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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是记载一县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它全面地反映

县情，为地方施政提供依据，它是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乡

土教材，也是研究各门学科的资料来源。它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阳朔县从清初开始，曾编写过4次县志。现

尚存有康熙十二年、道光十八年、民国9年，民国25年4部县志。旧县志最末一次编

修，迄今已有50余年之久。而这段历史，正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是正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继承和发扬修志的传统，编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历史赋予我

们的光荣使命。

阳朔县历史悠久，自三国吴甘露元年起，到现在已有1700多年的文明历史。阳朔风景

优美，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之美誉。阳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阳朔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阳朔

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取得r巨大的成就，也走过一些弯路，发生过一些失误。把这些载入志书，将使

人们获得教益，受到启迪。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修志部门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于1982年开始编纂新的

《阳朔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所记史实，均经广征博采，分析核对，去伪存真，力求实事求

是地反映县情。经过六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定稿成书。我们相信，《阳朔县志》的出版发

行，必将有利于人们了解阳朔，热爱阳朔，也将有利于人们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

论，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为振兴阳朔而贡献力量l

新编《阳朔县志》，得到自治区通志馆和桂林市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得到广西师范

大学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以及自治区档案馆等单位的热情帮助，得

到各乡(镇)党委、政府和县直属机关单位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所

有对本书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l

阳朔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8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内容包括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结

构形式分编、章、节、日，共计8篇53章，195节。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力针，政策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三，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记载时间上至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下至1985

年。部分内容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

四，按“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只选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对于

不宜立传者，编入《英名录》或《人物表》。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均按当时的

称谓载录，必要时加注。志中述说的“建国前后秒、 “解放前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

六、本志材料来自自治区、地区，县档案资料和正史、1日志，碑文、家谱，有关报

刊、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经核实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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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阳朔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桂林市区南面，地处东经110。137—110。407，北

纬24。387—25。04，之间。东与恭城县，平乐县交界，南与荔浦县相邻，西与永福县接

壤，北与临桂县、灵川县毗连。总面积为1428．38平方公里(合2“2570亩)。县城阳朔

镇距首都北京2317公里(公路里程)，距自治区首府南宁445公里。1985年全县行政区划

分为10个乡(镇)，110个行政村。总人口271739人， 其中汉族239288人，壮族30506

人，其他少数民族1945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0人。

全县地势东北部和西南部较高，属土山地带。自西北至东南的宽阔地带较低平，属岩

溶地貌。中部和东南部为丘陵地带。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区，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日照

充足。年平均温度19℃，日照1464．8小时。年平均降雨量1640．2毫米，蒸发量1377．2

毫米，相对湿度80％，无霜期300天以上。大自然为阳朔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境内资源丰富，石灰岩遍布，矿产有铅，锌，锰，铜等10多个品种，其中铅锌矿储量

在20万吨以上。野生动物以果子狸，穿山甲，憧嘴龟、獐香子最为名贵。金银花、百合、天

冬，马齿苋等100多种野生植物是常用的重要中草药。土特产有沙田柚，金桔，板栗、 柿

子以及苎(青)麻等，品质优良，驰名中外，每年均有大宗外销。孙中山对阳朔曾有“遍

地皆黄金也"之赞誉。

阳朔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秦朝，县境属桂林郡。隋朝开皇十年

(590年)始名阳朔，为始安郡地，历代沿袭使用。民国时期，属桂林专区。1949年阳朔解放，建

立人民政权，仍属桂林专区。1981年7月】日，经国务院批准，划归桂林市管辖．为市辖县。

阳朔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明嘉靖年间，壮族农民廖金鉴在永宁里举旗起义，从

者数千，斗争历时达20余年之久。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军途经县境时，+毁庙宇，打

偶像，许多群众积极参加。1926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阳朔县支部，开展了革命活动。抗

日战争爆发，阳朔青年积极参加学生军，请缨杀敌。1944年，中共广西地下省工委又在阳

朔组织抗日斗争，1945年2月，在大源乡建立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日本军

队侵占县境时，国共两党各自领导的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日军，战斗达17次之多。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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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县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斗争形式，配合南下大军于1949年11月25日解放全县。

阳朔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县境内，百里山川，奇峰四起，秀丽的漓江蜿蜒于丛山

之中。山水风光的最大特点，是山青，水秀、峰奇．’洞巧。山上古木丛生，浓荫盖顶，郁

郁葱葱，江水清澈如镜，游鱼历历可数，两岸景物倒影江中，美丽如画，山峰平地拔起，

形态万千，有的如龙、 虎、 马，牛，有的似老人、小孩，有的象少女，书童，含情脉

脉，维妙维肖，岩洞里，钟乳石琳琅满目，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全县分5大景区，’约有

60多个风景点。这些景区和名胜点多集中于漓江两岸，水陆交通十分方便。革命先行者孙

中山，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李先念、叶剑英，胡耀邦等，知

名人士李宗仁，以及胡志明、西哈努克、尼克松等37个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曾先后到

县游览。仅据1985年统计，到阳朔游览观光的共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37个国家的

旅游者319271人，华侨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729人，大陆境内的旅游者223728人。全县

旅游收入559万多元，其中外汇96万多元。

县属以农业为基础，主要种植水稻。1949年，全县产粮3123万公斤，平均亩产只有111

公斤。1951年8月开始土地改革，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土

改后，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粮食产量连年上升。1957年粮食总产量4133．5万公斤，比1949

年增长32．36％。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盲目求纯，急于求成， 生产

下降，经过调整，1964年以后生产才逐步回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农业生产受

到严重的影响。198】．年，按照群众意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加

上国家给售粮者以种种奖励，到1983年，全县粮食生产创新纪录，产量达到9787万公

斤，比1949年增长2．13倍，比1981年增长11．45％。随后，由于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加上

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比1983年下降。但1985年粮食总产量仍达到8865万公斤，农业总产值

6562万元，比1950年分别增长1．74倍和23．5倍，比1978年分别增长21．75％和35％，平均亩

产238公斤，人均有粮326公斤。

建国前，县内仅有数家手工业作坊。建国后，兴办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31个，集体

所有制工业企业57个。机械、化学、建材，印刷，瓷器、制糖、酿酒，食品，工艺美术等

工业企业初具规模。县香料厂生产的桂花浸膏远销西欧，供不应求。一些集体经营的企业

生产的工艺品如陶器，书画，制作精致而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城关乡陶瓷厂用境内原料

制作的朱泥陶茶具获轻工部全国美术装璜设计评比二等奖，仿唐三彩的陶瓷马深受外商

欢迎。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742万元，比1950年增长39．9倍，比1978年增长29％。

解放前夕，全县仅有商店337家，肩挑贩运的小商人亦为数不多。解放初期，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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