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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处桂西南的苗油之乡一一德、保县，境内奇峰异峦，土地肥沃，绿水;萦汩，冬不严寒，夏

不酷暑，春秋温凉，雨量充沛，物产丰饶，是百色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基地。这里又是壮

路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文化历史悠久，民情古朴淳厚。清代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曾写下

"仙佛未经吾独往"、"奇景天留饲客赏"等名句，还有历代不少达官贵人、诗史名家作诗赋坷，

赞美这里秀丽的风光和独特的民族风情。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德保曾名天保，是镇安府治所在地，历史沿革远久。

从清乾隆四年 (1739 年)在镇安府治设天保县(附廓县)以来，迄今已有 250 多年的历史。自

乾隆十三年 (1748 年)至光绪十八年 (1892 年)的 140 多年中，先后三次编修和续修《镇安

府志)，记述有不少今德保县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情况，成为宝贵的史料。天

保县曾于民国 32 年(1943 年)成立修志局，组织七八个人编了几年，但只存《天保县志》编

目，未见出书，至为惋惜。

近百年来，德保各族人民同中华民族一样，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巨变，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时期，德保许多仁人志

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德保许多优秀儿女追随革命。 1929

年至 1930 年，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邓斌(邓小平)曾三次到过德保，在南区发动组织农民武

装斗争，此后无数革命先烈曾在这块土地上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树起不朽丰碑。解放

以后，德保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洒下了辛勤的汗

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段历史，有许多业绩值得颂扬，又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借

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德保人民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一系列的改

革，取得可喜的成绩，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业俱兴。自古以来"盛世修志

{德保县志》的编修工作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自 1981 年以来，史志编修人员经过

口年的努力，从浩繁的资料中，挤、拾核正，去伪存真，编慕出这部县志。全志编写指导思想

明确，方法得当，做到纵贯古今，横及百科，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实事求

是地记述德保的历史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取得的巨大成就。志书反映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地方特色，是一部很好

的乡土教材，也是德保县的百科全书 。 新编《德保县志》的出版发行，必将鼓舞全县人民继续

前进，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

从ω年代末开始，我曾在德保工作近 20 年，对德保人民群众和山山水水怀有深厚的感

情。修志成功，由哀高兴，应县人民政府之约，写了上面的话，权之为序。

叫1'1 矿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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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保县志》经过四易编目，五修其稿，长达 15 年努力，终于出版发行。 这是德保县精村

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它凝结了所有编修人员的劳动和智慧，体现了德保县人民既具有生产牧

质财富力量，也具有创造精神产品能力。值得祝贺!

德保县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山川奇丽，有灿烂文化和丰富的资源 。 早在新石器时代，这

里就有人类生存繁衍。 聚居在这里的壮层人民，聪明勤劳，自强不息，用自己双手建设美好家

园，创造了令人羡慕的名优特产 。 天保八角、苗香油，清代就闻名遐边;世珍家畜矮马，用于

生产、观赏、游乐俱佳，赢得友人普遍喜欢;蛤蛤、黑糯保健补酒，色鲜、味美、可口，使人

青睐;藤编技艺远渡重洋，传至非洲大陆;花色使人目不暇接的 20 多种大理石材，部分开发

利用就打进世界市场……

德保县人民具有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清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一二十年代，就有革命

青年积极投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二三十年代直至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建立苏维埃政权，争取解放的

斗争，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 。 解放后，德保县人民又以新姿态，投入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

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经济、社会和文化不断发

展，创造了可喜业绩。

德保县是老、少、边、山、穷地区，地处边睡，交通不便。 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人

的思想等多种原因，全县还有十数万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 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大

力发展教育、科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业和多种经营，采取重点扶持贫困户，异地安直等

措施，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与党中央脱贫致富的要求距离还远。 全县人民要作出不懈的努

力，才有可能达到致富以至小康的生活水平。

《德保县志》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年代里诞生的，编者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略

古详今，古为今用，把捷、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融为一体，具有较鲜

明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是认识德保、研究德保的一部大型工具书，是激励全县

人民热爱祖国、建设家乡、发展德保的乡土教材。 我们希望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研究和

利用这部新县志，为发展德保经济、文化事业服务，同时，我们也希望关心、支持德保的各界

人士不妨一读，以求共识，把德保这块土地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美好。

中共德保县 委 书记谭振秋

德保县人民政府县长岑屹

199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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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德保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德保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由概述、大事记和地理、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和附录等部分组成。以专志为主体，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

以纪事本末体。

三、按照详今略古和详独略同的原则，对解放前情况和共性的内容记述从略，解放后的情

况和个性的内容记述从详，以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四、本志上限从乾隆四年 (1739 年)置天保县记起，下限至 1990 年底，后有 1991 - 1995 

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概要。大事记和人物名录等个别内容上溯至唐代，下延至 1995 年，县四

个班子领导任免下延至 1997 年。

五、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人物传略所载人物均为已故的本县各方面知名人物。

对于不宜立传者，编入英名录。在世名人，采取以事系人方法记入有关篇章或列表简介。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官职等均按当时称谓载入，必要时

加注。志中的"解放前后指 1949 年 12 月 23 日敬德县、 26 日天保县解放前后。"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七、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府所属部门，经考证鉴别后载入。各项统计数

字以县统计局提供为主，兼采县属各部门之数据。

八、本志的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名称等，皆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

志编篡委员会制定的《广西地方志编修工作行文规定》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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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I 

述概

德保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地处东经 1俑啊， - 106059' ，北纬 23划， - 23039'之间。

东连天等、回东县，西南接靖西、天等县，北邻田阳县、百色市。总面积为 2575.03 平方公

里。 县城城关镇，公路经天等、隆安至南宁市 275 公里 。 1990 年全县为 15 个乡 3 个镇 187 个

行政村，总人口为 342272 人，其中壮族 334380 人，占总人口 97.69% ，瑶族 6367 人，占总人

口 1.86% ，其他民族 1525 人，占 0.45% 。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33 . 74 人 。

全县为云贵高原南部的延续部分，六诏山脉支脉由西部入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 境内西部和北部为岩溶(喀斯特)地貌，海拔千余米，东部和南部土山连绵，坡

谷相间，海拔 240 多米。气候属亚热带季风区。 年平均温度为 19.5 't: ，年平均日照时数 1523

小时，年平均降水量 1456.2 毫米，蒸发量 1368 . 6 毫米，相对湿度 79.5% 。 全年元霜期 330 天

以上。

德保县河流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达 13.71 万千瓦，可开发利用 21730 千

瓦，至 1990 年，已开发 10433 千瓦。境内动植物种类繁多。 野生动物以黑叶猴、林鹏、穿山

甲、果子狸、黄掠、山瑞、孔雀最为名贵。金银花、山豆根、首乌、黄精、土党参、两面针、

车前草、鸡血藤等 l∞多种野生植物是常用的重要中草药。 1990 年全县有封山育林面积 27.54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20.73% 。 矿产有硫铁、铝土、铜、煤、磷、伺、锦、水晶、金、大理石

等 20 多种，其中铝土矿石储量 3104.2 万吨，大理石储量 1406 万立方米，且品种多样。 近年开

发生产的影云白、雪花白、浅红色条带状等品种的产品，远销新加坡、孟加拉、加拿大、日

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深受欢迎。

德保秦属象郡，汉代属样拥郡句町县地，晋属兴古郡，唐为废冻州(羁廉州)，宋建镇安

嗣，元为镇安路，明为镇安土府。 清康熙二年( 1663 年)改土归流，为镇安府。 乾隆四年

(1739 年)添设天保县(附廓县) 。 民国元年，置府废县。 次年，废府复置天保县。 24 '年从天

保、靖西、恩阳三县拨出交界边乡设立敬德县。 1951 年 8 月敬德、天保合并为德保县，县泊

在原天保县城。

德保县人民富有革命斗争传统。 清咸丰、同治年间，农民小张三、吴亚终举旗起义在此活

动，从者数千，斗争历时近 20 年之久。 1922 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政策在天保广为传播，有志青

年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 1929 年 9 月，中共天保县南区小组建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1930 年 3 月，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邓斌(邓小平)率队伍到天保县中军乡东江村，宣传红军

主张。 同年 8 月，邓政委又率红军骨干到天保县龙光、燕曲同乡组织工农武装割据。 从此。 天保

县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潮，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赤卫军，成立苏维埃政府。抗日战

争时期，许多有志青年，参加抗日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在后方，成立"慰劳抗战壮士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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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理抗日后援事务，开展募捐鞋袜劳军活动。 1947 年 7 月起，敬德县和天保县先后建立

五支游击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作战。

1949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左江支队七十五团与敬德、天保县游击队一起

和平解放了敬德和天保县。新中国成立后，德保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及时开展清匪反霸、土

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6 年党的八大以后，全县人民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德

保作出巨大的贡献。

德保县盛产八角和菌油 。 八角朵大色红香浓 。 面油质地优良，油色透明，香味浓郁，折光

指数大，凝固点高。早在清雍正年间就有人栽培八角树了。宣统元年，陆鸿一、唐孙善因种八

角树有功，经广西抚部院批准，分别授予四品和五品顶戴和奖品，较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八角生

产。光绪年间，天保面油就已远销法国等地，故有"巴黎香水没有天保面油不香"之说。民国

年间，天保菌油销往港粤每年 3.5 万公斤以上， 24 年达 7 万公斤。 1950 年至 1957 年，年生产

量均在 16 万公斤以上，其中 1957 年达 23 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1962 年，自治区决定在

德保建立菌油外贸基地， 1982 年起每年用部分扶贫资金发展八角、菌油生产。

德保又是中国西南矮马马种基地之一。矮马是德保县山区群众的交通运输工具之一，也是

供人观赏娱乐的活玩具，美、法、日、德、意等国和香港都要求提供。 1983 年至 1985 年，已

有 180 匹到北京、天津、广州、福州、太原、海口等 10 多个大中城市的公园安家落户。 1989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三届民运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德保矮马赠送给内蒙古自治

区作为纪念物。 1991 年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在南宁举行，德保"矮马童军"作为

开幕式节目表演。德保矮马，马体高都在1.06 米以下，最矮的达 0.84 米，而且是在自然生态

下形成的。随着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旅游业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各地对矮马

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德保矮马以其优势在全国以至国际市场上将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蛤阶，为德保县土特名产之一，清代以前，县内人民利用蛤盼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治

疗小儿痛积和用于产妇保健起到较好的作用。解放后，利用蛤阶生产蛤阶原汁酒、蛤阶雄辜酒

等，很受欢迎，供不应求。

用麦秤编织而成并缀上华丽绸丝的德保花篮，精巧美观。早在明代已成为壮族人民的送礼

佳品。 1974 年，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德保花篮得到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好评，产品

远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周恩来总理曾将德保花篮赠送外国友人。 民族特色浓厚的德保

藤椅、藤沙发，款式新颖，美观大方，柔软舒适，产品销区内外，供不应求，仅 1982 年至

1984 年外贸出口就 28∞多张。此外，德保土特产品还有 1984 年以来连续七年荣获国家农牧渔

业部优质产品奖的红碎茶，还有在县内人工培植已有 3∞多年历史的田七以及砂仁等。

德保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耕地面积 35.55 万亩。多种水稻、玉米。 经济作物主要有甘

煎、花生、油茶、黄豆、木薯等。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耕作技术守旧，生产方式落

后。民国 32 年，粮食生产亩产玉米 71 公斤，水稻í 163 公斤，人均有粮 104 公斤 。 人民生活极

为贫困。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 1954 年至 1989 年，水利总投资达 4358.13 万元。 先后修建西(读)、(足)荣等 4 处较

大的水利工程，其他水利 2203 处，农机电灌站 135 个，有效灌概面积 10.76 万亩 。 兴修中、小

型水库 14 座，总有效库容 2188 万立方米 。 由于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配套，增强了农业抗旱排

涝的能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c 同时，改变耕作制度，调整作物布局，推广应用农业科学技

术，发展农业机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与此同时，林、牧、副、渔和多种经营也有不同程度

的发展。 1978 年，粮食总产量 7613.5 万公斤，人均有粮 244 公斤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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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 1982 年粮食总产达 9728 万公斤，人均有粮 299 公斤，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986 - 1990 年)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 - 1985 年)相比，粮食产

量年均增长 17.79% ，甘-m;产量年均增长 44.170毛。

宋代，县内已土法煎炼硫磺，用于农业、军事等，清雍正十年 (1732 年)开设硫磺矿。

同时，县内有铁器、木具、砖瓦、织布、铸造等手工业，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农用工具和生活用

具。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认真抓地方工业，但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不顾客观实际，盲目

建厂，加上缺少技术和资金等因素，工业发展步子缓慢。 1980 年以后，工业得到稳定的发展。

1990 年全县已建有机械、建材、冶金、电力、食品等厂矿共 56 个(含国营 31 个、集体 M 个，

中外合资 1 个) 。 固定资产 5089 万元(按 1990 年不变价计，不含中外合资企业，下同) ，其中

国营企业 4704 万元，集体企业 385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18383 万元，人均 537 元 。

德保县解放后到 1990 年，建成国营水电站 8 座，容量 9710 千瓦，社队办的小水电站 80

个，发电能力 1739 千瓦 。 全县 18 个乡镇 187 个村有 16 个乡镇 107 个村通了电， 30813 户用电，

占全县总户数的 44.38% 。

解放后，德保县的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1990 年全县有支线公路 43 条，

全长 309.9 公里，比 1950 年增长 3.3 倍 。 全县已有 99 个村通汽车，占 53% 0 1950 年全县只有

一个邮电所， 1990 年 18 乡镇均设有邮电通信工作机构，德、保县程控电话的开通，为迅速传播

信息起到重要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 1980 年

的 55 元增到 1990 年的 361 元。全县储蓄存款余额 1990 年为 1540 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

1980 年的 2676 万元增到 199。的 8053 万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也得到较大

的发展。 1990 年，全县共有小学 191 所，学生 46803 人;中学 23 所，学生 5059 人。 1950 年至

1990 年考上大专院校 663 人，中专 1568 人。科研项目获得地区、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门的

奖励。医疗卫生条件明显得到改善，全县由解放初期仅 1 所医院发展到 1990 年的 18 所，医务

人员由 28 人发展到 564 人，病床由几张发展到 428 张。同时，建立了医疗网络，医疗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壮剧《宝葫芦》、《女儿媒》、《种瓜得瓜》曾获得全国和自治区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奖。县城建有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电影院、体育场等文化娱乐设施，各乡镇所在地

有文化站、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等，农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德保人民利用山区特点，开展体

育活动，篮球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 1974 年，德保县儿童男子篮球队参加百色地区、自

治区和全国儿童篮球分区赛，均获第一名 。 1980 年至 1989 年，有 10 名青少年业余运动员参加

自治区和全国田径、游泳、举重比赛，获得自治区第一名 12 项，第二名 4 项，全国第一名 2

项，第二名 2 项，第三名 2 项 。

解放以来，德保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比较落后。县境内石山多，耕地

面积少，有 69%的石山地区缺革缺水，其中占总面积 27.1 %的岩石裸露地无法利用。 耕地土

质贫槽，中、低产面积占 87.02% ，且旱地多，因少，人均保水田仅 0.26 亩 。 森林采育比例失

调，影响自然生态平衡，森林覆盖率为百色地区最低的县份之一。 1990 年全县尚有 6 万多人

口饮水困难， 17 万多人口温饱问题未解决。 为此，合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

保护耕地面积，建立与自然条件相应的农业结构，采用科学种田，提高粮食单产等问题，都应

予以充分的重视。 其次，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素质差。 因此，抓好教育工作，提高人口素质，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再次，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差，财政收入少，资金紧缺，扩大再生产

能力弱，为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提高管理水平，立足本地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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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确定主攻方向，积极做好工业主导项目新的起步工作，合理调整工业布局，使其尽快发挥

效益。

当代德保人民已承担起四化建设的重任。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时，全县各族人民只

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发挥山区优势，德保的经济

将获得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将会得到更大的改善，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也会

相应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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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唐

属羁廉废冻州。

宋

皇桔年间 (1049 - 1054 年) ，始辟左右江地区为州、县、寨、桐，德保属镇安曲同地。

皇站四年 (1052 年)四月，侬智高农民起义军从安德州(今靖西县安德镇)发兵攻横U

寨(今属田东县) ，路过今德保县地。

~ 

至元十八年(1281 年)建镇安州，二十九年六月，改州为路。今德保县属镇安路。

明

洪武元年 (1368 年) ，镇安路总管察空①归附于明，改为镇安土府;府治建于感驮岩(~

属那坡县) ，令其子岑天保(系第十世)为世袭土知府。

二年，镇安土知府岑天保，将镇安府治从感驮岩迁建于废冻州(即今德保县治) ，府内量

同知、掌印州判、卫经历等职官。

二十七年五月 二十八日岑天保死，葬于响泉山脚(今马隘乡贤恩村叫兹屯)。

成化八年( 1472 年) ，镇安土知府岑永寿侄岑宗绍 ， 纠集土兵，攻破府治，杀伤摘母，另

捣乱各乡村，后为岑瑛所杀 。

天启七年(1627 年) 三月 ，镇安土府岑吉祥与归顺土州岑大伦有仇，潜通安南莫敬宽

攻破归顺州城，劫走州印，掠州官及其妻，并将众屠杀于那利(今属靖西县)，还用象踩死 81

人，镇安官将岑大伦杀于马隘。

①岑氏世袭土官第八tlt以回州系岑世兴第四子网肃j辛(蒙古语名 )承袭，阿之子仍用蒙古 i苦为名，叫察空， 为第 j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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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康熙元年(1662 年) ，田州土官之婿沈文崇趁镇安土知府故绝，族人互相攻击时，从富州

(今云南富宁县)领兵东下，攻入镇安府城，夺取土官牌印，行号施令。

康熙二年，镇安土府改土归流，由思恩府(流府)派通判赵振驻理镇安府事务。

十三年，沈文崇之子沈绍基攻打镇安，杀害官民。

十九年九月，沈绍基再次攻破镇安府，杀通判胡措思，劫走府印，退至陇曲同、暮桐，据险

固守。官府以岑统巍、黄志韬、岑统杰为人质骗取沈还其印，沈中计还印撤退。督兵围攻更

紧，沈绍基将人质三人腰斩于多峨岭(今属朴好乡多峨村)。

成。

三十二年夏，镇安府城火灾，延烧民房数十家，府署被烧毁。

雍正七年(1729 年) ，总督鄂尔泰疏请镇安府，改设知府，裁通判。

十二月(农历) ，镇安府城下大雪。

八年，设镇安府知府，首任知府孔传堂。

秋，清廷准许镇安府将贡马改为折银进贡。

十年，广西巡抚金棋批复，准许镇安府开挖、煎炼黄泥坡硫磺，并建厂。

十一年，知府陈舜明开始建筑镇安府石城。

乾隆四年 (1739 年) ，广西巡抚杨超曾疏请于镇安府治地添设天保附廓县。首任知县李必

六年，知府韩孝洁继续督建镇安府城墙竣工。

八年，镇安知府陈漠购地创建秀阳书院。十年，知府张光宗建院舍，五十九年，知府汪为

霖重建。

十三年，知府沈嘉征始在天保县建东、西、南、北乡社学各一所。

十三年， ~镇安府志》创稿，订正为左江分巡道沈世枫，分订为镇安知府沈嘉征，分篡为

署府事太平府{今崇左)通判许朝、天保知县康世德、灵川县进士文兆页。

十九年正月，清朝延革除广西镇安府土司役田陋规。

二十一年，镇安知府傅娶继寨《镇安府志》成书 12 卷共 8 册。

二十七年，有纠入天保县城，城南之大山土坡崩塌十数处。当年，天大旱，米价昂贵。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年)九月，天地会黄天宋、陆财、陆拮从事反清活动。二十七年九

月镇安知府文旭督率兵练追击至龙合好(今属那坡县) ，黄天宋退到天保县境。陆财、陆括被

捕遇害。

二十八年三月，天地会黄维业、黄天宋由小镇安、归顺到天保县陇嗣多村活动。知县沈毓

寅和把总陆殿扬分兵出击。沈毓寅杀害天地会 2 人。天地会众兵增援，沈毓寅冒阵又杀伤数人

后被天地会打死。

咸丰元年 (1851 年)三月，农民起义军谢友齐、小张三攻入天保县南乡，占据旺桐，联

合班世雄、刘大回等，屯兵乐屯，逼攻镇安府城，失利，退回旺曲同。

四年四月，日胜堂、行德堂、长胜堂、协义堂合股数千人，攻入天保县念甲、那怀，逼至

府城下，镇安知府兴福击退协义堂首领黄大、杨晚、朱大、刁;生、黄三 。

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天地会班世雄从天保复入据归 )1民(今靖西县)，东良团总郭谦山(广

东人)约各乡团练出境防范，天地会旋回天保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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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六月，农民起义首领苏日照(今马隘乡大偶电人)率众数百，从古垣山和后龙山相

接蝴口处，攻打镇安府城，杀官赈民，与府兵激战于西街失利，过后苏日照被杀 。

咸丰年间，全县设团防，分为东、南、西 、 北四路，东路 15 个团、南路 8 个团、西路 4

个团、北路 9 个团，共 36 个团，各团首领为团总。

同治元年 (1862 年)三月，左江新宁州农民起义军在太平府被清兵包围，首领吴凌云阵

亡，儿子吴亚忠冲出包围圈，退到小镇安(今那坡县)重整旗鼓，联系天保县南乡小张三、旺

嗣班世雄、谢友齐及归顺黄崇英 、 马隘黄付胜、奉议黄十 、 牛头二等合攻镇安府城。 受清兵多

次围攻，散而复合，至同治七八年，小张三、吴亚忠先后阵亡。

同治年间，镇安各地连年兵患，耕作失时，元气大伤。

十一年，豁免天保县应征同治十年钱粮、兵米十分之五。 十二年，豁免应征同治十一年钱

粮、兵米十分之四 。

光绪十四年 (1889 年) ，知府羊复札，改建城外试院(即考棚)，地址城东隅(今县机关

第一幼儿园处) 。

十五年春，镇安知府羊复礼复修 《镇安府志~ ，三年后完成， 25 卷 12 册 。

宣统元年( 1织"年) ，天保县陆鸿一 (多敬叫亩屯人) 、 唐孙善(都安害庄屯人)带领人

民种植八角，成活 10 万株以上，经广西抚部院批准，由农工商务局授予陆鸿一四品顶戴，唐

孙善五品顶戴和奖品 。

中华民国

元年 (1912 年)

1 月，暂沿清制，府设府长，首任府长黄培挂(靖西县人)。 撤销天保县直属镇安府。

2 年

2 月，复置天保县，属田南道。 知县改称为知事。

6 月，废镇安府，恢复道制，天保县属田南道。

5 年

夏，蔡松坡(蔡愕)将军从龙州入滇组织护国军，沿途招募，经天保县城时，有北街青年

农振宝等人报名参军。 蔡还游览独秀峰，并在流云洞口崖上题诗赏景抒怀。 "文化大革命"时

崖诗遭破坏 。

6 年

6 月，天保县商会成立，会长黎祥利，有会员 30 人。

8 年

8 月，天保教育会成立，会长黄光国，会员 608 人。

设立天保县检定教员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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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

天保县始办女子小学，地址今县委办公楼处。

11 年

2 月，天保县马隘乡年钮村大年屯杨旦从广西桂林法政学堂毕业回乡后，识结县内开明士

绅麻挺藩等人，在马隘、县城考棚等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始。

天保县天花疫症流行，县城附近较为严重，死亡率较高。

15 年

初秋，天保县城有周纯、梁浩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为天保县女子外出求学之

9 月，天保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1 月 19 日，天保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在马鞍乡成立，名叫"百登乡农民协会主席黄乃强。

同年，中国国民党天保县临时党部成立。

16 年

1 月，百登乡农民协会组织会员、农民、师生和各界人士 1000 余人，到县城游行示威，

高呼打倒士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余大炮(即余达初，县团务总局局长)，打倒江涵

(县知事)等口号，逼使余达初退出贪污款 80 银元。 2 月下旬，广西省农民部据百登乡农民协

会的报告，报请广西省政府撤销了余达初天保县团务总局局长之职。

3 月，镇安镇、桑隆乡成立农民协会。

7 月，中共恩奉特支派陈洪涛、陈鼓涛到天保、向都指导农民运动。

8 月，天保县初级小学教员养成所成立。

11 月，那怀、大省乡成立农民协会。

12 月，钦甲乡成立农民协会。

同年，天保县立模范小学成立，改用白话文教科书，学制为四、二制，创男女同校，是县

内第一个完全小学。

同年，天平公路(天保县城至田东平马镇)兴建。

17 年

2 月，巴山同乡农民协会在嗣内屯成立。

5 月，百登、隆桑、钦甲、那怀、大省、巴曲同等乡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开展斗

争，实行减租退息。

7 月，天(保)向(都)南区农民自卫军(18 年 12 月改称赤卫军)成立。

10 月，天保县南区那怀乡农民运动骨干黄修道、龙光乡农运骨干张振笔，由陈洪涛、黄

怀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天保县第一批共产党员。

秋，天(保)向(都)农民自卫军兵工厂在天保县东江村东目屯建立，不久移至向都县汉

嗣村。

同年，天保县划分为 13 个教育学区，各区设教育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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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

7 月 3 日，天向农军总指挥黄庆金带领农军袭击驻天保县龙光街民团，攻克区公所，俘敌

一批，缴获步枪 10 支，救出无辜群众数人。

秋季，开办师范讲习所，由教育局长兼所长。

秋，天(保)向(都)县农军于那所屯建立兵工厂，同时在那怀乡足回屯一岩洞建立枪械

维修站。

19 年

3 月中旬，红七、八军政委邓斌(邓小平)及其护送部队红八军一纵队第三连，从靖西经

天保县去右江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时，在中军乡东江村小学住宿一晚。当天好日派宣传队宣传红

军的主张。

4 月，成立天向南区苏维埃政府。

7 月 3 日，天保县东区隆桑乡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救国奋斗团" (后改称右江下游农民赤

卫军第二团) ，团长陆映南。

8 月，中共中央代表、红七、八军政委邓斌(邓小平)从右江到天保县南区的龙光、燕

嗣、旺曲同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8 月 25 日，中国工农红军救国奋斗团团长陆映南到右江苏维埃政府汇报工作后，回县途

中在作登乡大榄屯被敌围捕。 9 月 17 日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于恩隆县布兵吁。

8 月下旬，天向南区赤卫军改编为右江下游农民赤卫军第五路军，总指挥黄庆金、副总指

挥唐飞麟，政治委员黄怀祯。 9 月，与雷平、靖西两支农军合编为左右江赤E军第一路军。

9 月，演桂战争，滇军从南宁败退回滇路过天保县。

同年，广西省依照旧道府属辖区域及地势，划为 12 个民团区，天保县属第 12 民团区。

20 年

年初，农民赤卫军总指挥部研究确定，派赤卫军骨干曹元科(连长，妙怀人)等 4人打入

敌人内部进行情报活动。

2 月初，国民党军队四十三师苏新民团韦子登营三个连进驻天保县，同县长、民团副司令

组织反动武装仅泊余人，围攻天保县南区农民赤卫军。

3 月，农民赤卫军组织锄奸队，队长梁振兴。

10 月，天(保)向(都)两县根据地党政骨干 90 多人，在龙光乡与把荷乡交界那样岩嗣

举办学习班。

同年，多敬乡霍乱流行。

21 年

天保县长叶光华因浮收钱粮、契税和包办省捐，下乡索诈百姓，被撤职，交法院讯办。

4 月 6 日，全省 12 个民团区裁并为 6 个区。天保县属第六区。

6 月，苏维埃政权遭敌人破坏，革命转人低潮，总指挥黄庆金将赤卫军化整为零，大部分

回家生产。黄庆金带领部分人到云南富宁县七村九弄开展革命活动。

同年，天保县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协助县长筹备自治，清查户口，划分区、乡、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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