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州 县

全州县紧邻湖南省，扼中原进入岭南之要道，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地处湘江河谷，盛产稻

谷、花生、蒜头。特产湘山酒，为全国优质酒之一。石灰石储量丰富。距城东十三华里的蓑衣渡，为

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殉难处。

位置面积 全州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湘江上游。东北与湖南省零陵、道县、

新宁、双牌、东安等县交界，南与灌阳县毗邻，西南界兴安县，西与资源县接壤。县治全州镇，

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554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8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97 公里。总面积 4,021.19 平方公里，合

6,031,785 亩。计陆地 5,807,885 亩，占 96.3%；水面 223,900 亩，占 3.7%。

建置沿革 秦属长沙郡。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于其地始建洮阳县与零陵县（对

郡而言称小零陵），隶零陵郡。隋开皇十年（590 年）废洮阳、小零陵，置湘源县。五代晋天

福四年（939 年）置全州，改湘源县为清湘县。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改称全州路，属湖广

行中书省，清湘县不变。明洪武元年（1368 年）改为金州府；九年（1376 年）降为州，撤清

湘县并入之；二十八年(1395 年)改隶广西桂林府。清因之。民国元年(1912 年)改全州为全县。

1959 年，改称全州县。

行政区划 现辖城郊、枧塘、永岁、大西江、龙水、才湾、成水、凤凰、安和、朝南、两

河、白宝、东山（瑶族乡）、蕉江（瑶族乡）、文桥等 15 个乡，全州、黄沙河、庙头、绍水、

石塘 5个镇。共 274 个村民委员会，8个街委会，4,250 个村民小组。

县治全州镇，1984 年共 6,570 户，29,311 人。

人口民族 1983 年，全县人口 673,251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67.5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 9.26‰。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汉族 634,496 人，占 96%；瑶族 25,068 人，占 3.94%；

壮、回、苗、彝、侗、水、满、仫佬、毛难等族和华籍越南人共 1,007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第二次

人口普查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88680 98303 111133 145538 64.12 48.05 30.96

总 人 口 317050 339098 443985 660571 108.35 94.80 48.78

性别

构成

男 191722 240733 350237 82.68 45.49

女 147376 203252 310334 110. 57 52.68

地区

构成

城 镇 18350 13027 25619 28448 55.03 118.38 11.04

农 村 298700 326071 418366 632123 111.62 93.86 51.09

自然条件
地 形 县境西北、东南、南面高山环绕，其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中部为丘陵，沿湘

江两岸形成一狭长地带延伸至兴安隘，向称湘桂走廊。境内广布中小独耸石灰岩山岭，尤以东

部特多。

山 脉 境内山脉分属越城岭、都庞岭和海洋山系。越城岭山脉绵亘于县西北，在境内长

达 80 公里，群峰高耸，山谷幽深，海拔多在 1,300－1,700 米之间。最高峰真宝顶，海拔 2,123.4

米，为广西第二高峰，屹立在与资源县交界处。依次尚有云山，海拔 1,984 米；钩挂山，海拔

1,968 米。东南是都庞岭，海拔在 500-1,200 米之间，主峰为九狮岭，海拔 1,292.5 米。南面

为海洋山系，以宝界山最高，海拔 1,936 米，其次有金凤岭，海拔 1,627.8 米。

河 流 属长江水系。干流湘江自兴安县界首入境，从西南向东北斜贯境内，中经 8 个乡

镇，长 105 公里，北流湖南。较大的交流有：灌江、新富江、长亭河（又名梅溪河）、建江、

鲁塘江、咸水河、白沙河、长乡河、万乡河、洮水、宜湘河等 13 条，总长 450 公里。平均总

流量为 304.1 立方米/秒，呈羽状分布，皆汇注湘江。除湘江和灌江外，各河均发源于县境内

越城岭和海洋山系的崇山峻岭之间，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全县水能总蕴藏量 25 万千瓦，

可开发 11 万千瓦，已开发 1.8 万千瓦。本县为全国一百个基本实现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

气 候 属岭南亚热带季风区，太阳辐射量历年平均值为 101.45 千卡/平方厘米，年日照

时数 1,535.4 小时，年日照百分率为 35%。历年平均气温为 17.9℃，1 月平均气温 6.4℃，7

月平均气温 28.5℃；极端最低温度-6.6℃，极端最高温度 40.4℃。年平均无霜期 299 天，初

霜历年平均出现日期为12月10日，终霜历年平均出现日期为2月1 3日。年平均降雨量1,506.4

毫米，年平均降雨日 164 天。

由于地处湘江河谷北端的喇叭口，冷空气侵袭频繁，以致一年之中，春寒阴雨时间长，夏

季西南风盛行，多暴雨、洪涝，常有秋旱，寒露风来得早，尤以秋旱和寒露风最为严重。1957

年至 1980 年的 24 年中，有 18 年出现秋旱，机率达 7.5%。寒露风历年平均出现日期为 10 月 2

日，但 1967 年 9 月内却 3次提前出现寒露风，持续 15 天。此外，大风、冰雹、湿害等对农业

生产也有一定的危害。



土 壤 全县有水稻土、红壤、黄壤、黄棕壤、山地灌丛草甸土、石灰土、紫色土、冲积

土等 8 个土类，19 个亚类，64 个士属，174 个土种。水田有潴育型水稻土 293,091 亩，盐渍

性水稻土 195,568 亩，淹育型、潜育型，沼泽型、矿毒性水稻土共 68,040 亩。潴育型水稻土

熟化程度高，结构好，通风爽气，适应禾苗生长。盐渍性水稻土呈酸性反应，水稻产量较低。

旱地以红壤、黄壤、红泥土、砾石红土为主，适宜红薯、花生、玉米等农作物和果木的种植。

资 源 植物：全县林用材有松、杉、樟、柏、苦楝等树种；柑桔、油茶、茶叶、枣树、

白果等经济林木及毛竹、厘竹、筋竹等竹类；还有桔梗、厚朴等药材。野生动物：兽类有稀有

珍贵的毛冠鹿、林麝、短尾猴，金猫和穿山甲等 20 多种。鱼类、水产有鲤、鲢、斑鱼、塘角

鱼、龟、鳖等 20 多种。经济昆虫有蜜蜂、桑蚕等。矿藏有铅、锌、钨、锡、铁、锰、煤、钾

长石、大理石、水晶、石灰石等 20 多种，其中石灰石储量最丰富，锰、煤分布较广。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24,286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7.6 倍，比 1978 年

增长 46.3%，比 1982 年增长 4.6%。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 7.9%。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78 年

以来递

增率%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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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2801.9

1832.3

31.7

452.1

475.6

10.2

100

65.39

1.13

16.14

16.97

0.37

10560.2

6899.8

179.5

1804.5

1658.3

18.1

100

65.34

1.70

17.09

15.70

0.17

16245.7

10163.6

365.7

3347.9

2329.6

38.9

100

62.56

2.25

20.61

14.34

0.24

17520.9

10079.8

392.0

3832.7

2629.8

86.6

100

60.38

2.24

21.88

15.01

0.49

525

477

1137

748

453

749

65.9

53.3

118.4

112.4

58.6

378.5

7.8

41

7.2

14.5

12.9

122.6

107

8.9

16.9

16.3

9.7

36.8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733,717 亩。其中水田 556,699 亩，旱涝保收田 397,500

亩。农业人口 632,311 人（劳动力 255,233 人），人均耕地 1.16 亩。有各种农业机械 4,784

台，计 76,180 马力，为 1966 年的 7.3 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332 台，12,629 马力；手扶

拖拉机 1,561 台，18,618 马力。每百亩耕地占有 4.3 马力，机耕面积达 24 万多亩。随着农业

技术改革，品种改良和水利设施改善，水稻种植由一季改两季，粮食增产幅度较大。1983 年，

粮食总产量 61,297 万斤，比 1978 年的 50,313 万斤，增产 10,984 万斤，比 1981 年增产 7,940

万斤，比 1982 年增产 2,881 万斤。全年征购量 13,840 万斤，占总产量的 22.6%。1978 年以来

五年间粮食递增率为 4%。

全县还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1983 年种植黄红麻380亩，年产 518担；1984 年增加至 4,633

亩，11,846 担。大蒜 1983 年种植 7,900 亩，产蒜头 25,000 余担，蒜苗 30,000 多担；花生 25,689

亩，年产 37,084 担；晒烟 2,588 亩，年产 3,828 担；黄豆 23,063 亩，年产 26,423 担；生姜



612 亩，年产 9,755 担。其他甘蔗、马蹄、罗汉果等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有增长。

林 业 现有宜林面积 360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59.7%。有林面积 189 万亩，占宜林面

积的 52%。森林覆盖率为 24.26%，立木蓄积量 198.85 万立方米。近年来，农村宜林山岭实行

承包，效果很好，1983 年造林 5万多亩。全县有坡度 5－15 度的宜果荒山 20 万亩，适宜柑桔

类的生长，现已种植柑桔 3.8 万亩。种茶叶 7,926 亩，年产茶叶 5,452 担。年产油桐籽 5,500

担。其他山苍子，松树籽，白果均有相当数量的出产。

牧 业 1983 年，全县有耕牛 74,797 头。饲养生猪 460,391 头，出栏肥猪 216,255 头，

年末存栏 244,136 头。石塘镇有远近闻名的牛圩，每逢 3、6、9日均有数百头耕牛上市。

副 业 农民除饲养家禽、牲畜外，还从事加工木器家具和铁器小农具、编织竹器、采矿、

运输、建筑等副业。尤以建筑材料工业和建筑队伍发展迅速，建材业的砖、瓦、灰、沙、石销

往区内外，建筑队伍足迹遍及全区和云、贵两省。

渔 业 全县山塘、水库有宜养鱼水面 37,000 亩，现已养鱼 18,254 亩，年产成鱼 14,162

担。稻田宜养鱼水面 40 万亩，现巳养鱼 19 万亩，年产鱼 11,601 担。江河捕捞年产约 500 担。

县内有国营鱼种场 1个，职工 19 人，以养殖鱼苗为主，年产鱼苗约 600 万尾，向集体、个人

提供各类鱼苗。

土特产品 湘山滔：采用优质大米，加该厂特制小曲，精心酿造勾兑而成。酒色清亮透明，

落口甘冽，饮后回肠荡气，香留齿颊，具有小曲米香型风味，3次被评为国家优质酒，获国家

银质奖。1983 年产 2,105 吨，最高年产量 2,500 吨（1981 年）。

湘山酒厂

禾花鱼：本县有名特产。稻田插秧半月后，将禾花鱼苗放养田中。鱼食禾花后，体肥质美，

肉嫩细滑、骨软无腥味，蛋白质含量高，乃鱼中珍品。1983 年，全县放养面积 19 万亩，年产

11,601 担。自 1978 年以来每年递增率 36.8%。每年 6月底至 10 月集市均有出售。

五香豆腐干：用优质黄豆，丁香、三鼐等香料，精工制作而成。质薄、透明、冒油、芳香。

可存放 2~3 个月，为饮茶下酒之佳品。清代曾列为贡品。

蒜头、蒜薹：蒜头除食用外可入药，有杀菌、抗菌作用。嫩蒜薹为家厨佳品。县产蒜薹、

蒜头远销东北及港澳地区。

红辣椒：形如毛笔尖。可醃酸制酱或制干粉，富含维生素 A，食用适量能健胃。国家每年

收购干红辣椒 2,148 担。

蜜柑：为引进之优良品种。多汁，少籽或无籽，瓤瓣排列紧密整齐，色泽美观，其味浓甜，



营养丰富，亦为加工糖水罐头的最好原料。树皮、果皮均可入药，具有下气、调中、化痰、醒

酒等功能。全县年产约 11 万担。

红瓜子：产于城郊、枧塘、石塘、凤凰、白宝、两河、安和等乡镇。年产量达 234 万斤。

以颗粒饱满、色泽红亮、果仁香脆见长。

金银花：即忍冬。有清热解毒等作用。主治外感咳嗽、肠炎、菌痢、败血症等。产地遍及

全县，以东山、白宝、安和等乡较多。年产干品 200-250 担。多系野生，近年亦有人工种植。

山苍子：别名山鸡椒。因多在三伏天采集，俗称三伏椒。有强烈香味，用它制出的油是食

品香精和化妆香精的主要原料。花、叶、果均可入药，能祛风散寒，理气止痛。产地遍及全县，

多系野生，亦有人工裁植。国家每年收购山苍子油 300 担左右。

白果：果仁可吃也可入药，具有敛肺定喘之功，治痰哮咳嗽、遗精、带下、小便频数等症。

种子含有氢氰酸、组氨酸、蛋白质等。最高年收购量达 2,000 担，一般约 600-700 担。

松脂：加工提炼出松节油，可用于化工和医药。余下的透明固体亦是制作油漆、肥皂、纸

张、火柴等的原料。年产约 6,538 担。

晒烟：全州晒烟向以叶厚、色黄、味浓而闻名。是制造香烟的上等原料。盛产于白宝、城

郊等乡。年产量约 5,000 担。

红水豆豉：自古为家厨调味佳品。销售灌阳、兴安等县，并与昭平“黄姚豆豉”争美于桂

柳一带。原料以泥豆为上品，黑豆、豇豆次之。洗净蒸熟后，加入适量的青矾，经人工发酵后，

再淘汰杂质，曝晒再蒸而成。从事此事多系个体，故产量无法统计。

水 利 解放前，全县仅有山塘蓄水，有效库容仅为 797 万立方米。1983 年止，全县兴建

中型水库有石枧、磨盘、五福、源口、易家、天湖等 6座，有效库容为 11,767 万立方米，其

中天湖水库为电站群调节水库。小型水库共 61 处，塘坝工程 1,745 处，有效库容 6,681 万立

方米。引水工程 2,185 处，开凿渠道总长 457 公里，引水总流量为 66.88 立方米/秒。其中灌

江渠道流经 6个乡镇，流量达 25 立方米/秒，并在该渠道末端的五里坪建有装机容量为 4.720

千瓦的五里坪电站。全县水库、塘坝总计有效库容达 1.8 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 43.7 万

亩，占现有水田总面积的 78.94%。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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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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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21

17

4

100

80.95

19.05

6041

3747

2294

100

62.03

37.97

6966

4509

2457

100

64.73

35.27

6765

4104

2661

100

60.67

39.33

32114

24041

66425

11.98

9,52

16.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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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乡镇企业产值未计入工业总产值中。

1949 年，县内只有手工操作的铜、铁匠铺，豆腐坊、染坊和 1家装机容量 40 千瓦的私营



火电厂。至 1983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锰粉厂、矿业公司、水电站、火电厂、氮肥厂、化工

厂、农械厂、水泥厂、罐头厂、酒厂等 42 个。共有职工 5,096 人，产值 5,683 万元，占全县

工业总产值的 84.01%。其中氮肥厂有职工 536 人，日产合成氨 22 吨，碳酸氢氨 80~100 吨，

年产值 376.4 万元。湘山酒厂生产的湘山酒，三次被评为国家优质酒，荣获 3枚银牌，挂青酒

被评为自治区优质酒；黄酒“蜜味思”一问世，便步入世界博览会和香港市场。化工三厂近年

来扭亏为盈，年创利润 40 余万元，生产的立德粉畅销国内外。罐头食品厂生产的蜜柑、菠萝、

小竹笋等罐头，远销长江以北各省市。

1983 年底，县管集体企业 21 个，职工 1,639 人，产值 1,026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15.17%；乡镇企业 639 个，职工 14,038 人，实现产值 2001.68 万元。

电力：全县共有大、小水电站 296 座，总装机容璧 18,100 千瓦，其中 1,000 千瓦以上的

3座，共装机 9,920 千瓦。还有 3,000 千瓦火电厂 1座。1983 年发电量总计 5,668 万度。此外

正在兴建中的大渭洞水电站，装机容量 2,000 千瓦。

交 通 公路：1983 年共有公路 181 条，全长 1,150 公里。通往县外、省外的干线公路有：

桂（桂林）黄（黄沙河）线，通往湖南省，在县境长 72 公里；全（全州）二（平乐二塘）线，

县境长 46 公里；白（白水）永（湖南道县永安关）线，全长 19 公里；石（石塘）界（兴安县

界首镇）线，长 27 公里。支线公路有：全州镇至大西江、全州镇至七宝坑、黄沙河至紫岗煤

矿等。各支线均与桂黄、全二干线连接，构成以县城为中心的交通网。全县现有各类汽车 455

辆，各乡、镇均通班车，85%以上的村民委员会可通汽车。班车每日往来于桂林、兴安、资源、

灌阳等县和湖南省零陵、道县以及县内各地。1983 年客运量 2,803,190 人次，货运量 30 万吨。

铁路：湘桂铁路在县境长 88 公里，设有 10 个火车站。其中全州火车站和黄沙河火车站，

为桂北和湖南省邻近县物资中转集散地。

航运：从前湘江是主要水运线路，北航可至长沙、武汉等地，南溯经灵渠可转入漓江；春

夏汛期，沿灌江可上航灌阳县，水运向称便利。建国后，由于在距全州县城东 5公里处和下游

湖南省东安县境内的湘江上建有拦河堤坝，帆船不能航行，但仍可流放竹、木排筏。灌江亦因

在两河乡白水村建有拦河堤坝，不能航运。

邮 电 1983 年，县邮电局辖两个支局，15 个邮电所。全县已有 95%的村点通邮，农村电

话线路 800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9 条，安装自动电话 600 门，单机 523 部。

商 业 1983 年，有商业网点 3,201 个，从业人员 8,257 人。其中国营网点 188 个，从业

人员 1,315 人；集体商业网点 156 个，从业人员 320 人；供销合作系统 69 个，从业人员 1,586

人；农村代购代销点 241 个，从业人员 294 人；个体有证商业踊点 2,547 个，从业人员 4,742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8,436.0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1%。集市贸易额 1,927.64 万元。

财政金融 1983年财政收入1,789万元，财政支出1,691.8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1,840.7

万元，为 1978 年的 3 倍。其中农民存款 661.8 万元，为 1978 年的 25.4 倍。农贷发放 737.3

万元，比 1981 年多发放 477.7 万元，累计收回 659.4 万元。

人民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以种养为主的多种



经营，农民经济收入增加。1983 年全县人均有粮 910 斤，比 1978 年增加 110 斤．农民人均收

入 277 元。全县机关事业单位人均月工资 66.5 元（包括奖金和补贴），企业职工平均月工资

60 元（包括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39.93%。集体企业职工平均月工资 55.15 元。人民

生活有明显的改善。1983年全县销售自行车9,385辆，比1978年多销6,241辆；手表销售10,053

只，比 1978 年多销 7,553 只；缝纫机销售 5,362 台，比 1978 年多销 3,927 台；电风扇、收录

机、电视机，洗衣机等高档商品销售与 1978 年相比，均成倍增长。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以前，全县仅有中学 3 所，10 班，教师 39 人，学生 398 人（其中缺私立

宏达中学师生及班数）；高小 29 所，初小 597 所，学生共 15,417 人，教职工共 726 人。1983

年有中级师范 1所，学生 183 人；农业中学 4所，学生 358 人；职业班学生 40 人；普通高中

6所，学生 3,627 人；初中 70 所，学生 19,323 人；小学 278 所，教学点 884 个，学生 89,106

人；幼儿园 1所，独立班 38 个，入园儿童 2,662 人。共有教职员工 5,521 人（包括民办教师

2,102 人），中学教师中，大学本科毕业的 156 人，专科毕业的 413 人；小学教师中大专毕业

的 10 人，中专 520 人。其中被评为自治区模范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各 1 人。1980-1983 年

高中毕业生 8,292 人，升入大学 968 人，升入中专的 1,275 人。

科 技 全县有农科所 1个，县科协辖乡、镇科普协会 11 个，还有财经、会计、珠算、中

医、教育、护理、土木建筑等 16 个学会。1972-1983 年科研成果 39 项，其中获自治区科技成

果奖 3项，如《全州县建江沿岸安和公社森林生态调查报告》，获 1980 年自治区科技成果奖。

评定技术职称的有：(1)各类技术员 275 人；(2)助理农艺师、助理工程师等 162 人；(3)工程

师、农艺师等 26 人。

文化艺术 现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16 个；图书馆 1个，藏书 11 万册；县城有电影

院 3 家，另有电影放映队 174 个（其中民办 154 个）。桂剧团 1 个，曾创作《建新房》、《闯王

司法》2剧，获自治区奖。新华书店 1个，发行点 19 个。广播电视局辖乡镇广播站 18 个，电

视差转台 6座（单位办的 5座），其中县差转台覆盖面约 20 公里。

卫 生 1949 年，有县医院 1个，医务人员 28 人，无病床。1983 年底有县人民医院、中

医院、妇幼保健院、防疫站各 1个，乡镇卫生院 18 个（其中 3个为中心卫生院），卫生学校 1

所，农村合作医疗室 270 所，联合诊所 34 个，学校医务室 7 个．全县有病床 527 张，主治医

师（含主管医师）20 人，医师 217 人，护师、药剂师、检验师等 18 人，受过专门训练的接生

员 233 人，农村卫生员 712 人，联合诊所医生 148 人。全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 68,255 人，占

已婚育龄妇女 84,616 人的 80.6%。有 2,062 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体 育 县有业余体校 1所，教练员 5人。中、小学专职体育教师 45 人。被评为自治区业

余体校优秀教练员 1人，全国业余优秀教练员 1人。从 1957-1983 年向自治区输送各类运动员

9人，向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学员 17 人。1965 年自治区中学生乒乓球基层队赛，获男子团体

第一名；1981 年区业余体校篮球赛，女子获第一名；1983 年自治区传统乒乓球赛，男子获团

体第一名。1959 年自治区马拉松赛，陈业绚获第一名。1960 年中南 7省区田径赛，秦义香获



1 万米单项第一名。1981 年全国航空模型通讯赛，伍小杰获二级牵引第一名。县城每年举行各

类球赛、棋类比赛。1978 年建成屋架为金属结构、占地面积 1,660 平方米的体育馆，可容纳

观众 3,000 人。同年 9月，全国丙级篮球赛在该馆举行。

文物胜迹
湘山寺 始建于唐至德元年（756 年），位于县城西隅湘山之麓，面临罗水。清初著名画家

石涛曾在此出家。寺已毁，尚存飞来石、洗钵泉、妙明塔、石雕等。妙明塔建于宋元祐元年(1086

年)，高 7级，塔顶呈葫芦形，内外镀黄白二金，巍峨壮观。塔后石壁上刻有兰花一幅，传为

石涛所画。石雕释子、麒麟、巨龙、龟、鲤鱼、青蛙、等 20 余尊，均就天然岩石锲刻而成，

刀法娴熟，刻工精湛，或卧或嬉、戏潜或跃，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堪称罕见之艺术珍品，惜

未得到保护。

妙明古塔

梅子坳古墓群 在咸水乡梅子坳山下，有汉、晋古墓百余座，其中有 20 余座各占地 80 平

方米的大墓。属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炎井温泉 又名热水凼，在大西江乡，距县城约 100 华里。面积约 1亩，水深 3尺余，白

沙底，泉自沙底涌出，若沸汤，恒温 40℃。隔堤有冷泉，浴者畏热可注入冷水，调节水温。

四季可浴，浴之可消毒去痒，治风湿、皮肤病。寒冬热气云蒸，远望若烟雾缭绕。

蓑衣渡 距城东 13 华里。河面狭窄，水流湍急，地势险要。1852 年 6 月，太平军北上，

与清军在此激战，南王冯云山中炮受伤，殉难于此。

大塘富烈士纪念塔 在朝南乡，距县城 24 公里。系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及第一大

队 17 位烈士之陵墓。1957 年建，占地 350 平方米，砖石水泥结构，塔高 8.5 米，上镌“大塘

富烈士纪念塔”。陵墓依山傍水，庄严肃穆。

燕子窠搂 在永岁乡石头岗村，为明正德六年（1612 年）工部侍郎蒋淦所建门楼，迄今

470 余年仍安然无恙。因巧构如燕窠，故名。楼高 12 米，宽 8米，上 4层下 3层，上宽下窄，

四周无任何依托，只凭 4根并列木柱高擎，楼上均系弓字形木榫环环紧扣，衔接雨成，无一颗

铁钉木梢。为罕见的古建筑，是县重点保护文物古迹之一。



著名人物
文庄 唐崇慤 滕东源 文庄(1898－1927) 字临之。东山乡斜水村人。1926 年在广州中

山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参与出版刊物《支部生活》。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9

月，受党派遣与唐崇慤(1900－1927，字子俊，今城郊乡矮山脚人）、滕东源（1902-1927，今

城郊乡滕家村人）及灌阳的蒋赤槐、张南雄等 5人前往湖南省祁阳县从事军运工作。在与该县

地下党同志于浯溪寺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文庄作《军事与政治报告》。因坏人告密，被反动派

逮捕。在狱中遭严刑审讯、威迫，5 人始终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3日后，文庄等 5 位

同志先后惨遭反动派枪杀。

冯云山殉难处

蒋昌斌(1920－1948) 两河乡马皇塘村人。1944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参加全

州武装起义。19481 年 6 月 5 日在马皇塘后龙山坡叛徒谋害。

蒋光密(1921－1948) 化名唐剑。石塘乡紫岭村人。1948 年 3 月在灵川游击队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8 年 3 月 31 日，于灵川大源山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蒋继璘(1923－1947) 女。龙水乡金田村人。小学教师。1946 年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青

年、妇运工作。1947 年参加全、灌武装起义，随军转战于灌阳、江华县边境各地。因坏人告

密被捕，经多次刑审、诱逼，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47 年 9 月 15 日惨遭反动派杀害。

杨庆祝(1923－1949) 凤凰乡汪家村人。1947 年在广西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派

遣回全州，发动武装起义，任全灌人民自救团副团长，后任越城部队副队长。1949 年 3 月在

兴安县会龙乡田文村，被国民党军队和自卫队包围，突围时不幸牺牲。

蒋在球(1929－1984) 又名蒋新友。城郊乡清水村人。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被

评为县、地、省和全国劳动模范。1952 年赴苏联参观。获中南区农村部奖章、奖状，历任乡

长、乡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社长、人民公社管委会主任、副书记。曾当选为全国第一、二、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蒋冕(1462－1532) 字敬之，号敬所。县城北隅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进士。官

至礼部、户部尚书及文渊阁、武英殿、谨身殿等大学士、太傅。武宗崩，与首辅杨廷和协诛倖

臣江彬。辅世宗，遣宫中锦衣、内监、杂役、妇女 10 万余人；免漕粮 150 万担。后代首辅，

旋告归。谥文定，著有《湘皋集》。

石涛(1642－约 1718) 全州人。清初画家。原姓朱，名若极。明藩靖江王朱守谦后裔，出



生于桂林，明亡后，随母逃至全州，在湘山寺为僧，法名原济，亦作元济（后人误传为“道济”）。

石涛为其字，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老人等。中年住南京，晚年定居扬州，卖画为生，

擅画山水，兼工书法和诗，并擅园林叠石。所画山水、兰竹、花果、人物，讲求独创，意境苍

莽新颖，一反当时仿古之风。对扬州画派和近代、现代中国画影响很大。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及后人所辑《大涤子题画诗跋》等。

谢济世(1689－1756) 字石霖，号梅庄。万乡桥渡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进士。雍

正四年（1726 年）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即因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虐罪，被谪戍边陲阿尔泰。

雍正七年（1729 年）因著书“毁谤程（程颢、程颐）朱（熹）”获罪，是清代文字狱中广西人

受害者之一。乾隆元年(1736 年)赦还复官，授江南道御史，后改任湖南粮储道，任内廉知衡

阳知县李澎、善化（今长沙）知县樊德贻贪赃虐民，仍不避权贵，依法劾治，湘人称“小包公”。

蒋良骐(1723－1783) 字千之，石岗人。清代著名历史编纂学家。乾隆十六年(1751 年)

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编纂，鸿胪奇、太仆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所著《东华录》

为研究清史重要资料，至今仍为史家所重。

陈永秀(?－?) 号满庭科，安和下江南村人。1852 年，洪秀全挥师长江中下游后，陈组织

起义，并率部与天地会领袖朱洪英、胡有禄部会合，克灌阳城，斩清崇顺司巡检娄泰、把总潘

荣胜，建号升平天国。朱、胡殉难后，陈率部转战湘、桂各地，克城 20 余座，诛清将及地方

贪官数 10 人，威震湘、桂。

赵炳麟(1876－1932) 原名竺垣，号清空居士。绍水乡人。18 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

曾参加康有为“公车上书”及保国会。提倡加强练兵，防范倭寇。迁福建、京畿道监察御史，

后因疏劾袁世凯、奕匡，落籍回乡。著有《柏岩集》。

唐崇慈(1892－1941) 字惠玄。恩乡矮山脚村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投身革命军。后留学

美国加州大学，获博士学位。擅长文学，任该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兼《环球日报》总编辑。回

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汪精卫投敌，以职招聘，唐坚辞不就。著有《血泪吟诗集》。

重要事件
太平军攻克全州 清咸丰二年（1852 年）六月，太平军以火药炸开全州城墙，占领县城，

斩清知州曹燮培，参将杨映河。然后挥师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上，在城东 13 里的蓑衣渡与

清军激战两昼夜，南王冯云山中炮殉难。因清政府在下游黄沙河设重兵扼守，太平军被迫弃舟

登陆，由蓑衣渡向东攻取湖南道州。

红军三过全州 第一次，1930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攻打湖南武岗失利后，退回广

西，占领全州城，在此整休部队并召开前委会议，旋东渡湘江入湘。第二次，1934 年 9 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抵全州，经石塘、五里山口越三千界挺进资源县。第三次，中国工农红

军一方面军长征，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于 1934 年 11 月末抵达全州城南，在大坪至兴安界首

40 余里的地段上，强渡湘江，突破了第四道防线。在县境进行大小战斗多次，胜利出境，进

入资源县。

桂北瑶民起义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全州瑶民首领凤福山、盘天宝、



凤福林等人，以建“开天蘸”为名，发动兴、金、灌 3县瑶民同时起义。后遭桂系军阀与湖南

反动保安队镇压，寡不敌众而失败。

日寇侵占全州 1944 年 9 月 12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黄沙河，翌日攻占县城。全县沦陷期

间，日本侵略军肆意烧杀掳掠，人民损失惨重。自凤凰乡下西边村起至安和文塘村止，沿途

48 村庄皆被烧毁。到 1945 年 8 月中旬始光复。

1947 年全灌武装起义 1947 年 7 月初，中共广西省工委桂东北特派员肖雷，根据省工委

指示在灵川县吴家村和桂林市工委负责人阳雄飞，召集邓崇济、曾金泉、金昭毅等人，布置桂

北武装起义。7 月 24 日全州、灌阳举行武装起义，取得初战胜利。起义队伍初名“全灌人民

自救团”，贫苦农民踊跃参加，队伍迅速发展到近千人。后由于国民党广西省保安队“围剿”，

起义受挫。队伍分散隐蔽，主要骨干转移到灵川。翌年 3月，根据中共桂北游击队特支决定，

全灌分队回全灌重新开辟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队伍不断壮大。1949 年扩编为桂

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六、十一、十五大队，人枪近二千，打击了国民党正规部队与地方反动

武装，配合了解放大军解放全州、灌阳。

八百岭之战 1949 年 10 月 17 日，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第六大队指战员 150 余人，在八

百岭伏击从全州调往恭城龙虎关布防的白崇禧残部，战斗 3 小时，歼敌数 10 名，击毙国民党

十一兵团政训处少将处长张应增，缴获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和电讯器材，我军无一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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