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 安 县

兴安地处越城岭东南。在这里，有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灵渠，现

为游览胜地；有广西第一高峰苗儿山，现为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合作物

生长，是自治区水稻和生猪生产的基地之一，又是白果、柑桔、竹木的主要产区。

位置面积 兴安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北接资源县，东北接全州县，东南接灌阳

县，西南接灵川县，西北接龙胜县。东西最大横距 70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8 公里。总面积

2,343 平方公里，折合 3,522,000 亩。县治兴安镇，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494 公里。

建置沿革 兴安自汉至隋为始安县地。唐武德四年（621 年）于此置临源县。大历四年（769

年），改县名为全义县。五代晋开运三年（946 年），立溥州于全义县，改县名为德昌县。宋乾

德初，废溥州，复称全义县。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改为兴安县，沿用至今。

行政区划 现分兴安、溶江、界首 3个镇，护城、严关、湘漓、漠川、白石、高尚、崔家、

华江、金石 9个乡。下设 121 个村（街）民委员会，2,161 个村民小组。较大的集市圩场 6个。

县治兴安镇，5,418 户，21,902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总人口 327,178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39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 18.3‰。

根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有汉族 302,925 人，瑶族 6,391 人，壮、苗、回、

侗、仫佬，毛难、水、彝、京等族共 1,210 人。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4 年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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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08 44689 48713 67036 65.1 50.0 37.6

总 人 口 158862 183421 214194 310526 95.4 69.3 44.9

性别

构成

男 99170 113003 161703 63.1 43.1

女 84251 101191 148823 76.6 47.1

地区

构成

城 镇 12251 14717 30981 152.9 110.5

农 村 171170 199477 279545 63.3 40.1

自然条件
地 形 兴安县西北和东南都是山地，山峰耸立。地势较高。两边山地各向相对方向倾斜，

形成在两大山地之间的狭长地带，叫做“湘桂走廊”，其间有丘陵及河谷平原。“走廊”中又以

中部的县城地势较高，湘、漓二水即由此向北、南分流，人称“兴安高万丈，水向两头流”。

山 脉 分属越城岭和都庞岭。越城岭位于县境西北部，东南走向。主峰苗儿山，海拔

2,141.5 米，在与资源县交界处，是全县最高峰，亦广西第一高峰。因山顶有巨石形似猫头，

故名。现已划为自治区自然保护区。苗儿山脉又分三支，分别向东、西、南延伸。都庞岭余脉

则分布在县境东部和东南部。最高峰盘王殿，海拔 1,748.2 米。下又分两支：北支，沿县境东

部边境向北延伸，主要的山峰香炉山，海拔 1,647.1 米。西南支，沿漠川乡南部延伸，到高尚

乡南部再折向西北。

苗 儿 山 云 海

河 流 境内的湘江和漓江及其交流，分属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湘江由高尚乡入境，汇



合西坡江和白石河，到界首出境入全州，在县境流程 52 公里。湘江支流漠川河，发源于漠川

乡盘王殿，全长 45 公里。漓江的主要源流六峒河，发源于越城岭的主峰苗儿山，与华江、黄

柏江、川江汇合后，称大溶江，全长 54 公里，至溶江镇与灵渠汇合后称漓江，再经河口接纳

小溶江流入灵川县境。灵渠，是连接湘江、漓江的人工运河，全长 34 公里。分南、北二渠：

南渠从县城东郊的分水塘起，引湘江正源海洋河水，穿县城至溶江镇流入漓江，长 30 公里；

北渠则由分水塘经花桥村流回湘江，长 4公里。

全县河流年平均流量 95.48 立方米/秒，天然落差 1,252 米，水能理论蕴藏量 69,730 千瓦，

可开发利用量 45,267 千瓦，已开发 7,097 千瓦。

气 候 兴安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为 17.8℃。1月份气温最低，平均 6.6℃，

7 月份气温最高，平均 27.6℃。极端最低气温-5.8℃，极端最高气温 38.5℃。平原地区年平

均日照 1,470 小时。年平均降雨量 1,841.5 毫米，最少 1,318 毫米，最多 2,321 毫米，年平均

降雨在 180 天左右。无霜期平均 293 天。年平均相对湿度 79%。年平均风速 3米/秒左右。

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暴雨、旱灾、倒春寒、寒露风。其中较大的水灾解放以来就有 17 次，

平均 2年 1次，最严重的是 1952 年 6 月 6 日，整日暴雨，华江、两金等区山洪暴发，大溶江

水位升高 4 丈左右，冲走房屋 1,504 间，人畜亦损失不少。旱灾平均 4 年 1 次，最严重的是

1963 年，从 4月到 10 月没下过大雨，全县水田禾苗百分之五十受旱，成灾面积 133,816 亩，

其中枯死无收的达 4万多亩。

土 壤 全县有 23 种土壤。属水田土壤有沙泥田、泥田、石灰性土田、沙田等，其中沙泥

田耕性良好，全县共 134,683 亩，占水田总面积 46%。旱地土壤有泥土、沙泥土、石子土等，

其中泥土质地较粘，共 42,517 亩，占旱地总面积 65.4%。荒山、林地土壤有红壤、黄红壤、

黄壤等，其中红壤有 875,597 亩，占荒山、林地总面积 34.4%。

资 源 矿藏：己发现有锰、钨、金、重晶石、铁、锑、铅锌、煤、方解石、石灰石等。

其中铁矿蕴藏量约 885.8 万吨，白钨矿经勘测一处藏量有 2万吨金属量，其余矿藏未经勘探。

森林：全县森林面积共约 2,053,746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58.3%，尚有宜林荒山、荒地 450,611

亩，占土地总面积 12.8%。水面：全县山塘、水库、河流渠道水面共 8万余亩，可发展渔业。

动物：苗儿山林区有属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毛冠鹿、红腹角雉、黄腹角雉、大鲵、短尾猴、恒

河猴、麝、水鹿、鬣羚、大灵猫、小灵猫、金猫、白鹇、金鸡、穿山甲等；主要经济动物有赤

麂、小麂、鼬獾、野猪、竹鼠、鼯鼠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15,455 万元，比 1949 年 2,734 万元增长 4.9 倍，比

1978 年 12,568 万元增长 23%，比 1982 年 14,410 万元增长 7.2%。1978 年以来五年间递增 4.2%。

人均工农业产值 482 元，比 1949 年 172 元增长 1.8 倍，比 1978 年 431 元增长 11.8%，比 1982

年 457 元增长 5.5%。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 15,817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2.3%。

农 业 1983 年全县耕地面积 366,208 亩，农业人口 288,693 人（劳动力 142,870 人），

人均耕地 1.27 亩。耕地中水田 291,462 亩，旱地 74,746 亩，旱涝保收面积 255,637 亩。



1983 年全县有各种农业机械 4,281 台，总动力 55,216 马力，比 1978 年 42,029 马力增长

31%。其中投入耕作的农机总动力 25,598 马力，比 1978 年 24,245 马力增长 5.5%，平均每百

亩耕地占有 7马力。

粮、油：1983 年全县粮食总产 33,651 万斤，比 1978 年 26,427 万斤增长 27%，五年间粮

食年递增率 5%。粮食收购 6,936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34%。1983 年全县油料总产 256.3 万斤，

比 1978 年 111 万斤增长 130.9%。收购油脂 11.5 万斤，比 1978 年增长 51%。1981 年兴安县已

被定为自治区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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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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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 100 7558

4419

702

1444

969

24

100

58.5

9.3

19.1

12.8

0.3

9382

5666

829

1766

1071

50

100

60.4

8.9

18.8

11.4

0.5

10453

6248

752

2104

1276

73

100

59.8

7.2

20.1

12.2

0.7

289 38.3

41.4

7.1

45.7

31.7

204.1

11.4

10.3

-9.2

19.1

19.1

46.0

6.7

7.2

1.4

7.8

5.6

24.9

林 业 全县有林面积 2,053,746 亩，森林覆盖率达 58%，立木蓄积量 4,206,887 立方米。

在全部林木中，用材林 1,269,985 亩（其中杉木 215,542 亩，松木 597,635 亩，杂木 456,808

亩）；经济林 291,524 亩（其中油茶 20,990 亩，油桐 796 亩，柑桔 57,122 亩，白果 5,000 亩，

毛竹 207,616 亩）；防护林 436,117 亩；其它林 56,120 亩。1978 年县办国营林场 1个，下设 8

个分场，经营面积 16 万多亩。在全部林木中包括苗儿山保护区 25,465 亩、牛塘界林场 14,174

亩在内。

牧 业 1983 年存栏耕牛 26,490 头。存栏生猪 296,548 头，出栏肥猪 119,314 头，其中

农民出售肥猪 78,437 头。县人工授精站对公猪进行专门承包，1983 年人工授精母猪 4,500 头，

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1981 年兴安县已被定为自治区生猪基地之一。

副 业 农民除养猪外，还饲养鸡、鸭、鹅、兔（养兔最高纪录是 1978 年，达 12 万多只）、

鱼、蜂，种植果树、竹、木、油桐、油茶、香菇、木耳、蘑菇、黄麻、甘蔗、西瓜、黄豆、花

生、麦冬、半夏、天麻、厚朴等，以及各种蔬菜。近年来还有个体经营汽车运输、烧制砖瓦、

石灰及从事建筑、加工、采矿、编织等副业生产。1983 年还出现了华江芒编这个新兴工艺。

渔 业 县内的水域，已大部分利用来发展养鱼。农民还有稻田养鱼的习惯和经验，在 29

万亩水田里，也部分进行季节性的养鱼，这就是有名的禾花鱼。县有国营水产养殖场 1个，职

工 16 人，养殖水面 2万亩，年产成鱼 15 万斤。1983 年农民集体养殖水面 15,600 亩，年产成

鱼 70 万斤，私人稻田养鱼 4,000 亩，年产成鱼 32 万斤。1982 年引进尼罗罗非鱼，1983 年试

验越冬养殖成功，1984 年生产鱼苗 30 万尾。



土特产品 柑橙：分宽皮桔类和橙类，品系有 30 多个。宽皮桔类，主要为温州蜜柑，品

系有宫川、尾张、椪柑、南丰蜜桔、大红柑等。橙类有冬橙和夏橙，主要为普通甜橙，品系有

大红橙、冰糖橙，新会橙等。1983 年总产 3,090 万斤，收购 2,292 万斤，县罐头厂加工 721

万斤。大部分鲜果运销北京，天津、山西、甘肃、河北、河南、江苏、东北三省和区内各地。

柑桔罐头：“灵渠牌”柑桔罐头，真空度好，存放时间长，能保持原味，获自治区优质产

品奖。1983 年生产 1,511 吨。

白果：又名“银杏”。主要产地为高尚、漠川、白石、崔家、泡漓等乡。鳃放煎运销桂林、

梧州、湖南等地。1983 年产量 18,000 担，国家收购 16,000 担，其余个体户收购，多渠道外

销。兴安白果远销香港和日本、东南亚。

毛竹：叉名楠竹。高二三丈，茎壁厚而坚韧，抗拉和抗压能力较强。可以代替钢材扎屋架、

盖房屋，也可以编织工艺品，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还可以造纸。主要产于金石、华江等

乡。解放前，由商人收购，经大溶江运往桂林、梧州等地。1981 年产 150 万条，国家收购 103

万条，销往新疆、甘肃、内蒙、辽宁、上海和香港等地。

茶叶：分春茶、夏茶。主要产地华江、金石、界首、高尚、漠川、溶江等乡。以华江乡的

“六峒茶”为最好。该乡黄腊岭所产茶叶在清代曾以贡茶而闻名。解放前，每到产季，广东、

湖南，武汉等地的商人便来订货收购。解放后最高年产 800 担。1977 年自治区、地区曾组织

茶叶技术大员品尝了“六峒茶”，评为桂北优良品种。但因收购价格偏低，生产下降，1983 年

只收购到 183 担。

“溶江兰花”酒：溶江酒厂生产。1984 年生产 1,183 吨，获轻工部铜质奖，畅销区内外。

水 利 解放以来，全县水利投资 4,590 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3,563 万元，乡、村自筹 1,027

万元。兴建了蓄、引、提各项水利工程 1,930 处。有效灌溉面积 285,300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77.9%,保灌面积 255,637 亩。其中蓄水工程 325 处，有效库容 7,252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 1,260

处，正常引水流量 20 立方米/秒；电机排灌站 536 处，4,656 马力，水轮泵 141 台。

工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78年

以来递

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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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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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万元)

占

%

金额

(万元)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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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78 年

增长%

比

1982 年

增长%

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50

50

100

1OO

5010

1949

3061

100

38.9

61.1

5028

2239

2789

100

44.5

55.5

5002

2124

2878

100

42.5

57.5

9904

4148

-0.2

9.0

-6.O

-0.5

-5.1

3.2

-0.03

1.7

-1.2

注：含地区、自治区属企业的产值，不含个体企业的产值。

1949 年，县内仅有织布、洗染、制革、制袜、烟丝、造纸、砖瓦、酿酒和铁、木、竹、

铜器等 423 家手工业和手工操作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从业人员 1,169 人。1983 年，县属工矿

企业产值 3,200 万元。其中县氮肥、农药、矿粉、水泥、大理石、冶选、汽车修配、农机、酿



酒、罐头，印刷、矿山等 17 个国营工矿企业，共有职工 2,588 人，产值 2,325.5 万元，占全

县工业总产值 46.5%。县办集体企业 114 个，从业人员 2,728 人，主要从事冶金、轻工、建筑、

机械、建材、铁木器加工等生产，产值共 894 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 13.8%。还有个体手工业

9户，从业人员 13 人，营业收入 3,246 元。

电力：1983 年全县电力装机容量 7,079 千瓦，共发电 915 万度。现所需电力，主要依靠

桂林电网供电，1983 年共供电 3,378 万度，占总用电量 78%。

交 通 兴安公路四通八达，铁路纵贯其中，交通方便，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1983 年全县共有公路 29 条，350 公里，汽车 356 辆。通往全州、灌阳、资源、桂林的班车，

均当日往返。每日经过兴安县的还有桂林至全州、灌阳、资源，桂林至湖南道县、郴县、衡阳、

邵阳、新宁、武岗的班车。全县 12 个乡（镇），每天都有客车往返。1983 年兴安汽车站共完

成客运量 111 万人次，货运量 41,039 吨，货运周转量 2,848,059 吨公里。湘桂铁路纵贯县境

中部，途经大溶江、严关乡、兴安、南塘、百里村 5站，全长 42 公里。水上运输，自秦凿灵

渠后，湘漓二水和大溶江、小溶江历来通航。到了 1927 年桂黄（全州黄沙河）公路通车和 1938

年湘桂铁路通车后，兴安运河的水上运输才逐步被陆路运输所取代。此后，只有木船航行大溶

江，主要装运柴炭、土纸、茶叶等土特产品去桂林。1956 年尚有水上运输组，木船 6只。现

在只有竹排由金石、华江运往溶江镇和桂林（出售毛竹和山货）。

邮 电 兴安是全州、资源、灌阳的邮电枢纽，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16 个，都开办了

电报、长途电话业务。全县邮路总长 1,492 公里，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自然村通邮。线对公里有

1,070 公里，农村电话线路 710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15 条，共安装电话 588 部。县城有 150

多部自动电话。

商 业 1983 年全县商业网点 2,280 个，从业人员 9,559 人。其中国营网点 68 个，职工

850 人；集体网点 353 个，从业人员 6,027 人；个体户 1,859 个，从业人员 2,682 人。社会商

品零售和批发总额 6,58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60%。集市贸易额 2,480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78%。出口商品总额 518.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2%，其中主要出口商品有白果、兔毛、芒箱、

熟石灰粉等。

财政金融 1983年全县财政收入842.4万元，财政支出636.2万元。全县城乡储蓄额1,722

万元，比 1978 年 337 万元增长 4倍，其中农民存款 622 万元，比 1978 年 49 万元增长 11 倍。

农贷款发放 846 万元，比 1978 年 378 万元增长 1.2 倍，累计收回 729 万元，比 1978 年 346

万元增长 1.1 倍。

人民生活 1983 年人均有粮 1,050 斤，比 1978 年增长 17%。农民人均收入 280 元，比 1978

年增长 2倍。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月平均基本工资 58.97 元，比 1978 年增长 31.7%。1983 年

农村年收入达万元以上的有 50 户。1983 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 7,263 辆，比 1978 年增长 1.6

倍；手表 7,881 块，比 1978 年增长 4.4 倍；缝纫机 1,806 台，比 1978 年增长 80%；第一次销

售电视机 531 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只有县立初中 1 所，学生 421 人，教职员 36 人；小学 280 所，学生

8,161 人，教职员 301 人。1983 年有中等师范学校 1 所，学生 404 人，教职员 75 人；高中 8

所，学生 2,325 人；初中 34 所，学生 7,956 人；高、初中教职员 986 人。农业中学 1所，学

生 367 人，教职员 47 人；小学 126 所，教学点 356 处，学生 39,067 人，教职员 1,847 人；并

有幼儿园 12 所。1978 年－1983 年有高中毕业生 9,739 人，考入大学 619 人，考入中专 732

人。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有大学毕业的 828 人，大学肄业 78 人，高中 18,119

人，初中 41,638 人。

科 技 现设有县农科所、柑桔研究所和科技情报站。另有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11 个。还

有县科协及所属学会 13 个，共有会员 575 人。1978 年农药厂研究试制成功高效低毒残留毒少

的乙酰甲胺磷，不但杀虫灭病力强，而且保障人畜安全，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现已畅销全国。

1980 年氮肥厂的废水处理和 1984 年农业局的锌肥推广均获自治区科技奖。1983 年全县有工程

师 5人，技师 1人，农艺师 4人，畜牧兽医师 1人，助理工程师 53 人，工程技术员 64 人，助

理农艺师 66 人，农业技术员 33 人，会计师 2人，主治、主管医师 9人，主管技师 1人，医师

145 人，医士 185 人，其他卫生人员 751 人。

文化艺术 有文化馆 1个，科技文化站 12 个；图书馆 1个，藏书 63,200 册；新华书店 1

个，发行点 16 个；县城有剧院、电影院各 1个，乡镇电影院（场）11 个，电影放映队 83 个。

本县创作的《酒葫芦告状》、《新婚志喜》、《常开心》分别获得自治区创作二等奖、征文创作奖、

演出二等奖。1957 年《兴安马仔调》参加专区、自治区、全国群众业余会演，均获优秀节目

奖。9岁儿童张高山画的《金鱼》，获 1978 年 6 月在芬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儿童绘画比赛金质

奖。有县广播站 1个，乡镇转播站 11 个，地区的电视转播台 1座。

卫 生 1949 年县城有卫生院 1间及几间私人开的诊所和中药店。1983 年有县人民医院、

中医院、工人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卫校、药检所等 8 个县属单位。另有乡镇卫生院

11 所，工矿企业和学校医务室共 24 个，村卫生所 65 间。个体开业者 420 人。全县共有病床

548 张，医务人员 1,221 人。1983 年全县有育龄夫妇 65,733 人，其中实行计划生育的 32,176

人，节育率 48.95%，至 1983 年底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有 1,242 对夫妇。

体 育 县设有体育运动委员会，并建立了乡（镇）及职工体育领导机构 29 个。全县有田

径场 1 个，篮球场 444 个，简易运动场 6 个。1973 年在县城开办业余体校，每期训练在校学

生 60 人左右，现已向上级输送优秀运动员 21 人。1977 年以来，参加全区体育比赛获奖的运

动员有 23 人，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农村体育先进单位 2个。

特殊风俗 婚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华江、金石瑶族地区群众，每年夏末秋初，由头人

发起举行江河捕鱼盛会，这一天沿河附近村寨男女青年身着最漂亮的新装，手执捕鱼器聚集沿

河两岸，对唱山歌，借以相互认识，建立感情，作为订婚、结婚入门之路。溶江一带汉族结婚，

新郎、新娘先拜井挑水，两人合挑三桶井水，让村上青少年向桶里丢放石子、砖头．溅水取乐，

接着新人排坐合炒油茶，油茶炒好后，新郎、新娘抬油茶请长辈宾朋饮茶。



饮食：漠川、白石、高尚一带群众早、中餐有吃油茶习惯。它是用大扒锅将油熬辣，放上

生姜、茶叶、生盐，用锅铲一炒，加少许热水，用捣棒将茶叶、生姜捣碎，而后放入适量热水，

煮开后倒入碗中，再放上米花、油酥包谷、炒脆的花生、煮烂的饭豆和青葱熟蒜等佐料，吃起

来既清香爽口又充饥提神。婚丧筵席间，有提调 1人，陪客 4人，先由提调安排好前四席宾客

席位，陪客坐在堂屋天井边与前四席宾客对面，饮酒时先由陪客发出“未曾坐齐嘛！？坐齐了，

请动升壶！请用酒！酒明了嘛！？酒明了！请用箸”等一喊一答的口令，然后宾朋统一按口令

行事，至鸣炮散席为止。

称呼：兴安人喊“佬佬”是对比自己年纪小的男青少年的称呼，与弟弟相同；喊“爷爷”

是对自己姑父或者是对自己爸爸的称呼。

文物胜迹
灵 渠 古称零渠、秦凿渠、陡河，也有称兴安运河。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始

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开凿，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全渠工程分铧嘴、南北渠，大

小天平、泄水天平、陡门、桥梁等部分。铧嘴是分水的主体工程，建立在县城东郊的分水塘中，

嘴尖把迎面而来的海洋水劈分为二，右遏三成流入南渠，左分七成流入北渠，故名“三、七分

水”。南北渠均为人工开凿的运河，总长 34 公里，其中南渠长 30 公里，北渠长 4公里。南渠

由分水塘起经灵山庙并疏通天然小溪灵河而沟通漓江。北渠系从铧嘴之背经花桥村仍流回湘江。

两渠共有陡门（船闸）36 处，两大水系船只通过时即靠陡门逐级升高航道水位，实现南来北

往。大小天平及泄水天平则为平衡流量的辅助工程。全部工程构思之严密，设计之灵巧，建筑

之牢固，处处显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

灵 渠 小 天 平

沿渠有秦堤、飞来石、四贤祠、三将军墓、万里桥等古迹名胜，其中万里桥横跨穿城而过

的灵渠之上，为南北大道所必经。因古时由京师至此驿站相接适万里而得名。系唐代宝历年间

建。灵渠现为桂林旅游区的对外开放点，在渠道之畔、飞来石对面并建有灵渠宾馆。仅 1983

年到灵渠旅游的就有 16 个国家的外宾 2,776 人，港澳同胞 2,014 人，国内旅游者 1O,543 人。

秦城遗址 共 4处，皆在溶江镇境内，分布在马家渡口灵河南岸、七里圩南端约半里处、



通济和太和堡两村间、水街等处，为秦始皇派人戌五岭时所筑。现只遗留有不完整的城垣，是

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严关 位于严关乡仙桥村狮子山与凤凰出峡谷间，为兴安城西南之咽喉，历代兵家必争

之地。关筑有石城垣一道，分前后两门，门上刻有“古严关”3个大字。一说建于秦始皇三十

三年，一说建于汉代，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严关古窑址 在县城西严关乡水南村北，是宋代古窑群。1962 年出土了大批珍贵宋代瓷器。

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堂 原名三官堂。位于界首镇湘江西岸。是 1934 年 11 月底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界

首的渡江指挥部旧址。

红军堂

乳洞岩 在护城乡董田村茅坪屯后，有上、中，下三洞。下洞宽敞明亮，大厅可容一二千

人，岩壁喷出一泉，落地声响如雷，故名“喷雷”，洞壁间，石刻甚多。中洞口常有云气出没，

状若霏烟，故名“驻云”，内有石佛石刻数处。上洞名“飞霞洞”，洞内景色为三洞之冠。古来

三洞有“胜绝南州”，“湘南第一洞”，“上清三洞”等称誉。

古墓葬 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石马坪古墓葬，在溶江镇莲塘村旁，出土物有

兵器和军用品。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界首古墓葬，在界首镇旁，随葬品皆汉代器物；

白塘古墓葬，在湘漓乡白塘村附近，墓中陶器类似东晋、南朝风格。以上出土文物大部分现存

县文物馆。馆内还藏有石器时代的各类石器，铜器时代的商卤，春秋铜斧，战国铜钺、铜剑，

西汉铜鐎斗，两汉、三国、两晋时的铜镜，宋代瓷器，明代的瑶族雕花银杯等。

著名人物
张 英(1910－1984) 溶江乡大埤头村人。原名黄文荃。1934 年入上海大学，1936 年 12

月参加革命，改名张英。1937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 9 月入伍。历任县委书记、新

四军某师政委、驻瑞士公使馆武官、总参某部部长兼南京外语学院院长、顾问等职。1984 年 6

月 14 日在北京逝世。

毛承祀(1912－1948) 溶江乡冷江村人。1948 年 3 月加入桂北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担任



按济和联络任务，后被国民党县保安队逮捕，牺牲于电荆之下。

蒋允济(1104－1167) 高尚乡江东村人。字德施。宋绍兴二年进士。历任柳州城尉，容州

普宁县、湖南新化县、贺州富川县县令，代理昭州知州，浔州知府等职。乾道元年升邕管观察

使。主张公平交易，得少数民族拥护。

昊中柱(1883－1939) 白石乡白竹塘村人。又名擎天。毕业于保定军校及留学日本。同盟

会会员。曾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及北伐战争。历任团、旅、师、军长，1928 年回

乡。著有《修齐治平语录》一书。

重要事件
开凿灵渠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命尉屠雎率军经略岭南，使监御史

禄开凿灵渠，以通粮道。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渠成，南北水系沟通，对秦统一岭南有重

大意义．

太平天国军经过兴安 清成丰二年(1852 年)5 月 22 日，太平军攻占兴安县城，兴安知县

商昌弃城逃跑。咸丰九年（1859 年）6月，石达开带领十多万太平军返回广西，曾在兴安严关、

大溶江连扎营垒，并在塘堡、白竹铺一带设卡，不久撤离。

瑶民起义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在全、灌瑶民起义的同时，兴安艳林江、普川园、

黄祖园等地瑶族人民在彭子余、龚成一领导下亦起兵。他们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

的口号。起义军约千人，用鸟枪、马刀和长矛作武器，向县城进攻。2月 3日在犁头圩打败国

民党军，缴获国民党县长的驳壳枪和马匹。

红军长征经过兴安 1934 年 9 月 4 日，长征中的红六军团经全州直抵兴安界首，在塘市击

溃国民党的拦阻部队后，乘胜向资源前进。同年 11 月 27 日，红一方面军八万余人，到达界首

的湘江东岸，先头部队占领了界首渡口，第二天用油桶搭起三道浮桥，中央纵队开始渡江。先

渡过江的红军第四师在光华铺阻击敌人，激战三昼夜，掩护后续部队渡江。中央纵队渡江后，

向西部越城岭山区前进，12 月 9 日，红军离开兴安。

日寇入侵 兴安沦陷 1944 年 9 月 28 日，日本侵略军自灌阳侵入兴安，并继分几路南侵。

此后，兴安县境除金坑、金石乡外，全都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兴安人民遭受空前浩劫，损失惨

重。迄 1945 年 8 月 14 日始光复。

游击队扫荡反动武装 1948 年至 1949 年，在兴安活动的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五、第十一

两个大队，先后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并在解放前夕，采用军事和政治攻势，解除敌人武装。

总计歼敌 610 多人，缴获轻重机枪 23 挺，长短枪 653 支，消灭敌地方军政权团级机构 1 处，

营级军事机构 2处，乡公所 16 个。

兴安解放 1949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5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挂北人民解放总队配合下进入

兴安县城，并分 3路南进，在严关乡大拱桥、大溶江河口、大溶江铁桥打垮了阻敌。11 月 21

日，兴安全境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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