耐

流入红水河。保水面积3 3 1 0平方公里，年流量4 1·2

1，年径流量1 3·0 5，年径流深3 9 4·2。设有平腊

水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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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龙河发源于贵州昌明，至天峨县三堡公社龙茶声·欧小
八腊流入红水河。保水面积6 2 o o平方公里，年流量
l 3 5，年径流量4 2·7。设有甲板水文站。

川I洞河发源于南丹县的金鱼岭，至天峨县白玉渡流入红

水河。保水面积1 0 3平方公里，年流量7·1 1，年径流

量2·0 1，在本县川洞建设发电站一座。发电量1 5 o 0

个千瓦。

红水河、布柳河、自龙河、川洞河水量充沛，水利资源

丰富，可开发发电4 0 0一～5 0 0万千瓦。广西壮族自

治区水利电力设计院曾在l 9 5 9年、1 9 7 1年蕊次勘

探。1 9 7 8年中央水电部3 3 0工程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0 0 6 1 9部队进行为期两年的勘探，在最近的若干年内，

将在县城附近兴建一座著名的红水河龙滩电站。

4、关隘形势

全县境内山峰林立，险要关隘多，著名的有五里青山、

拉洞坳口、丢草坳口、索法坳口、峨里坳口等。

五星青山是由天峨县城通往八膳、更新、向阳、下老等

地的咽喉地带。距县城六排4公里。滚滚东流的红水河，流

经山边。六排至向阳的公路蜿蜒于山脚。

拉洞坳口位于县城北两公里处，是由县城到三堡、坡结

拉岩、玉里、都隆、纳州、龙凤、龙坪、仁顶、令当等地必

经之处。

买草坳口在八腊至县城的八腊田洞的出日处，地形如拉

洞坳日，两侧高石，中间夹着一条通道。

索法坳口位于索法坡顶南丹县与天峨县交界处，两旁都

是大山峰，两山中间夹着丹峨公路出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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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里坳口在六排至板么与六排、板么至龙塔公路岔n

史卜，右边有座一公里多长的大石山，左边是峨里水库。

五、气候

1、气候概况
’

；‘

天峨县地处低纬地带，夏长冬短，干湿季节分明．年平

均日照1 2 7 9·8小时。日照时间最长是七月份，月平均
1 9 9·2小时。日照时间最短是元月份，月平均是3 2·9

小时。年平均于湿度8 1，最高年8 7。最低年7 2。

2、温度

年平均温寰摄氏1 9～7 2 o·4度。全年极端

最高温度是七月伤，月平均2 9·9度。最高的1 9 7 1年

七月，月平均高达3 8·9度。最高峰达到4 1·4度，

最低日也到3 6·3度，全年极端最低气温是2月份，月

平均1·8度，最暖的1 9 6 1年二月，月平均2·1度，

最寒的1 9 7 o年二月，月平均。度。

3、雨量

全年平均降雨量l 2 3 7·3公厘(毫舞)。据记载，

降雨量最多的是l 9 4 6年，达2 1 7 3·1公厘，1 9 6

1年，达1 6 4 3·7公厘。降雨量最少的是1 9 3 7年，

达6 1 3·3公厘，1 9 6 2年1 0 3 4公厘。全年降雨量

最大是七月份，一般达2 6 0公厘以上。1 9 4 6年七月

份高达6 6 0公厘。1 9 7 0年七月份达4 7 6·1公厘。

全年降雨量最少是十二月份，一般1 5公厘左右。l 9 3 9

年、1 9 4 4年韵十二胃份一厘雨都没有降。1 9 6 9年的

十二月份只降了0·2公厘。但1 9 4 6年十二月份降雨量

高达80公厘，1 9 7 0年十二月份降雨量也达74·1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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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爱量，年平均8 i·9，最高月份七月份i 5 4·考．’

最低月份十二月5 7·2。

4、风力风向

风向t元月多东北风，二月多西南风，三月多南风，四

月多东南风，五月多南风，六月多南风、西南风，七月多西

南风，八月多南风，九月多南风、西南风，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多西南风，全年最多风向是南风、西南风，最少风向

是北风。

风力(风速)：元月0·5(秒＼米下同)，二月0·7，

三月0·7，四月0·7，五月0·7，六月0·6，七月

0·6，八月0·6，九月0·7，十月0·6，十一月

O·7，十二月0·5。年平均0·7，最大风速(米／秒下

同)·元月8·0，二月7·0，三月2 1 7·0(瞬间最大风

速)，四月2 4·0(瞬间最大风速)，五月2 4·0(瞬

间最大风速)，六月1 7·0(瞬间最大风速)，七月1 4·

0，八月1 2·0，九月1 7·0(瞬间最大风速)，十月

6·0，七一月2 1 7·0(瞬间最大风速)，十二月1

2·0。年平均最大风速2 4·0(瞬间最大风速)。

5、民间气象歌谣、谚语

歌谣

之一t春丙寅阳，干断长江。

夏丙寅阳，无水插秧。

秋丙寅阳，干谷进仓。

冬丙寅阳，无雪无霜。

之二，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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