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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希范的反宋斗争

区希范的反宋斗争

区希范(?一1045年)，壮族，广南西路宜州所辖

环州思恩县(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洛阳镇)人。宋代

进士，试礼部。1038年与他的叔父区正辞曾效劳于宋

廷。后来宋朝廷对他们有偏见，不肯重用，区希范愤慨

已极，亲自到宋廷历数自己的“功劳”，“击登闻鼓，求

录用”。朝廷便责成宜州(州治在今宜山)地方官吏处

理。但当时连任宜州知州冯伸已，却认为他为人狂妄，

不但不予录用，反而把他贬到广西北部的全州，由当地

官员监管，这样，就加深了他对宋朝廷的不满。不久，

他便潜逃回乡。

区希范回到家乡后，闻知贵州洞蛮白崖山蒙赶聚众

造反，便与族人区正辞等前往贵州与蒙合作，组织武装

暴动，要杀掉冯伸已，夺取广西一方，建立“大唐国”。

区希范他们经过一番筹划以后，便设坛筑台，杀牛

祭天，举行仪式，建制称尊。拥戴蒙赶为“大唐国”皇

帝；区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柱王”；区希范为“神武

定国令公、桂州牧”；区丕绩为“宰相”；区志全为“都

统使”；区世庸为“飞天神圣将军”；蒙怀为“百胜将

军”；谭护为“突阵将军”；甘彻为“龙路将军”；吴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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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区希范时，杜杞下令郎中、屠夫、画工用两天

的时间剖尸体(意即看这个蛮人生理结构如何，竞如此

大胆)刳其肾脏一一探索，绘以为图，后来还将此图另

制一份刻上石碑。这些石碑则运去桂林存放。这就是

“区希范五脏图”的问世。为了“杀鸡给猴看”，杜杞在

剖尸绘图后，还将区希范的尸体剁成肉酱分发溪洞(今

洛阳镇合作、八圩一带)，借此吓唬人民群众，真是惨

不忍睹。

历时一年多的区希范反宋斗争虽然失败了，但阶级

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没有解决，区希范的余部继续进行反

抗宋王朝的活动。1045年12月他们向北转移，加入了

湖南瑶族人民反宋斗争的行列。

本文根据谢启昆：《广西通志》、李文琰：《庆远府

志》、覃祖烈：《宜山县志》和《广西历史人物传》等史

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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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大厂矿难

嘉庆年问大厂矿难

据《清代的矿业·军机处录副奏则》称：“嘉庆二十

年八月初二(公元1815年9月4日)，南丹厂厂道塌陷，

压毙工丁一百五十七名”。这是丹池矿区历史一起骇人

听闻的特大事故。

这起特大事故是这样发生的呢?

乾隆年问，乾隆皇帝为了发展矿业，一方面以爵位

为诱饵，激励开矿；另一方面又严惩那些开办不力的地

方官员，以致地方官吏不敢怠慢，纷纷报采。广西矿业

因而出现繁荣局面，丹池矿区自然在发展之列，故有

“乾隆之时，产锡甚丰”的说法。

这个“甚丰”的矿业新局面，是矿工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

矿山生产，窿洞作业，工作面不断变位，作业环境

差，不安全因素多，是灾难频繁、安全状况严峻的特殊

产业。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生产力水平十分低

下的年代，井下采矿不可能正规的开采方法，只能土法

开采，哪里有矿，就往哪里挖，窿洞潮湿，支柱腐朽，

事故隐患丛生。塌陷的矿窿是一个大窿洞，能同时容纳

150多人作业，开采面大，工作面宽，在这样一个环境
· 气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河池文史>第二辑

服，头裹红巾，腰缠红带，尚红色，故又称“红兵”或

“红巾军”。红巾军攻城掠地，向清朝官府展开了猛烈的

进攻。1855年克肇庆后，四万余众，乘船千余艘，溯西

江进入广西。浩浩荡荡，所向披靡，于9月27日占领浔

州府(今桂平县城)，随即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国号

“大成”，以“洪德”纪年，改浔州为秀州，浔城称为秀

京，陈开为镇南王，李文茂为陆路总管。大成国的建立

得到各族人民的响应和支持。1856年3月，李文茂等进

军武宣，冲破弩滩天险，到达碧滩，守滩清军头目张

彪、何雄、杜棋率众倒戈反正。在向东进军中，浔梧江

面以水手、船户为主的反清武装亦闻风来附。11月，各

路义军会师梧州境内，分封诸王，镇南王陈开改称为南

平王，驻浔州；李文茂为平靖王。1856年(咸丰五年)

10月，李文茂率数万义军誓师北伐，过武宣，占象州，

溯江而上，于1857年3月14日攻占柳州。大成军驻柳

后即在大南门周家祠堂(今红星剧场)设立平靖王府。

1857年4月，李文茂派张彪、孔亚福等攻打庆远府

城。在围攻府城时，宜山县西南两路的团练急来救援，

与大成军在府城外激战。5月10日，又有团练首领陈唐

文、蓝华佐带队由思农里(洛西枫木村至龙江以北一

带)黄村包抄大成军尾队，曾突破李文茂的七个营，李

部即停攻撤走。9月30日，李文茂部第二次进攻庆远，

此时各处团练早已回乡，府里已无法集团救援，驻守府

城的官员右江道巡道张凯嵩和代里副将杨廷桂弃城逃

跑，城中一些士绅也跟着他们逃往怀远。张凯嵩，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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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国平靖王李文茂部进驻宜山前后

人，清咸丰初年，庆远知府郑瑞麟有病，而城中又特

乱，上级派张来庆远任知府，后升任右江道。因柳州为

李文茂所占，故张凯嵩仍滞留庆远，继续理事。大成军

攻入庆远后，以张彪为协镇，梁胜为知府，肖兆龙为军

师，雷公掌、黄池为元帅，镇守庆远一带，布告安民。

布告全文如下：

“平靖王李

谕得照王师镇柳，连攻府州县城。

要救百姓水火，贪官财主杀清。

大成国威远振，大齐共享太平。

人人安居乐业，雄兵捍卫秀京。

而今又克庆远，特令唱戏酬神。

王恩与民同乐，街巷晚头通行。

睇(看)戏不准开赌，如违罪责非轻。

盛典限行三日，打较(架)滋事必惩。

大成洪德三年十月”

李部于10月17日向西进军，18日攻至思恩，由于

那里设防坚固，未能攻人，于23日转至东江，旋由白

土回城。在怀远附近和地方团练发生激烈战斗，在攻夺

雨板山岩和金刚岩时，歼灭团练近千名。11月18日，

大成军乘胜攻至德胜，在那里修理民屋，以利驻守。

11月21日宜山县的永泰(白土附近)、上南(龙头

附近)各团与思恩的前团对李部进行夹击，李部向东退

走。思恩谭受益团跟踪追击至官村又发生激战，李部受

挫，退至怀远，渡河时因浮桥被砍断，溺死者近千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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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十人被兵勇砍杀。地方团练进守至怀远河东岸之思

秧。12月10日，河池团练罗凤光奉调带队进攻至洛岩，

思恩团练谭受益加以协助，17日，西南两路团练会攻至

县城西南门外。李部因有拉利方面的雷大业(雷大业曾

被官府通缉，李部攻人宜山后，他归附李军，接受委

派)率队来援救，团练无法攻下。此时附城东南北三面

已有半数人归附李文茂部，被委任职务的有数十人。

前述张凯嵩逃到怀远后，即准备往思恩求救兵。杨

廷桂则调团守永顺一带。张凯嵩至思恩时，曾访当地土

绅方宪修，共商复城之策。方捐银数千两，并召集思恩

的士绅富户筹款，招募团练，联络南丹、河池方面策划

反攻，又命他的侄儿方启隆领思恩团来参加战斗。

1858年1月，张凯嵩驻在德胜指挥，与李文茂部展

开了争夺庆远府城的战斗。2月，团练重兵被败于独山、

叶茂一带。因拉浪方面有李部的友军在高楼洞一带活

动，张凯嵩又带队去攻打。3月，清军杨协镇驻扎在马

驷村，督团反攻，22日李部先锋骁将雷公掌力战不支，

被擒杀，李势大挫。这次带团来参加战斗的计有宜山王

汝弼(西路团练总管)、蓝运昌(永泰团)、黄保清(德

胜福庆团)、陈唐文、唐远均(均北牙龙门团)、姚翊

清、蓝华佐(姚、蓝所率团名未详)等团及河池、恩

恩、天河各团，统归张凯嵩调遣，而口粮、军火均由宜

山供应，故支绌万状。驻城的李文茂部士气旺盛，并因

有柳州方面声援，故能坚守，不为清朝官府团练攻破。

为了扭转不利局势，清廷督饬湘桂各路清军组织大规模
·10·



大成国平靖王李文茂部进驻宜山前后

的反扑，广西巡抚苏崇光调兵遣将，湖南巡抚骆秉章亦

派按察使将益澧和布政使刘长佑等率湘军大举人桂。

5月，进攻桂林的大成军退至永福，6月中旬再退

雒容，然后撤回柳州。6月24日，清军自城东门后库塘

攻入柳州。柳州沦陷后，大成军力战不支，遂退走柳

城，向融县迸发。

同年7月，湘军将益澧与张凯嵩合兵，联合团练进

犯庆远府。湘军大营扎于东门外校场(即标营)，龙门

团唐远均挑选先锋(即敢死队)百余名随营调遣。湘

勇、赫勇、抚勇及新“招安”的志同军孔某分扎各村

堡，筑垒设围将李文茂部困于城中。各团练得兵勇之

助，声势复振。城中李文茂部米粮告绝。梁胜、张彪、

肖兆龙等出城缴械投降，张凯嵩立明斩首示众。8月26

日至27日，正遇大雨，龙江水涨，李部于8月28日夜

乘涨水作筏突围东走，被敢死队协同扒船炮击，李部死

伤甚多。化装潜走的有数百人。当晚，湘军从东门攻

人，大肆杀戮。8月29日清晨，清军入城，诛杀李部知

县李昌。8月各团围攻板寨岩，10月岩破，雷大业、巫

大被擒杀，李部在拉利之友军遂被消灭。总计李文茂进

驻宜山自1857年11月16日至1858年8月29日，前后

共计九个半月。

李文茂驻宜部队被击败后，清朝官府团练进城查抄

了所谓附逆者的产业，变价充公。其中田产数目更大，

计宜山县东南二乡及近城西北各村共没收“逆田”可播

种万余斤，每年可收谷4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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