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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

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钦州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实现了

超常规的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

提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

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自然条件方面的差异，钦州

市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还不平衡，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科学文化还比较落后。因此，消除历史上遗留下

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将是

全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民族工作的主要内容。多年来，

钦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民族地区

的经济和文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

做好市委、市人民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参谋，做了大量的工作，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是我们党

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切实有效地做好民族工

作，我们有必要对钦州各民族的历史渊源、社会发展、生产生活习

俗、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经济生活、文化心理以及民族关系等有一

个大体的了解和基本的认识。但是，过去还没有一本全面系统记

述钦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的志书。民国年间编纂的《钦县志》

(手抄本)中虽然设有《民族志》卷，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

其记述既简略笼统，且语焉不详，有的还带有种种偏见，使人难以

了解其真实面貌。为了匡正其谬误，补充其不足，全面反映钦州各

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的巨大发展与进步，钦州

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在1997年8月成立了《钦州市民族志》编写领

导小组，并组织人力收集有关民族方面的资料，编印成《钦州市民

族志》资料集(共三集，约20万字)，由广西民族研究所的专家按照

志书的体例，编纂成《钦州市民族志》书稿。经市志办和有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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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编者作了充实和修改，终于出版与读者见面。本志书的编写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有利于民族团结与进步的原则，采

用厂新方法和新材料，实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因

此，它不仅为各有关部门了解市情民情，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进

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也是人们了解钦州的今昔，认识

钦州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好读物。愿该志书的出版，有助于增

进海内外对钦州的了解，促进钦州的对外开放，有助于激发各族人

民热爱钦州、建设钦州的热情，推动钦州市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

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钦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黄仁秀

2000年lO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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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钦州市民族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原则，客观

记述钦州市主要世居民族的历史渊源、社会发展、经济生活、文化

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

二、本志记述的范围是本市所辖的浦北县、灵山县、钦北区、钦

南区、钦城管理区和钦州港经济开发区，以钦北区和钦南区为主。

三、本志记事通贯古今，详今略古。记述的时间，上限追溯到

壮、汉民族在钦州市境内居住、生活的最早历史；下限截至1998

年。

四、本志层次结构为章、节、目。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

等体裁。以记述为主，力求只记述事实，不作评议。图表随文设

置。文中所引用的文献史料，一律以引号引用原文；其他资料则由

编纂者根据需要引用，不再注明出处。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用旧纪年，在其年后以

括号夹注公元纪年，如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民国元年(1912

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行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如记

述古代事项)用历史地名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旧志史以及有关单

位的提供和编辑人员的调查采访，不一一注明出处。各项数据均

用统计局或公开公布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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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自然概况

钦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北部湾之顶，辖浦北县、灵

山县、钦南区、钦北区、钦城管理区和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地理座

标为北纬21。35 7—22。4l7，东经107。27 7—109。56’。南临北部湾，

西接防城港市，东南连北海市，东与玉林市毗邻，东北与贵港市交

界，北面与邕宁县和横县接壤，陆地面积10602平方公里，海域面

积(一20米以内)218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11．4公里。

钦州市地理位置优越，是广西三个沿海城市之一，又处于居中

位置，是“南北钦防”环钦州湾地区的中心枢纽，也是我国大西南地

区最为便捷的出海通道。

钦州市的交通十分便利，有多条高等级公路向防城港市、北海

市、南宁市、钦州港区、灵山县幅射，还有南宁一一钦州、钦州一一

北海、钦州——防城港、钦州一一钦州港、黎塘一一钦州等5条铁

路在钦州交汇。自治区1999年编制的《南北钦防沿海经济区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了把钦州港建成临海工业港、把钦州市建成临海工

业城市的战略定位。

钦州市的地形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和西北部属山地、丘

陵区，海拔多在200—800米，著名的十万大山由西南部的东兴蜿

蜒而来，到钦州西部向北折向东伸展，形成“S”形高山地带。其中

大龙岭海拔994．5米；王岗山的王岗头，海拔978米。北部为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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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海拔多在200—500米；东北部为山地丘陵区，海拔在300—

800米。位于浦北县六垠镇与玉林市交界的六万山主峰葵扇顶海

拔1118米，是境内最高峰；福旺镇东部的勾头嶂海拔739米，福旺

镇西部的泗洲山海拔734米，灵山县东部的罗阳山海拔869米。

中部和东南部属丘陵区，海拔一般在200米以下，其问有些谷地和

冲积小平原。南部以低丘及冲积平原为主，海拔多在100米以下，

是主要的农业耕作区和产粮区。特别是钦州三角洲，由钦江长期

冲积而形成。其顶部在市区东北角的沙坡，发育于钳状丘陵狭湾

中，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3—14公里，面积135平方公里，河沙

积与海积淤泥交错分布，具明显海陆交错相。海湾深入三角洲内

部，形成倒葫芦状的内海——茅尾海。三角洲内河道宽阔，水网密

布，水土及光热条件较好，是广西重要的粮蔗产区。由于钦州市地

理形势呈自北向南倾斜，境内主要山脉由东北向西南走向，其河流

亦沿着河谷由东北向西南奔流，注入海洋，只有灵山北部和浦北北

部的沙坪江、武思江、温汤江等向北流人郁江。钦州市境内的主要

河流有钦江、茅岭江、大风江、南流江等，流域面积均在1800平方

公里以上。其支流有板城江、大寺江、大直江、那蒙江、武利江、鸥

珂江、平银河、小江、张黄江等。钦州南部的海岸蜿蜒曲折，海岸线

长311．4公里，沿海有较大的岛屿40多个。海滨属溺谷港湾类

型，有利于建设港口，发展海洋运输业。建设中的钦州港距钦州市

区仅38公里，建港条件优越，是我国南方的深水良港之一，具有很

好的发展前景。滨海地带还分布着许多沙堤和海滩，滩涂面积

235200多亩，有利于发展海产养殖业和捕捞业。

钦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22℃，7月最热，平均

温度28．3℃；1月最冷，平均气温13．4℃。年平均日照达1796小

时，无霜期为354天。年平均降雨量达1658毫米(灵山)至

2080．7毫米(钦州)。但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区通常是西南部多，

北部少；夏秋季节多，冬春季节少；5—9月的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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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9月份台风盛行，沿海地带易受风灾和涝灾。

据1998年资料，钦州市有耕作土壤223．5万亩。其中水、旱

田161．8万亩，主要分为5个类型：淹育型占17．93％，潴育型占

51．83％，潜育型占22．49％，沼泽型占1．1％，盐渍型占6．2％。

潴育型分布于平原和河谷的冲积垌田，盐渍型主要分布在钦南区

沿海一带。全市尚有未开发的自然土246．67万亩，其中宜林

152．77万亩、宜农90．684万亩，宜牧面积21．22万亩。

钦州境内自然资源丰富。矿藏主要有石膏、煤、锰、铁、花岗

岩、石灰石、重晶石、金、钛、磷等20多种，其中以锰、钛铁、石膏著

称。石膏储量达4．7亿吨，煤储量为2883万吨，锰储量为887万

吨。盐场面积达555公顷。水产方面，北部湾有经济鱼类130多

种，盛产大虾、大蚝、青蟹、石斑鱼等海珍品。钦州湾出产的珍珠润

泽晶莹，玲珑圆滑，驰名中外。

第二节 政治概况

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钦州尚是“徼外”、“蛮荒”、“百粤”之地，

其社会已进入部落联盟或阶级社会初期阶段，由部落联盟的君长

统治。正如《交州外域记》所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

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民为雒民。设雒王、雒将，主

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中原，建立秦王朝后，又先后平定了闽

越和扬越，于是调集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统一岭南的战争。秦军经

过多年“不解甲驰弩”的艰苦征战，终于击溃了岭南越人的抵抗，完

成厂统一岭南的大业。然后按照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在岭南推

行郡县制，设置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实行封建统治。今钦州一

带属象郡辖地。当时岭南仍是地广人稀之地，其居民主要是土著

的西瓯、骆越人。今钦州一带远离郡的治所(象郡治所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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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在今越南北部，一说在今崇左县崇左镇)，秦王朝及其地方政

权的势力尚未触及远离郡治的越人地区。因而，钦州一带的越人

社会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仍然按照其发展进程缓慢地发展着。

秦末汉初，中原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秦

王朝摇摇欲坠，社会动乱不安。驻守在岭南南海郡龙川县的秦军

将领、县令赵佗乘机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秦亡后，自立为南越

武王。今钦州为南越国属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中原社会稳定，汉武帝遣使南越国，要其归附汉朝，被南越国丞相、

越人首领吕嘉拒绝。于是，汉武帝发兵二十万，一举平定了南越

国，统一了岭南，并将秦朝所置的三郡地析为九郡，今钦州一带属

合浦郡统辖。汉武帝继承了南越国赵佗所推行的“和辑百越”政

策，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统治政策，不触动当地越人原有

的社会制度，由其民族首领自治其民，以保持岭南社会的稳定。到

了汉末三国时代，钦州属吴国的合浦郡管辖，晋朝沿承之。南朝宋

大明年间(457—464年)，在今钦州境设置安京郡和宋寿郡，先属

越州，后属安州，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改属交州；至南梁武帝

普通四年(523年)，析朱寿郡设置安州，管辖宋寿、宋广、安京三

郡，又增置安平县、黄州；隶属桂州总管府。至南陈时代，安州仍管

辖宋寿、宋广、安京三郡和安平县、黄州，隶属广州刺史。封建王朝

的统治势力逐步深入钦州地区。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撤销安京郡，改为安京县。开皇十

八年(598年)改置钦江县，“令狐熙奏改安州为钦州”。《隋书·地

理志》云：“粱置安州，开皇十八年改日钦州。”州的治所在钦江县，

这是钦州得名之始。当时钦州统辖钦江、安京、内亭、南宾、遵化、

海安等6个县，区域包括今钦州、防城、灵山一带。隋炀帝大业三

年(605年)，改钦州为宁越郡，治所仍在钦江县，属桂州总管府。

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进一步深入钦州地区，中原文化亦随着

汉族的南迁而不断传入，促进了钦州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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