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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柳州市委书记刘知炳

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由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编写的《柳州大事记》出版了。这是柳州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件大事，是

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柳州这块土地，从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作为一个城

市，也经历了21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它的发展经历了曲

折的道路。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柳州各族人

民发扬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精神．爱我龙城，建我龙城，使各行各业

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在历史

的长河中，柳州人不畏艰险，世世代代开发柳州，建设家园，推动了历

史的前进。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史实需要记载，有大量珍贵资料需要辑

存，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同时也有沉痛的教训需要吸取。把本区

域的历史演变记录下来，把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过程载入史

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柳州大事记》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

的一部区域历史的资料性著述。

】



《柳州大事记》以编年的方式，起自远古，迄于1995年6月，纵向

记述柳州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大事、要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及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柳州人文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致脉

络。它的出版，为我们了解柳州的过去、柳州的现实提供了很有价值

的材料，为建设柳州、振兴柳州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为探索柳州这座

城市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历史的思索。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作出要

加强国情教育的指示，也就是要加强“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

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

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决策。爱国必

然爱家乡。《柳州大事记》让广大的干部、职工、学生及市民从大量的

史料中了解家乡发展的历史，领会“柳州精神”的实质，进一步培养建

设柳州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柳州大事记》又是一部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最实际的乡土教材。希望它在当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促进经济建设和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其特有自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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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柳州市市长赵玉林

柳州，是一座具有21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往昔“百越文身”

蛮荒之地，如今已成为广西重要的工业城市，跻身全国城市经济综合

实力50强的第2 7r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187个地级城市中

居第18位。是我国大西南交通枢纽和辐射全国的繁华商业城市。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柳州市还创建为全国“卫生城”、“双拥”模范城，并

被自治区命名为广西‘‘文明城”．国务院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柳州大事记》是以时间为经、综合柳州古今史料的一部专著。它

记载了柳州从古至今的自然、社会诸方面发生过的大事、要事和新

事，有行政区划变动、重要机构设置、重大自然灾异和生态变化、重大

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各项重要政策决定的颁布和实施、各种重要会议

的召开、重大外事活动和著名人物活动、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大成

就、发明创造和科研成果、文物古迹的发现等等。它象一幅多姿多彩

的历史画卷，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份宝贵财富。

近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报刊有不少介绍柳州历史的内容，而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这部《柳州大事记>，是史料比较全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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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编年体史著，可使读者了解柳州的历史发展大致脉络。《柳州

大事记》的出版，对于当前我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读了《柳州大事记》，我们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曾经拥有如此辉

煌的历史而深感自豪，对我们的前辈凝聚民放精神，发扬热爱乡邦的

高尚情操，油然而生敬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类的进步，历史

的前进，都是人们不断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的结果。《柳州大事记》也是我们开拓前进中的一面镜子，它对于研究

了解柳州的前天、昨天，把握今天乃至明天，无疑会带来有益的启示。

值此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之际，《柳州大事记》蚤寺出版，实为我市

一大盛事。希望肩负历史重任的乡亲们和支持柳州建设事业的朋友

们，从这本《柳州大事记》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让它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柳州的繁荣昌盛和各族人民幸福的

明天，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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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大事记》编写说明

一、《柳州大事记》是综合的区域资料性著述。纵向记载自远古迄

1995年6月柳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灾害

和变异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和新事，以反映其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大致

脉络。

二、《柳州大事记》以编年体记事，兼采记事本末及综合记述。事

件采录力求明古详今，文字简要。 ．

三、《柳州大事记》记载的范围，当代部分以市区(城区及郊区)为

主体，兼及柳江、柳城县1983年起划归市辖后的内容。古代柳州(郡、

州、路、府)政区辖境的大事则酌予记述。

四、《柳州大事记》中的纪年、数字、标点、计量等，均按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使用方法》等法规书写。地名

以当时名称记录，有变化者注以今名。

五、《柳州大事记》采用的资料，来自文件、档案、报刊及吏志书籍

等；经反复考订核实，取可资征信者录入。具体出处不再一一注明。

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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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

远古至清朝时期

(“柳江人”——1911年)

¨。

“柳江人"

1958年9月，市东南郊柳江县境的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柳江

人”化石。是迄今所知在中国以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代表

新人化石，具有蒙古人种主要特征。其年代约在距今5—4万年前。

白莲洞石器时代遗址

1956、1981和1982年在市东南郊都乐乡白面山南麓，先后发现

人牙化石，烧火堆遗迹，石、陶、骨制品及剑齿象等动物骨化石。为旧

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早、中期三期文化层，年代约距

今3万一7000年前。

鲤鱼嘴新石器时代遗址

1980年于市南郊大龙潭公园鲤鱼嘴发现代表4个个体人骨化

石、陶、石、骨器及犀牛等动物骨骼化石。两个叠压的文化堆积分别为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年代距今2万一7000年左右，即母系氏族公社

时期。

社湾坳新石器时代晚期石铲

1979年在市区东南隅社湾坳西江造船厂石山洞穴发现大石铲

两件，形制与桂南双肩石铲相类，可能是农业祭祀礼器。年代距今约
】



商一秦

4000年前，为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传说中尧舜时代(公元前2255—

2207年)中国划分为12州，今柳州市地属岭南，是“扬州徼外”之地。

商

(约公元前16—11世纪)

今广西地区当时有西瓯、桂国，曾向中原商王朝进献本地象齿、

翠羽等土特产。

西周

(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

周武王时，划定岭南地区为九服中有对周王朝进贡义务的藩服。

1982年至1986年，先后在市境五里卡废旧物资仓库、进德乡木

罗村发现西周青铜云纹角形器、铜戈、人面纹青铜匕首、圆形短柄青

铜器等文物。

春秋战国

(公元前770一前221年)

1982年至1986年，先后在市郊太阳村横山、五里卡废旧物资仓

库发现春秋时代青铜乐器变形蝉纹甬钟，战国时代铜戈、铜矛、青铜

乐器羊角纽钟等文物。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秦大将尉屠睢率兵平定扬越地区(今广东、广西)，置南海、桂林、

象3郡。今柳州市地属桂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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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一晋

西汉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建置潭中县。属郁林郡。县治城址位于今柳州市鱼峰区驾鹤山

附近。县境包括今柳州市(含柳江、柳城两县)、鹿寨、罗城、融安、融

水、来宾县及永福县部分。

新

天凤元年(公元14年)

改郁林郡为郁平郡，潭中县为中潭县。

东汉

建武(25—55年)年间

复郁林郡、潭中县名。

三国

孙吴凤凰三年(274年)

从郁林郡分出桂林郡，潭中县属之。

晋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

潭中县为桂林郡治所。郡统8县，20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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