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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志·概述1

概 述

钦州市位于祖国南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沿海中段、北部湾北岸顶端。这里背靠国内西南

诸省，面向海外东南亚各国，为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就在《建国方略》中，把建设钦州港作为振兴中华的战略措施，列为全

国开发七大港口之一。他对钦州的地位和作用，曾作过精辟的阐述：“钦州位于东京湾(编者注：

今称北部湾)之顶，中国海岸之最南端，此城在广州(即南方大港)之西四百英里。凡在钦州以西

之地，将择此港以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四百英里。通常皆知海运比之铁路，运价廉二十倍，然

则节省四百英里者，在四川、贵州、云南及广西之一部言之，其经济上受益为不小矣。虽其北亦有

南宁以为内河商埠，比之钦州更近腹地，然不能有海港之用，所以直接输出人贸易，仍以钦州为最

省俭之积载地也。”(《孙中山选集·建国方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6页)1992年，中共中央

作出把广西建成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决定。作为大西南出海最便捷通道的钦州，地理位置日益

显得更重要，它是实施“建设大通道，服务大西南”战略的重点地带，它将成为促进钦州湾地区乃

至大西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地方。

钦州历史悠久，从犀牛脚乡丹寮村西2公里的芭蕉墩遗址及出土的石器经专家鉴定证明，距

今八九千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开疆拓土设置象郡以

来，南北朝宋代在今市境置宋寿郡及宋寿县(治所皆在今平吉镇牛江村公所古城角村)，这是今市

境建制之开始。南北朝梁代普通四年，在宋寿县北部置安京郡及安京县(治所在今板城、小董、长

滩3乡镇交界处，旧名安京山山脚下)，同年，在今市境始设安州(治所在今久隆乡上东坝西北)。

安州领宋寿郡及其仅辖的宋寿县、安京郡及其仅辖的安京县、宋广郡及其仅辖的宋广县(治所在

今灵山县陆屋镇陆屋村)。南北朝梁大同元年分宋寿县南部沿海设玉山县(县治在今大番坡乡

内)，先属宁海郡，后属黄州(治所在今防城县)，至此，今市境已置宋寿、安京、玉山3县。隋开皇

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安州为钦州，乃钦州得名之始。明、清、民国及解放初属广东省。民国至

解放后称钦县。1951年改隶广西省，1955年复属广东省。1957年钦县分为钦县和钦北壮族自治

县(简称钦北县)，1958年11月钦北县与钦县合并为钦县。1963年9月钦县改为钦州壮族自治

县。1965年改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时又改称钦州县，1983年10月8日，撤销钦州县，设立钦州市，

辖区不变。1986年国务院把它列为对外开放城市，1988年又列为沿海开放地区。1994年6月

2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钦州地区，成立地级钦州市；撤销县级钦州市，原县级钦州市分设县级钦

南区、钦北区。1994年9月23—24日，中共钦南区、钦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分别在钦州召开，分

别选举产生第一届党委领导班子。同年10月16—18日，钦南区、钦北区分别在钦州召开了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钦南、钦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钦南、钦北区人民政府

区长、副区长。同年10月28日，地级钦州市和钦州市钦南区、钦北区党政机关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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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全市有壮、汉等20多个民族，1035270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超百万人口大县(市)之

一。壮族为钦州土著民族，为古骆越族的后裔，占总人口的26．87％；汉族自秦汉后由中原经闽粤

等地移来，占总人口72．91％；其他少数民族有瑶、京、苗、侗等，多因婚姻、工作等从外地迁入，占

总人口0．22％。此外，还有外国在钦居留179人，钦州旅居国外的侨胞和居住在台、港、澳的同胞

约3．6万多人。

市政府驻钦州镇，位于市境中南部，南临钦州湾。北至首都北京的铁路2712公里，距自治区

首府南宁113公里。东南往北海、湛江两港，分别为公路108与230公里，水路64与242海里。

西南至防城港，公路65公里，水路51海里，至越南芒街公路为110公里，水路为68海里。至越南

海防、河内水路分别约157海里、210海里。东北往梧州、广州两市，分别为公路456与682公里．

水路往广州520海里。西北至贵阳、昆明两市，分别为铁路814与1178公里。自宋朝天圣元年

(1023年)在此筑城起至民国初年，这里一直是县、州、府、道的治所，宋元丰二年(1079年)，曾为

广西对外贸易三大博易场之一。1951年3月一1953年4月、1965年8月一1994年6月28日先

后为钦州专区专员公署和钦州地区行署驻地，1994年6月2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钦州市，同

年10月28日正式挂牌后为钦州市政府驻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市境略呈方块形，位于北纬21。35’一22。28 7与东经108。11 7—109。97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三

面接陆，南面临海，属丘陵地貌类型。东西最大横距99．94公里，南北最大纵距98．62公里，陆地

总面积4657平方公里，约占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地面积1．97％，居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县(市)第5

位。内河有流人海的大小河流32条，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6公里。主要河流有茅岭江、钦

江、大风江，三江皆自东北向西南流，大体平行分布于境内西、中、东部，分别注入钦州湾。此三江

在市内干流总长307．4公里，总流域面积4164平方公里，通航里程285．5公里。钦州湾海域面积

908．37平方公里，其中2—10米深的浅海面积720．44平方公里，潮间带滩涂面积171．82平方公

里，有岛屿303个，较大的40多个，总面积11．89平方公里。内陆海岸线长311．44公里，岛屿海

岸线长187．04公里。由于钦州湾内水域辽阔，阳光充足，水温适宜，水深浪静，岛屿参差错落．岸

线蜿蜓曲折等原因，形成许多天然良港。其中主要有：历为海防要塞、又为渔业生产基地和商业

运输港口的龙门港；靠近渔场、水域开阔、避风条件良好的海洋渔业基地丝螺港；位于钦江人海

口、向为钦州城区出入口岸的沙井港；群岛环绕、水深浪静无沉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规划建

设全国7个港之一的勒沟港(今名为钦州港)。

全市地处低纬，属南亚热带季风型海洋性气候区。夏湿冬干，季风盛行，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雨量充沛，四季暖和。年均气温22℃，年均降雨量2104．2毫米，年均无霜期350天。加上境

内丘陵多(占总面积的75．64％)，成片的小平原和台阶面积不少(占19．65％)，山地只有15122亩

(占0．21％)；其他占4．5％。河网密度高，水源充足，流域沿岸土地肥沃。钦州湾海域辽阔，浅海

面积约占80％，滩涂广大而且多为泥质或沙泥质，浮游生物丰富，对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均十分

有利。钦州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水产、蔗糖、水果等生产基地之一。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锰、钛铁、石膏、褐煤、石灰石、花岗岩、陶土等20

多种，其中以锰、钛铁、石膏、陶土等较为著名。锰、钛铁储量分别为887万吨、350万吨。石膏总

储量5．688亿吨，是自治区石膏主要产地之一，以质量好而闻名中外。陶土总储量在2亿吨以

上，以市郊特有的陶土制作的泥兴陶器，为钦州传统工艺名产，曾数次荣获国际金牌和国家优质

产品奖，远销东南亚和日、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内陆地植物资源丰富，有近2000种，其中

用材林576种，果类植物140种。用材林以松、杉木为主，还有格木、紫荆、米老排、坡垒等珍贵稀

有树种，1990年林木蓄积量为278．89万立方米。果树以柑、橙、荔枝、龙眼、菠萝、香蕉、黄榄等为

多。野生动物以果子狸、穿山甲、水獭、白鹇、雉鸡、水鸭、蟒蛇、龟、鳖、山瑞等为著名。钦州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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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规模甚小的铸锅、电力(电灯)、碾米、食品、印刷和烟草加工等私营作坊，手工业有纺织、打铁、

陶器、皮革、金属修理等20多个行业。工业、手工业人员仅729人，占总人口的0．18％。交通方

面，由于战乱，至解放前夕，全县有公路15条266公里，但能勉强通车的仅有钦州至南宁公路，全

县仅有10辆以木炭为燃料的汽车运行；海运以钦州至北海、海南等航线为主，内河通航里程

285．5公里，只有木帆船324艘，大量物资靠肩挑运输。商业方面，仅有少数以经营棉纱、百货、副

食、干鲜杂货、饮食服务等为主的小商店，以及几间盐行、经纪行等。民国年问，广东省根据经济

发展状况，把县分为3个等级，钦县列为二等县。

解放后，钦州县(市)的经济建设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解放初期，农村废除封建土地

所有制，解放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着，兴修水利，开荒扩种，改良技术，推广良

种，使农业得到较大发展。1957年粮食总产14194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64％，为国家提供商品

粮750万公斤，一跃成为余粮县。工交、财贸各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同年工业总产值670万

元，占工农总产值的16．5％。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

命”等运动的干扰、破坏，但由于广大人民辛勤努力和不同程度地抵制“左”的错误，工农业生产仍

有一定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端正思想路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22262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下同)，比1957年增长4．5倍。

1979年春，那彭公社开始搞经济作物承包到组或到户，同年全县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的生产队有3195个。1980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

题》。1980年，全县有141个生产队自发地实行联产承包到户，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

成为大势所趋，1982年全县绝大部分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这样，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为36149万元，粮食总产达41048．5万公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41．94％和

51．98％。1984—1986年间，连续遭遇台风、洪水、干旱等特大灾害，粮食产量出现滑坡，但1985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仍比1980年增长36．8％。此后，中共钦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经

济工作的领导，经济发展较快。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65096万元，比1985年增长73．5％，其中

工业30622万元，增长85．9％；农业34474万元，增长63．8％。1990年，粮食总产达43977．5万公

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82年还增长6．3％。1990年，全市工业拥有电子、机械、电力、煤炭、冶

金、造船、建材、水泥、化肥、制糖、制盐、酿酒、纺织、皮革、造纸、泥兴陶器等35个行业共200多种

产品。交通运输方面，1990年，全市共有公路299条，总长1976公里，主要干线均为沥青路面，除

市内25个乡镇均通汽车外，钦州城区有客车直达湛江、广州和北海、玉林、南宁、柳卅I等地。有南

宁——钦州——北海二级公路和南宁——钦州——防城港铁路通过。可泊10万吨级巨轮的天

然良港——钦州港正在加紧开发建设。1990年，社会商品购进总额35576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为59818万元，城乡集市贸易成交总额17858万元，对外贸易收购出口总额2669万元，有土特

名优产品60余种，分别远销港、澳、东南亚和欧美等地。乡镇企业总收入28223万元。随着经济

的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1990年，全市人均国民收入773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1500．94

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534。46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2869万元。1994年，钦州港两个万吨

级码头竣工，疏通万吨级航道及配套的后续工程已经完成，进港一级公路正在修建路面工程，进

港铁路正在建设，一批新的中小码头建设已经开工。随着南(宁)昆(明)铁路的建没，钦州港作为

大西南的出海通道的区位优势，更日益显著。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一类口岸正在筹

建中。公路交通除原有的钦州至南宁、钦州至合浦、钦州至防城、钦州至灵山公路及一批乡镇公路

外，南宁经钦州至北海铁路已建成通车，钦州至防城港高速公路正在建设，钦州至陆屋一级公路

亦在建设中。水陆运输四通八达，内河通航里程342公里，基本形成铁路、公路、水路联网的具有

沿海开放区交通特色的新格局。邮电通信业务齐全，为适应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需要，增办礼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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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用户电报、传真电报和安装程控自动电话，可直拨全国各省市和世界各地。1993年开通了移

动电话。 、

1994年，钦州市虽然遭受先旱后涝的严重自然灾害，但经济仍取得可喜成绩，全市国民生产

总值达21．10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21．9％，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分别为10．04亿元、5．28亿元、4．6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3％、22．5％、35．2％；完成工农业

总产值36．77亿元，其中工业22．95亿元，农业13．82亿元；财政年度收支基本平衡，固定资产投

资稳步发展，投资额增加，财贸工作稳定发展，农贸市场活跃；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24

亿元，比上年增长7．6％；据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642元，比上年增长

17。2％，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053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比上年增长7．1％，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

善和提高。

解放前，钦州的文教、体育、卫生事业有一定基础。1949年全县有中等专业学校2所，普通中

学6所，小学120所，医院2家，还有图书馆、民众教育馆、中山公园、天涯戏院等。解放后，随着

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各项事业发展较快。1990年，市内有钦州师专、电大分

校高等院校2所，中等专业学校4所，农业、职业中学12所，普通中学38所(其中高完中学9所)，

小学341所。还有图书馆(室)、文化馆(站)、博物馆、工人文化宫、新华书店、粤剧团、影剧院、电

影院(队)等350多个。钦州市于1971、1983、1986、1988、1989年先后被自治区评为文化先进县

(市)。1988年大寺镇文化中心被国务院文化部、财政部评为全国“以文补文”先进单位。1989年

市图书馆被国务院文化部评为“全国文明图书馆”。1990年小董镇文化站被国务院文化部评为

“全国先进文化站”。市电视台设有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2座，可同时播送中央台、广西台、广东

珠江台、钦州台等11套节目。1990年，市境内有卫生机构112个，病床1409张，卫生工作人员

2025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638人，拥有X光放射、心电图、脑电图、B型超声波及CT等设备，

可作脑、胸等难度较高的外科手术，基本上满足群众防病治病的需要，经卫生部验收，境内基本消

灭了丝虫病。从而赶走了这个千百年来危害钦州市沿海地区人民健康的瘟神。1990年全市有各

种学会、协会23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1755人。1978--1990年，先后取得的科技成果31项，受

到国家、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奖励。体育运动成绩显著，小董镇被评为广西群众体育先进单位，青

塘乡被自治区体委评为武术之乡。1990年全市有篮球场840个，排球场64个，足球场8个，运动

场12个。市游泳场设施比较完善，布局合理，可适应全国性赛事要求。1950至1990年，全市先

后向国家集训队、自治区集训队输送优秀运动员226人。仅1955--1990年间，钦州市运动员获

世界冠军2次，国际冠军5次，亚州冠军2次，全国冠军18次，省、自治区冠军66次。

钦州地处边陲，背山面海，山川秀丽，胜迹繁多。有地景、水景、生景和文景。自隋至民国，主

要有：文峰卓笔、玉井流香、一江横带、三石吐奇、鸿亭点翠、龙泾环珠、灵潭沛雨、元岳凌云等八

景；“五湖”、中山公园、鸿飞洲、鳌鱼洲、雷庙岗等园林；天涯亭、南湖水榭、五湖亭、野香亭、会心

亭、百岁亭、伯豪亭、镇龙亭、镇龙楼等亭楼；尊经阁、洄澜阁、奎光阁、石盘木塔、尖山文塔等塔阁；

宋寿县故城遗址、安州故城遗址、宁赞墓、宁原悌墓等古迹。以上名胜古迹，因年久失修，部分于

船放前已废弃、湮没。解放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对现存的名胜古迹进行修葺

一新，使其重放异彩外，人民政府还确认了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主要有：建筑布局严整

的刘永福故居——三宣堂和冯子材故居——宫保第；气势宏伟壮观、工艺精湛的冯子材墓；古朴

典雅的天涯亭；历史悠久的犀牛脚丹寮芭蕉墩新石器早期遗址，那丽的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安

州故城遗址，久隆古墓群；具有晚清建筑风格的竹山古建筑群、广州会馆；风景秀丽的文峰卓笔和

有大自然奇景之称的龙泾环珠——龙门七十二泾，以及钦廉登高圣地那雾岭。历代游览、咏赞钦

州风光的名宦、文豪甚多，其中较著名的有唐代宋之问、张说、高骈；宋代陶弼、苏东坡、岳霖；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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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秉鉴、刘煊、林希元；清代喻三畏、董绍美、齐白石等。清宣统元年书画家齐白石游钦品尝钦州

荔枝后，曾赋荔枝诗画荔枝画，其晚年回忆起旅钦时的情景，发出了“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

胜鹤头，为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钦州”的慨叹!解放后至199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

记陶铸，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端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

务院总理李鹏，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中顾委常委李德生(曾任中共中

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汝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卢嘉锡、

王光英、司马义·艾买提、杨成武、钱伟长、程思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国务委员王

丙乾、宋健等党政军领导视察钦州时，有的亦在百忙中抽空浏览胜迹。胡耀邦还赋诗称赞“钦州

好”。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钦州市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与

全国先进县(市)相比，差距还很大，社会总产值人均水平、国民收入人均水平、工农业总产值等主

要经济指标还很低。究其原因，一是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问政治运动多，影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

展；二是隶属关系屡变，时粤时桂，加上地处海边防，影响和限制建设资金投放，致使钦州港未能

及早开发，市内大型骨干企业一直未能形成；三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及长期以来重

农轻商，闭关锁国，致使商品经济不发达，无法为工业提供较多的原材料，也降低了国民收入水

平；四是人口剧增，原来工农业底子较薄，自然灾害频繁；五是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

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后，思想解放程度与全国先进地方比还有差距等等，致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未能及时发挥，丰富的地方资源未能尽快利用，结果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落于先进县(市)之后。

然而，钦州发展经济的潜力确实很大，有利条件更多，主要表现在：一、钦州地处大西南与东

南亚两个扇面的轴心，有天然的深水大港——钦州港和铁路、公路配套营运，交通运输四通八达。

是中国大西南乃至大西北、中南各省走向世界最便捷、最理想的出海通道。二、境内丘陵多而土

地肥沃，水域辽阔而水产品多种多样，海滩涂多，浮游生物丰富，气候温暖而雨量充沛，对大力发

展种植、养殖业得天独厚，尤其是宜于发展亚热带水果、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三、市内工业已有

一定基础，制糖、陶器、水泥、皮革等轻工业比较发达。1990年工业总产值30622万元，占全市工

农业总产值的47％。加上境内锰、钛、石膏、褐煤、陶土等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要把钦州建设成为

以轻工业、食品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城市，条件基本具备。四、境内风光秀丽，旅游景点众多，除刘

永福故居三宣堂、冯子材故居和墓、天涯亭、竹山古建筑群等名胜古迹外，还有沙洁如玉的犀牛脚

海滩；青山滴翠、云遮雾绕的十万大山景观；山沿水立、水随山转，扑朔迷离，被誉为“南国蓬莱”的

钦州湾龙门七十二泾等等。所有这些，对发展旅游业，建设国际度假村和海湾娱乐场等，均十分

令人神往。五、侨胞侨眷众多，境内劳力充裕，人民勤劳耐苦而富有奉献精神，这些正是决定事业

成败的重要因素。所以，只要当政者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

针、政策，善于发挥地方优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进行外引内联，群策群力，必定能够把钦州建设

成为钦州湾开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1990—1994年，钦州人民在国家未有立项，没有拨款的情况下，凭着“全民创业，艰苦奋斗”的

钦州精神，不等不靠，在一片荒山野岭和海滩涂中开发建设钦州港，建立了丰功伟绩。现在，钦州

人民正在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精神为动力，坚定不移地实施“以港兴市，发展通道经济”的战略，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以建设钦

州港为龙头，积极发展临海工业带，稳步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迅速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努力把原钦州市一分为二分出的钦南区、钦北区建设成为繁

荣富强、高度文明的新区。钦州，她将象驰名遐迩的南珠一样，闪耀在北部湾畔之顶端。



钦州市志·大事记 7

大 事 记

今钦州市境属象郡地。

秦 汉

奏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秦末汉初(约公元前204年至前111年)

南海郡赵佗乘秦乱之际，攻占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王。今钦州市境属南越国地。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今钦州市境属汉合浦郡合浦县地。

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

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大军平定交趾之乱，路经龙门港外乌雷山、三口

浪。后人在乌雷海湾处立伏波庙，以作纪念。

三国·晋

今钦州市境属吴国合浦郡合浦县地。晋袭吴制不变。

南北朝·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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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年)至大明八年(464年)

分合浦郡合浦县以西之地置宋寿郡及宋寿县(治所皆在今平吉镇古城角村)。这是今钦州

市境建制之始。

南朝·梁

普通四年(523年)

析宋寿县北部置安京郡及安京县(治所皆在今板城乡西部与小董镇北部、长滩乡南部之

间)。同时，于今市境置安州(治所在今久隆乡上东坝西北)，领宋寿郡及其仅辖的宋寿县、宋广

郡及其仅辖的宋广县(今属灵山县)、安京郡及其仅辖的安京县等三郡三县。宋寿郡、宋寿县、

宋广郡、宋广县、安京郡、安京县、安州的建置时间另有一说为梁天监四年(经考证，该说误)，详

见<建置政区志·建置沿革>。

大同元年(535年)

析宋寿县南部沿海置玉山县(治所在今大番坡乡境内)，先属宁海郡，后属黄州(治所在今

防城境)。至此，今市境已置宋寿、安京、玉山三县。

大同七年(541年)

粱武帝任李智为安州刺史。八年三月，遣越州刺史陈候与李智等同征李贲于交州。

南朝·陈

太建年间(约575年)

陈宣帝任宁逵为安州刺史，此为宁氏家族在安州(后改钦州)世袭为官之始。

祯明年间(588年前后)

宁逵长子宁猛力承袭安州刺史。他为了扩张势力，首先派遣胞弟宁宣派兵向东进驻今合

浦县的大廉峒，并把持安州东北部及沿海一带；自己引兵向西开发今上思、崇左等“西原蛮”山

区。至陈末隋初，已拥有东至陆川、西至崇左、北接南宁、南临北部湾，东西千余里，南北五百余

里的广大地盘，成为岭南举足轻重的一股地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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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开皇初期(570—596年)

宁猛力不肯归附隋朝，隋兵又因瘴毒阻碍未能进入广西南部地区，致使隋朝一时未能统一

广西。

开皇十七年(597年)

二月，文帝任令狐熙为桂州(今桂林市)总管府总管兼督十七州诸军事。熙到任后大宏恩

信，感动了宁猛力，他亲自到达桂州谒拜令狐熙，表示愿意接受隋朝约束。宁猛力归附隋朝后。

广西南部以至西南部诸溪峒首领都听他的话而相率归附，使隋朝不费一兵一箭而统一广西。

文帝授宁猛力开府仪三司、安州刺史、安州诸军事、宋寿县开国侯等荣誉和职位。同年十月，宁

猛力病亡，冬，宁猛力长子宁长真按父遗言上朝廷朝见文帝。

开皇十八年(598年)

隋朝初，废弃郡的制度。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安州为钦州，改宋寿县为钦江县，安京、

宋广两县名称不变。安州改为钦州，乃因当时州和县多有同名，桂州总管府总管令狐熙奏改安

州为钦州(据<隋书·令狐熙传>。安州改钦州另有二种说法：一是“取钦顺之义”，即维护归顺王

朝统一，不闹独立；二是因有钦江而得名。这是钦州得名的开始。同年，玉山县改属玉州(以黄

州改置，驻地不变)。同年，朝廷任宁长真为安州刺史。

大业元年(605年)

宁长真与胞弟宁赞(开皇十四年入朝，授大都督)一起，率领本地水陆部曲，随同骥州道行

军总管刘方南征林邑国。归来后，蜴帝授宁长真上开府议同三司、行军总管、钦江县(开皇十八

年以来以宋寿县改名)开国公，食邑1000户。授宁贤开府仪同三司、正议大夫。

大业三年(607年)

改钦州为宁越郡(治所驻地不变)，宁猛力之子——宁长真为太守。同时，把玉山县并入海

安县(今防城县境)，与钦江、安京并属宁越郡。

大业十三年(617年)

各地农民纷纷起来造反，宁长真乘机扩张势力，出兵占据附近的郁林郡(今玉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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