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林 县

上林县境内的大明山，为天然水源林区，雨量充沛，是广西六大暴雨区中心之一。建在岩溶地区

的大龙洞水库闻名全国。红碎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有煤炭、石煤、滑石、钒矿等，其中钒矿藏量丰

富，是我国最大的钒矿之一。滑石粉远销香港和日本。“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智城碑”是广西稀有的

唐碑。境内风光秀丽，山川形胜，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到此考察。

位置面积 上林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南部，大明山的东麓。东北邻来宾县，南接宾阳

县，西南毗武鸣县，西北连马山县，北面靠忻城县。县城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34 公里。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5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5 公里，总面积 1,890 平方公里，折合 283.5

万亩。其中陆地 278.44 万亩（百分之六十是山地），水域 5.06 万亩。

建置沿革 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上林县（因县治在上林洞口，因此得名），隶南方州。

自此以后，隶属关系和辖境屡有变动，但县名历唐、宋、元、明、清一直末交。清咸丰七年（1807

年），李锦贵率农民起义军攻下县城，将上林县改称澄江县。起义失败后，复称上林县。民国

时期因之。1949 年 12 月 1 日，上林县解放。1958 年冬，上林、宾阳两县合并为宾林县。1959

年夏，宾阳、上林分开，恢复上林县建制至今。

行政区划 1984 年冬，全县设明亮、覃排、澄泰、乔贤、塘红、镇圩（瑶族乡）、西燕 7

个乡；大丰、巷贤、白圩、三里 4个镇。下辖 129 个村民委员会，1,452 个自然村，2,982 个

村民小组。另有大小圩场 24 个。

县治大丰镇 5,762 户，37,335 人，非农业人口 6,747 人。



人口民族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4 年

笫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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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28 45157 52946 68975 53.8 52.7 30.2

总 人 口 190044 204267 247427 365195 92.2 78.7 47.6

性别

构成

男 85520 94288 120985 184053 115.9 95.8 52.6

女 104524 109979 126442 180542 72.7 64.1 42.7

地区

构成

城镇 3144 9312 7286 15149 381.8 62.7 108

农村 186900 194955 240141 350046 87.2 79.5 45.7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383,415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02.86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20.7‰。

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有壮族 292,533 人，占总人口 80.1%；汉族 54,381 人，占

总人口 14.89%，瑶族 18,260 人，占总人口 5%；还有回、苗、侗、仫佬、毛难、京等 8个民族，

共 41 人。

自然条件
地 形 上林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东三面是山，南面为丘陵地带。山脉与山脉之

间，有狭长的第四世纪洪积——冲积平地，以及溶蚀平地和丘陵。

山 脉 大明山山脉，耸立在县境西南边缘，西起西燕，南到巷贤，全长 48 公里；山脉雄

伟，峰峦叠嶂，为本县西南大屏障；主峰龙头山，海拔 1,760 米，为本县最高峰；山脉北段较

高，海拔约 1,200 米，南段稍低，海拔 700-1,000 米之间。凤凰山脉和狮子岭山脉，分布在县

境中南部和偏北部，大部分属泥沙页岩，低山形，海拔 200-400 米之间。巴仙山脉，延绵横亘

在县境东部和偏北部，海拔：500-600 米之间。南段属峰林区。县境的北部、中部、西北部的

部分地区，海拔在 300-700 米之间，不构成山脉体系，属峰林区，山与山之间形成许多㟖、槽、

峒。

河 流 境内河流均属红水河水系。主要河流是清水河，有大小支流 80 条。清水河及其支

流均随县内地势自西北往东南流，最后汇集东流。还有兰干河，从北流往忻城。地下水较丰富，

全县有地下河 58 条，其中能解决人畜饮水兼灌溉的有 42 条。

气 候 上林县地处低纬，北回归线横贯县境中部，属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夏季高温，4-9

月份多雨。年平均降雨量 1,753 毫米，年平均气温 20.9℃，1月份平均气温 12℃，7月份平均

气温 28℃，极端最低气温-1.7℃，极端最高气温 39℃，年平均日照 1,599 小时。自然灾害有

洪涝、旱灾、冰雹、风灾、倒春寒和寒露风，其中以洪涝和干旱最为严重。据水文资料统计，

夏季雨量集中，大于 50 毫米的暴雨较为频繁，平均每年出现五六次；大于 100 毫米的大暴雨，

平均每年出现 0.8 次。轻度洪涝灾害，平均每年出现 1 次；中等涝灾，平均每 10 年出现 3.6

次；重涝灾，平均每 10 年出现 2.8 次。时间多在 6-8 月间，最早于 5 月上旬出现，最迟到 9



月下旬结束。由于雨量分布极为不匀，常出现春旱和秋旱，尤以秋旱为甚。平均每 10 年中出

现春、秋旱各 5次，中等程度以上春、秋旱 2至 3次。最严重的旱灾是 1976 年 9 月 1 日至 1977

年 5 月 25 日，持续 262 天无一场大于 20 毫米的降雨，全县受灾面积 289,067 亩，31,078 亩

农作物枯死，流经县城的澄江河曾断流 3天。

土 壤 全县分为水稻土、红壤、砖红性红壤、石灰（岩）土、黄壤、紫色土和冲积土等

7个土类。土壤质地以壤土为主，面积 802,732 亩，占全县土壤普查面积 54.1%；其次为粘壤

土，374,159 亩，占 25.2%；沙壤土 195,368 亩，占 13.2%，粘土 103,713 亩，占 6.99%；沙土

8,220 亩，占 0.5%。全县酸性或弱酸性土壤，占总面积 74%，由于受溶洞水影响或偏施石灰，

乔贤、三里、塘红等乡（镇），耕地土壤趋向碱性。大明山一带沙页岩赤红土壤，宜为水源林

和粮、牧区；大丰、巷贤、白圩平原冲积土，宜为粮、蔗、林、牧区；覃排、玉峰一带宜为蔗、

粮、油区；云龙、长岗丘陵泥质页岩赤红壤，宜作用材林和粮、牧区；龙头、三里泥质页岩红

壤丘陵地带宜为林、粮、牧、副业区；岜独、弄贬、龙联一带的石灰岩区，宜林、粮、副业三

者兼之；乔贤、东抚、木山片宜为林、油、副、牧业区，这个片有四世纪红土覆盖，耕层厚，

适宜种花生，为油料基地。

资 源 矿藏：全县有无烟煤、石煤、金矿、铁矿、锰矿、铜矿、铅锌矿、红锑矿、滑石、

水晶石、大理石等 10 多种矿藏。据 1958 年勘查，无烟煤藏量在 6,060 万吨以上，分布在乔贤、

塘红、三里、白圩等 4个乡镇。石煤分布在大丰、明亮、西燕、巷贤等 4个乡镇，藏量为 74,000

万吨；石煤矿中伴生钒、铀、镍等，是我国最大的钒矿之一。滑石矿分布在镇圩瑶族乡的东罗、

怀因、古登、洋造、佛子等村，藏量约 2,100 万吨。沙金矿和脉金矿分布在大丰、明亮、巷贤

一带，为富矿区。在镇圩瑶族乡东罗村附近有丰富的大理石矿。水力：本县河流多，水源丰富，

水流湍急，可进行多级发电。据普查，全县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13.8 万千瓦；其中大明山

一带可兴建小水电站 19 处，总装机容量可达 2.5 万千瓦。草场：本县草场资源丰富，据勘测，

大明山一带及县境东北部地区，载畜潜力可达 11,200 多头黄牛单位，石山灌丛草场载羊能力

可达 4.7 万头。水产；有青竹鱼、骨鱼、鲶鱼、花鱼、水鱼、乌龟、三角帆蚌等 30 多种。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9,603.82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4.16 倍，比 1978

年增长 37.19%，比 1983 年减少 1.88%，1978 年以来年递增 5.41%。人均产值 1984 年为 250.48

元，比 1949 年增长 1.56 倍，比 1978 年增长 0.25 倍。

农 业 1984 年全县耕地总面积 446,328 亩，农业人口 367,069 人（劳动力 155,589 人），

人均耕地 1.21 亩。其中水田 283,980 亩，旱地 162,348 亩。有效灌溉面积 222,876 亩。五十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不少旱地改为水田，粮食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平原

和丘陵以双季稻为主，山区以玉米为主。部分水田实行稻－稻－油、稻－稻－肥，或稻－稻－

麦的一年三熟耕作制。

1984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9,471 台，73,033 马力，比 1973 年分别增加 13.7 倍和

7.5 倍。农机总动力平均每百亩耕地占有 16.39 马力，比 1973 年增加 7.19 倍；其中耕作机械



3,706 台，23,970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5.4 马力。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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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占

%

比

1949年

增长%

比

1978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2320.4

1652.O

15.6

390.9

81.8

80.1

100

71.20

0.67

16.85

7.83

3.45

6987. 2

4697.4

116.0

992.2

1115.9

65.7

100

67.23

1.66

14.20

15.97

0.94

8241.2

5085.4

158.3

1494.0

1324.2

179.3

100

61.71

1.92

18.13

16.07

2.17

8234.8

5198.1

193.6

1494.3

1135.5

213.3

100

63.12

2.35

18.15

13.79

2.59

254

214

1141

282

524

166

17.86

10.66

66.90

50.60

1.76

224.7

-0.08

2.22

22.30

0.02

14.25

18.96

2.78

1.70

8.91

7.06

0.29

21.69

粮、蔗、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间粮食递增 0.49%，甘蔗递增 19.46%，油料

递增7.32%。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24,706.1万斤，比1983年减2,273.16万斤。甘蔗总产54,894

吨，比 1983 年增 11,646 吨。油料总产 75,662 担，比 1983 年增 23,129 担。1984 年，粮食收

购 2,094 万斤，油料收购 8,187 担，甘蔗收购 30,718 吨。

林 业 全县山地面积 168.8 万亩，现有森林面积 39 万亩，占山地面积的 23%。立木蓄积

量 5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12%。主要是松木和杂木林。大明山原有大片原始森林，现已

受到严重破坏。人工栽种的经济林品种有油茶、油桐、茶叶、梨、龙眼、柑橙等。1984 年县

国营龙山林场，经营面积 80,495 亩。自治区的大明山茶场，面积 34,500 亩，年产茶叶 6,750

担。

牧 业 1984 年底全县有牛 61,900 头，主要用于耕作劳役。主要家畜是猪，1984 年全县

生猪总饲养量 220,500 头，年底存栏 133,500 头，出栏肥猪 75,700 头。山区农户多兼养山羊。

副 业 家庭副业近年发展较快，主要是饲养猪、鸡、鸭、鹅、兔和开采滑石、挖煤、淘

金等，冬季还种蘑菇。建筑业在各乡镇也有发展，建筑队伍远到南宁、柳州等市承包修建工作。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面 31,772 亩，已放养 30,789 亩；1984 年产成鱼 32,879 担，比 1983

年增 3,414 担。近年来还开发河滩、荒地、烂湴田、水淹地养鱼。1984 年家庭养埃及塘角鱼

发展较快。

土特产品 大明山红碎茶；1977 年在全国红碎茶质量评比中获优质茶叶第二名，1980 年

又获得全区红碎茶质量第一名，年产 6,750 担，全部供出口。大明山绿茶，1960 年全国茶叶

质量评比为甲级茶，产量较少，仅供内销。

八角：产于大明山中部，年产 50 万斤以上，大部供出口。

黑皮果蔗：全县各地均有出产，以大丰、巷贤出产最多。1984 年总产约 4,500 吨。皮薄

质脆，清甜多汁，远销区内外。

水 利 1949 年全县仅有保水田 4万亩，解放后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至 1984 年全县保

水田面积达 22.28 万亩。详见下表。



大龙洞水库位于上林县西燕乡。1958 年 1 月兴建，1960 年 4 月建成。这个水库是依山砌

石堵塞消水洞而成坝首。水库面积 8,400 亩，蓄水量 12,608 万立方米，是广西的大型水库之

一。此库因在岩溶地区建成而闻名全国。

大龙洞水库坝首

水 利 工 程 概 况 表

项 目
工程

处数

装机

台数
功率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可灌排面积

(万亩)

常引水量

(立方米/秒)

蓄

水

工

程

总 计 479 21342.67 16538.95 12.4

其

中

大龙洞水库 12608 10924 6.1

东敢水库 3410 1408 0.5

南岩水库 1966 1556 1.0

引 水 工 程 509 12.5 17.82

排

灌

工

程

总 计 172 197 1.9

电力排灌站 88 110 1935 千瓦 1.4

柴油机排灌站 57 57 837 马力 0.3

水 轮 泵 站 22 25 0.2

喷 灌 站 5 5 18.4 千瓦 0.02

说明：蓄水工程和引水工程在同一灌区的，于蓄水工程灌溉面积减去重复部分。另外，有水井、水柜 2,711

处，蓄水 3.2 万立方米未计在内。

工 业 1949 年县内仅有少量个体手工业户，从业人员 130 多人，主要生产土布、草席、

砂纸和一般铁制生活用具和农具。1984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印刷厂、水泥厂、氮肥厂、糖

厂、砖瓦厂、矿粉厂、煤矿、农机修造厂、汽车修配厂、酒厂、综合加工厂、水电站等 20 个，

职 12,250 人，产值 1,198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87.5%。其中白圩糖厂有职工 444 人，设

计日榨甘蔗 650 吨，1983-1984 年榨季共榨蔗 30,718 吨，产糖 2,307 吨，产值 104 万元。水

泥厂有职工 247 人，年产 1.83 万吨，产值 100 万元。矿粉厂生产的滑石粉，远销香港、日本，

年产量四至五千吨。

县管集体企业，1984 年有 4个，职工 133 人，产值 24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1.75%。

乡镇企业，1984 年有 56 个，从业人员 864 人，主要从事生产石灰、砖瓦，挖煤，铁木器

加工，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产值 12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9.27%。个体手工业户，61



户，从业人员 61 人营业收，入 20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1.46%。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3 年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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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占

%

比

1949年

增长%

比

1978年

增长%

比

1983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31.46

31.46

100

100

1558.5

708.0

850.5

100

45.4

54.6

1547

869

678

100

56.2

43.8

1369.O

732.6

636.4

100

53.5

46.5

4252

2229

-12.2

3.5

-25.2

-11.5

-15.7

-6.1

-2.14

0.57

-4.72

电 力：1984 年全县小水电站共 10 处，装机容量 4,851 千瓦，总发电量 1,030 万度。全

县现在有 35 千伏安区域变电站 4座，主变压器 5 台，容量 8,510 千伏安；有配变压器 9 台，

容量 16,915 千伏安，用电装机负荷 10,150 千瓦；有 10 千伏安输电线路 495 公里，35 千伏安

电路 132 公里。年供电量 2,965 万度，用电量 2,511 万度。百分之七十九点八的村庄用上了电。

交 通 全县 11 个乡镇都通汽车。1984 年有公路 256 公里（其中干线公路 132 公里），黑

色渣油路 132 公里。现有各种汽车 365 辆，比 1949 年增加了 364 倍，客运量 1,112,340 人次，

货运量 33,770 吨。

邮 电 1984 年县内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共 11 处。邮路总长 948 公里，全县各乡村

都通邮。农村电话线路 754 公里，共安装电话单机 500 部。

商 业 1984 年有商业网点 3,016 个，从业人员 4,730 人。其中国营网点 72 个，从业人

员 894 人；集体网点 369 个，从业人员 1,014 人；个体商业网点 2,575 个，从业人员 2,822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362 万元，比 1978 年增 54%。集市贸易额 2,066 万元，比 1978 年增

长 2.09 倍。农副土特产品收购总额 1,461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1.4 倍。1984 年出口商品收

购总值 267.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7.2%。

财政金融 1984 年全县财政收入 380.7 万元，财政支出 1,211 万元。全县城镇储蓄额 631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93 倍，乡村存款 42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03 倍。农贷发放 1,598

万元（其中信用社发放 1,027 万元），比 1978 年增加 1,410 万元；当年累计回收 1,025 万元，

比 1978 年增加 838 万元。

人民生活 1984 年人均吃粮 524 斤，比 1978 年增长 9.8%。农民平均收入 176 元，比 1978

年增长 1.62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77元（含奖金和补贴），比1978 年增长 73.8%，

集体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 50.5 元，比 1978 年增长 36.1%。农户年收入超万元的有 133 户。1984

年国营商业系统共销售自行车 4,697 辆，比 1978 年多销 2,634 辆，手表 7,500 块，比 1978

年多销 6,617 块；缝纫机销 1,880 台，比 1978 年多销 1,340 台；电视机 338 台。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仅有初级中学 1所，中心小学校 30 所。1984 年全县有高级中学 6所，

学生 2,306 人，初级中学 37 所，学生 10,320 人；农业中学 4所，学生 542 人（其中高中 152



人）；中学教职员工 1,125 人（其中民办教师 131 人）。小学校 133 所，教学点 741 处，学生共

56,954 人，入学率 97.3%，教员 2,424 人（其中民办教师 1,067 人）。幼儿园 18 个班，入园儿

童 424 人，幼托教工 22 人。1950 年至 1984 年，历届高中毕业生共 21,121 人，升入大专院校

的 917 人。全县各类教学人员中，大学毕业的 179 人，大学肄业的 36 人。1980-1984 年培训

中小学教师 419 人。

科 技 现有农科所、林科所、农业机械所 3 个科研单位和 1个科技情报所。各乡、镇有

农业技术推广站。县设有科学技术协会，协会下成立了 9个学会，即水利电力学会、农学会、

机电工程学会、土木工程建筑学会、畜牧兽医学会、医学会、林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农机学

会等组织。1984 年金县有工程师 7 人，农艺师 1 人，畜牧兽医师 1人，主治医师 7 人，经济

师 1 人；助理工程师 42 人，助理农艺师 50 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11 人；工程技术员 110 人，

农业技术员 47 人，畜牧兽医技术员 15 人。

文化艺术 1984 年上林县有文化馆 1个，乡、镇文化站 9个。县图书馆 1个，藏书 41,141

册。新华书店 1 个，发行点 14 个。县城有电影院 1 座，乡、镇有电影院（场）9 处，全县有

放映队 68 个。县有民族歌舞团 1 个，各乡、镇有业余文艺队。还有县广播站 1 个，转播站 9

个。老画家罗鼎华和小画家李丛的作品，在国外获得赞誉。

卫 生 1949 年全县有卫生院 1 所，医务人员 l4 人，病床 8 张，只能做阑尾炎等一般手

术。1984 年有县人民医院、防疫站、皮防站、妇幼保健所各 1所，乡、镇卫生院 9所。机关、

学校、厂矿卫生所（室）13 个。全县有病床 475 张，医务人员 799 人。全县育龄夫妇实行计

划生育的有 34,855 人，节育率 60.7%，1984 年底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有 348 对。

体 育 群众性的传统体育项目有舞龙、舞狮、武术。白圩武术队曾到贵州、云南、湖南、

新疆、海南岛等省、区表演。解放以来，共向自治区输送优秀运动员 8人。现有田径三级裁判

员 3人，篮球二级裁判员 4人，篮球三级裁判员 9人。

文物胜迹
“六舍坚固大宅颂碑” 唐碑。在澄泰乡洋渡村东部约 1公里的石牛山石牛洞内。广西壮

族自治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碑高 95 厘米，宽 64 厘米，厚 20 厘米，碑文 24 行，381 字，真

书，每字 1.5-2 厘米。碑文称颂世袭土官所建六合大宅的坚固，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激烈

的阶级斗争，是研究古代壮族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

“智城碑” 唐碑。在覃排乡爱长村智城山中。因该地原有智城庙，故名。刻于公元 697

年，碑高 161 厘米，碑文 24 行，1,100 多字。碑文比较具体地反映了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面

貌和阶级斗争状况，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汇水桥畔石刻 明代石刻。有“千军镇”真书，竖长 2.84 尺，宽 2.52 尺，钦差整饬兵备

副使郑登高书；“千古伟绩”真书，径 2.84 尺。还有李应祥在千军镇的题壁诗和题字“钓矶”

等，是研究八寨农民斗争的重要史料。

革命烈士碑 位于县人民政府第二大院内。1950 年 8 月建，高 10 米。正面有南宁军分司

令部、政治部题词：“英雄们永垂不朽”，侧面有县人民政府和县大队题词：“烈士们精神不死”。



烈士纪念碑

抗日阵亡将士墓 为纪念 1940 年 2 月日寇入侵上林时与敌作战阵亡的将士，于 1942 年 6

月建。墓址在大丰镇王周村新安庄东山边路旁。正面嵌有石碑，上刻《上林大丰乡抗日忠勇将

士义冢》和碑记。两边题联：“大勇桓桓共扫倭奴光史乘，丰碑屹屹长留浩气壮山河”。1982

年县人民政府重新修缮。

著名人物
周可传(1911－1949) 壮族。巷贤镇大山村人。1935 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

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周可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读书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37 年

抗战开始，周离日回国。次年秋，在第五战区一七四师政治部工作。1939 年夏受党组织派遣，

到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任组织组组长。在此期间，他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提供了许多广西国民

党当局各方面的内部情报。1944 年日寇第二次入侵广西，周到宾阳区民团指挥部任政治顾问，

积极进行抗日斗争。1948 年冬，回上林南区和当地地下党同志一起，发动武装起义，领导游

击战争。1949 年 4 月 29 日到六河庄地下交通站养伤，不幸被捕。不久被敌人杀害于巷贤。

卢愈铭(1940－1979) 壮族。巷贤镇卢柱村人。196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参谋等职。1978 年 9 月转业。1979

年 2 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任参战民兵三营三连连长。3月 3日下午，卢受命率领民兵乘

汽车去掩护另一部队撤退，遭到敌人伏击。司机牺牲，他也身中数弹，为了抢救车上三十多名

民兵和车辆，他奋不顾身，接过方向盘。当汽车冲出二百多米时，不幸又中弹，壮烈牺牲。部

队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广州军区授予“英雄民兵”光荣称号。

张鹏展(?－1840) 壮族。字南嵩。六联村人。清进士，曾任武英殿编纂、福建道监察御

史、提督山东学正、通政使司通政使。嘉庆二年（1797 年），告假回乡，目睹各级官吏借采买

兵粮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便于嘉庆五年上《奏请严禁采买以安民心疏》，详陈上林及其他地

方采买兵粮的各种弊端。晚年先后受聘任桂林、上林、宾阳等地书院山长。著有《峤西诗抄》、

《山左诗续抄》、《宾州志》等八种。

李锦贵(?－1861) 壮族。东关乡（今大丰镇皇主村）人。廪生。清咸丰初年，在太平天



国革命风暴影响下，上林贫苦农民纷纷起来反清，举李为东关团团总。他联合黄元鏐、李绍理

等农民起义军，提出“杀官诛吏，劫富济贫”的口号。1857 年 7 月，李率队参加大成军。8

月，攻下上林县城，改上林县为澄江县，建立了县一级农民政权，李任明义将军大司马。1859

年，石达开部将石镇吉率太平军进入上林，李率队加入太平军，被封为澄江县大令。1861 年 3

月，石达开封他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同年 6月病逝。

杨腾辉(1889－1939) 壮族。号醒凡。澄泰乡云龙村人。1913 年到林俊廷部下任职。1914

年入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林部历任营长、团长。1923 年 3 月任广西省警察厅厅长。1924

年 6 月，李宗仁、黄绍竑进攻南宁，杨投靠广东军阀。后又与李宗仁拉线，李委杨为定桂讨贼

联军少将旅长。1929 年杨投靠蒋介石，任师长。10 月，又同李、白、黄合作，任第七军军长。

1930 年 5 月。桂军在湘作战失利，退回广西，杨以为李、白、黄将垮台，与广东陈济棠联系

投蒋。事败露，被剥夺兵权，改任广西省府财政委员会主任。1939 年出走香港，不久病死。

重要事件
八寨农民斗争 元延祐元年至明万历八年(1314 年至 1580 年)，以上林县地为中心的八寨

地区农民武装斗争，前仆后继，历时 266 年。明王朝曾组织十六次大规模的“征剿”，其中四

次出动兵员十万以上。1459 年，八寨农民起义军的势力曾伸展到灵山县境，占领了该县一些

地区。明成化至正德年间，起义军活动范围东起柳州，西至东兰，南连武鸣、宾阳，北抵宜山

和忻城，方园五百多里，和大藤峡瑶民起义相呼应，给明王朝以有力打击。

上林县第一个农民政权 1857 年 9 月 25 日，李锦贵率领农民起义军与大成军联合攻破上

林县城，杀死知县杨培坤，改上林县为澄江县，建立了上林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起义军张

贴告示，提出“除暴安良扶社稷”、“救贫济苦救民生”的口号，反对清政府实行民族歧视和剥

削、压迫人民的政策，号召人们蓄发变服。镇压了数十名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大长了人民的

志气。

古思起义 1947 年 7 月，中共上林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准备武装起

义。9月 16 日，地下党率领农民武装 160 多人，于周安俭表公路沿线，突袭国民党县保安队，

毙敌保安中队长等 8人，伤 12 人，俘敌 15 人，缴获长短枪一执，并解放了古蓬、思吉两个乡。

古思起义的队伍后来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八交队第二十二团。

清剿土匪 1949 年 12 月 1 日上林解放后，国民党残部、地主武装和惯匪进行有组织的反

革命暴乱。他们残杀区、乡干部和群众，在交通要道设关卡，拦路抢劫，强奸妇女，烧毁民房，

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1950 年 5 月到 1951 年 4 月，解放军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

支持、配合下，同土匪进行了十二次较大的战斗，终于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南宁军分

区授予上林“剿匪模范县”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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