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惹藿嚣豢盛缫纂霉爨l|l卷．擎礞嫫莓，一．，；．=；。一副基鬃冯醺赫～銎目坤-

震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甘祥梦
常务副主编陈谟志
副主编冯岐勋

谢汝煊宋福民林国强

冯善坤李廷佐

总 纂陈谟志

副总纂冯岐勋冯善坤李廷佐凌蔼民
顾 问唐志敬林敏



NANZNINGZ SI CI

南宁市惠
政治卷

责任总纂 冯善坤

责任副总纂 梁新莲 王璋甫

曾革生 刘缘璋

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桂)新登字01号

特约编辑黄汝珍梁燕鸣苏锡贺

刘健金廖盛春

责任编辑刘君达李庭华

封面题字陈政

封面辑封设计梁惠统

图片编辑甄仲民冯善坤梁新莲

图片设计甄仲民

版式设计冯善坤梁新莲

南宁市志
政治卷

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印 刷 广西华侨印刷厂

(邮政编码：530001南宁市北湖南路4—1号)

开 本 787×1092毫米1／16

I： rBN -21 )3l 3 5-) 印 张 56
__●_ -●---__ I_●

字 数 1500千字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 ● ，●___●_ ●●I -，●

书 号 ISBN 7—219—03833一X／K·741

9。j 毫一 !‘9 58 5 ；8 > 定 价 100元(全书共五册总价500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一

在你们面前，供你们了解它、认识它，了解得越深刻，认识得越全

面，信任也就会越深厚，合作也会更愉快和有坚实的基础。此其一。

市志里有《人物志》，有以事系人，记载了南宁这块土地上，古

往今来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有抗御外侮、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有

救国救民、义无反顾的革命烈士；有见义勇为、临危不惧、舍己救人

的勇士；有在各个岗位上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高度的事业心创造出优

异成绩的劳动模范与先进生产者、工作者；有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学

术造诣为增进社会物质、精神财富而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有诚心

诚意为人民服务、为地方造福的政府官员。在他们的身上，显现出比

金子还要高贵的道德风貌、优秀品质，他们完全应该青史留名、流芳

千古。在阅读这本书时，我愿与全市各级干部、各族人民互励共勉，

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伟大时代里，从各自的岗位出发，力争为社

会做出更好的成绩、更大的贡献，既不负时代与人民的期望，又争取

在将来的志书对我们这一代进行评价时，心底稍宽。此其二。

爱国首须爱乡，爱乡又须了解乡情。在列强“瓜剖豆分”、“国难

当头”的清末，各地编修乡土志更为鼎盛，提倡以编撰新学堂文史教

科书增加乡土教材之用，藉以唤起人民的爱国意识。当然，今天时代

是大大不同了，中国不再受列强的欺侮了，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了，但

世界上只要还有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主题，爱国

主义教育就是一门不可缺少的课程。市志记载了南宁市方方面面的情

况与资料，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是乡土教材取之不尽的宝库。希望

全市教育工作者认真阅读它，充分运用它，善于从中选取适当的材料

作为乡土教材，进行爱我南宁、爱我祖国的教育。此其三。

一个世界知名学者曾说过：历史是“知识宝库的一部分"o作为

史书的另一种形式的志书，它贮存有丰富的文化知识、专业知识。阅

读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专业水平；可以提高我们的道德修

养和品质；可以开拓视野，培养理想。对做一个南宁市的文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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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名也彩’
《南宁市志》经南宁市修志界同仁历十数寒暑，苦心经营，．终于

通过验审，行将付梓问世，可喜可贺!市志办主任陈谟志约序于我，

我犹豫良久，还是欣然命笔，这是有我的道理的。其一，我的一生，

大部分时间是在南宁度过的，1945—1949年，我的小学从初小第八

册到高小毕业，都是在周爱虔任校长的模范镇表证中心学校(即今中

山北小学)o解放后，由于家母在南宁一中任教，在桂平工作和读大

学寒暑假回家，都回一中o 1961年大学毕业至今，除借到西安西北

大学带研究生三年半外，都在南宁。一算总共是41年，可说是此生

绝大部分是在南宁度过了，更何况家母是南宁人氏，外祖父家住青云

街一号，所以，说南宁是我的第二故乡，是绝对有资格的。既是第二

故乡，自有一份乡情，这是一。其二，自1993年8月奉调广西通志

馆，老馆长冼光位同志命我分管市县志，主要是城市志。自此，则与

《南宁市志》结下不解之缘。从《南宁市志》的篇目框架讨论的决定，

到评稿、审稿到最后一篇的终审，我都始终与南宁市地方志的同仁们

一道，不计寒署，夜以继日，乐此不疲。如果说一句《南宁市志》也

有我的心血在内，这也绝不是自诩和夸张。有这两条理由，我为《南

宁市志》写上几句心里话，夸张点说是作“序”，大概还不算太“越

位"o至于在广西政协，陈辉光主席分配我协助他管文史资料及对文

化教育作点调查研究，则地方志也可属此范围；近日自治区政府调整

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我又忝列为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也就是

说，除乡情外还有工作上的紧密联系。有这些关系，欣然命笔有理由

矣。一来表示祝贺，二来尽一份老南宁居民的心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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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南宁市志》确是一部质量较高的志书。地方志，记

一方之事也，其最本质特征是地方性，最主要的特色也在于它的地方

特色o《南宁市志》除了具有一些好志书的优点如资料翔实，体例得

当等等之外，它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它很注意突出南宁市的

地方特色。南宁这块地域，很早就是祖国南方一定地域政治、经济、

军事的中心。最少是唐代中期就形成了。中唐时期设邕管经略使，使

府即治邕州宣化县；到了唐懿宗咸遗三年，岭南节度使蔡京建议将岭

南道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两道，岭南西道节度使府就驻节邕州。

此后，虽屡有变迁，但它总是祖国南方一定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

中心o《南宁市志》很注意记述这个特点，在总述、建置沿革等篇章

中突出这个特点；在反映政治、经济各篇章里也注意突出南宁作为自

治区首府的地位的记述，这就把南宁这个地方最本质的特征突现了出

来，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o

《南宁市志》另一个突出优点是它还十分注意人文内容的记述，

这同一些市县志相较，显得十分鲜明。地方志编纂是中华民族优良文

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现存过去年代编纂的志书可谓汗牛充栋，这些志

书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弥足珍贵。但历史上的志书，人文资料的

记述占了大部分篇幅，面对经济生活的记述太少，这是一个偏向。社

会主义新方志，注意了经济发展的记述，横分门类把社会上工、农、

商、财政、金融、交通、外贸、海关等等事业详为记述；各种经济数

据十分详细齐全完备，这是应该的，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任务，它纠

正了旧方志的偏向。但是新编地方志又往往忽略了人文内容的记述，

许多丰富的人文内容，淹没在经济数字之中，显得缺乏文化内涵o

《南宁市志》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忽视人文内容记述的倾向，有较高

的文化品位。南宁历史悠久，素为岭南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

中心。地灵人杰，有丰富人文文化资源，《南宁市志》对此作了充分

记述，其中有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情景，有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而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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砣砣的仁人志士，有浩气长存的革命先烈，有不少有成就的文人墨

客，有社会风俗的记述，有文物胜迹的叙说等等，这些内容，把《南

宁市志》的文化品位提高了档次o

《南宁市志》对古与今的关系处理得比较适当，既对社会主义时

期的资料作翔实的记述，又能对各项事业发源以来的兴衰起伏作出准

确的记载；对古代的重大事件加以简明的记述。新志书编纂原则有

“详今略古"之说，但有些志书“略古”时，把“古”略得几乎没有

了，变成了略去的“略”，因而有专家提出“详今明古”之说，颇得

修志界同仁首肯o《南宁市志》对古与今的处理确实做得较好o《南宁

市志》以极大的热情，酣畅的笔墨，记述了解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尤

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

大成就。但它没有忽略古人古事的记述，有些篇章对古的内容还作了

考证，如关于南宁开为商埠的记述，就找到了中英缅甸条约，根据文

本作了准确的记载。又如对古代邕州马市的形成等都作了比较准确的

考述。

总之，《南宁市志》是一部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志书，南宁市修志

界同仁为不断提高志书的质量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真可谓“十年辛苦

不寻常”o作为本书的读者，读到这样一部贯通今古、内容丰富翔实

的志书时，都会对编纂者由衷地产生深深的谢意o

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一个崭新的更光辉的世纪正向我们走来，

地方志的作用是历久弥新的，可以预见《南宁市志》的资政、存史、

教化的作用，在新的世纪里必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

性。预祝《南宁市志》在新世纪里显现她缤纷灿烂的光华o

(梁超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凡 例

一、《南宁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述南宁的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分四卷五册出版；专志采用章节

体，总述、大事记、附录不分章节。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扼要

记载全市自古迄今的大事、要事和新事。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共设79个专

志。辅以图表、照片，并分别穿插于各类目之中。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市区为主，兼及市辖的邕宁、武呜两县。文内使用

“全市”的内涵，1949年12月至1983年12月期间，系指南宁市区(含城区和郊

区)；1984年以后，系指南宁市区及所辖邕宁、武鸣两县。

五、本志记述内容时限，遵循详今明古的原则，在全面、系统记述南宁市的资

源和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的前提下，突出反映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全市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突出南宁特色、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

六、全志记述的时限，上限适当追溯，下限一般迄于1990年，大事记延伸至

1992年，其他专志部分内容根据需要和掌握资料情况，适当下延。

七、记载历史纪年，解放后用公元，解放前沿用朝代帝王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

民国纪年，在每目(或每段)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国共产党志》、《人物

志》中的革命烈士用公元纪年。本志使用的“解放前”、“解放后”概念，以1949年

12月4日南宁解放为界限。

八、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事之中。行文遵循广西壮

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范》。

九、本志称谓，均按当时通称书写，必要时加注；名称较长的，在每志首次出

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十、本志使用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习惯称谓，解放后采用现行法定计量单

位。解放后至1955年3月1日以前使用的人民币为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折合现人

民币1元，未注明的已折算为现人民币。

十一、本志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历史上对南宁社会发展有影响的人

物，不受本地籍限制，凡应入志的分别予以立传、立表和以事系人。立传人物以卒

年顺序排列，卒年同则按生年先后为序。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 ，过境郁江

水资源利用程度较低，水能尚待开发。 ·

水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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