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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我室根据国家教委制订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

纲(试用)))有关各地可以补充编写乡土史教材或当地氏族史教材的规定。

组织编写丁《柳州地区历史))，作为本地区各中学初一年级土、下两学期历

史教学的补充。

《柳州地区历史》基本土按照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比较系统地叙述丁

本地区的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经济文化和名胜古迹，

也简要地介绍丁本地区壮、瑶、伺、苗等几个少数氏族的来源及其风土人

情，刀求反映本地区的地方特色和氏族特色。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教育青

少年一代热爱家乡，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培养爱国主义的真挚

感情，立志献身四化，振兴中华。

本书史料翔实，内容广泛。各中学在使用本书时，教师们可以有选择地

将乡土教材内容穿插在九义教材的相关内容中进行教学;也可以集中一定

时间专题讲授乡土教材。乡土教材的教学时间，每学期 5 课时，两个学期共

10 课时为宜，不要过多增加教学时数而加重学生的负担。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曾得到中共柳州地委宣传部、柳州地委党支办、柳

州地区氏委、柳州地区档案局、柳州地区旅游局、修志办等单位的支持，以

及许多老同志的指导和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书中有不妥之处，恳请教师们批评指正。

柳州地区行政公署教育局教研室

199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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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们的先民

柳州|地区位于广西中部偏北，现由来宾、忻城、武宣、象外|、鹿寨、金秀、融水、融安、

三江等县和合山市组成。境内南部是壮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伺族、瑶族主要分布在北

部和东部。

在远古时代，柳州地区河流密布，森林茂密，气候温和，雨水充沛，自然资源丰富。

我们的原始先民在这里生活，既有可供栖息的洞穴，又有可供采集的植物、捕捞的鱼

虾、狞猎的禽兽，有极为丰富的生活资源。解放以来，柳州地区先后发现原始人类化石

和文化遗址多处，已成为我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寻访和研究古人类化石的重点地区

之一。到 1980 年止，在广西发现的 13 处原始人类化石遗址中，有 6 处是在柳州地区境

内。

【"柳江人"和"来宾人'】

在广西古人类化石发现中，最早的是 1958 年在柳江县新兴

农场通天岩洞中发现的"柳江人"。掘出一个完整的人头盖骨化

石。后来又在附近岩洞出土下胸惟、全部腰椎、四个慨骨、右颤骨

和左右股骨各一段。有关专家认为:除一段股骨属于另一个 40

岁左右的女性外，其余均属一个中年男性人体。 ι柳江人"比"北 柳江人头盖骨化J吕

京人"进步，但比"山顶洞人"原始，属于石器时代的古人类，距今

约 4 万多年。

比"柳江人"稍晚一些的，是 1956 年在来宾桥巩吁北面的膜麟山盖头洞里发现的

"来宾人"。发现一具人头化石(仅存颅底部分) .包括大部分上领骨和腾骨、右侧颤骨和

部分枕骨，三者不相连接。经科学鉴定，属于一个老年男性人体。因发现于膜麟山的溶

洞，故又称"膜麟山人"，距今约两万年。

除"来宾人"是人头化石外，其余发现均为大牙化石。这

些化石的发现多集中在柳江中游的柳州市、柳江县和红水河

中游的来宾县等地，这就表明:柳州地区有着适宜原始人类生

活的良好环境和丰富的生活资源，早在数万年以前，遍布了原

始人类活动的踪迹。

【石器和动物化石】

在发现人类化石的洞穴中.同时还发现大量的打制石器

和动物化石。如柳州市自莲洞出土的种类繁多的打制石器

中.有扇形、三角形、盘状形、舌形和长身圆形的砍砸器，也有

圆刃、平刃、凸刃、凹刃和多边刃的刮削器，还有手斧形、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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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尖状器。这些石器工具主要是采自河滩卫的砾石(鹅卵石)作

为原料，进行最简单的锤击加工而成。"来宾人"洞穴中也发现有用

石英岩作原料的打制石器多件。这些打制的石器工具的制造和使

用，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使人们

获得了较多的生活资料。

在远古时代，动物与人类密切相关。通过动物化石的鉴定可以

推断与之共存的人类化石的久远。这些动物化石中，如剑齿象、中

国犀等是绝种动物。在发现人类化石的洞穴中同时发现绝种动物

化石和打制石器，说明当时正处于旧石器时代。

大约距今 1 万年至 9000 年的时候，居住在柳州地区的人类已

开始步入了新石器时代。近 30 年来，柳州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的

文化遗址 40 多处，如来宾县的龙洞岩和岂拉洞，融水、鹿寨、柳江、

象州、武宣等县均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洞内

堆积层含大量的螺蜘介壳，常有磨制石器和夹砂、粗陶片出土。石

斧、石铸是相当普遍的生产用具，如柳江县出土的石镜、兰家村出

土的石斧、响水遗址出土的双肩石斧，都经过了磨制。陶器是人类
k铲

的主要生活用具。夹砂、粗陶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食物有了一定的剩余，说明当时

柳州地区的古人类已经进入了定居的农业生产的历史时期。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功人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柳州地区各县(市)就有

我们的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和繁衍。尽管是遥远的洪荒时代，但他们已卓立于禽兽之

外，点燃了手中的火把，照亮了柳州地区这块古老的大地。

2 

练习题:

一、选择:

在膜麟山发现的"来宾人"化石距今约( )。

A. 一万年

C. 三万年

二、填空:

B. 二万年

D. 四万年

1.柳州地区是我国研究古人类化石重点地区之一，到 1980 年止，在广西发现

的 13 处原始人类化石遗址中，有 处是在柳州地区境内。

2. "柳江人"是柳州地区最早的原始先民，是属于 时代晚期的人，

距今约 年。

3. 大约距今 1 万年至 9000 年的时候，居住在柳州地区的人类已开始步入

时代。



第二章悠久的历史

E西困人和骆越人】

柳州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我国长江以南、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是古代

越人活动的地方。古代越人是我国南方的古老民族，因分布地域广阔而有杨越、闽越、

回越、骆越之分，统称为"百越"。

最早居住广西的是"百越"中的西四人和骆越人"柳江人"和"来宾人"是他们的祖

先，今天广西地区的壮恫语族各族(壮族、恫族、布衣等族〉是西阻人和骆越人的后裔。

先秦时期，西四人大致活动于柳江以东、郁江以北、湘江以南和西江以西的广大地区;

骆越人分布于柳江以西和郁江以南延至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的广阔地带。在柳州地

区范围内，西阻人大致活动于柳江流域东部，骆越人活动于柳江流域以西的地区。他们

用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辛勤劳动，为开发柳州地区这块宝地而做出了贡献。

【秦统一岭南和汉置郡县】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即派 50 万大军，分五路进攻岭南，以完成祖国统

一大业，秦军在亡西北部遭到西回人的阻击。为解决秦军运粮和军队后援问题，秦始皇

派史禄开凿"灵渠"，把湘水引入漓江，把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连接起来。

公元前 214 年，秦军打败了西四人和骆越人，统一了岭南。秦朝在岭南地区设置了

南海郡(郡治番周，今产州、1)、桂林郡(郡治布山，今贵县)和象郡(郡治今崇左县境) ，委

派官吏，实行封建统治。柳州地区除今三江县属于黔中郡外，其余均属于桂林郡管辖。

秦朝又从中原调拨几十万汉族人民(包括众多妇女)移居岭南，与西回人、骆越人杂居。

从此，岭南各族正式加入了祖国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柳州地区也成为祖国版图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汉朝时期，柳州地区，除三江县属荆州武陵、坛成县地，鹿寨县中部和北部属荆州

零陵郡辖地外，其余均属于交州郁林郡(郡治今贵县) ，下辖潭中县(县治柳州市、包括

今柳州市、柳城、柳江、融安、融水、来宾的南部和象州部一部分)、中溜县(县治今武宣

县、包括今武宣、来宾县中部和北部、象州一部分)和领方县(县治今宾阳芦吁，包括今

合山市来宾迁江一带)。

E增设郡县和开发岭南】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汉王室在黄巾农民起义中倾覆，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

局面，今广西地区为吴国辖地。吴国设州、郡、县三级区域制。柳州地区大部分属交州桂

林郡辖地(郡治武安，今象州境内) ，统辖武安县、桂林县(今象州武宣)、潭中县(今柳

江、柳城、融安、融水、来宾、三江一部分)和中溜县(今武宣和象州、来宾一部分)。合山、

迁江一带属临浦县地，鹿寨属始武郡常安县地，三江西部属武陵郡坛成县地。

两晋时期，均设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域，柳州地区属广西桂林郡，下辖潭中县(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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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柳江、柳城、融水、融安、来宾、罗城、三江)、武熙县(今象州境)、桂林县(今象
州、武宣境)和中胃县(今武宣境)。

南北朝时，广西相继隶属于南朝的宋、齐、梁、陈。宋、齐时，柳州地区北部(今三江、

融安、融水)属于广州齐熙郡齐熙县(郡、县治均在融水) ，中部和南部属于佳林郡(郡治

今武宣县)包括潭中县(今柳州市、柳江、柳城、来宾)、武熙县(今象州县境)、桂林县(今
象州、武宣境)、中溜县(今武宣境)、龙刚县(今宜山、忻城)。今合山、迁江一带当时属领

方县。梁、陈时，柳州地区境内郡县设置有所增加，名称也有所变化，分龙州、东宁州、桂

州和石南州分辖各县。龙州(州治柳城)统辖马平、龙城两郡县;东宁州(州治融水)统辖

齐熙(今融水、融安)、黄水(今罗城境)两郡县;桂州辖象郡(郡治锥容、包括中渡) ;石南

州桂林郡(郡治阳寿，今象州境)辖阳寿、中溜(今武宣境)两县。郡县的增设，标志着这

些地区人口的增多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 360 多年间，我国北方战事频繁，南方相对安定，中原不少汉

族人民避乱南来，与岭南各族人民共同生活。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

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柳州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牛耕

得到推广，土地被大量开垦，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居住在偏远山区的各族

人民，已经同平原地区的汉人有较多的接触，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1980

年，在融安县大巷乡的安宁和大乐乡的崩冲发现两座南朝墓葬，出土文物有用滑石制

成的买地券、男女俑、猪、砚、杯以及瓷砚碗等，还有人物画像砖 60 余块，这些文物表

明，早在 1500 多年前的南朝时期，柳州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和地主阶级对土地

占有的欲望。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发展，柳州地区的制瓷、雕刻、冶炼、铸造等手工业的

发展已有了较高的水平，文化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柳宗元和柳侯祠】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进士

出身，曾做过监察御史。永贞元年(805 年) ，因参加翰林学士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失

败而被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 0 815 年又奉命改做柳州刺史， 819 年病故于柳州，享年

47 岁。

柳宗元治柳时间不长，但他能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在刺史的权力范围内实行社会
改革，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如废除奴俗，解放奴姆;破除迷信恶俗，提倡医学;

开荒凿井，劝农生产;兴办学校，提倡文化教育等，对开发柳州作出了贡献。

柳宗元有德于柳州，柳州人民世世代代敬仰和怀念柳宗元。柳宗元逝世后，柳州人

民于 821 年建成罗池庙纪念他。宋代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因而罗池庙也改名为柳侯

祠。柳侯公园内的四组雕塑群像，就是为了纪念他在柳州的四大贡献而作的。

现在的柳侯祠是解放后根据清代雍正年间的建筑形式重建的，是柳州著名的文物

古迹，成为后人学习和凭吊柳宗元的场所。祠内陈列着许多有关柳宗元的文物、图表、

史籍和国内一些著名书画家为柳侯祠而作的书画，以及有关柳宗元的古代石刻 3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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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荔子碑》的碑文为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撰，其内容是记叙柳宗元的政绩和

柳州人民对柳宗元的怀念，碑刻书法又出自宋代名家苏东坡之子，因此有"韩诗苏字柳

事碑"之称，号称"三绝碑"，历来为人们所珍重。柳侯祠附近还有后人重建的柳侯衣冠

墓，柑香亭和罗池等纪念建筑物。柳侯祠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羁朦制度和桂柳运河】

581 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隋初，在全国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后改为

州、县两级。柳州地区属扬州始安郡，辖象州(州治桂林，今武宣、象州境)和融州(州治

融水)。象州管辖象县(今锥容)、龙城县(今柳城)、马平县(今柳州市、柳江)、阳寿县(今

象州、来宾)、桂林县(今武宣象州县地) ，融州管辖义熙县(州县治今融水)。

618 年，李渊夺取了隋朝政权，建立唐朝。唐初，把全国分为十道，岭南道包括今广

东、广西地区。唐末，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又把岭南道划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广

西属于岭南西道(道治宣化，今南宁) ，下设桂、笆、容、三管，桂管(管治桂州，今桂林)统

辖柳州、融州、象州和严州。柳州辖马平县、龙城县、象县(今锥容)、洛曹县(今宜山、柳

城) ;融州(治融水)统辖融水县、武阳县(今融水境) ;象川、I (冶阳寿、今象州)统辖武化县

(今象州境)、阳寿县、武仙县(今武宣) ;严州、I (治来宾)辖归化、循德、来宾三县。以上各

州县均由唐王朝派官吏直接统治。另外，唐王朝对周边各族实行羁靡(音 1m1)制度，设

羁廉州县，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官吏，通过各族首领间接统治周边各族人民。芝州(治

忻城)和思刚州(今合山、迁江境异是唐代在柳州地区设置的两个羁廉州。羁廉州县的官

职可以世袭。羁廉州县一般不承担朝廷赋役，但要向中央王朝作象征性朝贡，并有为唐

王朝出征打仗的义务。这一制度的实施，客观上加强了边远地区同中原王朝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联系。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为进一步开拓岭南西部，加强对西南边疆

的控制，适应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 692 年，唐王朝在桂林和柳州之间开凿"桂柳运

河"沟通漓江和柳江的航运。运河位于临桂县境，也称"临桂运河"又因境内有相思

水，分流东西，流程约三里则同注入水塘，所以又名"相思域"。相思域的建筑工程，有分

水塘、分水闸、东西渠、陵门、涵洞、桥梁等。东西两渠是该运河的主要工程，东渠由分

水闸到蒋家坝，与良丰河汇合，长约 7. 5 公里，全为人工开凿;西渠由分水闸开始，曲回

南流，至永福苏桥与柳江支流洛清江相汇，长约 15 公里，其中从分水闸至链鲁陡一段

约 7. 5 公里，多为人工开凿。西渠经洛清江到鹿寨江口流入柳江，下可通黔江、同江、西

江、上可溯融江、达贵州。虽然桂柳运河的开凿，主要是出于统治阶级政治、军事上的需

要，但运河凿成后，既可通航，又可灌溉，客观上对促进柳州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

流.促进祖国南疆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维护祖国的统一，起过重要的作用。

【土司衙门和改土归流】

960 年，赵匡版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而建立宋朝，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

的分裂局面。 971 年，宋太祖派兵进攻广州，消灭南汉，统一岭南 ;997 年，宋太宗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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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岭南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西属于广南西路，路治桂州(今桂林)0"广西"作为

一个行政区域的简称从此开始。宋代实行路、州(府)、县三级区域制，柳州地域分属于

融州、柳州、象州和宾州管辖。融州(州治融水)管辖融水县、怀远县(今三江) ;柳州辖马

平县、柳城县、锥容县(今锥容、中渡) ;象州(州治阳寿)辖阳寿县、武仙县、来宾县。今合

山、迁江一带属宾州。今忻城县属于宜州忻城县，南宋时属于庆远府。今鹿寨、榴江一带

属静江府理定县(县治黄冕)。

北宋初年，仍参照唐代旧制，在广西西南偏远地区设置羁靡州县，其中柳州地区忻

城县羁康县。皇陆年间 0049-1053) ，壮族首领侬智高反宋起义失败后，宋王朝为进

一步加强对边疆羁麽州县的控制，在唐代羁廉州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司(土官)制度，分

封地方少数民族首领或权贵世袭州县官职。在土司管辖下，绝大部分土地为土官所有，

他们将土地计口分配给所属的嗣民耕种。恫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每年要向

土官缴纳租税、服劳役。忻城县莫氏土司不但强占农民的土地，而且侵吞了邻近土司的

领地，几乎把"三百里区域"的忻城变成莫氏的天下。现在仍然完整地保存着的忻城土

司衙门是莫氏八世土司莫镇威于明朝万历十年(582)兴建的，这是莫氏土司统治忻城

的历史见证，它为我们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依据。

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元初，广西地区属于湖广行省，元末分设广西行省。柳州地域

分为柳州路、象州路和融州路。柳州路(路治柳城)辖马平县、柳城县、锥容县，象州路

(路治阳寿)辖阳寿、武仙县、来宾县，融州路(路治融水.)辖怀远县、融水县、罗城镇。迁

江县(今合山、迁江)属于严州，忻城县初属庆远路，后属庆远南丹安抚司，鹿寨、寨沙一

带属于理定县管辖。

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朱元璋乘机篡夺农民起义的领导权，并于 1368 年，推翻元朝，

建立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派兵征两广。明军很快攻下广州，移兵广西，迅速建立了

明王朝在广西的统治。明朝将元朝的行省改为布政使司。广西布政使司辖十一府、三个

直隶州、 49 个县。柳州地区属柳州府，包括象州、宾州、马平、锥容、罗城、融县、怀远、来

宾、上林、迁江、武宣等 30 县。

1644 年，清军入关后迁都北京。顺治皇帝恢复行省建制。广西行省(治桂林)分十

一府，一个直隶厅(郁林)的两个直隶州(上恩和百色)。柳州府管辖马平、锥容、罗城、柳

城、融县、怀远、来宾、象州等八县。武宣县属当同州府，忻城县属庆远府，迁江县属思恩

府。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护落后的封建领主经济的土司制度，在桂西壮、瑶各族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沉重打击下，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清政府在原属土官统治下的

忻城等县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裁革原来各府、州、县土官的世袭官职，改由封建王

朝派遣流官(汉官)直接统治。这既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委任的

流官代替世袭土官，消除了土官统治独霸一方的割据状况，有利于边远地区各族和其

他民族的交流和往来，同时，改流也标志着以封建地主制代替了封建领主制，促进了社



会经济的发展。

练习题:

一、选择:

1.广西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简称是从( )。

A. 秦朝开始 B. 隋朝开始

c.唐朝开始 D. 宋朝开始

2. 秦朝在岭南地区设置三郡，当时柳州地区大部分属于( ) 。

A. 南海郡 B. 桂林郡 c.象郡 D. 黔中郡

3.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统治，建立土司制度是在( )。

A. 秦朝 B. 唐朝 C. 宋朝 D. 元朝

4. 开凿"灵渠"将湘水引入漓江: ( )。

A. 把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连接起来

B. 把长江水系与淮河水系连接起来

c.把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连接起来

D. 把珠江水系和柳江水系连接起来

二、填空:

1.最早居住在广西的居民是"百越"中的西回人和骆越人" "和

"是他们的祖先。

和 是唐代在柳州地区设置的两个羁麽州。

3.692 年，唐王朝在挂林和柳州之间开凿" 一一一一"沟通漓江和柳江的

航运。

三、列举:

列举柳宗元对开发柳州的四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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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光荣的斗争传统

柳州地区各族人民，不但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刻苦耐劳精神开拓了这块古老而悠

久的土地，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不朽的历史文化，而且他们富有光荣的斗争传统，

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为反对历代统治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陈进起义】

北宋景德年间 0004-1007) ，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壮族和其他少数民

族蔑称为"蛮"，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经济上实行残酷剥削。壮族和其他民族进行了不

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在柳州地区，有陈进领导的宜州(今宜山)起义?转战柳州地区各

县，影响颇大。陈进原为宋王朝驻宜州官军的一个将领，为人正、直豪爽，深受部下爱戴。

1007 年，宜州太守刘永规为修建衙署，大兴土木，不仅广征民夫，而且调用驻宜州官军

服役，驱使民工和军土挑石挖土，伐木抬树。稍有不意，即遭毒打。愤怒的群众在陈进的

鼓动和领导下，冲进州衙，杀了刘永规等官吏。义军占领宜州城后，公推判官州府长官

的行政助理卢成均为帅(后称"南平王勺，势力大增。宋真宗闻讯，心急如焚，即派官军

赶赴柳城，准备镇压。但是起义军声势浩大，占领怀远、先河等地后，挥师进攻柳城与官

军激战。官军战败，退守象州。卢成均、陈进等率领起义军 3000 多人，乘胜追击，很快进

驻柳州。经短暂休整后，沿江而下，连克象州、贵州(今贵县)、容县等地，准备进攻广州。

后因广州官军早有防备，遂回师占柳州、锥容

攻城 4ωO 余天不下。这时因卢成均动摇投敌，陈进被杀，余部 lωO∞O∞O 多人由黎育率领转战

桂北，最后被官军镇压，陈进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

【大藤峡壮瑶人民起义】

大藤峡位于广西中部黔江下游，介于武宣、象州、蒙山、桂平、平南、藤县之间，四山

环绕，绵亘数百里，是瑶壮人民聚居的地育。洪武年间 0368-1398) ，这里的瑶壮农民

曾掀起反抗斗争，杀死广西布政使司参议杨敬恭，后被官军镇压。 1456 年，瑶民侯大苟

率领万余人重新攻陷四邻州县，捕杀官吏，修仁、荔浦、平乐等县的瑶民和壮族人民热

烈响应，声势浩大。后来义军攻进梧州，杀官吏，开府库，放囚徒。明政府调北京、江西等

地官兵以及湖南永顺士兵、广西两江士兵，号称 16 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围攻大藤峡。

陆路自北面向象州、武宣方向进攻和自南面向桂平、平南进攻;水路从黔江上、下游同

时并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失败，万余人被杀，侯大苟英勇牺牲，始于 1375

年，止于 1539 年的大藤峡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E古田壮族农民起义】

明弘治五年(492) ，韦朝威等领导的古田(今永福县)壮族农民斗争，波及柳州地

区中渡、唐寨、锥容各地。 1520 年，壮族韦银豹、韦朝猛等继韦朝威之后，又率领壮族农

民起义，仍以古田为根据地，建立农民政权，还派兵四周出击，曾一度攻进省城桂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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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又攻下锥容，截断洛清江水道，为确保农民政权的安全和稳固。 1564 年，韦银豹等

率领起义军再次攻进桂林，杀死官吏，夺走库银四万余两，一度攻入灵川县城，运走库

银并火烧县库。又袭击昭平县城，杀死知县。起义军纵横驰骋摧枯拉朽，声势浩大，沉重

地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明皇帝大为震惊，于 1569 年任命俞大献为总兵，调集官兵和

士兵 10 余万，分兵七路围攻古田，屠杀 7000 余人，韦银豹、韦朝猛先后被俘牺牲。起义

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古田壮族农民起义，历时数十年，建立过农民政权，成为明代

中叶广西农民起义的中心。起义军先后转战于湘桂两省 10 余个州县，消灭 1σ多万明

朝军队，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它是我国古代由壮人领导的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

的一次农民起义，在广西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史诗。

["~IJ 马军"的英勇斗争】

明隆庆年间 0567-1572) .柳州地区的迁江北三，来宾北五和柳江三都、五都等地

壮族人民在壮族首领谭公柄的率领下，也高举义旗，掀起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谭公柄从小就听到韦银豹领导古田壮族人民起义的英勇事迹，非常敬佩韦银豹的

抗暴精神。

1545 年，马平县五都的农民因反抗明王朝的暴政和苛税而发动起义，两广总督张

岳调集汉土官兵，大举围剿马平县(柳江)五都农民起义。谭公柄为了配合五都起义军

作战，派出自己的农民队伍.，号称"到马军"，骚扰敌人后方，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牵制敌

兵力。"到马军"经过严格训练，他们擅长毒窍，箭无虚发。后来他们势力扩大到常以几

十人、百多人为一群，攻打州县，屡败官兵。数年之间先后进入广西来宾、武宣、平南、藤

县、贵县、南宁和广东的清远、三水等地。他们所到之处，擒杀残暴的土官和汉官，深得

民心，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

隆庆年间 0567-1572) .府江两岸和三嗣(今昭平、蒙山两县近桂江的山区)的壮、

瑶人民起义，反抗明王朝的统治。谭公柄率领北三壮族人民起义响应，先攻打来宾土官

黄元举，杀死明朝官吏和官兵 70 余人。后又组织了 3000 人的队伍，联络河塘韦宋武，

凭险据守，抵抗明军。新任广西巡抚吴文华闻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军事镇压对

策。 1577 年 12 月，吴文华派官兵进攻布咳、河池、合围北三"别马军"。由于敌人采取狡

猾的威迫和利诱手段，部分起义领导者接受招抚，并引狼入室，官军占据了河塘、布咳

等地，动摇了北三"~IJ 马军"的根基。谭公柄不得不率部退守古铁、穿岩、铜舰、卡来等险

要山岩。敌军又用大炮攻破山岩，义军死伤不少。此后，谭公柄不知去向， "Ell 马军"的反

抗斗争终归失败。

【八寨壮族农民起义】

来宾、忻城、上林三县交界的山区，周围五百余里.地势险要。这里曾有八个著名的

寨子，即思吉、周安、古卵、古蓬、古钵、都者、罗黑、剥丁等八寨。唐宋时属上林辖地，后

属迁江县，明清时复归上林县，解放后划归忻城县。这里居住着的两千多户的壮族人

民。早在元代，这里的壮族人民就组织起农民军反抗元朝的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具有



抗暴斗争的传统。明代隆庆四年，广西总督殷正茂在围攻古田之前，害怕八寨农民军前

来夹击，先把八寨分设两个土州分派向武(今天天等县西北〉土官黄九畴和那地(今南

丹)土官黄晒进行统治。万历八年(580) ，由于土官强占民田，奸淫民女，八寨人民奋起

抗争。农民起义军迅速发展到 1 万多人。他们赶走土官，夺回田产，攻破土官衙门，收缴

了官库财物，明王朝急派各路土兵及官军前往镇压。 10 万土官军分头并进，深入八寨

腹地，把八寨分割围困，屠杀了义军和人民群众 1 万多人。忻城土官第八代世袭土司莫

镇威，曾奉命带领土兵千余人从北面南下攻打八寨。因他镇压八寨起义特别卖力，曾杀

害农民军首领樊公宾，功居二等，万历皇帝特赏黄金十两，官阶由七品升到四品。八寨

壮族人民在官军土兵的联合围攻下终于失败。

震惊元、明、清三朝的八寨壮族农民起义，以数万之众转战广西宾州、恩恩、庆远、

横州、太平、柳州和桂林等州府地区，斗争持续 400 多年。其参加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

广，斗争时间之长，在我国少数民族斗争史上是罕见的。

练习题:

一、选择:

在我国古代，由壮族人民领导的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是(

A. 陈进起义 B. 大藤峡壮瑶人民起义

c. 古田壮族农民起义 D. 八寨壮族农民起义

二、填空:

大藤峡瑶壮农民起义始于 年，止于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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