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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阳地处祖国南疆，历史悠久，山河壮丽。我们的祖先在这块肥沃的土地

．上辛勤创业，建设家园，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历史文献记载。20世纪20年代以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县各族人民，英勇顽强，团结奋斗，终于迈进

‘了新时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将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载入志书，使之长存史册，激励后人，是人

民的愿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7

编修志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宾阳从明．清直至民国，都撰写有志书。

新编《宾阳县志》：不是旧志书的重复和补充j而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

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评价建国以来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依据，实事求是。

地记载宾阳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

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o ，， ，

，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志书，看到宾阳历史和现状的真实面貌；看到先烈们前，

赴后继的奋斗精神；看到人民群众气壮山河的伟大勋业；看到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同时，也看到

道路的坎坷和曲折，看到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所感悟，获得教益，把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

， 本志在六年多编纂过程中，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南宁地区地方态

指导小组的具体指导，部分兄弟县(市)的热情帮助，以及县直机关，自治

．区、地区驻本县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协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

《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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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宾阳县志’前设概述和大事记，后分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

。

人物、附录等篇。篇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分目。共8篇64章216节。
●

二，本志中县、州、郡的创建和变迁等条目，从甄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写起’
，

改区划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篇章，从清代末年写起，下限至1985年。少数

内容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 ．．

。

三，大事记所载大事，指本县的设置与变迁．重要活动、重大成就与失误、’重大灾情

等· ’’

，

●

四，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对民国及其以前情况的记述，一般从简，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情况，记述从详。为了突出地方特点，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记述从简，对具有

本县特色的问题，记述从详。 ，．．

’，五，按史家记人“生不立传黟的通例，人物志只选著名革命烈士和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

已故知名人士立传。在世名人y列表简介。对已故的劣迹昭著、影响极坏的人也酌选入志，

用作反面教材。
。

六，取材以县，地区，自治区档案绾资料稻中共宾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部门所提供材

料及专人采集、经过核实的材料为主。对明、清及民国所修州、县志，则取其精华并具翔实
，

～

性部分。
’

．

“

七，计量单位及货币，除注明外，胸为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及货币。1950年至1955年上
⋯

，

半年使用的人民币，已按1955年下半年后使用的新人民币折算。
’

一

八，民国及其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另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共宾阳，永淳地下党
、

活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清朝及其以前的月、日，系农历月、日，民国

及其以后的月，日，为新历的月，日．
一

九、距离以直线计算，唯县城至昆仑山取公路里程。历代疆域，用旧志记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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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朝
． 洪武元年(1368年)，征南将军廖永忠派遣副将杨景领兵从贵县进入宾州·(清·陆生

兰。‘宾州志’卷之十三·前事) ，

弘治二年(1489年)三月二十四日，忽然天色昏暗，狂风自西向北，骤雨迅猛，大雹如

鸡子，树木折断，禽畜伤亡，破屋损稼，击死牧童3人。(《明史》·五行志)
’

九年(1496年)三月，暴雨数日，四月又连续暴雨，山崩地陷，洪水泛滥，田禾受损，

堤岸，桥梁、道路多被冲决，近江民房多漂流。(明·郭裴：《宾州志》)·

万历十三年(1585年)郭蕖编纂完成《宾州志》四册。．

四十六年(1618年)大旱，民流离遍地，斗米银4两。(《金通志》)

四十七年(1619年)’旱灾为虐，赤地千里，民饥而死者大半。(《金通志》)。
’

． 清 ．，‘ 朝 ，

(以下各条，均据清·陆生兰：《宾州志》及民国·朱昌奎：‘《宾阳县志》。)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瘟疫流行。 ，，

六十年(1721年)六至八月旱，岁大歉，次年斗米钱500文，民苦饥。 ，

。

乾隆七年(1742年)八月，大水，滨江田禾淹没，武陵乡龙窟村房屋受损严重．

九年(1744年)十二月初六夜，大雨雹。

十八年(1753年)旱，斗米钱400文，民苦饥。

三十二年(1767年)旱，斗米价钱400文，人民饥饿。

三十四年(1769年)，瘟疫流行。

三十六年(1771年)秋大水，民房受损，沿江田地淹没。

同年，建宾阳书院。

三十八年(1773年)三至五月不下雨，田尽龟裂。六月大水，民房被毁，邹墟尤甚。 ，

同年，吴凤来编纂完成《宾州志略》一、二卷。
、

四十一年(1776年)秋至次年五月始有雨。

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至五月不雨，岁歉，次年谷贵，民饥，卖妇女。

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大雨，笔架山水涌出，冲东塘、龙龚等村。 ．

．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安南国王黎维祺，被属臣阮岳篡位，逃难广西，途经思陇。

次年清廷督臣孙士毅领兵进剿阮岳，征本州民夫运米，民夫死者十之八九。 ．

同年，瘟疫流行。，春，夏粮贵。

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初二日，大冰雪。

七年(1802年)七月大雨，邹墟水涨数尺；房屋崩塌，大桥墟尤甚。

．十二年(1807年)三月，大雨雹，飓风拔木，大桥、。六岭及黎塘潘山村尤甚。
、

十四年(1809年)舂夏旱，田龟裂，立冬后大雷雨，水暴涨。
’

、

二十年(1815年)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七日下雨，近江田禾被淹．‘

二十四年(1819年)十一月，雪积二三寸。
’

道光五年(1825年)正月，大风拔树。 -·

同年，张鹏展编纂完成《宾州志》二十四卷。 一

、

’

十三年(1833年)飞蝗入境。十四、十五年(1834、1835年)连年蝗虫飞蔽天日，禾麦

大受损伤，米价腾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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